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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公司概况

大庆高新区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注

册地为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 D-1 座 1030 室，企业位于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司股东为自然人，自然人：85%；孙延庆：15%。

目前，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已推出的油田系列应用系统，主要

包括：物联网抽油机智能综合测控系统、间歇采油智能控制系统、螺杆泵

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油井动液面实时连续远程测量系统、全无线功图远

程采集系统、智能单井注水增压远程测控系统、无线压力/温度数据监测

系统、油田无线视频实时在线监控系统、高清无拼接大屏幕显示系统、油

田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油田电网 GIS 数字化监测管理系统、高压线路故

障检测、防盗及运行管理系统、线路和变压器防盗及运行管理系统、

ZHDK-PLC1 一体化可编程控制器等。

年度 销售收入（万元） 利润（万元）

2012 304 159

2013 98.8 -128.8

2014 811.26 -58.4

2015 年-2017 年：油田软件产品研发、销售。主要研发项目有，

物联网油井智能调参系统、电力自动化软件测控系统、生产指挥决策系统。

2018 年-2019 年：油田数字化测控研发、销售。主要研发项目有

油井监控系统、变压器防盗系统、油井动液面监测系统。

未来几年，我们仍将围绕油气田应用领域，深入研究物联网技术、智

能电网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技术，研发出企业有用、实用的技术，为

我国油田的持续稳产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断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和公司

品牌，立足大庆油田，并走向全国油田市场，形成油气田物联网领域、智

能电网领域的国内知名企业品牌。

1.2 管理及团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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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人员结构及基本情况：公司管理人员 6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15%，公司管理层主要为总经理、总工程师、商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人事经理等组成。

总经理孙延庆：南京大学软件工程硕士、CEAC 高级信息分析师、黑

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石油石化应用技术分会会长、中环电子技术研究所所

长。具有十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和软件开发经历；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知

识，软件企业人事管理经验；有超前的市场预测与分析能力；并且全面了

解软件企业的运作规律，对 IT行业有深刻的理解。

项目经理孟宪锋：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计算机应用专业，2009 年

至今工作于大庆高新区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先后主持变电所无人

值守测控系统、油田电网 GIS 数字化检测管理软件、数字化油田等重大物

联网项目。

技术总监范庆刚：“注水井流量远程测控系统”项目，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面向石油地质的专业 GIS 软件—PetroGIS”项目，黑龙江省科技

计划项目；“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项目，国家级火炬计划等。

1.3 产品/服务及技术描述

“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是我公司基于物联网技

术基础之上而设计开发的油井智能感知及调控系统产品。该系统是利用研

究连续动液面传感器、卡口式载荷传感器为主要感知设备，实现油田抽油

机井为主的设备智能测控管理。通过对地下数据和设备自身数据的感知，

使抽油机设备在高产期达到最佳泵效，实现最大产能；在低产期，实现智

能调参和间歇采油，最终实现增产和节能的双重效果。

项目创造性的提出了将油井赋予生命，单体个性化、人性化智能管理，

针对每口油井的不同生命周期进行差异化管理，以满足油田日常生产运

行、生产管理、生产监控、设备管理的需求，是一套集石油开发、生产信

息的采集、处理、分析、管理和应用于一体的，规范、统一、安全、高效

的全新数字化油田综合智能管理应用系统。

“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具有节能、稳产、安全、

高效的特点，将油井看作生命体进行个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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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人员主要为算法研究人员、软件研究人员、硬件设计人员、

仪器仪表研究人员、网络及数据库研究人员。人员主要由 30-40 岁的人员

为主，他们具有多年的项目开发经验，能够把握项目的开发风险，控制每

个里程碑。

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在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加大了技术创新投

入及人才的引进。从企业每年销售额中提取 10%以上资金作为企业科技发

展基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新技术引进、新产品

开发及创新人才的引进。公司还与南昌大学、东北石油进行了产学研合作，

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公司的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能力。

1.4 行业及市场

项目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技术

项目的竞争优势：

该项目创新的提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油井全生命周期智

能调参管理，将油井看作生命体进行个性化管理。应用层利用连续液面监

测仪，实现最佳沉没度计算智能调整抽油机速度达到最佳泵效和最佳产

能，当油井进入低产期后智能计算分析进行间歇采油调度，实现主动进攻

型间歇采油设置，达到节能目的。并且可以通过感知层的功图、液面等参

数，对油井进行全面诊断，实现油井人性化、个性化处理方式调参管理，

达到油田采油后期的精细管理目的。

1.5 产品制造/服务提供

计划自行生产

本项目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

1.6 收入预测

第一年项目销售收入 285 万元，总成本 125 万元、净利润 120 万元

第二年项目销售收入 340 万元，总成本 190 万元、净利润 113 万元

第三年销售收入 410 万元，总成本 235 万元、净利润 132 万元

第四年销售收入 540 万元，总成本 343 万元、净利润 147 万元

第五年销售收入 620 万元，总成本 365 万元、净利润 191 万元

预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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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产后第一年试推广利润率可达到 56%，从第二年开始可以在大庆油

