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5卷第10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V01．45 No．10

2018年10月 Exploration Engineering(Rock＆Soil Drilling and Tunneling) Oct．2018：21—26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进展

陈 晨1’2，朱 颖1’2，翟梁皓h2，潘栋彬1’2，靳成才1’2
(1．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26；2．自然资源部复杂条件钻采技术重点实验室，吉林长春130026)

摘要：对于低渗透油页岩矿藏的开发，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压裂技术有效规避了水力压裂会引起的地层伤

害、诱发地震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且由于其在起裂压力、沟通微裂缝、形成复杂缝网上的优势，是目前一项热门的无

水压裂技术。本文详细介绍了SC—CO。压裂技术的技术特点和近年来SC—CO。压裂的实验与数学模型研究。从

裂缝扩展规律性实验、在SC—C()：作用下的岩性变化实验、SC—CO：压裂液体系的研制以及SC—CO。流体携砂

流动、井内温度场、裂缝起裂扩展数学模型的相关研究中，探讨目前SC—CO。压裂技术的研究进展与不足，并在增

粘剂的设计、裂缝有效性的评价、填砂裂缝网络提高油页岩储集层传热和渗流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对

SC—CO：压裂技术的未来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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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exploitation of low—permeability oil shale deposits，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SC—C()2)fractu—

ring technology avoids the formation damage，possible induced earthquak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hydraulic fracturing effectively and becomes a hot waterless fracturing technology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reduc—

l’ng i’ni’tiat‘ion pressure，communicating micro cracks and developing complex fracture network．This paper int roduced

in detail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periment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 studies of SC—C02 fracturing in

recent years．From the view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about crack propagation mechanism。experimental studies about

lithologie change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SC—C02，the development of SC—C02 fracturing fluid and mathematical

model studies about the flowing rules of sand carrying SC—CO z，temperature of wellbore，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

agation mechanism，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ficiency of SC—CO 2 fracturing technology were discussed and sug—

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bout the design of tackifier．effective evaluation of fracture and enhancement of oil shale

reservoir heat transfer and seepage capacity caused by packed fracture，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fracturing technology；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waterless fracturing；oil shale

0 引言

能源利用情况严重制约着经济建设与发展，常

规油气资源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面

对能源危机，低渗透、致密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由于其

储量丰富，分布广泛[1]，已成为主要接替能源。油页

岩是一种富含可燃有机质的高灰分有机矿物，“全球

油页岩资源评价”工作显示，将我国1000 m内的油

页岩矿藏折算成油页岩油，其值约为476．44亿

t[21]。作为一种具有极低渗透性与传热系数的非

常规油气资源，油页岩的原位开采要求利用压裂技

术人为制造便于油气沟通的流通通道。

自1947年以来，水力压裂技术广泛应用于油气

藏开采增产中，但由于破胶、返排的不彻底以及常规

水基压裂液中的大量添加剂，对地层伤害较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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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加拿大等地区经调查发现，水力压裂施

