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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大牛地气田开展先导试

验。9月7日，大牛地气田正

式对外供气，拉开了开发的

序幕。

2006年
大牛地气田第一口高难度水平分

支井DF1井实施。

12月 6日，大牛地气田通过陕京

二线向郑州供气，日供气10万立方米。

2008年
1月，《大牛地气田DK13井区山 1气藏水平

井开发方案》通过集团公司评审，这是第一次将水

平井技术用于大牛地气田的产能建设。6月 21

日，大牛地气田10亿立方米/年产能建设和塔巴庙

至榆林天然气管道工程安全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2011年
大牛地气田累计产气超

过100亿立方米。

2012年
大牛地气田率先在国内

运用全水平井开发，部署100

口气井，实现新建年产能 10

亿立方米。

2013年
大牛地气田开发 10 周

年，年产天然气首次突破30

亿立方米。

2014年
大牛地气田累计产气突

破200亿立方米，当年生产天

然气40亿立方米。

2015年
PG26井在下古生界奥

陶系风化壳马五段获高产气

流，为实现“气田之下找气

田”奠定良好基础。

2016年
大牛地气田累计产气突

破 250 亿立方米，实现连续

11年产气量快速递增，标志着

该气田跨入国内大中型气田

行列。

2017年
大牛地气田累计产气突

破300亿立方米。

2020年
12 月 21 日,首次在大牛

地气田下古生界提交碳酸盐

岩岩溶气藏探明储量。大牛

地气田累计产气突破400亿

立方米。

2021年
华北油气年生产天然气

首次突破50亿立方米，生产

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2年
大牛地气田实现了自

2013 年以来连续 10 年硬稳

产30亿立方米以上。

2023年
预计大牛地气田累计

产气 500亿立方米，东胜

气田累计产气100亿立方

米。

华北油气华北油气：：扎根盆地扎根盆地6060余载余载 高质量发展谱新篇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2023年是大牛地气田开发的第 20年，截至目前，

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近500亿立方米。华北油气扎根鄂尔

多斯盆地60多年，率先在盆地北部低品位的大牛地区块

实现天然气的效益开发，打破了致密砂岩气无法经济有

效开发的旧认识，对盆地类似区块效益开发起到了示范

作用。

致密砂岩气藏因其“低产、低压、低丰
度”的特点，在世界上没有成功开发的先
例，一度被国内外业内人士认为不具备经
济开采价值。

大牛地气田区块面积 2003 平方公
里，上古生界拥有盒1、盒2、山1等7套气
层，这些气层具有“纵向多层叠加，横向复
合连片”特征，气层含气丰度低，找出含气
丰度相对高的Ⅰ类气层优先动用是气田
实现经济有效开发的最佳途径。

为此，他们将地质资料与三维物探反
演数据反复对比，在Ⅰ类气层富集区采用

“直井单采”技术，于2005年建成10亿立
方米年产能，提前13天兑现了为2008年
北京奥运会供气的庄严承诺。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气井频繁冻
堵。”在大牛地气田工作将近30年的老员
工贾桂州回忆。当时的采气技术攻关组
组长李冰毅为破解这个难题，四处取经，
听说甲醇解堵效果比较好，攻关组冒着严
寒蹲在现场反复试验，不断探索合适醇水
比例、检测含醇量，经过连续几个月的摸
索，终于总结出有效可靠的甲醇解堵法，

该方法在气田推广沿用至今。
2007~2011年，直井“多层合采”技术

攻克了气田含气丰度略低的Ⅱ、Ⅲ气层，
大牛地气田以每年 4亿立方米的产能建
设递增，年产气突破 20亿立方米。针对
开采难度更大的Ⅳ类气藏，华北油气加大
水平井试验力度，部署的水平井 DP27H
井，获得了日产17.8万立方米高产气流。

2012 年，华北油气决定全部运用水
平井建产，相比2005年第一个10亿立方
米产能建设，新建的 10亿立方米年产能
少部署 120 多口井，降低了气田开发成
本，也使大牛地气田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全
部运用水平井整体建产的大气田。2014
年，气田累计产气突破200亿立方米。

“我们的大牛地气田在 2006年就实
现了盈利，见效时间早于常规油气田。截
至目前，气田的投资回报率已达到80%以
上。”华北油气计划处管理人员说。

至此，华北油气率先在鄂尔多斯盆地
实现了低品位区块天然气的规模开发，打
破了致密砂岩气无法获得经济有效开发
的旧认识。

从直井单采到多层合采再到全水平井开发从直井单采到多层合采再到全水平井开发
率先在国内实现边际气田效益开发率先在国内实现边际气田效益开发

“气田初期设计气井的稳产期为3~5
年，而现在许多气井已有20年寿命了，远
远优于设计，这是我们运用科学精细采气
工艺技术取得的成果。”华北油气采气一
厂党委书记刘绪钢说。

