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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改造对Ⅰ类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效果的影响规律
刘永革１，２　李　果１，２　贾　伟１，２　白雅洁１，２，３　侯　健１，２　ＣｌａｒｋｅＭＡ４　徐鸿志５　赵二猛１，２

纪云开６　陈立涛１，２　郭天魁１，２　贺甲元３　张　乐３
（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５８０；　２．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５８０；

３．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４．卡尔加里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　Ｔ２Ｎ１Ｎ４；
５．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１；　６．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２３７）

摘要：针对目前天然气水合物藏数值模拟器无法精确表征基质和储层改造区传质传热规律的缺陷，在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中添
加了ＰＥＢＩ非结构网格划分模块和基质—储层改造区传质传热计算模块，实现了储层改造辅助降压开发天然气水合物藏的数值
模拟。首先对基质和储层改造区分别进行了建模，并根据离散裂缝理论对基质和储层改造区之间的传质传热规律进行了表征，
建立了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改造辅助降压开发数值模拟方法。然后以水力压裂储层改造方法为例，研究了中国南海神狐海域试
采区天然气水合物藏水力压裂辅助降压开发的产能和物理场变化规律，并对产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水力压
裂可以加快气水流动相的产出速率和降压速率，进而更充分地利用储层热能和压能促进混合层和水合物层中水合物的分解和
产能提升。相比于无压裂方案，水力压裂后峰值产量和长期开发累积产气量的增幅分别可达１９８７％和１０８１％，但受制于
储层热能的大量消耗，降压开发后期水合物分解速率和产能均会出现明显下降，且降压结束后水合物层中仍会剩余大量未
分解水合物。裂缝导流能力、条数和半长均会对产能产生较大影响，裂缝导流能力越强、裂缝条数越多、半长越大，降压开发
的产能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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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Ｅ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犾犪狑狅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狀犱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犲狓狆犾狅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犳
犮犾犪狊狊Ⅰ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犺狔犱狉犪狋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ＬｉｕＹｏｎｇｇｅ１，２　ＬｉＧｕｏ１，２　ＪｉａＷｅｉ１，２　ＢａｉＹａｊｉｅ１，２，３　ＨｏｕＪｉａｎ１，２　ＣｌａｒｋｅＭＡ４　ＸｕＨｏｎｇｚｈｉ５
ＺｈａｏＥｒｍｅｎｇ１，２　ＪｉＹｕｎｋａｉ６　ＣｈｅｎＬｉｔａｏ１，２　ＧｕｏＴｉａｎｋｕｉ１，２　ＨｅＪｉａｙｕａｎ３　ＺｈａｎｇＬｅ３

（１．犕犗犈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犝狀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犗犻犾牔犌犪狊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犙犻狀犵犱犪狅
２６６５８０，犆犺犻狀犪；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犙犻狀犵犱犪狅２６６５８０，犆犺犻狀犪；
３．犛犻狀狅狆犲犮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３，犆犺犻狀犪；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犵犪狉狔，
犃犾犫犲狉狋犪Ｔ２Ｎ１Ｎ４，犆犪狀犪犱犪；５．犆犖犘犆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狅犿狆犪狀狔犔犻犿犻狋犲犱，犜犻犪狀犼犻狀３００４５１，犆犺犻狀犪；

６．犙犻狀犵犱犪狅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犪狉犻狀犲犌犲狅犾狅犵狔，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犙犻狀犵犱犪狅２６６２３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ｄｅｆｅｃｔｔｈａ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ｆａｉｌｓｔｏ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ｍａｓｓａｎｄ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ａｗ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ＢｙａｄｄｉｎｇＰＥＢＩ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ｍａｓｓａｎｄｔｈｅ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ｆｏｒ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ｓｍａｄｅｉｎ
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ｂｙ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ａｗ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ｕ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ｂｙ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ｂ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ｅｎｈｕ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ａｎ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ｃ



　第２期 刘永革等：储层改造对Ⅰ类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效果的影响规律 ４１３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ｏｒｇａｓｗａｔｅｒ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ａｓｅ，ｓｏａｓｔｏ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ｈｅａ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ｙｂｒｉｄ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ｔｅｌａｙ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ｎｏ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ａｋ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ｕｐｔｏ１９８７％ａｎｄ１０８１％ａｆ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
ｂｅ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ａｒ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ｕｎ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ｌａｙｅｒａｆｔｅ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ｈａｌｆ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ｈａｌｆｌｅｎｇｔ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引用：刘永革，李果，贾伟，白雅洁，侯健，ＣｌａｒｋｅＭＡ，徐鸿志，赵二猛，纪云开，陈立涛，郭天魁，贺甲元，张乐．储层改造对Ⅰ类天然
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效果的影响规律［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４，４５（２）：４１２４２６，４６０．

犆犻狋犲：ＬＩＵＹｏｎｇｇｅ，ＬＩＧｕｏ，ＪＩＡＷｅｉ，ＢＡＩＹａｊｉｅ，ＨＯＵＪｉａｎ，ＣＬＡＲＫＥＭＡ，ＸＵＨｏｎｇｚｈｉ，ＺＨＡＯＥｒｍｅｎｇ，ＪＩＹｕｎｋａｉ，ＣＨＥＮＬｉｔａｏ，
ＧＵＯＴｉａｎｋｕｉ，ＨＥＪｉａ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ｌａｗ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Ⅰｎａｔｕ
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５（２）：４１２４２６，４６０．

　　天然气水合物是在低温高压环境中形成的类冰状
物质，其广泛存在于海底沉积物和冻土中，储量巨大，
且具有清洁高效的优点，被视为“后石油时代”最具潜
力的接替资源之一［１２］。因此，发展天然气水合物藏的
高效开发技术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
标、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３５］。继苏联、加
拿大、美国和日本之后，在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２０年，中国在南
海神狐海域先后成功实施两次天然气水合物藏试采，实
现了这一领域由“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５９］。

