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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墨西哥湾水合物区域为背景，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过平衡钻井条件下，当钻井液温度高于地

层中水合物稳定温度时，水基钻井液侵入海洋含水合物地层的动态过程及其一般性规律．与侵入常规油气地层相

比，耦合水合物分解和再形成是钻井液侵入海洋含水合物地层的主要特征．模拟结果表明，钻井液密度、温度和盐

度都对侵入过程有影响．在一定条件下，钻井液密度越大，温度和含盐量越高，则钻井液侵入程度越深，热量传递越

远，水合物分解程度越大．分解的水气在合适条件下又会重新形成水合物，影响了钻井液进一步侵入．而重新形成

的水合物的饱和度甚至可能高于原位水合物饱和度，在井周形成一个“高饱水合物”环带．这一现象归因于钻井液

侵入的驱替推挤、水合物分解的吸热以及地层传热的滞后等因素共同作用．在地层物性一定的条件下，高饱水合物

环带的出现与否主要受钻井液温度和盐度控制．水合物分解以及高饱水合物环带的出现对井壁稳定和电阻率测井

解释有很大影响．因此，为维护井壁稳定、确保测井准确和减少水合物储层伤害，就必须对钻井液密度、温度和滤失

量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地层中的水合物大量分解．最好采用控制压力钻井（ＭＰＤ）和深侧向测井方式，同时尽量选用

低矿化度的含水合物动力学抑制剂的钻井液体系，采取低温快速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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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ｈｙｄｒａｔｅ，

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

１　引　言

气体水合物是由水分子和气体小分子（分子直

径＜０．９ｎｍ）在低温（通常是不到３００Ｋ）和高压（一

般大于３．８ＭＰａ）条件下接触而形成的非化学计量

的笼状结晶化合物［１］．作为主体的水分子通过氢键

网络形成笼形结构包裹住作为客体的气体小分子，

后者通常为疏水的天然气分子，典型的如甲烷和二

氧化碳气体，这些客体小分子通过范德华力维持“笼

子”的稳定［２３］．因而，气体水合物通常也称为天然气

水合物，或简称水合物．自从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和

８０年代早期分别在永久冻土带
［４］和海洋区域［５］发

现水合物以来，其在资源、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中的

重要意义引起了各国政府、各大油气公司和各类学

术研究机构的极大关注，成为当前地球科学和能源

研究的一大热点．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油

气资源可采量的减少和消耗量的增加，天然气水合

物等非常规能源的勘探与开发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

程．据Ｋｌａｕｄａ和Ｓａｎｄｌｅｒ
［６］估计，仅海域水合物里就

储存有７４０００Ｇｔ的甲烷，是全世界常规天然气存量

的３个数量级大，可见其资源量之丰富．因此，海洋

水合物勘探与开发是现今及未来研究的重点．

目前常用的海洋水合物勘探方法主要有地质

（如海底麻坑、泥火山、地质微生物方法等）、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和钻探取心．地球物理方法应用最广

泛［７］，包括地震技术［８］、测井技术［９］和最新式的海洋

电磁技术［１０］，而钻探取心则是识别和评价海洋水合

物储层最直接的方式．迄今为止，海洋水合物钻探及

相应的地球物理测井活动主要发生在布莱克海岭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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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钻井液侵入含水合物沉积地层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ｉｎｔｏ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ＢｌａｋｅＲｉｄｇｅ）
［１１］、卡斯凯迪亚大陆边缘的水合物岭

（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ｉｄｇｅ）
［１２］、墨西哥湾［１３］、日本南海海

槽［１４］、中国南海北部陆坡［１５］、印度大陆边缘［１６］、韩

国东海郁陵盆地［１７］等地区．尽管取得了巨大技术进

步和丰硕成果，但是仍然有三朵“乌云”笼罩在当前

海洋水合物勘探开发的天空上：储层定量描述不足，

开采技术不过关和开发应用风险不小．而后者就是

指勘探开发过程中引发的钻井安全（如井壁失稳）、

地质灾害、气候环境影响等问题．由于海域水合物地

层压实固结程度较差［１８１９］，在钻探过程中若采用欠

平衡钻井方式，则不利于井壁力学稳定．而且水合物

还会在减压下分解，导致地层力学强度急剧降

低［２０２１］，越发不利于井壁稳定和井内安全．因此，维

持孔内压力大于地层孔隙压力（但不高于破裂压力）

是水合物钻井较为可取的安全方式［２２］．在此条件

下，钻井液（这里指水基钻井液）在水力压差的作用

下驱走井壁周围地层孔隙中的原生流体（气、水）而

侵入地层（图１）．钻井实践证明，钻井液侵入会改变

井壁围岩特性，比如岩石强度、孔隙压力等［２３］．与钻

井液侵入常规油气地层所不同的是，受钻具摩擦生

热以及钻井液温度影响，钻井液侵入含水合物地层

过程中还可能伴随有水合物的分解，从而加速井壁

失稳．此外，在众多的地球物理测井属性中，电阻率

和波速受水合物的影响最突出［９］．由于海洋区域水

合物赋存在固结性差的沉积物中，而声波受压实系

数的影响较重，因此电阻率测井又比声波测井和其

他测井方法更稳定和可靠［２４２５］．但是，钻井过程中钻

井液循环和侵入却对电阻率测井有着显著的影

响［２６］．比如为抑制水合物在井内形成和保护海洋环

境，深水油气和水合物钻井通常采用高盐聚合物水

基钻井液体系［２７］，当高矿化度钻井液滤液侵入时会

严重影响储层特征和电阻率测井准确性．而且盐是

热力学抑制剂，其随钻井液侵入会使水合物相平衡

曲线向左迁移，导致地层中水合物分解，进一步影响

测井识别评价、井周地层稳定和井内安全．因此，研

究耦合有水合物分解的水基钻井液侵入含水合物地

层的动态特性及其对地层的影响规律对水合物安全

快速钻井、测井准确识别和评价、水合物储层保护、

水合物资源和环境评估以及大洋综合钻探计划孔内水

合物动态观测系统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过压钻井条件下，钻井液温度和盐度就成为

侵入过程中地层水合物稳定与否的主要因素．若钻

井液温度低于相应盐度和压力条件下的水合物相平

衡温度（图２Ａ点），则钻井液在水合物地层的侵入

与在常规油气地层中的侵入机理类似．由于海洋水

合物稳定区域地层温度要比相应冻土区高，且原位

状态点（温度和压力）离相平衡线更近（如南海神狐

海域，水合物地层温压状态就在相平衡边界附

近［２８］），加之钻具摩擦生热和钻井液中的热力学抑

制剂存在，常导致钻井液温度高于相应压力条件下

的水合物相平衡温度（图２Ｂ点），使得井周水合物

发生分解，因此耦合有水合物分解的钻井液侵入含

水合物地层是海洋水合物勘探开发钻井中可能常遇

到的情况．

如果忽略次要因素，钻井液侵入水合物地层主

要表现为压差下钻井液驱替渗入水合物地层和温差

（此温差是钻井液温度与相应条件下水合物相平衡

温度之间的差异而非钻井液温度与地层温度之间的

差异）下水合物被加热分解．由此，耦合水合物分解

的钻井液侵入过程也可近似描述为流动方向相反的

水合物储层加热开采过程，从而可利用现有的水合

物开采数值模型进行研究，只不过前者作用范围小，

仅限于井眼周围一个有限的环形区［２９］，水合物分解

也只在井周一定范围内进行．据此，在前期工作基础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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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３０３１］，以墨西哥湾水合物区域为背景，利用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开发的水合物开采数值模拟软件

