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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油田热水站建设模式

王刚阳 大庆油田采油八厂

摘要：热水站是油田为油井作业、加药，水井洗井及集油环热洗等提供热水而专门建设的

生产辅助站场，按主要工艺流程可分为真空炉引鹤管、水套炉引鹤管、火筒炉置高架热水站三

类。通过对某油田热水站建设、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出外围油田热水站选址应

坚持“双就近”原则，综合考虑、分区管理，合理选择工艺流程。间歇性运行的热水站宜采用

火筒炉置高架流程；热水量需求大、加水频繁的热水站应采用真空加热炉鹤管或大罐储水连续

加热流程。热水站的建设应根据开发预测及不同生产用热水情况，配套增加循环洗井车组，降

低热水需求量及温度，控制配套设施建设投资。应重视改善供注水水质指标，避免水质二次污

染，探索更经济有效的洗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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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站是油田为油井作业、加药，水井洗井及

集油环热洗等提供热水而专门建设的生产辅助站

场，其中洗井用热水量较大，约占总用水量的

70%。以大庆外围某油田为例，已建及在建热水站

共 10 座，按主要工艺流程可分为真空炉引鹤管

（即真空炉加热，鹤管装车）、水套炉引鹤管 （即水

套炉加热，鹤管装车）、火筒炉置高架 （即火筒炉

加热，自压装车） 热水站三类，而火筒炉置高架流

程根据加水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加热炉底部加水和

炉侧加水两种。

该油田热水站的建设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1阶段为2007年之前，油田开发速度较慢，生产

用热水量低，热水站建设数量、规模小、加热炉功

率低；第 2 阶段为 2007 年至 2010 年，外围油田上

产期，油田开发速度较快，生产用热水量逐步增

大，热水站建设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加热炉功率

较大，工艺流程逐步从真空炉引鹤管变为火筒炉置

高架，热水站多建设在已建转油站或联合站站内；

第3阶段为2010年之后，外围油田持续上产及油田

公司加大水质改善期，热水站建设数量多，规模

大，加热炉功率大，工艺流程基本采用火筒炉置高

架，站址多选择在已建联合站站外。

1 存在的问题

外围油田热水站建设之所以呈现目前迅速发展

的态势，主要原因有两方面：①油田持续上产，生

产用热水量增大；②油田公司加大水质改善工程，

其中加大水井洗井力度，热水量需求大幅提升。外

围油田热水站建设存在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1） 已建热水站规模及加热功率不足。2007

年以来由于油田持续上产，油水井总数增加 3 340

口，长关及低效井开井 909 口，油井转注 251 口，

洗井、作业、加药、集油环热洗用热水量增大，热

水站能力不足。

（2） 现有洗井作业车组等设备缺乏。油田共有

各类洗井作业车组 17套，按照目前洗井作业任务

安排，估算应配备各类洗井作业车组约 25套，已

有设备不能满足生产需求。

（3） 洗井作业等操作成本高。油田油区分布在

大同区、安达市、肇州县、肇源县境内，油田比较

分散、油水井距离较远，油水井距附近热水站平均

距离约 20 km，每井次洗井作业车组燃油费约 0.03

万元。按照目前年洗井 4 849井次计算，仅水井洗

井燃油费用约145.5万元，洗井作业等操作成本高。

2 建设模式

为解决热水站能力不足、洗井作业操作成本高

等问题，油田规划逐年安排热水站扩建或新建，从

站址选择可分为原地扩建和异地新建两类。根据该

油田近几年来所建热水站情况，分析探讨外围油田

热水站建设模式。

2.1 坚持“双就近”原则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热水站应尽量位于油田相

对中心区域，并依托已建联合站建设。热水站选择

在油田相对中心区域，可以缩短洗井作业时间，提

高洗井作业效率，降低车组燃油费用；依托已建联

合站，来水选用联合站污水，可降低加热炉配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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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减少热水站建设投资及天然气消耗，同时可依