要维持气田的长寿，必须持续挖潜已
动用探明储量和未动用探明储量的开发
潜力。为摸清气田剩余气分布规律，华北
油气勘探开发研究院科研人员反复对比
三维地震资料与岩性分析，经过无数个日
日夜夜的攻关钻研，建立了不同气藏三维
立体模型，可清晰看出气层展布方向，该
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通过对储层单砂体精细刻画，科研人
员强化动态监测，做好不同相带、不同类
型储层产出特征及剩余气分布研究，对砂
体空间展布特征及剩余气进行精细描述，
有的放矢地在新区部署新井，在老区对老

井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有效提高储量动
用程度。

近年来，华北油气针对剩余未动用储
量实施滚动建产，通过单砂体刻画和剩余
气描述，在老井场上部署加密井，在DK13
井区连续部署 10口井，验证了该思路的
可行性，同时通过二井组或多井组的集约
化生产，“吃干榨净”气田边角料区块的剩
余储量。

单砂体刻画还是让老井“焕发青春”
的良药，对部分低效无效井补孔转层，将
其他层位打开，实施投产的5口井，措施有
效率 100%，累计增产 303万立方米。华
北油气对部分异常井采取井底净化、智能
柱塞、负压采气等措施，让 119口井正常
运转，累计增产气量3267万立方米；复产
6口关停井，累计增产1134万立方米，治
理26口潜力井，累计产气2亿多立方米。

单砂体精细刻画剩余气单砂体精细刻画剩余气
精细开采让气田精细开采让气田““延寿延寿””

积极寻求资源接替区积极寻求资源接替区
圆梦圆梦““气田之下找气田气田之下找气田””

大牛地气田历经近20年的勘探开发，
上古生界致密砂岩气藏剩余可采储量减
少，迫切需要向下古生界碳酸盐岩气藏要
新的资源接替阵地。

大牛地气田下古生界海相沉积的碳
酸盐层厚度达600米，面积覆盖全气田，深
度厚，拥有马五1~马五10等气层，已评价
出资源量 350 亿立方米，提交探明储量
270亿立方米，是气田最现实的接替层位。

2011年以前，华北油气利用开发直井
评价下古生界奥陶系风化壳储层，在风化
壳钻遇测试效果良好，显示其具有较好的
开发前景，但直井测试产能较低，单层开
发难度大。

随着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的成熟，华
北油气积极开展奥陶系水平井探索试验，
评价风化壳水平井开发适应性，增强风化
壳储层酸压改造效果。

在大牛地气田部署的大深1井，通过

精细落实构造，精细刻画沉积相带空间展
布，实现下古生界深层碳酸盐岩成藏组合
新突破，推动了大牛地气田“向深层勘探”
的战略转移，落实有利面积763平方公里、
资源量572亿立方米，有望建成新的规模
增储阵地。

针对孔隙型碳酸盐岩储层，他们研发
出水力加砂体积压裂技术，裂缝长度显著
提升，改造体积相比酸压突破性翻了一
番，DK13-FP24井单段加砂量创国内碳
酸盐岩窄缝宽储层最大纪录，初期产量7.6
万立方米/日，大幅增强了孔隙型气藏改
造效果。

随着下古生界开发的深入，已评价出
优质“甜点”区878平方公里，成为气田最
现实的资源接替层。目前，下古生界碳酸
盐岩气藏日贡献气量超过126万立方米，
为大牛地气田连续10年稳产30亿立方米
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技创新激发活力科技创新激发活力 深化改革展现更大作为深化改革展现更大作为走出大牛地走出大牛地 挺进杭锦旗挺进杭锦旗

□付豫蓉 马献珍

辽阔的大草原，浩瀚的库布齐，安详的无定河，闲适的骆驼群……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令人向往。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华北石油人怀着资源强国的梦想，来到鄂尔多斯盆地3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几代勘探开发人员

历经60余年艰辛努力，获得了丰硕的油气勘探开发成果。尤其是近20年来，华北油气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西气东输”的历史机遇，用科技催生大气田，用智
慧和汗水创造优异成绩。

20年间，华北油气率先使有世界级难题的边际气田实现了效益开发，在鄂尔多斯大牛地建成了年产量达30亿立方米的大型气田，累计提交探明储量
4819亿立方米，累计生产天然气近500亿立方米，实现了向北京、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供气，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输入了强劲的绿色动力。

气田气田““高光时刻高光时刻””

每一块新区、每一个新层位的
成功开发，都要经历 3~5 年的准
备。2011~2013年，鄂尔多斯北部
东胜气田杭锦旗、大牛地下古生界
等区块的先期勘探先后启动。杭锦
旗区块面积8941平方公里，资源潜
力巨大，按照找“甜点”打气藏河道
的模式，在摸清主河道的基础上不
断外扩。

2012年，科研人员根据区域沉
积相研究，认为独贵加汗一带是近
源成藏组合发育的有利区，他们利
用二维地震资料在独贵加汗区部署

了锦57井、锦 58井两口预探井，试
获工业气流，拉开了独贵加汗富集
带的勘探序幕。

2019年 9月 25日，中国石化宣
布，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探获得重
大进展——发现千亿立方米大气田
——东胜气田。这是中国石化在鄂
尔多斯盆地复杂成藏领域取得的新
突破，标志着盆地北缘60年来的油
气勘探工作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
破，实现了华北油气勘探开发“走出
大牛地，再找资源新阵地”的战略目
标。

