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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８４２３《石油天然气工业术语》分为６个部分：

———第１部分：勘探开发；

———第２部分：工程技术；

———第３部分：油气地面工程；

———第４部分：油气计量与分析；

———第５部分：设备与材料；

———第６部分：安全环保节能。

本部分为ＧＢ／Ｔ８４２３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５５）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工业标准化研究所、西安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文献中心、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大庆油田有限责任

公司质量节能部。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玉、肖啸、聂红芳、万晓苑、陈俊峰、李思源、卜海、邵男、许怀先、吴文祯、李洁、

徐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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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术语

第１部分：勘探开发

１　范围

ＧＢ／Ｔ８４２３的本部分界定了石油天然气地质、油气田开发、采油采气工程和采油用油田化学剂等

领域的术语及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石油天然气地质与勘探、油气藏工程、采油工程、采气工程和油田化学剂等领域，石油

天然气工业其他领域可参照使用。

２　通用基础

２．１

油气勘探　狅犻犾犵犪狊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

以寻找油气储量而进行的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探测、钻井等相关活动。

２．２

油气开发　狅犻犾犵犪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以开采地下油气资源而进行的评价、开发建设、提高采收率等相关活动。

２．３

采油采气　狅犻犾／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把原油、天然气从地层开采到地面的过程。

２．４

石油　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赋存于地下岩层中以烃类为主的液相混合物。

２．５

天然气　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

赋存于地下岩层中以气态烃为主的可燃气体和非烃气体的混合物。

２．６

煤层气　犮狅犪犾犫犲犱犵犪狊

煤层瓦斯　犮狅犪犾犫犲犱犿犲狋犺犪狀犲

未运移出煤层（生气层），以吸附、游离状态赋存于煤层及其围岩中的气体。

２．７

致密油　狋犻犵犺狋狅犻犾

储集在覆压基质渗透率小于或等于０．１×１０－３μｍ
２（空气渗透率小于１×１０－３μｍ

２）的致密砂岩、致

密碳酸盐岩等储层中的石油；单井一般无自然产能或自然产能低于工业油流下限，但在一定经济条件和

技术措施下可获得工业石油产量。

２．８

致密砂岩气　狋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狊狋狅狀犲犵犪狊

覆压基质渗透率小于或等于０．１×１０
－３

μｍ
２ 的砂岩类气层，单井一般无自然产能或自然产能低于

工业气流下限，但在一定经济条件和技术措施下可获得工业天然气产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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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页岩气　狊犺犪犾犲犵犪狊

赋存于富含有机质的页岩层段中，以吸附气、游离气和溶解气状态储集的天然气。主体上是自生自

储成藏的连续性气藏。

２．１０

天然气水合物　犵犪狊犺狔犱狉犪狋犲

可燃冰　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犫犾犲犻犮犲

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永久冻土层中，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外

观像冰一样而且遇火即可燃烧。

２．１１

岩石　狉狅犮犽

天然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构造的固态矿物集合体。

２．１２

沉积岩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狉狅犮犽

在地壳表层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在水、大气、生物、生物化学以及重力的作用下，主要为母岩风化

的产物，同时也有火山物质、生物及宇宙物质，大都经过搬运作用、沉积作用以及沉积后的成岩作用所形

成的岩石。

２．１３

岩浆岩　犿犪犵犿犪狋犻狋犲狉狅犮犽

火成岩　犻犵狀犲狅狌狊狉狅犮犽

由炽热的岩浆直接结晶或冷凝而成的岩石。

２．１４

变质岩　犿犲狋犪犿狅狉狆犺犻犮狉狅犮犽

由变质作用所形成的岩石。

２．１５

矿物　犿犻狀犲狉犪犾

岩石的基本组成单元，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天然单质或化合物。呈固态，并具有相对固定的化学组成

和确定的内部结构。

２．１６

地质年代　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狋犻犿犲

表明地质历史时期的先后顺序及其相互关系的地质时间系列。

２．１７

地质作用　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狆狉狅犮犲狊狊

由自然动力引起地壳和岩石圈，甚至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结构及地表形态变化和发展的自然

作用。

２．１８

化石　犳狅狊狊犻犾

由自然作用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地史时期（一般指新石器时代以前）生物的遗体、遗迹以及生物体

分解后的残余物（包括生物标志物、古ＤＮＡ残片等）。

注：化石分为实体化石、遗迹化石、模铸化石、化学化石、分子化石等不同的保存类型。

２．１９

风化作用　狑犲犪狋犺犲狉犻狀犵

地壳或岩石圈的矿物、岩石在地表或近地表的条件下，由于气温、大气、水及生物等因素的影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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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解和破坏的过程。

注：包括物理风化作用、化学风化作用和生物风化作用。

２．２０

沉积作用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母岩风化产物及其他来源的物质成分被运动介质搬运到适宜的场所后，由于搬运条件改变而发生

沉淀、堆积的过程。

２．２１

岩浆作用　犿犪犵犿犪狋犻狊犿

岩浆发生运移、聚集、成分变化，并最终冷凝成岩的过程。

２．２２

变质作用　犿犲狋犪犿狅狉狆犺犻狊犿

由于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使岩石的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发生改变，进而形成一种新岩石的

过程。

２．２３

成岩作用　犱犻犪犵犲狀犲狊犻狊

沉积物在沉积后和变质之前所受过的所有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有机无机和水岩之间所发生的一

切变化。

２．２４

构造运动　狋犲犮狋狅犵犲狀犲狊犻狊

主要由地球内力引起岩石圈的变位、变形以及洋底的增生和消亡的作用。

２．２５

地质构造　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在地壳运动影响下，地块和地层中产生的变形和位移形迹。

注：地质构造按其成因分为原生构造和次生构造。

２．２６

整合　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在沉积层序上，上、下地层的接触没有间断，且上、下地层产状、岩性、所含化石基本一致或递变的地

层接触关系。

２．２７

平行不整合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狌狀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假整合　犱犻狊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上、下两套地层之间缺失部分地层（有明显的沉积间断），但产状平行或基本一致的地层接触关系。

２．２８

角度不整合　犪狀犵狌犾犪狉狌狀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上、下两套地层之间既缺失部分地层（有明显的沉积间断），产状又不相同的地层接触关系。

２．２９

褶皱　犳狅犾犱

岩层中的各种构造，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发生连续弯曲的构造形态。

２．３０

断层　犳犪狌犾狋

岩层或岩体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发生破裂，且两侧岩块沿着破裂面发生显著位移的一种断裂构造。

２．３１

节理　犼狅犻狀狋

岩层或岩体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发生破裂，但两侧岩块无显著位移的一种断裂构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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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沉积盆地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犫犪狊犻狀

地球表面发生构造沉降，并形成了沉积填充的地区。

２．３３

含油气盆地　狆犲狋狉狅犾犻犳犲狉狅狌狊犫犪狊犻狀

在地史上具备成烃要素，有过成烃成藏过程，且在现今油气勘探过程中发现具有商业价值油气藏

（田）的沉积盆地。

２．３４

资源量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一定地质单元范围内的油气资源总和。

２．３５

储量　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狅犻犾犻狀狆犾犪犮犲；犗犗犐犘

用地质和其他技术手段估算出来的在一定地质单元范围内的油气资源量。

２．３６

油（气）藏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油气在单一圈闭中的聚集，具有独立压力系统和统一的油（气）水界面。

２．３７

油（气）田　狅犻犾／犵犪狊犳犻犲犾犱

受单一局部构造单元所控制的同一面积内的油藏、气藏和油气藏的总和。

２．３８

油藏　狅犻犾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地壳上石油聚集的基本单元，石油在单一圈闭中的聚集，具有独立压力系统和统一的油水界面的

聚集。

２．３９

气藏　犵犪狊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地壳上天然气聚集的基本单元，天然气在单一圈闭中的聚集，具有独立压力系统和统一的气水界面

的聚集。

２．４０

气藏气　狀狅狀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犵犪狊

原始地层条件下，气藏中存在的天然气。

２．４１

溶解气　犱犻狊狊狅犾狏犲犱犵犪狊

原始地层条件下，溶解于石油中的天然气。

２．４２

油气苗　狊犲犲狆

石油和天然气在地表的出露（露头）。

２．４３

孔隙度　狆狅狉狅狊犻狋狔

岩石的孔隙体积与其总体积的比值。

２．４４

渗透率　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一定压差下岩石允许流体通过的能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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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

