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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石 气 渗 透 系 数 的 箭 算 方 法

A. C. 古 西 娃

要了解多孔性岩石的渗透性只有在一定压力差之

下让液体或气体通过本身
。

渗透系数是估爵石油储量的一个极为 重 要 的 参

数
,

因为他拾出孔隙和油层总输出的生产率
。

岩样渗透性的确定在大批的工作时其操作是非常

繁复的
。

渗透系数的静算通常是以达西公式为基础的
。

几
—

气压
,

毫米汞柱
。

实际上在实毅室的条件下进口压力(P
:
)以压力升

测量或用样品压力爵刻度作单位
,

而出 口压力(P
Z
)用

水的高度的毫米数测量
。

通常爵算平均气体流量在实

殷室得到的数据必须拆算为毫米汞柱
。

表 1 是根据方程式 (l) 构成的
。

l)广(和
Q拜卜 76 0

F (P
, 一P Z

)

ZP 。

Pl + P :
+ ZP a

= Z :

这里
:

K

—
渗透系数

,

达西 ;

Q

一
在蒸碳条件下气体 平 均 流 量

,

厘米
”
/秒 ;

拌

—
气体的粘滞系数

,

厘泊 ;

不

—
样品的长度

,

厘米 ;

?6 0

—
标准气压

,

毫米汞柱 ;
·

尸

—
样品的横截面积

,

厘米
2 ; ,

p l

—
在样品前气体的压力

,

毫米汞往 ;

马
一

在样品后气体的压力
,

毫米汞柱
。

根据上式歌算渗透系数需花去很多时简和带来很

多的算术舒算
。

利用藉摸图和适当的抗爵表的帮助能

以较少的时简爵算出 K
。

我们建靓用筒单化表格的方

法歌算渗透系数
。

在全苏右油科学地质勘探学院岩层

物理实毅室里
,

在一定的气体渗透条件下利用 5 公斤/

厘米
2
的固定的压力爵来指出样品前的压力

。

对 样 品

后的压力可以从带有可以摘去毛袖管的流量爵覆 出水

的高度
,

似毫米数表示
。

为了爵算气体渗透系数和减袒对工作 拮 果 的 检

查
,

我俩从工作中拟盯了二个辅助表格
,

构成表格将

采取著名的公式
,

在这公式里引入筒单的
,

严格的确

定样品前的压力
。

在实嗽的条件下通常采用平均气体

流量
。

在表 1 所包含的 Z ,

是在严格确定的压力马

泛测量 P 。

得到的
。

在表 2 所列的系数是从方程式 (2) 得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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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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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尹==

ZQP 。

马十 p Z

+ Zp 。 ’

这更
:

Q
,

—
在实脆的条件下平均的气体流量

,

厘米
”
/秒 ;

Q
—

流量爵的流量
,

厘米
,

/秒 ;

马
—

在样品前气体的压力
,

毫米汞柱 ;

乃
—

在样品后气体的压力
,

毫米水往 ;

这里
: 林

—
气体的粘滞系数

,

厘泊 ;

z

—
样品长度

,

大小是可变吃
,

厘米 ;

Pl
—

样品前的压力
,

严格确定的
。

为了在生产上爵算气渗透系数必须根据适当 口径

的毛韧管流量针的曲楼查出流量
。

其次在表 l 里查出

在压力爵 (P
。
)和外加压力 (P

:
) 时的系数 Z : 。

查到的数值乘流量 Q得到 2 1 x Q二切
。

从表 2 查

出 与样品长度和外加压力有关 的 数值 Z :
乘 切 得到

2 2
义C = 奋

。

为了过渡到气渗透系数么钾取平均 流 量

奋除样品横截面积 聊尸= K
,

单位为达西
。

例如
:

样品参数为
: 、

d 二 2
.

34 厘米

乙= 2
.

约 厘米 P 。二 772 1号毛袖管

F = 4
.

30 匣米
2

压力爵尸 , ⋯‘
·· · · · · · · · ·

一 90 12 0 15 0

流量言卜八
· · · · · · · · · 4 “

·

⋯;. 23 3 1 岭

流 量 Q ⋯⋯ i..
· · ·

⋯ ⋯ 0
.

0拐 0
.

05 8 0
.

