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寿阳区块煤层气田的水文控藏模式及控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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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下水对煤层的补、径、排关系不仅影响着煤层气的富集程度，而且影响着煤层气井的产气

特征。为查明水文地质条件对煤层气富集和产气的影响，以寿阳区块 15 号煤层为研究对象，基于排

采水离子测试数据和地下水势，分析了排采水化学特征参数、地下水势与含气量关系；结合水文控

气作用分析，提出了 3 种控藏模式。根据不同控藏模式下煤层气井的产水、产气曲线形态及成因机

制，划分了 6 种控产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建议。结果表明：水化学特征参数、地下水势与含

气量相关性显著。即矿化度、变质系数越大，钠氯系数、碳酸盐平衡系数、地下水势越小，含气量

越高。水文地质条件以水动力逸散、封堵、封闭作用控制着煤层气逸散和富集成藏；水动力逸散控

藏区，低含气量是煤层气井低产的主控因素，开发风险高；水动力封堵控藏区产水量普遍大。其中

水动力强、低渗透率地区，易出现高产水低产气井，不建议开发；供液能力强、低渗透率易出现中

产水低产气井，储层改造效果决定了开发的可行性；较高渗透率地区易出现高产水中产气，应注意

排采的连续性。水动力封闭控藏区产水量小，其中低渗透储层易出现低产水低产气井，应注意储层

改造的有效性；渗透率好的地区，一般为中−高产气井，应尽量保持排采连续性，降低储层伤害。研

究成果可为煤层气井位部署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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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replenishment, runoff and discharge to the coal seam affects not only the degree of coal-
bed methane (CBM) enrichment, but also the gas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BM well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hydrogeolo-
gical conditions on CBM enrichment and gas production, the No. 15 coal seam in Shouyang block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the ion test data of drainage water and underground water potenti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mical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drainage water, underground water potential and gas content wa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hydrological control gas effect, and three
types of reservoir control model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water production, gas production curve shape and genetic mechanism of
CBM wells under different reservoir control modes, six production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are divided, 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ug-
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and groundwater potential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
ated with gas content.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mineralization and metamorphic coefficient, the smaller the sodium-chloride coefficient, car-
bonate equilibrium coefficient, and groundwater potential, the higher the gas content. Hydrodynamic force controls the escape and accu-
mul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by hydrodynamic dissipation, plugging and sealing. In the reservoir area controlled by hydrodynamic dissipa-
tion, low gas content is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 of low production of CBM wells, and the development risk is high. In hydro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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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ging control  areas,  the  water  production  of  coalbed  methane  wells  is  generally  large.  Among them,  strong hydrodynamic,  low per-
meability prone to high water production and low production gas wells, not recommended for development; strong liquid supply capac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are prone to medium water production and low production gas wells, the effect of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determ-
ines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ment. High production of water and gas is easy to occur in areas with high permeability, so the continuity of
drainage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In  hydrodynamic  closed  reservoir-controlling  areas  the  water  production  of  coalbed  methane  wells  is
generally small.  Among them,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are prone to low water production and low gas production wells, so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in the areas of high permeability reservoir, there are generally medium-high-
yield gas wells. The continuity of drainage and production should be maintain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reduce reservoir damage. The re-
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ployment of CBM wells.
Key words: coalbed methane (CBM)； hydrogeology； reservoir control mode； production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Shouyang Block

  

0　引　　言

沁水盆地寿阳区块煤层气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

产气潜力[1]。然而研究区内产气效果并不太理想，整

体表现为产水量高、产气量低[2]。地面煤层气井主要

通过排水降压实现产气[3]，水文地质条件对煤层含气

量的富集、产出具有重要影响[4]。寿阳区块水文地

质条件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对煤层气的控藏作用方面

的研究相对薄弱，对煤层气井的控产特征不清楚，导

致目前煤层气井位布置存在较多问题，达产井相对少。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先后采用物理模拟[5]、数

