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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储集与产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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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对鄂尔多斯盆地东缘５８件煤岩样品进行块煤光片法显微裂隙测试、低温氮比表面测试
和压汞孔隙结构测试．结果表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孔裂隙系统具有以下特点：显微裂隙
密度大多数在２０～１００条／（９ｃｍ２）之间，构造活动强烈地区微裂隙发育增多；煤储层孔隙度相
对较小，孔隙结构以小孔和微孔为主，大孔次之，中孔发育最差；ＢＥＴ比表面积总体较高，介于
００９２～２０４８０ｍ２／ｇ，煤储层吸附能力强．运用Ｑ型聚类分析方法，划分出４类具有不同孔隙系
统的储层，结合显微裂隙发育情况得出：Ⅰ类储层显微裂隙较发育，孔隙度大，孔隙结构合理，
比表面积较高，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有利储层；Ⅲ类储层构造微裂隙发育，但渗透性差，孔隙
度、比表面积较小，中孔不发育，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不利储层；Ⅱ类储层介于Ⅰ，Ⅲ类储层之
间，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较有利储层；Ⅳ类储层微裂隙发育，孔隙度中等，大、中孔发育，渗透
性能较好，但储层比表面积较低，限制了储层的吸附能力，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较有利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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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Ｂ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ｍｉｃｒｏ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含渭北煤田）面积约 １７００００ｋｍ２，煤层气资源量大 （２０００ｍ以浅为
２６９７３２９ｋｍ３），构造相对简单，是沁水盆地之外最有利的富气带，亦是目前煤层气勘探的热点地区［１］．
然而区内的煤层气勘探试验并未获得较大突破，有必要对控气地质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煤储层孔裂隙系
统作为煤层气抽采的起点和通道，深刻影响煤层气的解吸以及渗透性能，进而影响产能．笔者通过系统采
样测试对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的孔渗性能进行探讨．

图１　采样点分布及孔隙系统类型统计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ＬＪＴ———河曲刘家塔矿；ＨＳＣ———河曲火山村矿；ＷＹ———府谷五一矿；

ＤＹＧ———府谷东云沟矿；ＷＪＹ———保德王家焉矿；ＸＸ———保德细线矿；

ＬＭＴ———柳林龙门塔矿；ＸＷ———柳林兴无矿；ＳＳＰ———韩城桑树坪矿；

ＸＹＫ———韩城下峪口矿；ＸＳ———韩城象山矿；ＷＣ———澄合王村矿；

ＱＪＨ———澄合权家河矿；ＪＹ———蒲城金宇矿

１　样品采集与测试

充分考虑地域分布、主力煤层等因素，

５８件煤岩样品分别取自鄂尔多斯盆地东缘１４
个煤矿（图１）井下新鲜采掘工作面．根据宏
观煤岩类型，对各个采掘工作面垂直分层采

样，并对所有样品进行煤镜质组反射率

（Ｒｏ，ｍａｘ）分析、煤岩显微组分定量分析、煤
质分析等基础项目测试．本文采用显微荧光
法确定煤岩光片的裂隙，测试仪器选用

ＬＡＢＯＲＬＸＥ１２ＰＯＬ型荧光显微镜．煤储层孔
隙系统测试分别采用了压汞法（测试仪器：

９３１０型压汞仪；测试范围：孔径 ＞７２ｎｍ），
低温液氮比表面法（测试仪器：ＡＳＡＰ２０００比
表面仪及孔径分布测定仪；测试范围：孔径

为１７～３００ｎｍ）．同时对部分样品进行空气
渗透率测试，样品为圆柱样 （直径 ２５ｃｍ，
长度约 ３８ｃｍ），平行层面及面割理钻取，
执行标准：ＳＹ／Ｔ５３３６－１９９６（测试仪器：中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渗透率测定装

置）．

２　煤储层显微裂隙发育特征

研究煤储集层的显微裂隙特征时，在 ５０倍的荧光显微镜下将 ３０ｍｍ×３０ｍｍ的块煤光片划分成
１０ｍｍ×１０ｍｍ的９个微区，分别将每个微区出现的裂隙按４种类型 （Ａ类：ｗ＞５μｍ，ｌ＞１０ｍｍ；Ｂ类：
ｗ≥５μｍ，ｌ＞１ｍｍ且连续较长；Ｃ类：ｗ＜５μｍ且１ｍｍ≥ｌ＞３００μｍ，有时时断时续延伸；Ｄ类：ｗ＜
５μｍ，ｌ＜３００μｍ且延伸较短；ｗ为裂隙宽度，ｌ为裂隙长度）进行统计 （表１）．

