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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田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模式探讨
———以吐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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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田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管理革命,因此必须有一个好的开

发建设模式来引领和保证。在认真回顾和总结吐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历程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详细论述了4种油田实

验室信息化建设模式:战略管理模式、系统开发模式、组织管理模式和创新发展模式。这4种模式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但各有其

内涵和特点,其中,战略管理模式是纲领,系统开发模式是基础,组织管理模式是保证,创新发展模式是灵魂,均是决定实验室信

息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只有它们共同协调运行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有效推进油田实验室信息化建设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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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onofinformationsystemofoilfieldlaboratoriesisverycomplicated.Itisnotonlya
technologicalrevolution,butalsoamanagementrevolution.Therefore,agooddevelopmentandcon灢
structionpatternisrequired.Basedoncoursesandexperiencesofconstructionofthelaboratorydata
centerofTuhaOilfield,4constructionpatternsareputforward:strategicmanagementpattern,system灢
aticdevelopmentpattern,organizationmanagementpatternandinnovationdevelopmentpattern.They
worktogether,butstillhavetheirowncharacteristics:thestrategicmanagementpatternisguiding
principle,thesystematicdevelopmentpatternisbasement,theorganization managementpatternis
guarantee,andtheinnovationdevelopmentpatternissoul.Theyareallkeysforconstructionofinfor灢
mationsystemofoilfieldlaboratories.Onlywhentheyworktogetherandformformidablejointpower,

canoilfieldlaboratoryinformationsystemconstructionbescientificallycarriedout.
Keywords:constructionpattern;informationsystemconstruction;laboratory;TuhaOilfield

暋暋随着国内油田信息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与

深化,尤其是“数字油田暠概念的兴起与发展,信息

技术已快速而全面地渗透到了油田生产、科研、管
理、服务及生活等各个领域,引发了各个环节的深

刻变革。各级油田实验室是油田各类岩石、油、气、
水样品分析检测等实验数据信息生成、处理、流转

和输出的重要场所。采用先进信息技术和管理理

念,建立完善实用的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优化

和再造实验工作与信息流程,实现实验数据信息高

效采集、存储、管理和应用,既满足用户充分共享实

验数据信息资源的需求,又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

平、服务质量和竞争实力,已成为当前各级油田实

验室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现实选择。经过近十年的

持续探索与创新,吐哈油田已建成了一套集实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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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检测生产、管理、服务与应用为一体的高度集成

化的综合地质信息系统———吐哈油田实验数据中

心,先后经历了诺兰(Norain)发展模式[1]的初装

(起始)、蔓延(传播)、控制和集成等前4个发展阶

段,正在向更加高级的优化和成熟阶段迈进。
油田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

工程[2],离不开认真地规划部署、有效地组织管理、
合理地开发实施、广泛地应用推广、不断地优化完

善,简言之,就是必须拥有一个好的开发建设模式,
以保证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科学有效和持续发展。本

文所讲的信息化建设模式是指更加广义的建设模

式,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开发模式(狭义)外,
还包括信息系统建设的战略管理模式、组织管理模

式和创新发展模式。吐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

实践证明,这4种建设模式均是决定实验室信息化

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值得重视和研究。

1暋战略管理模式

暋暋当今时代,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能源同

等重要的三大战略资源之一。因此,信息化建设必

须适时引入战略管理的理念和思路,从战略高度出

发进行科学规划、设计、实施和管理。哈佛商学院

教授小詹姆斯·卡什等曾指出:“现在任何组织几

乎都有购买任何IT 的能力,但IT 本身并不能够

促成企业的任何优势,它只是企业运行的必要条

件,关键是IT的应用如何与企业的战略、组织、流
程和管理控制系统等结合起来。暠[3]这清楚地说明

了战略管理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国内石油石化企业的技术经济实力相对比较

雄厚,一般都能够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较充足的

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保证,但这些企业目前信息

化建设水平却参差不齐,许多仍处于诺兰发展模式

所指的低级或初级阶段。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

多,笔者认为,缺乏科学有效的战略管理而导致盲

目引进推广、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现象层出不穷可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信息化建设战略管理主

