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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透储层构造裂缝长度表征及应用

———以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寒武系龙王庙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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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低渗透储层构造裂缝长度定量表征方法，以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寒武系龙王庙组为例，综合采用岩心裂缝统

计及岩石力学实验方法，从构造应力场的角度推导低渗透储层构造裂缝长度的关系式。 该方法将裂缝长度与裂缝体密度、应变

能密度及岩体应力状态联系起来，建立了裂缝长度与裂缝体密度之间的定量计算关系。 结果表明：裂缝长度与裂缝数量呈负指

数幂关系；裂缝体密度与应变能密度呈正比线性关系；裂缝长度与裂缝体密度呈负指数幂关系。 将推导的裂缝长度公式应用于

磨溪—高石梯地区龙王庙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裂缝体密度值普遍介于 １～ ５ ｍ２ ／ ｍ３，最高为 ９ ｍ２ ／ ｍ３，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断层

及周边地区；裂缝长度主要介于 １～２０ ｍ，断层及周边区域裂缝密而短，长度普遍小于 ３ ｍ。
关键词：构造裂缝参数；裂缝长度；低渗透储层；龙王庙组；寒武系；磨溪—高石梯地区；四川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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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渗透储层通常具有低孔低渗、孔喉细小、孔
隙结构复杂的特征［１］，非均质性强且天然裂缝发

育。 裂缝是低渗透储层重要的储集空间和渗流通

道，影响着油气分布及勘探开发［２－３］，它主要承载

着气体储集空间和渗流通道两大功能［４］，是低渗

透砂岩油藏勘探开发必须重视的地质因素之

一［５－６］。 然而，储层裂缝是一个复杂、非均质、非线

性的系统［７］，构造应力场、岩性、断层以及构造形

态等多种因素影响着裂缝的形成与分布［８－１０］。 由

于构造裂缝在低渗透储层中占主导，因此对于储层

裂缝 的 定 量 研 究 可 以 从 构 造 应 力 的 角 度 出

发［１１－１４］。 目前对天然裂缝的研究主要是从其密度

（线密度、体积密度）、开度（宽度）、孔隙度以及渗

透率等参数进行表征和预测［１５－１７］，但较少涉及裂

缝长度的分析，特别是裂缝长度的定量研究。 穆龙

新等［１８］通过注水的方法使天然裂缝开启，根据注

入量分析垂直裂缝的延伸长度；刘子雄等［１９］ 采用

四维影像向量扫描裂缝监测预测了压裂裂缝的延

伸方向和范围；张林等［２０］ 和尹丛彬等［２１］ 利用微地

震监测方法计算压裂裂缝的延伸长度与高度，但受

实验条件和成本的限制，上述方法均难以大规模开

展。 然而，裂缝长度作为表征裂缝规模和连通性的

重要参数，对于裂缝性油气藏的开发和评价至关重

要。 因此，本研究以岩心裂缝观察统计和岩石力学

实验结果作为基础，以岩石能量和构造应力作为理

论指导，结合断裂力学原理和方法，建立裂缝长度、
裂缝数量、应变能密度、裂缝体密度及应力状态之

间的关系，从而推导出构造裂缝长度的定量表征公

式。 本文以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龙王庙组

碳酸盐岩低渗透储层为例开展研究，所推导的构造

裂缝长度公式及裂缝预测结果，可为磨溪—高石梯

地区龙王庙组低渗透储层的开发方案制定提供参

考和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

磨溪—高石梯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川中

古隆中斜平缓带轴部以东 （图 １） ［２２］，总面积约

２ ３３０ ｋｍ２。 构造总体呈北东东—南西西向延伸，
比较平缓，褶皱强度弱，龙王庙组构造发育多高点，
圈闭面积大，但闭合度小。 该区经历了多期构造运

动：晚震旦世古隆起已具雏形，主要发育在威远地

区；早寒武世早期，受区域拉张活动控制，绵阳—长

宁拉张槽继承性发育；志留纪末的加里东运动时

期，古隆起定型，志留系被大面积剥蚀；海西—燕山

早期，古隆起继承性演化并不断埋深；燕山晚期—
喜马拉雅期，受威远构造快速隆升影响，古隆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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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位置、构造及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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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发生强烈构造变形，而东段构造变形微弱，使古

