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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 青

    本标准整合修订并代替 SY/T 5851-1993《砂岩油田注水开发调整方案编制技术要求》、SY/T

6209-1996《复杂断块油田调整方案编制技术要求》和SY/T 6425-2000《热采稠油油藏开发调整方

案编制技术要求 蒸汽吞吐部分》。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 开发效果评价部分增加了“注采比、采油速度、递减率、套损状况、地层能量的保持情况、
        注入剂的利用率等指标的评价和对油田开发经济效益评价”内容。

    — 在调整方法里增加了 “研究相应调整界限和方法”内容。

    — 指标预测由原来的10年，改为10年一15年。

    — 对标准的局部结构进行了调整，使方案编制的逻辑性、层次性更加清晰。
    — 由于油田状况不同，删除了水驱控制程度、储量动用程度等定量指标。

    — 针对开发存在的不同问题，增加了不同的调整挖潜方法。

    — 删除了标准中的具体附表格式。
    本标准由油气田开发专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林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SY/T 5851-1993;

    —     SY/T 6209-1996;

    —     SY/T 64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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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开发调整方案编制技术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砂岩油藏，
制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砂岩油藏、

包括复杂断块油藏和热采稠油油藏 (蒸汽吞吐部分)的开发调整方案编

复杂断块油藏和热采稠油油藏 (蒸汽吞吐部分)开发调整方案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492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分类

    DZ/T 0217石油天然气储量计算规范
    SY/T 5367 石油可采储量计算方法

    SY/T 5615石油天然气地质编图规范及图式
    SY/T 6167 油藏天然能量评价方法

    SY/T 6193 稠油注蒸汽开发可采储量标定方法
    SY/T 6219 油田开发水平分级

3 开发调整区块地质特征再认识

3.1对油田构造特征、断层及裂缝发育情况进行认识，分析对开发效果的影响。
3.2对储层的沉积微相进行认识，分析不同微相在开发过程中对油水分布的影响。

3.3 阐述油层岩石表面润湿性、孔隙结构、粘土矿物、胶结状况、地层温度的变化情况。
3.4 对储层的旋回性、非均质性进行认识。

3.5对各油层组之间、砂岩组之间以及各单层之间隔层的岩性、产状、渗透性、厚度、分布特征进
行认识，分析不同隔层状况在措施前后对层间或开发层系之间串流的影响。

3.6对平面上、纵向上油、气、水性质和分布状况进行认识，进一步搞清其在开发过程中的变化特点。
3.7 对于稠油油藏还要搞清馏分、粘温关系及其在开发过程中的变化;进行原始及开发过程中原油

流变性对比、分析;进行原始及开发过程中油水、油气相对渗透率试验特征值对比、分析;进行原始
及开发过程中驱油效率的对比、分析和不同开采阶段的油藏温度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研究。

3.8  A地质储量参数进行再认识，按新参数复算地质储量并汇总结果 (包括天然气储量)。按油层分类将

新储量与原储量对比，分析地质储量变化的原因，储w十算及评价按GB/T 19492和DZ/T 0217执行。
3.9 对油藏天然能量进行评价，分析开发过程中油藏压力的变化情况，搞清其对开发效果的影响，

油藏天然能量评价方法按SY/T 6167执行。
3.10 根据调整区的地质再认识结果，重新建立地质模型，绘制各类油层的小层平面图和相带图。

3.11 对于断块油藏以独立断块为单元对油藏地质特征重新认识。

4 开发效果评价

4.1对注水量、产液量、产油量、综合含水、注水压力、油层压力、流动压力、注采比、采油速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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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率等指标进行分析，与原方案设计指标和国内外同类油田对比，根据油田开发水平分类标准评价
开发水平，评价方法按SY/T 6219执行。

4.2 分析各类油层的储层动用状况和储量动用程度，进一步标定油田可采储量，预测采收率，并与
原开发方案对比，分析变化的原因。砂岩油藏可采储量标定按SY/T 5367执行，稠油油藏可采储量

标定按SY/T 6193执行。
4.3 以单砂体为单元分析注采关系的完善程度，统计原井网对各类油层水驱控制程度，分析影响水

驱控制程度的原因。

4.4分析套管损坏状况，搞清套损原因及对开采效果的影响。

4.5 对储层能量的保持情况和注人剂的利用率进行评价。

4.6对于稠油油藏还要对地面、井筒和油藏整个系统的热能利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分析各开采

时期不同井距下、不同吞吐阶段的周期产量、平均单并日产油、油汽比、回采水率、采注比、油层压
力、综合含水等变化规律，同时分析目前油层压力场、温度场分布状况。

4.7 对油田开发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4.8 通过上述各项分析，搞清油田开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5 剩余油分布研究