工存在诱发频发地震的危害，我国近一年来的松原

地区频发地震现象亦存在受水力压裂开采油气资源

影响的迹象。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地质调查局和阿尔

伯塔大学通过对自2013年以来该省Duvernay地区

约300口油气开发井与其引发的数百次地震的分析

研究，发现了水力压裂法与诱发地震间的联系。目

前，在纽约、美国多州等地区禁止了该技术的使用。

基于减少地层损害、降低环境风险的目的，二氧

化碳压裂技术、LPG压裂技术等无水压裂技术逐步

成为研究焦点。其中，一种利用超临界流体特殊性

质的压裂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压裂

技术，逐渐成为了二氧化碳干法压裂技术的主要发

展趋向¨]。超临界二氧化碳无水相，泵入地层不会

产生水锁效应等地层伤害现象。返排时只需改变其

温度、压力状态，使其转化为气态，即可快速且无残

留地返排回地面¨_7]。因此，该压裂技术对于减少

压裂施工对储层的伤害、节约水资源、降低环境风险

均具有较好发展前景，利于油页岩这种储量巨大的

低渗矿藏的开发。

1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

1．1 概念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是一种以超临界态二

氧化碳作为压裂液的无水压裂技术。当二氧化碳温

度达到31．06℃，压强达到7．39 MPa，将转化为超

临界流体¨]。在达到临界点后，流体被压缩亦只表

现出密度的变化，不会产生相态变化，如图1所

示[8叫]。超临界二氧化碳在粘度、密度及扩散系数

上具有超临界流体共有的特殊性质，如表1所示[8]。

对于绝大多数压裂施工而言，施工条件天然满足SC

—C()。的温度要求，但其低粘的特性，要求施工中

温度／'c

图l二氧化碳相图

表1 超临界流体与气体、液体性质对比

进行大排量压裂。

1．2技术特点分析

与水力压裂技术相比，SC—CO。压裂技术在降

低地层伤害、提高缝网复杂度、置换吸附态可燃气体

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主要具有以下优

点[5‘7’∽一1 3]：(1)化学稳定性高，不易燃易爆，无腐蚀

性；(2)达超临界态的临界温度与临界压力在一般性

的非常规油气藏开采中较易达成，具有一定的可行

性；(3)具有高密度、低粘度、高扩散系数和低表面张

力，一方面压裂液更易于沟通微裂缝、形成大量复杂

微裂缝网络，另一方面有利于流体流动、降低了压裂

液流动过程中的压力损失；(4)具有无水相型压裂液

的共同优势，避免了由于粘土矿物遇水膨胀所导致

的水锁效应等危害，避免了储层受损；(5)压裂后可

转化为气态并随油气开采排出，返排迅速而彻底。对

地层伤害低；(6)破岩门限压力远小于水，降低了压

裂难度；(7)溶解能力强，有效缓解近井地带的油层

堵塞现象，增强油气通道的渗流能力；(8)特别的，

CO。的置换作用有利于提高甲烷等气体的开采量，

并达到CO。地质封存的目的，永久性封存c()。。

同时，SC—CO。压裂中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m州]。

(1)粘度低，不利于支撑剂的携带且其高滤失性

要求大排量泵入压裂液。

(2)穿透性强，对压裂设备的密封性和防穿刺性

能要求高，需要研制新型设备。

(3)在井筒内的流动过程中，二氧化碳达到超临

界态，一方面，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相态变化要求加强

控制；另一方面，在浅井施工中需安装地面加热设

备，满足井筒内形成超临界态的温度要求。

(4)存储与运输成本高。

2 国内外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的相关

研究有跳跃式增加的趋势，相关的实验研究主要可

分为3大方向：(1)SC—C()：压裂岩样所形成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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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网络及其形成规律性的相关实验研究；(2)SC—

