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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情况简述
G 油田构造形态为一被断层所切割的单斜构造，主要

开采层系上第三系明化镇组和馆陶组油藏的地质特点主要

有以下几点：

断层发育，构造较破碎。主要发育 4、5 级断层，按断

层走向分为北东向和北西向，以北东向断层发育，断距大、

延伸长；其次是北西向断层。自下而上断层由少变多，明

化镇组构造比馆陶组复杂。整体上构造形态为单斜构造，

地层由南向北倾伏，相对来说东段倾角较陡（2-3°）西

段倾角缓（1°左右），单斜构造幅度 50m。储层物性较

好，胶结疏松，非均质性较强。明化镇组为曲流河沉积，

馆陶组为辫状河沉积，平面上馆陶组各单层河道呈连片分

布，河道砂体宽度较大。单砂层厚度一般 3~8m，最厚可

达 20m。明化镇组平均孔隙度 35.2%，渗透率 2462×10-3 

µm2， 馆 陶 组 平 均 孔 隙 度 30.4%， 渗 透 率 2019×10-3 

µm2，为高孔、高渗储层，胶结物以泥质为主，储层非均

质性比较强。含油井段长，油气水层兼互出现，油水界面

不统一。明化镇组、馆陶组，油藏埋深 694~1450m，含油

井段长达 756m。原油性质较差。具有“两高三低”的特

点，“两高”是高比重、高粘度“三低”是低含蜡、低含硫、

低凝固点。纵向上原油的密度、粘度、胶质、沥青含量随

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平面上受构造和水的氧化作用原油

性质西重东轻，构造边部重，中部轻。天然驱动能量主要

是来自地层压力和边底水驱动能量，驱动类型明下段为人

工水驱，馆陶组以天然水驱为主，人工水驱为辅。

2 出砂防砂情况简述
G 油田主要开采明化镇组和馆陶组，应受到地层因素

影响，其开发的明化镇组和部分馆陶组出砂严重，基本需

要采取防砂措施后进行开采。仅仅 2020 年一年采取各项防

治砂措施进行生产的措施达到 80 井次以上，占到当年所有

措施井工作量的 40% 以上。通过统计所有 G 油田明化正开

采地层，73.2% 以上层系都采取过防治砂手段，而通过统

计所有防砂工艺，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占所有防砂手段

的 80% 以上。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是通过携砂液泵入地

层在地层中形成一段稳定的挡砂屏障通过割缝管固定石英

砂同时形成稳定的渗流通道，达到挡砂、排砂的目的。

3 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实施效果
防砂后效果评定主要分三个方面：施工成功率、有效

期和高效期。

施工成功率是指防砂后是否能有效解决出砂对生产的

影响，防止地层出砂或者地层出砂不影响正常生产所采取

防砂措施的防砂工艺施工成功的概率，施工成功率是判断

一种施工工艺对地层的适应性。如果施工成功率偏低则代

表该工艺不适应当前地层。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在 G 油

田施工成功率在 98% 以上，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有效期：有效期是指防砂后在一段时间内正常生产不

受到地层出砂影响时间，有效期是判断一种工艺是判断一

种防砂工艺是否有效的最重要的判断指标；有效期越长，

代表防砂工艺效果越好。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在 G 油田

有效期在 1000 天以上，具有较好的效果。

高效期：高效期是指以地质预测液量或者采取防砂措

施前一个月的平均液量为标准，防砂后其生产液量对标该

标准在其 70% 以上的液量生产时间，时间越长，代表该种

防砂工艺效益越高。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在 G 油田高效

期在 500 天左右。

4 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在注聚受益井实施效果
通过统计 2012-2015 年的 68 井次注聚受益油井深度砾

石充填防砂工艺实施效果，施工成功率为 98.5%，平均有

效期为 1021.2 天，高效期为 312.3 天，通过对比分析，注

聚受益油井防砂效果其成功率和有效期都能满足目前生产

需求，但是其高效期远远小于目前整体平均高效期水平。

5 化学驱对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影响分析
对比注聚受益油井实施后效果，通过分析地层、施工

