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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专项（ＫＬ２２０１４）资助。
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左　罗，男，１９８８年９月生，２０１６年获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研究员，主要从

事非常规油气开发及工程技术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ｚｕｏｌｕｏｘｉｎｇｆ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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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油储层压裂液渗吸作用机理
左　罗１，２，３　张世昆１，２　沈子齐１，２　许国庆１，２　曾星航１，２　刘学鹏１，２　周　朝１，２　杜　娟１，２

（１．中国石化页岩油气钻完井及压裂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２．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３．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油田生产事业部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９）

摘要：针对目前四川盆地复兴地区大规模水力压裂后压裂液渗吸（滞留）提采与伤害机制不清、焖井时间界限及高效压裂液体系优
化方向不明确等问题，通过开展不同压裂液渗吸实验，对渗吸前后孔径、孔渗及核磁共振犜２谱进行对比分析，并进行压裂液与页岩
油储层作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系统研究了页岩油储层压裂液渗吸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孔隙度、小孔／微孔发育程度以及黏
土矿物总含量、石英与伊／蒙混层含量对渗吸驱油效果有重要影响，孔隙度越大、小孔／微孔越发育，黏土矿物、石英及伊／蒙混层含
量越高越有利于渗吸驱油；整体上渗吸作用有利于复兴地区页岩油储层扩孔、增渗及提采，优良的驱油压裂液会增加扩孔、增渗及
提采效果７０％及以上；含有氧乙烯基等非离子型官能团的压裂液体系对储层整体孔径分布区间有明显影响，微观上能１００％将页
岩油分子驱散并从有机质孔隙壁面剥离；确保２３９ｈ的渗吸滞留时间有利于减小储层伤害，使用含有氧乙烯基等非离子型官能团的
压裂液体系会进一步减小储层伤害并提高渗吸驱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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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页岩油资源丰富，初步评价有利勘探面积
为（４１～５４）×１０４ｋｍ２，主要盆地可采资源量达到（１０～

１５）×１０８ｔ［１］。目前初步成功开发了鄂尔多斯盆地三
叠系延长组、准噶尔盆地二叠系芦草沟组、松辽盆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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垩系青山口组—泉头组等［２７］，落实了３个１０×１０８ｔ
级页岩油区，页岩油已成为中国非常规油气中最现实
的接替资源之一。

四川盆地复兴地区中侏罗统—下侏罗统主要发育
３套半深湖亚相泥页岩，其中凉高山组泥页岩层厚度
大、有机质含量高，是页岩油气重要的富集层位［８１０］。
前期勘探发现富有机质泥页岩主要集中在凉高山组一
段的２号、３号小层以及二段的４号小层，主要发育粉
砂质泥岩、灰黑色页岩、灰黑色泥页岩、泥质粉砂岩、灰
色泥岩夹薄层粉砂岩及粉砂岩，局部发育介壳纹层或
条带。３个小层ＴＯＣ为０２７％～３０３％、平均约为
０９６％，镜质体反射率为０９４％～１４４％，以生凝析
油—轻质油为主；孔隙度为１４５％～４９０％、平均为
３３０％，整体以介孔为主，有利于游离态页岩油富集；
全烃含量为６０７％～４９４６％，含油气性较好。２—４
号小层油烃饱和指数ＯＳＩ［烃类物质的含量与岩石中
的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的比值］平均在２３１４～
１４０４９ｍｇ／ｇ，烃类具有流动性，其中４号小层流动性
最好，与美国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和中国大庆古龙页岩油类
似［１１１２］。储层压力系数一般在１２～１４，而且原油黏度
较小（５０℃下为９９７ｍＰａ·ｓ），含蜡量小于３％，胶质与沥
青质总含量小于１％。因此，凉高山组页岩油可动用
潜力大［１３１４］，是勘探开发的重点区域。页岩油储层致
密，一般无自然产能，必须经过大规模水力压裂才有可
能实现经济开发，目前最终采收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为
释放页岩油储层的产能，页岩油井在大规模水力压裂后
常进行“焖井”，以提高压裂液的渗吸驱油效果，从而提
高压后产量，该技术在矿场实验中取得一定效果［１５１８］。

