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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
程杰成１　吴军政１　吴　昊１　刘笑莹１，２　何金钢１　贾世华１

（１．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大庆　１６３００２；　２．提高油气采收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大庆　１６３３１８）

摘要：三元复合驱是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已进入工业化推广阶段，但仍存在注采系统结垢及生产维
护成本较高等问题。根据大庆油田三元复合驱的强碱、弱碱和无碱化战略部署，用氯化钠代替碳酸钠研发出无碱三元体系，但其乳
化能力弱，采收率提高值比弱碱三元体系低２％～３％。为提高无碱三元体系的乳化性能，提升驱油效果，以无碱三元体系为基础，
采用Ｅ表面活性剂与石油磺酸盐复配，研发出大庆油田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体系不添加醇和助剂，且在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
较低（０３％）时能够与大庆原油形成ＷｉｎｓｏｒⅢ型中相微乳液。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增黏性、界面活性、黏度及界面张力稳定性、抗
吸附性能与弱碱三元体系基本一致。驱油实验结果表明该体系具有注入能力强、色谱分离弱、乳化能力强的特点，可比水驱提高采
收率４１１２％，较弱碱三元体系增加提高采收率１１２５％。根据室内研究结果，初步测算该体系吨油化学剂成本较弱碱三元体系下
降４２９０％。研发出的大庆油田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不仅实现了三元复合驱无碱化的目标，而且实现了从超低界面张力复合驱
到低浓度中相微乳液驱的跨越，达到了大幅度提高采收率和降本增效的目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也可以为其他陆相砂岩老油田
的高效开发提供技术借鉴。
关键词：无碱三元驱油体系；Ｅ表面活性剂；中相乳状液；界面张力；乳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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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油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研究三元复合驱
油技术［１３］，经过室内研究、先导性矿场试验、工业性矿
场试验和工业化推广４个阶段，目前技术较为成熟，可
以在水驱基础上提高原油采收率２００％以上，成为大
庆油田进一步提高采收率的重要技术［４６］。三元复合
驱于２０１４年在大庆油田实施规模化工业推广，当年实
现产量首次跃上２００×１０４ｔ台阶，２０１６年生产原油超
过４００×１０４ｔ，近７年的产油量均在４００×１０４ｔ／ａ以
上，为大庆油田持续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中国成
为世界上唯一掌握三元复合驱工业化技术的国家。

由于三元复合驱中的碱易导致注采系统结垢，给
生产管理带来一定难度，同时也增加了维修工作量和
操作成本［７８］。因此，大庆油田在２００５年就确定了三
元复合驱由强碱向着弱碱直至无碱化的发展战略［９］。
近年来，复合驱无碱化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利用
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复配的无碱二元复合体系，二是
利用其他药剂代替碱形成新的三元复合体系［１０］。

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无碱二元复合体系的研发工
作，取得了一定进展［１０１２］，但仍存在３个方面的问题：
①提高采收率幅度较三元复合驱低２％～５％；②对表
面活性剂性能要求高，且使用浓度高、成本高；③现场
应用规模小，且缺少适合大庆油田油／水条件的成本
低、质量稳定的表面活性剂工业化产品。从２０１５年
起，笔者团队开展其他药剂代替碱的新三元复合体系
研发，以成熟的工业化石油磺酸盐表面活性剂为基础，
与氯化钠和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复配形成了无碱三元
体系，但提高采收率幅度仍较弱碱三元体系低２％～
３％，其主要原因是无碱三元体系的乳化性能较弱。

在化学驱过程中，乳化作用对化学驱提高采收率十
分有利［１３１５］，其主要是发挥了乳状液调堵和乳化携带作
用，稳定的乳状液在运移时油相不易重新黏附回岩石
表面并通过乳化携带作用采出［１６２０］。同时，根据Ｗｉｎ

ｓｏｒ理论，在平衡状态下，乳状液体系可以分为Ｗｉｎｓｏｒ
Ⅰ型、ＷｉｎｓｏｒⅡ型、ＷｉｎｓｏｒⅢ型［２１］，其中ＷｉｎｓｏｒⅢ型
微乳液具有最低的油水界面张力且相态特征为油／水
互相增溶，形成了水包油和油包水双连续相［２２２５］。因
此，研究建议将驱替过程尽可能保持在ＷｉｎｓｏｒⅢ型
相态环境，以实现最大幅度提高采收率［２６３０］。基于以
上认识，笔者团队开展了无碱三元体系进一步提升乳化
能力的系列研究，通过Ｅ表面活性剂与石油磺酸盐复
配，提高了无碱三元体系的乳化能力，研发出大庆油田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该体系在低表面活性剂质量
分数（０３％）时与大庆原油界面张力可达到１０－４ｍＮ／ｍ
数量级，形成稳定的乳状液并呈现出ＷｉｎｓｏｒⅢ型相
态特征，能够大幅度提高采收率。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材料

