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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推动了数据技术进步，常规钻井系

统也有望借助数字化项目的推动进行钻井系统的革新升级。

对作业现场及服务设备的现场数据搜集、数据清洗、数据

优化，建立与作业相匹配的钻井数字化系统模型，通过企

业系统中台加强对数字化系统功能的完善，从而实现最优

化钻井参数反馈及设备性能最优化的匹配调整。通过对钻

井参数的分析，实现钻井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提高钻井的质

量，有效的推动开发效益的提升。数字化新技术的引入，

需要人力和设备的提升与匹配。对于全自动化钻机进行设

计，要加强对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钻井的过程中获取信

息资源对其进行准确利用，进而推动数字化钻井系统的优

化。

1 钻井信息资源的具体内容
钻井数字化系统是对传统钻井方式的一次梳理和探

索，新模式的推进也意味着数据获取方式的不同，新模型

的搭建包含如下几方面：

1.1 钻井参数

在数字化专项系统构建时，对信息资源中所包含的内

容进行探索，钻井参数是其中非常关键的部分。数据，是

对作业现场的数字还原，也是系统模型是否成功的关键。

同时，对于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地面参数和井下参数进行分

类，在井下参数方面涉及到外环压力、井下的温度、钻头

的压力；在地面参数中涉及到系统的元参数、循环子系统

中的元参数，旋转子系统的元参数。数字化专题系统中的

钻井组件模块是对相应专利参数的反映，其次在专题信息

资源与专业设备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根据系统硬件对各类

钻井参数和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最后，采用模块化的

方法对于智能化的全自动钻机进行设计，要把系统分成不

同的子系统模块，使得各模块进行有效的组装，从而使得

模块的功能和接口进行明确的定义。

1.2 生产运行和管理参数

生产运营与管理的数据是数字化钻井系统信息资源中

非常关键的信息模块， 对设备工作的性能和状态进行反

映，对于数据进行导出，可以对生产运营管理参数进行进

一步的分类，主要包括运行与管理参数。在运行参数方面

有时间参数，还有专检的参数，参数涉及到标准的钻深以

及钻头所处的位置、钻头的速度；在管理参数方面，我们

主要对动力、气源、能源消耗等数据进行整体的反应。借

助这种数据可以更好的对钻井设计过程进行优化，使得消

耗的能源降低，加强对人力的合理配置。

2 钻井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
2.1 加强钻井现场的合理监测

在对钻井参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了解钻井的过程，

对于基础数据进行变化的分析，显示其物理意义；其次，

做好钻井过程中井下异常情况数据的留存和备份，通过数

据筛查去伪存真，尤其做好事故数据监测。如果体积出现

一定的增减变，要及时的对事故进行预防。最后，利用井

下参数和泥浆的参数可以对于地层的压力回压，以及新浆

的密度进行准确的计算，对危险情况进行减少。

2.2 发展最优化钻井

对于水力参数进行选择，利用钻井参数解决水利计算

的问题，可以使得不合理的水利参数得到有效的修正；其

次，对于钻头喷嘴进行优选要提高功率的利用效率，最后，

对于钻头的最佳起钻时间进行确定，要根据成本增量的曲

线来进行判断，同时，对于下套管和苟晶进行计算，有利

于为井队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2.3 生产运营管理

油气钻探、生产过程要做好全局统筹、数据管理，结

合各种布表以及数据，对钻井和地质进行深入的分析，使

得钻井生产更加优化。对于钻井专家库进行建立，要达到

智能化专业技术的优化，应用管理的软硬件系统，进一步

推动专辑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

3 钻井数字化系统开发和信息资源推进措施
在数字化钻井系统优化的过程中，涉及到单元模块的

源参数，要对数据进行获取，对于标准的接口进行设计，

加强信息资源的集成，利用互联网互联技术，对于信息资

源局域网进行互联，加强对信息资源的传送和共享，同时，

对于信息资源数据库进行构建，可以加强软硬件设施的设

计。

3.1 推动钻井信息系统硬件的设计

钻井信息系统需要对各种参数进行处理所含的数据，

较多节点教育方式，再对硬件系统进行构建的过程中，要

充分利用开放网络和总线，对于方案进行制定，对数据进

行采集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系统的活力控制。尤其要采用

双向的传输线标准，可以有效的对存在的干扰因素进行抑

制，增强其传输距离。一个关键的是对于独立控制器进行

分布式解决方案的提出，可以输出到个网（下转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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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系统与现场信息资源匹配是钻井数字化系统研发的难题，一方面是数据的有效性综合利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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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9 页）络节点，对于模块的设计进行强化，建