显微裂隙是沟通孔隙与宏观裂隙的桥梁，其发育程度影响储层的渗透性能．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
Ａ类显微裂隙少见，Ｂ类裂隙发育弱，主要以Ｃ，Ｄ类裂隙为主．平面上澄合王村矿，蒲城金宇矿，韩城
桑树坪矿，河曲火山村矿裂隙密集度较高，裂隙合计均值超过８０条／（９ｃｍ２）；府谷东云沟矿，澄合权家
河矿、象山矿显微裂隙密度多在５０～８０条／（９ｃｍ２）之间，保德王家焉矿、细线矿、中部的柳林矿、裕民
矿以及南部的下峪口矿裂隙密度小于 ５０条／（９ｃｍ２）．在鄂尔多斯东缘岩样变质程度内（０６０％ ＜Ｒｏ＜
１９０％）（表２），整体上煤岩显微裂隙条数自北向南随变质程度增加呈增加趋势，这与Ｌａｗ（１９９３）等［２］

８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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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显微裂隙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ｆｉｓ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ｃｏ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采样点
层位

号

Ｒｏ，ｍａｘ／

％

显微裂隙数／（条·（９ｃｍ２）－１）

Ａ型 Ｂ型 Ｃ型 Ｄ型 合计
样品数 采样点

层位

号

Ｒｏ，ｍａｘ
／％

显微裂隙数／（条·（９ｃｍ２）－１）

Ａ型 Ｂ型 Ｃ型 Ｄ型 合计

样品

数

细线矿　 ８号 ０７２ ０ ３ １２ ２９ ４４ ３ 王家焉矿 １３号 ０７３ ０ ４ １３ ３２ ４９ ４

火山村矿 ８号 ０６８ ０ １ ２０ ６０ ８２ ３ 刘家塔矿 １３号 ０６９ ０ ２ １３ ２２ ３７ ６

东云沟矿 ２号 ０６５ ０ ０ ２０ ３１ ５１ １ 东云沟矿 ５号 ０７４ ０ ６ １８ ３９ ６３ １

柳林矿　 ４号 １２３ ０ ６ １４ １５ ３５ ６ 裕民矿　 ５号 １１９ ０ ２ １１ １６ ２９ ５

下峪口矿 ２号 １８０ ０ １ １２ ２９ ４２ ３ 桑树坪矿 １１号 １８０ ０ ５ ２４ ６０ ８８ ５

下峪口矿 ３号 １７９ ０ １ １７ ２２ ４０ ４ 王村矿　 ５号 １７６ ０ ８ ４６ ５２５ ５７９ １

象山矿　 ３号 １８７ ０ １ ２５ ４６ ７１ ３ 金宇矿　 ５号 １５６ ０ ４ ２４ ８７ １１５ ４

权家河矿 ５号 １６６ ０ ３ ２５ ３５ ６２ ４

表２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样品孔隙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序号 样号

