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田技术监督处处长李振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油田是产能大户，也
是耗能大户，更要做节能减排大户。“十二五”期间,油田不仅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还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油田以“能效倍增”计划、能源管理体
系建设和“碧水蓝天”等专项行动为载体，把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企业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最高追求，坚持生态和谐与油气生产并重，大力
推进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向绿色要效益，走出了一条良性可
持续发展之路。

东辛采油厂永安油田永3-1断块，开发40多年来，经过了注水、分层
系、细分层系的综合调整，主力层严重水淹基本废弃，纵向上40多个油层
互相干扰，失控储量多，注采完善难度大。“琐碎”的地下条件让开发人员
无从下手，这里一度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这样的复杂断块油藏，胜利油田有16 . 2亿吨储量，平均采收率仅有31 . 8%，
如果能提高至38%，那将带来1亿吨的可采储量，足以延长油田优质生命期
4年。

立体开发技术的诞生让梦想变成现实。在精细描述的基础上，开发人
员把不同深度、不同断块的多个小规模剩余油富集区组合起来进行开发，
平面上，利用跨块水平井组合开发，实现剩余油“人工连片”；纵向上，利用
多靶点定向井组合多个碎块，实现剩余油“串糖葫芦”。

科技创新驱动油田高效发展的剧情同样也在化学驱上大放异彩，新
技术使采收率大幅提高。

聚驱后油藏采收率大多高于50%，再进一步提高采收率成为开发人
员难以翻越的一道坎。起初，技术人员使劲浑身解数，但效果却不尽如人
意。

现有技术不行，那就再创新；单打独斗不行，就打“组合拳”。通过研
究，开发人员认清了驱油剂与原油构效关系、聚合物与表面活性剂、粘弹
性颗粒驱油剂的复配增效和非均相体系的渗流机制，提出了新型驱油剂
的分子设计思路和驱油体系的研发方向，发明了粘弹性颗粒驱油剂，攻关
形成了聚驱后油藏井网调整非均相复合驱技术。

技术再一次成为斩获“黑金”的“杀手锏”。该技术在孤岛中一区Ng3

先导试验区实施后，综合含水从98 . 3%降到77 . 7%，日产油量由4 . 5吨/天最
高上升至84 . 1吨/天，目前累计增油8 . 1万吨，已提高采收率6 . 6%，预计最终
可提高采收率8 . 5个百分点。

绿色低碳
争做节能减排大户

油田“十二五”采油污水“零外排”的目标实现。采油污水“零外排”，
油田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油田算的不是眼前的效益账，而是环境账。2012
年“十八大”后，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更加突出，油田全面实施绿色发展
战略。

“十二五”期间，油田自上而下建立起能源消耗效能监察组，对能源进
行全面监察考核，不断加大节能监测整改力度。考核就是“指挥棒”。

近五年来，油田绿色发展要求越来越高，而工作却轻松了不少。在机
采、注水系统、系统，油田推广应用合同能源管理，大量高效技术和节能设
备应用于生产现场，管理起来轻松省劲；“一场一井”变为“一场多井”，在
一个井场上钻探多口井，巡井一趟可以少走很多路。

注采站的环境不封闭，石油工程队伍在绿色发展上更“拼”，他们纷纷
拿出了“杀手锏”，“钻井和作业施工有时候噪音小了很多”。“十二五”期
间，作业队还大规模推广不压井作业等重点绿色低碳新技术；钻井队应用
新型环保钻井液体系和固液分离机，实现泥浆不落地。

科技创新
驱动油田高效发展

素有“石油地质大观园”之称的胜利油田，在发展的每一步都闪烁
着科技创新的身影，断块油田的开发就是一个佐证。

油田科技处副处长侯树杰说，从表象上看，科技创新走进现场成为效
益的增长点，但深层次原因却是，科研单位精准把握生产需求和脉搏的最
佳诠释。“十二五”以来，科研人员转变研发思路，从科研前沿转向生产前
沿，从“上级命题”研发改为看一线需求，瞄准生产一线，对每项科研课题，
展开调研，摒弃定式思维，重点剖析，把研发的重心放到为服务油田发展
上，力求每项科研成果都能在现场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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