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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稠油非牛顿性质的蒸汽吞吐产能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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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常规油不同，当达到某特定温度时，稠油呈现牛顿流体状态，而在该温度值以下时，稠油呈现非牛顿流体状态，即存在启动
压力梯度。经典的解析模型将蒸汽吞吐分为热区与冷区２个部分，热区温度为蒸汽温度，冷区温度为原始地层温度。然而在实际
过程中，热区到冷区的温度是一个非等温的渐变过程，不会存在热区与冷区的边界处的突变现象。而且在生产过程中，稠油在不同
区域呈现牛顿流体与非牛顿流体２种状态，不同区域的稠油渗流方程不同。针对这种情况，基于ＭａｒｘＬ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方程，对蒸汽吞
吐的解析模型进行了改进。在注入阶段，考虑了热区非等温分布的特征；在生产阶段，考虑了稠油牛顿流体区与非牛顿流体区的渗
流耦合。模型应用结果表明，该模型更加接近实际生产情况，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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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吞吐广泛应用于陆地及海上稠油热采［１８］。
首先蒸汽能够显著降低稠油的黏度［９１０］；其次，蒸汽吞
吐操作简单，安全性高［１１］，而且蒸汽吞吐能够有效促
进井间热连通，从而成为蒸汽驱等后续开发方式的先

导方式［１２１３］。
许多学者提出了关于蒸汽吞吐的解析模型。Ｍａ

ｒｘＬ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１４］最先提出了预测注蒸汽过程中地层
加热及顶底盖层热损失的模型，该模型可以求出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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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积。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假设该热区为圆柱形，因此得到
了蒸汽吞吐的加热半径。ＭａｎｄｌＶｏｌｅｋ模型［１６］基于
ＭａｒｘＬ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模型提出了临界时间的概念，有效
提高了模型的精确性。现有模型［１４１７］均对预测蒸汽吞
吐的产能有重要意义。但是以上模型假设地层被分为
冷区和热区。热区的温度是蒸汽温度犜ｓ，冷区的温度
为原始地层温度犜ｒ。由于地层温度的降低是一个渐
变过程，并不是一个突变过程，因此该假设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为了改善该模型的局限性，李春兰
等［１８１９］、郑舰等［２０］分别假设热区内的温度为线性下
降与指数下降，对热区的温度进行了重新定义，但是
未考虑蒸汽的干度及潜热问题；何聪鸽等［２１］所建立
的模型考虑了蒸汽的干度及潜热，但是没有考虑稠
油在低温下的非牛顿特性，因此上述模型与实际情
况均有偏差，使得计算不够准确。根据上述情况，笔
者考虑蒸汽的干度及潜热，对蒸汽吞吐过程中地层的
加热情况进行深入描述；并且考虑稠油的非牛顿特性，
对稠油的牛顿流体区及非牛顿流体区的渗流特征进行
了耦合，建立了产能模型。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模型假设

由于蒸汽具有潜热，因此热区的温度在一定区域
内保持饱和蒸汽温度犜ｓ，然后向外扩展逐渐降低至原
始地层温度犜ｒ。为了简化模型，并使模型更加合理，
对该模型作如下假设：

（１）在注汽阶段，该模型分为潜热区、显热区及
未加热区。在潜热区中，地层温度为饱和蒸汽温度
犜ｓ；在显热区中，地层温度随半径的增加而线性下
降，从犜ｓ线性降低至原始地层温度犜ｒ［１８，２１］；在未加
热区中，地层温度为原始地层温度。每一个区域均
为圆柱形。

（２）在焖井及生产阶段，该模型分为牛顿流体区与
非牛顿流体区。在牛顿流体区，渗流遵循达西定律；在
非牛顿流体区，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稠油渗流存在启
动压力梯度，满足宾汉流体的渗流规律［２２２７］。

（３）在生产阶段，注入的蒸汽将转变为热水，而热
水分布于牛顿流体区内。在非牛顿流体区，含水饱和
度为地层的初始含水饱和度。由上述假设可以看出，
牛顿流体区为两相流，非牛顿流体区为单相流。

（４）每个周期的注入参数与生产参数均相同。
１２　注蒸汽周期

在注蒸汽周期，蒸汽加热区域被划分为３个不同
的区域，分别为潜热区、显热区及未加热区。区域划分
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潜热区、显热区及未加热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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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潜热区半径
潜热区内温度恒定，为蒸汽温度犜ｓ。由Ｍａｒｘ

