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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进展与成果

包书景! 李世臻! 徐兴友! 张立勤! 杜治利!

林 拓! 唐 跃! 张保民! 魏东涛! 杨建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北京"*)))32#

摘要! #)*!'#)*3 年期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牵头组织实施的(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

程)"以实现(新区*新层系*新类型*新认识)四新领域油气调查战略发现和突破"推动创建油气勘查开发新格局

为目标"按照总体部署*分步实施原则"组织开展了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调查*北方新区新层系和松辽盆地页岩油调

查油气调查三大科技攻坚战+ 在基础地质调查基础上"评价优选了一批页岩油气有利目标区"部署实施了二维地

震*参数井和压裂试气工程"实现了长江中游下古生界页岩气*松辽盆地白垩系青山口组页岩油*塔里木盆地温宿

凸起新近系油气*准噶尔盆地南缘二叠系芦草沟组油气和侏罗系西山窑组煤层气以及银额盆地居延海坳陷石炭

系'二叠系油气调查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发现"初步摸清了新区新层系资源潜力+ 这些成果大大提振了南方复

杂构造区页岩气*陆相页岩油和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资源勘查的信心"推动了油气地质调查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

合"形成了油气成藏理论机理新认识"发挥了公益性油气资源调查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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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编号! )#);&)项目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包书景%*+!,'&"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工程首席"主要从事页岩气形成富集地质条

件研究*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和调查评价工作+ >@A1&! BC5!,;;D*#!'8%@+

)"引言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共设立 *2

个二级项目** 个分列项目"涉及的油气矿种主要包

括常规油气*页岩气*页岩油*致密砂岩气和煤层

气"主要开展南方古生界页岩气*松辽盆地白垩系

页岩油*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和新疆地区侏罗系煤

层气调查"以及全国油气资源调查综合研究与数据

库建设等工作+

全球油气资源丰富"探明剩余可采储量持续增

长+ #)** 年"我国童晓光院士等首次全面评价了全

球%除中国外&的主要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潜力"可

采资源量为 *) ;#;'+ 亿E油当量"其中常规石油可

采资源量为 ? 2?)') 亿 E"凝析油可采资源量为

,+!'# 亿 E"天然气可采资源量为 ?33', 万亿 @

2

+

石油可采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俄罗斯和中

南美地区"为 2 3?2'+ 亿 E"占比 ;#')F, 凝析油主

要集中在中东和北美地区"为 #!?'3 亿 E"占比

?2'!F, 天然气主要集中在中亚'俄罗斯和中东

地区"为 2?,', 万亿 @

2

"占比 !)'#F

#*$

+ #) 世纪

3) 年代初"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 ! 32? 亿桶"

到 #)*, 年"剩余可采储量达到 *; )#, 亿桶峰值+

#)*, 年以来"剩余可采储量维持在 *! +)) 亿桶左

右"中东地区剩余可采储量占全球总量的 ,;'!F"

中南美占 *+'?F"北美占 *2'2F"独联体和非洲分

别占 3'?F和 ;'?F"亚太仅占 #'3F+ #)*, 年以

来"全球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稳定在 *+2'? 万亿@

2

左右"其中"中东地区剩余可采储量占全球总量的

,)'+F"中南美占 ,'#F"北美占 ?'!F"独联体占

2)'!F"亚太和非洲分别占 *)F和 ;'*F

##$

+

#)*; 年全球油气新增可采储量 *)# 亿桶油气

当量"石油占 ,?F"油气发现仍以深水海域为主"深

水*超深水海域油气新发现储量占 !#F"陆上新发

现油气储量仅占 *3F+ 大于 ? 亿桶的大型油气发

现主要分布在 2 个领域!一是大西洋两岸的西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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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海域*巴西海域和圭亚那盆地"以及墨西哥湾*东

地中海等, 二是两伊地区"伊拉克和伊朗在扎格罗

斯*中阿拉伯和维典'美索不达米亚等盆地相继发

现大型油气田, 三是北极地区"俄罗斯北极的叶尼

塞'哈坦加盆地海域获得突破"美国阿拉斯加北坡

的陆上也获得多个发现+

全球非常规油气资源量大"北美引领储量增

长+ 全球非常规油气可采资源量为 ? 322 亿E油气

当量"其中非常规石油为 , #)+ 亿 E%包括页岩油

* +;+亿E&"非常规天然气为 *+? 万亿@

2

%包括页岩

气 *?) 万亿@

2

&+ #)*; 年全球非常规油气新增可

采储量 **'# 亿 E"占当年新增油气可采总储量的

,,'?F"主要分布在北美+ 尤其是美国"其页岩油

气储量快速增长"扭转了油气储量下降的趋势"据

GHIH在 #)*! 年 ** 月的评价"美国二叠系盆地

J%&K8A@.页岩非常规油藏资源规模是北达科塔州

著名的LAMMNO页岩的 2 倍以上"是目前最大的非

常规连续型油气田"具有数十亿桶非常规油的资源

潜力"同时还有 *! 万亿KE

2

%* KE

2

P)')#3 2 @

2

&天然

气和 *! 亿桶天然气液资源+

我国常规油气资源量不断增长"非常规油气资

源潜力大+ 随着油气勘探投入加大和油气持续发

现"地质认识不断深化"资源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 世纪 ?) 年代末"不同专家或机构评价的全国石

油地质资源量不足 *! 亿 E, 大庆油田发现之后"

*+!, 年评价的全国石油地质资源量达到 **? 亿 E"

资源量增长 ; 倍,随着勘探不断推进和科技创新进

步"资源门槛降低"#)); 年和 #)*? 年评价的全国石

油地质资源量分别为 * )3! 亿 E** #?; 亿 E+ #)*?

