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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值模型的气井现代产量递减分析及动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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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气井生产动态预测方法常采用拟稳态产能方程结合物质平衡方程来进行，由于低渗、致密储层流动很难达到拟稳态，
预测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技术已成为单井动态预测的新技术，但还停留在解析模型阶段，通常采用叠加原
理进行全程历史拟合。由于气井生产阶段产量波动大、流动阶段多，历史拟合计算周期长，解析法难以满足现场需求。针对上述问
题，以垂直压裂井为例，建立了不稳定渗流数学模型，采用混合有限元方法获得了定产降压、定压降产和变产变压等３种生产模式
的数值解。并根据定产降压解绘制了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曲线，变产变压解进行全程历史拟合以及先定产降压、后定压降产的组合
进行气井生产动态预测。模型结果与Ｔｏｐａｚｅ商用软件的计算结果一致，且数值模型的全程历史拟合速度具有明显优势，与传统生
产动态预测方法的结果对比以及现场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新模型结果准确且方法实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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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０期 孙贺东等：基于数值模型的气井现代产量递减分析及动态预测 １１９５　

　　气藏生产动态预测是气田开发管理的核心工
作，贯穿于气田开发的始终，通常采用气井拟稳态产
能方程和物质平衡方程［１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该
方法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非稳态流动阶段，适用于
中、高渗透储层。对于低渗、致密储层，非稳态流动
阶段可达到几年时间，气井现场产能测试通常很难达
到拟稳态，常规基于拟稳态产能方程的动态预测会产
生较大误差［５］。

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方法［６］是近年来油气藏工程的
研究热点之一，是进行单井、井组动态预测的新兴技
术。该方法以不稳定渗流理论为基础，以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
典型递减曲线拟合分析为代表［７］，利用油气井的日常
生产数据，首先通过产量递减特征曲线拟合获取储层
参数、计算井控储量，通过全历史压力及产量拟合来降
低分析结果的多解性，进而通过建立的生产动态模型
进行单井或井组的动态预测。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方法
自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双对数图版拟合方法开始得到广泛应
用及发展，许多学者将其扩展到不同类型储层和井型，
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分析模型［８１８］，但目前现代产量递
减分析技术还停留在解析模型阶段，采用叠加原理来
进行全历史压力及产量曲线的计算。当产量波动大、
流动阶段多时，历史拟合计算周期长，难以满足现场实
际需求。

笔者以垂直压裂气井为例，考虑定压降产、定产降
压、变产变压的生产模式，建立现代产量递减分析的数
学模型及混合有限元数值模型，求解并进行分析，旨在
提高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技术的拟合效率与生产动态预
测的可靠性。

１　垂直压裂气井不稳定渗流模型
１１　物理模型及假设条件

均质有界储层中有一口有限导流垂直压裂气井，
物理模型假设条件为：①气体在储层中的流动为单相
渗流，且满足达西定律；②气体在裂缝中的流动为一
维；考虑压裂液对储层的伤害，用矩形低渗透区来描
述，用裂缝表皮系数来衡量对储层伤害的大小（图１）；

图１　物理模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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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裂缝体积与井控体积相比非常小，裂缝渗透率远大
于储层渗透率，裂缝压力降低造成裂缝内气体体积膨
胀对整个流动的影响非常小，可忽略裂缝控制方程中
拟压力对时间的导数项；④不考虑井筒储集效应对生
产的影响；⑤渗透率、孔隙度及岩石压缩系数不随压力
变化。岩石压缩系数按照Ｎｅｗｍａｎ经验公式［１９］计算，
气体压缩系数及偏差因子采用ＤＰＲ方法［２０］计算，气
体黏度采用Ｌｅｅ方法［２１］。
１２　数学模型