隆起天然气保存条件呈现“东好西差”的格局，东
段高石梯—磨溪—龙女寺构造带成为现今天然气

聚集成藏最有利的地区［２３－２５］。 前期研究表明：磨
溪—高石梯区块龙王庙组储层孔隙度约 ３％ ～４％，
渗透率约（０．６ ～ １．２） ×１０－３ μｍ２，属于低孔低渗储

层［２６］。 储集空间包括溶蚀孔洞、粒间孔、晶间孔和

裂缝［２７］，而构造裂缝可有效沟通孔洞储集空间，改
善储层渗流能力。

２　 岩心裂缝表征

通过磨溪—高石梯地区 １７ 口取心井的岩心观

察，共识别裂缝 ６６０ 条，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①多期成因的张性网状缝，其中早期裂缝被泥质充

填，晚期裂缝未充填—半充填，可见溶蚀孔洞及沥

青残留（图 ２ａ）；②沿轴向延伸的中高角度未充填

缝（图 ２ｂ）；③斜交碳质充填裂缝与未充填的水平

缝，可见溶蚀孔洞（图 ２ｃ）；④开度较大的未充填近

直立缝 （图 ２ｄ）；⑤碳质充填的小尺度裂缝 （图

２ｅ）；⑥两期叠加的斜交裂缝，其中晚期泥质半充

填裂缝切割早期碳质充填裂缝（图 ２ｆ）。
由于裂缝长度的特殊性，裂缝统计遵循以下原

则：①优先统计高角度裂缝，即裂缝在岩心轴向上

的延伸长度；②选择完整的裂缝，延伸范围超出岩

心尺度的裂缝不做统计；③对于能明确识别切割关

系的裂缝，估算其被切割前的完整长度，切割关系

复杂的裂缝不做统计。 根据以上原则，优选了 ２７８
条裂缝进行长度的统计，统计精度为 １ ｃｍ。 不同

井筒岩心裂缝长度分布不同，据裂缝长度范围可分

为 ３ 类，即小于 ５ ｃｍ，５～ １０ ｃｍ 和大于 １０ ｃｍ 的裂

缝。 其中小于 ５ ｃｍ 的裂缝有 １５４ 条，５ ～ １０ ｃｍ 的

裂缝 ６７ 条，大于 １０ ｃｍ 的裂缝 ５７ 条。 取心井岩心

描述统计高角度缝线密度为 ０．１７ ～ １．２４ 条 ／ ｍ，平

均 ０．６９ 条 ／ ｍ。 裂缝走向近北东—南西向，与断层

走向基本一致或呈较小夹角（小于 ２０°），且距断层

越近，构造缝越发育。 从裂缝长度与裂缝数量的拟

合关系（图 ２ｇ）看出，二者呈负指数幂关系，即随着

裂缝长度增加，裂缝数量减小。

３　 岩石力学实验

岩心观察难以确定大裂缝的延伸终点，在统计

时对这类超过岩心尺度的裂缝不做考虑。 另外，岩
心观察中难以严格区分多期叠加裂缝，同样降低了

定性分析的准确度。 为避免以上缺陷，本研究借助

于可视化高精度三维 ＣＴ 扫描技术，裂缝的延伸方

位、长度及数量易于测量和统计，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岩心测试统计的裂缝均由同一期应