年原国土资源部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结果#2$表

明"我国常规石油地质资源量为 * #?;'*2 亿E"可采

资源量为 2))'!; 亿 E"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为

+)'#+ 万亿@

2

"可采资源量为 ?)')3 万亿@

2

, 全国

埋深 , ?)) @以浅页岩气地质资源量 *#2')*万亿@

2

"

可采资源量 #*'3, 万亿 @

2

"页岩油地质资源量

,)#'!; 万亿 @

2

"可采资源量 2;')! 万亿 @

2

, 埋深

# ))) @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2) 万亿@

2

"可采资

源量 *#'? 万亿@

2 #2$

+ 改革开放 ,) A来"我国油气

勘探取得了辉煌成果+ 特别是 #)))年以来"我国常规

油气储量进入高位增长阶段"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年均 *)'3,亿E*天然气地质储量年均 ! ?,;亿@

2 #,$

+

截至 #)*; 年底 "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2+)'3) 亿E"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 *)2',? 亿E"累

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2'! 万亿 @

2

%其中页岩气

*')? 万亿@

2

&+

全国剩余油气资源量大"但面临类型复杂*埋

深较大*海域水深等挑战+ 我国石油剩余地质资源

量 3!; 亿E"天然气剩余地质资源量 ;! 万亿 @

2

"特

别是页岩油气*煤层气资源探明率极低+ 一是剩余

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型含油气盆地"渤海湾*鄂尔多

斯*松辽*塔里木和准噶尔 ? 个盆地的石油地质资

源量占全国 !+F"四川*塔里木*鄂尔多斯*东海*琼

东南 ? 个盆地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占全国的 ;*F,

二是剩余资源类型复杂"既有常规油气"又有页岩

油气*致密砂岩油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难度大,

三是埋深大"剩余石油资源 !,F以上的目的层埋深

大于 # ))) @"剩余天然气资源 ;#F以上目的层埋

深大于 2 ?)) @, 四是剩余资源面临复杂的构造和

地理环境"剩余油气资源的 !)F以上主要分布于山

地*戈壁*沙漠*黄土塬*滩海*河湖*深水等环境"且

多处于复杂构造区"油气藏规模变小+

从国内外油气勘查趋势分析认为"今后 #) A

内"国内油气调查勘查将呈现石油与天然气并重*

常规与非常规油气并举*陆域与海域并行的趋势+

预测未来油气发现的主要领域为! 大中型含油气

盆地的深层领域, 页岩油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

领域, 深水*超深水海域油气领域, 新区新层系油

气领域"如油气工作程度较低的银额盆地*南华北

盆地*大型盆地边缘山前带等+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主要目标

任务包括!

%*&全力支撑南方页岩气*北方新区新层系油

气和东部页岩油气科技攻坚战"力争实现南方地区

上古生界页岩气*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东部中新

生界页岩油气重要发现或重大突破"推进形成长江

经济带页岩气*北方新区新层系*东部页岩油勘查

开发新局面+

%#&针对南方复杂构造区下古生界海相*滇黔

桂地区上古生界海相*南方二叠系海陆过渡相*北

方石炭系'二叠系"以及东部中新生界开展多种类

型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评价"优选有利目标区"

实施油气参数井及含气性测试工程"实现(四新领

域)油气战略选区调查突破与发现"评价油气资源

潜力"初步形成针对性的油气调查技术体系"优选

有利勘查区块"支撑油气体制改革"为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提供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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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完善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形成富

集理论与模式"初步建立南方上古生界海相*二叠

系海陆过渡相多种类型油气成藏模式"建立并完善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成藏模式"建立并完善东部中

新生界盆地页岩油气富集成藏模式+ 建立并完善

南方地区上古生界页岩气*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

东部中新生界页岩油气战略选区评价方法+

本文将围绕该工程的目标任务"在对油气资源

战略选区调查工作分析的基础上"总结 #)*!'#)*3

年主要进展与成果"阐述地质理论与调查技术创

新"归纳引领带动作用与有效服务"展望下一步的

工作部署+

*"油气资源战略调查主要进展与成果

!'!"长江经济带古生界页岩气

在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的基础上"以实现

(四新)领域页岩气重大发现和突破*加快形成长江

经济带页岩气勘查开发新格局的核心"瞄准久攻未

克的南方复杂地质构造区"组织实施长江经济带页

岩气调查科技攻坚战"取得了下古生界震旦系*寒

武系和志留系页岩气调查的重大突破和上古生界

二叠系页岩气调查重要发现"开辟了页岩气勘查的

新区*新层系*新类型和新模式%图 *&+

图 !"长江经济带取得页岩气调查重大突破或重要发现井位分布

#$%&!"'()))*+,-$*./$0-1$23-$*.*45,6*121(,7-81*3%80*1/$0+*9(1$(0$.08,)(%,00319(: $.;,.%-<(=$9(1>+*.*5$+?()-

*'*'*"黔北安页 * 井

黔北安页 * 井%图 *&获得(四层楼)式%, 套

层系! 宝塔组*五峰组'龙马溪组*石牛栏组和栖

霞组&油气和页岩气的重大突破"开辟了武陵山复

杂构造带油气勘查新领域+ 黔北地区位于武陵山

造山带南端"是中国南方多期构造运动导致的破

坏强烈地区#?$

"奥陶系五峰组'志留系龙马溪组

富有机质页岩抬升遭受剥蚀"仅在残余向斜有保

存"属于黔北单源一位页岩气成藏体系#!$

, 寒武

系牛蹄塘组富有机质页岩虽然分布广泛"由于热

演化程度较高"其含气性较差+ 油气资源调查中

心以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为主要调查层系"

进行了富有机质页岩的厚度*展布特征*岩性组

合*有机地化*岩石矿物学等特征分析"对黔北道

真*武隆*普子*斑竹*务川*安场等向斜进行了综

合评价"优选出安场向斜有利区并部署钻探安页

* 井"实现了(四层楼)式的油气*页岩气突破和

发现%图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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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安页 ! 井"四层楼#式油气页岩气分布

#$%&@"A#*31B0-*1(:A*$),./%,0" 08,)(%,0/$0-1$23-$*.5,C*4D())E.:(!