田市场全面推广收入增长最高可达到 1.2 倍，利润的增长率可达到 40%以

上。

1.7 融资说明

项目总投资 550 万元，主要用项目研发费用

1.8 风险分析与控制

技术风险：在软件的开发过程，我们不仅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开发技

术，而且还拥有一只经验丰富的技术队伍。并且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

一些高科技人才正不断的地充实着我们的技术和管理队伍。本公司相信自

己有能力适应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

人员风险：IT 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很大，从而造成这一类型企业的人

员风险。对此，公司实行了完善的激励机制，采取股份期权、总经理基金

等各种灵活的方式，充分调动了技术、管理、业务等部门及骨干人员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与此同时，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和创新战略还吸引了一批

国内外精英，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

市场风险：产品市场需求非常强烈，市场风险主要市场培育风险。由

于产品属创新产品，市场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将采取实验室与现场

实验结合的方式减少风险。通过制造示范效应扩大品牌影响力。

二、公司概况

2.1 公司的基本情况

2.1.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 业 名 称 大庆高新区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孙延庆 成立日期 2009 年 5 月 27 日

注 册 资 本 5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 万元

工 商 执 照 号 230607100040286 代码证号 68886804-2

注 册 地 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 D-1 座 1030 室

办 公 地 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 D-1 座 1030 室



5

生 产 地 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 D-1 座 1030 室

经 营 范 围

一般经营项目：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的研究、销售及安装，油

田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仪器仪表的研究及销售，通

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研究及销售。

所 属 行 业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核 心 业 务

油田物联网智能测控系统、配电工程自动化系统、煤层气物联网

智能测控系统、矿山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页岩气物联网智能控

制系统、油田技术软件等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同时

为各行业、各领域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提供专业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及产品。

主 导 产 品

物联网抽油机智能综合测控系统、间歇采油智能控制系统、螺杆

泵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油井动液面实时连续远程测量系统、全

无线功图远程采集系统、智能单井注水增压远程测控系统、无线

压力/温度数据监测系统、油田无线视频实时在线监控系统、高清

无拼接大屏幕显示系统、油田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油田电网 GIS

数字化监测管理系统、高压线路故障检测、防盗及运行管理系统、

线路和变压器防盗及运行管理系统、ZHDK-PLC1 一体化可编程控

制器等。

其 它

联 系 方 式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法 定 代 表 人 孙延庆 6280168 13845929899 zhdk@zhdk.net

总 经 理 孙延庆 6280168 13845929899 zhdk@zhdk.net

财 务 经 理 聂春平 6292858 13796983891 niechunping@163.com

联 系 人 董 晴 6292779 13555498253
dongqingjob@foxmail.

com

企 业 传 真 0459-6286001 企业网址 www.zhdk.net

2.1.2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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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工商执照号/

身份证号

出资

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到位

时间

1 孙延庆 230603197312172116 15% 75 货币
2012 年

6 月 29 日

2 自然人 232722196710180228 75% 425
货币

非货币

2012 年

6 月 29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合 计 - - -

备 注

技术等无形资产出资所占比例为 %

国有出资占比 %

固定资产出资占比 %

股东会的决策机制

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1.3 人员构成情况

人员总数 博士 硕士 大专以上

35 人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3 8.5% 26 74%

高管 中层 科研人员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6 15% 6 15% 26 74%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2 管理团队情况

2.2.1 管理团队简历

项目经理孟宪锋：身份证号：230623197106145219，哈尔滨工业大学

硕士，计算机应用专业，2009 年至今工作于大庆高新区中环电力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先后主持变电所无人值守测控系统、油田电网 GIS 数字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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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管理软件、数字化油田等重大物联网项目。承担项目并获得“注水井流

量远程测控系统”大庆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

能计产系统”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

黑龙江省攻关项目；“基于密井网测井数据沉积微相智能分层判相系统”

