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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一体化封隔装置

降低转周成本

对稠油井而言，带防砂管转
周工艺因具有占井周期短、成本
低等特点，一直被广泛应用。在孤
岛厂，带防砂管转周工艺每年应
用约4 0井次，占总转周井数的
15%。

但带防砂管转周工艺也存
在着许多不适应性，一是注汽
封隔器到油层上界之间存在裸
套管段，蒸汽直接加热套管易
产生热损失和套管损坏；二是
注汽后地层亏空严重时，无法
进行重复充填；三是缺少防漏
设计，压井液漏失会造成地层
冷伤害，既影响注汽效果又会
加剧套损。

综合以上问题，技术人员通
过集成创新，成功研制出一种用
于稠油热采的“注汽防砂一体化
封隔装置”，实现了带防砂管密闭
注汽、注汽后补砂以及防漏失洗
井功能，使井筒热损失和转周成
本得到有效降低。

室内试验显示，利用“注汽防
砂一体化封隔装置”转周后，平均
单井漏失量由75方减少为6方，折
算减少热量损失1575千克标准
煤。由于施工过程减少了井筒重
新防砂工序，平均单井占井周期
减少3天。

在室内试验成功基础上，孤
岛厂选取N34X01井进行矿场实
验。该井油层高渗漏失严重，上周
期防砂漏失液量达到488方。利用

“注汽防砂一体化封隔装置”转

周，由于洗井过程无漏失，仅用12
方洗井液出口即见液。目前该井
已生产1081天，与上周期同期对
比，井口温度提高3 . 5℃，液量提
高10方，目前已累计产油5568吨。
技术人员预测，在未来1至3年内，
该装置的推广普及将显著降低转
周防砂成本，预计单井可节约6 . 5
万元。

改进粉煤灰堵剂

降低堵调成本

“右边是常规粉煤灰堵剂，固
结后体积只有原体积的65%左
右，左边是改进后的粉煤灰堵剂，
固结后体积几乎不发生变化，大
大提高了堵调效率。”工艺研究所
油层改造主任师屈人伟介绍说。

两个试管，两种相同堵剂，
呈现出的状态却大不相同，原因
何在？

作为油层改造的一项基础工
艺，堵水调剖在油田不同开发阶
段被广泛应用。孤岛油田自九十
年代开始注聚以来，在注聚前期、
中期和转后续水驱前各个阶段都
开展了堵水调剖工作，平均每年
工作量在40口左右，使用的堵剂
主要是粉煤灰堵剂。

但随着长期注聚、注水开
发，地层大孔道和次生大孔道越
来越严重，由于粉煤灰堵剂的耐
冲刷能力、悬浮性能较差，所以
粉煤灰类堵剂对大孔道的封堵
适应性逐渐变弱，用量越来越
多，近两年平均单井使用粉煤灰
达到145吨，单井作业费用达到
45～60万元。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严格的
单井堵调成本指标，孤岛厂从改
善堵剂性能入手，经过探索和实
验，在常规堵剂中添加了悬浮剂、
激活剂等组分，使堵剂性能和堵
调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固结率高
达98%，基本实现了等体积固化，
用量也随之减少。据测算，单井堵

调费用仅为23万元，较常规堵剂
节约30万元。

除此之外，孤岛厂还推广应
用了固化氮气泡沫堵水技术，平
均单井费用10万元，同时尝试应
用油泥砂和聚合物母液添加交
联剂作为堵剂，进一步降低堵调
成本。

优化防偏磨工艺

降低举升成本

随着油田进入特高含水期及
注聚转后续水驱开发阶段，油井
偏磨、腐蚀现象愈加严重。2015年
底数据显示，孤岛厂偏磨井达到
1175口，占开井数的40 . 3%，较
2011年的663口增加了512口。

为压减作业井，控制多轮次
躺井，孤岛厂形成了以内衬管为
主的低成本防偏磨工艺。自2011
年以来，针对腐蚀偏磨严重、高含
水井共实施内衬管工艺381口，免
修期由实施前的266天延长到513
天，延长了247天，减少多轮次井
38井次。