""%*&志留系石牛栏组压裂试获稳定高产工业气

流"为海相致密天然气藏新类型+ 在石牛栏组泥晶

灰岩与钙质泥岩互层中"钻遇 # 段 ** 层*累计厚度

达 !3 @的高压气层"经压裂测试获取最大流量为

*!'+3 万 @

2

40*稳产 *)'## 万 @

2

40 的工业气流+

有机地化分析石牛栏组岩心总有机碳%=QR&含量

分布在 )'),F S)'**F"生烃能力有限"气源为下

伏的五峰组'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

+

%#&奥陶系五峰组'志留系龙马溪组获得新区

页岩气重要发现"扩大了勘查范围+ 该井钻遇五峰

组'龙马溪组高含气碳质页岩厚度 *+'?) @"全烃

最高含量 ;'?!F

#3$

+ 岩心浸水试验"气泡剧烈逸

出"现场解析气量 )'++ S#'2! @

2

4E"总含气量最高

达 !',+ @

2

4E

#;$

"与涪陵焦石坝页岩气田焦页 * 井

和焦页 # 井含气量相当"有望成为新的页岩气田+

%2&首次发现龙马溪组'五峰组'宝塔组生储

盖组合天然气藏+ 在奥陶系宝塔组马蹄状灰色灰

岩钻遇 *2 @厚的高压气层"发生泥浆溢流"气液分

离点火"火焰高达 #) @

#;$

+ 当泥浆密度提升至

*'3? 748@

2时"接近平衡气层压力"初步分析认为

是裂缝型气藏+

%,&二叠系栖霞组获得油气重要显示"为四川

盆地外首次发现+ 二叠系栖霞组油气显示强烈+

安页 * 井在栖霞组灰岩钻遇 *,; @厚含油气层"油

气显示连续"钻至井深 * *+2 @"全烃异常值由

)'32F蹿升至 3?'+2F"甲烷异常值由 )'2?F蹿升

至 !#'*3F

#3$

"岩心见荧光显示"现场解析含气量最

高 *',) @

2

4E

#;$

"含油气性好"通过储层改造测试"

有望获得工业油气流+

*'*'#"黔南黔紫页 * 井

黔南黔紫页 * 井%图 *&在打屋坝组获得重要

发现"开辟了页岩气调查新层系+ 滇黔桂地区上古

生界发育有泥盆系*石炭系 # 套海相页岩"沿垭子

罗断裂呈 H('(J向分布+ 通过对石炭系打屋坝组

页岩气的形成保存条件分析"评价优选黔南紫云有

利区"论证钻探黔紫页 * 井+ 该井钻遇打屋坝组含

气碳质页岩 *;层"累厚 3;'2; @+ 其中"综合解释含

气层 3层累厚 ?3'*; @"微含气层 + 层累厚 #+'#) @

%图 2&"气测全烃值最高达 #'?3F+ 页岩累计厚度

##!')) @"其中"=QR含量大于 *')F的地层累计厚

达 **?'2* @"=QR含量大于 #')F的地层累计厚达

#)')? @"=QR含量最高达 ,'!+F"平均 *')+F+ 岩

心浸水后气泡显示强烈"总含气量 *'!3 @

2

4E"收集气

体可燃"约 ## 8@高的火焰可持续燃烧近 # @1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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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黔紫页 ! 井打屋坝组油气显示综合柱状图

#$%&F"G$),./%,0/$0C),: $.-(%1,-(/8$0-*%1,5*4H,D32, #*15,-$*.$.D())I$,.<$:(!

*'*'2"鄂西鄂阳页 * 井

鄂西鄂阳页 * 井%图 *&在寒武系和震旦系获

得页岩气重要发现+ 鄂西地区位于武陵山造山带

北端"深水陆棚相沉积的寒武系牛蹄塘组和震旦系

陡山沱组富有机质页岩大面积分布#+$

+ 由于地层

时代老"且经过了多期强烈的构造运动"页岩的热

演化程度过高"镜质体反射率!

%

!

2'?F"处于过成

熟阶段#*)$

"大部分地区钻探效果都比较差#**$

+ 通

过与获得页岩气工业气流的威远地区对比分析"认

为古老隆起对含气页岩具有(隔热保整)作用"古老

隆起边缘深水陆棚相沉积的页岩埋藏浅*深埋时间

短*构造稳定*热演化程度相对较低"具备良好的页

岩气成藏地质条件#*#$

+ 通过鄂西地区寒武系牛蹄

塘组和震旦系陡山沱组页岩气综合选区评价"优选

长阳'秭归页岩气有利区实施钻探鄂阳页 * 井+

鄂阳页 * 井共钻遇牛蹄塘组地层 ,!3'? @"其

中暗色泥岩类厚 *,! @"全烃超过 *F的地层累计

厚达 ;; @"气测全烃超过 #F的地层累计厚达

!+'? @+ 岩心浸水后冒泡剧烈"收集气点火可燃"

现场 解 析 气 高 达 #'*! @

2

4E" 总 含 气 量 可 达

,',3 @

2

4E"并钻遇页岩气流"点火火焰高约 , @"气

测全烃最高达 32'#3F+ 钻遇暗色泥岩总厚

**3'? @"全烃最高 3'?!F"全烃超过 *F的地层累

计厚达 ?3 @"全烃超过 #F的地层累计厚达 ,) @+

岩心浸水气泡逸出强烈"现场解析气量高达

*'3! @

2

4E"总含气量高达 ,'3# @

2

4E+ 优选 # 个压

裂层段"每段分 2 簇射孔"进行直井分段压裂"日产

气量最高达 ? ,!) @

2

%图 ,&+

-?-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图 J"鄂阳页 ! 井震旦系$寒武系页岩气综合柱状图

#$%&J"K*5C1(8(.0$9(8$0-*%1,5*4L$.$,.M

K,521$,.08,)(%,0$.D())>:,.%:(!

*'*',"鄂宜页 *TU井和鄂阳页 *TU井

鄂宜页 *TU井和鄂阳页 *TU井%图 *&实现了

四川盆地外寒武系页岩气重大突破+ 在前期实施

的鄂宜页 * 井寒武系牛蹄塘组钻获良好页岩气显

示的基础上"认为牛蹄塘组下段页岩的总有机碳含

量不仅制约页岩的含气量"还制约岩石中自生石

英*白云石*长石*黄铁矿等脆性矿物发育程度#*2$

"

平均达到 2'** @

2

4E

#*,$

+ 针对富有机质页岩层段直

井改水平井钻探的鄂宜页 *TU井"该井完钻井深

2 +*; @"其中水平段长 * 3;? @"分 #! 段进行压裂"

累计注入液量 ,2 #3,'; @

2

"加砂量 * ,,!'+) @

2

"试

气获得日气产量 !')#万@

2

*无阻流量 *#'23 万@

2

40

的高产页岩气流,鄂阳页 * 井牛蹄塘组在未经压裂

改造的情况下钻获页岩气流"在我国南方地区尚属

首次"实现了南方复杂构造区下寒武统页岩气调查

的重大发现#*?$

"因此选择牛蹄塘组下段论证钻探

鄂阳页 *TU井"该井完钻井深 ? *;+ @"水平段长

* 32! @"优质页岩钻遇率 *))F"分 22 段大型压

裂"累计注入液量 !; ;++ @

2

"加砂量 # 3*3 @

2

"试气

获得日气产量 ;'3, 万@

2

*无阻流量 #3'3? 万@

2

40

的高产页岩气流"实现了中扬子地区寒武系页岩气

勘查的历史性突破+

*'*'?"鄂宜页 #TU井

鄂宜页 #TU井%图 *&压裂获得工业气流"首次

发现四川盆地外志留系超压页岩气藏+ 五峰组'