储层：
犓Ｌ

μ（狆）
２Ψ
狓２＋

２Ψ
狔（ ）２－狇ｆ＝α１犆ｔ（狆）Ψ狋 （１）

　　裂缝：
犓ｆ
μ（狆）

２Ψ
犾２＋狇ｆ＝０ （２）

　　初始条件：
Ψ（狓，狔，０）＝Ψｉ （３）

　　内边界条件（生产方式）：
定产降压：

Ψ
犾Γｉｎ

＝α２狇ｓｃ犜犓ｆ犺狑ｆ （４）
　　定压降产：

Ψ狘Γｉｎ＝Ψｗ （５）
　　变产变压：

Ψ
犾Γｉｎ

＝α２狇ｓｃ（狋）犜狑ｆ犓ｆ犺　（由变产量求压力）

Ψ狘Γｉｎ＝Ψｗ（狋）　　　（由变压力求产量
烅
烄

烆 ）
（６）

　　封闭外边界：
Ψ
狀Γｏｕｔ

＝０ （７）
１３　模型求解

采用混合有限元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２２２４］：

Ω
犉ｄΩ＝Ωｍ

犉ｄΩｍ＋狑ｆ∫珚Ωｆ
犉ｄ珚Ωｆ （８）

　　将整个计算区域划分为２个部分：二维流动的储
层区域和一维流动的裂缝区域。利用Ｇａｌｅｒｋｉｎ加权
余量法分别离散储层和裂缝的控制方程，得到储层区
域二维有限元方程为：

犃犓Ｌ［犫犻犫犻＋犮犻犮犻＋α１μ（狆）犆ｔ（狆）６Δ狋犓Ｌ
］Ψ狀＋１犻 ＋

犃犓Ｌ犫犻犫犼＋犮犻犮犼＋α１μ（狆）犆ｔ（狆）１２Δ狋犓［ ］Ｌ
Ψ狀＋１犼＋

犃犓Ｌ犫犻犫犽＋犮犻犮犽＋α１μ（狆）犆ｔ（狆）１２Δ狋犓［ ］Ｌ
Ψ狀＋１犽－

犓Ｌ犔
３
Ψ狀＋１犻
狀－犓Ｌ犔６

Ψ狀＋１犼（犽）
狀＝α１μ（狆）犆ｔ（狆）６Δ狋 Ψ狀犻＋

α１μ（狆）犆ｔ（狆）
１２Δ狋 Ψ狀

犼＋α１μ（狆）犆ｔ（狆）１２Δ狋 Ψ狀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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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缝区域一维有限元方程为：
犓ｆ狑ｆ
犔Ψ狀＋１犻 －犓ｆ狑ｆ犔Ψ狀＋１

犼＋犓ｆ狑ｆΨ犻犾＝０（１０）
　　由式（９）和式（１０）建立储层区域的有限元刚度矩
阵和裂缝区域的刚度矩阵，再将两者组合成系统刚
度矩阵。根据窜流关系式，通过储层和裂缝单元叠
加消除裂缝与储层交界处的边界项，即式（９）中等式
左端第４项和第５项以及式（１０）中等式左端第３
项，具体组合方法可参照文献［２３２４］。由于气体黏
度与压缩系数是压力的函数，因此实际计算中每个
时间步根据实际地层压力来计算黏度和压缩系数，
连续地改变控制方程中黏度和压缩系数，利用Ｓｕ
ｐｅｒＬＵ线性方程组求解器求解组合成的线性方程组，
从而获得模型的解。

２　现代产量递减曲线及对比
２１　计算结果对比

假设储层渗透率为１ｍＤ，原始储层压力为３０
ＭＰａ，储层温度为１００℃，有效厚度为８ｍ，孔隙度为
１０％，圆形封闭半径为５００ｍ，天然气相对密度为
０５８，裂缝半长为１００ｍ，裂缝渗透率为１００Ｄ，裂缝宽
度为００１ｍ，裂缝表皮系数为０１，裂缝伤害区宽度为
０２ｍ，根据裂缝表皮系数计算得到伤害区的渗透率为
００３ｍＤ。分别采用本文数值计算模型与Ｔｏｐａｚｅ软
件计算该井的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曲线，并将计算结果进行对
比（图２）。从图２中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曲线计算结果对比可
知，数值模型计算结果与Ｔｏｐａｚｅ软件结果完全一致，
从而验证了本文数值模型及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图２　犅犾犪狊犻狀犵犪犿犲递减曲线计算结果对比
犉犻犵．２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犮狅犿狆犪狉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犅犾犪狊犻狀犵犪犿犲

