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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头盔，戴上它就能身临其境，进入

千里之外的模拟场景；有一种手柄，拿起它你

就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无所不能，灵活的实现

你想完成的任何操作；这些 VR 穿戴式设备

与软件产品一起，构建了基于 VR 技术的虚

拟培训系统。该系统具备环境模拟、装备三维

全景展示、动作操作模拟等多感知技术。

该系统消除了培训中的空间限制，缩短

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独有的人机交互体

验，让用户与所处环境产生独特的“内心交

流”，强烈的现场性和真实性让用户对所进行

的操作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记忆。

这款由航天科工 203 所研发的虚拟培训

系统后续将广泛应用于各类培训中,用以提升

培训效果，增强用户的自主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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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张洋 陈志辉

自 2005 年以来，西北油田向新疆供应天

然气超 120 亿立方米，保障了南疆地区日益

增长的用气需求，助推地方经济繁荣和民生

改善，成为中国石化支援新疆发展的亮点工

作。

今年，面对南疆地区疫情后复工复产急

剧上升的用气量，西北油田坚持“油气并举”

战略，实施高质量勘探开发和效益提升措施，

做好产销衔接，推动天然气大发展。今年上半

年，生产天然气 10 亿立方米，销售天然气 7.5
亿立方米，同比分别增长 17.6%、15.4%，双创

历史同期新高。

聚焦上产阵地，
高质量勘探拓展资源基础

6 月 21 日，西北油田重点探井星火 6 井

测试获高产工业油气流，4 毫米工作制下，日

产天然气 5 万立方米。这是西北油田在三道

桥地区古近系库姆格列木群的首口突破井，

进一步证明天山南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前

景。

星火 6 井部署在新疆库车县境内，属于

沙雅隆起雅克拉断凸三道桥构造。在 2018 年

9 月 15 日，星火 5 井测试获高产工业油气流

后，为了证明北东向走滑断裂带能控制圈闭

和油气藏的部署思路，西北油田部署该井，探

索这一地区碎屑岩油藏的圈闭含油气性和储

层发育情况。该井完钻井深 6479 米，经过射

孔测试实现油气突破。

星火 6 井属于天山南地区，在该区域，西

北油田围绕已落实的三道桥北、新和、桥古等

区域，通过勘探开发一体化展开评价、产建部

署。今年，科研团队沿断裂带落实 3 个构造圈

闭，面积 4.65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为原油 33.4
万吨、天然气 45.9 亿立方米。而星火 6 井的

