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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驱转犆犗２混相驱渗流机理及传质特征
胡　伟１，２，３　吕成远１，２　王　锐１，２　崔茂蕾１，２　杨　阳１，２　王　欣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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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ＣＯ２混相驱作为三次采油技术一般在注水开发之后实施，其需要考虑水驱后残留在孔隙中的注入水对ＣＯ２混相驱的影响。
基于常规ＰＶＴ多次接触实验，采用带多点取样孔的长填砂管，在不同含水阶段分别开展注气驱替实验和气水交替驱实验，研究多
孔介质中可动水参与下的多相多组分渗流规律以及不同含水率对油、气两相组分传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含水率下
ＣＯ２与原油仍能发生混相，ＣＯ２的注入形成了新的渗流通道，扩大了水驱波及体积。但高含水率对油相和气相间组分传质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此外，不同含水率下转ＣＯ２驱会在储层中形成不同的油、气、水三相渗流和分布特征，从而影响采出程度，而气驱最终
采收率主要受注气驱油效率和水驱波及体积共同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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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２与原油混相过程极其复杂，包括传质、扩散、
对流、萃取和相变等物理化学反应。传统研究注入气
与地层原油作用机理的方法主要是采用ＰＶＴ注气膨
胀实验或多次接触实验［１３］。注气膨胀实验主要反映
出不同注气量下地层原油一次性增容到饱和压力下的
ＰＶＴ相态特征。多次接触实验则是通过在高温高压

ＰＶＴ筒中使注入气与地层新鲜原油不断接触，模拟注
入气在油层中的向前运动过程；或使新鲜注入气与平衡
液相之间不断进行相间传质，模拟注入气的向后接触过
程［４］。通过测定接触后产出气组分与原油组分的变化，
描述注入气驱替地层原油过程中发生的传质、扩散等现
象［５６］。但ＰＶＴ筒中无法真实模拟多孔介质条件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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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接触过程及组分传质特征，实际驱替过程中油气两相
接触过程是在非平衡状态（或近平衡状态）下完成的，
ＰＶＴ筒只能模拟平衡状态下的传质与扩散现象，无法
模拟传质过程中的多相渗流规律。
ＣＯ２混相驱作为三次采油技术通常在注水开发

之后实施，这就不得不考虑水驱后残留在地层中的注
入水对ＣＯ２混相驱的影响［７９］。虽然水相并不直接参
与油、气混相和组分传质，但会间接影响油气两相之间
抽提、萃取和扩散的能力。在不同含水率下，注入气与
地层原油之间能否在同等温度、压力下继续发生混相，
油、气相间组分传质规律如何变化都尚待探索。因此，
笔者采用逐级取样的长填砂管模型模拟油藏条件下注
气驱替开发，研究不同含水率下多孔介质中的多相多
组分渗流规律和油、气两相间的组分传质特征。

１　实验原理
实验以一维长填砂管为基础，填砂管尺寸为

Φ２５５ｍｍ×１０１７５ｍｍ，模型上等间距分布４个取样
点。依据部分相似原则，实验所用流体样品的物性参
数和岩石模型的物性参数与原型相近，故实验模型与
原型在物理性质方面具有相似性；实验温度与压力模
拟实际地层条件，故实验过程中流体组分的传质特性
和相关热力学参数特征也与实际地层相近。通过对比
分析不同含水率下转气驱（气水交替）开发的采出程
度、含水率、以及气油比等变化规律揭示了注入气在孔
隙介质中的渗流特征。通过分析不同时间下不同取样
口采集的油样组分变化，研究了不同含水率对油、气组
分传质规律的影响。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主要由供液控制系统（恒压恒速的ＩＳＣＯ
计量泵，精度为０００１ｍＬ／ｍｉｎ）、长填砂管逐级取样系
统、压力监测系统（瑞士Ｋｅｌｌｅｒ数值压力表和压力传感
器等）、油水分离系统（油水计量装置、冷凝装置、自主设
计生产的翻板气体流量计等）以及数据分析系统
（ＧＣ２０１０油气全组分气相色谱仪，ＷＡＴＥＲＳ液相色谱
仪和Ｄｅｌｌ电脑）组成。此外还有Ｄｅｓｐａｔｃｈ公司生产的
恒温箱（最大温度为２００℃）、回压泵、围压泵、回压阀、
微量阀（控制取样口流速），以及中间容器、取样用的钢
化玻璃针管（最大体积为８０ｍＬ）、油样瓶（最大体积为
１０ｍＬ）、增压泵、管线若干等。实验流程见图１所示。
２２　实验条件
２２１　流体性质

