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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采油管理五区组建于 2015 年 5 月，管理着孤岛油田南

区东扩、馆 1+2、馆 5-6、渤 64、渤 72、渤 76 等 6 套主力

油藏开发单元。为进一步提高工程管理水平，我们在风险管

控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2 落实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

对基层工程管理而言，长停井报废井的巡检维护、油

气水井压力的控制风险隐患等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2.1 排查风险隐患，杜绝习惯管理
在油田开发生产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可避免

的产生一大批长停井、报废井，这些井中有些可以通过技术

手段复产，有些却没有再次开采挖潜的价值，不仅不会对油

气生产发挥贡献，反而会存在环保和安全方面的安全隐患，

给日常管理、巡检维护增加了工作量，甚至会造成油井周边

环境污染带来经济损失。

为此，采油管理五区特地召开生产会议，号召基层班

站加大巡井巡线力度，对全区长停井、报废井进行摸排，发

现异常及时上报，对于部分报废井存在水泥帽缺少封井日

期、单位名称，井号不清晰，人员密集区缺少联系电话等问

题，由基层班站自查自改，将缺少内容及时填补完善，并及

时更新长停井、报废井相关信息资料。

2.2 加强井控管理，落实岗位责任
为强化全员安全防范意识，扎实推进井控安全管理工

作，采油管理五区通过井控例会、石化通等多种平台进行井

控各级制度和相关知识的宣贯学习。管理五区坚持每月组

织一次井控检查，对井控主体责任单位的检查覆盖率达到

100%，井控监督检查原始记录和整改回执单齐全，有井控

监督检查和考核兑现公报；每季度组织一次井喷抢险应急预

案演练，准备好演练方案、演练记录等资料，并向上一级主

管部门和采油厂井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基层班站做好日常井控安全隐患自查自改，由管理区

采油、注水、安全业务岗进行业务领域井控检查。对于检查

出的问题，由各注采站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及时上报《问题

整改回执单》，实现井控隐患闭环治理。重点关注未封长停

井、报废井井控管理，每月进行现场检测，做好压力异常井

的重点监控、及时上报和措施防范。

2.3 肃清高硫危害，保障安全效益
采油管理五区所管辖的区块以稠油开采为主，生产多

采用热力吞吐采油，在注入蒸汽及焖井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硫化氢气体，对现场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巨大隐患。

为进一步做好硫化氢治理工作，管理五区坚持加密硫化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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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确保对硫化氢含量大于 100mg/m3 的含硫井隔天测量，

30~100mg/m3 的井实行一周一测。测量人员两人一组，一人

测量一人监护，现场人员随身佩戴便携式硫化氢检测仪。与

此同时，基层班站及时更换盘根盒颜色，做好硫化氢风险警

示。井口硫化氢浓度的降低，不仅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也相应降低了集输系统中的硫化氢浓度，延缓了管线腐蚀速