压汞实验参数

孔隙百分含量／％

大孔 中孔 小孔 微孔

视孔隙

度／％
体积中值

直径／ｎｍ
平均孔隙

直径／ｎｍ
退汞效

率／％

液氮实验参数

ＢＥＴ比表面／

（ｍ２·ｇ－１）

ＢＪＨ总孔体

积／（ｍＬ·ｇ－１）

平均孔直

径／ｎｍ

反射

率／％

１ ＢＤＷＪＹ１ ６６ １１３ ６１１ ２１０ ６７ ２２３ １８９ ５５０ ２８６９ ０００９７ ９５１８ ０７９

２ ＢＤＷＪＹ３ １５２ １６３ ４７７ ２０７ ７８ ３０２ ２１９ ４７３ １４９５ ００１３０ ８８２７ ０６５

３ ＢＤＷＪＹ４ ２１０ ９４ ５３５ １６１ ４１ ３３９ ２４１ ８８３ ２４１２ ０００８７ ９７４７ ０７５

４ ＢＤＷＪＹ６ １２１ １２５ ５３６ ２１８ ６７ ３３３ ２０１ ３０５ ３６７６ ００１４７ ９３７９ ０７２

５ ＢＤＸＸ－２ ９９ ４８ ４９９ ３５４ ４６ １５０ １５２ ７５８ ０９１３ ０００３７ １０８５０ ０７２

６ ＢＤＸＸ－３ ５８ ７５ ５５６ ３１２ ５４ １７１ １６１ ６９１ ３２７６ ０００９５ ９５０７ ０７１

７ ＢＤＸＸ－４ ９１ ３６ ５２７ ３４５ ４８ １４９ １４７ ８０１ ０６１９ ０００２１ ９１２１ ０７４

８ ＦＧＤＹＧ２ ８３ １４３ ５２４ ２５０ ８２ ２３９ １８６ ５２４ １３６９ ０００３４ ７８０７ ０６５

９ ＦＧＤＹＧ５ １２３ ６１ ５００ ３１６ ５７ １６５ １６０ ６８２ ４５９７ ００１０１ ６７７６ ０７４

１０ ＨＱＨＳＣ２ ２３０ ２１１ ３７１ １８８ ８４ ５０７ ２３８ ５２７ ４５７２ ００１２４ ８３６０ ０７２

１１ ＨＱＨＳＣ４ ６９ ５６ ５６９ ３０６ ７２ １６２ １５８ ６８０ ４１４１ ００１０９ ８４６１ ０６０

１２ ＨＱＨＳＣ５ ３０４ ５４ ４２０ ２２２ ５５ ２４０ ２０１ ５４２ ９１１５ ００２０５ ７１７３ ０７２

１３ ＨＱＬＪＴ１ ８１ ８４ ５３４ ３０２ ５７ １６５ １５８ ６４６ ５２８３ ００１５８ ９２０４ ０６２

１４ ＨＱＬＪＴ２ ７５ ４３ ５５２ ３３０ ７２ １３７ １３８ ７８１ ６４５３ ００１７８ ９２６０ ０６０

１５ ＨＱＬＪＴ３ １３７ ６２ ４１１ ３９０ ３７ １５６ １５７ ７１５ ７４７２ ００１１６ ５４６５ ０７６

１６ ＨＱＬＪＴ４ ６４ １１８ ６０８ ２０９ ７５ ２４３ １９７ ４３１ ５４５０ ００１６６ ８８８３ ０６８

１７ ＨＱＬＪＴ６ １００ ４６ ５２５ ３２９ ６０ １５９ １５６ ５８８ ５１５９ ００１６８ ９１０６ ０７４

１８ ＨＱＬＪＴ７ ６３ ４７ ５０３ ３８８ ４６ １３１ １３９ ７６１ ４６１７ ００１４７ ９５７０ ０７６

１９ ＪＹ５－１ ５６ ５６ ６１１ ２７８ ３２ １５４ １５５ ７２５ ０６５６ ０００２５ ７８９５ １５５

２０ ＪＹ５－２ ８４ ６４ ６６８ １８５ ４８ １６０ １６５ ４２２ ０７２９ ０００１８ ６４２９ １５５

２１ ＪＹ５－３ １９９ １２０ ４５２ ２２９ ４４ ２２３ １９８ ６０７ ０３９２ ０００２０ ９６８９ １５７

２２ ＪＹ５－４ １９１ ４３ ５７４ １９１ ４１ ２３２ ２０５ ４７０ １１６１ ０００５０ ９３８１ １５６

２３ Ｌ－８－１ ２５４ ５０ ３９３ ３０３ ５３ １９１ １７９ ６０８ ０３７９ ０００１９ ９５４６ １４９

２４ Ｌ－８－２ ３１２ ５５ ３８１ ２５１ ４８ ２５３ １９６ ５８６ ０１９９ ０００１３ ９９９０ １４６

２５ Ｌ－８－４ １８２ ２４ ４６２ ３３２ ４５ １４７ １５４ ７１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７ １０９１０ １５０

２６ Ｌ－８－６ ４４２ ９５ ２７１ １９２ ７０ ３０５７ ２７９ ４１３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８ ９４３５ １５０

２７ Ｌ－９－１ ３７７ ８０ ３４３ ２００ ５６ ４２９ ２３５ ５１６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８３８３ １４８

２８ Ｌ－９－２ ２１７ ９２ ４１１ ２８０ ３４ １９９ １８３ ６００ ２０４８０ ００１７３ ３６１９ １５１

２９ Ｌ－９－３ ４３２ ９０ ２５１ ２２７ ５２ １７４３ ２４０ ５６３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０９ ８６１４ １４９

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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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样号

压汞实验参数

孔隙百分含量／％

大孔 中孔 小孔 微孔

视孔隙

度／％
体积中值

直径／ｎｍ
平均孔隙

直径／ｎｍ
退汞效

率／％

液氮实验参数

ＢＥＴ比表面／

（ｍ２·ｇ－１）

ＢＪＨ总孔体

积／（ｍＬ·ｇ－１）

平均孔直

径／ｎｍ

反射

率／％

３０ Ｌ－９－４ １３５ ６８ ４３２ ３６５ ２６ １４０ １５４ ７３３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１１ ９６１０ １５７

３１ Ｌ－９－５ ２４７ ４８ ４５２ ２５３ ４５ ２０５ １８６ ６７８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０９ ８３８６ １５１

３２ Ｌ－９－６ ２７９ ５１ ４２３ ２４８ ４７ ２４６ １９９ ６２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６ ７４１８ １５３

３３ Ｌ－９－７ ２１４ ７２ ４３８ ２７６ ４０ ２００ １８１ ６８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７ ８６８３ １５７

３４ ＱＪＨ５－１ １２５ ８９ ５１８ ２６８ ４４ １７２ １６８ ６９２ ０４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１１６３０ １５７

