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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是我国首个以天然气生产为主的千万吨级大油气田公司 ，管理着川渝地区

油气田 １４００多个井站 ，井站具有点多 、面广 、战线长等特点 。近年来 ，随着该公司天然气产量日益增长 ，井站不断

增多 ，操作员工数量相对不足 ，出现了人力资源跟不上产量递增这一现实困难 ，成为制约该公司快速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 。选择新的劳动组织管理模式来缓解矛盾 、解决问题 、突破瓶颈迫在眉睫 。为此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在

对该公司所属部分气田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井下节流 、井控系统等新工艺 、新技术在气田广泛运用的实际 ，运

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创新了中心井站管理模式 。分析了该管理模式实施需具备的“软 、硬”件要求 ，阐述了试点单位

在实施此模式后取得的成效和暴露的问题 ，思考了下步全面推进中心井站管理模式需完善的内容和措施 。通过数

据比对和实例佐证 ，结论认为 ：该管理模式的顺利实施将更加体现以人为本 ，实现节能降耗 ，达到挖潜增效 ，有效缓

解生产规模快速发展与人力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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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井站管理模式的含义及条件

1 ．1 　中心井站管理模式的含义

　 　近年来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下称公司）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 ，人力资源

相对不足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劳动组织管理模式来

改变现状 。公司结合井下节流 、井控系统等新工艺 、

新技术在气田的广泛运用 ，分别在卧龙河 、沙坪场 、

广安等气田打破原有劳动组织结构 ，创新井站管理

模式 ，结合气井生产特点 ，逐步形成了在所管辖的气

田区域内 ，选定一个行政管理相对集中 ，或集输管理

中心的井站 ，对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非建制井站实行

统一管理的一种模式 ，谓之“中心井站管理”模式 。

1 ．2 　中心井站管理模式的条件

１ ．２ ．１ 　对“硬件”设施的要求

　 　 主要对中心井站的工艺等配套设施 、安全适应

性进行改造 ，以及巡检保障的落实等 ，以满足井站管

理要求 。

　 　 １）工艺适应性方面 。主要是对单井站工艺流程

在适应性的基础上实行优化简化 ，实施井站分离器

排污系统及计量系统的改造 、泡排自动加注实施 、拆

除不必要设备等降阻改造 、切断或割除停用水电气

源 ，保证在中心井站管理实施过程中 ，各单井的管理

工作量降低 、安全风险较小等 。

　 　 ２）安防系统方面 。实行中心井站管理后 ，采取

多项措施加强无人值守井站的安全防护管理 。 ①井

控安全系统的设置 。需要设计井口自动截断阀 、两

级安全防控系统 、RTU 数据传输及远程控制等 。

②场站设备防盗保障 。对部分周边社会环境复杂的

井口 ，加装井口安全防护罩 ，减少人为破坏的风险 。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 ，对无人值守井站实施安全监控 。

　 　 ３）生活配套设施方面 。针对人员集中的中心井

站建立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 ，如员工住宿 、学习及活

动所需的房屋和场地 ，以及电视 、冰箱等基本生活与

文化娱乐设施 。

　 　 ４）巡检交通工具方面 。实施中心井站管理后 ，

无人值守井站 、中心井站管理范围的管线 、电力线路

等应进行安全巡检 。一些单井还巡检来加强管理 ，

由于中心井站员工有限和管理的井站较分散 ，仅靠

人工步行巡检难以满足要求 ，借助一定的巡检交通

工具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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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对“软件”管理的要求

