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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油田油井管理
从地面走上“云端”

本报讯 2 月 18 日，经过吐哈油
田信息技术公司项目组成员连续
100 多天的奋战，848 口油井管理从
地面走上“云端”，实现了油井“异常
发现一分钟、诊断落实一刻钟、问题
整改一小时”。

从 2013年开始，吐哈油田在中国
石油集团公司支持下进行了油气生产
物联网系统 A11建设， 按照统一标准
和规范分别建设了数据采集与监控子
系统、 数据传输子系统和生产管理子
系统。 通过在井口、计配站、配水间等
安装传感器，采集数据接入数据采集
与监控软件， 实现生产数据采集、生
产状态监控和参数报警三大主要功
能， 已初步实现吐哈数字化油田建
设。 截至目前，吐哈油田 3/4 的油井
“网上运行”，人均管理油井数量翻了
一番，达到了“增产不增人”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吐哈
油田信息技术公司大力推进无线网
络技术应用，14 个主要油气生产区
域均已覆盖无线网络。 同时，基于现
场生产需求，目前无线网桥技术在红
台工区落地投用，无线微波技术在吐
鲁番采油管理区试验成功，油气生产
物联网覆盖到全部油探区。鄯哈办公
无线 WIFI 网络也将在 “十四五”期
间逐步建成，为吐哈油田实现移动生
产办公奠定基础。

完善信息系统建设，建立生产办
公云数据中心。吐哈油田信息技术公
司建成高效、规范、安全的 5 层架构
体系的云数据中心，通过数据分析挖
掘技术的研究，建立服务器故障原因
预测模型、门户服务器内存消耗量时
间序列分析、三塘湖示功图分类预测
模型等，逐步实现油田大数据分析及
处理，对未来生产过程环节进行主动
预测，提高了现场生产效率。

完善油田视频会议系统， 建立视
频会议私有云。 吐哈油田信息技术公
司对现有视频会议系统进行改造并新
建WeLink云服务系统， 实现了硬件
视频会议、软视频和手机移动端WeLi
nk的视频会议业务互通。 目前，吐哈
油田视频会议系统已实现会议的统
一召集、统一会控，可召开云上云下
协同会议、云下会议等，并支持多种
会议召集模式， 灵活满足多种会议应
用需求，提升了用户体验。 尤其是疫情
期间，员工跨越千里云办公，有效保障
了生产高效运行。 （张斌 王松茂）

中石化山东管网调控
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本报讯 今年以来， 中石化天然
气山东管道公司不断夯实管网安全
运行基础，加强管网工艺分析，优化
管网运行结构， 挖潜管网输销能力，
济淄线、淄青线、胶日线管网压力节
点全部消除，胶日线、宣宁线、淄莱线
等线路输气能力和高峰输气量再创
历史新高，2 月 19 日, 公司日输销气
量再攀 2000万立方米新高,山东管网
调控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推广输气场站一级调度管理。
山东管道公司强化调控中心指挥功
能,深化调度管理,严格工艺管理,全
面提高输气场站自动化管理水平。
经过近 3 年来科学筹备和坚持不懈
的努力攻关,不断调试设备、升级系
统、培训人员、检验测试，截至目前,
已相继完成了泊里站、平度站、博兴
站、 邹平站等 14 座站场一级调度,
降低了运行风险, 管网运行将更加
合理; 现另 8 座输气场站一级调度
管理模式切换正在科学有序进行
中 ,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 ,持续提升
山东管网调控管理水平。

推行计量监督站无人值守管
理。 该公司全面梳理 14 座计量监
督站管理业务， 通过数据远传、视
频监控和加装电子锁等措施，截至
目前 ,已实现了马山站 、淄博绿川
站、寿光实华站、平度泰能站和莱
州实华站 5 座计量监督站无人值
守， 变更了管理模式; 其余 9 座计
量监督站升级改造正在进行中 ,计
划今年 10 月底全部完成,从而进一
步科学优化山东管网人力资源。

提升济南调控中心通信自控
系统管理。 该公司结合中长期发
展规划 , 推进自控系统国产化研
究 ,加快济南调控中心建设 ,全面
提升老旧站场、 阀室自控系统水
平， 增加 SIS 系统、 干线自动切
断 、物联网 RTU 等功能 ;推进光
传输系统升级、裸纤租用、专线开
通等工作， 不断畅通数据传输网
络 ;调控中心全流程参与公司级和
济南 、淄博 、潍坊 、青岛等基层输
气管理处应急演练， 检验应急指
挥能力，优化调整信息流转程序，
进一步夯实了济南调控中心 “指
挥部”的作用。 (李素珍 )

