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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能源开采技术领域，更具体而

言，涉及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

法。该方法包括将支撑剂原料制成两种形状相

同、体积不同的板柱形状，并使用预固化树脂或

者其它类似功能的材料对板柱状支撑剂原料进

行包覆，制备成板柱状的大体积支撑剂和小体积

支撑剂，对大体积板柱状支撑剂进行带电处理，

之后将不同体积的支撑剂混合添加到压裂液中，

并将压裂液压入裂缝，大体积支撑剂在电荷作用

下贴近开采层，小体积支撑剂在大体积支撑剂支

撑下可以输送到更远的地方。本发明利用板柱状

支撑剂，通过体积支撑剂的配合，有效阻挡粉尘

进入裂缝，减少了支撑剂的嵌入，提高水力压裂

效果。本发明主要应用在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

性能的改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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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支撑剂原料制成两种形状相同、体积不同的板柱形状，并使用预固化树脂对其进

行包覆，分别制备成板柱状的大体积支撑剂和小体积支撑剂；

b、将上述大体积支撑剂进行带电处理，形成带电荷的大体积支撑剂，大体积支撑剂处

理成带有与地层岩石表面电荷相反的电荷的支撑剂；

c、在压裂液中添加占支撑剂总重量1.0％-99.0％的大体积支撑剂，其它的为小体积支

撑剂；

d、将上述制备的压裂液通过压裂设备压入到开采层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a中大体积支撑剂的原料比重小于小体积支撑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a中的两种支撑剂，大体积支撑剂为板柱状支撑剂，小体积支撑剂为球状支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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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能源开采技术领域，更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

系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日益枯竭，煤层气、页岩气等新能源越来越多地受到

人们的关注，现多采用压裂，如水力压裂的方式提高储层的开发效果。煤田或者油田特低渗

储层的有效开发主要依靠压裂技术，压裂工艺过程是用压裂车把高压、大排量具有一定粘

度的液体挤入待压裂的目标地层，当把地层压出裂缝后，加入支撑剂充填进裂缝，提高地层

的渗透能力。压裂施工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压裂结束后裂缝的孔隙度和导流能力。

[0003] 松软开采层如煤层具有弹性模量低的特点，普通的球状支撑剂会发生严重的支撑

剂嵌入问题，此外在煤层水力压裂过程中煤层也会阻塞孔喉，影响压裂效果。现有支撑剂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孔隙度、控制支撑剂回流，但支撑剂形状单一，增加的孔隙度有限，特

别是在地层高闭合压力的条件下，孔隙度下降幅度大。此外，现有部分支撑剂在地层运移过

程中对压裂液的悬浮能力要求高，容易沉砂，不利于支撑剂运移到地层深部，难以造长缝，

且难以阻挡煤粉。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

制备方法。该方法能有效阻挡粉尘进入裂缝，减少了支撑剂的嵌入，提高水力压裂效果。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a、将支撑剂原料制成两种形状相同、体积不同的板柱形状，并使用预固化树脂对

其进行包覆，分别制备成板柱状的大体积支撑剂和小体积支撑剂；

[0008] b、将上述大体积支撑剂进行带电处理，形成带电荷的大体积支撑剂，大体积支撑

剂处理成带有与地层岩石表面电荷相反的电荷的支撑剂；

[0009] c、在压裂液中添加占支撑剂总重量1.0％-99.0％的大体积支撑剂，其它的为小体

积支撑剂；

[0010] d、将上述制备的压裂液通过压裂设备压入到开采层中。

[0011] 所述步骤a中大体积支撑剂的支撑剂原料比重小于所述小体积支撑剂。

[0012] 所述步骤a中的两种支撑剂，大体积支撑剂为板柱状支撑剂，小体积支撑剂为球状

支撑剂。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

[0014] 板柱状支撑剂可以有效的减弱支撑剂嵌入、同时也对煤粉起到阻隔作用，提高开

采层水力压裂效果。带电荷的大体积支撑剂在裂缝中将自动移向开采层附近，从而阻挡粉

尘大量进入水力压开的裂缝中，在大体积支撑剂的支持下小体积支撑剂能运输到更远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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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中，以提高裂缝的导流能力，最终提高瓦斯或者石油天然气的开发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板柱形状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后的一种状态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后的另一种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一种用于水力压裂的支撑剂体系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a、将支撑剂原料制成两种形状相同、体积不同的板柱形状，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

是将棒状或者圆柱状的支撑剂从对称的两面切掉一块而形成的形状，并使用预固化树脂对

其进行包覆，分别制备成板柱状的大体积支撑剂和小体积支撑剂。

[0021] b、将上述大体积支撑剂进行带电处理，形成带电荷的大体积支撑剂，煤炭表面通

常带负电，我们对支撑剂进行改性处理使其带正电、诸如用APTMS进行硅烷化，表面会被形

成NH3+，这样，带正电的支撑剂在裂缝中将自动移向开采层附近，从而阻挡煤粉大量进入水

力压开的裂缝中，以提高裂缝的导流能力。

[0022] c、在压裂液中添加占支撑剂总重量1.0％-99.0％的大体积支撑剂，其它的为小体

积支撑剂，由于压裂液中添加的不同体积的支撑剂占比不同，在大体积支撑剂的电荷作用

下，支撑剂在裂缝中会出现如图2所示的一种分布状态或如图3所示的一种分布状态。

[0023] d、将上述制备的压裂液通过压裂设备全部压入到开采层中，压裂液可以使裂缝继

续延伸，还可以将支撑剂送入已经压开的裂缝，使其不至于闭合，使井筒和开采层之间建立

起高导流的通道。

[0024] 步骤a中大体积支撑剂的支撑剂原料比重小于所述小体积支撑剂。小体积、大比重

支撑剂可输送到更远的距离以及更大的高度范围，从而增加裂缝的长度和高度，大比重支

撑剂原料通常选择石英砂、煤矸石、陶粒等，小比重轻质支撑剂原料一般选用核桃壳支撑

剂、聚合物、植物纤维等。

[0025] 步骤a中的两种支撑剂，一种制成体积较大的板柱状支撑剂，另一种使用体积较小

的球状支撑剂代替，板柱状的大体积支撑剂在电荷作用下紧贴开采层，球状支撑剂在大体

积支撑剂的支撑下导流能力更好。

[0026] 上面仅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

种变化，各种变化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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