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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机节能器校试模式及其应用问题处理

国建军（中原石油勘探局机械制造总厂，河南A阳457001)
杨 霄（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使用抽油机节能器时要经过严格的校试和解决好使用前后出现的问题，才能达到节能效果。为此
提出了抽油机节能器校试模式，包括正确判断何时泵装置行至泵行程底部、正确判断“泵空”及“泵空”
发生时间以及如何启动节能器的校正模式。并对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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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油机节能器是一种节能产品。使用它，能科学调整抽油机的运行模式，变固定不变的机械运行为动态响应的智能
运行，从而节省用电，提高抽油率，同时降低设备的维护费用川。但是，不是一装上抽油机节能器就能达到节能效果，
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校试并且要解决好使用前后出现的问题才能实现节能。为此，笔者提出一般抽油机节能器的校试模式
及其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抽油机节能器校试模式

    节能器的校试过程是与抽油机的一种沟通和互动的过程，只有透彻地了解了抽油机的运行特性〔21，才能做好校试工
作。下面以3S-2000抽油机节能器为例说明抽油机节能器的校试模式。
1.  1正确判断何时泵装置行至泵行程底部

    当泵装置下降至光杆下死点时，可以认为泵装置已行至泵行程底部。此时，技术人员可根据安装手册的说明开始进
行校试，先按下调试按钮，使节能器中的微电脑开始存储记录起始数据。
1.2正确判断“泵空”及“泵空”发生时间

    “泵空”是泵装置的一种运行状态，是相对于满负荷或“满抽”而言的，主要表现为轻负荷或低负荷，但不完全是
“干抽”或一点流体都抽不上来的零负荷。正确判断什么是“泵空”及“泵空”的发生时间，可参照现场泵装置表现出
来的物理现象与量度来进行：①声音。当泵装置负荷减轻时，抽油机运行的声音就会变小。②振动。当泵装置负荷减轻
时，设备的振动会减轻。③产量。当泵装置负荷减轻时，抽至地面的流体的量会明显减少。④电流。当泵装置负荷减轻
时，电流表的指针会往下摆。⑤速率。当泵装置负荷减轻时，抽取的速率会相对变快。技术人员只要留心观察上述现象
的变化，就会发现何时泵装置的负荷较轻。当泵装置的负荷变轻时，即可认为“泵空”现象已经发生。此时，技术人员
可根据安装手短的说明，在“泵空”发生时按下按钮，让节能器中的微电脑记录下“泵空·的状态而。
1.3如何启动节能器的校正模式并进行校正

  ‘，当抽油机运行至某一个泵行程底部时，按下并松开葱能器面板上的校正按钮。完成此动作后，所有一的指示灯将
熄灭。

    2)当抽油机运行至下一个泵行程底部时，再次按下并松开节能器面板上的校正按钮。此时，绿色指示灯将亮起，
并将保持点亮状态约3个泵行程。然后，绿色指示灯熄灭，红色指示灯点亮。

    3)等待“泵空”发生。当观察到“泵空”现象发生时，再次按下并松开校正按钮。完成此动作后，红色指示灯将
熄灭。泵装置将继续运行3-5个行程，然后停机。

    4)当红色和绿色指示灯全部熄灭之后，全部校正程序即告完成。大约经过15 min后，泵装置将会自动重新启动运
行，直至“泵空”现象发生时才会自动停机。表明节能器的校正模式已经启动，节能器已经正式工作。

    5)如果节能器没有进人校正模式，或者准备重新校正，则必须在正式调校前将节能器置于校正模式。要将节能器
置于校正模式，应先使泵装置停止运行，而节能器仍通电。如果泵装置仍在运行，“必须将泵装置和节能器的电源都断
开，然后再恢复。供电恢复后，红色指示灯将在点亮5s后熄灭，泵装置同时将保持停机状态。此时，可按下述操作将
节能器置于校正模式：①按下并松开校正按钮，红色和绿色指示灯将交替闪烁10s;②再次按下校正按钮；③泵装置重新

  ［收稿日期］2002-12-24
    〔作者简介」国建军（195。一），男，1981年大学毕业，MBA，高级工程师，现从事石油机械（装备）研制及企业管理工作。



1 0 4 江  汉  石  油  学  院  学  报 2003年6月

启动，同时红色指示灯将点亮5s，之后红色和绿色指示灯将交替闪烁，此时即表明节能器已进入校正模式，可按上述步
骤对节能器进行校正了。注意，设计节能器时上述操作顺序设置了3次机会，如果错过1次机会，可选择后面的机会将
节能器置于校正模式。