研究表明，压裂液与储层的渗吸作用可以提高储
层采收率［１９２０］，近年来在页岩油领域主要是通过渗吸
物理模拟实验以及渗吸数学模型研究影响页岩油储层
渗吸的关键因素［１５，２１３１］。研究认为，黏土矿物含量、孔

隙度、层理发育程度、储层孔径大小、渗吸致裂、压裂流
体性能以及储层岩石的润湿性对渗吸有重要影响；采
用使岩心润湿反转的阴离子纳米表面活性剂可以提高
渗吸驱油效率。通过对焖井时间进行定性分析认为，
焖井后渗吸是否致裂对页岩油压后产量有明显影响。
压裂液渗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页岩油的采收率，
但针对复兴地区页岩油渗吸机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
少，缺少储层矿物特征、孔隙特征对渗吸影响特征的认
识，尚未明确何种类型的压裂液体系有利于提高渗吸
驱油效率以及相关驱油机制，对压裂液滞留伤害特征
及机制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此外，该区块驱油压裂
液体系的优化方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需要深
入研究压裂液与页岩油储层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复兴
地区页岩油储层不同压裂液带压渗吸、滞留伤害等微
观机理。

笔者以复兴地区页岩油储层为研究对象，通过开
展不同压裂液体系渗吸特征研究，以明确相关提采及
伤害机制。

１　研究方案
利用复兴地区页岩油储层岩心制作实验平行样

品（尽可能确保实验样品的均质统一），在不同压裂液
体系下开展柱状岩心（尺寸为Φ２５ｍｍ×５０ｍｍ）／粉末
样的渗吸实验，通过核磁共振、扫描电镜、低温二氧化
碳及液氮吸附、高压压汞分析计算不同条件下的驱油
效率及孔径分布数据，以此研究储层孔径分布、矿物组
成对渗吸的影响特征，不同压裂液体系的渗吸特征及
渗吸作用对储层孔隙的影响特征等。

实验流体为：①常规滑溜水；②常规滑溜水（不加
防膨剂）；③驱油压裂液Ａ（阴离子＋非离子体系）；
④驱油压裂液Ｂ（阴离子体系）；⑤驱油压裂液Ｃ（阴离
子体系）。主体实验研究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实验技术路线
犉犻犵．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狉狅犪犱犿犪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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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储层温度一般约在７０℃以及压裂过程中
净压力约在１５ＭＰａ，设置渗吸实验温度在７０℃、渗吸
压差为１５ＭＰａ及３０ＭＰａ。一般情况下页岩储层渗吸
饱和时间为７～１０ｄ［３２］，故设置渗吸时间为１６８～２５０ｈ，
考虑到渗吸滞留伤害研究需要，部分样品渗吸时间最
长设置到４８０ｈ。渗吸实验流体选用目前压裂现场主
流的５种压裂液体系，实验方案见表１。
　　为研究储层主要矿物对渗吸的影响特征设计了不
同矿物类型的表面能测试（表２），测试方法为ＯＷＲＫ
法［３３］，选用水和二碘甲烷两种液体作为测试流体，分

析其在不同矿物表面的接触角，以此计算固体表面张
力的非极性值和极性值，两者相加得到固体表面能。
所用矿物及干酪根由目标储层岩样提取。为分析不同
压裂液体系微观驱油机制差异，设计７０ｎｍ微孔中不
同压裂液接触角及固液表面张力测试（表３），并开展
压裂液与页岩油储层作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主要涉及的实验仪器有场发射扫描电镜、核磁共
振岩心分析仪、流体渗吸装置、电子天平、高压压汞孔
径分析仪、液氮孔径分析仪，低温二氧化碳孔径分析
仪、接触角测量仪等。

表１　柱状岩心／粉末样的渗吸实验方案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犮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犾狌犿狀犪狉犮狅狉犲／狆狅狑犱犲狉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品编号 样品尺寸 渗吸压裂液 渗吸温度／℃渗吸压差／ＭＰａ渗吸时间／ｈ
ｓ２
ｓ４

常规滑溜水：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稳
定剂（防膨剂）

１ 常规滑溜水（不加防膨剂）：０１５％降阻剂 １５
４ 常规滑溜水：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稳

定剂（防膨剂）
５ 常规滑溜水（不加防膨剂）：０１５％降阻剂

３０２ 常规滑溜水：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稳
定剂（防膨剂） １６８～２５０

３
①柱塞样：Φ２５ｍｍ×５０ｍｍ

②碎样／粉末样 驱油压裂液Ａ：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
稳定剂（防膨剂）＋０１０％驱油剂Ａ

