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中国工程师在沙特国王港项目现场研究施工图纸。 任志华摄   
图②：“璇玑”系统旋转导向钻井。   安   闯摄   
图③：振华石油首套红外线气体监测及智能预警系统在阿布扎比陆上油田

成功安装。  徐其泰摄   
图④：中伊两国工作人员正在对“璇玑”系统仪器配件进行维保。刘   洋摄   
图⑤：在沙特国王港项目 1600 吨龙门吊上远眺钻井平台停泊及检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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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走出去·乘“新”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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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目 前 ，中 国 自 主 研 发 的 钻 井 装 备 ——“ 璇 玑 ”系

统，在伊拉克米桑油田实现累计总进尺 5.4 万米、总井下时

间 1.2 万小时。“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高端油气装备制造能

力和规模化作业能力取得了新的突破。”时任中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服”）伊拉克分公司总经理

安海洋说。

“璇玑”系统由中海油服研发，包含旋转导向钻井和随钻

测井两大技术，能够精准控制钻头在地下几千米岩层中调整

钻进方向。中海油服伊拉克分公司副总经理夏熠介绍，旋转

导向钻井好比在传统钻井设备上加装了一台涡轮增压发动

机，马力更强劲的同时也更安全；随钻测井则像给底部钻具

安上了一双指引前行的眼睛，通过仪器判断目前钻井装备所

在位置，在漆黑的地底灵活寻找油层。这两大技术相结合，

使钻具能够在仅 1 米厚的薄油层中精准穿行数千米。

在米桑油田永久营地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了几十米长的

“璇玑”设备被拆分成三段，横卧在仪器架上，通过导线与电

脑相连，正在进行维保。夏熠表示，“璇玑”需要精确探测地

下地质状况并精准控制钻头钻进方向，保持各种传感器同时

正常运转非常重要。“作业时钻头怎样调整方向？”听到记者

这个问题，夏熠指向钻头前部凸起的长方形肋板，“这 3 块长

方形肋板是‘璇玑’的核心部件之一，它们根据地面设备所发

送的钻进指令，对地层形成不同程度推靠，从而产生反作用

力，改变钻头受力方向，调整钻进方向。”

近年来，中海油服携“璇玑”参加了伊拉克油气展等众

多展会，受到各方关注和肯定。该系统于 2020 年进入伊拉

克米桑油田作业，是“璇玑”智能化生产线输出的首批产品。

通过生产线工艺升级，“璇玑”实现了抗研磨性、造斜稳定性

和井下参数监控能力大幅提升，在含有溶洞、溶缝地层的油

田 深 层 致 密 灰 岩 段 作 业 中 具 有 较 强 可 靠 性 和 稳 定 性 。 目

前，“璇玑”已在米桑油田和东巴格达南油田作业 101 井次，

运行状况良好。

伊拉克石油部副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表示，

伊方希望与中国企业加深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提升服务

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米桑油田作业部总经理伊马德·侯赛

因·赛义德说，“璇玑”的应用让米桑油田提前实现生产目标，

并提升了伊拉克石油勘探技术水平。安海洋表示，中国企业

将坚持创新驱动，与伊方进一步实现互利共赢，为中伊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多力量。

 伊拉克米桑油田“璇玑”系统

提升伊拉克石油勘探技术水平

今年 11 月上旬，沙特萨勒曼国王国际综合港务设施工程

项目（以下简称“沙特国王港项目”）进行 4 号和 5 号船坞灌泄水

系统测试。闸门打开，海水从两米多宽的闸口喷涌而出，船坞

内水位稳步上升……在顺利完成多次灌泄水流程后，业主沙特

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沙特阿美”）项目经理纳赛尔

宣布：“系统测试通过！”

