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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化学刺激能够改善增强型地热系统（ＥＧＳ）热储层裂隙连通情况、提高裂隙渗透率。本文以ＥＧＳ热

储化学刺激为出发点，开展土酸体系花岗岩作用实验，总结实验规律，明确了酸岩作用机理，建立多矿物耦合反应

动力学模型并获取重要参数。得出以下结论：土酸中 ＨＦ浓度越高，对花岗岩的溶蚀率和溶蚀速率就越大，但更易

产生二次沉淀；酸液中离子的浓度与不同矿物溶蚀存在对应关系，Ｎａ＋和Ｋ＋分别来自于钠长石和伊利石，Ａｌ３＋和

硅来自长石类和黏土类矿物，Ｃａ２＋前期来自方解石，后期受钙长石和氟石影响；土酸花岗岩反应为双重机制控制

下的动力学反应；ＨＦ机制下的矿物溶解反应速率常数数量级约为１０－４～１０－５，比中性机制下的矿物的溶解速率

提高了约９个数量级。研究结果可以为ＥＧＳ储层化学刺激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增强型地热系统；化学刺激；水岩作用实验；反应动力学；渗透率改造

　 　 增 强 型 地 热 系 统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ＥＧＳ）作为一种可再生、环保的新型能

源资源，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重视（ＷａｎｇＪｉｙ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ａｎｇ Ｇｕｉｌ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ｎ

Ｗｅｎ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Ｍａｏ

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ＥＧＳ的目的是从深部低渗透

性高温岩体中提取热量，工程的成功在很大情况下

取决于低孔低渗储层的改造（ＭＩＴ，２００６；Ｍｕｋｕｈｉｒａ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包括天然裂隙的连通或人工造缝。

储层刺激能够建立高渗裂隙网络并维持其连通

性（Ｒｅｉｎｉｃ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刺激方法包括：水力刺激

（水力压裂）（Ａｄａｃ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热刺激（Ｂｅｇｕ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以及化学刺激（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Ｐｏｒｔ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热刺激方法使用较少，水力

刺激是最常用的方法。然而，水力刺激受各种条件

制约，刺激后的热储层并不都是理想的，可能存在水

流阻力和水流短路等现象。化学刺激可以弥补水力

压裂的缺陷，通过向井中注入低ｐＨ（或高ｐＨ）的化

学刺激剂，溶蚀裂隙内或注采井附近的矿物颗粒、泥

浆等，从而改善热储层裂隙连通情况、提高裂隙渗透

率（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针对干热岩储层的刺激

剂主要包括土酸（ＨＦ＋ＨＣｌ，简称 ＲＭＡ）（Ｚｈｕａｎｇ

Ｙａ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弱有机酸、胶凝剂溶液（高分子

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以及螯合剂（Ｆｒｅｄｄ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等。其中，土酸体系对以石英、长石为主的花

岗岩地层具有最好的溶蚀效果。

土酸（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ｕｄＡｃｉｄ，简称ＲＭＡ），通常由

７．５％～１２％的 ＨＣｌ和１％～３％的 ＨＦ混合而成，

是最常用的化学刺激剂（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Ｐｅｔｔｉｔｔ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其主要过程是：①

利用混合酸液中７．５％～１２％的 ＨＣｌ清洗解堵，溶

蚀石灰岩、白云岩等钙质矿物，并防止 ＨＦ中的Ｆ－

与岩石缝洞孔隙里残存泥浆中的Ｃａ２＋、Ｍｇ
２＋、Ｆｅ３＋

反应生成沉淀；② 利用混合酸液中１％～３％的 ＨＦ

与花岗岩中的ＳｉＯ２发生化学反应，增大缝洞孔隙，

改善介质在其中的流动性（Ｆａｙｚ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为

了提高化学刺激效果，往往根据热储岩石矿物组成

改变ＨＣｌ／ＨＦ比例和刺激剂注入量。ＷｕＹｏｎｇｄ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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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年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以岩芯流动实验方法研究了土酸的注

入速率对ＥＧＳ热储（凝灰岩，石英占６０％、钠长石

占２０％、钾长石占２０％）的改造作用，结果表明土

酸对于石英、长石矿物具有较好的额溶蚀效果，且土

酸注入速率越大，离子的强迫对流作用越强，Ｈ＋的

传质速度越大，其对岩芯裂隙矿物的溶蚀能力越强，

化学刺激效果越好。以上室内实验研究均表明，土

酸对于高ＳｉＯ２含量的花岗岩储层具有强烈的溶蚀

作用。

干热岩储层化学刺激的核心是高温水岩反应。

除了化学反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化学刺激过程还包括热

量传递（Ｔｈｅｒｍａｌ）、流体流动（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等，是复杂

的多场耦合问题。化学刺激效果受到温度场、流场、

化学场的影响，如热储的孔隙度渗透率、裂隙空间分

布等物理特征以及岩石矿物组成、含量等地球化学

特征（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Ｓｉｍｏｎ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而且，不同的化学刺激剂成分、用量、刺激方

