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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绝大部分油田所产原油为高含蜡、高凝点、高粘度的“三高”原油。
为了保证原油正常集输，早期油气集输系统普遍采用以油田气为燃料的加热输送工艺，即采取向油井
产出的油气水混合物内掺高温水或热水伴热等措施，提高油气水的温度，使油井产出的油气安全有效
地收集和输送。
油气集输流程可分为集油、脱水、稳定和储运四个工艺阶段，其能耗也分别由集油、脱水、原油稳定
处理和转油能耗（稳定能耗）及储运能耗四部分组成。
其中，集油部分能耗约占集输系统总能耗的60％～80％，因此设法降低集油能耗是集输流程节能的关
键。
我国各油田每集输1t原油平均耗气15～35m3。
大庆油田每集输1t原油平均耗气27m3，油田年耗气达13×108m3，集油能耗已占地面工程总能耗的78％
，能耗巨大。
目前随着油田开发的深人，我国东部陆上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发后期，绝大多数油井综合含水率已超
过85％，部分油井已达到95％。
由于水的比热容几乎是原油的2倍，含水率越高，集输原油加热能耗越大。
随着油井综合含水的上升，油田面临着水、电、气等所用能源紧缺的局面，严重地影响着油田的开发
生产，因此，节能降耗已成为油田至关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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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试验及理论两个方面，对特高含水期不加热集输的技术界限及水力热力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并
介绍了开发的不加热集输辅助运行管理软件。
主要内容涉及油气集输、高等工程热力学、高等传热学、多相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试验技术及
计算机技术等多门学科和领域，有助于多相流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本书可供石油院校教师和研究生参考使用，也可供有关专业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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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概述本章主要介绍油田不加热集输技术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关键技术。
由于集油管道多数为油气水多相流动，因此本章还将重点介绍油气水多相流流型、压降及温降的国内
外研究现状。
1.1不加热集输技术研究现状为了提高原油流动性，我国各油田通常采用加热输送的方式，因此原油集
输过程存在大量的能耗。
在集输流程能耗中，主要是热能消耗，约占90％～97％，而动力（电）消耗只占3％～10％。
因此，如果集输过程不额外加热，即采用不加热集输流程，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为降低原油集输的自耗气量，合理利用油田气资源，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胜利、中原、辽河、
长庆、吉林、华北、江苏、河南、大庆等油田相继开展了油气水混输不加热输送工艺的试验研究。
迄今，已成功研究了自然不加热集输及化学辅助、通球辅助、掺常温水辅助等若于不加热集输技术，
并在生产中应用。
大庆油田从1975年开始探索油井不加热集油途径。
20世纪80年代，大庆油田已进入特高含水开采阶段，原油集油能耗已占地面工程总能耗的78％，集吨
油自耗气已达到27m3，年耗气13×108m3。
油田工业自耗气与油田新兴的化工用气供需不平衡矛盾日趋尖锐。
为了缓解此矛盾，1982年开始，大庆油田开展了不加热集油工业性试验，首先在萨中南一区8口电泵井
上，试验成功了适用于高产液油井的不加热集油工艺，并在全油田电泵井推广应用。
1984—1986年又先后建立了具有不同工艺特点，适用手中低产液量油井的萨西5号站、杏北612站、龙
虎泡试验站。
配套完善了单管投球、环状热洗流程和中频电热保护3种不加热集油工艺。
“七五”期间开展了“萨南油田不加热集油工艺技术试验研究”，对萨南含水原油流变性及管道结蜡
规律进行了试验。
并针对大庆高寒地区“三高”原油性质及不同运行工况，给出了4种不加热集油工艺及配套技术，在
当时萨南油田70％油井推广应用，在国内高寒地区1147口油井实现了不加热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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