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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气增压开采技术在气田后期开发中的应用状况
在天然气的后期开采工作中主要发现了两个问题，首

先是井底压力不足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开采活动导致井底

压力出现了严重不足的现象，加上后期的天然气开采活动

过于持续，导致井底压力不断减小的同时还出现了衰竭的

现象。通过改变压力会增加外送工程的难度，最终不仅会

导致天然气的可开采难度上升，同时还会影响到正常的开

采需求。其次就是天然气井底积水的问题，这个在天然气

的后期开发中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发

现，井底水蒸气对勘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水汽的聚

集促使环境测量数据变得不太稳定，这样一来就加强了运

输过程中资源损耗的问题，最终导致天然气的输送工程质

量不断下降。因此，在天然气的后期开发工作中需要采取

增压开采工艺技术，应用这种技术的原理在于将气田的外

部压力作用于井底，以此提升井底的压力，然后将水汽和

天然气进行分离，这样才能保证可开采过程中的稳定性，

从而提升天然气的开采效率。

2 增压开采工艺技术在后期气田开发中的应用前提
2.1 应用增压开采技术对于气井区的选择

将增压开采的工艺技术应用于气田的后期开采中，气

井区的选择对于该技术的开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实

际的运用期间，需要选择合适的气田景区，这样才能作为

宏观环境并全方位的考虑气井中的内部压强，期间需要及

时分配时机管道并合理运用集中输送系统，选择一定标准

区域内的压力密度值，然后进行开发和开采，这样才能达

到最佳的开采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严格注意对气田

的各个方面进行充实论证，这样才能有效预测并分析后期

气田的开发状况。其次，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实际的气田开

发情况，选择可操性的措施，以此降低经济的损失并避免

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投资。因此，我们将气井去的选择总结

为以下几点：第一，观察天然气增压技术的开发情况，监

测气田区产生天然气的量，通过降低井口的压力去提升天

然气产量，以此延长气井区的使用以及生产时间。第二，

在气井去的后期开发中，如果后期天然气的剩余量和前期

相差较大，需要按照气井区具备的基础资源进行处理，如

果气田的资源分布过于紧密，就需要完善相关信息，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天然气的集中开采提供准确的数据。第

三，远离天然气以及用气市场，在气井区的后期开发中，

需要慢慢降低资金的投入。

2.2 气井增压开采技术规模的选择

在天然气的后期开采工作中需要保证增压技术的正常

运行，在实际的应用中，施工单位需要制定合理的计划以

及对场地进行选择，以此适应增压装置的工作原理以及工

作流程。简单言之，在气田的开采中，装机规模的每个单

位需要达到 12000m3，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保证天然气的

开采容量达到 100m3-360m3 之间，其中的工作功率需要保

持在 460kW 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整个气田气井符合空

气密度要求，并确保开采工作在规范范围内。促使天然气

增压开采技术得到有效的发挥，不仅需要提前制定合理的

天然气开采量，同时还要规划增压装机的气田收益利率，

以及后期技术实施后的收益率，以此实现天然气综合开采

效率的提升。

3 天然气增压开采工艺技术在气田后期开发中的实际

应用方案
3.1 合理选择气井以及气田

对气井以及气田进行正确并且合理的选择，这样才能

保证增压可开采技术在气田的后期开发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和作用。因此，需要通过 5 个层面对气井以及气田进行有

效论证，以此减少项目投资的盲目性并提升气田开采的经

济意义。第一层面指的是气井或者气田内部所剩余的资源

储备量较大，因此具有实际的开发意义，第二层面指的是

在选择气井或者气田时应该结合消费市场的需求，以此拉

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主要原因在于当距离过远时会严重影

响天然气的就地销售情况。第三个层面就是各个气井之间

需要保持一定的集中性，同时还要保证管网设施的完善

性，这样才能保证天然气在开采过程中的集中增压，第四

个层面要说的是在新建所选的气田或者气井时需要降低投

资项目，这样才能减少开发成本，最后一个层面就是确保

气井的增压效果，只有有效的增压才能保证气井中天然气

的产量并提升气井和气田的开发时间。

3.2 选择合理的增压开采站址

选择合理的增压开采站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降低

天然气增压开采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在选址的过程中，需

要注意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在天然气和气水共存的地

方，应该在气井的周围建立一个增压站，建立这个增压站

才能把气井中的气体和水分分离出去，然后把想要的天然

气单独输送出去。由此可见，通过合理选择开采的站址，

这样才能提高天然气能源开采工程管理的协调性，避免因

为井口压力过大而产生的阻碍。第二，当气井中没有任何

的杂质时，也就是纯气井的开采，如果期间使用增压技术，

那就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情况，以此判断出增压站的地址，

这样才能保证提高管理的效果，由此可见，合理的选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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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善设施。第三，集中实施天然气的开采和生产，在使

