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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里格气田数字化技术概况
目前苏里格气田数字化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集

气站以及井场的无人值守，通过数据采集、无线传输、
紧急截断、远程控制、电子巡井等功能。
1.1 实时监控安全生产技术

设置无线网桥，对井口数据和生产运行进行远程监
控；增加数据采集卡，对压缩机运行参数进行远程监控；
液位计增加远程传送装置，远程监控污水罐液位；在苏
里格气田中，优化了站控制系统、远程实时监控、工艺
操作参数等，实现了中心管理站对集气站生产的实时监
控，形成了适合于苏里格气田的无人值班生产实时监控
技术。
1.2 远程紧急切断技术

在井口增设了远程控制的进站区紧急关断阀、外输
紧急关断阀和具有远程关断的高低压紧急关断阀，形成
了适合于苏里格气田的分段、分级紧急关断技术。三个
应急关断点将集输系统有效地分为井口、采气管线、集
气站、集气支线四个部分，哪里出事故，哪里关断，减
少了局部事故对集输系统的影响。
1.3 安全放空技术

在进站区增设遥控电动放空阀和电动调节阀，增加
外输区、隔油区、自用气区电动放空阀，形成适合于苏
里格气田的分段安全放空技术。四个远距离放空点将集
输系统划分为采气管线（含井口）、集气站、集气支 
线、自用气系统四部分，在发生事故时，何处关断，何
处放空，减少放空，减少放空。
1.4 自动排液技术 

分离器闪蒸分液罐自动排液系统由“电动 + 手动排

液”改为“疏水阀 + 电动调节阀排液”系统，在正常情
况下由疏水阀排液，疏水阀故障时采用电动调节阀紧急
排液，电动阀自动关闭，避免串水现象。

2 目前数字化技术发展矛盾
2.1 人员力量紧缺

从近几年发展来看，企业新员工越来越少，而气田
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这就造成了现场人员较少，监控力
量不足，且人员都忙于应付杂乱工作，静下心、俯下身
子研究技术较少，虽然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人员素
质跟不上。
2.2 关键技术更新换代较慢

由于近年来大力提倡降本增效，且产建投入也越来
越少，导致众多数字化软、硬件更新较慢，导致现场出
现了传输不稳、故障率高，操作复杂维护困难等方面的
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日常的安全生产。

3 数字化气田发展方向
3.1 数字化运维智能化管理功能模块开发

数字化运维智能管理模块主要通过调取目前 SCADA
系统中实时监控数据，通过在 web 端进行故障分类汇总
显示，同时故障信息将保存到历史数据库，便于后期查
阅及报表的生成。web 端可以通过报表查阅方式可对所
有故障信息进行统计、分类，报表查询时长可自定义设
置。同时，自动生成的报表数据支持 excel 表格方式的
导出。

通过数字化运维智能化管理模块，主要实现以下功
能：

每天调取 SCADA 系统数据，将所有单井的异常数
据（-1、-2、-3）进行自动排查、分类、汇总，形成故

苏里格气田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ulige gas field

刘　鹏　张　睿　郭　磊（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气厂作业三区，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300） 

Liu Peng　Zhang Rui　Guo Lei（No.5 gas production plant of Changqing Oilfield Branch, 

No.3 operation area，Inner Mongolia　Ordos　017300）

摘　要：苏里格气田数字化运行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了气田管理水平，提高了生产运行安全保障能力，
探索出了适合“三低”气藏效益开发的“低成本”数字化无人值守管理模式，但随着时间发展也出现较多问题，
本文对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数字化集气站；技术；发展趋势
Abstract：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operation mode and management mode of Sulige gas field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gas field, improves the safety guarantee ability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explores the "low cost" digital 
unattended management mode suitable for the benefit development of "three low" gas reservoir.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chnology in detail.