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
［３２］分析了一定条件下钻井

液侵入海洋水合物储层的动态过程及其对地层的影

响规律．

图２　钻井液温度和水合物地层温度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　数值模型

２．１　模拟方法

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软件主要用于海洋和

冻土地区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模拟研究［３３３５］，它还

可与其它软件如ＦＬＡＣ３Ｄ耦合用于模拟钻井开采

水合物过程中的井壁稳定以及储层变形等［３６３７］．该

软件模型是在通用地下水渗流模拟计算程序

（ＴＯＵＧＨＶ２．０）的基础上结合水合物状态方程

（ＥＯＳＨＹＤＲ）发展而来，模拟计算过程中，每次分步

计算中的初始状态都是基于前一次分步计算的结

果．模型包括水合物形成和分解的平衡和动力学两

种模式，考虑四相（气、液、冰、水合物）、四组分（水

合物、水、甲烷、盐等水溶性抑制剂），各组分存在于

各相中［３２］，可模拟降压、注热、加入抑制剂条件下的

水合物分解反应、相行为以及相应储层流体的传热

传质作用［３８］．本文研究采用水合物形成和分解的平

衡模式，不考虑化学力学耦合，忽略扩散作用，钻井

液中只含热力学抑制剂ＮａＣｌ．同时假设水合物均匀

分布在孔隙中，地层各向同性，从而使侵入问题简化

为一个一维平面径向多相流驱替问题．其中控制侵

入过程传热传质特性的关键参数方程主要有地层相

对渗透率、毛管力、导热系数和孔隙压力，在本文模

拟中采用的相应计算方程如下：

１）相对渗透率模型
［３９］为

　　

犽狉Ａ ＝ｍａｘ０，ｍｉｎ
犛Ａ－犛犻狉Ａ
１－犛犻狉［ ］

Ａ

狀

，｛ ｝｛ ｝１ ，

犽狉Ｇ ＝ｍａｘ０，ｍｉｎ
犛Ｇ－犛犻狉Ｇ
１－犛犻狉［ ］

Ａ

狀Ｇ

，｛ ｝｛ ｝１ ，

犽狉Ｈ ＝０．

（１）

式（１）中，犽狉Ａ为液相相对渗透率；犽狉Ｇ为气相相对渗透

率；犛Ａ 为液相饱和度；犛Ｇ 为气相饱和度；犛犻狉Ａ为束缚

水饱和度，取值为０．１；犛犻狉Ｇ为束缚气饱和度，取值为

０．０１；狀＝狀犌＝３．４．

毛管压力计算公式为［４０］

　　

犘ｃａｐ＝－犘０ 犛（ ） －１／λ
－［ ］１ １－λ，

犛 ＝
（犛Ａ－犛犻狉Ａ）
（犛犿狓Ａ－犛犻狉Ａ）

，

－犘ｍａｘ≤犘ｃａｐ≤０．

（２）

式（２）中，犘ｃａｐ为毛管压力；λ取值０．７７４３７；犛犻狉Ａ取值

０．０９５；犛犿狓Ａ为最大液相饱和度，取值为１．０；犘０ 为初

始压力，取值为１０３Ｐａ，犘ｍａｘ＝１０
６Ｐａ．

地层综合导热系数λｃ计算公式为
［４１］

λｃ＝λＨｓ＋（ 犛槡 Ａ＋ 犛槡 Ｈ）（λｓ－λＨｓ）＋犛犐λ犐，（３）

式（３）中，犛Ｈ 为水合物饱和度；λＨｓ为只含水合物的

沉积地层导热率，λｓ 为水饱和沉积地层导热率；海

洋环境下地层内无冰出现，因此，犛犐＝０．

由于水合物分布在未固结的沉积物中，且距海

底近，因此可认为孔隙水相互连通并与底层水相连，

沉积物中孔隙水压力即为静水压力［４２］，从而可用下

面经验公式计算孔隙水压力［７］：

犘ｐｗ ＝犘ａｔｍ＋ρｓｗ犵（犺＋狕）×１０
－６， （４）

式（４）中，犘ｐｗ为孔隙水压力，ＭＰａ；犘ａｔｍ为大气压，其

值为０．１０１３２５ＭＰａ；犺为水深；狕为海底沉积物距

海底的深度；犺和狕的单位为ｍ，犵为重力加速度，

ρｓｗ为平均海水密度，是水深、温度和盐度的函数，通

常可取１０３５ｋｇ／ｍ
３［３５］．

水合物相平衡模型［４３］

ｌｎ（犘ｅ）＝－１．９４１４×１０
５
＋３．３１０２×１０

３犜ｅ

－２．２５５４×１０
１犜

２

ｅ＋７．６７５６×１０
－２犜

３

ｅ

－１．３０４６×１０
－４犜

４

ｅ＋８．８６０６×１０
－８犜

５

ｅ
，

（５）

式（５）为ＬｗＨＶ三相平衡时温度和压力拟合关系式，

犘ｅ为水合物相平衡压力，ＭＰａ；犜ｅ为平衡温度，Ｋ．

２．２　模拟参数

采用轴对称的圆柱坐标系，钻孔位于圆柱中心

处，取钻孔直径为１５０ｍｍ，钻杆直径取９０ｍｍ，环

空间隙为３０ｍｍ．由于泥浆侵入作用范围小，仅限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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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井眼周围一个有限的环形区域［２９］，因此取井径的

２０倍即３ｍ作为井周研究范围．由于假设地层均

质，因此在水合物层中间位置取一厚度为０．１ｍ的

薄层做为研究对象，沿径向剖分成９０个单元．钻孔

环空中相应区域的泥浆被划分为一个单元格，并设

成固定内边界，即温度和压力保持恒定（图３）．

墨西哥湾北部陆坡是现今海洋水合物勘探开发

的热点地区之一［４４］，特别是美国能源部（ＤＯＥ）和雪

佛龙石油公司（Ｃｈｅｒｖｏｎ）联合主导实施了两个阶段

的墨西哥湾水合物联合工业计划（简称ＪＩＰＩ和ＪＩＰ

Ｉ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图４）
［１３］．该区域水合物主要

分布在水深５００～２０００ｍ的海底
［４５４６］，一般赋藏于海底

２ｍ以下的沉积层．水合物饱和度变化也很大
［４６］，如在

ＪＩＰＩＩ钻探取心航次中就发现砂岩中水合物饱和度

范围在５０％～９０％之间
［４７］．据此，模拟中选取的水

合物初始饱和度为５０％．根据墨西哥湾已有地球物

理和钻探取心资料，设定水合物层温度为８℃，海水

深度为８００ｍ，水合物层距海底１７６ｍ．根据公式（４）算

得该处压力约为１０ＭＰａ，满足此盐度条件下水合物

形成和稳定的温压条件［１３］．实际海洋水合物钻井中，

通常选用海水造浆，因此盐含量与地层孔隙水盐度相

同，取３．５％，并假定全部是 ＮａＣｌ．钻井液密度设为

１２５０ｋｇ／ｍ
３，则计算出侵入处井内压力约为１２ＭＰａ．侵

入处钻井液温度设为１５℃，海底饱和水沉积物导热

图３　钻探过程中钻井液侵入水合物地层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图４　墨西哥湾北部浅水和深水区域水合物分布及ＪＩＰ计划钻探位置图
［４６，４８］

