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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煤层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对于缓解能源紧张、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煤层气合采可以提高煤层气的采收率和经济效益，是煤层气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

研究基于排采初期生产特征的煤层气合采地质条件，对于指导煤层气合采实践、优
化开发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煤层气合采地质
条件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目前，煤层气合采地质条件
研究主要集中在煤层气储层
特征、合采层位组合、开发

工艺等方面。

随着煤层气开发实践的不断深
入，煤层气合采地质条件研究
将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和综合效

益评估。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基于排采初期生产特征的煤层气合采地质条件分析，包括煤

层气储层特征、合采层位组合、开发工艺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

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

法，对煤层气合采地质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同时，结

合现场实践数据和经验，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和优化。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与方法



02 煤层气合采地质条件概述



煤层气藏类型及特征

煤层气藏类型

根据煤层厚度、渗透率、含气量等因

素，煤层气藏可分为高煤阶煤层气藏、

中煤阶煤层气藏和低煤阶煤层气藏。

煤层气藏特征
不同煤阶的煤层气藏具有不同的特征，

如高煤阶煤层气藏通常具有高含气量、

低渗透率的特点，而低煤阶煤层气藏

则相反。



煤层厚度与分布

合采区域内煤层的厚度和分布情况是决定合采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较厚的煤层通常具有更高的含气量和更

大的资源潜力。

煤层间距与岩性组合

煤层间距和岩性组合对合采效果也有显著影响。较小的煤层间距和较好的岩性组合有利于煤层气的运移和聚

集，从而提高合采效果。

地质构造与断层发育

地质构造和断层发育情况是影响煤层气合采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复杂的地质构造和断层发育可能导致煤层

气的逸散和运移受阻，从而降低合采效果。

合采地质条件分析



• 煤阶与煤质：煤阶和煤质是影响煤层气生成、储集和运移的重要因素。高煤阶煤通常具有较高的含气量和较好

的吸附性能，有利于煤层气的储集；而低煤阶煤则相反。

• 渗透率与非均质性：渗透率是影响煤层气运移和产出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渗透率有利于煤层气的运移和产出；

而非均质性则可能导致局部区域内煤层气的富集或贫化。

• 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对煤层气的合采效果也有重要影响。良好的水文地质条件有利于煤层气的保存和

运移；而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可能导致煤层气的逸散和运移受阻。

• 地应力与裂缝发育：地应力和裂缝发育情况是影响煤层气合采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较高的地应力和发育的裂

缝可能导致煤层气的逸散和运移受阻；而较低的地应力和较不发育的裂缝则有利于煤层气的储集和运移。

影响合采效果的地质因素



03 排采初期生产特征分析



包括地质勘探数据、钻井工程数据、排采数据等；

数据来源与类型

数据清洗、整理、转换和标准化等预处理流程；

数据处理方法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数据质量控制

排采初期生产数据收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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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产气量、产水量、套压等关键指标的变化趋

势；

生产指标变化趋势

根据生产数据变化特征，划分不同的生产阶段；

阶段性特征划分

探讨导致生产动态变化的地质因素、工程因素和

开发因素。

生产动态变化原因分析

生产动态变化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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