Ｌ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公式可以得到能量守恒方程：
犻ｓ狓犺ｓ＝２∫狋０λｓ（犜ｓ－犜ｒ）πα槡ｓ

·ｄ犃ｄδ＋

犕ｒ犺（犜ｓ－犜ｒ）ｄ犃ｄ狋 （１）
　　由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得到潜热区面积：

犃（狋）ｓ＝犻ｓ狓犺ｓ犕ｒ犺αｓ４λ２ｓ（犜ｓ－犜ｒ）·

ｅ狋Ｄｅｒｆｃ（狋槡Ｄ）＋２狋Ｄ槡π－［ ］１ （２）

其中，狋Ｄ＝４λ２ｓ
犕２ｒ犺２αｓ狋ｉｎｊ。

因此潜热区的半径为：

狉ｓ＝ 犻ｓ狓犺ｓ犕ｒ犺αｓ
４λ２ｓπ（犜ｓ－犜ｒ槡 ）·

ｅ狋Ｄｅｒｆｃ（狋槡Ｄ）＋２狋Ｄ槡π－［ ］１１
２ （３）

１２２　显热区半径
由于假设显热区的温度随半径的扩展线性下降，

因此温度分布为：
犜（狉）＝犜ｓ－犜ｒ狉ｓ－狉ｈ狉＋

犜ｒ狉ｓ－犜ｓ狉ｈ
狉ｓ－狉ｈ （４）

因此该区域的能量守恒方程为：
犻ｓ犆ｗ（犜ｓ－犜ｒ）＝２∫狋０λｓ［犜（狉）－犜ｒ］παｓ（狋－δ槡 ）·

ｄ犃
ｄδ＋

　　　　　　犕ｒ犺［犜（狉）－犜ｒ］ｄ犃ｄ狋 （５）
　　同样利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由式（５）可以得到显热区
的半径：

狉ｈ＝１２－狉ｓ＋狉２ｓ＋４２狉２ｓ＋ ３犆
π（犜ｓ－犜ｒ［ ］｛ ｝）｛ ｝１２

（６）



８６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第３８卷　

　　式（６）中犆的表达式为：
犆＝１

４λ２ｓ［犻ｓ犆ｗ（犜ｓ－犜ｒ）犕ｒ犺αｓ］·
［ｅ狋Ｄｅｒｆｃ（狋槡Ｄ）＋２狋Ｄ／槡π－１］ （７）

１２３　地层压力
当地层中注入热流体时，由于地层中流体体积的

增加及地层的热膨胀，地层中的压力会增加。因此注
入蒸汽后，地层中的压力为：
　狆ｅ１＝狆ｅ＋ 犌ｉ犅ｗ

１０００犖犅ｏ犆ｅ＋
犖ｏｈ（犜ｎａｖｇ－犜ｒ）βｅ
１０００犖犆ｅ 　（８）

１３　焖井及生产阶段
１３１　焖井阶段

由假设可知，该阶段地层被分为２个区域，牛顿流
体区与非牛顿流体区，如图２所示。

图２　牛顿流体区与非牛顿流体区分布
犉犻犵．２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犖犲狑狋狅狀犻犪狀犳犾狌犻犱狕狅狀犲犪狀犱狀狅狀犖犲狑狋狅狀犻犪狀

犳犾狌犻犱狕狅狀犲

　　（１）牛顿流体区与非牛顿流体区的边界
根据热区温度线性分布的假设，可以得到油藏中

牛顿流体区的半径：
狉ｎ＝狉ｈ－（狉ｈ－狉ｓ）（犜ｎａｖｇ－犜ｒ）犜ｓ－犜ｒ （９）

　　（２）牛顿流体区与非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
由图２所示，利用加权平均值得到牛顿流体区的平

均温度。根据上述假设，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为：
犜ｎａｖｇ＝［犜ｓ狉２ｓ＋２３