据统计的方法分析了水动力、水化学的控气作用，发

现封闭缓慢的水动力条件有利于煤层气富集，即滞

留区、弱径流区富气，补给区和强径流区贫气[6-8]，矿

化度、钠氯系数、脱硫系数等水化学特征参数是反映

煤层气富集程度的重要指标[9]；水力封堵和水力封闭

作用有利于煤层气富集，水力逸散作用往往导致煤

层含量较低[10]。学者们通过分析水化学参数与产能

的关系，探讨了水文地质条件的控产规律。发现：水

文地质条件除控气作用外，排采过程中对产水量和

降压速度具有重要影响[11]；地下水流动缓慢的滞流

区煤层气井多为高产水低产气[12]；提出了更具普适

意义的地层水封闭性指数，中等封闭指数与 Cl−返排

率越高，HCO− 3 含量越大，煤层气井产气效果越好[13]；

依据 δD 和 δ18O 与日产水、日产气的高相关性，建立

了水化学产能预测公式[14]。通过探讨煤层气富集高

产的水文控制规律，建立了富集高产区的水文指标，

优选了煤层气富集高产区[15]。前人对寿阳松塔区块

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水文控气作

用[16]，通过综合分析寿阳区块煤层气井产水差异原

因,提出了“避水采气”的有利区优选方法[17]；然而研

究区的水文控藏模式、控产特征研究相对薄弱。为

此，通过排采水离子测试，水化学特征和水动力分区

划分了控藏模式；分析不同控藏模式下煤层气井的

排采曲线形态，划分了控产类型，提出了相应的开发

建议，以期为该区井位部署提供重要指导。 

1　研究区地质与开发概况

寿阳地区位于沁水盆地北部斜坡区，松塔区块

位于寿阳东部。区块整体为南倾的单斜构造，主要

受东西向挤压而形成小型鼻状构造，发育小规模断

层。主要煤层为山西组 3 号、太原组 9 号和 15 号，

其中 15 号煤为目前开发的主力煤层。15 号煤层埋

深介于 769.2～1 467.3 m，总体北浅南深；15 号煤层

厚度介于 3～8.58 m，向南逐渐增厚。煤体结构以碎

裂−碎粒煤为主，部分地区发育碎粒−糜棱煤。

目前，该区煤层气产气井共 49 口。以平均日产

水量<5 m3/d、5～15 m3/d、≥15 m3/d 和平均日产气

量<300 m3/d、300～500 m3/d、≥500 m3/d 分别划分

为低、中、高产井。主要表现出“高产水低产气、中

产水低产气、高产水中产气、低产水低产气、低产水

高产气”等 5 种类型。研究区底板构造形迹及产气

井类型分布如图 1 所示。 

2　基于“水化学+水动力”特征参数的控藏
模式

大量研究表明：地下水动力强弱对煤层气的聚

集与逸散具有控制作用。排采水的离子特征、矿化

度、水化学参数反映了地下水动力强弱与煤层气富

集关系[8-9]。本次首先分析排采水化学、水动力特征

及其控气作用；然后通过水化学与水动力强弱相结

合进行水动力分区；在此基础上划分控藏模式。 

2.1　煤层气井排采水化学特征及控气作用

水化学特征间接反映了水动力的强弱。为此，

对排采半年以上的煤层气井排采水进行常规离子测

试，测试结果见表 1。排采水离子与矿化度关系如

图 2 所示，排采水离子矿化度等值线如图 3 所示。

由 测 试 结 果 可 知 ： 排 采 水 离 子 以 Na+、Cl−、
HCO− 3 为主，矿化度介于 1 058.27～7 789.10 mg/L。

阳离子以 Na+离子为主，随着矿化度增加，阴离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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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5 号煤底板标高等值线与生产特征分布

Fig.1    Floor elevation contour and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 map of No. 15 coal seams

 