７０

６ 驱油压裂液Ｂ：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
稳定剂（防膨剂）＋０１０％驱油剂Ｂ １５

９ 驱油压裂液Ｃ：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
稳定剂（防膨剂）＋０１０％驱油剂Ｃ

１３ 常规滑溜水：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稳
定剂（防膨剂） ４８０

表２　不同矿物的表面能测试方案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狌狉犳犪犮犲犲狀犲狉犵狔狋犲狊狋犻狀犵狊犮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犻狀犲狉犪犾狊
矿物种类 样品纯度／％ 测试流体 测试温度／℃ 测试参数

干酪根（Ⅱ型） ９５０
石英 ９９６
伊利石 ９５０ 水、二碘甲烷 ２５ 固液界面张力伊／蒙混层１（伊蒙比８３∶１７） ９５０

伊／蒙混层２（伊蒙比７０∶３０） ９５０
伊／蒙混层３（伊蒙比５０∶５０） ９５０

表３　不同压裂液接触角及固液表面张力测试方案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犲狊狋犻狀犵狊犮犺犲犿犲犳狅狉犮狅狀狋犪犮狋犪狀犵犾犲犪狀犱狊狅犾犻犱犾犻狇狌犻犱狊狌狉犳犪犮犲狋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狊
测试样品 测试样品孔径／ｎｍ 测试流体 测试温度／℃ 测试参数

单通氧化铝膜 ７０
常规滑溜水：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土
稳定剂（防膨剂） ２５ 接触角、

固液界面张力驱油压裂液Ａ：０１５％降阻剂＋０１０％黏
土稳定剂（防膨剂）＋０１０％驱油剂Ａ

２　实验及模拟结果分析
２１　不同孔径分布下的渗吸特征

从测试数据来看，ｓ２号样品孔径小于２ｎｍ的微
孔主要分布在０４～１０ｎｍ，ｓ４号样品则主要分布在
１１～１６ｎｍ（图２）。ｓ２号样品５０ｎｍ以下孔径的孔
隙对总孔隙体积的贡献大于ｓ４号样品（图３）。

此外，ｓ２号样品的ＢＥＴ比表面积明显高于ｓ４
号样品的比表面积，３种方法得出的孔隙体积也是
ｓ２号样品更大（表４）。由此可以看出，ｓ２号样品微
观孔隙发育程度明显好于ｓ４号样品。测试结果表
明，ｓ２号样品的渗吸驱油效率优于ｓ４号样品（表５），
说明同等条件下介孔与微孔越发育越有利于渗吸
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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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矿物组成对渗吸的影响特征
固体表面能对流体润湿有较大影响，表面能越

大，流体越容易润湿。采用ＯＷＲＫ法分析了黏土矿
物、石英及有机质的表面能发现，石英、伊／蒙混层的

表面能较大（随蒙脱石含量增加而增大），说明储层
中石英、伊／蒙混层含量越高越有利于压裂液的润
湿（间接利于驱油）（图４）。黏土矿物含量越高，渗吸
后产生诱导微裂缝的能力越强（图５）。

图２　液氮和低温犆犗２吸附表征的孔隙体积与孔径分布
犉犻犵．２　犘狅狉犲狏狅犾狌犿犲犪狀犱狆狅狉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狕犲犱犫狔犾犻狇狌犻犱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狀犱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

图３　高压压汞孔径分布曲线
犉犻犵．３　犎犻犵犺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犿犲狉犮狌狉狔犻狀狋狉狌狊犻狅狀狆狅狉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

２３　不同压裂液渗吸对孔隙的影响特征
对于大孔（孔径５０ｎｍ以上孔隙）的变化特征，从

高压压汞孔径测试结果来看（表６），渗吸作用整体有
利于扩孔，压汞孔隙度增幅为８９％～２３６％，除驱油剂
Ｃ体系外平均孔径增幅为１７８４％～７４５９％；整体效
果为：驱油剂Ａ体系＞滑溜水体系＞不加防膨剂滑溜
水体系＞驱油剂Ｂ体系＞驱油剂Ｃ体系。
　　对于介孔（孔径２～５０ｎｍ孔隙）的变化特征，从测
试结果来看，驱油压裂液Ａ及滑溜水体系更有利于提
高孔径１１～５０ｎｍ孔隙的体积，驱油压裂液Ｂ及Ｃ体
系主要影响的是孔径２～１０ｎｍ的孔隙体积（表７），不
加防膨剂滑溜水体系对介孔的影响较弱。

