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道摘录
在我国有很多老油田，它们因为达到极限开采状态已

经或即将被弃置。但事实上，这些油田的地下并非无物可
采，而是有着相当多的油气资源，只不过传统的开采技术对
其束手无策而已。然而有一个人却带领着她的团队在国内
率先突破了这一难题，使老油田“再生”。她就是温静，辽河
油田研究所油田开发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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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静：我们像穿越地层可达地心的“眼睛”。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06

钻
研

辽
河
油
田
技
术
专
家
温
静

用
﹃
挤
﹄
和
﹃
钻
﹄
的
钉
子
精
神
搞
科
研

本
报
记
者

张

颖

2022年3月4日

星期五

2月10日，时钟的指针悄然走过零时，伴随着滴答的响声，
在辽河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办公楼二层，温静抬起头，揉
了揉已经发红的眼睛，干涩，有点灼热。她仅闭目休息了几秒
钟，就重新对着两个电脑屏幕，旋转着鼠标，抓取出一张井位部
署图，仔细地研究起来。

温静是辽河油田一名企业级技术专家，她的办公桌上铺满
了图纸，电脑里存满了数据和曲线。工作至今，温静用她的热
爱与执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钻劲在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绽放
风采。她坦言，收获最大的不是外人羡慕的闪光荣誉，而是在
无数次的技术攻关中学会与失败共处，与自己和解。

雷锋说：“真正的青春，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
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作为一名科研工
作者，要永远力争上游，全情投入忘我地工作，对待科研
成果谦虚谨慎，温静做到了。

温静将雷锋钉子精神的“挤”劲儿和“钻”劲儿发挥到极
致。她用择一事终一生的火热情怀，在石油勘探研发领域
努力奋斗，用不服输不认命的坚韧，让一切困难随风飘散，
用自己的努力，化解前方的混沌与踌躇。30年来她勤勤恳
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实现了辽
河油田的“再生”，实现了兴古潜山的成功开采，实现了油田
产量稳步增产。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国家重大需
求面前，像温静一样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只有一个信
念，勇于担当，责无旁贷。他们一边做试验一边攻关，一
次又一次地尝试，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是的，任何一个重大科研成果的实现，无一不是经过
几代科研工作者“十年磨一剑”才能有的结果。如果没有
温静带着团队与技术瓶颈的死磕，就不会有关键技术领
域的突破，也就不会有750余口精准井位的部署，更不会
有年产量千万吨目标的实现。

诗人的创造，哲学家的辩证，探险家的技艺就是组
成一个伟大科研工作者的材料。搞科研没有热情不
行，不真心热爱不行。在辽宁，科技创新正成为融入新
发展的重要加速器，是辽宁全面振兴的“牛鼻子”，无数
科研工作者正用“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板凳甘坐十
年冷”的毅力支撑，终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技术，让人民享受到科技创
新带来的丰厚成果。

你的坚韧，成钢
张 颖

采访手记 SHOUJI

在每一个三月五日

我们是给油层号脉的“老中医”

来盘锦的人都喜欢看一望无际的芦
苇荡，喜欢品尝肉质肥美的盘锦河蟹，喜
欢欣赏辽河岸边嬉戏的候鸟。深埋地下
的“黑金”石油是当地人与外来游客热络
起来的一个绝好话题。

走在盘锦街头，与石油相关的标识
随处可见，“石油大街”“兴油街”“辽河油
田体育馆”“辽河油田电视台”……种种
迹象表明这里确实是先有“油田”，后有
城市的。

1970年出生的温静人如其名，温和
而娴静。采访当天，因处于紧张的收尾
阶段，项目的压力令她右眼球严重充血，
布满血丝。

怎样来形容温静的工作呢？温静打
了一个比方：“我们就像是可以穿越地层
可达地心的‘眼睛’，也像是给储油层号脉
的‘老中医’。”油田开发工作复杂而枯燥，
每天与曲线的剖面做伴。经过最烧脑的
分析与总结后，温静需要帮助决策者确定
油井的位置，通过打井获得高油产量。