饱和度　狊犪狋狌狉犪狋犻狅狀

单位孔隙体积中各种流体所占相应的孔隙体积比例。

２．４６

油层　狅犻犾犾犪狔犲狉

储藏石油并具有产出能力的储集层。

２．４７

气层　犵犪狊犾犪狔犲狉

储藏天然气并具有产出能力的储集层。

２．４８

水层　狑犪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只储藏地层水的储集层，且产水量大于干层产液量标准。

２．４９

干层　犱狉狔犾犪狔犲狉

产出量很小或未储藏石油、天然气及地层水的储集层，且产液量小于干层产液量标准。

２．５０

油水同层　狅犻犾狑犪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油、水共存且具有产出能力的储集层。

２．５１

气水同层　犵犪狊狑犪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气、水共存且具有产出能力的储集层。

２．５２

油气同层　狅犻犾犵犪狊犾犪狔犲狉

根据录井及其他相关资料综合分析认为，油、气同出且日产油、气量超过干层标准的储集层。

２．５３

油气藏地层水　狅犻犾／犵犪狊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狑犪狋犲狉

在油气田区域内，与油气藏有密切联系的地下水。

２．５４

井别　狑犲犾犾狋狔狆犲

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过程中，按不同的目的和用途，把所钻的井分为不同类别。

２．５５

油田化学剂　狅犻犾犳犻犲犾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油田钻井、完井、采油、注水、提高采收率及集输等过程中所使用的药剂。

２．５６

压裂　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通过外力作用，使地层形成裂缝的方法。

２．５７

油气藏地质模型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

将油气藏地质特征在三维空间的分布及变化定量表述出来的地质模型。

２．５８

油（气）田开发方案　狅犻犾犳犻犲犾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犾犪狀

在开发评价的基础上，制定的油（气）田长期开发的总体设计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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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井下作业　犱狅狑狀犺狅犾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井筒内进行的维护、改善和提高油（气）水井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

２．６０

增产措施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犮犺犲犿犲

提高油气井产量或注水井的注水量而对储层采取的一系列工程技术措施。

２．６１

储层保护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在钻井、完井、井下作业及油气田开采的全过程中采用的防止或减轻储层伤害的技术方法。

３　油气勘探

３．１　石油地质

３．１．１　层序地层

３．１．１．１

层序　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一套相对整一的、成因上存在联系的、顶底以不整合面及与其相对应的整合面为边界的地层单元。

３．１．１．２

层序地层　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在以不整合面（或无沉积作用面）或与之对应的整合面为界的年代地层格架内，具有成因联系的，旋

回岩性序列地层。

３．１．２　沉积与古地理

３．１．２．１

沉积旋回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犮狔犮犾犲

在地层剖面上，有一定的演变序列、反映了沉积环境规律变化的一套沉积地层。

３．１．２．２

沉积相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犳犪犮犻犲狊

沉积环境及在该环境中形成的沉积岩（物）特征的综合。

３．１．２．３

沉积体系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狊狔狊狋犲犿

空间时间相互关联的一组沉积相带的组合。

３．１．２．４

现代沉积　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犲犱犻犿犲狀狋

现代正在发育的各种沉积体系，一般没有经历埋藏和成岩。

３．１．２．５

古代沉积　犪狀犮犻犲狀狋狊犲犱犻犿犲狀狋

地质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沉积体系。

３．１．２．６

沉积模式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犿狅犱犲犾

在对一定环境中的现代沉积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的沉积环境及其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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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的物化模型。

３．１．２．７

岩相古地理图　犾犻狋犺狅犳犪犮犻犲狊狆犪犾犲狅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狔犿犪狆

一种表明某个古地理阶段（或相应年代地层单位）岩相类型空间变化规律的古地理图。

３．１．３　构造地质

３．１．３．１

构造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岩层或岩体受地球内外动力地质作用而产生变形、变位，从而形成褶皱、断层、裂缝和劈理以及其他

面状或线装构造等。

３．１．３．２

坳陷　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盆地基底相对下陷的地区，盆地内的一级构造单元。

３．１．３．３

隆起　狌狆犾犻犳狋

盆地基底相对抬升的地区，盆地内的一级构造单元。

３．１．３．４

凸起　犾犻犳狋

在沉积盆地内一般较大的一级构造单元或中小型沉积盆地内，基础或基底形成的正向构造单元。

３．１．３．５

凹陷　狊犪犵

在沉积盆地内一些较大的一级构造单元或中小型沉积盆地内，基础或基底形成的负向构造单元。

３．１．３．６

背斜　犪狀狋犻犮犾犻狀犲

上凸的褶皱或褶曲，其核部为时代较老的地层，两侧（翼）为时代较新地层。

３．１．３．７

向斜　狊狔狀犮犾犻狀犲

下凹的褶皱或褶曲，岩层从两侧向轴倾斜，其核部的地层较两侧的地层为新。

３．１．３．８

鼻状构造　狀狅狊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半背斜

岩层受力扭曲，一端向下倾没、另一端抬起的一种构造等高线不闭合的褶皱构造。

３．１．３．９

单斜　犿狅狀狅犮犾犻狀犲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向同一方向倾斜且倾角大致均一的一套岩层。

３．１．３．１０

长垣　狆犾犪犮犪狀狋犻犮犾犻狀犲

由若干较平缓、宽大的背斜构造组成，且能被同一构造等高线所圈闭的构造单元。

３．１．３．１１

裂缝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

岩石受成岩作用或构造作用产生破裂，破裂两侧的岩石沿破裂面没有发生明显的相对位移，或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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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位移的断裂构造。

３．１．３．１２

断块　犳犪狌犾狋犫犾狅犮犽

被断层切割，边界全部或部分被断层所限制的区块。

３．１．４　成藏与储层地质

３．１．４．１

烃源岩　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

地质历史时期曾经生成过烃类的岩石。

３．１．４．２

干酪根　犽犲狉狅犵犲狀

沉积岩中所有不溶于非氧化性的酸、碱和非极性有机溶剂的有机质，既包括以分散状态存在于沉积

岩中的不溶有机质，也包括以集中状态存在于煤中的不溶有机质。

３．１．４．３

有机质丰度　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狋犲狉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

各种类型有机质在沉积岩中的含量。

３．１．４．４

盖层　犮犪狆狉狅犮犽

位于储集层之上或侧畔，能够阻止油气渗漏或减缓油气逸散的岩层或地层。

３．１．４．５

圈闭　狋狉犪狆

具备捕获分散烃类形成油气聚集的有效空间，由储集层、盖层和阻止油气继续运移的遮挡物三部分

构成。

３．１．４．６

油气运移　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

油气在地层条件下的移动。

３．１．４．７

初次运移　狆狉犻犿犪狉狔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

油气从烃源岩层向储集层的运移。

３．１．４．８

二次运移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

油气进入储集层以后的一切运移。

３．１．４．９

储层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具有一定储集空间，能够聚集油、气、水等流体的岩层。

３．１．４．１０

储集空间　狆狅狉犲狊狆犪犮犲

地下岩石储层中储集油、气、水等流体的空隙空间。

３．１．４．１１

储集空间类型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狆犪犮犲狋狔狆犲

储集空间的几何形态的展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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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储集空间根据形态可分为孔隙、溶洞和裂缝。

３．１．４．１２

缝洞系统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犮犪狏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

裂缝系统

由微裂缝及以上级别的有效缝与其相连通的洞穴、孔洞所组成的缝洞网络储集系统，也包括仅由洞

穴、孔洞组成的孔洞系统。

３．１．４．１３

基质孔隙系统　犿犪狋狉犻狓狆狅狉狅狌狊狊狔狊狋犲犿

由超微缝或孔隙喉道以及所连通的各级有效孔隙所组成的超微缝孔隙网络储集系统。

３．１．４．１４

粒度分析　犵狉犪犻狀狊犻狕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研究碎屑沉积物（或岩石）中各种粒度含量及粒度分布的一种方法。

３．１．４．１５

粒度中值　犿犲犱犻犪狀犵狉犪犻狀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粒度累积曲线上质量分数为５０％处所对应的粒径。