犱犲犮犾犻狀犲犮狌狉狏犲

２２　计算速度对比
以榆林气田一口气井的生产数据分析为例，将模

型计算速度与Ｔｏｐａｚｅ软件计算速度进行对比。该井

２００２１２０６投产至２０１１０８０６，总生产时间７４６７３ｈ，
数据点数为３１６４。在同一台计算机分别采用本文数
值模型与Ｔｏｐａｚｅ软件进行拟合分析，并记录两者计算
时间。两者计算速度对比见表１所示。

表１　数值模型计算速度与犜狅狆犪狕犲软件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犪狊狋犻狀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犫犲狋狑犲犲狀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

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犜狅狆犪狕犲狊狅犳狋狑犪狉犲
方法 实际计算

时间点
网格
单元数

计算
时间／ｓ

平均单步
计算时间／ｍｓ

本文数值
模型 ３１６４ １４１８ １４８６ ４７０
Ｔｏｐａｚｅ
软件 ２７３ １６２０ ５９３４

　　　注：表格空白处表示不存在。

　　由于Ｔｏｐａｚｅ全历史拟合并非按照实际输入的时
间点数进行计算，而是将数据点抽稀后进行，本文算例
中实际计算的点数仅为２７３个。数值模型完全按照输
入点数逐步进行计算，从而使得全历史拟合的数据完
整性更好。本文算例中数值模型计算３１６４个时间
步，总需时间为１４８６ｓ，平均单步时间为４７０ｍｓ，而
Ｔｏｐａｚｅ单步计算时间为５９３４ｍｓ。数值模型计算速
度的优势明显，满足实际拟合需求。对于生产时间比
较长、数据量比较大的井例，可大幅度提高全历史拟合
效率。

３　气井生产动态预测及对比
采用先定产降压、后定压降产的生产方式进行气

井生产动态预测。假设储层渗透率为００３ｍＤ，原始
储层压力为４０ＭＰａ，储层温度为１００℃，有效厚度为
１５ｍ，孔隙度为１０％，圆形封闭半径为５００ｍ，裂缝半
长为１００ｍ，裂缝渗透率为１００Ｄ，裂缝宽度为００１ｍ，
裂缝表皮系数为０１，天然气相对密度为０５８，惯性
湍流系数为１×１０－７ｄ／ｍ３。初始配产为３×１０４ｍ３／ｄ，
后期定井底流压４ＭＰａ。根据上述参数可求取拟稳态
理论二项式产能公式：
Ψ（狆ｉ）－Ψ（狆ｗ）＝１７４１狇ｓｃ＋１０７×１０－７狇２ｓｃ

（１１）
　　常规预测方法（基于二项式产能公式与物质平衡
方程）与本文方法计算结果对比如图３所示。从图３
可以看出，常规预测方法结果偏乐观，稳产时间及累积
产量均高于本文数值计算结果［图３（ａ）］。常规方法
井底流压下降速度慢，达到定压生产的时间晚；相比井
底流压，二者储层平均压力计算的差别较小［图３（ｂ）］。
这是由于算例中储层渗透率较低，流动达到拟稳态的时
间大概需要２ａ，但常规方法初期生产即假定流动为拟
稳态流动，从而造成预测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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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本文数值模型与常规方法预测结果对比
犉犻犵．３　犆狅狀狋狉犪狊狋犻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狅犳狋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犪狀犱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犿犲狋犺狅犱狊

４　应用实例
采用本文数值模型对文献［８］提供的一口压裂井

实例进行产量递减分析及生产动态预测，产量特征曲
线拟合如图４所示，全历史压力和产量拟合及预测如
图５所示。本文数值模型的解释结果、Ｔｏｐａｚｅ软件及
原始文献解释结果的对比如表２所示。这三者的
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曲线图版拟合得均比较理想。本文数值
模型解释的结果与Ｔｏｐａｚｅ软件解释的结果非常接近，
而与原始文献解释的结果差别较大。这是由于原始文
献中的解释结果仅仅根据产量递减图版曲线拟合获
得，未进行全历史曲线拟合验证，因此多解性较强。根
据原始文献解释的结果进行全历史压力及产量数据的
计算如图５所示。由拟合效果对比可知，本文数值模
型明显好于原始文献的数据模型，这表明原始文献解
释得到的结果误差较大。由此可见，全历史曲线拟合
验证对于减小解释多解性、提高解释准确度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采用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技术在生产数据拟合的基

