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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资源估计

1 9 8 2年到 19 8 6年
,

地质矿产部和石油工

业部分别采用当今世界较先进的
、

通用的煤

成气资源量计算方法 ( 细视蛛氮发生率法
、

显微组牙祛
,

物质 平衡 法等 )
,

多次对我国

煤成气资源总量进行测算
。

其结果
,

埋藏在

2 0 0 0米以内浅的煤成气 + 煤层气 (专指聚集

在煤层中的瓦 斯气 ) 总 量介于 n ~ 23 万亿

米
3

之间 (如果不计深度
,

资源总量可达 40 万

亿米
“
)

。

仅次于苏联 ( 1 3 0 万亿术
“
) 和美国

( 24 万亿米
”
) 的资源总量

。

二
、

形成和保存条件分析

在我国
,

面积大于 1 0 0 0 (J 平方公里的大

型含煤盆地至少有 27 个
,

总面积大于 1 50 万

平方公里
,

其中不少盆地是 具推两个或三个

不同时代含煤岩系的迭合型盆地
,

如山西沁

水盆地
、

陕甘宁蒙鄂尔 多斯 盆地
、

四川盆

地
、

新疆准噶尔
、

塔里木
、

吐鲁番盆地等
,

因此生气源岩及含有分散有机质的暗色沉积

岩系厚度往往比较大
,

构成了有利的生气条

件
。

大型含煤盆地掩 盖和 保存 条件 都比较

好
,

尤其是在上覆有中一新生界的掩埋区
,

更有利于煤成气的生存和保存
。

如华北
、

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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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活动
,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两个文明一

起抓的方针
,

锲而不舍地扎实工作
,

一定能

在全国范围内 建设 成一大 批文明机台
、

坑

口
,

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
、

具有献身地质勘

探事业精神的探矿专业队伍
,

为地质找矿和

国民经济建设的各部门服务作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尔多斯
、

塔里木
、

柴达木
、

四川等地
。

不少含煤盆地经历过二次沉降
,

有利于

二次成气作用发生
,

可以增加气量的聚集
。

如苏北
、

华北某些地区
。

由上述可见
,

就宏观而言
,

.

我国形成和

保存煤成气的地质条件是有利的
。

三
、

储量
、

产量
、

油气比值等与世界的

对比0

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是 99 万亿米
, ,

石油

探明储量 9 6亿吨
,

油
、

气储量比等于 0
.

9 7 ,

世界天然气产量 1` 8万亿米
“ ,

石油产量 27 亿

吨
,

油
、

气产录比等于 1
.

5 (注
:

按 l吨油相

当 l千米
“
天然气折算 )

。

苏联探明天然气储量 42 万 亿米
3

(其中

西西伯禾:ljJ亚即占 25 万亿米
3
)

,

探明石油储量
8 3

.

6亿吨
,

油
、

气储量 比等于 。
.

2 ;
苏联天

然气产衰翩 2 4亿米
’ ,

石油 产量 5
.

9 5 亿吨
,

油
、

气产量比等于 0
.

93
。

美国探明天然气储量 5
.

6 万亿米
“ ,

探明

石油储量 38
.

4亿吨
,

油
、

气储量比等于 0
.

7 ,

美国天然气产量 4 8 9 7亿米
3 ,

石油产量 4
.

5亿

吨
,

油
、

气产量比等于 0
.

92
。

我国探明天然气储 量约 8 5 0 0亿米
“

(其

中典型的煤成气不足 1 0 0 0亿米
“
)

,

可采石油

储量约 36 亿吨
,

油
、

气储量比等于 4
.

2 , 我

国天然气产量约 1 3 0亿米
“ ,

石油产量约 1
.

3亿

吨
,

油
、

气产量 比等于 1 0
。

前已述及
,

预测我国煤成气总量仅次于

苏
、

美两国
,

宏观成气和保气条件也不错
。

但为何探明储量和产量却甚少 (其中煤成气

. 本节引用数字参阅美国
《
油气杂志

》



则更有限?) 究其原因
,

主要 是 我国多年来

对各大含煤盆地煤成气的调查研查程度和地

质工作程度甚低所致
。 ’