大庆高新区专项资金；“抽油机智能综合测控系统”大庆高新区专项资金。

技术总监范庆刚：身份证号：23012119820721365X ，“注水井流量远

程测控系统”项目，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面向石油地质的专业 GIS 软件

—PetroGIS”项目，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能计

产系统”项目，国家级火炬计划；“抽油机智能综合测控系统”项目，大

庆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研究”项

目，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

工程师易愿：身份证号：232331198307270411，获得过“连续动液面

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项目的研发，国家级火炬计划；“抽油机智能综合

测控系统”项目，大庆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

能测控系统研究”项目，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

2.2.2 董事会的组成及决策机制
序
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学历/职称 电话

1 孙延庆 总经理 大庆高新区中环电

力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

硕士、高级

职称

13845929899

2

3

2.2.3 本节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2.3 管理情况

2.3.1 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企业管理人员结构及基本情况：总经理具有 17年企业管理经验和软

件开发经历，黑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石油石化应用技术分会会长，具有良

好的行业经验和行业发展分析能力；总工程师具有大型软件企业及项目管

理经验，商务经理曾在英国量子关爱公司工作，能将国外的好的渠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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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带给企业，常务副总经理熟悉当地市场，有良好的社会关系。

研发人员结构及基本情况：公司研发人员主要为算法研究人员、软件

研究人员、硬件设计人员、仪器仪表研究人员、网络及数据库研究人员。

人员主要由 30-40 岁的人员为主，他们具有多年的项目开发经验，能够把

握项目的开发风险，控制每个里程碑。

生产人员结构及基本情况：由于公司属于研发型企业，公司开展研发

设计，硬件的生产是委托加工的方式进行，主要由两名经验丰富的外包经

理负责控制产品的外包厂家选择和质量控制。

销售人员结构及基本情况：公司销售的产品为工业用产品，每个项目

都是大额项目，所以销售人员都是有行业工作经验的 40岁以上的行业专

家，公司产品也是属于专家型产品，即买方决策是专家决策。

2.3.2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公司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管理队伍，他们在软件开发、硬件研发，市

场营销、专业市场、资讯收集、公共关系、人事关系等各种有影响的岗位

上具有直接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

公司管理层主要为总经理、总工程师、商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人

事经理等组成。总经理具有多年企业管理经验，同时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勘探开发技术分会副秘书长，具有良好的行业经验和行业发展分析能力；

总工程师具有大型软件企业及项目管理经验，商务经理曾在香港兰德思公

司工作，能将国外的好的渠道建设经验带给企业，常务副总经理熟悉当地

市场，有良好的社会关系。

2011 年：公司获得 ISO 9000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3.3劳资关系和关键雇员的激励与约束

公司与每位雇员签订劳动合同及保密合同，并为每位员工购买保险，

与管理层及关键人员创建激励机制。

2.3.4 关联交易及利益冲突

2.3.5 本节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4 企业历史沿革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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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庆高新区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申请成为双软认证企业

获得大庆市服务外包企业认定证书；

自主研发了“抽油机配重块安全防护罩”，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产品主

要用在油田的抽油机上，起到保护作用，提高起机安全，投入市场后，得

到用户充分认可；

2010 年：

获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

“注水井流量远程测控系统”获大庆市科技计划项目；

“基于密井网测井数据沉积微相智能分层判相系统”获科技中小型企业创

新基金；

2011 年：

公司获得 ISO 9000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获得 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获得 4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获得 2项高新技术产品：

自主研发了“一种可实现间歇采油的抽油机智能测控系统”，申请并获得

了实用新型专利。

“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项目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

“抽油机智能综合测控系统”获大庆高新区科技专项资金；

2012 年：

公司申请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申请成为黑龙江省专利优势培育企业；

《中环间歇采油智能控制系统软件 V1.0》获“黑龙江省软件与信息服务

业 2001-2011 年优秀软件产品”称号。

申请并获得 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获黑龙江省科技计划；

“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获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获得 6项高新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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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4项实用新型专利：

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 1项：

智能电网调度管理系统。

2013 年：

获 6项大庆市市级新产品：

1、中环间歇采油智能控制系统软件 V1.0；

2、连续动液面防空抽节能计产系统软件 V1.0；

3、电力调度应急预警工作流系统软件 V1.0；

4、变电所综合信息采集监控系统软件 V1.0；

5、操作队电力标准化作业管理系统软件 V1.0；

6、油田电网 GIS 数字化监控控制系统软件 V4.0。

申请 1项外观专利：

1、沉积微相图分层判相扫描设备

申请 3项实用新型专利：

1、基于太阳能微功耗动液面远程监测控制系统

2、物联网抽油机数控系统

3、物联网数控注水井增压壳

申请并获得 7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组建“黑龙江省油田配电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4 年：