关注

本报讯 春节期间， 中国石化胜利油
田各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 强化组织
运行，抓牢重点工作，狠抓安全管理，做好
值班值守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平
稳有序。

春节期间的每天早上八点，油田生产指
挥中心内，各个开发单位与保障单位与生产
运行管理中心视频连线，汇报重点工作开展
情况和下步工作部署。 节日期间，胜利油田
平均井口日产油 71087 吨，比节前增加 499
吨；钻井交井 16 口，日均进尺 6069 米。

春节是走亲访友重要时间节点，随着人
员流动量陡增，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升级。 油
田强化节日值班值守， 加强人员动态监测，
加强入境人员管理，春节假期，未出现无中
高风险区流入人员， 无去往中高风险区人
员，没有健康异常报告。各级专班正常运行，

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疫情防控
形势总体平稳。

在埕岛海域， 海洋采油厂加密巡护海
上平台油水井、长输管道及海管登陆点，确
保海上生产平稳有序。 该厂周密运行海上
油气生产和作业、钻井、试油等重点施工，
加强油井作业现场井控管理， 优选业务骨
干严格开展质量安全监督。节日期间，海上
6 座油井作业平台、5 座钻井平台和 2 座试
油平台安全高效施工。

大年三十，一场大雪染白了胜利西部油
区。 新春公司一线干部员工未受节日影响，
把扫雪、巡检，将重点井、作业井、问题井、易
冻堵的管线等作为重点， 加密巡井次数，确
保节日期间管线不冻堵、设备不冻坏。 新春
公司对准中区块的董 701 -斜 1、 永 301 井
等偏远重点油井，安排专人值守，取全取准

油井各项资料， 为下步开发提供详实数据。
公司开井 809 口，每天注汽量 9000 多吨，产
量稳中有升。

孤东采油厂各采油管理区加强对油水
井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对不正常井及
时实施有效措施， 对突发性问题及时组织
处理，做到问题处理不过夜。 胜利采油厂各
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节日生产值班制度，
确保生产高效衔接； 值班员工强化油水井
等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加大重点
井、 管线的巡查密度。 他们完成各类措施
井、 作业井 12 口， 每天原油产量保持在
4140 吨平稳运行。

春节期间，科研院所也提前谋划，贡献
科技力量。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
深入现场，编制压裂、探井试油、微生物注
入等技术服务标准化现场实施方案， 并做

好应急预案。 节日期间，重点井、重点项目
研究平稳运行， 两个中石化微生物驱示范
项目重点试验区块持续跟踪保证激活剂注
入质量，区块生产动态平稳。

作为油田体量最大的专业化单位，油气
井下作业中心运行动力 300 台，节日期间留
井 126台，确保属地开发单位正产运行。 自
大年初三开始，回撤动力陆续搬上，并于大
年初七全部就位，恢复正常生产。

“逆流”而上，注汽技术服务中心呈现
“热注答卷”。 面对节前转待注井增多实
际， 中心主动对接稠油开发单位生产需
求，提前搬上 22 台注汽锅炉，全力保障节
日期间安全高效运行。 春节期间，他们始
终保持在日均 10893 万吨注汽量运行，实
现了注汽干度抽检合格率 100%， 注汽及
时率 100%。 （徐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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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中国石化扬子石化公司硫回收检修人员坚守在消缺现场，有序开展项目消缺。 维修人员在安全排查中发现
一管线腐蚀泄漏，为及时消除生产隐患，必须抢修处理，车间成立党、团员突击队，放弃节日团聚，加班加点保检修，以实际
行动为装置尽早恢复生产做贡献。 李树鹏/摄

扬子石化
千方百计保生产

胜利油田春节期间生产安全平稳有序

继广东、湖南、山东等地出台规范整治
LNG（液化天然气）点供政策后，浙江省发
改委近日联合浙江省住建厅、交通厅、应急
管理厅等六部门印发 《浙江省工业企业自
建燃气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方案》（下称 《方
案》）， 要求近期开展工业企业自建燃气设
施综合整治， 建立健全工业企业自建燃气
设施安全监管机制，提升管道输送比例，减
少危险货物公路运输量， 全力消除重大安
全隐患。

