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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现状

著 郭正强 译

一
、

近海石油工业的方针与任务

 年 月
,

法国国家规划总署颁布了法国石油与天然气规划
,

确定本国近海石油工

业的今后方针是开展千米以下深海区域钻探工作
。

根据这项规划
,

 一 年间
,

法国

计划投资 亿法郎用于海底石油开采工业
,

主要任务是发展深水开采工艺技术
,

提高油田

采收率
,

并将研制采油平台和石油处理平台的布设技术和横向钻井工艺作为亘点项目
。

法国由于确定了上述方针与任务
,

近海石油勘探与开发工作取得 了初步进展 年

前
,

法国正在调查的探区共有 个
,

其 中大陆架采 区 个
,

面积为 万平方公里
。

截止

年 月底
,

法国本土油
、

气探区增至 个
,

总面积 万平方公里
,

其中近海油一

气采区面积为 万平方公里
。

法国本土海洋石油探区大致分布在利翁湾
、

比斯开湾和非

尼斯太尔省沿岸区域
。

二
、

海洋石油勘探活动

除在本土近海区域进行海底石油勘探外
,

法国石油公司的  探事业现 已扩展到中国等

国的新区域
。

在探明见油的海洋区域
,

则大力加强开发与采油工作
。

据统计
,

法国海外探

区分布于 个国家
,

勘探总面积达 万平方公里
,

年又增加 万平方公里
,

其中海

洋石油勘探区占 肠
。

法国独资经营探区的钻探进尺约达 万米
,

海上进尺
‘

万米
,

比 年上升 肠左右 法国公司参加合营的探区
,

钻探进尺 万 米
,

增 加 了 肠
,

 年法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为 亿法郎
,

年竟达 亿法郎
。

目前
,

法国海 洋 石

油探区主要分布在以下一些地区

欧洲地区

法国在意大利有比个探区
,

勘探面积 万平方公里
,

其中海上探区 万平方公里
,

位于亚得里亚海及西西里岛与马耳他岛之间的海区
。

法国在西班牙的勘探总面积为 万平方公里
,

主要分布于地中海
、

巴塞罗 那 近 海 海

域
,

瓦伦西亚湾
、

安达路西亚沿海地区
、

大西洋沿岸
、

巴斯克和阿斯都里亚沿海地区
。

最

近
,

在西班牙比斯开湾区域已发现一个凝杆气藏
。

在北海地区
,

法
、

英两国石油公司取得一致意见
,

决定 一 年间开采北海弗里

格油田 在北海挪威管 区
,

法国海上勘探位置 已达北纬
’

线以北区域
,

探明 厂厄科弗斯

克大油田的各个油藏边界
。

在北海荷兰管 区
,

法国石油公司正勘探若干海上探区
。

法国还



同其他公司合作
,

勘探北海德国管区的 个探区
。

非洲地区

法国 石油公司不仅在西非几内亚湾和北非各国沿岸海域积极开展海底石油勘探工作
,

而且在新 区的勘探工作也有所突破
。

 年
,

法国在摩洛哥取得 个探区
,

面积 万平方公里 其中海上探区面 积

平方公里
。

在突尼斯的法国海上探区面积为 万平方公里
。

在西非喀麦隆
,

法国探区面积为 万平方公里
。

年度劫探工作成效显著
,

北部维

多利亚海上见油
。

在刚果的法国企业
,

。年度主要工作是开发 以往发现的油田
,

最近海

上钻采见油
。

加蓬共有 个法国探区
,

海上面积 万平方公里
,

现正处于调查阶段 在

安哥拉的法国公司独资或合资勘探面积为 。平方公里
,

」前正进行地震调查和试验性钻

探
。

在东非
,

法国公 司正在苏丹以南红海进行钻探
。

在埃及
,

法国公司取 得比个新探区
,

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

分布于地 中海与苏伊士运河地区
,

 年度已有一处见油
。

远东地区

年度
,

法国石油公司开始在中国的黄海和北部湾进行勘探
,

面积分别为 平方

公里和 万平方公里
。

上述两个探区均已见油
、

气显示

中东地区

法国在阿曼有两个探区
,

总面积 万平方公里
,

其中一个海上探区面积为 。。 平方

公里
,

现正在勘探之中

北美地区

法国在北美地区的海上探区总面积约 万平方公坦
,

比在那里的陆地面积大一倍多
,

分布于诺伐斯科西亚省沿岸区域
,

东起 巴劳岛
,

南至拉布拉多半岛
,

东南直到大西洋西北

部
,

水深介于 。。一劝。米之间
。

这个区域冰山多
,

助探难度大
。

在阿拉斯加的普鲁多湾东

部和加属北极地区 的波弗特海也有法国探区
,

目前均在进行勘探
,

已见可观的油
、

气流
。

南美地区

法国石油公司在南关有两个海上探区
,

面积约 。。 平方公里
,

现正进行地表勘探
,

在

阿根廷大地 省沿岸近海的海洋地震勘探工作早已完成
,

并于 年开始钻探
。

了 澳洲地区

法国在普查蒂 文海的探区总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

三
、

随钻测量与管道技术

最近 十年来
,

近海油田开采己扩展到深水或气候恶劣的复杂海区 如
一

七海
。

对复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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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袖田开发需要以深入的工程学研究为先导丫还需有制造费时的设备装置及耗资巨大的

