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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企业信息化建设策略探讨  

    油田企业是一个多学科、多专业相互配合、相互渗透、协同攻关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企

业。油田勘探开发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专业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信

息技术已成为油气田勘探开发的核心技术之一，成为石油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综合一些国际石油公司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分析，油田企业信息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油田勘探开发信息生命周期长、使用频率高、反复应用次数多。在油气勘探阶段，

需要大量地投入来获取地下有用的地质和油气信息，随着信息的积累、新技术的应用，人们

对地下含油气情况的认识也逐步加深、逐渐成熟和趋于客观真实，从而指导油气田开发。由

此可见，勘探开发信息一经产生就会在地质综合研究中被反复使用，直至油田废弃。在勘探

开发过程中，油气田勘探开发赖以开展的基础是信息，大量投入产生的是信息，对地质体的

认识也来源于信息。 

    二是油田企业涉及的数据类型复杂，数据量大。油田企业不仅有结构化数据，还有非结

构化数据。通常的数据大多是离散的数据，在油田企业赖以决策数据大多是数据体，借助地

震数据体的处理解释来确定井位，发现储量。借助于油藏数值模拟数据体进行开发方案的部

署与调整，增加可采储量，提高产量。 

    三是油田企业信息并发量多，数据流程复杂。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大

量的生产成果信息，还有大量的过程数据。例如，在钻井过程中，不仅产生钻井工程数据、

地层信息，还有录井、测井、分析化验等方面的信息随之并发，信息流程往往是并发串行

的。对地质体的认识需要这些并发串行的、多学科的信息来综合评判。 

    四是面向的信息处理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是一个信息反复利用、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由于油田企业所面向的信息处理对象通常是深藏在地下几千米的复杂地质体，看不见，摸不

着，本身就存在着多解性，而且不同的地质学家对地质体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就是同一地质

学家，在不同的勘探开发阶段所拥有的信息量丰富程度不同，使之对地下情况的认知程度也

不尽相同。因此，对地质体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形成了油田企业

信息不断积累、多种方法反复应用的特点。 

正是需要从油田企业信息化的具体特点出发，结合油田生产经营的实际，进行油田企业信息

化建设的总体设计，分阶段建设，不断推进油田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油田企业信息化建设

的总体思路是：在规范源头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数据中心，围绕数据中心开展综合

研究、生产运行、经营管理等三项专业应用，并利用专家知识和数学模型建成一套辅助决策

支持体系。即： 

    一个数据中心：建设源点唯一、标准唯一、结构合理、安全可靠，覆盖油田企业勘探开

发综合研究、生产运行、经营管理等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油田企业数据中心，满足企业生

产管理的需要和总部对油田企业管理的需要。 

    三个方面的应用：①勘探开发综合研究，通过不同系统整合，跨学科、跨地域的专家能

够针对同一地质研究对象进行协同工作，交流知识、共享成果，实现勘探开发一体化应用。

②生产运行，利用生产数据、专家知识和应急预案库，实现生产过程的监控、优化和生产指

挥。③经营管理，以ERP为主线，实现业务规范操作、业务联动、信息共享，逐步推进流程优

化，以ERP应用为主线，满足与油藏经营管理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应用需求。 



    一套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建立集成企业关键指标信息的可视化辅助决策环境，结合数学

模型，对油田勘探开发方案、生产运行方式、专业施工技术工艺方法、管理和改革的举措由

计算机系统模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运行情况，对决策实施后的效果有较为准确的预

测。 

   油田企业信息化总体技术框架包括了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数据采集层；第二层是数据管理

层；第三层是综合应用层；第四层是辅助决策层。对每个层次进一步细化分析，并结合各层

之间的关系形成油田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技术框架。 

    油田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归纳起来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据中心建设工程 

