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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推动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解决传统的“探井—评价井—开发井—调整井”接力钻

探模式评价时间久、建产周期长、开发经济门槛高、许多探明与控制地质储量难以动用等问题，提出了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

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包括开发模式和勘探模式。开发模式依托生产平台实现快速建产，分为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生产井项目

钻探或兼探模式；勘探模式针对生产平台范围外目标进行评价，落实储量规模、规避开发风险，分为快速评价模式、滚动探井

兼探模式。上述 4 种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在涠西南凹陷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成效，已钻探 45 口开发评价井中有 37 口井取得成

功，成功率达到 82%。研究认为，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能够落实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并动用难动用储量，有效促进油田可持续开

发，对于勘探开发成熟区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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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offshor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Weixinan  Sag  of
Beibuwan  Basin,  and  solve  such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drilling  mode  of  “ exploration  well –evaluation
well–development well–adjustment well”, as long evaluation times and production periods, high development economic
threshold  and  proven  and  controlled  geological  reserv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produce,  drilling  modes  of  development
evaluation  well  was  proposed.  The  modes  included  both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exploration  mode.  The
development mode wa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platform to achieve rapid production and was divided into production
platform drilling  mode  and  development  well  project  drilling  or  concurrent  exploration  mode.  The  exploration  mode
was  aimed  at  evaluating  the  targets  outside  the  production  platform,  determining  the  reserve  scale,  and  avoiding
development  risk.  The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rapid  evaluation  mode  and  concurrent  exploration  mode  of  rolling
exploration  well.  The  four  drilling  modes  above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application  effect  in  45  development
evaluation wells in Weixinan Sag, of which 37 were drilled successfully with a success rate of 82%.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rilling  modes  can  promote  new  proven  reserves  and  the  difficult-to-produce  reserv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ilfields,  with  great  guiding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tur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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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是南海西部海域开发最