化学试剂：氯化钠（ＮａＣｌ），分析纯，辽宁泉瑞试剂有
限公司；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工业品，固含量＞９９２％，唐
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磺酸盐，工业品，有效物
含量为３８％～４２％，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
炼化分公司；Ｅ表面活性剂，烷基醇聚氧乙烯醚聚氧丙
烯类表面活性剂，工业品，有效物含量３８％～４２％，大庆
再创科技有限公司；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ＨＰＡＭ），工
业品，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６００×１０４，固含量＞８８０％，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炼化分公司。实验用
水：油田实际回注水、模拟地层水的水质离子组成如表１
所示。实验用油：脱水脱气原油取自大庆油田三元复合
驱工业化推广Ａ区块，４５℃时密度为８４７５ｋｇ／ｍ３，动
力黏度为２７２２ｍＰａ·ｓ；模拟油采用脱水脱气原油与航
空煤油配制，４５℃时动力黏度为１００ｍＰａ·ｓ。油砂：大庆
油田三元复合驱工业化推广Ａ区块ＳＩＩ油层组。岩心：
贝雷砂岩，规格为４５ｍｍ×４５ｍｍ×３００ｍｍ。

表１　实验用水离子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狑犪狋犲狉

水样 离子含量／（ｍｇ／Ｌ）
Ｃｌ－ ＨＣＯ３－ ＣＯ３２－ ＳＯ４２－ Ｃａ２＋ Ｍｇ２＋ Ｎａ＋＋Ｋ＋

矿化度／
（ｍｇ／Ｌ）

回注水 ９４３８ ２８２１２３０１６ ５０ ４２０ ５１ １８５１５５９７０６
模拟地层水２１５５８ ２０６３５ ０ ２８７５ ２３１５２６ ２１９６５６７７９０

１２　实验仪器
ＴＸ５００Ｃ型旋滴超低界面张力仪，美国科诺工业

有限公司；ＴｕｒｂｉｓｃａｎＬａｂ稳定性分析仪，法国Ｆｏｒｍｕ

ｌａｃｔｉｏｎ仪器公司；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ＤＶⅡ型黏度计，美国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公司；ＰＴ３０００型均化仪，瑞士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ａ
ＡＧ公司；偏光显微镜，德国Ｌｅｉｃａ公司；多功能驱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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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海安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体系配制

３种体系采用污配污稀方式。用回注水配制
５０００ｍｇ／Ｌ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母液，搅拌２０ｈ，熟
化２０ｈ，用回注水配制质量分数为５０％的石油磺酸
盐母液、５０％的碳酸钠母液和５０％的氯化钠母液。
按照体系配比分别加入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石油磺
酸盐、碳酸钠或者氯化钠母液，加回注水搅拌均匀即得
目的液。在３种体系中，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的表
面活性剂为石油磺酸盐与Ｅ表面活性剂复配，无碱三
元体系和弱碱三元体系的表面活性剂为石油磺酸盐，
体系组成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化学剂组成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体系类型 表面活性剂 盐 碱 聚合物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质量分数为０３％石油
磺酸盐与Ｅ表面活性剂

质量分数为
１２％ＮａＣｌ

无碱三元体系 质量分数为０３％
石油磺酸盐

质量分数为
１２％ＮａＣｌ

１６００ｍｇ／Ｌ
ＨＰＡＭ

弱碱三元体系 质量分数为０３％
石油磺酸盐

质量分数为
１２％Ｎａ２ＣＯ３

１４　抗吸附能力测定
抗吸附能力测定采用油砂多次吸附实验方法［５］。

称取８０～１２０目的油砂２０ｇ，放入２５０ｍＬ三角瓶中，
再向其中按照１∶９的固液质量比加入三元复合体系
溶液，密封置于恒温摇床中，在４５０℃下振荡２４０ｈ，
取出少量上层液体测定体系与原油间的界面张力，记
录一次吸附后体系的界面张力值。多次吸附时，取上
层全部液体，按照上述固液质量比，重新加入油砂，重
复上述步骤得到多次吸附后体系界面张力值，对比分
析３种体系中表面活性剂的抗吸附能力。
１５　乳化难易程度测定

将３种体系溶液分别与模拟油以体积比为１∶１
混合，在４５℃时利用立式搅拌器在３００ｒ／ｍｉｎ下搅拌
２ｍｉｎ，静置２ｍｉｎ后观察乳状液相分离情况。若油、水
不分层，则视为形成相对稳定的乳状液，体系形成乳化
较为容易。若油、水分层，则视为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乳
状液，体系形成乳化较为困难，此时提高立式搅拌器转
数５０ｒ／ｍｉｎ并重复上述实验过程，直至立式搅拌器转
数升至５５０ｒ／ｍｉｎ，记录转数与乳化程度的关系，评价
乳化难易程度。
１６　乳状液稳定性测定

将３种体系溶液分别与模拟油以体积比为１∶１
混合，以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均化２ｍｉｎ后装入测试瓶，利用
ＴｕｒｂｉｓｃａｎＬａｂ稳定性分析仪扫描乳状液透射光和背
散射光，自动计算出乳状液稳定性指数（ＴＳＩ）值。

１７　乳状液黏度测定
将３种体系溶液分别与模拟油以体积比为１∶１

混合，以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均化２ｍｉｎ后形成乳状液，利用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ＤＶⅡ型黏度计测定乳状液黏度。
１８　乳状液相态实验

将３种体系溶液分别与模拟油以体积比为１∶１
混合，移入５ｍＬ移液管，并封闭管底，使用摇床恒速摇
动５０ｈ使溶液与模拟油充分混匀，静止放置在４５℃
恒温箱内，定期观察直至比色管中油／水相稳定为止。
１９　岩心驱替实验

