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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各国学者主要针对注入比对射孔完井水平井筒变质量流压降的影响规律进行研

究，而关于射孔相位、射孔直径、射孔密度对水平井筒变质量流壁面摩擦压降、混合压降、总压降影

响规律的研究并不系统。因此笔者开展了射孔完井水平井变质量流压降规律实验研究。实验设计

了三种射孔相位（４５度螺旋射孔、９０度螺旋射孔、１８０度螺旋射孔）、三种射孔直径（１０、２０、３０ｍｍ）

和三种射孔密度（８、１６、２４孔／ｍ）、主流雷诺数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壁面注入比（单位井筒长度壁面入

流量与主流流量的比值）为０．０１％～１０％。通过实验，研究了射孔相位、射孔直径、射孔密度对壁面

摩擦压降、混合压降、总压降的影响规律，同时分析了壁面注入比对混合压降和加速度压降的影响

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射孔密度和射孔直径增大，壁面摩擦压降和总压降增大，混合压降减小；

随着射孔相位增大，混合压降、壁面摩擦压降和总压降均增大；随着壁面注入比的增加，混合压降和

加速度压降均增加。同时发现壁面注入比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壁面注入比小于此临界值时，混合压

降为负值，加速度压降基本为零，总压降小于壁面摩擦压降；当壁面注入比大于此临界值时，混合压

降开始为正值，加速度压降随着壁面注入比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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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水平井筒变质量流压降规律是进行水平

井生产动态预测、水平井眼轨迹设计、完井参数优

化设计、壁面入流控制方法选择的重要依据。针对

射孔完井水平井筒单相变质量流压降规律，国内外

很多学者都开展了比较深入的实验研究。其中具

有代 表 性 的 学 者 有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科 技 大 学 的

Ａｓｈｅｉｍ
［１］和Ｓｕ

［２３］、日本学者Ｉｈａｒａ
［４６］、Ｔｕｌｓａ大学

的Ｙｕａｎ
［７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大学的 ＯｕＹａｎｇ

［１０１２］、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的周生田［１３１４］、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的汪志明［１５１６］。但是这些学者的实验研究并

没有系统详细的给出射孔相位、射孔直径、射孔密

度等参数对各种压降的影响规律。本研究采用外

径５．５ｉｎ壁面打孔套管模拟射孔完井水平井筒，能

够真实的反映水平井筒实际生产情况。实验设计

了三种射孔相位、三种射孔直径和三种射孔密度，

主流雷诺数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壁面注入 比为

０．０１％～１０％。实验研究了射孔相位、射孔直径

和射孔密度对壁面摩擦压降、混合压降和总压降的

影响规律，同时还分析了壁面注入比对混合压降和

加速度压降的影响规律。本实验研究给出的射孔

参数和注入比对井筒壁面摩擦压降、混合压降和总

压降的影响规律为射孔完井水平井筒压降模型建

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实验介绍

１．１　实验条件

自主设计了水平井筒变质量流实验系统，整

个实验系统由３部分组成：模拟实验单元、实验

流体供给与控制系统、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如图１

所示。

图１　水平井目标井段复杂流动实验系统

　　模拟实验单元采用内径为１２４．０ｍｍ（外径为

５．５ｉｎ）左右的套管，管外套有内径１４９．１ｍｍ（外径

为７．５ｉｎ）的套管，实验单元长６．５ｍ，两测压点间距

离为６．０ｍ。为提高压力测量精度，两测压点压差

利用柔软透明橡胶管测得，测量精度为１Ｐａ数量

级。环空缠有致密纱布，实验单元两端上下设计了

两个进液口，目的是使壁面入流均匀，模拟实验单元

如图２所示。

图２　模拟实验单元示意图

实验用１０ｍＰａ·ｓ左右的白油代替常规原油，

每天开展实验之前均事先测量室内温度和白油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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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当室内温度和白油黏度与前一天基本一致以后

方可开展实验。

实验段射孔相位设计了３种：４５度螺旋射孔、

９０度螺旋射孔、１８０度螺旋射孔，如图３所示。射孔

密度设计了３种：８、１６、２４孔／ｍ。射孔直径设计了

３种：１０、２０、３０ｍｍ。

图３　三种螺旋射孔示意图

主流雷诺数设计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注入比设

计为０．０２％～１０％。

１．２　实验步骤

１）将事先设计加工好的不打孔眼的实验单元安

装在实验环路上，检测实验环路是否密封良好，测量

室内温度和白油黏度是否满足实验要求，检测流量

和压力测量精度是否满足要求，然后调解主流控制

阀门使主流雷诺数分别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７０００、８０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６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压力稳定以后测量

不打孔眼不同主流雷诺数条件下的压差。

２）将事先设计加工好的一根壁面打好孔眼的目

标实验单元安装在实验环路上，检测实验环路是否

密封良好，测量室内温度和白油黏度是否满足实验

要求，检测流量和压力测量精度是否满足要求。调

解主流控制阀门使主流雷诺数分别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７０００、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压力稳定以