早、最重要的原油产区，为勘探开发成熟区，多数油

田已进入勘探开发中后期，稳产难度大，采用传统

的“勘探—开发—生产”接力评价模式难以维持可

持续发展[1–3]。为此，将涠西南凹陷勘探开发成熟区

作为试点区开展了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研究[2–4]。

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是以海上在生产和在建设

油气田的设施为依托，以油气田内部及周边潜在储

量的发现和开发为目标，加快勘探评价、加速产能

建设的一种集勘探、开发于一体的快速评价工作模

式 [3,5–10]。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技术包含目标搜索

技术、目标评价技术、井位钻探技术等 [3]。其中，井

位钻探技术是针对通过目标搜索、目标评价优选出

的潜力目标进行钻探的技术，该技术用以落实其含

油气性、储量规模，继而实现增储上产。

对于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快速评价，传统的

“探井—评价井—开发井—调整井”接力钻探模式

不适用 [11– 14]。该传统钻探模式适用于“勘探—开

发—生产”接力评价模式：一方面，该模式评价时

间久，导致油气田建产周期长；另一方面，该模式下

油气田开发经济门槛高，造成许多探明地质储量、

控制地质储量难以动用。因此，为了推动涠西南凹

陷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优质潜力目标顺利实施，笔

者提出了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对其灵活多样的钻

探模式进行了研究和现场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涠西南凹陷地质概况

涠西南凹陷位于北部湾盆地 [15–16]，先后经历了

古近纪裂陷期和新近纪拗陷期 [17– 18]。古近纪裂陷

期，涠西南凹陷在区域地应力作用下自北向南发育

涠西南断裂带、1 号断裂带、2 号断裂带、3 号断裂

带等多个断裂带及分支断裂，对于油气运移和聚集

具有重要作用[19]，凹陷东部、南部发育斜阳斜坡带、南

部斜坡带等斜坡带，同样是油气运聚的有利区带[20]。

总体上，涠西南凹陷具有北断南超的构造特征，并

通过涠西南低凸起与海中凹陷相邻，如图 1所示。

涠西南凹陷的主力成藏期为古近纪，自下至上

沉积古新统长流组、始新统流沙港组、渐新统涠洲

组地层。已钻井揭示，流沙港组二段发育中深湖相

油页岩、页岩、泥岩，为涠西南凹陷最重要的烃源岩

层 [21–22]。流沙港组一段、涠洲组三段为最主要的含

油层段，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层系。流沙港组

一段沉积期总体上为水退过程，发育滨浅湖相—
三角洲相，砂岩相对较薄，主要发育构造–岩性圈闭

或岩性圈闭 [19,23]。涠洲组三段沉积期水体加深但总

体水深较浅，主要发育三角洲相，发育厚层粗砂岩、

中砂岩、细砂岩，并以杂色泥岩为区域标志层 [24–25]。

涠洲组三段断裂发育，主要发育构造圈闭[26]。 

2    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

开发评价井是针对油气田储量升级，评价油气田

内部新层（邻块）及油气田周边潜力区块的井[3]。开

发评价井的钻探模式灵活多样，与探井相比，可以依

托生产平台钻探，在落实潜力目标含油气性和储量后

直接投入生产，实现储量向产量快速转化。与生产井

相比，开发评价井可以通过快速评价的勘探模式对生

产平台控制范围外的潜力目标进行钻探，若评价成功

将落实目标含油气性和储量，促进后续开发、调整，

若未钻遇油气层，能够为后续开发规避风险。

开发评价井的钻探模式依据钻探目标是否在生

产平台动用范围内，分为开发模式和勘探模式。开

发模式钻探目标位于生产平台动用范围内，有生产

平台钻探模式、生产井项目钻探或兼探模式 2 种模

式；勘探模式钻探目标位于生产平台动用范围外，

有快速评价模式、滚动探井兼探模式 2种模式。 

2.1    生产平台钻探模式

生产平台钻探模式是指，能够依托海上生产平

台空余井槽或低效井槽对潜力区块进行评价，若评

 

气田

油田

低凸起

斜坡带 一级构造单元界线

二级构造单元界线凹陷

断裂
古近系地层厚度1000

 

图 1    涠西南凹陷区域构造及油田分布

Fig. 1    Region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oilfields  in
Weixi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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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成功能够投入油气田生产，实现快速建产的开发

评价井钻探模式。对涠西南凹陷已钻生产井统计可

知，生产平台钻探半径在 3 km 左右，因此，可以优

选生产平台周边半径 3 km 范围内的潜力目标进行

开发评价井位部署，评价油气田平面或纵向潜力层

位，并可接入现有生产设施。

因为生产平台钻探模式没有依托生产井项目，

没有相关预案井保证经济性，所以，对于潜力目标

钻探成功率的要求非常高。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的潜

力目标，是在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目标搜索技术的

指导下，通过区带搜索优选成藏条件优越的油气

田，围绕其内部及周边，在“评价过程潜力目标搜

索”指导下开展老井复查 [3,10]。老井复查是在勘探

开发无空井理念指导下，依据干层旁边有油层、薄

层旁边有厚层、显示高处有油层、油层上下找油层、

油层邻块找油层等理论，开展潜力目标搜索。

涠西南凹陷应用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的典型案例

是涠 E 油田 WE-4 井区，利用低效井侧钻，实现了该

井区的经济性开发。WE-4 井区是主控断层 F2 遮挡

的断鼻圈闭，勘探早期 WE-4 井区钻探 WE-4 井，该

井仅在涠洲组三段 W3Ⅵ油组钻遇油层，探明地质储

量不足 20×104 m3，未达到开发动用储量下限。如果采

用常规钻探模式，开发该井区则需要再钻探至少 1口

评价井，才能弄清含油性和储量规模，难度极大。

对 WE-4 井进行老井复查发现，该井在涠洲组

三段 W3Ⅳ、W3Ⅴ和 W3Ⅶ油组钻遇油气显示。在海

上勘探开发一体化目标搜索技术指导下 [ 3 ]，按照

“显示高处有油层”的一体化评价思路，认为 WE-4
井区构造高部位成藏概率高。因此，利用生产平台

钻探模式，依托 WE-A 生产平台部署了开发评价井

WE-A7S2井，其平面位置如图 2所示。
 

 
0 5 km

A′

WE-4井
WE-A7S2井

F2

断层 油层 井点

A

图3平面位置A′
A 

图 2    涠 E 油田 WE-A7S2 井平面位置

Fig.2    Plane location of Well WE-A7S2 in WE Oilfield
 
 

