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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获悉，由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技术人员牵头
完成的“非常规储层物性与含油气
量精细测定技术及装置”荣获技术
发明一等奖，这是近年来首个由油
田公司勘探开发领域实验室牵头
获得的最高等级科技奖励。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多年来践
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持续激发创新活力动力，科技创新
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公司以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发展战略，终于结出累累硕
果。2023年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奖共评出基
础研究一等奖2项、技术发明一等
奖5项、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在
上述奖项中，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报
送的“非常规储层物性与含油气量
精细测定技术及装置”是唯一一项
由实验室一线研究人员牵头完成
的最高级别奖励。

加速传统行业技术更新迭
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能源安全事关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国家能源战略发展规
划明确重点推进非常规油气等
能源行业八大重点工程。加强
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是中国石
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
求。非常规油气藏科学高效开
发依赖于储层物性与含油气量
等核心参数的精细测定，其中原
位测定揭示地下有没有油气，储
层物性确定资源能否拿出来，电
阻率各向异性判断油气有多少，
这些“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技术，必须依托实验室投入
研发。

由西南油气田公司与中国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共同组成的实
验室研究团队，针对非常规储层
含油气性原位表征、致密储层物
性精确测试、岩石电阻率各向异
性等三大技术瓶颈，历经七年攻
关，形成了非常规储层物性与含
油气量精细测定技术系列。发明
了储层含油气量原位测试实验技
术及装置，克服传统方法因组分
损失导致含油量测定值偏低的不
足；发明了非常规储层物性测试
技术及装置，使用三维扫描测量

样品体积，有效提高物性测试精
度和测试效率；发明了圆柱形岩
心样品径向电阻率测试仪，精细
刻画不同含水饱和度时岩石电阻
率不同方向上变化规律，为准确
测定非常规储层含气饱和度提供
技术手段。项目成果已经应用在
西南油气田、吉林油田等区块353
井次，实现经济效益2.32亿元，除
用于油气行业外，下一步还可以
推广到金属矿场、煤炭、地热、材
料等领域，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
前景。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品牌，从“引进消化”到“技术输出”

项目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21
件（其中美国发明专利2件），其中

“圆柱形岩心样品径向电阻率测
试仪及应用”得到了包括美国洛
斯阿莫斯国家实验室、俄罗斯托
木斯克理工大学等机构学者的高
度评价，引起了国内外岩土工程、
铁道工程等多行业领域专家的广
泛关注。

各向异性是客观世界事物的
一种普遍性质，却给油气领域广
泛使用的电测井技术带来了不小

的麻烦。按照传统方法，由于岩
石的物理性质在平面上更好计
算，科研人员需要将深埋数千米、
重见天日的圆柱形岩心切割成方
块状。但切割的也是“金边金
角”，如果能够实现在圆柱形上直
接计算其物理性质，将更加经济
高效。这项出自勘探开发研究院
分析实验中心的成果利用经济高
效的手段，解决了电阻率各向异
性测试这一困扰地球物理工程师
的技术难题。

2023年底，来自澳大利亚的

PES公司代理商与中国石油签订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获得了在我
国制造岩心径向电阻率测试专利
产品的许可权。这意味着我国的
岩心分析技术已经从过去的引进
消化，发展到了现在向发达国家
技术输出，“中国创造”的新时代
已经到来。从“跟跑”、“并跑”到

“领跑”，中国岩心分析工程师实
现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输出。这一
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研发成功，
坚定了我国科技人员走独立自主
科研道路的决心。

赵丹田兴旺 潘春锋

打造国际影响力品牌 实验室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实验人员牵头项目荣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发明一等奖

不久前，在《新京报》与千龙
智库共同公布的《2023 年度智
慧教育品牌影响力分析报告》
中显示，新东方智慧教育凭借
品牌影响力，摘得“科创教育品
牌影响力综合评 TOP10”“智慧
教育解决方案提供商品牌影响
力综合评价 TOP10”两项奖项。
对新东方智慧教育来说，荣登
榜单是集体辛苦付出的收获，
是对创新研发的嘉奖，是再创
新高的动力。作为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副总裁、智慧教育事
业部总经理，柴明一表示：“智
慧教育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
要植入智慧基因，让教育更有
温度。”

温度来源于日常的洞察和
不断地创新。为此，新东方智
慧教育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和
探索。在柴明一的带领下，在

产研方面，新东方智慧教育已
经建立起科学探索、智能科技、
航天科技三大主线教育产品体
系，并在新品研发、课程优化、
教育资源配套、服务提升等方
面持续投入，获得了良好的市
场反响。柴明一认为，产学研
深度融合是创新的集中体现。
为此，他带领团队积极推进与
高等学府进行实践合作。例
如，新东方智慧教育与北京交
通大学联合研发的“天启智慧
交通”“天启智慧农业”产品及
课程已正式上线，并获得了广泛
认可。通过与高校专业团队的
紧密合作，既保障了面向青少年
的科技教育内容与前沿科技发
展同频，又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
究、产品及教育内容研发和学校
教学实践之间的有效融合。