础上进行该井生产动态预测，假定定井底流压为３
ＭＰａ，先按当前产量进行定产生产预测，当井底流压降
至此压力后再进行定压生产预测。图５显示了预测
１ａ时间的产量及压力变化。预测结果表明，该井井底
流压很快达到预定压力，在之后１ａ时间的累积产量

图４　采用数值方法的犅犾犪狊犻狀犵犪犿犲曲线拟合
犉犻犵．４　犕犪狋犮犺犻狀犵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犅犾犪狊犻狀犵犪犿犲犮狌狉狏犲犫狔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

犿犲狋犺狅犱狊

图５　全历史产量和压力拟合及动态预测
犉犻犵．５　犜犺犲狑犺狅犾犲犮狅狌狉狊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犿犪狋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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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现代产量递减分析解释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犪狊狋犻狀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犪犱狏犪狀犮犲犱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犱犲犮犾犻狀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方法 储层渗透

率／ｍＤ
裂缝
半长／ｍ

裂缝导流能
力／（ｍＤ·ｍ）

井控
半径／ｍ

井控储量／
１０８ｍ３

文献［８］００１５００４２１ ３１６ ８４３ ０２８７
Ｔｏｐａｚｅ０００５５９８８４ ４７０ １０３０ ０４５９
数值模型０００５５４９０５ ５１０ １０７０ ０４６６

为８６８×１０４ｍ３，储层平均压力下降至１８４ＭＰａ。若
假定该井废弃产量为３０００ｍ３／ｄ，进行全生命周期产量
预测的结果表明，该井总生产时间为６３ａ，最终累积
产量为０４０４×１０８ｍ３，最终采出程度为８６７％。

５　结　论
（１）数值计算方法是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技术发展

的方向，可实现复杂储层边界、复杂井型的现代产量递
减分析，且能大幅提高现代产量递减分析全程历史拟
合效率。

（２）利用全程历史拟合建立的生产动态模型可以
进行定产降压、定压降产、变压变产３种形式的生产动
态预测。数值模型计算精度及速度均可满足实际需求。
与传统基于拟稳态产能公式及物质平衡方程所获得的
预测结果对比表明，本文数值模型计算结果更准确。

（３）全历史拟合是降低现代产量递减分析结果多
解性的有效手段。一个完整的现代产量递减分析应包
含数据评价、典型曲线拟合分析、全程历史拟合及生产
动态预测等４个主要步骤，但后２步常被忽略。

符号注释：犓Ｌ—区域渗透率，计算区域为伤害区
时犓Ｌ为伤害区渗透率，计算区域为储层时犓Ｌ为储层
渗透率，ｍＤ；μ—气体黏度，ｍＰａ·ｓ；狆—压力，ＭＰａ；
Ψ—拟压力，ＭＰａ２／（ｍＰａ·ｓ）；狓，狔—储层控制方程的坐
标方向；狇ｆ—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储层进入裂缝的流体
体积，１／ｄ；α１—量纲换算系数，其值为２８１５；—有效孔
隙度；犆ｔ—综合压缩系数，１／ＭＰａ；狋—测试时间，ｈ；狋ｃ—
物质平衡时间，ｈ；犓ｆ—裂缝渗透率，ｍＤ；犾—裂缝控制方
程的坐标方向；Ψｉ—初始拟压力，ＭＰａ２／（ｍＰａ·ｓ）；Γｉｎ—
内边界；α２—量纲换算系数，其值为０００４０５；狇ｓｃ—标
准状况下气体产量，ｍ３／ｄ；犜—储层温度，Ｋ；犺—储层
有效厚度，ｍ；狑ｆ—裂缝宽度，ｍ；Ψｗ—井底拟压力，
ＭＰａ２／（ｍＰａ·ｓ）；Ψ狀—沿Γ单位外法线方向狀的方向
导数；Γｏｕｔ—外边界；Ω—整个流动区域；Ωｍ—储层流动
区域；珚Ωｆ—裂缝流动区域；犃—三角形网格面积，ｍ２；犫，
犮—有限元单元系数；犻，犼，犽—三角形网格结点序号；

