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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井下作业属于典型的高危作业类型之一，如果安全防

护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引发巨大的财产损失，

甚至人员伤亡。而安全防护主要是安全管理。这也要求我

们必须做好油田井下作业现场的安全、规范管理。而油田

井下作业安全管理与规范管理也需要制度、技术、人员等

多方面的配合到位，而流行于日本的 5S 管理模式为油田井

下作业现场安全规范管理提供指导与参考。

1 油田井下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分析油田井下作业情况，油田井下作业面临着施工点

多、涉及面广、危险因素安全隐患多而复杂的问题，归纳

起来主要有起下作业安全隐患、射孔作业安全隐患、代砂

作业安全隐患、高压作业安全隐患打捞解卡作业安全隐患

等。

1.1 起下作业安全隐患

其作为井下作业最频繁的施工项目，如果作业前没有

检查刹车系统，很容易出现刹车失控；如果没有检查提升

系统，容易出现大绳断落事故。如果作业人员无证操作，

会出现顶天车、囤钻等事故。如果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和

安全关注度，很可能因为一次事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1.2 射孔作业安全隐患

射孔作业也是井下作业的重要工序之一，主要容易发

生井喷事故。如果施工前压配压井液选择不合理，井喷发

生率增大。如果防喷装置检查不到位、强喷工具配件准备

不到位，会加剧其危害性；

1.3 代砂作业安全隐患

代砂作业安全隐患主要是指沉砂卡钻的安全隐患。冲

砂施工如果排量过小，接单根过慢，循环冲洗不充分，会

出现砂卡管柱等问题，填砂施工后因管柱不够高，导致砂

卡管柱等问题，继而引发相应的砂卡事故；

1.4 高压作业安全隐患

高压作业主要涉及到封堵、压裂、气举、井下作业等

工序，如果选择、试压、检查、安装等存在问题，会引发

管线刺漏，引发管柱弯曲等问题，并对应地层出砂、井喷

爆炸等各种事故；

1.5 捞解卡作业安全隐患

打捞解卡作业是井下事故作业处理的举措，但是井下

事故情况千差万别，且打捞解卡对应的负荷较大，很容易

出现提升系统大绳断裂的情况，严重者引发井架倒塌事故。

此外因为操作失误或选择工具不当，下探深度不足，也会

引发打捞解卡遇阻等事故。

2 油田井下作业现场 5S 管理法
5S 管理法起源于日本，是对作业现场人员、机械、

材料、方法等生产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作为一种新

型有效的管理办法，实现了这些要素的统筹规划和全面管

理，使得管理更精细、更规范。具体到油田井下作业现场

管理，对人员、工具及设备等生产要素进行全面管理，科

学统筹部署，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安全事故，也降低作业

成本，是理想的现场管理模式。

2.1 创新生产工艺和方法

生产工艺和方法的创新可以简化施工作业流程，加强

井下作业安全防护，减少事故发生。油田井下作业要关注

新技术的研发，积极使用新科技成果，引进先进的施工设

备。对于油田企业来说，初期的投入可能较大，但从长远

看，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且能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是

其安全管理的必备举措。例如，对于补孔、压裂、解堵等

施工工序，要及时进行技术的调整优化，改进工艺，配合

验收督导，确保作业现场符合安全生产作业要求。

2.2 创新安全管理手段

“安全无小事”，安全的落地很大程度上在于安全管

理手段的创新优化。对于油田井下作业现场管理来说，安

全管理手段的创新必不可少。作业人员要树立安全意识，

努力做到安全事故的防范于未然。管理人员也要具有危险

意识，加强管理监督，使得井下作业操作更规范，让现代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发挥实效。以管理手段的创

新，为油田井下作业提供安全保障。

2.3 健全落实安全制度

油田井下作业对应的是复杂的操作流程，必须要有安

全生产制度作保障，以制度为导向，让管理人员落实好安

全生产，让井下作业现场管理更规范、更安全。发挥制度

约束及引导作用，进行针对性地作业指导，使得其作业更

规范。如基于制度设立专门的现场看管人员，进行施压管

理等作业监管，确保压力装备的安全运行。再如建立井控

设备档案、明细台账等，确保每台设备符合作业规范，达

到作业标准，满足现场作业的各种要求。再如基于制度做

好工作过程的监控，确保井下作业现场及作业井控安全布

署到位，且作业过程监督到位，不留死角。再如严格控制

作业现场的验收，推行“三级验收制度”，现场作业小组

自主验收、油田安全验收小组二次验收、油田质量监督中

心三级验收，三级验收合格后再开工，最大限度确保井下

作业的安全。

2.4 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员工素质

员工安全意识的强化和安全防护技能（下转第 64 页）

油田井下作业现场的安全规范化管理的思考

丁建旭（江苏油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江苏　扬州　225012）

摘　要：油田井下作业受地形环境影响、技术水平制约，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因此油田井下作业安全管理探讨必不
可少。让安全部署落实到位，统筹大局且关注细节，制定科学有效的井下作业方案，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使得井下作
业更规范。本文主要就油田井下作业安全规范管理问题进行探讨，明确具体的管理举措。