３５ ＱＪＨ５－２ １５２ ５７ ５３０ ２６０ ４５ １８２ １７３ ６８０ １５５０ ０００７１ １０１００ １６０

３６ ＱＪＨ５－３ １３２ ６６ ５０７ ２９４ ３８ １５１ １５６ ７２０ ０３０５ ０００１６ １０９２０ １６０

３７ ＱＪＨ５－４ ８７ ５２ ５１９ ３４３ ４０ １４７ １５１ ７４９ ０８６３ ０００３１ ８６１９ １８６

３８ ＳＳＰ１－１ １５３ ４０ ４６５ ３４２ ４２ １６９ １６１ ７００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１１ １０１８０ １７７

３９ ＳＳＰ１－２ １３７ ２６ ５８２ ２５５ ２６ １７９ １７８ ６９２ １３０５ ０００２０ ４８６７ １７９

４０ ＳＳＰ１－３ １０５ ５３ ５２６ ３１６ ２９ １４８ １５１ ７３４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１０ ８５３７ １７７

４１ ＳＳＰ１－４ ７７ ５１ ５２３ ３４９ ２９ １３７ １４６ ７６３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１７ ９３６３ １８３

４２ ＳＳＰ１－５ １０９ ２７ ５７０ ２９４ ３２ １５６ １５６ ６７４ ０６５５ ０００３７ １０６８０ １８３

４３ ＷＣ５－１ １９１ ３３０ ３３０ １４９ ７０ １６８５ ２９１ ４４７ ０５５７ ０００１９ ８０３５ １７６

４４ ＸＳＨ３－１ １８８ ３９ ４９９ ２７４ ４５ １７３ １７１ ６６６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８ ７６３６ １８１

４５ ＸＳＨ３－２ ２５４ ５５ ４１８ ２７３ ４９ ２１９ １８４ ６１７ ０２５６ ０００１３ １０２５０ １９０

４６ ＸＳＨ３－３ １８９ １２３ ４３５ ２５３ ５１ ２１６ １９２ ５８５ １７０６ ０００４２ ６６３１ １９０

４７ ＸＳＨ３－４ ２２９ ６３ ４６１ ２４６ ４２ ２１４ １８４ ６２６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１１ ６５２１ １８８

４８ ＸＷ２ １２７ ８０ ６１３ １８０ ２７ ４５３ ２２８ ４１８ ６８９６ ００１０５ ４８９６ １４３

４９ ＸＷ３ ２０５ ６７ ４６６ ２６２ ３９ １８３ １７７ ７２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８ １１２１０ １４０

５０ ＸＷ４ ７１ ５７ ５００ ３７１ ３７ １４０ １４５ ７８５ ０２３７ ０００１４ １０７４０ １４２

５１ ＸＷ５ １３１ ５２ ５４１ ２７５ ３９ １６６ １６４ ７１３ ０２８１ ０００１５ ９９５６ １４１

５２ ＸＹＫ２－１ １１５ ３８ ５２１ ３２６ ４３ １６６ １５４ ７６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１１ １００６０ １７６

５３ ＸＹＫ２－２ ２１５ ６２ ４６２ ２６２ ５１ ２２１ １９３ ６４８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２３ ９５５１ １８０

５４ ＸＹＫ２－３ １５８ ４８ ５３１ ２６３ ４８ １７２ １７０ ６８７ ０７３８ ０００３６ ９５９０ １８３

５５ ＸＹＫ３－１ １０１ ４０ ５５７ ３０２ ４０ １５１ １５５ ８０７ ０６０５ ０００２７ ９５９７ １７８

５６ ＸＹＫ３－２ ９５ ４３ ４６８ ３９４ ３４ １４０ １４３ ７９２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１３ ９４８２ １７４

５７ ＸＹＫ３－３ ２２４ ６２ ４６７ ２４６ ４６ ２００ １８８ ６３２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１２ １１１３０ １７８

５８ ＸＹＫ３－４ ２１３ ４７ ４５３ ２８７ ３７ １７３ １７１ ６６５ ０６０８ ０００２８ ９４８１ １８４

　　注：孔隙分类采用霍多特的十进制分类，大孔＞１０００ｎｍ，中孔１００～１０００ｎｍ，小孔１０～１００ｎｍ，微孔＜１０ｎｍ，表３与此相同．

“煤级与割理间距关系”研究结果一致．其中，王村矿裂隙密度明显偏高，火山村矿裂隙密度偏高与下峪
口矿裂隙密度的偏低都与各自煤岩发育的构造背景相关，一定的构造强度会增加裂隙密度，而强烈的构造

变形及矿物的充填又会使裂隙模糊不清乃至无法辨认．据张尚虎［３］ （２００４）沁水盆地显微裂隙平均
２９６条／（９ｃｍ２），对比沁水盆地的研究结果，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显微裂隙相对较发育，总平均５８９条／
（９ｃｍ２）．由此看出，鄂尔多斯盆地东缘裂隙发育条件中等，好于沁水盆地．

