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强化采油复杂渗流理论及开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强化采油复杂渗流理论及开发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030356338

10位ISBN编号：7030356330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朱维耀、鞠岩、龙运前

页数：369

字数：48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强化采油复杂渗流理论及开发�>>

内容概要

《强化采油复杂渗流理论及开发方法》通过实验、理论推导、数值模拟计算和现场实际应用相结合的
方法建立了各类化学剂驱油的多相非线性渗流理论。
书中分别论述了功能调驱化学剂驱油多相非线性渗流理论、非均质油层调控化学驱油的多相非线性渗
流理论、气驱开采多相非线性渗流理论、化学剂堵水调剖渗流理论等。
通过理论和实践提出的开发方法有：纳微米聚合物体系功能调驱开发方法、多元泡沫化学复合功能调
驱开发方法、微生物采油功能调驱开发方法、多段塞等渗阻调驱方法、复杂油层化学剂复合驱油优化
配置调控开发方法、多重交联流度调控开发方法等。
重点阐述了各类化学剂的复杂渗流机理、渗流规律、多相非线性渗流数学模型、非线性数值模拟方法
、油藏数值模拟技术、开发方法，并在实际油田中得到了应用。
经过现场实际的检验和完善，系统地构建了强化采油化学剂驱油的非线性渗流理论和开发方法。

全书共分六部分：强化采油化学剂驱油多相复杂渗流理论；非均质油层各类化学驱油多相非线性渗流
理论；注气EOR多相非线性渗流理论；化学剂堵水调驱和吞吐非线性渗流理论；强化采油提高采收率
开发方法；相关理论和及时的现场应用。

《强化采油复杂渗流理论及开发方法》适合石油工程技术人员、科学技术工作者、石油院校教师、高
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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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选择13.2 微生物用量和浓度的优选13.3 微生物注入方式的优选14 多重交联调控扩大波及体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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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6 颗粒状纳微米聚合物体系驱油现场应用16.1 龙虎泡油田纳微米球逐级深度调剖驱油现场应用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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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采油现场应用19.1 试验区块开采概况19.2 微生物调驱预测方案19.3 微生物调驱效果预测19.3.1 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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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维耀、鞠岩、龙运前所著的《强化采油复杂渗流理论及开发方法》是作者在跟踪国内外理论和技术
研究的基础上，经20年持续攻关和不断创新，系统地构建形成了较完善的强化采油化学驱多相非线性
渗流理论和开发方法，发明了相关配套工艺技术，突破了多项重大关键理论和技术，取得了原创性成
果。
经矿场大范围工业化应用，大幅度提高了采收率。
本书是一部反映最新科技研究成果的书籍，回答了目前强化采油化学剂驱油开发中认识不清的问题。
希望本书的发行对水驱油田的开发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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