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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发现状与展望

. 陈 晓 东

一
、

中国煤层气勘探活动方兴未艾
“
六五

”
和

“

七五
”

期间
,

我国国家重点科技

攻关
“

天然气
”

项 目中列出了
“

我国煤层 甲烷的

富集条件及资源评价
”

专题
。

继之
,

国家计委在
“

八五
”

重点科技攻关
“

天然气
”

项 目中列出
“

煤

层气勘探开发评价选区及工程工艺技术攻关研

究
”

课题
,

同时得到联合国开发署的援助
,

设立

了
“

深层煤层 气勘探
”

项 目 ( U N D P C P R / 9 1 /

2 1 4 )
,

地矿部也设立了
“

华北煤层气勘探开发试

验
”

项 目
,

形成三个项 目
“

三位一体
”

实施
,

科技

攻关— 引进吸收— 勘探试验紧密结合
,

到
“

八五
”

末不仅基本掌握 了煤层气勘探开发系统

工程工艺技术
,

而且在陕西柳林建立了一个规

范的煤层气开采小型试验井 网
,

单井 日产量超

过 7 0 0 0m
3 ,

进行了试验区的产量预测
、

开发方

案编制和经济评价
,

完成了商业开发可行性论

证
。

目前因为试验 区面积小
,

如与外围已形成的

中外合作煤层气项 目联合
,

即可投入规模开发
。

进入 90 年代以来
,

我国地矿
、

煤炭
、

石油三

大系统不同单位先后开展新一轮的煤层气勘探

试验
。

同时以美国为主的国外油气公司和技术

咨询公司也纷纷来我国寻求合作勘探开发和技

术服务
。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解决本地 区天然

气能源短缺
,

也与外国公司合作投入煤层气勘

探试验
。

据初步统计
,

1 9 90 年以来
,

在我国 20

余个含煤区不同部门累计施工煤层气勘探井或

试验井已近 10 0 口
。

进入
“

九五
”

期间国家计委确立的淮南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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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贵州六盘水两个煤层气勘探开发示范工程攻

关项 目
,

表明了以首先建立开发利用示范工程

来带动全国煤层气事业发展的决心
。

由煤炭部
、

地矿部
、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合股建立的中联煤

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

在经过一年的准备之后
,

在

争取尽快获得批准对外专营
、

计划单列
、

税收优

惠等政策同时
,

在预选的沁水
、

六盘水
、

辽中
、

三

江等含煤区进行选区研究
,

在 山西寿阳的该公

司第一 口煤层气勘探井即将施工
。

地矿部华北

石油地质局在经过认真的选区评价研究后
,

已

与平顶山煤业集团签订了合作勘探开发平顶山

地区煤层气的协议
,

风险共担
,

效益共享
。

煤炭

部所属煤田地质局和若干矿务局也都在继续和

准备确立新的煤层气勘探项 目
。

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投入新探索
,

在河东含煤区西侧黄河西岸

吴堡施工 了新的煤层气试验井
,

预期会取得好

的成果
。

二
、

中国煤层气地质条件优劣并存

煤层气的地质评价基本考虑三个方面 因

素
:

含煤性
、

含气性和可采性
。

这三种因素都受

成煤条件和后期构造演化所控制
。

中国巨大的煤炭资源
,

带来了丰富的煤层

气资源
,

据估算
,

全 国煤层气资源量在 10
.

6 X

1 0 , 2

~ 2 5
.

3 6 x l o ` 2m
3
(冯福阁

,

1 9 9 5 )
。

和煤炭资

源分布一样
,

中国煤层气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
。

不同盆地 (含煤区 )煤层气资源不同
,

同一盆地

(含煤区 ) 内不同区块的煤层气资源也有较大差

异
。

影响煤层气资源量丰度的主要地质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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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变质程度
、