３　煤储层孔隙系统发育特征

煤样压汞法测试一方面得到煤储层各孔径段孔隙含量的数据，从而定性地来判定储集于孔隙系统中的

气体解吸及渗流的难易程度［４］；另一方面得到视孔隙度、平均孔隙直径、退汞效率等反映孔隙系统渗流

物性的参数．低温液氮比表面测试主要得到煤储层的比表面积参数，评价储层的吸附解吸性能，还可了解
孔隙的形态特征［５－６］，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压汞和液氮测试结果见表２，煤储层视孔隙度偏低，一般
为２５５％～８４３％，平均为４８３％，且自北向南随煤阶增高呈明显降低趋势．煤储层孔隙以小孔、微孔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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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主，尤以小孔含量占优，其孔隙体积百分含量为２６０６％～６６７８％，均值为４８７５％，微孔变化为
１４８９％～３９３９％，平均为２７４７％；大孔次之，介于５５６％ ～４４２４％，均值为１６４３％；中孔发育最
差，变化为２３５％～３２９８％，平均为７３３％．煤储层的 ＢＥＴ比表面积为００９２～２０４８０ｍ２／ｇ，平均为
２０４６ｍ２／ｇ，其中研究区北部煤储层比面积较大，平均为４０８３ｍ２／ｇ，中部和南部比表面积较小．煤储层
ＢＪＨ总孔容为 ００００５７～００２０５０ｍＬ／ｇ，平均为 ０００５３９５ｍＬ／ｇ．所有煤样平均孔直径介于 ３６１９～
１１２１０ｎｍ，平均为８８７４ｎｍ．结果表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孔隙系统发育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
种差异必然导致储层孔渗性能的差异．为更好地对储层性能进行总结、归类、分析，采用 Ｑ型聚类方法
分析，聚类方法选取离差平方和法 （Ｗａｒｄｍｅｔｈｏｄ）．在进行聚类分析之前，采用总和标准化方法对原始定
量观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聚类变量选择包含压汞、液氮测试结果多种参数 （表３），能较好地从吸附解
吸及渗流的共同角度反映样品的性质．聚类结果如图２所示，所有５８件样品被较好地分成４类．研究认
为，每一簇样品每种属性的平均值 （表３）是对该簇样品特征的集中反映，是每簇样品的模型或近似模
型，可作为该簇样品的共同特征加以研究．而研究中可以选择属性与每簇样品属性平均值非常接近的代表
性实测样品作为实例来讨论各簇样品的孔隙系统发育特征．

图２　压汞试验、液氮试验测试结果的Ｑ型聚类谱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Ｑ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ｊｅｃｔ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３　压汞、液氮比表面试验参数聚类分析结果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

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簇 样号 统计项

压汞实验参数

孔隙百分含量／％

大孔 中孔 小孔 微孔

视孔隙

度／％
体积中值

直径／ｎｍ
平均孔隙

直径／ｎｍ
退汞效

率／％

液氮实验参数

ＢＥＴ比表面／

（ｍ２·ｇ－１）

ＢＪＨ总孔体

积／（ｍＬ·ｇ－１）

平均孔直

径／ｎｍ

均值 １２１４ ９３３ ５０６７ ２７８５ ６２４ ２２０８ １７７６ ５９３５ ５６２７ ００１３４ ８１８

Ⅰ １６ 最小值 ５８０ ４２６ ３７０６ １８８５ ３４４ １３１０ １３８０ ３０５０ １３６９ ０００３４ ３６２

最大值 ３０３５ ２１０９ ６１０６ ３９００ ８４３ ５０７０ ２３８０ ７８１０ ２０４８０ ００２０５ ９５７

均值 ２０９０ ６４２ ４８２７ ２４４０ ４３１ ２２５３ １９０３ ６２２７ ０９３６ ０００２６ ８５０

Ⅱ １９ 最小值 ８３９ ２６１ ３８１２ １６１１ ２５５ １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４１８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６ ４８７

最大值 ３１２２ １２２８ ６６７８ ３０３５ ５３４ ４５３０ ２４１０ ８８３０ ６８９６ ００１０５ １１２１

均值 １１４５ ４９８ ５１６２ ３１９６ ３８９ １５４６ １５５５ ７３６４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９８９

Ⅲ １９ 最小值 ５５６ ２３５ ４３２４ ２６０３ ２６１ １３７０ １４３０ ６７４０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７ ７９０

最大值 １８２４ ８９３ ６１１１ ３９３９ ４８３ １８２０ １７３０ ８０７０ １５５０ ０００７１ １１６３

均值 ３６０６ １４８９ ２９８４ １９２１ ６１９ １７２８５ ２６１３ ４８４８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１３ ８６２