Δ狋—时间步长，ｈ；犔—裂缝一维网格长度，ｍ；狇ｄ—规整
化产量，ｍ３·（ｍＰａ·ｓ）／（ｄ·ＭＰａ２）；狇ｄｉ—规整化产量积
分，ｍ３·（ｍＰａ·ｓ）／（ｄ·ＭＰａ２）；狇ｄｉｄ—规整化产量积分导
数，ｍ３·（ｍＰａ·ｓ）／（ｄ·ＭＰａ２）；犉—流体流动方程；上标狀
表示时间步序号。

参考文献

［１］　孙志道，王晓云，王荷美，等．封闭性无水气藏动态预测模型［Ｊ］．
天然气工业，１９８３，３（３）：４４５０．
ＳＵＮＺｈｉｄａｏ，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ｎ，ＷＡＮＧＨｅｍｅｉ，ｅｔ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ｆｒｅｅｂｏｕｎｄｅ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９８３，３（３）：４４５０．

［２］　卢晓敏，何晓东．气藏动态预测物质平衡法研究［Ｊ］．天然气勘探
与开发，１９９９，２２（３）：２９３９．
Ｌ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ＨＥ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２２（３）：２９３９．

［３］　疏壮志，杜志敏，刘建仪，等．气井生产动态预测方法研究［Ｊ］．天
然气工业，２００４，２４（８）：７８８１．
ＳＨＵ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ＤＵＺｈｉｍｉｎ，ＬＩＵＪｉａｎｙｉ，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ｇａｓｗｅｌｌ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２００４，２４（８）：７８８１．

［４］　史海东，王晖，郭春秋，等．异常高压气藏采气速度与稳产期定量关
系———以阿姆河右岸ＢＰ气田为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５）：
６００６０５．
ＳＨ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ｉ，ＧＵＯＣｈｕｎｑｉｕ，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ａ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Ｐ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ＡｍｕＤａｒｙ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６（５）：６００６０５．

［５］　孙贺东．具有补给的气藏物质平衡方程及动态预测［Ｊ］．石油学
报，２０１１，３２（４）：６８３６８６．
ＳＵＮＨｅｄｏｎｇ．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１，３２（４）：６８３６８６．

［６］　孙贺东．油气井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方法及应用［Ｍ］．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ＳＵＮＨｅｄｏ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７］　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ＴＡ，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ＪＬ，ＬＥＥＷＪ．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Ｒ］．ＳＰＥ１８７９９，
１９８９．

［８］　ＰＲＡＴＩＫＮＯＨ，ＲＵＳＨＩＮＧＪＡ，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ＴＡ．Ｄｅｃｌｉｎｅ
ｃｕｒ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ｓ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ｗｅｌｌｓ［Ｒ］．ＳＰＥ８４２８７，
２００３．

［９］　韩永新．低渗致密气藏气井动态分析研究［Ｄ］．北京：中国地质大
学，２００６．
ＨＡＮＹｏｎｇｘ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ａｓｗｅｌ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ｌｏｗ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ｉｇｈｔ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

［１０］　ＭＡＲＨＡＥＮＤＲＡＪＡＮＡＴ，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ＴＡ．Ｄｅｃｌｉｎｅｃｕｒ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ｈａｖ



　第１０期 孙贺东等：基于数值模型的气井现代产量递减分析及动态预测 １１９９　

ｉｏｒ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ｗｅｌ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ｙｓｔｅｍ［Ｒ］．ＳＰＥ７１５１７，２００１．
［１１］　ＳＨＩＨＭＹ，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ＴＡ．Ｄｅｃｌｉｎｅｃｕｒ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

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Ｒ］．ＳＰＥ２９５７２，１９９５．
［１２］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ＣＲ，ＪＯＲＤＡＮＣＬ，ＩＬＫＤ，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ＢＭｗｅｌｌｓ［Ｒ］．ＳＰＥ１２５９２９，
２００９．

［１３］　ＺＡＲＥＥＮＥＪＡＤＭＨ，ＧＨＡＮＡＶＡＴＩＭ，ＡＳＬＡ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ｕｓ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ｄｅｃｌｉｎｅｍｏｄ
ｅｌｓ，ａｆｉｅｌ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２（４）：４１８４２５．

［１４］　ＮＯＢＡＫＨＴＭ，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ＣＲ，ＫＡＶＩＡＮＩＤ．Ｎｅｗ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１０：９９１１２．