力产生，这就避免了裂缝遭受复杂的后期破坏、不
同期次裂缝相互切割的影响。

采用取自磨溪—高石梯地区龙王庙组灰岩作

为试样，开展岩石单轴抗压测试。 在同一块岩样上

将岩石加工成 ６ 块 ２５ ｍｍ×５０ ｍｍ 的柱塞样，可认

为该 ６ 块样品性质基本一致。 其中，①号样品不做

岩石单轴抗压测试，直接进行三维 ＣＴ 扫描；②号

样品进行单轴抗压测试，确定样品的抗压强度

（σｃ），在其完全破裂后进行三维 ＣＴ 扫描，统计样品

裂缝数量及长度；③～⑥号样品分别加载抗压强度

（σｃ）５０％、６５％、８５％及 １００％的压力，测试完成后进

行三维 ＣＴ 扫描，统计样品裂缝的数量和长度，并
分析裂缝在不同应力承载比例下的发育规律。

岩石应力达到峰值强度前不断吸收外界的能

量，而达到峰值后破坏则是能量不断释放的过程。
对于受载岩石系统，其能量转化大致分为能量输

入、积聚、耗散、释放四个过程［２８］；岩石试样的压缩

过程可划分为微裂隙压实阶段、弹性阶段、裂缝扩

展阶段和宏观破坏阶段四个阶段（图 ３ａ） ［２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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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岩心裂缝特征及裂缝长度与数量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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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岩心裂缝数字形态及单轴下的应力—应变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ｒ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当压力增大为 １６５．８ ＭＰａ 时，样品完全破裂，
据应力—应变曲线可知，样品的单轴抗压强度为

１４０．５ ＭＰａ（图 ３ｂ）。 从裂缝 ＣＴ 扫描结果可见（图
３ｃ，ｄ），未加压的试样中先存微裂隙数量不多，而
且多数长度小于 ３ ｍｍ（表 １）。 对不同应力阶段下

试样的观测发现（图 ３ｃ，ｄ，表 １），在 ０～５０％σｃ应力

区间内，长度小于 ２ ｍｍ 的微裂隙呈增长趋势，同
时也产生了 ３～４ ｍｍ 的裂缝；在 ５０％ ～６５％σｃ应力

区间内，小于 ２ ｍｍ 的微裂隙数量增长不明显，但
４～６ ｍｍ的裂缝大幅增多；在６５％ ～８５％σｃ区间内，

表 １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不同应力承载比例下裂缝长度及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承载比例
（σ ／ σｃ）

裂缝长度 ／ ｍｍ

＜２ ２～３ ３～４ ４～６ ６～８ ８～１０ ＞１０ 长度平均值

０ ７２ １６ 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２
０．５０ １３３ ４０ ７ １ ０ ０ ０ １．４５
０．６５ １４２ ４２ ７ ４ ０ ０ ０ １．４９
０．８５ １８８ ４３ ８ ８ ２ １ ０ １．５２
１．００ ２３２ ５２ １８ １６ ５ ４ ４ １．９０
１．１８ ２８６ ７３ ２３ １８ ６ ５ ５ １．８８

裂缝条数均值 １７５．５ ４３．３ １０．８ ７．８ ２．２ １．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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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裂缝逐渐连通，４ ～ ８ ｍｍ 的裂缝快速增长；在
８５％～１００％σｃ区间内，裂缝数量急剧增长，裂缝交