《方案》同时要求，在未来 5 个月内完
成排查摸底、自查自纠、集中整治、总结验
收等工作。 受访人士均表示，《方案》出台表
明浙江对 LNG 点供由宽转严，LNG 点供
短期内仍有发展价值， 但发展空间也将进
一步收窄。

直指安全 “命门”

相比传统城镇管道燃气供应形式 ，
LNG 点供具有投资低、建设周期短、价格
灵活等优势。 LNG 点供可以解决短时间内
管道燃气无法覆盖的区域用户的用气需求,
但作为应急和保供的气源补充， 大部分
LNG 点供站属于无立项、无手续、无验收
的三无站点， 个别点供燃气供应系统未经
审批私自建设运行, 严重的安全隐患客观

存在。
“从《方案》中也不难看出，‘建立健全

工业企业自建燃气设施安全监管机制’
‘减少危险货物公路运输量，全力消除重大
安全隐患’等表述直指 LNG 点供安全‘命
门’。随着 LNG 被纳入《特别管控危险化学
品目录》和温岭 LPG（液化石油气）油罐车
爆炸事故发生后， 安全问题使得当地政府
不得不收紧政策并提出规范整治方案。 ”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策与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陈守海说。

“其实目前未有 LNG 泄漏或爆炸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发生，温
岭 LPG 爆炸事故也是 ‘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 《方案》不是对 LNG 点供的歧视更不
是‘一刀切’的限制，而是表明了浙江整治
的决心， 并向更规范和安全的治理方向转
变。 ” 陈守海指出。

“清理 LNG 点供是一个逐步理顺和退
出的过程， 因此其发展空间收窄也是市场
发展规律下的必然趋势。 ” 陕西省燃气设
计研究院原院长郭宗华说。

频遇政策“旋转门”

《方案》明确，城镇燃气管网覆盖范围
内，企业应使用更安全集约的管输气，原则

上不得新建自用燃气供气设施， 全省管输
气使用比例达到 80％以上。 城镇燃气管网
未覆盖范围内， 因生产生活需要使用燃气
的，企业可自建自用燃气设施项目，并按规
范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其他省市政策文件中也多有提及，
在管网未覆盖的地区允许临时使用点供
形式供气，但这也意味着管网铺到的地方
点供就得拆除。 ”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
对记者说。

LNG 点供发展政策像一扇旋转门，关
紧、开启周而复始。

政策倾向不一，频遇约束，主要是由于
此前我国不少地区没有出台燃气专项规
划，点供发展在先。 而在浙江，此前统购统
销使得终端气价偏高，LNG 点供因价格优
势迅速发展。

然而，随着油气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浙
江和其他各地加速长输管线规划和建设，
LNG 点供发展的外部条件被削弱。 “宜管
则管，宜罐则罐”还只停留在表面未落到实
处，LNG 点供可持续发展受阻。 有业内人
士指出，由于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虽然成
为管道气源的重要补充，承担了“配角”的
作用，但在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隐患。

“这就是市场博弈的结果，LNG 点供
企业大都无城镇燃气经营许可证, 部分企

业甚至仅凭危化品经营许可资质 (不可存
储)就从事此方面业务。 在燃气特许经营权
和管道建设有序铺开的当下，LNG 点供艰
难生存。 ”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生存空间逐步缩小

有业内人士指出，LNG 点供在技术上
是一种与管道气并行不悖的供气方案，政
府应当尊重和支持市场主体的选择。 尤其
是在城燃垄断屡受诟病和普遍供气义务履
行不力的现实窘境下， 点供的发展更显得
必要且及时。 在天然气成为主体能源和政
府简政放权的趋势下，政府应该主动作为，
改造政策“旋转门”。

LNG 点供还能否择机扩大利用空间？
郭宗华表示， 目前我国天然气管网不

够发达，互联互通也存在一定障碍，导致上
游输气能力受限。 而在下游，城市燃气管网
也有很多地区尚不能覆盖或不具备管网铺
设条件， 短时期内 LNG 点供仍能派上用
场。 但要注意合规经营并提升应急管理水
平，可作为城市燃气企业调峰使用。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随着天然气
管道网络互联互通不断完善和天然气定价
机制逐步理顺，LNG 点供市场空间将不断
收窄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