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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碱／表面活性剂／聚合物超低张力驱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三次采油新方法。
其实质是用相对廉价的碱部分地替代价格昂贵的表面活性剂。
这种驱油方法使表面活性剂的有效浓度可降低到0.1％～0.3％，大幅度降低了有效化学驱中表面活性剂
的用量。
此外，碱剂的加入又降低了表面活性剂和聚合物的吸附滞留损失，特别是价格昂贵的表面活性剂，降
低幅度可达到50％以上；同时，碱剂与原油中的有机酸反应生成石油酸皂，石油酸皂可与外加表面活
性剂产生有利的协同效应。
与聚合物驱相比，它不仅可以提高油层的波及体积，还能进一步提高原油的驱油效率。
因此，该技术是继聚合物驱后的又一可以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新技术，是未来提高采收率技术的
发展方向和趋势。
目前，超低张力驱油技术在国外仍处在室内研究和先导性试验阶段。
美国先后在West Kiehl油田和Cambridge油田进行了小型先导性矿场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室内和矿场试验结果表明：复合驱可比水驱提高采收率20％OOIP左右（水驱达到经济极限时的采出程
度只有40％OOIP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复合驱能够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增采的油量相当于又新发现了50％的可采储量。
因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尽管我国超低张力驱先导性矿场试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为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依据。
但是，该技术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1）为了达到比水驱提高采收率20％OOIP的
驱油效果，对于中、高渗透率（≥100×10—3μm2）油层来说，油水平衡界面张力必须达到10—3mN
／m数量级的超低值。
事实上，大量的廉价表面活性剂及其复配体系，与原油的界面张力要达到这个技术指标是非常困难的
，这已严重限制了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和来源。
目前，国内符合要求的表面活性剂非常稀少且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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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低渗油层油、水渗流特征以及水驱油机理研究的基础上，从低张力表面活性剂化学驱提高
采收率的机理出发，通过室内实验，重点论述了低渗条件下，油层岩石润湿性特征以及渗透率对驱油
效果的影响。
主要针对低张力表面活性剂存在的两大技术问题，特别是低渗或超低渗透率油层提高采收率可能性、
使用条件以及实际驱油效果等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讨论了目前油、水界面张力只能达到10-3mN
／m数量级时，低渗或超低渗透率（≤50×10-3μm2）油层提高驱油效率的复合驱油技术及油层注入
能力。
本书的研究结果为大幅度提高低渗、特低渗和超低渗透率油层的最终采出程度提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
。
　　本书可供三次采油技术人员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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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2.4 湖底扇重力流沉积大港油田马西深层储层属湖底扇重力流典型沉积。
该油藏位于黄骅坳陷盆地内部，在燕山褶皱带与埕宁隆起之间、紧临物源，边界断层活动强烈，岸坡
短陡，持续快速下陷，导致剥蚀地区碎屑由洪水直接搬运入湖，形成重力流砂体沉积。
入湖后的重力流受水下地形的控制。
马西深层紧临港东主断层，处于断槽部位，一直保持深水环境，断裂带成为陡坡带，下降侧形成湖底
凹槽，碎屑物质顺坡沿槽流下，呈透镜状或椭圆状分布，形成典型的重力流水道砂沉积。
1.2.3 远源沉积低渗透储层特征1.2.3.1 河流相沉积以大庆榆树林油田扶扬油层为例，加以说明。
榆树林油田扶扬油层为远源河流－浅湖相沉积，地层厚度450～565m，砂泥岩互层，平均砂岩厚度
约40m，共划分为六个油层组39个小层，其砂体分布特征如下：在纵向上砂岩分布较少，仅占十分之
一左右，一般发育4～23层，单层厚度2～5m，最大单层砂岩厚度11.4m，总厚度40m。
油层一般是2～16层，厚度3.3～40m，平均17.3m。
在平面上，砂岩的厚度变化大，主力油层不稳定，非主力油层的分布更加零星。
据东区开发试验区场四组以上油层统计，钻遇可以确定砂体边界的统计结果，共40个砂体，其中砂体
宽度小于600m的（1～2口井钻遇）共37个，占92.5％；600～900m的有3个，占7.5％。
说明砂体宽度主要是小于600m。
1.2.3.2 三角洲相沉积以吉林新民油田为例，加以说明。
新民油田扶余油层属三角洲沉积，水下河道异常发育，是处于松辽盆地坳陷阶段第一次扩张晚期。
南部的怀德一长春水系在本区注入湖区，形成了滨浅湖背景下的浅水三角洲沉积。
其沉积具有如下特点：砂岩为正韵律，砂岩厚度变化大，岩心中见到古生物化石及深灰色泥岩的存在
，紫红色泥岩含量大于灰色泥岩含量，古植物化石极少，除河道砂岩外，伴生有小型反粒序的薄层砂
，无厚层前缘砂体。
综上所述，远源沉积的砂体与近源沉积的砂体有明显的差别，且恰好相反。
远源沉积的砂体在剖面上以泥岩为主，砂体占的比例很低，呈薄层零星透镜状分布，平面上呈条带状
、透镜状分布，砂体极不稳定。
由于岩性的变化，可形成构造圈闭或岩性圈闭油藏。
而近源沉积的砂体，在剖面上以砂砾岩为主，平面上稳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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