实验中使用的是模拟地层油，按照石油天然气行

业标准［１０］将一级分离器所取得的油、气样品，依据现
场生产气油比和泡点压力进行复配。复配得到的模拟
地层油的黏度为０９３ｍＰａ·ｓ，密度为０６７３×１０－３ｋｇ／ｍ３，
气油比为６９７ｍ３／ｔ，模拟地层油（实际地层原油）的组
分如表１所示，细管实验得到的模拟地层油最小混相
压力为２５７３ＭＰａ。

图１　实验流程
犉犻犵．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犳犾狅狑

表１　模拟地层油组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犱犪狋犪狅犳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犻犾

组分摩尔分数／％质量分数／％组分摩尔分数／％质量分数／％
ＣＯ２ ０１５ ００６ Ｃ１５ １３８ ２７０
Ｎ２ ０ ０ Ｃ１６ １３４ ２８１
Ｃ１ ４９９０　 ７３８ Ｃ１７ １１２ ２４７
Ｃ２ ３８７ １０７ Ｃ１８ ０９２ ２１７
Ｃ３ ２４９ １０１ Ｃ１９ ０８６ ２１２
ｉＣ４ ０７４ ０４０ Ｃ２０ ０８０ ２０８
ｎＣ４ １２６ ０６７ Ｃ２１ ０７６ ２０７
ｉＣ５ １０６ ０７１ Ｃ２２ ０７４ ２１１
ｎＣ５ １０９ ０７２ Ｃ２３ ０７０ ２１１
Ｃ６ ３６５ ２９０ Ｃ２４ ０６６ ２０６
Ｃ７ ２３０ ２１３ Ｃ２５ ０６３ ２０６
Ｃ８ ３５６ ３７５ Ｃ２６ ０５８ １９５
Ｃ９ ２８１ ３３３ Ｃ２７ ０５７ １９９
Ｃ１０ ２２６ ２９７ Ｃ２８ ０４６ １６６
Ｃ１１ ２１１ ３０３ Ｃ２９ ０４２ １５８
Ｃ１２ １９８ ３１１ Ｃ３０ ０３２ １２３
Ｃ１３ ２０１ ３４１ Ｃ３１ ０２６ １０５
Ｃ１４ １５４ ２８１ Ｃ３２＋ ４７１ ２６３２

　　注入水为按照油田地层水成分分析资料配制
的等矿化度模拟地层水，模拟地层水的总矿化度为
７１１０ｍｇ／Ｌ，属于ＮａＨＣＯ３水型，ＮａＣｌ含量为１２６０
ｍｇ／Ｌ，ＮａＨＣＯ３含量为３９７４ｍｇ／Ｌ，ＫＣｌ含量为２１１７
ｍｇ／Ｌ。实验用气为ＣＯ２气体，纯度为９９９％。
２２２　实验温度及压力条件

实际油藏位于松辽盆地台北凹陷东部，储层主要
由岩屑长石砂岩和混合砂岩组成，根据取心井岩心分
析样品统计，目标储层平均孔隙度为２３％，平均渗透
率为８７５ｍＤ。按照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１１］对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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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进行制备，制备后的填砂管水测渗透率为１０５７
ｍＤ，孔隙度为２７３％，基本达到实验要求。