贝雷岩心抽真空，饱和模拟地层水，并水测渗透
率；饱和模拟油，老化７２０ｈ，计算初始含油饱和度；水
驱至出口含水率９８０％以上，依次注入３种体系主段
塞和聚合物保护段塞（岩心驱替实验方案如表３所
示），后续水驱至含水率９８０％以上。在４５℃条件下，
饱和油速度为０１ｍＬ／ｍｉｎ，驱替速度为０３ｍＬ／ｍｉｎ（约
等于油层前缘驱替速度为１ｍ／ｄ）。

表３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岩心驱替实验方案
犜犪犫犾犲３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犮犺犲犿犲狅犳犮狅狉犲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驱油体系 驱油方案设计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主段塞：０３ＰＶ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
保护段塞：０２ＰＶ（１６００ｍｇ／ＬＨＰＡＭ）

无碱三元体系 主段塞：０３ＰＶ无碱三元体系
保护段塞：０２ＰＶ（１６００ｍｇ／ＬＨＰＡＭ）

弱碱三元体系 主段塞：０３ＰＶ弱碱三元体系
保护段塞：０２ＰＶ（１６００ｍｇ／ＬＨＰＡＭ）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中表面活性剂配比优化

界面张力和乳化能力是影响复合体系驱油效果的
主要指标［３］。为了使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同时具备
优异的界面性能和乳化性能，需要对表面活性剂中的
石油磺酸盐与Ｅ表面活性剂复配比例进行优化，研究
不同表面活性剂配比对两项主要指标的影响，实验方
案如表４所示。

表４　表面活性剂复配比例实验方案
犜犪犫犾犲４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犮犺犲犿犲狅犳狊狌狉犳犪犮狋犪狀狋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犻狀犵狉犪狋犻狅

编号 表面活性剂 盐 聚合物
１＃ 石油磺酸盐
２＃石油磺酸盐∶Ｅ表面活性剂＝５∶１
３＃石油磺酸盐∶Ｅ表面活性剂＝４∶１ＮａＣｌ１６００ｍｇ／ＬＨＰＡＭ４＃石油磺酸盐∶Ｅ表面活性剂＝３∶１
５＃石油磺酸盐∶Ｅ表面活性剂＝２∶１

２１１　不同表面活性剂配比对界面张力的影响
测定不同表面活性剂配比的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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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不同化学剂浓度条件下的界面张力，结果如图１
所示。１＃方案具有较好的界面活性范围，仅当盐度小
于０４％且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小于０１％时未达到
超低界面张力。随着Ｅ表面活性剂的加入，超低界面
张力区域发生变化，２＃和３＃方案在盐度为１２％以
上且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为０１％以上时出现界面张
力达１０－４ｍＮ／ｍ数量级，在盐度为０４％以下且表面
活性剂质量分数为０１％以下时达到１０－２ｍＮ／ｍ数量
级的区域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４＃方案界面张

力达１０－４ｍＮ／ｍ数量级的区域大幅下降，与此同时，
当盐度小于０６％且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小于０２％
时即未达到超低界面张力。５＃方案界面张力始终达
不到１０－４ｍＮ／ｍ数量级，且盐度小于０６％后就无法
达到超低界面张力。因此，复配表面活性剂中的Ｅ表
面活性剂比例过高时，对体系界面张力有一定影响。
石油磺酸盐与Ｅ表面活性剂比例为５∶１或４∶１时更
有利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与原油达到超低界面
张力。

图１　不同表面活性剂配比下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界面张力活性
犉犻犵．１　犐狀狋犲狉犳犪犮犻犪犾狋犲狀狊犻狅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犪犾犽犪犾犻犳狉犲犲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犲犿狌犾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狉犳犪犮狋犪狀狋狉犪狋犻狅狊

２１２　不同表面活性剂配比对乳化稳定性的影响
ＴＳＩ值能够综合表征乳状液失稳过程中絮凝、聚

并和相分离的程度，不同Ｅ表面活性剂比例下ＴＳＩ值
随时间的变化结果如图２所示。随着Ｅ表面活性剂
比例的提高，ＴＳＩ值下降，乳化稳定性增强。１＃方案

图２　不同表面活性剂配比下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犜犛犐值
随时间变化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犜犛犐犮犺犪狀犵犲狊狑犻狋犺狋犻犿犲犳狅狉犪犾犽犪犾犻犳狉犲犲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犲犿狌犾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狊狌狉犳犪犮狋犪狀狋狉犪狋犻狅

ＴＳＩ值为７８６，２＃方案ＴＳＩ值为６０４，较１＃方案下降
２３１６％。３＃、４＃和５＃方案的ＴＳＩ值在３５４～３８０，数
值较为接近，较１＃方案下降５１６５％～５４９６％，说明当
石油磺酸盐和Ｅ表面活性剂比例达到４∶１后，进一
步提高Ｅ表面活性剂比例，ＴＳＩ值基本无变化，体系的
乳化稳定性趋于稳定值。
　　界面张力和乳化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当石油磺
酸盐与Ｅ表面活性剂配比为４∶１时，可以在较宽的
化学剂浓度范围内形成超低界面张力，又能大幅度提
高乳化稳定性，因此，确定石油磺酸盐与Ｅ表面活性
剂的最佳配比为４∶１，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均采用
此配比开展评价研究。
２２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增黏性能
２２１　增黏性

