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缩加载条件下含水合物沉积物蠕变特性分析

李  辉，张旭辉，陆  程，谢鹏飞，鲁晓兵

Analysis of creep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te sediments under compressive loading
LI Hui, ZHANG Xuhui, LU Cheng, XIE Pengfei, and LU Xiaobing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6562/j.cnki.0256-1492.2022121901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储层蠕变行为的主控因素与研究展望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research prospect on creeping behaviors of marine natural gas hydrate-bearing-strata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21, 41(5): 3-11

细砂质含水合物沉积介质的非线性弹性力学模型

A nonlinear elastic model for fine sandy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19, 39(3): 193-198

天然气水合物和游离气饱和度评价方法及其在南海北部的应用

METHODS FOR ESTIMATION OF GAS HYDRATE AND FREE GAS SATURATIONS AND APPLICATION TO THE
NORTHERN SLOPE OF SOUTH CHINA SEA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17, 37(5): 35-47

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的数值模拟分析

Numerical modeling of gas hydrate saturation for the Shenhu area, South China Sea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21, 41(2): 210-221

新西兰Hikurangi边缘Tuaheni滑坡复合体黏土质粉砂储层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估算

Estimated gas hydrate saturation from the reservoir of clayey silt with sandy interlayers at Site U1517, Tuaheni landslide complex on
the Hikurangi margin, New Zealand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20, 40(6): 159-168

基于ERT技术的含水合物沉积物可视化探测模拟实验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visual detection of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based on ERT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21, 41(6): 206-212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22121901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21092201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18020701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17.05.004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20050501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19111302
http://www.jhydz.com.cn/article/doi/10.16562/j.cnki.0256-1492.2021060901


  

李辉，张旭辉，陆程，等. 压缩加载条件下含水合物沉积物蠕变特性分析 [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23，43(6)： 217-225.

LI Hui， ZHANG Xuhui， LU Cheng， et  al.  Analysis  of  creep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te  sediments  under  compressive  loading[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2023，43(6)：217-225.

压缩加载条件下含水合物沉积物蠕变特性分析

李辉1,2，张旭辉1,2，陆程3，谢鹏飞1,4，鲁晓兵1,2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北京 100083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水合物开采可能诱发海底滑坡或其他工程地质灾害。实现水合物商业化开采需要中长期稳定产气，长期荷载下储层的

蠕变特性是地层稳定性评价的基础力学参数。利用南海水合物储层粉黏土为试验介质在压缩加载条件下的系列固结排水蠕

变测量试验结果，对粉黏土的蠕变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加载过程中，含水合物沉积物经历瞬时变形、固结变形和蠕变

变形 3 个阶段；随着加载应力和水合物饱和度的提高，蠕变应变不断增加；修正的 Singh-Mitchell 蠕变模型可以较好预测不同

应力水平和水合物饱和度下粉黏土的蠕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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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ate mining may induce submarine landslides or other engineering geological disasters. Long-term and stable gas production is

required for any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for natural gas hydrate. Understanding the creep properties of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is importance

for  the  estimation  of  long-term  stratum  instability.  Therefore,  we  analyzed  the  creep  characteristics  of  silty  clay  by  using  a  serial  test  on

consolidation drainage creep under compression loading conditions with hydrate reservoir silty clay as the test medi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formation curves  of  hydrate  bearing sediments  presented three  stages:  instantaneous  deformation,  consolidation deformation,  and creep

deform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load  and  hydrate  saturation,  the  creep  strain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The  modified  Singh-Mitchell  creep

model  was  applied,  by  which  the  creep  properties  of  hydrate  bearing  sediments  were  well  predicted  at  different  stress  levels  and  hydrate

sat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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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以下简称水合物）储量丰富，是

最有可能代替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之一 [1-3]。水合

物沉积物层存在于低温、高压的自然环境中，陆地

与海洋均有分布。中国海域水合物主要分布于南

海地区 [4]，据估算其储量约为 6.4×1013 m3，与中国常

规天然气资源总量基本相当 [5]，具有巨大的开发潜

力。随着中国对于海域水合物研究的不断深入，中

国地质调查局分别在 2017年和 2020年进行了海域

水合物的试采[6-7]，实现短期稳定产气。

国内外学者针对含水合物沉积物的力学特性

开展了丰富的力学试验研究 [8-11]。Winters等 [12-13] 通

过核磁共振和三轴压缩试验分别对原状样品和人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合物分解引起浅层土层中气体喷发的机理研究”（11872365）

