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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新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展望》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发展部组织有关专家在
“高新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完成的。
书中从高新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人手，详细论述了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纳米技术及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前景展望。
　　本书可供石油工业上下游各专业领域的决策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生产技术人员以及石油院校师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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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高新技术”发展概述一、科学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二、“高新技术”已
成为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三、各时期“高新技术”的突破带来能源的变迁第二节 “高
新技术”对石油工业影响深远一、各时期的“高新技术”推动了石油工业的发展二、信息技术的飞跃
带动了石油科技的变革三、高新技术的大潮促使石油企业不断调整发展战略四、高新技术给石油工业
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第三节 信息、生物、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一
、信息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二、生物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三、新材料在石油工
业中的应用与展望四、纳米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五、新能源对石油工业的潜在影响和发展
前景展望第四节 对石油工业发展高新技术的建议参考文献第二章 信息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
望第一节 21世纪信息技术的现状与趋势一、集成电路技术仍在沿着摩尔定律飞速前进二、超级计算机
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三、密集波分复用（ DWDM）技术使光缆网络的传输速率达到空前的水平四、
软件产业值得关注的几大技术第二节 信息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现状及潜在影响一、信息技术对石
油工业的推动作用二、石油信息技术的若干特点三、信息技术对石油业产生新的作用和影响四、几项
新的信息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五、石油工业各个领域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和趋势六、从信息高速
公路到数字油田第三节 信息技术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一、信息技术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应
用现状二、石油行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三、信息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前景展望参考文献第三
章 生物工程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第一节 生物工程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二节 生物工程
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及潜在影响一、生物工程技术向石油工业各个领域渗透二、石油公司纷纷进
行生物技术研发三、生物技术在石油工业上游中的应用四、生物工程技术在石油工业下游中的应用第
三节 生物工程技术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一、生物工程技术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应用现状二
、当前生物工程技术应用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三、生物工程技术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应用前景展望
参考文献第四章 新材料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第一节 21世纪材料科学的现状与趋势一、概述二
、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在材料领域研究的战略重点三、21世纪我国材料科学总体发展目标与战略重点
第二节 国外新材料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现状与趋势一、材料科学与石油工业息息相关二、应用于石油
工业上游的新材料与新工艺三、应用于石油工业下游的新材料与新工艺四、各类新材料在石油工业中
的应用及潜在影响第三节 新材料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应用及前景展望一、新材料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
应用现状二、当前在新材料应用和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三、石油工业发展新材料技术的前景展望
参考文献第五章 纳米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与展望第一节 纳米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一、纳米技
术的定义与发展历程二、纳米技术的研究领域三、纳米科技前景展望四、发达国家发展纳米科技的概
况五、我国纳米科技的发展概况第二节 纳米技术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现状及潜在影响一、概况二、纳
米塑料三、合成纤维纳米复合材料四、合成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第六章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
用及其对石油工业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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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体化也称为集成，可以有不同的层次。
有人把地学计算机应用集成分为数据共享、事件共享、对象共享等层次，也有的分为静态集成、动态
集成、工作流程集成等层次。
数字油田将促进勘探开发共享地球模型、共享工作空间，以及工作流程一体化。
　　1）共享地球模型　　早在数字地球概念提出之前，在石油勘探开发计算机应用领域，就开始研
究共享地球模型。
地球模型是数字形式表示的地下状况，可以基于地质、地球物理和测井数据分析以及模型模拟获得。
在勘探开发过程中，不同阶段使用不同学科数据，为不同目的会建立不同名目的地球模型。
例如，地震数据处理中叠前深度偏移用的速度模型，地震解释产生的构造模型，油藏工程用的油藏模
型等。
但是，由于测量误差和数据的局限，所有这样的模型都有不确定性。
数字油田提供综合使用多学科数据，以直观、自然的方式与模型互动，可以提高模型的精确度，减少
不确定性。
特别是充分利用勘探阶段的地质、地球物理信息加到共享地球模型中，对于开发阶段的地面井位设计
、井轨迹设计、空隙压力预测，以及增加固井稳定性、减少钻井遇卡和降低钻井成本都有好处。
　　2）共享工作空间　　数字油田提供共享工作空间把有关的各种数据汇集在一起，提供不同学科
应用软件间通信、互操作、数据变化通知等机制，供勘探开发综合工作团队使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数据都放在一个数据库中，而是可以建立一个数据目录，存放有关数据的引
用信息和元数据。
数据目录可以看为数据集成层，是可以扩充的，用户可以增加数据插件，加人数据元素。
数据元素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远程。
这些数据形成油田的虚拟表示，人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自然、直观的方式感知这些数据
。
用户可以映射任何形式数据到适当显示形式。
例如，井筒的颜色表示一种测井数据，而井径表示另外一种测井数据。
也可以按照纹理映射方式，把图像映射到井，使得看起来像岩性柱。
界面表示的对象，可以是解释的地震层位、深海测量数据，或插值了的重力数据。
任何空间相关的特性，如振幅、相干性、空隙度、流体含量，都可以映射到界面上。
有的信息还可以用多媒体形式显示（如布告板）。
这样的共享工作空间，是某种虚拟研讨厅，不但可以实现人机互动、以人为主，而且可以支持不同学
科人员间直观、有效的交流。
在这样的研讨厅中，可以实时执行计算，如把地震数据转换为声阻抗（在深度或时间域）；经过改建
对油藏体的识别建立新的地质模型；从油藏模拟的模型产生合成地震声阻抗等。
　　3）工作流程的一体化　　勘探开发一体化应该包含工作流程的一体化。
以往，即使是地震处理和解释，工作流程也是相互独立的。
近年来，勘探阶段的地震处理、解释一体化，发展了统一的3D地震工作流程（Yilmaz，2001），涵盖
了3DDMO处理、3D叠前时间偏移处理、地层反演、构造反演、构造和地层解释，其最后一个步骤产
生的结果是油藏模型。
地震技术可以成为油藏描述和油藏模型的重要工具。
　　勘探与开发一体化，会导致发展统一的4D地震工作流程（图2-9）。
4D地震结合到油藏模拟，具有革命性影响，可以改善油藏地质模型和油藏模拟模型，优化油田生产。
显然，4D地震工作流程涉及4D设计、3D采集、处理、解释、反演、4D解释、地质建模、油藏动态模
型等环节，是反复循环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均需要存取数据库和进行可视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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