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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于化工企业而言，都非常的关注工艺技

术方案如何去落实，而针对具体的工程项目，如化工钻井

废弃油基泥浆回收利用项目，其工艺技术方案如何，就显

得非常的关键。

1 化工钻井废弃油基泥浆回收利用项目工艺路线确定

的原则和依据
本项目工艺设计思路如下：

第一，近年来环境保护已成全球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钻井环保形势发

展日益严格。第二，本方案主要考虑油田集中处理站钻井

产生的钻井油基泥浆，本工程拟采用LRET工艺处理系统。

第三，本工程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考虑生产管理、

安全、卫生、节约占地、环境质量、自然条件、交通、系

统配套等因素，并结合工程地质、地形，站区按流程方向

布置，平面布置力求紧凑、布局合理，建、构筑物及设施

之间的防火安全距离严格执行设计规范。第四，尽可能靠

近已建污水处理系统，公用工程尽可能依托周边现有设

施，方便管理。第五，尽可能集中布置，减少占地面积，

减少土方工程量 [1]。

2 化工钻井废弃油基泥浆回收利用项目生产工艺流程
2.1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物产生点位见图 1。

图 1   LRET 技术工艺流程图
2.2 经验证的 LRET 技术效果与优势

第一，整套工艺过程只产生合格的油基泥浆产品和泥

土固相物，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第二，常温条件下运行，

回收了昂贵的油基泥浆资源。油基泥浆和柴油完全回收，

常温条件下运行不破坏油基泥浆性能（也不破坏原油基泥

浆中添加的昂贵各类化学药剂性能），全部循环利用。处

理油基废钻完井液及固体物，泥浆回收率为 85% 以上。按

每口油基泥浆钻井过程中产生的油基岩屑、漏浆、固井混

浆、堵漏返排液、完井清回收成品罐等各环节产生油基废

物 400m3 计算，可回收合格油基泥浆约 110-120m3，折算

经济价值为 150 万元，经济效益非常可观。第三，处理后

固体物含油率为 0.64%，小于黑龙江省标准 2% 的标准。

油基废钻完井液及固体物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应用结果表明，

LRET 处理是专门针对油基泥浆钻井作业而开发的废油基

泥浆及固体物资源回收利用与处理的工艺与装备专利技术，

本技术在不破坏油基泥浆钻井添加剂特性和不破坏油基泥

浆物理化学性质的前提下，实现废弃油基泥浆及钻完井废

弃物的综合利用，油基泥浆回收率大于 99% 以上，应用针

对性强，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

2.3 工艺流程简述

第一，物料通过汽车运输卸入到油基岩霄泥浆沉降池

进行初步的沉淀分离，然后用行车将物料抓入到震动筛进

行筛选分离，粒径小的物料，进入到搅拌缸进行混合搅拌；

第二，通过搅拌缸搅拌均匀后排入到连体搅拌罐进行混合

搅拌，再通过泵输入到高频震动筛进行筛分，粒径大的通

过螺旋输送机进入到落泥斗，粒径小的进入到震动筛液相

搅拌罐，将顶部的油通过收油槽流入到 2 连体收油罐中，

物料通过泵打到粗分变频离心机；第三，通过粗分变频离

心机分离后，固相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落泥斗，液相进

入到连体搅拌罐，顶部的油相收集到2连体收油罐中暂存，

物料通过泵打到细分变频离心机中进行分离；第四，通过

细分离心机分离后，固相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落泥斗，

液相进入到调配连体搅拌罐，再加入组分进行搅拌调配，

调配好的油基泥浆通过泵输送到成品罐当中进行储存；油

相进入到 2 连体收油罐中暂存；第五，落泥斗中的固相，

通过车辆拉运至热解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后的灰渣达到国

家及地方相关标准。第六，2 连体收油罐中的油水混合物

通过泵输送到分离槽中，经过沉降后，底部的水可以用于

系统生成用；顶部的油相通过泵外输；

2.4 LRET 工艺核心技术说明

2.4.1 变频高效离心系统

针对废弃油基泥浆中固相颗粒粒径范围分布广、固相

物密度差异大的特点，将离心过滤和离心沉降过程耦合，

既能有效分离并回收大量油基泥浆，又有较强的耐磨损和

抗堵塞能力。

实现大部分油基泥浆的回收并控制油基泥浆含水率为

（O:W=80~85:20~15），分离出来的油基泥浆满足使用指

标要求，返回至钻井队进行循环利用。� （下转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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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高效深度脱附药剂