３．１．４．１６

成岩相　犱犻犪犵犲狀犲狋犻犮犳犪犮犻犲狊

在成岩环境控制下，由各种成岩作用形成并具有一定几何形态和特定成岩组构，特定成岩矿物组合

的地质体。

３．１．４．１７

原生孔隙　狆狉犻犿犪狉狔狆狅狉犲

岩石在其沉积和成岩后未受到任何物理或化学作用而存在的孔隙。

３．１．４．１８

次生孔隙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狆狅狉犲

岩石形成后，由溶解、交代、重结晶、白云岩化、构造运动、大气水淋滤等物理、化学作用，产生的孔、

缝、洞等。

３．１．４．１９

岩石物理相　狆犲狋狉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犳犪犮犻犲狊

由沉积作用、成岩作用和后期改造等多种地质作用形成的成因地层单元。

３．１．５　油气藏类型

３．１．５．１

构造油气藏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在构造圈闭中聚集了油气形成的油气藏。

３．１．５．２

岩性油气藏　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集岩性质改变或岩性连续中断所形成的圈闭中聚集油气所形成的油气藏。

３．１．５．３

碎屑岩油气藏　犮犾犪狊狋犻犮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层岩性以陆源砂岩、砾岩等为主的油气藏。

３．１．５．４

碳酸盐岩油气藏　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层岩性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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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５

火成岩油气藏　犻犵狀犲狅狌狊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层岩性以火成岩为主的油气藏。

３．１．５．６

变质岩油气藏　犿犲狋犪犿狅狉狆犺犻犮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层岩性以变质岩为主的油气藏。

３．１．５．７

地层油气藏　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由地层因素造成遮挡条件形成的圈闭中聚集了油气形成的油气藏。

３．１．５．８

生物礁油气藏　狉犲犲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集体为生物礁的油气藏。

３．１．５．９

裂缝性油气藏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犱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以缝、洞为主要通道的裂缝性储集层构成的油藏、气藏和凝析气藏。

３．１．５．１０

异常压力油气藏　犪犫狀狅狉犿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层压力系数小于０．８或大于１．２的油气藏。

注：小于０．８的油气藏称异常低压油气藏，大于１．２的油气藏称异常高压油气藏。

３．１．５．１１

块状油气藏　犿犪狊狊犻狏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油（气）层的顶部被不渗透岩层覆盖，而内部没有被不渗透岩层间隔而呈块状，油（气）被底水承

托，并具有统一油水或气水界面的油（气）藏。

３．１．５．１２

层状油气藏　狊狋狉犪狋犻犳犻犲犱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储集层厚度小于油柱高度，呈层状分布，油气聚集受固定层位限制，上下都被不渗透岩层分隔的油

气藏。

３．１．６　储量评估

３．１．６．１

地质储量　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狊犲狉狏犲狊

在钻探发现油气后，根据已发现油气藏（田）的地震、钻井、测井和测试等资料，结合油气分布规律或

成藏条件估算求得的已发现油气藏（田）中原始储藏的油气总量。

３．１．６．２

预测地质储量　狆狉狅犵狀狅狊狋犻犮狉犲狊犲狉狏犲狊

在圈闭预探阶段预探井获得了油气流或综合解释有油气层存在时，对有进一步勘探价值的、可能存

在的油（气）藏（田）估算求得的地质储量。

３．１．６．３

控制地质储量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狉犲狊犲狉狏犲狊

在圈闭预探阶段预探井获得工业油（气）流，并经过初步钻探认为可提供开采后，估算求得的地质

储量。

０１

犌犅／犜８４２３．１—２０１８



３．１．６．４

探明地质储量　狆狉狅狏犲犱狉犲狊犲狉狏犲狊

在油气藏评价阶段，经评价钻探证实油气藏（田）可提供开采并能获得经济效益后，估算求得的地质

储量。

３．１．６．５

含油气面积　狅犻犾／犵犪狊犫犲犪狉犻狀犵犪狉犲犪

油气藏中含油气边界所圈定的面积。

３．１．６．６

储量丰度　狉犲狊犲狉狏犲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

单位含油（气）面积内的地质储量。

３．２　综合油气勘查

３．２．１　油气调查

３．２．１．１

踏勘　狆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狊狌狉狏犲狔

在工区实地察看、访问、了解地质条件和工作条件的活动。

３．２．１．２

石油地质调查　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狌狉狏犲狔

以寻找石油天然气为目的，对某一地区地面上的岩石、地层、构造、油气苗、水文地质、地貌等进行的

地质填图或专题研究。

３．２．１．３

综合油气勘查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

用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地球化学勘探和钻探等多种方式寻找石油天然气的工作。

３．２．２　油气勘查

３．２．２．１

地震相　狊犲犻狊犿犻犮犳犪犮犻犲狊

地下地质体在地震反射特征的反应。

３．２．２．２

磁力勘探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

通过在地球表面或空中测量磁性地质体在地磁场中引起的磁异常探测地质结构和磁性地质体的地

球物理勘探方法。

３．２．２．３

石油地球化学勘探　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犵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通过研究与油气资源有关的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在岩石、土壤、水体、气体、植物等自然界物质中引起

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勘察油气资源的过程。

３．２．２．４

油气勘探阶段　狅犻犾犵犪狊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犵犲

从开始寻找油气田、发现油气田到探明油气田的整个过程。

３．２．２．５

油气勘探程度　狅犻犾犵犪狊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犱犲犵狉犲犲

一个盆地或盆地内的坳陷、凹陷等区域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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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６

岩性地层区带　犾犻狋犺狅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狆犾犪狔

由沉积、成岩、构造与火山等作用造成的地层削截、超覆、相变，使储集体在纵、横向上发生变化，并

在三维空间形成具有油气勘探前景的地质单元。

３．２．２．７

填图地质单位　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犿犪狆狆犻狀犵狌狀犻狋

地质填图时划分地质体和地质现象特征的基本组成单元，包括图上宽度小于１ｍｍ 或直径小于

２ｍｍ，具有特殊意义的标志层、岩体、油气苗、沥青、地蜡和泉水等单元。

３．２．２．８

柱状图　犮狅犾狌犿狀犪狉狊犲犮狋犻狅狀

表达垂直地层走向的铅垂地层剖面中的地层、构造、岩石岩性、颜色、油气显示和沉积相等信息随深

度变化的图件。

３．２．２．９

井位测量　狑犲犾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狌狉狏犲狔

将设计井位放设到地面上，并对钻井施工井位的位置进行勘测和复测的过程。

３．２．２．１０

地质井　犵犲狅犾狅犵狔狑犲犾犾

盆地勘探初期，为了解地下地质构造、地层分布及油气状况而钻的井。

３．２．２．１１

参数井　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狑犲犾犾

在油气区域勘探阶段，为了解区域地层层序、厚度、岩性、生油、储油和盖层条件、生储盖组合关系，

并为物探解释提供参数而钻的井。

３．２．２．１２

预探井　狑犻犾犱犮犪狋狑犲犾犾

根据初步的地质及地球物理调查结果，在有潜在油气圈闭的地区，为证实有无油气蕴藏而钻的井。

３．２．２．１３

评价井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狑犲犾犾

对一个已证实有工业性发现的油气流圈闭，为查明油气藏类型，构造形态，油气层厚度及物性变化，

评价油气田规模、生产能力（产能）及经济价值，最终以建立探明储量为目的而钻的井。

３．２．２．１４

地质录井　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犾狅犵犵犻狀犵

石油、天然气钻井过程中（从开钻到完井），录取各种直接或间接地质信息的工作。

３．２．２．１５

岩屑　犮狌狋狋犻狀犵狊

地下的岩石被钻头破碎后，随钻井液被携带到地面上的岩石碎块。

３．２．２．１６

岩心　犮狅狉犲

利用取心工具取出的岩石样品。

３．２．２．１７

保压取心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狋犪犻狀犲犱犮狅狉犻狀犵

用特殊的取心工艺和器具，使钻出的岩心孔隙中的流体保持地层压力的取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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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１８

岩心归位　犮狅狉犲犺狅犿犻狀犵

利用伽马曲线对地下取出的岩心进行深度、厚度校正的工作。

３．２．２．１９

岩心收获率　犮狅狉犲狉犲犮狅狏犲狉狔

实际取出岩心长与该次取心进尺之比的百分数。

３．２．２．２０

录井综合解释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犵犲狅犾狅犵犵犻狀犵

利用录井资料、测井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根据钻孔钻遇地层的岩性、电性、物性和油气显示特征，