WE-A7S2 井共钻遇 6 个油层（见图 3），厚度共

计 63 m，除 W3Ⅳ、W3Ⅴ和 W3Ⅶ油组为 WE-4 井油

气显示层升级为油层外，新发现 W3Ⅳ上油组油层。

WE-A7S2 井探明的地质储量远超开发动用储量下

限，经济性好，实现了快速建产的目的。

WE-A7S2 井实施成功，对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的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缺少预

案井，应评价生产平台钻探范围内构造低部位已钻

井证实含油水层或有油气显示的圈闭高部位，依托

生产平台空余井槽或低效井槽部署定向井，评价构

造高部位，若评价成功将实现快速建产。 

2.2    生产井项目钻探或兼探模式

生产井项目钻探或兼探模式，是在即将实施的

ODP 或调整井项目周边搜索优选潜力目标，依托项

目进行钻探或兼顾钻探（包括上部兼探、加深兼探

等），并可接入现有生产设施、实现快速建产的钻探

模式。该模式包括 ODP 项目钻探模式、ODP 项目

兼探模式、调整井项目钻探模式、调整井项目兼探

模式。与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相比，同样都是利用海

上生产平台的空余井槽或低效井槽，同时又具有多

方面优势：1）该模式通过套管定向开窗侧钻方式钻

探开发井或调整井等预案井，保证钻探的经济性，

对于潜力目标钻探成功率要求相对较低；2）该模式

钻探费用包含在依托项目预算中，能够有效规避评

价风险；3）该模式通过兼探方式完成潜力层评价与

含油气层调整实施，或完成潜力层评价与难动用油

气层的动用，在降低钻探成本的同时，能够将评价

成功的潜力层依托生产平台投入开发，实现快速建

产，是开发评价井最主要的钻探模式。

WD-A9 井是依托涠 D 油田调整井项目兼探

模式部署在 WD-1 井区的开发评价井，其平面位置

见图 4。WD-1 井区是断层 F1 为遮挡断层、断层

F2 为运移断层的断块圈闭，探井 WD-1 井在涠洲

组三段 W3Ⅰ、W3Ⅱ和 W3Ⅶ下油组钻遇油层；涠

D 油田 ODP 项目实施的 WD-A8P 领眼井除完成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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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E-A7S2 井油藏模式

Fig. 3    Reservoir model of Well WE-A7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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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组三段 W3Ⅰ、W3Ⅱ和 W3Ⅶ下油组油层开发外，加

