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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摘要: 

为了了解胜利油田采出水的特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承担了胜利油田设计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课题“油田采出水特性研究”，该课题研究有助于对胜利油田水驱

采出水的特性做全面细致的了解。 

该课题就采出水水质及采出水中固体颗粒组成、悬浮液形态及润湿性、悬浮液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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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及水处理剂对悬浮液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采出水和

原油中的固体颗粒的主要成分为：石英、钾长石、斜长石、方解石以及粘土矿物，各

成分含量差别较大，说明固体颗粒组成对O/W和W/O乳状液稳定性的影响各异。采出

水中粒度分布范围较宽（0.211～590 µm），其中4.472~27.904 µm占75.1％。采出水中

主要含有Mg2+、Ca2+、Na+、K+、Cl-、HCO3
-离子，矿化度为16860 mgL-1。 

水对固体颗粒的润湿性好于原油模拟油对固体颗粒的润湿性。固体颗粒的表面能 

=40.47 mN m-1 ，极性力 =22.04 mN m-1，非极性力 =18.43 mN m-1，说明固体颗粒的
极性稍强于非极性。油－水－固体颗粒体系中存在多种形态：固体颗粒粘附在油珠表
面、油滴附着在固体颗粒表面、固体颗粒的聚集体以及单独的油珠，且原油中含有微
生物。 

固体颗粒浓度增加，体系的固含量增加，油含量降低；体系的油水界面张力、界
面剪切黏度增加；当固体颗粒粒径<300μm时，水相中的固含量随颗粒粒度的减小而增
加。剪切时间、剪切速率增加，悬浮液的固含量和油含量增大，悬浮体的Zeta电位绝

对值增加，稳定性增强。矿化度在0～16000 mg L-1之间，矿化度升高，悬浮液的固含
量及Zeta电位绝对值增大，悬浮液稳定性增强；但油含量及油水界面张力随矿化度升高
而降低。在强酸性、中性和强碱性条件下，中性条件时水中的油含量和固含量较大，
表明强酸性或强碱性条件不利于原油O/W型悬浮液的稳定。采出水中加入固体颗粒和
原油后，体系的Zeta电位的绝对值由小到大的顺序为：Zeta（采出水）< Zeta （采出水
+颗粒）< Zeta （采出水+原油）< Zeta （采出水+颗粒+原
油）。                                        

随着加剂浓度的增加，缓蚀剂SL-2使水中油含量明显增加，固含量先降低后升
高；阻垢剂HEDP使水中固含量明显增加，油含量降低；杀菌剂1227使水中固含量明显
降低，油含量稍有增加；聚铝使水中固含量和油含量均降低。四种水处理剂混合存在

时，水相固含量及油含量都有增加。当水处理剂浓度20～120 mg L-1之间，水处理剂浓
度增加，缓蚀剂SL-2和絮凝剂聚铝使体系的粒径中值降低；而阻垢剂HEDP和杀菌剂
1227使体系的粒径中值增加。随着浓度的增加，缓蚀剂SL-2、杀菌剂1227、阻垢剂
HEDP能够降低油水界面张力，絮凝剂聚铝对界面张力影响不大；缓蚀剂SL-2对界面剪
切黏度的影响不大，阻垢剂HEDP随时间增加，界面剪切黏度快速增加；絮凝剂聚铝使
界面剪切黏度降低。混合剂使界面张力降低，界面剪切黏度增加。缓蚀剂SL-2、阻垢
剂HEDP、杀菌剂1227和絮凝剂聚铝均能降低体系的Zeta电位。回注水的反复使用，水
相中水处理剂浓度增加，使采出水中悬浮物、油含量、Zeta电位及界面剪切黏度增加，
粒径中值减小。导致采出水悬浮液稳定性增强，使采出水的处理难度增加。该课题的
研究结果对油田采出水的进一步处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