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在鄂西地区分布广泛"由于

强烈的构造运动"造成构造复杂*页岩埋深变化大"

直至出露地表遭受剥蚀"黄陵古隆起由于相对稳

定"保存条件较好+ 从目前已知的实测剖面和钻井

资料来看"宜昌北部至远安南部一带是页岩最为发

育的地区#*!$

+ 在宜昌远安石桥部署宜地 * 井钻获

优质页岩气储层 ## @"含气量 *'3* S2'!; @

2

4E"在

宜昌龙泉部署鄂宜页 # 井钻获优质页岩气层

*+'; @

#*;$

"解析气含量为 *')2 S2'22 @

2

4E"平均为

*'+; @

2

4E+ 针对五峰组'龙马溪组优质页岩段直井

改水平井钻探鄂宜页 #TU井"完钻井深 2 ,;!'2* @"

水平段长 ?)!'2* @"水平段优质储层钻遇率为

*))F"分段压裂 *) 段" 液量 *, +;2 @

2

" 砂量

?,+ @

2

"测试获得地层压力系数*'2+"稳定产量

2'*?万@

2

40

##$

"计算无阻流量日产 ?';! 万@

2

+

*'*'!"鄂阳页 #TU井

鄂阳页 #TU井%图 *&震旦系陡山沱组试获高产

气流"发现全球迄今最古老页岩气藏+ 陡山沱组分

布于黄陵古隆起周缘"其中东翼陡山沱组二段中*上

部碳质*泥质碎屑沉积相对发育"而西翼至泗溪*黄

牛岩和秭归一带相变为碳质泥质碎屑与白云岩互

层#*3$

+ 在鄂阳页 * 井直井压裂获得页岩气流基础

上"为评价和落实陡山沱组页岩气产能"在鄂阳页 *

井原井场部署实施鄂阳页 #TU井水平井"完钻井深

? #)) @"水平段 * ,*) @"气测全烃最高值 #,'!*F"

平均值为 !'#+F"压裂分为 #2 段"累计注入液量

,; 2,#'2 @

2

"注入砂量 * ++* @

2

+ 测试获得稳定产

量 ?'?2万@

2

40*无阻流量 *+'3#万@

2

40的稳定高产

页岩气流+ 震旦系陡山沱组二段地质年龄为 !') S

!'2亿A"经过文献检索和调研"未发现早于 ! 亿 A

的前页岩气工业气流+ 黄陵隆起作为元古宙刚性

基底"现今黄陵隆起南缘地区震旦系和中下寒武统

整体为一南倾单斜构造带"断裂欠发育且规模小"

这对寒武系*震旦系页岩气的保存非常有利#*#$

+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

围绕积极准备开创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勘查

开发新格局"以突破石炭系'二叠系*探索山前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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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部署思路开展油气战略选区调查+ 针对石炭

系'二叠系"聚焦天山兴蒙构造带和柴达木盆地"

开展沉积充填特征及后期构造叠加改造过程等基

础地质研究"查明烃源岩展布"建立成藏模式"实现

2 个重要油气突破和 * 个重要发现%图 ?&+ 针对山

前带"聚焦塔里木盆地柯坪'温宿地区"重点查明

油源条件和圈闭类型"实现了山前带新区新层系油

气重大突破+

图 N"北方新区有利目标区分布

#$%&N"H$0-1$23-$*.*44,9*1,2)(-,1%(-,1(,0$..*1-8(1..(D,1(,

*'#'*"银额盆地深部石炭系首次获油气流

银额盆地位于天山'兴蒙构造带中段"浅部白

垩系已发现多个油气藏#*+ :##$

"二叠系获得工业油

流"然而石炭系仅初见良好显示+ 关键问题是石炭

系'二叠系空间展布不明"成藏模式不清#*#$

+ 基

础地质编图明确了石炭系沉积环境有利烃源岩发

育+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早期广泛发育浅海陆棚

相*滨海相暗色泥岩"形成良好烃源岩+ 石炭系烃

源岩厚 #)) @"综合评价为好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为

VV型, 受构造动力变质作用影响"!

%

值相对较高+

建立了石炭系断阶带控藏*二叠系岩性控藏的模

式+ 从油气成藏模式看石炭系为多类型储层聚集"

断层封堵"断阶带控藏, 二叠系成藏模式为凹陷沉

积中心或构造缓坡带聚集成藏+ 蒙额参 2 钻井揭

示石炭系'二叠系发育火成岩和致密砂岩 # 类储

层%图 !&"因此寻找优质储层是发现油气藏的关

键+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在居延海坳陷部署钻探蒙

额参 2 井"在石炭系火山岩和二叠系砂岩见良好油

气显示"针对华力西期花岗岩含油气裂缝段压裂试

油累计产油 *),'!2 @

2

"累计产气 ? ?!? @

2

"油层产油

气当量 #'!, @

2

40+ 二叠系白云质粉'细砂岩油层

压裂试油累计产油;?'#, @

2

"累计产气 # ??*') @

2

"

确定产油气当量 *'!! @

2

40+

*'#'#"博格达山前带二叠系芦草沟组首获工业气流

准噶尔盆地共发育三大二叠纪富烃凹陷"博格

达山前凹陷为其中之一+ 另外两个凹陷已经形成玛

湖油田*克拉美丽气田等大中型油气田##2 :#?$

"而博

格达山前凹陷尚未取得突破+ 关键问题是二叠系烃

源岩展布不清"圈闭发育不明+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开展重点攻关"先后于 #)*2 年和 #)*! 年部署地震

*!* M@43条*实施博参 *井%#)*,&"深化了烃源岩和

成藏模式认识"山前带二叠系芦草沟组有效烃源岩

厚度大"中部鼻隆带圈闭发育+ 山前带从南往北发

育 2排构造带"中带具形成背斜圈闭条件, 山前带芦

草沟组明显厚于吉木萨尔凹陷"且发育优质烃源岩+

在山前中段优选有利区部署实施新吉参 * 井+ 气测

异常 3+ @42*层"在 , #2;'?) S, #,)'?) @气测全烃

最高达 )',3F"组分较全%图 ;&+ 先期对芦草沟组

压裂测试"日产气量 *'3万@

2

"无阻流量 ?'3 万@

2

"

累产气量 *# 万@

2

"累产油 *2'? E"首次在芦草沟组

获天然气+ 新吉参 *井的突破首次实现了新疆准噶

尔盆地南缘博格达山前带芦草沟组工业气流的重大

突破"证实芦草沟组优质烃源岩既生油又生气"预测

博格达山前可能形成亿吨级含油气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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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蒙额参 F 井含油气段综合柱状图

#$%&O"K*5C1(8(.0$9(8$0-*%1,5*4*$)B2(,1$.% 0(+-$*.*4D())P(.%(+,.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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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新吉参 ! 井含油气段综合柱状图

#$%&Q"K*5C1(8(.0$9(8$0-*%1,5*4*$)B

2(,1$.% 0(+-$*.*4D())R$.6$+,.!

