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５卷　第８期
２０２４年８月

石 油 学 报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５
Ａｕｇ．　

Ｎｏ．８
２０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分布式光纤应变的水平井压裂多裂缝扩展形态诊断机理研究”（Ｎｏ．５２１０４０６０）和山东省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水平井压裂多缝扩展诱发光纤应变演化机制与裂缝诊断方法研究”（ＺＲ２０２１ＱＥ０１５）资助。

第一作者：陈　铭，男，１９９０年３月生，２０２０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水力压裂
裂缝扩展数值模拟和裂缝诊断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ｆｒａｃ＠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郭天魁，男，１９８４年７月生，２０１３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储层压裂改
造理论与技术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ｔｉａｎｋｕｉ＠１２６．ｃｏｍ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６９７（２０２４）０８?１２８２?１４　ＤＯＩ：１０７６２３／ｓｙｘｂ２０２４０８０１０

基于裂缝前缘邻井光纤应变的压裂裂缝参数解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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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裂缝前缘光纤应变进行裂缝参数的准确高效解释，是目前邻井光纤应变技术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关键。基于三维位
移不连续边界元建立光纤应变计算方法，并构建了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模型；基于光纤应变模型，计算分析了裂
缝前缘光纤应变分布随裂缝参数的变化特征，建立了峰值应变及零应变位置与裂缝参数的关系式；以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正演结
果为人工合成监测数据，论证了裂缝前缘光纤应变反演裂缝参数的可行性；利用北美地区水力压裂试验场光纤应变监测结果，进行
了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实际井裂缝参数解释。研究结果表明：①裂缝前缘的光纤应变与裂缝长度、高度和宽度分布均相关，对
缝长最为敏感；②零应变位置对缝高较为敏感，而峰值应变位置对缝高不敏感，通过峰值应变位置可对缝长进行快速解释；③内点
法可有效求解该反演问题，计算效率高，适合工程应用；④基于裂缝前缘的邻井光纤应变可有效解释缝长变化，而缝高、缝宽及缝宽
分布具有较强多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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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裂设计和施工决策的核心依据是裂缝形态，而
裂缝诊断技术是获取裂缝真实形态的主要途径［１３］。
邻井光纤低频振动监测（ＬＦＤＡＳ），又称邻井光纤应
变监测，是裂缝形态精细诊断的新兴技术［４６］。该技术
可清晰识别井间裂缝窜扰、多簇裂缝非均匀扩展，在水
平井压裂裂缝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７９］。

邻井光纤应变利用裂缝扩展诱发的光纤应变进行
裂缝诊断。前期学者建立了裂缝扩展诱发邻井光纤应
变的正演模型，包括基于二维裂缝模型［１０１１］、拟三维裂
缝模型［１２１４］和平面三维裂缝模型［１５］的光纤应变正演
模型。通过光纤应变正演可获得裂缝扩展过程光纤应
变的响应规律，但如何利用邻井光纤应变反演裂缝参
数，尤其是利用裂缝碰到光纤前的光纤应变解释裂缝
参数，仍是该技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８］。

裂缝碰到光纤后信号迅速增强，邻井光纤应变出
现“汇聚条带”，可清晰识别压窜时刻和位置，进而评估
裂缝形态并指导多簇压裂施工设计［１６１７］；裂缝延伸到邻
井光纤之前的光纤应变（简称裂缝前缘光纤应变）同样
蕴含裂缝扩展的重要信息，如何通过这段应变数据进行
裂缝诊断，目前严重缺少相关研究［１８２０］。Ｌｅｇｇｅｔｔ等［１８］

通过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瀑布图中的零应变位置特征，
建立了基于零应变的裂缝半径识别方法，并进一步将
圆形裂缝零应变位置校正到矩形裂缝［１９］。该方法需
要对零应变位置进行准确的判断，而受限于零应变位
置的理想模型假定，该方法在多裂缝方面适用性不
足［２０］。Ｌｉｕ等［２１］利用二维裂缝位移不连续方法，基于
裂缝碰到光纤时的应变信号，对裂缝长度和面积进行
了反演，但未针对反演方法的适用性、参数多解性进行

深入研究。目前邻井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解释还处于
发展阶段，以上相关研究并没有回答裂缝前缘的光纤
应变可解释哪些裂缝参数、是否具有多解释性等问题。
因此，亟需邻井光纤应变理论分析、反演方法和参数可
解释性的研究，从而为现场工程师解释邻井光纤应变
提供技术依据。

笔者建立了三维水力裂缝诱发光纤应变的理论模
型和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方法；然
后开展了光纤应变与裂缝参数的相关性分析，明确了
光纤应变对裂缝参数的敏感性，并建立了特征应变（零
应变与峰值应变）位置与裂缝参数的相关式；进而基于
裂缝扩展诱发光纤应变正演合成数据，讨论了反演的
可行性；最后通过现场数据进行了实际井光纤应变的
解释分析。研究和解释方法可为油田现场解释光纤应
变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

１　邻井光纤应变理论模型
１１　裂缝诱导应变模型

裂缝和光纤的几何模型如图１所示。裂缝为长
２犔（半长犔）、高犎的矩形缝，监测井距离压裂井的水
平距离为犛ｗｅｌｌ、纵向距离为犱ｗｅｌｌ；裂缝中心点为坐标原
点，狓、狔、狕坐标分别沿缝长、缝高和井筒轴向；采用三
维位移不连续法（３ＤＤＤＭ）进行裂缝诱导应力场计
算，裂缝单元尺寸为Δ狓×Δ狔（图１）。
　　裂缝张开（法向位移不连续）会在地层产生应力／
应变，与地层耦合良好的光纤可感测地层的变形，从而
诊断裂缝扩展动态。将水力裂缝离散为犖个矩形单
元，根据无限大空间位移不连续量基本解［２２］（点源解），

图１　光纤应变计算模型的几何示意
犉犻犵．１　犌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狅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犮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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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每个单元的位移不连续基本解，即得到裂缝在光
纤所在位置产生的应力及光纤轴向位移：