　 　在“硬件”措施具备的基础上 ，需不断完善中心

井站管理措施 ，建立中心井站管理“软件”措施保障

体系 ，调整生产配套管理与员工管理相关制度 。

　 　 １）生产配套管理方面 。 ①加强中心井站的生产

管理 。主要是无人值守井站的生产作业等方面管

理 ，调整相关单井的生产制度 ，有针对性地出台枟中

心井站生产管理办法枠 ，制定枟无人值守井生产管理

制度枠等 ，明确井站生产管理职责 ，对井站的资料录

取周期 、巡检周期 、排污及化排制度 、汇报制度等进

行规定 ，调整生产数据的上传和调度指令的下达方

式 ，为井站优化简化提供有力保障 。 ② 制定无人值

守井站的安全管理措施 。为防止火灾 、盗窃等事件

的发生 ，进一步规范巡检井的安全标识与安全提示 ，

有针对性地制定无人场站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对

周边环境复杂的无人值守井采取安装井口防护罩等

安全措施 ，并建立地 、企联动机制 ，保证无人值守井

的安全生产 。

　 　 ２）员工管理的方面 。主要是加强对中心井站员

工的培训 ，员工从单井转到中心井站后 ，接触的设备

多 、工艺流程复杂 ，需要的知识面广 ，技术要求更高 ，

有关增压 、脱水 、巡管等方面的知识都要求掌握 。

2 　中心井站管理的主要成效

　 　 实施中心井站管理在人力资源挖潜 、节约井站

投资 、节约生产运行成本与降低能耗等方面 ，都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通过组织 １２０余人次的班组员

工现场调研 ，一线员工也完全支持和赞同实施中心

井站管理 。

2 ．1 　有效盘活了人力资源

　 　老气田人力资源的“重负”转化成了新区块发展

的“优势”是中心井站管理实施以来的一大亮点 ，有

效缓解了公司快速发展与人力资源紧张的矛盾 。重

庆气矿通过井站优化简化后 ，以 １９座中心井站管理

１８５座单井采气站（集气站） 。按照原来的管理方式 ，

约需 ５１２名员工值守在井站 ，而现在只约需 ２８８ 名

员工 ，盘活人力资源 ２２４人 ；川中油气矿广安采油气

作业区 ２００６年 １２ 月成立时 ，井站员工 ５６ 人 ，管理

集输站 ３座 ，配气站 ３座和 １２个采油气井站 。目前

广安区块共投产井 ５５ 口 ，实施中心井站管理后 ，比

原有管理模式的人员配置节约 １４２人 。

2 ．2 　成本费用整体下降

２ ．２ ．１ 　节约井站建设投资

　 　气田新井建站时 ，确需建地面设施的无人值守

井 ，不需要建生活辅助设施 ，因此可节约大笔投资 。

据测算 ，以所在地理位置等实际情况 ，重庆气矿建一

座值守型井站平均可节约 ２００万元左右 。川中油气

矿可节约 １００万元左右 ，还可缩短单井产能建设周期 。

２ ．２ ．２ 　生产管理成本下降

　 　根据重庆气矿 ２００８年对 １９个中心井站管理运

行成本初步测算 ，综合员工差旅费 、车辆使用费 、无

人值守站安全监控费 ，以及和能耗情况 、材料消耗 、

维修费等人工成本费 ，当年可节约生产管理成本约

７９５万元 ，生产管理和运行成本下降明显 。

２ ．２ ．３ 　节能降耗作用突显

　 　井站优化 、简化后 ，部分老气田无人值守井拆除

了供用电设施 、通信设施 ，降低了用电 、通信成本费

用和维护工作量 。重庆气矿仅供电方面在原有基础

上每月可节约电量约 １ ．３ × １０
４ kWh ；川中油气矿利

用井下节流新技术 ，取消单井水套加热炉 ，一年可节

约天然气 ４１０ × １０
４ m３

。同时 ，生产装置和设施大量

减少 ，又节省了大量的设备维护费用 。

2 ．3 　带动和促进了新工艺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中心井站管理实施以来 ，现有成熟开采技术和

其他行业成熟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得到了充分运用 。

井站采用了自动排污 、化排 、计量等自动化系统 ，资

料录取采用数据自动采集系统 ，工艺上利用井下节

流新技术 ，安全防范上采用了电子自动化监控系统

等 ，生产与安全等管理自动化程度提高 ，促进了对新

工艺 、新技术在气田的推广应用 。

2 ．4 　员工素质的提升环境更优
　 　实施中心井站管理后 ，面对工艺更复杂 、设备更

多 、专业知识要求更广 ，技术水平要求更高 ，员工从

以前一口井的“守护者” ，转变成现在多口井的“管理

员” ，除需熟练掌握采输气知识和技能外 ，还必须学

习掌握脱水 、增压和管道保护 、巡线等知识和技能 。

同时 ，由于人员集中 ，易于开展“一帮一 、一促一 、一

带一”等系列的拜师带徒活动 ，岗位练兵 、技术比武

等系列活动 ，形成“比 、学 、赶 、帮 、超”的氛围 ，有利于

促进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 。

2 ．5 　基层建设基础更显牢固
　 　通过中心井站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劳动组织结构