5.2

5.3

5.4

  应用下列方法确定剩余油分布:

a)应用油田动态监测资料、密闭取心井岩心分析资料，结合油层沉积特征，确定剩余油分布。

b)应用常规测井系列，建立岩性、物性、含油性以及电性的“四性”关系图版和公式，解释新
    钻井的水淹层情况，从而确定出油层原始、剩余、残余油饱和度的数值。通过原始、剩余、

    残余油饱和度 (或单储系数)曲线重叠法确定剩余油分布。
c)应用数值模拟方法确定各类油层剩余油的分布。

d)在精细地质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动静综合分析方法确定各类油层剩余油的分布。
  总结各油层平面、纵向剩余油分布情况，编绘出单层及叠加剩余油分布图。

  对于稠油油藏，要分析地层温度的变化对剩余油分布的影响。
  对造成剩余油的原因进行分类和总结，针对不同原因形成的剩余油提出挖潜方法。

开发调整原则和方法

6.1开发调整原则

6.1.1尽可能少的投人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内部收益率要达到行亚标准。
6.1.2 要提高储量动用程度，增加可采储量，提高最终采收率。
6.1.3有利于改善油田开发效果和提高开发管理水平。_
6.1.4调整部署要协调好新老井网的关系。

6.2调整对象
6.2.1对于非均质多油层合采，一套层系小层过多，层间矛盾严重，应进行层系细分调整。

6.2.2对于因注采井距大，注采系统不适应，造成采油速度太低或大幅度下降，不能达到合理采油
速度或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的，应进行加密调整。

6.2.3 对于注采系统不完善，致使注采不平衡、压力系统失调，影响采液量提高的，则进行注采系

统调整。

6.2.4 对于套管损坏区块，当搞清造成损坏的原因和采取相应措施后，应进行油水井更新调整

6.2.5 不能构成注采系统的小断块，可利用天然能量开发，按照先下后上、逐层上返、小泵深抽等
方法进行接替稳产;开采后期也可利用同井间注、间采，利用重力分异作用提高采收率。

6.2.6 对于断层及构造形态不落实的断块油藏，此类断块区的综合调整，应按照滚动勘探开发原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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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开发调整。

6.2.7 对于稠油油藏要通过油藏物理模拟、数值模拟、油藏工程等方法优选开发调整方式，并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转换开发方式的时机。

7 开发调整方案部署

7.1 层系的划分和组合

7.1.1各开发层系应具有一定的可采储量，以保证调整井具有经济效益。

7.1.2在满足各套层系具有经济效益的条件下，控制单井射开油层数、油层厚度和渗透率级差，以

减小层间干扰，提高各类油层的动用程度、
7.1.3 尽量将油水边界、压力系统、油层沉积类型和原油性质比较接近的油层组合在一套开发层系内。
7.1.4要求各调整层系间有良好的隔层，开发层段不宜太长。

7.2井网、井距的确定 - - 一

一蒸蒸蘸燕赢_济建设的需要
7.3注采方式的确定
7.3.1研究各种注水方式对砂体分布特征的适应性，保证有完整的注采关系，要求做到多层、多向
得到水驱。

7.3.2 研究采液指数与吸水指数的变化趋势，确定合理的注采井数比，使注采系统能满足保持油层
压力水平和不断提高采液量的需要。

7.3.3 利用数值摸拟优选合理的注采方式。

7.4开发设计及优选
7.4.1 提出可能的方案:在部署调整方案时，要根据情况至少提出三种可能的方案，利用油藏工程
方法和经验进行优缺点评价。
7.4.2调整方案开发指标预测。
7.4.2.1根据油田开发动态资料，确定出油层的采油指数 (采油强度)和吸水指数 (吸水强度)，结
合剩余油厚度、生产压差，确定调整井的初期单并日产量。

7.4.2.2根据调整层目前的开采状况和含水率的监测资料，初步确定出调整井的初期含水率。‘
7.4.2.3 应用数值模拟或其他方法 (水动力学法、物理平衡法、经验公式法、动态系统辨识法、最

优化法)对不同调整方案的开发指标进行预测，预测调整井10年~15年开发指标。

7.4.2.4考虑新老井的街接关系，新老井共同考虑加密调整的作用，预测加密前后调整区块整体开发指标的变化情况。 -
7.4.3 调整方案经济评价:根据调整井从钻井到开发过程中的工作量、投人费用及因调整获得的收