σ狓狓＝ 犈
４π（１－狏）∑

犖

犼＝１
［犐狕狕＋（１－２狏）犐狔狔－狕犐狓狓狕］狑犼

σ狔狔＝ 犈
４π（１－狏）∑

犖

犼＝１
［犐狕狕＋（１－２狏）犐狓狓－狕犐狔狔狕］狑犼

σ狕狕＝ 犈
４π（１－狏）∑

犖

犼＝１
（犐狕狕－狕犐狕狕狕）狑犼

狌狕狕＝ １
８π（１－狏）∑

犖

犼＝１
［２（１－狏）犐狕－狕犐狕狕］狑

烅

烄

烆 犼

（１）
式中的犐狕、犐狕狕、犐狕狕狕、犐狔狔、犐狓狓狕、犐狔狔狕为核函数［１９］，具体形式为：
犐狕＝－ａｒｃｔａｎ珚狓·珔狔（ ）狉狕‖，犐狔狔＝ 珔狔

狉（狉＋珚狓）‖，
犐狕狕＝珚狓·珔狔（珚狓２＋狉２）

狉（珔狔２＋珚狓２）（珔狔２＋狕２）‖
犐狓狓狕＝－珚狓狕（２狉＋珔狔）狉３（狉＋珔狔）２‖，犐狔狔狕＝－珔狔狕（２狉＋珚狓）狉３（狉＋珚狓）２‖
犐狕狕狕＝－狕珚狓·珔狔

（狕２＋珚狓２）２（狕２＋珔狔２＋２狉２）＋
（狕２＋珔狔２）２（狕２＋珚狓２＋２狉２）
狉３（狕２＋珚狓２）２（珔狔２＋狕２）２

烅

烄

烆 ‖
（２）

其中，珚狓＝狓－ξ，珔狔＝狔－η；狉和算符‖分别为：
狉＝（狓－ξ）２＋（狔－η）２＋狕槡 ２ （３）

犐（ξ，η）‖＝犐（犪，犫）－犐（犪，－犫）－犐（－犪，犫）＋　
犐（－犪，－犫）　　　　　 （４）

式中，犪＝０５Δ狓，犫＝０５Δ狔。
１２　光纤应变计算方法

邻井低频光纤声监测获取的光纤相位变化与光纤
轴向位移呈正比，可通过相邻测点的相位差得到光纤
应变。假设光纤与地层耦合良好，裂缝扩展诱发的岩
石位移即为光纤位移［１］。光纤应变计算公式为［１，２３］：

εｆ＝狌狕狕（狕＋犔ｇ／２）－狌狕狕（狕－犔ｇ／２）犔ｇ （５）
　　裂缝碰到光纤之前，光纤沿程监测到的位移及应
变连续分布，因此裂缝前缘的光纤应变也可通过线弹
性本构方程计算：

εｆ＝σ狕狕犈－
狏
犈（σ狓狓＋σ狔狔） （６）

　　式（５）表明，光纤应变是裂缝形态、岩石泊松比的
函数，与杨氏模量无关；尽管式（６）出现了杨氏模量。
而由式（１）可知，应力与杨氏模量犈呈正比，因此对于
一定几何尺寸的裂缝，通过式（６）计算而来的应变同样
与杨氏模量无关。此外，由Ｓｎｅｄｄｏｎ理论解［２４］也可
知，裂缝诱导应变是泊松比、裂缝形态参数和缝内压力
的函数，与杨氏模量无关。因此，在光纤应变反演中可

不考虑杨氏模量的影响。决定应变大小的参数还有泊
松比，但标准岩心力学实验可以方便获取该参数，因此
光纤应变分析的不确定量主要是裂缝几何参数。

裂缝几何参数包括裂缝轮廓（缝长和缝高）和缝宽
分布。对于一定几何尺寸的裂缝，离散为犖个单元
后，每个单元均存在未知（待反演）参数，即为犖维参
数反演问题，存在两个难题：①计算量巨大，工程实用
性不足；②高维参数拟合的不确定性较大。为简化反
演计算量和提高反演的确定性，对缝内宽度进行简化
处理。根据ＰＫＮ裂缝解析解［２５２６］，缝内宽度分布可
近似为：
狑＝狑ｉｎ（１－狓／犔）狀 １－（２狔／犎）槡 ２，０≤狀≤１

（７）
　　当狀＝０时，为韧性主导的裂缝［２３］；当狀＝１／３时，
为黏性和存储主导的裂缝［２６］；当狀＝３／８时，为黏性和
滤失主导的裂缝［２６］。式（７）是缝宽分布的一种形式，
实际压裂裂缝的缝宽可能具有多种形式［２７］，因此在反
演时，可设计其他形式的缝宽分布，从而获得更为匹配
的应变反演结果。
１３　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模型

反演本质上为最优化问题［２８］。基于裂缝前缘光
纤应变模型，采用一定裂缝参数计算光纤沿程的应变，
并与实际监测值比较，当模型结果与监测结果在误差
范围以内时，则得到该条件的裂缝参数反演结果。
１１节和１２节阐述了光纤应变的理论计算方

法，并将待解决的裂缝参数简化为缝长、缝高、入口缝
宽和宽度分布指数４个参数。因此，基于裂缝前缘光
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模型为：

ｍｉｎ犳（犔，犎，狑ｉｎ，狀，狕ｆｉｂｅｒ）＝

‖εｆ（犔，犎，狑ｉｎ，狀，狕ｆｉｂｅｒ）－εｍｅａｓ（狕ｆｉｂｅｒ）εｍｅａｓ（狕ｆｉｂｅｒ） ‖２
ｓ．ｔ．　　　　　　０＜犔≤犛ｗｅｌｌ　　　　　　　　　

０＜犎≤犎ｍａｘ

０＜狑ｉｎ＜狑ｍａｘ

０≤狀≤１ （８）
其中，最大缝高和缝宽可通过经验或其他监测手段确
定，一般缝宽在微米到厘米的量级范围，缝高在几十到
几百米的量级范围。

式（８）即为本文所述的光纤应变反演模型，其中裂
缝前缘的光纤应变εｆ计算采用式（５）和式（１）、εｆ计算
中的缝宽分布采用式（７）。由于反演量较少，可采用基
于梯度的内点法进行数值求解，当目标函数数值接近
０时（本文取１０－１２），得到问题的最优解［２８］。基于梯度
的内点法为带约束最优化求解的常用算法，可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Ｐｙｔｈｏｎ等工具箱程序进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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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８）优化变量为半缝长犔、缝高犎、入口宽度
狑ｉｎ、宽度分布幂指数狀。若缝高犎和幂指数狀为确定
量，则反演量为半缝长犔、入口宽度狑ｉｎ；若缝长为确定量，
则反演量为缝高、宽度和宽度分布幂指数。反演量越
少（即已知量越多），反演的可靠性越高。此外，在已知岩
石杨氏模量的情况下，可通过缝宽分布得到净压力分布。