天然气水合物藏可行的开发方法主要包括降压法、
热激法、ＣＯ２置换法以及注化学剂法，其中降压法无需注
入流体（热、ＣＯ２或化学剂），成本低，是较具商业化潜力的
开发方式。但对于低渗透天然气水合物藏，试采的结果
表明其产能较低［１０１５］。以中国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区天然
气水合物藏为例，其水合物层的渗透率为２３８ｍＤ，第１
次试采中采用直井降压开发平均产气量仅为５１５１ｍ３／ｄ，
虽然在第２次试采中采用水平井大大提高了产能，平均
产气量提升到了２８７×１０４ｍ３／ｄ，但目前仍难以达到商业
化开发的最低要求［１６１９］。

对天然气水合物藏进行储层改造，大幅提高储层
渗流能力和气体产能，是目前天然气水合物藏走向商
业化开发之路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数值模拟技术具
有操作方便、结果直观、投入少的优势，因而近年来众
多学者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改造
的开发效果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如Ｌｉ等［２０］采用
Ｃｏｍｓｏｌ软件建立天然气水合物藏数值模拟模型，并设
定了一个水合物分解区，通过修改局部孔隙度和渗透
率的方式研究了水力压裂对降压开发的影响规律，结
果表明，水力压裂有效增加了水合物藏的渗透率，促进
了压降的传播和水合物的分解。Ｙｕ等［２１］采用Ｔｏｕｇｈ＋
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在垂向上建立了厚度为００１ｍ的网格层

用于表示裂缝，采用圆柱形网格建立了中国南海天然气
水合物藏数值模拟模型，研究了裂缝对短期和长期产能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裂缝对短期产能影响很大，但对
长期产能影响较小。Ｆｅｎｇ等［２２］采用ＭＨ２１ＨＹＤＲＥＳ
模拟器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设定了一个压裂改造区
并将其渗透率调整为１～５Ｄ，研究了储层改造对高温
水合物藏（１４３℃）和低温水合物藏（５３℃）降压开发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压裂可以有效提高天然气水合
物藏的降压开发产能，同时高温水合物藏相比于低温
水合物藏更适宜进行压裂改造。Ｍａ等［２３］根据中国南
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藏的地质参数采用Ｔｏｕｇｈ＋
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建立了数值模拟模型，并将厚度为５ｍ
的网格渗透率增大用于表征裂缝的影响，同时分析了
压裂位置对产能和水合物分解的影响规律。Ｌｉ等［２４］

采用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建立了圆柱形网格，并通
过修改局部渗透率的方式近似模拟了劈裂注浆储层改
造方法对降压开发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储层改
造后降压开发产能相比改造前增加了１０倍以上。Ｌｉｕ
等［２５］采用ＣＭＧ软件建立了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藏
数值模拟模型，并对径向井充填区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进行了修正，模拟了“径向井—相变支撑剂充填”储层
改造方法的增产效果。

目前关于储层改造对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的
影响已有文献可查，但由于专业的天然气水合物藏数值
模拟器（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Ｔｏｕｇｈ＋
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室的ＳＴＯＭＰ
ＨＹＤ软件、日本的ＭＨ２１ＨＹＤＲＥＳ等）均不包含储
层改造模拟模块，因而上述研究均是采用对结构化网
格进行整体加密或局部加密的方法对储层改造区的形
态进行表征。网格加密方法一方面难以满足具有复杂
拓扑结构储层改造区形态的精确描述，另一方面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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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网格数量和计算速度的要求，加密幅度有限，难以实
现基质与储层改造区之间传质传热规律的表征［２６３１］。
为此，笔者基于离散裂缝理论对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
件进行了二次开发，建立了基质和储层改造区的质量
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以及基质和储层改造区之间
的传质传热表征模型。在此基础上参考南海神狐海域
试采区天然气水合物藏的基本参数，采用ＰＥＢＩ非结
构网格建立了Ⅰ类天然气水合物藏数值模拟模型，并
以水力压裂方法为例，研究了储层改造后降压开发的
生产动态和产能影响因素。

１　储层改造辅助降压开发数学模型
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数值模拟器中包含相平衡模型

和动力学模型两种模拟模式，两种模式均包含水相、气
相、水合物相和冰相，但相平衡模型中仅包含水组分、
甲烷组分和盐组分，水合物的生成和分解由热能、组分
含量以及水合物的相平衡关系确定。动力学模型相比
于相平衡模型增加了水合物组分，水合物的生成和分
解质量根据Ｋｉｍ等建立的水合物生成和分解动力学
方程进行计算［３２］。Ｋｏｗａｌｓｋｙ和Ｍｏｒｉｄｉｓ对相平衡模
型和动力学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３３］，
对于矿场尺度模拟，相平衡模型和动力学模型的计算
结果相似，同时考虑到动力学模型组分较多，计算复杂
度高，因而Ｋｏｗａｌｓｋｙ和Ｍｏｒｉｄｉｓ推荐使用相平衡模型
进行矿场尺度的模拟。基于此，笔者采用相平衡模型
开展了后续模拟研究。
１１　模型基本假设

模型的基本假设主要包括：①水合物相与冰相不
可流动；由于储层改造后含水合物多孔介质基质和储
层改造区中的气水运移规律尚缺少系统研究，模型中
假设气和水在基质和储层改造区中的流动均满足达西
定律［３４］。②与对流相比，机械弥散较小，因而忽略机
械弥散对溶解气和盐组分运移的影响。③忽略开发过
程中盐在多孔介质中的沉积现象。④不考虑开发过程
中的地质力学响应和出砂现象。⑤盐组分在水相中的
溶解不影响水相的热物理性质。
１２　数学模型构成

根据有限体积法，基质和储层改造区的质量守恒
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可以表达为统一的形式：