*'#'2"柴达木盆地石炭系首获天然气流

柴达木盆地已发现侏罗系*古近系'新近系和

第四系等 2 套含油气系统"形成了油气田##!$

+ 对

于深部的石炭系"虽然前人发现了较好的油气苗

头##; :#+$

"但是对于其资源潜力尚存在较大分歧+

关键问题是石炭系空间展布不清"成藏条件不清+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所聚焦柴东石炭

系"开展了重点攻关"先后部署地震 *)) M@*W=测

量 #,) M@*钻井 2 口4? *#? @+ 通过电法*钻井资

料综合分析"认为柴达木盆地中西部不存在牛达古

陆"石炭系在面上广泛分布"分布面积 *2 万 M@

#

"极

大提升了石炭系的勘探价值+ 石炭纪发育浅海陆

棚相烃源岩+ 其次明确石炭系优质烃源岩和碳酸

盐岩储层分布+ 从烃源岩有机质类型来看"下石炭

统主要为
!

'

"

#

型"上石炭统主要为
"

#

'

#

型+

暗色泥岩=QR含量为 )'+,F S,'*F"有机质热演

化程度为成熟到高成熟阶段+ 发育多种类型储层"

包括非相控储层%岩溶型*裂缝型&和相控储层"其

中欧南凹陷礁滩相发育+ 对柴达木盆地实施柴页 #

井压裂测试"在石炭系克鲁克组 3)) S3#) @** )!* S

* )3* @分段压裂测试", @@油嘴放喷点火测试火

焰 # S#'? @"见少量低产气流和轻质油+ 首次突破

了柴达木盆地石炭系出气关+ 总体来看"柴东石炭

系油气资源潜力大+ 石炭系分布广"厚度大"预测

柴东石炭系油气资源量 2'+3 亿E"柴达木盆地石炭

系总油气资源量为 3'2* 亿E+

*'#',"温宿凸起新近系"元古宇油气调查获重大突破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前人对油源条件和

圈闭类型等存在较大分歧"制约了油气勘探#2) :2#$

+

针对此关键地质问题开展攻关研究"取得多项新认

识+ 创新性提出温宿凸起长期发育的风化壳与大

规模分布的三角洲砂体及持续活动的断裂共同形

成了高效的油气输导体系+ 新近纪是温宿凸起区

圈闭的迅速形成期"同时"库车坳陷拜城凹陷侏罗

系恰克马克组烃源岩全面进入成熟阶段"使得凹陷

形成的油气向温宿凸起的圈闭中运移并聚集"主要

发育地层油藏和岩性油藏 # 大类"具有空间分布有

序*叠合连片*晚期充注的特点"打破了以往温宿凸

起油源条件不利的传统认识+ #)*; 年在温宿凸起

部署钻探了 # 口大口径油气调查井"首次获高产工

业油流"实现了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重大突破+ 新

温地 *井*新温地 # 井在新近系吉迪克组%* ))) @

-+-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以浅&取心见饱含油*富含油及油浸等不同级别显

示+ 新温地 * 井吉迪克组试油层%*'? @4* 层&"连

续 2 0稳产"*# X 抽汲日产油 #*'2; @

2

"折算日产

油 ,#';, @

2

"累产油 *2?'*# @

2

, 新温地 # 井试油

层%;', @4+ 层&连续 2 0 稳产"*# X 抽汲日产油

**'*2 @

2

"折算日产油 ##'#! @

2

"累产油 ?*'; @

2

+

原油密度为 )'+)2 3 748@

2

" 黏度 23';! @<A-C

%?) Y&"属正常原油+ 在元古宇阿克苏群基岩风

化壳获得低产油流"裸眼试油日产油 )',! @

2

"累产

油 #'*? @

2

"展现了前震旦系风化壳油气勘探前景"

有望成为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查接替新层系+

!'F"松辽盆地青山口组页岩油

松辽盆地发育白垩系青山口组*嫩江组和沙河

子组多套富有机质页岩"页岩油资源丰富"中国地

质调查局以实现陆相页岩油调查突破*谋划创建松

辽盆地页岩油勘查开发新格局为目标"开展了页岩

油形成富集主控因素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部署钻

探页岩油参数井和压裂试油工程%图 3&"实现了松

辽盆地北部青山口组页岩油调查的突破"并在松辽

盆地南部获得了青山口组页岩油调查重要进展"发

挥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图 S"松辽盆地页岩油调查参数井分布

#$%&S"H$0-1$23-$*.*408,)(*$)0319(:

C,1,5(-(1D())0$.L*.%)$,* ?,0$.

*'2'*"松辽盆地北部青山口组一段页岩油获工业油流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泥页岩有机质丰度高"

有机质类型好"演化程度适中"生烃能力强"泥页岩

内部大量滞留烃富集"页岩油资源潜力巨大#22 :2!$

+

多口探井在青山口组泥页岩层段中见丰富页岩油

显示"部分探井试油获得油流"页岩油资源潜力巨

大+ 为了探索松辽盆地北部青山口组页岩油资源

潜力"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松辽盆地北部部署了 # 口

页岩油参数井"其中松页油 * 井位于齐家凹陷杏西

地区"松页油 # 井位于古龙凹陷巴彦查干地区+ 通

过直井压裂及试油"松页油 * 井在青一段泥岩基质

储层获得 2'## @

2 的工业油流"松页油 # 井在青一

段泥岩基质储层获得 ,'+2 @

2 的工业油流+ #)*3

年"对松页油 # 井进行了直井改水平井进行钻探"