对其进行单层划分，并对流体和储层性质做出评价的过程。

４　油气田开发

４．１　油气藏描述

４．１．１

储层划分对比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

将油气田内的储油气层系根据地层接触关系、沉积层序或旋回、岩性组合的电性特征细分成不同级

次的层组，并建立油田（油藏）各井间各级层组的等时对比关系，在油田（油藏）范围内实现统一分层。

４．１．２

油层组　狅犻犾犾犪狔犲狉犵狉狅狌狆

相似沉积环境下连续沉积的油层组合，其分布状况、岩石性质、电性特征、物性特征、流体性质相似，

顶底有分布稳定，厚度较大的隔层。

４．１．３

砂岩组　狊犪狀犱犾犪狔犲狉犵狉狅狌狆

一个上、下被较为稳定的非渗透层分隔，由连续沉积的若干单砂层及相似的电性特征按一定规律组

合成的一个较小的沉积旋回。

４．１．４

单砂层　狊犻狀犵犾犲狊犪狀犱犫狅犱狔

在一定沉积条件下形成的，上、下被泥岩分割，层内岩性较均一，具有一定厚度和分布范围的砂

岩层。

４．１．５

有效厚度　狀犲狋狆犪狔

在现代开采工艺技术条件下，扣除夹层及不产油气部分的油气层厚度。

４．１．６

隔层　犫犪狉狉犻犲狉犾犪狔犲狉

油气藏开发过程中能阻止流体在层组间互相渗流的岩层。

４．１．７

标准层　犽犲狔犫犲犱

岩性、矿物、古生物及电性等具有明显特征，厚度稳定、分布范围广、易追踪的岩层、岩层组合或岩层

界面。

４．１．８

储层非均质性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犺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犻狋狔

储层的性质随其空间位置而变化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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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

正韵律　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狉犺狔狋犺犿

砂层内部自下而上粒度逐渐变细或渗透率逐渐变低的韵律。

４．１．１０

反韵律　狉犲狏犲狉狊犲狉犺狔狋犺犿

砂层内部自下而上粒度逐渐变粗或渗透率逐渐变高的韵律。

４．１．１１

构造模型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犿狅犱犲犾

表征构造圈闭形态、断层性质特征，并建立目的层三维空间形态的分布及变化的模型。

４．１．１２

流体模型　犳犾狌犻犱犿狅犱犲犾

表征储层在三维空间的分布及其内部流体性质变化的模型。

４．１．１３

储层模型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犿狅犱犲犾

将储层的各种地质特征在三维空间分布及变化定量表述出来的地质模型。

４．１．１４

属性模型　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犿狅犱犲犾

通过钻井资料校正后的储层反演孔隙度、渗透率等值图，插值后，建立的各小层的储层物性模型。

４．１．１５

技术可采储量　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狉犲犮狅狏犲狉狔

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经理论计算或类比估算最终可采出的油气储量。

４．１．１６

经济可采储量　狉犲狊犲狉狏犲狊

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可开采的油气储量。

４．１．１７

储量评估　狉犲狊犲狉狏犲狊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

通过油藏工程评价、油气价格预测和经营成本预测得出剩余经济可采储量。

４．２　油气藏物理

４．２．１　油气藏压力和温度

４．２．１．１

地层压力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静态平衡状态下，储层中部的压力。

４．２．１．２

地温梯度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犵狉犪犱犻犲狀狋

地层温度随深度的变化量，通常采用每１００ｍ的温度变化值来表示。

４．２．１．３

油气藏温度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静态平衡状态下，油气藏储层中部的温度。

４．２．２　岩石物理性质

４．２．２．１

岩石物理性质　狆犲狋狉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岩石的力学、热学、电学、声学、放射学等的各种特性参数和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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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力学特性上包括渗流特性、机械特性（硬度、弹性、压缩和拉伸性、可钻性、剪切性、塑性等）。

４．２．２．２

孔隙　狆狅狉犲

孔腔和连接它的部分喉道的总体。

４．２．２．３

喉道　狋犺狉狅犪狋

多孔介质中孔隙通道的狭窄部位。

４．２．２．４

岩石压缩系数　狉狅犮犽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犳犪犮狋狅狉

在单位压降下，单位体积岩石内孔隙体积的变化值。

４．２．３　油气藏流体性质

４．２．３．１

原油性质　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包含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两个方面，其中物理性质包括颜色、密度、黏度、凝点、含蜡量、溶解性、荧

光性、旋光性、组分等；化学性质包括化学组成、热值、馏分组成等。

４．２．３．２

稠油　犺犲犪狏狔狅犻犾

储层条件下黏度大于５０ｍＰａ·ｓ、相对密度大于０．９２的原油。

４．２．３．３

易挥发性原油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犮狉狌犱犲狅犻犾

气油比介于２５０ｍ３／ｍ３～５５０ｍ
３／ｍ３ 之间，地面油密度介于０．７６ｇ／ｃｍ

３
～０．８３ｇ／ｃｍ

３ 之间，体积系

数大于２的烃类混合物流体。

４．２．３．４

凝析油　犮狅狀犱犲狀狊犲犱狅犻犾

在高压地层条件下介于临界温度和临界凝析温度之间的气相烃类，在开采过程中，由于压力下降，

从气相中析出的液态烃。

４．２．３．５

凝析气　犮狅狀犱犲狀狊犲犱犵犪狊

储层压力高于露点压力，储层温度介于相态临界点温度和临界凝析温度之间的天然气。

４．２．３．６

束缚水　犻狉狉犲犱狌犮犻犫犾犲狑犪狋犲狉

在储层孔隙中与油气共存、在油气开采过程中难以流动的地层水。

４．２．３．７

残余油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狅犻犾

不能被采出而残留在岩层孔隙中的原油。

４．２．３．８

流体体积系数　狅犻犾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狏狅犾狌犿犲犳犪犮狋狅狉

储层条件下流体体积与地面标准条件流体体积的比值。

４．２．３．９

地层油密度　狅犻犾犱犲狀狊犻狋狔犪狋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在油藏条件下，单位体积地层油的质量。

４．２．３．１０

原油黏度　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原油内部某一部分质点相对于其他部分质点作相对运动时，所产生的内摩擦力的量度。与温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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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分子质量有关。

４．２．３．１１

流体压缩系数　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犳犪犮狋狅狉

等温条件下，流体体积随压力的变化率。

４．２．３．１２

地层水矿化度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狑犪狋犲狉狊犪犾犻狀犻狋狔

单位体积地层水中所含各种离子、分子及胶体的总含量。

４．２．３．１３

水型　狑犪狋犲狉狋狔狆犲

按照苏林分类法将天然水分成碳酸氢钠型、硫酸钠型、氯化钙型、氯化镁型四种。

注：油田水主要为碳酸氢钠（ＮａＨＣＯ３）和氯化钙（ＣａＣｌ２）型。地面水则多为硫酸钠（Ｎａ２ＳＯ４）型。

４．２．３．１４

天然气黏度　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天然气内部某一部分质点相对于其他部分质点作相对运动时，所产生的内摩擦力的量度。与温度

和相对分子质量有关。

注：天然气的黏度可分为动力黏度和运动黏度。

４．２．３．１５

天然气密度　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犱犲狀狊犻狋狔

在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单位体积天然气的质量。

４．２．３．１６

气体偏差系数　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犳犪犮狋狅狉；犣犳犪犮狋狅狉

在某一温度和压力下，实际气体所占体积与相同理想气体所占体积的比值。

４．２．３．１７

生产气油比　犵犪狊狅犻犾狉犪狋犻狅

天然气产量与原油产量的比值。

４．２．３．１８

溶解气油比　犱犻狊狊狅犾狏犲犱犵犪狊狅犻犾狉犪狋犻狅

在油藏原始压力和温度下的含气原油在地面进行脱气后，得到１ｍ３ 原油所分出的气量（标准条

件）。

４．２．３．１９

油气藏流体相态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犳犾狌犻犱狆犺犪狊犲犫犲犺犪狏犻狅狉

油气藏中流体的气、液、固状态分布与环境压力、温度变化的关系。

４．２．３．２０

露点压力　犱犲狑狆狅犻狀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气相烃类在压力变化过程中，保持单一气相状态与析出液相状态之间的界面压力。

４．２．３．２１

泡点压力　犫狌犫犫犾犲狆狅犻狀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液相烃类在压力变化过程中，保持单一液相状态与溢出气相状态之间的界面压力。

４．２．４　开发实验

４．２．４．１

油藏物理模拟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以揭示油藏流体驱替机理和描述油藏流体渗透特征为目的，以渗流力学理论和相似理论为指导，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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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实验模型，设计实验参数，实施模拟实验的过程。

４．２．４．２

多孔介质　狆狅狉狅狌狊犿犲犱犻犪

以固相介质为骨架，含有大量孔隙、裂隙或洞穴的介质。

４．２．４．３

有效渗透率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当岩石中多相流共存时，其中某一相流体在岩石中通过的能力。

