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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油工程(第2版)》是在《石油工程》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的，既保证了石油工程理论的系统性和完
整性，又推陈出新，结合油田生产实际和最新工艺技术的应用，更新、增补了内容，使《石油工程(
第2版)》更具先进性和适用性。
《石油工程(第2版)》内容包括油气田开发设计、石油钻井、固井与完井、采油与注水、油水井维护与
油气层保护、油田开发动态分析与调整等石油工程领域的基本内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及应用。

《石油工程(第2版)》可作为石油高等院校石油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油田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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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井流入动态第二节 油气井生产系统的气液两相管流第三节 嘴流动态习题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自喷采
油及节点系统分析第一节 自喷采油第二节 节点系统分析习题参考文献第十二章 有杆泵采油第一节 系
统组成及泵的工作原理第二节 抽油机的悬点运动规律第三节 抽油机悬点载荷计算第四节 抽油机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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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第十三章 其它人工举升方法第一节 潜油电泵采油第二节 螺杆泵采油第三节 水力活塞泵采油第四
节 射流泵采油第五节 气举采油第六节 排水采气第七节 人工举升方法的优选及组合应用习题参考文献
第十四章 注水第一节 水质、水处理及注水系统第二节 分层注水第三节 注水井分层测试第四节 注水井
调剖习题参考文献第十五章 油水井增产增注措施第一节 水力压裂第二节 酸化第三节 高能气体压裂第
四节 物理法增产增注技术习题参考文献第十六章 复杂条件下的开采技术第一节 防砂与清砂第二节 防
蜡与清蜡第三节 找水与堵水第四节 稠油开采第五节 防垢与清垢第六节 腐蚀与防腐I习题参考文献第十
七章 油气层保护第一节 油气层损害机理第二节 油气层损害评价第三节 保护油气层技术习题参考文献
第十八章 油田开发动态分析方法第一节 产量递减规律方法第二节 水驱规律曲线方法第三节 系统辨识
方法第四节 物质平衡方法第五节 天然水能量分析方法习题参考文献第十九章 剩余油分布研究方法第
一节 剩余油研究概述第二节 研究剩余油的地质方法第三节 研究剩余油的井点测试方法第四节 研究剩
余油的数值模拟方法习题参考文献第二十章 油田开发调整第一节 油田开发调整的必要性及内容第二
节 开发层系调整第三节 注采系统调整第四节 井网加密调整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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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钻柱是指自方钻杆至钻头以上的钻具管串的总称。
钻柱由方钻杆、钻杆、钻铤、接头和稳定器等钻具组成。
在钻井过程中，通过钻柱把钻头和地面连接起来。
钻头是钻井过程中用于破碎井底岩石的工具。
根据不同的地层、不同的钻井方法和目的，选用不同的钻头。
钻铤是用高级合金钢制成的两端有连接螺纹的厚壁无缝钢管，主要用于给钻头施加钻压、传递扭矩、
形成钻井液循环的通道和井眼轨道控制。
稳定器是一段中间局部加大、具有控制钻具轴线作用的工具，在结构上分为直棱、螺旋和辊子三种形
式。
减振器是一种安装在钻柱上的，能改变钻柱振动特性的工具。
在钻井过程中，井下钻具要产生纵向和旋转的冲击振动，在严重情况下钻头的实际载荷（钻压与转矩
）可能超过平均值的2倍，直接危害钻头、钻具和地面设备。
大多数减振器只能改变纵向振动特性，某些减振器也同时改变扭转振动特性。
震击器是一种安装在钻柱上的能产生向上或向下冲击振动的工具。
在深井、海上钻井，尤其是定向钻井中，时常在下部组合中安放随钻震击器，以便一旦下部钻具组合
被卡，即可操纵震击器，通过向上或向下的震击作用解卡。
随钻震击器有液压式和机械式两种，其结构一般都较复杂，但作用原理却较简单：当需要上击时，快
速提拉钻柱，钻柱伸长积蓄很大的能量，一旦锁定机构解脱，钻柱的弹性力使震击头碰撞产生强大的
上击作用；当需要下击时，只需迅速下放钻具，利用上部钻具的重量即产生向下的震击作用。
方钻杆是用高级合金钢制成的、截面外形为四方形或六方形，而内为圆孔的厚壁管子，两端有连接螺
纹。
方钻杆下加厚端和钻头之间的全部连接均为右旋。
方钻杆主要用于传递扭矩和承受钻柱的拉力。
钻杆和加重钻杆均是用高级合金钢制成的两端有连接螺纹的无缝钢管，后者比前者壁厚，用于加深井
眼、传递扭矩并形成钻井液循环的通道。
井底马达又称井底动力钻具，是装在井下钻具底部用于驱动钻头转动的动力机。
井底动力钻具主要包括电动钻具、涡轮钻具、螺杆钻具三类。
螺杆钻具根据外壳的形状可分为普通螺杆钻具、弯外壳螺杆钻具、反向双弯外壳螺杆钻具、同向双弯
外壳螺杆钻具、可调单弯外壳螺杆钻具、固定式同向双弯外壳螺杆钻具等。
连续导向动力钻具组合是一套能连续完成定向、造斜、增斜、扭方位、降斜等钻进程序的井底动力钻
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油工程>>

编辑推荐

《石油工程(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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