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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采集生产信息录入方法改进

刘　丽
（中石化西南石油局 第二物探大队，四川 德阳　６１８０００）

摘 要：以地震采集生产信息为例，分析了中石化勘探生产管理信息系统（ＳＥＭＩＳ４．０）客户端的常规录入和快速录
入方法的优缺点，绕开客户端录入方式，对信息录入方法进行了改进，弥补了像三维地震采集测量数据这样庞大的

记录在系统客户端无法实现快速录入的缺陷。采用改进后的录入方法，能够快速完成像三维地震采集测量数据这

样庞大的记录的录入工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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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化勘探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信
息管理平台。２００１年底，中石化勘探生产管理信息
系统（ＳＥＭＩＳ２．０）在中石化各油气田公司全面推广
应用。２００８年底，升级为ＳＥＭＩＳ３．０，２０１１年底升级
到现在的 ＳＥＭＩＳ４．０版本。中石化委托开发的这套
中石化勘探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前期做了大量的调

研工作，对中石化股份公司和各油气田公司勘探生

产管理信息的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具体分

析，在开发中，从数据结构定义到系统功能实现等一

系列复杂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力求简单实用。该套

系统严格按照《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勘探生产管

理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要求，结合了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公司有关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能满足中石化股

份公司和各油气田公司对勘探生产管理信息的管理

需求，同时还能满足数据源对数据管理和维护的需

求。该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展功能，能够管理和查询

各类勘探数据，并按照要求自动生成各类报表，同时

能够统计、对比和分析各类勘探数据。

１　中石化勘探生产信息系统（ＳＥＭＩＳ４．０）功
能及运行环境

　　中石化勘探生产管理信息系统（ＳＥＭＩＳ４．０）是
一套具有勘探动态信息数据录入、数据传输、数据复

制、报表制作、报表处理、数据统计、ＷＥＢ信息发布
等功能的信息管理系统。ＳＥＭＩＳ４．０的后台数据库
采用Ｍ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７．０（或更高版本），应用操作系
统采用ＷＩＮ９８或 ＮＴ４．０（或更高版本），大大提高

了数据管理和应用的稳定性、可靠性、灵活性和易用

性。客户／服务程序采用 ＯＤＢＣ开放的数据库连接
技术，实现了系统与数据库管理的分离，提高了系统

重用性。

一直以来，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的地震采集

项目的所有地震采集生产信息都是由第二物探大队

生产技术科负责录入和上传。目前，第二物探大队

专用电脑安装的后台数据库是Ｍ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５，
应用操作系统是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在此基础上，安装了“中石化勘探生产信息系统

（ＳＥＭＩＳ４．０）”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通过客户端的
录入界面，录入生产数据，再通过服务器端的自动导

入导出功能，导出生产信息，并上传到西南油气分公

司服务器中，再由西南油气分公司上传到中石化总

部服务器，从而完成基层服务器到西南油气分公司

服务器再到中石化总部服务器的数据上传工作。

２　地震采集部分涉及的表及录入方法

中石化各油气田公司都有专人负责数据库管

理，每年都要进行系统的关键字维护，主要包括每年

的构造单元、地层分层、勘探项目的维护，根据勘探

工作，添加需要的内容。当年的勘探计划及投资信

息需要最先录入库中，在此基础上，各油气田公司中

分别负责测井、录井、试油、物探、地质圈闭、储量、油

气田开发等专业的信息管理人员才能成功录入和上

传数据，再经过上级汇总之后，形成涵盖了各种油气

勘探专业的勘探数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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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ＭＩＳ４．０地震采集部分涉及的表分成两类：基
础表和统计表。基础表是指需要人工录入数据的表