２　光纤特征应变与裂缝参数关系
基于光纤应变模型，对裂缝前缘的光纤应变分布

特征及特征应变（零应变和峰值应变）进行计算分析，
重点分析裂缝前缘应变分布与裂缝参数的相关性。笔
者研究的光纤应变均指裂缝前缘的光纤应变，为表述
方便，后文简述为光纤应变。基本参数为：裂缝形态为
矩形，缝高为６０ｍ，缝口宽度为１ｍｍ，缝宽分布幂指数
狀为０４；压裂井与监测井水平间距为２００ｍ、监测井
与压裂井水平段的深度相同；岩石泊松比为０２。
２１　光纤应变对裂缝参数的敏感性
２１１　幂指数对光纤应变影响

光纤应变对幂指数狀的敏感性如图２所示。图２

中狕为光纤轴向，狕＝０为裂缝所在平面，狕坐标大小表
示光纤测点与裂缝面距离，如狕＝±１０ｍ表示光纤测
点距离裂缝面１０ｍ。图３与图４的坐标含义与图２
相同。由图２可知，光纤应变关于裂缝面呈对称分布，
距离裂缝面较近时，为张应变；距离裂缝面较远时，为
压应变，两者交界处为零应变。随着光纤测点与裂缝
面距离增加，张应变先增后减，存在峰值（张）应变；相
对于零应变位置，峰值应变位置更靠近裂缝面。

当半缝长小于１／２井距（犔＜０５犛ｗｅｌｌ）时［图２（ａ）］，
宽度分布的幂指数狀对光纤应变分布影响较弱，尤其
当幂指数在０２～０８范围变化时，不同幂指数的光纤
应变几乎相同，说明裂缝前缘距离光纤井较远时，缝宽
分布形式对于光纤应变分布影响较小；当半缝长大于
１／２井距（犔＞０５犛ｗｅｌｌ）时［图２（ｂ）］，宽度分布的幂指
数狀对光纤分布影响变得显著：光纤应变分布形状与
宽度分布幂指数相关；幂指数越小，即缝宽（或缝内压
力）沿缝长的衰减越小，峰值应变越大；峰值应变位置
变化较小，零应变位置变化显著，幂指数越小，零应变
位置越靠近裂缝面。

图２　宽度分布幂指数狀对光纤应变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犺犲狑犻犱狋犺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狆狅狑犲狉犲狓狆狅狀犲狀狋狀狅狀狅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

２１２　裂缝高度对光纤应变影响
缝高在２０～１８０ｍ范围变化时，对裂缝前缘光纤

应变的大小和分布差异进行了研究。图３展示了半缝
长小于１／２井距（犔＜０５犛ｗｅｌｌ）、大于１／２井距（犔＞
０５犛ｗｅｌｌ）时，不同缝高的裂缝产生的应变。由图３可
以看出，不论光纤距离裂缝远近，光纤应变大小均随着
缝高增加而增大；在裂缝前缘距离光纤井较远时，光纤
沿程的峰值应变与零应变位置几乎不变；而裂缝前缘
距离光纤较近时，光纤沿程的峰值应变和零应变位置
均随缝高增加而靠近裂缝面。现场一般将瀑布图中红
蓝交界处识别为零应变位置，而这个交界位置与瀑布
图颜色的设置方式、人的视觉判断有关。由图３（ｂ）可

以看出，光纤应变在零应变位置以外变化幅度较小，因
此存在一定观测误差；而峰值应变位置附近的应变变
化较大，在数据图中更容易识别。
２１３　裂缝长度对光纤应变影响

图４为两种缝高（缝高６０ｍ与１６０ｍ）情况下，光
纤应变与缝长变化关系。半缝长为２０ｍ时，光纤峰值
应变为１０－９量级；半缝长为６０ｍ时，光纤峰值应变为
１０－８量级；半缝长为１４０ｍ时，光纤峰值应变为１０－７量
级。由此可知，缝长对光纤应变大小具有较强的决定
作用。理论上，ＬＦＤＡＳ邻井光纤应变监测精度可以
达到１０－１２量级［２９］，因此不同缝长的应变均可在光纤
应变监测有所体现。但由于环境噪音等影响，量级越



１２８６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图３　裂缝高度对光纤应变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犺犲犻犵犺狋狅狀狅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

图４　裂缝长度对光纤应变分布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狅狀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狅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

大的应变监测效果越好，尤其是裂缝接近光纤时应变
量级更有跃升，这也是目前邻井光纤应变更容易用于识
别压窜的原因。对比不同幂指数（图２）和缝高（图３）的
应变分布，不同幂指数或者缝高的光纤应变虽然有变
化，但峰值应变数值变化在同一个数量级，而缝长则影
响了光纤应变的几个数量级，说明缝长是影响（裂缝前
缘）光纤应变的最敏感因素之一。

同时，由图４也可以看出，零应变位置和峰值应变
位置随缝长增加，逐渐靠近裂缝面。两个特征应变位
置也是对缝长变化较为敏感。因此，笔者对零应变和
峰值应变位置进一步深入分析。
２２　零应变、峰值应变与裂缝参数相关性
２２１　参数敏感性

图５为峰值应变、零应变位置与幂指数的变化关
系。当半缝长为６０ｍ（即犔＜０５犛ｗｅｌｌ）时，零应变位置
和峰值应变位置随幂指数基本不变；而当半缝长为
１６０ｍ（即犔＞０５犛ｗｅｌｌ）时，零应变位置随着幂指数增加