犜ｓ－犜ｒ
狉ｓ－狉ｈ（狉

３ｎ－狉３ｓ）＋
犜ｒ狉ｓ－犜ｓ狉ｈ
狉ｓ－狉ｈ （狉２ｎ－狉２ｓ）］／狉２ｎ （１０）

　　同理，非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为：

犜ｎｏｎａｖｇ＝
２
３
犜ｓ－犜ｒ
狉ｓ－狉ｈ（狉

３ｈ－狉３ｎ）
狉２ｅ－狉２ｎ ＋

犜ｒ狉ｓ－犜ｓ狉ｈ
狉ｓ－狉ｈ （狉２ｈ－狉２ｎ）
狉２ｅ－狉２ｎ ＋犜ｒ（狉

２ｅ－狉２ｈ）
狉２ｅ－狉２ｎ （１１）

　　（３）牛顿流体区内相对渗透率
根据所作的假设，注入蒸汽冷凝为热水，分布于牛

顿流体区内。在注入蒸汽后，牛顿流体区内的含水饱
和度为：

犛ｗ１＝犛ｗ＋２４犻ｓ狋ｉｎｊ
１０００π狉２ｎ犺

（１２）
因此牛顿流体区内的含油饱和度为：

犛ｏ１＝１－犛ｗ１ （１３）
　　结合区块的油水相渗曲线，可得到在式（１２）及式（１３）
条件下的油、水相对渗透率。
１３２　生产阶段

（１）产能公式
在牛顿流体区域利用达西公式计算产量，因此渗

流方程为：
狏ｎｏ＝犓犓ｒｏ

μｏｈ·
ｄ狆
ｄ狉 （１４）

狏ｗ＝犓犓ｒｗ

μｗ·
ｄ狆
ｄ狉 （１５）

则牛顿流体区内流体的渗流速度为：
狏＝狏ｎｏ＋狏ｗ＝犓犓ｒｏ

μｏｈ＋
犓犓ｒｗ

μ（ ）ｗ
·ｄ狆ｄ狉（１６）

　　通过达西定律，能够得到：
犙ｗ＋犙ｏ
２π狉犺＝犓犓ｒｏ

μｏｈ＋
犓犓ｒｗ

μ（ ）ｗ
·ｄ狆ｄ狉 （１７）

　　对式（１７）积分，能够得到牛顿流体边界处的压力：
狆ｎ＝ 犙ｗ＋犙ｏ

２π狉犺犓犓ｒｏ

μｏｈ＋
犓犓ｒｗ

μ（ ）ｗ

·

ｌｎ（狉ｎ／狉ｗ）＋狆ｗｆ （１８）
　　由于非牛顿流体区域内为单相原油渗流，而该区
域内的水为束缚水，因此由非牛顿流体区的渗流方程
可以得出边界处的压力为：

狆ｎ＝狆ｅ－μｏｃ犙ｎｏｎ２π犓犺ｌｎ（狉ｅ／狉ｎ）＋λ（狉ｅ－狉ｎ［ ］）（１９）
　　由边界处的流动连续性可得：

犙ｎｏｎ＝犙ｗ＋犙ｏ （２０）
联立式（１８）、式（１９），得到水、油的产能方程：

犙ｗ＝（２π犓犓ｒｗ犺／μｗ）·
狆ｅ－狆ｗｆ－λ（狉ｅ－狉ｎ）

ｌｎ（狉ｎ／狉ｗ）＋犓ｒｏ
μｏｈ＋

犓ｒｗ
μ（ ）ｗμｏｃｌｎ（狉ｅ／狉ｎ）

（２１）

犙ｏ＝（２π犓犓ｒｏ犺／μｏｈ）·
狆ｅ－狆ｗｆ－λ（狉ｅ－狉ｎ）

ｌｎ（狉ｎ／狉ｗ）＋犓ｒｏ
μｏｈ＋

犓ｒｗ
μ（ ）ｗμｏｃｌｎ（狉ｅ／狉ｎ）

（２２）

　　（２）地层压力
当地层的原油及水被采出后，地层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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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ｅ１′＝狆ｅ′－犙ｗ犅ｗ＋犙ｏ犅ｏ１０００犖犅ｏ犆ｅ－
犖ｏｈ（犜ｎａｖｇ－犜ｒ）βｅ
１０００犖犆ｅ （２３）

　　（３）饱和度
当水从地层中产出，牛顿流体区内的含水饱和度为：

犛ｗ２＝犛ｗ１－犙ｗ
π狉２ｎ犺

（２４）

　　含油饱和度为：
犛ｏ２＝１－犛ｗ２ （２５）

　　（４）各区域的平均温度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热流体的产出及顶底盖层热

损失均会降低热区的平均温度。在生产过程中，牛顿
流体区的温度降低，半径会减小。由ＢｏｂｅｒｇＬａｎｔｚ模
型可以得到，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为：

