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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孤岛采油厂作为胜利油田陆上产油第一大厂，已为国

家累积贡献原油 2 亿吨。经过 50 多年的开发，老油区开发

阵地不断缩小，生产水油比急剧上升，有效资源接替不足，

开发成本不断增加，高耗、低效矛盾不断凸显，效益稳产难

度日益加大。为此，孤岛采油厂深刻分析研究老油藏开发各

个领域的矛盾点、平衡点、渗透点，在矛盾中求生存，在平

衡中找效益，在渗透中寻发展，打造了三大工艺技术体系：

抓源头降本构建井筒重建技术体系、抓效益提升打造长效防

砂技术体系、抓绿色低碳探索稠油冷采技术体系，从井筒重

建到储层改造到降粘举升，完善了一体化治理工艺技术体

系，从理论探索到技术实践，均取得了有效进展。

2 原因分析

2.1 是老油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目前，老油田面临着注汽、注聚开发两大主力开发方

式投入规模饱和、投入成本高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老油田的

开发。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开发理念，调整开发思路，在延长

油田经济寿命期的前提下，制定以“低成本工艺支撑”为目

标，制定可持续开发战略，实现高效开发。

2.2 是老油田可持续开发的需要
面对一系列的生产矛盾，孤岛油田要想取得长效、稳

定发展，就必须转变现有开发理念，打破思维禁锢，立足绿

色低碳可持续开发目标，找准低成本开发与储量有效动用的

切入点、突破口，依靠工艺技术创新，结构优化调整，不断

提升油气主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企业保

持盈利的可持化。

3 主要做法

3.1 核心技术强力支撑，实施井筒重建技术体系，

以“增”储拓阵地
孤岛油田经过 50 年的开发，套变井逐年增多、套损井

存量较大，导致静态井网不完善，储量失控严重。同时，调

流线转井网区块调整重建规则井网，油水井归位需求大，受

工农关系影响新井规模有限。针对开发转型井网调整与低成

本需求，工艺技术不断创新突破，快速适应转型发展新要求，

形成了井筒重建低成本工艺技术系列，保障转型顺利实施。

打通道下小套技术，根据套变程度分类实施套管内、

套管外打通道下小套技术，针对轻微套变井实施管内修套后

打通道下小套；针对套变严重井配套导斜器，实施管外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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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下小套。