创新特色管理模式创新特色管理模式
创造创造““大牛地速度大牛地速度””

市场的开放化，是大牛地气田管理的
特色之一。

华北油气按照集团公司“集团化操
作，市场化运作，项目化管理，社会化服
务”部署思路，站在资源发展战略的高度，
决定开放市场，最大限度地整合、使用华
北油气外部资源，形成按市场需求引进队
伍的新模式。开放的市场、有序的竞争、
规范的管理为大牛地气田勘探开发带来
了规模效应。2003年，华北油气集合华北
石油工程等 56支作业队伍 1700 多名员
工，仅用83天就完成了138公里集输管线
的建设工程。

组织管理的扁平化，是大牛地气田管
理的又一特色。

为加强气田勘探开发建设
的组织管理，规模勘探开发建
设之初，华北油气就成立了相
应的管理机构，组建了鄂尔多

斯前线指挥部，代表分公司履行鄂尔多斯
工区油气勘探开发前线生产经营管理职
能。

敏捷、灵活、快速、高效的扁平化组织
管理，“快速反应，迅速决策，高效精干”的
组织实施体系，打破了职能部门之间的界
限，建立了全新的过程型管理组织结构，
实现了管理前移，推动了气田勘探开发的
高速度。

生产运行的流程化，是大牛地气田管
理的第三个特色。

严格的生产运行管理，使过程控制
和结果控制达到了高度统一。前线指挥
系统绘制完善的生产运行图、生产组织
运行图、生产运行责任图，涵盖了钻井、
测井、录井等多项工程专业的流程设计
和作业程序，从理论上、制度上、组织上
为气田工程作业实现无缝衔接打下了基
础。

员工在检查维护压力表和阀门。 李文昕 摄

进入“十四五”发展新阶段，华北油气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能源安全新战略，落实集团公司“五个
一流”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开发力度，不断提升管理
水平，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实现稳油增气降本目标，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按照集团公司要求，华北油气在奋力推进气田稳
产工程的基础上，持续加大“三新”领域预探力度，通
过攻克技术难关、创新管理机制，阳煤1井实现深部
煤层气重大突破，有望成为重要战略接替领域。杭锦
旗新召区带勘探开发一体化取得重大商业发现，初步
落实探明储量850亿立方米。富县牛武区带评价取
得重要进展，XF11P1、XF15-X1井钻遇优质储层，
有望取得重大突破。

同时，华北油气加强创新攻关团队建设，深化运用
“揭榜挂帅”“赛马”机制，全面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产量
运行更加积极主动，今年上半年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0.56亿立方米；产能建设高效推进，上半年新井产量贡
献同比提高44.2%，其中，东胜气田新井日产气超110
万立方米，创历史最高水平；推进一体化控递减示范区
建设，大牛地、东胜气田老井控递减均好于预期，上半
年自然递减率同比降低3.4个百分点；推进关停井和低
产低效井专项治理，上半年措施增产同比提高48%。

华北油气持续深化油公司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三
基”长效机制，完善机关、基层基础管理考核评价机制，
确保基础管理体系在基层落地见效。通过完善常态化
对标管理体系，促进企业“五大能力”螺旋式提升。

■ 2007年
“大牛地气田天然气成藏规律及勘探开发

技术”荣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一等奖。

■ 2008年
“大牛地气田致密碎屑岩成藏理论与勘探

开发实践”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2013年
“大牛地气田水平井钻完井及多级分段压

裂技术”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一等奖。

“鄂尔多斯盆地大牛地致密低渗气田勘探

开发示范工程”获郑州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鄂尔多斯盆地大牛地勘探开发示范工

程”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2014年
“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开发地球物理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 2020年
大牛地盐下奥陶系天然气勘探重要突破

获中国石化油气勘探突破二等奖。

大牛地气田大98、大48等井区天然气勘

探商业发现获中国石化规模储量商业发现二

等奖。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盆缘过渡带成藏规律

与勘探技术”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一等奖。

■ 2021年
“强非均质气藏大幅提产关键技术及工业

化应用”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二等奖。

■ 2022年
“天然气与煤炭资源协同开采理论与关键

技术”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大型坳陷盆缘过渡带天然气富集理论创

新与千亿立方米大气田的发现”获河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

“砂砾质辫状河致密储层甜点模式及预测

技术”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二等奖。

■ 2023年
“鄂尔多斯盆缘过渡带天然气富集理论创

新与千亿立方米大气田的发现”获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32003~~20232023年年））大事记大事记
大牛地气田开发

2005年
7月 17日，大牛地气田第一

个10亿立方米/年产能建设项目

建成投产，成功向北京供气，兑

现了中国石化为2008年北京奥

运会供气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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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气田排水采气现场。 闫志洪闫志洪 摄摄

大牛地气田采气员工正在进行巡检作业。 李文昕 摄

员工在大牛地气田处理站员工在大牛地气田处理站巡检和维护压缩机巡检和维护压缩机。。 李文昕李文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