式等对刺激效果也会产生明显影响（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Ｄｒｉｂ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因此，具有强大综合

分析能力的数值模拟技术是研究化学刺激的重要方

法之一（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建立了 Ｔｉｗｉ场地 Ｎａｇ６７井的反应运移模

型，再现了１０年间硅酸盐矿物的沉淀导致储层孔隙

度渗透率降低的过程，并模拟了硅沉积的酸化处理

过程。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研究了流场温度场化

学场多场耦合情况下的土酸化学刺激，模拟结果与

Ｓｏｕｌｔｚ场地ＧＰＫ４的实际刺激结果相同，证实了土

酸对储层的改造作用和数值模拟的精确性。

通过综述国内外在土酸体系对储层的化学刺激

作用方面的研究，发现：① 目前采用土酸进行化学

刺激的热储以砂岩、碳酸盐岩为主，关于花岗岩储层

化学刺激机理的研究较少；② 目前酸岩作用模型大

都将岩石作为整体，未考虑多种矿物耦合反应速率

的差异。本文针对ＥＧＳ热储改造问题，开展土酸体

系花岗岩作用实验，总结实验规律，揭示酸岩作用

机理，建立多矿物耦合反应动力学模型并获取重要

参数，可以为储层刺激工作提供支持。

１　酸岩反应实验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岩样为取自东南沿海科学钻探５００～２６００

ｍ深度的花岗岩，经ＸＲＤ分析其矿物组成：该岩样

矿物以石英为主，含量为４０％，其次为钠长石和钙

长石（２０％和１９％），含有少量伊利石（５％）和云母

（６％），方解石含量约２％，此外存在少量蚀变矿物

绿泥石约５％。

实验酸液为３种不同浓度的土酸体系，其中

ＨＣｌ浓度保持不变（１２％），ＨＦ浓度分别为５％、７％

和９％。

１２　实验步骤与测试方法

将花岗岩破碎、烘干并过２００目筛，用精度为

０．１ｍｇ的电子天平准确称量花岗石粉末５ｇ，待用。

配置不同浓度的酸液体系，预加温至７０℃，待用。

１∶２０的固液比（ｇ／ｍＬ）分别取岩样和酸液于

惰性瓶中，盖紧瓶盖置于自旋反应釜中，设置恒温

７０℃。反应一定时间后（０．５ｈ、１ｈ、２ｈ、３ｈ和４ｈ），用

注射器提取塑料瓶中的上层清液，用电感耦合等离

子发射光谱（ＩＣＰＯＥＳ）测定液相中 Ｓｉ４＋、Ａｌ３＋、

Ｃａ２＋、Ｋ＋、Ｎａ＋的含量。固相用去离子水冲洗至中

性，过滤，烘干至质量稳定不变并称量，计算溶蚀质

量。同时用纯水做空白对比实验。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溶蚀率

花岗岩岩样与不同配比土酸溶蚀率随时间变化

如表１、图１ａ所示。由图中溶蚀曲线可以看出，土

酸对花岗岩有很强的溶蚀能力。且起始溶蚀速率较

大，然后逐渐降低。土酸中ＨＦ酸浓度越高，对花岗

岩的溶蚀率和溶蚀速率就越大，且反应后期有二次

沉淀产生，导致溶蚀率下降。低温时，氢氟酸与铝硅

酸盐矿物的二次反应速率很慢，产生二次沉淀较少；

在反应温度大于５０℃时，二次反应难以避免，溶液

中会产生较多二次沉淀（ＬｉＸｕｅ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本次实验温度为７０℃，在１２％ＨＣｌ＋９％ＨＦ与花岗

岩的酸盐反应结束后，在岩样表面明显观察到透明

晶体析出。在相同的反应时间下，ＨＦ浓度越高，二

次反应及其产生沉淀的几率越高。

表１　花岗岩岩样与不同配比土酸反应后

溶蚀率（％）随时间变化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犮犺犪狀犵犲狅犳犱犻狊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狑犻狋犺狋犻犿犲狅犳

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犵狉犪狀犻狋犲狊犪犿狆犾犲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狌犱犪犮犻犱

酸液类型
反应时间（ｈ）

０．５ １ ２ ３ ４

１２％ＨＣｌ＋５％ＨＦ １３．０７ １５．３６ １７．６１ ２０．２８ １８．１９

１２％ＨＣｌ＋７％ＨＦ １３．５１ １８．６２ ２３．２５ ２３．５８ １９．８９

１２％ＨＣｌ＋９％ＨＦ １５．３８ １８．９０ ２７．７８ ３２．１０ ２７．３７

２２　残酸离子浓度

通过测定残酸中Ｃａ２＋、Ａｌ３＋、Ｓｉ４＋、Ｋ＋和 Ｎａ＋

８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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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配比土酸对花岗岩的溶蚀曲线及残酸溶液中Ｋ
＋、Ｎａ＋、Ａｌ３＋、Ｓｉ４＋、Ｃａ２＋含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Ｋ
＋，Ｎａ＋，Ａｌ３＋，Ｓｉ４＋，Ｃａ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ｃ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共５种离子浓度的变化，判断反应过程是否发生沉

