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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长庆油田已经在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和运

营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陆续进行了数字化先导性测

试、传统模式数字化改造，功能深化和完善等，在当前

已经实现了全面数字化。但是进入到油田发展阶段，油

气开发规模较大量增加、用工人数增加等，这对站库运

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油气田站库需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有效解决传统模式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系列

优化改进，不断完善地面设施、优化流程和工艺，确保

仪表运行更加稳定，最终实现油田站库无人值守目标。

1.油田站库无人值守模式

1.1 中心站场模式

在普光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上采用了中心站场模式，

其通过建设中心站场来对周围不同的站场进行集中监控

和巡检，便于及时发现各种异常情况进行解决，确保高

危站场运行安全、确保复杂站场管理方便。

1.2 集中管理模式

在胜利油田、元坝气田站场内采用了集中管理模式，

通过集中监控、分区域管理来对站场运行进行管理，该

模式可以适应于工艺流程简单、基础条件较好的站场内。

1.3 高水平无人值守模式

该模式可以应用在海外的一些无人值守平台内，通

过计算机对现场进行远程控制，人们不要进行特殊巡检，

只需要明确巡检的次数 [1]。

2.无人值守设计

2.1 油田站库无人值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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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前期，工作人员首先需要对油田站库站场内

的运行条件、岗位分布、操作流程等进行检查，对于人

工操作较为频繁的区域内进行自动化改造，以此实现无

人值守目标，减少人工操作控制。在无人值守站场内需

要设置数据自动采集系统，主要对站场内的运行参数进

行自动采集，比如远控阀门、压力、温度、液位、流量、

加热炉等橇装设备的数据采集，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和

控制。且在无人值守站场内还需要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和

周界防御系统，对站场总体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入侵探

测、防盗报警、出入口控制、安全检查等。在该系统中

的采集的信号可以上传到区域监控中心，并可以根据相

关需求进行远程控制，对于防范区需要全面覆盖，保证

无死角，以此确保自动报警定位准确，视频监控和安防

系统可以达到一体化、集成化，如果条件充足则可以将

视频系统和报警系统进行联动。

2.2 设计思路

第一，风险评估。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安全完整性

分析，通过 HAZOP 分析，LOPA 分析等科学系统的评估。

并对分析结果进行评估，以此作为项目设计和实施的主

要依据。并根据数据进行实施，确保施工更加专业、可

靠。第二，优化工艺流程。为了确保站场可控、可靠、

安全、操作简便、功能完善，需要对操作流程进行优化，

确保其简单可靠，并优化组织机构，科学的设置各种监

控布点，并优化各种运行控制系统，对于新建无人值守

站场需要纳入到初期设计方案中。第三，优化站场设计

流程。对于中控室、机柜间、阴保、UPS 间等辅助用房

进行布置，以此优化设计。第四，提高监测控制能力。

在站场内需要安装各种气体监测系统，以此对各种可燃

气体的泄漏情况进行检测，并安装并用网络、HVAC 监

控设备、视频监控设备、门禁等，通过视频来实现远程

监控目标。第五，提高 SCADA 和站控系统能力。可以通

过 SCADA 系统对站场运行工艺、流程、设备操作等进行

综合控制，以此实现全站的自动化控制、自动报警、事

故紧急切断、事故自动诊断和处理、远程设备诊断等目

标，有效降低人工操作失误率，最终减少各种安全隐患

和影响因素的产生，以此从根本上提高全站的自控水平。

另外，通过建设无人值守站场可以有效创新管理运行模

式，可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确保运维队伍

的专业化建设 [2]。

2.3 需要注意的问题

人们在设计无人值守站场时需要了解其目标和要求，

区分其和有人值守站场的不同，改造当前的值守模式和

控制系统，有效提高管理水平，总之，想要有效实现无

人值守目标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无人操作、远程

控制、故障实时处理、现场实时监控、自动巡检等，具

体如下所示：第一，无人操作、远程控制。在现场配置

高可靠性的控制系统，覆盖冗余的通信网络，并采用可

靠、先进的远程诊断技术。以此确保系统的自动运行，

降低人为失误操作率，确保现场安全，有效实现无人值

守目标。第二，故障事故实时处理。另外，还需要按照