获得 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申请 2项实用新型专利：

1、无缝隙 DLP 背投大屏显示设备

2、一种用于油井动液面连续远程监测系统的专用箱体

申请 5项发明专利：

1、一种用于油井动液面连续远程监测系统的专用箱体

2、油井动液面连续远程监控系统

3、基于太阳能微功耗动液面远程监测控制装置

4、无缝隙 DLP 背投大屏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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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种可实现间歇采油的抽油机智能测控系统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

2.5 财务状况

企业近 3年及当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行次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

主营业务成本 2

销售(营业)费用 3

其他业务利润 4

管理费用 5

财务费用 6

投资收益 7

补贴收入 8

营业外收入 9

营业外支出 10

利润总额 11

所得税额 12

净利润 13

货币资金 14

存货 15

应收帐款 16

其他应收款 17

预付帐款 18

流动资产小计 19

长期投资 20

固定资产 21

累计折旧 22

在建工程 23

无形资产 24

长期资产小计 25

资产总计 26

短期借款 27

应付帐款 28

预收帐款 29

应付职工薪酬 30

其他应付款 31

流动负债小计 32

长期借款 33

长期应付款 34

长期负债小计 35

负债合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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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 37

资本公积 38

盈余公积 39

未分配利润 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

研发费用投入 42

研发投入占收入比 43

资产负债率 44

净资产收益率 45

2.6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中环电力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在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加大了技术创新投

入及人才的引进。从企业每年销售额中提取 10%以上资金作为企业科技发

展基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新技术引进、新产品

开发及创新人才的引进。公司还与南昌大学、东北石油进行了产学研合作，

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公司的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以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技术服务于石油工业，以我们的理念

打造智慧油田，致力于为信息化在油田工业化建设领域中提供技术领先、

应用广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技术、产品及服务。

未来几年，我们仍将围绕油气田应用领域，深入研究物联网技术、智

能电网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技术，研发出企业有用、实用的技术，为

我国油田的持续稳产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断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和公司

品牌，立足大庆油田，并走向全国油田市场，形成油气田物联网领域、智

能电网领域的国内知名企业品牌。

三、产品/服务与技术

3.1 产品/服务描述

技术特点：

“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是根据油田开发、运行

原理及工作情况，而设计开发的数字化综合智能物联网系统产品，该系统

具有智能布井、降钻分析、实时数据采集与远程工况监测、连续动液面检

测、抽油机启停远程控制、最佳沉没度计算、智能调参等多种功能；该项

目创新的提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油井全生命周期智能调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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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将油井看作生命体进行个性化管理。网络层采用集成了运营商级的通

讯、无线微距通讯为一体；应用层从油井高产期利用连续液面监测仪实现

最佳沉没度计算，智能调整抽油机速度达到最佳泵效和最佳产能，当油井

进入低产期后智能计算分析进行间歇采油调度，实现主动进攻型间歇采油

设置，达到节能目的。并且可以通过感知层的功图、液面等参数，对油井

进行全面诊断，实现油井人性化、个性化处理方式调参管理，达到油田采

油后期的精细管理目的。

技术创新：

（1）卡口式载荷传感器通过测试油井光杆运行过程中直径的变化，

得到光杆承受的负荷值，测功图不需停抽、打卡子，安装传感器 15秒就

可以完成，性能优于俄罗斯同类产品。

（2）连续动液面监测传感器解决了国内同行业对无套压井无法测试

的难题，分体式专利结构设计，解决了国内同类产品在液面到井口时设备

损坏的难题。可以对高产井进行最佳沉没度计算、螺杆泵进的防空抽报井、

为低产井的间歇采油数据采集依据、司服电机实现自动调参。

（3）系统软件从油田区块布井就进行智能分析、有钻前降钻预测、

可分析单井特点，实现油井最佳泵效计算、达到最佳产能，智能计算油井

采油后期的间歇采油制度。并可对油田整个区块进行综合分析，达到利用

物联网的物物相联，通过阳光数据，进行智能单井全生命周期调参，实现

油田的科学调度管理。

（4）全封闭的平衡块安全护栏的专利产品在系统中的应用，解决了

物联网远程控制的安全问题，也是本项目的一大创新应用看点。

3.2 国内外研发情况

由于目前国内外未能研制出符合油田应用的连续动液面传感器，而截

荷产品又遇到拆装复杂的难题，因此，基于这两种应用的新型传感器为基

础的油田气田物联网应用还未有实质性开展。本项目创新的采用新型智能

传感器技术，创造性的提出了将油井赋予生命，单体个性化、人性化智能

管理，针对每口油井的不同生命周期进行差异化管理，以满足油田日常生

产运行、生产管理、生产监控、设备管理的需求，是一套集石油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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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管理和应用于一体的，规范、统一、安全、

