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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油价、
新常态形势下，
开发生产工作
都要由过去的
以产量为中心
向以效益为中
心进行转变，一
切优化和调整
都要围绕效益
的指挥棒转。在
东胜公司，这根
指挥棒很好地
把“ 经 营 一 元
钱 ，节 约 一 分
钱”的理念深入
到每个员工内
心，从而通过引
导全员参与、挖
潜增效等一系
列措施，有效提
升了生产效益。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邢磊) 近日，滨采303队管井

一班班长孔令健，从墙上取下他承包的单
83斜077井的“身份证”，仔细查阅该井的井
下措施记录，结合现场检查出的光杆结垢
情况，就该井注汽开井后液量一直低的问
题认真分析起来……

“现在的油井‘身份证’信息，不仅包
括液量、温度、电流等动态资料，静态资料
也更全了，增加了汽窜井史、井下措施、大
事纪要、管理重点等记录以及地面设备流
程状况。”孔令健介绍，“现在井上已经改
变了以往因为没有电脑，在站上看不到完
整的静态资料，无法有效进行油井分析的
状况”。

像管井一班一样，其它班的每口井也
都有了信息更全面的新“身份证”。为油井
办新“证”，班员变身“技术员”，源于滨采

303队推行的单井分级承包管理。他们根据
油井的重要程度、所属班组等情况，由队
干部、班长和班员分级承包，形成“一对
二”或“一对三”的承包网络，让井井有人
包、人人有责任、人人细管理、人人会分
析，提升油井的质量效益。

按照管理要求，这个队的技术干部每
周都要走进各站，和班组员工一起对承包
油井进行分析论证，并于每月底集中组织
开展一次单井承包分析活动。

“大家看看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没有
分析到位的，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今年2月份，在单井承包分析活动中，该队
地质技术员范孝晶问到。

“根据单83-083井供排关系、沉没度，
我建议将冲次从3 . 5次下调至3 . 0次。”对自
己承包的油井，大班师傅付玉行紧接着提
出了一个建议。

经过分析论证，队上采纳了付玉行的
建议。次日上午，好消息传来：单83-083井
实现日增油0 . 7吨。付玉行高兴地将这一情
况记录在该井的“身份证”里。

起初，管理法的推行并不顺利，班员
觉得增加了资料填写、油井分析等工作
量，积极性不是很高。

去年11月7日，单83斜074井下泵开井。
次日一早，该井承包人八点员工陈明量油
3遍，发现产液量由46 . 2吨下降到37 . 6吨，下
降幅度大于15%。她立刻将情况汇报给技
术员，并随即启动单井承包流程，录取当
天生产数据，再结合以往生产周期的生产
情况分析，发现该井是由于套管气大导致
液量下降，建议实施每天两次控气措施。
控气后，液量由37 . 6吨升至46 . 5吨，几天后
油井恢复了正常生产。为此，陈明不仅得
到了表扬，还获得了50元钱奖励。

趁热打铁，这个队于去年12月份正式
实施了“单井定薪”制，制定考核办法，将
承包人的奖金与单井挂起钩来，按单井的
管理好坏、效益高低以及油井“身份证”信
息填写作为奖金发放标准。大家开始不断
尝到单井承包带来的甜头。单83-046井油
稠、含水低、回压高、井口易漏、距离较远，
是一口名副其实的“老大难”井。员工陈海
红主动承包该井，从设备保养到线路规
范，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在她的精心呵
护下，“老大难”井逆袭成了队上的“明星
井”，陈海红也拿到了应得的奖金。

现在，大家承包油井的积极性被大大
激发起来，人人争当“技术员”，紧盯产油
量、采油时率、生产周期等关键指标，比着
精分析、提建议、细管理。这个队油井时率
从90 . 9%上升到92 . 6%，自然递减率同比降
低3 . 3%。

人人包单井，单井增效益
滨南采油303队推行单井分级承包管理

过日子，“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钱
东胜公司发动全员参与降本增效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于佳 赵宇

抓好质量即是“省”

节点跟踪管好油品
“省”给人的第一反应多是少花钱。可是在东胜公司，“省”又被赋予另一种含义：

抓质量。
1429井次。去年这个数字让东胜乐安公司化验中心副主任谭晓霞忙得几乎喘不

过气。究其原因，他们增加了新的化验项目——— 有机氯。
汲取油田“5 . 29”原油污染事故教训后，东胜公司在管理过程中提出了节点跟踪

法，对使用化学药剂的作业井，从药剂使用到原油采出的每一道环节都进行化验，检
测有机氯含量。简单说，就是化学药剂配送前先检测是否合格，合格入库后再检测一
遍，送到现场使用前再对配料进行检测。通过“过五关斩六将”，检验合格后才能入井
使用，从源头上提高油品质量。

