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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的刘洪涛，是河南油田储
层改造研究高级专家，身高不到一米
七，瘦削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论外表，他不是高大帅的类型；但论
起压裂技术水平，河南油田却没几个
人能“帅”过他。大多数时候他不怎
么热衷于表达，但谈起压裂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他会说个不停。

所谓压裂，就是通过给地层注入
砂和液体等，给油流压出渗透的裂
缝，从而提高油井出油成效。大学一
毕业，刘洪涛就来到河南油田从事压
裂工作，到现在已有 21个年头。21
年来，从常规油气藏到非常规油气
藏，从浅层油气藏到深层油气藏，他
经历过 7大类油气藏 800多井次的
压裂，为河南油田贡献产量 20多万
吨。

“每种油气藏都有特点，要穿透
地层压出黑色油流，必须有‘利剑’。”
刘洪涛道出了压裂成功的秘诀。

“耐得住寂寞，才能穿透谜一样的
地层，找到亮光”

冬日的早上，明媚的阳光透过窗
户照射在刘洪涛的办公桌上，形成一
道温暖的光束。再过几天，河南油田
重点探井张页 1 井就要开始压裂
了。由于该井油藏埋藏深、地层压力
高，压裂面临很多难题，刘洪涛正眉
头紧锁地调整压裂方案。

“虽然在泌阳凹陷老区压裂过上
百口井，但新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必
须要找到最优解。”刘洪涛和河南油田
工程院压裂酸化研究所压裂项目组
讨论起河南油田东部老区压裂方案。

河南油田泌阳凹陷老区经过51
年的勘探开发，开采难度低的储量已

基本动用。目前，攻关领域集中到了
开采难度大的储量领域。要在高难
度领域采出更多油，必须开展压裂技
术攻关。

泌阳凹陷老区油层多且薄，经过
多轮压裂，再次压裂很容易窜层，而
且压裂后油井含水不断上升。如何
改善压裂效果？泌阳凹陷的主力生
产区有数百口油井，情况各不相同。
哪些井适合压裂？哪些井压裂后效
果好？为什么压裂后含水会上升？

刘洪涛仿佛掉入了迷宫，但这又
是他和同事们必须要解开的谜题。

“总会有所发现的。”刘洪涛铺开
井位、地层组合图，一口口井、一个个
地层、一套套砂体，展开了精细对
比。几十年的油井资料堆得像一座
小山，他经常一头扎进去就是大半
天。下班后，躺在床上，脑海里活跃
的还都是表格和曲线。功夫不负有
心人，当优选出 35口潜力井终于找
到影响压裂效果的原因时，刘洪涛的
眼眸里闪烁出难以抑制的喜悦。

原因找到了，但锻造什么样的压
裂“利剑”又成了难题。刘洪涛带领
团队开始实验，实验复杂、耗时长。
实验中，4个关键数据重复了52次也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陈俊武院士90
多岁了还在坚持搞科研，我这点挫折
算什么？”静下心后，他复核每一项操
作步骤，检查所有实验原料，最终，研
究出适合泌阳老区地层的压裂液体
系和压裂工艺。

“耐得住寂寞，才能穿透谜一样
的地层，找到亮光。”刘洪涛在自己的
总结中写道。

“剑磨得锋利了，遇到难题自然
就底气十足”

2023 年 11 月 29 日，河南油田

页岩油重点探井张 2203 井压裂施
工顺利完成。站在寒风中，看着刚
刚“安静”下来的压裂车组，刘洪涛
被风吹得通红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刘洪涛心里明白，这样的成功来
之不易。

井场上，压裂车组排兵列阵，俨
然像要进行一场宏大的“阅兵式”。
这熟悉的场景，又勾起刘洪涛参与压
裂阳页油1井的回忆。

阳页油 1井是集团公司部署在
河南油田的重点探井，该井地层是常
压地层，原油黏度大、流动性弱，要通
过压裂让原油顺畅地流动，难度很
大。

“就好比让一个生鸡蛋在桌子上
立起来。”刘洪涛打了个比方。

当时，作为现场技术总指挥的刘
洪涛感觉压力非比往常。为了解决
这些难题，他提出应用超长段塞连续
加砂模式开展压裂。压裂历时 19
天，他寸步不离现场 19天。其间有
一天，井口压力突然升高，现场指挥
车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紧张得不知
所措。刘洪涛屏气凝神，有条不紊地
下达一条条检测指令，排查原因，最
终发现是压裂液混配不均导致。提
高搅拌缸的转速后，压力逐渐恢复正
常。他长舒了一口气，回过神来，才
感觉到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因为有了阳页油 1井压裂成功
的经验，2023年在河南油田页岩油
重点探井张店 3井、张 56井、南 145
井、张 2203 井压裂施工时，刘洪涛
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这几口井也
似乎像了解刘洪涛心事儿一样，压
裂过程，没有使小性子，施工非常顺
利。