随着低油价寒冬期的到来，
科研人员开始算起了更精细的效
益账：每米新内衬管148元，较每
米新油管多出57元，如果全井整
体更换新内衬管，势必会增加成
本投入。

在对2015年实施内衬管防
偏磨工艺的油井进行综合分析
后，科研人员计算出实施内衬管
工艺的效益平衡点，即当俢前免
修期在300天时，投入产出比才
能达到平衡。因此，免修期小于
300天的油井实施内衬管工艺效
益较好，而大于300天的井实施
新油管和扶正器配合，会有效压
减作业成本。

技术人员算了这样一笔账：
以一口600米深的油井为例，仅
在防偏磨段更换内衬管，与全井
更换内衬管相比，可节约成本3
万余元。

花更少的钱，采更多的油
孤岛厂优化开发工艺打出“组合拳”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海鹰 杨玲玲

持续低迷的油价，让“过紧日子”成为全员共识。作为一家开发近50年的老油田，孤岛采油厂在含水越来
越高、储层物性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不断在开发工艺优化上做文章，力争花更少的钱，采更多的油。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于佳 李
双领) 近日，东胜公司滨南
采油管理区优化油井间开，
将滨253井从一天开12小时
调整为六天开30个小时。以
往，这个周期摸索时间要用
半个月甚至更长，而这次他
们只用了四天。

位于滨州市杨柳雪镇
的滨南采油管理区，管辖着
80余口油井。国际油价长期
低位徘徊，给油田生产经营
带来挑战，对此，滨南采油
管理区采取一系列保效增
效措施应对“寒冬期”，向生
产成本要效益成为重头戏。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
做到最大限度挖潜增效，
滨南采油管理区在油井间
开上动起脑筋。按照传统
方式，摸索油井间开的规
律大多依靠产量来判断。

“先两天开一天行不行？如
果发现液量少了，三天开
半天行不行？三天开 1 8个
小时行不行？”在滨南采油
管理区技术管理室副主任
李渊看来，这种靠经验和
产 量 判 断 间 开 周 期 的 办
法，既费时费力又耽误生
产还不一定合理。

于是，滨南采油管理区
按照“三线四区”经济运行
模型，重新摸排出辖区22口
低产低效间开井，并组织技
术人员反复查找理论书籍
和资料，试图在实际生产与
理论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

“一种是关井之后井底
压力恢复跟时间的关系，一

种是关井之后液体往井筒
流动的概念，两者相结合，
应用到现场就是关井之后
静液面恢复与关井时间的
关系。”李渊介绍。

找到共性后，滨南采油
管理区拿出滨253井进行试
验。期间，他们一边让注采
站对该井连续测量静液面，
一边把录取的静液面数据
和油管直径、套管直径、泵
径、冲程、冲刺等数值输入
到“Excel”表，利用压力公式
拟合计算。

尽管“这套公式需要的
数值离不开实际测量”，但
李渊认为，只需要四个静液
面值就足以满足计算条件，
一口井的间开周期最快四
天就能确定，很大程度上节
约了劳动力和时间。

李渊告诉记者，经过观
察对比，他们发现这口井理
论测算结果与实际相差不
到一天，印证了这套计算公
式的准确性。更令人惊喜的
是，在液量、油量都不变的
情况下，这口井一天节约
100度电，一个月下来节省
费用1400元。“这套公式适合
依靠地层能量生产的井，而
滨南采油管理区的油井正
好符合这一特点。”李渊解
释道。

尝到甜头后，他们把
这套公式又运用到剩余的
2 1口井，对油井工作制度
进行“瘦身”。数据显示，通
过优化间开，该采油管理
区每个月将实现节约费用
3万余元。

一个“公式”

算出三万元效益
东胜滨南管理区理论实践融合降成本

对对照照标标准准查查隐隐患患

今年以来，河口采油厂以“我为安全作诊断”活动为载体，有针对性地加强安全监管检查，借助加大曝光力度等措施从从严提高督查实效。数据显示，4月份，该厂复查问
题93个，已按时整改反馈93个。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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