深兼探 W3Ⅷ、W3Ⅸ油组构造低部位含油气性，钻

遇油水同层，证实构造高部位成藏概率高；探井

WD-E-13 井在邻块 W3Ⅸ油组钻遇油层，进一步证实

区域油气运移活跃，在该断块 W3Ⅻ、L1Ⅱ和 L1Ⅲ

油组构造低部位钻遇新油层，WD-1 井区成藏条件

优越。

WD-A9 井的油藏模式如图 5 所示。该井的评

价目的，包括含油层 W3Ⅰ、W3Ⅵ、W3Ⅶ上、W3Ⅶ下、

L1Ⅱ和 L1Ⅲ油组开发井网调整，落实 W3Ⅷ、W3Ⅸ油

组构造高部位的含油气性，兼顾 W3Ⅻ油组油层扩边

评价，并通过优化井眼轨迹评价邻块涠洲组二段的

含油气性。WD-A9 井实钻效果好，邻块涠洲组二

段 W2Ⅲ、W2Ⅳ油组共钻遇 28 m 油层，并在 W2Ⅵ油

组钻遇 7 m 差油层，证实涠洲组二段油气运移活跃，

实现了新含油层系的突破。涠洲组三段除证实

W3Ⅷ、W3Ⅸ油组为油层外，W3Ⅹ油组钻遇新油层并

在 W3Ⅻ油组成功实现油层扩边。涠洲组三段钻遇

116 m 油层，流沙港组一段钻遇 42 m 油层，依托

WD-A 生产平台实现了快速建产，生产井项目钻探

或兼探钻探模式应用效果好。

WD-A9 井钻探成功，证实了生产井项目钻探或

兼探模式的可行性。涠西南凹陷在生产、在建设油

田多，对应的 ODP 项目、调整井项目数量多。将生

产井项目钻探或兼探模式开发评价井引入 ODP 项

目、调整井项目，在弄清潜力层含油气性、实现快速

建产的同时，实现了含油层的调整实施或难动用油

层的动用，对于油田开发及后续可持续开发具有重

要作用。 

2.3    快速评价模式

快速评价模式的应用，受多方面条件的约束和

限制：1）海上生产平台位置确定后，距离平台较远

的扩边区块评价和开发难度极大；2）位于生产平台

钻探范围内，但难以评价多个层系或成藏风险大的

潜力目标，很难通过开发模式进行评价；3）生产平

台预留的井槽数量和处理能力，也限制了后期加

密、调整。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快速评价模式，即

通过滚动勘探形式对油气田周边生产平台覆盖范围

外的有利构造进行评价，与邻近油田相结合，提前

编制整体开发方案，落实含油层系、储量规模的钻

探模式。若评价成功，能够增加油气田探明地质储

量，促进邻近油气田后续综合调整；若评价失利，与

传统的“探井—评价井—开发井—调整井”钻探模

式相比，快速评价模式开发评价井钻探成本低，并

能有效规避后续开发风险。

涠 I 油田的发现是快速评价模式应用的典型成

功案例。涠 I 油田平面位置位于涠 H 油田与涠 J 油
田之间（见图 6）。涠 H 油田有 2 个生产平台，WH-A
生产平台主要开发 WH-1 井区和 WH-3 井区，WH-B
生产平台为 WH-5 井区与 WH-4 井区联合开发，兼

顾 WH-3 井区开发井网完善。由于 WH-B 生产平台

井槽数量有限，且与 WH-4 井区构造的位置关系不

利于钻井，导致WH-4井区的开发井网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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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涠 I 油田 WI-1d 井平面位置

Fig.6    Plane location of Well WI-1d in WI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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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涠 D 油田 WD-A9 井平面位置

Fig. 4    Plane location of Well WD-A9 in WD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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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WD-A9 井油藏模式

Fig. 5    Reservoir model of Well W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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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 WH-4 井区的综合调整，引入海上勘

探开发一体化思路，围绕其周边开展潜力目标搜

索，落实涠 I 构造，整体考虑涠 I 构造与 WH-4 井区，

提前编制整体开发方案，指导涠 I 构造开发前期研

究及 WH-4 井区综合调整。在涠 I 构造部署 WI-1d
井，落实涠洲组三段目的层含油气性及储量规模，

后续同 WH-4 井区联合立架进行开发，满足开发的

经济性，实现 WH-4 井区综合调整及涠 H 油田、涠

I油田和涠 J油田横向连片含油的局面。

WI-1d 井油藏模式如图 7 所示。该井实施效果

好，不仅在涠洲组三段目的层 W3Ⅰ、W3Ⅱ、W3Ⅲ、

W3Ⅳ、W3Ⅵ上、W3Ⅵ下和 W3Ⅶ油组钻遇 103 m 油

层，而且在涠洲组二段 W2Ⅰ、W2Ⅲ和 W2Ⅳ油组钻

遇 13 m 油层，实现了涠 H 油田、涠 I 油田和涠 J 油
田横向连片含油的局面。新增探明地质储量满足

与 WH-4 井区联合立架开发的经济性要求，促进了

WH-4井区的综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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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WI-1d 井油藏模式

Fig.7    Reservoir model of Well WI-1d
 
 

涠 C 油田北块开发评价井 WC-4 井（平面位置

见图 8）的钻探，是快速评价模式规避后续开发风险

的典型案例。在该区块勘探阶段，先后钻探了WC-1
井、WC-3 井和 WC-3Sa 井，在涠洲组二段 W2Ⅰ油

组，涠洲组三段 W3Ⅰ、W3Ⅳ、W3Ⅶ和 W3Ⅺ油组，流

沙港组一段 L1Ⅰ、L1Ⅱ和 L1Ⅲ油组钻遇油层，其中

W3Ⅰ、W3Ⅳ油组油层厚且未钻遇油水界面，是北块

最重要的含油层及开发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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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涠 C 油田北块 WC-4 井平面位置

Fig.8    Plane location of Well WC-4 in WC Oilfield
 
 

