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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矿物研究及其地质应 用

第二届全苏裂障性储集层会敲

(苏)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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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休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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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助波夫

1 9 6 2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格罗兹内召

开了第二届全苏裂隙性储集层会议
,

会议由格

罗兹内石油科学研究所和切禅印古什苏维埃社

会主义 自治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石油开采与

天然气工业管理局筹备
。

参加会议的有来 自 135 个生产与科学研究

机构的 5 91 个代表
。

会议参加者中有各高等院

校
、

苏联科学院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学者
,

主要

的科学研究所有
:

全苏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
、

全苏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
、

全苏石油科学

研究所
、

全苏地球物理勘探科学研究所
、 ,

鲁克

兰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
、

格罗兹内科学研究所
、

阿塞拜疆科学研究所等
,

还有莫斯科大学
,

列

宁格勒矿业学院和格罗兹 内石油学院的学者以

及苏联各地区 (库页岛
、

诺沃西比尔斯克
、

伊尔

库茨克
、

秋明
、

基辅
、

里沃夫
、

嘉桑等) 的地

质管理局和石油开采与天然气工业管理局的代

表
。

切禅印古什国民经济委员会第 一 副 主 席

B
.

C
.

C H 只e及研。叨
B
作开幕词

。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四个报告
。

切

禅印古什国民经济委员会石油开采与天然气工

业管理局总地质师 B
.

仄
.

r a 几。x H H 作了关于切

禅印古什地区裂隙性油 田勘探与开发的总结报

告
。

E
.

M
.

CMe x o B 作了裂隙性储油层研究现

状的报告
。

全苏地球物理勘探科学研究所格罗

兹内实验室主任 A
.

M
.

H e r a盆讲了关于裂隙性

储集层中次生孔隙的定量评价报告
。

格罗兹内

科学研究J和干发实验室的主任 B
.

H. M a益醉6 o p

作了国外裂隙性油 田的开发方法的报导
。

接着会议按三个组进行
。

野外调查组听取了 31 个报告
,

讨箫时 20

人作了发言
。

几
.

H
.

Po3 a且o B a (全苏石油地质

勘探科学研究所 )和 M
.

E
.

八。几y及反 (全苏天然

气科学研究所哈尔科夫分所 )的关于在较深 (超

过 4 0 0 0 米 )条件下岩石储集性质的研究报告引

起了人们的兴趣
。

Jl
.

fl
.

r M H及 (全苏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 )和

E
.

K
.

沛p o 几OBo 益 (古比雪夫石油工业科学研究

所 ) 的报告中谈了裂隙的矿化时间与特征及其

对岩石储集性质的影响
。

M
.

x
.

B y几a犷
,

B
.

H
.

K a 几

姗
B a 等人(全苏

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 ) 在报告中否定了在

深部存在大裂隙的可能性
,

虽然大多数报告人

(莫斯科大学
、

全苏石油科学研究所等)提出了

相反的意见
,

井认为这些裂隙和洞穴在建立储

集空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许多报告人阐述了裂隙方向的规律
,

确定

了裂隙密度与岩性间的定量关系等
。

在研究中所不足的是缺乏统一的裂隙性储

油层的研究方法以及各单位在工作 中 配 合 不

够
,

结果造成某些单位在同一地区的研究工作

重复 (如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 自治共和 国

的 X蚁yM eK 弯窿 )
。

矿踢地质和地球物理组听取了27 个报告和

16 个发言
。

引起人们最大注意的是在实验室条

件下 (里沃夫地质管理局的 P
.

C
.

助
n bl c T 只“

.

c k ll 益
,

B
.

M
.

B o JI阳H 从K a幻 以及根据矿踢地球

物理研究资料 (y x Ta 地质管理局的 K
.

r
.

B O 几
-

Te H k o 和依申拜地质管理局的中
.

r
.

Bae M 6 H T o B )

确定储油层容积的方法的报告
,

其中批评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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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的裂隙性岩石储油气性 2
.

随着探井深度的增加
,

要加强 研 究 岩

质的测定方法
。

石的次生成岩作用和变质作用对岩石储集性质

H
.

只
.