ｄ
ｄ狋∫犞ｒ犕τｄ犞＝∫Γｒ犉τ·狀ｄ犃＋∫犞ｒ狇τｄ犞 （１）

１２１　质量守恒方程
基质和储层改造区单元体的孔隙体积均由不可流

动相（水合物相和冰相）和流动相（水相和气相）充满，
同时各相中可采用组分质量分数表征组分的质量占

比，因而各组分的质量累积项可表示为：
ｄ
ｄ狋∫犞ｒ犕κｄ犞＝ｄｄ狋∫犞ｒ∑βｒ犛ｒβρｒβ犡κｒβｄ犞 （２）

　　基质和储层改造区单元体均需要考虑其与相邻基
质单元体和储层改造区单元体之间的质量交换，因而
目标单元体的质量通量的积分项可表示为：

∫Γｒ犉κ·狀ｄ犃＝∫Γｒ犕犉κ·狀ｄ犃＋∫Γｒ犉犉κ·狀ｄ犃（３）
　　目标单元体的质量源汇项可表示为：

∫犞ｒ狇κｄ犞＝∫犞ｒ∑β犡κｒβ狇ｒβｄ犞 （４）
１２２　能量守恒方程

基质和储层改造区单元体的能量累积项均包括岩
石和各相中蕴含的热能，可表示为：

ｄ
ｄ狋∫犞ｒ犕θｄ犞＝ｄｄ狋∫犞ｒ［（１－ｒ）ρｒ犚犆ｒ犚犜ｒ＋

∑
β
ｒ犛ｒβρｒβ犝ｒβ］ｄ犞 （５）

　　目标单元体与相邻基质单元体和储层改造区单元
体之间的质量交换必然引起能量变化，因而目标单元
体的能量通量可表示为：

犉θ＝－λΔ犜＋犳σσ０

Δ犜４＋∑
β
犺β犉β （６）

　　目标单元体的能量源汇项主要包含注入、产出的
流体能量以及水合物分解或生成所需的热量：

∫犞ｒ狇θｄ犞＝∫犞ｒ∑β犺ｒβ狇ｒβ＋Δ（ｒρＨ犛ＨΔ犎Ｈ［ ］）ｄ犞
（７）

　　在相平衡模型中，式（７）中水合物饱和度的增加或
降低主要根据水合物的相平衡关系进行判别。Ｍｏｒｉ
ｄｉｓ等［３５３６］基于Ｓｌｏａｎ等归纳的实验数据建立了水合
物相平衡关系模型，该模型在１５０～３２０Ｋ的温度范围
内均可以很好地吻合实验数据。笔者采用该模型对水
合物的相平衡关系进行判别：

ｌｎ（狆ｅ）＝
－１９４１３８５０４４６４５６×１０５＋３３１０１８２１３３９７９２６×１０３犜－
２２５５４０２６４４９３８０６×１０１犜２＋７６７５５９１１７７８７０５９×１０－２犜３－
１３０４６５８２９７８８７９１×１０－４犜４＋８８６０６５３１６６８７５７１×１０－８犜５
　　　　　　　　　（犜≥２７３２Ｋ）
－４３８９２１１７３４３４６２８×１０１＋７７６３０２１３３７３９３０３×１０－１犜－
７２７２９１４２７０３０５０２×１０－３犜２＋３８５４１３９８５９００７２４×１０－５犜３－
１０３６６９６５６８２８８３４×１０－７犜４＋１０９８８２１８０４７５３０７×１０－１０犜５
　　　　　　　　　（犜＜２７３２Ｋ

烅

烄

烆 ）
（８）

１２３　基质与储层改造区之间的质量传递方程
对于包含基质和储层改造区的双重介质系统，单

元体之间的连接关系包括基质—基质、基质—储层改
造区、储层改造区—储层改造区３种。气水流动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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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满足达西渗流公式，同时考虑气体的滑脱效应和气
体扩散，３种连接关系的质量通量可表示为：

犉ｗ＝－犓ｒｗρｗ犃μｗ犜ｓ
（Δ狆ｗ－ρｗ犵） （９）

犉ｇ＝－１＋犫狆（ ）ｇ犓ｒｇρｇ犃μｇ犜ｓ
（Δ狆ｇ－ρｇ犵）＋犑κｇ（１０）

　　模型中水合物相不可流动，其相对渗透率为０，气
水相对渗透率曲线采用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型［３７］：

犓ｒｗ＝ｍｉｎ犛ｗ－犛ｉｒｗ
１－犛（ ）ｉｒｗ

狀ｗ，［ ］１
犓ｒｇ＝ｍｉｎ犛ｇ－犛ｉｒｇ

１－犛（ ）ｉｒｗ

狀ｇ，［ ］１ （１１）
　　从式（９）—式（１０）可以看出，质量通量的计算首先
要确定３种连接关系的传导率。ＫａｒｉｍｉＦａｒｄ等［３８］对
于上述各种连接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基于“星形法则”
提出了任意单元体连接时传导率的计算通式：

犜ｓ＝α犻α犼
∑
犾

犽＝１
α犽

α犽＝犃犽犽犽犇犽狀犽·犳
烅

烄

烆 犽

（１２）

　　目前提出的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改造方法主要包
括水力压裂、劈裂注浆等［１８，２４２７］。不同储层改造方法所
形成的高导流通道的形态不同，因而建立储层改造区质
量和能量守恒方程时需根据高导流通道的形态对式（１）
中的单元体体积犞ｒ进行修正，同时计算基质单元体与
储层改造区单元体之间的气水质量通量时需根据单元
体的相对位置和连接关系确定式（１２）中单元体连接面
的面积犃犽。将计算出的质量通量代入式（６）则可计算
出基质单元体与储层改造区单元体之间的能量通量。
１２４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中包含了可能出现的１３
种相态组合，每种相态组合所要求取的主变量不同。储
层改造并没有改变相态组合，因而进行模拟时首先可根
据目标天然气水合物藏的初始相态确定各基质和储层
改造区单元体中的主变量，并对主变量进行初始化。

