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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赋能设备完整性管理
镇海炼化设备健康管理中心二期建设完成，对11.6万台设备全面监控管理

锡安达防爆电机
与世界同进步

中 国 石 化 供 应 商

电话：0510-83591888 83591777

网址：http://www.xianda.com

单位：江苏锡安达防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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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炼化增产硫黄助力春耕

今年以来，青岛炼化开足马力生产硫黄助力春耕。一季度生产硫黄超 5万吨，同比增长
12.6%。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的硫黄生产基地，青岛炼化紧跟市场需求，优化生产流程，严控
产品质量，供应硫黄原料满足农业化肥生产需要。图为近日该公司员工在装车台进行硫黄
装车作业。 刘 强 摄 唐淑敏 文

4 月 11 日，镇海
炼化机动部技术人
员使用设备健康管
理平台，进行设备可
靠性分析。

何 雯 摄

胜利油田新疆探区
油气生产超计划

本报讯 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胜利油田在准噶尔盆
地、吐哈盆地的油气勘探开发和销售工
作。今年以来，面对新疆极端低温影响，
新春公司狠抓油井管理，突破冬季油气
生产瓶颈，一季度原油产量 34.67万吨，
超计划运行 0.11 万吨；天然气产量 593
万立方米，超计划运行394万立方米。

该公司以稠油油藏为主，生产过程
中注汽、采油、作业、集输等各环节受气
温影响大。如果注汽损失大、注汽干度
不达标、没有新井产量补充，冬季稳产目
标就难以实现。他们结合往年冬季遇到
的问题，超前谋划一季度生产运行，细化
措施、精细部署，保障生产平稳运行。

加密巡井巡线，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第一时间发现油井回压变化，及时
调整蒸汽掺拌量，消除油井“低温高压”
状态。实施过程监控，对注汽锅炉烘炉、
启炉、卸水等流程实施全过程监控，使各
节点运行达到最优状态，日注汽量保持
在 1.1万吨以上，为稠油稳产提供保障。
优化注汽方案，根据油井所处周期阶段
进行分类注气，低轮次井实施常规吞吐，
高轮次井实施脉冲注汽、组合注汽。

（张 锐）

中原石油工程
生产进尺超计划

本报讯 中原石油工程公司聚焦市场
开发、生产运行、安全管理等，全力拓市
创效，一季度生产进尺为计划的104%。

在市场开发方面，该公司坚持“盈亏
平衡是底线，追求效益最大化是目标”，
持续健全信息渠道，多平台收集甲方市
场信息，拓展地方能源市场；了解甲方今
年勘探开发和产能建设部署，深化各层
级协调对接，将优质资源向高效市场调
整；加强风险防控，严格项目论证，紧盯
潜力市场，退出零星市场，抢占技术服务
高端市场。

在生产运行方面，该公司制定运行
效率提升方案，减少非生产时间；实施超
周期井治理，剖析根源，落实治理措施，
确保超周期率同比下降；各基层队全面
实行“十天作业计划”，精细过程管控，抓
好生产衔接，提高运行效率。

在安全管理方面，该公司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压实安全责任，强化从严监
管，抓好风险识别和体系审核；强化井控
风险识别，做好井控案例分享、现场应急
演练，强化员工井控安全意识。

（魏园军 常显红）

浙江石油加油卡纯卡
持卡率居销售企业首位

本报讯 今年以来，浙江石油抓好加
油卡营销，做好稳客和拓客工作，全省加
油卡持卡比率稳步增长。3月份加油卡
纯卡持卡率达到 47.7%，居销售企业首
位。

该公司不断强化加油卡线上充值、
一键加油（气）等营销策略，提升持卡消
费比例和APP绑卡率，增强客户黏性；利
用“云发卡”功能，大力开展加油卡“六
进”活动，持续挖掘大客户，形成新的市
场增长点；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
用，突出经营目标的考核占比，坚持考核
到片区、到站、到人，激发一线员工动力，
有效提升加油卡持卡率。同时，公司加
大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分析
业绩靠前、进步较快的加能站，总结经
验，树立典型，实现以点带面推动加油卡
持卡比例提升。 （舒志国 徐 婕）

安徽池州石油
LNG销量增长94%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池州石油聚
焦天然气发展堵点，科学研判市场需求，
不断优化 LNG 加注站点布局，一季度
LNG销量完成计划任务的128.2%，同比
增长94.4%，实现首季开门红。