高效的全新数字化油田综合智能管理应用系统，应用前景广阔。

其中，新型连续动液面传感器属国内首创，目前国内外动液面测量技

术，大概有以下几种：

1、利用测井仪器、井下安装传感器并利用作业机会回收传感器再推

算动液面等等。这样的技术，测量的动液面是比较准确的。但是，由于实

时性差，仪器和作业费用很高，不具备推广价值。

2、利用回声仪技术，由采油厂测量工定期测量动液面。这是目前国

内各个油田普遍采取的一种办法。这种技术的优点的是动液面相对准确度

高，缺点是无法得到实时的数据，由于发声介质使用无弹头火药子弹或氮

气瓶声弹，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并且每年的作业费用（人工、车辆、子

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3、油井现场安装电动气枪、电动氮气瓶，这样倒是实现了连续的在

线测量，但是，一个油井几万元的设备费用，也使得这样的技术难以普遍

使用，并且发声设备在现场容易出现问题，一个小时发声一次有时都无法

实现。

4、利用示功图推算动液面的技术，可实时得到动液面数据。这个技

术的缺点是不能完全离开回声仪的测试数据，尤其是软件第一次运算出的

动液面，需要和回声仪的数据校正，然后每间隔一定时间还要再进行校正。

动液面数据相对误差较大（误差率 10%）。

5、利用油井套管气膨胀发声原理获得声源。该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

额外提供能源，缺点是对于无套压井无法测量（>0.2MPa）。

6、电控声源。利用高压放电原理，对套管气体进行电离，产生爆炸

发声。该方法的优点是用电能产生声波，容易实现自动连续测量，结构紧

凑体积小。缺点是对套压较高的油井（>1Mpa）不易引爆。

目前国内外载荷传感器测量技术情况：

载荷传感器：油井功图远程采集目前都采用通过测量抽油机光杆往复

运动中的载荷值，并利用与位置的关系，计算抽油机载荷，挂在驴头上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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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创新的提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油井全生命周期智

能调参管理，将油井看作生命体进行个性化管理。应用层利用连续液面监

测仪，实现最佳沉没度计算智能调整抽油机速度达到最佳泵效和最佳产

能，当油井进入低产期后智能计算分析进行间歇采油调度，实现主动进攻

型间歇采油设置，达到节能目的。并且可以通过感知层的功图、液面等参

数，对油井进行全面诊断，实现油井人性化、个性化处理方式调参管理，

达到油田采油后期的精细管理目的。

产品从抽油机的精细化、个性化、拟人化管理等手段，实现通过物联

网手段提高单井产量、抽油机泵效实现节能；同时利用连续动液面监测技

术实现低产井的间歇采油，实现停井节能。

项目建设正逢中石油启动“油气生产物联网系统（简称 All 项目）”，

目前在试点油田大庆油田、长庆油田、新疆油田进行，试点期间的 2011

年计划投资就达 140 亿以上，是中国石油十二五信息化建设重点的项目。

随着油气生产物联网系统在全国油田的推广，项目产品市场将迎来高速增

长阶段。

3.3 产业政策

3.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四、研发情况

4.1 研发投入情况

年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研发经费

万元
213 513 1034

2015 年-2017 年：油田软件产品研发、销售。主要研发项目有，物联

网油井智能调参系统、电力自动化软件测控系统、生产指挥决策系统。

2018 年-2019 年：油田数字化测控研发、销售。主要研发项目有油井

监控系统、变压器防盗系统、油井动液面监测系统。

4.2 研发队伍情况

研发人员结构及基本情况：大专以上科技人员 26人，占公司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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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4%；公司研发人员 14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40%。公司研发人员主要为