作者简介： 李辉（1998—），男，硕士，工程力学专业，从事水合物研究， E-mail：LIHUI@imech.ac.cn

通讯作者： 张旭辉（1982—），男，研究员，从事水合物关键力学问题研究，E-mail：ZhangXuhui@imech.ac.cn

收稿日期：2022-12-19；改回日期：2023-03-22.      张现荣编辑 

ISSN 0256-1492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第 43 卷 第 6 期
CN 37-1117/P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 Vol.43, No.6

https://doi.org/10.16562/j.cnki.0256-1492.2022121901
https://doi.org/10.16562/j.cnki.0256-1492.2022121901
https://doi.org/10.16562/j.cnki.0256-1492.2022121901
mailto:LIHUI@imech.ac.cn
mailto:ZhangXuhui@imech.ac.cn


工合成样品进行测量，得到了水合物沉积物的强度

和压缩波速。Masui等 [14] 通过实验证实了原状样品

和人工合成样品具有相似的力学强度，但是应力-应
变关系随初始孔隙率和颗粒级配的变化而变化。

Yun等 [15] 通过室内试验证明了四氢呋喃水合物

（THF）和甲烷水合物具有相似的力学强度，建议使

用 THF进行力学性质研究。对于孔隙型水合物的

研究较为广泛，Ren[16] 等通过核磁共振发现水合物

首先生长于小孔隙中，黏土会延缓整个生长过程。

相较于均匀分布的含水合物沉积物样品，非均匀分

布会对沉积物的物理和力学性质产生影响。Xie
等 [17-18] 考虑了水合物沉积物的非均匀性，在人工样

品中加入不同形状的水合物块体模拟不同的赋存

形式，得到了不同形式下的水合物沉积物的强度和

描述模型。含水合物沉积物的渗透率和破裂压力

等均与水合物饱和度及分布形式有关 [19-20]。然而大

规模商业化开采水合物需要中长期稳定产气，因此

还需要考虑储层的蠕变特性[21]。

目前，针对粉黏土蠕变特性的研究已经较为成

熟 [22-24]。余云燕等 [25] 针对非饱和盐渍土开展了一系

列三轴固结不排水蠕变试验，在 Singh-Mitchell模型

的基础上进行修正，提出了适合非饱和盐渍土的经

验模型。罗庆姿等 [26] 通过三轴不排水压缩试验对

汕头的软土进行了分析。Lai等 [27] 针对三峡滑土带

中的非饱和土进行三轴蠕变试验，引入了考虑基质

吸力的相关参数，建立了适用于非饱和土的 Singh-
Mitchell蠕变模型。刘业科等 [28] 通过梯级载荷加载

方法进行室内三轴固结不排水的蠕变试验，在此基

础上对 Singh-Mitchell模型进行修正使其能描述零

应力零应变水平。关于常规粉黏土的蠕变特性试

验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积累了较多经验 [29]。区别

于常规软黏土的蠕变特性，含水合物粉质黏土在开

采过程中存在水合物相变、渗流等过程，水合物分

解前后沉积物的孔隙结构也相应发生改变，目前针

对含水合物粉黏土的蠕变特性研究和相关模型的

研究较少[30]。

本工作采用固结仪进行蠕变试验，研究了含水

合物粉黏土的蠕变特性，并提出了描述模型。首

先，通过试验获得了含水合物粉黏土的蠕变特性曲

线，分析了含水合物粉黏土分解后的蠕变特性；在

Singh-Mitchell模型中引入水合物饱和度参数，构建

并验证修正后的 Singh-Mitchell模型，得到了可以描

述含水合物粉黏土的蠕变特性模型。 

1    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中国南海北部的西北大陆边缘，

呈 NE向延展，面积达 4.5×104 km2，具备稳定的高压

低温环境，可以形成天然气水合物，也是我国重要

的常规石油富集区域 [31-32](图 1)。试验采用研究区

海域水合物储层的粉黏土沉积物，水合物赋存于海

底 7～158 m范围内的第四系沉积物中，该区域平均

水深约为 1 000 m。 

2    试验样品来源及方法
 

2.1    试验材料

土体的基本物理和力学性质如下：土体颗粒比

重 Gs=2.65，孔隙度 n=0.509，平均粒径 d50=0.0067，其
中黏质组分（d≤4 μm）约占 50%，砂质组分（4 μm＜

d≤63 μm）约占 45%，颗粒级配曲线如图 2所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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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位置 [31]

