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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井计量对计转站天然气偏差的影响

孔祥敏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轮井计量是油田通常采用的计转站内单井产量计量方式 。详细分析了轮井计量与

连续计量相比较所具有的优缺点 ,随机选取了计转站进行轮井计量和连续计量实验。通过对

轮井计量数据和连续计量数据的对比 ,找出了计转站天然气产量进站与外输之间因轮井计量

引起的误差原因 ,提出了减小轮井计量误差切实可行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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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流量计量
[ 1]
误差的问题在油田都有不

同程度的存在 ,特别是计转站进站各单井产气量之

和与外输气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如何有效地解决

计转站进出天然气量之间的偏差问题 ,提高计量准

确度十分重要。在此 ,仅就轮井计量进行讨论 。

为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分析了轮井计量的优缺

点 ,计转站以及生产井的历史数据 ,根据历史数据找

出了各计转站中波动最大井和波动最小井 ,然后随

机选取了生产井进行连续计量实验 ,并对轮井计量

和连续计量数据进行了比较 ,最后提出对产气量波

动较大的生产井可采取增加轮井计量的时间或者增

加计量装置台数来减小轮井计量带来的误差
[ 2]

。

1　轮井计量的优缺点分析

轮井计量又称单井间歇计量
[ 3]

,即两口或两口

以上的单井进入计转站 ,经过加热 、节流后使多口井

在不同时间分别进入同一计量分离器进行油气水分

离及流量计量 ,然后通过每口井的计量时间与计量

气量折算出单井日产量。

轮井计量具有以下优点:

a.可节约一次性建设投资并有效降低生产维护

成本 ,达到准确计量的目的;

b.不仅可以使几口井在一套计量装置计量 ,而

且根据生产的需要有些井可以任意选择计量装置进

行计量 ,这样在一套计量装置发生故障时 ,油井可倒

入另一计量装置进行计量 ,计量形式灵活 ,确实保证

生产的可靠运行。

轮井计量具有以下缺点:

a.不适用于计量产量波动大的井 ,仅用于生产

平稳井的准确计量 ,用不满 24 h计量所得气量按照

平均法推算 24 h产量 ,只要油井生产平稳 ,每口井

只需计量 6 h便可得到该井日产量;

b.对测量波动井 ,流量计必须有较宽的量程

比 ,否则计量过程中会产生流量超上限量程或超下

限量程。同时如果是配备的两台量程不同的流量计

还要有流量自动切换功能。

2　计转站进出口天然气量偏差数据

各计转站单井产气量之和与计转站外输天然气

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
[ 4 ～ 6]