增黏作用是化学驱提高采收率的重要机理之一［２］。
研究了３种体系中聚合物浓度与黏度的关系，结果如
图３所示。３种体系的浓度—黏度曲线变化规律基本
一致，当聚合物质量浓度为１６００ｍｇ／Ｌ时，无碱三元
乳化驱油体系的黏度为３０９ｍＰａ·ｓ，弱碱三元体系黏
度为３１９ｍＰａ·ｓ，无碱三元体系黏度为３０５ｍＰ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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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体系黏度变化幅度仅为０９３％～５３０％，说明氯
化钠代替碳酸钠、Ｅ表面活性剂与石油磺酸盐复配对
三元体系的增黏性影响不大。

图３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黏度—浓度曲线
犉犻犵．３　犞犻狊犮狅狊犻狋狔犪狀犱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２２２　黏度稳定性
黏度稳定性是表征驱油体系长期稳定性的重要参

数，不同三元复合体系黏度稳定性结果如图４所示。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初始黏度为３０９ｍＰａ·ｓ，９０ｄ
降低至２５６ｍＰａ·ｓ，黏度保留率为８２８％；无碱三元
体系初始黏度为３０５ｍＰａ·ｓ，９０ｄ降低至２５２ｍＰａ·ｓ，黏

度保留率为８２６％；弱碱三元体系初始黏度为３１９ｍＰａ·ｓ，
９０ｄ降低至２６３ｍＰａ·ｓ，黏度保留率为８２４％。３种
体系的９０ｄ黏度保留率基本一致，均在８０％以上。

图４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黏度稳定性
犉犻犵．４　犞犻狊犮狅狊犻狋狔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２３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界面性能
２３１　界面活性

３种体系界面张力的变化规律如图５所示。在表
面活性剂质量分数为００５％～０３０％和碱（盐）质量
分数为０２％～１４％的范围内，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
系与弱碱三元体系、无碱三元体系具有相近的超低界
面张力范围。３种体系界面活性差别不大。

图５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界面活性
犉犻犵．５　犐狀狋犲狉犳犪犮犻犪犾狋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２３２　界面张力稳定性
测定不同体系９０ｄ内界面张力变化（图６）的结果

表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的界面张力值由初始时的
８１×１０－４ｍＮ／ｍ升高至９０ｄ时的２９６×１０－３ｍＮ／ｍ；无
碱三元体系的界面张力值由８９１×１０－４ｍＮ／ｍ升高
至３０２×１０－３ｍＮ／ｍ；弱碱三元体系的界面张力值由
７１×１０－４ｍＮ／ｍ升高至１３×１０－３ｍＮ／ｍ。９０ｄ内３
种体系都具有较好的界面张力稳定性能，始终保持在
界面张力为１０－３ｍＮ／ｍ数量级。
２３３　抗油砂吸附性能

三元体系溶液在油层多孔介质的运移过程中产生
吸附、滞留、化学剂损耗和色谱分离，导致化学剂浓度
降低、协同效应减弱、界面张力升高，影响驱油效果，因

图６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界面张力稳定性
犉犻犵．６　犐狀狋犲狉犳犪犮犻犪犾狋犲狀狊犻狅狀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第４期 程杰成等：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 ６４１　　

此，保持三元体系的抗油砂吸附性能非常重要［４］，３种
体系的抗油砂吸附性能结果如表５所示。在３次吸附
后，３种体系界面张力值均能保持在１０－３ｍＮ／ｍ数量
级。在４次吸附后，无碱三元体系界面张力值上升至
１０－２ｍＮ／ｍ数量级。在５次吸附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
体系与弱碱三元体系的界面张力值才上升至１０－２ｍＮ／ｍ
数量级，表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通过Ｅ表面活性
剂与石油磺酸盐的复配有效提高了抗吸附能力，抗油
砂吸附性能与弱碱三元体系基本一致。

表５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油砂吸附前后界面张力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犻犪犾狋犲狀狊犻狅狀犫犲犳狅狉犲
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驱油体系
界面张力／（１０－３ｍＮ／ｍ）

未吸附１次
吸附

２次
吸附

３次
吸附

４次
吸附

５次
吸附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１２１１６７２１３３６７７８８３５５０

无碱三元体系０９０４７８５５１８７７３０５０
弱碱三元体系０７０２３８３５７７７５５５１１５５０

２４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乳状液性能
２４１　乳状液稳定性

通过瓶试法对比了３种体系的乳化难易程度和乳
化稳定性，结果如表６所示。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
在高于４５０ｒ／ｍｉｎ转速条件时，油／水乳状液静置２ｍｉｎ
后较为稳定，未发生明显分层。弱碱三元体系在高于
５５０ｒ／ｍｉｎ转速条件时未发生明显分层，而无碱三元体
系在实验所使用搅拌速度范围内均发生明显分层现
象。因此，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机械外力作用下
易于形成乳状液，且具有更好的乳状液稳定性。