要包含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两部分内容,但其致胜

精髓却在于它的全局性、系统性、远见性和挑战性

的宏观思维与创新理念。只有深刻领会和应用这

一点,才能真正引领企业信息化有效避免步入盲目

性、片面性、应付性和虚假性的怪圈。
吐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之所以能够在油

田信息化建设中脱颖而出,在国内油田实验领域处

于领先水平,关键在于始终重视和推行信息化建设

战略管理模式。在分析研究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及

油田实验工作性质、信息化需求及应用服务特点的

基础上,适时确定了“通过持续地开发建设,打造一

流的集实验生产、管理、服务及应用为一体的综合

地质信息系统暠的战略目标,并进一步细分为十大

具体目标,即逐步实现: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管理

规范化、数据处理程序化、信息流转高效化、报告记

录电子化、信息服务网络化、资源利用深层化、质量

控制实时化、实验管理信息化、生产管理可视化。
又在综合考虑管理环境、战略目标、技术资源及项

目资金等众多因素的情况下,制定了“总体规划、分
步实施、及时应用、不断完善、集成融合暠的信息化

建设战略原则,并始终坚持贯彻和落实。实践证

明,如果没有上述战略目标和原则的指引,吐哈油

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将会很容易陷入盲目、被动或

简单的信息化建设之中。

2暋系统开发模式

目前,企业信息化建设主要有3种模式:自行

开发、供应商提供、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开发。这

3种模式实际上各有利弊。自行开发模式的优势

在于容易实施,有利于企业积累技术经验,锻炼和

培养自己的信息化人才,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信
息化技术及人才缺乏、开发周期长、前瞻性不足、短
期行为较多等。供应商提供模式的优势在于技术

一般比较先进,易于维护和升级,能够提供较好的

培训,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国内供应商良莠不齐,许
多技术创新不足,技术积累不够,专业人才缺乏(指
非IT专业人才),有时服务诚信度也不足。合作

开发模式优点十分明显:一是可以充分结合客户和

供应商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二是可以迅速提高

客户信息技术人员的水平,有利于系统维护和升

级,但也有一些缺点:开发成本较高,管理难度较

大,企业与供应商均有可能存在短期行为而影响最

终的开发效果等[4]。
吐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早期,也曾先后尝

试过自行开发模式和供应商提供模式,但效果均不

甚理想,无法保证战略目标的充分实现,最后才确

定采用合作开发模式。但这种开发模式却具有明

显的吐哈实验特色,是一种新型的开发模式———
“甲方主导,乙方支撑暠。甲方重点负责系统开发的

战略规划、需求分析、系统测试、应用推广、效果评

估和方案调整等开发主导工作,乙方(合作方,下
同)则主要负责系统开发实施方案编制与实施、系
统详细设计与实现、系统专业测试与完善、技术培

训及后续服务等技术支撑工作。之所以采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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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发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油田实验室信

息化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潜在合作者一时很

难提供令人满意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只有通过这

种由甲方主导的合作开发模式,才能充分反映实验

室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切实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
更好地表达实验室信息化建设理念和战略思想,有
效克服乙方技术人员不熟悉或不了解地质实验行

业及相关专业知识的缺陷,保证合作开发的质量和

成效。同时,也非常有必要引进合适的信息化专业

技术力量,充分发挥其信息技术及人才优势,有效

弥补企业在信息化人才与技术方面的劣势和不足,
从而更好地实现信息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有效缩短

开发建设周期。实践证明,这种开发模式科学合

理、优质高效,尽管在系统建设过程中曾先后与多

家不同的专业信息技术公司或单位合作共事,但吐

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的战略思想始终明确,战
略规划得到有效实施,战略目标能够稳步实现。

3暋组织管理模式

选择了合适的开发模式并不意味着成功在即,
还必须有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来保证,也就是说还

需要建立并推行一个确定的、有效的组织管理模

式[5]。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组织管理模式是系统开

发模式的一个子集,但笔者认为它又有其独特的内

涵,需要单独加以阐述。既然选择了“甲方主导,乙
方支撑暠的合作开发模式,就必须建立一种“系统管

理、全程参与、本地开发、充分交流暠的组织管理模

式,才能切实保证系统开发建设工作科学、合理、有
序、高效地开展和完成。“系统管理、全程参与暠就
是甲方对整个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系统性、全方

位、过程化管理,是甲方主导地位有效形成、主导作

用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证,甲方技术人员参与整个

项目的规划部署、系统分析、系统开发、测试完善、
应用推广和系统维护等所有重要建设环节,既加强

了对自身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又有效控制和保证

了开发建设工作的进度、质量和效率;“本地开发、
充分交流暠就是要求乙方技术骨干长驻甲方进行实

地调研、现场分析,实施本地开发、贴身服务,使乙

方技术人员更容易充分了解甲方的专业特点、建设

思路和发展目标,更方便与甲方人员及时沟通创新

构想,适时调整开发建设方案(这在系统建设初期

尤为重要),既方便甲乙双方技术交流和方案优化,
又有利于甲方加强对乙方实际开发工作的监督、管
理和控制。

实际上,国内许多企业,包括吐哈油田内部

的一些单位,在实施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也都采

用了合作开发模式,但效果却并非都很理想,有
些甚至出现与当初设想南辕北辙的现象,许多宏

伟的信息化建设蓝图因此而被束之高阁或成“烂
尾楼暠项目。造成如此尴尬局面的原因可能很

多,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及时

确立或推行一个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模式,没有有

效实施甲方的组织管理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甲方的

主导作用,没有始终坚持本地开发原则,没有及时

培养甲方自身的技术力量,一味相信乙方,甚至依

赖乙方,从而无法有效控制和把握信息化建设与发

展的主动权。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在他的力

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专门讨论过“信息挑战暠
问题,他认为:“新兴的信息革命的重点是‘信息暞暠,
“信息技术暠正在从“技术暠向“信息暠转变[6]。他实