,计转站进出口天

然气量偏差数据如表 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偏差

数据有正 、有负 ,而且偏差的数值没有特定的规律。

从理论上分析 ,产生计转站进出口天然气气量偏差

的原因较多 ,有流量计计量不精确 ,有生产井天然气

产量不稳定 ,有因轮井计量引起的偏差 ,有现场变送

器因长时间未校准引起的偏差等。本文主要分析某

油田因轮井计量引起的偏差 。



表 1　主要计转站进出口气量偏差数据

站名
单井日产气量之和

/m3· d-1

外输天然气气量

/m3· d-1
偏差

/m3· d-1

1号站 212 689 206 562 6 067

2号站 20 686 22 750 -2 064

3号站 248 718 239 047 9 671

4号站 18 859 17 357 1 502

5号站 16 135 17 086 -951

6号站 8 369 11 794 -3 425

7号站 213 036 203 642 9 394

8号站 11 538 8 123 3 415

9号站 15 162 12 860 2 302

10号站 16 564 18 232 -1 668

3　轮井计量对计转站天然气计量偏差

的影响

　　为了分析轮井计量对计转站天然气计量偏差的

影响 , 2008年 7月 30日 ～ 8月 3日 ,在 10号计转站

作了天然气计量实验 。

3.1　10号计转站概况

10号计转站包括生产井 14口 ,其中 2口生产

井在实验期间处于关井状态。

计转站工艺流程简图如图 1所示 。单井计量采

用的是轮井分离计量 ,即在计转站内单井来液经进

站阀组切换进入计量汇管 ,去加热炉单井加热盘管 ,

然后进入单井油气两相分离计量装置 ,进行气液分

别计量 ,计量后气液混合去油气分离缓冲罐 ,与全站

气液一起进入生产流程。生产流程是计转站所辖油

井来气液经进站阀组进入生产汇管 ,然后进油气分

离缓冲罐进行油气分离 ,分离出的液相经外输泵加

压 、加热炉升温后外输至联合站处理;分离出的天然

气经天然气除油器除液后经计量外输至联合站的轻

烃回收装置 。

图 1　10号计转站工艺流程简图

3.2　10号计转站实验数据

从 2008年 8月 3日 00∶00 ～ 24∶00,对该站的 9

号生产井进行了连续计量 ,然后对 00∶00至 24∶00

的数据按连续 4小时产量折算为 24小时产气量 ,并

计算出了不同时间段非连续计量与连续计量的误

差 ,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
表 2　9号生产井连续计量数据

轮井计量 连续计量
轮井计量与
连续计量误差

计量时间

4h折算
日产气量

/m3

连续日产
气量

/m3

(连续 -折算)
×100/连续

/(%)
0∶00 ～ 4∶00 3 480 3 137 -10.93
2∶00 ～ 6∶00 3 516 3 137 -12.08
4∶00 ～ 8∶00 3 648 3 137 -16.29
6∶00 ～ 10∶00 3 756 3 137 -19.73
8∶00 ～ 12∶00 3 309 3 137 -5.5
10∶00 ～ 14∶00 2 653 3 137 15.41
12∶00 ～ 16∶00 2 000 3 137 36.23
14∶00 ～ 18∶00 1 936 3 137 38.28
16∶00 ～ 20∶00 2 850 3 137 9.15
18∶00 ～ 22∶00 3 588 3 137 -14.38
20∶00 ～ 24∶00 3 534 3 137 -12.66

3.3　10号计转站天然气计量实验数据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 ,生产井以轮井计量 4 h产量

折算 24 h产量引起的最大误差为 38.28%,最小误

差为 5.5%。 10号计转站其它生产井也按最大误差

为 38.28%,最小误差为 5.5%计算 ,则 10号计转站

轮井计量的最大误差为 4 522 m
3
,最小误差为 248

Nm
3
。具体数据如表 3所示 。
表 3　计转站生产井最大 、最小误差数据

井号
日产气量

/m3

最大误差

38.28%/m3

最小误差

5.5%/m3

1号井 360 138 7.58
2号井 24 9.19 0.51
3号井 612 234.27 12.89
4号井 2 424 927.91 51.03
5号井 1 092 418.02 22.99
6号井 540 206.71 11.37
7号井 1236 473.14 26.02
8号井 36 13.78 0.76
9号井 3 672 1 405.64 77.31
10号井 198 75.79 4.17
11号井 1 620 620.14 34.11
总气量 11 814 4 522.4 248.74

4　结论

通过对各计转站偏差数据以及生产井历史数据

处理 ,并综合 10号计转站实验数据的分析结果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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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出如下结论
[ 7 ～ 8]

:

a.存在生产井因轮井计量引起计转站进出口天

然气偏差的问题 ,因为实验井的选取是随机选取 ,所

以其它部分生产井因轮井计量引起计转站进出口天

然气最大偏差可能大于实验井的最大偏差

(38.28%),也可能小于最小偏差(5.5%);

b.计转站进出口天然气偏差是生产井产气量

波动和轮井计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c.在计量周期和计量时间不变的条件下 ,生产

井产气量波动越大 ,轮井计量引起的偏差越大 。在

产气量波动情况一定的条件下 ,轮井计量的计量周

期越短 ,计量时间越长 ,轮井计量引起的偏差越小。

为了减少因轮井计量引起的计转站进出口天然

气气量偏差 ,提出了以下方法:

a.为了减少轮井计量过程中因生产井产气量波

动较大导致的误差 ,可以增加计量装置的台数 ,这样

可以延长每口生产井的计量时间 ,同时也能缩短每

口生产井的计量周期;

b.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产气量波动较大的

生产井采用连续计量的方式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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