在一摞部署图中，温静随机抽出一
张，深吸一口气说，这是接下来要布置的
油田的井位情况，根据出油量大小，决定
打井的数量和位置。“每一次我手握部署
图的时候，都感到责任重大。”每一口油
井的投资和维护费用都在几百万元以
上，有的甚至要几千万元，所以容不得半
点疏忽和失误。

这些年，温静带着科研团队潜心研
究，反复试验，将深藏地下的油藏情况刻
画得愈发精细和精准。每天面对浩如烟
海的数据，做了多少次试验和分析已经
记不清了，整个团队的人起早贪黑，完全
没有了上下班的概念。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们从工作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油藏
描述的精密程度上砂体刻画从40米至50
米精细到10米，再到目前的2米至3米。

“看到自己部署的井位产量提升的
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一扫而光，这就是
成就感。”温静说。

找到开发潜山的三把钥匙

科研路上犹如怒海行船，闯过一个
惊涛又会迎来一个骇浪。

潜山是潜切割低山的简称，具有良
好的储集空间。当其上被比较致密渗透
性差的地层覆盖时就形成了有利于油气
聚集的“潜山油气藏”。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地下就潜藏着一
个巨大的兴古潜山。它是辽河油田近些
年发现的最大潜山，油层厚度在全球十
分罕见。温静说，它就像一个倒扎进地
心的泰山，油藏深度在2300米至4500米
之间，是泰山高度的一倍半。

兴古潜山对急需资源接替的辽河油
田来说是一块大蛋糕。但是，蛋糕里的

“奶油”分布不均，超深、难采，如何才能
将蛋糕吃到嘴，这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重大课题，温
静带着项目组成员跟兴古潜山开发较上
了劲儿。参与项目的唐海龙说，接到这
个任务时的第一反应是自豪，攻坚克难
不就是科研人员的工作吗？然后毫无思
绪，无从下手的无力感让大家还没开始，
心里就打了退堂鼓。

那时候团队成员着急上火好几天，
有的成员嘴上起满了泡。“叫苦有用吗？
天上不会掉馅饼。开弓没有回头箭，唯
一的办法就是加劲儿干，从零突破。”关
键时刻温静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她的一
番话抚慰了大家焦躁的心。

首先确定井型。这就费了很大一番
功夫，直井？螺旋井？扫把井？一个个
试验，一个个排除。最终确定了大斜度
井和鱼刺井的复杂结构井型，这成了高
效开发兴古潜山的第一把“钥匙”。

井型选完了，空间上如何配置？又是
一大难题：最终温静拿出了16套方案，经
过反复的比较、优化、完善，创新设计了

“纵叠平错”“四段七层”的立体开发方
案。这填补了开发设计史上的空白，成了
高效开发兴古潜山的第二把“钥匙”。

解决完地下的难题，又遇到了地面的
问题。最佳井位可能在一栋办公楼下或
家属区里，可你不能把大楼给拆了，只能
改变工程设计。“楼不变，井的轨迹变”，这
样终于保障井位能够顺利实施，这成了开
启兴古潜山的“第三把钥匙”。

温静说，科研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像
一桩悬案告破一样，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
现，需要科研人员用创新一个接一个地去
找到破解的钥匙，而这背后，是无数次的自

我否定，艰难论证和大胆创新。“开发兴古
潜山，我们在技术上一次次超越，不断打造

‘金钥匙’，最终使得兴古潜山产量节节攀
升，成为油田千万吨稳产的重要支柱。”

用热爱战胜孤独寂寞

温静一直从事稀油高凝油开发技术
研究工作，立足油田开发需求和关键瓶
颈难题，推动技术创新。曾主持中石油
集团公司重大科技专项稀油高凝油提高
采收率无碱二元驱、潜山重力稳定气驱、
多元化注水等核心技术攻关，近5年组
织部署井位 750 余口、编制方案 100 余
项。曾获省级、油田公司以上科技进步
奖 29 项，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荣誉背后是她近30年的坚持，一次
次试验失败后与自己的和解。温静是土
生土长的辽河油田子弟，小时候受到父
亲的熏陶，高考时选择了大庆石油学院
的油藏工程专业。1992 年毕业分配到
辽河油田，在兴隆台采油厂的多个一线
岗位轮岗，做了四年一线技术工人。
1996年，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面向
全油田首次招聘，温静脱颖而出成功应
聘进入研究院。

