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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透油藏压驱注水经营管理模式探索和实践 
任泽樱 

（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  言 
低渗油藏启动压力梯度大以及应力敏感性强的特点，在注水开

发过程中由于启动压力大、压敏效应等特点使得注水难度大注水注
不进、油井不见效产能持续下降，油藏稳产基础薄弱。东胜公司喉
道半径小于 0.5μm 的储量占 45%，低渗油藏地层压力保持率仅
57.4%，水驱面临水井“欠注、注不进”、油井“采不出”等问题。
开发特征表现为“六低”，单液低、单油低、单注低、采油速度低、
采收率低、采出程度低，严重制约着低渗油藏的效益开发，因此为
提高低渗油藏开发效果需要研究相应注水开发技术政策。 

1 压驱注水实践获得突破 
东胜公司主动作为、外出学习和科研技术攻关，采用大压差非

对称耦合注采，破解低渗油藏效益开发难题，大幅提高“两率”，开
辟了低渗透油藏开发新技术。 

牛庄油田牛 21 块砂体为半封闭形态，连通性好，层系单一，平
均单层厚度 6m，具有一定的地质基础。试验区渗透率 7.8mD，孔吼
半径 0.39μm，原始地层压力 44.1MPa，压力系数 1.38，为中孔、低
渗、常温、常压、构造-岩性油藏。区块油井和水井均已压裂，投产
初期自喷生产，初期产能较高，平均单井日液 10.0t，日油 5.9t，含
水率为 41.0%；水井 6 个月后高压注不进，采用径向钻孔、酸化增
注等措施均无效。因为无法补充能量，区块地层亏空不断加大，油
井因缺少能量补充导致产能迅速下降，后期油井低效关停。牛 21-
斜 4 井组包含 5 油 1 水，压驱注水前井组仅有 1 口井生产，单井日
液 1.3t，日油 1.0t，含水率为 21.2%，采油速度为 0.1%，采出程度
仅为 1.9%，油藏处于近废弃状态。2020 年 6 月率先在该井组采用撬
装泵“大排量、大压差”压驱注水，55 天共注入 6 万方， 高日注
量达到 2000 方。地层压力由 28MPa 提高至 38MPa，压力系数由 0.88
提高至 1.10。在压驱补能后，2020 年 7 月陆续扶停对应 3 口油井后，
井组日液 12.3 吨，日油 8.7 吨，含水 29.3%。针对油井液量偏低现
象，2020 年 12 月对主应力方向油井牛 6-斜 21 小规模压裂引效释放
产能，为完善井网，核部油井牛 6-斜 21 井补孔归位，射孔后未压
裂即自喷生产，自喷期 4 个月后转抽作业，目前日液 9.2 吨，日油
8.8 吨，含水 4.3%，稳定自然产量达到区块压裂投产的 2 倍。 

试验初步取得成功后，公司把压驱注水作为改善低渗油藏开发
效果的技术，按照“循序渐进，不断探索；深化认识，逐步推广”
思路不断在不同沉积类型油藏中进行推广。在矿场实施中，通过利
用高压撬装泵适当提高注入压力和注水强度快速补充地层能量、灵
活机动、多轮次注入、与区块注采完善、低效治理、老井扶停有机
结合等方式，改善低渗油藏的开发效果。 

2 低渗透油藏压驱注水经营管理实践模式 
牛 21-斜 4 井组压驱注水试验成功后，意味着压驱注水技术使

得低渗油藏从存量里做出增量成为可能。 
东胜公司提出的用创新的思维“认识油藏”，用先进的技术”解

放油藏”，用一体化运作“服务油藏”的部署，利用“压驱+”大幅
提高低渗油藏采收率，通过压驱注水人工打造自喷区块，实现低渗
油藏 8000 多万吨的低液低速低能的储量“喝饱水、憋足劲、多产油、
高效益”，全力打造东胜压驱品牌。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压驱技术的落地生
根也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从井组优选、方案编制、设备选型、
井口配套，管柱优化、压驱选型、电力配套，水源选择、安全监督
等，东胜公司不断探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构建自己的压驱
经营管理模式。 