表４　样品的孔隙特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狅狉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品编号总进汞体积／
（ｍＬ／ｇ）

压汞孔隙度／
％

ＢＥＴ比表面积／
（ｍ２／ｇ）

ＢＥＴ孔隙体积
（ｃｍ３／ｇ）

液氮吸附平均孔隙直径／
ｎｍ

低温二氧化碳吸附总孔隙体积／
（ｍＬ／ｇ）

ｓ２ ００５６２ ７２７９ １５３０６ ０００６８２９ １７７２１８ ００００４８
ｓ４ ００２６５ ６３２５ ０７１９６ ０００３０９５ １７２２３８ ００００３６

表５　样品的渗吸驱油效率
犜犪犫犾犲５　犗犻犾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品编号温度／
℃

压力／
ＭＰａ压裂液体系渗吸时间／

ｈ
驱油效率／
％

ｓ２ ７０ １５ 常规滑溜水 １６８ ３２１２
ｓ４ ７０ １５ 常规滑溜水 ２３１２

　　对于微孔（孔径２ｎｍ及以下孔隙）的变化特征，从
低温二氧化碳孔径分析测试结果来看（表８），常规滑
溜水作用后微孔孔隙体积增加１７倍，不加防膨剂增加

图４　不同物质的表面能
犉犻犵．４　犛狌狉犳犪犮犲犲狀犲狉犵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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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样品渗吸后产生的诱导微裂缝
犉犻犵．５　犐狀犱狌犮犲犱犿犻犮狉狅犮狉犪犮犽狊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犪犳狋犲狉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犪犿狆犾犲狊

表６　高压压汞孔径分布数据
犜犪犫犾犲６　犘狅狉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犫狔犺犻犵犺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犿犲狉犮狌狉狔犻狀狋狉狌狊犻狅狀

编号 压裂液体系 总进汞体积／
（ｍＬ／ｇ）

平均孔隙直径／
ｎｍ

平均孔隙直径增幅／
％

压汞孔隙度／
％

压汞孔隙度增幅／
％

１２５ 处理前 ０００７３ １８５ ０ １８８２６ ０
１ 滑溜水（不加防膨剂）００３２４ ２１８ １７８４ ６２６８８ ２３３
４ 滑溜水 ００２６５ ２５６ ３８３８ ６３２４８ ２３６
３ 驱油压裂液Ａ ００２９７ ３２３ ７４５９ ５６７６３ ２０２
６ 驱油压裂液Ｂ ００２１３ ２３４ ２６４９ ３５６４３ ８９
９ 驱油压裂液Ｃ ００３２４ １４９ －１９４６　 ３７４２４ ９９

表７　介孔孔隙体积占比数据
犜犪犫犾犲７　犜犺犲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犿犲狊狅狆狅狉狅狌狊狆狅狉犲狏狅犾狌犿犲

样品编号渗吸实验流体介孔（２～１０ｎｍ）孔隙体积占比／％ 介孔（１１～５０ｎｍ）孔隙体积占比／％
渗吸前 渗吸后 渗吸前 渗吸后

１２５ ７５０４ ７６１
１ 滑溜水

（不加防膨剂） ７５０４ ７５６９ ７６１ １５５５
４ 滑溜水 ７５０４ ７８５１ ７６１ ２１４８
３ 驱油压裂液Ａ ７５０４ ７９１４ ７６１ ２０８６
６ 驱油压裂液Ｂ ７５０４ ８１３２ ７６１ １８６７
９ 驱油压裂液Ｃ ７５０４ ８１２９ ７６１ １８７１
５ 滑溜水

（不加防膨剂） ７５０４ ７４４７ ７６１ １８９５
２ 滑溜水 ７５０４ ７４２９ ７６１ １９２２
８ 驱油压裂液Ａ ７５０４ ７９２７ ７６１ ２０７２

表８　低温犆犗２吸附孔径分布数据
犜犪犫犾犲８　犘狅狉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狑犻狋犺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
编号温度／