４．２．４．４

相对渗透率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当岩石中为多相流体共存时，每相有效渗透率与绝对渗透率的比值。

注：以小数或百分数表示。

４．２．４．５

润湿性　狑犲狋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液固界面分子间力的作用下，液体沿固体表面流散或粘附的特性。

４．２．４．６

毛管力　犮犪狆犻犾犾犪狉狔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在毛细管中，由于毛细管表面对两相流体的润湿不同而形成弯液面，弯液面两侧存在的压力差。

４．２．５　渗流力学

４．２．５．１

渗流　犳犾狌犻犱犳犾狅狑

流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动。

４．２．５．２

稳定渗流　狊狋犲犪犱狔狊狋犪狋犲犳犾狅狑

流体在多孔介质中渗流时，密度和速度等物理量仅为空间函数而不为时间函数的渗流。

４．２．５．３

不稳定渗流　狌狀狊狋犲犪犱狔狊狋犪狋犲犳犾狅狑

流体在多孔介质中渗流时，密度和速度等物理量不仅是空间的函数而且还是时间函数的渗流。

４．２．５．４

拟稳定渗流　狆狊犲狌犱狅狊狋犲犪犱狔狊狋犪狋犲犳犾狅狑

油藏中各点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率为常量时的不稳定流动。

４．２．５．５

流固耦合　犳犾狌犻犱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

在渗流场中，流体应力变化改变了多孔介质的应力平衡，引起多孔介质变型，导致物性参数变化。

４．２．５．６

井间干扰　狑犲犾犾狊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

在同一储层内，两口以上的油气井同时生产，其中任何一口井的生产对其他井发生影响的现象。

４．３　开发评价及开发建设

４．３．１　开发评价

４．３．１．１

油气藏评价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在提交控制储量或探明储量的基础上，利用前期获得的有关油气藏各种地质、试采资料及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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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油气藏实施技术经济评价的过程。主要任务包括落实动用储量、评价油气层产能，确定油气藏主

体开发技术。

４．３．１．２

试采　狋犲狊狋犻狀犵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油气层获得工业性油气流后，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油气层压力和产量变化的过程，确定合理油气产

能、开发方式。

４．３．１．３

试井　狑犲犾犾狋犲狊狋犻狀犵

通过对井的生产动态的测试，确定井的储层参数、生产动态及生产能力的测试工作。

４．３．１．４

开发先导试验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犻犾狅狋狋犲狊狋犻狀犵

油气藏开发前和开发过程中所进行的探索驱替机理、开发特征、工程技术适应性等试验。

４．３．１．５

开发指标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狀犱犲狓

反映油气田开发设计技术经济效果的参数，如产量、压力、含水率、采油速度、采收率以及成本、利

润等。

４．３．１．６

油田开发阶段　狊狋犪犵犲狅犳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将整个油田开发过程按产量、含水、开采特点等变化情况划分的不同开发时期。按含水变化可分为

无水采油阶段、低含水采油阶段、中含水采油阶段、高含水采油阶段；按产量变化可分为全面投产阶段、

高产稳产阶段、产量递减阶段、低产阶段；按开发方式可分为一次采油、二次采油、三次采油阶段。

４．３．１．７

开发层系　犵狉狅狌狆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犾犪狔犲狉狊

把特征相近的油气层组合在一起，用一套开发系统进行开发的一组油气层。

４．３．１．８

基础井网　犫犪狊犻犮狑犲犾犾狆犪狋狋犲狉狀

一个开发区（油田）采用多套井网开发时，对分布稳定、渗透率高、生产能力强、具有独立开发条件的

主力油层，先部署一套较稀井网。

４．３．１．９

注水时机　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犻狀犵

油田开始注水的最佳时机，根据油藏特征分为早期注水、晚期注水、中期注水。

４．３．１．１０

边缘注水　狆犲狉犻狆犺犲狉犪犾狑犪狋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注水井按一定形式布在油田边界附近的注水方式。

４．３．１．１１

面积注水　狆犪狋狋犲狉狀狑犪狋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将注水井和油井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密度布置在整个油田上进行水驱开发的方式。

４．３．１．１２

周期注水　犮狔犮犾犻犮狑犪狋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周期性地改变注入井的注入量，使地层中的压力场返生变化，从而改变流体渗流方向，达到控制油

井含水上升、提高采收率的注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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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１３

油气藏动态分析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利用生产数据和测试资料分析研究油气藏开采过程中地下油、气、水的变化规律，评价开发效果，预

测油气藏开发趋势。

４．３．１．１４

注采压力系统　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狊狔狊狋犲犿

注入泵出口、注入井井口、注入井井底、油层、生产井井底、生产井井口、集油站管线进口等节点压力

及沿程压力分布的统称。

４．３．１．１５

注入压力　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注入井在注入状态下的井口压力。

４．３．１．１６

井底流动压力　犫狅狋狋狅犿犺狅犾犲犳犾狅狑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油、气井在正常生产时油气层中部压力。

４．３．１．１７

生产压差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同一时间内，生产井地层压力与井底流动压力之差。

４．３．１．１８

水驱控制程度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犗犗犐犘狅狀犺狅犾犱狌狀犱犲狉狑犪狋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水驱注采井网控制的地质储量和地质总储量之比。

注：通常用注入井与采油井连通厚度占油层总厚度的百分数表示。

４．３．１．１９

油层动用程度　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油田在开采过程中，油井中产液厚度或注入井中吸液厚度占射开总厚度的比例。

４．３．１．２０

自然递减率　狀犪狋狌狉犲犱犲犮犾犻狀犲狉犪狋犲

扣除多种增产措施增加的产量后，生产井单位时间内油气产量递减的百分数。

４．３．１．２１

综合递减率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犱犲犮犾犻狀犲狉犪狋犲

生产井单位时间内油气产量的变化率或下降率。

注：它反映油气田生产井在各种增产措施情况下的实际产量综合递减的状况。

４．３．１．２２

采油速度　狅犳犳狋犪犽犲狉犪狋犲

油藏的年产油量与石油储量的比值。

注：采油速度分为地质储量采油速度、可采储量采油速度和剩余可采储量采油速度三种。

４．３．１．２３

采气速度　犵犪狊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狉犪狋犲

气藏的年产气量与天然气储量的比值。

注：采气速度分为地质储量采气速度、可采储量采气速度和剩余可采储量采气速度三种。

４．３．１．２４

注采比　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犻狅

某段时间内注入地下的注入剂体积和采出物的体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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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２５

储采比　狉犲狊犲狉狏犲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犻狅

油气田剩余可采储量与年产量之比。

４．３．１．２６

储量替代率　狉犲狊犲狉狏犲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狉犪狋犻狅

年新增可采储量与年产量之比。

４．３．１．２７

存水率　狑犪狋犲狉狊狋狅狉犪犵犲狉犪狋犲

扣除产出水量之后的注入水量占总注入水量的百分数。

４．３．１．２８

含水率　狑犪狋犲狉犮狌狋

油井采出液体中水所占的质量分数（％）。

４．３．１．２９

采出程度　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犳犪犮狋狅狉

油气田某时间段的累积产油或产气量占油气储量的百分数。

注：按油气储量的概念，可分为地质储量采出程度和可采储量采出程度两种。

４．３．１．３０

驱油效率　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驱油剂波及的岩石孔隙中被驱出的油量与孔隙中的原始含油量之比。

４．３．１．３１

波及效率　狊狑犲犲狆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驱油剂在油藏中宏观波及的储层体积占井网控制的储层总体积的百分数。

４．３．２　开发建设及开发调整

４．３．２．１

油（气）田开发方式　狅犻犾／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

依靠天然能量、注水、注气（汽）、化学驱等开采油（气）田的方法。

４．３．２．２

油气藏工程方案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犱犲狊犻犵狀

在全面认识油气藏地质、开采特征的基础上，制定油气藏开发设计。

４．３．２．３

油田开发调整　狅犻犾犳犻犲犾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

油田开发过程中，以改善开发效果为目的进行的开发调整。

４．３．２．４

生产井　狆狉狅犱狌犮犲狉

油气田中直接开采油气流的井。

４．３．２．５

注入井　犻狀犼犲犮狋狅狉

向油气藏注水、气（汽）、聚合物等驱油剂的井。

４．３．２．６

监测井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狑犲犾犾

在已投入开发的油气田中，为了录取油气田开发动态资料而设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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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７