Ⅳ ４ 最小值 １９１５ ８０５ ２５０６ １４８９ ５２１ ４２９０ ２３５０ ４１３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８ ８０４

最大值 ４４２４ ３２９８ ３４２５ ２２７４ ７０２ ３０５７０ ２９１０ ５６３０ ０５５７ ０００１９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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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Ⅰ　由聚类结果可知，类型Ⅰ样品主要来自研究区北部保德王家焉矿、细线矿，河曲刘家塔矿、
火山村矿 （图 １）．该类样品镜质体反射率较低，一般为０６％ ～０８％，孔隙度相对较高，孔隙发育小孔
为主，微孔次之，大、中孔隙发育均衡．平均孔隙直径较高，退汞效率较低，表明粗孔喉孔隙占用一定数
量，孔隙连通性好．ＢＥＴ比表面积均值为５６２７ｍ２／ｇ，较其他各类样品高１个数量级，在同等地质条件
下，储层可具更大吸附潜量．从代表性样品 （ＨＱＬＪＴ－６，取自河曲刘家塔矿１３号煤层）液氮比表面曲线
（图３（ａ））看，低温氮吸附等温线有明显的吸附回线且有１个拐点，表明孔隙系统为开放型孔，包括两
端开口圆筒形孔及４边开放的平行板孔，含有部分 “墨水瓶”型孔，这样的孔隙形态有利于煤层气的解

吸扩散．因此，该类样品的孔隙结构最有利于煤层气的解吸、扩散及渗透，其所代表的储层是煤层气勘探
开发的有利储层．

图３　代表性样品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类型Ⅱ　类型Ⅱ，Ⅲ样品主要为东缘中部和南部样品 （图１）．从表２可看出，类型Ⅱ样品较类型Ⅰ
样品视孔隙度低，均值为４３１％，大孔含量明显增加，中孔含量减少，小、微孔含量相近．体积中值直
径、平均孔隙直径比类型Ⅰ样品略大，退汞效率比类型Ⅰ样品略高，表明粗孔喉孔隙含量比类型Ⅰ样品略
高．ＢＥＴ比表面积均值为０９３６ｍ２／ｇ，表明煤储层吸附能力较强．代表性样品 （ＸＳＨ３－４取自韩城象山
矿３号煤层）液氮比表面吸附等温线 （图３（ｂ））同类型Ⅰ一样，有明显的吸附回线且有１个拐点，表
明孔隙系统为开放型孔，包括两端开口圆筒形孔及４边开放的平行板孔，且可能包含部分 “墨水瓶”型

孔．类型Ⅱ样品的中孔孔隙含量略少，可能会形成孔隙连通的 “瓶颈”，但大孔含量相对较多，孔隙形态

多为开放孔，总体评价类型Ⅱ样品代表的储层仍为较有利于煤层气的解吸、扩散及渗透的有利储层．
类型Ⅲ　类型Ⅲ样品孔隙度偏低，介于２６１％ ～４８３％之间，均值为３８９％，成为制约其孔渗性能

的主要因素．与类型Ⅰ样品相比，大孔、小孔、微孔含量相似，但中孔含量比较少，均值仅为４９８％，
造成孔隙分布的不均衡，影响孔隙间的连通，可能成为煤层气扩散渗流的 “瓶颈”．体积中值直径、平均
孔隙直径明显比类型Ⅰ，Ⅱ样品小，表明粗孔喉孔隙含量相对较少，退汞效率较高也说明大、中孔隙含量
偏少，显示该类样品吸附能力一般．代表性样品 （ＸＹＫ２－１取自下峪口矿２号煤层）液氮比表面吸附等
温线 （图３（ｃ））无明显拐点，甚至呈现 “负斜率”，吸附回线不明显，表明其孔隙系统多为一端开口的

半封闭型孔．鉴于中孔含量少造成的 “瓶颈”作用及孔隙形态的封闭性，认为该类样品的孔隙结构不利

于煤层气的解吸、扩散及渗透．从图１上看Ⅲ类样品个数较多、分布广，其所代表的储层是各区乃至各垂
直分层中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较差储层．

类型Ⅳ　类型Ⅳ主要为柳林矿的３个样品及澄合王村矿的１个样品，样品数量较少．煤变质程度主要
处在焦煤阶段．类型Ⅳ样品孔隙度较高，介于５２１％ ～７０２％之间，均值为６１９％，大孔、中孔含量较
大，孔隙分布均衡，连通性好．ＢＥＴ比表面积较低，均值为０５ｍ２／ｇ，表明该类样品煤储层吸附性能较
差，含气性受限．低温氮吸附等温线 （图３（ｄ），代表性样品Ｌ－９－１，采自柳林龙门塔矿９号煤层）弱
回线或无吸附回线，表明孔隙系统主要为一端封闭孔，含有部分开放孔，较不利于煤层气的解吸及扩散．
因此，该类样品的孔隙结构有利于煤层气的渗流，较不利于解吸、扩散，且含气量受限，代表的储层是煤