模型的边界条件包括内边界条件和外边界条件，
对于降压开发而言，内边界条件为定压力，根据数值模
拟原理，定压力时可根据Ｐｅａｃｅｍａｎ模型计算各组分
的源汇，代入式（４）和式（７）中计算得到质量和能量守
恒方程中的源汇项。对于外边界条件主要包括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和混合边界３类，笔者
采用封闭边界，属于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的范畴［３９］。
１３　模型求解和验证
１３１　模型求解

离散裂缝理论要求储层改造区单元体位于基质单

元体的交界面处，因而需采用非结构网格将储层改造
区的复杂拓扑结构作为内边界约束进行建模。首先建
立非结构网格划分方法，得到基质和储层改造区的网
格信息以及基质—基质、基质—储层改造区、储层改造
区—储层改造区之间的连接关系。在此基础上，对
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进行代码修改，储层改造区中
的气水流动计算以及水合物的生成与分解的判别与基
质相同，但基质—储层改造区以及储层改造区—储层
改造区之间各组分的质量交换需要根据式（９）—
式（１２）进行计算。由于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改造辅助
降压开发数值模拟模型具有强非线性，因而采用全隐
式方法进行求解。如前所述，基质和储层改造区单元
体的质量守恒方程和体系的能量守恒方程可以表达为
统一的形式，因而可对式（１）进行离散，得到狋＋１时刻
目标单元体的残差方程为：
犚τ，狋＋１＝犕τ，狋＋１－犕τ，狋－Δ狋犞ｒ∑犿犃犉τ，狋＋１－Δ狋狇τ，狋＋１

（１３）
　　采用经典的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ＮＲ）迭代方法对
残差方程进行线性化可以得到：

－∑
狏

犻＝１

犚τ，狋＋１
狓犻 狆

Δ狓犻，狆＋１＝犚τ，狋＋１（狓犻，狆） （１４）
　　模型的求解步骤为：

（１）对模型进行相态初始化。
（２）根据初始化后各网格的相态选择所要求解的

主变量。
（３）根据式（１４）进行系数矩阵的构建。
（４）利用直接法或迭代法进行线性方程组的求

解，得到主变量的变化量Δ狓犻，狆＋１。
（５）利用式狓犻，狆＋１＝狓犻，狆＋Δ狓犻，狆＋１对主变量进行更新。
（６）根据主变量的取值对次要变量进行更新。
（７）检查狓犻，狆＋１是否满足误差要求。若是，表明当

前时间步已收敛，继续执行步骤（８）；若否，表明不满足
误差要求。此时需要首先判断当前犖—犚迭代次数是
否已达到设定上限。若否，则返回步骤（２）；若是，表明
时间步过大无法收敛，需减小时间步后返回步骤（１）。

（８）检查是否达到预设的模拟时间。若否，返回
步骤（１）对相态进行初始化并开始下一时间步的计算；
若是，则模拟结束。
１３２　模型验证

黄满等［３４］对目前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改造的实验
和模拟方法进行了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开展的实验主要
集中在含水合物多孔介质水力压裂可行性评价以及裂
缝形态观测方面。由于实验的复杂性，目前尚未见到水
力压裂后降压开发产能评价的相关实验报道。此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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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专业的天然气水合物藏数值模拟器（ＳＴＯＭＰＨＹＤ、
ＭＨ２１ＨＹＤＲＥＳ等）均未开发专门的储层改造模块，基
准模型的测试数据集尚未形成。为了验证所建立模型
的准确性，采用两种方法进行验证：①对于具有简单结
构的裂缝，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可以采用局部网格加密
的方法将裂缝显式建立在网格系统中，该方法无需修
改软件代码因而其计算结果具有可靠性，可用来验证
离散裂缝法的模拟结果［４０４１］。②对于复杂形态裂缝，
可在商业软件ＣＭＧ中通过嵌入式离散裂缝方法建立
裂缝模型，并通过ＣＭＧ和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共
有的ＣＨ４和水两相模型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１）网格加密法与离散裂缝法的模拟结果对比
目前常用的非结构网格主要包括三角形网格和

ＰＥＢＩ网格。相比于三角形网格，ＰＥＢＩ网格的正交性
好，可大大降低网格间流动通量的计算误差，因而笔者
采用ＰＥＢＩ网格进行后续的模型验证和分析［４２４４］。

按照表１中的参数建立Ⅲ类水合物藏，为简化建
模及分析，模型采用均一温度和压力进行设置。所建
立的ＰＥＢＩ非结构网格如图１（ａ）所示，图１中裂缝的

宽度为１ｃｍ，渗透率为１００Ｄ。模型中包含１口位于
水合物层中部的水平井，水平井长为８９ｍ，裂缝条数
为２，水平井保持井底流压为４ＭＰａ进行降压开发，模
拟时间为１００ｄ。由两种裂缝表征方法的模拟结果对
比［图１（ｂ）］可以看出，产气产水曲线均具有高度的相
似性。如前所述，网格加密法无需对Ｔｏｕｇｈ＋Ｈｙ
ｄｒａｔｅ软件进行代码修改，且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模
拟结果的可靠性已被诸多文献证实，因而笔者所建立
的模型具有可靠性。

表１　Ⅲ类水合物藏模型主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犆犾犪狊狊Ⅲ犺狔犱狉犪狋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犿狅犱犲犾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顶底盖层厚度／ｍ ３０ 基质中的犛ｉｒｇ ００５
水合物层厚度／ｍ ２２ 基质中的狀ｇ ２０
水合物层压力／ＭＰａ １３８０裂缝中的犛ｉｒｇ ０
水合物层温度／℃ １４０ 裂缝中的狀ｇ １０
水合物层含水饱和度 ０５６ 基质中的犛ｉｒｗ ０３
水合物层水合物饱和度０４４ 基质中的狀ｗ ２０
水合物层渗透率／ｍＤ ７５ 裂缝中的犛ｉｒｗ ０
水合物层孔隙度 ０４１ 裂缝中的狀ｗ １０