检查井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狑犲犾犾

为了认识各类油气层的剩余油饱和度分布和储层性质变化情况以及评价各项挖潜措施效果而钻的

取心井。

４．３．３　驱动类型

４．３．３．１

天然能量驱动　狀犪狋狌狉犪犾犱狉犻狏犲

依靠油气藏中自然存在的各种驱油气动力驱油的开采方式，如边水和底水的压力、气顶气压力、岩

石及流体的膨胀力、液体的重力等。

４．３．３．２

弹性驱动　犲犾犪狊狋犻犮犱狉犻狏犲

依靠油藏岩石和流体（油、束缚水）的弹性膨胀能量驱油的开采方式。

４．３．３．３

水压驱动　狉犻犵犻犱狑犪狋犲狉犱狉犻狏犲

油藏注水开采达到瞬时注采平衡，即任一时刻从油藏中采出的流体体积等于进入油藏中水的体积

时的水压驱动方式。

４．３．３．４

重力驱动　犵狉犪狏犻狋狔犱狉犻狏犲

靠原油自身的重力将油驱向井底的驱动形式。

４．３．３．５

混合驱动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犱狉犻狏犲

油气藏有两种或两种以上驱动能量同时起作用时的驱油形式。

４．３．４　油气藏数值模拟

４．３．４．１

油气藏数值模拟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以油气藏地质模型为基础，利用油气藏模拟器研究油气生产规律，优选开发方案，预测评价开发

效果。

４．３．４．２

黑油模型　犫犾犪犮犽狅犻犾犿狅犱犲犾

将烃类系统简单分为油、气两个组分的油气藏模拟数学模型。

４．３．４．３

组分模型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犾犿狅犱犲犾

将烃类（非烃类）混合体系划分为若干个拟组分的油气藏模拟数学模型。

４．３．４．４

油气藏动态历史拟合　犺犻狊狋狅狉狔犿犪狋犮犺犳狅狉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通过排除油气藏模型失真信息和不确定因素，使模拟计算的产量、含水、压力等动态指标与实际计

量、监测数据相吻合。

４．３．４．５

油气藏开发效果预测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

使用已完成的历史拟合模型，针对油气田未来的开发部署预测开发指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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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提高采收率

４．４．１　化学驱

４．４．１．１

化学驱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以化学剂组成的水溶液体系作驱油剂的驱油方法。

４．４．１．２

聚合物驱　狆狅犾狔犿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用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增加水的黏度，将其作为驱油剂的驱油方法。

４．４．１．３

碱驱　犪犾犽犪犾犻狀犲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以碱性物质的水溶液作驱油剂的驱油法。

４．４．１．４

表面活性剂驱　狊狌狉犳犪犮狋犪狀狋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以表面活性剂的水溶液体系作驱油剂的驱油方法。

４．４．１．５

复合驱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化学剂组成的水溶液作驱替液的驱油法。

４．４．１．６

泡沫驱　犳狅犪犿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以水携带起泡剂和稳定剂、气体（如空气、烟道气或天然气）组成的复合体系作为驱油剂的驱油

方法。

４．４．１．７

胶束驱油　犿犻犮犲犾犾犪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在注入水中加入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形成表面活性剂溶液，且表面活性浓度通常高于其临界胶束

浓度，以胶束溶液作为驱油体系的驱油方法。

４．４．１．８

微乳液驱油　犿犻犮狉狅犲犿狌犾狊犻狅狀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能够在增溶油后形成水包油型微乳状液的表面活性剂溶液作为驱油体系的驱油方法。

４．４．１．９

流度控制　犿狅犫犻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为了保证驱替体系的稳定性，要求驱替体系的流度接近于或小于被驱替流体的流度。

４．４．１．１０

阻力系数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聚合物驱油时，注入水的流度与聚合物溶液流度的比值。

４．４．１．１１

残余阻力系数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聚合物溶液通过岩石前、后注入水（或盐水）渗流时的流度比。

４．４．２　热力采油

４．４．２．１

热力采油　狋犺犲狉犿犪犾狉犲犮狅狏犲狉狔

通过加热地层提高原油产量和采收率的采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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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２

热水驱　犺狅狋狑犪狋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向油层注高温水驱替原油的方法。

４．４．２．３

蒸汽吞吐　狊狋犲犪犿犺狌犳犳犪狀犱狆狌犳犳

向井内注入一定量蒸汽，焖井一定时间后，再开井生产的采油方式。

４．４．２．４

蒸汽驱　狊狋犲犪犿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按照一定的注采井网，从注汽井注入蒸汽驱替原油的采油方式。

４．４．２．５

蒸汽辅助重力泄油　狊狋犲犪犿犪狊狊犻狊狋犲犱犵狉犪狏犻狋狔犱狉犪犻狀犪犵犲

通过直井水平井或水平井水平井构成的注采井网，利用蒸汽与原油的密度差上部注汽，下部采油

的技术。

４．４．２．６

火烧油层　犻狀狊犻狋狌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

采用适当注采井网，将空气注入油层与原油混合，通过其自燃或人工点火，再连续注入空气维持油

层燃烧，利用燃烧产生的热力加热前缘的原油并将其驱向生产井的采油技术。

４．４．２．７

混相驱　犿犻狊犮犻犫犾犲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向油藏注入一种能与原油在地层条件下完全或部分混相的流体驱替原油的驱油技术。

４．４．２．８

非混相驱　犻犿犿犻狊犮犻犫犾犲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注入油层的气（流）体同油层中的原油不能形成混相流体驱替原油的驱油技术。

４．４．３　微生物采油

４．４．３．１

微生物驱　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狑犪狋犲狉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通过注水井向油藏注入经筛选的驱油功能菌和／或激活剂，利用驱油功能菌的生物活动或代谢产物

（生物表面活性剂、生物多糖、有机酸、有机溶剂和生物气等）在油藏中与岩石、流体产生生化作用，以改

善流体渗流特征，提高原油产量和采收率的驱油技术。

注：微生物驱可分为内源微生物驱和外源微生物驱。

５　采油采气

５．１　完井工艺

５．１．１　完井

５．１．１．１

完井　狑犲犾犾犮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

从井筒完钻后到移交投产前的工作。

５．１．１．２

井完整性　狑犲犾犾犻狀狋犲犵狉犻狋狔

控制地层流体发生无控制流动（层间流动或流向地面）的风险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使井始终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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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状态。

５．１．１．３

生产管柱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狋狉犻狀犵

作为油气生产通道的管柱，包括井下工具及设备。

５．１．２　测试

５．１．２．１

试油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利用专用的设备和方法，对井下油、气、水层进行测试，获取地下油、气、水层产能、压力、温度资料，

并抽取流体物化分析样品的井下工艺过程。

５．１．２．２

完井测试　狑犲犾犾犮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利用测试工具抽取地层流体样本、测试油气层产能及压力资料的工作。

５．１．２．３

稳定试井　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狑犲犾犾狋犲狊狋犻狀犵

逐步改变井的工作制度，测量每一工作制度下的稳定井底压力、产水量或注水量、产气量、含砂量和

气油比等，确定测试井（层）的产能方程、生产能力、合理工作制度及油藏参数的一种试井方法。

５．１．２．４

不稳定试井　狋狉犪狀狊犻犲狀狋狑犲犾犾狋犲狊狋犻狀犵

通过开、关井，引起储层压力的重新分布，在不稳定过程中测取井底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资料，获取油

气藏有关参数的试井方法。

５．１．２．５

试井解释　狑犲犾犾狋犲狊狋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

通过对油、气、水井测压资料和相应产量资料的分析，计算地层参数，对地层和井做出评价。

５．１．２．６

产液剖面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犳犻犾犲

采油井各层段产液量及含水率的分布。

５．１．２．７

吸水剖面　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犳犻犾犲

注水井注水层或各注水层段的吸水量分布。

５．２　注采工艺

５．２．１　采油工艺

５．２．１．１

自喷　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犾狅狑

依靠油层自身能量使油气从井底举升至地面的开采方式。

５．２．１．２

气举　犵犪狊犾犻犳狋

依靠从地面压入井内的高压气体（如天然气、氮气等）的膨胀力和浮力把流体从井底举升到地面的

一种采油（气）工艺。

５．２．１．３

流入动态曲线　犻狀犳犾狅狑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犮狌狉狏犲

ＩＰ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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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井产量和井底流压之间的关系曲线。