表 1    研究区 15 号煤排采水离子测试结果

Table 1    Study area No.15 coal drainage water ion test results

井号
阳离子质量浓度/（mg·L−1） 阴离子质量浓度/（mg·L−1）

矿化度/（mg·L−1） 水化学类型 水动力分区
Na+ K+ Mg2+ Ca2+ Cl− SO2− 4 HCO− 3 CO2− 3

SY-3 1 086.74 103.39 7.70 37.66 1 188.12 0 829.26 8.27 3 261.14 NaHCO3 弱径流区

SY-4 2 406.53 479.10 37.29 129.08 4 021.10 2.18 701.18 12.64 7 789.10 CaCl2 滞流区

SY-5 795.58 22.55 2.56 14.78 644.59 1.74 1 096.16 7.32 2 585.28 NaHCO3 弱径流区

SY-8 1 168.61 101.38 6.72 43.87 1 274.76 23.42 778.07 11.60 3 408.44 NaHCO3 径流区

SY-10 325.87 1.90 2.09 16.36 231.82 0 471.66 8.57 1 058.27 NaHCO3 径流区

SY-11 783.81 4.75 3.44 21.38 514.99 0 1 011.17 59.97 2 399.51 NaHCO3 径流区

SY-17 2 059.38 167.79 18.20 74.64 2 926.89 0 594.37 0 5 841.27 NaHCO3 弱径流区

SY-18 2 041.64 1 029.91 61.31 152.95 3 971.17 0 309.52 0 7 566.50 CaCl2 滞流区

SY-7 1 592.58 5.47 5.52 18.31 1 819.60 4.56 1 186.01 23.23 4 655.29 NaHCO3 弱径流区

SY-12 2 108.75 951.86 39.36 177.42 3 425.63 0 554.76 0 7 257.78 CaCl2 滞流区

SY-13 1 934.09 615.34 31.89 117.51 3 084.24 5.41 681.37 0 6 469.85 CaCl2 滞流区

SY-14 1 286.01 406.74 28.37 90.40 2 256.09 0 448.19 0 4 515.80 CaCl2 滞流区

SY-15 1 724.65 358.34 17.63 54.52 2 821.87 0 679.83 0 5 656.84 CaCl2 滞流区

SY-16 2 410.97 407.21 33.67 162.19 3 962.96 0 381.36 0 7 358.36 CaCl2 滞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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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 3 逐渐转变为 Cl−。
矿化度整体由北向南逐渐增大，东北部矿化度

最大，西南部次之，西北部最小。究其原因，局部水

动力封闭作用是导致东北部矿化度大的主要原因；

地下水流动缓慢及所处向斜核部导致西南部矿化度

较大；西北部地下水动力作用较强，矿化度最小。

由苏林（1946）分类法知，排采水化学类型为

CaCl2 和 NaHCO3。钠氯系数 [r(Na+)/r(Cl−)]、变质系

数 [r(Cl−−Na+)/r(Mg2+)] 与碳酸盐平衡系数 [r(HCO− 3+
CO2− 3)/r(Ca2+)] 分别是反映地下水变质浓缩程度、变

质和阴阳离子交换作用强弱、脱碳酸作用强弱的重

要参数，常用来表征地下水活跃程度和地层封闭性

的好坏[16]，r 为离子当量，meq/L。钠氯系数、碳酸盐

平衡系数越小，变质系数越大，表明地下水流动越缓

慢，地层封闭性越好。通过实验测试获取煤层含气

量。排采水化学参数与含气量关系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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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5 号煤层矿化度等值线

Fig.3    mineralization contours of No.15 coal seams
 

由图 4 可知矿化度、钠氯系数、变质系数、碳酸

盐平衡系数与含气量的相关性较好。随着矿化度增

加，含气量逐渐增加。当矿化度≥5 595 mg/L 时，含

气量≥12 m3/t。钠氯系数、碳酸盐平衡系数越小，变

质系数越大，含气量越大。当钠氯系数、变质系数、

碳酸盐平衡系数分别≤1.13、≥−17.75、≤7.27 时，

含气量≥12 m3/t；否则<12 m3/t。 

2.2　水动力特征及控气作用

地下水势能较清楚的反映出地下水动力的强

弱[15]。分别用煤层底板标高与生产井初始动液面高

度代替位置水头与压力水头，两者求和获取地下水

势。研究区矿化度、储层压力等值线和地下水势等

值线分别如图 5 和 6 所示。

从图 5 和图 6 可看出：研究区储层压力介于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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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MPa，整体呈现北低南高的特征，中部部分区域