层气勘探开发的较不利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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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聚类结果的地质内涵 （图１），变质程度是Ⅰ类储层，区别于其他３类储层的主因，Ⅰ类储层变
质程度低 （０６０％＜Ｒｏ＜０８０％），煤岩压实度小，孔隙度大，储层原生孔隙结构保存较好．因此，Ⅰ类
储层多在研究区北部分布，中、南部几乎不发育．Ⅱ，Ⅲ类储层变质程度相似 （１４０％ ＜Ｒｏ＜１９０％），
同为中高变质程度烟煤，但Ⅲ类储层明显较差，原因有２方面：① Ⅲ类储层多为半暗、暗淡煤储层，凝
胶化作用不强，随变质程度增加，煤岩压实，大、中孔隙减少，同时由于生烃能力弱，新的微孔裂隙发育

少；② 下峪口矿、桑树坪矿及权家河矿等处，构造运动及煤层与其顶、底板 “两硬夹一软”岩层结构造

成局部煤储层构造煤发育，孔隙度较低，且孔隙多为封闭孔［７－９］，同时中孔含量的减少成为扩散渗流的

“瓶颈”．Ⅳ类储层主要在中部柳林地区，变质程度处在焦煤阶段，成煤环境为深覆水森林泥炭沼泽相［１０］，

凝胶化作用强烈，煤岩缩聚及 “气胀”作用较强［１１］，割理发育，煤储层孔隙度大，渗透性好，而气孔的

孤立性、封闭性及小微孔的不发育性应是该区煤层气未获得大规模商业开发成功的主因．

４　煤储层孔裂隙系统的渗透性响应

煤层气的吸附及扩散、渗透能力都与煤储集层的孔隙度、孔隙结构、孔隙形态和连通性及裂隙发育密

切相关．对于煤储层，孔隙是煤层气的主要储集场所和扩散渗流通道，显微裂隙构成煤层气的层流及紊流
混合渗透区间并沟通宏观裂隙．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渗透性测试结果见表４，从表４中可看出研究区
北部煤样（包含王家焉矿、火山村矿、细线矿、东云沟矿煤样）渗透率较高，这与分析研究区北部孔隙发育

属于类型Ⅰ，储层原生孔裂隙系统保存较好，连通性强，显微裂隙密度较高或中等相对应．澄合王村矿，
蒲城金宇矿，韩城桑树坪矿煤样显微裂隙密度高，特别是王村矿 ＷＣ５－１样品裂隙密度达到 ５２５条／
（９ｃｍ２），但渗透率却比较低．分析原因，与这几个矿区构造活动强烈，煤层原始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孔
隙发育特征多属类型Ⅲ，裂隙部分被粉煤充填且多为超微裂隙相关［１２］，也说明储层的渗透性不仅受控于

裂隙的条数，也与裂隙及孔隙系统的连通性紧密相关．下峪口矿煤储层孔隙特征多为Ⅲ型，显微裂隙密度
也比较低，渗透率测试结果也显示为最低．从实际资料上看，东缘河东地区煤层气储层的渗透率一般大于
３×１０－３μｍ２，而沁水盆地南部３号煤层的渗透率为１×１０－３～２×１０－３μｍ２，因此，从储层孔 －裂隙系统
看，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储层物性亦明显优于沁水盆地．

表４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样品渗透率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样号 渗透率／μｍ２ 样号 渗透率／μｍ２ 样号 渗透率／μｍ２

ＢＤＸＸ－２ ０４４９×１０－３ ＪＹ５－２ ００６３×１０－３ ＸＳＨ３ ００１６×１０－３

ＤＹＧ ４４０２×１０－３ ＱＪＨ５－３ ０１９５×１０－３ ＸＹＫ２－３ ００１６×１０－３

ＨＱＬＪＴ ０１４４×１０－３ ＱＪＨ５－４ ０８９０×１０－３ ＸＹＫ３－２ ０００７×１０－３

ＨＳＣ １４６１×１０－３ ＷＣ５－２ ０１２２×１０－３ ＸＹＫ３－１ ０３０７×１０－３

ＷＪＹ－１ ４７７７×１０－３ ＳＳＰ１１－１ ００１２×１０－３ ＳＳＰ１１－５ ０１４８×１０－３

ＷＪＹ－３ ０２４１×１０－３ ＳＳＰ１１－４ ００２１×１０－３

５　结　　论

（１）煤储层性质基本上受控于煤岩变质程度，煤岩类型及构造背景起次要控制作用．总体上裂隙密
度中等，构造强烈地区Ｄ裂隙明显增多，但这类裂隙对储层渗透率贡献不大．孔隙度偏低，孔隙结构以
小、微孔为主，大孔次之，中孔发育最弱．ＢＥＴ比表面积为００９２～２０４８０ｍ２／ｇ，平均为２０４６ｍ２／ｇ，总
体显示了较强的吸附能力．