Fig.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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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土的工程分类标准》，试验用土粒径小于 0.075 mm
的颗粒质量分数大于 50%，属于细粒土；不均匀系

数 Cu = 13.56，属于不均匀土，曲率系数 Cc = 0.57，级
配不连续。综上，试验土为级配不良的细粒土。

试验所用的四氢呋喃溶液采购于中国国药试

剂网，浓度为 99.9%，通过加入蒸馏水配置成不同浓

度的四氢呋喃溶液。质量分数为 19%的四氢呋喃

溶液在低温常压条件下可以完全合成四氢呋喃水

合物，考虑到四氢呋喃的挥发性，试验中使用四氢

呋喃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21%。根据试验样品所需

的水合物饱和度，计算并配置一定质量分数的四氢

呋喃溶液。 

2.2    试验样品制备与试验设置

ρd=1.3 g/cm3

试验介质为粉黏土，基于试验区域水合物储层

实际工况和土工试验结果，粉黏土比重 Gs = 2.65，制
备水合物沉积物样品时选取干密度 ，研

究在恒定的上覆层荷载下水合物储层分解后对水

合物储层的蠕变力学特性的影响。具体制备过程

如下：

土骨架制备：将洗盐后的粉黏土沉积物置于烘

箱中在 105℃ 条件下烘干 12 h后取出冷却，研磨土

体至颗粒完全粉碎（土体颗粒粒径小于 0.2 mm）。

根据干密度称取一定质量的沉积物平均二等分，将

每份土体加入适量水后填入环刀内砸实至所要求

的高度，在每层样品制备完成后将试样拉毛，以降

低其分层的影响 ，制备成面积为 30 cm2、高 2 cm
样品，置于烘箱中在 105℃ 条件下烘干 12 h后取出

冷却。

水合物合成：根据试验中水合物饱和度的设置

配置不同浓度的四氢呋喃溶液，将制备好的土骨架

置于密封罐内，密封罐与真空装置和储液装置相

连，开启抽真空装置对样品抽取真空两小时，完成

后通过储液装置自下而上浇注配置好的四氢呋喃

溶液，保持密封状态一天至土样含液量稳定。最后

取出浸泡完成的沉积物样品置于 0～2 ℃ 的冷柜中

1～2 d合成水合物，如图 3所示。

在试验前取出含水合物沉积物样品置于密封

罐内分解，从而得到不同水合物饱和度分解后的沉

积物样品。采用分别加载的方式进行，在荷载的作

用下，连续观测。加载应力分别为：①号 0.5 MPa、
②号 2 MPa、③号 3 MPa条件下进行试验；分解前

水合物饱和度分别为  0%、20%、60%、80%。试验

仪器使用固结仪如图 4，通过采用单杠杆固结仪试

验获得水合物沉积物的蠕变力学响应参数。

高压固结仪放置于 20℃ 的恒温室中，在试验过

程中保持样品处于饱和状态，当沉降值稳定后样品

停止变形，即认为试样的变形不超过 0.001 mm/d后

达到稳定状态。 

 

 

图 3    试验前后的试样

Fig.3    Sample before and afte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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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沉积物颗粒级配曲线图

Fig.2    Curves of sediment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图 4    高压固结仪实物图

Fig.4    High-pressure consolidation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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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和分析
 

