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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压监测在东胜气田锦58井区的应用

罗 锐
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气二厂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400

摘� 要：东胜气田锦58井区位于盆地北缘沉积过渡带，属典型的低-特低孔、低渗-超低渗储集岩气藏，为进一步
深化气藏认识，支撑气田后续的开发，加强动态监测，应用压力测试监测资料开展分析。流压监测资料应用于评价气

藏储量动用情况，同时判断积液以优化泡排，但缺乏对数据资料的整合以探寻规律性的认识，通过探究发现，非积液

井沿井筒压力梯度呈直线分布，积液井非直线分布，在积液处存在明显拐点，积液井根据不同流型的持液率不同，以

流型为依据，利用持液率计算压力梯度，再根据日产气量划分积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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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胜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北缘伊陕斜坡与伊盟隆

起两个构造单元结合处，属于典型的低-特低孔、低渗-超
低渗储集岩气藏[1]，区块内发育三条二级断裂带，构造复

杂，主要开发锦30、锦58、锦66、锦72井区四个区块[2-3]。

锦58井区位于盆地北缘沉积过渡带，古地貌变化大，沉
积类型多样，气层深度在2900m-3300m，主力层位为盒1
层、盒2+3层，目前低压低产，气井生产过程中有凝析油
产出，地层压力消耗，自主携液难度大，积液井增多，稳

产难度较大。

因此加强动态监测，充分应用压力、流体、产剖测

试等动态监测资料，对地层压力保持水平、井筒流态变

化规律、合采井分层产出特征、产出流体组分变化特征

开展分析，进一步深化对气藏认识，用以支撑气田的合

理开发至关重要。

东胜气田在2022年基本上实现了主力开发区块平面
上的覆盖，纵向上兼顾。流压测试立足各井区主力开发

层位，兼顾各层，基本实现井区、气藏全覆盖， 监测结

果显示流压监测总量明显提升，积液井增多。

1 流压监测资料的应用

流压监测的结果目前在东胜气田的应用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利用骨架井网持续监测井底流压数据，计算动

态储量和泄气半径，落实气藏储量动用状况，为开发部

署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是可以根据变密度界面，判断积

液位置，从而以优化工艺排采措施。

1.1  评价气藏储量动用情况
利用骨架井网持续监测井底流压数据，计算动态储

量和泄气半径:结合流动物质平衡法通过拟流压与累计产
气量在拟稳态阶段变化规律，计算连续监测井动态储量

和泄气半径。

1.2  判断积液，为排采工艺制度优化提供指导
利用流压梯度测试资料分析井筒流态变化规律，判

断气井携液能力，及时优化泡排措施，辅助排液。JPH-
346井2022年7月10日气举复产后生产不稳定，7月12日通
过流压测试，气层中部流压10.6MPa，2207m存在变密度
界面，气井积液严重。根据测试情况加注泡排35L/d，恢
复稳定生产，目前油压4MPa，套压5.3MPa，日产气1.5
万方，日产液8方，生产稳定。7月20日再次进行流压测
试，井筒无积液。

2 流压监测资料对于积液判断的指示

流压监测逐年增加，涉及范围逐步扩大，资料储备

逐渐充实，而对于监测资料的应用仍旧较为单一，分析

方式总以单井的监测结果进行表面的数据分析，缺乏探

索数据资料间彼此的相关性，判断为积液井宽泛得定义

为积液，不能进行一个量化的界定，不利于开展针对性

治理措施，因此利用大量数据寻找其中规律，对于探索

积液井程度的划分变得至关重要。

选取锦58井区流压监测井共199口，其中无积液井97
口积液井102口，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

2.1  无积液井
针对无积液井，沿井筒自上到下压力分布接近于一

条直线，压力梯度变化小（图2-1）。
2.2  积液井
针对积液井，据图2-2沿着井筒由上到下，压力的

分布具备规律性的趋势。由图可以得见，选取的五口积

液井均在某一位置处存在明显的拐点，该点即为井筒积

液的位置，该处油管内单位长度管段内液体体积（持液

率）发了生改变，才导致了压力梯度的增大，气相流速

较低的产水气井,持液率是井筒压力损耗的主导因素，气
相流速降低，井筒持液率増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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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无积液井沿井筒压力梯度分布图

图2-2 积液井沿井筒压力梯度分布

沿井筒向下，气体流速逐渐降低，持液率发生变化，

不同的持液率对应了井筒内液体的不同流型，而持液率的

差异，才使得压力梯度变化的程度有明显差异，表现在各

拐点处压力梯度变化的趋势也存有差别，呈现出程度不同

的转折幅度。井筒内由上到下根据持液率的差异，液体流

态分为环雾流，搅动流，段塞流和泡状流[4]，越向下流型

越差（图2-3），而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积液最严重的
部位通常是位于底部的泡状流。

因此，以流型此为依据，根据流型好坏来划分积液

程度，沿井筒由上到下，积液程度由低到高，划分为四

个积液等级，依次对应环雾流—不积液，搅动流—轻微

积液，段塞流—积液，泡状流—严重积液。

图2-3 积液井沿井筒压力梯度分布图例

可根据现有的压力监测资料无法进行定量得流型区

分，即不能进一步区分积液程度，因此只能尝试将压力

监测资料内的压力梯度与流型做以联系。据文献[4-6]，不

同流型划分有各自的持液率范围，可以通过持液率来计

算出不同四种流型对应的压力梯度范围，从而对压力监

测结果对号入座。

通过持液率计算压降：

∆

∆P Mpa/100m； ：气体密度，kg/m³； ：液体

密度，kg/m³；g：重力常数，m/s2；HL 持液率（%）；
h：管柱高度（100m）
得出四种流型的压力梯度范围，根据测试结果中积

液井积液时的压力梯度可以由此区分积液程度，从而以

不同流型适合的治理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工艺治理。

但以积液时的压力梯度来分辨积液程度，情况局限，

且必须是在进行了压力测试得到数据结果的前提下，对于

泡排提前介入，预防积液情况并不具备指导效果，因此通

过对锦58井区积液井积液时的压力梯度同积液前的日产量
进行投点，制作出相关性模板，结果如图2-4。
在产气量小于0.4万方/天时，对应的压力梯度最大，

在0.820-1.050Mpa/100m之间，此时为严重积液-泡状流；
在产气量0.4 -0 .8万方 /天时，对应的压力梯度为

0.330-0.820Mpa/100m，此时为积液-段塞流；
在产气量0.8 -1 .2万方 /天时，对应的压力梯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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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5-0.330Mpa/100m，此时为轻微积液-搅动流；
在产气量大于1.2万方/天时，对应的压力梯度最小，

为0.008-0.195Mpa/100m，此时为不积液-搅动流，属于自
主携液阶段；

由此图版，以流型作为划分依据，分别以日产气量

0.4万方/天，0.8万方/天，1.2万方/天为界限，通过日产气
量划分井筒积液程度。

图2-4 产气量与压力梯度的关系

3 结论与建议

（1）对于骨架井网进行流压监测，利用资料数据计
算动态储量和泄气半径，落实气藏动用状况，为开发部

署提供依据。

（2）无积液井压力沿井筒呈直线分布，梯度小。
（3）积液井压力沿井筒呈现非直线分布，具明显拐

点（积液点），该处持液率变大，气相流速变低，流型

变差，底部积液严重，以流型为依据，根据持液率计算

压力梯度，划分积液程度，再通过压力梯度找寻对应得

积液前的日产气量，从而以日产气量划分积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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