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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综合治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韩Ǔ娜Ǔ宋Ǔ涛
中原油田分公司Ǔ河南Ǔ濮阳Ǔ457000

摘Ȟ要：油田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其高效稳定运行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围绕油田综合治理展开

研究。先阐述其基本概述，进而分析工作现状，指出存在社会环境复杂、治安问题严峻、环境污染突出及资源利用效

率有待提高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优化社会环境、强化治安防控、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创新

管理模式等对策，旨在全面提升油田综合治理水平，促进油田可持续发展，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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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油田作为国家重要能源支柱，其综合治理工

作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油田面临诸多新挑

战。良好的综合治理不仅能保障油田高效生产，还对周

边生态环境、社会稳定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当

前，油田在社会环境、治安、环保及资源利用等方面存

在不同程度问题，急需深入分析现状并提出有效对策。

本文基于此背景，对油田综合治理现状进行剖析，并研

究相应解决策略，以推动油田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1��油田综合治理的基本概述

油田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旨在通过

整合各类资源与手段，确保油田的高效、安全与可持续

发展。从本质上讲，它涵盖了多个维度。在生产层面，

需对采油、集输、炼化等各环节进行科学规划与精细管

理，优化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在安全方面，要保

障油田设施设备的稳定运行，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包括

火灾、爆炸、泄漏等，制定严格的安全操作规范与应急

预案。在生态环境领域，致力于减少油田开发与生产过

程中对周边土壤、水源、空气的污染，积极推行绿色开

采技术，保护生态平衡。同时，油田综合治理还涉及与

当地社会的和谐共处，妥善处理工农关系，维护良好的

社会秩序，营造有利于油田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

全方位、综合性的治理，实现油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与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1]。

2��油田综合治理工作现状

2.1  社会环境复杂
2.1.1  油地关系协调困难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油地关系协调一直是棘手难

题。油田开发涉及土地使用、资源分配等诸多方面，与

地方政府和居民利益紧密相连。由于双方关注重点与发

展目标存在差异，在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资源开发收益

分配等问题上，常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在新油区建设

时，因土地补偿争议，易引发双方矛盾，导致项目推进

受阻，影响油田开发进度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

2.1.2  周边人员构成复杂
油田周边人员构成复杂，给综合治理带来诸多挑

战。一方面，随着油田开发，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其来源广泛、流动性大，管理难度高。另一方面，周边

居民与油田存在各种利益关联，部分人受利益驱使，可

能参与非法盗油等活动。此外，不同群体间文化背景、

生活习惯差异大，易引发摩擦冲突，影响社会治安，增

加油田综合治理工作的复杂性与难度。

2.2  治安问题严峻
2.2.1  盗油现象屡禁不止
在油田区域，盗油现象犹如一颗“毒瘤”，虽经多

方整治，却依旧屡禁不止。盗油团伙受高额利益驱使，

不惜铤而走险，作案手段愈发隐蔽且狡猾。他们利用夜

晚等监管薄弱时段，通过打孔盗油、改装车辆偷运等方

式，疯狂窃取原油。这些非法行径不仅给油田企业带来

巨大经济损失，还对油区管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极易

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严重影响油田的正常生产

秩序。

2.2.2  涉油物资被盗频繁
涉油物资被盗频繁，成为困扰油田治安的又一难

题。从井口装置、抽油机零部件到输油管道等各类物

资，都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这些物资具有一定经

济价值，盗卖后可获利。盗窃行为致使油田设备损坏、

停产，维修成本增加。同时，由于物资被盗，影响油田

正常生产进度，干扰油田生产运营的连贯性，对油田整

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2.3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2.3.1  废水排放问题
油田开采与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油废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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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废水若处理不当直接排放，其中的石油类物质、重金