池州石油在深入挖掘LNG零售市场
的同时，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营销方
案、增设便民设施、精准开发潜在客户等
举措，促使LNG销量稳步提升。为推动
LNG持续扩销增量，该公司利用权益会
员积分兑换优惠政策，积极推行“互联
网+”经营模式，有效拉动销量增长。

（孙宗奎）

有效保障了设备本质安全
镇海炼化合成材料部副经理华强

设备健康管理中心投用后，设备管理人员可
随时随地收到设备运行参数的报警提醒，并及时
给班组员工传达指令，通过早发现、早干预，有效
减少设备运行故障，为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插上了
智慧的翅膀。

通过合理的报警值和报警方式设置，让一些
设备故障原因无所遁形，设备故障检修率明显降
低，技术员和班组的工作量得到有效降低。同时
装置陆续发现部分长期存在的隐患问题，通过及
时调整，使现场设备运行在合理工作区间内，有
效保障了设备本质安全。

感受到数字化管理先进性
镇海炼化储运一部长输线技术人员张凯翔

以往，设备参数情况要在特定的系统和交接
班记录中查看，现在数据集成到设备健康管理平
台后，设备员登录这个平台，就知道每天需要做
什么，包括预防性检维修、缺陷确认分析等，提高
了设备人员工作效率，减少了定期在各类系统检
查和确认的工作量，确实为基层减负。

目前，部门设备员养成了每天使用设备健康
管理平台处理设备问题的习惯，平台里的数据准
确而且全面，极大程度开阔了设备员检查设备问
题的视野。我们强烈感受到数字化管理的先进
性，能更好满足日常设备管理需要。

能把更多时间
用在解决设备问题上
镇海炼化动设备专业团队矿山机械专业工程师王雅

作为一名状态监测专工，我平时最关心的是
机泵的振动、温度等情况，以前查看这些数据都
要去 EM（设备管理信息系统）或者巡检系统，逐
个搜索查看，花费时间较多。该平台把不同系统
的数据集合在一起，还设置了振动、温度报警标
准，异常数据一目了然。这样，我们查看机泵运
行情况就非常简单，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解决设备
问题上，提高了设备管理工作质量。

（本报记者 卞江岐 采访整理）

本报讯 4月 12日，华北油气分公
司采气一厂大牛地气田基地4楼，3位
技术骨干王厦、彭神奇、王排营，与技
术人员商讨今年低产低效井治理方
案。

大牛地气田历经22年勘探开发，
出现部分低产低效、关停井，他们按照

“地质评价有潜力、工程工艺有对策、
经济评价有效益”的原则，自2017年
以来，持续对低效老井开展措施作业，
全力盘活气井资源存量。7年累计治
理低效老井255井次，增产天然气超
10亿立方米，为气田连续硬稳产 30
亿立方米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创术、支架术和再造术’是他
们自主创新的工艺技术。2023年采
用‘三术’举措，59口井全年累计增产
4321万立方米。”王厦介绍，“今年计
划在60口井采用‘三术’，一季度已经
完井13口，增气121万立方米。”

修复井筒再生产是常规“清创
术”。DPT-116井因井下中部套管变

形而关井停产，该厂措施作业项目组
联合会审，认定该井具备一定的储量
潜力，修复套管后可以恢复产量。
2023年 7月，他们对该井修复套管变
形部位，并采用连续油管钻扫技术钻
除堵塞物，将水平段目的层疏通。措
施作业后，该井日恢复产量达到 3.5
万立方米。今年初，DPF-305井气量
出现波动，技术人员分析认为，该井受
腐蚀结垢井筒堵塞，决定采用连续油
管工具疏通井筒，“清创术”仅用5天，
气井恢复正常生产。

重构产气新通道是高超“支架
术”。D1-4-52井是一口早期投产的
老井，因套管腐蚀严重造成漏失，无法
生产。他们对原生产层进行潜力分
析，认为生产层采出程度较低，决定实
施“支架术”，应用储层保护工艺重新
悬挂4寸套管，对井筒进行重构后恢
复气井正常生产，日增产 9100 立方
米。

“去年在3口井实施‘支架术’，相

当于在血管放支架，再次建立井筒产
气通道，均收到预期效果。”王排营说，

“‘支架术’治理成本只有打一口新井
的四分之一。”

补孔压裂开新层是精湛“再造
术 ”。 部 署 在 下 古 生 界 的 定 向 井
DK13-FP8井，因产能较低，一直未投
产。开发研究所技术人员通过类比邻
井储层特征，认为该井上古生界的气
层具有潜力。他们采取先封堵下古生
界原气层，再上返打开上古生界新气
层，施工后该井日产2.3万立方米，自
2022 年 4 月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
775万立方米。运用这项工艺技术去
年又施工5口井，日增气5.7万立方米。

