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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田化学品在钻井完井、压裂酸化、调剖堵水、乳化降黏、油水分离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但低渗透、

高温、高盐、极端 pH 及使用过程中温度、pH 变化等苛刻油气藏环境，给应用于油田化学品的聚合物和表面活

性剂的研发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引入磺酸基等抗温抗盐基团或增大驱油剂相对分子质量等传统方式已难以满足

油田需求。该文介绍了温度敏感聚合物、pH 敏感聚合物、磁响应聚合物、CO2 敏感聚合物及表面活性剂、盐度

敏感聚合物响应环境变化的刺激响应原理和性能；综述了 5 种刺激响应性材料在钻井完井、提高采收率、乳化

破乳、压裂酸化、调剖堵水、油水分离等方向的应用，展望了刺激响应性材料在油气开采中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刺激响应材料；油气开采；温度敏感；pH 敏感；磁响应；CO2 敏感；盐度敏感 

中图分类号：TE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14 (2024) 07-1478-16 

Application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stimuli-resp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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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field chemical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fracturing and acidizing, profile 
control and water plugging, emulsification and viscosity reduction, oil-water separation, etc. However, the 
harsh oil reservoir environment such as low permeability, high temperature, high salinity, extreme pH, and 
changes in temperature or pH has brought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research of polymers and surfactants 
used in oilfield chemicals.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introducing sulfonic groups to achieve temperature- 
resistant or salinity-resistant and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of oil displacement agent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oilfield needs. In this review, the principle and properties of temperature-sensitive polymers, 
pH-sensitive polymers, magnetic-responsive polymers, CO2-sensitive polymers and surfactants, and saline- 
sensitive polymers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were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5 types stimuli- 
responsive materials in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enhanced oil recovery, emulsification and demulsification, 
fracturing and acidizing, profile control and water plugging, oil-water separation and so on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timuli-responsive materials in oil and gas production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stimuli-responsive materials;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emperature-sensitive; pH-sensitive; 

magnetic-responsive; CO2-sensitive; salinity-sensitive 

油田化学品种类繁多，广泛应用于油气开采的

钻井完井、压裂酸化、调剖堵水、三次采油、乳化

降黏、油水分离等环节[1-7]，是油气开采不可或缺的

关键材料。随着油气开采向低渗、致密、深海、高

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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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高盐等恶劣环境下转移，苛刻、复杂多变的油

藏环境给油田化学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钻采过程

中使用的油田化学品要从地面泵送到目的层，可能还

会经历返排或循环工艺，由于作用环境发生温度（低-

高-低）及矿化度的变化导致其黏度降低。阴离子聚丙

烯酰胺的性能易受配制水和无机盐的影响；温度高于

75 ℃，聚丙烯酰胺的酰胺基会水解成羧酸根，与高价

阳离子络合、发生沉淀分相，导致黏度损失；含有羧

酸根、硫酸根的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在高温、高矿化度

油藏中也存在沉淀分相、功能丧失的现象[8-9]。此外，

油田化学品还面临酸化和碱 -表面活性剂 -聚合物

（ASP）三元复合驱过程中 pH 的变化、CO2 驱过程中

CO2 气窜、调剖堵水材料高温高盐环境下脱水等问题。 

为了增强油田化学品对苛刻环境的适应能力，

传统方法是在油田化学品分子结构中引入磺酸基等

耐温抗盐基团，或者增大聚合物驱油剂的相对分子

质量，从而增大其受高温、高盐影响后的黏度保留

率[10-13]，但这些方式已难以满足油田的需求，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石油界众多学者提出借鉴医学、

生物、农学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成果，研发更

高效、绿色、智能的材料，用于油气钻井、开采和

后处理等方面。随着纳米材料、微流控芯片和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可尝试将刺激响应性生物

医学材料和载药体系应用于油气开采过程中[14-22]。在

刺激响应性材料和油气工业结合的进程中，油藏与

人体面临的环境因素极为类似[23]，人体与油藏的温

度、pH、CO2、磁场、盐度等条件如图 1 所示。通

过在油田化学品分子结构中引入刺激响应性基团或

超分子作用力[24-26]，将油藏中天然存在的热、pH、

CO2、磁场、盐度等作为刺激因子，油田化学品“感

知”刺激时，其自身结构（包括化学组分、分子构

型等近程结构，分子链构象、尺寸等远程结构及织

态、结晶态等聚集态结构）和性能参数（表面能、

形状、渗透率等）发生改变，形成有利于性能增强

的聚集体，实现性能经过“被动抵抗-主动适应”的

转变[27-31]。刺激响应性材料的刺激响应性包含“识

别”和“执行”步骤，符合油田化学品适应环境和

性能调控的需求，在压裂液、钻井液、堵漏材料、

调剖堵水、油水分离、提高采收率等方面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32-38]，是实现智能化油田的重要技术。 
 

 
 

图 1  油藏与人体的相似性及生物医学环境刺激响应性材料研发思路用于油田化学材料研究[23] 
Fig. 1  Similarity between reservoir and human body and the idea of biomedical environment stimulus response mate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ed to study of oilfield chemical materials[23] 
 

本文对温度敏感聚合物、pH 敏感聚合物、磁

响应聚合物、CO2 敏感材料、盐度敏感聚合物在石

油与天然气行业的研究进展和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并对刺激响应性材料在油气工业中的挑战、发展趋

势进行讨论。 

1  刺激响应性材料在油气田中的应用 

1.1  温度敏感聚合物 

温度敏感聚合物能够对环境温度改变进行响

应，发生化学性质转变或物理结构变化，如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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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黏度或形貌的变化，并且该响应模式对环

境无污染，因此，在工业催化、药物控释及污水处

理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目前，国内外专家对温

敏聚合物在油气钻探、开采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开

发出用于防窜调堵和驱替原油的聚合物[39]。 

1.1.1  防窜调堵 

1997 年，ALTUNINA 等[40]开发出一种高非均

质储层提高波及效率和控制渗流的热可逆聚合物凝

胶（TRPG），由具有低临界相变温度（LCST）的

温敏单体制备而成。该体系处于低温环境时为溶液，

温度升高后形成凝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温敏可逆

相变性能，可以达到堵而不死的效果。王卓飞等[41]