属等污染物会严重污染土壤和水体。含油废水流入河流

湖泊，会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体与大气的氧气交换，

致使水生生物缺氧死亡，破坏水生态平衡。而且，废水渗

透至地下，会污染地下水资源，影响周边居民的饮用水

安全，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长期威胁。

2.3.2  废气排放与大气污染
油田作业中，废气排放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开

采过程中挥发的烃类气体，以及燃烧伴生气产生的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会导致大气质量下降。烃类

气体在阳光照射下易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等二次

污染物，形成光化学烟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则是酸

雨的主要成因，酸雨会腐蚀建筑物、损害农作物，还对

人体呼吸道产生刺激，危害居民身体健康。

2.3.3  固体废弃物处理难题
油田生产会产生诸如钻井岩屑、废弃泥浆等固体废

弃物。这些废弃物若随意堆放，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

源，其中的有害物质还会随着雨水冲刷渗入地下，污染

土壤和地下水。例如，废弃泥浆中的重金属和化学药剂，

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影响植被生

长。而且，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技术复杂，处理成本较高，

进一步加剧了油田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的难题。

2.4  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2.4.1  采收率较低
目前，油田在开采过程中，采收率较低是一个显著

问题。受到油藏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局限等多种因

素制约，大量原油仍残留于地下难以有效采出。部分油

田的油藏分布不均，且原油黏度高，使得常规开采方式

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尽管一些先进技术逐渐应用，但推

广普及程度有限，导致整体采收率提升缓慢，造成了石

油资源的浪费，未能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限制了油

田的长期稳定发展。

2.4.2  伴生资源利用不足
油田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伴生资源，然而现阶段

对其利用却严重不足。如伴生天然气，常因缺乏配套收

集与利用设施，部分被直接放空燃烧，不仅造成能源

浪费，还加剧了大气污染。此外，油田水中含有的一些

可利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也未得到充分提取和利用。

对这些伴生资源的忽视，使得油田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较

低，未能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影响了油田整体经济效

益与资源利用效率[2]。

3��油田综合治理的对策

3.1  优化社会环境

3.1.1  加强油地沟通协调
为改善油地关系，需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定期组

织油地双方参与的座谈会、协商会，就土地使用、资源

开发、利益分配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例如，在重

大项目规划初期，油田企业主动邀请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介入，共同研讨项目方案，充分考虑地方发展需求，确

保项目既能满足油田开发，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同

时，设立联合工作小组，针对具体矛盾和问题，及时调

研、分析并协商解决方案，提高问题解决效率。此外，

建立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保障双方承诺的履行，增强

彼此信任，实现油地合作的良性循环。

3.1.2  参与地方社会建设
油田企业应积极投身地方社会建设，促进共同发

展。一方面，加大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参与

道路、桥梁、水电等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地方生产生活

条件，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为油田生产创造良好外部环

境。另一方面，助力地方教育、医疗事业发展，通过捐

资助学、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支持地方教育；为地方医疗

机构提供设备、技术支持，提升医疗水平。此外，积极参

与地方就业帮扶，优先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增强居民就业能力，以实际行动回馈地方，增进与

地方的情感联系，构建和谐稳定的油地关系。

3.2  强化治安防控
3.2.1  加强人防力量
为有效强化油田治安防控，应大力加强人防力量。

一方面，扩充油田安保队伍，招聘并选拔身体素质过

硬、责任心强的安保人员，充实到油田各个关键区域。

同时，定期组织安保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安全防范

知识、应急处置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其业务能力。

另一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巡逻制度，划分明确的巡逻

区域，增加巡逻频次，尤其是在夜间、节假日等治安案

件高发时段，做到重点区域重点防范，确保及时发现并

阻止各类涉油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油田生产安全。

3.2.2  提升技防水平
在强化油田治安防控工作中，提升技防水平至关重

要。首先，加大在先进安防技术设备上的投入，如在油

田周边及重点部位安装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设

备，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监控。通过智能监控系统，能

够实时捕捉异常情况，并及时发出预警。其次，引入大

数据分析技术，对收集到的各类安防数据进行深度分

析，挖掘潜在的治安风险点，提前制定应对策略。此

外，利用无人机等新型设备，对油田进行定期巡检，扩

大监控范围，提升治安防控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2025� 第4卷�第11期·现代工程项目管理