℃
压力／
ＭＰａ 压裂液体系 总孔隙体积／

（ｃｍ３／ｇ）
１２５ 处理前 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７０ １５ 滑溜水（不加防膨剂） ００００２４
４ ７０ １５ 滑溜水 ００００３６
３ ７０ １５ 驱油压裂液Ａ ００００４０
６ ７０ １５ 驱油压裂液Ｂ ００００２１
９ ７０ １５ 驱油压裂液Ｃ ００００２７

１１倍，驱油压裂液Ａ增加１９倍，驱油压裂液Ｂ增加
９５倍，驱油压裂液Ｃ增加１２５倍，说明渗吸同样对
孔径小于２ｎｍ的微孔有明显影响。
　　整体来看，驱油压裂液Ａ、Ｂ及Ｃ的加入比较有利
于增大介孔及微孔的体积，驱油压裂液Ｂ及Ｃ不利于
增加１～２ｎｍ孔隙的体积占比，基本对大于５０ｎｍ孔
隙的体积占比没有影响，说明两者主要影响的是储层
介孔（２～５０ｎｍ）孔隙体积的变化。驱油压裂液Ａ则
对储层整个孔径分布区间的孔隙体积均有影响，说明
其对储层的适用性更好。与常规滑溜水相比，驱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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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液Ａ对２～１０ｎｍ介孔的影响及小于１ｎｍ的微孔影
响更大。

从图２、图３可以看出，目标储层１０ｎｍ及以下的
孔隙占比较大，因此，采用驱油压裂液Ａ将比较有利。
此外，加入防膨剂对扩孔的影响较大，防膨剂的加入可
以有效保持孔径。
２４　不同压裂液渗吸驱油特征

从不同条件下的驱油效率来看（表９），驱油压裂
液Ａ在同等或相对劣势条件下的驱油效率均较高，驱
油性能上的差异主要在于驱油剂Ａ分子中含有氧乙
烯基等非离子型官能团，其水溶性、洗油性较强，致使
驱油压裂液Ａ的表／界面张力低，润湿性强，在小微孔
隙中仍然具有较小的接触角及液固界面张力（表１０、
图６）。

表９　不同渗吸条件下的驱油效率
犜犪犫犾犲９　犗犻犾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编号温度／℃压力／ＭＰａ压裂液体系驱油效率／％

１ ７０ １５ 常规滑溜水
（不加防膨剂） ２８４５

４ ７０ １５ 常规滑溜水 ２３１２
５ ７０ ３０ 常规滑溜水

（不加防膨剂） ３９１４
２ ７０ ３０ 常规滑溜水 ３２１２
３ ７０ １５ 驱油压裂液Ａ ９７２２
６ ７０ １５ 驱油压裂液Ｂ ９６８８
９ ７０ １５ 驱油压裂液Ｃ ２１６５

表１０　不同驱油剂溶液性能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０　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狅犻犾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

犪犵犲狀狋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狊
驱油剂
类型

浓度／
％

表面张力／
（ｍＮ／ｍ）

界面张力／
（ｍＮ／ｍ）

接触角／
（°）

驱油剂Ａ０１ ２２６ ＜０１ ３３７
驱油剂Ｂ０１ ３０５ ４０ ４０６
驱油剂Ｃ０１ ２９０ ＜０１ ５１５

　　为进一步研究３种驱油压裂液在驱油机制方面的
差异，通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ｔｕｄｉｏ软件建立了压裂液与页岩
油储层作用的分子动力学模型。页岩孔隙表面分子模
型由伊／蒙混层及Ⅱ型干酪根分子构成，蒙脱石、伊利
石及Ⅱ型干酪根建模参数参考Ｓｋｉｐｐｅｒ、Ｄｒｉｔｓ等的工
作［３４３６］，以构建的蒙脱石超晶胞及伊利石超晶胞为基
础，按照蒙脱石—伊利石—蒙脱石的层序构建伊／蒙混
层的晶体结构。页岩油分子模型考虑１２种极性小分
子、１２种非极性小分子及２种弱极性小分子，其中极
性组成和非（弱）极性组成约各占５０％［３７］，各组分摩尔
分数见表１１。

