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1-6112(2011)S1-0102-03

塔河油田六区奥陶系油藏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邱振军,刘秀梅,张暋倩
(中国石化 西北油田分公司 塔河采油二厂,新疆 轮台暋841604)

摘要:塔河油田六区奥陶系油藏自2007年底以来因含水上升导致递减加大,开发效果明显变差;2009年5月开始进行油田综合

治理,因含水上升是影响开发效果变差的主要因素,治理目标为稳油控水,确保油田稳产。针对塔河油田奥陶系碳酸盐岩油藏以

缝洞为储集体的特点,通过对不同多井缝洞单元储层发育特征、油藏开发特征研究,根据不同缝洞单元含水上升特点,理清治理

思路,制定了不同的治理对策。文中主要介绍典型堵水单元S66单元和典型注水单元S74单元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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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Ordovicianreservoirin6thblockofTaheOilField
QiuZhenjun,LiuXiumei,ZhangQian

(No.2TaheProductionPlant,SINOPECNorthwestCompany,Luntai,Xinjiang841604,China)

Abstract:Sincetheendof2007,productionhasbeendecreasingduetotheincreaseofwatercontentin
Ordovicianreservoirinthe6thblockoftheTaheOilField.SinceMayof2009,comprehensivemanage灢
menthasbeencarriedout,aimingatwatercontrolandproductionstabilization.AstoOrdoviciancar灢
bonateaccumulationintheTaheOilField,poresandfracturesworkasreservoir.Characteristicsofpore
-and-fracturereservoirgenerationandexplorationindifferentwellswerestudied,andthecorrespond灢
ingtreatmentswereputforward.InunitsS66(watershutoff)andS74(waterinjected),themanage灢
mentwaspracticed.
Keywords:waterplugging;water灢injectedunit;Ordovician;carbonatereservoir;TaheOilField

暋暋塔河油田六区奥陶系油藏位于塔里木盆地沙

雅隆起中段阿克库勒凸起西南部艾协克2号构造

上,奥陶系顶面埋藏深度5440~5580m;构造整

体呈北东高、南西低的鼻凸形态,由北向南呈现出

岩溶残丘—斜坡—缓坡形态,由东向西可划分为冲

蚀沟谷区、构造轴部、构造斜坡。1999年10月油

藏投入开发,2004年12月进入递减阶段,2007年

底含水上升加快递减加大,开发效果明显变差。针

对含水上升加快导致递减加大、以高含水井为主的

低产低效井比重大的两大开发矛盾,开展了油藏综

合挖潜研究。通过对油藏地质特征再认识、水体分

布及含水上升特征研究、剩余油潜力研究,根据不

同缝洞单元的储层发育特征、含水上升特征及剩余

油分布特点,制定了以单元注水横向驱油纵向控制

水锥挖潜、堵水储层层内精细挖潜、上返酸压储层

层间挖潜为主导的综合治理挖潜技术对策,综合治

理效果显著。

1暋治理前油藏存在主要问题

治理前油藏存在两大主要问题:(1)含水上升

加快导致递减加大,2009年3月与2007年12月

相比,含水上升影响递减占总递减的63.9%;(2)
停产井、低产低效井增加,2009年3月与2007年

12月相比总井数稳定,但停产井由2口上升至4
口,日产油10t以下低产井由20口上升至37口,
其中含水大于60%的井数由18口上升至29口。

2暋综合治理对策及实施效果

2.1暋治理对策

因含水上升是影响开发效果变差的主要因素,
治理目标为稳油控水,确保老区稳产。针对塔河油

田奥陶系碳酸盐岩油藏以缝洞为储集体的油藏特

点[1],通过对油藏地质特征再认识,根据不同单元

的储层发育特征[2]、含水上升特征及剩余油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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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针对性的进行治理,其主要对策为:(1)针对油