淀。对不同酸液与岩样反应后残酸的离子浓度进行

分析可进一步弄清其化学反应过程，探究反应机理

（ＷａｎｇＢ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２２１　犓
＋、犖犪＋含量变化

岩样酸化反应后残酸溶液中 Ｋ＋、Ｎａ＋质量浓

度测量结果见图１ｂ和图１ｃ。残酸中Ｎａ＋和Ｋ＋含

量在反应初期快速升高，根据实验岩样矿物成分，反

映了钠长石和伊利石的强烈溶蚀过程。随后 Ｎａ＋

和Ｋ＋浓度均趋于稳定并略有降低，这是因为随着

溶蚀作用的进行两种矿物含量降低，总反应表面积

随之减少，导致溶解速率的下降。在反应后期，Ｋ＋

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是因为生成了氟硅酸

钾沉淀。

对比不同配比的土酸溶液，可以发现７％的 ＨＦ

浓度对本次实验样品有最好的溶蚀作用，后期沉淀

率较低。

２２２　犃犾
３＋、犛犻４＋含量变化

岩残酸溶液中Ａｌ３＋、Ｓｉ４＋质量浓度测量结果见

图１ｄ和图１ｅ。土酸与长石、黏土等矿物反应剧烈，

溶蚀残酸中Ａｌ３＋、Ｓｉ４＋含量变化趋势同 Ｎａ＋和 Ｋ＋

的一致，反应初期先快速上升再有所下降。Ｓｉ４＋含

量降低是因为氟硅酸与长石和黏土发生二次反应生

成硅胶沉淀。Ａｌ３＋浓度降低是在反应体系下存在

多种氟化铝配合物（Ｇａｏ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

ＡｌＦ３为主（乳白状沉淀），还会生成氟铝酸盐沉淀，

如Ｋ３ＡｌＦ６和Ｎａ３ＡｌＦ６，使得Ａｌ
３＋浓度略有下降。

对比不同配比的土酸溶液，高 ＨＦ浓度会导致

Ａｌ３＋浓度在反应初期急剧升高，但是同样会形成更

多的氟化铝配合物，从而残酸中最终的铝离子含量

相近。这也意味着高浓度的 ＨＦ酸会导致酸岩反应

更加剧烈，离子浓度波动较大，不利于控制反应进

程，对于实际化学刺激工作没有好处。

２２３　犆犪
２＋含量变化

残酸溶液中Ｃａ２＋质量浓度测量结果见图１ｆ。

Ｃａ２＋离子浓度变化趋势与其他离子较为不同，在反

应初始，Ｃａ２＋浓度达到峰值，而后迅速降低并维持

９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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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低的水平，其后再次出现波动。这是因为岩样