对克拉玛依浅层稠油油藏非均质性特点进行分析，

优选热可逆凝胶（METKA）体系改善汽窜严重的井

区。体系根据储层温度变化可发生可逆相变，选择

性地封堵汽窜通道，实现了渗流量调节和暂堵调剖。 

纤维素醚（CE）是最有矿场应用前景的热可逆

聚合物，CE 溶液的黏度随温度的变化（室温至 95 ℃）

与其他聚合物不同，开始升温时，溶液黏度缓慢降

低；继续升温时，体系黏度急剧增加，发生胶凝。

为改变热可逆凝胶的胶凝温度、延缓凝胶成胶时间，

使其适应不同温度的地层，赵贲[42]研制了一种热可

逆纤维素醚水基凝胶封窜剂。封窜剂由溶液转变为

凝胶的温度为 70 ℃，向其中加入无机、有机添加

剂，可在 40~120 ℃调节其凝胶温度及成胶时间。

杨立军等[43]优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作为温敏可逆凝

胶调剖剂主剂，该调剖剂耐高温（250 ℃）及耐高矿

化度（100 g/L），成胶强度高、无毒环保、成胶温

度和时间可控。在西伯利亚油田、辽河油田和胜利

油田均开展了大范围热可逆凝胶提高石油采收率技

术的先导性试验[44]。1998 年，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

在西伯利亚注井 91 口，原油增产 9.45×104 t，国内

矿场试验平均单井增油 350 t，综合含水率降低了 8%

以上。 

聚合物微凝胶是提高流体波及效率、增油降水

的经济有效的体系，但常规聚合物微凝胶在复杂苛

刻油藏中的应用受到限制。英国石油公司（BP 

Amoco）研发出一种新型、延时、高度膨胀的热活

性聚合物微凝胶（TAP）[45]，并于 2001 年在印尼

Minas 油田应用取得较大的成功。微凝胶由高度交

联的含磺酸盐的聚丙烯酰胺构成，使用 2 种稳定性

不同的交联剂赋予了微凝胶温敏性，微凝胶在低温

下可吸水膨胀 20 倍；温度高于 80 ℃时，不稳定聚

乙二醇双丙烯酸酯（PEGDA）交联剂在高温下裂解，

微凝胶在剩余热稳定交联剂的约束下进一步膨胀到

160 倍，微凝胶溶胀机理如图 2 所示。CHEN 等[46]

采用无水反相悬浮聚合法制备了温敏性纳米微凝

胶，该技术比正常反相悬浮聚合法使用更少的表面

活性剂，且溶剂可循环使用，降低了生产成本；生

成的凝胶颗粒为干燥微球，且易分散在水中，不需

要经过脱水和研磨等后处理。室内实验采用多孔膜

模型研究了微凝胶的封堵性能，当微凝胶直径与

膜孔匹配或小于膜孔时，溶胀的微凝胶能有效封

堵膜孔。  
 

 
 

图 2  双交联微凝胶在 40 和 80 ℃水中溶胀机理示意图[45] 
Fig. 2  Swelling mechanism of bi-crosslinking microgels in 

water at 40 and 80 ℃[45] 
 

温敏可逆凝胶的防窜调堵效果显著，矿场试验

效果良好，实现了汽窜通道的高效封堵，井底温度降低

后可以变为溶液，避免凝胶阻碍正常油气生产[47]，TAP

可以直接用于常规注水井，适用于高温高盐储层，

注入时损失小，不会使油水乳化，降低了采出液处

理成本。但温敏凝胶和 TAP 成胶温度调节困难，适

用区间小，TAP 现场应用的二次溶胀定位困难，胶

凝过程不可逆，是温敏凝胶难以大范围推广的主要

原因。 

1.1.2  驱替原油 

常规原油资源的开发对象已经从常规油藏转变

为复杂油藏，高温高盐油藏是复杂油藏的重要组成

部分。苛刻环境要求驱油剂具有良好的耐温抗盐性

能，常规驱油剂在高温下驱油能力急剧下降，而温

敏聚合物的黏度可大幅增加，因此在高温油藏中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48]。 

针对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HPAM）的热稳定

性和耐盐性差，无法在高温高盐油藏应用的问题，

HOURDET 等[49]提出热增黏聚合物（TVP）的思路，

即在聚丙烯酰胺聚合物上接枝具有 LCST 的侧链，

如图 3 所示，当温度在 LCST 以下时，侧链与水分

子间形成氢键，表现出强亲水性；温度高于 LCST

时，聚合物周围的水化层结构坍塌，热增黏聚合物

趋于疏水。加入无机盐可以增强聚合物链之间的疏

水缔合，从而建立起更强的疏水网络。热增黏聚合

物水溶液在温度升高时，表现出从亲水性到疏水性

的微观转变及黏度大幅增加的宏观转变。SU 等[50]

比较了 TVP 和 HPAM（相对分子质量 1×107）在多

孔介质内的流变行为和驱油效率。结果表明，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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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下 TVP 溶液的黏度远高于 HPAM，在多孔介质

中吸附滞留量更多，且不会堵塞岩心，因此 TVP 溶

液的阻力系数（RF）和残余阻力系数（RFF）更高。

LI 等[48]在 3 种苛刻模拟油藏环境下对比了法国 SNF

公司研发的 SAV-A、SAV-T 热增黏聚合物和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 PT-2500 型 HPAM 聚合物的

黏温关系。SAV-A 和 SAV-T 均表现出热增黏和盐增

黏响应，而 PT-2500 只出现热降黏行为。TVP 比油

田常用 HPAM 聚合物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在多孔介

质中有更好的孔喉配伍性和更低的 TVP 浓度，其采

收率比 PT-2500 高 5%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高温高

盐油藏用驱油剂提供了新的选择[51]。 
 

 
 

图 3  热增黏聚合物的生成示意图[49]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rmal viscosification polymer 
formation[49] 

 

为解决三采领域表面活性剂吸附滞留损失、高

成本问题，白小林[52]利用空腔结构的温敏微胶囊包

埋表面活性剂，避免了吸附损失。在聚(N-羟甲基丙

烯酰胺)微胶囊囊壁中嵌入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温

敏亚微球作为微型调节阀，在 LCST 以上时，温敏

微球会收缩形成通道，表面活性剂更快地被释放，

通过调节温敏亚微球的体积及 LCST，调控微胶囊

内部包载表面活性剂的释放速度，微胶囊控释机理

如图 4 所示。但微胶囊在地层条件下的实际缓释效

果有待研究[53-54]，也可以针对高矿化度油藏开发出

离子响应性微胶囊。 
 

 
 

图 4  包载表面活性剂微胶囊的控释机理示意图（环境温

度高于 LCST 时，驱油表面活性剂快速释放）[52]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rolled release mechanism 

of  surfactant-encapsulated microcapsules  (when 
ambient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LCST, the oil 
displacement surfactant rapid release)[52] 

 

