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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田开发中受油藏地质的影响
1.1 影响油田驱油效果

驱油工作在油气田开发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且驱油工作对油气田的开发效果直接造成影响。 一般来

说，亲水性储层的驱油效果要优于其他储层的驱油效果，

因为在驱油工作开展时，形成水流后，亲水性储层的示范

面首先出现，水流会将岩石孔隙中的油冲走。同时，在驱

油过程中，亲水层会对油层有着促进效果，从而增加驱出

的油量。但是，如果连续向油藏注水，会产生一些不良影

响，进而影响整体驱油效果，所以，应停止注水工作，从

而减少含水量。

1.2 影响油气田后期的开发

在进行油气田后期的开发时，会出现油层压力会急剧

下降的情况，这也对油气田的整体开发效果造成影响。因

此， 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案对油层的压力进行提高，从

而有效的提高油田的整体开发效果。关于油层压力急剧下

降的情况，解决方法可以采用注水方法，但在注水过程中

应准确的注入储存中，如若偏差将会对油田的能量造成影

响。且在注水过程中应严格的管理和控制，避免因注水而

对油田开发造成影响。

2 油气田开发过程中油藏工程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2.1 出现地层沉降情况

在开发油气田之前，地质环境其实比较稳定，且地层

也比较均匀。但在开发油气田的过程中，油气层会被一定

程度的开采出去，这就会破坏开发前地层的均匀状态，减

少了底层内的流体，造成底层体积一定程度的出现下降情

况，同样会减少油气层的体积，最终造成地层沉降情况出

现。随着地层沉降出现，排流能力也有所下降，严重时会

造成房屋坍塌和井管折断等问题出现，这严重影响了油气

田区域的正常生活和生产。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油

气田的开采也不断扩大，这也导致地层沉降这一问题会越

来越严重。据统计表明，目前由于过度开采油气田而导致

的地层沉降问题越来越多。

因此，为了提高地层压力，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就是往

油气层里注水，这一方法也一定程度上对油气进行了补偿，

同时还会对地层沉降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地层沉降这

一情况的出现，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都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且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因此，相关

单位和部门应对此进行高度的重视。 在油气田开发过程

中，会减少地层内流体的体积，在上覆层的作用下，会产

生重力压实的情况，这也使地层沉降的情况更加严重，其

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方面：一方面，流体的注入体积大于油

气开采体积；另一方面，由于上覆层具有压实性，但压实

性质空隙较大，距离疏松。如果地层的岩石比较坚固，这

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地层沉降的情况出现；第三方面，开

采过程中地层的压力会有所下降，因为各个地区的油气田

地质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地层沉降的情况也会有所不

同。

2.2 出现地震情况 

油气田的开发一定会对一些地区的底层产生影响，严

重时造成地震情况出现。在油气田开发中，油气流体一旦

从井底挖出，地层压力就会降低，发生地震的机率也会降

低。但是为了开发出更多的油气田，会向油气田里注入过

多的流体，在注入流体过程中，就会释放出岩石内的应力，

这一现象也会造成地震情况出现。但是这一情况引起的地

震，震级相对较小，伤害也较小，但地震次数比较频繁。

开采油气田时应尽量避免 在地壳活动比较活跃的区域进

行开采，一旦在这一区域进行开采极易引起二级以上的地

震，且伤害较大。

在开发油气田的过程中，会引起地层沉降和地震的情

况出现，虽然地震震级较小，伤害较小，但也应对此进行

重视，因为震级虽较小但频繁，且严重时会引起二级以上

的地震出现，因为地震会导致地层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改

变地下管柱受力，导致油水井管柱发生变形甚至错断，这

些都是油气田开发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即井管折断问题，

该问题需要得到妥善的处理。另外一方面，当深层应力储

蓄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更大的地震问题，所以在开发油气

的过程中， 不仅要对注水区域的地质问题进行全面的了

解，还应对该区域之前发生的地震情况进行整理和分析，

针对性的做好防震措施。

3 油气田开发过程中油藏工程地质问题的防范措施 
3.1 掌握新老油田开发状况

在开发油气田过程中，要对新油气田和老油气田整理

和分析，借鉴老油气田的丰富工作经验，且结合实际情况

对新油气田的开发方案进行整改。与此同时，应与类型相

同的老油气田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更好的改进新油气田的

储藏工作和油层分布工作，制定高效的开采方案，从而更

好的提高油气田的开发质量和效率。

3.2 加强油层结构体系 

油气田的油层结构体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因

此，在开发油气田的过程中，应做好油层结构的分析工作，

掌握油层分布情况，并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对油

层的分布结构和体系进行充分的了解与掌握，从而促使油

气田提高整体的开采效果。

油气田开发中的油藏工程地质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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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篇文章主要从油气田开发的油藏工程地质问题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不同油气田地理结构进行总结，总结
出不同类型的油气田结构应采用不同的开发方案，从而促使工程有一个良好的开发效果和经济效益。在开发过程中为了
提升油气开发的整体效率，在油气田中注入过量的水，以至于油气田地层压力超出了承受范围，造成地震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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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用大段合采形式进行开发