松页油 #TU井水平段 ;2+ @"进行 *) 段压裂"测试

最高日产油 +'3 @

2

"日产气 * ))) S# ))) @

2

+

*'2'#"松辽盆地南部青山口组获良好页岩油显示

为了探索松辽盆地南部青山口组一段页岩油

资源潜力"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凹

陷部署了吉页油 * 井+ 吉页油 *TU井也是中国地

质调查局在松辽盆地页岩油科技攻坚战的重点井

位之一+ #)*; 年 *# 月'#)*3 年 * 月完成了该井

导眼段的钻探及取心工作"获得良好页岩油显示+

本井在目的层连续取心 *,! @"累计含油气岩心长

度 *2+'2, @"其中油浸显示 *'23 @4* 层"油斑显示

2'*3 @4#层"荧光显示 *#2'?* @4*2 层"其中泥岩

裂缝面见油膜显示 **'#; @4; 层+ 吉页油 *TU井

水平井于 #)*3 年 3 月 *) 日开始实施"设计水平段

长 * #)) @"#)*3 年 ** 月 2) 日正式完钻"完钻井深

2 +;3 @"水平段长度 * #?# @"实钻轨迹与设计轨迹

吻合较好"目标层靶层钻遇率 *))F+ 水平段油气

显示强烈"综合解释油层 *2 层4;2) @" 占比

;?'3F"差油层 # 层4!! @"占比 !'+F"干层 ** 层4

*!; @"占比 *;'2F"初步展示了长岭凹陷青山口组

页岩油资源前景+

!'J"准噶尔盆地西山窑组低阶煤层气

#)*? 年以前"前人主要开展了准噶尔盆地南缘

%以下简称为准南&侏罗系煤层气地质评价研究工

作#2; :2+$

+ 近年在准南东部阜康地区的下侏罗统八

道湾组煤层气取得了突破"建立了阜康煤层气勘探

开发示范区"带动了准南煤层气成藏#,) :,2$和开发

技术手段的研究#,, :,;$

+ 但准南中西部的西山窑组

煤层气一直未有突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新疆准

-)*-



第 # 期 包书景"等!"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进展与成果

南煤层气战略选区调查项目在玛纳斯'呼图壁地

区开展了煤层气成藏地质条件调查"部署实施煤层

气参数井和压裂试气%图 +&"首次在该地区获得煤

层气流"初步证实煤层气资源潜力和技术可采性+

图 T"准噶尔盆地南缘煤层气调查参数井分布

#$%&T"H$0-1$23-$*.*4+*,)2(/5(-8,.(0319(: C,1,5(-(1

D())0$.-8(0*3-8(1.5,1%$.*4U3.%%,1?,0$.

*','*"新玛参 2 井压裂反排获得稳定煤层气流

玛纳斯地区煤层具有层数多*厚度大的特点+

新玛参 2 井钻遇可采煤层总计 *, 层"煤层总厚度

!,'!, @"单层最厚达 +'+3 @+ 宏观煤岩以半暗'

半亮煤为主"煤体结构以原生结构为主"镜质组含

量高"!

%

值在 )'!F左右"为低煤阶煤+ 煤层含气量

为 *'*! S+'!! @

2

4E"平均 ?')) @

2

4E+ 综合评价优

选新玛参 2 井 L3 和 L*) 煤层进行压裂改造和排

采"自 #)*3 年 ? 月 2 日开始排采"至 ** 月 2) 日"套

管控制放喷"出口气点火"日产气 !;+ @

2

%图 *)&"

累产 !# ?+3'?+ @

2

+

图 !V"玛纳斯地区煤层气参数井排采曲线

#$%&!V"H1,$.,%(+319(*4+*,)2(/5(-8,.(

C,1,5(-(1D())0$.P,.,0,1(,

""这是准南西部地区西山窑组首次获得煤层气

流"后期该区一旦实施规模井网开发"形成区域性压

降"一方面增大解吸体积"另一方面基质收缩效应和

克林伯格效应改善储层渗透率"单井产量还可能有

所提高"预测该区具有较好的煤层气开发前景+

*','#"新呼参 # 井压裂排采获得低产煤层气流

呼图壁位于玛纳斯含煤区东部"与玛纳斯地区

相比"煤层总厚度和层数减少"新呼参 # 井钻遇可

采煤层共计 ! 层"总厚度为 #,',? @"大于 ? @的煤

层有 # 层"分别为L# 煤 +'3? @和L, :# 煤 !';2 @

%图 **&+ 煤岩以半暗'半亮煤为主"煤体结构以

碎裂结构为主"与玛纳斯相比相对破碎+ !

%

值为

)'!3F S)';;F+ 煤层含气量 )'3) S?')) @

2

4E"

平均 2'2# @

2

4E+ #)*3 年 + 月 *?'*! 日"综合各项

评价参数优选新呼参 # 井L# 和L, :# 煤层实施压

裂改造和排采+ 压裂后放喷"有气随返排液产出"

可点燃"火苗淡蓝'淡黄色"高约 #) 8@"燃烧连续+

西山窑组L# 和L, 煤层在该区分布广泛*厚度大*

稳定"预测煤层气资源量大"该井后续试采对落实

该区煤层气资源可采性有重要意义+

图 !!"新呼参 @ 井综合柱状图与含气性压裂测试层段

#$%&!!"K*5C1(8(.0$9(8$0-*%1,5,./%,0B2(,1$.%

41,+-31$.% -(0-$.-(19,)*4D())R$.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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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 #)*+ 年