中存在少量的碳酸钙，其反应速率相较于其他矿物

是最快的，在反应初始Ｃａ２＋ 浓度便达到峰值。然

后，会生成ＣａＦ２、ＣａＳｉＦ６沉淀，从而浓度降低。随着

钙长石矿物溶解，会造成Ｃａ２＋浓度发生波动变化。

对比不同配比的土酸溶液，Ｃａ２＋浓度整体变化

趋势一致，但是ＨＦ浓度越高，Ｃａ２＋浓度越低。这是

因为高浓度Ｆ－会促进ＣａＦ２、ＣａＳｉＦ６的沉淀。

３　反应动力学

酸岩反应实验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反应过

程中各种矿物离子的变化规律，然而当分析复杂问

题的时候，仅靠规律性认识是不够的，需要借助数值

模拟技术。矿物反应数值模拟的基础是动力学反应

模型和参数，通过实验结果对模型和参数进行校正

是进行数值模拟的必要条件。

３１　反应动力学模型

本次使用ＴＯＵＧＨＲＥＡＣＴ中采用的反应动力

学方程（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该方程由Ｌａｓａｇａ

提出：

狉狀 ＝犳（犮１，犮２，…犮狀犮）＝±犽狀犃狀 １－Ω
θ
狀
η

狀＝１…犖狇

式中，正值狉狀代表溶解，负值代表沉淀；犽狀代表数率

常数（单位面积单位时间的反应摩尔数），是与温度

相关的，犃狀指的是每千克水的反应比表面积；Ω狀是

矿物饱和指数。θ和η是由实验确定的参数，如果

没有实验数据，通常等于１。随温度变化的反应速

率常数可以通过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方程求得：

犽＝犽２５ｅｘｐ［
－犈犪
Ｒ
（１
犜


１

２９８．１５
）］

式中，犈犪是反应活化能，犽２５是２５℃时的速率常数，Ｒ

是气体常数，犜是绝对温度。

ｐＨ相关的反应动力学速率采用如下方程式

计算：

犽犪犱犼 ＝犽（１０
－狆犎犮／１０－狆犎１）狊犾狅狆犲１ 　狆犎犮＜狆犎１

犽犪犱犼 ＝犽（１０
－狆犎犮／１０－狆犎２）狊犾狅狆犲２ 　狆犎犮＞狆犎２

式中，犽犪犱犼是据ｐＨ 修正后的反应速率，犽是原始的

反应速率。狆犎犮是当前的ｐＨ 值，狆犎１是狊犾狅狆犲１影

响的ｐＨ值上限，同理，狆犎２是狊犾狅狆犲２影响的下限。

狊犾狅狆犲１和狊犾狅狆犲２是ｐＨ值斜率的绝对值（图２）。

上面式中计算的反应速率仅仅是在纯水中的

（中性ｐＨ）。矿物的溶解和反应速率通常需要 Ｈ
＋

（酸性机制）和ＯＨ－（碱性机制）离子校正。对于大

部分矿物，速率常数犽均包含以上三种机制：

图２　ｐＨ相关的反应速率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犽＝犽
狀狌
２５ｅｘｐ

－犈
狀狌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

犽犎２５ｅｘｐ
－犈

犎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犪狀犎犎 ＋

犽犗犎２５ｅｘｐ
－犈

犗犎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犪狀犗犎犗犎

式中角标狀狌、犎 和犗犎 分别表示中性、酸性和碱性

机制；犪是离子活度；狀是幂指数（常数）。速率常数

犽同样可以与其他离子有关，比如 Ａｌ３＋、Ｆｅ３＋ 等。

因 此，受 离 子 影 响 下 的 反 应 速 率 常 数 在

ＴＯＵＧＨＲＥＡＣＴ中可以写成统一的形式：

犽＝犽
狀狌
２５ｅｘｐ

－犈
狀狌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

∑
犻

犽犻２５ｅｘｐ
－犈

犻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
犼

犪狀犻犼犻犼

式中角标犻代表额外的机制，犼是该种机制里面起主

要作用的离子（可以是基本的离子，也可以是其他离

子）。ＴＯＵＧＨＲＥＡＣＴ可以考虑最多５种机制的

影响，每种机制下可以包含５种离子成分。

本次研究中，矿物反应速率主要包含两种机制，

一是中性机制，二是 ＨＦ分子作用下的酸性机制。

其反应速率方程可以表示为：

犽＝犽
狀狌
２５ｅｘｐ

－犈
狀狌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

犽犎２５ｅｘｐ
－犈

犎
犪

Ｒ

１

犜
－

１（ ）［ ］２９８．１５
犪
狀犎犉

犎犉

３２　模型参数校正

３２１　模型建立

采用单网格模型模拟本次实验的酸岩作用过

程。本次实验使用１∶２０的固液比（ｇ／ｍＬ），反应过

后仍有大量残酸剩余，因此酸液量相比于岩石颗粒

是绝对过量的。所以给定单网格体积２００ｍＬ，孔隙

度为９５．０％，则岩石含量为５．０％，固液比为１∶２０。

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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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设定为７０℃。

根据岩样ＸＲＤ测试结果，本次实验所用样品

主要矿物为石英４０％、钠长石２０％、钙长石１９％、

绿泥石５％、伊利石５％、云母６％。根据前人研究

成果，酸岩作用可能产生的沉淀矿物包括硅胶、氟石

（ＣａＦ２）、氟硅酸钠、氟硅酸钾、氟化铝等（ＸｕＴｉａｎｆ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Ｄｒｉｂ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基于以上，模型

初始矿物组分设定如表２，其中石英、钠长石、钙长

石、绿泥石、伊利石、铁云母、金云母为初始矿物，初

始含量根据测试结果分配。硅胶（非晶体硅）、氟石

（ＣａＦ２）、氟硅酸钠、氟硅酸钾、氟化铝为可沉淀矿

物，初始含量为０。

酸液以１２％ＨＣｌ＋７％ＨＦ酸液作为基础酸液

进行反应动力学参数校正。因此初始的酸溶液Ｆ－

浓度为１．４ｍｏｌ／Ｌ，Ｃｌ－浓度为１．２５ｍｏｌ／Ｌ，ｐＨ 值

为１，其他离子浓度设定为０。

本次计算采用的数据库来自ＴＨＥＲＭＯＤＤＥＭ，

Ｂｌａｎ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对其有详细的介绍。该数据库是

由Ｔｈｅｒｍｏｄｄｅｍ＿ＭＡＪ２０１６＿ｆｉｎａｌ６ｄ标准库转换而

来，包含８５种主要离子，８４种络合离子，８４１种其他

水溶液成分，７１７种矿物和２３种气体成分。本研究涉

及的矿物，其方程式及反应方程式见表２。表中还列

出了原始矿物中性机制下的关键参数，对于沉淀矿物

氟硅酸钠、氟硅酸钾和氟化铝，数据库中并没有相关

参数，需要根据实验结果拟合获取。ＨＦ影响下的各

矿物溶解反应速率参数也需要实验结果校正。

表２　岩石矿物组分、反应方程式及中性机制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犌狉犪狀犻狋犲犿犻狀犲狉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狀犲狌狋狉犪犾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矿物名称 初始含量 反应式
中性机制

