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 
第 5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82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现代化工 

稠 油 开 采 中 高 效 举 升 系 统 的 设 计 与 优 化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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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稠油作为一种高粘度、高含蜡的原油类型，其开采过程面临着诸多技术挑战。高效举升系统
是稠油开采中的关键环节，会直接影响油田的产量和经济效益。本研究深入探讨了稠油开采中高效举
升系统的设计要点及设计难点，并针对难点提出了应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优化举升工艺参数、开发智
能化举升系统、加强管柱防结蜡和防腐蚀措施等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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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e of crude oil with high viscosity and high wax content，heavy oil faces many technical 
challenges in its exploitation process.Efficient lifting system is a key link in heavy oil exploitation，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the oil field.In this study，the desig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efficient lifting system in heavy oil exploitation are discussed in depth，and the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apply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processes，optimizing lifting process parameters，developing intelligent lifting 
system，strengthening wax mixing and anti-corrosion preven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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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稠油作为一种高粘度、高含蜡的原油类型，其开采过程面

临着许多技术挑战。高效举升系统是稠油开采中的关键环节之

一，直接影响到油田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1]
。本文将重点分析稠

油开采中高效举升系统的设计要点、设计难点以及优化对策，

以期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学术参考建议。 

1 高效举升系统的设计要点 
1.1 举升方式的选择 

稠油的高粘度和低流动性使得常规的举升方式难以满足

生产要求。常用的举升方式包括机械采油、气举采油和热采油

等。设计中需要根据油藏特性、生产需求及经济性等因素选择

合适的举升方式
[2]
。例如，机械采油适用于产量较低、井深较

浅的油藏，因其操作简单、维护方便，但在处理高粘度稠油时

效率较低；气举采油则通过向井筒中注入高压气体，降低流体

密度，从而适用于产量较高、井深较大的油藏，但其设备成本

较高，操作复杂；热采油利用蒸汽、热水或其他加热介质提高

稠油流动性，适用于含蜡较高、粘度较大的稠油，但需考虑热

能的有效利用及热损失的控制。不同举升方式各有优劣，设计

时需综合考虑油藏地质条件、油井产量、经济效益等因素，选

择 适宜的举升方式，尽量兼顾系统的高效性和经济性。 

1.2 举升设备的选型 

举升设备的选型会直接影响到举升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

稠油开采中常用的举升设备包括螺杆泵、电潜泵和杆式泵等。

螺杆泵由于其结构简单、运转平稳、抗气锁能力强，适用于高

粘度稠油的举升，并且对砂含量较高的稠油也具有较好的处理

能力；电潜泵适合深井和高产量油井，其能够在较大扬程范围

内保持高效运行，但对井下电气设备的可靠性要求较高；杆式

泵适用于浅井和低产量油井，其维护简单、成本较低，但在深

井和高粘度稠油中效率较低。设计时需综合考虑油井条件、生

产参数、设备性能及经济性，选择合适的举升设备，确保系统

在各种工况下都可以高效稳定运行。 

1.3 管柱设计 

管柱设计是举升系统设计的核心环节之一。管柱的合理设

计可以有效降低举升过程中的能量损失，提高系统的举升效率
[3]
。设计时要充分考虑管柱的材质、壁厚、直径和长度等因素，

并进行强度计算和应力分析，才能确保管柱的强度和稳定性。

例如，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制成的管柱，就可以提高其耐压能

力和抗腐蚀性能；合理选择管柱的壁厚和直径，则可以在保证

强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流动阻力，从而提高举升效率。此外，

还需考虑防腐蚀和防结蜡措施，如在管柱内壁涂覆防腐蚀涂层

或采用加热装置防止结蜡，从而延长管柱的使用寿命，确保系

统的长期稳定运行。 

1.4 举升工艺参数优化 

举升工艺参数的优化工作也是实现高效举升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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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主要就包括了泵的排量、泵的转速、井口压力和油层压