Ｆｉｇ．４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ｌｆ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４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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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λｓ取３．１Ｗ·ｍ
－１·℃－１，只含水合物沉积物

层导热系数λＨｓ取０．８５Ｗ·ｍ
－１·℃－１．水合物层

孔隙中只包含两相，分别是水合物相和水相，其中水

合物的初始饱和度犛Ｈ 为５０％，水的饱和度犛ｗ 为

５０％．水合物层中的海底沉积物密度ρ取２６００ｋｇ／ｍ
３．

水合物层的孔隙度Φ取３５％．由于缺乏墨西哥湾水

合物区域沉积物绝对渗透率参数实测值，此处借鉴

常规砂岩地层犓 取２．９６×１０－１３ｍ２．其它未说明参

数则根据文献［２８］和［３５］取值．主要地层物理性质

和参数见表１．

表１　模拟采用的参数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犳犾狌犻犱

犻狀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参数 值

地层初始温度（犜ｓ） ８℃

地层骨架密度（ρｓ） ２６００ｋｇ／ｍ３

地层初始压力（犘ｓ） １０ＭＰａ

地层骨架比热（犆ｓ） １０００Ｊ·ｋｇ－１·℃－１

孔隙水盐度（犡ｗ） ３．５％

沉积物导热系数（饱和水）（λｓ） ３．１Ｗ·ｍ－１·℃－１

原位水合物饱和度（犛Ｈ） ０．５

含水合物层导热系数（不含水）（λＨｓ） ０．８５Ｗ·ｍ－１·℃－１

原位孔隙水饱和度（犛Ａ） ０．５

水合物热导率（λＨ） ０．５Ｗ·ｍ－１·℃－１

侵入处钻井液温度（犜ｍ） １５℃

地层绝对渗透率（Ｋ） ２．９６×１０－１３ｍ２

侵入处钻井液压力（犘ｍ） １２ＭＰａ

水合物密度（ρＨ） ９２０ｋｇ／ｍ３

孔隙度（） ０．３５

水合物比热（犆Ｈ） ２１００Ｊ·ｋｇ－１·℃－１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侵入过程中地层物性变化特征

图５ａ—ｃ表明当井眼打开后，钻井液迅速渗入

井壁，驱替地层原有流体和固体颗粒，导致井壁附近

地层孔隙压力、温度、含水量迅速增加．同时井壁附

近水合物受热分解成水和气（图５ｄ），也即侵入过程

中还伴随有相变行为，这是与钻井液侵入常规油气

地层的主要区别．井壁附近（图５ｃ中距井壁０．７５ｍ

内）含水量高达１００％是因为此区域内水合物已完

全分解，从而使得孔隙空间完全被侵入钻井液和分

解产生的水所填充．随后区域含水量会急剧降低，甚

至低于初始含水饱和度（５０％），这是因为水合物还

在分解，而侵入驱替导致气体饱和度增加，从而使得

相应的含水饱和度降低（可对比图５ｃ、图５ｄ和图５ｅ

１２ｈ后的曲线）．图５ａ和图５ｂ还表明，随着时间的

推移，钻井液侵入量增多，温度和压力逐渐向四周传

递．在开始阶段地层压差较大，随着压力扩散，曲线

变缓．在井周附近（图５ａ距井壁１ｍ内），由于水合

物分解剧烈，分解程度高，产生的水气导致孔隙压力

比没有水合物分解时高［４９］．而水合物分解也导致地

层渗透性变好，从而使得压力扩散容易，压力分布曲

线变缓，也即意味着水合物分解使得钻井液侵入导

致的孔隙压力增加幅度值比侵入常规油气地层的

高．孔隙压力增大会使骨架应力降低，使地层抵抗破

坏的能力下降，井壁也就容易失稳．而且水合物分解

还会急剧降低井壁围岩力学强度，使地层抵抗破坏

的能力下降［２０２１，５０］，从而加剧井壁失稳风险．特别是

在近井壁区域，由于受井内温度扰动大，水合物分解

比较剧烈，孔隙压力增加程度高，相应也是井壁最脆

弱的地带．因此，耦合水合物分解的钻井液侵入水合

物地层会带来比常规海洋深水钻井作业更大的井壁

失稳问题．而在离井壁较远处（图５ｃ中１ｍ之外），

由于水合物分解程度低，使得孔隙压力扩散规律与

常规地层侵入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合物分解程

度逐渐增加，井周水合物分解前缘逐渐向地层深处

推进（图５ｄ）．开始分解的气量少，都溶解在孔隙水

中，随着分解程度增加，游离气量逐渐提高（图５ｅ）．

同时分解也会稀释地层孔隙水盐度，使得矿化度降

低，加之分解的游离气体和重新形成的水合物导致

在井周存在一个 “较高电阻”环带（“较高”是相比较

于原始地层电阻率来说，如图５ｄ—ｆ中距井壁１．８ｍ范

围内．尽管近井周水合物饱和度降低会相对降低此

区域电阻率值，但是分解产生的游离气又会使此区

域电阻率升高并超过水合物饱和度降低的影响，因

此整体电阻率仍变大［５１］．也即在地层离子总数一定

的条件下，水合物分解稀释作用并不是控制地层高

视电阻率的主要因素，分解产生的游离气体对地层

电阻率影响很大．此外由于水合物分解是吸热反应，

因此导致井周１ｍ内地层温度急剧降低（图５ｂ）．从

图５ｅ还可以发现，侵入导致的孔隙压力升高和水合

物分解吸热导致的温度降低（其中还耦合有节流降

温效应）以及传热滞后又使得部分分解的气体与孔

隙水反应在地层某一位置重新形成水合物（常称为

“二次水合物”［５２５３］），使含气量降低一定值，在相应

含气饱和度分布图上表现为若干“凹坎”．其实钻井

液侵入导致的二次水合物形成机理类似于用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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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侵入过程中不同时刻井周地层物性参数变化规律

（ａ）不同时刻井周地层压力分布图；（ｂ）不同时刻井周地层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ｃ）不同时刻井周液态水量分布；

（ｄ）不同时刻井周水合物饱和度分布；（ｅ）不同时刻井周含气饱和度分布；（ｆ）不同时刻井周盐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ｍｕ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ｂ）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ｃ）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Ｃ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注入含水合物岩心测试其渗透性，后者在实验中发