在东胜高青公司，药剂检测同样被作为油品节点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原油
生产过程中，他们还注重产出、运输和外输等多个环节，对重点井做到加密监控，通
过GPS全程监控外输原油防止人为污染，做到油品管理无死角，保证生产出来的每
一滴原油都是合格油。

严把质量带来的是损失减少，换来的是无额外投入。去年以来，东胜公司外销原
油质量合格率始终保持100%，没有因为一滴不合格油多花一分钱。

调整油井“最佳状态”

优化运行提高效率
前不久，东胜潍北公司对昌90-6、昌811-斜3两口油井实施调参见到效果，两口

单井每天使用的电量比过去节省1/3。
这个公司合理建立油井动态优化调整制度，针对生产参数大、供液不足的油井，

将参数偏小与偏大的采油井电机对掉使用，在不增加附加成本的情况下，使油井潜
力得到充分发挥。

东胜公司牢固树立“以产效益油为中心”的理念，针对油井运行耗电量大的实际
情况，通过优化生产参数和油井间开等措施，从油井里找“效益”。

针对部分单井产量波动大、油井腐蚀严重等问题，技术人员根据动液面情况优
化生产参数，根据每口油井不同的产油量、含水、结蜡程度以及载荷变化等情况，制
定合理的油井调参、热洗、加药措施，保持油井的最佳状态。他们还摸清每口油井的
生产规律，通过油井间开合理调整工作时段，按照避峰填谷的原则降低油井运行的
耗电量，节约生产成本。

废弃垃圾里捡宝

人人争做“修旧利废”能手
年前，东胜星源公司一台柴油发电机水泵因为出现故障“罢工”了。维修班员工

并没把这台设备丢弃掉，而是通过上网查方法、请教专业人员，自己给设备焊接和补
漏，把设备修好了，几万元钱的设备购买和维修费用就这样省了下来。

近年来，东胜公司大力倡导成本意识，引导一线员工在岗位上厉行节约、创新创
效。日常工作中，公司要求员工从我做起，坚持从办公用纸、笔芯、墨盒这些“小节”去
节约成本，从一把棉纱、一颗螺丝钉这些小物件控制成本，让节能降耗的观念体现在
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为了合理利用闲置资产，他们每年还对停产井和转注井遗留下来的抽油机、储
油罐、加热炉和变压器等闲置资产进行摸排，本着“能利旧就利旧”的原则合理布局
运用，严格控制经营成本。公司还在修旧利废方面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划分“救济、使
用救济、救济自用”三个方面，对在修旧利废方面做得好的基层单位给予不同奖励。
去年一年，东胜公司仅通过修旧利废就节约费用1430万元。

化验员正在对每天送检的油样进行化验。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赵丽) 日
前，胜利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召开滨37块“井工厂”方案优化论
证会，确定了该区块压裂改造的主导工艺、设计思路和作业的组
合顺序、现场用料各个环节的衔接等相关事宜。据了解，这是胜
利油田继盐227块、桩23块“井工厂”顺利实施并获成功之后的又
一个“井工厂”模式整体压裂方案。

滨37块主力油层位于沙四上，油藏埋深2250-2700米，地质储
量460万吨，此次方案主要涉及2号井台共部署的41口井，目前已
完钻30口井。该区块存在储层跨度大(116 . 47米)、含油小层多(6-8

层)、多薄层(平均2 . 6米/层)等改造难点。
为确保“井工厂”设计方案的顺利完成，实现新常态下为胜

利油田开发提供强力技术支撑，该院压裂所科研人员主动加班
加点，对滨37块的油藏储层特征及地面施工条件进行详细分析
论证。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科研人员结合技术的成熟性和经济的
高效性对分层压裂工艺进行优选，结合数值模拟和储隔层发育
状况对分层段数及分层位置进行优化，截至目前已初步完成滨
37区块分段压裂设计优化及实施的预方案，为实现合理分层、降
低成本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下一步，胜利工程院还将继续与滨南采油厂及相关部门进
行多方深入论证，确保滨37“井工厂”设计方案的顺利实施并见
到实效。

胜利油田第三个“井工厂”模式
整体压裂方案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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