会、连通，开始产生大于 ８ ｍｍ 的裂缝；当压力超过

岩体的抗压强度时，裂缝完全贯穿样品。
对不同应力承载比例下的裂缝长度及数量做

了统计（表 １，图 ４），同期应力会引起不同长度裂

缝产生，随着应力增强，裂缝不断产生、扩展。 裂缝

平均长度与平均数量呈负幂指数关系，裂缝长度小

于２ ｍｍ的数量所占比重始终最大（图 ４ａ）；随应力

承载比例增大，在达到破裂极限之前，裂缝数量呈

持续增加趋势（图 ４ｂ）。

４　 裂缝长度关系式推导

单井岩心裂缝观测和岩石力学测试表明，裂缝

长度与数量之间呈负指数幂关系，本文从能量角度

出发，以应变能密度、裂缝体密度等参数为桥梁，对
裂缝长度进行推导。 对于脆性致密岩体，Ｃ 点是岩

石的屈服极限，应力超过该值后，内部的微裂缝数目

猛增（图 ３ａ），当应力达到 σｃ的 ８２％～８５％时［３１］，裂
缝扩展延伸；当应力达到峰值应力时（Ｄ 点），发生宏

观破裂。 在轴向应力为 ０～８５％σｃ时，应力—应变曲

线服从胡克定律，变形时在其内部只能积聚弹性应

变，其大小可用应变能密度来衡量，如下式：

ω－ ＝ １
２Ｅ

［σ２
１＋σ

２
２＋σ

２
３－２μ（σ１σ２＋σ２σ３＋σ１σ３）］ （１）

式中：ω－ 为应变能密度，Ｊ ／ ｍ３；Ｅ 为弹性模量，ＧＰａ；
σ１，σ２，σ３ 分别为最大、中间和最小主应力，ＭＰａ；
μ 为泊松比。

当岩石内部积累的弹性应变能释放率等于产

生单位面积裂缝体表面所需要的能量时，发生脆性

断裂，塑性能在此破裂阶段仅占不到 ５％［３２－３３］，可
以忽略，据此有：

ω－ ｆＶ＝ＳｆＪ （２）

式中： ω－ ｆ为裂缝应变能密度，Ｊ ／ ｍ３；Ｖ 为裂缝体积，
ｍ３；Ｓｆ为新增裂缝的表面积，ｍ２；Ｊ 为裂缝表面能，
Ｊ ／ ｍ２。

由于线密度和面密度受流动方向的影响，往往

不能充分反映裂缝的发育，本文选取裂缝体密度作为

表征裂缝密集程度的参数。 裂缝体密度表达式为［１８］：

Ｄｖｆ ＝
Ｓｆ

Ｖ
＝
ω－ ｆ

Ｊ
＝
ω－ －ω－ ｅ

Ｊ
＝ ω－

Ｊ
－
ω－ ｅ

Ｊ
＝ａ ω－ ＋ｂ （３）

式中：Ｄｖｆ为裂缝体密度，ｍ２ ／ ｍ３；ω－ ｅ为产生裂缝必须

克服的弹性应变能密度，Ｊ ／ ｍ３；ａ、ｂ 为系数。 Ｊ、ω－ ｅ

的值可通过对实验应力、应变数据拟合（表２）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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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裂缝平均长度与平均数量关系以及应力承载比例与裂缝数量关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表 ２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龙王庙组样品实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试样编号
实验应力 σ ／

ＭＰａ
实验应变 ε ／

１０－４
承载比例
（σ ／ σｃ）

裂缝体密度 Ｄｖｆ ／
（ｍ２·ｍ－３）

应变能密度 ω－ ／
（ Ｊ·ｍ－３）

样品状态

② １６５．８ ５３．０ １．１８ ４４．０ ４３９ ３７０．０ 完全破碎

③ ７０．３ １７．７ ０．５０ ３．２ ６２ ２１５．５ 发育微裂缝

④ ９１．３ ２４．３ ０．６５ ６．６ １１０ ９２９．５ 发育微裂缝

⑤ １１９．４ ３１．７ ０．８５ １３．４ １８９ ２４９．０ 产生宏观裂缝

⑥ １４０．５ ４２．５ １．００ ４０．６ ２９８ ５６２．５ 宏观裂缝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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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用数学方法求出。
Ｊ、ω－ ｅ的值通过实验获取，样品的单轴抗压强度

