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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低渗透储层油藏描述核心问题研究--以鄂尔多斯盆地川口油田为例》编著者张林、赵喜民、郝世彦
。

    《低渗透储层油藏描述核心问题研究--以鄂尔多斯盆地川口油田为例》以鄂尔多斯盆地川口油田为
例（井排距小，注采矛盾突出），从小层划分对比开始，进行了测井资料二次解释、构造、沉积相、
储层非均性、基质、天然裂缝、人工裂缝、油田开发特征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在弄清低渗透储层注采
核心矛盾及其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稳产技术对策。
  
    本书适合从事低渗透油藏开发的技术人员与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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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渗透储层油藏描述核心问题研究--以鄂尔多斯盆地川口油田为例》编著者张林、赵喜民、郝世彦
。
    在世界范围内，低渗透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20％～60％之间。
我国的低渗透油气资源可采储量占到总可采储量的1／3以上。
从近20年油气田勘探形势来看，低渗透油气探明储量已占新增储量的70％以上，低渗透油气田的描述
工作显然需要取得大的进展与突破。
    实际上低渗透油田开发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不是目前的油藏描述软件所能解决的，例如裂
缝型水淹与注水不见效，这些问题也正是低渗透油田开发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认识并解决了此类问题，大幅度提高低渗透油藏的采收率才有可能，这也正是编写本书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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