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心中都信奉这样一
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进入研究院，温
静先做了六七年的基础数据收集和图标绘
制工作，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枯燥、乏味，
没有成就感。她的心也出现过摇摆。

坚持还是放弃？她选择了前者，对
科研的热爱战胜了孤独和寂寞。为了在
这里闯出一片天地，温静下了苦功夫。
工作的时候，她比谁干得都认真，休息的
时候，她跑到资料室查资料，到岩心库看
岩心。在所有科研人员里她是最喜欢跑
现场的一个，为此她特意准备了一套运
动服和一双运动鞋放在办公室。到了井
上，油泥污水她都不在乎，仔细地查看新
出筒的岩心和碎钻资料，把需要的数据
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无数个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让她获
得了多个第一。油田二次开发时她选定
的“新海27块”油田是全国第一个获得成
功的区块；无碱二元复合驱配方体系研发
是全国首个突破，兴隆台潜山2300米巨厚
储层开发设计及补能首次尝试……

2008年临近春节，站在路边等车的
温静被飞驰过来的出租车撞飞，瞬间失
去知觉的她在医院昏迷了3天。医生说
是她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神，捡回了一
条命。

想到还没完成的项目，亟待布置的
油井，她如坐针毡，只休息了不到两个月
就申请出院。在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
下，温静就主动承担了两次大的专题汇
报，带着项目组完成了井位部署、方案编
制等各项科研任务。

现在，用脑时间长了，温静偶尔还会
觉得头疼。“可能是落下后遗症了吧，不
过没事，自己注意点就行。”这就是温静，
在事业上敢打敢拼，精益求精。

温静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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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善心为美 朴实无华——记辽阳县兰家镇石
灰窑村妇代会主任王美华》

辽阳县兰家镇石
灰窑村妇代会主任王
美华的名字在辽阳县
广为传颂，她没有私
心，为村里管好了财务
账，几年间，经手的资
金不下几百万元，没有
出现一笔差错。2007
年12月10日，王美华
因病去世，千名村民用
最朴实的方式表达了
对这位好干部的无尽
哀思。

2008年
《和雷锋在一起的
日子》

薛三元老人是雷
锋生前战友，曾先后
任雷锋生前所在班班
长，与雷锋在一起工
作生活了两年多，雷
锋的音容笑貌至今仍
历历在目。他向记者
讲述了和雷锋在一起
的日子。

2009年
《“动漫版雷锋”在沈阳诞生》

沈阳春秋动漫文化有限公司制作一部 30
集的动漫系列剧《雷锋的故事》。全剧分四部
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雷锋苦难的童年；第二
部分讲述了雷锋在党的关心下茁壮成长的故
事；第三部分讲述了他当农民和工人时期的经
历；第四部分讲述了他在部队成长的经历。

2011年
《郭大姐对话民间公
益组织掌门人：有钱
没钱都能学雷锋》

被大连市民叫作
做“郭大姐”的郭连荣
是当地出名的“活雷
锋”。她和身边的义
工为孤寡老人、智障
孩子送去关爱。报道
中，来到郭大姐家中
的 都 是 学 雷 锋“ 名
人”，他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奉献的快乐。

2011年
《雷锋在弓长岭那些
感人的事》

你知道吗？雷锋
入伍前曾在辽阳市弓
长岭区工作、生活过
一段时间。就是这短
短的 4 个多月，雷锋
做了许多令人难忘的
事：因搞技术革新而
被评为标兵，与当地
老乡亲如一家，体检
不合格仍凭韧劲争取
到入伍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