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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卫东断层下降盘卫42块于1985年发现后，由于构造复杂、油层埋藏深、储层物性差、产能低等原因，

一直未投入开发。近几年来，采取构造精细解释、储层压裂改造、上下层兼探等新技术、新方法，对该区从

油藏地质、油藏工程、开采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逐步落实了构造格局及储层特征，搞清了油藏特征及

储量规模，确定了开采方式，使该含油断块得到合理开发，并且发现一批新含油断块，取得了滚动勘探开发

的良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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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油藏地质特征及勘探开发简况 K、\h L soom一。I

爨 登 陷中央隆起69，黛 隧 烈
署 了 5 口 探 井 （ 卫 4 2 、 卫 4 3 、 卫 4 8 、卫 6 8 、卫 6 9 ） ，  l 凰 冒 、、 \ 二 心 卜 。 。邀 — — ⋯ — 二 I

其 中 2口井 （卫 42、卫 68）试油获工业油流 ，据 此    I鬈编 矗敞 \    I

上报卫42块新增探明含油面积2.7 km2，石油地    图1  卫42块1985年构造含油面积图
质储量 320  ×  104 t。上报地质储量 的油层位于沙

三中要麓磊萎曩昙里；芸芸嚣煞 断层及  2  研究思路及采用的新技术
其伴生 的北西倾 向的小断层 ，构成反“Y”型结构 ，    针对该块难采储量特点 ，按照“系统研究 、整

形成若干小型的反 向屋脊断块 。构造高点位于卫  体解剖 、优选 目标 、重点突破”的研究思路及“整体

68井附近 ，地层东倾 ，倾角为 20。左 右（图 1）。油  部署 、分批实施 、及时调整 、逐步完善”的滚动勘探

藏 类 型为 断块层 状 油藏 ，埋 藏深度 为3200m——  开发一体化原则‘1]  ，深化该 区油藏地质特征认识 ，

3 750 m。储层 岩性主要为浅灰 色泥质石英 粉砂  利用先进 的工艺 技术 ，力争动 用一定 的石油 地质

岩、细砂岩 ，孔 隙度 12乡6～20%；渗透率 （1～39）  储量 ，落实或发现一些新的含油断块 ，取得滚动勘

x lu。  pm。    探与滚动开发的良性循环。
    卫 42块先后 有 2  口井 （卫 42、卫 67）投产试  2.1  充分利用三维地震资料和计算机技术 ，精细

采沙三中亚段3—4砂层组，投产初期日产仅2～  解释构造

4 t。该油藏 发现后 ，从 未作过 深入 的研究 工作，    三维地震资料在复杂断块油 田构造研究上具

对构造特征、油气分布及储量规模认识程度低，需  — —
进行油藏地质特征研究 和油藏工程论证 ，进一步    收稿日期：2003—12-04；改回日期：2004一01—19