５．２．１．４

示踪剂测试　狋狉犪犮犲狉狋犲狊狋犻狀犵

在注入流体中加入示踪剂，通过检测观察井或本井示踪剂的浓度变化，评价注水开发和压裂效果的

一种方法。

５．２．１．５

机械采油　犪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犾犻犳狋

通过外加机械动力将油井中的流体举升到地面的开采方式。

注：主要包括抽油机有杆泵、电潜泵、螺杆泵等。

５．２．１．６

泵挂深度　狆狌犿狆狊犲狋狋犻狀犵犱犲狆狋犺

抽油泵在井内的下入深度。

５．２．１．７

沉没度　狊狌犫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犱犲狆狋犺

泵工作时，泵的吸入口沉没在动液面以下的深度。

５．２．１．８

沉没压力　狆狌犿狆犻狀狋犪犽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抽油井环空液面到泵吸入口液柱与液面以上气柱产生的压力。

５．２．１．９

吸入压力　狊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沉没压力与井内流体进入泵吸入口摩阻压力之差。

５．２．１．１０

充满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犳犻犾犾狀犲狊狊

实际进入泵筒的液体体积与柱塞自下死点运动到上死点在泵筒内所让出容积的比值。

５．２．１．１１

抽油机负荷扭矩　犾狅犪犱狋狅狉狇狌犲狅犳狆狌犿狆犻狀犵狌狀犻狋

抽油机悬点载荷在曲柄轴上造成的扭矩。

５．２．１．１２

抽汲参数　狆狌犿狆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

抽油过程中表示冲程、冲次和泵径的总称。

５．２．１．１３

检泵周期　犾犻犳犲狊狆犪狀

两次检泵的时间间隔。

５．２．１．１４

抽油井系统效率　狑犲犾犾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抽油机井地面系统效率与井下系统效率的乘积。

５．２．１．１５

抽油泵效率　狆狌犿狆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抽油泵实际排量与理论排量的比值。

５．２．１．１６

示功图　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犱犻犪犵狉犪犿

抽油泵活塞在不同位置时光杆负荷的大小及抽油泵所作的功绘制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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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用于反映井下抽油泵工作状况。

５．２．１．１７

气锁　犵犪狊犾狅犮犽犻狀犵

抽油泵工作时，由于气体进入泵内，使液体不能进泵也不能排出液体的现象。

５．２．１．１８

抽空　狆狌犿狆狅犳犳

抽油泵工作时，由于供液能力不足，造成没有液体进入泵内的现象。

５．２．１．１９

套管压力　犮犪狊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套压

井口套管与油管环空的压力。

５．２．１．２０

油管压力　狋狌犫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油压

井口油管压力。

５．２．１．２１

静液面　狊狋犪狋犻犮犾犻狇狌犻犱犾犲狏犲犾

非自喷井关井稳定后，井口到油管与套管之间环空液体稳定的液面深度。

５．２．１．２２

动液面　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犳犾狌犻犱犾犲狏犲犾；犘犉犔

非自喷井在正常生产时，井中油管与套管之间环空液体的液面深度。

５．２．１．２３

采油指数　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

单位生产压差下的日产油量。

５．２．１．２４

油（气）井出砂　狊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油（气）井生产过程中储层的砂粒随流体一起流入井筒中的现象。

５．２．１．２５

油井结蜡　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犱犲狆狅狊犻狋

当原油流入井内沿井筒上升时，由于温度、压力逐渐下降，溶解于原油中的石蜡就从原油中析出，在

井筒内聚积、沉积、粘附的现象。

５．２．２　采气工艺

５．２．２．１

排水采气　犵犪狊狑犲犾犾犱犲犾犻狇狌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采用排液措施排出气井井下积液的采气方法，主要有泡沫排水采气、气举排水采气、速度管柱排水

采气、机抽排水采气等方法。

５．２．２．２

临界携液流量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在一定的油管尺寸下，含水气井能连续排液维持气井自喷生产的最小产气量。

５．２．２．３

泡沫排水采气　狑犪狋犲狉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犪狀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犫狔犳狅犪犿

采用注入起泡剂，以降低井内液体的相对密度、表面张力，实现连续自喷的排出井筒积液以保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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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正常生产的工艺方法。

５．２．２．４

机抽排水采气　狑犪狋犲狉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犪狀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犫狔狆狌犿狆犻狀犵狌狀犻狋

采用机械抽油泵将井筒积液举升至地面以保证气井正常生产的工艺方法。

５．２．２．５

气举排水采气　狑犪狋犲狉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犪狀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犫狔犵犪狊犾犻犳狋

利用注入井筒中的高压气体能量，将井筒积液举升至地面以保证气井正常生产的工艺方法。

５．２．３　注水工艺

５．２．３．１

注水　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将处理合格的水注入油层，实现补充地层能量、提高油层开发效果和原油采收率的一种开采方法。

５．２．３．２

笼统注水　犳狌犾犾狕狅狀犲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在同一注入压力下向各储层同时注水的方法。

５．２．３．３

分层（段）注水　狊犲狆犪狉犪狋犲犱犾犪狔犲狉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在多储层开采中，按配注要求，在注水井中实现分层（段）控制注水的方式。

５．２．３．４

水质指标　狑犪狋犲狉狇狌犪犾犻狋狔犵狌犻犱犲犾犻狀犲

对注入水质量规定的单项控制性指标（悬浮物固体含量、悬浮物粒径中值、含油量、腐蚀率、点蚀率、

硫酸盐还原菌个数、铁细菌个数、腐生菌个数等）及单项辅助性指标（溶解氧、硫化氢含量、侵蚀性二氧化

碳、铁、ｐＨ值等）。

５．２．３．５

注水强度　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每米射开储层厚度的日注水量。

５．２．３．６

注水压力　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正常注水时的井口压力。

５．２．３．７

注水视指示曲线　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狏犲犮狌狉狏犲

稳定流动条件下，注水井注水压力与日注水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５．２．３．８

视吸水指数　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狏犻狋狔犻狀犱犲狓

日注水量与注水压力的比值。

５．２．３．９

分层注水合格率　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狊犲狆犲狉狉犪狋犲犱犾犪狔犲狉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分注井调配时，所测配的注水合格层数与被检查的分注井总层数的百分比。

５．２．３．１０

油田用采出水处理剂　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狑犪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狌狊犲犱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油田采出水处理药剂的统称。

７２

犌犅／犜８４２３．１—２０１８



５．２．３．１１

絮凝剂　犳犾狅犮犮狌犾犪狀狋

能吸附水中固体颗粒和油珠，使之快速下沉或上浮的水处理剂。

５．２．３．１２

杀菌剂　犫犪犮狋犲狉犻犮犻犱犲

能起到杀灭水中细菌的化学剂。

５．２．３．１３

除氧剂　犱犲狅狓犻犱犻狊犲狉

能除去水中溶解氧的化学剂。

５．２．３．１４

阻垢剂　狊犮犪犾犲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

防止或减缓注水系统和地层结垢的化学剂。

５．２．３．１５

破乳剂　犱犲犿狌犾狊犻犳犻犲狉

能破坏油水乳状液的表面活性剂。

５．２．４　储层保护

５．２．４．１

储层损害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犱犪犿犪犵犲

在钻井、完井、采油气、增产措施、修井等各种作业时，对储层近井地带造成流体自然产出或注入能

力下降的现象。

５．２．４．２

储层敏感性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

储层岩石中易与工作液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导致油气层渗透性显著降低的现象。

５．２．４．３

储层敏感性评价　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通过实验对导致储层渗透率下降程度及因素的评价分析，如：速敏、水敏、酸敏、盐敏、碱敏和压敏等

实验评价。

５．３　井下作业

５．３．１　修井作业

５．３．１．１

检泵　狆狌犿狆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换泵、加深或上提泵挂，解除抽油泵砂卡、蜡卡、抽油杆断脱、零件磨损等故障作业过程的统称。

５．３．１．２

压井液　犽犻犾犾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使井筒液柱压力与地层压力平衡，防止作业过程中井涌、井喷等安全事故所使用的液体。

５．３．１．３

洗井　狑犲犾犾犳犾狌狊犺犻狀犵

用液体在油管与油套环空循环清除井内污物，保持井内清洁的作业。

５．３．１．４

水力喷砂射孔　犺狔犱狉犪犼犲狋狋犻狀犵狆犲狉犳狅狉犪狋犻狅狀

利用携带磨料的高速流体对井壁、水泥环及地层进行喷射穿透的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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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５