犜ｎａｖｇ（狀）＝犜ｒ＋［犜ｎａｖｇ（狀－１）－犜ｒ］·
　　　　［犜ｒＤ１·犜ｚＤ（１－ξ１）－ξ１］ （２６）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热量会持续散失。在这个过
程中，牛顿流体区域不断缩小，牛顿流体区域的温度不
断降低。由能量守恒方程可以得到：

犕ｒ［犜ｎａｖｇ（狀）－犜ｎａｖｇ（狀－１）］π狉２ｎ（狀－１）犺＝　　　　
　　　　犕ｒ［犜′ｎａｖｇ（狀）－犜ｎａｖｇ（狀－１）］π狉２ｎ（狀）犺（２７）

其中，犜′ｎａｖｇ（狀）为考虑生产过程中牛顿流体区体积变化
后的牛顿流体区平均温度，其表达式为：
犜′ｎａｖｇ（狀）＝犜ｎａｖｇ（狀－１）＋［犜ｎａｖｇ（狀）－犜ｎａｖｇ（狀－１）］·狉

２ｎ（狀－１）
狉２ｎ（狀）
（２８）

其中，狉ｎ（狀）为第狀个时间步条件下的牛顿流体区的半
径。由温度的线性分布，得到狉ｎ（狀）的表达式为：

狉ｎ（狀）＝犜ｎａｖｇ（狀）
犜ｎａｖｇ（狀－１）·狉ｎ（狀－１） （２９）

　　由式（２８）可以看出，犜ｎａｖｇ（狀－１）＜犜′ｎａｖｇ（狀）＜犜ｎａｖｇ（狀），
即当考虑了牛顿流体区半径的减小这一过程后，所得
到的第狀个时间步下牛顿流体区新的平均温度
犜′ｎａｖｇ（狀）低于第狀－１个时间步下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
度犜ｎａｖｇ（狀－１），但是略高于未考虑牛顿流体区半径减小
过程中的平均温度犜ｎａｖｇ（狀）。

与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推导相似，非牛顿流体
区的平均温度为：

犜ｎｏｎａｖｇ（狀）＝犜ｒ＋［犜ｎｏｎａｖｇ（狀－１）－犜ｒ］·　
　　　［犜ｒＤ２·犜ｚＤ（１－ξ２）－ξ２］ （３０）

　　（５）生产后的地层余热
进行下一轮蒸汽吞吐周期之前，地层中会有上一

轮蒸汽吞吐后的余热。对于多轮次蒸汽吞吐的模型，
预测下一个周期的生产需要加上前一个周期的余热。
因此蒸汽吞吐的余热公式为：

犙ｒ（狀－１）＝犕狉π狉２ｎ（狀－１）犺［犜ｎａｖｇ（狀－１）－犜ｒ］＋
犕ｒπ［狉２ｈ（狀－１）－狉２ｎ（狀－１）］犺［犜ｎｏｎａｖｇ（狀－１）－犜ｒ］（３１）

２　求解方法及算法流程
模型求解步骤为：
①给模型赋初值，输入地层参数、注入蒸汽参

数、注入周期数犖３、每周期生产天数犖４及原油的物
性参数。

②利用式（３）及式（６）计算注蒸汽第１周期第１天
生产的潜热半径、显热半径，利用式（８）—式（１３）计算
地层压力及牛顿流体区的参数。

③利用式（２１）及式（２２）计算产量，利用式（２３）—
式（２５）计算生产后牛顿区的参数，利用式（２８）及式（３０）
计算牛顿流体区及非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

④判断生产天数是否小于初始值犖４，如果是，重
复步骤①—③，直至生产天数满足等于犖４为止。

⑤利用式（３１）计算地层余热，然后重复步骤①—
④，计算以后每个周期的生产特征，直到周期数为犖３
为止。

３　实例验证
３１　不考虑非牛顿特性模型

由于该模型中的λ代表启动压力梯度，即非牛顿
流体的渗流特征。而现阶段常用的数值模拟软件
ＣＭＧ中将稠油考虑为牛顿流体，因此在验证模型与
数值模拟软件的吻合性时，令模型中的λ＝０，从而验
证该模型的正确性。模型及数值模拟的参数如表１所
示，其注采参数及生产时间如表２所示。
　　当忽略启动压力梯度的因素时，模型与ＣＭＧ数
值模拟计算的压力、产油速率及累积产油量的对比见
图３—图５。
　　通过上述验证，可以得到当所提出的模型中忽略
启动压力梯度λ时，其计算结果与ＣＭＧ结果接近，因
此在牛顿流体范畴，所建立的模型合理。