储层压力较高。地下水势在−13～1 111 m，地下水整

体由北向南流动。地下水势与含气量的关系如图 7
所示。

从图 7 可知：地下水势与含气量之间呈负线性

相关性，相关性较高。当地下水势≥646 m 时，含气

量≤12 m3/t。 

2.3　水动力分区及水化学特征

根据水化学参数、地下水势与含气量的关系及

其临界值，将研究区水动力划分为径流区、弱径流区

和滞流区。划分结果如图 8 所示。

不同水动力分区下排采水化学特征见表 2。

由表 2 可知：弱径流区和滞流区矿化度较大。

随着水动力减弱，钠氯系数、碳酸盐平衡系数由大变

小，变质系数由小变大，地层封闭性变好。 

2.4　控藏模式

研究区含气量为 1.75～18.04 m3/t，以含气量<
12 m3/t、12～16 m3/t、≥16 m3/t 分别划分为贫气区、

较富集区、富集区，划分结果如图 9 所示。

由图 9 可知，煤层气富集区位于研究区东北部、

西南部和中东部。

水文控气作用可分为水力逸散、封堵、封闭等三

种[11]，控气作用机理及富集程度见表 3。

根据研究区水动力分区和富集区带分布，沿剖

面线 A—A’和 B—B’对控藏模式进行分析，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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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剖面线 A—A’由 NW 至 SE 控藏模式依次为水

力逸散、封堵、封闭、逸散型。含气量表现为“先增

加−波动−下降”的特征。北部 SY-1 井周围水动力较

强，水动力逸散作用明显，含气量小于 12 m3/t；SY-1
至 SY-15 井周围为单斜构造区，水力封堵作用使煤

层气富集，含气量≥12 m3/t；SY-4 至 SY-14 周围地下

水势较大，在水压下水力封闭使煤层气富集，含气量

为 13.01～17.2 m3/t；SY-14 井以西地下水势降低，水

动力强，地下水向 SW 汇集，水力逸散作用下导致含

气量降低。

剖面线 B—B’由 NW 至 SE 控藏模式依次为水

力逸散、封堵、逸散、封堵型。含气量表现为“减小−
增加−减小−增加”的变化规律。北部 SY-3、SY-8 井

周围地下水势较大，水动力较强，逸散作用导致煤

层气含气量小于 12 m3/t；SY-3 至 SY-8 井周围为局

部低洼处，处于弱径流区，水力封堵作用使煤层气相

对富集，含气量大于 12 m3/t；SY-21 井周围为地下水

汇集处，水力封堵作用使煤层气富集，含气量为

12.15 m3/t。
两条剖面线整体均为单斜构造，局部的低洼或

平缓处成为煤层气富集区。A—A’的局部隆起，形成

局部高点，在开发中可形成动态气藏，有利区煤层气

富集、解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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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hydrodynamic division results of No.15 coal

 

表 2    不同水动力分区下排采水化学特征

Table 2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rainage water in different hydrodynamic zones

水动力分区 水中主要离子 矿化度/（mg·L−1） 水化学类型 钠氯系数 变质系数 碳酸盐平衡系数

径流区 Na+、HCO− 3 > Cl− 1 058.27~3 408.435 NaHCO3 1.41～2.35 −136.55～−53.22 11.81～32.88

弱径流区 Na+、Cl− > HCO− 3 2 585.28～5 841.27 NaHCO3 1.09～1.91 −154.06～−9.35 5.22～48.96

滞流区 Na+、Cl− > HCO− 3 4 515.8~7 789.1 CaCl2 0.79～0.97 2.10～9.04 1.3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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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控藏模式下煤层气井的产气特征及开
发建议

影响煤层气井产水产气的因素可分为地质、工

程、排采工作制度[21] 等，其中地质储层是基础，工程

措施是关键，排采制度是保障。研究区不同控藏模

式下煤层气井生产特征鲜明，其对煤层气井生产具

有一定指示意义，为此对不同控藏模式煤层气井控

产特征分析，确定产能主控因素，能为煤层气井开发

建议的提出奠定基础。 

3.1　不同控藏模式下煤层气井的产气特征

水动力控藏模式的差异对煤层气井产水、产气

曲线形态具有较大影响。筛选并剔除工程、排采制

度影响较大的生产数据，不同控产模式下煤层气井

产水产气形态及成因机制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强水动力对煤层含气量和供液能

力影响大，结合储层渗透性形成了“高产水低产气、

中产水低产气、高产水中产气、低产水低产气、低产

水高产气” 5 种产水产气曲线类型对应典型井的产

水产气曲线实例如图 11 所示，排采曲线特征及成因

见表 5。

由表 5 可知，随着水动力增强，地下水供液能力

增加，产气前累计产水量呈增加的趋势；随着供液能

力与储层渗透率降低，见套压时间变晚。径流区水动

力逸散作用导致含气量低,成为煤层气井高产的主控

因素，地层供液能力、储层渗透性为次要因素；弱径

流区水力封堵作用使煤层气富集的同时为煤层气井

排采降压带来了困难，供液能力与储层渗透性成为

煤层气高产的主控因素；滞流区水力封闭作用在富集

煤层气的同时形成局部水势高点，有利于煤层气排

水降压，储层渗透性成为煤层气井高产的主控因素。 

3.2　开发建议

根据煤层气井开发特征，针对煤层气产能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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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文控气作用机理及富集程度