埋藏深度
、

盖层及构造改造作用
。

煤层气开发前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可采

性
,

它主要取决于煤层渗透率和等温吸附特征
。

由于煤层为孔隙一裂隙型储层
,

其渗透率主要

由煤层裂隙提供并受地应力状况影响
。

煤层内

生裂隙
,

即割理是在煤化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

其

发育程度受宏观煤岩类型和煤变质程度控制
。

无论从理论上分析
,

还是从美国成功开发

煤层气的含煤盆地特征
,

以及我国成功试验的

柳林地区煤层气地质特征
,

都可看出一个优越

的煤层气选区应具备如下基本地质条件
:
( l) 埋

藏深度较浅又足够厚的稳定分布的煤层
,

或者

多个薄煤层间距小而累计厚度大
; (2 )煤层气含

量足够高
,

而含气饱和程度也高
,

因而其等温吸

附特征表明有利于煤层气解析
; ( 3) 煤层割理

、

裂隙发育
,

同时因地应力相对低而带来好的渗

透性
; ( 4) 煤层原始孔隙压力足够高

,

利于煤层

水的排除
,

取得好的降压解析效果
。

当然
,

除地

质条件之外
,

还要首先考虑煤层气利用条件
,

集

输条件
,

以及有利于施工工程的经济地理条件

等
。

上述所有方面条件都可能造成单一因素一

票否决的后果
。

但是
,

每一个因素又都不是简单

的量化标准
,

每一因素的一定程度的缺欠都可

能得到其它有利因素给予的补偿
,

因此是一项

综合性评价标准
,

最终需根据现有技术条件所

能达到的煤层气产量
,

经过经济评价来确定是

否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

我国含煤盆地或含煤区的成煤时代多
,

分

布广
,

构造演化复杂多样
,

因而为我国煤层气勘

探开发既带来机遇也同时带来难度
。

相对稳定

的构造背景是煤层气选区所最为企盼的
。

而我

国华北和扬子地台都经历印支
、

燕山
、

喜山运动

的强烈改造
,

对煤层的连续稳定分布
、

煤体结构

完整性的破坏
、

抬升剥蚀作用造成煤层含气量

减少以及地层欠压等均为选区带来不利
。

另外
,

中国中生界含煤区往往有巨厚的煤层分布
,

但

因煤级低而使含气量不高
。

如何寻找低煤级而

含气量又足够高的选区成为一个难题
。

三
、

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任贡道远

中国拥有巨大的煤层气资源
。

煤层气的开

发利用不仅作为优质天然气能源供给
,

促进经

济发展
,

而且有利于减小瓦斯灾害增加煤矿生

产安全
。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

以及由此带来

的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
,

中国将加速开发利

用煤层气这一新的洁净能源
。

为使我国煤层气有一个大的突破
,

国家应

鼓励有志于并有能力开发煤层气的部门
、

单位

和企业
,

在统一管理下首先投入到煤层气的勘

探中
,

并争取尽快取得评价成果
,

转向开发利

用
,

建立中国煤层气工业产业
。

由于煤层气既有

远景又有非常规性带来的技术难度
,

国家在安

排能源投资和考虑产业政策时应给予重点支

持
,

并应在投资比例
、

投资贴息
,

以及税收政策
、

价格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
。

目前一些外国公司对中国煤层气开发表现

了相当大的热情
,

他们积极投入风险勘探资金
,

并已开始实施勘查
,

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煤层气

的信心和远见
。

但是外国公司对中国煤层气地

质特征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

有些公司也并

不具有成熟的煤层气勘探开发经验和技术
,

难

免有
“
短期行为

” ,

因此在中外合作项目中
,

中外

双方都应做出积极的努力
,

以取得项 目的成功
。

由于煤层气的非常规性
,

技术难度大
,

不是

钻开任何地方的煤层
、

不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就可以轻易拿到气
,

并使其产出达到和长期保

持工业产量及具有商业价值
,

工程技术方法必

须切合实际地质条件并达到要求
。

目前
,

初步掌

握的技术巫待深化
、

完善
、

积累经验
、

推广应用

和降低成本
。

.

