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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油藏开发技术及发展前景探究 

李浩 

（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吉林松原 138000） 
 

【摘  要】:随着勘探开发的不断进行，低渗地层目前是勘探开发的主要地质，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原油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本文主要概

述了低渗透油藏的分类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多年的勘探开发经验，阐述了目前我国应用比较多的针对低渗油藏的采油技术，并对未来的发

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旨在能够为低渗油藏开采提高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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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针对低渗透油藏的划分有多种多样的说法，目前并没有一项统
一的标准。美国对低渗透油藏的定义为渗透率不大于 100 ×10-3μ
m2 的油藏,而前苏联的标准是渗透率在 50×10-3μm2 ～ 100 ×
10-3μm2 之间的油藏，我国对低渗透油藏的定义一般是指渗透率在
10 ×10-3μm2 ～ 50 ×10-3μm2 的油藏。 

随着勘探开发的不断进行，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吉林油田
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后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近些年分布着的
低渗透油气藏比较广泛，开采难度逐渐增加。从近些年所开发的低
渗透油气藏来看，吉林油田基本上都是采用注水开发的方式，由于
低渗油气藏特殊的渗流特征，所表现出来的开发效果并不理想。随
后，技术人员对注水方式进行了完善，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国外针
对低渗透油气藏的开采主要采用的是注气方式，所取得的成效较
好。这种方式在我国的部分油田也开展了实践研究，也取得了初步
的成果，但是要想大规模的开采低渗透油气藏的储量，还需要进一
步的加强研究出更适合我国地质的油气开采技术。 
二 低渗油藏开发特征及难点 
2.1 低渗油藏开发特征 

低渗透油气藏地层的供液能力较差，在开采过程中开采效率较
低，所获得的产量较低。低渗油藏的地质特征是地层岩石比较致密，
孔隙度较小，油气资源流动存在较大的阻力，这要想将原油开采出
来就需要更多的能量。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度的不断推进，自然中的
天然能源逐渐耗尽，为了维持地层能源平衡，需要额外增加大量的
能量来进行开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石油的产量。除此之外，
低渗透油藏在流动的过程中呈现的是非线性流动，油藏启动时的压
力较高，渗透率较低。为了确保低渗油藏开采工作的顺利进行，就
应该确保油藏的注水率，增强地层的注水压力，降低水敏效应的发
生率。因为，油藏中一旦发生水敏现象，地层会出现严重的堵塞现
象，会严重的破坏地层结构以及生态环境。 
2.2 开发难点 

低渗透油藏由于地层的复杂性，在开发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难
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储层物理特性较差、地层产能较低、
岩层较薄，为了提高产量，需要进一步的采用压裂注砂的方式进行进
一步的开采。而且，在开采的过程中所需要额外补充的能量太高，在
现场实际开发过程中常常会因为能耗不足而导致开采工作的中断。要
解决这一难点，还需要我们的研究人员加强研究出更先进的开采方式
以及更加优良的采油设备，并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相关工作。 
三 低渗油藏开发技术 
3.1 微生物采油技术 

在低渗透油藏开采过程中比较常用的就是微生物采油技术与
化学采油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该技术可以有效的对原油进行降解，
增强原油物质的新陈代谢，降低原油粘度，提高原油的表面活性，
从而确保石油开采的高效进行。目前，该种技术在我国的众多油田
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 
3.2 蒸汽吞吐技术 

针对低渗透油藏的开发，蒸汽吞吐技术的运用需要根据油藏的
布设现状制定相应的开采方案后采用蒸汽吞吐技术进行采油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先进的技
术涌现出来，我国的采油工程也不例外，针对蒸汽吞吐技术的研究
也越来越多，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也越来越

大。采用该技术进行开采工作时，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确保在开采
工作进行时的温度与外界一致，尽可能的减少热量的浪费，确保开
采工作的顺利高效进行。采用该技术还有个好处是能够保护套管，
降低原油中粘土的比例。 
3.3 超前注水配套技术 

王道富等学者通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低渗透油藏所表现出来
的非线性渗流数学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提出了超前注水技术，该技
术的运用能够保持合理的地层压力、注水压力以及注水强度，吉林
油田采用该技术针对低渗油田的开采结果表明单井产量提高 18%
左右。除此之外，在我国的其他油田多年的实践表明，采用该技术
能够提高单井产量和最终采收率。 
3.4 储层改造技术 

通过对低渗透油藏的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的低渗油藏都含有
裂缝，通过对储层的改造可以实现裂缝与基质的匹配，最大程度上
减小采油的启动压力，从而可以避免储层在高压状态下被破坏。吉
林油田针对低渗透的油层采取加砂压裂技术，不仅从横向上对储层
进行了改革，而且可以在纵向上对储层起到支撑作用，实践表明该
技术增产效果明显。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的提高改造程度，还可
以配合使用直井水力射孔射流压裂工艺技术，有效改善了平面和剖
面渗流条件，与采用常规压裂措施相比增产效果突出。 
3.5 空气泡沫驱技术 

国内外采用泡沫流体进行驱油已经有 40 多年的历史。早期采
用泡沫驱只是为了防止因注气的气体黏度过低而导致的气窜的现
象，采用的方式也只是简单地加活性剂水溶液。但通过实践表明常
规泡沫稳定性较差，限制了该技术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空气泡沫
驱油技术基于常规泡沫驱和空气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三次采
油新技术，该技术的主要工作机制是注入空气时空气与原油会发生
低温氧化反应，所产生烟道气会进一步的形成烟道气驱。空气泡沫
驱技术除了具有常规泡沫的驱油机理外，还有空气驱时的低温氧化
效果。 
四 结束语 

总的来说，如今及以后一段时间，国内石油储量及产量增长的
主要手段还是低渗油藏，水驱开发占比极大。由于国内石油现状，
含水率较高，为提高石油利用率与降低开发成本，应转变开发方式，
不断加大单井产量，这关系到后续技术的发展。虽然空气泡沫驱还
在不断进行试验，但是随着不断革新和变化，技术一定会进步，并
且这项技术一定会增强影响力。我国的相关技术人员及研发人员应
该不断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手段，结合我国具体的地质特征，进一步
的优化现有技术，最大程度的提高我国采油率，只有这样才能进一
步的推动我国采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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