的调整 ，把以前分散的员工个体力量凝聚为中心井

站团队整体力量 ，生产与安全管理范围集中 ，管理更

加有效 ，中心井站管理的实施是对井站轮班作业制

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中心井站管理实施后 ，很

多井站撤走了人员 ，井站行政建制班组和班组长的

数量减少 ，班组长的竞争性更强 ，促进了班组长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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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提升 。同时 ，也有利于基层建设工作的有效 、

深入开展 ，为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 、“五型”

班组创建等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使基层

建设的基础工作更加牢固 。

2 ．6 　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生产 、生活环境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没人说句话”是一线员工

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以前一线员工长期一两个人

在偏远井站上班 ，员工文化 、生活和人际交往环境受

到限制 ，班组学习 、文化娱乐活动难以开展 ，一线生

活枯燥 、乏味 ，员工积极性难以调动 。中心井站管理

实施后 ，在人员相对集中的环境中 ，避免了单井员工

单调枯燥的生活 ，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积极性有

了明显的变化 ，员工“快乐指数”明显上升 ，更加符合

“奉献能源 ，创造和谐”的宗旨 。

3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选择科学的发展道路 ，坚持解放思想是中心井

站管理模式出台的原因 。探索科学的发展模式 ，坚

持勇于创新是中心井站管理模式健康发展的基础 。

构建科学的发展格局 ，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心井站管

理模式持续推广的根本 。

3 ．1 　存在的问题

　 　实行中心井站管理以来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 无人值守井突发情况处理存

在一定的延迟 。由于中心井站管理模式巡检有一定

的周期性 ，所辖无人值守井站生产过程中的故障 、问

题 、安全隐患及其他异常情况发现的及时性较差 ，情

况的处理存在延迟现象 。 ②部分员工素质与中心井

站管理不相适应 。中心井站一般都设在大型集输 、

脱水 、增压站 ，工艺复杂 ，设备较多 ，技术要求较高 ，

以前在单一井站的员工转到中心井站后 ，不但要有

采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需要脱水 、增压 、巡管等

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部分员工的知识和技能还不能

完全达到要求 。

3 ．2 　推行中心井站管理模式的对策思考

３ ．２ ．１ 　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技能鉴定

　 　 加强员工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 ，一

方面要扩大培训范围 ，鼓励员工掌握增压 、巡管 、脱

水等多工种操作技能 ，培养“一岗多能 、一人多证”的

复合型操作人员 ，如将天然气压缩机操作工 、脱水等

与原有采气工工种合并 ，统一为采气工 。 另一方面

要加强新工艺 、新技术的培训 ，提高员工对自动化管

理系统 、新增设备的操控技能 。

３ ．２ ．２ 　优化简化中心井站生产管理

　 　 结合老气田生产需要 ，因地制宜实施生产工艺

优化简化 ，为中心井站管理创造条件 。在实施老气

田改造中 ，把气田降阻 、工艺优化与井站优化简化 ，

同实施中心井站管理结合起来 。 ①进行天然气计量

系统适应性分析和改造 ，对产量稳定的单井（气田）

内部计量以集中计量和轮换计量取代每日计量 ；

②对化排制度稳定的单井进行泡排自动加注试验和

系统改造 ，以定时器方式实现化排装置自动搅拌 、自

动注入 ，以集中消泡代替单井消泡 ；③对产水稳定的

单井进行排污试验和改造 ，对排污周期小于巡检周

期的单井进行疏水阀自动排污改造 。