08 2

从被列出的查料可以明白
,

在气压 p 。= 7 72 毫米

汞柱和样品前压力为 9 0
,

1加
,

1 50 样品压力静 刻度

情况下进行测定
,

为了爵算气体渗透系数
,

根据 1 号

毛韧管流量爵和上述列出数据找 辅 助 表
,

从表 1 以

p , 二 9 0和 p 。= 7 7 0 查出系数 Z , = 0
.

58 3
。

么: =
ZP 。

P : + P Z十 Z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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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2 查出适合孩外加压力和样品长度的数植
。

在我仍的例子里 p , = 90 和 l= 2
,

4 0 厘米
,

根据这个数

值在表 2 查出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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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 : 二 1 50 在表 1 查出 Z : 二 0. 45 6
,

而在 表 2 查

到 么2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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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查表和气渗透系数的舒算桔果以表格的形式耙

录下来得如下形式
:

P :
一样品压力爵刻度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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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纪录的方法舒算渗透系数校本亲爵算 是握济

根据表格的方法
,

在一天内能够分析升算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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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
、

矿物和有关物质的光错分析
0

.

1
.

久安修 J
·

H. 修 尔

引 言

有时
,

在对有些矿物作化学全分析时
,

不易获得

足够的拭样
。

常常需要采用一个可靠而又正确的方法

来分析大量的藏样
。

在 F面的报导中介耙了一些由前

辈作者在前一时期所采用过的技术查料
。

对于少量样

品而言
,

这些分析方法已被修改
,

因此产生了要求从

变化较大的地盾材料中
,

了解其高含量元素和低含量

元素的分析方法的精确度
。

对于直流电弧
,

采用了由凯

咽泊t:1 段爵并极改进了的史塔瓦达型吹风器 [lJ
,

使分

析成果有了很大的进展
。

二氧化碳被用来代替空气方

而熔化技术采用 了汉斯勒和巴兰131 所描述的相似的分

法
。

二氧化碳一史塔瓦达电弧的优越性可参阴文选 [’1

而很少采用文选tS] 中所描述过的类似的方法
。

这是事

实
,

就是在使用二氧化碳时
,

某些元素的灵敏度是不

高的
,

而当采用适量的氟和氧的混合物或氢气时 t“一 81 ,

某些元素的灵敏度可以提高很多
。

尽管这样
,

现用的

二氧化碳的方法 已被发展于 0
.

01 到 100 %这 一 浓 度

范围
。

实 脸

肚样制备
: 、

在岩石分析中
,

不必过分考虑合理采 样 的 重要

性
。

收到拭样即压碎之并在瑕瑙研辞中研磨至 2 00 孔

大小
,

随后反复混和
,

对于光稽化学分析而言
,

应孩

采取的粉末至少为 5Q 毫克
,

因为少量的副矿物例 如

皓石
、

数铁矿
、

路跌矿和金杠石在它们的硬度和高比

重的作用下
,

很容易被孤立在少量的拭样中
,

这对相

应元素会抬出不稳定的和错羡的桔果
。

当对合成藏料

或矿物进行工作时
,

由于它俐通常是均匀的
,

.

故常可

取用很少量的试样 (采样周题也可避免)
,

这时
,

完

成一个光谱化学全分析
,

取样 3 或 4 毫克是可能的
。

假使试样中含有硫化物或 自然元素
,

例如黄铜矿

或铜
。

就应孩先以 5的 ℃
。

焙烧 (为使斌样完全熔
.

化
.

这是必要的)
。

不采取这个预防方法
,

自然元素和硫

化物将以单个的微粒状保留于熔化了的产品中
,

分析

桔果的再琪性
,

将会非常不好
。

分析的测定值可以依

靠研究重量的变化和舒算正确值来校正
。

可以改用一

个氧化剂来焙烧拭样
,

例如将硝酸钾加到熔隔混合物

中
,

这也将使硫化物和自然元素氧化
。

步骤
:

,

藏样与内标混合物和无水硼酸鲤或硼砂以 1 : l:

5 的比奉混和后熔化
。

内标混合物由具有 7 % 四氧化

三姑的偏硼酸鲤粗成
,

但是这一四氧化三姑的尽娘矛手

不是临界值
,

选择 7 %晕因为当二氧化硅钓为60 % 时

(这一个百分数在硅酸盐岩石和矿物 中通 常 可以欠

现 )
,

C o 2 5 3 2
·

17 5 和 51 25 32
.

38 两 校具有相等强度

之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