算法研究人员、软件研究人员、硬件设计人员、仪器仪表研究人员、网络

及数据库研究人员。人员主要由 30-40 岁的人员为主，他们具有多年的项

目开发经验，能够把握项目的开发风险，控制每个里程碑。

4.3 公司目前和将来产品开发或服务项目的情况

4.4 有关知识产权情况

专利情况参考表格（软件著作权情况可参考此表格列表说明）：
序

号
类别 软件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00

1
实用新型

抽油机配重块安全防护

罩

ZL 2009 2

0318592.6
2009.12.25 2010.10.6

00

2
实用新型

一种可实现间歇采油的

抽油机智能测控系统

ZL 2012 2

0033568.X
2012.2.3 2012.9.19

00

3
实用新型

多功能绝缘体立体驱防

鸟装置

ZL 2012 2

0755514.4
2012.12.31 2013.6.26

00

4
实用新型 无线测温监测系统

ZL 2012 2

0755515.9
2012.12.31 2013.6.5

00

5
实用新型

油井动液面连续远程监

测系统

ZL 2012 2

0745039.2
2012.12.31 2013.6.12

00

6
实用新型

基于连续动液面传感器

油井螺杆泵直驱远程伺

服控制系统

ZL 2012 2

0743149.5
2012.12.31 2013.6.5

00

7
外观设计

沉积微相图分层判相扫

描设备

ZL 2013 3

0173057.8
2013.5.13 2013.8.21

00

8
实用新型

基于太阳能微功耗动液面远

程监测控制装置

ZL 2013 2

0887691.2
2013.12.31 2014.10.15

00

9
实用新型 物联网抽油机数控装置

ZL 2013 2

0883810.7
2013.12.31 2014.9.17

01

0
实用新型 注水井物联网数控增压装置

ZL 2013 2

0887784.5
2013.12.31 2014.6.11

01

1
实用新型

无缝隙 DLP 背投大屏显示

设备

ZL 2014 2

0270851.3
2014.5.24 2014.9.24

01

2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油井动液面连

续远程监测系统的专用

箱体

201420753517.

3
2014.12.4

01

3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油井动液面连

续远程监测系统的专用

箱体

201410728729.

0
2014.12.4

01

4
发明专利

油井动液面连续远程监

控系统

201410728728.

6
2014.12.4

01

5
发明专利

基于太阳能微功耗动液

面远程监测控制装置

201410734763.

9
2014.12.4

01

6
发明专利

无缝隙 DLP 背投大屏显示

设备

201410777369.

3
2014.12.15

01

7
发明专利

一种可实现间歇采油的

抽油机智能测控系统

201410777355.

1
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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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权利取得方式 发证日期

001

数字化电力测控基

础平台软件系统

V1.0

2011SR006941 受让 2011.2.15

002
中环油田设备智能

测控系统软件 V3.9
2011SR003433 原始取得 2011.1.24

003

中环基于密井网测

井数据沉积微相智

能分层判相系统软

件 V1.0（密井网测

井数据沉积微相智

能分层判相系统）

2011SR084816 原始取得 2011.11.19

004

中环电力调度应急

预警工作流系统软

件 V1.0

2011SR091771 原始取得 2011.12.7

005

中环变电所综合信

息采集监控系统软

件 V1.0

2011SR091675 原始取得 2011.12.7

006

中环操作队电力标

准化作业管理系统

软件 V1.0

2011SR091726 原始取得 2011.12.7

007

中环油田电网 GIS

数字化监控控制系

统软件 V4.0

2011SR091769 原始取得 2011.12.7

008

中环注水井流量远

程测控系统软件

V1.0

2011SR092821 原始取得 2011.12.9

009

中环电控变电所综

合信息采集监控系

统软件 V3.0（变电

所综合信息采集监

控系统软件）

2012SR001038 原始取得 2012.1.9

010

中环间歇采油智能

控制系统软件 V1.0

（中环间歇采油智

能控制系统）

2012SR001039 原始取得 2012.1.9

011

连续动液面防空抽

节能计产系统软件

V1.0

2012SR045960 受让 2012.6.1

012

中环油井动液面连

续远程监测系统软

件 V1.0

2013SR086472 原始取得 2013.8.19

013
中环无线测温监测

系统软件 V1.0
2013SR086583 原始取得 2013.8.19

014

中环嵌入式注水井

流量远程测控系统

软件 V1.0

2013SR086612 原始取得 2013.8.19

015
中环智能电网调度

管理系统软件 V1.0
2013SR086880 原始取得 20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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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中环物联网采油设