不同区域的油气田都有不同的特点，在开发油气田的

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石油大段合采。其次，在开

采油气田的过程中应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科技分析油层的分

布情况和体系结构，如：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等，从

而可以科学有效的计划开发有几天的方案与方法。

4 结束语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变化，人们的生

活节奏不断加快，油气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越来越重

要。但是开发油气并不简单 ，而且会存在地质问题的局

限性，在开采油气田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地质条件的影响，

会造成许多的地质问题，如：地层沉降、地震等问题，因

此，在开发油气田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油藏的体质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进行处理，从而促使开发油气田的工

程顺利开展。本篇文章主要讲述的是：油气田开发中的油

藏工程地质问题探究，其中包括对在油田开发中受油藏地

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如：影响油田驱油效果、影响油气

田后期的开发，并对油气田开发过程中油藏工程存在的不

足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出现地层沉降情况、出现地震

情况），且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和方案（掌握新老油田

开发状况、加强油层结构体系、采用大段合采形式进行开

发），希望以上内容能对读者有所帮助，同时希望我国的

油气田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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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空区漏风监测结果得知，702 工作面漏风主要出现

在采面进、回风巷隅角为主，遗煤自燃发火危险区主要采

空区进风侧距离采面 70~115m、回风侧距离采面 20~40m

空间范围。因此应针对性采取防灭火技术措施。

3.1 降低采空区漏风

在采面进、回风巷主要漏风位置布置挡风帘降低采

空区漏风量，如在采面进程巷侧综放支架后方布置长度

30~40m 风障，从而降低采空区漏风量；强化采面隅角管

理，端头支架与综放支架同步推进；在端头支架移动后，

若隅角顶板不能及时垮落可采取爆破弱化方式实现顶板垮

落；在移动端头支架前及时拆除回采巷道顶板锚杆（索），

以便顶板及时垮落。

3.2 其他防灭火措施

针对 702 采面采区空遗煤自燃及漏风情况，提出采用

注氮、灌注黄泥浆、喷洒阻化剂等措施防灭火 [4]。

3.2.1 采空区注氮

图 4   注氮口布置示意图
注氮是煤矿常用防灭火技术，根据采空区内遗煤量、

采面生产情况采用理论计算方法计算得到 702 采空区注氮

量为 1082m3/d。采面注氮管路沿着机巷铺设，注氮口与采

面相距 15m，并在采面内开始留设下一注氮口，具体注氮

口布置（图 4）。在注氮时应经常检查氮气浓度，确保氮

气浓度在 98% 以上。

3.2.2 喷洒阻化剂

在采面综放支架后方布置阻化剂喷洒头向采空区内不

间断进行喷洒。根据采面生产情况计算得到阻化剂喷洒量

为 4.12m3/d。采面内共计布置 10 个喷头，则在采面回采期

间单个喷头喷洒阻化剂量为 25.75L/h。

3.2.3 采空区灌浆及封堵

采空区灌浆可降低采空区浓度，当采空区遗煤有自燃

发火征兆时应及时灌浆。同时当有自燃发火征兆时对采空

区及时封堵也可对遗煤自燃有效防治。具体采用的封堵材

料为罗克休泡沫。

4 总结
①采用现场实测法分析 702 采空区漏风对遗煤自燃影

响，得出采空区内氧气浓度、CO 浓度分布情况，发现遗煤

自燃发火危险区主要是采空区进风侧距离采面 70~115m、

回风侧距离采面 20~40m 空间范围。采空区漏风量超过

40m3/min 会增加采空区遗煤自燃风险，因此应尽量降低采

空区漏风量；②针对采面采空区漏风及采空区内遗煤自燃

情况，从降低采空区漏风以及注氮、灌浆及喷洒阻化剂等

方面提出防灭火措施，以便达到优化采面通风以及防治采

空区遗煤自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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