温敏驱油剂是油气开采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具

有种类多、功能多样、针对性强等优点。无论是纳

米粒子驱油剂还是微胶囊或温敏凝胶驱油剂，均能

引入亲、疏水基团，赋予其温敏特性，也能接枝其

他基团，增加驱油剂的附属性能，有效提高驱油效

果[55-56]。但温敏聚合物耐高温、抗剪切能力稍有不

足，因此，开发出耐温性能更好的温敏聚合物是温

敏驱油剂的发展方向。 

1.2  pH 敏感聚合物 

pH 敏感聚合物的网状结构中含有碱性或酸性

基团，具有一定的 pH 敏感特性，当外界体系的 pH

发生改变时，此类聚合物可进行“溶胀-收缩”、“溶

液-凝胶”和“亲水-疏水”等转变。其独特的刺激

响应特性被应用到液流转向、采出液处理好油井堵

漏等领域。 

1.2.1  深部液流转向 

当前用于苛刻油藏三次采油的是高黏聚合物，

其具有良好的流度控制能力，但需要增加注入压力，

且长期注水开发对近井区造成污染，也使聚合物注

入难度增大。pH 敏感聚合物体系能有效改善这一问

题，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新型深部液流转向技术[57]。

AL-ANAZI 等[58]利用 pH 敏感聚合物进行深部液流

转向，该聚合物对 pH 非常敏感，在低 pH 条件下，

聚合物分子链紧密缠绕，吸水量小，其初始黏度很

低，有利于聚合物以低注入压力进入储层。向地层

中注入聚合物和盐酸 24 h 后，酸与地层矿物质发生

反应，体系的 pH 升高并形成刚性凝胶，其相变过

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聚丙烯酸在中性/碱性溶液中电离膨胀[58] 
Fig. 5  Swelling of polyacrylic acid upon ionization in 

neutral/alkaline solution[58] 
 
加入足量盐酸后，可以使聚合物从凝胶再次转

变为溶液，这种流变性变化是可逆的。该聚合物适

用于一价阳离子浓度高的区域，若应用于高盐油藏，

需加入更多的碱性溶液，屏蔽多价阳离子对聚合物

电离的阻碍，条件比较苛刻。CHOI 等[59]考察了 pH

敏感聚合物在多孔介质中的传输运移能力，聚合物

在岩心中大量滞留，同时与高价阳离子反应生成沉

淀。为解决聚合物滞留、沉淀问题，CHOI 等[60]提

出利用高浓度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的 pH 敏感性进

行液流转向和驱油，高浓度聚合物溶液注入高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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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后增黏，使后续注入的流体液流转向及降低聚合

物注入过程中井筒附近的高压降。酸-盐反应速度和

流体注入速度共同决定了 HPAM 能到达的深度，但

酸性条件会增加聚合物吸附，导致成本增加。因此，

在应用中需根据储层渗透率、盐度及注入条件确定

最佳配方。 

LALEHROKH 等[61]研究了 pH 敏感交联聚合物

在裂缝性砂岩、碳酸盐岩油藏深部液流转向的可行

性。研究发现，低 pH 体系注入砂岩油藏后，酸液

和岩石中的白云母等发生化学反应，pH 逐渐升高；

应用到碳酸盐岩油藏时，低 pH 体系与碳酸盐岩反应

速度更快，聚合物成胶速度更快，残余阻力系数更高。

因此，要选择合适的注入液 pH，控制酸-岩反应速度。

此外，pH 敏感交联聚合物封堵裂缝的难度更大，对应

用于裂缝性油藏的交联聚合物的机械强度的要求更高。 

pH 敏感聚合物的深部调剖和流度控制能力优

异，但存在成本高、热稳定性差和电离情况复杂等

问题，需要优选聚合物和添加剂的种类、比例，通

过现场实验和经济评价，确定与地层匹配的酸液和

最佳注入配方。 

1.2.2  采出液处理 

高含油废水及油水乳液加剧了石油的污染，已

经对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油水

乳液的分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理论、实践研究的重

要领域。超亲/疏水表面设计及其在油水分离领域的

应用备受关注，通过表面的化学性质和微观结构的

设计，可实现亲/疏水转变并保持表面润湿态的稳定

性，具有 pH 响应的润湿表面是亲/疏水表面设计的

简单、有效的技术[62]。 

三聚氰胺海绵（MS）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

具有优异的吸收存储能力，可对重油、轻油选择性

吸收、可循环使用，且敏感响应性突出，是制备油

水分离材料的理想基材。LEI 等[63]用聚 4-乙烯基吡

啶（PVP）接枝三聚氰胺海绵，海绵在 pH=1 的水溶

液中具有超亲水-超疏油性，在 pH=7 的中性溶液中

具有超疏水-超亲油性。改性三聚氰胺海绵不仅能在

pH=7 时吸附含油污水中的油，而且在 pH=1 时能快

速释放水中的油，不留下任何残留物，几乎不会对

环境造成危害。王景凤[64]采用原位化学氧化聚合法

在海绵表面生长苯胺，一步合成出具有微/纳多级结

构的聚苯胺（PANI）/海绵复合材料。聚苯胺结构具

有氧化/还原反应的可逆性，可以在亲水性和疏水性

之间任意切换，其转变机理如图 6 所示，该过程通

过改变酸碱性实现油水智能分离，有效分离油/水/油

三相复杂体系。PANI/海绵复合材料对油品的吸油能

力可达 95 g/g，吸油速率快、材料性能稳定，循环

使用 20 次后除油率仍保持在 95%以上。PANI 多级

结构复合材料表面油品黏附力低，不通过外力挤压

即可将吸收的油品释放出去，油品回收简单，具有

抗污染性，在恶劣环境中也可以广泛使用。 
 

 
 

图6  pH智能响应性材料PANI的润湿性切换机理示意图[64]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wettability switching of pH 

intelligently responsive materials PANI[64] 

 
将纳米粒子通过静电作用、氢键或配位键沉积

到基底上来构建表面形貌，使基材具备界面活性和

pH 响应性，在油水分离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张帆等[65]采用丁二酸酐和醋酸酐对 pH 敏感的纳米

淀粉粒子进行化学修饰，采用溶液喷涂浸渍法将改

性淀粉粒子涂覆在滤纸表面，利用其与戊二醛之间

的羟醛缩合反应，实现粒子在滤纸表面的固定，既

使滤纸表面变粗糙，又完成了润湿性随 pH 的智能

响应，同时在分离中有效吸附水中的阳离子染料。

以油水乳液作为对象进行分离实验，pH 为 5 时，滤

纸表面的纳米球质子化，表现出疏水性，不能实现

有效的油水分离；当 pH 为 1~3 时，构成滤纸的纤

维素发生缠结，滤纸的孔径变小；当 pH 为 10~13

时，纳米球去质子化，表现出亲水性，有效实现油

水分离。WANG 等[66]用聚乙烯亚胺（PEI）将改性

的 SiO2 纳米粒子（M-SiO2）固定在多孔介质表面，

形成一层 pH 响应性涂层（M-SiO2/PEI），其制备流

程如图 7 所示，可以有效地分离各种油水混合物，

效率高达 99.9%。该材料的化学稳定性、力学性能

和循环使用性能良好，可在恶劣、生物污染环境下

处理油水混合物。该涂层可在海绵、棉布、滤纸和

铜网表面构建出分级的纳米结构，通过 pH 调控表

面润湿性，实现高稳定油水选择性分离。 

用于油水分离的 pH 敏感聚合物具有净化效果

好、可重复使用、环保程度高等优势，但也存在稳

定性较差、制备过程复杂、药剂用量多、难以实现

工业化生产等问题。因此，开发机械强度高、成本

低、制备过程简单、易于实现工业化生产的 pH 敏

感聚合物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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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SiO2/PEI 涂覆棉布的制备流程示意图[66]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paration of M-SiO2/PEI coated cotton fabric[66] 