各种自动控制、视频监控、安防等联动系统，确保各设

备出现故障后可以快速锁定范围，分析位置，并搜集报

警信息，避免出现报警混乱的现象，以此确保有效控制。

该联动系统也可以自动设置设备的工作状态，并根据控

制需求触发反馈信息，必要时可通过人工介入，时间关

键设备的手动控制，便于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异常信息。

第三，自动巡检技术。该技术是保证无人值守站运行稳

定的技术保证手段，该技术具体可以实现自动抄表、视

频巡检、隐患分析、视频报警等，可以提高无人值守的

自动化水平 [3]。

2.4 可靠性保障

双保护层设计。当前在无人值守站场内设置的自动

控制系统内部的预防模块由双保护层控制，通过过程控

制系统对站内的生产、操作过程进行控制和优化，便于

发现各种异常情况自动报警。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超

出调节能力范围内的特殊情况则需要启动安全仪表控制

系统，确保各设备可以安全启停。比如，在站内的储罐

液位中，PCS 系统主要对储罐运行过程中的液位变化情

况进行检测、调节，如果液位超出了规定标准值，则会

通过警报系统自动报警，此时工作人员可以根据信息提

示进行操作。在出现报警信号时，人们可以及时检修，

以此确保仪表安全、可靠，避免出现各种故障，增加检

修难度。第三，控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第四，远程诊

断和设备管理。在站场内设置设备管理系统，并通过协

议对现场内安装的远程控制仪表、控制阀门的工作状态

等信息进行采集、诊断。人们也可以设置诊断监控系统、

设备自动控制器等，对外输泵、压缩机等转动设备运行

过程中的诊断情况、轴位移、温度和湿度等信息进行搜

集，并对其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以此对仪表、控制其等

设备进行系统化的管理 [4]。

2.5 无人值守关键技术

在区域监控中心可以创建 SCADA 平台，在该平台上

设置高级应用服务器、控制软件等，在站内的生产运行

中需要启动视频和安防系统，以此为实现无人值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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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可以采用虚拟化技术和服

务器来构建应用平台。在平台上根据需求对资源进行科

学配置，有效满足各生产、操作的应用需求。在该平台

上也可以对不同的物理服务器的 CPU、内存、存储元件、

外接元件等进行集中控制，以此进行资源配置。高级报

警管理系统。报警系统一般在设备运行中或者生产过程

中出现各种故障情况，通过发出报警信号提示工作人员

进入现场进行检修。当前在无人值守站场内已经实现了

自动报警，工作人员只需要根据报警系统的提示信息处

理故障即可，在此过程中人们还需要注意报警信息的精

准性，通过报警管理确保报警信息有效，此外，当出现

报警信号时，也可以通过控制系统从各项操作中的情况

进行分析，以此了解报警原因，便于及时处理 [5]。第四，

智能抄表。对于各种表显示、阀门开关、手动状态等都

自动读取参数信息，自动记录状态和数据，以此生成抄

表报表，并将其中的数据信息和采集值进行对比，如果

偏差高于标准值，则会自动报警。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根

据主设备自动切换备用手动阀门，并通过视频了解开关

状态，最终判断其是否具备自动切换的条件。第五，故

障隐患识别技术。一般可以通过视频、红外热成像、激

光扫描等技术对可燃气体的泄漏情况进行检测，对其火

焰、跑冒滴漏、高温、阀门堵塞、零件腐蚀、保温层破

坏等情况进行识别、监测。具体如下所示：红外热成像

和视频综合技术，在站内生产作业区间中，如果温度升

高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温度变化主要是由于火焰、

跑冒滴漏等情况引起的，其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来确定需

要检测的范围和目标；激光扫描技术 [6]。

3.展望

实现油气田无人值守建设既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

企业发展的举措，当前我国多个地区都已经加强了油气

田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力度，在设计上、生产上、制

作上、实践上都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旨在通过无人值守

来系统化的监测油气状态，自动控制油气田生产活动，

预测未来油气田的变化趋势，并加强对油气田的管理，

最终实现智能化建设目标，有效发挥产业价值。

4.结束语

总之，油气田站场无人值守的应用和探索是一个长

期、综合性、复杂的项目，在此过程中，人们需要更新

观念、加强实践探究，加强对采油区域内的管理和监控，

科学采用各种视频监控、系统控制技术和方法，优化工

艺流程，加强管理，优化组织结构。此外，在还需要配

置相关设施，加强对现场环境的分析，确保各设备可以

稳定运行，最终有效实现油气田站场无人值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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