“有的关停井井筒条件完好，原层
位潜力小，我们选取该井其他有产能
的层位进行射孔、压裂作业，实施‘再
造术’增产。”彭神奇说，“相当于利用
老井场和上部井筒打一口新井，节省
了征地和套管费用。”

（付豫蓉 马献珍 高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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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晓伟 邓 颖

“出水了，出水了！水真清，真好
呀！感谢驻村工作队，感谢九江石
化！”4月 9日，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回坑村村民车大进打开家里水龙头，
清澈的井水汩汩流出，他大口灌着井
水，脸上乐开了花。

过去，用水是回坑村新村片区的
老大难问题。该村地处山区，生活用
水主要依靠积蓄的雨水和山泉水，季
节性缺水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
极端天气增多，持续干旱少雨，山泉
水近乎枯竭，山坡上的新村片区日常
用水常常“告急”，给村民生产生活带
来困扰。“连做饭吃的水都困难，更别
提洗澡、洗衣服了！”新村片区村民
说。

九江石化驻村工作队听到村民
的诉求，把“解决新村片区百姓用水
难”作为今年开年首要工作来抓。经
过与村委会协商，驻村工作队将村里
的情况向企业汇报，得到了九江石化
的高度重视，决定解决干旱季节群众
吃水问题。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迅速行动，
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最终确定了打
深水井取水方案。经过各方论证选
址，打井项目正式开工。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钻井
工作队在后山腰掘了一口 400米深
的深井，经过实地测量，水井每天出
水量可达 40吨，能够有效解决新村
片区 56 户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难
题。不光要让村民有水用，还要确保
有好水用、有方便水用。经过严格的
水质检测，近日，驻村工作队通过水
泵把水从深井抽到储水池，再通过水
管引流到村民家，让村民用上了干净
水。

新村片区村民奔走相告，放鞭炮
庆祝。他们自发地将一面写有“为民
办实事，心系老百姓”的锦旗送到村
委会，用这一特殊的方式表达对九江
石化及驻村工作队的感激之情。

大牛地气田对低效老井实施“清创术”“支架术”和“再造术”，全力盘活资源存量

老井7年增产天然气10亿立方米

“我这是遇到好人了”

驻村工作队
解了村民用水难题

董英宇

4月 8日，镇海炼化设备健康管理中心二
期建设全面完成，实现对1.5万台动设备、10.1
万台静设备的全面监控管理。目前，已启动三
期建设，预计今年底将建成。

“该中心的平台主屏就像一个驾驶舱，可
以点进去查看与设备运行相关的所有信息。”4
月15日，镇海炼化机动部副经理王科庆上班的
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设备健康管理中心主屏，查
看全公司的设备运行状况、报警信息等 10个
功能模块的具体情况。

“中心通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和神经网
络等先进技术，对公司设备超百万条数据实时
跟踪、计算，让展示更智能、预警更精准、管理
更高效，推进管设备向管运行延伸、预防性检
修向预知性检修迈进、控风险向保健康升华，
为装置长周期安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王科
庆介绍。

展示更智能：11.6万台设备全方位
展示，满足不同员工群体需求

“从作业风险信息模块的展示看，本周施
工作业数量最多的是公用工程一部，施工风险
最大的是储运一部，高频检修主要发生在静设
备专业。”4月 7日，机动部综合管理室主任李
振在每周机动例会上通报整体作业情况。

“以前这些信息是从不同系统人工统计，
做成 PPT进行展示。”李振说，展示平台建成
后，从公司、运行部、专业等不同维度展示缺陷
管理信息、设备实时能效、预防性检修、检测检
验信息等 10个模块，每个模块通过对数据的
深入分析，形成生产柱状图、折线图等，将隐藏
在大数据底层的信息展示出来，满足不同群体
的需求。

此系统上线后，实现了镇海炼化100余套
装置 11.6万台设备全方位、多维度智能展示。
系统还开发出“千人千面”功能，可自动匹配登
录者身份，展示与用户相关的信息。动设备状
态监测工程师通过平台随时查看公司1.5万台
机泵、电机的实时振动和温度情况，从而对运
行状态欠佳的设备进行重点防护。运行部设