突破，进一步坚定了“天然气大发展”的信心。

西北油田坚持“油气并举”战略，着力打

造塔河、天山南、顺北、顺南四个天然气阵地，

推动天然气规模增储与快速上产，为千万吨

油气田建设奠定基础。顺北油气田是西北油

田增储上产的主要阵地，天然气资源丰富，顺

北 4 号和 8 号断裂带的奥陶系油气藏类型是

凝析气藏。为此，今年以来，西北油田在两条

断裂分别部署 3 块地震三维，满覆盖面积

1152.63 公里，部署后矿权内的两条断裂带实

现三维地震资料的全覆盖，为加快两条断裂

带的整体勘探部署提供了资料基础。

紧盯优质资源，
高效益开发凝析气藏

截至 7 月 2 日，雅克拉气田 YK5H 井开

发 15 年生产天然气 25 亿立方米、凝析油 48
万吨，刷新西北油田单井油气产量最高纪

录。

YK5H 井是雅克拉气田第一口开发水平

井，目前保持着日产天然气 33 万立方米、凝

析油 54 吨的良好态势，支撑了雅克拉气田的

长期稳产，为凝析气藏由粗到细、由浅入深地

科学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论证。

凝析气藏是介于油藏和纯气藏之间的复

杂类型的特殊油气藏，在地下高温高压环境

中，油气呈现气体的状态，采到地面后因温

度、压力降低,会同时产出天然气和凝析油。

其中凝析油富含芳烃、轻烃等稀缺烃类组分，

是国家急需的高端石化原料。目前，我国已探

明的凝析气藏 80%以上分布在塔里木盆地。

西北油田致力于凝析气藏的勘探发现及

储量落实，目前共探明凝析气藏 22 个，多为

超深超高压复杂凝析气藏，探明储量 9149 万

吨油当量。其中雅克拉凝析气藏是中国石化

第一大凝析气田，探明储量 3175 万吨，占总

体的 34.7%。

今年以来，西北油田加大气藏滚动勘探

及评价力度，强化老区控递减工作，加快天然

气地面配套建设，支撑凝析气藏持续高效开

发。上半年凝析气藏产气量 6.41 亿立方米，

同比增加 7.7%。

截至目前，凝析气藏自 2005 年规模开发

以来，西北油田生产天然气突破 200 亿立方

米、凝析油 597 万吨，占西北油田天然气总产

量的 70%，成为天然气增储上产的主力军。

三项提升举措，
加快天然气上产速度

截至 7 月 20 日，西北油田今年在顺北地

区的边远井回收天然气 1.37 亿立方米，创造

经济效益超 6800 万元。同时，西北油田今年

在天山南地区的星火 5 井和塔河油田西部地

区的 TH12233 井，投产压缩天然气回收装

置，新增 20 万立方米的日回收能力，目前在

两口井回收天然气超 500 万立方米。

今年，西北油田通过老井提升能力、新井

提升节奏和地面配套建设提升速度的三项举

措，加快天然气上产速度。目前，油田日产天

然气 508 万立方米，能满足 1000 万户居民日

常生活所需。

按照‘一区一策、一井一策’的精细开发

原则，西北油田在老区实施气举排液采气、补

孔改层等低成本措施，确保老区产能整体稳

定。截至目前，完成老井措施作业 8 井次，新

增日产气能力 35 万立方米。

围绕天然气开发部署重点领域，西北油

田抓好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关键节点，加强气

藏、钻井、地面、采气四位一体的互动优化，加

快产能建设部署节奏。上半年完成天然气新

井论证 11 口，新井全部投产后，预计新增天

然气年产能力 3 亿立方米，落实可动用天然

气地质储量约 200 亿立方米。

姻 李晓晓

“这个‘大家伙’谁做的？太给力了！之前

装黄沙一铁锹一铁锹往矿车里装，一天下来

胳膊都累得不能动，现在动动阀门就行了，

想装多少装多少，我想啥时候停就啥时候

停，真要给设计者点个大大的赞！”“是啊，省

时省力真不错！”双龙公司掘进区几名正在

装黄沙的师傅开心地说着。

近日，双龙公司掘进岩巷支护喷浆，需

使用大量黄沙，天热量大给人工装运黄沙工

作增加了困难。公司领导十分重视，现场调

研，要求大家集思广益，设计做出可供人工

控制的“自动化”装载器。

机电科机厂迅速行动，组织专业人员召

开讨论会，通过多次讨论推出可行性方案，

计算出加工尺寸，最终他们决定设计出一个

“巨型漏斗”，对这个大漏斗分四部分进行加

工，分别是上漏斗、中斗、小斗和底座，不同

部位尺寸不同，所需材料尺寸也不同，为节

约新材料投入，降低生产成本，机厂职工本

着“省下的就是赚来的”思想，加工小组分头

行动，在“废料”堆里“淘宝”。

“改造的旧矿车铁板比较大，可以‘裁

剪’下来做漏斗的侧板。”

“井下回收的旧工字钢可以当底座的支

架。”

“这里还有能用的铁板！”