3.1    试验结果

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整理，得到了分别加载方式

下，不同水合物饱和度（SH）粉质黏土样品分解后在

轴向压力 σ 下试验时间 t 和应变 ε 的蠕变试验曲线

（图 5）。
由图 5中可以看出，在分别加载的条件下，含水

合物沉积物分解后样品在各级荷载下的应变-时间

关系曲线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只有初始蠕变阶段

和稳定蠕变阶段，并未出现加速蠕变阶段。施加荷

载的初期，均产生了较大的瞬间变形，曲线呈飞跃

式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曲线的斜率逐渐减小，

表示试样的变形速率逐渐减小。最终，试样的变形

速率趋于稳定，曲线呈斜率较小的直线，试样的变

形随时间不断增大，但该阶段变形值较小。

含水合物粉质黏土样品的蠕变特性曲线可以

分为瞬时变形、固结变形和蠕变变形 3个阶段 [33]。

水合物的赋存改变了粉黏土的初始孔隙结构，在施

加荷载的瞬间会产生较大的变形进入瞬时变形阶

段；当样品孔隙被压缩，孔隙水被排出，而由于黏土

沉积物骨架的渗透率较低因此会产生超静孔隙水

压力并需要较长时间消散，处于固结变形阶段；最

后固结完成后，在恒定荷载的作用下，由于恒定轴

向压力的作用，土体骨架持续变形，应变不断增加

但总体应变率较小，最后趋于稳定，处于蠕变变形

阶段（图 6）。无水合物沉积物应变率和时间的曲线

见图 7。瞬时变形认为当轴向荷载加载完成后完

成 ，取 1  min对应的应变作为瞬时变形。将图 7
中的转折点作为固结变形和蠕变变形分界点，即将

应变率 1×10−5/min作为固结变形和蠕变变形分界点。 

3.2    Singh-Mitchell 蠕变模型

Singh和 Mitchell等 [34] 在总结大量土体蠕变的

基础上，使用指数函数及幂函数的形式描述黏土的

应力 -应变 -时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Singh-
Mitchell蠕变模型。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具有参

数少、适用范围广等特点，因此本文先择此模型来

描述粉黏土的蠕变特性。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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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饱和度下蠕变全过程曲线图

Fig.5    The whole-process curve of creeping under different saturation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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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AeαDr

(
t
t1

)m

(1)

ε̇

lnε-lnt

m≠1 Dr

t1

式 (1)中： 表示任意时刻 t 的应变速率；A、α、
m 为模型参数，m 为 关系图中的直线斜率的

绝对值，一般 m 值为 0.75～1.0，并且 ， 为偏应

力水平； 为单位参考时间；t 为蠕变加载时间。式

中需要确定 A、α、m 三个参数。将式 (1)两边分别

积分，可以得到式 (2)：

ε = ε0+
At1m

1−m
exp(αDr)

(
t
t1

)1−m

(2)

ε ε0

ε0=0 λ = 1−m

B=
At1

m

1−m
β = α

式 (2)中 为轴向应变， 为初始轴向应变；在

不 考 虑 初 始 的 轴 向 应 变 时 ， ， 令 ，

， ，得到式 (3)：

ε = Bexp(βDr)
(

t
t1

)λ
(3)

B、β、λ

式 (3)即蠕变方程，其中需要确定的参数有 3个

分别为 。

t = t1 ε = ε1当 时，有 ，可以得到方程 (4)，两边取

对数得到方程 (5)：

ε = Bexp (βDr) (4)

lnε = βDr+ lnB (5)

t1
lnε-Dr

β 和 B 的值可以直接通过单位参考时间 的

直线关系图得到。土体的非线性蠕变是一簇

曲线，从上式中可以看出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也

是一簇指数形式的曲线，形状与现有的粉黏土蠕变

试验结果吻合，因此选择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来

描述粉黏土的蠕变特性是合适的。 

3.3    试验用粉黏土蠕变特性分析

lnε-lnt

λ t1=1min
lnεr-Dr

将蠕变特性曲线绘制在双对数坐标轴中，可以

得到 关系图（图 8），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

剪切应力水平下样品的蠕变试验曲线为一组平行

近似的直线，直线的斜率为模型中 值。将

时的应变带入式 (4)和式 (5)中得到 关系曲

线，拟合后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通过式 (5)可以计

算出不含水合物沉积物的 β 和 B 值（图 9）。

= (1-K0)*σ K0

K0

考虑含水合物沉积物的剪切应力，偏应力的计

算公式为 q ，其中 为静止土压力系数，

σ 为轴向应力。根据 Simpson等 [35] 正常固结黏土

经验公式：

 

蠕变变形

团结变形

瞬时变形

时间/min

ε

 

图 6    变形过程三阶段示意图

Fig.6    Diagram of three-stage deform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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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无水合物沉积物应变率和时间的曲线

