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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洞型油藏的离散缝洞网络流动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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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油藏渗流理论在描述缝洞型油藏流动机理上存在的困难，基于缝洞型油藏储层的特点，提出了离散缝洞网络流动

数学模型。该模型将缝洞型油藏划分为岩块系统、裂缝系统和溶洞系统；其中裂缝和溶洞嵌套于岩块中，并相互连接成网络；岩块

和裂缝系统视为渗流区域，溶洞系统视为自由流动区域。详细阐述了模型的基本原理，推导了相应的有限元数值计算格式，通过算

例验证了其正确性。算例分析结果表明，离散缝洞网络流动数学模型能够正确地描述出缝洞型油藏的流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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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洞型碳酸盐岩油气藏属于非常规油气藏，其储

量规模较大，可形成大规模油气藏［１］。此类油藏的主

要储集空间以构造变形产生的裂缝和岩溶作用形成的

孔、缝、洞为主，其中大裂缝和大溶洞的存在是其主要

特点［２３］。缝洞型油藏中的流体流动，既有多孔介质渗

流又有大空间的自由流动，是一个复杂的耦合流动，现

有的油藏渗流理论已不能有效地描述其流动特征［４７］，

主要原因是连续性假设与实际不符。为此笔者针对缝

洞型碳酸盐岩油藏的储层特点提出了离散缝洞网络流

动数学模型，旨在真实地描述该类油藏的流动特征。

１　储层特征及离散缝洞网络模型的提出

１１　储层特征

由于成岩及其后生作用、构造断裂作用和溶蚀等

作用对储层影响的不同，缝洞型碳酸盐岩储层与碎屑

岩储层以及一般裂缝性碳酸盐岩储层在储集空间形

态、分布和产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主要特征如下：

（１）储集空间形态多样，包括孔隙、裂缝和溶洞。

其中孔隙是指三向空间尺度相近，且均小于２ｍｍ的

空隙，其成因和类型较多，孔隙度低，渗透性差。溶洞

是指三向空间尺度相近，且均不小于２ｍｍ的空隙，溶

洞可在岩心上完整识别，是重要的储集空间。裂缝则

是指三向空间尺度相差悬殊，其中一向很小另外两向

很大的空隙，其比值小于１／１０；裂缝是储层中最常见

的地质构造，在岩心和露头普遍存在；裂缝能有效地把

溶洞储集空间连接起来，形成主要的储渗空间。

（２）储集空间大小相差悬殊。空间尺度从几微米

到几十米跨越了多个数量级，具有强烈的非均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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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给出了裂缝和溶洞尺度的大小分布及其地质成

因。

（３）溶蚀孔洞和裂缝充填现象严重。大量的测井

和岩心资料证实，受后期构造运动影响，溶蚀孔洞和裂

缝充填现象比较严重，包括砂、泥质等机械充填和硅

质、方解石等化学充填，这些充填加剧了储层的非均质

性。

表１　裂缝、溶洞分类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狋犲犵狅狉狔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狏狌犵