立相对独立的局域网，使得信息资源可以充分的利用并上

传到生产调度的中心，进行抓紧的实时监控。

3.2 推动钻井信息系统软件的设计

软件系统是钻井数字化系统成败的关键，要结合作业

实际，设备设施状态和工艺技术标准进行数据模型的综合

考量。首先，对于数据分类进行转存要支持优化钻井和生

产运营管理；其次，对于钻井结构进行设计，要对其抓紧

生产合理性进行提高；再者，对于钻井模型进行优化，要

借助专家系统工具提供优化的专辑方法；最后，要对多参

数进行收集，通过多种方式对于参数进行显示，建立数据

报表，从而进行实时的监控。

3.3 加强数据模型优化和数据来源筛选

在数据模型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对于专题信息资源进

行充分的利用，建立数据库在不同的地点对数据进行转化，

可以对各类数据进行查询分析，实现钻井工程的网络化信

息化管理，从而使得钻进技术的效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数据模型建立过程中，要根据作业情况甄选源数据，将源

数据进行整理和综合利用，形成新的有效数据库留存。为

后续钻井综合运算、 钻井专家人机互动决策进行数据储

备。使得钻井工程的子系统可以得到优化，使各系统能够

指导现场生产以及提供专业的分析设计。

3.4 数字化钻井通信系统设计

传感器、路由器为我们链接起了万物互联的时代，数

字化钻井系统离不开通信系统的支持和设计。依附于钻井

系统，作业现场与指挥第二现场有强烈的沟通需求。这对

交换信息，调整作业方案至关重要。通过网路关联通信程

序，可以对各项作业活动和专题参数进行获取，也可指定

抓取即时作业数据进行监控和参考，从而确保钻井作业安

全，提高系统的管理效率。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钻井数字化系统构建的过程中，对于其

现场设备的信息模块进行合理构建，要借助数字信息组建

来对其设备网络进行开放，使得传输信号具有一定的稳对

性。同时，对于其所具备的信息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结合

钻井参数，了解钻井的过程；对于钻井信息资源与钻井设

备进行结合，可以重视钻井软硬件功能的发挥，对于模块

化设计方法进行应用， 可以推动全自动钻井智能化的发

展，使得各层次各模块更加系统，加强钻井的开发研究与

设计。之后，对于钻井进行现场监测，有利于对其地质现

象进行解释，监测井下事故，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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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要求可见，对于地上设备、管道的涂层检验，

是没有要求应进行粘结力或附着力检测的。如果在完成施

工后待涂层完全固化，进行粘结力或附着力检测，可及时

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进行附着力检测时，如果涂层不存

在层间剥离现象，则会很难将涂层挑起，挑起处的防腐层

呈脆性点状断裂，不出现成片挑起层间剥离的情况（详见

图 5）。

图 4   粘结力检验
发现存在层间剥离现象

图 5   附着力检测
不存在层间剥离现象

因此，对于多层漆料防腐蚀结构或者须分多次涂敷的

防腐蚀涂层，施工时应严格控制层间的涂敷时间间隔。并

且建议施工后待涂层完全固化，可参考埋 SH/T 3548-2011

表 1 中埋地管道和管道涂层的检验要求，增加粘结力或附

着力检测。粘接力检测需要特定的仪器进行，可依据现有

条件参考是否进行检测，但附着力检测只需一把小刀即可

进行，操作简单，但效果却很明显。检验的频率亦可参考

SY/T 6854-2012 5.2.6 要求：对每班次的产品应至少检测一

次，若不合格，应加倍检验。在天气条件不利于涂层施工

的时候，可适当加强检验频率。

3 结论
本文依据规范 SH/T 3548-2011 的相关要求，结合在

石油化工工程中遇到一些实际案例，并参考 SH/T 3022-

2011、GB 50727-2011 等标准规范的相应的要求，从进场

防腐蚀材料性能把关及地上设备、金属管道外表面防腐蚀

涂层检验两方面入手，提出本人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希望

能给提升石油化工行业设备及金属管道防腐蚀涂层的防腐

保护性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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