大家纷纷利用回收的废旧材料进行加

工，将“废料”最大化利用，努力减少新材料

投入，优化设计，既节约成本又能保质保量

的完成任务。经过多天努力，分别从 10 辆旧

矿车车身上取材、回收的旧 S6 铁板、旧工字

钢等旧物料自制加工出高 4 米的“巨型漏

斗”，喷上油漆，这个大家伙大家都叫它“变

形金刚”。它可以根据装载需求量通过漏斗

下方的阀门控制装车，实现了高效装载。

机厂职工长期以来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思想，积极开展修旧利废活动，从小事做

起，从节约一个零配件、一根焊条、一团棉纱

做起，努力节约材料费用，废旧材料能修复

的一律修复，能利用的一定充分利用，尽最

大能力让材料“物尽其用”，杜绝浪费现象，

为公司节支降耗做出应有贡献。

为草根人才铺就成长快车道

蒋庄煤矿实施师徒换
位“双培养”机制
姻 尹丽君

杜家奎是山东能源枣矿集团蒋庄煤矿综采

二区的支架大拿。干了大半辈子支架工的他，在

汗水驱动时代，不仅为矿山发展做出了贡献，而

且还培养了一批支架能手，陈永超就是他其中

的一位“高徒”。然而，该矿智能化工作面投用以

来，杜家奎的一身功夫却没了用武之地，而陈永

超却凭借年青人的超强学习力成为该矿首批智

能装备工程师。

和杜家奎一样，曾经给予年轻人传帮带的

师傅们，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接受新

事物能力较弱，现已不能完全满足新技术、新装

备的需求。怎样才能让“杜家奎们”与时俱进，尽

快掌握新技术，也能在智能化工作面中施展拳

脚？

“我们实施‘师徒换位双培养工程’，让掌握

先进操作知识的青工徒弟反哺师傅，为师傅讲

授智能化操作知识，帮助师傅不断提高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通过师徒互学互鉴、互帮互助，达

到师徒共同提升的良好效果。”矿党委书记雷其

玉说。

该矿先后有 8 对师徒签订了“师徒换位双

培养”承诺书。通过培训，师傅们很快找到了“感

觉”，掌握了电液控支架操作、跟机移架及智能

化设备维修等技能。前不久，采煤专业的师徒们

联手，在未请一名外援的情况下，自主安装了 3
上 601智能化工作面。

企业发展既需要高、精、尖人才，也离不开

奋战在各个岗位上的“草根”人才。蒋庄煤矿制

定下发《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不断加大了“草根”人才的培养。

随着“一提双优”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新

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逐渐在矿井安全

生产中唱起“主角”。面对这一新形势，该矿探索

实施矿、区队、班组“三级”技能精准培训模式，

设立多个技能精准培训站，本着“干什么学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组织厂家、智能工程

师、高级技师进行理论和实践操作培训，精准施

教，送教上门，让新时代矿工获得更多新技能。

“二季度，我们举办 WC25E 型铲板车、液压

框架式起吊装置等新设备新工艺精准培训班 4
期，培训学员 78 人。”矿安全培训中心主任李忠

文说。

同时，在劳模创新工作室、青年创新联合会

等“创新孵化站”加大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各单位自身资源优势，实行“一对一”“ 对

对红”培训模式，为人才成长开辟更多途径。

安装准备工区主管技术员齐海安就是这一培训

模式的受益者。工区将他和区长张涛结为“一对

一”精准帮带对象。张涛只要有时间，就手把手

教他制订施工规程措施、画各类技术图纸等，使

他一步步从普通职工成长为见习技术员、技术

员直至主管技术员。

“作为一名技校毕业生，我真的没想到自己

会进步这么快。”齐海安说。正如他所说，他所取

得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导师的言传身教，离

不开矿山的培养。

对于像齐海安这样的“可塑之才”，该矿总

是厚爱有加，通过对结对帮带对象同考核同奖

惩，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培养出周博、汪海鹏、王

印臣等一大批技术骨干。

“矿井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各类人才脱颖

而出的过程。我们始终坚持人才优先和人才兴

企理念，积极探索特色培训模式，营造了人人努

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

围。”该矿矿长张培龙说。

让“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
企业“创新火车头”
姻 杨芳

这些年来，湖湘企业加大了创新开放的力

度。作为数控加工行业的一名操作工、“杨芳技

能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我结合工作室的一些

做法，谈谈如何进行创新开放。

“杨芳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3 年，是

国家级工作室，由公司的 19 名管理、技术、技能

人员组成。工作室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的科研

生产排忧解难，培养高技能人才。

工作室成立初期，就形成了“技术变革是创

新，工艺优化是创新，合理化建议、小改小革、小

微创新也是创新，人人都要成为创新的主角”的

创新理念。

工作室是公司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之一。

从 2013 年起，工作室成员共组织、参与军品科

研和民品项目共计 73 项，完成 1450 余种零部

件的科研工艺与试制任务，完成 19 项创新成

果，4 项专利申报，为公司节创效益 1460 余万

元。

推广当今最先进的操作编程方法，开展

“传、帮、带”活动，是工作室的一个重要职责。目

前，工作室已成为有教员、有学员、有项目、有设

备条件、对公司内外都开放的“练兵”基地，最前

沿的加工方法、技术手段很快便能应用在企业

的生产之中，先进技术、高难度技艺在一线操作

员工中得到了有效传承，员工素质也同步提升。

工作室已经累计开展培训、学术交流讲座 48
次，培养技能人员 1258 人次，使 23 名员工崛起

为高技能人才。

渊作者系 201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尧野杨芳技

能大师工作室冶负责人尧湖南湘潭江南工业集团

公司高级技师冤

扬子石化：先进工作法助力攻坚创效
中国石化扬子公司围绕安全环保、优化运行、节能减排等10 项重点，细化分解 62

项行动措施，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的示范辐射效应，形成了一批先进工作法加以固化

