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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是在数值岩心建模的基础上，开展对影响复杂

裂缝形成因素的测试分析，建立了数值岩心模型 30 组，
进行了弹性模量、泊松比条件下裂缝起裂延伸即形态分
析等影响因素测试。

1 复杂裂缝的定义以及数值岩心模型的建立
裂缝复杂性指数定义为微地震裂缝监测的缝宽与缝

长之比。压裂设计，应以追求裂缝复杂性指数最大化为
目标，使形成的裂缝复杂化，甚至形成网络裂缝及体积
裂缝。

为了复杂裂缝的形成条件及相关影响因素，建立了
一个 400m×240m 的模型。储层自然条件及压裂施工条
件参数具体如下：

①储层杨氏模量：10GPa、15GPa、25GPa、30GPa、 
40GPa；

②储层泊松比：0.10、0.15、0.20、0.25、0.30。

图 1   本测试项目中定义的 
数值岩心模型及压裂裂缝复杂性指数

2 目的层岩石模量对复杂裂缝形成的影响

（a）模量 10GPa

（b）模量 15GPa

（c）模量 25GPa

（d）模量 30GPa

（e）模量 40GPa
图 2   排量 5m3/min、应力差 10MPa 

压裂时，不同杨氏模量时的裂缝扩展形貌
为了测试目的层岩石模量对裂缝复杂性影响，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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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在数值岩心建模的基础上，开展对影响复杂裂缝形成因素的测试分析，建立了数值岩心模型
30 组，进行了弹性模量、泊松比、压裂液粘度、滤失、不同地应力差不同施工排量条件下裂缝起裂延伸即形态分
析等影响因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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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地应力差为 10MPa，泊松比固定为 0.2 保持不变，
测试储层岩石杨氏模量分别在 10GPa、15GPa、25GPa、
30GPa、40GPa 时，裂缝的复杂性。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杨氏模量的提高，裂缝复杂
性有小幅度提高，但是裂缝复杂性并不明显。

3 目的层泊松比对复杂裂缝形成的影响
为了测试目的层泊松比对裂缝复杂性影响，本文

建立了一个 400m×240m 的模型，地层水平地应力差为
10MPa，杨氏模量固定为 25GPa 保持不变，测试储层岩
石泊松比分别在 0.10、0.15、0.20、0.25、0.30 时，裂缝
的复杂性。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泊松比的提高，裂缝复杂性有小幅降低，但是整体
变化并不明显。

（a）泊松比 0.1

（b）泊松比 0.15

（c）泊松比 0.2

（d）泊松比 0.25

（e）泊松比 0.30
图 3 排量 5m3/min、应力差 10MPa 

压裂时，不同泊松比时的裂缝扩展形貌
4 小结

通过以上测试可以认识到：
①在近井筒地带多是主裂缝，分支复杂裂缝较少，

多数情况都是主裂缝先从井筒延伸一段距离，之后再形
成分支裂缝；

②在较大的水平地应力差控制条件下，随着杨氏模
量的提高，裂缝复杂性有小幅度提高；随着泊松比的提
高，裂缝复杂性有小幅降低，但是整体变化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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