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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油气田开发地质学》是在充分考虑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在前期课程“地质学基础
”中学习并掌握的矿物与岩石、地层与古生物、沉积相、构造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系统介绍油气藏
的形成与分布，如何寻找石油与天然气，如何定性、定量描述油气田地下地质特征，从而使学生在理
论学习的基础上，了解油气开发地质中的方法与技术，掌握油气藏地下地质特征，为将来的实际工作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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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天然气水溶相在初次运移中很重要，在二次运移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水溶相要
产生许多变化。
进入运载层后，由于水量的增加包含天然气的水溶液会先变得不饱和，天然气不会立即出溶；由于温
度、压力和盐度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终将有一部分天然气从水中出溶变成游离相，并分散在运移通道
中。
这些微小孤立的气泡要继续进行二次运移也将遇到与水溶相石油相同的问题。
 天然气在运载层中呈扩散相运移是不同于液态石油运移的最大特征。
只要存在浓度差异，天然气的分子扩散就可以发生。
在初次运移和二次运移中扩散相不需要相态的转变，特别是在流体渗流停滞或在聚集圈闭状态下，天
然气的扩散相运移更为重要。
同样，对于油气保存而言，扩散作用将导致天然气的散失也是必然的。
 天然气进入运载层后不需要进行相态的转变，直接可以在运移通道中形成微聚集，并能很快地达到一
定的体积或一定的饱和度而继续二次运移。
这一点与石油以游离相态进行二次运移的重要性是相同的。
 2.油气二次运移的临界饱和度 油气要以游离相在运载层中运移，必须达到或超过其临界饱和度。
关于油气二次运移的临界饱和度大小，不同学者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差别不大。
Levorsen（1954）对亲水的砂岩中进行的油水两相吸排水的实验结果表明，油相饱和度低于10％时，油
相不能流动。
C.D.McAliffe（1979）认为，如果从运载层到圈闭的运移通道上油气残余饱和度低于20％～30％，游离
相油的二次运移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不可能发生；当沿运载层的上部或下界面含油饱和度达到20％
～30％时，游离相的油才能在浮力作用下发生二次运移。
W.A.England（1987）等也认为运载层中至少要达到20％～30％的含油饱和度才能形成连通的运移通道
，这部分饱和度主要是以残留油的形式沿运移通道损失了。
对于大多数运载层，油相发生二次运移的临界饱和度为10％～30％是适合的。
 对于天然气二次运移的临界饱和度也有与石油相似的认识。
Levorsen（1967）用双相渗滤实验验证，非润湿相的气饱和度要达到5％～10％时才能产生气相运移
；T.T.Schowalter（1979）也认为气运移临界饱和度应达到10％以上；郝石生（1994）认为以10％作为
气临界饱和度适用于大多数储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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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油气田开发地质学》是在充分考虑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在前期课程“地质学基础”中学
习并掌握的矿物与岩石、地层与古生物、沉积相、构造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系统介绍油气藏的形成
与分布，如何寻找石油与天然气，如何定性、定量描述油气田地下地质特征，从而使学生在理论学习
的基础上，了解油气开发地质中的方法与技术，掌握油气藏地下地质特征，为将来的实际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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