形态 分类 直径或开度／μｍ 地质作用

洞

大溶洞 ＞５×１０５

中溶洞 ７１×１０４～５×１０５

小溶洞 ７２×１０３～１×１０４

溶蚀

缝

构造溶蚀缝 大小不等 构造溶蚀

构造缝 ＜１ 构造

层间缝 １０～２００ 沉积

压溶缝 几微米 沉积成岩

１２　离散缝洞网络模型的提出

上述特征表明缝洞型油藏实际上为一巨大的离散

缝洞网络空间。其中的流动既有渗流又有大空间自由

流动，是一个复杂的耦合流动系统。应用现有的渗流

理论来研究此类油藏的流动机理存在较大困难。为

此，笔者提出了离散缝洞网络流动数学模型，旨在描述

缝洞型油藏中的真实流动以适应该类油藏研究的需

要。

ＤＦＶＮ模型将缝洞型油藏划分为岩块系统（包括

基岩、微裂缝和微小溶洞）、裂缝系统和溶洞系统；其中

裂缝和溶洞嵌套于岩块中，并相互连接成网络；岩块和

裂缝系统视为渗流区域，溶洞系统视为自由流动区域。

２　ＤＦＶＮ流动数学模型

２１　流动模式分析

２１１　岩块和裂缝系统

岩块系统包含基岩、微裂缝（开度＜１００μｍ）以及

微小溶洞（最大直径＜１０
４

μｍ）３种孔隙空间，具有一

定的储集和渗透能力，其流动模式为典型的多孔介质

渗流。裂缝系统是指开度大于１００μｍ的大裂缝所组

成的裂缝网络系统，裂缝中的流动模型可简化为平行

板层流模型，通过流量等效，可写为Ｄａｒｃｙ方程形式，

其流动模式仍可视为渗流。因此，岩块系统和裂缝系

统均为渗流区域，其运动方程符合Ｄａｒｃｙ定律，即

－μ（犓ｌ）
－１·〈犞〉犾－

Δ

〈狆〉＋ρ犳＝０ （１）

式中：μ为流体黏度，Ｐａ·ｓ；犓犾 为渗透率，ｍ
２；对于岩

块犾＝ｍ，对于裂缝犾＝ｆ；〈狏〉犾为渗流速度，ｍ／ｓ；〈狆〉为

多孔介质表征单元体中的平均压力，Ｐａ；ρ为流体密

度，ｋｇ／ｍ
３；犳为单位质量力，ｍ／ｓ

２。

２１２　溶洞系统

溶洞的空间尺度较大，均达到厘米级以上，基本在

米级，其流动模式为黏性流体的自由流动，为简单起见

本文仅考虑牛顿流体，其运动方程如下

μ

Δ

２
ν－

Δ

狆＋ρ犳＝ρ
ｄν
ｄ狋

（２）

式中：ν为流体真实速度，ｍ／ｓ；狆为流体压力，Ｐａ。

２１３　两种运动模式的统一

由于式（１）和式（２）的微分算子阶数存在差异，同

时变量的物理意义也不尽相同；导致两者的耦合存在

很大困难［８１０］。为此，笔者提出了两种流动模式的统

一方程，通过选择合适的参数及特征尺度可使该方程

简化为Ｄａｒｃｙ方程或ＮＳ方程，这样避免了耦合边界

条件的引入，降低了问题的复杂性；同时方程中可考虑

溶洞的充填，趋于实际。统一方程表达式为

　－μ（犓犾）
－１·ν＋犅μ



Δ

２
ν－

Δ

狆＋ρ犳＝犅ρ
ｄν
ｄ狋
　（３）

式中：为溶洞内蕴孔隙度；对于岩块和裂缝犅＝０，对

于溶洞犅＝１；对于无充填溶洞犓ｖ趋于无穷大。

２２　数学模型

考虑等温过程的单相流动，结合连续性方程和上

述统一流动模式方程可得到ＤＦＶＮ模型的控制微分

方程（ＣＥＱ）为

－μ（犓犾）
－１·υ＋犅μ



Δ

２
ν－

Δ

狆＋ρ犳＝犅ρ
ｄυ
ｄ狋

（ρ）

狋
＋

Δ

·（ρυ）＝

烅

烄

烆
０

（４）

初始条件为：

υ（狓，０）＝υ０（狓），狆（狓，０）＝狆０（狓） （５）

第一类边界Γ１ 上的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为

υ狘Γ１ ＝υ
，狆狘Γ１ ＝狆

，狀·σ＝犜或σ犻犼狀犼 ＝犜犻

σ犻犼 ＝－狆δ犻犼＋２μ犲犻犼

犲犻犼 ＝ （１２
ν１

狓犼
＋
狏犼
狓
）

犻

（６）

第二类边界Γ２ 上的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条件为

狏（狓，狋）

狀 狘Γ２

＝狇（狓，狋） （７）

式中：σ为溶洞系统中黏性流体的应力张量。在渗流

区域与自由流动区域交界面处自动满足连续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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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模型简化及假定