度，确保了集输管线的安全平稳运行。

2.4 精细管理，防治结合起死回生
利用四化监控平台，采用日、周、旬、月、季报警阈

值设定及数据对比，及时发现异常井及隐性躺井，第一时间

采取对症治理措施。针对原油黏度大的油稠井，加强掺水管

理，对异常井及时热洗。例如 GD1-8P202 井：该井是 1 口

日产 8 吨的大头井，利用四化平台监控各项生产数据发现示

功图面积、最大最小载荷出现异常上升，功图显示供液变差，

连续监控发现变化加剧，分析为油稠造成，及时实施热洗后

该井恢复正常生产，有效避免了躺井带来的重大损失。

2.5 长效投入，提升井筒举升效率
对近井地带阻塞的井实施水力喷砂解堵 + 酸化 + 适当

防砂等措施进行疏通，改善供液状况；对杆柱偏磨的井，实

施防偏磨设计；对于汽油比较大的井，实施套管气回收、下

气锚等措施，提高泵效；探索伸缩式管柱，实现不动管柱调

节尾管深度，满足对地层供液能力预判出现问题或者机采参

数达到极限时仍不能取得合理工况的需要，保证油井在合理

沉没度下工作，达到更好的节能效果。

3 聚焦改革发展，推动采油工程创新管理

3.1 严抓责任落实，强化闭环管理
面临着严峻的风险管控压力，采油管理五区注重组室、

班站间的协调配合，借助党建政工、安全管理专业力量，把

党建工作融入到安全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多方积极性，形成

全员参与、责任共担、到事到人、同抓共管格局。

管理区党支部做实安全理念宣贯、完善安全体系搭建、

做强安全培训管理，三室一中心分解安全职责到组室、到岗

位，班组压实安全职责到井站、到个人，明确各层级任务清

单，厘清业务间职责界面，以示范促引领，带动各组室各班

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全面提升。通过明晰安全责任分工，

规范安全考核流程，固化安全例会制度等方式，将安全关口

前移，抓在日常，严在平常，让安全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管理五区以“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为基点，建

立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三级责任体系，压实党支部委员“一

岗双责”责任、三室一中心党小组督导责任、班站党员责任

区现场责任、党员示范岗主体责任，通过强化责任担当，促

进管理区党建和安全工作水平双提升。

基层班站以岗位操作工序环节、重点要害部位、设备

缺陷为切入点，围绕规范操作、责任落实、设备管理、安全

监护等多个方面，深入查找各方面的薄弱环节，并对以往的

隐患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查，建立隐患管理台账，利用好手

机 PCS 移动应用客户端，严格落实隐患治理“闭环式”管理，

从排查到治理责任到人，有据可查，确保隐患排查不走过场。

3.2 推进四化建设，坚持高效发展
采油管理五区持续推进四化建设，以 PCS、SCADA 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为载体，打造智能化原油管线在线运行及

保护平台，做好石油传输设备的智能巡检及安全预警。通过

设备的实时信息传输及环境信息传输，开展潜在风险评估和

及时预警。进一步将基层职工从繁杂、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

来，降低注采班站劳动强度。

管理五区以“质量进步、标准提升”为目标，充分发挥“四

化”大数据平台优势，从严、从优各系统生产质量管控，加

大生产设备跟踪分析力度，实现各项工作的有序衔接和精细

化管理。在接下来的工作管理中，充分应用“四化”的大数

据平台，将“四化”真正融入到管理区各项开发建设中，为

原油生产保驾护航。

3.3 精细制度保障，提质安全基础
采油管理五区始终坚持四项工作原则：坚持党建引领，

构建责任体系；做好统筹谋划，推动全员参与；实施多层推

进，促进体系提升；完善常态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五区坚持每月召开联席会议，促使党建与业务融合，

安全会议融入党员互评，基层班子理论学习、党小组主题班

会融入安全议题，定期邀请党建专家、安全专家来管理区进

行业务指导、安全讲评。

3.4 管网优化，筑牢绿色生产根基
采油管理五区一部分油井跨越神仙沟及红旗渠的外输

线有 6 条。这些管线投产时间长，长期受到产出液冲刷腐蚀

影响，管线内防腐层会出现磨损失效，出现腐蚀坑洞、沟槽，

严重的造成渗漏穿孔。尤其是管线穿越沟渠、主干公路和公

园绿化带部分，一旦穿孔会造成污染大面积扩散，且开挖维

修困难，恢复费用高昂。他们不等不靠，积极采取措施解决

问题。为最大限度保持清洁生产，减少油区污染。

一是在公园附近建立集油阀组 12 个，减少单井管线

7000 余米，仅用一条支干线将各个阀组连接起来输入孤一

联，极大地保护油区环境，践行绿色生产。

二是实施“绿色科技”。摸排使用年限 10 年以上、穿

越主干公路和公园绿化带的外输线，评估风险隐患，对重点

隐患点进行内衬管加强防护修复，恢复管线外输保障能力。

三是建立热洗伴热阀组。筛选稠油井、易轻微砂卡井

附近设置热洗伴热阀组，计划利用太阳能、光伏项目加热阀

组水量，为油井实施热洗及伴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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