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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采油基础及进展》

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微生物采油技术最新的研究和进展，内容涉及微生物系统的特性与选择
、本源微生物和异源微生物采油技术等的方面，重点论述了本源微生物采油技术及其现场应用，综合
报道了异源微生物采油技术的最新成就。
　　本书可供从事油田开发、三次采油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石油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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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本源微生物采油技术　　第一章　本源微生物采油机理、技术设计与方法　　第一节　
本源微生物采油机理　　本源微生物是指长期栖息于油层中并以烃为惟一碳源生长的微生物。本源微
生物采油技术是通过向油层补气通气的方法和注入适宜的营养液的营养控制技术，使油层中的本源微
生物（即油层内本源细菌）活性骤增（即激活），从而提高油层本源细菌的地球化学活动，增加甲烷
和C（）2的产量，有效地改善驱油效率的采油技术。　　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①油层内本源细菌菌
群群落的分布状况；②油层条件下细菌的生理学（在高温、高压、高盐度和有原油、岩石粘土及已加
到驱替水中的化学剂存在的条件下）；③水驱后油层中存在诸多种群的微生物，特别是烃氧化菌、发
酵糖密产气、产酸菌、产甲烷和乙酸菌等，都有益于提高石油采收率。　　原苏联从1926年开始研究
油藏的微生物区系，首先在油层水中发现了各种细菌。微生物在油层中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注入地
表水是决定微生物在此类生态系统中分布状况的主要因素。在未注入水的含油层或水交替贫乏的油田
中通常未发现微生物的存在，这是油藏在各地质时期中未受影响并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地表水带到
油层中的氧使油层中的烃类氧化，并创造了有利于复杂的微生物食物链产生的条件。　　食物链的起
动环节是烃类和石油氧化菌，这类细菌在注水井近井底带最为丰富。在含氧地带氧化产生的有机物质
被注入水推进到油层中的无氧地带，并成为各种厌氧菌（发酵型细菌、硫酸盐还原菌和产甲烷菌等）
利用的基质。在含油层中的石油被好氧菌和厌氧菌利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代谢产物：低分子有机酸
（甲酸、乙酸、丙酸、戊酸）、表面活性剂、生物聚合物（蛋白质、多糖）、气体（CO，，H，，N
，，CH．和H，S）、溶剂（乙醇、醛、酮）等。各种新陈代谢产物的组成由油层环境的物理化学条
件与营养物质的成分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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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不可以用作教材的,否则会误人子弟的!如果仅仅是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勉强可看,但记住里
面很多话是不专业的,甚至在很多地方犯了比较低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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