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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塬油田可采储量标定方法探讨

孙学智，杜箫笙，周立娟
(中国石化华北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6)

摘要：在油田开发中，因油藏类型及开发阶段不同，很难用一种方法合理标定所有单元的可采储量。通过不同开发

阶段开发指标与剩余可采储量及储采比匹配关系研究，提出了不同油藏的可采储量标定方法f以低孔低渗中后期

注水开发的姬塬油田为研究对象，比较了多种方法，重点是动态法中的水驱曲线法与递减法在油田中的应用状况，

选用递减法标定可采储量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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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采储量标定中，多种方法标定结果相互印

证，静态法在油田开发初期普遍使用，产量递减曲线

法与水驱特征曲线法在动态法标定可采储量中作为

标定可采储量的两种重要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水驱开发油藏由于措施的影响，造成产液量及含水

波动变化，使用水驱曲线法标定可采储量不适用，计

算结果与油藏类型、开发阶段及开发指标不匹配，标

定结果不合理。本文把油田资料整理后用递减曲线

法进行标定，合理科学的测算出可采储量，为评价油

田开发效果、编制开发调整方案及规划提供可靠的

采收率依据。

1 可采储量标定方法分类

1．1 静态法

开发前期及开发早期阶段，一般常用的方法主

要有经验公式法和类比法。根据姬塬油田油藏特点

选用了刘雨芬水驱砂岩油田采收率计算经验公式，

其表达式为：

ER=5．841 9+8．461 2lg(K／po)+

0．346 4圣+O．381 7S (1)

式中：K——渗透率，pm2；p。——原油粘度，mPa·

S；夺——孔隙度，％；S——井网密度，W／km2。

类比法：寻找与目标油藏参数相近的类比油藏、

用类比油藏的采收率作为目标油藏的采收率或参照

采收率，测算可采储量。

1．2 动态法

1．2．1水驱特征曲线法

水驱特征曲线是目前中高含水及油田开发后期

常用的一种以动态数据作为计算基础，以统计量为

研究对象的可采储量计算方法，该方法根据动态生

产资料获得水驱曲线表达式中的截距口和斜率6

值，从而预测可采储量(含水率为98％时的累积产

油量)[1‘2]。

1．2．2递减曲线法

递减曲线法是根据产油量与时间变化关系确定

采收率的方法，适用于稳定递减阶段单元的可采储

量标定，该方法根据实际生产资料求取递减率及油

藏的废弃产量(含水率为98％时的产油量)Ⅲ，再测

算可采储量∞]。

2 应用举例

2．1油田开发现状

华北分公司姬塬油田生产三叠系延长组长2

层，油层孔隙度15．1％，平均渗透率8．4×10q

pm2，地层原油粘度2．8 mPa·s，动用含油面积O．7

km2，地质储量60．2×104 t，目前共有油井12口，开

井8口，单井日产油水平2．05 t，年产油量0．60×

104 t，年产液1．07×104 t，含水率48．41％，地质储

量采油速度1．0％，累积产油量8．56×104 t，地质储

量采出程度14．22％。

2．2可采储量标定结果

2．2．1静态法可采储量标定结果

将姬塬油田相关参数代入公式(1)，通过计算得

出采收率为23．8％。从采收率与油藏类型、开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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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及开发指标匹配情况看，这一结果略偏高[3]。这是

由于经验公式本身的研究对象所造成的。

2．2．2动态水驱曲线法标定结果

根据姬塬油田生产数据绘制出水驱曲线，选用

2008年4月至2009年12月的生产数据回归，见图

1。口=0．217，6=0．062 3．厂w=0．98时该油田可采

储量37．14×104 t，采收率61．7％，剩余可采储量采

油速度2．06％，可采储量采出程度23．05％，储采比

48．62。

图1姬塬油田累积产油与累积产水关系曲线

从可采储量与油藏类型、油层物性、流体性质及

开发指标匹配情况看，水驱曲线法的计算结果偏

高‘3|，其主要原因是2007年以来3口高含水井关

井，水驱曲线压头造成的。

2．2．3递减法标定结果

根据姬塬油田生产数据绘制出递减曲线，选用

2007年5月至2009年12月的生产数据作为样本

点回归，见图2。得到相关参数为：Q。=49 t，油田

剩余可采储量4．82×104 t，剩余开采年限2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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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姬塬油田时间与月产油关系

根据递减曲线法标定结果，油田可采储量13．

38×104t，采收率22．23％。剩余可采储量采油速度

11．07％，可采储量采出程度63．99％，储采比8．01。

从可采储量与油藏类型、油层物性及开发指标匹配

情况看，该可采储量标定结果是合理可靠的口]。

3认识与结论

油田近两年的开发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水驱

规律，甲型和乙型水驱曲线已经出现直线段，但计算

结果偏高(表1)；经验公式法计算结果略偏高；油田

递减趋势稳定，双曲线递减与调和递减计算结果都

高于指数曲线法，这是不同方法本身的理论基础差

异引起的。

表l姬塬油田不同方法标定结果指标

对于姬塬油田，综合指标评判后认为，运用水驱

曲线法标定可采储量时，开发单元含水率如果不是

稳定变化，计算结果可靠性差；经验式法不适用于目

前开发阶段的可采储量标定；选用指数递减法计算

结果与油田开发指标匹配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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