工艺和化学驱各个因素，剖析化学驱对深度砾石充填防砂

工艺高效期的影响因素。

返排砂是指防砂后生产一段时间，采取一定手段返排

的地层砂，能有效分析防砂施工后各种因素。通过对比填

充砂粒径分析，充填砂粒径砂粒度在 400~1100µm 之间，

平均粒径在 700mm 左右，粒度呈正态分布。而对比注聚

受益油井防砂后返排沉降砂发现细砂所占比例上升，小

于 400mm 颗粒约占返排砂总体积的 10%。对比发现小于

400mm 颗粒未有效排出。

分析充填砂和返排砂成分分析，充填砂中石英占比

82%、钾长石占比 9%、斜长石占比 9%，而通过分析返排

砂成分为石英占比 52%、钾长石占比 16%、斜长石 22%、

方解石 3%、铁白云石 1% 和粘土占比 6%，返排沉降砂比

充填砂矿物组成多出了方解石、铁白云石和粘土成分，且

多出组分中的粘土含量最大。实验结果表明注聚过程中存

在地层微粒由地层向井筒运移的现象，且运移的主要成分

为粉砂和粘土。而随着防砂后不断的生产，地层微粒逐步

堆积到地层近井地带，从而堵塞近井地带，导致近井地带

渗透率下降，生产液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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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驱提高采收率主要通过改变施工过程中施工参数延长高效期。增加加砂强度，在施工过程中会再短时
间内高渗带出现饱和导出的溢出效应从而会增大相对低渗带的加砂量，从而形成更加均匀的挡砂带，延长防砂后高效生
产时间。施工排量越高，地层的微粒会被带到地层深部，减缓地层微粒运移到近井地带的时间，同时大排量的溢出效应
同样也会近一步形成均匀的挡砂屏障，延长防砂后高效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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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化学驱增加地层流体粘度导致地层液携砂能力增强

