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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相水驱油藏剩余油富集区表征》在陆相水驱油藏剩余油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剩余油富集区的概念
。
以剩余油富集区为目标，以控制剩余油富集的油藏分隔性为线索，建立了断层、夹层、物性、水动力
分隔剩余油富集区模式，形成了低序级断层、夹层和储层优势通道等油藏分隔性的描述和预测技术，
配套研发了分割性约束的油藏精细数值模拟方法和剩余油预测一体化软件系统，在一此典型区块实施
，提高了水驱采收率。

《陆相水驱油藏剩余油富集区表征》可供从事油田开发的科技工作者使用，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本书由李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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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微构造与剩余油分布在分析微构造与剩余油分布和油井生产的关系时，特别强调
砂体顶部和底部形态的组合模式对剩余油分布和油井生产的控制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依据砂体顶部或
底部形态分析它与剩余油分布及油井生产的关系。
在考虑井网条件和其他地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分析不同的微构造模式对剩余油分布的控制作用。
综合应用单层生产数据、测井技术解释的剩余油饱和度以及油藏数值模拟预测的剩余油饱和度，分析
剩余油富集规律与微构造组合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油层微型构造对剩余油分布和油井生产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一般而言，处于微断鼻和微背斜上的油井，各个方向均为向上驱油，剩余油相对富集，对油井生产有
利。
在注水开发过程中，油井在平面上有多个可能的水驱油方向，垂向上有向上和向下两个水驱油方向。
前者只有数量上的变化，后者，不仅在数量上随前者变化，自身也有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微型
构造的性质。
例如，正向微型构造中的小背斜（小高点），因处于油层局部高处，均为向上驱油；小鼻状构造，在
闭合的方向上为向上驱油，开启的方向向下驱油。
负向微型构造中的小向斜（小低点），因处于低部，均为向下驱油；小凹槽，只有一个方向为向上驱
油，其余为向下驱油。
斜面微型构造，不论是小构造阶地还是小挠曲，均有两个水平方向驱油，一个向上驱油，一个向下驱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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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陆相水驱油藏剩余油富集区表征》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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