现有额外水合物形成［５４］．此外，水合物分解导致的

孔隙水盐度的降低也有利于二次水合物形成［５３］．而

水合物形成属于放热反应，因此导致温度曲线放缓，

即温度降低趋势变缓，如图５ｂ所示．总的来看，在模

拟条件下，２４ｈ后井周０．６５ｍ左右的范围内已基

本无水合物存在，而此时二次水合物形成位置大约

在０．７～１．０ｍ范围内（图５ｄ—ｅ）．

３．２　钻井液密度对侵入的影响

在海洋常规油气或水合物钻井活动中，保证钻

井安全比如防止井壁失稳和井涌甚至井喷的常规做

法是增加钻井液密度，即增加井内压力．井内压力的

增加会使井内和地层水力压差变大从而影响钻井液

侵入．在同等温度和钻井液盐度条件下，模拟改变钻

井液密度到１５６０ｋｇ／ｍ
３，即侵入处压力约为１５ＭＰａ，

可以发现，钻井液密度越大，侵入越深，热量传递越

快越远，导致整体水合物分解程度越大（图６ａ），剩

余水合物量越少．而压力高时，会加快近井壁地层压

力扩散，从而消除部分水合物分解产生的孔隙压力

增加的影响．此外，压力高也会一定程度上减缓井周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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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钻井液密度侵入条件下井周地层物性径向分布规律

（ａ）不同钻井液密度条件下井周地层水合物饱和度分布（狋＝２ｈ）；（ｂ）不同钻井液密度条件下井周地层温度分布（狋＝２ｈ）；

（ｃ）不同钻井液密度条件下井周地层游离气含量分布（狋＝２ｈ）；（ｄ）不同钻井液密度条件下井周地层水盐度分布（狋＝２ｈ）．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ｄ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狋＝２ｈ）；（ｂ）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狋＝２ｈ）；

（ｃ）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狋＝２ｈ）；（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Ｃ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狋＝２ｈ）．

附近水合物分解速度，使得温度降低程度较小，而高

压力也会促使更多的分解气体重新形成水合物，因

而温度升高程度更大（图６ｂ）．高压力也会增加孔隙

水中的气体溶解量，加之更多二次水合物的形成，从

而使得地层中无游离气存在（图６ｃ）．此外，压力越

高，整体水合物分解程度越大，水合物分解稀释作用

范围越宽（图６ｄ）．因此，若钻井液温度高于水合物

相平衡稳定温度，为更好地维持井壁稳定和保证测

井准确性，应控制钻井液密度在合适范围内，而不是

越大越好，否则不仅会有压裂地层的风险，反而还会

增加井壁失稳（因水合物分解程度增加）和测井失真

（因水合物分解稀释作用）概率，最好是采用控制压

力钻井（ＭＰＤ）方式．

３．３　钻井液温度对侵入的影响

在研究钻井液侵入常规油气地层时，通常将这

一过程视为等温侵入［５５］，即忽略钻井液温度对其影

响［２３］．但是在水合物地层，由于有相变的存在，需要

考虑温度效应．模拟发现，在同等压力和钻井液盐度

条件下，当高于水合物稳定温度时，钻井液温度越高

水合物分解程度越大（图７ａ—ｂ），侵入的影响深度

越远（图７ｂ—ｃ）．钻井液侵入的驱替推挤作用使得

分解的气体和水向地层深处聚集并相应地使孔隙水

压力升高，而水合物分解吸热导致的地层降温加之

传热的滞后等因素共同作用又导致分解的气体和孔

隙水重新在地层某处形成二次水合物．二次水合物

加上原始未分解完水合物使得该区域水合物饱和度

甚至高于原位水合物饱和度，即形成一个“高饱水合

物环”（图７ｂ，图７ｄ），相应在含水量分布上存在一个

“低饱环”（图７ｃ）．钻井液与地层温差越大时，此特

征越明显，形成的二次水合物饱和度越大，环的范围

越宽．而高饱水合物的形成，也降低了地层渗透

性［５６］，阻碍了钻井液的侵入，延滞了孔隙压力扩散

（图７ｄ—ｅ），导致有更多的气体和水滞留在此区域

从而不断形成二次水合物，最终在地层中出现一个

水合物饱和度峰值（图７ｂ，侵入两小时后，此位置大

约在距井壁０．６ｍ处）．可以推测，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峰值位置和大小是不断动态迁移的．此外，温度

越高，水合物分解产生的水也越多，从而导致孔隙水

盐度降低越大，而后续高饱水合物的形成又导致孔

隙水盐度急剧升高（图７ｆ）．因此在水合物钻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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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钻井液温度侵入条件下井周地层物性径向分布规律

（ａ）不同钻井液温度条件下研究区域累积分解气量；（ｂ）不同钻井液温度条件下井周水合物饱和度分布（狋＝２ｈ）；（ｃ）不同钻井液温度条件

下井周含水量分布（狋＝２ｈ）；（ｄ）钻井液侵入过程中“高饱水合物环”形成示意图；（ｅ）不同钻井液温度下井周地层压力分布（狋＝２ｈ）；

（ｆ）不同钻井液温度条件下井周盐度分布（狋＝２ｈ）．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ａｓｆｒｏｍ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狋＝２ｈ）；（ｃ）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狋＝２ｈ）；（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狋＝２ｈ）；（ｆ）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Ｃ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狋＝２ｈ）．

应严格控制井内温度，尽可能确保钻井液低温循环．

３．４　钻井液盐含量对侵入的影响

在海洋深水油气及水合物钻井时，为改善钻井

液性能并防止水合物在井筒或防喷器处形成和聚

集，通常会考虑加入较高含量的一些无机盐处理剂

比如ＮａＣｌ和 ＫＣｌ，这些盐类属于热力学水合物形

成抑制剂，也即会有有利于水合物分解．图８ａ表明

在同等条件下，钻井液含盐越高，则钻井液侵入导致

水合物分解程度越大．原因其一是盐是热力学抑制

剂，导致水合物相平衡曲线向左迁移从而有利于分

解；其二是盐含量的增加也有利于流体传热，因为盐

的导热率通常比沉积物高３～４倍
［５７］．由此导致高

盐含量的钻井液具有更好的导热性能，热量能够更

快地在钻井液和地层之间传导．所以在图８ｂ中可以

发现水合物分解吸热导致的地层降温和二次水合物

形成放热导致的地层升温都很剧烈，曲线表现的很

陡．高盐含量的钻井液侵入同样会产生和较高钻井

液温度侵入类似的“高饱水合物环带”（图８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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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钻井液盐度侵入条件下井周地层物性径向分布规律

（ａ）不同钻井液盐含量下研究区域累积分解气量；（ｂ）不同钻井液盐含量下井周地层温度分布（狋＝２ｈ）；

（ｃ）不同钻井液盐含量下井周水合物饱和度分布（狋＝２ｈ）；（ｄ）不同钻井液盐含量下井周地层压力分布（狋＝２ｈ）．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ａｓｆｒｏｍ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狋＝２ｈ）；

（ｃ）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ｅ（狋＝２ｈ）；（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狋＝２ｈ）．