图６　７０狀犿氧化铝膜中不同体系的接触角和界面张力
犉犻犵．６　犆狅狀狋犪犮狋犪狀犵犾犲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狋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犵犲狀狋

犻狀７０狀犿犪犾狌犿犻狀犪犳犻犾犿

表１１　页岩油分子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１　犛犺犪犾犲狅犻犾犿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犿狅犱犲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极性小分子 非（弱）极性小分子

名称 摩尔分数／％ 名称 摩尔分数／％
壬酸 ４１２４ 正己烷 ４３９９

环己基丙酸 ４１２４ 正壬烷 ２８８７
３乙基苯甲酸 ４１２４ 正十二烷 １３７５

壬酮 ４１２４ 正十八烷 ２９９５
丙基苯酚 ４１２４ ３甲基己烷 ４１９２

正辛基甲基硫醚 ４１２４ ３甲基庚烷 ３７１１
正辛基甲基二硫醚 ４１２４ ２甲基十五烷 ３２９９

壬硫醇 ４１２４ 甲基环戊烷 ２５４３
苯并噻吩 ４１２４ 乙基环己烷 ２６１２
咔唑 ４１２４ 丙基乙基二环己烷 ２２６８
吲哚 ４１２４ 苯酚 ６９４２
哇啉 ４１２４ 甲基苯酚 ５９１１

二甲基萘 ５４３０
１乙基５甲基芘 １９３３

　　采用ＣＯＭＰＡＳＳ力场进行处理，在３４６１５Ｋ和
３０ＭＰａ下得到周期性分子团结构。在基础的分子模
型基础上，建立驱油剂分子与水分子的组装模型，模型
中驱油剂分子质量分数占１０７％，水分子占８９３％，
通过ＣＯＭＰＡＳＳ力场得到周期性分子团结构。

在页岩孔隙表面模型基础上，将页岩油分子团分
别与３类驱油分子团共同放置在页岩孔隙表面，形成
分子动力学模型（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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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分子动力学模型
犉犻犵．７　犕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犿狅犱犲犾

　　采用ＮＶＴ系综及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力场对界面模型进
行分子动力学模拟，模拟温度为３４６１５Ｋ，压力为３０ＭＰａ，
模拟时间为１０００ｐｓ。模拟结果表明，３种驱油剂压裂液
体系均对页岩油分子团有分散作用，但只有驱油压裂液
Ａ能有效将页岩油分子驱离有机质孔隙壁面［图８（ａ）］，
驱油压裂液Ｂ及Ｃ无法从有机质孔隙壁面剥离页岩
油分子［图８（ｂ）、图８（ｃ）］。因此，驱油压裂液Ａ的效
果最好。

从分子层面来看，只有当黏土矿物吸收水分达到
一定程度，层间距大于１５２ｎｍ时层间的分离压力才
会改变方向、并逐渐增大，层间距大于２０５ｎｍ时，晶
层间才出现扩散双电层［３８］，渗透水化开始，加速渗吸，

图８　不同驱油压裂液分子团状态模拟结果
犉犻犵．８　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犿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犮犾狌狊狋犲狉狊狋犪狋犲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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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裂隙产生。因此，渗吸滞留时间至少需要大于
５４ｈ，才能抵消黏土矿物引起的不利影响，否则造成
储层伤害。

滑溜水渗吸量在１７０ｈ后达到饱和，驱油压裂液
Ａ及Ｂ基本在２３９ｈ达到饱和（图１１），３种体系面孔
率增幅分别为１０４５％、３５５％及３１９％。Ａ体系渗
透率增幅为１５０％（滑溜水增幅为２２５％）（图１２），故
确保２３９ｈ（９９６ｄ）的渗吸时间有利，基本不会造成储
层伤害。

图９　不同渗吸时间下核磁共振信号幅度
犉犻犵．９　犜犺犲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狅犳狀狌犮犾犲犪狉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狊犻犵狀犪犾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狋犻犿犲

图１０　渗吸后孔隙体积变化情况
犉犻犵．１０　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狆狅狉犲狏狅犾狌犿犲犪犳狋犲狉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

图１１　渗吸量随时间变化趋势
犉犻犵．１１　犜犺犲狋狉犲狀犱狅犳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犪犿狅狌狀狋狅狏犲狉狋犻犿犲

图１２　不同压裂液渗吸后渗透率变化情况
犉犻犵．１２　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犳狋犲狉犻犿犫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狊

