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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钻井在油气田勘探开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环节。钻井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钻井工程质量和油

气井使用寿命的全面提升，并且对全面实现油田勘探开发经营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基于J2ee与

WebLogic的钻井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着重论述了系统的设计思想、主体功能、总体构建、核心模块。系

统对于钻井勘探开发具有实用价值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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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ril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fields.The improvement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the service life of oil 
and gas wells,and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al of oilfiel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rilling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J2ee and WebLogic,and elaborates on the design philosophy,the main functions,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and the core 
modules of the system.The system has some valuable significanc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for the drilling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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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钻井在油气田勘探开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环节，钻井工

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后期油气井的开发效果。提高钻井工

程管理水平，对提高钻井工程质量、提高油气井使用效能、

全面实现油田勘探开发经营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辽河

油田每年实施数百口勘探、开发井，分布在10多万平方公里

的战场上，工作管理难度很大，开发研究钻井工程管理信息

平台，实现对钻井工程实时、全面、远程管理，有利于及时掌

握全油田钻井生产动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钻井工程管理。

近几年来，国内虽然也推出了各类钻井工程数据库，但

基本上是从方便钻探施工单位使用的角度上开发的，其功能

设计并不符合油田公司甲方管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目前国

内所有的钻井工程数据库都是基于常规井身结构的，不能处

理多分支井的有关问题。辽河油田由于多分支井钻井技术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对钻井工程数据库的结构设计的认识也远

远走在同行业前面。由辽河油田公司设计开发基于多分支井

技术的钻井工程管理信息平台，既能全面满足油田公司钻井工

程管理的需要，又能保障其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

通过研发《钻井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使辽河油田获得

准确的现场钻井日报数据及整个油田钻井作业的时效数据，

同时油田各级领导及各建设单位能及时掌握钻井动态，科研

单位技术人员通过对比工程设计及区块已完钻井与本井的钻

井重点数据，指导本井的钻井作业，从而积累本区块井的设

计经验，提高井的设计水平，对提高辽河油田钻井工程的现

代化科学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2  系统研究的总体需求(Overall demand for system
     research)

本系统的开发是在集团公司、油田公司信息技术总体规

划下，按照中石油EPDM模型标准，面向辽河油田钻井工程管

理业务，建立的集钻井专业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

发布、管理和应用于一体的规范、统一、安全、高效的信息

集成平台，满足油田公司、生产单位、科研单位对钻井数据

的管理需求和应用需求，在A1系统平台下实现钻井专业数据

的集中存储、统一管理和高度共享。

(1)授权用户能顺利访问每口井的钻井地质、工程设计，并

能将钻井工程的实际数据与设计数据进行比照，使管理者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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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了然的掌握设计的变更，并了解钻井施工的设计符合率。

(2)可在钻井工程信息网络平台上图文并茂地实时显示现

场的各种钻井生产数据、图表、汇总结果等,同时为授权用户

提供查询、计算、汇总、生产图表等服务，形成标准的电子

文本，并能得到无线、实时或定时的传输。

(3)井史、钻井监督报告等数据资源能安全、规范的存储

和利用起来，最大限度的使用数据资源。

在完成钻井工程管理信息平台后台数据库、钻井设计管理

信息平台体系结构设计的基础上，对《辽河油田钻井工程管理

信息平台》的系统管理模块和子系统《完钻井静态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了程序开发，实现了《辽河油田钻井工程管理信息平