备智能测控系统软

件 V1.0

2013SR087041 原始取得 2013.8.19

017

中环基于新型传感

器的油田设备智能

测控系统研究软件

V1.0

2013SR139896 原始取得 2013.12.06

018

中环基于连续动液

面传感器油井螺杆

泵直驱远程伺服控

制系统软件 V1.0

2013SR139891 原始取得 2013.12.06

019

中环嵌入式油井动

液面连续远程监测

系统软件 V1.0

2014SR011593 原始取得 2014.01.26

020

中环嵌入式无线测

温监测系统软件

V1.0

2014SR011597 原始取得 2014.01.26

021

中环嵌入式基于连

续动液面传感器油

井螺杆泵直驱远程

伺服控制系统软件

V1.0

2014SR011837 原始取得 2014.01.26

022

中环新型直驱式螺

杆泵电机的四级刹

车模式系统软件

V1.0

2015SR002957 原始取得 2015.01.07

023

中环嵌入式新型

直驱式螺杆泵电机

的四级刹车模式系

统软件 V1.0

2015SR002961 原始取得 2015.01.07

024

中环物联网油井智

能调参系统软件

V1.0

2015SR003020 原始取得 2015.01.07

4.5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五、行业和市场

5.1 行业和市场状况介绍及分析

由于目前国内外未能研制出符合油田应用的连续动液面传感器，而截

荷产品又遇到拆装复杂的难题，因此，基于这两种应用的新型传感器为基

础的油田气田物联网应用还未有实质性开展。本项目创新的采用新型智能

传感器技术，创造性的提出了将油井赋予生命，单体个性化、人性化智能

管理，针对每口油井的不同生命周期进行差异化管理，以满足油田日常生

产运行、生产管理、生产监控、设备管理的需求，是一套集石油开发、生

产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管理和应用于一体的，规范、统一、安全、

高效的全新数字化油田综合智能管理应用系统，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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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目标用户以及经营业务的市场情况

5.3 竞争情况及公司优势

5.3.1 竞争对手情况

5.3.2 竞争分析

具有节能、稳产、安全、高效的特点，将油井看作生命体进行个性化

管理。

通过系统软件感知层的功图、液面等参数，对油井进行全面诊断，

实现油井人性化、个性化方式调参管理，达到油田采油后期的精细管理目

的。

“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软件”项目的实施，实现

了信息化、网络化与油田地面钻采集输系统成功对接，紧密连接生产的各

个环节，使油田业务与技术得到整合，进一步优化油田生产经营管理，开

辟了油田生产的新途径，对油田高效开发、节能、安全稳产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5.3.3 核心竞争力

公司拥有专业的市场策划队伍，针对企业和产品的实际情况，进行市

场战略目标体系的策划。并且制定、规划公司品牌策略，包括新产品的定

位、营销方案及整体设计，提升品牌销量。公司拥有职业化营销团队，利

用软件产品，做各行业项目解决方案，已经建立了东北地区油田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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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并将准备发展全国石油行业代理商。公司还将建立由广告服务支撑

的基于网络的软件服务平台。

5.3.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六、市场营销

6.1 营销情况

6.2 分销商/代理商的选择

6.3 产品/服务价格

6.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七、生产和实施

7.1 产品生产制造方式

自己生产

7.2 现有生产场地和设备情况

计算机设备 60台，服务器 2台，VS2005 软件 5套，数据库软件 2套，

硬件开发环境齐备。

7.3 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

1、研究方法：

（1）气爆发声装置输出能量可以根据需要通过控制输出电压或增减

储能电容进行调整。

（2）动液面测量装置采用气爆发声的研究：由控制电路、微型气泵、

储气筒、电磁阀、气管等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井内套管气，生成高

压气体瞬间放气产生次声波作为测量声源。

（3）连续动液面远程采集的研究：实现远程无线远程实时采集，安

全高效。

（4）最佳沉没度算法的研究：自动计算最佳沉没度。

（5）动液面计产的研究：利用采回的动液面数据计算产量。

2、技术路线：

本项目以卡口式传感器、连续动液面远程监测传感器、信息交换和通

讯系统、功图量油、最佳沉没度计算与智能调参、智能间歇采油为研究基

础，以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为纽带，让处于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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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软件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高效、智能的物联网系统—“基于新型

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制定技术路线如下：

（1）卡口式传感器

卡口式载荷传感器是该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系统最

重要的传感器之一，位于物联网感知层。是一种快速抽油机光杆载荷传感

器，壳体上有禁锢螺栓穿过，且禁锢螺栓位于壳体内的一端固定凹槽，凹

槽内有光杆被卡住；壳体内有形变放大装置依次连接微型变传感器、信号

处理及通讯模块，而信号处理及通讯模块连接加速度传感器及壳体外的微

电脑采集器。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使传感器操作安全简便，提高工作效

率，更重要的是不会引起井况及泵况的变化，所测示功图能真实地反映抽

油机在线的工况。

一次元件
油杆状态量感知

RTU
数据采集

微距传输
数据采集

监测中心

（2）连续动液面远程监测传感器

连续动液面远程监测传感器是“基于新型传感器的油田设备智能测控

系统”最重要的传感器之一，位于物联网感知层。由控制电路、微型气泵、

储气筒、电磁阀、气管等组成，采用气爆脉冲声源，解决传统其他声源存

在安全隐患和笨重的缺点，具有体积小，安装方便，自动测试，智能化程

度高，环保节能。远程液面测量装置安装在井口，在单片机的控制下，系

统实时和监控中心保持通信，一旦收到指令或到达定时时间，系统即按设

定的参数启动电控脉冲声源向井下发送声波，同时回波检测系统开始工作

并把采集的结果存储到记忆芯片中，测量完毕，启动数据发送程序，把采

集到的数据连同套管压力、井口温度以及设备自身相关参数一同发送到监

控中心。

1）电控气爆发声装置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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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波采集装置框图