犽２５ 活化能（ｋＪ／ｍｏｌ）

原始矿物：

方解石 ２％ 方解石＋Ｈ＋ＨＣＯ－３ ＋Ｃａ２＋＋Ｈ２Ｏ 热力学控制 ２３．５

石英 ４０％ 石英＋２Ｈ２ＯＨ４ＳｉＯ４ ６．４２×１０－１４ ７６．７

钠长石 ２０％ 钠长石＋４Ｈ＋＋４Ｈ２ＯＡｌ３＋＋Ｎａ＋＋３Ｈ４ＳｉＯ４ ２．７５４２×１０－１３ ６９．８

钙长石 １９％ 钙长石＋８Ｈ＋２Ａｌ３＋＋Ｃａ２＋＋２Ｈ４ＳｉＯ４ ７．５８５８×１０－１３ １７．８

绿泥石 ５％
绿泥石＋１７．２５３Ｈ＋２．４８３Ａｌ３＋＋０．０１１Ｃａ２＋＋１．９２７Ｆｅ２＋

＋２．９６４Ｍｇ２＋＋２．６３３Ｈ４ＳｉＯ４
３．０２００×１０－１３ ８８．０

伊利石 ５％
伊利石＋８．４Ｈ＋＋１．６Ｈ２Ｏ

２．３５Ａｌ３＋＋０．８５Ｋ＋＋１．９２７Ｆｅ２＋＋０．２５Ｍｇ２＋＋３．４Ｈ４ＳｉＯ４
１．６５９６×１０－１３ ３５．０

云母类 ６％
铁云母＋１０Ｈ＋Ａｌ３＋＋３Ｆｅ２＋＋Ｋ＋＋３Ｈ４ＳｉＯ４

金云母＋１０Ｈ＋Ａｌ３＋＋３Ｍｇ２＋＋Ｋ＋＋３Ｈ４ＳｉＯ４
２．８１８４×１０－１３ ２２．０

沉淀矿物：

硅胶（非晶体硅） ０ Ｈ４ＳｉＯ４硅胶＋２Ｈ２Ｏ １．０５×１０－８ ３９．０

氟石（ＣａＦ２） ０ Ｃａ２＋＋２Ｆ－氟石（ＣａＦ２） １．６２１８×１０－１４ ７３．０

氟硅酸钠 ０ ２Ｎａ＋＋４Ｈ＋＋６Ｆ－＋Ｈ４ＳｉＯ４４Ｈ２Ｏ＋氟硅酸钠（Ｎａ２ＳｉＦ６）

氟硅酸钾 ０ ２Ｋ＋＋４Ｈ＋＋６Ｆ－＋Ｈ４ＳｉＯ４４Ｈ２Ｏ＋氟硅酸钾（Ｋ２ＳｉＦ６）

氟化铝 ０ Ａｌ３＋＋３Ｆ－氟化铝（ＣａＦ３）

校正获得

３２２　校正结果

通过不断调整各个矿物反应速率，得到主要离

子模拟和实验拟合图（图３）。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

硅、Ｎａ＋、Ｋ＋、Ｃａ２＋的拟合效果均较好，因此可以认

为，模拟结果可靠，所用的反应速率参数合理。

通过拟合可以得到溶解矿物在ＨＦ作用下的反

应速率参数和主要沉淀矿物的沉淀速率参数（表

３）。可以发现在 ＨＦ的作用下，矿物的溶解速率提

高了约９个数量级，极大地促进了矿物的溶解，这也

是土酸能够迅速溶蚀矿物的原因。沉淀矿物反应速

率在 ＨＦ的影响下同样增大，基本和溶解速率一个

数量级，所以当土酸迅速溶解矿物的同时，沉淀矿物

也迅速发生沉淀，这从机理上解释了土酸与岩石的

剧烈反应和井附近的沉淀堵塞现象。

表３　岩石犎犉反应机制参数及沉淀矿物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犌狉犪狀犻狋犲犱犻狊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狌狀犱犲狉犎犉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矿物名称
ＨＦ溶解反应机理 沉淀机理

犽２５ 犽２５

原始

矿物

石英

钠长石

钙长石

绿泥石

伊利石

云母类

２．３×１０－５

１．０×１０－４

２．５×１０－５

１．３×１０－５

１．０×１０－４

４．４×１０－４

沉淀

矿物

硅胶（非晶体硅）

氟石（ＣａＦ２）

氟硅酸钠

氟硅酸钾

氟化铝

１．３×１０－５

１．０×１０－４

６．５×１０－５

５．２×１０－５

８．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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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主要离子拟合校正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　结论