Fig.7    Curves of strain rate and time for hydrate-free se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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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ε vs lgt图 8    无水合物试样 蠕变特性曲线

Fig.8    The lgε vs lgt creep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hydrate-fre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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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εr vs Dr图 9     关系拟合曲线

lnεr vs DrFig.9    Fitting cur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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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
1− 1
√

2
sinφ′

1+
1
√

2
sinφ′

(6)

φ′ = 5°

1−K0

qf
≈ 1

将三轴剪切试验内摩擦角 带入式 (6)后
得到 K0=0.84，即 q=0.16σ，同时注意到不同围压下

qf=0.15~0.2 MPa[36]， ，因此后续取值 Dr=σ。

带入上述参数计算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中

的相关参数值，结果如表 1所示。

将表 1中计算的模型参数带入式 (4)中，以轴向

压力 σ 为 0.5 MPa为例得到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

的表达式：

ε=13.3e0.103t0.0125 (7)

将模型计算曲线和试验值进行对比（图 10）。
可以看出，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计算曲线和蠕变

试验曲线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加载瞬

间应变快速增长，随着时间的增加轴向应变迅速衰

减。在较高的剪切应力水平下 Singh-Mitchell蠕变

模型和试验曲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较低的剪切

应力水平下模型计算值略大于试验值，有一定的误

差，总体拟合关系较好。 

3.4    含水合物试样蠕变特性分析

上一节中讨论了不含水合物沉积物样品的蠕

变特性曲线，通过结果可以看出 Singh-Mitchell蠕变

模型可以描述其蠕变特性，为了使 Singh-Mitchell蠕
变模型可以描述含水合物沉积物样品，需要对模型

进行修正。引入水合物饱和度 SH 来描述水合物含

量，SH 是指水合物与孔隙体积之比[37]：

S H=
VS H

Vv
(8)

水合物在合成时会膨胀从而引起土体孔隙的

变化，在经典模型中，模型参数 A 反映出土的组成、

结构和应力历史等特性，因此考虑通过对参数 A 进

行修正来表征水合物饱和度的影响 ，在 Singh-
Mitchell蠕变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模型如式 (9)：

ε=εr(1+S H)α (9)

式中 ， α 为模型参数 ，根据试验数据 ，本文中取

0.37。
将修正后的参数 A 和不同水合物饱和度经典

模型中的参数 A 进行对比（图 11），可以看出其具有

良好的对应关系。

由此建立了一种修正的 Singh-Mitchell蠕变模

型：

ε̇=A0*(1+S H)αeβDr

(
t
t1

)λ
(10)

当 SH=0时，模型又退化成经典的 Singh-Mitchell
蠕变模型。

通过计算，得到不同工况下修正的 Singh-Mitchell
蠕变模型参数，得到参数（表 2）。

将表 2中的参数带入公式 (10)中，得到模型计

算值，同时和试验数据对比如图 12所示。

从图 12可以看出，修正后的 Singh-Mitchell蠕
变模型在不同水合物饱和度和剪切应力下都能够

较好地预测均匀分布的含水合物粉质黏土样品的

蠕变特性，因此可以使用此修正的 Singh-Mitchell蠕

 

表 1    Singh-Mitchell 蠕变模型中参数计算值

Table 1    Parameter values of the Singh-Mitchell creeping model
 

水合物饱和度 σ / MPa Dr B β λ Tr / min

0

0.5 0.5 13.3 0.206 0.012 5 1

2.0 2.0 13.3 0.206 0.010 1 1

3.0 3.0 13.3 0.206 0.00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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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无水合物模型计算曲线和试验值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model calculation curve to the test result

of hydrate-free se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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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 11    经典模型和修正模型参数 对比图

Fig.11    Comparison of classical model and modified model

paramet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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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模型来预测含水合物沉积物样品的蠕变特性曲