井产层已在高部位、措施潜力小的高含水单元以单

元注水为主,通过注水横向上驱替井间剩余油使邻

井受效,纵向上抑制水锥释放产能挖掘纵向剩余

油,典型单元为区块北部 S74 单元和区块南部

T606,TK634单元;(2)针对产层段较长,具有隔层

条件的高含水单元进行整体堵水储层层内挖潜,典
型单元为区块北部S66单元;(3)针对停产井、低产

低效井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潜力分析,制定扶停

及措施方案进行措施挖潜。

2.2暋治理实施效果

根据综合治理对策,综合治理部署注水、措施、
常规调参等各类工作量56井次。综合治理方案采

取“紧密实施,密切跟踪,及时调整暠的原则实施,到

2009年12月底共完成各类工作量71井次,单井

日增油能力7t,累增油5.79暳104t。通过综合治

理方案的实施,实现了老区稳产,日产油由治理前

506t上升到2009年12月的535t,也为2010年

奠定了稳产基础;采收率得到提高,实施综合治理

后采收率提高0.12个百分点;含水明显下降,治理

前后对比,含水由51.4%下降到42.9%;产量递减

有效减缓,治理前后对比,总产月均递减由4.34%
下降到2.83%,自然月均递减由4.77%下降到

2.66%,综合月均递减由3.52%下降到1.37%。

2.2.1暋S66单元整体堵水效果

S66单元位于塔河油田六区西北部岩溶发育

的构造轴部上,研究认为S66单元油井无水期长短

主要受采油强度影响,含水上升主要受储层发育模

式影响[3]。单元发育上下2套较为致密隔层,结合

油井投产部位高低、无水期长短、含水上升特征(表

1),认为2套致密隔层之间发育3层缝洞发育带,3
层缝洞发育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油水界面,油井无

水期长短受各自产层段采油强度影响;而含水上升

因单元储层属洞—缝型,因生产层段之间致密隔挡

层的存在导致有一定的层间干扰,含水上升以台阶

式为主。
通过对 TK653,S66两口井先后进行堵水,单

元产量由堵水前的130t逐渐上升到160t并保持

稳定,含水由50%左右下降至25%左右,单元开发

效果明显变好。如S66井产剖显示分4段产出(图

1),主产水段在第一套致密隔层以下;2009年7月

化学堵水后自喷生产,日增油22t,截止2010年9
月仍有效,日增油5吨,累增油5860t。

2.2.2暋S74单元单元注水

S74单元各井投产初期均有较高产能,后期均

因水体锥进导致含水上升采速下降,累产油81.74暳
104t,仍有49.52暳104t剩余可采储量。治理前单

元稳产仅 TK605CH 井1口井,高含水低产低效井

6口,但因在奥陶系顶部生产,储层措施挖潜潜力

小,因此必须开展单元注水挖潜剩余油[4]。TK652
井2009年9月实施单元注水,2010年1月累注

2暳104 m3 后 TK605CH 井见效,日产油由27t上

升至最高45t,但含水出现较大波动,TK652吸水

剖面显示主吸水段与 TK605CH 垂深同一深度。为

防止继续注水发生水窜,2010年3月底累注水

2.93暳104 m3 停注,TK605CH井产液逐渐下降至见

效前水平,TK652井5月份开井评价生产时效低,因
此在2010年8月底恢复注水,注水后 TK605CH 井

产液上升,逐渐不含水,效果明显(图2)。通过

TK652井注水实践证实,选取该井实施单元注水的

认识是合理的,注水已形成了优势通道。

3暋结论

1)从S66单元整体堵水的效果来看,对单元储

表1暋塔河油田六区S66单元油井无水期与采油强度关系

Table1暋Relationshipbetweenwater灢freestageandoilproductionintensityinwellS66,6thblock,TaheOilField

井名 投产时间
投产
方式

生产井段/m
鹰山组
顶深/m

产层距
鹰山组顶/m

产层所
处位置

无水期

天数/d 采油量/t
日均

产油/t

含水上
升类型

S66 1999-10-25 酸压 5490~5560 5490 0~70 高 244 20912 86 台阶

TK604 2000-12-12 酸压 5505~5550 5505 0~45 高 110 16143 147 台阶

TK628 2001-12-23 酸压 5509~5569 5509 0~60 高 320 25811 81 台阶

TK627H 2002-03-17 常规 5596~5881斜

5508~5538垂
5596斜

5508垂 0~30垂 高 467 66084 142 台阶

TK671 2006-04-03 酸压 5517~5580 5517 0~63 高 1599 75036 46 未见水

TK653 2003-07-24 常规 5507~5762 5507 0~255 高-低 58 9794 169 台阶

S88CH 2007-05-21 常规 5896~5910斜

5738~5746垂 5463 275~283垂 低 投产见水 低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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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塔河油田六区S66井堵水效果曲线

Fig.1暋WaterpluggingeffectsinwellS66,6thblock,TaheOilField

图2暋塔河油田六区S74单元 TK652-TK605CH 注采对应曲线

Fig.2暋WaterinjectedeffectsinwellsTK652andTK605CH,unitS74,6thblock,TaheOilField

层发育、油井见水机理及含水上升特征认识是正确

的;但由于碳酸盐岩油藏油水关系的复杂性,目前

对剩余油的认识不清,后期对该类井堵水效果变差

后油藏的继续治理存在一定困难。

2)单元注水机理主要为通过注水横向上驱替

井间剩余油,纵向上抑制水锥释放层间剩余油;但
对地质模型及纵向剩余油的分布认识不清,给后期

单元注水的优化和调整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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