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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沁水盆地煤层气开发区资料为基础，结合作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对煤层气开发地质学的基本理
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基本界定了煤层气开发地质学的基本内容。
全书共分八章，包括煤层气系统、煤储层的原始渗透率、煤层气开发井型选择及井网布置、水力压裂
基本原理及压裂后煤储层的渗透率、煤层气井的产气机理及产能的主控因素、煤层气井排采过程的物
性参数变化、煤层气井的排采控制和煤层气开发过程的动态监测及生产管理。
     本书可供从事煤层气地质及勘探开发领域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及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层气开发地质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煤层气系统 　第一节　含油气系统简介　　一、含油气系统研究历史 　　二、含油气系统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三、含油气系统分类 　第二节　煤层气系统 　　一、煤层气系统的概念 　　二
、煤层气系统基本内容 　第三节　沁水盆地煤层气系统 　　一、区域地质背景 　　二、煤层气的成
因 　　三、煤层气含量与封闭 　　四、水动力学特征 　　五、煤层气储层特征 　　六、区域对比 第
二章　煤储层的原始渗透率 　第一节　煤体结构与渗透率的关系 　　一、煤体结构 　　二、煤体结
构与渗透率的关系 　第二节　渗透率预测方法 　　一、Hoek-Brown破裂准则 　　二、煤岩体强度因
子的建立 　　三、煤岩体分形维数 　第三节　沁水盆地东南部煤体变形特征 　　一、煤体变形特征 
　　二、煤体变形空间展布 　　三、强度因子与分形维数 　　四、强度因子、分形维数与构造的关
系 　　五、强度因子、分形维数与煤体变形的关系 　　六、断层对煤体变形的影响 　　七、煤体变
形与高渗区的展布 　第四节　地应力对渗透率的影响 　　一、地应力参数的获取 　　二、沁水盆地
东南部现今地应力状态 　　三、地应力与煤层气井产量关系分析 　　四、沁水盆地东南部高渗高产
区预测 第三章　煤层气开发井型选择及井网布置 　第一节　煤层气开发井型概况 　　一、中国煤层
气钻完井工艺发展历程 　　二、垂直压裂井井身结构 　　三、多分支水平井井身结构 　第二节　煤
层气井型选择 　　一、两种煤层气井的异同 　　二、井型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煤层气井型选择
评判体系 　　四、煤层气开发井型选择 　第三节　煤层气开发井网布置 　　一、井网布置的一般流
程 　　二、垂直压裂井井网优化 　　三、多分支水平井井网优化 　第四节　沁水盆地东南部井型选
择及井网布置 　　一、沁水盆地东南部井型选择 　　二、沁水盆地东南部井网布置 第四章　水力压
裂基本原理及压裂后煤储层的渗透率 　第一节　煤层气垂直井的水力压裂机理 　　一、煤层气垂直
井水力压裂的目的 　　二、煤层气垂直井水力压裂的原理 　　三、水力压裂的主要设备及施工工序 
　　四、水力压裂效果的影响因素 　　五、水力压裂施工工艺参数优化 　第二节　煤层气垂直井水
力压裂裂缝形态的主控因素 　　一、地应力对裂缝形态的影响 　　⋯⋯第三章　煤层气开发井型选
择及井网布置第四章　水力压裂基本原理及压裂后煤储层的渗透率第五章　煤层气井的产气机理及产
能的主控因素第六章　煤层气井排采过程的物性参数变化第七章　煤层气井的排采控制第八章　煤层
气开发过程的动态监测及生产管理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层气开发地质学>>

章节摘录

插图：2.保存条件一个系统要有一个边界，涉及煤层气的保存，可区分为垂向和侧向两类边界。
（1）垂向边界煤层气系统的垂向边界取决于顶底板封闭能力、上覆地层有效厚度等。
煤层气盖层对保持储层压力、阻止煤层气解吸和逃逸很必要，尽管不像常规气藏对盖层要求那么严格
。
与盖层起相同作用的储层底板称为封闭层。
当储层压力降低，一部分吸附气会解吸成为游离气。
当游离态煤层气的膨胀力和浮力大于盖层排替压力，将散失。
而溶解态煤层气通过盖层散失方式主要是扩散，由高浓度（煤储层）向低浓度（盖层）方向进行。
煤层气的富集与盖层的性质和埋深有关。
适度埋深、具有一定厚度、岩性以泥质为主、封闭性较好的盖层有利于煤层气的保存。
对于一个多煤层系统而言，如美国的粉河盆地，不仅煤层是储层，还发育常规的砂岩储层，可作为一
个复合煤层气系统研究。
系统的上下封闭边界可以以厚层的泥岩等作为封闭层。
上覆岩层包括自烃源岩顶面以上到第一个不整合面或沉积旋回界面之间的岩层段。
一定厚度的上覆岩层的存在不仅促进煤层热演化，而且能减少煤层气的散失，有利于煤层气的保存。
（2）侧向边界煤层气封闭主要有物性封闭、岩性封闭、水动力封闭和断层封闭。
所谓物性封闭，即存在渗透性较差的煤层（Ⅲ类、Ⅳ类煤）或与煤储层相邻的致密岩体。
水动力封闭是形成侧向封闭和垂向封闭的重要途径，多数情形下没有水动力封闭，就不可能有煤层气
的富集。
侧向水动力封闭是指煤储层存在顶底板封闭，煤储层处于一个独立流体流动单元时，地下水沿煤层露
头补给，向深部运移，不仅把浅部的煤层气携带到深部聚集，而且为煤层气的赋存提供了吸附所必需
的压力。
一般在地下水滞留区煤层气富集。
另一类是煤层气顶板为砂岩等封闭性差的岩层，地下水沿顶板淋滤，形成静水压力促使煤层气保存。
断层封闭是被封烃类压力小于储层压力。
被封烃类压力与相互连通的孔喉半径、烃液界面张力及润湿角有关；储层压力与储层内烃的密度、储
层内烃柱高度有关。
断层封闭性存在四种机理，即断层两侧岩性配置、泥岩涂抹作用、颗粒碎裂作用和成岩胶结作用，在
相关书籍有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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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层气开发地质学》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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