Key words：digital gas gathering station；Technology；Development trend



工艺技术 | Technological process

-52- 2021 年 6 月          中国化工贸易

障井统计报表，以便作业区快速定位故障点，加快问题
处理的及时性；实现故障井历史数据查询，按照时间周
期查询长期未处理的故障井，对比分析、分类，形成统
计报表；每天调取 SCADA 系统数据，实现单井数据全
准率每日、每周、每月的自动统计，形成统计报表；将
数字化运维智能化管理功能模块嵌入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中；建立历史数据库，将数字化运维智能化管理模块中
统计、汇总分类等计算后的数据存放在历史数据库中。
3.2 生产监控报警优化智能运算分析平台搭建

3.2.1 智能运算平台的建立

部署智能运算分析关系数据库，从 PKS 据库、国产
SCADA 数据库以及现场设备中采集的实时数据存储在
智能运算分析关系数据库中，提供给智能运算平台进行
数据计算、分析统计以及业务功能展示，搭建智能运算
分析平台。
3.2.2 气、水、单井系统趋势组斜率报警、多参数联动

报警功能开发

一是在运算平台中开发算法应用模块，对采集至平
台的数据进行函数运算以及算法的编写，通过对采集至
运算平台中的重点生产参数进行最小二乘法斜率计算，
或者变量积分数值的变化，实现其趋势变化量的提前计
算判断，及时做出预警信息推送，将报警结果及时推送
至 SCADA 系统中进行报警提示；二是在运算平台中通
过算法模块开发，实现多参数联动报警，将报警结果及
时推送至 SCADA 系统中进行报警提示。
3.2.3 水系统运行监控、智能分析，拉运、转运自动控

制功能开发

在运算平台中，对于产出水的罐体水位、油位、管
道的流量数据、阀门的开关状态等相关数据，进行实时
采集，通过在平台运算服务实现产出水拉运、转运自动
控制功能。
3.2.4 开井数与产量监控的智能化分析功能开发

对气井生产状况以及产量动态数据统计分析，实时
动态展示。

一是通过在运算平台中对单井阀门状态、油套压差、
流量计、以及柱塞设备状态、地质专家系统手持终端录
入信息等进行综合统计分析，智能识别单井的生产状 
况；二是将集气站进站压力、分离器压力、外输压力、
瞬时气量、单井干管压力、单井油套压等数据与气井生
产状态、气井配产进行汇总分析，以曲线形式进行动态
展示。
3.3 生产设备设施“云台账”数据采集

基层单位各类资料种类繁多，存在内容重复、表单
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调取不方便，基层单位反复统计
等问题，增加了工作量的同时还占用了很多不必要的资
源。为了实现资料的共享和统一管理，现将压力表、安
全阀、阀门、仪表、应急物资等各类设备设施基础资料
建立数据库，根据部门权限，自由组合所需数据，随时
查看和生成表单，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按照谁

产生数据谁录入的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划分；对于
校验物资实现到期提醒功能，自动生成待办事项，通过
APP 推送至员工，全程跟踪工作动态，督促工作开展，
实现工作的痕迹化和闭环管理。 
3.4 智能化门禁系统升级

在每座集气站大门可视对讲旁安装一台指纹开门一
体机，设备电源与对讲公用，在站内出门按钮箱内安装
一台五口工业交换机，将指纹开门一体机和可视对讲网
线连接在交换机上，将原有可视对讲网线连接在交换机
上。指纹机与可视对讲设备设同一网段 IP 地址，指纹
机开门信号线与现有的开门信号对接。

在作业区调控中心视频监控电脑上安装门禁集中管
理软件，同时安装指纹录入设备，将每座集气站的指纹
机添加在软件上进行管控。同时对作业区需要进站的人
员进行身份登记及指纹录入，将个人证件照片信息录 
入。人员信息录入完成后，根据作业区的要求，对具体
的人员进站进行权限划分。

4 结束语 
油气田数字化技术能够综合运用智能化、信息化、

自动化等优势，使工业化和信息化有效融合，数字化气
田建设前期主要是将现场监控、巡检转变为了远程监 
控、巡检，而技术发展趋势是从远程监控、巡检发展为
智能监控、巡检，本文详细介绍的数字化运维智能化管
理功能模块开发、智能运算平台的建立、生产设备设施
“云台账”数据采集等智能化技术，有助于提升管理效 
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会成为气田未来发展的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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