表６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乳化难易程度对比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犲犿狌犾狊犻犳狔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体系 立式搅拌器转数／（ｒ／ｍｉｎ）

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４５０５００５５０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 × × √ √ √

无碱三元体系 × × × × × ×
弱碱三元体系 × × × × × √
注：√—４５℃条件下静置２ｍｉｎ油／水乳状液稳定，未明显分
层；×—４５℃条件下静置２ｍｉｎ油／水乳状液有破乳现象，发
生分层。

　　３种体系乳状液ＴＳＩ值随时间变化（图７）的结果
表明，乳状液稳定性由高到低依次为无碱三元乳化驱
油体系、弱碱三元体系和无碱三元体系。结合表６中
对乳化难易程度的评价结果，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
较其他两种体系更易在低机械外力作用下形成稳定的
乳状液，因此，在驱油过程中更有利于稳定地发挥乳状
液携油作用。

图７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犜犛犐值随时间的变化结果
犉犻犵．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犜犛犐狑犻狋犺狋犻犿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２４２　乳状液表观黏度
乳状液主要分为油包水型和水包油型，在不同含

水率条件时可发生转变，在特定条件下油包水型和水
包油型会同时存在，形成比较复杂的混合过渡型乳状
液，此时内摩擦力增大，黏度出现峰值，视为乳状液转
型点。３种体系在不同含水率时的乳状液黏度结果如
图８所示。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的乳状液转型点在
含水率约为３０％，黏度为６８５ｍＰａ·ｓ。弱碱三元体系
和无碱三元体系的乳状液转型点在含水率约为４０％，
黏度分别为８９２ｍＰａ·ｓ和８８６ｍＰａ·ｓ。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与原油所形成的乳状液黏度整体低于弱碱三
元体系和无碱三元体系分别与原油所形成的乳状液黏
度，表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的乳状液之间内摩擦
力较低，乳状液更易在多孔介质中渗流。乳状液稳定
性和表观黏度的测定结果表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
系表现出了易乳化、乳化稳定性好且乳状液流动性强
的特点。

图８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乳状液黏度变化
犉犻犵．８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犲犿狌犾狊犻狅狀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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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相行为特征
分析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和弱碱三元体系在不

同等效盐浓度下的油／水乳化相行为特征，明确离子强
度对相行为的影响，结果如图９所示。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在氯化钠质量分数大于０８％时出现油、水
两相增溶现象，在质量分数为０８％～１２％时两相增
溶特征较为明显，在质量分数大于１２％后增溶特征
趋于稳定。而在弱碱三元体系中，随着碳酸钠浓度的
增加，油／水界面较为清晰，始终未出现油、水两相增溶
现象。

　　根据相态观察结果，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出现
了ＷｉｎｓｏｒⅢ型乳化特征，但中间相体积比较小、不太
清晰，所以进行了研究确认。在氯化钠质量分数为
１２％时的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的上、中、下位置分
别抽取了流体，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图９）的结果可
以看出，中间流体具有明显的双连续相特征，同时兼具
油包水型和水包油型两种结构，说明Ｅ表面活性剂的
加入使油／水界面发生不定向弯曲从而形成稳定的双
连续相［３１］，由此确认在盐质量分数为０８％～１２％时
形成了ＷｉｎｓｏｒⅢ型乳状液。

图９　不同盐浓度下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油／水相态变化
犉犻犵．９　犜犺犲狅犻犾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狆犺犪狊犲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犮犺犪狀犵犲狊狅犳犪犾犽犪犾犻犳狉犲犲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犲犿狌犾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犪犾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

２４４　乳状液差异性机理分析
通过乳状液性能研究，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具

有较好的乳状液稳定性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Ｗｉｎｓｏｒ
Ⅲ型乳化特征，说明Ｅ表面活性剂与石油磺酸盐复配
后发挥了协同作用，因此，通过微观界面机理进一步分
析不同三元体系差异性。首先，Ｅ表面活性剂非离子
联接基的双相亲和性使其受到两相的诱导作用坍塌于
界面，在疏水链段及亲水离子头基锚定作用下非离子
联接基呈橄榄球状［３２］，如图１０所示，橄榄球形状有利
于可柔性变形螺旋体紧密占据在界面上排列的石油磺
酸盐分子间空位中，形成致密界面膜，有效降低界面张

图１０　犈表面活性剂对石油磺酸盐在油／水界面上分布影响
犉犻犵．１０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犈狊狌狉犳犪犮狋犪狀狋狅狀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狊狌犾犳狅狀犪狋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犪狋狅犻犾狑犪狋犲狉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

力。其次，Ｅ表面活性剂由于非离子联接基的存在相
当于增加烷基链长和增大亲水头基，使得界面附近油
分子和水分子形成有序排列结构，从而增加了界面膜
的弹性和厚度，延长了破乳时间［３１，３３］。最后，Ｅ表面活
性剂能够以ＷｉｎｓｏｒⅢ型乳化特征增溶油分子，或以胶
束的形式增溶或吸附增溶不同极性的有机小分子［３４３６］。
综上所述，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表现出了以上的乳状
液性能特征，与弱碱三元体系具有明显差异。
２５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驱油效果