为研究方便，需对缝洞的几何形态进行一定的简

化。假定单条裂缝和单个溶洞都具有规则的几何形

状。对于二维问题：裂缝为不同迹长、开度和倾角的直

线段，溶洞简化为椭圆或多边形；对于三维问题：裂缝

简化为Ｂａｅｃｈｅｒ圆盘或 Ｖｅｎｅｚｉａｎｏ多边形，而溶洞则

简化为椭球体或多面体。则控制微分方程式（４）在整

个研究区域上的积分表达式为

∫Ω

ＣＥＱｄΩ＝∑∫（Ω犿
）
犻

ＣＥＱ犱（Ω犿）犻＋

∑∫（Ωｆ
）犼
犆犈犗ｄ（Ωｆ）犼＋

∑∫（Ωｖ
）
犽

ＣＥＱｄ（Ωｖ）犽 （８）

　　按照上述的简化后，其积分表达式可表达如下

∫Ω

ＣＥＱｄΩ＝∑∫（Ω犿
）
犻

ＣＥＱ犱（Ω犿）犻＋

∑犪
犼∫（Ωｆ

）犼
ＣＥＯｄ（Ωｆ）犼＋

∑∫（Ωｖ
）
犽

ＣＥＱｄ（Ωｖ）犽 （９）

式中：犪犼表示第犼条裂缝的开度。

上述简化使裂缝的维数降低了，其本质是假设物

理量沿裂缝开度方向不变，因此问题的复杂度降低，同

时计算量也大大减少。

３　ＤＦＶＮ有限元数值格式

４１　渗流区域

对于渗流区域，由式（１）可知压力和速度间呈线性

关系，此时问题变化为压力单变量问题的求解。在典

型单元上压力狆可近似为

狆≈∑
犿

犻＝１

Φ犻狆犻 ＝Φ犾狆
犲 （１０）

式中：犿为单元节点数；Φ犾为压力形函数，犾＝ｍ，ｆ；狆
犲

为单元节点压力。

把式（１０）代入式（４）的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等效积分弱形

式，可得到渗流区域的有限元计算格式［１１］，写成矩阵

形式为

犆犘
·

＋犇犘 ＝犉 （１１）

其中：

狆
·

＝
狆
狋

犆＝∑
犲

犆犲ｍ＋∑
犲

犆犲ｆ

犇＝∑
犲

犇犲ｍ＋∑
犲

犇犲ｆ

犉＝∑
犲

犉犲ｍ＋∑
犲

犉犲ｆ

犆犲ｍ＝∫Ω
犲
ｍ

ｍ犆ＬΦ
犜
ｍΦｍｄΩ

犲
ｍ

犆犲ｆ＝犪
犲

∫Ω
犲
ｍ

ｆ犆ＬΦ
Ｔ
ｆｄΩ

犲
ｆ

犇犲ｍ ＝∫Ω
犲 （
ｍ

Φ
Ｔ
ｍ

狓

犓狓

μ

Φｍ

狓
＋
Φ

Ｔ
ｍ

狔

犓狔

μ

Φｍ


）

狔
ｄΩ

犲
ｍ

犓ｍ ＝
犓狓　　０

０　　犓
［ ］

狔

犇犲ｆ＝犪
犲

∫Ω
犲
ｍ

犓ｆ

μ

Φ
Ｔ
ｆ

犔
Φｆ

犔
ｄΩ犲ｍ

犉犲ｆ＝－犪
犲

∫Ω
犲
ｍ

犽ｆ

μ

Φ
Ｔ
ｆ

犔ρ
犳ｄΩ

犲
ｆ

犉犲ｍ ＝ －∫Ω
犲 （
ｍ

Φ
Ｔ
ｍ

狓

犓狓

μ
ρ犳＋

Φ
Ｔ
ｍ

狔

犓狔

μ
ρ ）犳 ｄΩ犲ｍ－

∫Γ犲２Φ
Ｔ
ｍ狇ｄΓ

犲
２

式中：为孔隙度；犆Ｌ 为流体压缩系数；犔为裂缝延

伸方向；上标犲表示单元。

４２　自由流动区域

对于自由流动区域，由于压力和速度为非线性关

系，因此在求解时均作为变量处理。由于式（４）中速度

导数比压力导数低一阶，因此在取插值函数时，其阶数

也应不同，以达到较好的计算精度；而压力近似函数与

渗流区域相同；速度近似函数为

狌≈∑
狀

犻＝１

犖犻狌犻 ＝犖狌
犲 （１２）

狌≈∑
狀

犻＝１

犖犻狑犻 ＝犖狑
犲 （１３）

式中：狀（＞犿）为速度场单元节点数；犖 为形函数；狌
犲 为

狓方向速度单元节点向量；狑
犲 为狔方向速度单元节点

向量。

把式（１０）、式（１２）和式（１３）代入式（４）的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等效积分弱形式可得到自由流动区域的有限元计算格

式，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犆狌狌 ０ ０

０ 犆狑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狌
·

狑
·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０

＋

犇狌狌 犇狌狑 犇狌狆

犇狑狌 犇狑狑 犇狑狆

犇狆狌 犇狆狑

熿

燀

燄

燅０

狌

狑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犘

＝

犉狌

犉狑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０

（１４）

其中

犆犻犻 ＝∑
犲

犆犲犻犻　狌
·
＝
狌

狋
　狑

·
＝
狑

狋

犇犻犼 ＝∑
犲

犇犲犻犼　犉犻＝∑
犲

犉犲犻

犆犲狌狌＝犆
犲
狑狑＝∫Ω

犲
ｖ

ρ


犖犜犖ｄΩ

犲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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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犲狌狌 ＝∫Ω
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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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Ｔ犖ｄ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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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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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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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
ｄΩｖ