    1.统一标准、源头采集、全面覆盖。制定源头数据采集标准，确保数据的唯一性、准确

性；建成覆盖油田企业所有数据源头的信息采集系统，并在所有的源点单位推广应用。 

    2.油田的数据资源集中统一管理。进行数据结构优化，统一数据中心标准，实现数据中

心的数据服务功能，全面支持各项专业应用，使分专业应用模式向基于统一标准、结构合理

的数据中心应用模式转变。  

    3.数据集成综合应用平台的建设。建立一体化的信息综合应用平台，使其能够横向桥联

各专业数据库系统和业务应用系统，纵向支撑各专业项目数据库和大型应用软件。具体包括

数据服务体系建设、应用服务体系建设和资源服务管理体系的建设。 

    二、综合研究信息应用建设工程 

    1.项目研究支撑系统建设。按照地质综合研究对象，实现多专业、多学科间的快速高效

地共享信息、协同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节奏，满足动态分析、跟踪研究、阶段成果交

流、成果图件文档管理、观点认识讨论以及项目的运行管理和进度协调工作，为地质综合研

究项目提供最直接的信息支持。 

    2.油藏信息集成应用系统建设。将勘探开发数据以单井、单元、油田为索引进行信息集

成，以油藏数值模拟三维模型为基础，将动态生产数据与地质模型相结合，加强油田勘探开

发数值模拟的动态跟踪描述，为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提供依据。 

    3.勘探开发综合评价建设。针对不同类型油气藏特点，建立包括油藏研究、采油工艺设

计、方案经济评价等内容的勘探开发模型建设，实现多学科的结合、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

程与效果的结合。 

    三、生产运行信息应用建设工程 

    1.建设生产营运调度指挥系统。按照总部生产营运调度指挥系统的统一框架，建成集勘

探—开发—集输—工程为一体的生产调度指挥系统，全面反映油田内部生产运行情况和外部

施工重点工作动态，实现多系统跨地域配套联动。 

    2.推进生产自动化与过程优化。加强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改造力度，提升生产运行效率和

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对重点井、站库、管线、海洋生产等运行过程实现实时监控，提高地

面工程系统效率，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3.建设应急预案库。对海洋生产、油气集输、石油加工、钻井、作业、测井等重要安全

生产环节要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库，以利于迅速反映、科学调度、避免损失。 

    四、经营管理信息应用建设工程 

    以ERP建设为主线，按照实施ERP覆盖、替代的原则，结合油田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实际，

不断丰富和完善ERP系统功能，逐步建设和提升以ERP为核心的经营管理系统。 

    1.ERP系统功能完善。在实施模块上线的基础上，结合SAP的上游企业解决方案，按照总

体部署，继续推广相应的应用模块。 

    2.ERP系统功能延伸。拓展ERP系统应用范围，逐步实现ERP系统与生产信息系统的融合，

逐步实现与油田勘探开发等专业地质综合应用系统的融合，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成本核

算、投入产出、油藏经营管理等信息系统，为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提供支持。 

    3.经营管理模型开发。在现有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反映油田经营状况指标的管理数

学模型，实现对企业运行状况的动态评价。根据油田不同勘探区域、不同开发区块的地质特

点、开发状况，综合考虑成本、油价等变化因素，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勘探部署、原油排产优

化模型。 

    五、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工程 

    1.建立可视化的决策支持环境。按研究对象进行企业内外部生产经营信息进行集成，构



建管理驾驶舱。把综合研究、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系统中的重要信息以图形界面的形式显示

出来，为决策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 

    2.建立协同工作环境。通过不同系统整合，多学科、跨地域的专家借助知识库、专家系

统和数学模型，针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协同工作，实现从勘探开发规划、方案设计、资料处

理解释、综合研究、开发动态分析到生产工艺优化全过程的勘探开发中间成果共享、一体化

应用，实现勘探开发一体化、技术经济一体化、方案效果一体化，达到降低勘探风险、提高

油气采收率、提高勘探开发效益的目的。 

    3.建立企业动态模拟系统。根据油田不同勘探区域、开发区块的地质特点、开发状况，

综合考虑宏观环境、成本、油价等变化因素，优化勘探部署、原油排产计划。 

    4.建设生产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包括建设勘探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开发辅助决策支

持系统和勘探开发生产过程动态决策支持系统，对油田勘探开发方案进行优化和实时调整。 

    油田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将对现有生产流程的优化，对管理模式和

运行方式产生变革，需要上上下下高度重视，齐心协力，抓住机遇，不断推进油田信息化建

设，进一步提高油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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