　　不同压裂液体系作用后有不同的最小排驱孔径，
小于该孔径的孔隙中流体无法排出，优良压裂液体系
可降低最小排驱孔径，提高储层流体的采出程度。５种
压裂液对应的最小排驱孔径为０８２～１１７ｎｍ（图１３），
小于该孔径的孔隙体积占总孔隙体积的比例小于
１２％，故整体上确保最佳渗吸滞留时间下限（２３９ｈ）
后５种体系的伤害均较小，其中驱油压裂液Ａ的伤害
最小。此外，随着压裂液的注入，地层压力逐渐升高，
最小排驱孔径增大，伤害会进一步减弱。

图１３　不同压裂液作用下地层压力对应的最小排驱孔径
犉犻犵．１３　犜犺犲犿犻狀犻犿狌犿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狆狅狉犲狊犻狕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狋狅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犳犾狌犻犱狊

３　结　论
（１）四川盆地复兴地区页岩油储层孔隙度越大、

小微孔越发育越有利于渗吸驱油；黏土矿物含量越高，
渗吸诱导微裂缝的能力越强；石英、伊／蒙混层含量越
高越利于压裂液的润湿驱油。

（２）渗吸作用整体有利于复兴地区页岩油储层扩
孔、增渗及提采，优良驱油压裂液有助于增加扩孔、增
渗及提采效果，压汞孔隙度增幅为８９０％～２３６０％，
平均孔径增幅为１７８％～７４６％，渗透率增幅为
３１９％～１０４５％，总体效果较常规滑溜水提升７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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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不同压裂液驱油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宏观上
表现为扩孔增渗的程度不同，对大孔（孔径５０ｎｍ以上
孔隙）、介孔（孔径２～５０ｎｍ孔隙）及微孔（孔径２ｎｍ
及以下孔隙）的影响程度不同；优良压裂液对整个孔径
分布区间有明显影响，微观上能１００％将页岩油分子驱
散并从有机质孔隙壁面剥离，从而提高渗吸驱油效果。

（４）复兴地区页岩油储层确保２３９ｈ的渗吸滞留
时间能够抵消黏土矿物膨胀的不利影响，从而减小储
层伤害；使用含有氧乙烯基等非离子型官能团的压裂
液体系会进一步降低储层伤害并提高渗吸驱油效果，
建议在该地区推广使用，以提高压后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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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ＮＥ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７（４）：６３７６５２．

［５］　周立宏，陈长伟，韩国猛，等．陆相致密油与页岩油藏特征差异性
及勘探实践意义：以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为例［Ｊ］．地球科学，
２０２１，４６（２）：５５５５７１．
ＺＨＯＵＬｉ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ｗｅｉ，ＨＡＮＧｕｏ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ｔｉｇｈｔｏｉｌ
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
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６（２）：５５５５７１．

［６］　张宇，杜篧，刘耘，等．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湖相页岩油气基
本特征及勘探方向［Ｊ］．中国地质，２０２２，４９（１）：５１６５．
ＺＨＡＮＧＹｕ，ＤＵＹａｏ，ＬＩＵＹｕｎ，ｅｔａｌ．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Ｄａ’ａｎｚｈａｉ
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２，
４９（１）：５１６５．

［７］　何海清，范土芝，郭绪杰，等．中国石油“十三五”油气勘探重大成
果与“十四五”发展战略［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２１，２６（１）：１７３０．
ＨＥＨａｉｑｉｎｇ，ＦＡＮＴｕｚｈｉ，ＧＵＯＸｕｊｉｅ，ｅｔａｌ．Ｍａｊｏｒ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１４ｔｈ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Ｊ］．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６（１）：１７３０．

［８］　胡东风，魏志红，刘若冰，等．四川盆地拔山寺向斜泰页１井页岩
油气重大突破及意义［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２１，２６（２）：２１３２．
ＨＵ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ｉｈｏｎｇ，ＬＩＵＲｕｏ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ａｊｏｒ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ＷｅｌｌＴａｉｙｅ１ｉｎＢａｓｈａｎｓｉｓｙｎｃｌｉｎｅ
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６（２）：２１３２．

