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神根）
近日，从第三届“创青春”中国
青年碳中和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
传来喜讯：以新疆油田采油工艺
研究院（监理公司）青年员工为
核心的“碳”路者团队以西北赛
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赛后，又
在全国赛中斩获创新组银奖，这
是新疆油田首次在该赛事上获得
国家级奖项。

“创青春”中国青年碳中和创

新大赛是由共青团中央指导，中
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全国性赛
事，自 2022 年启动以来，已连续
举办三届。比赛设置创新组、创
业组、学术组三大赛道，覆盖节能
减排、新能源开发、碳资产管理等
领域。该比赛也是全国碳中和领

域参赛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水平
最高的重要赛事。第三届“创青
春”中国青年碳中和创新大赛自
2024年11月启动，历时8个月，来
自全国 1000 余所高校、600 余家
企业的 4786 个项目、23256 名选
手报名参赛。

新疆油田“碳”路者团队以油
田CCUS井下腐蚀防治为研究亮
点，成员们立足“双碳”背景，发挥
油田化学、石油工程等学科优势

阐述特殊腐蚀防治技术及产品，
创新构建二氧化碳环境井下管柱

“腐蚀可查+腐蚀可控+智能防
腐”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并科学
预测在未来市场的应用潜力、经
济效益，系统规划了中长期技术
发展路径，全方位为油田CCUS
绿色能源安全发展服务，保障油
井在低碳化转型发展新模式下的
长效稳定生产。

本次大赛自开赛以来，受到

新疆油田公司党委、团委高度重
视，积极支持公司青年参赛，为
项目正常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
环境。完成比赛项目申报后，采
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团委
将参赛工作纳入青年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全程跟进，为项目研发
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有效
助力了青年科技人才聚焦、解决
油田CCUS技术发展中的“卡脖
子”难题。

■科技攻关

■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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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防结合攻难关 科技赋能探新路
新疆油田首口二氧化碳驱采油井井筒电加热试验完工

本报讯（通讯员 田嘉莹 王
涛） 6月9日，玛湖1二氧化碳混
相驱先导试验区传来消息，由玛
湖勘探开发项目部联合采油工艺
研究院（监理公司）开展的井筒
电加热试验顺利完工。电缆通电
后各项指标运行正常，标志着新
疆油田在致密砾岩油藏二氧化碳
驱工程技术配套方面取得又一重
要突破。

玛湖1强水敏致密砾岩油藏
二氧化碳驱开发属世界级难题，

受储层敏感性影响，难以借鉴国
内外其他油田开展常规水气交替
调剖，导致采油井产出物含水率
低、热容小，叠加气体减压膨胀
吸热影响，造成油井普遍结蜡严
重，对试验区平稳运行产生了较
大影响。

为破解这一制约生产的“卡
脖子”难题，玛湖勘探开发项目部
统筹技术资源，以“多源防控、清
防结合”思路，全速推进井筒结蜡
综合治理攻关。

针对蜡质沉积引发的井筒堵
塞，玛湖勘探开发项目部根据井
筒堵塞程度及压力降幅，差异化
设计“高频次机械清蜡+外排热
洗+连管解堵”的组合清蜡工艺，
全力保障油井正常生产。

为实现标本兼治，试验区同
步启动“理论研究+试验验证”
双轨攻坚。一方面，联合中国石
油大学 （北京） 组建研究团队，
围绕井筒结蜡机理开展专项研
究，通过室内模拟实验与现场数

据拟合，构建析蜡预测模型，为
精准防控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
面，联合采油工艺研究院等相关
单位开展化学防蜡与井筒电加热
技术试验，力争从源头上解决蜡
堵难题。目前，两项试验正在顺
利推进。

下一步，该项目部将持续跟
踪单井产液数据与结蜡规律变
化，组织相关单位做好工艺评
价，为试验推广应用提供全周期
数据支撑。

“此次井筒蜡堵治理攻坚，既
是应对生产挑战的‘攻坚战’，更
是探索高效开发模式的‘试验
田’。”玛湖勘探开发项目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始终以推进新疆
油田公司CCUS（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全链条技术发展为目标，从
机理研究、油藏工程、注采工艺及
地面工程等方面统一布局，全力
构建各方向技术体系，为公司低
碳转型与提产增效探索出一条兼
具创新性与实效性的新路径。

新疆油田一团队获全国创新大赛银奖
该比赛是全国碳中和领域参赛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重要赛事

本报通讯员 刘蓓蓓 图/文

今年，百口泉采油厂生产
技术部牵头组建了井下作业一
体化调度指挥中心，全面负责
百口泉采油厂井下作业的生产
运行工作。该中心下设 2 个岗
位，其中井下作业总调度岗位
由百口泉采油厂员工担任，井
下作业安全调度岗由承包商人
员配备。通过提升承包商自主
监管能力，核实井下作业运行
中的问题，强化资源的协调，减
少等工、停工现象，扭转了井下
作业不均衡的局面。

目前，该中心已运行50天，
视频在线全程监护许可作业
245次，协调解决影响运行效率
问题 15 项，助力百口泉采油厂
井下作业安全、效率双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章玲） 6
月 13 日 ， 风 城 油 田 作 业 区
SAGD二号采油站员工宋明在完
成一天的工作后，通过积分管
理APP端用时5分钟就完成了全
天的工作内容填报。这套新上
线的 QHSE 积分管理系统试点
后即见成效，工时数据统计耗
时从3天缩短至实时生成。

该作业区现场班组员工完
成 当 天 工 作 后 ， 只 需 在 手 机
APP 端 简 单 录 入 当 天 的 工 作
量、上传相关照片，无论是油
井巡检、设备维修等，系统都
能根据预设的 23 类 4768 项积分
标准完成工作量核算，将工作
内容转化为具体分数。系统在
员工提交数据后，能够自动完

成各班组、各站队的工作量汇
总，生成清晰直观的积分报表。

该系统构建了“个人—班组
—站队”三级排名体系，通过积分
月度排名形成良性竞争。同时，
工时积分与绩效深度挂钩，让“多
劳多得、优绩优酬”在员工心中落
地生根，员工的奖金与积分紧密
相连，积分高者不仅能获得奖励，

在职业发展上也更具优势。这种
公平透明的激励机制，在保障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不断提升了工
作效率和质量。

“工时积分系统的推广应用，
让每一位员工的辛勤付出都被精
准量化，每一个班组的努力都有清
晰的价值体现，为作业区高质量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该作业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从长远来看，
工时积分系统不仅是一个管理工
具，更是风城油田作业区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基石。随着系统的不断
完善和升级，未来可与油田的物联
网设备、大数据平台深度融合，实
现作业数据的自动采集与分析，为
油田的生产决策、资源优化配置提
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

风城油田作业区上线工时积分系统
23类4768项工作均可被量化，可自动生成工作量汇总

井下作业质效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