（表１），统计表是指二次生成的表，是经过统计得到
的表（表２）。
表１　ＳＥＭＩＳ４．０库中需要录入的基础表格（地震采集部分）

序号 表的名称 表的代号 费时程度

１ 工区 ＡＴＳＪ９０ 不费时

２ 物探日报 ＡＴＳＪ６３ 不费时

３ 物探周报 ＡＴＳＪ８８ 不费时

４ 月地震工作量统计 ＡＴＳＪ１４ 不费时

５ 二维地震基础数据 ＡＴＳＪ１５ 较费时

６ 三维地震基础数据 ＡＴＳＪ１６ 不费时

７ 二维地震测量数据 ＡＴＳＪ１８ 较费时

８ 三维地震测量数据 ＡＴＳＪ１９ 特别费时

９ 地震技术经济指标统计 ＡＴＳＪ２０ 不费时

１０ 二维覆盖次数工作量统计 ＡＴＳＪ２１ 不费时

１１ 地震剖面质量和时效分析 ＡＴＳＪ２２ 不费时

表２　ＳＥＭＩＳ４．０库中二次生成的统计表格（地震采集部分）

序号 表的名称 表的代号 费时程度

１ 地震工作量统计数据 ＡＴＹＷ０１ 统计，不需录入

２ 勘探工作量完成情况 ＡＴＹＨ０１ 统计，不需录入

３ 二维测线基础数据表 ＡＴＮＷ０１ 统计，不需录入

４ 三维工区基础数据表 ＡＴＮＷ０２ 统计，不需录入

５ 地震工作量和成本 ＡＴＮＷ１０ 统计，不需录入

６ 勘探工作量、成果、成效分析 ＡＴＮＨ０１ 统计，不需录入

　　一般来说，向 ＳＥＭＩＳ４．０录入数据时，需要先登
录ＳＥＭＩＳ４．０库的客户端。录入方法有常规录入和
快速录入两种。必须先用常规录入方法录入一条记

录，才能使用快速录入方法录入数据，方法是：先复

制这条记录，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修改，得到一条新

记录，依次重复进行操作，得到下一条记录。常规录

入方法的缺点：一条新记录在录入之前，它的所有字

段里都没有信息，需要录入这条记录上所有字段的

信息，即使与上条记录中相同字段有相同内容时也

是一样。如果要录入的记录多的话，这种录入方法

既死板又浪费时间。快速录入的优点：只需修改新

记录中与上一条记录不一样的内容，相同的内容就

可以不动，节省了录入时间。快速录入的不足之处：

不能把库外部的位置排列相同的数据全部复制粘贴

过来，只能一个字段一个字段的复制粘贴，这也是快

速录入的短板。表１中，工区表（ＡＴＳＪ９０）、月地震
工作量统计表（ＡＴＳＪ１４）、三维地震基础数据表（ＡＴ
ＳＪ１６），因为要录入的记录个数少，采用常规录入方
法就可以轻松完成。物探日报表（ＡＴＳＪ６３）、物探周

报表（ＡＴＳＪ８８），虽然要录入的记录个数多，但因为
有很多相同的字段内容不需修改，修改的部分比较

少，用快速录入方法就可快速完成录入工作。而对

于二维地震基础数据表（ＡＴＳＪ１５）、二维地震测量数
据表（ＡＴＳＪ１８）、三维地震测量数据表（ＡＴＳＪ１９），快
速录入方法也无能为力，因为一条记录中大部分字

段的内容都需要改动，使用快速录入方法一样很费

时间和精力，稍不留神还容易出错。

３　录入方法的改进

针对大量的地震采集数据，特别是三维测量数

据，在系统客户端的录入界面输入数据时，因为每个

工区的三维测量数据要分别录入炮线数据和检波线

数据，包括线名、起止点（含拐点）桩号、起止点（含

拐点）的ｘ和ｙ坐标、起止点（含拐点）的高程，每条
炮线或每条检波线信息至少都有２条记录。一个三
维采集项目要录入的测量记录少则上百条，如果遇

上３Ｄ３Ｃ采集项目，仅一个项目要录入的测量记录
就接近１０００条。一年下来，西南油气分公司３个
物探大队的录入数据，仅测量数据的录入，就是件让

人头疼的事。带着这个问题，向软件开发方专家请

教，经过亲自实践，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具

体方法如下。

（１）首先，建立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连接接口，有
十个步骤。

第一步，点击电脑右下角“开始”（菜单）。

第二步，选择“设置”中的“控制面板”，点击并

打开“控制面板”。

第三步，选择“管理工具”，双击并打开它。

第四步，在打开的管理工具里，选定“数据源

（ＯＤＢＣ）”，双击打开它。
第五步，选择右上角的“用户 ＤＳＮ”，点击“添

加”。

第六步，在名称中选择“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点击“完
成”。

第七步，名称：填入ＳＥＭＩＳ，服务器：填入 Ｌｏｃａｌ，
然后，点击“下一步”。

第八步，选择使用用户输入登录 ＩＤ和密码的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验证。并在连接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以获得其他
配置选项打勾。登录ＩＤ：这里要输入进入ＳＱＬＳｅｒｖ
ｅｒ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这里要输入进入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的密码。然后，点击“下一步”。

第九步，更改默认数据库指为 ｐｅｄｉｓ２０，然后，点
击“下一步”，再点击“完成”。

第十步，点击“测试数据源”，测试成功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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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然后再次点击“确定”。关闭弹出的

未关闭窗口。

（２）然后，新建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并与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建立链接关系。２００３版和２００７版的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链接操作方法有些差异。如果计算机安装

的是２００３版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建立链接关系步骤如
下。

第一步，选择“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３”，点
击并打开它。

第二步，点击“文件”，在下拉菜单中点击“新

建”。

第三步，点击右边的“空数据库”。

第四步，输入文件名，自己取（如１２３４５６），然后
点击“创建”。

第五步，在弹出的窗口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

的菜单中点击并打开“链接表”。

第六步，找 Ｃ盘文件，依次打开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ｉｌｅ文
件夹、ＣｏｍｍｏｎＦｉｌｅｓ文件夹、ＯＤＢＣ文件夹、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文件夹，文件类型选ＯＤＢＣ数据库。