而显著增加，狀从０增大到０８，零应变位置从８０ｍ增
加到１４０ｍ，峰值应变变化幅度较小，由２２ｍ增大到
３５ｍ。当裂缝前缘距离光纤井较近时，缝内宽度分布
对于零应变位置显著影响，而峰值应变位置变化相对
较小。
　　图６为峰值应变、零应变位置与幂指数的变化图。
与幂指数的影响规律类似，当半缝长为６０ｍ（即犔＜
０５犛ｗｅｌｌ）时，零应变位置和峰值应变位置均随缝高基
本不变；而当半缝长为１６０ｍ（即犔＞０５犛ｗｅｌｌ）时，零应
变位置随着幂指数增加而显著增加，缝高从２０ｍ增大
到１８０ｍ，零应变位置从１００ｍ增加到１２０ｍ，峰值应
变变化幅度较小，由２６ｍ增大到３０ｍ。当裂缝前缘距
离光纤井较近时，缝高显著影响零应变位置，而峰值应
变位置对缝高变化的敏感性较小。从图６可以看出，
不同缝高情况下（缝高为６０ｍ、１６０ｍ），峰值应变、零
应变位置均随缝长增加而降低，呈现幂指数变化特征。
图７为峰值应变、零应变位置与半缝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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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峰值应变、零应变与幂指数关系
犉犻犵．５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犲犪犽狊狋狉犪犻狀，狕犲狉狅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狆狅狑犲狉犲狓狆狅狀犲狀狋

图６　峰值应变、零应变与缝高关系
犉犻犵．６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犲犪犽狊狋狉犪犻狀，狕犲狉狅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犺犲犻犵犺狋

图７　峰值应变、零应变与半缝长关系
犉犻犵．７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犲犪犽狊狋狉犪犻狀，狕犲狉狅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犺犪犾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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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零应变、峰值应变位置与缝长的关系式建立
相较于零应变，峰值应变位置更靠近裂缝面，而且

在靠近光纤时，峰值应变对于缝高、应变分布不太敏
感。考虑不同缝长的零应变、峰值应变呈现幂指数变
化特征，采用幂指数函数进行拟合。为避免量纲影响，
将零应变位置、峰值应变位置、缝长均除以井间距犛ｗｅｌｌ

得到无因次量，拟合公式为：
犇０／犛ｗｅｌｌ＝犪０（犔／犛ｗｅｌｌ）犫０＋犮０
犇ｍ／犛ｗｅｌｌ＝犪ｍ（犔／犛ｗｅｌｌ）犫ｍ＋犮烅烄烆 ｍ

（９）

　　图８为不同缝高情况的无因次零应变位置、无因次
峰值应变位置与无因次缝长计算结果和拟合关系式，判
定系数犚２均大于０９９。式（９）的拟合系数见表１和表２。

图８　特征应变与缝长拟合关系式
犉犻犵．８　犉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

表１　零应变位置与缝长关系式的拟合系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犻狋狋犻狀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犫犲狋狑犲犲狀狕犲狉狅狊狋狉犪犻狀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
缝高／ｍ缝高／井距 犪０ 犫０ 犮０
２０ ０１ －１０２７２５４６１０９２
４０ ０２ －０９８３２４８３１０９８
６０ ０３ －０９３４２４２２１１０６
８０ ０４ －０８８５２３６８１１１５
１００ ０５ －０８４７２３５９１１２４
１２０ ０６ －０８１１２３５０１１３６
１４０ ０７ －０７８３２３５２１１４７
１６０ ０８ －０７５８２３４５１１６０
１８０ ０９ －０７３８２３４７１１７３
２００ １０ －０７２０２３５９１１８６

表２　峰值应变位置与缝长关系式的拟合系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犻狋狋犻狀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犲犪犽狊狋狉犪犻狀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
缝高／ｍ缝高／井距 犪ｍ 犫ｍ 犮ｍ
２０ ０１ －０４５１１７０９０４３８
４０ ０２ －０４４３１６９８０４４０
６０ ０３ －０４４１１７１３０４４２
８０ ０４ －０４３９１７６６０４４２
１００ ０５ －０４４２１７９５０４４６
１２０ ０６ －０４４３１８２３０４４８
１４０ ０７ －０４４６１８５８０４５１
１６０ ０８ －０４５１１９３４０４５２
１８０ ０９ －０４５６１９３３０４５６
２００ １０ －０４６１１９４７０４６０

　　若已知缝高或可估算缝高尺寸范围，则可利用
式（９）的峰值应变或零应变位置对缝长进行快速计算。
相对于零应变位置，峰值应变位置对于缝高不敏感，因
此在未知缝高情况下，利用峰值应变能更可靠地快速
评估缝长。
３　裂缝参数反演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３１　反演方法

（１）通过光纤应变率或应变瀑布图识别裂缝延伸
至光纤监测井时刻，如果没有明显“应变条带”汇聚型
态，说明裂缝未达到光纤井，光纤监测到的应变即为裂
缝延伸过程裂缝前缘的应变场。

（２）截取裂缝碰到光纤之前的光纤应变，该应变
即为需要反演的实际数据；若实际数据为应变率，则通
过应变率的时间积分得到应变。

（３）分析监测应变的特征应变，主要为峰值应变
的位置，通过该参数对裂缝长度进行快速计算。

（４）求解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
模型［式（８）］，结合缝长的初步估算结果，通过基于梯
度的内点法进行数值计算，得到不同时刻的裂缝参数
反演结果。反演流程如图９所示。
３２　反演方法可靠性分析

正演模型可以得到裂缝扩展不同时刻的应变和应
变率数据。以平面三维裂缝扩展诱发光纤应变正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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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反演流程
犉犻犵．９　犉犾狅狑犮犺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型得到的应变为人工合成的监测数据［１３］，通过本文反
演方法计算裂缝参数，若反算的裂缝参数与实际裂缝
参数相符，则说明反演方法有效。正演模型的基本参
数为：压裂段为单缝，井间距为３００ｍ，监测井水平段
与压裂井水平段的深度相同；注入排量为３ｍ３／ｍｉｎ，
液体黏度为１０ｍＰａ·ｓ，注入时间为６０ｍｉｎ，停泵时间为
２０ｍｉｎ；杨氏模量为３２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２，断裂韧性
为０５ＭＰａ·ｍ０５，压裂层厚度为６０ｍ，上下有１０ＭＰａ
的应力遮挡层，缝高限制为６０ｍ。裂缝扩展过程半缝
长变化曲线如图１０所示，压裂过程的应变与应变率瀑