  

1.2.3  油气井及管道堵漏 

井下高温、高压、腐蚀、磨损环境和管道年久

老化易导致油井和管道泄漏，有必要开发更高效的

密封堵漏材料和技术来满足生产需求。目前，国内

外已经将 pH 敏感聚合物应用于油井密封堵漏，进

行了大量室内实验和矿场应用，其封堵性能良好。 

智能型渗漏封堵材料可以通过微纳米尺度狭缝

处环境因素的变化，对狭缝处进行定点识别、聚集，

通过自身交联和堆积，实现对渗漏点的有效封堵。

张庆生等[67]将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烯酸丁

酯（BA）共聚物〔P(MMA-BA)〕包覆在高密度 CaCO3

内核上，制备出具有 pH 响应性的有机-无机复合封

堵剂，微粒封堵剂分散于环空保护液中。当管套丝

扣处出现裂纹时，环空保护液向外渗漏，岩石土壤

中呈碱性的矿物质、无机盐等渗入管套，堵漏剂中

的聚乙烯醇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在碱性

和高温条件下发生酯交换交联反应，使 CaCO3- 

PMMA 微粒间形成交联网络结构，在裂缝处发生体

积膨胀并堵住漏点，防止环空保护液继续渗漏。但

CaCO3-P(MMA-BA)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130 ℃，

更适用于低温环境堵漏。 

压差激活密封剂是油田堵漏领域新的研究方

向，密封剂在压差足够大的条件下才会在渗漏边缘

聚合、固化，最终形成高弹性固体材料，是一种经

济、安全、环保的修复方案。常露露[68]研究出模拟

生物创伤自修复的泡沫压差激活密封剂，最佳工艺

是 1%（质量分数，下同）发泡剂+0.6%发泡助剂

+0.5%稳定剂，良好的发泡能力和泡沫稳定性均满足

低压气井堵漏施工要求。研究发现，pH 对堵漏剂黏

弹性和离子型发泡剂发泡能力的影响很大，在弱酸

性或中性环境下，堵漏剂的力学性能较好，堵漏成

功率高；pH 影响发泡剂电离，pH 为中性时产生最

高发泡高度。对压差激活密封剂的配方进行优化，

可增强原有配方的耐温性和力学性能，但井深大于

4000 m 的井漏问题及耐高温需求无法有效解决。目

前，压差密封激活剂在现场应用超过 2000 次，在油

气井封堵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69]。 

TAVASSOLI 等[70]选用 pH 敏感的 Corbopol 型聚

丙烯酸微凝胶作为堵漏剂，研究了 pH 敏感微凝胶

的流变性和作用机理，并建立数值模型模拟微凝胶

在狭缝处的流动，验证了井筒裂缝修复的可行性，

有望解决 CO2 在水泥井筒裂缝泄漏等问题，pH 敏感

微凝胶分散液与水泥井筒裂缝反应如图 8 所示。由

图 8 可知，Corbopol 型凝胶体系与水泥接触后 pH

升高，分子链伸展、黏度增大，具有更高的屈服应

力和压力梯度，膨胀前可以通过水泥裂缝迀移。随

着 pH 的增加，体系沉积在裂缝表面形成凝胶层，

在高 pH 条件下有效封堵漏失通道，但要防止凝胶

与 Ca2+发生络合反应。该凝胶使用方便、成本低廉，

已形成一定的商业规模，但凝胶承压能力有限，当

酸性液体接触凝胶时会逆转 pH 引发的凝胶化，导

致凝胶溶解，但缺少其长期化学稳定性的研究。 

丙烯酸类共聚物在油井和管道堵漏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但存在易二次泄漏、承压能力差、对环境

有损害等问题。压差激活密封技术操作简单、修复

成本低、堵漏效果好及对地层伤害小，在带压堵漏

方面应用前景好，但作为新兴技术需要深入研究和

应用。 

pH 敏感聚合物在液流转向、采出液处理、密封

堵漏等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但在液流转向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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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净化的应用中，需要向体系中反复加入酸或碱来

调节 pH，产生的副产物盐对 pH 敏感聚合物的响应

灵敏度及可逆性有不良的影响，并造成地层污染，

导致 pH 敏感聚合物的应用受到限制；油井堵漏材

料存在耐温能力差、临界 pH 难调节等问题，可着

重研究压差激活密封技术。因此，应继续提高 pH

敏感聚合物性能，拓宽其使用范围，加快工业化

应用[71]。 
 

 
 

图 8  pH 响应微凝胶分散液与水泥井筒裂缝之间的反应示意图[70]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reaction between pH sensitive microgel dispersion and cement fracture[70] 

 

1.3  磁响应聚合物 

磁响应聚合物是由无机磁性材料和聚合物复合

而 成 的 新 型 功 能 材 料 。 Fe3O4 磁 性 纳 米 颗 粒

（Fe3O4-NP）耐温性好、各向异性低、饱和磁化强

度高、超顺磁性（SPM）、成本低；聚合物易通过

物理化学方法修饰改性，且能抑制磁性纳米颗粒聚

集。因此，磁响应聚合物在油气开发领域中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其应用如图 9 所示[72]。 
 

 
 

A 代表超顺磁性纳米颗粒上的反应位点，可吸附 H+和 Ca2+ 

图 9  超顺磁性纳米颗粒油田应用实例图[72] 
Fig. 9  Examples of superparamagnetic nanoparticles use for oilfield applications[72] 

 

1.3.1  深部调驱 

磁响应聚合物驱油是近几年兴起的深部调驱技

术，基于磁响应聚合物的响应原理和特性，可以分

为 2 种应用形式：核壳复合微球是磁响应聚合物在

油田应用中最广泛的形态[73]，微球可在外加磁场作

用下向高渗透层迁移，有效封堵高渗透层，且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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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微球黏度低、磁性好，有利于采出液后处理；

