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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茨榆坨油田是一个复杂断块型油气藏,断裂系统复杂,小断层、微构造多,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导致油水关系复杂,部分生产井由于水淹、

地层出砂和井下事故等原因长期关井,导致部分区块井网不完善,注采矛盾突出。通过对该油田开展长停井调查,对长停井关井原因进行分析落

实长停原因,针对性的开展长停井复产工作,充分挖潜剩余油潜力,进一步提高油田开发效果。 

[关键词] 长停井；井网完善；出砂；井筒；治理 

 

1 油藏概况 

牛青茨油田位于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具有断块多且碎小的特点
[1]
,众

多断裂将油田分割成98个开发单元, 小的区块含油面积仅0.2km
2
,地质

储量7×10
4
t。目前油田综合含水89.3%,处于高采出、高含水的“双高”

状态。主力油层东营组和沙二段为辫状河沉积,储层连通性差,连通系数仅

51.2%；纵向上,层间、层内矛盾突出,均质系数仅0.34。 

2 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储层物性差,油井产量低。由于地质条件复杂,井间及层间剩余油

分布零散,油藏储层物性差,平面及层间矛盾突出
[2]
,区块油井停产前平均

单井日产油仅0.3t,难以实现效益开发。二是注水压力高,注水效果差。部

分油藏平均孔隙度17.7%,平均渗透率59.0mD,泥质含量13.2%,C26-31等8

口注水井注水压力达到13.5MPa左右,与注水干线压力基本持平,难以实现

有效注水。三是井况复杂,事故躺井多。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油水井井况

日趋恶化,套损套坏、砂卡和井下落物等因素导致的停产井日益增多。 

3 主要复产对策 

长停井复产优先实施与转换开发方式、完善注采井网、注水调整相关

的长停井,后实施单井挖潜的长停井,按照“产量高低、工艺难易、先完善

调整后挖潜增效”的治理原则,重点加强B1块新增调驱区域完善井网,茨北

段、L11等块注水调整,L618、C601等块措施挖潜增效等方面工作。 

3.1强化含油砂体刻画,充分释放剩余油潜力 

牛青茨油田N16、C41、C11块地质储量585×10
4
t,可采储量145×10

4
t,

目前处于高采出程度、高含水的“双高”状态,局部具有挖潜部署潜力。2016

年以来,提出单砂体刻画+侧钻挖潜的综合治理方法,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精细构造解释。二是深化剩余油分布规律认识。三是优选潜力砂体进

行部署。 

通过上述工作,实施老井侧钻13口,日产油45.8t,日产气0.4×10
4
m
3
,

阶段累产油0.5×10
4
t,累产气105.7×10

4
m

3
,取得较好效果。 

3.2与注水治理相结合,改善注水油藏开发效果 

根据油藏特点实施分类治理,针对出砂严重区块导致的长停井,通过

制定完善井网、恢复注水及新井部署的治理对策
[3]
,在B11等2个区块实施

新井5口,实施侧钻、补层、复注等措施恢复长停井17口。针对高含水、高

采出程度的“双高”区块,通过利用复注、分注、侧钻等措施改善注水,

恢复长停井14口。通过以上措施,油水井开井数由93口上升至100口,开井

率由49.5%上升至69.9%,自然递减率由15.1%下降到9.5%。 

3.3与区块治理相结合,盘活停产区块剩余油 

B11块可采储量采出程度72.6%,综合含水92.1%,属于典型的“双高”

区块。2002年以来长期处于低速开发状态,开井率仅50%,平均单井日产油

仅0.7t。通过对区块构造和剩余油重新落实,剩余油主要分布在断层遮挡

高部位以及井间未动用和未控制区域,原井距为300m,具有进一步加密调

整的潜力。 

3.4与转换方式相结合,提高水驱油藏采收率 

B1块因上下层系混采等因素制约,共有各类长停井58口,2012年以来

按照“试验、扩大、推广”的思路开展深部调驱试验。该块西南部停注4

个井组,长停井10口,通过对油藏边部开展精细地质研究,边部井组连通较

好,井间无断层,区域油层平均厚度35m,注水见效明显,具有通过扩大调驱

恢复长停油水井的潜力。 

为保障调驱效果,在B1块边部新增调驱区域重建注采井网,将原上、

下、合三套注采井网按反九点面积注水重新规划一套井网,实施调补层、

转抽和钻灰面等措施7口,实施注水井转复注10口,加强动态管理和优化注

采参数,实施调参、检泵、调配等注采调整125井次。区块油井开井数由1

口上升至7口,日产油由0.5t上升到7.2t,年增油1200t,开井率58.6%上升

至67.6%。 

3.5精细油藏综合研究,夯实油藏稳产基础 

坚持“单层无潜力不等于每个层都无潜力”的理念,精细地层对比,

落实剩余油分布规律
[4]
,加强长停油井的潜力摸排力度。通过对C601块监

测资料及油藏动态资料研究,对水淹程度进行重新认识,认为长期注水开

发,油层进入高含水阶段后,油层注水发生水窜
[5]
,位于水淹区的部分长停

井纵向上水淹程度不均,非主力油层的水淹程度较低,仍有较大的复产潜

力。通过实施补层、侧钻等手段复产,结合生产动态及井下状况复产27口,

区块日增油49.4t,日增气2.2×10
4
m
3
,年增油8040t,年增气470×10

4
m
3
。 

4 结论 

(1)深入基础研究落实区块剩余油分布规律,开展老区整体评价,结合开

发调整、方式转换前沿思路和技术,进行区块整体治理,寻求高效开发途径。 

(2)强化注水调整、优化生产制度等工作,进行实现注水、点状注水、

恢复注水等工作进行地层能量补充,精细生产管理,降低长停井规模。 

(3)随着注水综合调整的不断深入,积极推广应用C/O测井、硼中子寿

命测井等饱和度监测技术,为充分认识正常生产层和未射开层的剩余油分

布提供可靠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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