“剑磨得锋利了，遇到难题自然
就底气十足。”这是刘洪涛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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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对全市15名“产业科创巾帼工匠”进行了
隆重表彰，这其中，就有仪征化纤合纤三部技术员董雪。谈起新
年的愿望，董雪说她想让大家穿得暖和、穿得舒适、穿得好看。

董雪的起点并不高。早在2012年，大专毕业的董雪还是名
普通工人，在短纤一线岗位工作。但爱学习、喜钻研的她，用7年
的时间从一名纺丝工人成长为工艺技术员，负责合纤三部开发装
置的工艺质量管理和新品开发工作。

在涤纶短纤维生产线上，伴随着快速运转的机器，同样不停
转动的还有董雪的身影。这批新生产出的纤维，都是用于制作高
档防寒服、睡袋等产品的填充材料。从初生丝进入导丝机、浸渍
槽、牵伸机、卷曲机，到最后切断为短纤维成品，质量控制点多。
像这样的短纤生产线，她一共负责10条，每次的全程巡查跟踪，需
要近6个小时。

董雪主持的“赛羽绒产品超细旦柔软化”项目在2021年荣获
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和扬州市
职工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奖。她本人在2022年被评为“中国石化
青年岗位能手”“扬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并获得“扬州市五一劳动
奖章”。

“铸剑专家”刘洪涛

““纤维姑娘纤维姑娘””董雪董雪

“ 每种油气藏都有特点，要穿透地层
压出黑色油流，必须有‘利剑’。”河南油
田储层改造研究高级专家刘洪涛工作
21 年来，经历过 7 大类油气藏 800 多井
次的压裂。他的目标，就是在高难度领
域采出更多油。

◀午后的实验室里，刘洪涛一遍一遍做着压
裂液实验。

▲董雪在新投产的生产
线上了解产品生产情况。

◀董雪在查
看半光缝纫线。

“混配”不是专业，而是专业
里的一个活儿。大家称方裕燕
是“混配大师”，玩笑里透着大家
对她在这一工艺上能力的认可
和钦佩。

▲方裕燕在实验室做压裂液配
方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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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油
田顺北 5-21H井场像激流中的一个漩涡。
漩涡的中心是 20多台压裂车，突然一起发
出怒吼，声浪震耳欲聋。酸压作业，将在上
午11点正式开始。

酸压作业，就是在油层和油管之间，用
压裂液压开地层，创造更多通道条件，然后
注入酸液刻蚀通道，从而提高油气产量。在
一排酸压体系的搅拌罐旁，一个身材娇小戴
眼镜的女子，扎着马尾，清爽而干练，正指挥
着几十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紧张的配
液。她叫方裕燕，今年 36 岁，是西北油田

“方裕燕巾帼专家创新工作室”的负责人，负
责此次3000立方米酸压体系的配方设计和
现场混配。

方裕燕 2011年硕士毕业来到油田，一
直都在从事压裂液体的研制和作业设计。
2023年夏天，她和同事针对顺北超深地层，
专门设计形成新型一体化压裂液体系，耐温
由140摄氏度提升至160~180摄氏度，耐盐
3万矿化度，可实现顺北地层水在线混配，并
能连续均匀加料，液体性能和用量均实时可
调。

顺北超深井平均 8000米，一口井的酸
压作业需要上千甚至几千立方米酸压体
系。各种酸压体系目前有效期只有一周，在
井场临时混配，既可保证酸压体系不失效，
又不影响作业的连续性。而且有的体系从
注到成胶只有两小时，这就要求必须在现场
混配。

“现杀现吃”是超深井最佳也是最难的
选择。酸压体系往往需要 10 多种单剂组
合，药剂供货单位一般都是 5家以上，作业
分属几个单位。酸压体系混配是从药剂勾
兑开始，先做小样，而后进入正式混配。“几
千立方米体系注入用时不到3个小时，中间
几百立方米性质和功能组合的不同体系轮
替注入，都是用分钟来确定的。”方裕燕介
绍。

在这些粗犷壮实的石油汉子中间，42公
斤的方裕燕显得过于清瘦和单薄。但多年
的合作，让这群能把 50公斤的材料桶用胳
膊夹起就走的男人们，欣赏并信赖眼前这个
似乎能被一阵大风吹走的女人。他们很多
次见识过她的预言成真，见识过她关键时刻
敢于承担的一锤定音，也见识过她总会在困
难的时候帮助大家走出困境。

大家知道方裕燕的脾气和风格，语速
快，却清晰明确，每一句都有用处。事前，她
会深思熟虑把每个细节考虑透彻，做起来则
干脆利落，雷厉风行。整个酸液作业流程，
从一个工位到另一个工位，她一遍又一遍疾
步前行，查看酸液的色泽、黏度，查看颗粒和
纤维等材料，还不时强调工作节奏。现场上
到处布满管子，她的双脚却像长了眼睛，从
不磕磕绊绊。

她是工艺的设计者，却像战场上威风八
面的女将军。

为了现场协调更加顺畅，方裕燕的作业
总结总要留一定的篇幅，来评点分析承包商
的特点和效率，并提出改进意见反馈给乙
方。对现场作业队伍的优缺点、动作速度，
她了如指掌。