际上已明确告诉我们,那些“信息暠的真正拥有者和

使用者们才是当前信息革命(信息化建设)的主角

和舵手,起关键的规划设计和领航前进作用,因此,
必须充分激发他们主导、参与信息化建设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否则,只会事倍功半,抑或被

湮没在新兴的信息革命浪潮中。而那些“信息技

术暠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们虽然也非常重要,但已非

主导力量,只能算作信息技术工程师,主要起规划

方案的具体实施和技术实现作用,需要纳入甲方主

导的组织管理体系之中。

4暋创新发展模式

方兴未艾的第5次信息革命促使一门新兴科

学———信息科学的嫩芽破土而出,并得到迅速发

展,但仍处于发展初期[1]。因此,各行各业稍早或

当前开展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实际上并没有非常成

熟的理论和技术来指导,必须靠大家在具体实践中

不断探索,持续创新,才能有所收获,有所发展。吐

哈油田实验数据中心建设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创

新,在持续创新中不断成长和发展。

1)理念创新。适时引入战略管理理念,建立了

“甲方主导,乙方支撑暠的新型合作开发模式,并始

终强调甲方对整个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地位和责任

意识,充分激发实验专业技术人才在信息化建设中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吐哈油田实验数

据中心建设始终向正确方向前进。

2)技术创新。在开发中率先采用最先进的

.net技术、com 组件技术及xml技术等进行网络

应用系统开发,及时研发了地化分析谱图、粒度分

布曲线、压汞曲线等在线动态解析与生成、宏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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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网络观察描述、综合柱状图在线生成及浏览、天
平自动采集及图像水印保护等专用程序或控件,适
时开展了系统集成融合工作等,使吐哈油田实验数

据中心建设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3)流程再造。大胆地对传统实验工作流程进

行了革命性的信息化重组、再造,从工作流前端入

口环节的样品清单生成与审核、样品验收与调派,
到中间繁杂的实验前处理、原始数据采集或录入、
实验数据分析、计算与处理、检测过程跟踪控制与

记录、质量检查、图像上传等实验主体工作内容和

操作步骤,再到最后的实验报告生成与校核、审核

与发布等工作流出口环节,全部纳入信息系统总体

框架之中,有效形成了全过程信息化控制、管理与

服务体系,顺利实现了实验信息化建设的各项战略

目标,使实验工作与信息化工作有机地融为一体,
数据信息在新的实验工作流程中顺畅流转、充分共

享,确保实验数据信息保质保量、源源不断、自动受

控地产生、流转、存储、管理、发布和应用。

4)管理信息化。及时规划启动了实验仪器设

备、化学试剂、标准物质、计量器具、实验材料、实验

档案等日常实验管理业务工作的信息化,进一步丰

富了实验信息化建设的内涵,提高了实验管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

5)可视化探索。积极探索实验分析检测生产

可视化管理模式,努力使生产运行、监控、提示、统
计及考核等管理信息能够由系统自动/半自动提

取、汇总、表示和反馈,切实提高了实验生产管理的

效率和水平,已取得可喜成果。

6)服务创新。逐步消减或取消了对非档案用

户提供纸质报告的服务模式,实现了所有报告、记
录的电子化,在线为各类用户提供及时高效的电子

报告查询、浏览及数据信息下载服务,进一步丰富

了实验信息服务的内涵。专门为用户提供了大量

的数字化谱图、镜下显微照片、宏观岩心图像等信

息服务,满足了用户更多精细化、深层次的需求。

5暋结束语

油田实验室信息化建设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更是一场管理革命、概念革命[7]。因此,必须借助

战略管理的理念和思路来统筹规划与有效实施信

息化建设,并有效挖掘和配置实验室内外部信息技

术资源,科学组织管理专业技术力量,形成强大合

力,实施有序建设,更应始终坚持创新理念,不断推

陈出新。笔者在文中将它们归纳为战略管理、系统

开发、组织管理和创新发展等4种信息化建设模式

分别论述。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互相依

存、互相补充,其中,战略管理模式是纲领,系统开

发模式是基础,组织管理模式是保证,创新发展模

式是灵魂,只有它们各自发挥作用,整体协调运行,
才会形成一个科学、高效、系统、发展的系统开发建

设模式,才会引领油田实验室信息化建设稳步推

进、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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