为了增强驱油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开展了大量的
重复试验，不同类型复合体系驱替实验结果如表７所
示，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可比水驱提高采收率
４１１２％，总采收率达８１３０％。无碱三元和弱碱三元
体系分别比水驱提高采收率２７３１％和２９８７％。无
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提高采收率幅度最大，比弱碱三
元体系高１０％以上。
２５１　含水率下降幅度大，低含水持续时间长

含水率随注入孔隙体积变化的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驱替过程中含水下降期持续
１５６ＰＶ，最低含水率为５６５７％。无碱三元体系含水
下降期持续１４４ＰＶ，最低含水率为７３６８％。弱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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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不同类型复合体系驱替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７　犆狅狉犲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体系 平行组数有效渗透率／ｍＤ 含油饱和度／％ 水驱采收率／％ 化学驱采收率／％ 总采收率／％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３５ ３５９～３６８／３６４６２５３～６３８４／６３２５３９６４～４０８１／４０１８４０７４～４１５３／４１１２８０４２～８２３４／８１３０

无碱三元体系 ３６ ３７９～３９０／３８３６２５６～６４１１／６３７１３８８８～４０００／３９５２２６５６～２７９６／２７３１６５５６～６７９０／６６８３
弱碱三元体系 ３１ ３６６～３７８／３７２６２９７～６４０５／６３５９３８０５～３９８２／３９１２２９０２～３０１２／２９８７６７１２～６９８５／６８９９

　　注：“／”后为平均值

图１１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驱替实验含水率和采收率曲线
犉犻犵．１１　犠犪狋犲狉犮狌狋犪狀犱狅犻犾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狏狊．狆狅狉犲狏狅犾狌犿犲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犻狀

犮狅狉犲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元体系含水下降期持续１５４ＰＶ，最低含水率为６９６３％。
驱替过程中，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含水下降速度快、
下降幅度最大、低含水期长，尤其是最低含水率，比弱
碱三元体系最低含水率低１３０６％。
２５２　注入压力低，注入能力强

驱替过程中注入压力随注入孔隙体积变化的结果
如图１２所示。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注入压力最高
为０４０ＭＰａ，无碱三元体系为０６５ＭＰａ，而弱碱三元
体系最高达到０８０ＭＰａ。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
驱替实验时的油、水两相渗流过程中注入压力最低。

图１２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驱替注入压力对比
犉犻犵．１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犻狀犮狅狉犲犳犾狅狅犱犻狀犵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为了研究３种体系在油、水两相流动时注入压力
的差异原因，分析了不同体系在多孔介质中单相渗流
特征，结果如表８所示。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无碱
三元体系和弱碱三元体系在相同的岩心孔隙结构中具
有基本相同的阻力系数和残余阻力系数，说明３种体
系具有基本相同的单相流动能力。因此，油、水两相流
动压力差异排除了不同体系自身流动能力的差异性，
主要是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驱油过程中发挥了其
具有较低的乳状液黏度和较好的油、水两相增溶能力
的乳状液特性。综上所述，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
驱油过程中具有注入能力强的特点。

表８　不同三元复合体系渗流特性实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８　犉犾狅狑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体系 平行

组数
有效渗透率／

ｍＤ 阻力系数 残余阻力系数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５３７１～３９５／３８３２６５～２７７／２７０６８～７５／７３

无碱三元体系 ５３５３～３８２／３６６２８４～２９５／２８９６０～７１／６４
弱碱三元体系 ５３６２～３８６／３７７２７５～２８６／２７８５４～６７／６１
注：“／”后为平均值。

２５３　化学剂色谱分离不严重，在较大孔隙体积范围
界面张力保持在１０－３ｍＮ／ｍ数量级

多数观点认为，虽然通过不同表面活性剂、助剂等
的复配可以得到中相微乳液，室内研究驱油效果也很
好，但却很难在矿场上取得很好的提高采收率效果，其
主要原因归结为稀释、色谱分离导致在油层中体系各
组分浓度的变化，各组分间的协同作用大大减弱，甚至
消失［３７３９］。为此研究体系在岩心驱替过程中化学剂采
出浓度和界面张力变化。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采
出化学剂相对浓度与注入量关系（图１３）可以看出，采
出端的化学剂各组分见剂范围均在１１～１９ＰＶ，见
剂时间的一致性较好，在峰值浓度出现时间上，聚合物
为１５ＰＶ，表面活性剂为１６ＰＶ，盐为１４ＰＶ，浓度
峰值分布仅相差０２ＰＶ。弱碱三元体系驱替过程中
采出化学剂相对浓度与注入量关系如图１４所示，采出
端化学剂各组分见剂阶段略有差异，其中聚合物见剂
范围在１０～１９ＰＶ，表面活性剂在１３～１９ＰＶ，碱
在１１～１９ＰＶ，见剂时间相差０３ＰＶ。在峰值浓度
出现时间上，聚合物为１６ＰＶ，表面活性剂为１６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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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为１２ＰＶ，浓度峰值分布相差０４ＰＶ。因此，无碱
三元乳化驱油体系的色谱分离低于弱碱三元体系。
　　在超低界面张力作用发挥方面，无碱三元乳化驱油
体系的采出液界面张力在１１ＰＶ开始逐渐下降（图１３），
１４～１５ＰＶ附近至最低值，可达到１０－３ｍＮ／ｍ数量
级。弱碱三元体系的采出液界面张力在１１ＰＶ开始
逐渐下降，１４ＰＶ附近至最低值，为１０－２ｍＮ／ｍ数量
级。因此，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驱替过程中能够
在岩心大部分孔隙体积范围内保持超低界面张力。