落实构造特征 、油气分布情况和储量规模 ，采取适   震誉 譬 鬻 曩 髫 翌 耋；警 嫠 蓄雾 差 餐 誓 鬻

当的方式开采以求获得较高产能。 0393—4816047



有特殊的地质效果‘z，3]  。运用先进的Geoquest人  圈闭，该块 1998年上报新增探明含油面积3.5
机联作构造解释系统，对该块整体进行了精细的  km2，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113×104 t。
三维地震资料解释，力求主测线与联络测线和水  2.4  优化射孔工艺技术，既提高油井产能，又保
平切片相吻合，地震剖面与地质剖面相吻合，重新    护油气层
组合断层，在弄清本区构造形态及各级断层空间    新井射孔采用中原油田自行研制的新型射孔
展布基础上，选择有利部位部署了卫42—1井，完  枪89-1型，穿透能力达90～120 mm，孔密达16
钻后投产获20 t/d的商业油流。随即在卫42—1  孔/m，且发射成功率高。射孔后采用汽化水洗
井南、北两侧分别部署了濮82井、卫42—2井，实  井，尽量减少井内液体中的固相颗粒进入油层。
施后均达到预期效果。    2.5  井位部署上、下层兼顾，既降低了勘探风险，
2.2  加强RFT测试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对油藏    又提高了开发效益
地质特征的准确认识     卫42块沙三中亚段8—10油藏与沙三中亚
    借助于RFT测试资料能确定油藏原始油水  段3—4油藏在平面上部分重叠，过去针对该油藏
系统、估算有效渗透率、认识小断层发育、判断砂  部署钻探的卫68—1、卫68—2和部5井均未取
体连通情况、了解地层泥浆侵入等状况。    得预期效果。通过滚动勘探开发研究，在保证沙
    例如：RFT资料显示卫42块沙三中亚段3一    三中亚段3—4油藏开发效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4油藏与卫43块沙三中亚段3—4油藏不是同一  有选择地部署濮82、卫42—8等开发兼探井，均
油水压力系统，两个油藏分属不同断块，证实了卫  在沙三中亚段8—10砂层组钻遇油层，试采获工
69断层的存在，验证了利用三维地震资料对构造  业油流。
解释的正确性，同时也验证了完钻井地层对比结  2.6  开展老井油气复查，充分挖掘老井潜力，节
果的正确性。    省滚动勘探开发费用
2.3  深层低渗透储层压裂改造技术    过去在该区钻井过程中实施了大量高密度钻
2.3.1  低渗透储层大型压裂改造技术    井液和压井液，对油气层造成了严重损害。同时，
    针对低渗透油藏的特点，大力推广应用大型  由于试油工艺及地质认识限制，影响了对部分老
压裂技术，改造低渗储层的导流能力，提高油井生  井的油层认识。随着滚动勘探开发的力度不断加
产能力。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在压前地层评估、整  大及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综合多种地质资料，
体压裂优化设计、压裂材料研究、裂缝方向的控制  开展老井油气复查，挖掘滚动勘探开发潜力。
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    卫43井沙三中亚段3—4砂层组，1984年完
大型压裂技术体系。     钻后电测解释为干层，试油获低产油流，通过开展
    如较早实施的滚动开发井卫42—1井，射开  老井油气复查，对3 343.7～3 372.8 m井段的7
沙三中亚段3—4砂层组的12  层  18.4 m油干层，  层12.7 m油干层重新压裂试油，6 mm油嘴放
大型压裂后投产，日产油20 t，比初期试采时的2  喷，获得了54 t/d的良好商业油流。早先完钻的
～4 t/d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卫69井通过地质再认识和储层压裂改造，也获得
2.3.2  高能气体压裂技术    较高产能（表1）。

爆炸翟蠹筌黑冀絮篙黼 釜麓磊莲 3滚动勘探开发新认识
和保持多条多方位的径向裂缝。它具有成本低  3.1  构造精细研究搞清了该区断裂系统和断块
廉、工艺简单、增产增注效果好、对油层损害小、对  分区
环境无污染等特点。     过去认为卫东断层为一条，本次研究认为卫
    钻探卫43块的滚动评价井濮83井，完钻后  东断层是由彼此平行的2～3条断层组成的系列
射开沙三中亚段3—4砂层组3 358.5～3 416.6  断层，是一条控制性大断层，不仅控制着该区构造
m井段的13.2 m/6层，地层测试日产油仅4.47  格局，而且控制着该区油气的聚集。卫69、卫42
t，采用高能气体压裂后，4 mm油嘴试油，获得了    一2、卫48断层将卫东断层下降盘分割为卫43、
日产10.75 t的商业油流，依此发现卫43块含油  卫42、卫350、卫370块（图2）。



    表 1  242、43块沙三中亚段投产情况统计    量 87×  104 t。

  区块  井号  砂层组 厚度/  层蝥/  日冀油7 备注    3.4  明确 了该 区油藏产能特征及开采方式

  ——鬻曩焉 曩——甄 产荐冀誊篙慕鬻‰篡某
    濮82  3、4  28.2  15  20  新钻井    活跃 ，天然能量不足 ，需人工注水补充能量开发。
  卫42块 卫42—4  3、4  23.2  14    14  新钻井

    卫42—5 3、4  33.7  23  17  新钻井  4 交丈果
    卫42—8  3、4  14.3  7    8  新钻井

    平均    15.8    4.1 滚动勘探发现新含油断块
    濮83  3、4  13.2  6  19  新钻井     通过 该 区滚 动勘 探开 发 研究 ，新 发 现 了卫

  — .卫42—11 ；冀   嚣i  ：   18 纂 嚣     43、卫 355、卫 350、卫 370等含油 断块 ，已分别于
  卫43块  卫43  3、4  21.8  11  28  老井    1998年、2001  年上报 国家储委 ，共 新增探 明含油

    卫69    4  16.4  9    10  老井    面积 7.0 krI12，石油地质储量 390  ×  104 t（图 2、表

———— T'q——————————— 1‘‘”——  2）。实现了卫 370、卫 355、卫 350、卫 42、卫 43等

广— 区块 的含油连片 ，为下一步滚动开发提供 了目标。

I殇o”块    。一2 l    表2  卫东断层下降盘滚动勘探探明储量

◆◆ —◆
    图2  卫东断层下降盘滚动勘探成果图    4.2  部分含油断块高效合理开发

3.2  进一步明确 了储层沉积特征     卫 42挚 、罩 43磬 挚藏分掣于 ？警 年 、1999

    该区物源来 自西 7一西北 部，7属于半深湖 一深  年筝令滚黧 才 发。巷 整用 夏 油警 雩储 量 22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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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口 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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