表１　模型及数值模拟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犪狀犱

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地层及流体参数 数值
油藏渗透率／ｍＤ ２１００

孔隙度 ０３１５
初始地层含水饱和度 ０２５

井径／ｍ ０１
水的密度／（ｋｇ·ｍ－３） １０００
原油密度／（ｋｇ·ｍ－３） ９７０
驱替半径／ｍ １００

初始地层压力／ＭＰａ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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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蒸汽吞吐注采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狔犮犾犻犮狊狋犲犪犿

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参　数 第１周期第２周期第３周期

蒸汽注入速率／（ｍ３·ｄ－１）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注入时间／ｄ １０ １０ １０
焖井时间／ｄ ５ ５ ５
蒸汽干度 ０６ ０６ ０６
生产时间／ｄ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图３　地层压力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犉犻犵．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狋狑狅

犿犲狋犺狅犱狊

图４　产油速率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犉犻犵．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狋狑狅

犿犲狋犺狅犱狊

图５　累积产油量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犉犻犵．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

狋狑狅犿犲狋犺狅犱狊

３２　考虑非牛顿特性模型
由于启动压力梯度存在于稠油的渗流过程中，当启

动压力梯度较为明显时，该作用对注采参数的影响不能

忽略。以辽河油田Ｍ区块为例，对该模型进行验证。
辽河油田Ｍ区块为稠油区块，其地质参数、注采

参数如表３所示，在数值模拟及解析模型计算中采用
现场实际地质参数。

表３　现场地质及注采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狅犳狋犺犲犳犻犲犾犱
参数 取值

平均渗透率／ｍＤ ２１００
平均孔隙度 ０３１５

初始油藏温度／℃ ４０
平均油藏厚度／ｍ １０
蒸汽干度 ０６
蒸汽温度／℃ ２４５

蒸汽注入体积／ｍ３ ２５００
原油密度／（ｋｇ·ｍ－３） ９７０

井距／ｍ １００
井径／ｍ ０１

　　研究表明，普通稠油的启动压力梯度一般小于
００１ＭＰａ／ｍ［２８２９］。结合文献中启动压力梯度的实验
数据［３０３２］，稠油的启动压力梯度定为０００５ＭＰａ／ｍ。
表４为本文模型平均产油速率计算结果与ＣＭＧ
ＳＴＡＲＳ模块计算结果及现场生产结果的对比。
表４　现场区块、数值模拟及解析模型的平均产油速率计算

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犳犻犲犾犱犱犪狋犪，

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

周期
平均产油速率／（ｍ３·ｄ－１）

ＣＭＧＳＴＡＲＳ
模块计算结果

本文模型
计算结果

现场
生产结果

第１周期 １１８５ ９３１ ９５
第２周期 ８９３ ７９５ ７７
第３周期 ７７２ ６５５ ６３

　　由表４可以看出，ＣＭＧＳＴＡＲＳ模块计算的结果
均高于现场实际的生产结果，而本文的解析模型所计
算的结果与现场结果相差不大。可以证明，该稠油在
渗流的过程中，启动压力梯度实际存在。由于ＣＭＧ
ＳＴＡＲＳ模块没有考虑启动压力梯度的影响，因此其
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

４　结　论
（１）建立了一个考虑稠油非牛顿渗流性质的模

型。该模型分为注汽与生产２个过程进行考虑。在注
汽周期，模型被分为潜热区、显热区及未加热区；在生
产周期，模型被分为非牛顿流体区与牛顿流体区。在
该模型中，非牛顿流体区考虑了启动压力梯度对产能
的影响，推导了蒸汽吞吐加热过程及考虑启动压力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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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生产预测模型。
（２）通过对该模型的验证可知，当模型忽略启动

压力梯度的影响时，模型计算结果与ＣＭＧＳＴＡＲＳ模
块的计算结果接近，证明当稠油被考虑为牛顿流体时，
该模型是适用的。当模型考虑启动压力梯度的影响
时，该模型的计算结果比ＣＭＧＳＴＡＲＳ的计算结果更
接近现场实际，因此当稠油在低温条件下被考虑为非
牛顿流体时，该模型是适用的，可以用来预测实际油田
的生产过程。