外，同样由于二次水合物的形成，延滞了钻井液侵入

过程中的压力扩散（图８ｄ），阻碍了钻井液的持续侵

入．盐度越高，这一趋势越明显．尽管水合物分解产

生的水对钻井液侵入有一定稀释作用，分解气也会

使电阻率升高，但是高盐度钻井液侵入时，仍然最大

可能还是表现为“低侵”，即在电阻率测井动态响应

特征上，表现为侧向视电阻率下降．因此，在海洋水

合物地层钻井时，应尽量选用低矿化度的钻井液体

系，即少添加会影响井周水合物稳定和测井结果的

无机盐类．

４　讨　论

上述模拟结果表明在地层物性一定条件下，影

响钻井液侵入含水合物地层的主要因素为钻井液密

度、温度、盐度和侵入时间．当钻井液温度高于地层

中水合物稳定温度时，钻井液侵入会导致井周地层

中水合物分解，而分解产生的气体被侵入的滤液驱

替推挤从而在地层中一定区域内聚集，侵入导致的

孔隙水压力增加、耦合有节流效应的水合物分解吸

热降温作用以及地层传热滞后共同导致聚集的气体

重新形成水合物．因此钻井液在含水合物地层侵入

过程中常耦合有水合物分解以及二次水合物形成，

这是与常规油气地层侵入的一个主要区别．甚至在

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二次水合物叠加原位水合物使得

该区域内水合物饱和度高于地层原始水合物饱和

度，从而在井周形成一个“高饱水合物环带”．而水合

物分解及其再形成又会反过来改变地层温度和孔隙

水压力，进而影响钻井液侵入．因此，钻井液在含水

合物地层中的侵入实际上是一个热（钻井液与地层

温度差）液（钻井液与地层水力压差导致的侵入）

化（水合物分解和再形成）相互耦合的动态过程．

事实上，上述侵入过程还应包括力学耦合．如前

所示，水合物分解会极大地降低地层力学强度［２０２１，５８］．

此外，水合物分解和钻井液侵入还会增加井周含水

量和孔隙水压力．增加的孔隙水压力通常也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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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压（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或者超孔隙压力（ｅｘｃｅｓｓ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５９６２］．根据Ｂｉｏｔ孔隙介质力学理论

［６３］，孔

隙水压力增加会相应降低地层的有效应力从而使井

周地层失稳风险增加［５８５９］．特别是对于那些松软细

粒的以泥质含量为主的海洋水合物地层，比如在南

海北部陆坡［１５］和印度大陆边缘［１６］某些水合物储层，

钻井液侵入及水合物分解产生的气侵甚至可能压裂

地层从而形成裂隙［６４６５］．因此，耦合有水合物分解的

钻井液侵入会带来比在常规油气地层更严重的井壁

失稳风险，特别是近井壁区域，如本文模拟案例中的

井周０．６５ｍ范围内．

此外，钻井液在含水合物地层侵入导致的另一

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对测井识别与解释的干扰．与

冰类似，在电阻率测井解释模型中，地层中的水合物

通常被看成不导电组分．因而当有水合物存在时，地

层电阻率将明显升高［２０，６６６７］，在电阻率测井动态响

应特征上，表现为较高的视电阻率［９，６８６９］．由于目前

水合物钻探大部分都是直接采用海水作为钻井液，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推测，当钻井液温度高于地

层中水合物相平衡温度，其侵入可能产生的“高饱水

合物环带”、水合物分解稀释作用以及分解产生的游

离气体会共同作用导致在井周可能形成一个“高视

电阻率环带”．这个高视电阻率带会使测井获得的地

层电阻率值比实际的大，从而使测井解释结果失真．

因而在用下列阿尔奇（Ａｒｃｈｉｅ）公式
［７０］或者印度尼

西亚（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方程
［７１］估算储层水合物饱和度

时，就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阿尔奇公式为

犛Ｈ ＝１－
犪犚ｗ


犿犚（ ）

狋

１／狀

， （６）

印度尼西亚方程为

１

犚槡狋

＝
犞
１－犞ｓｈ

／２
ｓｈ

犚槡 ｓｈ

－ 
犿／２

犪犚槡（ ）
ｗ

犛
狀／２
ｗ
，犛Ｈ ＝１－犛ｗ． （７）

式（６）和（７）中，犚ｗ 为地层原生水的电阻率，犪和犿

是阿尔奇常数，Φ是孔隙度，狀是饱和度指数，犚狋 是

含水合物地层电阻率，犞ｓｈ是页岩含量，犚ｓｈ是页岩电

阻率．显然在其它参数一定条件下，侵入导致的较高

地层电阻率犚狋会使得计算出的犛ｗ 偏小，也即估算

的水合物饱和度犛Ｈ 会偏大．在墨西哥湾ＪＩＰ计划水

合物钻探过程中，就发现通过测井估算的水合物饱

和度整体都比通过地震数据估算的水合物饱和度

高［７２］，我们推测导致上述水合物饱和度差异的原因

之一很可能就是钻井液侵入产生的高电阻率影响．

同样，２００６年进行的印度国家水合物勘探航次

（ＮＧＨＰ０１）中，在ＫｒｉｓｈｎａＧｏｄａｖａｒｉ盆地也发现利

用测井数据并采用常规阿尔奇公式计算得到的水合

物饱和度（≥５０％）远远高于通过压力岩心分析估算

出的水合物饱和度值（≤２６％）
［６７］．而２００７年在南

海神狐海域实施的我国首次海洋水合物钻探计划

（ＧＭＧＳ１）中，也发现浅探测电阻率值比深探测电

阻率整体上高约０．３Ωｍ．由浅至深，深、浅探测电阻

率值呈缓慢上升趋势［７３］．利用ＺＫｌ孔的相关测井数

据，采用快速阿尔奇公式和印度尼西亚方程计算出

的水合物饱和度值都高于现场孔隙水淡化分析得到

的水合物饱和度，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公式求出的饱

和度值大于５０％，而由现场孔隙水淡化分析得到的

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一般小于４８％
［７３］．除了孔隙度

误差、泥质含量计算误差以及参数犿和狀的选取误

差外，很可能还包括测井之前钻井液侵入和水合物

分解及再形成导致的地层高电阻率影响．而根据我

们的模拟结果，甚至可以推测这一误差超过了前述

３个因素．然而当钻井液盐度高于地层盐度很多时，

模拟发现钻井液侵入后地层盐度仍然升高，即表现

为低电阻率侵入，但是水合物分解和再形成则会一

定程度削弱这种影响，最终井周盐度（或矿化度）分

布实际上是钻井液盐度、水合物分解和再形成程度

的综合结果．因此，钻井液侵入和水合物分解及二次

水合物形成对水合物测井响应特征的影响很复杂，

使得测井解释难度加大．今后在用测井方法识别和

评估海洋水合物资源量时，应当考虑钻井液侵入对

测井的影响并进行适当校正．

５　结论和建议

利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开发的水合物开

采数值模拟软件Ｔ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ＡＴＥ模拟分析

了水基钻井液侵入海洋含水合物地层过程及其对井

周地层的影响，初步掌握了在过平衡钻井条件下，当

钻井液温度高于地层水合物稳定温度时钻井液侵入

含水合物地层的基本特征：

１）钻井液在含水合物地层中的侵入过程是一个

耦合相变的非等温非稳态的驱替渗流和扩散过程，

伴随有水合物分解和再形成是钻井液侵入水合物地

层与侵入常规油气地层的主要区别．在一定地层物

性条件下，钻井液侵入过程中影响井周水合物稳定

和二次水合物形成的主要因素为钻井液密度、温度

和盐度．钻井液侵入的驱替推挤、耦合节流降温效应

的水合物分解吸热以及地层传热滞后等因素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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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致分解的气体和孔隙水重新形成水合物并可能