图１　离散裂缝法网格划分及离散裂缝法网格加密法模拟产量对比
犉犻犵．１　犌狉犻犱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犇犉犕犿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犇犉犕犿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犵狉犻犱狉犲犳犻狀犲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

　　（２）嵌入式离散裂缝法与离散裂缝法的模拟结果
对比

采用本文模型和商业软件ＣＭＧ共有的ＣＨ４和水
两相二维模型，对比裂缝对气水渗流的影响。模型采用
五点法井网的１／４，其长、宽均为７７ｍ，厚度为１０ｍ，注
采井分别位于模型的右上角和左下角，模型的初始压力
为１０ＭＰａ，注入井以４０ｍ３／ｄ的速度进行注水，生产井
维持井底压力３ＭＰａ进行生产，基质渗透率为１ｍＤ，

裂缝的导流能力为６０Ｄ·ｃｍ，模拟时间为１００ｄ。ＣＭＧ
软件采用基于结构化网格的嵌入式离散裂缝，而本文
模型则采用基于ＰＥＢＩ网格的离散裂缝。图２（ａ）为笔
者所建立的ＰＥＢＩ网格系统，其中蓝色线条表示随机裂
缝。由产气量和产水量的对比［图２（ｂ）］可以看出，本
文模型计算得到的气水产量与ＣＭＧ软件的模拟结果
非常接近，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准确表征复杂形态裂缝
对气水渗流的影响。



　第２期 刘永革等：储层改造对Ⅰ类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效果的影响规律 ４１７　　

图２　离散裂缝法网格划分及本文模型犆犕犌软件模拟产量对比
犉犻犵．２　犌狉犻犱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犇犉犕犿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犿狅犱犲犾狊犻狀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犪狀犱犆犕犌

２　储层改造辅助降压开发效果
２１　数值模拟模型建立

水力压裂是目前油气田开发领域应用最广泛的储
层改造方法之一。因此，笔者以水力压裂方法为例，研
究储层改造对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的影响规律。
基于中国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区天然气水合物藏的地质
参数，对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分别进行了建模，模拟
区块尺寸为７００ｍ×６００ｍ×１４９２ｍ，两套方案的网格
划分如图３所示［７］。图３中在水平井井筒处对模型进

行了剖分，从而更好地显示井筒和裂缝的空间分布。
在不影响精度的前提下采用相对粗化的网格从而提高
计算速度，笔者在进行大量模拟之前开展了网格无关
性测试，最终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平面网格数确
定为１５８３个和２５０３个，模型纵向上均细分为２２层。
Ｍｏｒｉｄｉｓ等［４５４６］的研究结果表明，顶底盖层厚度为３０ｍ
时可以满足顶底盖层与储层之间传热计算的精度要
求。因此，笔者设置顶底盖层厚度均为３０ｍ，且顶底
盖层均细分为２个网格。水合物层厚度为４５６ｍ，细分
为９个网格，混合层厚度为２４６ｍ，细分为５个网格，气

图３　网格划分及层位设置
犉犻犵．３　犌狉犻犱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狋狌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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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烃层厚度为１９ｍ，细分为４个网格。水平井长度为
３００ｍ，布置在水合物层中部，即垂向第７层网格中。
对于压裂方案，沿井筒均匀布置有５条裂缝，裂缝半长
为１００ｍ，高度为３５ｍ，宽度为１ｃｍ，裂缝导流能力为
１００Ｄ·ｃｍ。模型平面上采用ＰＥＢＩ网格进行划分，并在
水平井和裂缝处进行了局部网格加密。
　　模型的主要地质和流体参数见表２。Ｉ类水合物
藏的初始化过程相对复杂，笔者主要采用Ｍｏｒｉｄｉｓ
等［４５］推荐的方法进行模型初始化。首先根据地温梯
度计算每个网格层的温度并赋值。在对压力进行赋值
时，由于混合层为三相共存，当其温度确定后可根据水
合物的相平衡条件得到对应温度下的压力。在混合层
压力数据的基础上可根据压力梯度计算其余网格层的
压力并进行压力初始化。当所有的层位完成压力、温

表２　Ⅰ类水合物藏模型主要参数［６］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犻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犆犾犪狊狊Ⅰ犺狔犱狉犪狋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犿狅犱犲犾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水合物层含水饱和度 ０６９ 水合物层平均压力／ＭＰａ１２９２
水合物层水合物饱和度 ０３１ 混合层平均温度／℃ １４３１
混合层含水饱和度 ０７５１ 混合层平均压力／ＭＰａ １３９８
混合层含气饱和度 ０１３２ 气态烃层平均温度／℃ １５８４
混合层水合物饱和度 ０１１７气态烃层平均压力／ＭＰａ１４８９
气态烃层含水饱和度 ０９２７ 基质中的犛ｉｒｇ ００５
气态烃层含气饱和度 ００７３ 基质中的狀ｇ ２０

盐质量分数 ００３０５ 裂缝中的犛ｉｒｇ ０
水合物层孔隙度 ０３７３ 裂缝中的狀ｇ １０
混合层孔隙度 ０３４６ 基质中的犛ｉｒｗ ０３
气态烃层孔隙度 ０３４７ 基质中的狀ｗ ２０

水合物层渗透率／ｍＤ ２３８ 裂缝中的犛ｉｒｗ ０
混合层渗透率／ｍＤ ６６３ 裂缝中的狀ｗ １０
气态烃层渗透率／ｍＤ ６８ 压力梯度／（ＭＰａ／ｈｍ） １０
水合物层平均温度／℃ １２７３ 温度梯度／（℃／ｈｍ） ４５