台》系统权限管理、完钻数据的维护、查询等功能。

3   系统功能(System function)
本系统是根据辽河油田钻井工程管理的实际业务开发的

一套WEB方式的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主要实现适合辽河

油田复杂结构井特点的钻井工程管理，包括钻井工程设计管

理、钻井施工动态管理、钻井完井静态信息管理、钻井工程

大宗材料管理等模块。为优化编制钻井工程设计方案、及时

跟踪调控全油田钻井运行，进一步加强钻井工程现场技术管

理和监督管理奠定坚实基础，促进钻井工程的进一步规范化

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1)包括与钻井部署方案和投资计划、钻井设计、钻井施

工动态（钻井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钻井、录井、随钻测井等生

产数据）、完井静态信息、施工队伍管理、钻井工程大宗材

料管理有关的数据管理。

(2)系统授权用户能顺利访问每口井的钻井地质、工程设

计，并能将钻井工程的实际数据与设计数据进行比照，使管

理者能一目了然的掌握设计的变更，并了解钻井施工的设计

符合率。

(3)实时显示现场的各种钻井生产数据、图表、汇总结果,

同时为授权用户提供查询、计算、汇总、生产图表等服务，

形成标准的电子文本，并能得到无线、实时或定时的传输；

井史、钻井监督报告等数据资源能安全、规范的存储和最大

限度的使用。

(4)实现单井钻井地质设计报告、钻井工程设计报告、井

身轨迹图、施工进度图等附图信息的查询。

(5)实现钻井设计数据、实钻数据及钻井轨迹设计图、实

钻轨迹图的查询，实现区块钻井工程信息查询等。

(6)实现随钻地质工程指挥过程中文字指令信息的发出、

接收及历史信息的查询。

4   设计思路(Design idea)
4.1   数据流程

《钻井工程信息管理系统》以工程设计信息数据、及其

包含的单井信息数据等为核心，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仓库，

通过各种方式的钻井数据的录入、钻井数据的审核、钻井数

据的查询、钻井相关文档的生成、相关文档的打印实现了对

钻井工程数据抽取、挖掘。

系统数据模型的设计本着对各种业务的基本数据的全部

历史信息保真的原则，对录入的业务信息的全部情况均记录

到数据库中，并对重点数据提供快速检索功能。如图1和图2

所示。

图1 数据流程图

Fig.1 Data flow diagram

图2 前期数据流程图

Fig.2 Preliminary data flow chart

4.2   系统总体架构

本系统是将利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

规范地处理辽河油田钻井信息管理的各个环节，收集信息管

理过程中的大量数据，使信息管理系统贯穿信息管理的始

终，并能从海量的信息数据中抽取、挖掘出管理过程中需要

的各种信息及统计数据，为辽河油田钻井管理的实际工作及

领导决策提供支持与指导，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办公

自动化信息管理机制。如图3所示。

 

图3 总体架构图

Fig.3 Overall architectur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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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开发思路

本项目的整体思路是实现钻井数据（包括野外采集、处

理成果）存储，数据管理，数据网络可视化的一体化功能。

以高效、便捷的数据存储为核心，以数据应用为最终目的，

注重数据安全和数据管理。最终做到钻井数据体便捷地“能

进能出”、数据能够让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看得见、摸得

着、用起来”。利用全新地球物理云存储、云计算软件技术

彻底改变大块钻井数据体存储效率低下的问题，填补钻井数

据体在数据应用方面的空白。如图4所示。

图4 功能概念图

Fig.4 Functional concept map

4.4   系统开发

系统采用MVC模式的J2EE轻量级企业平台开发，分为系

统操作界面与数据展现层、业务逻辑控制层和数据层。采用

Struts2实现系统的前台展现，采用Spring框架实现系统的架

构，采用Hibernate实现系统的数据读取，同时为了保证系统

数据的安全性[1]，采用MD5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

4.5   系统环境

数据库服务器使用Oracle，Orac le具有很强大的数

据库优化功能，并且安全性很好。系统服务器使用BEA 

Weblogic[4-9]。Weblogic是一种高效的、安全的大型企业级

Java应用服务器，它的技术优势[2]：

(1)多层JDBC访问功能。

(2)多应用共享JavaBeans技术。

(3)BEA Weblogic COM透明地共享技术。

(4)动态JDBC连接池技术。

(5)超强的容错技术。

5   结论(Conclusion)
在钻井工程的信息化管理工作是一项必需的重要工作[10-12]，

但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由于管理工作观念的不

断改变，钻井工程的信息化系统的功能也在不断相应改变、

扩展。本系统引入辽河油田钻井管理部运作近5年时间，有力

的促进了钻井工作的管理，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址分积

极的作用。钻井工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用户的需求也

在不断的变化。下一步，为了使本系统最终实现钻井工程的

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人员应与用户反复沟通；同时，系统

设计人员应对钻井管理工作的业务流程不断熟悉，进而优化

系统的工作流程。

本系统的实现和不断完善，对于整个钻井工程数据管理

规范化、科学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钻井工程信息化有着重

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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