涠 C 油田北块油水界面范围不确定，储量规模

无法落实，影响开发井位的整体部署。同时，北块

圈闭主控断层倾向近南向，而 WC-A 平台位于该主

控断层南侧，导致开发井无法同时部署在多个油层

构造高部位，同样不利于开发井部署。为落实涠

C 油田北块 W3Ⅰ和 W3Ⅳ油组在油藏构造低部位的

含油气性及储量规模，指导涠 C 油田综合开发，采

用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思路，在构造低部位部署了

WC-4 井，通过快速评价方式进行评价，落实了北块

储量规模，规避了后续开发风险。

WC-4 井油藏模式如图 9 所示。钻 WC-4 井时，

在涠洲组二段 W2Ⅵ油组新发现厚度为 4.6 m 的油

层，为岩性圈闭油藏，证实涠洲组二段具有较好的

成藏条件，对于涠 C 油田涠洲组二段岩性圈闭油藏

搜索、评价具有启示意义。W3Ⅳ油组录井无油气显

示，测井解释为水层，进一步明确了北块 W3Ⅳ油组

的含油范围及储量规模，规避了后期开发投资风

险，为制订开发方案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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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Reservoir model of Well W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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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滚动探井兼探模式

滚动探井兼探模式与快速评价模式的开发评价

井类似，均通过钻探滚动探井进行快速评价。滚动

探井兼探模式开发评价井，主要针对以下 2 类目标

进行评价：1）距离生产平台较远，无法通过生产平

台快速建产，能够兼顾相邻勘探目标；2）针对成藏

风险相对较大的目标，单独钻探经济性差，无法通

过生产平台实施，通过优化井眼轨道与周边待实施

探井结合，上部兼探或加深兼探能够有效降低钻探

成本，规避评价风险。

涠 E 油田 WE-4 井区流沙港组一段为该模式下

的典型案例。WE-4 井区流沙港组一段圈闭总体为

岩性圈闭，内部被多条断层分割形成断块–岩性圈

闭。探井 WE-4 井、开发评价井 WE-A7S2 井及调整

井 WE-A4H3 井钻探显示，3 个断块的含油性及油水

界面不同，证实断层具有较好的断层封堵性。该井

区前期部署了采油井 WE-A5H 井、注水井 WE-A6
井：WE-A5H 井横跨 2 个断块，未见水；WE-A6 井位

于 WE-4 井所在断块，钻遇水层（见图 10）。长时间

观测显示，这 2口井存在注水受效性差的问题：一方

面，由于分割 2 个断块的 F 断层封堵性较好，导致

F 断层东侧断块油层注水受效差；另一方面，F 断层

西侧油层的物性比 F 断层东侧油层差，存在储层连

通性差的风险。因此，完善 F 断层东侧井网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但是该断块探明储量未达到开发的经

济性下限，按照常规开发模式无法部署调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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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涠 E 油田 WE-12N-1 井平面位置

Fig.10    Plane location of Well WE-12N-1 in WE Oilfield
 
 

为了推动 F 断层东侧断块开发，与勘探、开发

即将实施的井相结合，引入滚动探井兼探模式开发

评价井。经过分析，部署了探井 WE-12N-1 井对涠

洲组三段和流沙港组一段顶部砂体进行勘探，仅

加深 50 m 就能对流沙港组一段油层兼探评价，能够

有效降低钻探成本。WE-12N-1 井流沙港组一段油

藏模式如图 11 所示。该井加深兼探流沙港组一段

开发层构造低部位，钻遇油层和油水界面，将探

明含油范围由 WE-4 井油底海拔高度–2 195 m 扩

展至–2 204 m，落实并增大了 F 断层东侧断块储量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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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WE-12N-1 井流沙港组一段油藏模式

Fig.11    Reservoir model of the first member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in Well WE-12N-1

 
 