开窗侧钻　狊犻犱犲狋狉犪犮犽犱狉犻犾犾犻狀犵

采用造斜工具从套管壁上开出窗口，通过窗口侧向钻进到地层中的工艺过程。

５．３．１．６

套管刮削　犮犪狊犻狀犵狊犮狉犪狆犻狀犵

清除套管内壁上水泥、硬蜡、盐垢及炮眼、毛刺等的作业。

５．３．１．７

通井　犱狉犻犳狋犻狀犵

将通井规下入井筒内检查井筒完整状况的作业。

５．３．２　砂蜡、水防治

５．３．２．１

防蜡　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犮狅狀狋狉狅犾

防止蜡在固体表面上沉积的措施。

５．３．２．２

清蜡　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狉犲犿狅狏犪犾

清除沉积在固体表面上蜡的措施。

注：常用的方法有机械清蜡、热力清蜡、化学清蜡等。

５．３．２．３

防蜡剂　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

能抑制原油中蜡晶长大、聚集和（或）在固体表面上沉积的化学剂。

５．３．２．４

清蜡剂　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狉犲犿狅狏犲狉

清除结在井筒和设备上蜡所采用的化学剂。

５．３．２．５

防砂　狊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

能够有效地阻止地层砂随流体进入井筒的工艺措施。

５．３．２．６

冲砂　狊犪狀犱犮犾犲犪狀狅狌狋

通过冲砂管柱向井内注入高速流体冲散砂堵，由循环上返的液体将砂粒带到地面，以解除油（水）井

砂堵的工艺措施。

５．３．２．７

封窜　犮犺犪狀狀犲犾狆犾狌犵犵犻狀犵

封堵窜槽的工艺措施。

５．３．３　堵水、调剖工艺

５．３．３．１

堵水　狑犪狋犲狉狊犺狌狋狅犳犳

在油气井生产过程中，封堵油气井的出水层或层内高含水段，降低油气层出水能力，提高油气井产

量的相关作业。

５．３．３．２

机械（法）堵水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狑犪狋犲狉狊犺狌狋狅犳犳

用封隔器等机械工具卡堵油（气）井出水层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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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３

化学法堵水　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狑犪狋犲狉狊犺狌狋狅犳犳

用化学剂封堵出水层段或控制油（气）井出水量的方法。

５．３．３．４

找水　狑犪狋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

确定出水层位的工艺方法。

注：主要有机械法、井温测井法、流体电阻测井法、放射性同位素测井法等。

５．３．３．５

堵水剂　犫犾狅犮犽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用来在油（气）井内封堵出水层位的化学剂。

５．３．３．６

调剖　狆狉狅犳犻犾犲犮狅狀狋狉狅犾

通过注入化学剂，降低或封堵高吸水层段的吸水能力，改善吸水剖面的工艺措施。

５．３．３．７

调剖剂　狆狉狅犳犻犾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犵犲狀狋

用于注水井调整吸水剖面的材料。

５．４　增产措施

５．４．１　压裂

５．４．１．１

水力压裂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利用压裂设备通过井筒向目的层高压注入压裂液使地层破裂，并加入支撑剂，形成具有一定导流能

力的裂缝，达到增产目的的工艺措施。

５．４．１．２

破裂压力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犫狉犲犪犽犱狅狑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压裂施工中使储层开始破裂时的井底压力。

５．４．１．３

裂缝延伸压力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犲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压裂施工过程中地层破裂后，使水力裂缝保持张开并不断延伸时的井底压力。

５．４．１．４

闭合压力　犮犾狅狊狌狉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水力压裂结束后，使张开的水力裂缝重新完全闭合时的井底压力。

５．４．１．５

水力裂缝几何形态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犵犲狅犿犲狋狉狔

裂缝的形态，由半缝长（半径）、宽度、高度、方位和对称性来表征。

５．４．１．６

动态半缝长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犪犾犻犾狔犮狉犲犪狋犲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犺犪犾犳犾犲狀犵狋犺

以井轴为零点向外延伸的裂缝长度。

５．４．１．７

裂缝方位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犪狕犻犿狌狋犺

裂缝在水平面上延伸的方向，用方位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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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８

裂缝导流能力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裂缝允许流体通过的能力，是裂缝渗透率与裂缝宽度的乘积。

５．４．１．９

砂液比　狏狅犾狌犿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狊犪狀犱狋狅犾犻狇狌犻犱

在泵注携砂液时，加入的支撑剂堆积体积与所用的纯液体的体积比。

５．４．１．１０

压裂液　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水力压裂施工过程中，压裂过程中所用工作液的总称。

５．４．１．１１

前置液　狆犪犱

水力压裂施工过程中，加入支撑剂前所用的液体。

５．４．１．１２

携砂液　狊犪狀犱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水力压裂施工过程中，用于输送支撑剂的液体。

５．４．１．１３

顶替液　犳犾犪狊犺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水力压裂施工过程中，用于将携砂液顶替至地层的液体。

５．４．１．１４

压裂液流变性　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狉犺犲狅犾狅犵狔

描述压裂液流动和变形能力的特性指标。

注：主要表征参数包括表观黏度、流动行为指数与稠度系数等。

５．４．１．１５

压裂液表观黏度　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压裂用的非牛顿液体对应剪切速率下的黏度。

５．４．１．１６

压裂支撑剂　狆狉狅狆狆犪狀狋

压裂过程中，随压裂液注入地层中，用于支撑水力压裂压开的地层裂缝的固体颗粒物质。

注：主要有石英砂、陶粒等。

５．４．１．１７

支撑剂破碎率　狆狉狅狆狆犪狀狋犮狉狌狊犺犲犱狆犲狉犮犲狀狋

一定量的支撑剂试样在规定的压力级别下，产生的小于规定粒径尺寸下限的碎屑量与试样总量的

比值。

５．４．１．１８

支撑剂铺置浓度　狆狉狅狆狆犪狀狋犾狅犪犱犻狀犵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单位裂缝面积上的支撑剂质量。

５．４．１．１９

压裂液添加剂　犪犱犱犻狋犻狏犲狊

用于改善压裂液性能的化学剂。

５．４．１．２０

压裂液稠化剂　犵犲犾犾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用于提高压裂液粘度或形成冻胶的化学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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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２１

压裂液交联剂　犮狉狅狊狊犾犻狀犽犲狉

用于与稠化剂发生交联反应生成冻胶压裂液的化学剂。

５．４．１．２２

压裂液破胶剂　犫狉犲犪犽犲狉

用于压裂液破胶降粘的化学剂。

５．４．１．２３

压裂液减阻剂　犳狉犻犮狋犻狅狀狉犲犱狌犮犲狉

能减小压裂液流动摩阻的化学剂。

５．４．１．２４

助排剂　犳犾狅狑犫犪犮犽狊狌狉犳犪犮狋犪狀狋

能帮助工作残液从地层返排的化学剂。

５．４．１．２５

黏土稳定剂　犮犾犪狔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犲狉

能使油气层中黏土矿物不膨胀和运移的化学剂。

５．４．２　酸化

５．４．２．１

酸化　犪犮犻犱犻狕犻狀犵

通过地面注入设备在不压开地层条件下，将酸液注入地层，溶解井底及其近井地带的堵塞物、储层

岩石中的一些填隙物或胶结物等，改善油（气）层渗透率，达到油气水井增产增注目的的工艺措施。

５．４．２．２

酸压　犪犮犻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采用能够与储层岩石发生化学反应的酸液，对储层进行的压裂施工。

５．４．２．３

酸［化］液　犪犮犻犱犻狕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根据酸化目的和地层条件，选择适当的酸与添加剂所配的液体。

５．４．２．４

酸的有效作用距离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犾犻狏犲犪犮犻犱

酸液由活酸变为乏酸之前在储层内所流经的距离。

５．４．２．５

酸液配伍性　犮狅犿狆犪狋犻犫犻犾犻狋狔

酸液与储层和储层流体接触时，所发生的对于油、气渗流能力影响大小的物理、化学变化的现象。

５．４．２．６

酸液添加剂　犪犮犻犱犪犱犱犻狋犻狏犲狊

为改善酸液的性能和防止酸液在油气层中产生有害影响加入到酸液中的化学剂。

５．４．２．７

酸液缓蚀剂　犪犮犻犱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

能抑制酸液对金属腐蚀的化学剂。

５．４．２．８

铁离子稳定剂　犳犲狉狉犻犮犻狅狀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犲狉

能通过络合、螯合、还原和（或）ｐＨ值控制等作用防止铁离子二次沉淀的化学剂。

５．４．２．９

缓速剂　狉犲狋犪狉犱犲狉

能延缓酸液与地层反应速度的化学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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