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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采气厂成功研发预交联凝胶储层保护液

科普时报讯（谭晔 韩斌 王
浩）3 月 20 日，笔者从 uDAS 分布式
光纤传感地震仪科技成果鉴定会
获悉，由东方物探、电子科技大学
联合研制的 uDAS 分布式光纤传感
地震仪通过集团公司鉴定，标志着
我国井中地球物理技术突破井中
光纤“卡脖子技术”瓶颈，实现跨越
式发展，提升了我国地震勘探装备
和技术的核心能力。

随着油气田勘探开发进入纵深

阶段，以提高采收率为目的的开发
地 震 越 来 越 引 起 业 界 高 度 关 注 。
近年来，DAS 技术在 SEG 年会等国
际舞台上因其耐温耐压、低成本、
高密度、施工便捷等优势引发强烈
反响，成为剩余油气分布、井间注
采关系等开发的关键技术，但国外
公司对我国实施了技术封锁。为
突破这一瓶颈技术，打破国外技术
封锁，东方物探与电子科技大学强
强联合，通过两年持续攻关，强势

推出超灵敏 uDAS 2.0 系统，该系统
取得多项专利及认证，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物探技术创新发展。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贾承造为主
任委员的鉴定委员会经过严格审
阅、质询和讨论环节，一致认为：

“uDAS 分布式光纤传感地震仪”项
目成果技术先进，创新性强，在多
项关键技术上获突破，填补了国内
技术空白，打破了国外垄断，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截 至 目 前 ，uDAS 已 在 冀 东 、西
南、大港、华北等多家油田完成 20
余次现场试验，取得良好成效。有
关专家称，uDAS 分布式光纤传感
地震仪的成功研发，将加快促进油
田井中地震业务的升级换代，真正
将地震推向油藏开发，在深度、频
幅及构造细节方面提供更为精细
的服务，开启“井中高精度成像、多
井井地联采”油藏精细刻画的新篇
章。

近日，从大庆油田采油七厂敖南油田传来喜讯，该
区块茂2-平1井压裂试油效果喜人，压后敞口放喷初
期日产油19.2方，试油队伍正组织上水力泵进一步求
稳定产能。

茂2-平1井是七厂敖南油田葡萄花油层的一口储
量任务井，同时在2018年被列为重点零散井建产的产
能井。由于该井地面条件差，位于水泡子内，钻井时为
垫方进井路及井场，给试油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地质大
队组织井下作业公司、试油试采公司及厂相关部门进行
压裂前现场踏勘，针对施工方井下作业公司提出的钻井
垫方井场尺寸规格不能满足大规模压裂施工需要的问
题，采取实施对井场扩垫并对雨水冲蚀的进井路进行修
补。在厂土地部门及基建工程管理中心积极组织协调
下，去年底，茂2-平1井完成垫方并符合大规模压裂要
求。为保证该井的试油效果，地质大队与研究院及公司
相关部门讨论决定，采用连续油管水力喷射环空加砂体
积压裂的工艺进行试油。该井的试油成功给敖包塔油
田茂72区块提交探明地质储量提供坚强的地质基础，
试油结束后能够快速建产，为七厂产能贡献力量，4月
份完成单井建产，预计单井产能8吨。

图片为茂2-平1井试油现场。 李雪梅 摄

科普时报讯（王 强 尹永华）从
2018年9月份开始注汽至今，中国石
化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采油管理二
区 GOGD2P13 井组已累计增油 1363
吨。谁会想到，一个曾经奄奄一息的
井组，竟然惊艳转身，交出了一份靓
丽的答卷。

GOGD2P13 井组的 4 口生产井
中，3口井表现抢眼。GOGD 54X7井
日产油4.3吨，GOGD 2P12井日产油
7.4吨，GOGD 2P14井日产油10.5吨。

6 个月前，当听到 GOGD2P13 井
组措施见效的消息时，孤东采油管理
二区技术管理室的技术人员们顿时
沸腾起来：他们将一个奄奄一息的注
采井组变身高效井组，重新喷出了工
业油流，在这个管理区薄层稠油开发
上实现了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们
探索出了一条薄层稠油开发的新路

子——利用井组中心井注汽，开采临
近井稠油。

薄层稠油开发，因为油藏描述精
度要求高、动用难度大，表现为采油
速度低、采出程度低、综合含水低的

“三低”特性，长期以来在油藏开发上
一直是一个难题。

那么，在特高含水开发后期，产
量、储量接替严重不足、新的资源匮
乏的严峻形势下，薄层稠油开发路在
何方？

“要调动所有智慧，选准经济高
效的开发方式和开发技术，以最少的
投入产最多的油，想方设法把低效井
培育成高效井。”采油管理二区经理
杨松说。

按照传统惯例，薄层稠油开发要
解决降粘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每口井
逐一注汽，但弊端是占井周期长，投

