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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渗透油气藏压裂新技术》除作者罗明良、温庆志近10年来在低渗透油气藏压裂改造方面的主要研
究成果外，还及时追踪了国外压裂技术的最新进展，可供国内压裂改造领域的同行及研究生、本科生
参考。同时也希望借此书为我国压裂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进而加快压裂技术更新
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压裂技术的适应性、针对性、前瞻性和现场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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