布如图１１所示。
　　裂缝在４２ｍｉｎ半缝长为３００ｍ，延伸至邻井光纤
监测井（图１０），因此在４２ｍｉｎ时光纤应变与应变率瀑
布图出现红色条带（图１１）。４２ｍｉｎ之前裂缝未达到
光纤位置，因此采用４２ｍｉｎ之前的光纤应变数据进行
反演。

根据式（９）可得基于零应变与峰值应变的缝长快
速计算式为：

犔＝
犛ｗｅｌｌ１犪

犇０
犛ｗｅｌｌ－犮（ ）［ ］０

１
犫０，零应变方法

犛ｗｅｌｌ１犪
犇０
犛ｗｅｌｌ－犮（ ）［ ］ｍ

１
犫ｍ，

烅
烄

烆 峰值应变方法
（１０）

　　取缝高分别为２０ｍ、６０ｍ、１００ｍ和１４０ｍ，根据正
演模型得到的零应变位置、峰值应变位置，采用式（１０）
进行缝长快速反演（图１２）。对比基于零应变和峰值

图１０　正演模拟的裂缝半长变化曲线
犉犻犵．１０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犺犪犾犳犾犲狀犵狋犺狊犻犿狌犾犪狋犲犱

犫狔犳狅狉狑犪狉犱犿狅犱犲犾犻狀犵

图１１　正演模拟得到的光纤应变与应变率瀑布
犉犻犵．１１　犠犪狋犲狉犳犪犾犾狆犾狅狋狅犳狅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狊狋狉犪犻狀狉犪狋犲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犫狔犳狅狉狑犪狉犱犿狅犱犲犾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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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基于零应变与峰值应变的缝长快速反演
犉犻犵．１２　犉犪狊狋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犫犪狊犲犱狅狀狕犲狉狅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狆犲犪犽狊狋狉犪犻狀

应变位置的缝长反演结果，当已知缝高的情况下，两者
均能较好地得到实际缝长；而不确定缝高的情况下，基
于零应变的缝长反演，在不同缝高时得到的缝长差异
较大，而基于峰值应变的缝长反演，在不同缝高情况下
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基于峰值应变的缝长反演可
以更可靠地反演缝长，而不受缝高数据的显著影响。
　　采用反演模型［式（８）］进行裂缝参数反演，同时反
演犔、犎、狑ｉｎ与狀，采用内点法进行数值计算泵注１５～
３９ｍｉｎ的裂缝参数。每次裂缝参数的计算迭代步数为
２０～５０，普通个人计算机（ｉ７１０７００ＣＰＵ２９０ＧＨｚ）计
算耗时在１０ｍｉｎ以内，计算效率高，适合工程应用。采
用随机方法的优化解法（如模拟退火等［３０］）的计算时间
通常为数小时，因此，对于这种梯度明确的小规模优化
问题，采用基于梯度的内点法更合适工程分析应用。
４个参数同时反演的结果如图１３所示。反演时缝

长方向取４０个单元、缝高取２０个单元。从图１３（ａ）可
以看出，通过反演确实得到了与监测值匹配的光纤应
变。从图１３（ｂ）—图１３（ｄ）可以看出，只有缝长的反演
结果与实际参数接近（误差＜４％），而缝宽和缝高的误
差非常大，尤其在３５ｍｉｎ后，即裂缝更加靠近光纤井
时，反演缝宽和缝高的趋势突变，与实际误差较大。这
是由于裂缝前缘靠近光纤时，裂缝宽度分布对光纤应
变的影响增加，仅通过假设的幂指数宽度分布不能足
够准确描述缝内宽度分布。通过反演测试可以说明，
同样的光纤应变可对应不同的缝宽、缝高和幂指数狀，
因此通过裂缝前缘的光纤应变反演得到可靠的缝宽、
缝高的难度较大；而缝长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为进一步说明反演的多解性问题，将反演模型中
缝高限定为准确值６０ｍ，假定不同的幂指数狀，仅反演

犔、狑ｉｎ，结果如图１４所示。不同幂指数的缝长趋势均
匀实际缝长相同，最大误差为４３％；而缝宽趋势与实
际缝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３７ｍｉｎ（裂缝尖端靠近光
纤）后，缝内压力分布对应变分布影响明显（图１３），因
此缝宽误差显著增大（最大为７０％）。

同样，将幂指数限定为０４，设定不同缝高，仅反
演犔、狑ｉｎ（图１５）。由图１５可以看出，不同缝高情况
下，缝长的反演结果差别很小（相对误差均在３％以
内），而缝宽结果差异显著，缝高为２０ｍ时缝宽结果明
显偏大，误差达到２００％；缝高为６０ｍ（真实缝高）时，
宽度误差最小，缝高为１００ｍ时，宽度偏小，误差为
５３％。不同缝宽、缝高组合的应变均能与真实光纤应
变吻合，说明缝宽、缝高的结果具有较强多解性，只有
对缝高、缝宽分布获得接近真实值的认识，才可能得到
可靠的缝宽反演结果。因此，基于峰值应变的缝长快
速反演，在未知缝高的情况下可较准确地得到缝长结
果。这种方法需要对实际数据的峰值点进行准确计
算。采用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模
型，由于方程的公式明确，可方便计算梯度，通过基于
梯度的内点法可高效求解该类优化问题；基于裂缝前
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较为准确地获得缝长结
果，而缝高、缝宽具有较强多解性。

裂缝参数多解性是反问题的共性特征，也与裂缝
诱导应变的空间衰变特征有关。与监测点距离较近的
裂缝是光纤应变的主要来源，因此其他位置的裂缝宽
度对于应变贡献微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多解性。理
论上，裂缝与应变监测点距离较远时，裂缝形态对应变
分布的影响微小，仅与这些裂缝单元的总体体积有关，
该部分的原理与测斜仪监测理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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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基于反演模型的四参数同时反演的结果
犉犻犵．１３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犻犿狌犾狋犪狀犲狅狌狊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犳狅狌狉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犿狅犱犲犾