为保证ＣＯ２驱过程为混相驱，驱油实验模拟实际地
层温压条件，实验温度为７４℃，实验压力为３１９ＭＰａ。
２３　实验步骤

（１）填制填砂模型。填砂前要对填砂管进行检
查，保证其没有堵塞，并对填砂管进行称重。筛选并清
洗１００～２００目的石英砂，填砂过程中边填边用压力机
在２０ＭＰａ压力下压实，记录填砂质量。每添加一定
量石英砂伴随添加少量黏土矿物并压实，以保证后期
填砂管渗透率达到预期设定范围。连接好整个流程，
对系统注Ｎ２进行试压，试压大小为最高工作压力的
１２倍，确保５ｈ不漏为合格（压力下降范围在００５
ＭＰａ之内）。并测量填砂管的气测渗透率。

（２）模型抽真空。填砂完毕后对填砂管模型抽真
空，根据行业标准要求［１１］，无论砂体模型体积大小，抽
真空时间都不少于２４ｈ。

（３）饱和地层水。打开水容器阀门，注水速度保
持在０１ｍＬ／ｍｉｎ，填砂管出口端通过管线连接至装
有模拟地层水的烧杯中。当注入速度和产出速度保
持一致时，饱和水过程完成。计算岩心孔隙体积和
孔隙度，并测定填砂管模型的水相渗透率。将恒温
箱升温至实验温度，保持入口端继续恒速注入地层
水，调整回压泵升高管内压力。当管内压力升高到地
层压力，且出口端水流速度与入口端保持一致时，则升
压完毕。

（４）饱和模拟地层油。打开油容器阀门开始饱和
模拟地层油，注入速度恒定为０１ｍＬ／ｍｉｎ，待压力稳
定不变、且注入速度与出口端产油速度一致时，饱和油
过程完成。计算束缚水饱和度与原始含油饱和度，并
测定实验温度下的油相渗透率。

（５）模型老化。为了接近实际地层条件，饱和油
完成后，将填砂管在恒温箱中静置老化１２ｈ。

（６）开展不同方式的驱替实验，部分实验方法参
考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１１］：①水驱油（注水速度恒定
为０４ｍＬ／ｍｉｎ），驱替过程中每隔５ｍｉｎ记录一次压
力、流量、产液量、产水量等数据。②气驱油（注气速度
恒定为０２ｍＬ／ｍｉｎ）；先采用注气驱替，当注气量达到
０３ＰＶ时，关闭气容器阀门，打开水容器阀门，以０４
ｍＬ／ｍｉｎ的注水速度继续驱替，直至含水达到９９５％，
驱替结束。分别在注气量为０１ＰＶ和出口端气油比
突然增大的瞬间（超出正常初始气油比）对１号、３号
取样口提取油样。取样前用钢化玻璃针管将管线到取
样口阀门间的空气排净（重复２～３次），然后打开微量
阀调整出气速度（尽量保证管内压力稳定），当产出油

气总体积达到４０～５０ｍＬ时关闭阀门，取样完成。将
取出的样品在恒温箱内静置１０ｍｉｎ后，将油样排至油
样瓶内，并采用液相色谱仪分析其组分。③含水率５０％
转气驱：先水驱油（注水速度为０４ｍＬ／ｍｉｎ），当出口端
含水率达到５０％时，转气驱油（注气速度为０２ｍＬ／ｍｉｎ），
注气量达到０３ＰＶ时，再转水驱（注水速度为０４
ｍＬ／ｍｉｎ）；直至含水率达到９９５％，驱替结束。分别
在注气量为０１ＰＶ和出口端气油比突然增大的瞬间
（超出正常初始气油比）对１号、３号取样口提取油样
（取样过程与气驱油实验一致），并由液相色谱仪分析
其组分。④含水率８０％转气驱：先水驱油（注水速度
为０４ｍＬ／ｍｉｎ），当出口端含水率达到８０％时，转气
驱油（注气速度为０２ｍＬ／ｍｉｎ），注气量达到０３ＰＶ
时，再转水驱（注水速度为０４ｍＬ／ｍｉｎ）；直至含水率
达到９９５％，驱替结束。在注气量为０１ＰＶ和出口
端气油比突然增大的瞬间（超出正常初始气油比）对１
号、３号取样口提取油样（取样过程和气驱油实验一
致），并由液相色谱仪分析其组分。