磁响应聚合物受到特定频率范围的磁场振荡作用，

自身驰豫发热形成凝胶堵塞中高渗透层，也是一种

新颖的调驱思路。 

磁响应聚合物兼具高封堵强度和膨胀变形能

力，且结构易调变。涂伟霞等[74]采用分散聚合法合

成了以改性的磁性 Fe3O4@SiO2 为内核和聚(丙烯酰

胺-丙烯酸)为外壳的稳定复合结构。考察了磁性纳

米粒子的耐温、耐盐和水化性能。结果表明，该微

球在高温、高盐环境溶胀 12 d 后膨胀为原来的 6 倍；

室内滤膜封堵实验发现，微球分散体系的封堵能力

先增强后减弱，溶胀 4 d 时体系封堵能力最强；微

球在外加磁场作用下表现出不同的磁化强度，可有

效调控堵水性能，实现选择性堵水。ZHOU 等[75]以

苯乙烯和分散的 Fe3O4 纳米颗粒为单体，制备出具

有球形均匀、热稳定性良好和超顺磁性的有机-无机

磁性纳米球。通过四因素三水平正交实验，确定磁

性纳米球最佳合成条件，得到粒径分布较窄、平均

粒径为 60 nm 的纳米球。在外加磁场作用下，纳米

球受到垂直向上的磁力，在垂直方向上有序、牢固

地排列，更紧密地堵塞储层高渗透层，纳米球携带

液更易进入中低渗透层、驱替剩余油，石油采收率

提高了 14.41%，具有较好的调剖性能。 

基于生物医学中“磁热疗”应用的启发 [76]，

DAVIDSON 等 [77]首先将磁热疗应用到稠油的生产

和运输中。超顺磁性纳米颗粒进入储层或管道中，

会在孔隙壁和管道表面上产生薄吸附层，经历局部

感应加热后形成滑移层。PANTHI 等[78]将纳米 Fe3O4

（Fe3O4-NP）加入到水解聚丙烯酸-聚乙烯亚胺、甲

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可在储层中形成凝胶

的聚合物中，并考察了 3 种聚合物在不同温度和盐

度下的胶凝行为，以及添加磁性纳米粒子对聚合物

凝胶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胶凝聚合物和 Fe3O4-NP

注入井中后以不同速度流入不同层中，将磁振荡器

放入高渗透条带，Fe3O4-NP 在磁振荡下发生粒子弛

豫产生热量，使高渗透层的聚合物胶凝，精确有效

地封堵高渗透层，而不伤害中低渗透层，磁热疗凝

胶形成过程如图 10 所示。 
 

 
 

图 10  超顺磁性纳米颗粒波及控制示意图[78]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gel formation by magnetic hyperthermia before and after magnetic heating[78] 

  

磁响应聚合物驱油是物理法和化学法相结合、

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多功能调驱技术[79-80]，该技术

突破压力高、成本低廉、利用率高、堵剂用量少、

有效寿命长，是一种结构稳定的选择性堵水剂，既

适用于深部调驱，又可用于磁性控制堵水。 

1.3.2  油水分离 

油田污水含油高、含盐高、pH 范围宽，易发生

腐蚀和结垢，含油废水的处理是重点关注的问题。

磁响应聚合物兼具磁响应和纳米尺寸的特点，在外

加磁场的作用下迁移并吸附分散油滴，通过结构设

计和表面改性还可赋予其他特性，如比表面积大、

化学性能稳定、易回收和相容性好等，已经成为油

水分离领域的研究热点[81-82]。 

磁响应性纳米颗粒在油田污水处理时发挥破乳

作用，可在外加磁场作用下多次回收和循环使用。

WANG 等[83]采用逐步缩合法，制备出具有和不具有

树枝状结构的超疏水磁性核-壳介孔有机硅纳米粒

子（Fe3O4@DMONs 和 Fe3O4@MONs），可实现对

水包油乳液中微小油滴的快速高效分离，吸油过程

如图 11 所示。由磁性核和疏水壳组成的树枝状核壳

结构具有的超疏水性、比表面积大和指向中心的孔

道易实现对乳液的高效分离和强力且大量的吸附；

其良好的磁响应特性有利于实现纳米粒子的聚集、

可控移动和高效分离。乙醇可以除去 Fe3O4@DMONs

中吸附的油，5 次回收再利用后分离效率仍高达 98%，

在实际含油废水处理中应用良好。为实现高油含量乳

液中微小油滴的高效快速回收，ELMOBARAK 等[84]

将超支化聚甘油（HPG）涂覆在纳米 Fe3O4-SiO2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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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Fe-Si-MNPs）表面，制备出高效、环保的破乳

剂 HPG-Fe3O4-SiO2，并研究了乳液的 pH、油浓度和

表面活性剂浓度对破乳剂破乳效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破乳剂的破乳效率随 pH 和表面活性剂浓度的

降低而升高，pH 为 4、表面活性剂质量浓度为 0.05 

g/L 时破乳效果最好。表面改性增强了 Fe-Si-MNPs

吸附能力和吸附容量，独特的超支化结构有利于捕

获乳液中分散的纳米尺度油滴，有效改善油水分离

效果，使用寿命更长，降低了环境污染程度。 
 

 
 

图 11  Fe3O4@DMONs 和 Fe3O4@MONs 的吸附油过程示

意图[83] 
Fig.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oil adsorption process for 

Fe3O4@DMONs and Fe3O4@MONs[83] 
  

氧化石墨烯（GO）是具有层状纳米结构的多孔

材料，其比表面积大、易于功能化、机械性能和化

学性质稳定，分子链上的疏水性碳骨架和亲水性羧

基、羟基赋予 GO 两亲性，在油水分离领域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为提高 GO 的可回收性，将其与磁

性铁氧体聚合是一种有效的方法，LIU 等[85]研发出

Fe3O4@SiO2 修饰的 GO 纳米片，发现低质量浓度的

GO（20~100 mg/L）也具有优异的破乳效率；量子

化学模拟非共价相互作用表明，GO 纳米片和沥青

间强烈的 π-π/σ-π相互作用是破乳的主要驱动力，但

GO 不能在碱性环境下应用。为了拓宽磁性 GO 的应

用范围，XU 等[86]研发出适应宽 pH 环境的磁性可回

收破乳剂 MR-GO，在 GO 表面接枝 Fe3O4@SiO2- 

APTES（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和乙二胺，SiO2

保护 Fe3O4 的完整性，APTES 可提供易修饰的含氨

基疏水表面，乙二胺调节 GO 表面官能团，实现其

在不同 pH 下的润湿性和表面电荷转变。系统考察

了 MR-GO 加入量和乳液 pH 对破乳剂破乳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MR-GO 在 pH 为 2~10 时均表现出

良好的破乳性能，MR-GO 的质量浓度为 200 mg/L、

乳液 pH 为 6 时，破乳效果最佳。 

油水分离用磁响应聚合物具有高效、廉价、环

保的特点，但在油田应用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和问

题，如对磁响应聚合物和 O/W 型乳状液相互作用机

理的研究不够深入，磁响应对油田设备和空间的要

求苛刻，开发出油田需要的废水处理设备也是亟须

解决的问题[87]。在深部调驱和油水分离领域，磁响

应聚合物具有成本低廉、绿色环保、利用率高、有

效寿命长等优势。目前，存在磁性纳米粒子的选择

及表面改性引入官能团的种类、结构的设计等方面

不够优化，有机-无机材料表面与乳状液反应机理认

识不足等问题。 

1.4  CO2 敏感聚合物及表面活性剂 

CO2 作为刺激源具有如下优点：（1）价格低廉、

无毒无污染，易从体系中排出；（2）CO2 是一种来

源广泛的可再生资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膜

渗透性。因此，可作为刺激响应材料的调控开关，不

仅降低了开关聚合物的成本，同时符合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主题[88-90]。因此，CO2 敏感材料在绿色化工、