［１５］　魏明强，段永刚，方全堂，等．基于物质平衡修正的页岩气藏压裂
水平井产量递减分析方法［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４）：５０８５１５．
ＷＥＩＭ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ＤＵＡＮ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ＦＡＮＧＱｕａｎ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ｉｎ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Ｊ］．Ａｃ
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７（４）：５０８５１５．

［１６］　孙贺东，朱忠谦，施英，等．现代产量递减分析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图版制
作之纠错［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７１７７．
ＳＵＮＨｅｄｏｎｇ，ＺＨＵＺ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ＳＨＩ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
Ｂｌａｓｉｎｇａｍｅ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ｐｌｏｔｔ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７１７７．

［１７］　陈元千，唐玮．广义递减模型的建立及应用［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６，
３７（１１）：１４１０１４１３．
ＣＨＥＮＹｕａｎｑｉａｎ，ＴＡＮＧＷｅｉ．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７（１１）：

１４１０１４１３．
［１８］　王永祥，段晓文，徐小林，等．ＳＥＣ准则油气证实储量判别标准与

评估方法［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９）：１１３７１１４４．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ＵＡＮＸｉａｏｗｅｎ，ＸＵＸｉａｏｌ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ｄｒｅ
ｓｅ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ＵＳ．ＳＥ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６，３７（９）：１１３７１１４４．

［１９］　ＮＥＷＭＡＮＧＨ．Ｐｏ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ｆｒｉａ
ｂｌｅａｎｄｕ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２５（２）：１２９１３４．

［２０］　ＤＲＡＮＣＨＵＫＰＭ，ＰＵＲＶＩＳＲ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ＤＢ．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ａｎｄＫａｔｚ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７３．

［２１］　ＬＥＥＡＬ，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ＭＨ，ＥＡＫＩＮＢＥ．Ｔｈ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６，１８（８）：９９７１０００．

［２２］　欧阳伟平，刘曰武．射孔完井参数对试井理论曲线的影响［Ｊ］．石
油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３）：５２８５３４．
ＯＵＹＡＮＧＷｅｉｐｉｎｇ，ＬＩＵＹｕｅｗｕ．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ｅ
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ｗｅｌｌｔｅｓｔｔｙｐｅｃｕｒｖｅｓ［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３，３４（３）：５２８５３４．

［２３］　ＷＡＮＹｉｚｈａｏ，ＬＩＵＹｕｅｗｕ，ＯＵＹＡＮＧＷｅ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ｕ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３７（５）：６１１６２６．

［２４］　ＷＡＮＹｉｚｈａｏ，ＬＩＵＹｕｅｗｕ，ＬＩＵＷｅｎ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ｃｏｍ
ｐｌｅｘ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２（４）：６４０６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９　改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编辑　王培玺


）

（上接第１１９３页）
［１４］　ＳＨＴＥＰＡＮＩＥ，ＮＯＬＬＬＡ，ＥＬＲＯＤＬＷ，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ｌａｎｄ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ＳＰ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
１３（２）：３５９３６４．

［１５］　ＵＬＥＲＹＪＰ，ＨＹＭＡＮＤＭ．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９１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Ｔｕｓｃａｌｏｏｓａ，Ａｌａ
ｂａｍａ：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１９９１：１３１７．

［１６］　魏强，晏波，肖贤明．页岩气解吸方法研究进展［Ｊ］．天然气地球
科学，２０１５，２６（９）：１６５７１６６５．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ＹＡＮＢｏ，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６（９）：１６５７１６６５．

［１７］　俞凌杰，范明，陈红宇，等．富有机质页岩高温高压重量法等温吸

附实验［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５）：５５７５６３．
ＹＵＬｉｎｇｊｉｅ，ＦＡＮ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ｄ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３６（５）：５５７５６３．

［１８］　左罗，王玉普，熊伟，等．页岩含气量计算新方法［Ｊ］．石油学报，
２０１５，３６（４）：４６９４７４．
ＺＵＯＬｕｏ，ＷＡＮＧＹｕｐｕ，ＸＩ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６（４）：
４６９４７４．

［１９］　ＭＵＲＡＴＡＫ，ＫＡＮＥＫＯＫ．Ｎａｎｏｒ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ｌａｙｅｒｕｐｏｎ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ａｓ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０，３２１（５／６）：３４２３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改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编辑　王培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