图１４　不同幂指数的裂缝参数反演结果
犉犻犵．１４　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狑犲狉犲狓狆狅狀犲狀狋狊

　　为了解决多变量反演的准确性，建议可采用两
种技术手段：①联合多源监测［３１］技术（如压力解释
等［３２３３］）提供更多裂缝信息；②采用更精细的反演

方法（如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等［３４］），该类方法需要复杂的
理论计算模型，通常计算量较大，反演实时性有待
提升。



１２９２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图１５　不同缝高的裂缝参数反演结果
犉犻犵．１５　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犺犲犻犵犺狋狊

４　实际监测井应用
４１　监测概况与数据处理

数据源自ＰｅｒｍｉａｎＤｅｌａｗａｒｅ盆地的ＨＦＴＳ２压裂项
目［３５３８］，包括１口直井（Ｂ５ＰＨ井）和８口水平井（Ｔ１３Ｈ
井、Ｔ１４Ｈ井、Ｔ１５Ｈ井、Ｔ１６Ｈ井、Ｂ１Ｈ井、Ｂ２Ｈ井、Ｂ３Ｈ

井和Ｂ４Ｈ井）。水力压裂试验场二期的井位部署如图１６
所示。Ｂ４Ｈ井压裂过程，Ｂ３Ｈ井进行邻井光纤应变监测。
Ｂ４Ｈ井第１９段的压裂裂缝为单簇裂缝，且通过Ｂ５ＰＨ井光
纤直井监测到缝高大约为２００ｍ［３８］，因此采用Ｂ４Ｈ井的第
１９段的压裂裂缝进行分析，监测井为Ｂ３Ｈ井。Ｂ３Ｈ井与
Ｂ４Ｈ井的横向井距（水平井距）为２００ｍ，纵向井距为６０ｍ。

图１６　水力压裂试验场二期的井位部署［２９］

犉犻犵．１６　犠犲犾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犱犲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犘犺犪狊犲犐犐狅犳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狋犲狊狋狊犻狋犲

　　现场实例井给出的数据为相位率，通过相位率可
得到应变率［２９］：

εｍｅａｓ＝ λ
４π狀ｆ犔ｇζ

 （１１）
　　对应变率进行时间积分，即得到不同时刻的应变：

εｍｅａｓ＝∫狋０εｍｅａｓｄ狋＝∑εｍｅａｓΔ狋 （１２）
　　该现场案例中光纤基础参数为：波长为１５５×
１０－１２ｍ，标距为７０ｍ，折射率为１４４５，光弹性系数为
０７３５。根据式（１１）—式（１２）计算不同时刻的应变率
和应变，并绘制Ｂ４Ｈ井第１９段压裂裂缝扩展过程的
Ｂ３Ｈ井光纤应变率与应变瀑布图（图１７）。

４２　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解释
４２１　基于峰值应变的缝长快速计算

根据图１７可以看出，施工泵注约为６０ｍｉｎ时，裂
缝碰到光纤井；通过应变率与应变的汇聚条带的位置，
可判断裂缝面位置约为４７５０ｍ。理论情况下，随着距
裂缝面距离增加，裂缝前缘光纤应变呈现先增、后减小
的分布趋势，而实际监测到应变在４７５０～４９００ｍ存
在异常增加的分布段，考虑到理论上光纤应变关于裂
缝面的对称分布特征，采用４６００～４７５０ｍ（距离裂缝
面１５０～０ｍ）的数据进行反演。

图１８（ａ）为距离裂缝面１～１５０ｍ光纤在裂缝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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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犅４犎第１９段压裂过程邻井犅３犎井的光纤应变率与应变分布
犉犻犵．１７　犗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狉犪狋犲犪狀犱狊狋狉犪犻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犠犲犾犾犅３犎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犛狋犪犵犲１９狅犳犅４犎

图１８　实际井的光纤应变与基于峰值应变的缝长快速反演
犉犻犵．１８　犗狆狋犻犮犪犾犳犻犫犲狉狊狋狉犪犻狀犪狀犱犳犪狊狋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犫犪狊犲犱狅狀狆犲犪犽狊狋狉犪犻狀狅犳犳犻犲犾犱狑犲犾犾狊

光纤前的应变分布（即裂缝前缘光纤应变分布）。从图１８（ａ）
可以看出，随着注入时间增加，裂缝前缘光纤应变逐渐
增大，峰值应变位置逐渐靠近裂缝面。在注入４０ｍｉｎ
之前，峰值应变不容易识别，图１８（ｂ）为４０～５８ｍｉｎ峰
值应变位置和基于峰值应变的缝长反演结果。直井光
纤监测该段缝高为２００ｍ，因此采用表２中缝高为２００ｍ
的反演系数。从图１８（ｂ）可以看出，注入４０ｍｉｎ时，半
缝长达到１６０ｍ，在５８ｍｉｎ时，半缝长达到１９５ｍ；因此裂
缝在４０～５８ｍｉｎ时间段的平均扩展速度为１９４ｍ／ｍｉｎ。
４２２　基于光纤应变反演模型的裂缝参数解释

进一步采用裂缝前缘光纤应变反演模型［式（８）］
进行裂缝参数解释，反演数据为２０～５８ｍｉｎ的光纤应
变，该阶段应变为裂缝前缘光纤应变。

沿缝长、缝高方向单元数均为４０，设定缝宽分布

指数为０１～０４，反演缝长和缝宽结果如图１９所示。
不同幂指数狀时，缝长反演趋势相同，但狀为０４时，
缝长在５３ｍｉｎ达到２００ｍ，与瀑布图结果不符；同时狀
为０４时，在５３ｍｉｎ后，缝宽迅速减小。分析其原因
为：缝长已经达到或超过井距，光纤应变已经不再是裂
缝前缘应变，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反演模型已不
再适用。因此，结合裂缝宽度变化趋势，幂指数为０４
时，在裂缝靠近光纤井时，缝宽反演出现异常。

幂指数为０１～０３时，缝长均小于井距２００ｍ，
反演缝长差距在１０～１６ｍ；不同幂指数的缝宽变化趋
势相同，在注入４５ｍｉｎ之前，不同幂指数反演的缝宽
差异最大为００２ｍｍ，随后差异增加，在５８ｍｉｎ时，缝
宽差异达到１１ｍｍ。

