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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服务的钻井工程数据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胡宏涛，吴　娟
（西安石油大学 计算机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云技术的发展，基于云计算技术架构的应用系统逐渐成为主流。本文根据石油钻井企业工程数据管
理的需求，首先采用面向服务思想，将系统封装为９个服务，然后统一部署在云平台上，最终实现了基于云服务的钻井工
程数据管理系统，通过使用云计算技术以及ＳＯＡ软件架构，有效解决了传统管理系统的扩展能力差、维护成本高以及资源
利用率低等问题，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提供重要的数据依托，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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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钻井工程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系统工程，整

个工程涉及到的数据极其庞大，若不对其进行高效

安全的管理，必定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工作效

率。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复杂庞大的数据进行

有效管理已经成为可能。基于此，设计研发一套钻

井工程数据管理系统已然成为钻井行业的迫切需

求。系统的开发使用不仅会改善工作效率，而且能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传统的管理系统的扩展性较差，与此同时其高

昂的维护成本也给许多小型企业带来了相应的经济

压力，而随着近年来云计算的高速发展，则为该问题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迄今为止，“云”已经

被大多数的企业所接受，云计算让海量数据存储变

为现实，云服务给企业提供云端服务，并可将企业的

日常数据资料存储在云服务器上，在有网的情况下

就可以即用即取。传统模式下，企业本地的系统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企业只能大修小补直至系

统彻底废弃，而在云服务平台下，企业不再需要在维

护方面增加额外的投入就可以实现系统升级，享用

最新的功能组件。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云服务
云服务资源是云服务向消费提供服务的根本，

根据平台的特征，分为 ＩＡＡ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基础设施即服务）、ＰＡＡ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平台即服务）、ＳＡＡ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软件即服务）。３种云服务的层次结构图如图１所
示。

１．２　面向服务架构ＳＯＡ
ＳＯＡ服务架构的特点是粗粒度和松耦合，服务

与服务之间是通过接口进行通讯的，但是没有涉及

到底层编程接口和通讯模型，采用ＳＯＡ架构的系统
在应对业务变化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ＳＯＡ中的
不同组件及工作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１　３种云服务的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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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ＯＡ中的不同组件及其工作流程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Ａ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２　基于云服务的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系
统设计

２．１　系统架构
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众多，

其中既需要管理海量的数据，尤其重要的还将涉及

不同部门、不同地点之间的协调，这就要求钻井工程

设计数据管理系统能够满足协同办公、具有较高的

数据管理水平以及资源共享功能等，云计算的集中

运算资源分布恰好满足要求。基于云服务和 ＳＯＡ
架构的数据管理系统分为基础设施层、平台层、石油

云层、表示层、用户层等。其系统设计架构如图３所
示。

２．２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研究给出的系统功能模块设计如图４所示。分

析图４可知，基于云服务的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
系统对钻井工程中的庞大数据进行高效管理，系统

按功能分为３个模块。对此可展开分析论述如下。
（１）登录模块：主要用于登录者的身份验证。

登录时，需输入符合系统规定要求的账号与密码，只

有输入正确时才能获准进入系统。而根据登录者的

身份不同，所能操作的权限也各不相同。管理员可

以对系统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等操作，而普通用户

还能对数据进行查看。

（２）管理员操作模块：以管理员的身份登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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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云服务的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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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后，就可进入管理员操作界面。管理员可以管理

普通用户，包括对其账号、密码、用户名等信息的增

删改查等；同时，还可以对工程数据进行管理，即根

据需求进行工程数据的录入、修改、删除、查看等。

管理员是系统的管理者，故拥有的权限也是最多的。

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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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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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普通用户操作模块：以普通用户的身份登
录成功后，就可进入用户操作界面。普通用户只能

查看工程中的各项数据，而并未被授予其他权限。

２．３　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
数据库是整个软件系统的后台核心，设计一套

简单，完整的数据库表是数据库设计的关键工作。

而数据库概要设计中涉及的内容就是：将整个钻井

工程中的业务流程抽取出来，加以分析，再对数据进

行分类与整合，最终抽象成一张张的数据库表。钻

井工程数据管理系统由众多模块组成，分别是：用户

管理、井基本数据管理、井身结构数据管理、井口装

置数据管理、钻具组合数据管理、钻井液设计数据管

理、设备选型以及查询全部工程数据等，其中的多个

模块间的功能则由井号来实现紧密联系。通过对钻

井工程数据管理系统数据流程进行分析，针对系统

需求，本次研究中设计部分的主要表字段具体如下：

（１）用户信息（账号，用户名，密码，身份）
（２）井基本数据信息（井号，井名，设计人，设计

单位，设计时间）

（３）井身结构数据信息（井号，套管名称，固井
时井眼尺寸，固井时的井深，套管尺寸，套管顶部深

度，套管鞋深度，套管鞋所在层位，人工井底深度，回

压凡尔深度，一级水泥返高，二级水泥返高，分级接

箍深度，套管扶正器个数）

（４）一开井口数据信息（井号，圆井或方井尺
寸，圆井或方井深度，导管直径，导管深度，钻井液出

口高度）

（５）二开井口数据信息（井号，防喷器型号规
范，试压压力，３０ｍｉｎ压降，控制系统，节流管汇）

（６）钻具组合数据信息（井号，序号，下入井深，
起出井深，钻具组合，备注）

（７）钻井液设计数据信息（井号，开钻次序，起
始井深，终止井深，密度，漏斗粘度，ＡＰＩ失水，泥饼，
ＰＨ值，含砂量，高温高压滤失量，摩阻系数，静切力
初切，静切力终切，塑性粘度，动切力，ｎ值，Ｋ值，总
固含量，膨润土含量，钻井液类型，钻井液配方，处理

方法与维护，备注）

（８）设备选型数据信息（井号，设备名称，设备
型号，负荷或功率，本井工作时间，累计工作时间，运

转情况，设备及零部件更换情况）

３　系统主要功能实现

３．１　钻井液设计工程数据管理
将数据库中的井的基本信息全部展示出来，再

通过翻页、搜索、排序以及分页功能方便管理员检索

出需要显示的信息。管理员可对钻井液设计工程数

据进行添加、修改和删除，添加界面如图５所示。

图５　添加钻井液设计工程数据信息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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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井基本数据查看
在普通用户操作模块中，普通用户只能对数据

进行查看，此外并无其他权限，查看井基本信息界面

如图６所示。

图６　查看井基本信息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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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系统多会调用大量的数

据信息，所以在设计系统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使

用是否便捷，处理是否高效等多方面因素。基于目

前较为先进的云服务以及ＳＯＡ架构的技术背景下，
本文设计了基于云服务的钻井工程设计数据管理系

统整体架构，分别从基础设施层、平台层、石油云层、

表示层、用户层等来展开设计。接着通过对系统进

行功能模块设计、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系统主要功

能研发等来进一步完善该系统的整体技术解决方

案，旨在实现企业钻井工程的现代化，提高内部员工

的工作效率，从而使企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下转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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