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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低幅度薄互层边底水油藏开发理论与实践：以陆梁油田为例》在全面认清该类油藏地质特点、
开发规律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该油藏有效的开发技术对策，开发理论、开采技术与方案，高效稳产
开发管理模式，以达到提高类似油田最终采收率的目的，同时为类似油田的开发提供成功经验。
陆梁油田油藏具有低幅度、多层系、跨度大和油水关系复杂等特点。
从油田勘探到油田开发，该油田的决策者采取了全新的技术思路和工作方法，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开发
方案、开发技术和开发策略。
　　《低幅度薄互层边底水油藏开发理论与实践：以陆梁油田为例》适合从事油田勘探和开发工作的
相关人员参考，同时也可作为石油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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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幅度薄互层边底水油藏开发理论与实践:以陆梁油田为例》专著是陆梁油田高效稳产开发10年的理
论、方法与技术成果的总结、升华。
作者都是陆梁油田高效稳产开发的设计者、管理者、研究者和实践者。
 《低幅度薄互层边底水油藏开发理论与实践:以陆梁油田为例》在全面认清该类油藏地质特点、开发
规律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该油藏有效的开发技术对策，开发理论、开采技术与方案，高效稳产开发
管理模式，以达到提高类似油田最终采收率的目的，同时为类似油田的开发提供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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