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田信息化实施
顶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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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开展步骤

信息化规划

顶层设计(资源、技术
平台、运行环境）

信息化实施



信息化建设的两个层次
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规划＋信息化实施

信息化规划：是在“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下，
提出“信息化规划”（或称“信息化发展纲要”、“
信息化总体思路”等）。

规划内容：根据本单位发展目标、信息化状况、主体
业务需求提出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信息化实施：在信息化规划指导下，完成从硬件到软
件的应用。



信息化建设原则及目标

建设原则

ü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ü信息化“六统一”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计、

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ü以用促建，持续发展、不断提升

总体目标（3-5年的整体建设）

ü 成为国内第一家整装管理与运营的智能油田最佳实践；

ü 信息化能力达到中国石化、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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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以信息化发展规划为依据，自高端开始进行信
息化建设的总体构想，是信息化实施的前提。
•主要用系统论的方法，对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层
次、各种参与力量、各种正面的促进因素和负面限制因素
进行统筹考虑，理解和分析影响信息化建设的各种关系，
从全局的视角出发，梳理信息化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信息化建设目标，选择和制定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战略
战术，进行总体的、全面的设计，提出体制、法律和业务
的改进建议，从而尽量规避规划的缺陷和不足，从根本上
减少风险，提高信息化实现的有效性和全面性。



原 因 

问 题 

方 案 

信息化
总体规划

综合体系 
尺寸较大，过于宏观 

信息化---项目建设 

        系统建设

在规范  保障信息资源集成和共享
          
        业务协同 

存在问题

信息化---顶层设计 
           信息资源共享
     
      业务协同 

实现   解决之道

为什么做顶层设计



如何做顶层设计（基本思路）
•从油田信息化的整体视角，以油田信息化综合体系
为基础，细化并明确油田业务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油田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过程、数
据组织等进行系统规约，对业务系统的规划、设计
进行规范，以保障信息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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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对城市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信息化、智能化改造，以提高城市管
理、服务和生活质量的现代化城市。其中，智慧城市的基础是由各种传感器和设备组成的物联网，以及其所产生的大
数据。

具体来说，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智慧城市需要广泛应用传感器、控制设备、计算设备等智能设备，它们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庞大的物联网基础设施，为后续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提供基础。

2.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为了发挥物联网技术的作用，必须采集大量的数据并进行实时处理。这需要基于云计算、大
数据存储和分析等技术，构建可靠、高效、安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3.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城市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标准化和共享，同时还需要建立城市信息化平台和服务系统，
实现政务信息公开、数字城管、电子商务等城市信息化应用。

4.智能交通系统：通过采用先进的交通控制和管理技术，实现城市交通拥堵和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高城市交通运
输效率和质量。

5.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包括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服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以便更好地服务城
市居民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智慧城市的基础是什么
？



顶层设计概述
根据主流业务分析，提出信息资源规划；
根据信息化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信息化实
施的技术架构规划；
根据信息资源规划和技术方案提出基础环境保
障规划。



顶层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目的�
顶层设计的基本方法：通过规范数据和业务应
用系统来实现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 

顶层设计的主要目的：提出信息资源共享与业
务协同的基本技术框架，以规范和指导信息化
的建设和发展。 



�顶层设计的成果体系
顶层设计的成果体系=顶层体系+顶层设计专项成果

顶层体系：在宏观层次上细化信息化综合体系，阐明信
息资源建设和各类业务应用建设中的规划与设计的基本
技术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重点
考虑油田业务的系统需求。

专项成果：在顶层体系的规范和指导下，针对具体的业
务需求，进行的标准和指南层次或通用软、硬件层级设
计形成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技术标准、技术指南、建
设与管理规章和标准化软、硬件产品。 



顶层体系-综合体系的基本构成
l保障体系：由信息化标准体系、安全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相
关政策、投资和人才队伍等构成。是支撑信息化发展的基本保障。
l运行环境体系：由信息网络、服务器与存贮系统、机房系统和基础支
撑软件等组成。除硬件设施外，还包括了所有商品化的基本支撑软件环
境和软件工具，集中所有除数据资源、信息采集与监控资源外的其他可
共享资源。是信息化建设中不重复建设的资源。
l采集与监控体系：由信息采集系统和工程监控系统组成。这两大系统
分布面广，硬件与软件耦合度高，其功能定位处于信息系统的信息获取
端和工程管理决策执行端，是信息工程与实体工程间的接口，技术相对
复杂，运行维护与应用均不同于其他系统，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
不可替代和不重复建设的共享资源。
l资源共享服务体系：由数据中心系统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组成。这两
大系统依托信息化保障体系、信息系统运行环境体系和信息采集与工程
监控体系，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和安全共享，以及信息的综合与主题化
服务，是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核心。
l综合业务应用体系：由众多业务应用系统组成。



顶层体系-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1、硬件、软件及数据库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各应用系统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单位建设，虽满足了业务需
求，系统之间相互独立，大多没有关联，冗余数据及重复开
发功能多；信息管理部门参与度低，统一规划不足。
•2、信息不对称，数据资源无法真正共享。
•部门间信息割据，信息人员难于参与到自控、通讯等实际业
务中去，当建设信息系统需要这些内容时，信息不对称，无
法发挥有效作用。
•3、信息化管理与支持队伍体系需要加强。
•应用系统重复建设多，当有新的需求时，应用系统需要重新
开发，大大增加了人力成本。信息化实施的过程，需要完善
信息管理队伍体系建设，配备专职信息管理和技术人员。



目录
•1、前言
•2、顶层设计的概念
•3、顶层设计概述
•4、顶层设计具体内容
–信息资源规划(IRP)
–技术规划
–基础保障环境规划
•5、项目实施概要
•6、总结



顶层设计具体内容
l信息资源规划
(功能模型、数据
模型、用户模型)
；
l技术架构规划
(软件架构、应用
系统架构)；
l环境保障规划
(网络、服务器、
存储备份、安全
保障)。

顶层设计

信息
资源
规划

技术
架构
规划

环境
保障
规划

网络、服务器、
存储备份、安
全保障

软件架构、应
用系统架构

功能模型、数
据模型、用户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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