F2 断层南侧为岩性圈闭，部分解释测线存在岩

性边界无法落实的风险，且地震同向轴杂乱不连

续，存在储层叠置不连通的风险。虽然该目标距离

WE-A 平台仅 2 km，处于平台覆盖范围内，但由于成

藏风险较大而无法依托生产平台实施。将该目标与

滚动勘探目标相结合，钻前通过优化调整WE-12S-1d
滚动探井的井眼轨迹，加深兼探流沙港组一段目的

层，降低钻探成本。WE-12S-1d 井未在流沙港组一

段钻遇油层，钻遇了 2 套近 60 m 厚的水层，规避了

依托生产平台实施的开发风险。 

3    开发评价井钻井模式应用成效

本文提出的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已经在涠西南

凹陷应用 45 口井，其中 37 口井钻探成功，8 口井钻

探失利，钻探成功率达 82%，证明该模式在油气田

勘探开发中后期的应用效果较好。

45 口应用井中：生产平台钻探模式井实施

2 口，成功 2 口，钻探成功率 100%；生产井项目钻探

或兼探模式井实施 29 口，成功 24 口，钻探成功率

83%（其中，ODP 项目钻探模式开发评价井 9 口，成

功 7 口，钻探成功率 83%；ODP 项目兼探模式井

3 口，成功 2 口，钻探成功率 67%；调整井项目钻探

模式井 16 口，成功 15 口，钻探成功率 94%；调整井

项目兼探模式井 1 口，钻探失利）；快速评价模式井

实施 12 口，成功 10 口，钻探成功率 83%；滚动探井

兼探模式井 2口，成功 1口，钻探成功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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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 种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

分析发现：

1）生产平台钻探模式开发评价井针对生产平台

覆盖范围内的潜力目标，在没有 ODP 及调整井项目

实施的情况下进行风险评价，所以该模式存在评价

失利后无预案井接替的风险，对潜力目标成藏可靠

性要求较高。若相邻块或相邻层系存在开发层系，

可以通过该模式对其兼顾调整，作为预案降低开发

评价井的实施风险。由于该模式要求条件较为苛

刻，目前仅钻了 2 口井，但全部获得成功，落实探明

地质储量近 200×104 m3，占比 5%，实现了快速建产。

2）生产井项目钻探或兼探模式，无论从钻井总

数、成功井数还是探明地质储量，均占比最大，是开发

评价井最重要的钻探模式。该模式 29 口井落实探明

地质储量近 2 300×104 m3，占比 63%，有效带动了油气

田开发进程。勘探开发成熟区都会存在老油田综合

调整和新油田 ODP 实施的情况，而油田内部都会存

在难动用探明或控制储量。如何在油气田内部搜索

潜力目标，促进难动用储量动用，推动油气田开发前

期 ODP 实施及油气田中后期综合调整，是勘探开发

一体化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生产井项目钻探或兼

探模式是这一重要研究内容的具体实践，且成效显著。

3）虽然快速评价模式开发评价井主要针对生产

平台覆盖范围，但难以评价多个层系、成藏风险大、

难以通过开发模式进行评价的潜力目标。不过，该

模式同样能够促进油气田开发前期 ODP 实施及

油气田中后期的综合调整，12 口快速评价模式开

发评价井落实探明地质储量超过 1 000×104 m3，占

比 30%，对于油气田开发、调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4）滚动探井兼探模式主要针对距离生产平台远

或成藏风险大的潜力目标。利用该模式可落实含油

气性，降低钻探成本，规避投资风险。目前已钻探

2 口井，落实探明地质储量近 100×104 m3，占比 2%。

该模式与前 3 种钻探模式相比，虽然具有钻探井数

少、钻探成功率低、发现储量规模小等弱势，但该模

式是开发评价井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因为该模式能

够通过最低的钻探成本落实成藏风险相对较大的区

块，如果评价成功，将有效促进周边区域开发。 

4    结　论

1）涠西南凹陷勘探开发一体化开发评价井钻探

模式，包括生产平台钻探模式、生产井项目钻探或

兼探模式、快速评价模式、滚动探井兼探模式等

4 种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解决了传统“探井—评

价井—开发井—调整井”接力钻探模式限制多、储

量动用门槛高、建产周期长等问题。

2）4 种开发评价井钻探模式在油气田勘探开发

中后期的应用效果较好，已实施 45 口井，其中 37 口

井钻探成功，钻探成功率达 82%。

3）4 种钻探模式中，生产井项目钻探或兼探模

式无论从钻井总数、成功井数还是探明地质储量方

面均占比最大，同时该模式能够依托生产平台实

现、快速建产，是开发评价井最重要的钻探模式，也

是后续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潜力目标搜索、评价、

实施的重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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