本文针对花岗岩热储改造问题，开展了不同

ＨＦ浓度的土酸花岗岩溶蚀反应实验，分析了岩石

溶蚀率、残酸离子浓度与土酸配比的关系，而后基于

单矿物反应理论，建立了酸岩反应动力学模型，通过

拟合校准了多种矿物反应动力学参数。得出以下

结论：

（１）土酸对花岗岩的溶蚀速率由大变小。土酸

中ＨＦ浓度越高，对花岗岩的溶蚀率和溶蚀速率就

越大，且反应后期越易产生二次沉淀，导致溶蚀率下

降，影响酸化效果。

（２）酸液中 Ｎａ＋和 Ｋ＋分别来自于钠长石和伊

利石的溶解，Ａｌ３＋和硅来自长石类和黏土类矿物溶

解，Ｃａ２＋在反应前期受方解石影响较大，反应后期

受钙长石溶解和氟石（ＣａＦ２）沉淀双重影响。

（３）Ａｌ３＋、硅、Ｋ＋和 Ｎａ＋离子浓度均在反应前

期迅速升高，在反应后期由于矿物沉淀浓度转而降

低。Ｃａ２＋ 浓度反应初期即达到峰值，随后呈降低

趋势。

（４）土酸花岗岩反应为双重机制控制下的动力

学反应，在高 ＨＦ浓度下反应速率由ＨＦ机制控制，

当ＨＦ消耗到一定程度时，矿物反应速率恢复常规

的中性机制。

（５）拟合得到了 ＨＦ机制下的矿物溶解反应速

率常数数量级约为１０－４～１０
－５，比中性机制下的矿

物的溶解速率提高了约９个数量级；ＨＦ机制下的

矿物沉淀反应速率常数数量级约为１０－４～１０
－５。

这从机理上解释了土酸与岩石的剧烈反应和井附近

的沉淀堵塞现象。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ｄａｃｈｉＪ，ＳｉｅｂｒｉｔｓＥ，Ｐｅｉｒｃｅ Ａ，ＤｅｓｒｏｃｈｅｓＪ．２００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４（５）：７３９～７５７．

ＢｅｇｕｅＦ，ＳｉｒａｔｏｖｉｃｈＰＡ，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ＭＣ，ＫｅｎｎｅｄｙＢＭ，ＣｏｌｅＪＷ．

２０１５．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０：２６５～２８０．

ＢｌａｎｃＰｈ，ＬａｓｓｉｎＡ，ＰｉａｎｔｏｎｅＰ，ＡｚａｒｏｕａｌＭ，ＪａｃｑｕｅｍｅｔＮ，Ｆａｂｂｒｉ

Ａ，ＧａｕｃｈｅｒＥＣ．２０１２．Ｔｈｅｒｍｏｄｄｅｍ：ａ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ｔｅｒ／ｒ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ａｓ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７（１０）：２１０７～２１１６．

ＤｒｉｂａＤＬ，ＤｅｌｕｃｉａＭ，ＰｅｉｆｆｅｒＳ．２０１４．１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Ｈ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ｒｏ Ｓｃｈｎｅｂｅｃｋ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ｙ．

ＦａｙｚｉＰ，ＭｉｒｖａｋｉｌｉＡ，ＲａｈｉｍｐｏｕｒＭ Ｒ，ＦａｒｓｉＭ，ＪａｈａｎｍｉｒｉＡ．

２０１５．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ｒｅｔａｒｄｅｄａｃ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ａｓ ｗｅｌｌｓ ａｃｉｄ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ｉｇ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９３：５７６～５８３．

２１１２



第７期 岳高凡等：花岗岩酸岩作用反应动力学研究

ＦｒｅｄｄＣＮ，ＦｏｇｌｅｒＨＳ．１９９８．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ｅｌ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ｌｃｉｔ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４（１）：１８７～１９７．

Ｇａｏ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ｆａｎｇ，Ｓｏ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ｎ，ＺｈａｏＳｈａｎ，Ｑｉ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Ｙｕｎｆｅｎｇ．２０１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ｈｙｄｒｏ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Ｆ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３３（１１）：１３０１～１３０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Ｘｕｅｗｅｎ，ＺｈａｏＬｉｑ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Ｂｕｈｏｎｇ，ＤｕＪｕａｎ，ＬｕｏＪｉａｎｇｔａｏ．

２００９．Ｒｅｔａｒ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ｕｌｔｉｈｙｄｒｏ Ａｃｉｄｔｏ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３２（１）：

７８～８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ｎ Ｗｅｎｊｉｎｇ，Ｇａｎ Ｈａｏｎａ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ｌｉｎｇ， Ｍａ Ｆｅｎｇ．２０１６．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ＨＤＲ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ｓｉ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９０（０８）：２０４３～