备员通过平台随时查看自己管辖设备的高频
报警、高频检修信息，便于了解设备整体情况。

预警更精准：开发八大类高级报警
功能，实现设备预知性检修

4月2日13：35，储运一部技术员曹志红的
手机收到一条来自设备健康管理中心的报警
信息：焦化原料泵B101驱动端振动速度值3.9
毫米/秒，经过现场排查后，认为可能是轴承故
障，经过检修后发现轴承保持架出现磨损。

“该系统监控每台设备的运行参数、环境
因素、维护周期等信息，通过自动报警推送功
能，把异常信息推送给装置设备员或者专业工
程师，实现‘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根本性
转变。”曹志红说。

该平台结合应用场景开发频率报警、组态
报警、分级报警、趋势报警等八类高级报警功
能，精准监控设备运行异常状态，精确感知设
备运行异常环境。

“趋势报警就是某台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
温度变化超出预期时，系统可感知设备运行状
态变化的趋势，做到由预防性检修向预知性检
修转变。”动设备状态监测工程师王雅在特护
例会上讲解，八大类高级报警的设置让员工从
关注报警结果向关注报警过程转变，真正实现

全面管理向精准管理的转变。

员工更轻松：专业月报实现自动编辑，
为基层工作减负提效

4月 3日，缺陷管理工程师孙爱玲在设备
健康管理中心一键导出缺陷月报，用时仅5秒，
数据自动编辑达98%以上。以往，完成这样的
一份月报至少需要半天以上时间，数据100%
由人工编辑。

“接下来，腐蚀管理、加热炉等专业月报也
将全面实现自动编辑。”孙爱玲说，月报的自动
编辑将技术人员的工作重心由编辑烦琐、复杂
的图形报表，转变为对异常数据及关键信息的
深入分析，实实在在为基层工作减负提效。

以往备用机泵的定期切换需要人工统计
设备停用时间，切换完成后还需在系统中记
录。新系统上线后，通过捕捉机泵的启动电流
信号，精准感知设备停用时长、运行状态，实现
了定时性事务的全自动管理，不再需要手动记
录数据。

目前，镇海炼化梳理出近 10万项关于预
防性检修、检验检测、定时性事务等具体任务，
把任务相关指令纳入平台，实现对任务的自动
提醒、智能监控。完成任务后，平台自动确认，
实现精准闭环。

张国玉

“大娘身体咋样了？”4月 15日，
经纬公司中原测控 410队地面组组
长娄须超下班后，通过微信询问小罗
母亲的情况，得知老人身体恢复如
常，便放下心来。

“幸好遇见你们，要不怕是见不
到她老人家了。”小罗说。

一个多月前，娄须超、郭永彪、乔
晨洋从重庆赶到四川省威远县保养
测井设备，已经连续在威远工作 10
多天。3月 6日中午，他们准备穿过
威远大桥赶到桥对面存放设备的场
地。刚走上桥，就看到一位头发花白
的老大娘蜷缩成一团，半跪着趴在桥
头，连忙上前询问。老大娘微微抬起
头，虚弱地说：“头疼。”

他们提出联系其家人。娄须超
拨通她儿子小罗的电话，但因为是外
地号，多次被挂断拒接，又多次拨打
后终于接通，对方了解情况后连忙致
歉。

娄须超加了老大娘儿子的微
信。视频中，看到穿着红工衣的石化
员工陪伴着老人，罗大娘的儿子表示
放心了。罗大娘一直问儿子什么时

候接她，但是儿子在外地工作，一时
赶不回来。罗大娘儿子希望他们帮
忙送老人到家中休息，家中有老人常
吃的药。

他们把罗大娘送回家，让大娘坐
到床上，有人倒水、有人做了一碗鸡
蛋汤，让她喝了缓缓。罗大娘喝完鸡
蛋汤，气色好了许多。他们到附近商
店买了香蕉、荸荠和糕点再次返回罗
大娘家中。

得知母亲身体好转，罗大娘的儿
子通过微信发红包表示感谢，被他们
婉拒了。这边，罗大娘拉着他们的手
不停地说：“我这是遇到好人了。”罗
大娘哆嗦着手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几
张百元钞票塞给他们，他们连连摆手
说：“这可要不得。”

了解到罗大娘平时一人在家，儿
女都在外地工作，他们这些天忙完工
作，就跑到罗大娘家中，每次都带着
面包、水果等，临走再把大娘家里的
垃圾带走扔掉。

10天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三人
需赶往重庆，临行前又带着牛奶、蛋
糕、水果看望罗大娘，罗大娘不停地
说：“以后再到威远要来我家里，我给
你们做鱼炖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