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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低渗透裂缝性油藏开发技术》从理论和开发实践上论述了特低渗透裂缝性油藏开发技术，包
括储层特征、显裂缝及地应力场特征、微裂缝、无效缝及可动油特征及描述方法，还包括注采系统调
整技术、渗吸采油技术、注气开发技术、采油工程技术和地面工程技术，它不但给出了开发这类油藏
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研究实例，最后列举了特低渗透裂
缝性油藏开发实例。
　　《特低渗透裂缝性油藏开发技术》可供从事特低渗透裂缝性油田开发的技术人员、技术管理者及
相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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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持低渗透裂缝性储层概意及储层特征 我国陆相沉积盆地中，特低渗透储层
相当发育。
近几年探明的地质储量中特低渗透储量比例越来越高。
特低渗透储层，由于岩石致密程度增加，岩石的强度和脆性加大，因而在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岩石
会不同程度的产生裂缝，常常使裂缝与特低渗透储层相伴生，形成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
这些年来，我国发现的具有裂缝的砂岩油田（主要是特低渗透油田）越来越多，如新疆的火烧山油田
，吐哈的丘陵、鄯善油田，大庆三肇凹陷的朝阳沟、头台等油田，长庆的安塞油田，延长的川口油田
，二连的哈南油田，胜利的渤南油田，吉林的新立、乾安、新民油田等。
初步统计全国约有18个裂缝性砂岩油田，且以特低渗透油田为主。
目前，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开发技术研究已作为油田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被提出来。
 对于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由于油田储层物性差，裂缝发育，具有裂缝一孔隙双重介质，使油田开发
难度加大。
目前这类油田储量动用程度低，注水开发效果不理想并暴露出许多矛盾。
如注水井出油；隔断层（隔井）油井暴性水淹；断层末端油井多向水淹；储层条件相似区块注水压力
和产能截然不同；区块注采比高油井长期不见效等。
因此研究如何经济有效地开发好这类油田，形成一套适合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的开发配套技术，对于
提高裂缝性特低渗透油田开发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需要系统研究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的砂体发育和连通情况、孔隙类型、物性特征、裂缝发育状
况，分析此类储层所特有的注水开发规律，为油田的合理调整及开发对策的确定提供可靠依据。
 第一节 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概念和分类 一、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概念 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是指储层
物性差、裂缝发育、渗透率小于10mD，具有孔隙—裂缝双重介质结构的储层，本文所指的是特低渗
透裂缝性砂岩储层，储层中微缝的孔隙度低，但渗透率较高；基质的孔隙度较高，但渗透率低，储层
中基质孔隙是主要的储油空间，微缝是主要的渗流通道。
 特低渗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其的限定也有所不同。
近年来，我国特低渗透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根据我国的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对于
特低渗透储层范围和界限已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下面将对特低渗透裂缝性砂岩储层渗透率的上限和下限分别加以说明。
 1．特低渗透裂缝性储层渗透率上限 国内外有关专家对特低渗透油层的界限有过许多研究和报道，主
要以储层特征为主进行分类评价。
 唐曾熊（1994）、李道品（1996）建议以一个数量级作为划分各类储层渗透率的范围，即储层渗透率
小于10mD时，为特低渗透储层；低渗透率为10～100mD时，为低渗透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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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特低渗透裂缝性油藏开发技术》可供从事特低渗透裂缝性油田开发的技术人员、技术管理者及相关
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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