２０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ｏＸｉａｎｇ，ＧｕｏＤｉａｎｂｉｎ，ＬｕｏＬｕ，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ｈａｏ．２０１９．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ｏｔ Ｄｒｙ Ｒｏｃｋ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５（６）：１４６２～１４７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Ｔ．２００６．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Ｉｍｐａｃｔ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ＧＳ）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ｙａｎ ＭＩＴＬｅ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Ｐａｎｅｌ．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３７２．

ＭｕｋｕｈｉｒａＹ，ＩｔｏＴ，ＡｓａｎｕｍａＨ，ＨｒｉｎｇＭ．２０２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ｈ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ｎ ＥＧ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４３

Ｐｅｔｔｉｔｔ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Ｌ，ＧａｒｚｏｎＦＯ，ＡｍａｎＭ，ＧｒａｍｉｎＰ，ＲａｍｎａｔｈＬ．

２０１９．Ａ ｎｏｖｅｌ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ｌａｎｔａｎｄ Ｍｕｄ Ａｃｉｄｉｎａ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ｆｒａｃｐａｃｋｅｄ ｗｅｌｌ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ａｍａｇｅ．Ｓｐｅ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ｉｅｒＳ，ＶｕａｔａｚＦ Ｄ，ＮａｍｉＰ，ＳａｎｊｕａｎＢ，ＡｎｄｒéＧ．２００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ｗｅｌｌＥＧＳ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Ｓｏｕｌｔｚｓｏｕｓ

Ｆｏｒｅｔｓ，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３８（４），３４９～３５９．

ＲｅｉｎｉｃｋｅＡ，ＢｌａｃｈｅｒＡ，ＢｒａｎｄｔＷ，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Ｇ．２０１１．Ｒｏｃｋ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ａｃｉｄｉｚｉｎｇ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ａ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０３（１／２）：１４６～１５４．

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Ｐ，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ＤＶ．２０１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ｍｏｄｅｌ

ａｃｉｄｒ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ｏｕｌｔｚｓｏｕｓＦｏｒｅｔｓＥＧＳｓｉｔｅ，

Ｆｒ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ｔｅｓＲｅｎｄｕ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４２：６６８～６７５．

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Ｐ，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ＤａｖｉｄＶ，Ｐａｔｒｉｃｋ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ＡｎｄｒｅＧ．

２００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ｗｅｌｌ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ｗｅｌｌＥＧＳ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Ｓｏｕｌｔｚｓｏｕｓ

Ｆｏｒêｔｓ，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３８：３４９～３５９．

ＳｉｍｏｎａＲ，ＥｌｖｉｒａＦ，ＪａｍｅｓＢ，ＦｉｒｏｒｅｎｚａＤ，ＤｅｊｅｎｅＬＤ，ＪａｎＨ，

ＡｎｄｒｅａｓＫ，ＲｕｄｏｌｆＮ，Ｔｈｏｍａｓ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２０１５．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ｌｕｉｄ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ｍｉａｎＲｏｔｌｉｅｇｅ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５４：１２２～１３５．

ＷａｎｇＢ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ｕｅＦａｎｇｙｕ．２００２．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Ｆｏｎａｌｕｍｉｎａ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ｍａｔｒｉｘａｃｉｄｉｚ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４（５）：６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Ｇｕｉｌｉｎｇ，ＭａＦｅｎｇ，ＬｉｎＷｅｎ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２０１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ｔｄｒｙｒｏｃ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１１）：１０３～１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Ｊｉｙａｎｇ，ＨｕＳｈｅｎｇｂｉａｏ，Ｐ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ｅ，ＨｅＬｉｊｕａｎ，Ｚｈａｏ

Ｐｉｎｇ，Ｚｈｕ Ｃｈｕａｎｑｉｎｇ， Ｒａｏ Ｓ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ｎ， Ｋｏｎｇ

Ｙａｎｌｏｎｇ，ＬｕｏＬｕ，ＬｉＷｅｉｗｅｉ．２０１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ＨｏｔＤｒｙＲｏｃｋ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３２）：２５～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ｕＹｏｎｇｄｏｎｇ，ＢａｏＸｉｎｈｕａ，ＺｈａｏＬｉｘｉｎ，ＺｈａｎＹｕａｎ，ＭａＺｈｉｆａ．

２０１５．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ｕｄａｃ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Ｓ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３（１１）：１６７４～１６７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ＰｒｕｅｓｓＫ．２０１０．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ｏｓｔｕｄｙ

ｆｌｕｉｄｒ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ＧＳ）

ｗｉｔｈ ＣＯ２ ａ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２５～２９．

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ＨｕＺｉｘｕ，ＬｉＳｈｅｎｇｔａｏ，Ｊ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ａｏ，ＨｏｕＺｈａｏｙｕｎ，

ＬｉＦｅｎｇｙｕ，ＬｉａｎｇＸｕ，ＦｅｎｇＢｏ．２０１８．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９２（９）：１９３６～１９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ＰｅｔｅｒＲ，ＳｃｏｔｔＦ，ＰｒｕｅｓｓＫ．２００９．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ａ