环境保护及油气开采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91]。 

1.4.1  乳化降黏 

CO2 敏感材料本质上是 pH 敏感材料，分子链上

的弱碱基团与水中的碳酸相结合，生成碳酸氢盐，

随着 CO2 的通入和排出，体系的相态、pH 及分子结

构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实现宏观调控[92]。高敏感、

良好流变性、可循环使用的 CO2 响应材料对储层伤

害低，且有效解决了采出液后处理问题，已成功应

用于表面活性剂和乳液等体系的智能调节[93]。 

CHEN 等[94]将阴离子脂肪酸（油酸）和 1,3-二(氨

丙基)四甲基二硅氧烷通过静电作用自组装，得到

CO2 响应性表面活性剂（BTOA）。BTOA 在正庚烷

中自发形成稳定的 O/W 型乳液，向乳液中交替通入

CO2 和 N2，实现体系可逆的相分离和再稳定，这归

因于 BTOA 分子链上油酸的解离与缔合。BTOA 可

显著降低油水界面张力和界面能，向 O/W 乳液中加

入极少量的 BTOA 后，乳液的界面张力快速降至 5 

mN/m；同时能减少乳液制备过程中表面活性剂的用

量，为未来工业化应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DU

等[95]将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对甲苯亚磺酸钠（STPS）

加入到 N,N-二甲基辛酰胺丙基叔胺（DOAPA）中原

位形成 W/O 乳液，其具有良好的乳化和降低界面张

力的能力。向 DOAPA/STPS 体系中交替通入和除去

CO2，可实现反复乳化-破乳，黏度和微观结构随之

变化（1.3~4000 mPa·s，蠕虫状-球形胶束）。注入 0.5

倍孔隙体积（PV）的胶束溶液可使采收率提高 32%，

驱替机理是降低流度比、界面张力及贾敏效应，改

善非均质性，减少驱替相的指进，如图 12 所示。环

境友好的新型 CO2 响应性可切换表面活性剂在提高

采收率和油水分离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96]。 

1.4.2  压裂增产 

1997 年，美国 Schlumberger 公司研制出对地层

无伤害、无污染的黏弹性表面活性剂（VES）[97]，

破胶后其动态网络结构未破坏、无残渣，提高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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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施工效率，具有体系循环利用的巨大潜力，但其

耐温性较差。WU 等[98]制备了 CO2 响应性表面活性

剂芥酸酰胺丙基二甲胺（EA），EA 溶液与 CO2 作

用前后宏观、微观变化如图 13 所示，将 EA 溶液与

水杨酸复配得到清洁压裂液，迅速的 CO2 响应性增

黏能力使其在优势渗流通道和储层碳封存方面存在

潜在的应用价值。为减少压裂液的吸附损耗，戴彩

丽等[99]以动物油酸、植物油酸和 3-二甲氨基丙胺为

原料，合成了非离子 CO2 响应性黏弹性表面活性剂

C18AKO，与对甲苯磺酸钠（PtsNa）复配形成可循

环的清洁压裂液体系，体系中通入 CO2 后形成三维

网络蠕虫胶束，具有良好的黏弹性、减阻、耐温和

界面活性。鲁红升等[100]将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

（DMAEMA）与丙烯酰胺（AM）共聚，制备了 CO2

响应黏度可控聚合物，聚合物溶液与 CO2 反应后，

聚合物分子在溶液中的存在形式及分子相互作用

（氨基质子化/去质子化、疏水/亲水性）的改变，引

起聚合物聚 集 体 尺 寸 和 溶 液 黏 度 的 变 化 。 将

DMAEMA 与 温 敏 单 体 N- 异 丙 基 丙 烯 酰 胺

（NIPAM）共聚，设计出热/CO2 双重响应增黏聚

合物。VES 在国内外油田进行超过 5000 次压裂作

业，取得了很好的压裂效果。 

 

 
 

图 12  W/O 乳液提高采收率机理示意图[95] 
Fig. 12  Schematic diadram of mechanism of W/O emulsion to improve oil recovery[95] 

  

 
 

图 13  EA 溶液与 CO2 作用前后实物图及蠕虫/球形胶束

转变示意图 
Fig. 13  Pictures of EA solu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acting 

with CO2; and illustration of transition between a 
wormlike and spherical micelles  

 

CO2 敏感材料在调控过程中只涉及气体的通入

和排出，循环过程中无副产物生成，避免了 pH 响

应聚合物多次响应造成的盐累积问题[101]，大大提高

了材料的使用寿命和适用范围。 

1.4.3  储层封窜 

低渗透油藏 CO2 驱过程中流动性气体引起的严

重气窜及储层的非均质性，导致注入气体波及效率

低，LI 等[102]将甲基丙烯酸和叔胺共聚，合成 CO2

响应性纳米颗粒，纳米颗粒悬浮液在高温高压环境

（160 ℃、10 MPa）的 CO2 气氛中原位生成大量稳

定泡沫（阻力系数1000），其具有良好的封窜和流

动控制能力，增强了 CO2 的驱油能力。PU 等[103]研

制出互穿网络的 CO2 响应性预成型聚(丙烯酰胺-丙

烯酰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凝胶颗粒（IPN-PAASP），

其与 CO2 接触后平均粒径为 7.32 μm，对裂缝储层

的封堵效率达到 99%，完成封堵后 CO2 驱采收率提

高了 23.1%，是致密油藏 CO2 驱裂缝封堵的理想选

择。LAI 等[104]制备出控制气体流动的 CO2 响应性纳

米颗粒，纳米颗粒溶液中通入 CO2 后，颗粒表面叔

胺基团质子化呈正电性，阻碍颗粒聚集；在 N2 气氛

中叔胺基团去质子化，颗粒间静电作用减弱，颗粒

聚集形成团簇。纳米颗粒聚集体对 3.3 mD 岩心的封

堵率为 93.3%，采收率提高了 26%，纳米颗粒吸附

在岩石孔隙上，使亲油岩石表面变为水湿，也有助

于提高驱油效率。后续可通过分子动力学、热力学

探究 CO2 响应性纳米颗粒的驱油机理。 

由于 CO2 响应性蠕虫胶束独特的微观结构和可

控的开关性能，已成为低渗油藏 CO2 驱常用的封窜

剂。SHEN 等[105]从 10 余种含叔胺的油田化学品中

优选出 N,N-二甲基芥酸叔胺（DEMTA）。溶液中通

入 CO2 后，DEMTA 自组装形成 5~500 nm 的蠕虫胶

束，溶液黏度增至 605700 mPa·s。交替通入和除去

CO2 时，溶液在高、低黏度之间可逆循环，胶束在

CO2 气氛中具有黏性恢复能力，保证其被 CO2 击穿

后仍具有高残余阻力。该流体在低渗透裂缝性地层

中注入性、耐温性和流变性良好，能有效抑制气窜，

使 CO2 驱采收率提高 21.7%。ZHANG 等[106]从多种

化学品和 CO2 敏感基团中优选出 DOAPA/SPTS 体

系来缓解 CO2 窜流问题，体系通过蠕虫状胶束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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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本体凝胶，对气窜通道的封堵效率为 99.2%，