3a 益K曲clc n 创扁克兰地球物理勘探 ) 的影响
,

以及查明深部裂隙的特征
。

指出必需进一步完善确定裂隙性储集性质的己 3
.

由于已积累了在构造
_

上裂键方 向 和 分

有的矿壕地球物理方法以及必须运用电阻汁和 布的大量资料
,

已明确 了某些一般规律
,

进一

井径规来确定这种储油层的容积
一

与渗透率
。

步的大量侧量裂艳应控制在地质研究较好的露

钻井和油 田开发组听取了 28 个报告和 24 头区
。

个发言
。

4
.

扩大油井和地腊矿地下 开采中 裂 隙 的

B
.

讨
.

K 。只o Ba 万。Ba
,

八
.

C
.

T O 刀Ica 肥Ba 等 研究工作
,

井在这个基础 L研究裂隙的形态和

(C妞水
a 油矿管理局 )和 B

.

H
,

M a益八e 6 o p a
,

M
.

成因分类
。

中
.

n o cT a lll (格罗兹内科学研究所 ) 在报告中 5
.

为了计算裂隙性储集层油气的储量
,

应

提出了比较现实的问题
—

提出了裂隙性油藏 研究可靠地确定地质参数的方法
。

的开发方法
。

6
.

为 了评价裂隙性和裂隙孔隙性 油藏 油

E
.

C
.

P o MM 和 B
.

B
.

n o 3 o H eH R o (全苏石 气的地质和工业储量
,

以达到统一开采方法
,

油地质勘探研究所 )
、

H
.

r
.

C K Bo p 双。B (国立 建议综合运用资料对照表
、

水动力学的方法
、

石油研究所 ) 只
.

H
.

K y3b M o qe
B (格罗兹内科 广泛运用矿踢地球物理资料

、

油藏开采资料和

学研究所 ) 作了关于在裂隙中液流渗滤问题的 岩心的实验室研究成果
。

有趣的报告
。

了
.

为了评价各种地质条件下裂隙 岩 石的

10
.

fl
.

水eJI To Ba 和 n
.

n
.

3 0 几o Ta p eB a( 全 储集性质
,

应进行矿堤和实验室的定性侧定
,

苏石油科学研究所 ) 报告了裂隙性地层水动力 必需研究和制造适于 8 D0 大气压和 15 0 ~ 2 00 ℃

学理谕问题的研究
。

情况下的综合仪器和仪表
。

可惜
,

会议上很少谈到钻进裂隙岩石的钻 8. 裂隙性油气藏开发的主要科学 研 究方

井技术问题
,

因此对 J’I
.

n
.

CTo 月H O B
cK 行 (全苏 向是要总结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完善水动力

天然气科学研究所 中亚西亚分所 )和 B
.

A
.

x y
一

计算方法
,

以确定在各种条件下油藏开发的定

p T y及O B (格罗兹内科学研究所 )关于这个问题 量指标
。

某些方面的报导比较注意
。

9
.

注意到格罗兹内科学研究所进 行 的 工

r
.

r
.

fl 0 JI皿叨a( 国立石油科学研究所 )的 作以及邻近这个所的裂隙性油藏地区的工作
,

报告讨渝了裂隙性油藏钻井地温的研究
。

会议确定格罗兹内研究所为研究裂隙性油层开

中
.

H
.

K o 饥xo B (全苏石油研究所 )指 出目 发问题的主要研究所
。

前缺乏裂隙性储油层的石油储量汁算方法
,

而 此外
,

在会议决议中还认为必须加强科学

这个问题会议也没有足够注意
。

根据他的意见 研究所在西西伯利亚区的资料研究工作
。

认为在选择合理的开发网和开采井趾方面同样 在决议中记入了许多情况下勘探与开发裂

很少进行研究
。

隙性油藏的研究方法
。

最后的全体会议通过 了决议
,

主要为下列 会议决定第三届全苏裂隙性储油层 l司题会

几点
。

j义于 1 9 6 4 年在里沃夫举行
。

1
.

要注意查明岩石产生裂隙与其 他洞 穴 (曹慧提豁自
“

石油和天然气地质
, ,

19 63年 1期 )

和各地区地质发展历史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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