符号注释：犻ｓ—蒸汽的注入速率，ｋｇ／ｈ；狓—蒸汽干
度；犺ｓ—饱和蒸汽焓，ｋＪ／ｋｇ；犺—油藏的厚度，ｍ；αｓ—顶底
盖层热扩散系数，ｍ２／ｈ；λｓ—岩石导热系数，ｋＪ／（ｈ·ｍ２）；
狋ｉｎｊ—注蒸汽时间，ｄ；犕ｒ—地层岩石的热容，ｋＪ／（ｍ３·℃）；
犜ｒ—原始地层温度，℃；犜ｓ—饱和蒸汽温度，℃；δ—加
热面积扩展前缘对应的时间，ｓ；狉ｓ—潜热区半径，ｍ；
狉ｈ—显热区半径，ｍ；狉ｅ—蒸汽吞吐的泄油半径，ｍ；
犆ｗ—水的热容，Ｊ／（ｋｇ·℃）；狆ｅ—注入蒸汽之前的地层
压力，ＭＰａ；犖—地层中流体的储量，ｍ３；犌ｉ—注入地层
中蒸汽体积，ｍ３；犅ｗ—水的体积系数；犅ｏ—原油的体积
系数；犆ｅ—综合压缩系数，ＭＰａ－１；βｅ—综合热膨胀系
数，１／℃；犖ｏｈ—热区的原油储量，ｍ３；犜ｎａｖｇ—牛顿流体
区的平均温度，℃；犜ｎｏｎａｖｇ—非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
度，℃；狉ｎ—牛顿流体区的半径，ｍ；犛ｗ—注蒸汽之前牛
顿流体区内的含水饱和度；犛ｗ１—注蒸汽之后牛顿流体
区内的含水饱和度；—油藏地层孔隙度；犓—地层的
渗透率，ｍＤ；犓ｒｏ—油相相对渗透率；犓ｒｗ—水相相对渗
透率；μｏｈ—牛顿流体区原油平均黏度，ｍＰａ·ｓ；μｏｃ—非
牛顿流体区原油平均黏度，ｍＰａ·ｓ；μｗ—水的黏度，
ｍＰａ·ｓ；狆ｗｆ—井底流压，ＭＰａ；狆ｎ—牛顿流体区与非牛
顿流体区交界处的压力，ＭＰａ；λ—稠油在非牛顿流体
状态下的启动压力梯度，ＭＰａ／ｍ；犙ｗ、犙ｏ—分别为产水
量、产油量，ｍ３／ｄ；犙ｎｏｎ—非牛顿区产油量，ｍ３／ｄ；狆′ｅ—
生产之前的地层压力，ＭＰａ；狆′ｅ１—生产之后的地层压力，
ＭＰａ；犛ｗ２—开始生产后牛顿流体区内的含水饱和度；
犛ｏ２—开始生产后牛顿流体区内的含油饱和度；犜ｒＤ１、
犜ｒＤ２—分别为牛顿区和非牛顿区径向热损失导致温度下
降的百分数；ξ１—牛顿流体区带出热量的修正系数；
犜ｎａｖｇ（狀）—第狀个时间步内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度，℃；
犜′ｎａｖｇ（狀）—考虑生产过程中牛顿流体区体积变化后的牛顿
流体区平均温度，℃；犙ｒ（狀－１）—第狀－１个周期后地层余
热，Ｊ；犜ｎｏｎａｖｇ（狀）—第狀个时间步下非牛顿流体区的平均温
度，℃；狉ｈ（狀－１）、狉ｎ（狀－１）—分别为第狀－１个时间步内显热区
及牛顿流体区的半径，ｍ；ξ２—非牛顿流体区带出热量的
修正系数；犃（狋）ｓ—潜热区面积，ｍ２；狉—加热半径，ｍ；

狆ｅ１—注入蒸汽后地层压力，ＭＰａ；犛ｏ１—牛顿流体区的
含油饱和度；狏—牛顿流体区的流体渗流速度，ｍ／ｓ；
狏ｎｏ—非牛顿流体区的油相渗流速度，ｍ／ｓ；狏ｗ—水相渗
流速度，ｍ／ｓ；犜ｚＤ—垂向热损失导致温度下降的百分
数；犖３—注入周期数；犖４—每周期生产天数，ｄ。

参考文献

［１］　ＦＡＲＯＵＱＡｌｉＳＭ，ＪＯＮＥＳＪＡ，ＭＥＬＤＡＵＲ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ｈｅａｖｙ
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Ｃａｌｇａ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ｇａｒ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２］　ＢＯＢＥＲＧＴ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８８．