入成本高，稳产期较短。
采油管理二区首席工程师杨黎

提出，根据砂体展布特征，在平面上
井位相对居中的位置上，选中心井进
行注汽，达到“中心开花，邻井沾光”
的效果。在薄层中，直井下入注汽管
柱，加热半径小，覆盖面积不大。而
在这方面，水平井则更具备优势。

GOGD2P13 井组就这样进入采
油管理二区技术人员的视野——该
井组内含有 4 口生产井，其中 3 口都
是水平井，中心井就是 GOGD2P13
井。杨黎提出：注2P13井。

他们先行在该井进行了注汽，注
汽第四天，两口邻井 2P12 和 2P14 的
示功图发生了明显的良性变化。

在孤东采油厂注采科程海涛看
来，此时应逐渐给该井加大注汽量。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增

注后，其中两口油井日产油量由措施
前的7吨上升到了24吨！截至今年3
月底，累计措施增油846吨。

由此，他们摸索出了一条薄层稠
油开发新途径：单井注汽吞吐改为井
组零散汽驱，将注汽周期由短期注汽
改为长期注汽。

据杨黎介绍说，以往为了实现注
汽吞吐，每口井都至少要进行两次作
业。而现在，只需要在所选井组的中
心井下一套注汽管柱。中心井负责
注汽，周围邻井负责开采。这样，就
实现了“一次投入，多次使用”和“一
井注汽，多井见效”的最佳开发效益。

据悉，孤东采油管理二区后续
还将有两个井组等待进行井组中心
井注汽施工，实施后，预计将增油
1500 吨。

科普时报讯（张春青 刘应涛）西
北油田雅克拉采气厂碎屑岩凝析气
田预交联凝胶储层保护液成功投用，
实现维护作业井缩短气举诱喷时间，
降低气举费用，提高产能恢复率的目
的，对凝析气田中后期开发有着良好
的应用推广前景。

预交联凝胶储层保护液抗温
（150℃）、抗压（29.4MPa）、抗盐（30×
104mg/L），具有保质期长、泵注性能
好、完井解堵快等优点，可直接用消
防水或油田水配制。目前，已在6口
维护作业井中应用效果显著。

该厂雅克拉、大涝坝、轮台区块
碎屑岩凝析气田储层埋藏深、高温、
高含CO2及高矿化度等特点，现地层
压 力 系 数 0.75~0.9MPa、综 合 含 水
3%-47%。生产层位主要为白垩纱及
下第三系，岩性均是粉一细砂岩、细
一中粒砂岩的石英砂岩，孔隙式胶
结，呈钙质和泥质胶结物。在修完井
过程，压井液漏失对储层造成水锁、
渗透率及产能恢复率降低现象，且气
举成本高、气井停躺。

该厂前期使用降低滤失和提高
配伍性储层保护液，在开采初期，随

着压力降低，作业时井筒液柱与地
层压差增大，出漏失量大、成本高等
原因，不能满足中低压气井储层保
护需求。因此，解决适用中低压气
井的新型储层保护液技术成为一项
难题。

2016 年 6 月，该厂开发技术人
员根据储层保护液性能要求、主要
配方、工作机理及性能指标，自主研
制预交联凝胶储层保护液。当年 8
月-9 月份，在 YK15 井检管修井作
业中，进行预交联凝胶保护液现场
试 验 。 过 程 中 ，井 口 最 高 压 力

18MPa，凝胶承受压力 29.4 MPa，持
续作业 41 天，漏失量 2.6m3；油管连
续气举下深 3600m，气举 12 小时返
排解堵成功，节约气举费用 13 万元/
井 次 ；生 产 19 天 压 力 恢 复 率 达
84.83%，产量恢复达 82.97%，明显高
于未使用储层保护液。

目前，分公司共有 10 多个凝析
气藏，天然气地质储量 715.4 亿方，
凝析油探明储量 1991.7 万吨，面临
着开发中后期地层压力低、压井液
漏失等问题，而储层保护液将发挥
巨大的作用。

科普时报讯（朱礼平 严焱诚）3月15日，由西南油气分公司石油工
程技术研究院负责工程设计，重庆钻井分公司 70838 井队承钻的威页
43-5HF井，三开钻至井深5610米钻头出井完钻，钻井周期69天，机械钻
速7.73米每小时，标志着威荣页岩气田单井突破了总部制定的单井钻井
提速奋斗目标。

据悉，威页43-5HF井为一期产建工程43#平台一口开发水平井。该
井开钻以来，西南油气分公司及施工单位联合攻关，发挥地质工程一体化
和井工厂批量钻井优势，优选高效钻头和井下工具，落实单井提速方案，
强化技术和操作细节，69天完钻了一口水平井，率先突破了总部制定的钻
井提速奋斗目标，更加坚定了威荣页岩气田高效开发信心。