关键词：油田；井下作业；安全管理；现场；措施



工艺技术 | Technological process

-64- 2021 年 1 月          中国化工贸易

（上接第 62 页）的提升也能确保油田井下作业的安全性与

规范性。通过落实安全教育，让作业人员了解井下作业的

注意事项、安全防护举措、安全卫生要求等，佩戴完整的

防护用品、明确具体的流程操作、遵守规章制度，严禁避

免违规操作行为，端正工作态度，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应着重提高员工的素质与实战能力，使其具备突发事件的

紧急应对能力，掌握紧急情况的常见处理办法，会准确判

断、处理异常情况，及时化解危险，降低损失。可以针对

不同季节的安全工作特点，面向全员开展风险识别专题培

训，也在培训中针对检查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教育

指导，以动态化的管理和长效的教育培训机制，让油田井

下作业安全更有保障。

3 油田井下作业现场标准化管理保障
3.1 管理制度标准化

管理制度的标准化是施工现场规范化管理的前提，根

据施工现场管理规章制度进行施工现场的调整与完善，落

实好安全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制

度，要求石油企业统一内容、要求、标准、考核等，构成

科学规范的井下作业现场管理标准化体系，指导油田井下

安全作业。

3.2 作业现场的标准化

作业现场标准化重点针对油田井下作业场地环境、设

备设施等，确保施工现场设置的标准化。而油田企业对值

班房、工具房、设备房等进行统一的管理，确保设施摆放

合理，并确保配件种类齐全、科学标识，让施工现场科学

合理地布局。

3.3 作业队伍标准化

以作业队伍建设标准化带来油田企业员工对作业制

度、管理制度和质量制度等的规范践行，让施工现场标准

化管理制度标准化，更具执行力。企业可以基于员工的优

势和个性安排岗位，实现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个人岗

位职责的明确，配合有效的奖惩激励举措、行之有效的专

题培训，让作业队伍建设更标准，员工井下作业操作更规

范。

4 结束语
鉴于油田井下作业操作复杂安全隐患大，必须重视油

田井下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以技术工艺的创新、管理制

度的落实到位、安全教育的强化、人员素质的提升、油田

井下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的三大标准贯彻等，让油田井下作

业更规范，提升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推动油田企业的稳

健运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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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降低。在气化当中，气体显热副产所生成的高压蒸汽

能够实现水淬冷，可以相对满足耐硫 CO 变换过程中所必

需的蒸汽，整体上有着较好的热回收效果。

当压力达到 7MPa，粉煤在纯氧化之后，就能够分别

进行脱硫、脱碳、耐硫变换和精脱硫，在脱除酸性气体后，

在 6MPa 的压力条件下，就可以不通过压缩机设备进行加

压处理生成合成甲醇。

从脱除的酸气处理来讲，这些脱除的酸气还可以进行

回收，制备硫磺。而甲醇合成塔中产生的甲醇来说，其在

经过精馏处理之后，获取成品甲醇，每吨甲醇合成阶段所

弛放的气量可以达到 281m3，变换后，就能够进行合成氨

尿素循环的压缩回路中，甲醇弛放气联产合成氨尿素，基

准为 N2 的醇氨比例为 5.0:1，剩余不足量的 H2 还可作为煤

气补充发挥作用。

粉煤气化制甲醇联产合成氨尿素工艺技术工艺的应用

中，要想实现量产，首先可以构建出产能在 60 万 t 的粉煤

纯氧气化甲醇生产设备，基本年投煤量可以保持 78 万 t，

且在投产后，可再配置一些年产 60 万 t 水电解制氢和甲醇

合成的设备，针对煤气中所含有的CO进行合成气的生产，

不需要转换为 CO2，就能够利用水电解制氢混合配置成为

H2/CO=2 的化学当量比的合成气，以此实现 CO2 零排放，

进而实现原料煤消耗的降低，提高煤的利用率。

4 结束语
经分析可知，当前粉煤气化制甲醇联产合成氨尿素工

艺技术工艺的整体应用水平在现代技术推动下，已经取得

不小的成果，其应用不但能够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提

升煤炭的价值，也能够通过联产生产出不同种类的附加产

品，包括硫磺、尿素，具有着较高的经济效益，重要的是

能够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这极为符合国家所提倡的节能降

耗、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很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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