沙特国王港项目位于沙特东部省朱拜勒市拉斯海尔工业

园区，占地面积 11.25 平方公里，由沙特国王萨勒曼奠基命名，

将主要用于船舶和钻井平台制造、维护、修理以及超级油轮检

修制造等工程。2019 年初，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组

成联合体，中标项目 3 个主体标段的 EPC（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

灌泄水设施是影响船坞性能的关键因素。沙特国王港项

目 4 号和 5 号船坞灌泄水级别高达百万吨，是中东地区最大的

船坞灌泄水体系。项目副总工程师李长林表示，如此大规模

的灌泄水体系并不多见，其技术特点是两个船坞联动，通过船

坞间的流道及闸板门控制灌泄水。这一体系尽管更加经济高

效，却给设计制造带来不少的挑战。

“灌水时水流高速流入，容易产生涡流、紊流等损害流道，

并对船坞内的船只造成冲击。”李长林回忆说，项目团队通过计

算机模拟、仿真模拟和等比例实验等进行反复论证，研发出新型

船坞灌水装置及灌水导流和挡水消能结构，实现了“流道—阀

门—水泵”的最优配置，攻克了联排船坞灌泄水廊道难题。

据介绍，沙特国王港项目于 2024 年底实现陆域主体工程

完工，部分海域工程将在 2025 年内完成。中国企业在建设中

集中资源攻克技术难关，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2 篇，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7 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

其中船坞灌泄水系统等 4 项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登上高达 110 余米的 1600 吨巨型龙门吊横梁，沙特国王

港项目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厂房、林立的门座式起重机、规模巨

大的船坞和坞内停泊维修的钻井平台尽收眼底。项目总工程

师曹颜介绍，项目建成后，将创造多个世界之最：全球规模最

大的船厂、最大的升船机系统、最长的码头等。

近日，沙特阿美执行副总裁瓦伊勒·贾法里对沙特国王港项

目建设进行考察后表示：“我今年先后 3 次来到这里，见证了项

目现场日新月异的变化。沙特国王港项目是沙特‘2030 愿景’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成为沙中企业合作的标杆性项目。”

 沙特国王港船坞灌泄水系统

攻克联排船坞灌泄水廊道难题

近日，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西南约 200 公里的荒漠中，立

起一座座 20 米高的钢结构竖塔，塔顶平台上装有约 60 厘米见

方、形如幻灯机的白盒子，正面的两个镜头随盒体缓缓转动，

如同人眼般环顾四周。“可别小看这套设备，它是油田的‘透视

眼’，能第一时间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气体泄漏并报告控制中

心。”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石油”）阿联酋阿

布扎比公司总经理田孝京向记者介绍，这是中国的长距离红

外线监测技术首次在国际高端油田现场投入应用。

防范有害气体泄漏是油田安全的重中之重，通常由油田

作业人员随身佩戴的硫化氢检测仪被动监测。“有没有更智能

的技术能大范围主动监测现场环境？”2023 年年中，当阿布扎

比国家石油公司向国际合作伙伴抛出这个课题时，振华石油

“揭榜挂帅”，提出了基于中方相关先进技术的红外线气体监

测及智能预警系统方案。据介绍，该系统通过液氮降温核心

部件，保障其在零下 197 摄氏度条件下运行，以红外线高光谱

实时监测油田井口、管线或处理厂等处的气体泄漏，可有效降

低油田现场作业风险并提升管理效率。

据振华石油项目经理许家峰回忆说，去年 11 月，在中阿

共同开展相关技术先导试验中，该预警系统就展现出了强大

的技术能力，准确捕捉到了监测区域外意外发生的气体泄漏，

让阿方当即决定停止试验，直接同中方签署订购合同。目前，

阿方订购的首批设备正在安装调试，第二批设备的招投标工

作也在筹划中。按照阿方规划，未来这些设备将组成监测网

络相互协同，覆盖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重点区域。

“来自中方的这套红外线气体监测及智能预警系统不仅

可以主动监测气体泄漏，还能远距离识别人和动物，为油田现

场作业提供有力安全保障。”日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

责上游业务的执行董事阿卜杜勒—穆奈姆到油田现场实地了

解设备运行情况时表示，中国企业积极推广中方的先进技术，

在油田开发、效率提升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希望今后阿中

继续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稳定，推动能源产业可

持续发展。

振华石油董事长王粤涛表示，红外线气体监测及智能预

警系统在阿联酋油田的应用，既是中国近年来加快自主创新

的成果，也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体现。“阿联酋是

国际高端市场，我们与阿方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共谋

发展繁荣，将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互利合作注入更强劲的

动力。”

 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红外线气体监测及智能预警系统

油田“透视眼”提供有效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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