［３］　ＸＵＷ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ＨＡＮ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ｎｓｔｅａｍ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ｌｕｉｄｓｆｏ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Ｒ］．ＳＰＥ１６５３８３，２０１３．

［４］　杜殿发，姚军，刘立支．边水稠油油藏水驱后蒸汽吞吐方案设计
［Ｊ］．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２４（２）：４４４６．
ＤＵＤｉａｎｆａ，ＹＡＯＪｕｎ，ＬＩＵＬｉｚｈｉ．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ｅａｍｓｏａｋｆｏｒｈｅａｖｙ
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ｆｔｅｒ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４（２）：４４４６．

［５］　陈月明．注蒸汽热力采油［Ｍ］．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８６１２５．
ＣＨＥＮＹｕｅｍ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ｓｔｅａ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Ｍ］．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８６１２５．

［６］　吴正彬，庞占喜，刘慧卿，等．稠油油藏高温凝胶改善蒸汽驱开发
效果可视化实验［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１）：１４２１１４２６．
ＷＵＺｈｅｎｇｂｉｎ，ＰＡＮＧＺｈａｎｘｉ，ＬＩＵＨｕｉ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ｅｌ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ｅａｍ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ｉｎ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６（１１）：１４２１１４２６．

［７］　江航，许强辉，马德胜，等．注空气开采过程中稠油结焦量影响因
素［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０３０１０３６．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ｇ，ＸＵＱｉａｎｇｈｕｉ，ＭＡＤｅ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ｏｆｃｏｋ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ｂｙａｉｒｉｎｊｅｃ
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７（８）：１０３０１０３６．

［８］　李萍，刘志龙，邹剑，等．渤海旅大２７２油田蒸汽吞吐先导试验注
采工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２）：２４２２４７．
ＬＩＰｉｎｇ，ＬＩＵＺｈｉｌｏｎｇ，ＺＯＵ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ｐｉｌｏｔｔｅｓｔｏｎｓｔｅａｍｈｕｆｆｐｕｆｆｉｎ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ＬＤ２７２，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７（２）：２４２２４７．

［９］　曹嫣镔，刘冬青，王善堂，等．中深层稠油油藏化学辅助蒸汽驱三
维物理模拟与应用［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４）：７３９７４４．
ＣＡＯＹａｎｂｉｎ，ＬＩＵＤｏｎｇ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ｔｓｔｅａｍ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ｄｅｅｐ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５（４）：７３９７４４．

［１０］　ＨＯ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ＵＫａ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ｃｙｃｌｉｃｓｔｅａｍ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ｉｎ
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８４：３６３３７０．

［１１］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ＬＩＺｈａｏｍｉｎ，ＷＡＮＧＨｏｕｙｕ，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ｆｌｕｅｇａｓａｎｄｆｏａｍ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ｓｔｅａｍｈｕｆｆａｎｄｐｕｆｆ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９０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第３８卷　

ｗｅｌｌ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Ｒ］．ＳＰＥ
１７０１０５，２０１４．

［１２］　ＡＮＪｉｕｑｕａｎ，ＪＩＬｉ，ＨＵＡＪｉａｎｇ．Ｓｔｅａｍｆｌｏｏｄ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ｍｉｄｄｅｅｐ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Ｑｉ４０ＢｌｏｃｋｉｎＬｉａｏ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Ｒ］．
ＳＰＥ１０４４０３，２００６．

［１３］　张兆祥，刘慧卿，杨阳，等．稠油油藏蒸汽驱评价新方法［Ｊ］．石油
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４）：７３３７３８．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Ｈｕｉ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ｔｅａｍ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ｆｏｒ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５（４）：７３３７３８．

［１４］　ＭＡＲＸＪＷ，Ｌ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ＲＨ．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ｙｈｏｔｆｌｕ
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ＳＰＥ１２６６，１９５９．

［１５］　ＷＩＬＬＭＡＮＢＴ，ＶＡＬＬＥＲＯＹＶＶ，ＲＵＮＢＥＲＧＧＷ，ｅｔａｌ．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ｙｓｔｅａ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１，１３（７）：６８１６９０．

［１６］　ＭＡＮＤＬＧ，ＶＯＬＥＫＣ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ｔｅａｍｄｒ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９，９（１）：
５９７９．