CO2 采收率提高 20%，其封窜机理如图 14 所示。

DU 等[107]将 CO2 响应性蠕虫胶束（CTWM）和 CO2

凝胶颗粒（CRPGP）耦联，耦联体系中通入 CO2

后，体系黏度和微观结构改变（10~2340 mPa·s，

蠕虫-球形胶束），多轮次注入 0.5 PV（PV 为初始

的总孔体积）的 CO2 响应性耦联体系，可以建立更

大的压力梯度，后续 CO2 驱采收率提高 22.8%，为

CO2 捕集、利用与埋存-提高采收率（CCUS-EOR）

提供新的思路。 

 

 
 

图 14  超低渗油藏 CO2 驱 DOAPA/SPTS 体系 EOR 机理示意图[106] 
Fig. 14  Schematic diagram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mechanisms for DOAPA/SPTS system in CO2 flooding[106] 

 

CO2 敏感材料的增黏能力突出、敏感性好、循

环响应后性能无衰减、绿色无害，但存在乳化效果

弱、盐稳定性较差等问题。CO2 响应性材料是吸收、

固定、捕集大气环境或工业废气中 CO2 的潜在材料，

研发高效、适应不同环境的 CO2 响应性材料，实现

CO2 响应性材料在室温常压下的高效捕集和释放，

是油气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 

1.5  盐敏感聚合物 

高温高矿化度油藏开采中面临矿化度高、遇盐

降黏、管道腐蚀等问题，热稳定性良好、抗盐能力

优异、能“适应”高矿化度和高水敏地层的盐响应

聚合物可有效改善这些问题。目前，盐响应聚合物

在饱和盐水钻井液、调剖剂和油水分离的应用取得

很好的效果。 

JIANG 等[108]将阳离子单体 3-丙烯酰胺丙基三甲

基氯化铵（TAC）、阴离子单体 2-丙烯酰胺-2-甲基

丙磺酸（AMPS）、AM 共聚，制备出 2 种盐响应性

两离子聚合物乳液〔高相对分子质量低离子度

（HvL）和低相对分子质量高离子度（LvH）〕，其

分子链构象在盐离子刺激下发生了从卷曲到伸展的

可逆转变。以 HvL 和 LvH 为核心复配出的高性能饱

和盐水钻井液热稳定性好，具有优良的调节流变性

和降滤失作用，在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应用效果

良好。SUN 等[109]以 AM、[2-(甲基丙烯酰基氧基)

乙基]二甲基-(3-磺丙基)氢氧化铵（MEDS）和 N-乙

烯基己内酰胺（NVCL）为单体进行自由基共聚，

合成了一种盐响应两性离子聚合物 PAMN，PAMN

在盐溶液中膨胀如图 15 所示，将其分散在饱和盐水

钻井液中，钻井液黏度增长了 5 倍。为降低钻井液

对环境的伤害，LI 等[110]在环境友好的纤维素纳米晶

体表面上接枝 AM 和 AMPS，有效提高了生物质钻

井液的耐温性；SUN 等[111]制备了一种基于酶解木质

素纳米颗粒的盐响应聚合物刷，为开发环境友好智

能钻井液提供了新思路。 
 

 
 

图 15  两性离子聚合物在电解液中的膨胀示意图[109] 
Fig. 15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ansion of zwitterionic 

polymer with the electrolyte[109] 
  

不同于常规的可溶胀水凝胶颗粒，盐响应水凝

胶在高盐油藏中表现出“抵抗盐-盐友好”的转变，

XUE 等[112]研制出两性离子基团修饰的两性水凝胶

（IHPA），多孔网络结构赋予其优异的吸水性能，

在 LCST 以上或高矿化度水中，凝胶吸水率和溶胀

度比常规环境显著提高了 80%，是适用于高温高盐

油藏的凝胶封堵剂。PU 等[113]将 Cr3+嵌入聚丙烯酰

胺微凝胶网络中，削弱微凝胶的盐敏感性，在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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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盐水中完全溶胀的微凝胶的尺寸和封堵性能相

同，在改善微凝胶堵水和提高采收率方面显示出较

大的潜力。 

盐响应分离膜受到盐刺激后，滤膜分子链自发

地由折叠链转变为伸展构象，滤膜的孔径或表面性

质改变，且具有抗污和自清洁能力，在油水分离领

域应用前景广阔。ZHAO 等[114]制备出盐响应性聚醚

砜-聚磺基甜菜碱甲基丙烯酸酯膜（PES-b-PSBMA），

膜孔中的 PSBMA 链充当智能门（盐离子破坏磺酸

基和氨基的静电作用，使 PSBMA 链收缩/溶胀），

滤膜在纯水中呈开放状态，在盐水中呈闭合状态，

并伴随着渗透通量变化。WANG 等[115]用两性离子纳

米水凝胶（ZNG）接枝聚丙烯酸-g-聚(偏二氟乙烯)

（PAA-g-PVDF）微孔膜，制备出超高选通比（盐溶

液和纯水溶液渗透通量之比）和高灵敏度的盐响应

性膜 ZNG-g-PVDF，滤膜的制备过程及其在不同盐

浓度溶液中的孔径变化如图 16 所示。滤膜对 Na+、

Mg2+、Ca2+的选通比分别为 8.76、89.6 和 89.3，这

意味着经过滤膜的二价离子盐溶液的迁移距离远大

于一价离子和纯水溶液，滤膜有望在水传输调节和

油水分离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两性离子纳米水凝

胶的制备工艺复杂，产率较低，不能应用于大规模

工业化生产，分离膜的力学性能也是实际应用中需

要改善的问题。 
 

 
 

图 16  ZNG-g-PVDF 膜的制备过程及其在不同盐浓度溶液中的孔径变化示意图[115] 
Fig. 16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of ZNG-g-PVDF membrane and its pore size change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115] 
 

上述盐响应性两性离子聚合物乳液热稳定性

好，抑制性能优异，满足饱和盐水钻井液向高温、

高密度方向发展的需求[116]；盐响应水凝胶在高温高

盐油藏中表现出更高的溶胀率，解决了可膨胀水凝

胶颗粒在苛刻油藏环境下封堵性能显著降低的问

题；盐响应分离膜具有超高选通比和高灵敏的特点，

在水处理和油水分离领域有较大的应用潜力。但目

前盐敏聚合物种类及其应用较少，应加强盐响应聚

合物在驱油剂和压裂液上的应用探索，研发提高驱

油效果的星形聚合物和盐响应聚合物处理剂。 

2  现状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响应性突出、针对性强、环境污染小、

自调节能力显著的刺激响应性材料受到了广泛关

注，在油气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文综述了 5 种刺

激响应性材料在钻井完井、提高采收率、乳化破乳、

酸化压裂、调剖堵水、油水分离等方向的研究，表

1 为油气工程油田化学品应用局限性和现有 5 种刺

激响应性材料的研究进展。 

刺激响应性材料在油气工业应用中所面临的问

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下： 

（1）温敏聚合物在油气田领域应用广泛，如温

敏凝胶用于堵漏、堵水，温敏聚合物微球、微胶囊

和热增黏聚合物用于驱油。储层高温、高压、高盐

环境对聚合物凝胶黏度的影响显著，这是温敏凝胶

在现场应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发多响应聚合物

（热/pH、热/磁、热/CO2 响应）可有效缓解温敏凝

胶黏度损失的问题。此外，温敏表面活性剂、光热驱

动温敏聚合物在油气开发中的应用研究也有待加强。 

（2）油气田使用的 pH 响应聚合物主要有 pH 响

应性润湿表面、凝胶、密封堵漏剂等，通过调节环

境中的 pH，聚合物溶液发生“溶胀-收缩”、“溶

液-凝胶”、“亲水-疏水”转变。但由于其热稳定

性较差、酸碱调节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油气

田应用中受到限制。开发 pH 响应纳米材料，可进

一步提高其应用范围和效果，pH 响应聚合物与纳米

材料和超渗透、浸润表面结合，是其在油气领域的

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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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油气工程油田化学品应用的局限性和现有刺激响应材料研究进展 