海洋工程 据法国专家估计
,

整个海洋开发工程的实现
,

往住需要 一 年的时间
。

为了

缩短期限
,

采用浮台
,

研制轻便装置
,

应用随钻测量系统和改进深海管道技术
,

作为开发

小油田或试采大油田的的基本措施
,

这是比较理想的
。

目前
,

法国石油公司同其他国家合

资兴办技术公司
,

目的是研制与使用随钻遥控测量系统和深海管道技术

泰莱科随钻测量系统

随钻遥控测量系统的设 备仪器由一台遥测仪和 一 组工艺水平很高的传感器构成
,

直接

连在钻头上端部位
。

仪器装置发出的信息数据
,

利用钻井泥浆作为中间媒介把编码脉冲信

号传到陆地
。

事实上
,

这种遥测系统的最基本特点
,

是从一开始就考虑设计一 种 瞬 时 传

递
,

不必使用电缆设备
,

并且可以和许多具有不同用 金的装置配合应用
。

由法国埃尔夫一阿基坦石油公司和雷蒙工业公 司合办
,

总部设在美国康狄格州米德尔

城的泰莱科公司 专门研制与生产随钻遥控测量系统的设备仪器
。

从 了 年起
,

该公司开始

为各石油公 司服务
,

现 已在美国 墨西哥湾
、

加利福尼亚
、

阿拉斯加
、

北海 挪威
、

英

国
、

荷兰
、

非洲 加蓬
、

刚果
、

中东
、

南欧等地开展业务
,

并且扩展到东南 亚 与南

美
。

泰莱科公司现有人员 名
,

不久将达 名
。

深海管道技术

现有海底输油管道的最大深度为 米
,

维修时通用常规潜水方法
。

但是
,

管道 铺设

的深度纪录已被打破
,

如西西里岛一突尼斯水下管道铺设深度 已达 米
,

而人类潜 水 极

限试验 如法国两面神 试验 只达水下深度 米

未来管道的 目标仍然不变
,

即是海底石油与天然气最经济的输送途径
,

然而
,

将置身

于海洋新环境中 首先
,

海底管道铺设与维修的海区水更深
,

海况更加复 杂
,

如 气 候 恶

劣的北海北部
,

地 中海深海海盆
,

冰山林立的北冰洋等区域 其次
,

海底崎岖不平
,

管线

坡度变化很大
,

同时
,

管道线路的选择和油管保护设施的确立应考虑到海底发生地震的可

能性 最后
,

油
、

气输送并非易事
,

往往不能就地分离处理
,

不得不远距离输 送 重 质 原

油
、

腐蚀性气体和复杂混合物
,

因此
,

法国人 认为
,

务必在新的环境下使用新技术
,

应用

新方法
。

海底石油管道铺设新方法必须适应恶劣海况与深水条件
,

为此
,

法国一般采用海底拖

曳法
,

以及对恶劣海况与起伏不平的深水适应性最强的丁字式铺管法
。

经济上值得开采的深海油田
,

其产量一定相当高
,

因此
,

需用多条管道输 送 海 底 石

油
。

为了在地形复杂
、

海底起伏不平
、

通道狭窄的深海海盆准确铺管
,

线路设 计 必 须 精

密
,

尽量做到并行铺设多条管线
。

目前
,

准确铺设管线均靠大平底船来定位
。

但是
,

在某

个海水深度 以下或多冰海区
,

需用动力定位代替系泊装置
,

这既可保持相当动力
,

又可减

轻暴风袭击的作用
,

因此
,

最好使用半潜式辅助船或近海辅助船
。

另外
,

应经 常 研 究 地

动
、

地震
、

涡流效应
、

振动与金 属疲劳等方面间题
,

以便防护海底输油管线
。

当海底管线发生损坏时
,

应 以最快速度进行抢修
,

可能途径有两条

在一个大气压海底
,

人可进行直接水下操作
,

因为在判断与掌握海底 情 况 方

而
,

只有人仍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 一



另一个解决方法是人在水面遥控海底操作机 包括水下无线电遥控
、

无线电制

导和科学传感器等一切可能装置
,

这样
,

人在水面可完全掌握水下情况
。

后一种方法比

前一种更为困难
,

但前景较好
,

不受水深限制
,

能够顺利地修好海底油管
,

这正是深海管

道技术发展与防护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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