通过实验表明，流体粘度增加，油井临界出砂流速会

明显变小；流体粘度升高，流体携砂、悬砂能力增强，携

带细粉砂能力增强。化学驱会显著增加地层产出液粘度，

导致受益井临界出砂流速回变小、携砂能力增强，导致地

层微粒向近井地带堆积速度和地层微粒量增加，加快堵塞

速度。

5.2 化学驱携砂能力强

化学驱溶液在地层流动过程中的拖曳携带、离子交换、

润湿效应等作用，导致了更多地层微粒的运移，加快堵塞

速度。

注聚受益油井应用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后，因受到

化学驱携砂能力的增强、地层流体粘度增加导致地层微粒

加速加量向地层近井地带的运移导致防砂后生产过程中近

井地带快速被堵塞，渗透率下降，生产过程中高效期缩短。

6 延长高效期工艺
通过分析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在注聚受益油井实施

后进行堵塞原因分析，其主要原因为地层微粒快速推进堆

积近井地带导致近井地带渗透率下降，因此延长高效期主

要手段是通过减缓地层微粒快速推进堆积的时间，以此来

延长高效期。目前主要通过改变施工过程中施工参数延长

高效期。

加砂强度：防砂施工过程中填充物数量（一般用方数

计算）与射孔层后度比值，其主要作业为在井筒内形成挡

砂屏障的宽度。

施工排量：施工过程中使用防砂车组实际施工的排量。

通过统计和分析注聚受益油井加砂强度，排量与高效

期基本成线性关系，这是因为加砂强度越大，即代表着填

充砂能更多的在近井地带形成均匀的挡砂屏障，在施工过

程中，因为层内差异和施工特性，在短时间内通过泵入大

量充填砂往往会在高渗带形成挡砂屏障，而在相对较低的

低渗带挡砂屏障形成慢且宽度相对较短，通过增加施工过

程中充填砂的量，增加加砂强度，在施工过程中会再短时

间内高渗带出现饱和导出的溢出效应从而会增大相对低渗

带的加砂量，从而形成更加均匀的挡砂带，延长防砂后高

效生产时间。通过统计分析，对 G 油田来说随着加砂强度

的延长，高效期会逐步延长，但是当加砂强度超过 7m3/m

以后高效期增长相对较缓，目前设定加砂强度在 7-8m3/m

之间。

7 实施效果
2015 年以后，通过实施加砂强度在 7-8m3/m 之间，施

工排量维持在 2.2m3/min 以上后，化学驱受益油井高效期提

升到 425 天以上。化学驱受益油井因其工艺原因，导致地

层出砂加剧、堵塞加剧，而通过改变施工工艺能有效提高

深度砾石充填防砂工艺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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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品的温度控制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处理不同产物高分

子及其反应材料的不同过程中，需要盲目控制不同产物的

反应温度。这主要是由于各种非特定的等温温度。高分子

及其常见混合物。在某些情况下，产物的反应温度变化与

反应时间的连续变化之间的分析关系不清楚，这确保了各

种产物的化学性质受到显着影响并具有经济价值，并且已

大大降低。然而，对相关科研人员的研究结果分析表明，

微纤维对三维矩阵中的高分子化学晶体的形态和结构特性

有很大的影响。各种基质高分子化学反应性材料的处理因

为将这些导电 3D 离子直接组装成 3D 超细纤维，这些超细

纤维可以直接在超细纤维系统内形成导电 3D 网络结构，

因此可以有效地控制超细纤维产品的低温变化。

4 高分子材料成型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制造技术和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分子反应加工技术是从传统的双螺

杆挤出技术发展而来的。航展在美国发展得比较稳定。高

效的连续混合挤出机可以有效解决其他类似挤出机成型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该技术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

高分子人才成型技术主要针对用于塑料缩聚反应的机械和

设备。同时，随着我国需求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有必要

有效提高合金材料的生产效率。然而，我国的传统加工设

备和技术在混合工艺和传热技术中存在许多问题，并且还

具有诸如高投资成本，高能耗和高噪音的缺点。随着这项

技术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有必要从成型原理上进行改革，

以有效控制塑料高分子的混沌过程和不可控制的停留时

间。这不仅解决了产品质量和平衡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振

动磁场。塑料高分子化学反应的技术难点以及过度整合的

问题，以优化常规成型设备的结构。

5 结束语
在本文中，主要简要介绍高分子材料的含义，然后研

究高分子材料的相关成型方法。在对高分子材料成型的研

究和相关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高分子材料成型的

控制方法。通过对聚合材料的成型方法和相关控制方法的

具体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聚合材料在特定的涂覆过程中

具有特定的涂覆优点和实用条件。我国材料技术领域的人

员从我国当前技术进步的实际领域入手，不断创新和改进

高分子材料成型技术及其控制技术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利

用优良的条件来发展高分子材料成型技术的合规性。有效

的高分子材料成型和工艺控制程序是我国的高分子材料成

型及其控制技术，目的是不断促进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成 . 浅谈高分子材料成型及其控制技术 [J]. 化工管理 , 

2019(36):106.
[2] 雷玉臣 , 唐刚 . 浅谈高分子材料成型及其控制技术 [J]. 科

技创新与应用 ,2020(11):124.
[3] 刘喜铭 , 王佳楠 , 王佳伟 , 李蔓 , 王玉环 . 高分子材料成

型加工技术的进展研究 [J]. 工程技术研究 ,2020(06).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62736736
	_GoBack
	OLE_LINK1
	OLE_LINK2
	OLE_LINK1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67930351
	_GoBack
	_GoBack
	_Hlk33905812
	_Hlk33906190
	_Hlk33987474
	_GoBack
	_GoBack
	OLE_LINK2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OLE_LINK61
	OLE_LINK62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