在柴明一看来，知识的有效
传递并非只在课堂之上，还应
该持续在推动课堂之外的场景

探索。例如，新东方智慧教育
在新疆和田地区开展的“京和
科技月”系列活动，以学生作品
征集、无人机编队表演、科普互
动体验、校园科普课堂、专家科
普巡讲等不同形式的科普教育
系列活动为内容，为包括和田
地区在内的中小学共开展 20余
场校园科普活动，累计服务“线
上+线下”受众共计近 150 万人
次。

在参加多种形式的科普活
动后，柴明一对智慧教育有了
更多的洞察和想象，并致力于
将新东方智慧教育的触角延伸
至科技馆和图书馆等科教场
馆，以期通过主题场馆建设、硬
件科教设备、线上/线下科普活
动等方式，拓展更多场景下的
科技教育服务模式。

在教育科技方面，如何利用
技术和平台的力量为教育教学
减负增效，成为了新东方智慧

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作
为负责人，柴明一召集销售、产
研、教学团队共研共计，通过近
一年和学校、区域教育主管部
门以及学生、教师们的不断磨
合，探索出了“平台+资源+服
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平台为
载体，收集并整合教育教学数
据，提升管理效率；通过建设教
学资源库和校本资源库，为学
生、教师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内
容支撑；依托学情数据和管理
数据分析，协助学校制定教育
质量提升方案，通过分层教学、
定向培优等方式，推动个性化、
智能化教育发展，更大限度地
挖掘学生潜能。

一直以来，新东方智慧教育
始终积极探索助力教育均衡发
展的新路径。在多个教育发展
相对不均衡、教育基础较为薄
弱的区域，其通过构建区域服
务体系，实现平台、资源和服务

的个性化，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作为企业和项目的负责人，

柴明一十分重视区域及校方领
导、教师等一线使用者的具体
需求，并与团队共同探讨，逐层
拆解目标实现路径，统筹区域
内学校和社会教育资源，实现
一校一方案。同时，通过智慧
教育云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助
力教育均衡发展，让优质资源
真正被有需要的学生用起来。

柴明一表示，新东方智慧教
育始终关注AI技术的发展可能
为行业带来的影响，目前也已
在平台中应用了部分 AI 技术，
以提高平台运行效率。面向未
来，他会继续坚持将科技创新
与科学普及作为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通过加强产学研融合，
发挥企业的灵活性和资源整合
优势，以科技之光照亮教育均
衡发展的道路，为构建高质量
的教育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智慧教育事业部总经理柴明一：

以创新锻造企业生命力
思路

8月 19日，从中石化勘探分
公司元陆177X井竣工验收会上
传来喜讯，由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西南分公司 70778SL 钻井队
完成的元陆177X井被甲方评为
钻井工程和完井资料“双优工
程”井。

元陆 177X 井是中石化勘探
分公司部署在川北坳陷通江向
斜西南掀起端的一口重点评价
井，设计为定向井，目的是探明
元坝区块深层致密砂岩气储

量，对巴中气田增储上产、保障
川气东送具有重要意义。

该 井 2023 年 6 月 30 日 开
钻，2024 年 3 月 16 日完钻，完钻
井深 5088 米。施工中，70778SL
钻井队认真落实甲方和胜利石
油工程公司“四提”工作安排，
以“提质、提速、提效、提产”为
指导方针，在强化参数钻井、
PDC 钻头个性化设计及大扭矩
螺杆、致密地层取心方面进行
有益探索，创下二开泥浆钻单

趟钻进尺 1572.00m 纪录，四开
较同区块邻井实现单趟钻平均
进尺提高 77.73%、平均机械钻
速提高88.71%的佳绩。

面 对 砂 砾 岩 地 层 可 钻 性
差、大井斜取心困难、裂缝发育
承压能力低、裂缝性气藏气层
活跃、地层易喷漏同存等多项
技术挑战，在中石化集团公司
的重点关注下，勘探分公司、元
坝项目部、胜利工程公司、经纬
公司、西南分公司等多家参战

方，坚持一盘棋运行，强化地质
工程一体化，落实专家驻井制
度，凭借专业的技术实力和丰
富的施工经验，实现了全井生
产平稳运行，无安全事故、无井
下复杂事故。

为保护油气层，该井三开、
四开应用复合盐聚磺防塌钻井
液体系，对元坝陆相沙溪庙组
以下地层井壁进行稳定。采用
近平衡压力钻井技术，减少压
差对油气层的伤害，严格控制

钻井液各项性能指标。
通过精细施工，该井井身

质量、固井质量、井口质量、取
心质量四大质量均满足工程和
地质设计要求，为后续高效压
裂奠定了油气通道基础。

今年 7 月，元陆 177X 井试
获日产天然气 21.13 万立方米、
无阻流量 50.39 万立方米的高
产工业气流，实现了四川盆地
深层致密砂岩气增储上产再突
破。 （明华 佘祥锐）

元陆177X井喜获“双优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