力等重要参数的优化过程。设计时需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确

定 佳的举升工艺参数组合，才能实现 优的举升效率和 低

的能耗水平。例如，通过实验来确定泵的 佳排量和转速，按

照实验数据进行优化参数就可以确保在不同油层压力下都可

以高效举升稠油；通过数值模拟优化井口压力，就可以确保在

不同生产阶段能够保持稳定的举升效率。此外，还可以根据现

场工况实时调整工艺参数，从而应对油井压力变化和产量波

动，确保举升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 

2 设计难点 
2.1 高粘度流体举升 

稠油的高粘度和低流动性显著增加了举升过程中的阻力

和能量损失，这一特性对高效举升系统的设计提出了严峻挑

战。首先，高粘度流体在管柱内的流动会产生极大的摩擦阻力。

流体粘度越高，摩擦力越大，导致举升所需的能量成倍增加。

在实际操作中，稠油的粘度可以高达几千至上万厘泊，相比于

普通原油的几十至几百厘泊，增加了一个数量级的挑战。这意

味着在举升稠油时，需要更高的泵压和能量投入才能实现相同

的举升效果。其次，温度对稠油的流动性有显著影响。在低温

环境下，稠油的粘度会进一步升高，流动性降低。例如，在冬

季或深井作业中，油井温度可能降至零下，这不仅会导致稠油

变得更加黏稠，还可能形成固态或半固态的稠油，增加了举升

过程中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举升方法和

设备往往难以胜任，系统设计就需要着重考虑如何在低温条件

下保持稠油的流动性。此外，稠油的流动性差异在不同深度和

压力条件下也会表现得更加复杂。井筒内的温度和压力梯度会

导致稠油的物性发生显著变化，流体的流变特性在不同的深度

和压力下可能完全不同。例如，井底的高温高压环境可能使稠

油保持较低的粘度，但随着稠油被举升到井口，温度和压力逐

渐降低，粘度迅速升高，流动性减弱。这种不均匀的流动特性

对举升设备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确保设备在全井深

范围内都能适应稠油的流变特性。此外，高粘度稠油在举升过

程中还容易发生相分离和沉积问题。稠油中常含有一定量的水

和固体颗粒，这些杂质在高粘度环境下容易形成稳定的乳状液

或悬浮液，增加流动阻力。例如，水滴在高粘度稠油中难以聚

集和分离，形成稳定的乳状液，使得流体的整体粘度进一步升

高。固体颗粒则容易在管柱内沉积，逐渐形成堵塞。这些问题

不仅增加了举升过程的复杂性，还会对管柱和设备的耐磨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管柱结蜡与防腐蚀 

稠油中的高含蜡量和腐蚀性成分会给管柱的长期稳定运

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稠油中的蜡质成分在温度降低时

会更加容易析出，并附着在管柱内壁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蜡质就会逐渐积累，形成厚厚的蜡层，进而显著增加流体的

流动阻力。例如，在井下温度较低的情况下，稠油中的蜡就会

迅速结晶并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柱内径变小，阻力增加，甚

至可能会完全堵塞管道，严重影响举升效率和生产作业的可能

性。结蜡不仅会影响流体流动，还会对管柱产生可怕的机械应

力。蜡层的形成和积累会增加管柱内壁的摩擦力，导致管柱材

料长期处于磨损和疲劳状态。特别是在深井和高压条件下，管

柱需要承受更大的机械负荷，结蜡问题就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负

荷，这可能会导致管柱进一步变形、破裂甚至失效。此外，稠

油中的腐蚀性物质对管柱的腐蚀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稠油中

常含有硫化物、氯化物和有机酸等腐蚀性成分，这些物质会与

管柱金属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腐蚀产物，逐渐侵蚀管柱材料。

例如，硫化氢就是稠油中一种常见的腐蚀性气体，当其在稠油

中含量较高时，就会与管柱金属反应生成硫化物，导致管柱表

面出现点蚀和应力腐蚀裂纹。这些腐蚀产物不仅会严重削弱管

柱的机械强度，还可能在其表面形成孔洞和裂纹，进一步加速

腐蚀过程， 终导致管柱的突发性失效。 

2.3 举升设备的适应性 

稠油开采过程中，井况的复杂多变对举升设备的适应性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井深较大、井温较高的条件下，举升

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就会成为关键问题。例如，在深井作业

中，井深可能达到几千米，井底温度会高达 100 摄氏度以上，

这对举升设备的材料和设计都会提出极高的要求。常规的举升

设备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容易出现故障，如材料变形、密封失效

和机械疲劳等问题，导致举升效率下降，甚至停产。深井高温

环境下，设备的热稳定性和耐高温能力尤为重要。举升设备在

高温条件下容易发生材料膨胀和变形，导致设备的密封性能下

降，出现泄漏和故障。例如，电潜泵在高温条件下可能出现电

机过热、绝缘失效和电缆烧毁等问题，严重影响设备的运行稳

定性和使用寿命。此外，高温环境还会加速设备的老化，缩短

其使用寿命。这些问题都对举升设备的材料选择和系统设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设计的时候需要选用耐高温、抗老化的材

料，并进行严格的热力学设计，才有可能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

下持续稳定运行。还有，井况的复杂多变对举升设备的适应性

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稠油井中是可能存在复杂的地质条件

的，如井壁不稳定、井径变化、井漏等问题。这些复杂地质条

件都会对举升设备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井壁不稳定就

可能导致井壁坍塌，影响举升设备的正常运行。井径变化则可

能会导致举升设备在井下的安装和运行困难，需要设备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和调整能力。此外，井漏问题也会导致油井内压力

的不稳定，影响举升设备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当然，举升设

备的运行环境不仅包括井下条件，还涉及了地面设备的适应

性。例如，在稠油开采过程中，地面设备需要处理大量高粘度、

低流动性的稠油，这对地面设备的设计和运行也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地面设备本身需要具备高效的处理能力，其必须做到在