［１７］　ＤＯＵＨｏｎｇ＇ｅ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ｗｅｎ，ＹＵＪｕｎ，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ｙｈｕｆｆ
‘ｎ’ｐｕｆｆ［Ｒ］．ＳＰＥ１０６２３４，２００７．

［１８］　李春兰，杨炳秀．稠油蒸汽吞吐开采非等温渗流产量预测模型
［Ｊ］．石油钻采工艺，２００３，２５（５）：８９９０．
ＬＩＣｈｕｎｌａｎ，ＹＡＮＧＢｉｎｇｘｉｕ．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ｙｃｌｉｃｓｔｅａｍ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ｌｏｗ
［Ｊ］．Ｏｉ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５（５）：８９９０．

［１９］　李春兰，程林松．稠油蒸汽吞吐加热半径动态计算方法［Ｊ］．新疆
石油地质，１９９８，１９（３）：２４７２４９．
ＬＩＣｈｕｎｌａ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ｓｏｎｇ．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ｕｓｉｎｓｔｅａｍ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ｃｏｕ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１９（３）：２４７２４９．

［２０］　郑舰，陈更新，刘鹏程．一种新型蒸汽吞吐产能预测解析模型
［Ｊ］．石油天然气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５）：１１１１１４．
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ｅｎｇｘｉｎ，ＬＩＵ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ｎｅｗ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ａｍｓｏａ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ｉｌ
ａｎｄＧａ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５）：１１１１１４．

［２１］　何聪鸽，穆龙新，许安著，等．稠油油藏蒸汽吞吐加热半径及产能
预测新模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２）：１５６４１５７０．
ＨＥＣｏｎｇｇｅ，ＭＵＬｏｎｇｘｉｎ，ＸＵＡｎｚｈｕ，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ｅａｍ
ｓｏａｋｉｎｇｈ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ｕ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６（１２）：１５６４１５７０．

［２２］　ＷＵＹｕｓｈｕ．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ａｎｄＮｅｗｔｏｎｉ
ａｎ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９０．
［２３］　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ｊｕｎ，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ＩＶＡＮ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ａｏｙｕａｎｆｉｅｌｄ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５０（２）：８３１０１．

［２４］　ＰＲＡＤＡＡ，ＣＩＶＡＮＦ．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ｒｃｙ＇ｓｌ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９，２２（４）：２３７２４０．

［２５］　ＤＯ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ＬＩＵＨｕｉ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ｉｎ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１）：
４３５３．

［２６］　ＬＩＵＨ，ＷＡＮＧＪ，ＸＩＥＹ，ｅｔａｌ．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ｏｉ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Ｊ］．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ｒｔＡ：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２０１１，３４（４）：３４７３５９．

［２７］　ＳＯＣＨＩＴ．Ｐｏｒｅ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ｆｌｏｗｉｎ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Ｄ］．Ｌｏｎｄｏ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７．

［２８］　许家峰．考虑启动压力梯度普通稠油渗流规律研究［Ｄ］．北京：中
国石油大学，２００７．
ＸＵＪｉａｆｅｎｇ．Ｔｈｅｓｅｅｐａｇｅｌａｗ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ｏｆ
ＴＰＧ［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２００７．

［２９］　许家峰，程林松，李春兰，等．普通稠油油藏启动压力梯度求解方
法与应用［Ｊ］．特种油气藏，２００６，１３（４）：５３５７．
ＸＵＪｉａ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ｓｏ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ｌ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ｖｙ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２００６，１３（４）：５３５７．

［３０］　蒋明，许震芳．齐４０块稠油流变特性实验研究［Ｊ］．断块油气田，
１９９７，４（６）：１９２２．
Ｊ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ＸＵＺｈｅｎｆａ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ｆｏｒＢｌｏｃｋＱｉ４０［Ｊ］．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Ｏｉｌ＆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７，４（６）：１９２２．

［３１］　张金亮，王为民，申龙涉，等．辽河油田超稠油流变特性的试验研
究［Ｊ］．油气田地面工程，２００６，２５（７）：１１．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ＳＨＥＮＬｏｎｇｓｈｅ，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ｉｎＬｉａｏｈｅ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Ｊ］．Ｏｉｌ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５（７）：１１．

［３２］　张凯，李阳，王琳娜，等．稠油流变特性实验研究［Ｊ］．油气地质与
采收率，２００７，１４（５）：９１９４．
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ＬＩ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ｎｎａ，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０７，１４（５）：９１９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改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４　编辑　王培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