高于原位水合物饱和度，形成一个“高饱水合物环带”．

２）在一定地层物性的条件下，“高饱水合物环

带”的出现与否主要受钻井液温度和盐度控制．而水

合物分解产生的游离气体、水合物分解稀释作用以

及 “高饱水合物环带”共同作用可能导致在井周形

成一个“高视电阻率环带”，从而使测井解释结果

失真．

３）水合物地层钻井时，为保证井壁稳定、井内安

全和测井准确，应对钻井液温度、密度、盐度和滤失

量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地层中的水合物大量分解．最

好采用控制压力钻井方式（ＭＰＤ），保持较低的正压

差，同时尽量选用低矿化度的含有适量暂堵剂的钻

井液体系，即少添加会影响测井结果和水合物稳定

的盐类，而适量加入暂堵剂则有利于降低井周地层

渗透率，降低钻井液侵入程度．钻井液循环则采取低

温快速策略，但是低温有可能导致分解溢出的游离

气重新在井内形成水合物并聚集，因此最好向钻井

液中加入水合物动力学抑制剂或防聚剂而不是盐类

等热力学抑制剂．模拟结果还表明，当钻井条件超过

水合物稳定区域时，在水合物地层即使采用随钻测

井方式也可能会不准确，因为钻井液侵入和水合物

分解很迅速，所以测井时最好停钻较长时间并采用

深侧向电阻率测井方式．

总之，钻井液是实现水合物安全钻探和储层精

确评估的关键，设计合适的钻井液体系是水合物地

层钻井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后续还需结合实际

水合物钻井情况进一步研究钻井液侵入和水合物分

解影响范围以及地层物性如渗透性、孔隙度和水合

物饱和度对耦合有水合物分解的钻井液侵入的影响

规律，从而为今后含水合物地层测井响应识别和反

演校正、井壁稳定评估以及储层伤害评价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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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跃博士对本文模型建立和理论分析的指导．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ＳｌｏａｎＥＤ．Ｃｌａｔｈｒａｔ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

犜犺犲狉犿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３，３５（１）：４１５３．

［２］　ＳｌｏａｎＥ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犖犪狋狌狉犲，２００３，４２６（６９６４）：３５３３５９．

［３］　ＭｏｏｎＣ，ＨａｗｔｉｎＲＷ，ＲｏｄｇｅｒＰＭ．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ｃｌａｔｈｒａｔ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犉犪狉犪犱犪狔

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２００７，１３６：３６７３８２．

［４］　Ｍａｋｏｇｏｎ Ｙ Ｆ．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ａ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Ｍｏｓｃｏｗ：Ｎｅｄｒａ，１９６６．

［５］　ＰａｕｌｌＣＫ，ＵｓｓｌｅｒＷ，ＢｏｒｏｗｓｋｉＷＳ，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ｒｉｃｈ

ｐｌｕｍ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犌犲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５，２３（１）：８９９２．

［６］　ＫｌａｕｄａＪＢ，ＳａｎｄｌｅｒＳＩ．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

ｈｙｄｒａｔｅｉｎｏｃｅ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犈狀犲狉犵狔牔 犉狌犲犾狊，２００５，１９（２）：

４５９４７０．

［７］　宋海斌，江为为，张文生等．天然气水合物的海洋地球物理

研究进展．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７（２）：２２４２２９．

　　　ＳｏｎｇＨ，ＪｉａｎｇＷ，ＺｈａｎｇＷ 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２，１７（２）：２２４２２９．

［８］　ＲｉｅｄｅｌＭ，Ｓｐｅｎｃｅ Ｇ Ｄ，Ｃｈａｐｍａｎ Ｎ Ｒ，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ｖ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ｓｌａｎｄ．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２００２，１０７（Ｂ９）：２２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１ＪＢ０００２６９．

［９］　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ｅｌｌｌｏ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ｕｓｅｄ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ＰａｕｌｌＣＫ，Ｄｉｌｌｏｎ

ＷＰｅ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１２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ＡＧＵ），２００１，１８９２１０．

［１０］　ＳｃｈｗａｌｅｎｂｅｒｇＫ，ＨａｅｃｋｅｌＭ，ＰｏｏｒｔＪ，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ｅｐａｒｅａ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Ｏｐｏｕａｗｅ

Ｂａｎｋ，ＨｉｋｕｒａｎｇｉＭａｒｇ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犕犪狉犻狀犲犌犲狅犾狅犵狔，

２０１０，２７２（１４）：７９８８．

［１１］　ＰａｕｌｌＣＫ，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Ｒ，ＷａｌｌａｃｅＰＪ，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ＯＤＰ，

Ｉｎｉｔ．Ｒｅｐｔｓ．，１６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Ｘ （Ｏｃｅａ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１９９６，ｄｏｉ：１０．２９７３／ｏｄｐ．ｐｒｏｃ．ｉｒ．１６４．１９９６．

［１２］　ＴｒéｈｕＡ Ｍ，ＢｏｈｒｍａｎｎＧ，ＲａｃｋＦＲ，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ＯＤＰ，

Ｉｎｉｔ．Ｒｅｐｔｓ．，２０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Ｘ （Ｏｃｅａ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０３，ｄｏｉ：１０．２９７３／ｏｄｐ．ｐｒｏｃ．ｉｒ．２０４．２００３．

［１３］　ＲｕｐｐｅｌＣ，ＢｏｓｗｅｌｌＲ，Ｊｏ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ｇｕｌｆ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ｊｏｉ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ｅｇ１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ｖｉｅｗ．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

２００８，２５（９）：８１９８２９．

［１４］　ＴｓｕｊｉＹ，ＩｓｈｉｄａＨ，Ｎａｋａｍｉｚｕ Ｍ，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ＭＩＴＩＮａｎｋａｉＴｒｏｕｇｈｗｅｌｌｓ：Ａ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４，５４（１）：

３１０．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Ｈ Ｑ，ＹａｎｇＳＸ，ＷｕＮ Ｙ，ｅｔ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ｆｉｒｓｔ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犉犻狉犲犻狀狋犺犲犐犮犲：犕犲狋犺犪狀犲犎狔犱狉犪狋犲犖犲狑狊犾犲狋狋犲狉，

２００７：６９．

［１６］　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ＲｉｅｄｅｌＭ，ＣｏｃｈｒａｎＪＲ，ｅｔａｌ．Ｉｎ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ＧＨＰ）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０１．／／Ｔｈｅ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ＣＧＨ ２００８）．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

［１７］　ＲｙｕＢＪ，ＲｉｅｄｅｌＭ，ＫｉｍＪＨ，ｅｔ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

５１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６卷　

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Ｕｌｌｅｕｎｇ 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Ｓｅａｏｆ Ｋｏｒｅａ．

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９，２６（８）：１４８３１４９８．

［１８］　Ｌｅｅ Ｍ Ｗ．Ｅｌａｓｔ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ｕ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

