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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层气俗称煤层瓦斯气，以游离自由态、溶解态和吸附态三种状态赋存于煤层，现今主要以吸附
态吸附在煤的微孔隙壁表面上。
煤成气俗称常规天然气（游离气），由过量的游离自由态煤层气运移到煤层以外的其他储集层中富集
成藏。
煤层气与煤成气是完全不同的：①储气机理不同。
煤层气以吸附态吸附在煤的微孔隙壁表面上；煤成气以游离态储集在其他岩石的孔隙中。
②产气机理不同。
煤层气的产气机理是排水降压，当地层压力下降到解吸压力以下后形成解吸压降漏斗，在解吸压降漏
斗内解吸一扩散一渗流一产气，煤层气几乎是在一个大气压力或以下生产的，因此只有解吸以后才能
产气；煤成气一开井就形成生产压差，只要生产压差大于启动压差就可以产气，因此煤成气不解吸就
可以生产。
③储集岩石物性不同。
煤层气储集在煤系岩石的微孔隙壁面上；煤成气储集在煤系岩石以外的沉积岩石的孔隙中。
④开采的流体性质不同。
煤层气是在低温低压条件下开采；浅层的煤成气也是在低温低压条件下开采，其压力和温度都比煤层
气高，而深层的煤成气则是在高温高压（如大于150℃，大于50MPa）条件下开采。
⑤驱替机理不同。
煤层气的驱替机理是气驱水；煤成气的驱替机理是水驱气。
　　煤成气开采是按油气藏工程的理论进行的；煤层气开采则不同。
煤层气只有通过相变才能开采，必须首先将吸附态的煤层气变为游离态的煤层气才能开采。
一部分油气藏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可借鉴、促进形成煤层气工程理论和方法，但不能简单替代。
困难的是，熟悉油气藏工程开采的人往往按油气藏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如布井和开发方案等）来处理
煤层气的开采。
　　煤层气藏工程是一门待创建的崭新的学科。
煤层气是一种洁净的新能源，其储量与天然气储量相当。
煤层气开采既增加能源的种类和数量，又提高煤矿开采的安全性。
对这门新学科应该重点研究解吸压降漏斗的形成、演化，以提高体积解吸速度和提高产能为宗旨，创
建煤层气藏工程的新原理和新方法。
我国目前煤层气的开采情况很不乐观，悲观论调占上风。
关键问题在于，很多人仍然将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布井、开采、开发方法照搬到煤层气藏的勘探、布
井、开采、开发中，致使煤层气井产气量低、递减快。
因此，创建煤层气藏工程这门新学科的新原理和新方法，尤为迫切。
油气藏工程的观念根深蒂固，专业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反复实践。
本书全面总结煤层气的生成、储集机理，煤的物性、吸附性、电性及水文特征，提出采收率曲线。
对注水、注水关井、产水、产水关井、产气、产气关井的试井进行全面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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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煤层气藏基本理论和基本应用。
基本理论包括煤层气藏的静态储层评价、动态储层评价和数值模拟。
基本应用包括高产稳产井位的最佳确定、最佳井网、最佳井距、数值模拟、试井、整体和单井提高解
吸速度、提高产能等煤层气工业化开采的方法。
本书特别提出可燃冰气藏的工业化开采方法。
本书对煤层气藏和可燃冰气藏工业化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石油工程、石油地质、煤炭工业、煤层气工程、油田化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材
或参考书；也可供油气田开发、石油地质、煤炭工业、煤层气工程、油田化学的工程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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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煤层气藏动态储层评价　　煤层气藏动态储层评价是从常规油气藏动态储层评价概念和
方法引申而来的。
　　对于常规天然气藏和油藏，作者首先提出了动态储层评价的概念和方法，动态储层评价是在静态
储层评价的基础上根据生产动态、试井、试采、数值模拟分析，进行多学科动、静结合评价，是储层
动静精细描述的有效工具。
　　动态特征是油气藏各种地质因素、各种生产工艺措施的综合的、真实的反映。
它既反映了静态地质特征，又反映了油藏工程动态特征；既是当前情况的显示，又将预示将来的征兆
。
　　静态地质特征主要研究储集系数，分析是否能产油气，对总产能的贡献。
油藏工程动态特征主要通过试井分析、生产动态资料获得渗透率、传导率、导压系数、地层系数等动
态特征获得。
结合动静特征，可以进行低产能因素分析、污染检测、产能预测。
　　动态储层评价研究的目的是尽可能根据动静特征，采用最优控制生产，使最终采收率最高，经济
效益最佳。
　　动态储层评价，既为油气勘探服务，为油气勘探战略方向、油气勘探井位提供依据；又为油气开
发服务，是制定油气田开发合理方案的工具。
　　根据动态的生产数据可以获得动态的相对渗透率曲线、动态毛管压力曲线，进行动态的真实储层
评价。
　　动态储层评价研究的方法，首先从静态特征分析人手，其次进行动态特征分析，最后采用系统工
程思想，动静结合，为制定合理的开发方案提供依据。
　　作者还通过开发模型（生命力模型或概率模型）对整个油田开发期间进行宏观控制，再由油气藏
数值模拟对油气开发进行微观控制。
　　研究动态特征的主要工具有试井分析方法和气藏数值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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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层气藏工程》全面总结煤层气的生成、储集机理，煤的物性、吸附性、电性及水文特征，提
出采收率曲线。
对注水、注水关井、产水、产水关井、产气、产气关井的试井进行全面论证。
　　重点介绍煤层气、可燃冰工业化生产的理论和生产技术。
　　文字简洁、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紧密结合本学科国内外前沿性研究成果。
　　可作为高等院校石油工程、石油地质、煤炭工业、煤层气工程、油田化学专业研究生教材或参考
书．同时也可供油气田开发、石油地质、煤炭工业、煤层气工程、油田化学等领域的工程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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