σｃ ＝１４０．５ ＭＰａ（图 ３ｂ），实验状态下的应变能密度为：

ω－ ＝ １
２
σｃεｃ （４）

　 　 这里，产生裂缝必须克服的弹性应变能密度 ω－

大致为 ８５％σｃ时的应变能密度，即：

ω－ ｅ ＝
１
２
（０．８５σｃ×０．８５εｃ） （５）

式中：εｃ为 σｃ下的应变，计算得到 ω－ 为 １．８９×１０５ Ｊ。
由公式（３）可得：

Ｊ＝
ω－ －ω－ ｅ

Ｄｖｆ
（６）

　 　 据图 ３ 和表 ２，⑥号样品应力状态对应单轴下应

力应变曲线的 Ｄ 点，形成了宏观裂缝，且能量耗散不

大，是计算 Ｊ 的较理想数据，计算得出 Ｊ ＝ ２ ６９２．４５
Ｊ ／ ｍ２，代入公式（６），得到系数 ａ 为 ３．７１×１０－４，系数

ｂ 为－７０．２９。 因此对于磨溪—高石梯地区的灰岩，
在单轴压缩时，裂缝体密度与应变能密度的关

系为：

Ｄｖｆ ＝ ３．７１×１０－４ω－ －７０．２９ （７）

　 　 裂缝的产生还与围压有关，脆性岩体在三向压

力下的裂缝体密度为［１１－１３］：

Ｄｖｆ ＝
ω－ ｆ

Ｊ
＝
（σ１ε１＋σ２ε２＋σ３ε３）

２（Ｊ０＋ΔＪ）
－
０．８５２σ１ε１

２（Ｊ０＋ΔＪ）
（８）

式中：Ｊ０是零围压下（单轴）的裂缝表面能，Ｊ ／ ｍ２；
ΔＪ 是围压产生的附加表面能，Ｊ ／ ｍ２；ε１、ε２、ε３分别

对应最大、中间和最小主应变。
磨溪—高石梯地区裂缝形成期存在弱张扭特

性，该状态下的裂缝体密度与应变能的关系为：

Ｄｖｆ ＝
１
Ｊ
（ω－ －ω－ ｅ）＝

１
Ｊ
（ω－ － １

２Ｅ
σ２

ｔ ） （９）

式中：σｔ为岩石抗张强度，ＭＰａ。 从公式（７）—（９）
可以看出，无论是单轴、三向压应力，还是张应力状

态，裂缝体密度和应变能密度均表现为线性关系。
因此，应变能密度越大，裂缝体密度越大。

基于前文和邻区数据［３４］，拟合了三轴条件下

裂缝长度（Ｌ）、应变能密度、体密度以及应力承载

比例之间的关系，相关系数大于 ０．９，认为拟合结果

可靠（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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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裂缝应变能密度、裂缝体密度、裂缝长度及应力承载比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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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５ａ 可见，三轴状态下裂缝体密度与单轴

压缩实验相比低了很多，说明围压对裂缝产生起阻

挡作用。 由图 ５ｂ、ｃ 可以看出，裂缝长度与裂缝体密

度、应变能密度均呈负指数幂关系，随着裂缝长度增

大，裂缝应变能、体密度降低。 裂缝应变能密度、体
密度与应力承载比例呈正指数幂关系，随应力承载

比例升高，应变能密度和体密度增大（图 ５ｄ）。
从岩心统计出的是裂缝线密度与平均裂缝长

度，裂缝线密度（Ｄｌｆ）与体密度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可通过下式换算：

Ｄｌｆ ＝

２ＤｖｆＬ１Ｌ３ｓｉｎθｃｏｓθ－Ｌ１ｓｉｎθ－Ｌ３ｃｏｓθ

　 　 　 　 Ｌ２
１ｓｉｎ２θ＋Ｌ２

３ｃｏｓ２θ　 　 　 ，
　 　 　 σ３＞０，或 σ３£０ 且（σ１＋３σ３）＞０

Ｄｖｆ，σ３£０ 且（σ１＋３σ３）＜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１０）

式中：Ｌ１ 和 Ｌ３ 分别为表征单元体在 σ１，σ３ 方向的

边长；θ 为裂缝走向与 σ１ 方向的夹角，（°）。 从岩

石力学测试可以得到应变能密度并计算出裂缝体

密度，但是岩石力学测试很难大规模开展，因此本

研究将两种数据综合统计分析。
综上提出裂缝长度的一般推导公式：

Ｌ＝ａＤｋ
ｖｆ＋ｂ （１１）

　 　 公式（１１）裂缝体密度（Ｄｖｆ）可根据公式（８）和
（９）求得；ａ、ｂ 和 ｋ 为系数，当 ａ ＝ １０，ｂ ＝ ０，ｋ ＝ －１
时，即得到研究区龙王庙组裂缝长度公式。

５　 实例应用

５．１　 裂缝参数的数值模拟

基于磨溪—高石梯地区龙王庙组地层、断层发

育特征建立了地质模型，模型中地层包含龙一段、
龙二段以及两段泥质夹层，主干断层与次级断层共

２３条（图６ａ） 。采用最符合储层岩石力学特性的

表 ３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区块
地质模型的岩石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岩体 弹性模量 ／ ＧＰａ 泊松比 密度 ／ （ｋｇ·ｍ－３）

断层（古） ８５ ０．３０ ２ ７８０
断层（今） ５０ ０．１９ ２ ２００
储集体 ７９ ０．２９ ２ ７４４
夹层 ６５ ０．３１ ２ ６００
围岩 ８０ ０．２８ ２ ７５０