推广，开展岗位创新创效，提升工艺、质量、节能管理水平，今年以来累计创效 4 亿余

元。图为芳烃厂劳模工作室成员现场优化调整生产。 李树鹏 摄影报道

姻 黄伟 何茜雨

“现在的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国内油气

勘探成本居高不下，刚性上升，这就是企业面

临的前所未有的寒流。在这样十分恶劣的环

境中，我们咋个求生存、谋发展、创效益？下面

我分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

这是东方物探西南分公司测量工程中心

二队领导，前不久为项目工地上员工做“战严

冬、转观念、勇担当、上台阶”专题宣讲的内

容。临时驻地会场里鸦雀无声，讲解人围绕主

题逐条剖析，如抽丝剥茧，环环相扣，入情入

理；听讲者个个屏息静气，全神贯注，认真聆

听，有的还做了笔记。

换心先把道理讲透。3 月初，项目启动

后，队上结合上级安排的“忠诚、责任、感恩”

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一时间，多场学

习教育活动一个接一个展开。话不说不明，理

不辩不清。普遍的学习教育活动，让全队员工

明确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认清了方向，增强

了积极主动作为的自觉性。6 月中旬，上半年

所有项目施工全部结束，队上又马不停蹄，组

织全队员工开展队伍整训，深入讲解学习抗

击寒流的相关资料，扎牢每位员工自觉为企

业渡过难关主动分忧的思想根基。

情到深处心自暖。开年以来，一场席卷全

球的新冠病毒把员工们闷在家里。这时，防疫

口罩十分紧缺，队领队想尽办法买来几百个，

给分散在川渝地区的几十名员工，每人分别

寄发 5 个口罩。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

让员工心里感到热乎，他们从内心感谢队领

队想得真周到。

今年该队担负的 5 个勘探项目，有 3 个

地处盆周高难地区，施工难度极大。在大规模

普遍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项目运行情况，

针对项目施工中作业人员出现的畏难情绪，

测量工程中心二队队长陈茂、党支部书记黄

伟等，先后深入多个项目工区，为工地上员工

加油鼓劲。同时还一对一交心谈心，做好思想

引导。大家十分关心效益收入问题，队领导一

一作了解答。有作业人员担心现在的低油价，

会不会影响测点价位，进而影响收入，队领导

也详细做了说明解释。耐心细致、倾心入微的

思想引导，及时消除了员工先前存在的一些

疑虑。

5 月中旬，四川盆地黄草峡储气库三维

勘探紧锣密鼓，从 3 月开始连续施工，让所

有人员赶到身心疲惫。专程到项目工地的一

名队领导见状，为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便

把多年单独过的生日搬上了项目工地。他自

己掏钱请驻地所有员工吃饭，过了一个暖人

心、聚人心的生日，更加增强了队伍的凝聚

力。

“国际油价大幅缩水，我们项目施工的质

量不能缩水，安全不能缩水，进度要大幅提

升！”“我觉得，我们的驻地水、电、气的使用，

临时需要人员的聘请、施工用车的安排等等，

都还有节约减少的空间，降本增效就要从点

点滴滴做起。”……

凝心聚力后的员工队伍十分关心项目的

运行，积极主动出主意、想办法，为队上建言

献策成为一种常态。工作中，更是恪尽职守，

不畏困难，奋勇争先。今年以来，该队克服新

冠疫情干扰及项目工区地形恶劣等多种困

难，安全、优质、高效完成了 5 个勘探项目

3051814 个测点的施工作业任务，实现了零

事故、零污染、零伤害的 HSE 工作目标，项目

施工质量、安全及效率均好于预期。

西北油田：“油气并举”高质量发展天然气

循循善诱 聚力抗“寒”
东方物探西南分公司测量工程中心二队齐心战行业寒冬

独特的“内心交流”

“变形金刚”诞生记

● 领队到项目工地上做专题宣讲

荫技术人员进行 VR 操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