Table 3    Mechanism and enrichment degree of
hydrological gas control

控气作用 水动力分区 控气机理[18] 富集

程度[19]

水力逸散 径流区
水力冲刷、溶解、携带运

移，导致煤层气逸散
贫气区

水力封堵
弱径流区或

滞流区

地下水与煤层气运移方向

相反，使煤层气富集
较富集区

水力封闭 滞流区
水压使煤层气吸附煤孔隙

基质上，煤层气富集

较富集−

富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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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研究区水动力控藏模式

Fig.10    Hydrodynamic reservoir control model in the study area
 

表 4    不同控藏模式下煤层气井的产水产气类型及成因机制

Table 4    Gas production typ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albed methane wells under different reservoir control modes

控藏模式 水动力分区 产水产气类型 成因机制 典型曲线示意

水动力逸散 径流区 高产水低产气
水动力逸散作用导致煤层含气量低，且供液能力强，排

水降压较难，压力传播范围小，产气潜力小 产水

产气

Ⅰ型

水动力封堵

弱径流区 中产水低产气
水动力较弱，含气量较高，供液能力一般，储层渗透性

较差，压力传播范围有限，产气潜力不能完全释放
产水

产气
Ⅱ型

滞流区

高产水低产气

地下水势小，水流汇集封堵含气量较大，供液能力强，

排水降压困难，难以降至临界解吸压力以下，几乎不能

释放产气潜力

产水

产气

Ⅲ型

高产水中产气
水动力弱，含气量较高，储层渗透性较好，导流能力强，

有利于排水降压，日产气量较高 产水

产气

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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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建议，见表 6。
 

4　结　　论

1）通过水化学、水动力特征及其控气作用分析，

进行了水动力分区与控藏模式划分。水动力越小，

则钠氯系数、碳酸盐平衡系数越小，矿化度、变质系

数越大，水化学类型由 NaHCO3 变为 CaCl2 型，含气

量随之变大。径流区以水动力逸散作用控制煤层气

续表

控藏模式 水动力分区 产水产气类型 成因机制 典型曲线示意

水动力封闭 滞流区

低产水低产气
水动力弱，含气量高，储层渗透性差，压力传播距离短，

产气效果差
产气产水

Ⅴ型

低产水高产气

水动力弱，地下水势相对高，含气量高，储层导流能力

强，产气潜力大，产水量小，排水降压容易，日产气

量高 产水

产气 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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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寿阳区块不同控藏模式下典型井排采曲线

Fig.11    Typical well discharge and recovery curves in the Shouyang block under different reservoir control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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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主要在研究区北部及西北部；弱径流、滞流区

以水动力封堵或水动力封闭作用控制煤层气成藏，

水动力封堵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与西南部，水动

力封闭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

2）根据水文地质条件控藏的供液能力与控气特

点，叠加储层渗透性，划分了 6 种控产类型。水动力

逸散模式为含气量主控，容易形成高产水低产气井。

水动力封堵模式下整体产水量较大，根据渗透性差

异，容易形成中、高产水低产气井和高产水中产气井。

水力封闭模式下储层渗透性的差异可形成高产气低

产水或低产水低产气井。

3）针对煤层气开发产能主控因素，提出了相应

的开发建议。含气量或供液能力主控下容易形成高

产水低产气井，整体开发风险大；渗透性主控导致高、

中产水低产气，应注意储层改造的有效性；排采主控

型，开发时应注意排采的连续性，减少储层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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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G Wenping，ZHANG Peihe，LI Dandan，et al. Reservoir char-
acteristics  and  gas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Insights  from  the  no.  15  coal  seam  in  shouyang  block,  Qinshui
Basin, China[J]. Unconventional Resources，202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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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控藏模式下典型井排采曲线特征及成因分析

Table 5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 analysis of drainage curve of typical wells under different reservoir control modes

