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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区块加密调整做法及效果分析 

王婧卓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八采油厂第三作业区  黑龙江  大庆  163000） 

摘要：该区块储层物性差，砂体以片状、窄条带席状砂为主，注采难度大，基础井网开发主要存在井网对砂体适应性差，

平面非均质性较强和措施改造潜力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优化井网、井型、完井方式的方法加密投产。通过井网

加密与注采系统调整的结合，增加水驱控制长度，完善注采关系。加密与注水调整结合，注重了新老水体的转换。与措施改

造相结合，充分挖掘剩余油。加密后，阶段开发效果得到改善，采收率得到了有效提高，增加可采储量 64.1×1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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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简况 

某区块位于某油田鼻状构造南部，断层较发育，频度

2.6条/km2。开采层位 A组，含油面积 28.4km2，地质储量 969.5

×104t ，储量丰度 34.1×104t/km2。 

主要发育三角洲外前缘相，砂体以片状、窄条带席状砂

为主，单层有效厚度薄，中低渗透储层发育，有效厚度小于

1m 的层数有 630 个，占总层数的 70.7%。该区块经历了初

期稳产，中期综合调整控递减，后期加密调整的三个阶段。

加密前共有油水井 118口，于 2013年进行大规模加密，新

增加 50口油井，11口水井。 

2.基础井网开发的主要问题 

2.1井网对砂体适应性差 

一、砂体钻遇率低，平均单层砂岩钻遇率仅为 49.5%，

有效钻遇率为 36.5%； 

二、不连通及单向连通厚度比例高，受断层遮挡作用，

井网注采关系不完善，不连通及单向连通比例较高为

62.9%。 

2.2平面非均质性较强 

一、各层平面渗透率极差和突进系数较大，渗透率极差

最大可达到 228.8，最小仅为 4.8，相差悬殊； 

二、低产井长关井比例大，区块共有低产井长关井 53

口，占油井总数的 63.9%，其中长关井 24 口，占油井总数

的 28.9%，因为平面分均质性导致低产长关的井高达 35口，

占长关井总数的 66%。 

2.3常规措施调整潜力较小 

该区块抽油机井 83 口，已压裂 23 口井，占总井数的

41.1%。而动用较差或含水较低井层发育连通条件较差，进

一步增产余地较小，有下步措施潜力的井仅有 4口。 

3.加密井网开发阶段做法及效果 

针对区块开发矛盾，采取灵活加密方式，完善注采井网；

结合剩余油类型，利用加密的有利时机，开展区块综合治理

工作，形成了“三优化、三结合”的有效做法，改善区块开

发效果。 

3.1量化剩余油分布 

纵向上剩余油主要集中在上砂岩组 PI21-PI42层，平面

上剩余油主要集中在三角洲外前缘相发育的主体席状砂。分

类型看剩余油以断层遮挡、注采不完善、单向注水为主，剩

余可采储量比例达 83.1%。 

3.2井网加密调整 

3.2.1优化井网 

合理部署加密井，根据采出程度与综合含水曲线，优先

出井网中心与断层附近灵活加密的方案。 

该区块发育片状，窄条带状席状砂，单相连通比例高，

平面矛盾突出，开展了“均匀布井、不均匀钻井、选择性射

孔”以及“井网中心”和“断层两侧”布井的加密调整研究，

形成“灵活、零散、不规则”的加密调整技术，油井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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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口，水井加密 8 口。按加密位置分析断层附近井初期加

密效果最好，平均单井日产油 2.7t。 

3.2.2优化井型 

为提高单井产量，在构造平缓，砂体稳定，剩余油富集

的区域优选水平井进行加密调整。在水平井区内，水平井的

初期日产油是直井的 4.3倍，累积产油是直井的 6倍。 

3.2.3优化完井方式 

对于物性好未水淹或低水淹油层，选择普通射孔方式完

井，初期单井日产油 2.4t，含水 41.5%。对于物性差未水淹

油，渗透率和有效厚度均较低的油层选择压裂完井，初期单

井日产油 1.1t，含水 52.2%，对于物性好多级水淹的油层采

用选择性射孔完井，初期单井日产油 2.3t，含水 42.7%。通

过优化完井方式，加密井初期含水控制在 55％以下。 

4.区块综合治理及评价 

不同的剩余油类型对应不同的挖潜对策，因为注采不完

善和单向注水所产生的剩余油采用井网加密与注采系统调

整结合的方法，对于层间干扰所产生的剩余油采用井网加密

与注水调整结合的方法，平面干扰和断层遮挡的剩余油类

型，采用井网加密与措施改造结合的方法。 

4.1加密与注采系统调整结合区块加密同时转注老井 12

口，双向连通比例增加 13.8 个百分点，多向连通比例提高

4.8 个百分点，水驱控制程度由 74.2%提高到 78.5%，提高

4.3个百分点。 

4.2 加密与注水调整结合加密后注重新老水体转换、加

强转注井注水，控制老井注水，水井细分与油井选择性射孔

结合，将笼统井调整为分层注水，限制低水淹层段，停注中

水淹层，平面液流方向调整，实施分类注水调整，封堵高含

水层，未射中水淹层。 

4.3加密与措施改造结合 

实施油井措施 22 口，初期单井日增油 2.5t；恢复 8 口

长关水井注水，平均单井油压下降 4.0MPa，初期油压

12.9MPa，日注水 9.9m3，阶段累积注水 2.427×104m3。 

4.3区块总体评价 

一、阶段开发效果得到改善，加密后区块采油速 

度提高 0.7个百分点，含水由 65.3%下降到 52.0%，下 

降 13.3个百分点，油水井利用率上升 34.7%，水驱控 

制程度增加 4.3%，老井自然递减率下降 2.3%。 

二、加密后最终预测采收率为 32.5%，采收率提高 

5.5个百分点，增加可采储量 64.1×104t。 

5结论 

1.针对中低渗透油田高含水期，实施以加密和注采系统

调整为主的综合调整，是改善油田开发效果、提升开发效益

的有效方式； 

2.结合区块地质特征和剩余油分布，采取断层附近为

主，井网中心为辅的方式加密； 

3.尝试应用水平井挖掘断层边部剩余油，提高了剩余储

量的控制程度； 

4.采取“三优化、三结合”的调整方法，采油速度提高

0.7个百分点，采收率提高 5.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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