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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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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低渗透油页岩矿藏的开发,超临界二氧化碳(SC CO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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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技术的技术特点和近年来SC CO２ 压裂的实验与数学模型研究.从

裂缝扩展规律性实验、在SC CO２ 作用下的岩性变化实验、SC CO２ 压裂液体系的研制以及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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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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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技术的未来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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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theexploitationoflowＧpermeabilityoilshaledeposits,supercriticalcarbondioxide(SCＧCO２)fractuＧ
ringtechnologyavoidstheformationdamage,possibleinducedearthquakes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causedby
hydraulicfracturingeffectivelyandbecomesahotwaterlessfracturingtechnologybecauseofitsadvantagesofreducＧ
inginitiationpressure,communicatingmicrocracksanddevelopingcomplexfracturenetwork．Thispaperintroduced
indetailthetechnicalcharacteristicsandtheexperimentalandmathematicalmodelstudiesofSC CO２fracturingin
recentyears．Fromtheviewofexperimentalstudiesaboutcrackpropagationmechanism,experimentalstudiesabout
lithologicchangewiththeinteractionofSC CO２,thedevelopmentofSC CO２fracturingfluidandmathematical
modelstudiesabouttheflowingrulesofsandcarryingSC CO２,temperatureofwellbore,crackinitiationandpropＧ
agationmechanism,theresearchprogressanddeficiencyofSC CO２fracturingtechnologywerediscussedandsugＧ
gestionswereputforwardaboutthedesignoftackifier,effectiveevaluationoffractureandenhancementofoilshale
reservoirheattransferandseepagecapacitycausedbypackedfracture,providingareferenceforitsdevelopment．
Keywords:fracturingtechnology;supercriticalcarbondioxide;waterlessfracturing;oils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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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m 内的油

页岩矿藏折算成油页岩油,其值约为 ４７６４４ 亿

t[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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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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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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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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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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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６℃,压强达到７３９MPa,将转化为超

临界流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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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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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的温度要求,但其低粘的特性,要求施工中

图１　二氧化碳相图

表１　超临界流体与气体、液体性质对比

流体类型
密度/

(gcm－３)
粘度/

(mPas)
扩散系数/
(cm２s－１)

常温常压气体 (０６~２)×１０－３ (１~３)×１０－２ ０１~０４
超临界流体　 ０２~０９ (１~９)×１０－２ (２~７)×１０－４

常温常压液体 ０６~１６ ０２~３ (０２~３)×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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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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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１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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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的置换作用有利于提高甲烷等气体的开采量,
并达到CO２ 地质封存的目的,永久性封存CO２.

同时,SC CO２ 压 裂 中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缺

陷[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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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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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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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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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Verton等[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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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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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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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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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X
等[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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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Z等[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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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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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X等[１９]的页岩压裂实验研

究中发现: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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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的花岗岩压裂实验研究中发现:压裂液

从水变为SC CO２,凝灰岩压裂实验中起裂压力值

从１０５１ MPa变成了１００４ MPa,下降幅度约为

４５％;花岗岩压裂实验中起裂压力值从１１８４MPa
变成了９５６MPa,下降幅度约为１９６％.从中,我
们可以发现压裂液从水变为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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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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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aki[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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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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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改变其孔隙度、渗透率和扩散

特性.２０１３年,Lahann等[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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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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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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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率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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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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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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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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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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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 等[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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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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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增粘剂效用

的有效手段,为成功设计出性能优良的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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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建立了描述SC CO２ 温

度、压力、相态与物理性质之间相互影响的井筒温度

压力耦合模型,对不同注入温度、注入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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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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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时各项施工参数的选择,
以保证井底及裂缝内SC CO２ 的超临界态.

２０１５年,王金堂等[３３]采用双流体模型对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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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建立

了支撑剂在SC CO２ 中的跟随性计算模型,评价了

SC CO２ 压裂液的携砂性能,研究了支撑剂粒径与

密度、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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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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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建立了二维平面页岩裂缝

模型,分别以水、滑溜水以及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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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建立了适用于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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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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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技术急需解决的研究重点.目前,

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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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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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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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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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裂缝有效性的相关研

究.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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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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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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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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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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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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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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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２)建立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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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分析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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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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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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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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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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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实验验证模型.