线。修正的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参数计算简

便、参数较少并且容易获取，使用较为方便，因此本

文建立的修正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对描述含水

合物沉积物样品的蠕变特性曲线更为合适，对我国

南海水合物储层长期开采后的沉降预测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4    讨论
 

4.1    蠕变试验结果分析

南海海域水合物主要赋存于海底以下到 200 m
范围内的粉黏土等未固结的沉积物内，具有含水

高、孔隙度高的特点，水合物饱和度最高可达 90%
以上 [38]。因此本文根据储层的实际赋存条件，以水

合物储层的粉黏土为介质，在 0.5、2和 3 MPa的压

缩加载条件下进行了 0、20%、60%、80%水合物饱

和度分解后的蠕变特性试验。试验表明：加载过程

中，含水合物沉积物经历瞬时变形、固结变形和蠕

变变形 3个阶段；在加载的短时间内，瞬时变形阶

段完成，引起的轴向变形约占总变形量的 70%～80%，

最大值为 85.8%，在固结变形阶段，孔隙水在稳定的

应力条件下从孔隙中排出，一般数小时内完成，引

起的轴向应变占应变量的 15%～25%，最后的蠕变

变形阶段一般数天内完成，引起的轴向应变小于总

应变量的 5%。轴向压力和水合物饱和度均对轴向

变形有影响。轴向压力越大，蠕变变形越大，轴向

压力在较低水平时变化对轴向变形的影响大，随着

轴向压力的增加，这种影响程度减小。水合物饱和

度主要通过改变样品的微观孔隙结构进而影响蠕

变特性，分解前的水合物饱和度越高，蠕变变形越

大。水合物饱和度在低轴压条件下对变形影响小，在

轴压为 0.5 MPa时，从无水合物到水合物饱和度增

加到 80%时，轴向变形从 17.25%增加到 18.8%，而在

轴压为3 MPa时，轴向变形从26.83%增加到了34.73%。 

4.2    基于 Singh-Mitchell 的修正模型

数学模型是定量描述各个试验变量之间相互

 

表 2    修正的 Singh-Mitchell 蠕变模型参数值

Table 2    Parameter values of modified Singh-Mitchell creeping
model

 

水合物饱和度/ % σ / MPa Dr A(1+SH)α β λ

20

0.5 0.5 14.23 0.200 0.012 3

2.0 2.0 14.23 0.200 0.016 0

3.0 3.0 14.23 0.200 0.011 4

60

0.5 0.5 15.83 0.192 0.006 1

2.0 2.0 15.83 0.192 0.011 7

3.0 3.0 15.83 0.192 0.007 4

80

0.5 0.5 16.53 0.226 0.007 6

2.0 2.0 16.53 0.226 0.009 2

3.0 3.0 16.53 0.226 0.0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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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水合物饱和度模型计算曲线和试验值对比

Fig.12    Comparison of model calculated curves and the test

values at different hydrate saturation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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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常用方法。之前的海洋地质调查海域水合

物储层粉质黏土进行蠕变特性的研究不足，本文利

用蠕变试验结果，通过建立修正的 Singh-Mitchell蠕
变模型，对研究区域内水合物储层土的蠕变特性进

行初步分析。从蠕变模型中可以看出，通过轴向压

力和水合物饱和度两个物理指标能够建立出较好

的蠕变模型，反映出这两个物理指标是蠕变特性的

主要影响因素。模型中参数 α 和土体初始条件有

关，主要根据试验获取，反映出土体的蠕变特性与

土体孔隙微观结构、颗粒级配、应力历史等多种因

素相关。 

5    结论

（1）含水合物沉积物样品蠕变特性曲线可以分

为瞬时变形、固结变形和蠕变变形 3个阶段。瞬时

变形数分钟内完成，引起较大的变形，固结变形数

小时内完成，引起较小的变形，蠕变变形数天内完

成，引起极小的变形。

（2）蠕变变形随着加载应力水平、水合物饱和

度的增大而增加，水合物饱和度主要通过改变沉积

物样品的孔隙结构从而影响蠕变变形，水合物饱和

度越高，孔隙结构受影响程度也越大，试样的物理

和力学性质越差。在低应力水平时，水合物饱和度

对蠕变变形的影响不明显。

（3）基于应力水平和水合物饱和度建立的修正

Singh-Mitchell蠕变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含水合物

沉积物的蠕变特性，对水合物储层长期开采后的沉

降变形预测具有指导意义，便于实际工程中推广。

但由于试验组数少等原因本文未对水合物沉积物

蠕变变形机理进行深入研究，针对非均匀分布的含

水合物沉积物蠕变特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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