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第3l卷第l期 高建，等：特低渗透砂岩油藏剩余油分布的主控因素及有利区决评价 ·15·

状水道，水道侧缘次之，砂坝及朵叶体一般(表1)。 这充分反映了沉积微相对油井生产起到控制作用。

(a)原始地质储量(1985年1月)
．

(b)剩余地质储量(2002年1月)

圃采油井 圈注水井 圈砂岩尖灭线[：!因等值线 圉断层
图3桩74块5砂层组生产前、后储量丰度图(等值线单位：104∥km2)

辫状河道微相的主力油层不仅所占储量比例

大，而且是主要出油部位，单井产量高，累积产油量

占总产油量的82．3％。但是由于井间的未动用程

度低，还有很大的未动用储量(表2)，可以考虑在稀

井网的区域内进行小井距开发。水道侧缘生产情况

则次之，虽然具有一定的剩余油可采储量(表2)，但

是由于相带较窄，不利于后期的加密生产。砂坝部

位井的生产情况最差，后期的挖潜前景最差，可以考

虑后期的转注，为处于相邻辫状水道微相的生产井

补充地层能量。朵叶体部位的生产井情况一般，但

是它具有含水率低、生产寿命长的特点，还有很大的

生产潜力(表2)，如42小层的桩60井截至2002年

3月，累积生产117．5月，日采油量4．55 t，综合含水

率12．2％。可以看出，沉积微相既控制着地质储量

的分布，也控制着剩余油储量的分布。

表1各沉积微相带生产开发特征统计

表2各沉积微相带地质储量统计

地质 累积 剩余油 剩余油

沉积微相 储l耋 产油量 地质储量 可采储量

^『／104 t ⅣP／104 t^0／104 t
’

ⅣRR／104 t

3．2微型构造对剩余油分布的控制

研究区发育有微高点、微斜面、微鼻状、微沟槽、

微底点等微构造类型【64．12l。结合生产动态指标发

现，微构造对于油井生产有着控制作用。正向微构

造生产情况好于斜面微构造，二者均明显好于负向

微构造(表3)。虽然低渗透油藏的渗流特征不同于

常规油藏，所受的阻力比常规油气藏要多，但是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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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阻力的情况下，油气的运移聚集机理是一致 微构造起伏就会造成油气水的局部重新分配，促使

的[8]。在低渗透条件下，流体主要受到的阻力包括 负向微构造的油气沿着斜面向正向微构造聚集。当

极限剪切力、毛细管力、重力、与浮力相反的注入水 然，地层倾角越大，越有利于油气向上运移聚集。综

驱动力；动力主要包括浮力、与浮力方向一致的注入 上所述，顶底均向上凸起最有利于油气富集，也最有

水驱动力pJ。在油层投入注水开发时，当动力大于 利于开发生产，斜面微构造形态次之，负向微构造最

阻力时。油气水原有的平衡条件被打破，油层的局部先水淹¨21。 1。

表3桩74断块不同微构造类型油井生产情况对比

顶震擎辫戮辨藏势麓州象繇。荐，，舞。嚣。秭备注
双凸型 微高点 l 5．00 4．7 7．1 8．1 O．60 122．2 O．58 1．711 O．1300 122．2 74一104劈产

双鼻状凸起微鼻状 4 13．36 lO．4 22．02 18．45 0．72 154．O O．56—4．8133 1．359l 39 单层开采数据

双斜面 微斜面27 15．02 9．9 34．17 16．4 O．92 1 306．5 O．60 38．7597 20．1224 48 单层开采数据

双凹型 微负向 8 24．88 4．8 80．64 12．3 2．02 loo．5 0．39 1．451 8 6．0488 14 单层开采数据

顶平底凹微负向 l 91．3 9．0 O．0094

由微型构造的开发特征(表3)可以看出，正向和

斜面微构造类型的生产情况明显优于负向微构造。

负向微构造的生产井寿命短，含水上升迅速，采油强

度低，对油田开发生产不利。微构造在特低渗砂岩油

藏中对于生产及剩余油的富集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3．3储层平面非均质性对剩余油的影响

特低渗砂岩油藏的特点决定了层内渗透率的韵

律性和夹层对剩余油形成与分布的控制作用均不明

显，所以通过渗透率变异系数平面等值线图(图5)与

剩余储量丰度图(图3(b))进行叠合对比，研究平面

．非均质性对剩余油的控制作用。以5砂组为例，其渗

透率变异系数K为o．3一O．9的区域，剩余地质储量

丰度较高，剩余油相对富集；而小于0．3和大于0．9

的区域生产情况均较差(表4)。一方面变异系数小

于O．3的情况下对应的是扇中辫状水道接近扇根的

部位，含水率上升快，不利于剩余油挖潜；另一方面大

于O．9的区域基本对应于水道侧缘和扇中前缘微相，

剩余储量丰度低(表2)，也不利于剩余油挖潜。所

以，从非均质角度考虑，储层在平面上的剩余油富集

区位于非均质性较强向非均质性较弱的过渡区域。

表4非均质性与产量关系的统计

图例

[委]采油井团注水井图等值线巨至|砂岩尖灭线
图5桩74块5砂层组渗透率变异系数平面分布

对桩74块动、静态资料综合分析认为，在特低

渗砂岩油藏中的剩余油分布主要是受到沉积微相的

控制，微构造次之，非均质性控制作用最弱。

4特低渗砂岩油藏剩余油分布评价

特低渗透砂岩油藏的剩余油形成与分布的主要

控制因素有沉积微相、油层微构造、储层非均质性等

多种因素。另外，油藏构造及剩余油饱和度也是影

响剩余油分布的重要指标，在进行综合地质评价时

也应该考虑。以上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牵制，共

同制约着剩余油的分布。基于以上特点，采用模糊

数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评判。在实际评价过程．

中，首先圈定各砂层组要评价的井区，并对各井区沉

积微相、微构造以及油藏构造进行分析，确定出有

利、较有利、较差3个不同的级别，分别赋值为3，2，

1，同时对其进行定量化变换；最后从沉积微相(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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