3 低渗透油藏压驱注水经营管理实践模式的做法 
公司深入推进一体化协同理念，更加注重低渗油藏注水开发方

式的转变，建立压驱一体化运行机制，完善东胜公司压驱管理网络
体系和责任，确保压驱工作的高效开展，成立压驱工作项目组确保
各部门、各项目、各环节有序推进实施工作。 

3.1 强化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流程，夯实压驱管理机制基础 
各生产和经营管理部门协同合作，生产与经营、工程与地质、

技术与经济集于一体，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形成一套完整有效

的经营管理体系，为实现油藏生产管理向油藏经营管理的根本转
变。 

3.2 推进流程管理，实时跟踪调整，联合开展科技研发攻关 
目前压驱技术是支撑东胜公司低渗油藏开发储量价值 大化的

重要技术，压驱注水快速补能技术，要从制度、流程着手，要把业
务流、管理流、监督流三流合一，推动管理制度流程化、流程表单
化、表单信息化，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通过实施压驱井组获取的
经验及认识，形成了从压驱前选区选井到压驱后采出端引效一套完
整的压驱工作管理体系。 

1、精细油藏描述，深化油藏认识，夯实油藏管理基础 
选区前应对各个区块的构造特征、沉积特征、储层物性、微观

孔隙结构、储层展布、地应力及裂缝分布、压力和温度系统、区块
井组开发状况、存在问题及压驱适应性评价等进行详细分析。压驱
选井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有序推进；先选择较为封闭的断块开展试
验然后在半开启断块进行推广试验；先在厚层浊积岩区块进行试验，
后特低渗薄互层区块。 

2、抓实资料录取，实施跟踪分析，夯实注采调整基础 
东胜公司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已实施的油藏取得的经验认识

结合各区块的开发地质特点，按照“一块一案、一井一策”的原则，
从油藏设计到工艺、地面以及效益评价上，规范编制压驱注水方案，
已便达到开发地质清、油藏设计明、工艺优化精、地面保障准、效
益预期好的目的。 

3、院校现场交流，关键技术剖析，联合开展科技攻关 
针对压驱矿场实施机理、注入量如何设计，水井压力扩散规律、

油井不均衡见效如何引效、特低渗油藏压驱注水适用性研究等问题
与科研院校研究讨论集中攻关；针对现场压驱动态响应矛盾，地质
油藏深度结合，依托建模数模工作，分析复杂开发问题。通过院校
现场交流，关键技术剖析形成东胜公司特低渗油藏压驱注水技术，
指导特低渗油藏的有效开发，增加该类油藏可采储量，对实现油藏
高效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3 规范施工流程，风险分级管控，提升现场安全管理水平 
压驱注水为高压大排量注水技术，施工现场主要有压驱泵撬、

高压管线、注水井口等高压设备，存在高压刺漏风险，同时，对应
油井受效后，也具有井口压力升高等井控风险。东胜公司对压驱设
计、油井分级管控、安全技术交底、开工验收、过程管控、完工管
理等各节点工作严格管控，切实做到压驱施工全过程安全清洁生产。 

4 构建低渗透油藏压驱注水高效开发与经营管理实践模式的效果 
压驱注水明显改善了低渗透油藏的开发效果，第一解决了低渗

透油藏“注不进”的难题， 高注入压力 49MPa， 高排量 1.5m•
/min， 大日注量达 2000 方；第二压驱注水能够有效补充了地层能
量，压驱注水后 67.3%油井液面回升，对比动液面变化情况，平均
动液面回升 175m；第三压驱有效改善了油井供液状况，压驱注水后
90.4%的油井单井日液稳定或增长，初期平均单井日液上升了 2.6t/d，
含水小幅上升（上升 2%），截止目前大部分油井液量保持平稳，改
变以往低渗透油藏液量持续下降的状况。 

压驱增能效果明显，但油井受效不均匀：不同沉积类型压驱效
果不同，其中浊积砂体较为封闭、厚度大、连通好，压驱效果相对
较好；滩坝砂中正理庄后期控制排量微压驱、流线调整压驱效果较
好。下步为了进一步探索压驱适用的油藏类型及开发规律，深化压
驱机理研究，继续在浊积岩、滩坝砂、扇三角洲等不同沉积类型油
藏推广应用，建立低渗油藏压驱注水效益开发技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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