脱附药剂主要包括直链烷烃、高碳醇、十氟烷烃类。

药剂在整个生产过程属闭路循环使用，在与泥浆分离过程

会有药剂残留在泥浆中，整个工艺药剂损失在 1% 以内，

损失的药剂以液相形式留在泥浆，但对泥浆性能无影响 [3]。

2.4.3 LRET 反应设备

整套工艺设备能在常温常压下实现药剂和钻屑的高效

混合，同时设计中有效地防止了厚滤饼层的形成，促进液

固分离。

图 2   脱附剂作用机理示意图

从耦合离心技术分离出来的固体物，其表面和固体物

孔道中由于化学力的牢固吸附残留油基约 8~10%，工艺第

二段采用化学脱附剂进行深度处理。其技术原理是：①利

用化学脱附剂极强的表面竞争力，渗透入油基与固体物的

接触表面，将油基成分剥离出来分离，油基成分再次回收

进入泥浆系统回用；②残留在固体物表面的脱附剂，利用

其挥发性强的特点（沸点 45~60℃），加热实现相变化，

汽相经冷凝回收系统回收循环；③处理后的固相达到环境

标准要求，集中收集；④整个作用过程仍然为物理过程，

作用温度常温（20~25℃）、常压，不涉及中间反应产物，

无二次污染等问题。脱附剂作用机理示意图见图 2。

3 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本文的分析，能够对化工钻井废弃油

基泥浆回收利用项目工艺技术方案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和

了解，以便在今后的方案研究中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也

能够推动各项工艺技术可持续的实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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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2.4 强化注水工艺技术

对于我国大多数的油田而言，其主要采用注水开发的

方式，在进入到开发后期阶段以后，工作人员也可以提高

注水井的注水量，进而使得地层中的压力得到提升，原油

的开采效果得到改善。在使用该种类型措施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可以使用小型的水力压裂设备，同时，也可以使用

高能气进行压裂处理，并与酸化技术配合使用，进而使得

注水的效率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对于开发后期阶

段的油田而言，地层中的含水率相对较高，这是制约其产

量难以得到提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进行注水开发的过

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对注水量进行合理的控制，最终可以

达到稳油控水的目的。在对储油层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也需要对注水量进行控制，以此防止在油层内出现

见水问题，如果油井中的含水率出现了大幅提升的问题，

工作人员必须采取合理的堵水措施，进而使得开发后期阶

段油田的产量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

2.5 油井增产措施优化

在油田进入到开发后期阶段以后，工作人员需要对油

井的生产状况进行全面的跟踪，及时了解油田生产作业的

实际情况，如果油井的周围区域内存在堵塞的问题，则工

作人员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射孔处理，通过射孔作

业，使得介质流入井口的速度得到全面提升，最终实现油

井增产的主要目的。在另一方面，目前油田管理方面也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管理措施，从

管理的角度入手，及时发现油田生产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采取措施进行及时的处理，防止这些问题的存在对

于油田的生产作业产生影响。油田企业需要引入各种类型

的计算机软件，并根据专家的意见，使用最合理的采油技

术，以此使得其产能可以得到提升。

3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处于开发后期阶段的油田数量相对较

多，该种类型油田具有原油储量低、含水率高等特点，进

行增产作业和稳产作业的难度相对较大，为了可以全面提

高该阶段油田的产量，相关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

况，引进各种类型的措施，提高地层中原油的流动效果，

推动油田生产作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熊欣雅 . 试论油田开发中后期的增产措施分析 [J]. 科技风 , 

2019(12):123.
[2] 陈涛 . 牛居油田开发后期改善开发效果研究 [J]. 内蒙古

石油化工 ,2014,40(11):146.
[3] 陈武 , 陈光海 , 王莉 , 等 . 油田油井增产措施经济极限分

析研究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2004,26(02): 
80-81.

作者简介：
赵磊（1984- ），男，工程师，从事油田开发工作。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62224013
	_Hlk63061900
	_Hlk62977737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60755107
	_Hlk60755091
	_Hlk60757279
	_Hlk60757396
	_Hlk63457424
	_GoBack
	_GoBack
	_Hlk63370144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62810504
	_GoBack
	_GoBack
	OLE_LINK1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65662438
	_bookmark25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