#"理论与技术创新

@'!"长江经济带古生界页岩气调查

%*&创新提出南方复杂构造区(三位一体)的

页岩气富集高产成藏理论认识+ 在对南方复杂构

造区古生界海相页岩气形成*富集与保存条件调

查和研究基础上"总结提出了深水陆棚相页岩*稳

定构造保存*地层超压(三位一体)的页岩气富集

高产理论认识#; :3$

+ 一是深水陆棚相富有机质页

岩是页岩气形成的物质基础, 二是适中的热演化

程度和稳定的构造活动是页岩气形成和储集的必

要地质条件, 三是地层超压是页岩气富集高产的

关键因素+ 以此理论认识为指导取得了油气调查

重大突破"实现了由盆地找油气向造山带找油气

的重大转变+

%#&创新建立逆断向斜油气成藏模式和古隆

起控藏页岩气保存模式+ 一是通过对南方复杂构

造区不同类型构造样式页岩气富集保存条件与钻

探效果分析"以及页岩气形成*富集*汇聚和逸散

全过程与发生的地质条件研究"创新地提出了(逆

断层封堵向斜成藏*常规与非常规同生共存)的逆

断向斜油气成藏模式#; :3$

"优选安场逆断向斜的

下盘论证钻探安页 * 井并取得油气调查重大突破

%图 *#&"实现了由正向构造找油气到负向构造找

油气的重大转变"证实了南方复杂构造区仍然具

有保存条件较好的地质单元, 二是在对寒武系牛

蹄塘组和震旦系陡山沱组页岩气显示特征与构造

演化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古老隆起的刚性基底对

页岩气具有(隔热保整)作用"其周缘富有机质页

岩热演化程度适中*构造相对简单"创新提出古隆

起控藏页岩气保存模式#*#"*, :*?$

"部署钻探鄂阳页

* 井*鄂宜页 * 井取得了古老地层页岩气调查重

大突破%图 *2&"实现了由古生界找页岩气到元古

宇找页岩气的重大转变"开辟了长江中游页岩气

勘查新局面+

图 !@"安页 ! 井逆断向斜油气成藏模式

#$%&!@"W:/1*+,12*.,++353),-$*.5*/()

*41(9(10(4,3)-0:.+)$.($.D(3E.:(!

图 !F"鄂阳页 ! 井古隆起控藏页岩气保存模式

#$%&!F"L8,)(%,0C1(0(19,-$*.5*/()*4C,)(*B3C)$4-$.% $.D())>:,.%:(!

""%2&初步形成复杂构造区页岩气调查技术体系+

一是研发了页岩气(甜点)地球物理预测技术"自主

研发基于二维地震的U<<H 地层压力预测系统和地

震频谱烃类检测技术"应用于黔北正安安页 * 井*鄂

西长阳鄂阳页 * 井井位论证和钻探提示"取得了较

好的预测效果, 二是初步形成复杂构造区页岩气调

查地质(甜点) :水平井钻探:压裂试气一体化技术

体系+ 技术研究也取得了实际效果!

$

建立了低勘

探程度区页岩气地质选区选层(甜点)评价技术体

系"准确锁定页岩气有利目标区和含气页岩层段,

%

形成古老地层水平井优快钻进技术"实现低勘探程

度区优质储层钻遇率大于 +)F,

&

创新了高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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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常低压区储层压裂改造试气工艺技术"填补了国

内该领域页岩气压裂试气技术工艺空白+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

%*&初步建立了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陆缘

裂陷盆地油气成藏模式+ 通过银额盆地石炭系'

二叠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结合蒙额参 2 井的

油气钻探成果"深化了盆地沉积:构造演化对含油

气性控制的认识+ 通过油气生储条件与成藏条件

研究"提出了原始深水沉积富有机质页岩决定生烃

潜力*多类型储集层控制成藏规模*后期改造与保

存影响油气分布的新认识"预测了银额盆地石炭

系'二叠系岩复式侵入岩*透镜状砂%砾&岩*富有

机质页岩 2 种不同油气储集类型"断层或岩性封

堵"断阶带和沉积中心*缓坡带成藏"初步建立了石

炭系'二叠系油气成藏模式%图 *,&+

%#&创新建立了博格达山前带芦草沟组自生自

储油气成藏模式+ 博格达山前带芦草沟组烃源岩

有机质类型总体上以
"

型干酪根为主"=QR值主要

集中在 #F S!F, 芦草沟组致密储集层大面积连

续分布"烃源岩层段具有纵向上(源储共生共存)*

横向上(源储紧密接触)的特点+ 自晚侏罗世至今"

芦草沟组烃源岩开始持续高效生烃和排烃"排烃所

产生的压力为致密油气聚集提供持续动力和物质

图 !J"蒙额参 F 井石炭系$二叠系油气成藏模式

#$%&!J"W:/1*+,12*.,++353),-$*.5*/()*4

K,12*.$4(1*30MX(15$,.$.D())P(.%Y(+,.F

供应"形成自生自储式油气成藏模式%图 *?&+ 新

吉参 * 井压裂试油获得油气流"尤其是首次在芦草

沟组试获天然气"证实了准噶尔盆地博格达山前带

具备致密气:页岩气勘探潜力+

图 !N"博格达山前带芦草沟组油气成藏模式

#$%&!N"W:/1*+,12*.,++353),-$*.5*/()*4Z3+,*%*3#*15,-$*.$.?*%/, P*3.-,$.#1*.-?()-

@'F"松辽盆地青山口组页岩油调查

%*&总结提出松辽盆地青山口组陆相页岩油赋

存机理新认识+ 通过对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富

有机质泥页岩发育特征分析"重点依据松页油 *

井*松页油 # 井*吉页油 * 井录井及测井资料的分

析和岩心的精细描述"发现在青一段泥页岩中发育

2 种不同储集类型的页岩油"揭示了页岩油不同储

集空间和赋存方式! 一是泥页岩基质孔隙型"储集

空间主要是泥页岩有机质孔隙和矿物无机孔隙,

二是泥页岩孔隙裂缝混合型"特征是高角度构造裂

缝*层理缝发育"裂缝面可见油膜, 三是泥页岩夹

薄砂条混合型"储集空间主要是泥页岩有机质孔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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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物无机孔隙*砂岩中的基质孔隙"特征是高残

留烃荧光泥页岩夹油斑'油浸显示粉砂岩+

%#&初步形成松辽盆地青山口组陆相页岩油富

集模式+ 基于已发现的 2 种储集类型页岩油赋存

特征"结合松辽盆地页岩油富集地质条件及主控因

素分析"总结提出了 # 大类 2 种类型的页岩油富集

模式"分别为! 泥岩基质型*泥岩裂缝混合型和泥

岩夹砂条混合型%表 *&+ 一是泥页岩基质型"页岩

油赋存在泥页岩基质孔隙中"其形成于压力封存箱

内"一般分布在前三角洲相*浅湖相及半深湖'深

湖相, 二是泥页岩裂缝混合型"页岩油主要赋存在

泥页岩裂缝和基质孔隙中"裂缝的成因有构造缝*

成岩缝*生烃增压缝等"其也形成于压力封存箱之

内"一般分布在前三角洲相, 三是泥页岩夹砂条混

合型"页岩油主要赋存在砂条孔隙和泥页岩基质孔

隙中"该种类型形成于压力封存箱边缘"一般分布

在三角洲外前缘相+

表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陆相页岩油富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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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准噶尔盆地南缘侏罗系低阶煤层气调查