人情况，计算不同方案10年一15年的经济指标。给出地面工程、井下工艺调整的总投资和增产油
量，测算原油成本、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净现值、贷款偿还期、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盈

利率等经济指标，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7.4.4 调整方案的优选:根据经济效益、开发指标情况，综合优选技术先进、经济有效、生产合理、

抗风险能力强的方案作为调整方案。

8 开发调整方案实施要求

8.1 钻井工程要求

8.1.1 根据油藏构造特点及油层分布特点提出钻井顺序，复杂地区应在实施中根据新的认识及时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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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署。

8.1.2 根据井别、油层情况，设计合理的井身构造及完井方法。
8.1.3 采用适合于保护油气层的钻井液和完井液。
8.1.4 根据油层、地层及钻井液特点，选定测井系列。

8.2 新井投产投注施工要求

8.2.1根据油层特点采用相应的保护油层的压井液。
8.2.2 根据油气层特点采用合适的射孔方式、射孔枪、射孔弹、射孔密度及油层射开程度。

8.3 采油、注入工艺设计要求
8.3.1采油、注人工艺应满足调整方案设计的各阶段开发指标。
8.3.2 根据油层特点及配产要求，选择合理生产方式。

8.3.3 采油、注人生产过程中应保护储层、改善油层开发效果。
8.3.4 针对油气藏特点，为改善开发效果，应采用新的工艺技术。
8.4 采油、注入地面建设工程设计要求

8.4.1油、气、水集输工程及注人剂配套工程，应满足调整方案设计的各阶段开发指标要求。
8.4.2 提出对油、气、水计量精度及注人剂质量等要求。
8.5 方案实施中的地质工作要求

8.5.1现场落实新井井位，新井完钻后要进行精细地层对比，及时修改构造图，并对原设计方案进

行相应调整。

8.5.2 调整井中如发现新的油层，应尽快试油试采，进行滚动开发。
8.5.3 调整方案设计新井完钻后，要按新的认识修改地质模型，调整注采井别，编制配产、配注方
案。

9 开发调整方案报告的编写要求

9.1 主要内容

9.1.1调整区开发简史:

    a)调整区原方案设计要点介绍;
    b)历次调整介绍;
    c)开发现状

9.1.2 调整区地质特征:

    a)调整区地质概况;

    b)调整区地质再认识。

，，1.3 开发调整依据:

    a)调整区目前存在的问题;

    b)调整区目前剩余油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
    c)调整区调整对象的特征;
    d)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9.1.4 调整部署:

    a)调整的原则、方法和对象;

    b)开发层系、井网和注水方式确定;
    c)调整井井号命名的说明。

，，1.5 调整效果的预测:

    a)调整区开发指标预测;

    b)调整区经济指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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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调整前后开发效果对比。

，.1.6 调整方案的实施要求:
    a)实施钻井要求;

    b)完井质量要求;

    c)测井系列要求;

    d)调整井投产工艺技术要求;

    e)采油工程设备要求;
    f)动态监测系统部署要求;

    9)地面工程建设要求。
，.2 附图及附表的要求

，.2.1 基本附图包括:
    a)调整区位置分布图;

    b)调整区构造井位图;

    c)储层综合柱状图;

    d)不同沉积类型油层小层平面图;

    e)油层剖面图;

    f)密闭取心井水淹状况柱状图;

    9)剩余油分布图;

    h)隔层分布图;

    1)油层压力分布图;

    J)井况分布图;

    k)调整井位部署图;

    D数值模拟计算地质模型示意图;
    m)稠油油藏要有饱和度场、温度场和压力场图。

9.2.2 附图的图例见SY/T 5615.

9.2.3 基本曲线包括:

    a)原井网综合开采曲线;

    b>各开发层系采出程度与含水关系曲线;

    c)驱替特征曲线;
    d)不出油厚度与射开油层数、射开油层厚度、渗透率级差关系图;
    e)含水与采液指数、采油指数、含水上升率、井底流压的关系图;

    f)增产措施效果变化曲线;
    9)不同油层相对渗透率曲线、毛管压力曲线;
    h)调整方案开发指标预测曲线。

9.2.4基本附表应能反映出:原方案井网要素、调整区目前开发指标、分层吸水和出油状况、密闭
取心井油层水淹状况、调整前后水驱控制程度、油层层组划分结果、油田储量复算情况、流体性质、

储层特征、剩余油分类和数量、调整井目的层预测厚度、调整井的产能、调整方案的逐年开发指标和

经济指标、调整方案实施安排等。

9.3 封面及扉页

    封面注明调整方案名称、编号、编制单位和日期。

    扉页注明调整方案编写人、参加人、审核人、批准人及批准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