（７）实验完成后，先低速注入石油醚清洗填砂管，
然后再注入模拟地层水清洗；重复步骤（３）—步骤（５），
开始下一组实验。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采出程度、含水率及气油比的变化
３１１　采出程度

由图２可知，在含水率８０％下转气驱的采出程度
为７８８％，高于含水率５０％下转气驱的采出程度
（７２６％）。开采初期直接采用混相驱开发方式的采出程
度为６５４％，纯水驱的采出程度最低（仅为４９３９％）。
根据４种不同注入方式下的采出程度（表２）可以判
定，水驱之后转ＣＯ２驱能够大幅度提高原油采出程
度。相比水驱采出程度，含水率８０％转注气提高采收

图２　不同注入方式下采出程度随注入体积的变化关系
犉犻犵．２　犆犺犪狀犵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犱犲犵狉犲犲狑犻狋犺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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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幅度最大，接近３０％。此外，水驱后转气驱的开
发方式相比纯气驱能够开采出更多的原油；而在高含
水阶段转气驱的开发效果优于中、低含水阶段转气驱
的开发效果。
３１２　含水率

由图３可知，在水驱开发中，当注水量达到０３６
ＰＶ时，出口端开始见水，见水后含水率急速上升，导
致产油量降低，最终水驱采收率较低。纯气驱开发中，

虽然无水采收期较长，但在注气０３ＰＶ后转水驱，当
注入量达到０５８ＰＶ时（即仅注水０２８ＰＶ）出口端开
始见水，含水率也急剧上升，采出程度增加幅度变缓。
在中、高含水阶段（含水率为５０％和含水率为８０％）转
气驱能够有效地降低含水率，提高采出程度。在油气混
相条件下，８０％含水率转气驱能够将含水率降低至０，并
重新出现一段无水采收期，这说明ＣＯ２开辟了一条新
的渗流通道。

表２　不同驱替方式下采收率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犾狅狅犱犻狀犵狑犪狔狊

驱替方式 注入体积／ＰＶ无水采收率／％含水采收率／％最终采收率／％相对水驱提高采收率／％
水驱 ２５７ ３６７ １２９ ４９５
气驱 １３１ ５４５ １０９ ６５４ １５８６

含水率５０％转气驱 ２０３ ２５４ ４７２ ７２６ ２３０６
含水率８０％转气驱 ２５３ ３１０ ４７８ ７８８ ２９２６

图３　不同注入方式下含水率随注入体积的变化关系
犉犻犵．３　犆犺犪狀犵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狑犪狋犲狉犮狌狋狑犻狋犺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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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先气驱后水驱和先水驱后气驱这２种开发模
式的含水率变化可知，先注入的气体进入孔道后会沿
着孔道的中心驱替原油，并在孔壁表面留下一层油膜；
由于气体的强非润湿性，后注入的水会优先进入阻力
较小的含气孔道，并沿着气驱通道快速突破。若选择
先注水，注入水会首先进入大孔道，并逐渐形成水流通
道；而后转注气，相比油、水两相，气相的强非润湿性能
够在高压作用下进入渗流阻力较小的含油小孔道（相
比水相，油相又为非润湿相），开辟新的气驱通道［１２１３］。
同时，ＣＯ２与原油混相降低了原油的界面张力和黏
度，提高了原油的流动性，扩大了波及面积也提高了驱
油效率。在含水率５０％转气驱中，含水率下降的速度
相比含水率８０％转气驱下降的速度更慢，且在含水率
下降过程中伴随着采出程度快速增加，这与含水率
８０％转气驱的现象不同。说明填砂管中含水率的高低
对油、气、水三相的渗流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３１３　气油比
由图４可知，在ＣＯ２注入前和ＣＯ２注入过程中，