　 　 根据气田开发程度和生产实际 ，实施生产管理

优化 ，制度配套 。对于处于生产后期 ，气田开采特征

已较清楚的老气田 ，可以根据生产实际优化数据录

取对象及周期 ，进行资料数据量精简 、录取周期延

长 。由公司出台不同类型气田 、不同开发阶段的资

料录取指导意见 ，矿区结合气田（气井）实际制定具

体管理办法 。

　 　 新区开发建设提前考虑地面工艺的优化简化 ，

以利于中心井站管理的实施 。对于试采 、上产气田

在建设初期就应考虑后期生产的适应性 ，在采 、集 、

输工艺上考虑集中与简化 ，提前考虑气田或多个气

田的整体增压 ，优化气田管网布置 ，提前考虑气田后

期增压生产的整体布局 ，预留场地 。在具备井下节

流工艺应用条件的气田（气井）推广使用井下节流

器 ，积极摸索其适用状况 ，做好推广工作 。尽量使用

井站安全监控系统和生产自动化控制系统 ，节约有

限人力 。

３ ．２ ．３ 　完善中心井站管理措施

　 　 井口压力高和产量高的无人值守井 ，风险相对

较大 ，建议设井口安全截断系统 、红外线报警系统和

视频监控系统 ，提高井站安全防护水平 。

　 　对于设有 SCADA 控制系统的井站 ，将固定式

可燃气体检测仪和硫化氢检测仪数据传输系统与中

心井站相连 ，有效地实施监控 。 ① 各单位与外部委

托保安公司签订无人值守井站看守合同 ，明确责 、

权 、利 ，完善考核办法 ，同时加强对外委人员和周边

居民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和宣传 ，提高周边居民和看

守人员的安全意识 ；②在有条件的无人值守井站 ，特

别是新区实行中心井站管理的无人值守井站 ，可以

配置电子监控制系统 ，采用“电子眼”代替有限员工

监控井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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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边社会环境复杂的无人值守井站 ，对装

置区域设置防护网（罩） ，同时加高井站围墙 ，减少人

为破坏的风险 。

３ ．２ ．４ 　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

　 　 根据中心井站生产管理的需要 ，制定中心井站

车辆配置标准 ，结合各单位气井高度分散的特点 ，对

管理范围较宽 、工作量大 、道路情况较好的中心井站

配置值班车辆 ，供巡检和异常情况处置需要 。

３ ．２ ．５ 　改造中心井站必要生活设施

　 　 针对在部分中心井站住房 、学习活动室等不够

的情况 ，对中心井站生活设施进行必要改造 ，在现有

条件下 ，可以考虑采用可移动式的活动用房 ，投入成

本较低 ，又便于在气井生产规模发生变化时 ，特别是

变成无人值守井站时 ，活动房可在气田之间方便地

移动使用 。

３ ．２ ．６ 　转变新井建设观念

　 　 在气田开发和新井投产过程中 ，打破原井站建

设模式 ，考虑否采用中心井站管理模式 ，对中心井站

和无人值守井考虑按照公司中心井站管理的统一模

式建设 ，从前期规划 ，到建设 、管理进行统筹规划 ，在

无人值守井站少建或不建生活辅助设施 。要做好前

期规划 ，在建设中心井站时有计划一次性地建设成

功 ，以节约投资成本和缩减建设周期 。

4 　结束语
　 　中心井站管理模式是公司生产建设发展到一定

阶段 ，在生产转型时期依靠技术进步 ，继公司实施轮

班作业制度 、井站分级分类管理之后又一次井站管

理的变革与探索 。实践证明 ，中心井站管理模式符

合气田管理需要 。中心井站管理实施以来 ，有效缓

解了生产规模的快速发展与人力资源相对紧缺的矛

盾 ，提高了管理水平 ，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 ，实现了

节能降耗 ，达到了挖潜增效 ，推动和促进了公司持续

有效快速发展 ，在公司建设 ３００ 亿立方米战略大气

区和一流天然气工业基地进程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意义 。

　 　本文参考了 ２００９年 ２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由吴

康 、廖平 、米小双等组织撰写的枟关于中心井站管理模式实施

情况的调查报告枠 ，在此致谢 。

（修改回稿日期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 　编辑 　赵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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