Ｓｏｌｉｄ４５ 单元对地质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共划分

９０ ４２３个节点和 ７２５ ８６０ 个单元（图 ６ｂ）。
依据对磨溪—高石梯的岩心三轴岩石力学测

试，对测定的密度、弹性模量、泊松比、抗压强度等

参数做平均处理，并参考相关资料［３１］ 共同确定各

层的岩石力学参数（表 ３）。 根据研究区造缝期构

造运动背景，对模型施加相应的约束和载荷，其中

北部和南部边界施加 １２０ ＭＰａ 挤压应力，东西向

施加１０８ ＭＰａ挤压应力，得到研究区现今应力场状

态。 裂缝形成时期的等效古应力场通过井点裂缝

参数的约束获取。 借助于地质力学原理，优选破裂

准则，通过实验和理论推导的方法，得到应力场—
能量和裂缝参数的计算方法［１６－１８］，进而得到裂缝

体密度分布。
模拟结果显示，磨溪—高石梯地区的裂缝体密

度值大多为 １～５．０ ｍ２ ／ ｍ３，最高约 ９．０ ｍ２ ／ ｍ３，高值

基本分布于断层带附近；远离断层的区域，裂缝体

密度逐渐降低，普遍在 ０．５ ｍ２ ／ ｍ３以下（图 ７ａ）。 应

用公式（１１）得出裂缝长度分布，可以看出，长度小

于 ３ ｍ 的裂缝主要分布在断层带周围，长度大于

２０ ｍ 的裂缝一般均远离断层，大于 ５０ ｍ 的长裂缝

零星分布（图 ７ｂ）。 对裂缝模拟结果进行统计，裂
缝长度小于 １ ｍ 的节点占全部节点的 ３５％，裂缝长

度大于 １００ ｍ 的节点仅约 １％（图 ７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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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地质模型和网格划分后的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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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四川盆地磨溪—高石梯地区裂缝体密度和裂缝长度模拟结果及数据分析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Ｍｏｘｉ－Ｇａｏｓｈｉｔｉ ａｒｅａ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５．２　 可靠性检验及误差分析

预测裂缝长度不易直接检验，但线密度便于

从岩心获取。 裂缝数值模拟是针对裂缝体密度进

行的，而岩心实测一般得到裂缝的线密度，通过公

式（１０）进行转换。 通过对比磨溪—高石梯区块 １５
口井处龙王庙组裂缝密度预测值与岩心统计值，可
知预测结果与实际岩心统计值吻合度较高，总体平

均误差控制在 １５％以内，最大误差约 ２９％（图 ７ｄ），
认为预测结果较可靠。

裂缝预测误差可能源自于以下原因：①地质模

型力学参数、约束条件与实际地质条件存在一定差

异；②由于难以获取真实古应力大小，实际模型加

载应力为“等效古应力”；③基于岩心统计裂缝的

过程中存在人为误差，特别是在岩心破碎部位，这
种误差可能会偏高；④受取心井离散度限制，对于

井距较大的区域，裂缝预测的数据约束性较差，误
差偏大。

本文关于裂缝长度的研究处于探索性阶段，基
于岩心观察和岩石力学实验初步建立了其与应变

能等相关参数的定量关系。 受岩心尺度和裂缝长

度统计的局限，研究过程存在理想化的假设，制约

了预测结果的精度。 但从应变能角度出发的构造

裂缝预测思路和方法是科学合理的，可为低渗透致

密储层的构造裂缝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６　 结论

（１）同期应力会引起不同长度裂缝产生，随着

应力的增强，裂缝不断产生并扩展，裂缝平均数量

随长度增大而减小；随应力承载比例增大，在达到

破裂极限之前，裂缝数量持续增大；裂缝长度与裂

缝数量呈负指数幂关系。
（２）据裂缝长度推导公式可知，裂缝长度与应

变能密度、体密度呈负指数幂关系，裂缝应变能密

度与体密度呈正比线性关系，三者之间可通过公式

相互计算。
（３）磨溪—高石梯地区裂缝体密度值普遍介

于 １～ ５ ｍ２ ／ ｍ３，最高为 ９ ｍ２ ／ ｍ３，高值区主要分布

于断层及周边地区。 裂缝长度主要介于 １ ～ ２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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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及周边区域裂缝密而短，长度普遍小于 ３ ｍ。
（４）裂缝长度作为表征裂缝规模和连通性的

重要参数之一，其表征方法及分布规律对于裂缝型

低渗透储层的开发方案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

旨在提供一种裂缝长度的研究思路，具有合理性与

可靠性，可为低渗透储层的裂缝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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