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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石化行业智能制造 抽油机井生产调参系统通用

要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4年10月，根据“关于公布2024年第十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中

电标通〔2024〕027号）的安排，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石化

行业智能制造 抽油机井生产调参系统通用要求》，本文件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

化技术协会归口，标准项目号为： CESA-2024-170 。

2.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信息化管理中心、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息技术分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

院、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学良、索寒生、吕雪峰、何宏宏、刘东庆、李新杰、

马子淇、马勇军、张卡、郭学超、董睿、宫向阳、李路晨、张晓明、侯明艳、蔡

李美、乔泉熙、潘波、袁多、陈金涛、李晓雄、李振轩。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编制组主要任务包括预研、立项、编制等，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24年4月初：开展编制调研工作，进行相关角色访谈，进行信息系统

和平台类已发布标准研究，以及其他案头调研等，并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2）2024年9月25日：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评

审。

（3）2024年10月15日：确定本文件获批立项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确定了标准责任人及参与人员，联系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参与单位，初步筹建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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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年10月23日：向社会公开征集标准参编单位，广泛邀请科研院所、

大学院校、企业等标准利益相关方加入标准编制组。

（5）2024年11月20日：召开全体参编单位线上启动会和第一次标准草案编

制研讨会，赵学良、索寒生、吕雪峰、何宏宏、刘东庆、李新杰、马子淇、马勇

军、张卡、董睿、李路晨、侯明艳、蔡李美、乔泉熙、李振轩等10余位编制人员

及专家参加，就标准的标准化需求、对象、技术框架、核心内容等进行了确认，

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会后形成标准草案v2.0版。

（6）2025年1月7日：召开全体参编单位第二次标准草案编制线上研讨会，

刘东庆、何宏宏、吕雪峰、李新杰、马勇军、张卡、郭学超、宫向阳、张晓明、

侯明艳、蔡李美、房晓峰、袁健、王雨茜、李振轩等10余位编制人员及专家参加，

就标准的技术架构和核心内容进行了研讨确认，给出完善意见，会后形成标准草

案v3.0版。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属于《石化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2 版）》的的 CAF 石

化关键应用技术/生产管控与优化/生产优化标准。

本标准草案采用自主编写的方式，其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符合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 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的要求，同时遵循以下

原则：

——突出石化行业特点。紧抓石化行业安全生产管理业务特点，紧紧围绕现

阶段石化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技术要求研制，保证标准条款的科学性和

适用性，为石化企业智能化建设提供工作指导；

——涵盖范围适度。考虑石化行业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的需求和水平，选择石化生产区内安全监管的典型场景进行研制；

——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在最佳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共性功能和要求，

识别差异性功能和要求，广泛吸纳石化行业企业、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相关科

研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制定本标准，

使之适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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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在最佳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充分研究了已发布的GB/T 40659—2021《智

能制造 机器视觉在线检测系统 通用要求》、GB/T 31488—2015《安全防范视

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GA/T 1399—2017《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

GA/T 1400—2017《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GB/T 42755—2023《人工智

能 面向机器学习的数据标注规程》、GB/T 43782—2024《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系统技术要求》

SY/T6126-2017《抽油机、电动潜油泵和螺杆泵油井生产指标统计方法》、

Q/SYCQ3421《数字化抽油机技术规范》、SY/T 6265-2016《抽油机井工况诊断方

法》，以及美国石油学会API Spec 11E-2013(2018) 《抽油机规范》等标准与规

范等标准，从场景特点、解决的问题、功能架构、采用的信息技术、系统性能、

技术要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同时结合石化行业安全监管要求和特点以及标准

化对象特点，确定了本标准的结构，核心技术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对石油的连续开采，部分油井出现“空抽”等现象，打破了原有抽油机

设计的高效稳产状态，不仅造成了电能的大量浪费、还增加了维护费用和停机维

修时间，甚至导致抽油杆断裂等严重事故，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面向供液不足

的抽油井建立生产参数智能调整系统成为可能。本标准可规范机器学习技术在抽

油机井生产参数调整过程的应用，并指导该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建设，降低系统

设计和开发成本。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编制工作紧密结合了标准化对象的主要特征，并由全体参编单位共同

梳理验证思路、研讨验证方案，对标准草案正文的全部条款进行验证：

1.验证目标

标准草案正文共 6章 18 条（23 个列项），本次验证的目标是证明标准草案

各章、条（列项）的合理性、适用性、完整性、可行性等。

2.验证过程

（1）验证方法选择

标准条款的验证方法一般有 3 种，考虑本标准是新技术应用标准，而且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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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企业已应用或开始试点建设，所以选择较为可行的举证验证方法进行验

证。举证验证可采用实物、调查问卷、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进行举

证。研究本标准各条款特点及验证环境和条件限制，经研讨，采用调查问卷的方

式进行验证。

（2）验证企业选择

选择对抽油机井生产调参系统熟悉的企业，可包括已应用企业或在建企业，

对本标准草案进行验证。经会议讨论，选择已应用企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油田”）进行验证。

（3）编制调查问卷

分析标准草案正文中各章、条的特点，对应各章条编制问题，并配置选项，

形成调查问卷。问卷中共设置了 22 道选择题，并且每题均设置有开放性的意见

和建议，供验证单位填制。

（4）实施验证

将调查问卷下发到西北油田，西北油田组织答卷；答卷过程中编制组配有答

疑人员，如遇疑问可给予解答。答卷完成后回收答卷并查看结果，当反馈结果中

没有全否定选项时即为本标准草案通过验证，如有未通过验证的条款，与验证企

业共同修改对应条款，直至通过验证。

（5）验证收尾

对验证工作进行总结，给出验证结论，编制标准草案验证报告。

3．验证结论

根据西北油田反馈的答卷，未发现有全否定选项。收集到两条开放性建议，

经标准编制组研究，吸纳了该建议，完善了标准草案，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以

上验证证明了标准草案整体结构和内容完整，各章、条所述要求合理、适用、可

行，为后续标准实施落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暂未发现本文件中涉及到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发布后，可在中国石化的生产企业进行先期推广，形成低门槛全行业

推广的范式，逐步推广到其他石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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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相关研究成果，为采用机器学习技术训练并建立抽油机井生产参数

优化模型的系统建设了统一标准，可普遍支撑智能化系统通过调节抽油机冲次、

间歇开采时间等生产参数，减少油井“空抽”，提高抽油机生产效率，达到降低

能耗的目的。

六、转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发布后面向系统供应商、石化企业等标准使用者开展多场次、多

层次的线上和线下宣贯和培训，使标准的使用者及时了解相关动态和要求等。在

石化行业选择基础好的企业进行小范围试点，形成低门槛全行业推广的范式，逐

步推广到全行业。落地实施后也要注意实施情况的反馈，逐步完善标准，确保其

实施效果。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石化行业智能制造 抽油机井生产调参系统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起草组

2025-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