图１３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采出化学剂相对浓度及界面
张力与注入量关系

犉犻犵．１３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犪狀犱犐犉犜狏狊．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狏狅犾狌犿犲犻狀犪犾犽犪犾犻犳狉犲犲狋犺狉犲犲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犲犿狌犾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图１４　弱碱三元体系采出化学剂相对浓度及界面张力与
注入量关系

犉犻犵．１４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犉犜狅犳犲犪犮犺
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狏狊．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狏狅犾狌犿犲犻狀犮狅狉犲
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犳狅狉犖犪２犆犗３犃犛犘狊狔狊狋犲犿

２５４　采出液乳化特征明显，乳化持续时间长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后续水驱阶段采出液中

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显著乳化现象（图１５），在后续
水驱１２ＰＶ时仍具有乳化现象，且乳状液粒径较小，
持续发挥了乳化携带作用，延长了低含水期。而弱碱
三元体系的采出液乳化现象仅持续到０８ＰＶ。因此，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驱替过程中具有乳化能力强
且乳化稳定性好的特点。

图１５　不同复合体系采出端乳化现象
犉犻犵．１５　犈犿狌犾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狊

２６　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初步效益分析
综合考虑室内提高采收率幅度、化学驱段塞大小和

化学剂价格等因素，进行初步的效益分析（表９）。测算时
使用的化学剂价格为工业产品价格，其中工业氯化钠的
价格为工业碳酸钠价格的２５５％，Ｅ表面活性剂价格与
石油磺酸盐价格一致。依据岩心驱替实验注入化学剂段

塞大小和采收率提高值，测算了不同驱油体系吨油化学剂
成本，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为１３８０元／ｔ，弱碱三元体系
为２４１８元／ｔ，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较弱碱三元体系下降
了４２９％。同时，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还消除了碱导致
注采系统结垢，减小了生产管理难度，也进一步降低了维修
工作量和操作成本，实现三元复合驱降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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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不同化学驱油体系初步效益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９　犘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狊狋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狊

体系类型
提高
采收率／
％

主段塞 后续段塞 化学驱过程
段塞大小／
ＰＶ

注入液成本／
（元／ｍ３）

段塞大小／
ＰＶ

注入液成本／
（元／ｍ３）

段塞大小／
ＰＶ

注入液成本／
（元／ｍ３）

测算化学
驱化学剂
成本／（元／ｔ）

无碱三元乳化
驱油体系 ４１１２ ０３ ８６９５ ０２ ２７５０ ０５ ６３１７ １３８０

无碱三元体系２７３１ ０３ ８６９５ ０２ ２７５０ ０５ ６３１７ ２０６３
弱碱三元体系２９８７ ０３ １１６４１ ０２ ２７５０ ０５ ８０８５ ２４１８
聚合物 １０８９ ０５ ２７５０ ０５ ２７５０ ２２４３

３　结　论
（１）在研发的氯化钠代替碳酸钠形成无碱三元体

系基础上，采用Ｅ表面活性剂与石油磺酸盐复配，提
高体系乳化性能，形成了大庆油田无碱三元乳化驱油
体系。

（２）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在最佳石油磺酸盐与
Ｅ表面活性剂复配比例（４∶１）条件下，具有与弱碱三元
体系基本一致的增黏性、黏度稳定性、界面活性和界面
张力稳定性，表现出了更好的抗油砂吸附性能。同时，
在低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０３％）时能够与大庆油田原
油形成ＷｉｎｓｏｒⅢ型中相微乳液，且乳化稳定性强。

（３）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驱替过程中表现出了
注入能力强、色谱分离弱、乳化能力强且乳化稳定性
好、含水降幅大和提高采收率幅度大的特点。可以比
水驱提高采收率４１１２％，较弱碱三元体系增加提高
采收率１１２５％。

（４）综合考虑岩心驱替实验提高采收率幅度、化
学驱段塞大小和化学剂价格等因素，进行的初步效益
分析表明，无碱三元乳化驱油体系吨油化学剂成本较
弱碱三元体系下降４２９％。同时，无碱三元乳化驱油
体系消除了碱导致注采系统结垢的影响，减小了生产
管理难度，降低了维修工作量和操作成本，实现三元复
合驱进一步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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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张庆生，李晓慧．三元复合驱投入产出要点研究与效益展望［Ｊ］．
油气田地面工程，２０１５，３４（９）：１４１６．
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ｋｅｙ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ｏｕｔ
ｐｕ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ＡＳＰ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Ｊ］．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４（９）：１４１６．

［９］　ＧＢＡＤＡＭＯＳＩＡＯ，ＪＵＮＩＮＲ，ＭＡＮＡＮＭＡ，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ｎ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９，９（３）：１７１２０２．

［１０］　程杰成．“十五”期间大庆油田三次采油技术的进步与下步攻关
方向［Ｊ］．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２００６，２５（１）：１８２２．
ＣＨＥＮＧ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Ｅ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１０ｔｈ５ｙｅ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ａｑ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５（１）：
１８２２．