高负荷、高压力条件下持续稳定运行。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耐磨

性和耐腐蚀性，来充分应对稠油中的杂质和腐蚀性成分。例如，

地面输油管道和储罐需要采用耐磨耐腐蚀材料，防止因长期运

行导致的磨损和腐蚀问题。 

3 优化对策 
3.1 应用新材料和新工艺 

通过应用新材料和新工艺，可以有效提高举升系统的性能

和可靠性。例如，采用高强度、高耐磨的新型合金材料制造管

柱，可以显著提高管柱的强度和耐久性。这些新型合金材料具

有更高的抗拉强度和更好的抗疲劳性能，能够在高压高温环境



工程管理 
第 5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84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下长期稳定运行。此外，这些材料在制造过程中经过特殊的热

处理工艺，可以使其具有更高的耐磨性和抗腐蚀能力，减少了

因磨损和腐蚀导致的管柱失效风险。防结蜡涂层技术也是提高

举升系统性能的重要策略之一。在设计系统的时候，可以在管

柱内壁涂覆一层防结蜡涂层，防止稠油中的蜡质在管柱内壁上

沉积。防结蜡涂层一般采用特殊的聚合物材料，具有优异的疏

水性和低表面能特性，能够显著降低蜡质在管壁上的附着力，

从而减少结蜡现象的发生。在防腐蚀方面，则可以采用新型的

防腐蚀材料和技术同样能够提高管柱的抗腐蚀能力。例如，应

用纳米防腐蚀涂层技术，在管柱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纳米涂

层，也可以有效阻隔腐蚀性介质的侵蚀，进一步提高管柱的抗

腐蚀性能。 

3.2 优化举升工艺参数 

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优化举升工艺参数，可以有效提高

举升效率和系统的整体性能。例如，通过优化泵的排量和转速，

可以找到 佳的举升工艺参数组合，实现 优的举升效率和

低的能耗。在实验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参数组合进行试验，

记录不同参数组合下的举升效率和能耗数据，并通过数值模拟

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优化，从而确定 佳的工艺参数组合。除了

泵的排量和转速，井口压力和油层压力的调整也对举升效率有

着重要影响。通过合理调整井口压力和油层压力，可以改善稠

油的流动性，降低举升过程中的流动阻力。还可以采用动态调

整井口和油层压力的策略，根据举升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实时

调整压力参数，确保举升系统始终在 佳状态下运行。 

3.3 开发智能化举升系统 

智能化举升系统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实时监测和控制举升过程中的各项参数，实现举升系统的智能

化和自动化。通过在举升设备和井下安装各种传感器，实时监

测压力、温度、流量等关键参数，并将数据传输到中央控制系

统，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识别潜在问题和异常情况，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就可以进一步确保举升系统的高效运行。智能化

举升系统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优化举升工艺和策略。

例如，通过对不同井况和工艺参数下的举升数据进行分析，可

以找到 佳的举升工艺组合，提高举升效率和系统的整体性

能。 

3.4 加强管柱防结蜡和防腐蚀措施 

通过应用新型防结蜡和防腐蚀技术，可以有效延长管柱的

使用寿命。例如，采用热清蜡技术，可以定期清除管柱内壁的

蜡质，保持管柱的通畅性和流动性。在防腐蚀措施上可以采用

阴极保护技术，其主要是通过在管柱上施加一个阴极电流，抑

制腐蚀反应的发生，具有良好的防腐效果和长期稳定性。当然，

也可以结合其他防腐蚀技术，如内壁涂层防腐和外壁包覆防腐

等，实现多重防护，提高管柱的抗腐蚀能力。 

4 结论 
稠油开采中高效举升系统的设计与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和工程问题。通过合理选择举升

方式和设备，优化管柱设计和举升工艺参数，应用新材料和新

工艺，以及开发智能化举升系统，可以有效提高稠油开采的效

率和经济效益，为油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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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工质量控制与风险评估的看法和建议。通过这些数据的收

集，本研究旨在揭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与风险评

估的现状，为后续的优化策略提供有力支持。 

五、施工质量控制与风险评估的优化策略 
提高施工人员对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认识。通过培训和

教育，使施工人员充分认识到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从而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善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

制度体系。建立一套完整、科学、可行的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

制度，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得

到有效识别和控制。强化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协同机制。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应与施工人员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分析风险因素，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引入先进的技术

手段。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风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数字化、

智能化，提高工作效率。以某水利水电工程为例，通过加强风

险评估与质量控制的协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该工程中，

施工人员与风险评估人员紧密合作，共同识别出潜在的风险因

素，如地质条件、气候变化、施工工艺等。针对这些风险因素，

制定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如优化施工方案、加强监测预警、提

高施工工艺等。加强了质量控制，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都符合预定标准。 终，该工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顺利完

成了施工任务，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结论 
本研究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与风险评估进行了

深入探讨。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施工质量控制与风险评估的发展

脉络，明确了施工质量控制的原则、目标以及流程，并探讨了

风险评估的原理及方法。结合实际案例，构建了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质量控制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了施工

质量控制与风险评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评估与施工

质量控制密切相关，有效的风险评估能够为施工质量控制提供

重要依据，而高质量的施工质量控制也能够降低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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