生产气油比基本在初始气油比的数值附近上下波动。
在纯气驱中，ＣＯ２的注入量为０３ＰＶ，但在约０７６ＰＶ
时，生产气油比才开始大幅度升高，ＣＯ２注入的结束
时间和ＣＯ２大幅突破的时间存在较长时间的滞后现
象。根据物质守恒原理［１４］，说明大量的ＣＯ２溶入原油
或进入了原油组分之中，可以判定ＣＯ２与原油发生了
混相（因为在水驱过程中，注水量达到０３６ＰＶ时，出
口端见水；而气相相比水相更容易气窜，ＣＯ２注入结
束时间与在出口端大幅突破的时间相差近０３６ＰＶ）。
该现象在含水率５０％转气驱和含水率８０％转气驱都
存在，说明可动水的存在和含水率的高低并未对ＣＯ２
与原油的混相产生影响，ＣＯ２与原油之间仍然能够发
生混相。
３１４　注入压力

通过对比４种驱替方式中注入压力的变化（图５）

图４　不同注入方式下气油比随注入体积的变化关系
犉犻犵．４　犆犺犪狀犵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犵犪狊狅犻犾狉犪狋犻狅狑犻狋犺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狏狅犾狌犿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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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注入方式下注入压力随注入体积的变化关系
犉犻犵．５　犆犺犪狀犵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狑犻狋犺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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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水驱过程中的注入压力保持较为平衡，波动
幅度较小。在气／水（水／气）交替驱替实验中，转注水
时注入压力逐渐升高，而转注气时注入压力逐渐降低，
这主要由于注入的ＣＯ２与原油具有较好的互溶性，能
快速溶于油中，说明注气压力低于注水压力，填砂管内
的吸气能力强于吸水能力［１４１６］。此外，气体在出口端
突破时易造成注入压力的迅速下降，突破后注入压力
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对注入压力的监测可以看出，
在取样过程中并未对压力产生明显的影响，压力并无
突降现象。
３２　油、气两相组分传质规律
３２１　无可动水作用下油、气组分变化

在纯气驱过程中，分别在ＣＯ２注入０１ＰＶ和
ＣＯ２大量突破瞬间对３号取样口提取油样进行化验分
析。从突破前、后的油样组分变化（图６）可以看出，
ＣＯ２在刚注入填砂管时表现出较强的抽提、萃取能
力，不但能够抽提原油中Ｃ１—Ｃ１０的轻烃组分，还能够
萃取出Ｃ３２以上的重烃组分。从萃取的量上，原油中
Ｃ１—Ｃ７由原始含量６６３６％下降到２７８７％，说明

图６　无可动水参与、不同时间下油相组分变化关系
犉犻犵．６　犆犺犪狀犵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狅犻犾狆犺犪狊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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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大多数萃取的是Ｃ１３以下的烃类。突破后，ＣＯ２
仍然能蒸发出混相段过后剩余油的轻质组分［１７１９］，油
相中Ｃ１—Ｃ１０的含量下降到０７９％，但对于Ｃ２６以上的
重烃组分蒸发能力降低，同时由于轻质组分被大量萃
取，Ｃ２６以上组分的摩尔含量逐渐增大。
３２２　含水率５０％下油、气组分变化

在含水率５０％转气驱过程中，分别在ＣＯ２注入
０１ＰＶ和ＣＯ２大量突破瞬间对３号取样口提取油样
进行化验分析。由图７可以看出，虽然有可动水的存
在，但油、气两相间仍能进行组分交换。在突破前、后，
ＣＯ２不但能萃取出原油中Ｃ１—Ｃ１０的轻质组分，也能
萃取出Ｃ３２以上的重质组分。ＣＯ２对Ｃ１—Ｃ７仍具有
较强的蒸发能力，由原始含量６６３６％下降到
３８５５％。但抽提的量与无水情况下发生了变化，说明
ＣＯ２的抽提能力受到了可动水的影响。

图７　含水率５０％、不同时间下油相组分变化关系
犉犻犵．７　犆犺犪狀犵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狅犻犾狆犺犪狊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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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含水率８０％下油、气组分变化
在含水率８０％转气驱过程中，分别在ＣＯ２注入

０１ＰＶ和ＣＯ２大量突破瞬间对３号取样口提取油样
化验分析。由图８可以看出，在含水率８０％下，刚注
入的ＣＯ２萃取能力变弱，对Ｃ１０以下的轻烃和Ｃ３２以上
的重烃的萃取强度大大减弱。但突破后的ＣＯ２在水
的作用下仍然能够抽提被突破前ＣＯ２抽提过的剩余
油，且抽提能力比刚注入时明显上升，原油中的Ｃ１０以
下的轻烃下降到了６４４％，Ｃ３２＋也由原始的４７１％下
降到了３０９％。
３２４　对比分析