从裂缝扩展动态来看，该井第１９段的压裂裂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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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８ｍｉｎ时，裂缝半长由１３０ｍ增长到１７０ｍ，扩展
速度达到５ｍ／ｍｉｎ；在２８～５８ｍｉｎ，裂缝扩展速度下
降，３０ｍｉｎ内半缝长从１７０ｍ增加到１９４ｍ，扩展速度
为０８ｍ／ｍｉｎ。其中，４２～５８ｍｉｎ的缝长反演结果与
基于峰值应变的反演结果接近，进一步说明基于峰值
应变进行裂缝长度解释的可行性。由缝宽反演曲线［图

１９（ｂ）］可以看出，注入到３０ｍｉｎ时，缝宽仅为０５ｍｍ，
此时不能加砂，或只能加小粒径支撑剂才能保证支撑
剂进入裂缝；在注入到５０ｍｉｎ后，缝宽可达到１６～
２０ｍｍ，此时４０／７０目、２０／４０目支撑剂均可顺利进入裂
缝。本文模型的反演计算量小，可实现现场实时应变的
解释分析，反演结果可用于压窜分析、加砂参数调整等。

图１９　基于反演模型的缝长和缝宽反演
犉犻犵．１９　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犾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狑犻犱狋犺犫犪狊犲犱狅狀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犿狅犱犲犾

５　结　论
（１）裂缝前缘光纤应变与缝长、缝高和缝宽分布

均相关，但缝长对裂缝前缘的光纤应变最为敏感
（２）裂缝前缘光纤应变存在零应变与峰值应变特

征应变，相对于零应变，峰值应变更靠近裂缝面，且对
缝宽分布和缝高相对不敏感。

（３）建立的峰值应变与缝长的相关关系式，可快
速反演裂缝长度。

（４）基于梯度的内点法可快速求解反演模型，适
用于工程应用分析。

（５）基于裂缝前缘光纤应变的裂缝参数反演可得
到准确的缝长参数，而缝宽、缝高参数反演的误差较
大，存在较强的多解性，建议可通过多源数据反演或更
为精细的反演技术进行解决。

符号注释：犪—单元半长，ｍ；犫—单元半高，ｍ；犪０、
犫０、犮０—零应变公式拟合系数；犪ｍ、犫ｍ、犮ｍ—峰值应变公
式拟合系数；犱ｗｅｌｌ—纵向井距，ｍ；犇０—零应变与裂缝
面距离，ｍ；犇ｍ—峰值应变与裂缝面距离，ｍ；犈—杨氏
模量，Ｐａ；犎ｍａｘ—最大缝高，ｍ；犳—反演函数；犎—缝
高，ｍ；犐狕、犐狕狕、犐狕狕狕、犐狔狔、犐狓狓狕、犐狔狔狕—核函数；犔—半缝长，
ｍ；犔ｇ—标距，ｍ；狀—宽度分布幂指数；狀ｆ—光纤折射
率；犕—光纤测点数量；犖—裂缝单元个数；犖Ｌ—缝长

方向单元数量；狆ｎｅｔ—净压力，Ｐａ；犛ｗｅｌｌ—横向井距，ｍ；
狋—时间，ｓ；狋ｅｎｄ—计算结束时间，ｓ；Δ狋—时间间隔，ｓ；
狑ｍａｘ—最大缝宽，ｍ；狑犼—第犼个单元的宽度，ｍ；狑ｉｎ—
缝口宽度，ｍ；狓、狔、狕—坐标轴，ｍ；ξ—局部坐标系的单
元横轴坐标，ｍ；η—局部坐标系的单元纵轴坐标，ｍ；
σ狓狓、σ狔狔、σ狕狕—狓、狔、狕轴方向的正应力，ＭＰａ；狌ｚｚ—光纤轴
向位移，ｍ；狏—泊松比；εｆ—光纤应变模型计算得到的
应变；εｍｅａｓ—实际监测的光纤应变；λ—波长，ｍ；—相
位率，ｒａｄ／ｓ；ζ—光弹性系数；εｍｅａｓ—实际监测的光纤应
变率；—相位，ｒａｄ；狌ｆ—光纤位移，ｍ；狕ｆｉｂｅｒ—光纤轴向
坐标位置，ｍ；Δ狓、Δ狔—单元长度和高度，ｍ。

参考文献

［１］　孙龙德，刘合，朱如凯，等．中国页岩油革命值得关注的十个问题
［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１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ＳＵＮＬｏｎｇｄｅ，ＬＩＵＨｅ，ＺＨＵＲｕｋａｉ，ｅｔａｌ．Ｔｅｎ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ｉｓｓｕｅｓｏｎ
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１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２］　雷群，管保山，才博，等．储集层改造技术进展及发展方向［Ｊ］．石
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９，４６（３）：５８０５８７．
ＬＥＩＱｕｎ，ＧＵＡＮＢａｏｓｈａｎ，ＣＡＩＢｏ，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４６（３）：６０５６１３．

［３］　翁定为，雷群，管保山，等．中美页岩油气储层改造技术进展及发
展方向［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１２）：２２９７２３０７．



　第８期 陈　铭等：基于裂缝前缘邻井光纤应变的压裂裂缝参数解释方法 １２９５　

ＷＥＮＧＤｉｎｇｗｅｉ，ＬＥＩＱｕｎ，ＧＵＡＮＢａｏｓｈａｎ，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
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１２）：２２９７２３０７．

［４］　ＪＩＮＧｅ，ＲＯＹＢ．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ＡＳｓｉｇｎａｌ［Ｊ］．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３６（１２）：
９６２１０４４．

［５］　ＮＡＴＨＦ，ＨＯＱＵＥＳＭＳ，ＭＡＨＭＯＯＤＭＮ．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ｕｓｅｄｆｏｒ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Ｒ］．ＵＲＴＥＣ３８７１６７３，２０２３．

［６］　ＬＩＸｉｎｙａｎｇ，ＣＨＡＶＡＲＲＩＡＡＪ，ＯＵＫＡＣＩ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ｗｅｌｌｂｏ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ｗｅｌｌ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Ｒ］．
ＳＰＥ２０７７１０，２０２１．