    6)节能器校正好后，它将控制泵装置的启动和停机。当节能器确认“泵空”状态出现后，经过4个连续行程，便
会指令泵装置停机。节能器内置的微电脑可根据油井的产出率以及所控制的泵装置，确定优化的停机时间。在使用过程
中如欲确认节能器是否正常工作，可在泵装置停机时按一下按钮。当指示灯变为绿灯常亮时，再按一下按钮让泵重新启
动。然后可通过观察当出现“泵空”时泵装置是否停机来确认节能器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泵空”现象发生时泵装置被
自动停止运行，即说明节能器已进人自动节电模式且运行正常。

2抽油机节能器应用问题处理

2. 1机器控制不间断井的“泵空”及节能器的使用

      由于泵装置的设计能力一般远远大于井的实际负荷水平，而机器每天24h不停地运行，以致动液面时常都会低于泵
装置的吸入口，所以“泵空”是一种常态。这时井内的负荷较低，但还是有液体被抽上来。对这样的井，采用节能器通
过正确的校试，可提高采油效率，真正达到节能的目的。

      在安装节能器时，泵装置通常都会被停机。这就等于说一口24h不间断运行的井被临时改变为人工控制的间歇井。
在停机的时间段内，井内的液体会开始蓄积，液面水平会逐步上升至泵装置的吸人口以上。当节能器安装调试工作完
成，间歇时间中止，技术人员要重新启动泵装置，令泵装置重新投人运行。由于在安装调试的间歇停机时间内井内的液
体蓄积已有一定的量且高出泵的吸人口以上，此时当泵装置重新投人运行之后，井的产出率会达到最大化，超出稳定态
的产出率，出现“满抽”现象。但“满抽”只是一种临时态，它在泵装置运行一段时间后又会转变成“泵空”现象，要
等到停顿一段时间后才会再次在开机时出现“满抽”。
2. 2“泵空”液面数据的记录

    当泵装置继续投人运行一定的时间之后，液面水平就会下降。当液面水平低于泵装置的吸人口时“泵空”便会发
生。记录下“泵空”液面数据，为节能器电脑控制提供必需的数据。记录“泵空”液面数据的目的，是为了预测泵装置
重新开机之后多少小时再发生“，泵空”和泵装置停机多长时间井内液体达到“满抽”才能重新开机。也就是节能器调
试中存在一个时间的判断和预测问题。正确预测和判断“泵空”发生的时间，是关系到能否将节能器调试好的关键。如
果在泵装置投人运行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调试，就可能记录不到“泵空”；而如果等待时间过长，比如一定要等到
“千抽”，可能会使调试任务无休止地延长，浪费时间。
2. 3泵装里停机时间的确定

    要正确记录到“满抽”，就必须令泵装置停止一段时间，这也是节能器安装、调试的必然要求。停机的时间，一般
可掌握在3h左右，以确保井内有一定量的液体蓄积。这样，重新开机之后，通过适时在泵装置行至下行程时，就可以
将“满抽”的数据记录下来。如果停机的时间过短，“满抽”的条件就不会具备。一定要通过计算泵装置的实际产出，
进而确定停机时间的长度。一般而言，3h左右的停机时间即可以保证“满抽”条件与状况的生成。
2.  4“泵空”发生时间的预测

    要正确完成节能器的校试，前提是要正确预测“泵空”发生的时间。从泵装置再次开机到“泵空”发生，真时间长
度取决于如下3个因素：①稳定态的产出率，也就是油井的实际产量；②泵装置的设计抽取能力；③在安装节能器时泵
装置被停机的时间。例如，一口油井的产量为lOt/d液体（含油），泵装置的设计能力为20t/d，在安装节能器时泵装置
被停机1. 5h。由上述因素可知，在泵装置被停机的时间段内，将有0. 625t的液体蓄积在井内；在接下来的1. 5h时间
内，将再有0. 625t液体被蓄积，总的蓄积量将达1. 25t。这个量恰好等于泵装置在1. 5h内的生产能力。换言之，当节能
器安装调试好，泵装置被重新启动，1. 5h之后井内液面将降至泵的吸人口以下，泵装置将会发生“泵空”。由此可见，
“泵空”不是要等到“干抽”出现，而是等到满抽状态结束即抽取率下降50％以上，即可判断为泵装置进人“泵空”状
态。

    对于“泵空”发生时间量的把握，可以采用这样的公式：泵空将发生的时间＝泵装置停机时间X2＋保险系数。比
如，一个节能器安装所x的时间为,2 h，乘以2等于4h，然后再多加lh的安全量作为保险系数，总计5h可作为“泵空”
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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