从注气０１ＰＶ时，不同含水率下油、气组分传质
规律（图９）可以看出，在不同含水率下，刚注入填砂管
中的ＣＯ２都能够与原油接触并发生传质、抽提、萃取
等物理反应，萃取原油中轻质和重质组分。但随着含
水率的增加，ＣＯ２的抽提、萃取能力逐渐被削弱，Ｃ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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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含水率８０％、不同时间下油相组分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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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突破前３号取样口不同含水下油相组分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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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１的烃类组分抽提量明显降低，尤其是对于Ｃ３２以上
的重烃组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有可动水的环境
中，ＣＯ２极易溶于水，且进入小孔隙中被卡断的ＣＯ２
气泡会被油、水捕捉，这都将导致孔道中可流动ＣＯ２
饱和度的降低；同时，刚注入的大部分ＣＯ２会优先进
入水相所占据的大孔隙或渗透性较好的大孔道，而大
孔道中滞留的原油已经被水分割包围，形成了孤立、分
散、不连续的油滴，油相饱和度大大降低。因此，孔道
中含水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ＣＯ２的饱和度，减少与原
油的作用和接触面积，从而影响注入ＣＯ２与原油之间
发生组分交换，降低了ＣＯ２萃取、抽提的强度。
　　从ＣＯ２突破瞬间，不同含水率下油、气间组分传
质规律对比（图１０）可以看出，在无水参与下，ＣＯ２对
原油中Ｃ１—Ｃ１９组分的萃取量最大。但在可动水作用
下，ＣＯ２对原油中Ｃ２０以上组分的萃取量逐渐增加，甚
至Ｃ３２以上的重烃组分也蒸发明显。这说明注入的

ＣＯ２开始进入水未波及的孔道，与原油接触和作用的
表面积越来越大，ＣＯ２的抽提、蒸发强度逐渐增强，这
从含水率的快速降低也可以看出。同时，ＣＯ２注入
０３ＰＶ后转注水，由于在大孔道中产生的贾敏效应使
得水在大孔道中的流动阻力逐渐增大，导致注入压力
不断升高。驱动压力的升高也增强了ＣＯ２抽提、萃取
的能力，能够萃取剩余原油中更多的中、轻烃组分，甚
至能够将初期无法萃取出的Ｃ３２以上的重烃也萃取
出来。

含水率５０％下ＣＯ２对原油中各组分的抽提量高
于含水率８０％下的抽提量，说明孔道中含水率越高对
油气间组分传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孔道和喉道中含水
率升高会产生大量的水锁效应，导致捕集油的含量升
高，造成含油饱和度的下降。但在无水参与下的油、气
组分传质规律则表现出原油的中间组分和重质组分变
化越来越小，主要是由于随着ＣＯ２与原油之间接触次
数增多，原油中的中间组分和重质组分含量越来越少，
能够被抽提到ＣＯ２中的组分也越来越少。

图１０　突破后３号取样口不同含水下油相组分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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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在气驱、含水率５０％转气驱和含水率８０％转

气驱实验中，注入的ＣＯ２与原油均发生了混相，说明
ＣＯ２与原油的混相并不受含水率高低的影响，只要达
到混相条件，ＣＯ２与原油之间就能发生混相。

（２）通过对比ＣＯ２在出口端突破前后，无可动
水、含水率５０％和含水率８０％下对原油萃取能力的差
异可知，孔隙中的可动水对油气组分传质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孔喉中含水率上升产生的水锁效应捕集原
油，降低了油、气两相的接触面积。

（３）含水率８０％转ＣＯ２驱的含水率曲线与含水
５０％转ＣＯ２驱的存在差异，说明不同含水率下转Ｃ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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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会在储层中形成不同的油、气、水三相渗流和分布特
征，从而影响采出程度，最终采收率是由注气驱油效率
和水驱波及体积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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