目前需继续研究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是
:

( l) 煤层气地质评价选区研究巫待扩展
。

,’j 又五 ”

的工作仅限于部分地区的评价选区
,

只

要求选择可供勘探试验的地 区
,

目的是掌握技

术和建立示范区
,

没有着眼于全 区或全国范围

的以现代煤层气理论进行煤层气的全面深入的

评价选区
。

(下转第 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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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

尤其

是在当今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情

况下
,

我们制订战略就不能仅仅限于国内
,

更不

能囿于本行业
、

本地 区的低水平
、

低起点上
。

因

此
,

在战略制定和发展思路上
,

就必须考虑与国

际国内市场对接
,

与国家产业政策对接
,

与高新

技术对接
,

与新的运行机制对接
。

根据地勘行业特点
,

为了使地勘经济逐步

适应市场经济协调有序发展
,

实现两个转变
,

因

此
,

地勘经济必须要加快实现
“

四化
” 步伐

。

一是

要实现行业产业化
。

选择好载体
,

找准切入点
,

由事业向现代企业转变
,

并培植优势产业和支

柱企业
; 二是要实现产业集团化

。

逐步使产业壮

大实力
,

形成规模经营
。

达到规模效益和效益规

模
;三是要实现市场专业化

。

各企业应发挥产业

优势
,

一业为主
,

就我们本身实力而言
,

不可多

头出击
,

否则
, “

捡了芝麻
,

丢了西瓜
” ; 四是要实

现局队一体化
。

以局为单元
,

制订总体思路和发

展战略
,

统筹规划
,

合理布局
,

上下一体
,

协调统

一
,

形成由全局系统 内不同产业
,

不同专业
,

各

专业市场共同组成的多元结构
、

多角经营和总

体架构格局
。

三
、

重组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1
.

解放思怨
,

实事求是
。

对于重组
,

既不可

求稳怕乱
,

优柔寡断
,

坐失 良机
,

也不可急于求

成
,

缺乏科学论证和周密计划
,

凭直觉和热情办

事
。

更不可跟形势
,

走形式
,

忽视实际效果
;
应权

衡利弊
,

力求效率最高
,

效果最佳
,

效益最大
。

2
.

应从局
、

队 实际 出发
,

适宜什么 改组形

式则采用什么改组形式
。

不可违背客观实际
,

否

则将会事与愿违
;
重组形式不可套用固定模式

,

要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
,

因局情
、

队情而决策
;
用

“

三个有利于
”

的标准来加以衡量
,

用发展的眼

光来予以看待
,

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

3
.

从稳定的高度 出发
,

做好重组整个过程

以及前后 的各项具体工作
,

不可顾此失彼
。

一是

要做好领导班子的思想统一工作
,

这是重组成

功的关键
; 二是做好中层干部的思想认识工作

,

这是重组的保证
;
三是做好全体职工

,

包括离
、

退休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

妥善安排好他们的

工作与生活
,

这是重组成功的基础
。

只有这样
,

才能营造一个良好氛围
,

为实现重组 目标
,

开好

头局
,

为加速地勘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

(湖北宜昌地勘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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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 页 ) (2 )针对中国比较复杂的煤

层气地质条件的选区评价有待深化
。

中国大量

的区别于美国已成功开发煤层气地区地质条件

的含煤区
,

需要结合具体地质条件预测和通过

勘查开发试验确定煤层气的开发前景
。

目前初

步取得试验成功的地 区并不能代表其它不同类

型含煤区
。

如华北东部断块构造发育区煤层气

的评价选区
、

高煤阶高含气量含煤区
、

低煤阶低

含气量厚煤层含煤区
、

以及埋深大于 l 0 0 0m 的

煤层气开发前景研究等等
。

( 3) 煤层气勘探开发系统工程技术仍需进

一步完善和推广应用
,

针对中国不同类型含煤

区复杂条件的创新
、

改进和完善还需做许多工

作
。

如煤储层的评价技术
、

煤层气储层描述和数

值模拟技术
、

压裂设计和压裂效果分析技术
、

完

井技术
、

开发井网优化
、

开采数据处理技术等
。

( 4) 煤层气开采
、

集输和利用技术
,

煤层气

田排水处理和环境保护技术等在
“

八五
”

期间还

没有成为主要研究内容或没有开展研究
。

( 5)
“

八五
”

期间基本上处于煤层气的勘探

开发试验阶段
,

还没有建成工业开采的煤层气

田
,

因此
,

煤层气 田的开发经济评价
、

整体开发

方案的制定等还没有深入开展
。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
,

煤层气开发利用前景

广阔
,

煤层气科技攻关已取得一批优秀成果
,

勘

探试验亦获得 了突破性进展
,

已形成多家并举

的格局
,

总的形势是好的
。

但是
,

我们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
,

不能超越勘探程序
,

确保我国煤层气

事业的快速推进和健康发展
。

(华北石 油地质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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