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局党组战略部署，以国家需求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理论创新为引领

，技术攻关为驱动，平台建设为支撑，人才团队为保障，科学部署、精心实施，

在油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发现 

安页1井 

鄂阳页1井 

宜参1井 

DK-9井 

镇地1井 

绥页1井 

突参1井 

尉参1井 

博参1井 

旺1井 

油气井：  5口 

页岩气井：5口 





 油公司认识：沉积相带是基础，构造保存是关键，正向构造有利于成

藏，而盆外残留向斜不利于成藏 

 盆外残留向斜是否具备成藏条件？ 

 寒武系、震旦系古老地层如何“高中找低”？ 

1. 理论创新引领 

断背斜 

涪陵 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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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 

背斜 



创新提出深水陆棚相页岩、稳定的构造保存、地层超压“三位一体”的

页岩气富集高产理论，指导井位优选 

1. 理论创新引领 



通过基础地质调查，优选安场向斜有利区，创新提出逆断层封

堵向斜成藏模式，部署实施安页1井 

安页1井 

1.1 创新逆断层封堵向斜成藏模式， 

       指导安页1井获得油气、页岩气重大突破 

安页1井 

焦页1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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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页1井录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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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栖霞组油气

3.石牛栏组致密气

2.五峰-龙马溪组页岩
气

1.宝塔组天然气

地层地层

优一举获得“四层楼”页岩气和油气重大突破石牛栏组获得日产10万方

以上高产工业气流 

1.1 创新逆断层封堵向斜成藏模式， 

       指导安页1井获得油气、页岩气重大突破 



威201井，1.08万方 

威201井 

未见页岩气显示钻井21口 

(不含气或氮气含量高) 

城地1井 

慈页1井 

黄页1井 

问题提出：寒武系高演化——高中找低、碎中找整，古老隆起边缘 

寒武系热演化图 

1.2 创新古老隆起边缘页岩气控藏模式 

      鄂阳页1井取得页岩气重大发现 



黄陵背斜

鄂阳页1井首次在牛蹄塘组钻遇页岩气流，

为盆外复杂构造区首次发现 

陡山沱组实现全球最古老页岩气重要发现 

陡山沱组压裂试气最大产量5460方/天 

鄂阳页1井 

1.2 创新古老隆起边缘页岩气控藏模式 

      鄂阳页1井取得页岩气重大发现 



 钻遇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黑色优质页岩厚度达90米 

 岩心浸水有浓密气泡，现场解析气量最高2.92方/吨，总含气量高

达6.04方/吨，解析气点火成功 

 在汉南古陆东南翼部署镇地1井，获高含气量页岩气发现 镇地1井 

1.2 创新古老隆起边缘页岩气控藏模式 

      鄂阳页1井取得页岩气重大发现 



奥陶系风化壳型油气是鄂尔多斯盆地重要的产层，呈南北走向主要分布在榆

林-延安的西侧。传统认为东南部宜川地区风化壳不发育，不利于油气成藏 

1.3 创新古风化壳顺层岩溶储层新认识 

      宜参1井钻获日产3.7万方工业气流 

鄂尔多斯盆地前石炭纪古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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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参1井 

宜参1井钻获3.7万方/日的工业气流，是宜川

地区首口奥陶系风化壳日产过万方的参数井 

新增资源量1000亿立方米，扩大了鄂尔多斯

盆地东南缘古风化壳油气藏勘探范围 



在祁连山木里坳陷部署实施DK-9井、DK-10井成功钻获20米厚多层水

合物、轻质原油和高压浅层天然气，带动玉门油田勘探跟进 

DK-9 

DK-10 

1.4  提出水合物-油气同生共储成藏模式 

       南祁连盆地首获油气新发现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演化模式 





安页1井 

2.1 自主研发地层压力预测软件 

      初步形成复杂构造区页岩气“甜点”预测技术体系 

 研发了FPPS地震波速压力预测软件，结合地震分频烃类检测形成页岩气

“甜点”预测方法，在安页1井、鄂阳页1井井位论证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自主研制页岩含气量解析仪 

      准确获取含气性关键评价参数 

 连续自动测量，无人值守 

 量程大，精度高 

 实时记录，准确显示 

 方便快捷，便于携带 

四大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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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新准原位快速检测方法 

      攻克高成熟页岩有机地化分析测试难题 

 针对南方高成熟页岩特征，探索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和激光拉曼光谱测

试相结合，建立准原位快速检测方法 

探索不同类型、不同赋存形态、不同演化阶段有机质生烃及

微纳米孔隙结构演化规律 

安页1井五峰-龙马溪组页岩储层微观结构 

安页1井五峰-龙马溪组页岩激光拉曼光谱特征：
基线上倾、D峰对称性差、两峰的峰位移差（
d(G-D))小且峰高比（HD/HG)小，演化程度相对
较低的特点 



分两段体积压裂，排量6.5-7.2 m3/min ，总液量1576.3 m³ ，加砂总量88.7m³ 

第二压裂段：（2105-2139.5m） 

 安页1井石牛栏组海相高压低渗致密泥灰岩储层体积压裂改造技术 
安页1井综合录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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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压裂段：（2178.0-2204.0m） 

2.4 探索利用储层压裂改造新工艺 

      实现油气/页岩气产能突破 



 鄂阳页1井陡山沱组常压直井前置液氮体积压裂改造技术 

累计注入氮气100m3，体积压裂排量14m3/min，累计注入压裂液4031.91方，

累计加砂131.4方，压后12mm油嘴放喷，瞬时峰值气量达到5460方/天 

 