犇犲狑狑 ＝∫Ω
犲
ｖ

μ
犓ｖ

犖
Ｔ
犖ｄΩ

犲
ｖ＋∫Ω

犲
ｖ

２μ


犖
Ｔ

狓
犖

狓
ｄΩ

犲
ｖ＋

∫Ω
犲
ｖ

μ


犖
Ｔ

狓
犖

狔
ｄΩ

犲
ｖ

犉犲狌 ＝∫Γ犲１
犖Ｔ犜狓ｄΓ

犲
１＋∫Ω

犲
ｖ

犖Ｔ

ρ犳狓ｄΩ
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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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犲ｖ＝∫Γ犲１
犖Ｔ犜狔ｄΓ

犲
１＋∫Ω

犲
１

犖Ｔ

ρ犳狔ｄΩ
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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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犻，犼＝狌，狑，狆；犳狓、犳狔 为单位体积力分量。

式（１４）和式（１１）通过引入交界面处压力和速度的

连续性条件即可形成ＤＦＶＮ模型的有限元计算格式。

对两方程采用相同的时间离散格式，笔者采用向后差

分格式，可得到最终的有限元计算格式。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本文方法验证

在此将引入耦合边界条件的方法统称为两域法，

把本文的方法称为单域法。验证模型采用经典的

Ｂｅａｖｅｒｓ和Ｊｏｓｅｐｈ实验模型，如图１所示。模型中的

流动为充分发展的层流，狆０＝０５Ｐａ，狆ｂ＝００Ｐａ，犫＝

０５ｍ，犺＝犎＝０１ｍ，两个区域的压力梯度为１０Ｐａ／

ｍ，各向同性多孔介质的渗透率犓 为１×１０－６ｍ２。在

有限元计算时，采用二次三边形单元，在交界面处网格

予以加密。

图１　耦合流动系统

犉犻犵．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狅犳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犳犾狅狑狊狔狊狋犲犿

　　图２表明本文方法与传统的两域法所得的速度分

布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在应用

两域法时，多孔介质中应用Ｂｒｉｎｋｍａｎ方程，自由流动

区域应用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交界面采用速度连续而应力跳

跃条件；有关两域法的详细内容可参考文献［１２］。

图２　本文数值解与两域法解析解的比较

犉犻犵．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狑犻狋犺狋狑狅犱狅犿犪犻狀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犪狀犱狋犺犲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

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

４２　犇犉犞犖算例分析

封闭边界ＤＦＶＮ模型如图３所示；各向同性均质

岩块的渗透率犓ｍ
为５×１０－３μｍ

２，孔隙度为０１；图中

黑色粗线表示大裂缝，其开度犪为１０００μｍ，无充填；

黑色细线表示小裂缝，其开度犪为２００μｍ，无充填；裂

缝渗透率犓ｆ为犪
２／１２；溶洞均无充填犓ｖ为∞；流体密

度ρ为８００ｋｇ／ｍ
３，黏度μ为１０ｍＰａ·ｓ，流体的压缩系

数犆Ｌ 为１０×１０
－１０ＭＰａ－１；油藏初始压力狆０ 为４０

ＭＰａ，定压生产井井底压力狆ｗ 为２０ＭＰａ。计算时，渗

流区域中的压力单元为２阶，溶洞系统中的速度单元

为４阶，压力单元为２阶。采用三角网格对区域进行

图３　犇犉犞犖算例模型示意图

犉犻犵．３　狊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狅犳犇犉犞犖狊犪犿狆犾犲犿狅犱犲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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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分，在裂缝与溶洞交汇点以及生产井处予以网格加

密。

图４为不同时刻的压力分布，可以看到两口井对

油藏的影响程度有着显著的区别：与缝洞网络相连通

的井是油藏压力系统的主控因素，油藏中的流体通过

缝洞网络迅速流向该井，其产量远高于岩块系统中的

井。图５为８６４０ｓ时的速度分布，图中白色箭头表示

相对较小流速，红色箭头代表较大流速。从图４和图

５可看到，由于缝洞的存在导致了油藏强烈非均质性，

其中的流动非常混乱，但其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缝洞

网络中的流速远大于岩块系统，在溶洞与裂缝的交汇

处达到最大；流体主要经由缝洞网络系统流向生产井。

图４　不同时刻压力分布图

犉犻犵．４　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

图５　不同时刻速度分布

犉犻犵．５　犞犲犾狅犮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从上述算例可看到，ＤＦＶＮ模型能够有效地描述