“混配”不是专业，而是专业里的一个活
儿。大家称方裕燕为“混配大师”，玩笑里透
着对她能力的认可和钦佩。

陈来文热心服务每一位客户。

“混配大师”
方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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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刘贵清是贵州贵阳石油金苏大道加能站的
营业员，虽然年龄较大，但在公司开展的新业务中，他
总是最积极最先学会的那一个。2023年 9月至12月，
刘贵清连续4个月易积分个人兑换金额排名贵州石油
第一。说起这个成绩，当中还有个小插曲。

那是一个阴冷的早上，刘贵清在向顾客推荐易积
分时，因为天气寒冷，顾客不愿下车，便有些抱怨：“你
们这个太麻烦了，还要我下车去，就不能把商品搬过来
给我挑吗？”正是顾客这句话让刘贵清瞬间反应过来：

“是啊！我为什么不把商品送到顾客面前任他挑选
呢？”巧合的是，下班后刘贵清在和同事们聚餐时，服务
员手中的送餐推车又给了他灵感。

就这样，刘贵清参照送餐车打造了属于他的“易积
分小推车”。小推车分为上下两层，方便陈列兑换商
品，并且还带有 4个万向轮子和把手，让推车行动更
加便捷。在他的推车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易捷商品，
有鸥露纸、海龙燃油宝、卓玛泉等，这些都是深受顾客
喜爱的商品。

“快看，老刘又推着小推车来了。”在金苏大道加能
站，洗车机旁、休息区、进站口、出站口、加油现场……
随处可见刘贵清推着小推车奔跑推荐的身影。

“一人一车”成了刘贵清的日常，无论是否当班，只
要有空，他都会推上小推车到站进行推荐。那个推着

“小推车”的红色身影虽然有些佝偻，却在寒风中显得
格外温暖而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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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淮安石油马坝西站位于344省道与205国道
交会处，是淮安市南下的咽喉要道，拥有得天独厚的交
通优势。西往新疆、北上河北、南下浙江的车，都要经
过这里。

马坝西站站长陈来文总想给过路客“留点念想”。
于是，他给过往的司机免费送上了快餐，四菜一汤，热
乎卫生。恰逢盱眙小龙虾上市季节，他让妻子准备了
小盒龙虾给司机们带上。

当淮扬美食遇见了盱眙龙虾，常跑浙江的李师傅
两口子啧啧称赞：“哪里也没有你这儿一口家常饭香
啊！”日子久了，陈来文拥有的客户蹭蹭上涨，粗算下来
就有800余人，而他笑称：“我有800多个朋友。”

张师傅就是其中一位。张师傅长年奔波于高速公
路，习惯了白云灰土，也见惯了南腔北调。唯独这里，
他每次路过，不忘停下来歇歇脚。记得那日，狂风大
作，风卷着暴雨向张师傅的车打来，偏偏这时，窗外一
丝凉风袭来，张师傅胸口一凉。他迅速将车急停在路
边，吐了半天，几近虚脱。已经驶入盱眙境内，眼看油
门就快踩不动了，他想起陈来文就在不远处。

接到张师傅的电话，陈来文马不停蹄开车找到张
师傅，将其送到镇上医院挂水。他又给张师傅准备了
米粥，安排在油站休息了一晚，见他好转才让离开。从
此，陈来文的马坝西站便是张师傅每次送货的必经之
地。几句家常、一顿热饭，在这里，久踩油门的张师傅
能够直直身子，缓解一下长途跋涉的疲惫。

前些日子，眼看着元旦将近，便利店里的节日礼盒
却无人问津。“光这样可不行，咱到镇上赶大集。”陈来
文坐不住了，拽着妻子张燕丽，将店里的牛奶、坚果礼
盒、零食礼包都塞进自己车子,一脚油门，赶往马坝镇
的集市。

初来乍到的陈来文和妻子还有些局促，这里都是
当地人熟悉的摊位，他的盱眙口音刚开始并不入镇上
人的眼。可陈来文偏不信这个邪，他喊来了站里的本
地人李叶鹏，打听了赶集时候乡亲们的需求。

慢慢地，陈来文与一同赶集的邻摊位老李熟络起
来，把老李卖的咸肉带回站里给司机们添个菜。老李
逢人就夸镇西头的马坝西站有个活络的陈站长：“出门
加油就找陈站长，他这里柴米油盐样样都有。”

一来二去，每逢镇上赶集，老李都不忘喊陈来文。
陈来文从老李身上取来了赶集的生意经，学会了逢人
推介的绝活儿，还把当地的镇里话说得溜溜的。

2023 年这一年，陈来文的各项工作干得风生水
起。该站实现汽柴油销售翻番，天然气销量由零攀升
至40吨/天，易捷收入比上年增幅93%。

“活络站长”
陈来文

“积分达人”
刘贵清

刘贵清（左一）帮助客户把兑换商品装进后备厢。

董雪和青年技术人员交流如何判断产品形态董雪和青年技术人员交流如何判断产品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