托联合站进站路建设热水站环路或装车场地。

2.2 综合考虑，分区管理

从热水站服务油田区块着手，根据十年开发及

洗井井次预测，计算出油田洗井所需热水量，结合

油田其他生产用热水情况，确定油田在一定阶段内

的最大热水及加热功率需求 （由于冬季不洗井，年

洗井天数按 150 d计算；外围油田偏远，日有效工

作时间约 6 h；每口井洗井需 15~60 m3；热水站来

水均为污水，进/出站温度为 30 ℃/80 ℃），确定需

扩建或新建热水站的规模及加热功率。根据油田区

块具体分布情况，合理划分热水站服务区域，进行

分区管理，降低洗井作业操作成本。

2.3 合理选择工艺流程

根据已建热水站现场使用情况，选择技术相对

成熟、现场运行良好的工艺流程。目前，主要有火

筒炉置高架流程、真空炉引鹤管流程及大罐储水连

续加热流程[1]，其优缺点对比见表1。

2.4 安全、经济平面布置

热水站平面布置，一是要执行国家及行业相关

标准，充分考虑防火、防爆及避免环境污染等；二

是要经济平面布置，尽量不新征地或少征地，尽量

表1 不同工艺流程热水站优缺点对比

流程类别

真空炉引鹤管

火筒炉置高架

大罐储水
连续加热

流程描述

外输水泵→真空炉→鹤管装车

外输水泵→火筒炉 （高架） →自压装车

外 输 水 泵 → 加 热 炉 → 储 水 罐 （循 环
泵） →供水泵→鹤管装车

优点

投资低；不需要连续加热，即用即启动

间歇性运行适应能力强；不需要连续加
热，即用即启动；操作方便，控制灵活

对老系统冲击小，运行平稳；瞬时耗气量
小，不受气量影响

缺点

不适合间歇性运行；瞬时耗气量大

投资较高

运行成本高；连续加热储水罐有能
量损失，对温度控制不方便

不新建道路或少建路；三是要充分考虑热水站加热

炉等设备检修方便，例如某热水站在充分考虑安

全、经济因素后，采取加热炉置高架、炉侧加水，

只建装车场地不建进出站环路。

2.5 系统平稳及清污水平衡

为减少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热水站水源一般

选取油田污水。热水站为间歇性运行 （4月至 10月

的白天运行），运行时大量污水用于油水井洗井、

作业，然后通过卸油点、集输系统、污水系统循

环，供注水系统污水量阶段性减少；停运时供注水

系统污水量又阶段性增多。热水站建设时，要综合

考虑源水的引接点 （应接污水站滤后水） 及已建供

注水系统的清污水平衡问题，尽量避免或降低对系

统的冲击，保证系统平稳运行及区域清污水平衡。

2.6 方便油田生产管理

热水站的建设不仅要满足生产需求，还应充分

考虑使用单位的生产管理方便，适当应用自动化监

控设备，如电动阀、液位控制装置等；同时，方案

阶段应与管理部、采油矿等结合，制定合适的运行

管理办法，待热水站投运后再逐步完善。例如某热

水站在两台加热装置进出口处均安装了电动阀，实

现加热炉液位自动控制；在装车方面应用了液位控

制装置，实现装车自动化；在供水泵与流量计之间

做联动，实现供水泵自动启停；热水站主要生产参

数回传至联合站中控室，实现了远程监视。

3 结论及建议

（1） 热水站可为油田生产提供热水，保障油田

开发效果，同时还可以解决部分地区清污水平衡的

问题。应遵循“双就近”原则，综合考虑、分区管

理，合理选择工艺流程，尤其要注意在满足生产需

求的前提下，尽量控制建设规模、方便生产管理、

保证系统平稳运行。

（2） 外围油田间歇性运行的热水站宜采用火筒

炉置高架流程；热水量需求大、加水频繁的热水站

应采用真空加热炉鹤管或大罐储水连续加热流程。

（3） 热水站的建设应根据开发预测及不同生产

用热水情况，配套增加循环洗井车组，降低热水需

求量及温度、保证洗井作业效率、降低能耗、控制

配套设施建设投资。

（4） 热水站建设是目前解决外围油田生产用热

水需求的主要措施，同时应重视改善供注水水质指

标，避免水质二次污染，探索更经济有效的洗井方

式，减少热水量需求。洗井作业产生的污水通过联

合站油系统处理，系统负荷大、能耗高、运行不平

稳，应考虑将此部分污水初步处理后直接进入污水

站回收处理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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