［９］　刘忠宝，胡宗全，刘光祥，等．四川盆地东北部下侏罗统自流井组
陆相页岩储层孔隙特征及形成控制因素［Ｊ］．石油与天然气地
质，２０２１，４２（１）：１３６１４５．
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ｂａｏ，ＨＵＺｏ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Ｕ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ｏｒ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Ｚｉｌｉｕｊ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２（１）：１３６１４５．

［１０］　郭彤楼．四川盆地北部陆相大气田形成与高产主控因素［Ｊ］．石
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３，４０（２）：１３９１４９．
ＧＵＯＴｏｎｇｌｏｕ．Ｋｅ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ｎ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０（２）：１３９１４９．

［１１］　ＲＯＳＳＤＪＫ，ＢＵＳＴＩＮＲ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８，９２（１）：８７１２５．

［１２］　ＨＩＣＫＥＹＪＪ，ＨＥＮＫＢ．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ａｎ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２Ｔ．Ｐ．Ｓｉｍｓｗｅｌｌ，ＷｉｓｅＣｏｕｎｔｙ，Ｔｅｘａｓ
［Ｊ］．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９１（４）：４３７４４３．

［１３］　孙龙德，刘合，何文渊，等．大庆古龙页岩油重大科学问题与研究
路径探析［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１，４８（３）：４５３４６３．
ＳＵＮＬｏｎｇｄｅ，ＬＩＵＨｅ，ＨＥＷｅｎ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ｊ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ｈｓｏｆＧ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
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ＮＥ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８（３）：４５３４６３．

［１４］　ＢＡ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ＹＵＢｉｎｇｓｏｎｇ，ＬＩＵＨｕ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８９：８２６．

［１５］　韦世明，金衍，夏阳，等．自发渗吸对页岩油储层压裂后焖井的影
响［Ｊ］．石油钻采工艺，２０２３，４５（６）：７５６７６５．
ＷＥＩＳｈｉｍｉｎｇ，ＪＩＮＹａｎ，ＸＩＡ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
ｏｕｓｉｍｂ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ｎｐｏｓ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ｗｅｌｌｓｏａｋｉｎｇｉｎ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Ｊ］．Ｏｉ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４５（６）：
７５６７６５．

［１６］　张衍君，徐树参，刘娅菲，等．吉木萨尔页岩油压裂开发压后焖井
时间优化［Ｊ］．新疆石油天然气，２０２３，１９（１）：１７．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ｊｕｎ，ＸＵＳｈｕｃａｎ，ＬＩＵＹａｆｅ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ｌｌｓｈｕｔｉｎ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Ｊｉｍｕｓａｒ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ｉｌ＆Ｇａｓ，２０２３，１９（１）：１７．

［１７］　李凯凯，安然，岳潘东，等．安８３区页岩油水平井大规模蓄能体
积压裂技术［Ｊ］．石油钻探技术，２０２１，４９（４）：１２５１２９．
ＬＩＫａｉｋａｉ，ＡＮＲａｎ，ＹＵＥＰａｎ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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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ｎ８３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２０２１，４９（４）：１２５１２９．

［１８］　金之钧，王冠平，刘光祥，等．中国陆相页岩油研究进展与关键科
学问题［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１，４２（７）：８２１８３５．
ＪＩＮＺｈ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Ｕ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ｋ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２（７）：８２１８３５．

［１９］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ｊｕｎ，ＧＥＨｏｎｇｋｕｉ，ＳＨＥＮＹｉｎｇｈａｏ，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ｙｉｍｂｉｂ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ｉｇｈｔ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ｈｕｔ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８４：１０６５５７．

［２０］　ＤＵＴＴＡＲ，ＬＥＥＣＨＨ，ＯＤＵＭＡＢＯＳ，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ｍｂｉｂ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ｌｏｗ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ａｎｄｓ［Ｊ］．ＳＰ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７（１）：７４８１．

［２１］　于佳尧，葛洪魁，于雪盟，等．页岩油储层自发渗吸特征及影响因
素的实验研究［Ｃ］∥２０１９油气田勘探与开发国际会议论文集．
西安：西安石油大学、陕西省石油学会，２０１９．
ＹＵＪｉａｙａｏ，ＧＥＨｏｎｇｋｕｉ，ＹＵＸｕｅ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ｉｍｂｉｂｉ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２０１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Ｏｉｌａｎｄ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Ｓｈｉ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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