科普时报讯（常洁芮 蔡井维） 截至3月12日，中国石油测井公司天
津分公司自主研发的大直径钻进式井壁取心器，已先后在大港油田、苏里
格沙漠腹地及海上平台完成29口井次的测井任务，实际取心496颗，取心
合格率95.6%，单井平均取心收获率93.12%。历经三年的科研攻关，仪器
从无到有，目前已发展为该公司成熟的测井新利器。

大直径钻进式井壁取心器是用金刚石空心钻头以垂直井壁的方向横
向钻入地层获取岩心，具有定位精确、操作简便、岩心颗粒大、形状规则饱
满等优点。仪器在研发设计过程中，技术人员大胆创新、突破常规，对出
现的问题及时总结、分析、处理，先后对仪器的钻头驱动方式、液压系统、
岩心检测装置及动作机构等进行多项技术改进。

大直径钻进式井壁取心器是国内率先使用直流电机直接驱动钻头的
方式来钻取收获岩心，克服目前市场上多采用的液压泵驱动取心钻头，驱
动动力传输效率低，受井内温度影响大，出现卡钻、跳钻几率大的弊端。
仪器拥有两种岩心存心桶，根据取心数量的不同，仪器一次下井可实现30
颗或60颗的取心作业，所收获的岩心尺寸直径达38mm，长度达63mm。

大直径钻进式井壁取心器的研制成功并投产使用，为该公司扩大取
心技术的推广应用规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测井公司研发大直径钻进式井壁取心器

科普时报讯（刘明辉 张兴权）日前，华北石油工程井下作业分公司自
主研发的“一种压裂泵柱塞拆卸工具”，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该公司针对压裂泵的泵柱塞的拆卸安装费时费力，而且极易破坏如盘
根等压裂泵的零部件等问题，由204压裂队技术人员攻关研发了压裂泵的
泵柱塞拆卸专用工具。该工具包括丝头、调控丝杠、连接器、调控器、弹性
缓冲套以及垫圈,弹性缓冲套为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管筒形,弹性缓冲套套
设在丝头上,垫圈设置在连接器前端并且与连接器的前端端面相匹配。

该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工具体积较小，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油田
压裂泵的泵柱塞的拆卸安装效率,同时还能避免在操作中刮伤或者破坏石
油压裂泵的零部件，另外还有效降低了自身的磨损，解决了现场空间狭小
的问题，延长了使用寿命。

使用该专利技术后，按照该公司柱塞拆装工具节省1万元，盘根节省
12万元，合计节约13万元。

华北井下研制压裂泵柱塞拆装工具获专利

科普时报讯（陈晓明张博） 3月15日，从渤海石油研究院传来消息，渤
中 28-2 南油田 A53H 井组实施调驱后日增油约 120 立方米、含水率下降
6%。作为2019年渤南油田群首批调驱措施增油项目，A53H井组调驱的成功
实施为油田群优化注水工作提供了成功案例。

渤中28-2南油田是渤海首个依托水平井单砂体开发的中轻质油田。然
而，作为典型的浅水三角洲油田，具有隔夹层发育、水平井测试取样困难等特
点，严重制约着油田长期稳产。

科研人员针对均衡水驱难度大、剩余油分布复杂等问题，在深度挖掘油
田测试资料的基础上，与采油工艺专业充分沟通，大胆创新流场调控策略，提
出适用于渤中28-2南油田的新型化学调驱方法并成功应用。本次调驱成
功，开启了海上油田单砂体水平井开发的流场调控新模式。

据悉，渤中28-2南油田2019年还将继续实施4井组、8井次化学调驱矿
场实验，为渤海同类油田持续稳产提供技术支持。

渤中28-2南油田：创新调驱 优化注水

中石油测井长庆分公司中石油测井长庆分公司““四驾马车四驾马车””服务油气勘探服务油气勘探
科普时报讯（陈凡 李国华）3

月 8 日，从中国石油测井公司长庆
分公司获悉，该分公司把深化“一量
四谱”保勘探、加大一串快测应用保
开发、发展测导一体保钻井、提升桥
射联作保压裂作为服务油气、保障
钻探的“四驾马车”，在发现和保护
油气藏、识别和评价油气藏、改造油
气藏和提高单井产能、提高动用率
和采收率方面，充分发挥测井的作
用，为长庆油田二次加快发展提供
强有的测井技术支撑。

长庆分公司以计算井旁油气
储量为目标，深化电阻率谱、声波
谱、孔隙结构谱、矿物组分谱“四
谱”应用，持续配套成像测井仪器
装备，发挥成像测井在复杂油气藏
评 价 中“ 显 微 镜 ”和“ 望 远 镜 ”优
势。2018 年，分公司规模应用阵列