２００４，２１（６）：６４１６５０．

［１９］　ＢｉｒｃｈｗｏｏｄＲ，ＳｉｎｇｈＲ，Ｍｅｓｅ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Ｓｉｔｕ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ＣＧＨ ２００８）．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

［２０］　ＷｉｎｔｅｒｓＷＪ，ＷａｉｔｅＷＦ，ＭａｓｏｎＤＨ，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５６（１

３）：１２７１３５．

［２１］　Ｙｕｎ Ｔ Ｓ，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ｎａＪ Ｃ，ＲｕｐｐｅｌＣ 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ａｎｄ，ｓｉｌｔ，ａｎｄｃｌａ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０７，１１２：

Ｂ０４１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ＪＢ００４４８４．

［２２］　宁伏龙，蒋国盛，张凌等．影响含天然气水合物地层井壁稳

定的关键因素分析．石油钻探技术，２００８，３６（３）：５９６１．

　　　ＮｉｎｇＦＬ，ＪｉａｎｇＧＳ，Ｚｈ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ｗｅｌｌｂｏｒ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犇狉犻犾犾犻狀犵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３６（３）：

５９６１．

［２３］　张建华，胡启，刘振华．钻井泥浆滤液侵入储集层的理计算

模型．石油学报，１９９４，１５（４）：７３７８．

　　　ＺｈａｎｇＪＨ，ＨｕＱ，ＬｉｕＺＨ．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ｕｄ

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ｒｉｌｌｉｎｇ．犃犮狋犪

犘犲狋狉狅犾犲犻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４，１５（４）：７３７８．

［２４］　ＬｅｅＭ Ｗ，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ｅｌｌｌｏｇｓ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ｅａｔｈｌｅｙＣａｎｙｏｎ，ＧｕｌｆｏｆＭｅｘｉｃｏ．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８，２５（９）：９２４９３１．

［２５］　ＬｅｅＭ Ｗ，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Ｕｎｉｑ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ｕ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９，２６（６）：

７７５７８１．

［２６］　邓少贵，李智强，范宜仁等．斜井泥浆侵入仿真及其阵列侧

向测井响应数值模拟．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０，５３（４）：９９４

１０００．

　　　ＤｅｎｇＳＧ，ＬｉＺＱ，ＦａｎＹＲ，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ｕ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ｒｒａｙｌａｔｅｒｏｌｏ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ｄｅｖｉａｔｅｄ

ｗｅｌｌ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０；５３（４）：９９４

１０００．

［２７］　ＥｂｅｌｔｏｆｔＨ，ＹｏｕｓｉｆＭ，Ｓｏｅｒｇａｒ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犛犘犈犇狉犻犾犾犻狀犵 牔 犆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２００１，１６（１）：

１９２６．

［２８］　ＮｉｎｇＦＬ，ＷｕＮＹ，ＪｉａｎｇＧＳ，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ｕｓｅ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ｎｅ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犈狀犲狉犵犻犲狊，２０１０，３（１２）：１８６１１８７９．

［２９］　黄隆基，石玉江．含气储集层泥浆侵入的动力学特征及其对

补偿中子和补偿密度测井响应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

１９９８，４１（６）：８５６８６４．

　　　ＨｕａｎｇＬＪ，ＳｈｉＹＪ．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ｕ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ｏｎｌｏｇｓｔｏ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犃犮狋犪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８，４１（６）：８５６８６４．

［３０］　ＮｉｎｇＦ Ｌ，Ｊｉａｎｇ Ｇ Ｓ，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Ｉｎｖ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ＣＧＨ ２００８）．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

［３１］　ＮｉｎｇＦＬ，ＷｕＮ Ｙ，ＪｉａｎｇＧ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９．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０９．

［３２］　ＭｏｒｉｄｉｓＧ Ｊ，Ｋｏｗａｌｓｋｙ Ｍ Ｂ，Ｐｒｕｅｓｓ Ｋ．ＴＯＵＧＨ ＋

ＨＹＤＲＡＴＥｖ１．１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ｕａｌ：ＡＣｏｄ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０９．

［３３］　Ｍｏｒｉｄｉｓ Ｇ Ｊ， Ｋｏｗａｌｓｋｙ Ｍ Ｂ， Ｐｒｕｅｓｓ Ｋ，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ｌａｓｓ１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犛狆犲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牔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７，

１０（５）：４５８４８１．

［３４］　ＭｏｒｉｄｉｓＧＪ，ＲｅａｇａｎＭＩ，ＫｉｍＳＪ，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

ｕｌｌｅｕｎｇｂａｓｉｎ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ＥａｓｔＳｅａ．犛犘犈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０９，

１４（４）：７５９７８１．

［３５］　ＬｉＧ，ＭｏｒｉｄｉｓＧＪ，Ｚｈａｎｇ Ｋ，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ｎｅ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Ｓｈｅｎｈｕ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犈狀犲狉犵狔牔犉狌犲犾狊，２０１０，２４

（１１）：６０１８６０３３．

［３６］　ＲｕｔｑｖｉｓｔＪ，ＭｏｒｉｄｉｓＧＪ，ＧｒｏｖｅｒＴ，ｅｔａｌ．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９，６７（１２）：１１２．

［３７］　ＲｕｔｑｖｉｓｔＪ，ＧｒｏｖｅｒＴ，ＭｏｒｉｄｉｓＧＪ．Ｃｏｕｐｌ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ｅｘａｓ，２００８．

［３８］　Ｚｈａｎｇ Ｋ， Ｍｏｒｉｄｉｓ Ｇ Ｊ， Ｗｕ Ｙ Ｓ，ｅｔａｌ．Ａ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ＣＧＨ

２００８）．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

［３９］　Ｓｔｏｎｅ Ｈ．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１９７０，２２（２）：２１４２１８．

［４０］　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Ｍ Ｔ．Ａｃｌｏｓｅｄｆｏｒ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犛狅犻犾犛犮犻．

６１２



　１期 宁伏龙等：钻井液侵入海洋含水合物地层的一维数值模拟研究

犛狅犮．犃犿．犑，１９８０，４４（５）：８９２８９８．

［４１］　ＭｏｒｉｄｉｓＧＪ，ＳｅｏｌＹ，ＫｎｅａｆｓｅｙＴ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ＩＣＧＨ

２００５）．Ｔｒｏｎｄｈｅｉｍ，Ｎｏｒｗａｙ，２００５．

［４２］　ＨｙｎｄｍａｎＲＤ，ＦｏｕｃｈｅｒＪＰ，Ｙａｍ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ｓｅａ

ｂｏｔｔｏ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犈犪狉狋犺

犪狀犱犘犾犪狀犲狋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犔犲狋狋犲狉狊，１９９２，１０９（３４）：２８９３０１．

［４３］　ＭｏｒｉｄｉｓＧ 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ｍｅｔｈａｎ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ｓ．犛狅犮犻犲狋狔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

２００３，８（４）：３５９３７０．

［４４］　陈多福，王茂春，徐文新等．墨西哥湾西北陆坡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评价．海洋地质动态，２００３，１９（０１２）：１４１７．

　　　ＣｈｅｎＤ Ｆ，Ｗａｎｇ Ｍ Ｃ，Ｘｕ Ｗ Ｘ，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ｌｆ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ｌｏｐｅ．犕犪狉犻狀犲