ｈｉｇｈｐ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ｅｌ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Ｇｅｏｆｌｕｉｄｓ，９（２），１６７

～１７７．

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ＳｐｙｃｈｅｒＮ，ＳｏｎｎｅｎｔｈａｌＥ，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Ｌｉａｎｇｅ，ＰｒｕｅｓｓＫ．２０１１．Ｔｏｕｇｈｒｅａｃ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７（６）：

７６３～７７４．

ＸｕＴｉａｎｆｕ，ＹｖｅｔｔｅＯ，ＰｈｉｌＭ．２００４．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ｌ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ｉｄｉｚｉｎｇａｔＴｉｗｉｆｉｅｌ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３３：４７７～４９１．

ＺｈｕａｎｇＹａｑｉｎ，ＺｈａｎｇＣａｎｈａｉ，Ｚｈｕ 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ｕ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ｕｏＪｉｎ，ＧｕｏＱｉ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７．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ｄ Ａｃｉｄ ａｓ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４（０２）：１６～

２１＋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参　考　文　献

高翔，蒋建方，宋清新，赵珊，齐晶，王云峰．２０１６．多氢酸与砂岩矿物

反应特性实验研究．精细化工，３３（１１）：１３０１～１３０７．

李学文，赵立强，景步宏，杜娟，罗江涛．２００９．多氢酸对砂岩矿物

的缓速性能分析．钻采工艺，３２（１）：７８～８０．

蔺文静，甘浩男，王贵玲，马峰．２０１６．我国东南沿海干热岩赋存前景

及与靶区选址研究．地质学报，９０（０８）：２０４３～２０５８．

毛翔，国殿斌，罗璐，王婷灏．２０１９．世界干热岩地热资源开发进展与

地质背景分析．地质论评，６５（６）：１４６２～１４７２．

汪集，胡圣标，庞忠和，何丽娟，赵平，朱传庆，饶松，唐晓音，

孔彦龙，罗璐，李卫卫．２０１２．中国大陆干热岩地热资源潜力

评估．科技导报，３０（３２）：２５～３１．

王宝峰，赵忠扬，薛芳渝．２００２．砂岩基质酸化中 ＨＦ与铝硅酸盐的

二次、三次反应研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４（５）：

６１～６４．

王贵玲，马峰，蔺文静，张薇．２０１５．干热岩资源开发工程储层激发

研究进展．科技导报，３３（１１）：１０３～１０７．

吴永东，鲍新华，赵立新，詹远，马智法．２０１５．土酸注入速率对

ＥＧＳ热储层改造效果影响的实验研究．可再生能源，３３（１１）：

１６７４～１６７８．

许天福，胡子旭，李胜涛，姜振蛟，侯兆云，李凤昱，梁旭，冯波．

２０１８．增强型地热系统：国际研究进展与我国研究现状．地质

学报，９２（９）：１９３６～１９４７．

庄亚芹，张灿海，朱明成，朱永强，骆进，郭清海．２０１７．土酸化学

刺激剂提高花岗岩渗透率的试验研究．安全与环境工程，２４

（０２）：１６～２１＋４５．

３１１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年

犃狊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犽犻狀犲狋犻犮狊狅犳狉犲犵狌犾犪狉犿狌犱犪犮犻犱犪狀犱犵狉犪狀犻狋犲

ＹＵＥＧａｏｆａｎ１
，２），ＬＩＸｉａｏｙｕａｎ

１，２），ＧＡＮＨａｏｎａｎ１
，２），ＷＡＮＧＧｕｉｌｉｎｇ

１，２）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犎狔犱狉狅犵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犌犲狅犾狅犵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犛犺犻犼犻犪犺狕狌犪狀犵，０５００６０；

２）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犆犲狀狋犲狉狅犳犌犲狅狋犺犲狉犿犪犾牔 犎狅狋犇狉狔犚狅犮犽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犺犻犼犻犪狕犺狌犪狀犵，０５００６０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犵狌犻犾犻狀犵狑＠１６３．犮狅犿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ＥＧ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ＭＡ（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ｕｄａｃｉｄ）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ｉｔｅ．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ａｃｉｄｒｏｃｋ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Ｈ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ＭＡ，ｈｉｇｈｅｒｉｓｔｈｅ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ｕ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ｏｃｃｕｒ．Ｎａ
＋ａｎｄＫ＋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ｎｄｉｌｌｉｔｅ，Ａｌ

３＋ａｎ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ｆｒｏｍ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ｎｄ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Ｃａ２＋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ｃａｌｃ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ｃａｌｃｉｕｍ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ｉｔｅｉｎ

ｌａｔｅｒ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ｕ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

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１０
－４
～１０

－５，ｗｈｉｃ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ａｂｏｕｔ９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ｎｅｕｔ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Ｇ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ｉｄｒ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１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