感应、核磁共振等成像系列 6064 井
次 ，推 进 成 像 测 井 在 探 井 全 面 应
用 、在 开 发 井 应 用 占 比 达 到
55.22%，高质量保障了油气发现和
油田勘探。

针 对 长 庆 油 田 大 规 模 、快 节
奏、高效率的产能建设特点，长庆
分公司以提速提效为目标，全面应
用“一串测”、过钻杆、组合电缆、爬
行器等快速测井系列 5229 井次，较
常规系列时效提高 42.61%，高效保
障了长庆油田快速建产。

长庆分公司坚持测录导一体
化发展，扩大综合录井技术应用，
总 结 提 升 测 导 技 术 ，完 善 服 务 标
准，优化服务流程，扩大旋转导向
服务优势，更好服务钻井提速和单
井增产。2018 年，随钻测导应用 27
井次，录井业务实现开拓发展，旋

转导向实现规模应用。在宁 H7-2
井应用旋转导向系统，仅用 22 天完
成 3035m 水平段施工，砂体钻遇率
95.05%，油层钻遇率 87.2%，刷新国
内致密油水平井最长水平段纪录。

以服务单井增效增产为目标
发展射孔技术。长庆分公司推动
桥射联作技术升级，完善作业规范
及标准，大力推广应用可溶桥塞、
大通径桥塞。2018 年，开展可溶桥
塞地面坐封、承压、溶解试验，改进
可溶桥塞-射孔联作技术，应用 125
井次、2070 段，节约成本 800 余万
元，单井减少钻塞周期 10 天、节约
钻塞费用 160 多万元，成为创收创
效新的增长点。

长庆分公司围绕提高解释符
合率和预测准确率，强化基础研究
和方法创新，形成了相渗等效产水

率含油饱和度下限油水识别、核磁
移谱油水识别、基于储层储集空间
评价气水识别、微电阻率成像定量
气水识别等解释方法。精准解释
松 5 井油层，应用自清洁射孔技术，
获日产 62.6 吨高产油流，打破了长
庆油田在河套盆地 2 万多平方公里
近 40 年找油久攻不克局面。

长庆分公司围绕油气储量这个
中心，服务地质提高预测准确率和
解释符合率，服务工程提高施工效
率和单井产量。2018 年，长庆分公
司完成完井测井 9730 井次、固井质
量测井 9054 井次、射孔 10095 井次，
分别同比增长 8.4%、7.4%、21.5%，工
作量再创历史新高。客户满意度
96.6%，曲线优等品率 97.19%，解释
符合率探井 85.24%、开发井 95.47%，
产能预测准确率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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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西南油气分公司威页43-5HF井突破提速目标

科普时报讯 （胡强 赵欣）3月20日，在西北油田采油二厂TK647井
场，技术人员正与驻井员工一起记录氮气和泡沫的注入压力，适时调整注入
参数。这是该井进行的第二期“氮气+凝胶体泡沫”入注工作，自3月14日开
始注氮气以来，已平稳注入7天，各项工艺指标运行正常。

TK647井深5680米，属于碳酸盐岩高温高压超深缝洞型油藏，此类油藏
具有初产高稳产难特点，到开发后期因底水影响采出程度偏低，顶部剩余

“阁楼油”基本无法采出。该井是2003年投产的老井，作业前高含水低效关
停，面临报废风险。

该井于2018年5月23日实施首轮“氮气+胶体泡沫”三次采油先导试验，
采用GD-2聚合物起泡剂。同年6月6日，气窜得到有效治理，受效明显，6
月18日停止作业。TK647井与邻井TK780X井、TK7-632井、TK6101井连
通，TK778X井、TK7-632井含水明显下降并增油，TK780井低含水生产275
天，井组累计增油4262吨。

目前，该井正进行第二期“氮气+凝胶体泡沫”入注工作。二期工期30
天，计划注入胶体泡沫液800立方米、氮气150万立方米，预计增油6000吨。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与工程院技术人员联合攻关，通过“油中驱替、水中
封堵”思路，创造性地研发出新型SD-2聚合物起泡剂。这种泡沫剂在地层
高温、高压环境下能够稳定存在一年以上，大大提高泡沫对气窜通道的封堵
强度及作用时间。使用新型SD-2聚合物起泡剂，在国内尚属首例。

“氮气+凝胶体泡沫”工艺技术使TK647井的增油成功，预示着“阁楼油”
可动用，为西北油田十亿吨碳酸盐岩难动用储量提供了新的方向，未来该油
田采收率将新上一个台阶。

校企合作 分布式光纤传感地震仪提升勘探核心能力

国内首例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

西北油田TK647井首轮增油4000余吨

胜利孤东采油管理二区薄层稠油开发获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