犌犲狅犾狅犵狔犔犲狋狋犲狉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１９（０１２）：１４１７．

［４５］　ＭｉｌｋｏｖＡ Ｖ，Ｓａｓｓｅｎ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ｌｆ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ｌｏｐｅ．犕犪狉犻狀犲

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１，１７９（１２）：７１８３．

［４６］　ＭｉｌｋｏｖＡＶ，Ｓａｓｓｅｎ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Ｇｕｌｆ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ｌｏｐｅ．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３，２０（２）：１１１１２８．

［４７］　ＤＯＥ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ｕｌｆ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ｓｅｅａｌｏ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ｎｅｗｓ／ｔｅｃｈｌｉｎｅｓ／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８ＤＯ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ｔｍｌ．

［４８］　ＳａｓｓｅｎＲ，ＪｏｙｅＳ，ＳｗｅｅｔＳ 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ｉｃ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ａｓ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ｈｅｍ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Ｇｕｌｆ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ｌｏｐｅ．犗狉犵犪狀犻犮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１９９９，３０（７）：４８５４９７．

［４９］　ＸｕＷ 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犕犻狀犲狉犪犾狅犵犻狊狋，２００４，８９（８９）：１２７１１２７９．

［５０］　ＷｉｎｔｅｒｓＷＪ，ＤａｌｌｉｍｏｒｅＳＲ，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ＡＰＥＸ／ＪＮＯＣ／ＧＳＣＭａｌｌｉｋ

２Ｌ３８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ｌｌ．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 狅犳

犆犪狀犪犱犪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１９９９，５４４：９５１００．

［５１］　ＬｅｅＪ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ｂｓｃａｌｅｔｅ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ｎｄ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ｅｎｔｕｒ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１２．

［５２］　ＭｏｒｉｄｉｓＧＪ，Ｒｅａｇａｎ Ｍ Ｔ．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Ｃｌａｓｓ ２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ｅｘａｓ，２００７．

［５３］　ＳｅｏｌＹ，Ｍｙｓｈａｋ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ｙｄｒａｔ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ｏｒｅＳｃａｌ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犈狀犲狉犵狔牔犉狌犲犾狊，２０１１，２５（３）：１０９９１１１０．

［５４］　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ＰａｔｉｌＳ，Ｄａｎｄｅｋａｒ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ｇａｓ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Ｅｌｂｅｒｔ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ｓｔ Ｗｅｌｌ，Ａｌａｓｋａ ＮｏｒｔｈＳｌｏｐｅ．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 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１，２８（２）：４１９４２６．

［５５］　ＢｉｌａｒｄｏＵ，ＡｌｉｍｏｎｔｉＣ，ＣｈｉａｒａｂｅｌｌｉＡ，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ｆｉｌｔｒａｔ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ｌｌｌｏ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１９９６，１５（２４）：２５１２５９．

［５６］　ＫｏｎｎｏＹ，ＭａｓｕｄａＹ，ＴａｋｅｎａｋａＴ，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ｏｔＷａ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ＣＧＨ ２００８）．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

［５７］　ＮａｇｉｈａｒａＳ，ＢｒｏｏｋｓＪＭ，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Ｂ，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ａｔａ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ｏｉｌ，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犗犻犾

牔犌犪狊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０２，１００（２７）：４３４９．

［５８］　ＷａｉｔｅＷ Ｆ，ＫｎｅａｆｓｅｙＴＪ，ＷｉｎｔｅｒｓＷＪ，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狅犾犻犱犈犪狉狋犺，２００８，１１３：Ｂ０７１０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７ＪＢ００５３５１．

［５９］　ＸｕＷＹ，ＧｅｒｍａｎｏｖｉｃｈＬＮ．Ｅｘｃｅｓｓ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ｈａｎ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狅犾犻犱

犈犪狉狋犺，２００６，１１１：Ｂ０１１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４ＪＢ００３６００．

［６０］　ＫｗｏｎＴ Ｈ，Ｃｈｏ Ｇ Ｃ，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ｎａＪＣ．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犌犲狅狊狔狊狋犲犿狊，２００８，９：Ｑ０３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７ＧＣ００１９２０．

［６１］　ＲｕｔｑｖｉｓｔＪ， Ｍｏｒｉｄｉｓ Ｇ Ｊ．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犛狆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０９，１４（２）：２６７２８２．

［６２］　ＫｗｏｎＴＨ，ＳｏｎｇＫＩ，ＣｈｏＧＣ．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ｈｏｔ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犈狀犲狉犵狔牔犉狌犲犾狊，２０１０，２４（１０）：５４９３

５５０７．

［６３］　ＢｉｏｔＭ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狆狆犾犻犲犱犘犺狔狊犻犮狊，１９４１，１２（２）：１５５１６４．

［６４］　Ｈｏｌｔｚｍａｎ Ｒ，Ｊｕａｎｅｓ Ｒ．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ｇ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ｍｅｄｉａ．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

犈，２０１０，８２（４）：０４６３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ＰｈｙｓＲｅｖＥ．８２．

０４６３０５．

［６５］　ＨｏｌｔｚｍａｎＲ，ＪｕａｎｅｓＲ．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

ｐｏｒｅ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１１，３８：

Ｌ１４３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１ＧＬ０４７９３７．

［６６］　ＧａｂｉｔｔｏＪ，ＢａｒｒｕｆｅｔＭ．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ａｉｒｉｅＶｉｅｗＡ ＆

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

［６７］　ＬｅｅＭ Ｗ，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ｔＳｉｔｅ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Ｋｒｉｓｈｎａ

ＧｏｄａｖａｒｉＢａｓｉｎ，Ｉｎｄｉａ．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犛狅犾犻犱犈犪狉狋犺，２００９，１１４：Ｂ０７１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８ＪＢ００６２３７．

７１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６卷　

［６８］　ＣｏｌｌｅｔｔＴＳ，ＬｅｅＭ Ｗ．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ｄｏｗｎｈｏｌｅｗｅｌｌｌｏｇｓ．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０，９１２（１）：５１６４．

［６９］　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０１，１０６（Ｂ４）：６５３５

６５４８．

［７０］　ＡｒｃｈｉｅＧ Ｅ．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ｌｏｇａｓａｎａｉｄ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ｓｏｍ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

１９４２，１４６：５４６２．

［７１］　Ｐｏｕｐｏｎ Ａ，ＬｅｖｅａｕｘＪ．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ｈａｌ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犜犺犲犔狅犵犃狀犪犾狔狊狋，１９７１，１２（４）．

［７２］　ＤａｉＪＣ，ＢａｎｉｋＮ，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Ｄ，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Ｇｕｌｆ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ＰａｒｔＩＩ．

Ｍｏｄｅ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ｒｉｌｌｉｎｇ．犕犪狉犻狀犲犪狀犱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

２００８，２５（９）：８４５８５９．

［７３］　陆敬安，杨胜雄，吴能友等．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地

球物理测井评价．现代地质，２００８，２２（３）：４４７４５１．

　　　ＬｕＪＡ，ＹａｎｇＳＸ，ＷｕＮＹ，ｅｔａｌ．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ｈｅｎｈｕ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２２（３）：４４７４５１．

（本文编辑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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