CO。流体性质对岩样本身物理力学性质影响的相

关实验研究；(3)压裂液添加剂以其压裂效果的相关

实验研究。除此之外，存在大量的有关SC—CO。流

动、携砂流动以及温度场等数学模型的相关研究。

2．1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裂缝规律性的相关

实验研究

20lo年，Verton等口61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基压

裂液同时进行压裂实验，发现二氧化碳压裂能达到

与水力压裂相同的效果。2012年，Ishida等[1 71进行

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和液态二氧化碳压裂实验，

并与水力压裂实验进行了对比，发现超临界二氧化

碳与液态二氧化碳所需的破岩压力均低于水力压

裂。2015年，Middleton等u83提出了利用超临界二

氧化碳进行无水压裂的方法，研究发现SC—CO。压

裂技术有效加强了压裂效果和裂缝延伸情况。不仅

降低了流体产生的阻断机制，而且提高了部分页岩

中部分甲烷气体的解吸现象。2016年，Zhang X

等[1蜩设计并实施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实验，利用

声发射技术与CT扫描技术研究了页岩中裂缝起裂

及扩展规律。2018年，Zhao Z等[2叨针对不同地应

力差对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的破裂压力、主裂缝形

态、次裂缝等裂缝要素的影响，判定这些裂缝的曲折

度与表面状况。

对比这些文献中记录的水力压裂与SC—CO。

压裂对比试验，我们可以发现：压裂液的变化会直接

影响到起裂压力，但是对于不同的岩样，所产生的变

化幅度不同。在Zhang X等¨副的页岩压裂实验研

究中发现：SC—CO。压裂的起裂压力比水力压裂低

50％左右，比纯液态二氧化碳压裂低15％左右。在

赵志恒等¨朝的花岗岩压裂实验研究中发现：压裂液

从水变为SC—CO：，凝灰岩压裂实验中起裂压力值

从10．51 MPa变成了lO．04 MPa，下降幅度约为

4．5％；花岗岩压裂实验中起裂压力值从11．84 MPa

变成了9．56 MPa，下降幅度约为19．6％。从中，我

们可以发现压裂液从水变为SC—CO：使岩石起裂

压力降低，但是变化幅度则与岩石本身性质相关，

SC—CO。与岩石之间发生的物理化学作用同样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

2．2超临界二氧化碳影响岩石岩性的相关实验研

究

1996年，Shirakit21]研究发现二氧化碳会轻微

溶解砂岩中铁白云石／白云岩和硅酸铝矿物。2005

年，Kaszuba等[22]对二氧化碳会轻微溶解砂岩中铁

白云石／白云岩和硅酸铝矿物这种溶解现象所带来

的孑L隙度与渗透率变化进行了实验。2008年，

Busch等[23]研究发现超临界二氧化碳会溶解页岩

中的碳酸盐矿物，从而改变其孑L隙度、渗透率和扩散

特性。2013年，Lahann等[2们测量了页岩注入超临

界二氧化碳后的孔隙变化。2016年，陈钰婷[2 5]设计

了超临界二氧化碳浸泡页岩实验，测得力学性质、声

发射特征的变化，结合XRD、SEM测试所得的实验

前后岩石矿物组成与微观结构，分析了超临界二氧

化碳对页岩力学性质的作用机制。2017年，Ao X

等[26]设计4组对照实验，研究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

对页岩各项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发现在页岩比面

积与矿物含量均降低的同时孑L隙率提高，且各项力

学性质指标均下降，呈现出明显的强度性质弱化。

2018年，Dai C等[27]研究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液

对岩石渗透率的影响及机理，针对不同渗透率的岩

样进行了水力压裂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对比试

验，得出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液对于高渗透率的

岩样产生更大的渗透破坏，而水则对低渗透率的岩

样产生更大的渗透破坏。

除了上述的压裂规律性和SC—CO。与岩石之

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实验性研究之外，还有部分针

对SC—CO。压裂所制备的增粘剂效果的实验研究。

2014年，范志等[28]针对增粘剂(BEA与FA)对SC

—CO。粘度的影响进行了实验。2016年，刘真光

等[29]对二氧化碳压裂液的滤失规律进行了研究，分

析了注入压力、压差、裂缝开启度等影响参数变化条

件下的压裂液滤失速率。2018年，Du M等[3叩采用

以甲苯作为共溶剂、聚二甲基硅氧烷作为增粘剂，测

试了增粘后的SC—CO。压裂液的粘度值，利用分子

动力学模拟研究了该压裂液体系的溶解度参数。分

子模拟与实验是设计并检验SC—CO。增粘剂效用

的有效手段，为成功设计出性能优良的SC—C0：压

裂液体系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2．3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的数学模型研究

2015年，郭建春等∞妇建立了描述SC—CO。温

度、压力、相态与物理性质之间相互影响的井筒温度

一压力耦合模型，对不同注入温度、注人压力、注入排

量与油管粗糙度所引起的井底参数的变化进行了研

究，分析了二氧化碳井底达到超临界态的参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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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孙小辉等[3胡构建了裂缝温度场模型，研究了