度和水合物饱和度初始化后需根据水合物层的温压判
断水合物是否满足初始平衡，并根据自由气层的温压
判断自由气层中是否会发生水合物生成。由于神狐海
域水合物藏的地温梯度较高（约为４５℃／ｈｍ），因而
结合水合物相平衡条件容易发现水合物层和自由气层
均满足初始平衡，而气水的重力平衡主要采用毛细管
力模型实现，模型的选择及参数设置可参见文献［４５］。
　　后续研究主要对比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开发
效果，两套方案中水平井均维持井底流压４ＭＰａ进行
生产。模拟时间均为１０００ｄ，水合物属性参数及各组
分物性参数采用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内置数据库中
的默认取值［４７］。
２２　生产动态分析
２２１　气水产能分析

图４为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水合物藏平均压
力和平均温度变化对比。从图４（ａ）中可以看出，由于
深度的不同，气态烃层的初始压力最高，而水合物层的
初始压力最低。由于流体的采出，降压开发过程中水
合物层、混合层和气态烃层的平均压力均不断下降，但
非压裂方案储层压力的下降速度明显慢于压裂方案，
这主要是由于水力压裂所形成的高导流裂缝有利于气
水的快速产出，进而加快储层的降压速度和水合物的
分解速率。模拟结束时，压裂方案水合物层、混合层和
气态烃层的平均压力分别比非压裂方案低２２２ＭＰａ、
２２６ＭＰａ和２２６ＭＰａ。各层位的平均温度变化规律
与平均压力变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水合物层
和混合层中水合物分解会大量吸热，因而水合物层和
混合层的平均温度下降幅度较大，而气态烃层的温度

图４　水力压裂对储层温度和压力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狅狀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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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下降幅度较小。模拟结束时，压裂方案水合物层、混
合层和气态烃层的平均温度分别比非压裂方案低
２１７℃、１５８℃和０３６℃。对于降压开发而言，储层
的压力为气水流动提供动力，而储层热能则为水合物
分解提供能量来源，压裂方案在模拟结束时刻的储层
压力和温度均更低，这说明水力压裂后降压开发可以
更加充分地利用地层能量提高气体产能。
　　图５为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短期产能（３０ｄ）和
长期产能（１０００ｄ）对比。从图５（ａ）中可以看出，两套方案
的产气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无压裂方案在生产的早期
阶段存在一个非常短暂的产气量降低阶段，随后产气量
不断上升并在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水合
物藏的渗透率较低，混合层和气态烃层中的自由气难以
在短时间内向上运移至井筒中，因而当井筒周围水合物
分解气产出后产气量下降，同时，由于水合物二次生成等

因素，产量曲线呈现一定的波动。但随着水合物分解范
围的扩大以及自由气的运移，产气量开始上升并达到峰
值。由于水合物分解吸热，储层温度下降，水合物分解速
率不断降低，同时自由气被大量采出后上返速率也不断
降低，因而降压开发后期产能逐渐下降。而对于压裂方
案，由于高导流裂缝的存在，混合层和气态烃层中的自由
气可通过裂缝快速运移至生产井井底并被采出，因而降
压开发初期产气量即开始快速上升，当储层改造区内压
力衰竭时产气量开始下降。从图５（ｃ）中可以看出，自由
水在开发初期产量较大，随后不断降低，同时压裂方案的
产水量明显高于非压裂方案。统计结果表明，压裂方案
短期开发累积产气量为非压裂方案的１０４倍，且水力压
裂后峰值产量和长期开发累积产气量的增幅分别可达
１９８７％和１０８１％，因而水力压裂可以显著提高Ⅰ类天
然气水合物藏的降压开发产能。

图５　水力压裂对气水产量的影响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狅狀犵犪狊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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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水比为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开发效率的重要评
价指标之一。由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瞬时气水比
和累积气水比对比曲线（图６）可以看出，两套方案的
瞬时气水比均呈现初期快速上升并在达到峰值后缓慢
下降的趋势。由于降压开发初期混合层和气层中的自
由气上返会导致产气量大幅上升，因而气水比显著增

加，但水力压裂后自由气的产出速度更快，因而压裂方
案的瞬时气水比峰值高于非压裂方案。随着储层压力
的降低，上返的自由气减少，瞬时气水比在达到峰值后
逐渐下降。模拟结束时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累积
气水比分别为１９７３和２３１３，水力压裂后气水比的
增幅为１７２％。

图６　水力压裂对气水比的影响
犉犻犵．６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狅狀犵犪狊狑犪狋犲狉狉犪狋犻狅

２２２　物理场演化规律分析
图７和图８分别为非压裂方案和压裂方案的温度

场、压力场和水合物饱和度场的变化情况，为了清晰地
观察水合物的分解范围，水合物饱和度场中仅对水合
物层和混合层中水合物饱和度低于０２６（比水合物层
原始饱和度低００５）的网格进行了绘制，同时为了观
测水平井周围各属性的变化，所有物理场均在水平井
处进行了剖分。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对于非压裂方案，压降区主要
围绕在水平井周围，由于储层渗透率较低，因而压降区
域的拓展速度较慢，１００ｄ时仅井筒周围区域出现了较
为明显的降压，远离井筒区域的压力仍然较高。开发
至１０００ｄ时，虽然整个储层均出现了压力降低，但仅
井筒附近区域降低至设定的井底流压附近，远离井筒
区域的压力明显高于井底流压。温度场的分布与压力
场具有相似性，降压开发至１００ｄ时可以明显看到井
筒附近区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温度降低，但远离井筒
的区域仍然温度较高。从水合物饱和度场中可以看
出，水合物的分解区域主要围绕在水平井周围和混合
层中，由于混合层中的水合物饱和度较低，同时气态烃
层中的自由气向上运移时可携带热量进入混合层中并
促进水合物的分解，因而模拟结束时混合层中的水合
物分解程度较高。水合物层中水合物的分解区域主要

