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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油工程环境保护》针对钻井和采油过程中的废弃物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现状，对污染的防治提
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和处理方法。
其内容包括钻井与采油的过程简介，污染物的分类和性质，污染物的运输、处理，污染区的补救以及
对环境保护规划的建议。

《石油工程环境保护》适合于石油钻井和采油的管理者、员工，石油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工作者、研究
者阅读。
本书由约翰
C.赖斯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油工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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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高活性酸可以立即同地层反应。
如果酸液能在消耗完前深入渗透地层，那么酸液的效果也能最大化，因此需要添加剂降低反应速率。
降低反应速率的常规方法就是在注入前将酸液用连续相的添加剂进行乳化处理。
乳化剂延缓反应速率是通过制约酸与地层的接触实现的。
经常使用的添加剂包括盐类、醇类、芳香族烃类及其他表面活性剂，也常用稠化剂如黄原胶、羟乙基
纤维素、醇类、丙烯酸类聚合物、脂肪烃和胺类。
阻滞剂包括烷基磺酸盐、烷基胺或烷基膦酸酯等，其机理是在碳酸盐岩表面形成憎水薄膜以降低反应
速率。
生产过程中，返排至地面的残酸可能与原油乳化混合，同时酸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微粒可以使这些乳
化物变得更加稳定。
因此，常常加入破乳剂（表面活性剂）避免这种乳化物的形成。
常用的破乳剂有：有机胺、季铵盐和聚氧乙基化烷基酚。
此外，也可用乙二醇醚作为残酸和原油的互溶剂。
润湿剂常用来改变乳化物在酸化过程中的相对渗透性及酸化结束后恢复其润湿性。
改变润湿性的目的是增大乳化物的相对渗透率，以降低注入压力，同时增大酸化后原油的相对渗透率
，以提高原油产率。
改变润湿性的表面活性剂有乙二醇单丁醚、甲醇、2一丁氧基乙醇及碳氟化合物。
为了降低酸化过程中的泵压，常常加入降阻剂降低其黏度。
降阻剂允许给定泵径，高速注入液体流；也允许给定流速，以较小的泵注入。
降阻剂通常是有机聚合物，可将牛顿酸转换成剪切稀释的非牛顿流体。
某些溶剂也可作为前置液，与酸液一起清除地层砂粒中的油渣和石蜡，以便它们能更好地跟酸液接触
。
这些溶剂通常含有较高的醇类物质，如甲醇、异丙醇。
由于当地的地层渗透率可能有较大的变化，所以注酸剖面不是均一的。
通常采用流体漏失法或添加转换剂，如苯甲酸片、萘片（樟脑丸）、石盐、二氧化硅粉和聚合物等，
以修正酸化剖面，保证酸化过程连续均一。
在使用缓蚀剂的前提下，仍有一些铁化合物会溶于酸而被带进地层。
某些情况下，铁会在地层中沉淀，降低地层渗透率。
络合剂如柠檬酸、乳酸、醋酸和葡糖酸或其衍生物乙二胺四醋酸（EDTA）和氮川三乙酸钠盐（NTA
）等，都可以防止铁的沉淀。
2.2.4.2 水力压裂水力压裂通过在井眼到地层间形成高渗透性通道，以提高井眼附近的渗透率。
在水力压裂过程中，流体以一定流量高速注入，使井眼附近流体压力高于地层的抗张强度，最后破碎
岩块。
水力压裂最常使用的流体是水，因为水价不贵且具有不可燃烧的性质。
各种烃类也可以用作基础流体，尤其是在地表结冰的情况下。
酸化和压裂过程同时需要进行时，偶尔也会用到酸类作流体。
也有使用液化气体的，例如二氧化碳、液化石油气等，尤其在对气井进行压裂时用得较多。
若在压裂气井时使用液态流体，则会因降低了天然气的相对渗透率而降低产气量。
压裂过后，压裂井再次投产时，之前所形成的裂缝在其中的流体压力逐步降低的过程中也随之闭合。
但是，为了使裂缝在井生产过程中保持裂开状态，常常向基础液中添加固体以填充和支撑裂缝。
支撑物包括砂粒、铝球、玻璃球、胡桃壳和塑料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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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油工程环境保护》是国外油气勘探开发新进展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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