用增压技术的时候，可以在距离不远的地方选择气井站

址。

3.3 合理选择增压设备

在选择增压设备的时候需要结合天然气自身的特点进

行匹配，首先在使用增压技术之后，井底的环境就发生来

了改变，井底压力会随着深度的增加，其压力值会随之降

低，为了促使压力值固定在一定的标准范围内，需要使用

固定的增压设备来稳定井底环境。其次，在一些气田中可

以涵盖了一些腐蚀性的物质，这样一来对于天然气的开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部门需要确保天然气的稳定供

应，因此，在运输的过程中需要实施增加，这样才能确保

用户使用到安全的天然气。

3.4 压缩机的工作状况和气田之间产生的变化与适应

对天然气进行增压开采需要结合气井以及气田实际的

天然气产量以及产生的压力和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全面并

且详细的分析和考虑。通过选择适当的压缩机，确保这个

机器的型号以及规格和数量等符合相关要求，然后对气井

中的增压采气设置备用机组。当压缩机在工作的时候，需

要合理按照气田中对于集气和输气的采取变化进行灵活的

调节，促使其适应气井的开采工艺，具体的调节需要根据

压缩机的运转速度以及压缩缸之间的空隙去调整配气阀的

数量，以此实现压缩机工作状况的调节。如果遇到气田或

者气井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之后，可以通过调节压缩机的使

用数量或者型号等去优化整个生产流程，这样才能保证增

压技术的效果达到理想化的状态。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以及探讨天然气增压开采技术的

应用状况可以有效总结，该技术在实际的开采过程中具有

一定的优势，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天然气的长期发展，并为

我国的能源开采和经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近几年，天

然气的开采技术正在不断开发并提升，因此，气井中的有

效压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对于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具有

很大的影响。为了确保气田的后期开发效果，相关部门一

定要了解增压开采工艺技术的应用原理和作用，这样才能

提高我国天然气能源的有效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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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9页）下巷道内的顶板提前垮落，但与此同时，

上覆邻近煤层内瓦斯却会从垮落的顶板处涌入到工作面

内，从而对初采期煤层作业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必须采

取有效的方法对瓦斯进行治理，避免瓦斯浓度超限，引起

安全事故。经过研究后，决定采用抽、排结合的方式，具

体方案如下：

2.2.1 瓦斯风排

塔山矿 8204-2 工作面的通风方式为 U 型上行，爆破

后经现场实测得出如下结果：过切眼 25m 内的回风流中瓦

斯最大浓度为 0.25%，最高瓦斯量约为 7.0m3/min。8204-2

工作面向前推进后，回风流中的瓦斯浓度、瓦斯量都呈

现出增加的趋势，距离切眼 100m 左右处的瓦斯浓度为

0.45%，瓦斯量为 12m3/min。

2.2.2 埋管抽瓦斯

采用埋管的方式对瓦斯进行抽放时，可依据抽放效果，

对管进行合理选用。本次采用的管路直径为 426mm，在靠

近采空区顶板位置处埋入，主要负责对采空区的瓦斯进行

抽采，以此来减小 8204-2 工作面内的瓦斯涌出量。

2.2.3 钻孔抽瓦斯

钻孔的位置与切眼之间的距离为 90m，孔径设定为

113mm，封孔采用的是聚氨酯材料，深度为 12m。以钻孔

的方式抽瓦斯的效果较为显著，抽采浓度平均为 3-4%，

抽采量约为 3.0m3/min。

2.2.4 顺层抽采

从距离切眼 350m 的位置处开始钻设抽采孔，孔径为

113mm，两个孔之间的距离控制在 5.0m 左右，在煤层的中

部开设孔位，深度为 120m。每间隔 50m 左右，布设一个

校验孔。抽采的瓦斯浓度约为5%左右，抽采量在0.4-0.8m3/

min。

2.3 瓦斯治理效果

顶板预裂爆破后，通过相应的措施对瓦斯进行抽排，

使瓦斯的浓度和瓦斯涌出量大幅度降低，为 8204-2 工作面

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保障。具体的抽采效果如

下：底板巷内瓦斯抽采的时间最长，约为 80%，风排次之

为 15%，采空区较少为 5%。在预裂爆破的作用下，工作

面顶板提前完成卸压，上覆煤层的瓦斯得到有效治理。

3 结论
综上所述，塔山矿 8204-2 工作面初采期，以预裂爆

破技术放落顶板时，要对爆破参数进行合理确定，以此来

发挥出爆破的作用。同时，还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瓦斯

进行抽、排，确保作业工作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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