［７］　ＢＵＳＥＴＴＩＳ，ＫＡＺＥＩＶ，ＭＥＲＲＹＨ．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ＳＰＥ２１３４９５，２０２３．

［８］　隋微波，温长云，孙文常，等．水力压裂分布式光纤传感联合监测
技术研究进展［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２３，４３（２）：８７１０３．
ＳＵＩＷｅｉｂｏ，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ｎ，ＳＵＮ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Ｊ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
ｒ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２３，４３（２）：８７１０３．

［９］　ＵＧＵＥＴＯＧＡ，ＨＡＦＦＥＮＥＲＪ，ＭＯＮＤＡＬＳ，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Ａ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Ｒ］．
ＳＰＥ２０９１８０，２０２２．

［１０］　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ａｎ，ＷＵＫａｎ，ＪＩＮＧｅ，ｅｔａｌ．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Ｓ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２５（５）：２２５１２２６４．

［１１］　Ｔ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ＤＡＳ［Ｒ］．ＳＰＥ
２０５２６７，２０２２．

［１２］　ＴＡＮＹｕｎｈｕｉ，ＷＡＮＧＳｈｕｇａｎｇ，ＲＩＪＫＥＮＭＣＭ，ｅｔａｌ．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ｆ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Ｓ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１，２６（２）：６２７６３８．

［１３］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ｓｈｕａｉ，ＦＡＮＧＺｉｊｕｎ，ＳＴＥＦＡＮＩＪ，ｅｔａｌ．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ＵＲＴＥＣ２０２０２６４８，２０２０．

［１４］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ｓｈｕａｉ，ＦＡＮＧＺｉｊｕｎ，ＳＴＥＦＡＮＩＪ，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２０，８５（６）：Ａ４５Ａ５０．

［１５］　陈铭，郭天魁，胥云，等．水平井压裂多裂缝扩展诱发光纤应变演
化机理［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２，４９（１）：１８３１９３．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ＧＵＯＴｉａｎｋｕｉ，ＸＵＹｕｎ，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ｒｏｗｔｈｄｕｒ
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４９（１）：２１１２２２．

［１６］　ＨＡＦＦＥＮＥＲＪ，ＨＡＵＳＴＶＥＩＴＫ，ＩＮＧＬＥＴ．Ｄｉｄｗｅｂｒｅａｋｎｅｗ
ｒｏｃｋ？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ｎｅｗ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ｖｓｏｌ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ａｍｅｃａｎｄＷｏｌｆｃａｍｐｓｔｕｄｙ［Ｒ］．
ＳＰＥ２０９１２３，２０２２．

［１７］　ＵＧＵＥＴＯＧＡ，ＴＯＤＥＡＦ，ＤＡＲＥＤＩＡＴ，ｅｔａｌ．Ｃａｎｙｏｕｆｅｅｌ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ＤＡＳｓｔｒａｉｎｆｒｏｎｔｓｆｏ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ＢＣＭｏｎｔ
ｎｅｙ，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ｒｃｈ［Ｒ］．ＳＰＥ１９５９４３，２０１９．

［１８］　ＬＥＧＧＥＴＴＳ，ＲＥＩＤＴ，ＺＨＵ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Ｓ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２７（６）：３８１４３８２８．

［１９］　ＬＥＧＧＥＴＴＳ．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ｆｏ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１１（２）：
ＳＢ１１ＳＢ２０．

［２０］　ＬＥＧＧＥＴＴＳ，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ｐｉ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
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ｐｒｏｐａ
ｇａｔ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ｃｒｏｓｓｗｅｌｌ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ＳＰＥ２１７８２０，２０２４．

［２１］　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ａｎ，ＬＩＡＮＧＬｉｎ，ＺＥＲＯＵＧＳ．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ｉｐ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Ｊ］．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４：１１７．

［２２］　ＣＲＯＵＣＨＳＬ，ＳＴ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ｓｏｌ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Ｌｏｎｄ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１９８３．

［２３］　隋微波，刘荣全，崔凯．水力压裂分布式光纤声波传感监测的应
用与研究进展［Ｊ］．中国科学：技术科学，２０２１，５１（４）：３７１３８７．
ＳＵＩＷｅｉｂｏ，ＬＩＵＲｏｎｇｑｕａｎ，ＣＵＩＫａ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２１，
５１（４）：３７１３８７．

［２４］　ＳＮＥＤＤＯＮＩＮ，ＥＬＬＩＯＴＨＡ．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ａ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ｃｒａｃｋ
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９４６，４（３）：２６２２６７．

［２５］　ＤＥＴＯＵＲＮＡＹ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４８：３１１３３９．

［２６］　ＤＯＮＴＳＯＶＥＶ．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２２，４６（６）：１１７７１１８３．

［２７］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ｃｈｅｎｇ，ＬＩＳｉｈａｉ，ｅｔａｌ．Ａｎ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ａｒ３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ｒｏｗｔｈ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ｓｕｐｅｒｔｉｍｅ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３７０３８９．

［２８］　唐焕文，秦学志．实用最优化方法［Ｍ］．２版．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
ＴＡＮＧＨｕａｎｗｅｎ，ＱｉｎＸｕｅｚｈ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２ｎｄｅｄ．Ｄａｌｉａｎ：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２９］　ＬＩＮＤＳＥＹＮＪ，ＲＡＤＥＭＡＣＨＥＲＨ，ＡＪ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ＪＢ．Ｏｎ
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ＤＡＳａｒｒａｙ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２０２０，１２５（２）：
ｅ２０１９ＪＢ０１８１４５．

［３０］　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Ｓ，ＡＲＡＧＯＮＣＲ，ＭＣＧＥＯＣＨＬＡ，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ｇｒａｐｈ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９，３７（６）：８６５８９２．

［３１］　刘文岭，韩大匡．数字孪生油气藏：智慧油气田建设的新方向
［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１０）：１４５０１４６１．
ＬＩＵＷｅｎｌｉｎｇ，ＨＡＮＤａｋｕａ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ｗ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ｍａｒｔ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３（１０）：１４５０１４６１．

（下转第１３０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