集中在水平井筒周围，远离井筒的区域仍然存在大量
的未分解水合物。

对于压裂方案，由于裂缝具有高导流能力，因而压
降区域主要沿井筒和裂缝附近向外拓展，模拟结束时
整个储层均出现了明显的降压（图８）。对比非压裂方
案可以看出，水力压裂可大大加快储层的降压速度。
从温度场和水合物饱和度场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模
拟结束时混合层中仅剩余少量水合物，而水合物层中
远离井筒和裂缝的区域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未分解水合
物。由于水合物分解吸热，因而井筒和裂缝附近储层
的温度低于其他区域，模拟结束时，井筒和裂缝附近区
域的地层温度已接近水合物相平衡温度。对比非压裂
方案可以看出，压裂方案中水合物的分解区明显大于
非压裂方案，水力压裂储层改造可以更好地利用储层
热能和压能，有效促进自由气的产出和水合物的分解。
２３　降压开发产能的影响因素

由于目前尚未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藏的水力压裂矿
场作业，因而裂缝关键参数具有不确定性。在该部分
中，将上述压裂方案作为基准方案，采用单因素分析法
分析裂缝关键参数（裂缝导流能力、条数和半长）对降
压开发产能的影响规律。
２３１　裂缝导流能力的影响

保持其他参数与基准方案一致，对裂缝导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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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非压裂方案物理场变化规律
犉犻犵．７　犆犺犪狀犵犲犾犪狑狅犳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犳犻犲犾犱犻狀狋犺犲犮犪狊犲狅犳狀狅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进行修改并开展模拟研究，得到了不同裂缝导流能力
时的气水产能变化曲线（图９）。从图９中可以看出，
裂缝导流能力越大，产气量和产水量均越高。统计结
果表明，裂缝导流能力由５０Ｄ·ｃｍ增加至１００Ｄ·ｃｍ时
可增产２２×１０７ｍ３，而由１００Ｄ·ｃｍ提升至２００Ｄ·ｃｍ
时仅可增产１２×１０７ｍ３。这主要是由于裂缝导流能
力越大，降压开发前期所消耗的地层压能和热能越大，
降压开发后期水合物的分解速率和产气量的下降速率
也越快。提升裂缝导流能力对产能有促进作用，但在
实际方案制定过程中需充分考虑资金投入从而确定合
理的造缝宽度和裂缝渗透率。

２３２　裂缝条数的影响
改变裂缝条数并进行模拟，裂缝沿水平井段均匀

分布，不同裂缝条数时的裂缝位置如图１０所示，裂缝
条数对气水产能的影响如图１１所示。从图１１中可以
看出，各方案在降压开发前期的产气量曲线差别较大，
而在降压开发后期产气量曲线逐渐趋同，同时，裂缝条
数越多，气和水的峰值产量和累积产气量也越高。这
主要是由于混合层和自由气层中的自由气主要通过高
导流裂缝运移至水平井筒并被采出，裂缝条数越多，则
降压开发初期自由气和自由水的产出速率越快，储层
降压速率也越快。而较快的储层降压速率又会促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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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压裂方案物理场变化规律
犉犻犵．８　犆犺犪狀犵犲犾犪狑狅犳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犳犻犲犾犱犱狌狉犻狀犵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合物的分解，进一步提高产量。但在降压开发后期，储
层压力不断衰竭，裂缝条数越多，则压力衰竭越快，产
量降低幅度也越大。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保证压
裂经济性和作业安全的前提下，应采用多段压裂的方
式增加裂缝条数，从而大幅提高天然气水合物藏降压
开发产能。
２３３　裂缝长度的影响

改变裂缝的半长并分别进行模拟，得到了裂缝半
长对气水产能的影响规律（图１２）。从图１２中可以看
出，裂缝半长为５０ｍ的方案的峰值产量最低，裂缝半

长为１００ｍ和１５０ｍ的方案在降压开发前期产能相
近，两套方案具有几乎相同的峰值产量，但在产量下降
阶段裂缝半长为１５０ｍ的方案的产能明显高于裂缝半
长为１００ｍ的方案。这主要是由于降压开发前期混合
层和气态烃层中的自由气会向上运移，近井地带压降
大，因而自由气主要通过近井地带的高导流裂缝进入
生产井。当裂缝过长时，裂缝末端对产能的贡献较小，
但在开发后期，随着压降区域的不断拓展，裂缝末端供
给气量增大，因而裂缝越长，降压开发后期的产能也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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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裂缝导流能力对气水产能的影响
犉犻犵．９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狀犵犪狊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图１０　不同裂缝条数时裂缝分布
犉犻犵．１０　犉狉犪犮狋狌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狊

图１１　裂缝条数对气水产能的影响
犉犻犵．１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狀犵犪狊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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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裂缝长度对气水产能的影响
犉犻犵．１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狅狀犵犪狊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３　存在的问题
所建立的储层改造辅助降压开发模拟方法的模拟

结果表明，水力压裂储层改造可以大幅增加Ⅰ类天然气
水合物藏的降压开发产能，但应用于实际天然气水合
物藏开发中仍然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１）中国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藏为泥质粉砂储层，
其胶结性差，是否能够进行储层改造尤其是能否进行
水力压裂尚存在很大的争议，相关物理实验和水力压
裂可行性的论证仍需进一步开展［４８］。

（２）泥质粉砂天然气水合物藏塑性强，应力敏感
效应显著，考虑到模拟的复杂性以及缺少相关应力测
试资料，笔者的模拟过程未考虑降压开发过程中地质
力学特征的变化对降压开发效果的影响。
　　（３）水力压裂辅助降压开发后期产能下降速度
快，难以达到商业化开发所需的最低产能，增加裂缝条
数、半长、导流能力并采用降压注热联合开采方式可进
一步提高产能，但作业安全性以及合理改造参数的制
定仍需进一步研究。

４　结　论
（１）基于离散裂缝理论建立了基质和储层改造区

的质量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以及基质和储层改造
区之间的传质传热表征模型，并对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
软件进行了二次开发，建立了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改
造辅助降压开发数值模拟方法。