168

3.2.3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是强化油田治安防控的关键举

措。油田企业应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如公安、应急管

理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构建统一指挥、信息共享、

协同作战的联防联控体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分析

治安形势，制定针对性防控方案。同时，加强联合演练，

提高各方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协同配合能力。此外，鼓励

周边居民参与治安防控，设立举报奖励制度，激发群众

积极性，形成全民参与、警企民联动的良好治安防控氛

围，有效打击涉油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油田治安稳定。

3.3  加强环境保护
3.3.1  升级废水处理技术
为解决油田废水排放问题，需积极升级废水处理技

术。首先，引入先进的油水分离技术，如膜分离技术，

提高油水分离效率，降低废水中的含油量。其次，采用

生物处理技术，利用微生物降解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使其达到排放标准。同时，建立废水循环利用系统，将

处理后的达标废水回注到油藏中，用于驱油作业，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废水外排量。定期对废水处理设

备进行维护和更新，确保其稳定运行，有效降低废水对

环境的污染。

3.3.2  治理废气污染
治理油田废气污染迫在眉睫。一方面，对油田开采过

程中产生的伴生气进行回收利用，通过建设配套的收集、

储存和输送设施，将伴生气用于发电、供热等，减少其直

接排放。另一方面，安装高效的脱硫、脱硝和除尘设备，

对燃烧废气进行深度处理，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

粒物的排放浓度。此外，加强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
的管控，采用密封设备和工艺，减少油气挥发。

3.3.3  规范固体废弃物处置
规范油田固体废弃物处置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环

节。对于钻井岩屑等固体废弃物，首先进行分类处理，

对含有有害物质的岩屑采用特殊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

降低其对环境的危害。对于废弃泥浆，可通过固化处理

技术，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固态物质，然后进行填埋或综

合利用，如用于道路基层铺设等。建立专门的固体废弃

物存放场所，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防止废弃

物随意堆放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3.4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4.1  推广先进采油技术
为提高油田采收率，需大力推广先进采油技术。积

极引入三次采油技术，如聚合物驱油、表面活性剂驱油

等，通过改善油水流度比，提高波及系数，从而有效开

采出更多剩余油。同时，加强对智能开采技术的应用，

利用传感器、自动化设备及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油藏

动态，精准调控开采参数，实现油藏的高效开发。

3.4.2  加强伴生资源综合利用
加强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是提高油田资源利用效率的

关键。对于伴生天然气，除用于发电、供热外，可进一

步拓展其应用领域，如作为化工原料生产高附加值产

品。针对油田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建立专门的提

取工艺，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对油泥等废

弃物进行深度处理，通过热解、萃取等技术回收其中的

石油资源。

3.5  创新管理模式
3.5.1  完善管理体制
完善管理体制是创新油田管理模式的基础。首先，

明确各部门职责与权限，避免职能交叉与管理空白，确

保管理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例如，清晰划分生产、安

全、环保等部门在油田开发各环节的责任，防止出现问

题时相互推诿。其次，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将员

工工作成果与薪酬、晋升挂钩，激励员工积极工作，提

高工作质量与效率。

3.5.2  推进信息化建设
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创新油田管理模式的重要手段。

构建涵盖油田生产、运营、管理等各环节的信息化平

台，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传输与共享。借助物联网技

术，将油田设备连接入网，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提

前预警故障，降低设备故障率，保障生产连续性。运用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生产数据进行深度分析，

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如优化开采方案、合理调配

资源等[3]。

结束语

油田综合治理是保障油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

当前，油田在管理体制和信息化建设方面虽已采取上述

对策，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要

求不断优化管理体制，适应新的生产需求与社会期望。

同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需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紧

跟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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