后测量无壁面入流不同主流雷诺数条件下的压差。

３）同时调解主流控制阀门和壁面入流控制阀门

使壁面注入比分别为 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

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２％、４％、

６％、８％、１０％，实验单元出口端主流雷诺数分别为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７０００、

８０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压力

稳定以后测量不同壁面入流不同主流雷诺数条件下

的压差。

４）将事先设计好的其他实验单元（目标实验段

射孔格式３种、射孔密度３种、射孔孔径３种）依次

重复步骤１）和３）的实验内容。

２　规律分析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些实验套管内径均为

１２４ｍｍ左右，两个测压点距离均为６ｍ左右，普通

套管指的是没有射孔的套管。图４（ａ）、图４（ｂ）、

图４（ｃ）分别给出了无壁面入流条件下不同射孔密

度、射孔直径、射孔相位的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

降梯度与主流雷诺数的关系曲线。从图４中可以看

出，射孔密度、射孔直径、射孔相位对射孔井筒流动

壁面摩擦压降影响均显著，随着射孔密度增大、射孔

直径增大、射孔相位增大，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

降均增大。射孔直径为２０ｍｍ、射孔相位为９０°、主

流雷诺数为２００００条件下，射孔密度为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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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无壁面入流不同条件下壁面摩擦压降曲线

２４孔／ｍ对应的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降梯度分

别约为３８９、４１４、４４１Ｐａ／ｍ，分别比普通套管流动壁

面摩擦压降增大１５．１４％、２２．４１％、３０．４６％。射孔

密度为１６孔／ｍ、射孔相位为９０°、主流雷诺数为

２００００条件下，射孔直径为１０、２０、３０ｍｍ对应的射

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降梯度分别约为３７６、４１４、

４５９Ｐａ／ｍ，分别比普通套管流动壁面摩擦压降增大

１１．１１％、２２．４１％、３５．７１％。射孔密度为１６孔／ｍ、

射孔直径为２０ｍｍ、主流雷诺数为２００００条件下，

射孔相位为４５°、９０°、１８０°对应的射孔井筒流动壁面

摩擦压降梯度分别约为３９９、４１４、４３０Ｐａ／ｍ，分别比

普通套管流动壁面摩擦压降梯度增大约为１７．９６％、

２２．４１％、２７．１４％。可见射孔孔眼的存在明显增加

了井筒壁面的粗糙度，进而导致井筒流动壁面摩擦

压降增大。

图５　不同条件下总压降与壁面注入比关系曲线

为了分析射孔密度、射孔直径、射孔相位对射孔

井筒流动总压降和混合压降的影响规律，图５（ａ）、

图５（ｂ）、图５（ｃ）分别给出了出口主流雷诺数为

５０００条件下，不同射孔密度、不同射孔直径、不同射

孔相位的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梯度与壁面注入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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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曲线。图６（ａ）、图６（ｂ）、图６（ｃ）分别给出了出

图６　不同条件下混合压降与壁面注入比关系曲线

口主流雷诺数为５０００条件下，不同射孔密度、不同

射孔直径、不同射孔相位的射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

梯度与壁面注入比的关系曲线。从图５中可以看

出，射孔井筒出口主流雷诺数相同条件下，壁面注入

比对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影响显著，随着壁面注入

比的增大，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增大。壁面注入比

分别为０．０１％、０．１％、１％、１０％时，射孔井筒流动

压降梯度分别约为２８、３６、４５、８２Ｐａ／ｍ，分别比普通

套管流动壁面摩擦压降梯度（约为２９Ｐａ／ｍ）增大约

为－３％、２５％、５６％、１８５％。说明壁面注入比较低

时，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小于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