(４)与水基压裂液相比,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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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携砂压裂后的导流能力实验,从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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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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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裂缝扩展模型,对比水力压裂缝网,
研究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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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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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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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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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２ 压裂

裂缝扩展模型以研究SC CO２ 沟通天然裂缝的能

力、SC C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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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胡文瑞．中国低渗透油气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工程科学,

２００９,１１(８):２９－３７．
[２]　刘招君,董清水,叶松青,等．中国油页岩资源现状[J]．吉林大

学学报(地球科学版),２００６,(６):８６９－８７６．
[３]　高帅．油页岩水平井水力压裂裂缝起裂与延伸机理研究[D]．吉

林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７．
[４]　孙鑫,杜明勇,韩彬彬,等．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综述[J]．油

田化学,２０１７,３４(２):３７４－３８０．
[５]　毛金成,张照阳,赵家辉,等．无水压裂液技术研究进展及前景

展望[J]．中国科学: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２０１７,(１１)．
[６]　刘合,王峰,张劲,等．二氧化碳干法压裂技术———应用现状与

发展趋势[J]．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４,４１(４):４６６－４７２．
[７]　张怀文,周江,高燕．二氧化碳干法压裂技术综述[J]．新疆石油

科技,２０１８,２８(１):３０－３４．
[８]　KumarKK,JohnstonKP．Modelingthesolubilityofsolidsin

supercriticalfluidswithdensityastheindependentvariable[J]．
JournalofSupercriticalFluids,１９８８,(１):１５－２２．

[９]　FangC,Chen W,AmroM,etal．SimulationStudyofHyＧ
draulicFracturing UsingSuperCriticalCO２inShale[R]．
SPE１７２１１０,２０１４．

[１０]　彭英利,马承愚．超临界CO２ 流体技术应用手册[M]．北京:化
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０．

[１１]　王海柱,沈忠厚,李根生．超临界开发页岩气技术[J]．石油钻

探技术,２０１１,３９(３):３０－３４．
[１２]　张树立,韩增平,潘加东．CO２ 无水压裂工艺及核心设备综述

[J]．石油机械,２０１６,４４(８):７９－８４．
[１３]　赵志恒,李晓,张搏,等．超临界二氧化碳无水压裂新技术实验

研究展望[J]．天然气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６,３９(２):５８－６３．
[１４]　WangH,LiG,ShenZ．AFeasibilityAnalysisonShaleGas

ExploitationwithSupercriticalCarbon Dioxide[J]．Energy
Sources,２０１２,３４(１５):１４２６－１４３５．

[１５]　GuptaAP,GuptaA,LanglinaisJ．FeasibilityofSupercritiＧ
calCarbonDioxideasaDrillingFluidforDeepUnderbalanced
DrillingOperation[M]．SocietyofPetroleumEngineers,２００５．

[１６]　VerdonJP,KendallJM,MaxwellSC．Acomparisonof
passiveseismicmonitoringoffracturestimulationfromwater
andCO２injection[J]．Geophysics,２０１０,７５(３):MA１－MA７．

[１７]　IshidaT,AoyagiK,NiwaT,etal．AcousticemissionmoniＧ
toringofhydraulicfracturinglaboratoryexperimentwithsuＧ
percriticalandliquidCO２[J]．GeophysicalResearchLetters,

２０１２,３９(１６):１６３０９．
[１８]　MiddletonRS,CareyJW,CurrierRP,etal．Shalegasand

５２　第４５卷第１０期　 　陈　晨等: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研究进展　



nonＧaqueousfracturingfluid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
forsupercriticalCO２[J]．AppliedEnergy,２０１５,１４７(３):５００
－５０９．

[１９]　ZhangX,LuY,TangJ,etal．ExperimentalstudyonfracＧ
tureinitiationandpropagationinshaleusingsupercriticalcarＧ
bondioxidefracturing[J]．Fuel,２０１６,１９０:３７０－３７８．