（２）运用Ｑ型聚类分析方法将研究区储层划分为４类，Ⅰ类储层主要分布在北部，显微裂隙较发育，
孔隙度大，孔隙结构合理，比表面积较高，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有利储层．Ⅲ类储层主要在半暗、暗淡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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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以及东缘南部Ｄ类显微裂隙较多的构造煤发育地区，孔隙度，比表面积较小，中孔不发育，容易
造成孔隙连通的 “瓶颈”，渗透率较低，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不利储层．Ⅱ类储层性能介于Ⅰ，Ⅲ类之
间，是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较有利储层．Ⅳ类储层比较特殊，主要分布在中部部分层位，储层微裂隙发育，
孔隙度中等，大、中孔发育，渗透性能较好，但储层比表面积较低，多小于０５ｍ２／ｇ，限制了储层的吸
附能力，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较有利储层．总体上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孔渗性能要优于沁水盆地，下
一步应对构造发育状况、储层原地应力条件等进行深入研究，做出更客观的评价以指导煤层气勘探选区．

参考文献：

［１］　冯三利，叶建平，张遂安．鄂尔多斯盆地煤层气资源及开发潜力分析 ［Ｊ］．地质通报，２００２，２１（１０）：６５８－６６２．
ＦｅｎｇＳａｎｌｉ，Ｙｅ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ｕｉａｎ．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２，２１（１０）：６５８－６６２．

［２］　秦　勇，曾　勇．煤层甲烷储层评价及生产技术 ［Ａ］．ＬａｗＢＥ．煤级与割理间距的关系及其在煤渗透性预测中的意
义 ［Ｃ］．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９７－１０１．
ＱｉｎＹｏｎｇ，ＺｅｎｇＹｏｎｇ．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ＬａｗＢ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ｏａｌｒａｎｋａｎｄｃｌｅａｔｓｐａｃ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ａｌ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Ｘｕ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
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９７－１０１．

［３］　张尚虎．沁水盆地高煤级煤储层孔隙系统发育特征及模型分析 ［Ｄ］．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２００４．
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ｕ．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ａｎｋｃｏ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ＱｉｎｓｈｕｉＢａｓｉｎ［Ｄ］．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４．

［４］　霍永忠．煤储层的气体解吸特性研究 ［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０４，２４（５）：２４－２６．
Ｈｕｏ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ｇａｓ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２４（５）：
２４－２６．

［５］　陈　萍，唐修义．低温氮吸附法与煤中微孔隙特征的研究 ［Ｊ］．煤炭学报，２００１，２６（５）：５５２－５５６．
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ＴａｎｇＸｉｕｙｉ．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ｃｏ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１，２６（５）：５５２－５５６．

［６］　严继民，张启元．吸附与聚集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０８－１２１．
［７］　王　英．权家河煤矿褶皱构造发育特征 ［Ｊ］．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００，２８（２）：１６－１８．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ｏ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Ｑｕａｎｊｉａｈｅ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Ｊ］．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２８（２）：１６－１８．
［８］　王生全．论韩城矿区煤层气的构造控制 ［Ｊ］．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０２，３０（１）：２１－２５．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ＢＭｉｎ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Ｊ］．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３０
（１）：２１－２５．

［９］　郑　重．韩城矿区煤的煤岩特征及煤层气生储因素分析 ［Ｊ］．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０４，３２（５）：２３－２５．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ａｌ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ｃｏａｌｂｅｄ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Ｊ］．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２（５）：２３－２５．

［１０］　张　群，陈沐秋，高文生．河东煤田离柳矿区煤相研究 ［Ｊ］．煤田地质与勘探，１９９４，２２（１）：５－９．
ＺｈａｎｇＱｕｎ，ＣｈｅｎＭｕｑｉｕ，Ｇａｏ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Ｃｏａｌｆａｃ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ＬｉＬｉ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Ｈｅｄｏｎｇ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２２（１）：５－９．

［１１］　段连秀，王生维，张　明，等．河东煤田煤储层中气胀节理的发现及其研究意义 ［Ｊ］．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
学报，１９９９，２４（１）：５４－５６．
ＤｕａｎＬｉａｎｘｉｕ，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ｇａｓ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ｊｏｉｎｔｓｃｏ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Ｈｅｄｏ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９，２４（１）：５４－５６．

［１２］　张遂安．有关煤层气勘探过程中的理论误导剖析 ［Ｊ］．中国煤层气，２００４，１（２）：７－８．
ＺｈａｎｇＳｕ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
２００４，１（２）：７－８．

４０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