擦压降。随着射孔密度、射孔直径、射孔相位的增

大，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均增大，但相对壁面注入比

对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的影响，射孔密度、射孔孔

径、射孔相位的影响均较小，由此可知高壁面注入比

条件下混合压降和加速度压降都比较显著。从图６

中可以看出，射孔井筒出口主流雷诺数相同条件下，

随着壁面注入比的增大，射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增

大，但壁面注入比对射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的影响

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壁面注入比小于临界值时，射

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为负值，说明此时壁面入流的

存在降低了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当壁面注入比大

于临界值时，射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为正值，说明此

时壁面入流的存在增加了射孔井筒流动总压降。临

界壁面注入比的大小主要受射孔密度和射孔孔径的

影响，随着射孔密度和射孔孔径增大，临界壁面注入

比增大。在本研究条件下（井筒内径为１２４ｍｍ左

右、射孔密度为８～２４孔／ｍ、射孔孔径为１０～

３０ｍｍ）壁面临界注入比为０．０５％～０．１％。

５　结　论

１）射孔孔眼的存在明显增加了井筒壁面的粗糙

度，导致了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降增大，且随着

射孔密度的增大、射孔直径的增大、射孔相位的增

大，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降增大。射孔密度为

８～２４孔／ｍ、射孔直径为１０～３０ｍｍ、射孔相位为

４５°～１８０°范围内，射孔井筒流动壁面摩擦压降比普

通套管流动壁面摩擦压降增大约１１％～３５％。

２）主流雷诺数相同条件下壁面注入比对射孔井

筒流动总压降影响显著，随着壁面注入比的增大，射

孔井筒流动 总压 降增 大。壁面 注入 比分别为

０．０１％、０．１％、１％、１０％时射孔井筒流动压降分别

比普通套管流动壁面摩擦压降增大约－３％、２５％、

５６％、１８５％。

３）壁面注入比对射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的影响

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壁面注入比小于临界值时，射

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为负值，表明壁面注入比较小

时，壁面有流体注入时的压降要比无注入时的低；当

壁面注入比大于临界值时，射孔井筒流动混合压降

为正值，表明壁面注入比较大时，壁面有流体注入时

的压降要比无注入时的高。

４）临界壁面注入比的大小主要受射孔密度和射

孔孔径的影响，随着射孔密度和射孔孔径增大，临界

壁面注入比增大。本研究条件下壁面临界注入比为

０．０５％～０．１％。

６５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６卷



 http://qks.cqu.edu.cn

参考文献：

［１］Ａｓｈｅｉｍ Ｈ，ＫｏｌｎｅｓＪ，ＯｕｄｅｍａｎＰ．Ａｆ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ｗｅｌｌｂｏｒ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２，８（２）：９７１０４．

［２］ＳｕＺ，ＧｕｄｍｕｎｄｓｓｏｎＪ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ｎｐｉｐｅｓ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Ｅ

Ａｎｕｕ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６，１９９３，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ｅｘａｓ． ［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３：

１５１１６３．

［３］ＳｕＺ，ＧｕｄｍｕｎｄｓｓｏｎＪ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

ｐｉｐ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ＳＰ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１０，１９９４，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４：

５６３５７４．

［４］Ｉｈａｒａ Ｍ，ＢｒｉｌｌＪ Ｐ，Ｓｈｏｈａｍ 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Ａｎｎｕ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７，１９９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２：５７６７．

［５］ＩｈａｒａＭ，Ｓｈｉｍｉｚｕ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ｉｎ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ＳＰ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３６，１９９３，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ｅｘａｓ．［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３：

１２５１３８．

［６］Ｉｈａｒａ Ｍ，Ｙａｎａｉ Ｋ，Ｙａｋａｏ Ｓ．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 ［Ｊ］．ＳＰ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１９９５，１０（４）：２４９２５６．

［７］Ｙｕａｎ Ｈ，ＳａｒｉｃａＣ，ＢｒｉｌｌＪＰ．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ｈａｓ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ｆｌｏｗ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９６，Ｃａｌｇａｒｙ，Ａｌｂｅｒｔａ，

Ｃａｎａｄａ．［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６：６０３６１２．

［８］Ｙｕａｎ 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ｌｉｑｕｉｄｆｌｏｗ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Ｄ］．Ｔｕｌｓａ：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Ｔｕｌｓａ，１９９７．

［９］Ｙｕａｎ Ｈ，ＳａｒｉｃａＣ，ＢｒｉｌｌＪＰ．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 ｐｈ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ｌｉｑｕｉｄ ｇｌｏｗ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ＳＰ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３０，１９９８，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８：９３１０４．

［１０］ＯｕｙａｎｇＬＢ．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８．

［１１］ＯｕｙａｎｇＬＢ，ＡｒｂａｂｉＳ，ＡｚｉｚＫ．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ｌａｎｔｅｄ ｗｅｌｌ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ｓ［Ｊ］．Ｓ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３（２）：１２４１３３．

［１２］Ｏｕｙａｎｇ Ｌ Ｂ，Ｐｅｔａｌａｓ Ｎ，Ａｒｂａｂｉ Ｓ，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ａｙ １０１３，１９９８，

Ｂａｋｅｒｓｆｉｅｌ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ｌ．］：ＳＰＥ，１９９８：１１０．

［１３］周生田，张琪，李明忠，等．水平井筒变质量流体流动实

验研究［Ｊ］．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８，２２（５）：

５３５５．

ＺＨＯＵＳｈｅｎｇｔ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Ｑｉ，ＬＩＭ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ａｓｓ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２２（５）：５３５５．

［１４］周生田，张琪，李明忠，等．水平井变质量流研究进展

［Ｊ］．力学进展，２００２，３２（１）：１１９１２７．

ＺＨＯＵＳｈｅｎｇｔ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Ｑｉ，ＬＩＭ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２，３２（１）：

１１９１２７．

［１５］汪志明，张松杰，薛亮，等．水平井筒射孔完井变质量流

动压降规律［Ｊ］．石油钻采工艺，２００７，２９（３）：４７．

ＷＡ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ｏｎｇｊｉｅ，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ａｓｓｆｌｏｗ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Ｊ］．Ｏｉ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９（３）：４７．

［１６］汪志明，肖京男，王小秋，等．水平井变质量流动压降规

律实验研究［Ｊ］．实验流体力学，２０１１，２５（５）：２６２９．

ＷＡ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ｎ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ｕ，ｅ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ａｓｓ

ｆｌｏｗ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１，２５（５）：２６２９．

（编辑　郑　洁）

７５第９期　　　　　　　　　　　魏建光，等：射孔完井水平井筒变质量流压降规律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