%*&急倾斜煤层水力封堵自吸附煤层气富集成

藏模式+ 在构造相对稳定*地层倾角大*煤层厚度

大的地质条件下"水动力条件充足"地层封闭性好+

一方面水从构造高部位向低部位渗透"同时煤层气

由下部向上运移"由于水力封堵作用"可在弱滞留

区富集成藏, 另一方面水携带产甲烷菌从构造高

部位深入渗透到煤层中"形成次生生物气"对早期

形成的煤层气藏%可能散失部分煤层气&具有很好

的补充作用"依靠煤层的吸附作用和自封闭效应成

藏%图 *!&"该模式见于南缘东部阜康等含煤地层

产状陡峭地区+

图 !O"急倾斜煤层水力封堵自吸附富集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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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系地层多源多类型构造 :岩性成藏模

式+ 准南地区广泛分布的二叠系黑色泥页岩和侏

罗系煤系地层是 # 套重要的烃源岩#,3$

+ 中二叠统

烃源岩在晚侏罗世'古近纪处于主要生烃高峰期"

油气沿着断裂疏导系统向上运移"一部分进入孔渗

性较好的侏罗系煤层被吸附成藏"另一部分进入侏

罗系致密砂岩中游离成藏+ 此外"侏罗系煤系地层

有机质生成的煤成气一部分自生自储形成煤层气

藏"另一部分运移进入侏罗系致密砂岩形成致密砂

岩气藏+ 构造高点和岩性圈闭有利于煤层气和致

密砂岩气的富集成藏"从而形成煤系地层多源多类

型构造:岩性成藏模式"该模式见于南缘西部呼图

壁齐古背斜%图 *;&+

图 !Q"煤系地层多源多类型构造M岩性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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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包书景"等!"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进展与成果

2"有效服务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在(四新)领域取

得了重要发现和重大突破"不但提振了复杂地质构

造区油气勘查的信心"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而且

形成的调查成果的移交和优选的勘查区块的出让"

有力支撑了油气体制改革"对当地扶贫攻坚工作发

挥了积极作用"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

%*&评价优选页岩气*油气勘查区块向社会公

开招标"推动油气体制改革+ 基于南方页岩气和新

疆油气调查成果"圈定了 #+ 个页岩气*油气勘查区

块并编制区块资料包+ 优选 + 个勘查区块通过公

开招标进行出让+ #)*; 年 3 月贵州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标贵州正安页岩气勘查区块"

标志着页岩气探矿权拍卖全国 (第一槌)落地,

#)*3 年 * 月"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能源%集团&

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最终成功竞得温宿*温宿西和柯坪南等

2 个油气勘查区块"新疆油气矿权管理体制改革工

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油气战略调查的发现与突破"带动了临近区

块页岩气勘查工作+ 安页 * 井*鄂阳页 * 井*鄂宜页

# 井等参数井取得武陵山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勘查突

破"中国石化加大了黔渝彭水*湘鄂西*当阳'枝江

区块的页岩气勘查投入力度"中国石油在荆门'当

阳区块部署实施宜探 *井*宜探 #井*宜探 2井"取得

较好的勘查效果, 新吉参 * 井在芦草沟组试获油气

流和对山前沉积凹陷的认识"引起了中国石油对山

前带油气勘查的高度关注, 鉴于松辽盆地北部松页

油 *井*松页油 #井和吉页油 * 井的钻探成果"目前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正在对古平 * 井*英 Z?; 井*英

Z?3井 2口老井青一段进行页岩油压裂试油"并针对

古龙凹陷青一段页岩油部署古页 * 井"中国石油吉

林油田在长岭凹陷部署了多口井钻探及老井试油工

作"如黑 *+;井*查 2, :;*大 3!井等+

%2&移交油气调查成果和资料"主动服务于油

气勘查企业+ 黔北正安页岩气调查资料和安页 *

井于 #)*; 年 *) 月 *; 日成功移交给中标企业'''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北京京能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新疆区块中标企业开展业

务交流和移交调查资料"协助勘查区块编制油气勘

探工作方案+

,"下一步工作部署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调查+ 按照(主攻突破

下游*积极拓展中游*适度兼顾上游)的思路部署页

岩气调查工作"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页岩气勘查开

发新格局+

$

主攻突破长江下游"开辟页岩气勘查

开发新领域"重点针对华北型石炭系'二叠系海陆

过渡相和扬子型二叠系海陆过渡相*海相领域"评

价优选页岩气有利区部署实施参数井*水平井和压

裂试气工程"力争获得工业页岩气流+

%

积极拓展

中游"支撑鄂西页岩气示范基地建设"夯实 *)) 亿

产能资源基础! 拓展湘鄂西调查新区, 拓展二叠

系*石炭系和泥盆系新层系, 拓展常规天然气和致

密气新类型+

&

适度兼顾上游"开拓陕南川北下古

生界海相页岩气"突破滇黔桂泥盆系*石炭系海相

页岩气"探索二叠系煤系地层(三气)+

'

完成长江

经济带页岩气资源评价"形成(由点及面)的整体成

果"助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 围绕积极准备

开创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勘查开发新格局"重点在

天山'兴蒙构造带*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开展

油气战略调查+

$

天山'兴蒙构造带"以石炭系'

二叠系为主要调查层系! 一是拓展中段"形成银额

盆地整装性成果, 二是突破西段"开拓博格达山

前*乌伦古坳陷*伊犁等新区"力争新突破, 三是探

索东段"战略侦查二连东部*松辽西部"评价油气资

源前景+

%

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 一是主攻塔

北柯坪断隆"实现奥陶系'志留系新区突破和寒武

系新层系发现, 二是攻关塔里木盆地南缘山前带

和塔西南深层"力争获得新发现"支撑新疆油气体

制改革, 三是加强柴达木盆地东部石炭系油气调

查"力争实现重大突破+

%2&松辽盆地页岩油调查+ 按照(主攻青山口

组"探索沙河子组与嫩江组"评价资源潜力)的思路

部署页岩油调查工作"谋划创建松辽盆地页岩油勘

查开发新格局+

$

主攻齐家'古龙凹陷*长岭凹陷

青山口组"评价优选页岩油有利区部署实施参数

井*水平井和压裂试气工程"实现松辽盆地页岩油

调查重大突破+

%

探索三肇凹陷青山口组*长岭凹

陷嫩江组和断陷层沙河子组"开拓松辽盆地页岩油

勘探新领域+

&

开展松辽盆地页岩油资源评价"查

明页岩油形成富集规律和资源规模"发挥引领和带

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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