排采曲线类型 曲线特征 成因分析

I型 SY-10见气前累计产水1 216 m3，平均日产水量14.63 m3/d，

平均日产气量58.44 m3/d，开始排采后122 d见气；排采见套

压后，套压上升较快，放气后下降较快，日产气量达到峰

值后急剧衰减，不能保持产气量的稳定，且日产气量低

含气量为7.43 m3/t，煤体结构以碎粒−糜棱煤煤为主，渗透率为

0.02×10−3 μm2，处于径流区；渗透率低与围岩补给共同作用导致压

降传播速度慢、传播距离短，气源补给不足，难以保证稳定产气

Ⅱ型 SY-8见气前累计产水2 301.25 m3，平均日产水量11.79 m3/d，

平均日产气量91.25 m3/d，开始排采后183 d见气；见套压时

间晚，套压上升较快，放气后下降快，产气峰值低，不能

维持

含气量为14.65 m3/t，煤体结构以碎粒为主，渗透率为0.08×

10−3 μm2，处于弱径流区；渗透率与围岩水补给共同作用导致排水

降压较难，压降传播慢，传播距离短，气源不足，产气峰值低

Ⅲ型 SY-26见气前累计产水5 576 m3，平均日产水量21.85 m3/d，

平均日产气量26.53 m3/d，开始排采后154 d见气；日产水量

高，见套压后，套压较小为0.1 MPa，放气后套压下降快，

停排后动液面上升速度快，几乎无套压

含气量为13.54 m3/t，煤体结构以碎裂−碎粒煤为主，渗透率为

0.12×10−3 μm2，处于滞流区；围岩补给量大，煤层有效降压困难，

煤层内有效压力传播距离短，产气量低

Ⅳ型 SY-3见气前累计产水3 267 m3，平均日产水量23.21 m3/d，

平均日产气量328 m3/d，开始排采后162 d见气；连续高产水

后见套压，套压较快上升至0.8 MPa，产气后套压下降，日

产气量400 m3/d左右时，套稳定在0.2 MPa左右

含气量为10.72 m3/t，煤体结构以碎裂煤为主，渗透率为0.18×

10−3 μm2，处于弱径流区；围岩水补给能力强，见套压前产水量大，

渗透性好压降传播范围广，套压较大，继续排采压降进一步传播，

供气范围扩大，定产生产中套压与产气量相对平衡
Ⅴ型 SY-19见气前累计产水113 m3，平均日产水量0.97 m3/d，平

均日产气量129 m3/d，开始排采后181 d见气；排采见套压后，

套压初期较小，随着动液面下降，套压与产气量出现波动

变化,产气量小，且不稳定

含气量为12.91 m3/t，煤体结构以碎粒−糜棱煤为主，渗透率为

0.04×10−3 μm2，处于滞流区；无围岩水补给，渗透率低，产水产气

通道易堵塞，气源不稳定，产气连续性差Ⅵ型

SY-4见气前累计产水196.09 m3，平均日产水量1.12 m3/d，

平均日产气量1 120.9 m3/d，开始排采后175 d见气；排采见

套压后，憋压至0.4 MPa开始产气，逐渐达到峰值1 774 m3/d，

动液面在煤层上10 m时，套压稳定在0.05 MPa，日产气量稳

定在1 000 m3/d左右

含气量为13.99 m3/t；煤体结构以碎裂煤为主，渗透率为0.27×

10−3 μm2，处于滞流区；无围岩水补给，降压容易，压力传播速度

较快、范围广，能维持较高日产气量

 

表 6    煤层气井开发措施建议

Table 6    Suggestions on development measures of coalbed methane well

控产类型 产能主控因素 开发建议

Ⅰ型 含气量主控 整体不适合开发，资源潜力与储层渗透性较好区域谨慎开发

Ⅱ型 产水量高，渗透性主控 攻关适配性的储层改造工艺技术是该类井能否成功的关键

Ⅲ型 供液能力主控 整体开发效益差，可布置产水井协助周围煤层气井排水降压

Ⅳ型 资源潜力较好，产水量高，排采主控 高渗储层可考虑开发，建议大排量的抽采设备，排采过程中应保持排采的连续性和

降液速度

Ⅴ型 渗透性主控 部分渗透性较好的区域可考虑煤层气直井或水平井开发

Ⅵ型 资源潜力好，排采主控 重点开发区域，开发过程注意各个工程衔接性，减少储层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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