（3）功图量油

功图量油即“功图法”油井计量技术，是依据游梁机-深井泵工作状

态与油井产液量变化关系，即把有杆泵抽油系统视为一个复杂的振动系

统，该系统在一定的边界条件和一定的初始条件（如周期条件）下，对外

部激励（地面功图）产生响应（泵功图）。然后对此泵功图进行分析，确

定泵的有效冲程、泵漏失、充满程度、气体影响等，计算井下泵排量，进

而折算地面有效排量。

功图量油核心理论示意图

（4）最佳沉没度计算与智能调参

马达电 源

（DC）
微型气泵 储气筒 电磁阀

控制电路

微音器 A/D

存储器辅助电路 CPU



23

科学的最佳沉没度计算是通过液面恢复时间、停开机液面高度及容积

之间的关系，绘制曲线计算产液量，确立最佳沉没度数学模型。设定最小

沉没度和最佳沉没度，让控制器根据自动液面测量装置测出的实时液面数

据和设置值对比，到最小沉没度时及时保护停机；可以根据自动液面测量

装置测出的实时液面数据和最佳沉没度对比，自动调整泵变频器频率，控

制电机转速，调整产液量，达到最佳沉没度，实现供排平衡和智能调参的

目的。

（5）抽油机配重块安全防护罩的实现

我公司已申请了“抽油机配重块安全防护罩”的专利，下一步将按专

利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设计结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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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原材料采购情况

7.5产品质量保证情况

产品执行的标准

GB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 9385-2008 《计算机软件需求规格说明规范》

GB 9386-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SY/T 5435-2003》

7.6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八、财务预测

8.1 财务预测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第 1年 第 2年 第 3 年 第 4年 第 5年

主营业务收入 1 285 340 410 540 620

税前利润 2

净利润 3 120 113 132 147 191

纳税总额 4

研发费用投入 5 125 190 235 343 365

研发投入占收入比 6

毛利润率 7

净利润率 8

8.2 税收政策情况

8.3 投资回收期和盈亏平衡计算

8.4 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九、融资和退出计划说明

9.1 融资需求（即新增投资总额）

9.2 对股权投资的需求

9.3 投资人介入公司业务的程度建议

9.4 投资退出

十、风险分析与控制措施

1、技术风险：在软件的开发过程，我们不仅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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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而且还拥有一只经验丰富的技术队伍。并且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渐扩

大，一些高科技人才正不断的地充实着我们的技术和管理队伍。本公司相

信自己有能力适应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

应对措施：我们企业一直以来都在注重这方面风险的控制，软件开发

及服务的特点是按质量要求严格培训服务人才，我们建立了人才培养阶梯

管理办法，有效的保障了软件开发及服务人才问题。

2、人员风险：IT 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很大，从而造成这一类型企业

的人员风险。对此，公司实行了完善的激励机制，采取股份期权、总经理

基金等各种灵活的方式，充分调动了技术、管理、业务等部门及骨干人员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与此同时，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和创新战略还吸引了

一批国内外精英，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

3、风险因素分析：产品市场需求非常强烈，市场风险主要市场培育

风险。由于产品属创新产品，市场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将采取实验

室与现场实验结合的方式减少风险。通过制造示范效应扩大品牌影响力。

1）产品销售：建立销售渠道，发展各地代理商。

2）产品应用：立足大庆油田，示范成功案例。

3）产品服务：加强产品售后服务，不断完善产品性能。

十一、项目实施进度及里程碑计划
2012 年

2012 年 7 月-10 月 完成感知层关键设备卡口式载荷传感器理论研究

及实验室产品设计

2012 年 11 月-12 月 完成连续动液面监测传感器理论研究及实验室产

品设计

2013 年

2013 年 1 月-2013 年 3 月 完成油井全区块、单井个性化智能调参在油气物联

网中的应用技术的初步理论设计

2013 年 4 月-2013 年 5 月 完成新型传感器的样机

2013 年 6 月-2013 年 9 月 新型传感器的产品稳定性测试、中型产品兼容性现

场测试

2013 年 10 月-12 月 小规模测试阶段

2014 年

2014 年 1 月-2014 年 4 月 整体测试阶段

2014 年 5 月-7 月 建立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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