第七步，在弹出的框中选“机器数据源”，数据

源名称选择“ＳＥＭＩＳ”，点击“确定”，填写登录名称
和密码（应与登录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的相同），点击“确
定”。

第八步，在弹出的链接表中，选择自己想要的

表，如 ｄｂｏ．ＡＴＳＪ１９、ｄｂｏ．ＡＴＳＪ１８、ｄｂｏ．ＡＴＳＪ１５，点击
“确定”，这样就完成了这三张表的链接。默认的保

存位置在我的文档中，文件名就是第四步自己取的

文件名（如１２３４５６．ｍｄｂ）。
如果计算机安装的是２００７版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建立链接关系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７”，点
击并打开它。

第二步，点击新建空白数据库区域的“空白数

据库”。

第三步，输入文件名，自己取（如１２３４５６），自己
指定存入的位置，然后点击“创建”。

第四步，依次选“外部数据”，选“其他”，选

“ＯＤＢＣ数据库”，然后点击，并选择通过创建链接等

内容（第２个选项）。
第五步，在第四步之后，点击“确认”。

第六步，依次选“机器数据源”，选“ＳＥＭＩＳ”，然
后点击“确定”。

第七步，填写登录名称和密码（应与登录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的相同），然后点击“确定”。

第八步，在弹出的链接表中，选择自己想要的

表，如ｄｂｏ．ＡＴＳＪ１９、ｄｂｏ．ＡＴＳＪ１８、ｄｂｏ．ＡＴＳＪ１５，然后
点击“确定”，这样就完成了这三张表的链接。保存

位置在第三步指定的位置上，文件名是自己取的名

字（如１２３４５６．ｍｄｂ）。
（３）最后，做好已建立的链接表的 Ｅｘｃｅｌ模板，

也就是空白的ＡＴＳＪ１９、ＡＴＳＪ１８、ＡＴＳＪ１５的 Ｅｘｃｅｌ表，
表中每列题头的拼音缩写都用汉语标注清楚，以便

录入时醒目且不会出错。再将数据量大的ＡＴＳＪ１９、
ＡＴＳＪ１８、ＡＴＳＪ１５的 Ｅｘｃｅｌ表（模板）发给分队，让野
外施工分队认真填好信息再返回，第二物探大队生

产技术科检查无误并稍作修改后，复制、粘贴到链接

的对应表中，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的快速入库。

４　效果分析

这种改进的录入方法在西南油气分公司管理的

２０１１年度和２０１２年度已完成的二、三维采集项目
中得到了应用，特别是 ＳＥＭＩＳ４．０中的三维地震测
量数据表（ＡＴＳＪ１９）的录入工作，现在能很快完成，
大大缩短了录入时间（表３）。从表３中可以看出，
“丰谷三分量三维地震采集项目”、“永太三维地震

采集项目”、“德阳三维地震采集项目（北块、南一

块、南二块）”和“成都三维地震采集项目（Ａ、Ｂ、Ｃ
块）”的三维地震测量数据的入库记录（录入的数

据）分别为７２０、２３３、６３６、８１８条，采用该系统客户端
方式录入数据，如果每天录入数据按６ｈ计算，完成
入库工作，预计分别需要８ｄ（４８ｈ）、２ｄ（１２ｈ）、７ｄ
（４２ｈ）、１０ｄ（６０ｈ），而采用改进后的录入方法，每
个项目的入库时间都不会超过１ｈ，从而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真正体现了数据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

性。

表３　“三维地震测量数据（ＡＴＳＪ１９）”表的数据录入效果对比

项目年度 中石化所属油气田 三维采集项目 入库记录／条 预计录入时间／ｈ 改进后的录入时间ｔ／ｈ

２０１１ 西南油气分公司 丰谷三分量三维 ７２０ ８×６＝４８ ０＜ｔ＜１

２０１１ 西南油气分公司 永太三维 ２３３ ２×６＝１２ ０＜ｔ＜１

２０１１ 西南油气分公司 德阳三维（北块、南一块、南二块） ６３６ ７×６＝４２ ０＜ｔ＜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西南油气分公司 成都三维（Ａ、Ｂ、Ｃ块） ８１８ １０×６＝６０ ０＜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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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采用改进的这种录入方法，绕开了客户端录入

方式，弥补了像三维地震采集测量数据这样庞大的

记录在系统客户端无法实现快速录入的不足。这种

改进后的录入方法，能够快速完成像三维地震采集

测量数据这样庞大的记录的录入工作，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

笔者所阐述的地震采集生产信息录入方法改进

思路也同样适用于 ＳＥＭＩＳ４．０中的其他专业。做法
相同，只要找到该系统中相关专业录入特别费时的

表，再在弹出的链接表中，选择对应的这张表，建立

链接关系，录入费时的问题就能引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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