在不同滤失系数和不同压裂时间的条件下压裂裂缝

的温度场变化。井筒内以及裂缝内温度场的相关研

究，有利于SC—C0：压裂时各项施工参数的选择，

以保证井底及裂缝内SC—C0：的超临界态。

2015年，王金堂等[33]采用双流体模型对SC—

CO。携带支撑剂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模拟计算，分析

了不同流体流速、不同支撑剂浓度、不同温度及压力

条件下的支撑剂沉降情况。2016年，侯磊等[343建立

了支撑剂在SC—CO：中的跟随性计算模型，评价了

SC—C0。压裂液的携砂性能，研究了支撑剂粒径与

密度、SC—CO。的密度与流速等参数对携砂能力的

影响，并通过跟随性实验进行了模型检验。SC—

CO。携砂流动模型的研究，为获得优良的裂缝填充

效果提供了合适的支撑剂参数和流体参数选择范

围，对于研制合适的压裂液体系提出了设计需求，有

利于压裂液添加剂以及支撑剂的选择。

2015年，方长亮等[3钥建立了二维平面页岩裂缝

模型，分别以水、滑溜水以及SC—CO：为压裂液进

行压裂模拟，对比了不同压裂液条件下裂缝的张开

和长度。同年，陈立强等[361建立了适用于SC—CO：

压裂的裂缝起裂压力预测模型，进行了与水力压裂、

液态二氧化碳压裂的对比，其结果与前人的实验数

值仅有3％的误差。SC—CO：压裂模型的建立，有

利于裂缝几何尺寸和缝网形态的预测，对压裂参数

的选择提供了参考范围。

3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的不足与改进

3．1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的不足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因压裂液的清洁性能

和介于气体、液体之间的特殊性质而受益，但同样因

压裂液产生的井内相态控制问题、低粘度所导致的

携砂问题、穿透性强而产生的设备研制需求等，是目

前SC—CO：压裂技术急需解决的研究重点。目前，

SC—C0。压裂技术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井内二氧化碳的相态控制。需要建立耦合