出缝洞型油藏中的基本流动特征：①在生产中，缝洞网

络系统的压力下降明显，而岩块系统中的压力下降相

对较慢；流动主要发生在缝洞网络中。②溶洞中的压

力传播很快，在短时间内即可形成一等势体，因此在任

意时刻溶洞中的压力处于同一水平。③当井不与缝洞

网络连通时，缝洞网络对油藏开发动态的影响是有限

的；但当井筒与缝洞网络连通时，油藏的开发动态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其开发动态与常规油藏有很大区别，表

现为初期产量高，稳定期较长，地层压力变化快。

６　结　论

（１）针对缝洞型油藏储层的特点，提出了离散缝

洞网络流动数学模型，阐述了 ＤＦＶＮ模型的基本原

理，并建立了相应的有限元数值计算格式通过经典模

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实例分析结果表明，

ＤＦＶＮ模型能够有效地描述出缝洞型油藏的基本流

动特征，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模型。

（２）由 ＤＦＶＮ 模拟结果可知，在实际油藏开发

中，裂缝和溶洞的识别及其连通性描述对于缝洞型油

藏尤为重要，是提高此类油藏开发水平的关键因素；同

时该类油藏的地层压力变化快，呈现很强的非均质性，

应及时给地层补给能量。

参 考 文 献

［１］　赵敏，康志宏，刘杰．缝洞型碳酸盐岩储集层建模与应用［Ｊ］．新

疆石油地质，２００８，２９（３）：３１８３２０．

ＺｈａｏＭｉｎ，ＫａｎｇＺｈｉｈｏ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ｖｕｇｇ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

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９（３）：３１８３２０．

［２］　刘中春，李江龙，吕成远，等缝洞型油藏储集空间类型对油井

含水率影响的实验研究［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７１２７４．

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Ｃｈｕｎ，ＬｉＪ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Ｌü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ｐａｃｅｔｙｐｅ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ｕｔｏｆｗｅｌｌｓｉｎ

ｋａｒｓｔ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７１２７４．

［３］　张希明，杨坚，杨秋来，等塔河缝洞型碳酸盐岩油藏描述及储

量评估技术［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１）：１３１８．

ＺｈａｎｇＸ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Ｑｉｕｌａ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ｉｑｕｅｆｏ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ａｖｅｔｙｐｅＣａｒ

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Ｔａ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ｅ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

２５（１）：１３１８．

［４］　ＷｕＹｕｓｈｕ，ＱｉｎＧｕａｎ，ＥｗｉｎｇＲ，ｅｔａｌ．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ａｐ



２０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０年　第３１卷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ｖｕｇｇ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Ｒ］．ＳＰＥ１０４１７３，２００６．

［５］　ＫａｎｇＺ，ＷｕＹｕｓｈｕ，ＬｉＪ，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ｉｎｎａｔｕ

ｒａｌｌｙｖｕｇｇｙ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Ｒ］．ＳＰＥ１０２３５６，２００６．

［６］　ＷｕＹｕｓｈ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ＣＥ，Ｑｉｎ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Ａｔｒｉｐ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ｖｕｇｇｙ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ＳＰＥ

１１００４４，２００７．

［７］　姚军，王子胜．缝洞型碳酸盐岩油藏试井解释理论与方法［Ｍ］．

山东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Ｙａｏｊｕｎ，ＷａｎｇＺｉｓｈ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ｗｅｌｌｔｅｓｔ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Ｍ］．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ｙ

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８］　ＯＴＡＰＩＡＪ，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Ｓ．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ｌｕｉｄＩ：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Ｊ．Ｈｅａｔ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５，３８（１４）：

２６３５２６４６．

［９］　ＯＴＡＰＩＡＪ，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Ｓ．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ｌｕｉｄＩＩ：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Ｊ．Ｈｅａｔ 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９５，

３８（１４）：２６４７２６５５．

［１０］　ＰｏｐｏｖｅＰ，ＢｉＬｉｎｆｅｎｇ，ＥｆｅｎｄｉｅｖＹ，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

ｓｃａ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ｖｕｇｇ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Ｒ］．ＳＰＥ１０５３７８，２００７．

［１１］　署恒木，仝兴华．工程有限单元法［Ｍ］．山东东营：石油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ＳｈｕＨｅｎｇｍｕ，Ｔｏ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ａ．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Ｍ］．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１２］　ＤｅｎｇＣ，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ＤＭ．Ｖｉｓｃｏｕｓｆｌｏｗｉｎ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ａ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ｗｉｔｈｗａｌｌｓｕ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６０：３２９３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１３　改回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２０　编辑　黄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