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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生产实践证明加密钻井是安塞油田开发过程 中的一种有效措施，并从理论上分析了 

它的科学性，提 出了设计加密井的指导性方针，即在加密钻井前应先进行注采动态分析，认清油藏 

特征 ，才能做好加密钻井的I程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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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油田是我国大型低孔渗油田，采用早期面 

积注水方式开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开 

采时间的增长，出现了裂缝性渗流井多、死油区多的 

现象，大大降低了油田的采收率。 。为了解决这一矛 

盾，该油田采用在面积注水油藏上钻加密井的方法 

开发油田。由于其投资少，见效快，是一种完全有效 

可行 的方法。 

安塞油田主要产油层位三叠系延长组是一套内 

陆湖盆的三角洲前缘相沉积，主力油层长 6段岩性 

为细粒长石砂岩，长石含量 48．6 ，石英 2O ，岩屑 

8 6 。其油层物性极差，有效孔隙度 11 ～l4 ， 

平均 12．4 ，渗透率 0．33×10 ～0．7×10 ffm ， 

平均为 0．49×10 pm ；徽裂缝极其发育，在地层条 

件下呈闭合状态，稍有外来压力便可张开，且其方位 

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平面上大致呈北东南西向。 

1 加密钻井实施效果 

l995年开始在较早投产的××区块打加密井， 

至 1998年底全油田共钻加密井 48口，平均单井产 

量 28．14 t／d(表 1)。由表 l可看出，该油田部署的加 

密井产量在逐年增加，1998年平均试油产量达到 

30．23 t／d，比该油田平均单井产油量高出 1．8倍， 

投产初期平均单井产油 4．84 t／d，比该油田平均单 

井产油量高 2．1 5倍。像这样的特低渗油田，采用加 

密钻井开发油田以产量高，稳产期长的优势，值得在 

安塞油 田进一步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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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安塞油田钻加密井实施效果 

Tab．1 Results of lnfill Drilling 

AnsaloiI Fleld 

1．1 开发区地质动态分析夏加密的方式 

到 1996年底 ，在 ××区及 ××区共发现 97口 

裂隙流井，在较早投产的××区还证实形成 34个死 

油 区。例如 Al 9-5井 1991年 5月见水 ．1994年 6月 

水淹，脉冲试井后，判断其来水方向为 Al9—4井，水 

线推进速度为 0．75 m／d，见水类型为孔隙裂缝型， 

累计产油 4 815 t，可以看出该井水驱程度高，剩余 

油多 。l 995年在 A19-5井正东 146 m处打加密井新 

A19—5(图 1)，日产 液 8．16 1TI ，油 4．6 t，含 水 

27．7 ，累计产油 722 t。 

根据动态资料分析，布加密井的方式有两种；① 

加密井井网方向与裂缝方向错开；◎在大井距间布 

加密井 。 

1．2 实施效果分析 

该油田所钻的 48口加密井均钻遇油层，平均油 

层有效厚度 l4．02 m，完成试油的 48口井平均试油 

产量 28．4t／d(表 2)，最高达 100t以上。由表 2可 

看出，加密井在试油阶段就表现出单井产量高的特 

点，部分井还出现了自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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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塞油田××区井位示意图 

Fig ] Sketch of W e Ll Site of One Region in Ansai Oi L Field 

2 加密钻井提高石油采收率的机理 

2．1 开采出了剩余油 

由于安塞油田具低孔低渗的特征，且砂体分布 

不规则，延伸性差．宽度较小 ，非均质性严重．在井网 

密度较小的情况下采收率一般较低，只有二次开发 

加大井网密度(一般需要 150 mx150 m左右)，才 

能采出透镜砂体边部剩下的较多残余油。 

衰 2 安塞油田部分加密井综台数据裹 

Tab．2 Comprehensive Data of Infill Driling in Ansai Oil Field 

2．2 可提高水驱控制程度，改善油层动用状况 

安塞油田加密井一般有效厚度平均 3．4 m，渗透 

率小于 6×10。” m 。通过细分层加密井，井网密度 

达到 15～20口／kin ．使差油层充分动用起来 ，补充 

了高含水层产量的下降，不仅提高了最终采收率，而 

且对油田稳产起了很大作用，井距的加大，可大大降 

低水驱控制程度(图 2)，井网密度的加大可明显地 

提高采收率(图 3) 

2．3 加密井井罔与裂缝方向错开 ，防止了水窜 

安塞油 田虽属低孔低渗油 田，但礅裂缝在油区 

普遍存在，且这些礅裂缝在原始地层条件下呈闭合 

状态．稍有外力便会张开。因此，在研究区使加密井 

井网方向与裂缝方向完全错开，有效地避免了沿裂 

井距／m 

圈 2 水驱控制程度与井距美系图 

Fig 2 A Curve of Re Lation between Water 

Disp Lacement Efficiency and Wel Lhead Spacing 

＼ 摹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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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估测井筒附近的岩性、流体性质、渗透性遮挡 

层及非均质各向的异常情况；③掌握已有的水驱效 

率以及采收率，设计出合理的井网方向及井网密度。 

3．2 加密钻井工程设计 

根据油藏描述资料，在进行加密井网设计中还 

应考虑以下几点 ：①进行加密钻井的先导性试验以 

获得较准确的测井及岩性数据，然后通过示踪剂试 

井搞清油藏平面和垂向渗透率的_龟化情况；②确定 

井网加密的形式和井位；③增产处理设计，包括改造 

井同密度，口 ‘ 的模式、效果分析等；④加强加密钻井工程的监测和 

图3 井同密度与水驱采收率关系图 控制力度，井预测加密后的生产动态 

Fig．3 A Curve of Re Lation between W ell 

Density and Water Disp Lacement Recovery 4 加密钻井在安塞油田的发展及展望 
缝水窜造成的暴发性水淹，保证了油井见水慢 ，产量 

高，无水采袖期延长。 长庆油 田所钻的加密井不多，安塞油田2-8~U 

总之，这种具低孔、低渗、面积较小、砂体边界不 起步，然而石油后备储量呈逐年下降的势态，且用来 

清、多油层叠合的油藏，经调查后加密钻井的注采系 接替的区块越来越少
。通过钻加密井，预计平均每n 

统和压力系统，增加了波及方向和波及体积，降低了 井增加约5 000~10 000 m3的石油产量。因此，加密 

含水率，最终提高了采收率 钻井提高低渗油层的注水开发效果是可行和显著 

的。 

3 设计加密井时应考虑的因素 以经济效益论，目前完成的48口井平均单井产 

量按 4．0t／d计，每年为安塞油田增加的油量约占 

3·1 认清油藏特征 该油田总产量的6 
。 除去钻井试油费用，每口井按 

钻加密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油藏原始状态的 100万元计，则投产第一年纯利润近 2 000万元．效 

了解：①建立可靠的沉积环境模型，应用测井数据对 益十分可观 因此，在老油田稳产难度较大，又没有 

比井间岩石物性的变化及储层平面和垂向的非均质 新区接替情况下，大力发展加密钻井是实现稳产的 

性；②通过试井、干扰试井、示踪剂试井及近代试井 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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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g Output Coefficient in Ansai OiI Field 

by Step Of Infill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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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ot only proved by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production that infill drilling is a actual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sai Oil Field，hut also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ory that the step is correct
． Based on these 

analyses，a guiding principle is given：first，injected watar—oil performanca should he analyzed；second，the lea— 

tures of oil accumulation should he distinguished． 

Keywords low permeability；infill drilling；output coefficient；Ansai Oi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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