温度与压力影响参数的井筒内流体流动模型，模拟

计算井筒内的流体温度一压力分布情况，控制井内

流体相态。

(2)压裂液体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压裂液添

加剂的研究与支撑剂的研究。前者前人往往只是针

对制得的压裂液体系的粘度测试进行了实验，但对

于新型压裂液体系用于室内压裂实验和现场小型压

裂试验中的测试尚有缺失，且分子模拟作为设计压

裂液体系的有效手段，在现有的计算方法下未能达

到模拟结果与实验的吻合。后者主要针对支撑剂的

运移模型进行了研究，缺少针对超临界二氧化碳特

殊返排条件下的支撑剂回流模型的研究，且缺少携

砂压裂实验以验证和支持数学模型的研究成果。

(3)在SC—CO：室内压裂实验中，总结得出的

起裂压力、裂缝复杂度、裂缝粗糙度以及施工参数的

影响等方面的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缺少

SC—C0：压裂裂缝扩展的机理研究，且未分析对于

不同岩石对压裂液变化的敏感性成因。

(4)缺少SC—C0。压裂裂缝有效性的相关研

究。SC—CO。压裂所形成的裂缝较窄，不利于支撑

剂的铺放，需要对裂缝支撑剂填充的有效性进行分

析。

(5)缺少SC—CO。压裂技术对油气开采增产作

用的相关研究。压裂技术的研究，最终目的是作用

于后续的油气开采工作。油页岩是一种渗透率与传

热能力都极低的非常规油气藏，SC—CO。压裂技术

所构造的填砂裂缝网络是扩大储层传热范围和油气

渗透能力的手段，需要对SC—C0：压裂裂缝网络对

油页岩储集层传热和渗流能力的改变进行研究。

3．2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改进措施

(1)引入粗粒度分子模拟技术，进行SC—CO：

增粘剂的优化设计。通过前人研究已知，拥有供电

子基团、路易斯碱属性的聚合物与二氧化碳之间存

在特定的相互作用，可用于设计二氧化碳压裂

液[373。粗粒度分子模拟技术可在聚合物分子尺度

上进行增粘剂与SC—CO。相行为的研究，避免了单

一的基团与二氧化碳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因素而导致

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效果不同。采用设计的增粘剂与

合适的助溶剂进行实验，检测设计的压裂液体系的

粘度，进行室内压裂实验并将实验结果与纯SC—

CO。压裂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2)建立SC—CO。压裂复杂缝网下的支撑剂运

移模型，设计携砂压裂实验。进行不同支撑剂浓度、

粒径、携砂液流速等参数对支撑剂运移影响的模拟

计算研究，分析形成合适的砂堤区、颗粒滚流区、悬

浮区和无砂区范围的参数口8。，分析SC—C0。压裂

形成的窄而复杂的裂缝缝网对形成较好的填砂裂缝

所需的支撑剂参数。在此基础上，进行携砂压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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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利用CT扫描技术观察裂缝填充情况以及支撑

剂参数与携砂液排量对裂缝填充的影响，验证支撑

剂运移模型，最终评价SC—CO：压裂裂缝填充的有

效性。

(3)建立油页岩富含天然裂缝地层中的SC—

CO。压裂裂缝扩展模型。通过设置不同的裂缝类

型、相交角、距离等参数，研究SC—CO。压裂裂缝与

天然裂缝发生交汇、穿过等交互现象的规律，与水力

压裂裂缝扩展模型相对比，分析SC—C0。压裂沟通

天然裂缝的能力，优化合理的压裂参数选择范围。

同时，设计室内SC—CO：压裂实验验证模型。

(4)与水基压裂液相比，SC—CO。虽在裂缝长

度、复杂度和沟通微裂缝上有明显的优势，但裂缝张

开度小，不利于支撑剂的铺放，影响了有效裂缝长度

及导流能力。裂缝网络的几何尺寸以及空间分布是

影响油页岩加热开采过程中的储集层温度场变化的

重要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开采井的油气产量。设计

SC—CO：携砂压裂后的导流能力实验，从SC—CO：

对油页岩岩石渗流能力的影响与裂缝充填层导流能

力对各项压裂参数的敏感性两方面对SC—CO：压

裂所获得的油气流通通道的渗流能力进行研究。通

过室内试验获取油页岩密度、导热系数等参数，建立

SC—CO：压裂裂缝扩展模型，对比水力压裂缝网，

研究SC—CO。压裂形成的窄而复杂的裂缝网络条

件下，油页岩注热开采时的储集层温度场变化情况，

分析裂缝几何尺寸与空间分布对油气产量及产油效

率的影响。

4认知与结论

(1)国内外大量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实验与水

力压裂实验对比研究证明，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

术在降低岩石起裂压力、提高裂缝网络复杂程度等

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我国延长地区的页岩气超

临界二氧化碳压裂现场试验的成功，为该技术的实

际应用提供了现实依据。

(2)目前SC—C()。压裂技术的研究，已初涉了

有利于相态控制的温度场模型、有利于支撑剂选择

的压裂液携砂流动模型、裂缝起裂和扩展模型、裂缝

扩展规律性实验等方面的研究，但对于设计压裂液

体系的分子模拟计算方式、携砂压裂室内实验、裂缝

扩展机理研究以及SC—c()：压裂裂缝网络条件下

的油气产能等方面的研究尚有欠缺。

(3)提出了引入粗粒度分子模拟技术优化设计

增粘剂、利用SC—CO：压裂复杂缝网下的支撑剂运

移模型与携砂压裂实验共同评价裂缝填充有效性、

建立油页岩富含天然裂缝地层中的SC—CO：压裂

裂缝扩展模型以研究SC—CO：沟通天然裂缝的能

力、SC—CO：压裂复杂裂缝网络条件下的油页岩裂

缝导流能力研究与注热开采产能研究，为超临界二

氧化碳压裂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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