［１１］　朱友益，侯庆锋，简国庆，等．化学复合驱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及
发展趋势［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３，４０（１）：９０９６．
ＺＨＵＹｏｕｙｉ，ＨＯＵ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０（１）：
９０９６．

［１２］　ＯＬＡＪＩＲＥ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ＳＰＥＯＲ（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ｏｌｙ
ｍ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４，７７：９６３９８２．

［１３］　李世军，杨振宇，宋考平，等．三元复合驱中乳化作用对提高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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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５）：７１７３．
ＬＩＳｈｉｊｕｎ，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ＳＯＮＧＫａ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ｏｌｙ
ｍ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４（５）：７１７３．

［１４］　苏禹，李根，陈宇豪，等．乳化程度对复合体系提高采收率的影响
［Ｊ］．石油化工，２０２２，５１（１）：６２６８．
ＳＵＹｕ，ＬＩＧｅｎ，ＣＨＥＮＹｕｈａ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
ｇｒｅｅ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ｏｉｌ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ｅｔｒ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５１（１）：６２６８．

［１５］　王克亮，张博文，李根．聚合物对二元复合体系乳化能力的影响
［Ｊ］．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１０１１５．
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ｏｗｅｎ，ＬＩＧｅ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ｙ
ｍｅｒｏｎｔｈｅ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ａｑ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８（１）：
１１０１１５．

［１６］　蒲万芬，唐艳丽，赵田红．驱油用表面活性剂的乳化性能研究
［Ｊ］．油气藏评价与开发，２０１７，７（４）：４１４５．
ＰＵＷａｎｆｅｎ，Ｔ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ＺＨＡＯＴｉａｎｈ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ｍｕｌ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ｆｏｒｏｉ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Ｊ］．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７（４）：４１４５．

［１７］　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Ｇｅ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ｗｅ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ＳＩ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Ｊ］．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
ｐｅｃｔｓ，２０１８，５５８：４０２４０９．

［１８］　王贵江，张杰，苑光宇，等．中高矿化度聚表剂乳化性能及稳定乳
状液驱油机理［Ｊ］．特种油气藏，２０１９，２６（４）：１４２１４７．
ＷＡＮＧＧｕｉ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ＹＵＡＮＧｕａ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Ｅｍｕｌｓｉｆ
ｙ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ｒｕ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Ｊ］．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ｉｌ＆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０１９，２６（４）：１４２１４７．

［１９］　康万利，刘述忍，孟令伟，等．自发乳化微观驱油机理研究［Ｊ］．石
油天然气学报，２００９，３１（３）：９９１０２．
ＫＡＮＧＷａｎｌｉ，ＬＩＵＳｈｕｒｅｎ，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１（３）：９９１０２．

［２０］　秦慧，叶汝强，牟伯中．原油中的乳化活性组分及含碱体系驱油
机理［Ｊ］．油田化学，２０１３，３０（３）：４６４４７０．
ＱＩＮＨｕｉ，ＹＥＲｕｑｉａｎｇ，ＭＵＢｏｚｈｏ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ｉｎ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３０（３）：４６４４７０．

［２１］　鲍博，史嘉威，冯嘉，等．基于微流控技术的表面活性剂强化驱油
研究进展［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３）：４３２４４２．
ＢＡＯＢｏ，ＳＨＩＪｉａｗｅｉ，ＦＥＮＧＪｉ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ｓｕｒ
ｆａｃｔａ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３（３）：４３２４４２．

［２２］　ＷＩＮＳＯＲＰＡ．Ｓｏｌｖ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ｍｐｈｉｐｈｉ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Ｍ］．Ｌｏｎ
ｄ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４．

［２３］　ＬＩＮＭｅｉｑｉｎ，ＸＵＸｕｅｑｉｎ，ＬＶ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ａｑｉｎｇ
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８（１）：９３９８．

［２４］　ＷＥＮＧＺ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ｙｕａｎ，ＣＨＵＧｕａ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ｒｅ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ｓ：ｕｌｔｒａｌｏ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ｎ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Ｊ］．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９３（８）：１４１０１４１５．

［２５］　ＣＨＥＮＺｈａｏ，ＨＡＮＸｕ，ＫＵＲＮＩＡＩ，ｅｔａｌ．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Ｆｕｅｌ，
２０１８，２３２：７１８０．

［２６］　ＭＡＳＳＡＲＷＥＨＯ，ＡＢＵＳＨＡＩＫＨＡＡ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
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０，６：３１５０３１７８．

［２７］　Ｌ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ＡＴＴ．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２８（８）：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２８］　ＫＥＳＡＲＷＡＮＩＨ，ＳＡＸＥＮＡＡ，ＭＡＮＤＡＬＡ，ｅｔａｌ．Ａｎｉｏｎｉｃ／ｎｏｎｉｏｎ
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ｍｉｘ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ｏｃｋｗｅｔｔｉｎｇ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ｅｌｓ，２０２１，３５（４）：３０６５３０７８．

［２９］　ＬＩＡＮＰｅｎｇ，ＪＩＡＨａｎ，ＷＥＩＸ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ｚｗｉｔｔｅｒｉｏｎｉｃｓｕｒｆａｃ
ｔａｎ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ｄｒ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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