[２０]　ZhaoZ,LiX,HeJ,etal．AlaboratoryinvestigationoffracＧ
turepropagationinducedbysupercriticalcarbondioxidefracＧ
turingincontinentalshalewithinterbeds[J]．JournalofPeＧ
troleumScience& Engineering,２０１８,１６６:７３９－７４６．

[２１]　ShirakiR,DunnTL．ExperimentalstudyonwaterＧrockinＧ
teractionsduringCO２,floodingintheTensleepFormation,

Wyoming,USA[J]．AppliedGeochemistry,１９９６,１２(１):２３３
－２３７．

[２２]　KaszubaJP,JaneckyDR,SnowMG．ExperimentalevaluaＧ
tionofmixedfluidreactionsbetweensupercriticalcarbondiＧ
oxideandNaClbrine:Relevancetotheintegrityofageologic
carbonrepository[J]．ChemicalGeology,２００５,２１７(３－４):

２７７－２９３．
[２３]　BuschA,AllesS,Gensterblum Y,etal．Carbondioxide

storagepotentialofshales[J]．InternationalJournalofGreenＧ
houseGasControl,２００８,２(３):２９７－３０８．

[２４]　LahannR,MastalerzM,RuppJA,etal．InfluenceofCO２

onNewAlbanyShalecompositionandporestructure[J]．InＧ
ternationalJournalofCoalGeology,２０１３,１０８(１２):２－９．

[２５]　陈钰婷．超临界二氧化碳作用下页岩力学特性研究[D]．重庆:
重庆大学,２０１６．

[２６]　AoX,LuY,TangJ,etal．Investigationonthephysics
structureandchemicalpropertiesoftheshaletreatedbysuＧ
percriticalCO２[J]．JournalofCO２ Utilization,２０１７,２０:２７４

－２８１．
[２７]　DaiC,WangT,ZhaoM,etal．Impairmentmechanismof

thickenedsupercriticalcarbondioxidefracturingfluidintight
sandstonegasreservoirs[J]．Fuel,２０１８,２１１:６０－６６．

[２８]　范志,孙宝江,孙文超,等．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液增黏实验方

法浅析[C]//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２０１４．
[２９]　刘真光,邱正松,钟汉毅,等．页岩储层超临界 CO２ 压裂液滤

失规律实验研究[J]．钻井液与完井液,２０１６,３３(１):１１３－１１７．
[３０]　DuM,SunX,DaiC,etal．LaboratoryexperimentonatoluＧ

ene－polydimethylsiliconethickenedsupercriticalcarbondiＧ
oxidefracturingfluid[J]．JournalofPetroleumScience&EnＧ
gineering,２０１８,１６６:３６９－３７４．

[３１]　郭建春,曾冀．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井筒非稳态温度－压力耦

合模型[J]．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２):２０３－２０９．
[３２]　孙小辉,孙宝江,王志远．超临界 CO２ 压裂裂缝温度场模型

[J]．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２):１５８６－１５９２．
[３３]　王金堂,孙宝江,刘云,等．裂缝内超临界二氧化碳携带支撑剂

两相流动数值模拟研究[C]//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２０１５．
[３４]　侯磊,孙宝江,蒋廷学,等．支撑剂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的跟随

性计算[J]．石油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８．
[３５]　方长亮,蒋国盛,M．Amro．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页岩的可压

裂性模拟研究[C]//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第十

八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交流年会论文集．北
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６]　陈立强,田守嶒,李根生,等．超临界 CO２ 压裂起裂压力模型

与参数敏感性研究[C]//全国桩基工程学术会议,２０１５．
[３７]　孙文超,孙宝江．分子模拟在超临界 CO２ 增粘剂分子设计中

的应用[C]//中国化学会全国量子化学会议,２０１４．
[３８]　李鹏,苏建政,张岩,等．单裂缝中携砂液流动规律研究[J]．力

学与实践,２０１７,３９(２):１３５－１４４．

６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