Table 1  Application limitations of chemicals in oil and gas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existing stimuli-response 
materials 

领域 应用局限性 现有研究进展 未来发展方向 

钻井 高含盐环境下常规聚合物处理剂失

效、钻井液体系失稳，引入磺酸基团

的强亲水体系的抗高温、抗盐效果不

足，严重污染环境 

带等量阴、阳离子电荷、识别含盐量变化、

调节分子链构象转变，实现体系黏度增加的

两性离子聚合物；天然聚合物接枝磺酸基团

作为滤失添加剂 

研发响应高价阳离子的钻井

液，提高钻井液对地层污染的

识别和抵抗能力 

三次 

采油 
常规驱油剂在高温、高盐油藏下驱油

能力急剧降低；纳米驱油剂易团聚、

亲水亲油性难调控 

对温度、磁场、CO2 气体响应，改变驱油剂

亲/疏水性、分散性和粒径大小；纳米颗粒

中引入刺激响应基团、聚合反应制备刺激响

应驱油体系；磁场控制超顺磁性有机/无机

纳米颗粒流动方向或弛豫加热、形成凝胶；

磁性纳米颗粒实现油水乳液破乳和分离，回

收利用；CO2 响应表面活性剂控制乳液的乳

化-破乳转变，提高体系界面活性和黏度 

加强纳米颗粒和表面活性剂

在岩石表面的吸附、团簇损失

研究；在复杂油藏使用承压能

力和稳定性待考察及现场应

用极少，降低成本以推进现场

使用；加强纳米材料、表面活

性剂的结构设计，改善刺激响

应材料的结构组成 

油气 

开采 

防窜 

调堵 
传统聚合物凝集堵漏体系成胶时间

难以控制，堵漏材料无法有效到达漏

失位置；常规调堵体系对稠油油藏汽

窜通道调堵性能差；低渗油藏 CO2

驱后期气窜，凝胶封窜剂黏度损失、

难注入、封堵效率低；高含 CO2 酸

性气藏开发条件下固井水泥腐严重 

根据温度、pH、盐度变化进行溶胶-凝胶转

换或吸水膨胀，对不同地层进行智能封堵；

设计构造响应 CO2 气体的敏感基团，以纳米

颗粒或表面活性剂形式进入储层 

加强承压和抗温抗盐性能研

究；合理设计响应机制，精确

控制响应性，进一步改善注入

性和配伍性 

采出液 

处理 

常规油水分离材料吸油效果一般、选

择性分离效率低；油污堵塞材料表

面，导致材料吸油能力和水通量降

低；传统破乳剂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且难以去除 

具有可切换润湿性的智能分离材料、高分离

效率的微纳结构表面、抗蛋白黏附性和防污性

材料相结合；超支化、多孔结构材料与磁性纳

米颗粒聚合定向吸附分散油滴，循环使用，并

赋予其自清洁性能；调节 CO2 的量来控制材料

的表面活性功能，改变体系流变性 

增强材料表面微纳结构和化

学组成的稳定性；深入研究油污

的清洗方式和效果；研发同时分

离油包水/水包油混合物的材料；

精简合成步骤，以利于大规模

生产；开发空气/CO2 开关控制

材料表面活性 

 

（3）磁性纳米流体在磁场作用下定向迁移、排

列，及在磁场振荡作用下弛豫发热形成凝胶，可以

有效封堵中、高渗透条带，具有较好的调剖效果；

磁响应聚合物微球兼具高封堵强度和膨胀变形能

力，能通过磁场调控堵水效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磁响应聚合物非常适合油/水分离，如果能够进

一步控制成本，磁响应纳米粒子和磁响应破乳剂在

油水分离领域将有更多的应用。未来要运用多学科

知识交叉，开发出适合非常规油藏使用的磁响应聚

合物，设计磁性材料的回收和分离设备，早日实现

磁响应聚合物的工业化应用。 

（4）封窜用 CO2 响应性纳米流体、CO2 响应性

清洁压裂液、驱油用热/CO2 双重响应性增黏聚合物、

CO2 响应性乳化剂和 CO2 响应性蠕虫胶束是目前的

研究热点，CO2 响应性蠕虫胶束在调剖、封窜、压

裂、CO2 封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适宜尺

寸的 CO2 响应性微凝胶也是一种潜在的智能吸附

剂。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CO2 响应性材

料将 CCUS-EOR 结合，对于石油企业落实碳减排任

务，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 CO2 工业应用具有

深远意义。 

（5）盐度响应聚合物在钻井液、调剖堵水、油

水分离等方面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应结合盐

响应聚合物在医学、生物、农业等领域的先进成果

和成功经验，开发出更高效的油气钻井、开采、水

处理用聚合物。 

3  结束语 

目前，刺激响应性材料是思路最新颖、针对苛

刻复杂和非常规油藏设计的新一代油田用智能材

料。近 10 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人员关注并

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但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还

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在现场实施中仍然存在严峻挑

战：第一，刺激响应性材料的成本较高；第二，需

要考虑材料在恶劣地层环境下的长期老化稳定性；

第三，刺激响应性材料的种类较少，需要研发更多

与复杂油藏匹配的刺激响应性材料；第四，部分刺

激响应性材料容易发生团聚，对刺激响应性材料在

多孔介质中传输运移机理和响应行为缺乏认识。 

总体而言，刺激响应性材料在油气田开发领域

的研究和应用仍处在起步阶段，且显现出较低智能

化程度，需进一步研发具有更高级智能的刺激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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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未来应继续推进刺激响应性材料的研究、

成果转化和工业化应用，研发低成本的刺激响应性

材料，及使用少量刺激响应性材料作为高效材料；

探索刺激响应性材料的低成本、规模化合成方法；

开展针对特定油藏的模拟驱油实验，深入研究聚合

物在温度、pH、磁场等条件的响应行为，以及与无

机盐和油的作用机理，指导单体和聚合物分子结构

的设计和合成。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借鉴其他学科

的先进经验，拓宽刺激响应性材料在油气田的应用

场景，推动油气田刺激响应性材料的创新性、实用

性和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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