（２）水力压裂储层改造后，自由气和自由水可沿
高导流裂缝快速进入水平井并被采出，同时降压幅度

越大，水合物分解速率越快，因而水力压裂辅助降压开
发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地层的压能和热能促进水合物
分解。模拟结果表明，相比于单一水平井降压开发，水
力压裂后峰值产量和长期开发累积产气量的增幅分别
为１９８７％和１０８１％，水力压裂可以大幅增加Ⅰ类天
然气水合物藏的降压开发产能。

（３）裂缝导流能力越强、条数越多、长度越大，降
压开发的产能也越高。因而，在保证作业安全性和经
济可行性的前提下，应采用多段压裂方式提高裂缝条
数和长度，并采用嵌入低的压裂支撑剂增大裂缝导流
能力从而提高水力压裂后的降压开发产能。

（４）由于储层中可用于水合物分解的热能有限，
因而降压开发后期储层热能被大量消耗后产能的下降
速度快，同时水合物藏中仍然具有大量未分解水合物，
采用降压转注热开发可望进一步促进水合物分解并提
高产能。

符号注释：犃—面积，ｍ２；犃犽—第犽个单元体连接面
的面积，ｍ２；犫—Ｋｌｉｎｋｅｎｂｅｒｇ滑移系数，Ｐａ；犆ｒＲ—目标单元
体的岩石热容，Ｊ／（ｋｇ·Ｋ）；犇犽—连接面中心点与第犽个
单元体中心点间的距离，ｍ；犉τ—质量通量，ｋｇ／（ｍ２·ｓ）
或能量通量，Ｊ／（ｍ２·ｓ）；犉κ—质量通量，ｋｇ／（ｍ２·ｓ）；犉θ—
能量通量，Ｊ／（ｍ２·ｓ）；犉β—β相的质量通量，ｋｇ／（ｍ２·ｓ）；
犉ｗ—水相的质量通量，ｋｇ／（ｍ２·ｓ）；犉ｇ—气相的质量通
量，ｋｇ／（ｍ２·ｓ）；犳σ—辐射因子；犳犽—连接面中心点与
第犽个单元体中心点间的单位向量；犵—重力加速度，
ｍ／ｓ２；犺β—β相的比焓，Ｊ／ｋｇ；犺ｒβ—目标单元体中β相
的比焓，Ｊ／ｋｇ；Δ犎Ｈ—水合物的反应热，Ｊ／ｋｇ；犑κｇ—气
相中κ组分的扩散质量通量，ｋｇ／（ｍ２·ｓ）；犽犽—第犽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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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体的渗透率，ｍ２；犓ｒｗ—水相相对渗透率；犓ｒｇ—气
相相对渗透率；犾—相连接的单元体的总个数；犕τ—质
量累积项（ｋｇ／ｍ３）或能量累积项（Ｊ／ｍ３）；犕κ—质量累
积项，ｋｇ／ｍ３；犕θ—能量累积项，Ｊ／ｍ３；狀—目标单元体
表面法向的单位向量；狀犽—第犽个单元体连接面的单
位法向向量；狀ｗ—水相相对渗透率指数；狀ｇ—气相相对
渗透率指数；狆ｅ—相平衡压力，ＭＰａ；狆ｗ—水相的压
力，Ｐａ；狆ｇ—气相的压力，Ｐａ；狆—第狆个牛顿迭代步；
狇τ—质量源汇［ｋｇ／（ｍ３·ｓ）］或能量源汇［Ｊ／（ｍ３·ｓ）］；
狇κ—质量源汇，ｋｇ／（ｍ３·ｓ）；狇θ—能量源汇，Ｊ／（ｍ３·ｓ）；
狇ｒβ—目标单元体中注入或采出β相的质量，ｋｇ／（ｍ３·ｓ）；
狉—基质或储层改造区；犚τ，狋＋１—狋＋１时刻的质量守恒
方程残差，ｋｇ／ｍ３或能量守恒方程残差，Ｊ／ｍ３；犛ｒβ—目
标单元体中β相的饱和度；犛Ｈ—水合物饱和度；犛ｗ—
水相饱和度；犛ｉｒｗ—束缚水饱和度；犛ｇ—气相饱和度；
犛ｉｒｇ—束缚气饱和度；狋—时间，ｓ；犜ｒ—目标单元体的温
度，Ｋ；犜—温度，Ｋ；犜ｓ—任意单元体的传导率，ｍ３；
α犻—犻网格的传导率，ｍ３；α犼—犼网格的传导率，ｍ３；α犽—犽
网格的传导率，ｍ３；犝ｒβ—目标单元体中β相的内能，Ｊ／ｋｇ；
犞—体积，ｍ３；犞ｒ—目标单元体的体积，ｍ３；狏—主变量
的个数；犡κｒβ—目标单元体β相中κ组分的质量分数；
狓犻—第犻个主变量；狓犻，狆—第犻个主变量在第狆个牛顿
迭代步的取值；狓犻，狆＋１—第犻个主变量在第狆＋１个牛
顿迭代步的取值；Δ狓犻，狆＋１—第犻个主变量在第狆＋１个
牛顿迭代步的变化量；Γｒ—目标单元体的表面积，ｍ２；
κ—水组分、气组分或盐组分；ｒ—目标单元体的孔隙
度；ρｒβ—目标单元体中相的密度，ｋｇ／ｍ３；β—水相、气
相、冰相或水合物相；ΓｒＭ—目标单元体与相邻基质单
元体的接触面，ｍ２；ΓｒＦ—目标单元体与相邻储层改造
区单元体的接触面，ｍ２；ρｒＲ—目标单元体的岩石密度，
ｋｇ／ｍ３；λ—导热系数，Ｗ／（ｍ·Ｋ）；σ０—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
ｍａｎｎ常数，Ｊ／（ｍ２·Ｋ４）；ρＨ—水合物的密度，ｋｇ／ｍ３；
ρｗ—水相的密度，ｋｇ／ｍ３；ρｇ—气相的密度，ｋｇ／ｍ３；
μｗ—水相的黏度，Ｐａ·ｓ；μｇ—气相的黏度，Ｐ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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