第一压裂段 第二压裂段 

2.4 探索利用储层压裂改造新工艺 

      实现油气/页岩气产能突破 



 鄂阳页1井首次应用等离子脉冲储层改造新技术 

借助地层自身的能量，实现对储层大面积的激发和改造，在储层基质中发展

新生的微裂缝网络系统，提高储层渗透率 

2.5 探索利用等离子脉冲技术 

      提高储层改造效果 





场发射、原子力显微镜、

及聚焦离子束扫面电镜 

红外碳硫仪、含气量解吸

仪及色谱-质谱仪 

覆压孔渗仪、高光谱

及岩心综合测试系统 

野外长观基地 

 储层评价为主的精良仪器55台套，其中国际一流设备15台套 

     51引进/4自主研发 

微纳米结构分析系列 有机地化分析系列 岩心成像、成分及
物性参数检测系列 

3.1 打造一流非常规油气实验平台 



 构建了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 

实现大型仪器开放机时预约申请。目前大型仪器累计对外开放达 387天、4350小时 

 设立了开放基金项目 

2015年，通过网络平台征集开放基金项目立项材料 83 项，2016年已启动 7 项 

3.1 打造一流非常规油气实验平台 

储层物性 

微纳米孔

隙结构 

有机地化 
含气性

分析 

岩心综 

合测试 38000项次
85批次报告 

场发射扫描电镜与激光拉曼光谱仪相结合，进行页
岩有机质准原位拉曼光谱分析，为定性和定量表征
高演化页岩成熟度提供了重要手段 

开展了页岩含气量检测方法技术研究，研制了
岩石解析气测定仪，编制了《页岩含气量测定
恒温解析法》标准，地标委已审查通过 

开展了岩心综合测试技术、致密岩石孔渗测试技术、
页岩微纳米孔隙结构测试技术等应用研究工作 

1 

2 

3 



 3.2 建设特色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中心 

 先进的处理、解释平台，拥有国际先进的数据处理和解释软件12套 

 超级计算机集群系统总双精度浮点计算能力为70万亿次/秒以上 

建立了一套富有机质页岩的地震、非地震多参

数评价流程，服务于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勘查 



3.3 夯实学科建设基础 

重视地质调查技能培训，不断提高野外工作能力 

2015年广西野外地质填图练新兵 

2013年北京周口店野外地质技能培训 2014年北京十三陵数字地质调查技术理论培训 

2016年新疆野外地质技能培训 



加强古生物地层基础学科建设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 

陈旭院士野外指导笔石鉴定 

曲背王冠 

LM5 

耙笔石 

LM6 

WF2 

叉笔石 

扬子区五峰组（WF）、龙马溪组（LM）和南江组（N）
的笔石带划分（陈旭等，2015） 

安页1井五峰-龙马溪组笔石 

3.3 夯实学科建设基础 



  重视物探工作能力建设，成立重磁电专业队伍 

装备有MTU-5A系列大地电磁仪25套，磁力仪10套，重力仪6套 

3.3 夯实学科建设基础 



学科建设初具规模，拥有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1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页岩气资源评价方法与勘查技术攻关》
可行性论证会现场 

《页岩气资源评价方法与勘查技术攻关》
任务合同书填报 

3.3 夯实学科建设基础 





 研究方向：页岩气成藏理论、资源评价方法技术及参
数体系等 

 在研项目：10 项 
页岩气团队 

 研究方向：陆域冻土带天然气水合物现场检测、勘查
技术、试采模拟及环境监测等 

 在研项目：7 项 

天然气水 

合物团队 

 研究方向：煤层气、油砂、油页岩、致密砂岩气资源
评价、勘查评价技术等 

 在研项目：2 项 

 研究方向：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非常规油气储层
甜点识别与预测、随钻分析研究等 

 在研项目：5 项 

储层识别与 

预测团队 

4.1 打造一流专业团队 

非常规 

油气团队 



  计划协调人1人，工程首席5人，二级项目负责人22人 

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李四光学者）1人 

1人获政府特殊津贴，2人获局卓越人才， 1人获局杰出人才， 2人获

局优秀人才，3人获国土资源部“十二五”科技与国际合作先进个人 

入选部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人，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1人 

4.2 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 





5.1 全力支撑油气科技攻坚战 

  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页岩气资源评价攻关项目为支撑，创

建页岩气特殊地质理论和勘查评价技术，率先打好南方页

岩气攻坚战，占领页岩气制高点 

 以岩相古地理编图为基础，深化成藏理论研究，打好北方

石炭-二叠系油气科技攻关战 

  以储层改造技术科技攻关为核心，精心实施松辽页岩油科

技攻关战 

  积极探索煤层气、陆域天然气水合物等其他非常规油气科

技前沿领域 



争创国家级非常规油

气地质重点实验室 

2020年达到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平台建设要求；

锻造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产生一批重大成果 

建实建强非常规油气

地质工程技术中心 
为陆域油气资源勘查工程提供技术支撑 

完善冻土区天然气水

合物观测基地建设 

将祁连山木里天然气水合物长观基地建设成为

功能齐全的实验测试科研和科普宣传基地 

5.2 着力建实科技创新平台 



充分发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油气资源调

查事业科学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培养造就一支在国内石油界有影响力、在国

际石油界有话语权的地质科技人才队伍，为建

成世界一流油气资源调查中心提供人才保障 

5.3 加快推进地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资源调查评价团队 实验测试团队 储层评价与甜点预测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