水力喷砂解堵技术，加大了水力喷砂解堵低成本技术

在套损、长停井治理上的应用，大修治理后双层套管、小井

眼等井况存在常规射孔后存在低液、欠注问题，配套高穿透

能力的水力喷砂解堵技术，有效解除地层压实伤害、泥浆污

染，扩大炮眼附近渗流面积。开窗定向换井底技术，大修配

套钻井定向技术，按预先设计的方向和轨迹定向钻进一个新

井眼，实现低成本下调流线转井网，目的：提高方案符合率

和中靶率 [1]。

攻关扩眼技术，提升固井质量，利用水力扩刀将裸眼

扩大到预期尺寸，保障了小套管顺利到位，增大了环空厚度，

方便了固井施工，增加了水泥环厚度，提高了固井质量。

开窗侧钻技术，针对侧钻下小直径套管井套管内通径

小导致常规防砂、采油工艺配套难度大的问题，攻关取换套

裸眼钻进技术，保证套管尺寸，降低后期采油工艺配套难度

及成本。同时研制了自动替浆固井装置，实现了准确顶替，

免钻塞，保障固井质量，优化了水泥浆配方，提升水泥环质

量，改进了注浆设备，完善了注浆程序，从这几个方面切实

提升了小套管固井质量，解决了因管外串导致油井高含水、

水井分注分不开的问题，在最大程度盘活低效无效资产，恢

复失控储量。

通过实施井筒重建技术体系，加大老井侧钻力度，攻

关了拔套管扩眼、水平井管外充填防砂、水力喷砂解堵、

深度返排等钻、完井配套技术，侧钻井技术体系逐步形成。

侧钻井由之前年均完钻 8 口增加到 2021 年完钻 47 口，投产

16 口，累产油 0.8 万吨，治理套损、长停井 71 口，增油 1.2

万吨，平均单井日油水平 5.4 吨，为转井网工作提供了强大

的低成本技术支撑。同时大力推行市场化运营模式，以“目

标同向、合作双赢”为原则，深化对外合作承包，与石油工

程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强强联手，引智引脑，探索低效区块、

单元和单井稳步提效新路子。开展了中二中馆 5 稠油区块承

包、孤南 206—214 区块增量承包、低效井治理风险合作等

项目，累计增效 35 万元。

3.2 高强高渗高效返排，实施长效防砂技术体系，

以“控”储保稳定
随着井筒重建工程不断扩大，大修下小套、侧钻井逐

年增多，泥浆污染导致供液能力变差以及剩余油挖潜对象转

变后，储层物性条件逐年变差的突出问题，工艺技术树立了

“解、稳、防、排”一体化治理的理念，以返排技术为切入点，

清除近井地带堵塞，配套稳砂、防砂工艺，确保储层、充填

层、防砂筛管多级多界面渗流能力稳定，配套防排转换技术，

降低后期维护成本，打造防砂高效长效工程 [2]。

返排技术，解除近井地带堵塞，针对单层、低压漏失

井（压力系数＜ 0.83）配套氮气逐级返排技术；在混排管柱

上安装智能气举阀，从油套环空注入氮气，通过智能气举阀

进入油管，将管内流体分段举升至地面，井筒内形成负压，

达到地层解堵返排的目的；同时还能提高对新层的认识。

今年以来氮气逐级返排解堵 71 井次，单井返排时间长达 7.4

小时，解堵后压力下降 2.1MPa。累计优化新投方案 24 井次，

减少无效投入 240 余万元。旋转射流空化脉冲解堵技术，针

对多层长井段、水平井引进旋转射流空化脉冲解堵技术，套

管注入氮气，利用工具产生的空化和脉冲作用，在近井地带

形成空化低压区，达到负压返排实现均匀解堵。

防膨稳砂技术，抑制微粒运移，延缓堵塞，泥质胶结

物和粉细砂之所以运移，主要原因是入井液和地层水造成水

化膨胀破坏了砂岩结构，进而造成泥质运移，通过双季铵盐

在黏土、粉砂表面多点吸附后引发的电性中和以及晶层收缩

起到防膨和稳砂作用。

3.3 拓展资源接替阵地，实施稠油冷采技术体系，

以“扩”展增动能
采油厂秉承没有解放的思想，就没有技术的创新，没

有技术的创新，就没有效益的攀升的理念，实施了稠油降粘

技术攻关和集成应用，形成了具有孤岛特色的热采堵调和冷

采降粘吞吐配套的新技术，开展了绿色低碳可持续开发模式

的先河，将高能耗向绿色低碳转变，实现高投入向低投入转

变，为稠油转型冷采稳产增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微生物降粘吞吐技术探索，通过向地层注入微生物菌

液、激活剂或代谢产物，利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的协同作

用，达到降低原油黏度，改善流动性能、提高洗油效率的目

的，今年以来在具有一定能量的低液低含水稠油井现场应用

32 口井，累计增油 8000 余吨，投入产出比 1：2.5。LPA 降

粘体系探索，LPA为高分子聚合物，具备水相增粘、油相降粘、

降低界面张力、改善储层渗流能力的作用，通过开发方式的

转变，改善单井生产等措施，达到单井降粘增效，提高采收

率和经济效益的目的。

4 几点认识与思考

第一，老油田开发转型打造低成本工艺技术体系，持

续强化技术配套增效，工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集成应用了

高效防砂技术，完善了稠油机采长效举升技术，压减低效、

无效工作量，在多提有效液、多增效益油方面进一步优化，

提高投入产出比，使得老油田上产提效再发展。

第二，老油田开发转型打造低成本工艺技术体系，在

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充分借助大数据信息平台和智能化技术，

持续深化研究，拓展应用领域，使得老油田优化调整促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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