四
、

控制气田 (气藏 ) 的关链地质问魔
·

形成煤成气田 (气藏 )
,

必 须具 备生气

层 (气源岩 )
、

储集层
、

盖层与 运移 聚集
、

保存圈闭条件之间的相互配置 与组合石其中

最重要的是保存条件
,

其次是储集层的物性

条件
。

理想的储盖组合
,

与储集层和盖层的

孔隙 (裂隙 ) 性质
、

体 积
、

表 面 积
、

连通

性
、

含水饱和度都有密切的关系
`
理想的运

移保存配置
,

又往往决定子生气时期马构造

形成圈闭时期的配置
,

或二次成气时间与构

造圈闭时闻的配置
,

或地下水 (产状
、

水质

类型 ) 对煤成气的良好圈闭
、

聚集作用` 当

今世界已知大型气田多属于背斜圈闭型和构

造裂缝型气藏 ; 已知中
、
小型气田往往与断

裂遮挡或地下水封闭有关
。

五
、

对我国已知气田 心气藏 ) 的剖析

我国近几年陆续发现了一些煤气藏 , 其

中属于煤成气的如河南文留
、

甘肃庆阳刘家

庄
、

宁夏横山堡
、

陕北吴堡
、

四 l)9 中规
、

唐

山王家河等 ; 属于煤成气的如抚顺 、 书票
、

开滦
、

阳泉
、

焦作
、

南桐
、

中梁 山等云据调

查结果
,

这些气藏的地质储量一般都在几十

亿米 3到一百多亿米
” 。

与国外 找到的兀千亿

米
”
到几百亿米

3
煤成气藏相比

,

显然 都属于

中
、

小型气藏
。

一

为什么我国已经找到的煤成气藏数量不

多
、

而且主要是中
、

小型的呢 ? 剖析其原因
:

①对各大含煤盆地煤成气施用地质
、

物探
、

钻探方法调查十分不够
。

②能否找到煤成气

藏
,

关键在于找到有利的
、

理想的生
、

储
、

盖
、

运
、

保组合
。

但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程

度太低
。

③能否找到大气藏
,

关键在能否找

到厚大的
,

物性条件有利的储层
,

而我们在

这方面下功夫也很不够
。

国外的典型煤成气由
,

如荷兰格罗宁根

和苏联西伯利亚等
,

其储 集层 的孔 隙度为

1 2~ 3 8%
,

渗透率为 1~ 3 3 0 0毫达西
。

均属

高孔渗的碎屑岩储层
。

而我国鄂尔多斯盆地

周边找到的一批小气藏
,

以及山西
、

四川
、

贵

州的煤气藏
,

其储层孔隙度都 < 10 %
,

渗透率

为 < 1毫达西到十几毫达西
,

显然属中低孔渗

到超低孔渗的致密储气层
。

这是我国已找到

的煤成气藏多为中小规模的重要原因
。

六
、

怎样才能找到更多更好的气藏—
解决关键地质问题的对策

第一
,

要切实加强对各大含煤盆地
,

特

别是具有两戒又上不同时代含煤岩系的迭合
盆地生

、

储厂繁犷运
、

保配笠条件的研究
。

通过综合分析
,

找出有利的储气层和储气构

造
。

要特别注意分析找出具有弓定厚度和体

积
、

孔渗条件又好的晚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沉

积层
,

以及枪造圈闭和岩性圈闭的储集层
。

要特别注意在晚中生代和新至代红盆膏盆层

下面是否有封闭较好的早本季代和晚古生代
煤系及煤成气藏存在

。

`

为做好这项工作
,

主要的方法和步骤应

该是
:

①全面咚集各大含煤盆地的地质
、

物

探
、

遥感

不 同的远

并资料
,

林真分析研究
,

圈定
, ②选择有利部位

,

部署面积

性物探工作
,

寻找有利的构造和岩性储层 ,

③对物探圈定之最佳构造
,

分别上钻验证
。

第二
,

在匕知中
、

小气藏周围开展
“

就

气找气
” ,

逐步扩大 远景
。

应当十分重视
:

①在已知气藏周围和有气喷的构造上有计划

地布置钻井探气试气
,

逐步扩大远景
,

就地

并发利用 , ②用有分辨率的物探及遥感地质

方法
,

在已知气藏和气喷构造外围
,

继续验

证寻找小型储气构造
,

及时加以钻探验证
。

可以举出具备上述条件的中小气藏如
:

沁水盆地安泽背斜构造
,

山西兴县赵家坪构

造
,

陕西吴堡鼻隆
,

山西乡宁以西
,

天津沧

县凸起东西两侧斜坡上的断鼻构造和圈闭构

造
,

唐山隆起上的开平向斜
、

车轴山向斜和

蓟玉煤田也均有小型储气构造
,

湘中隆迥箍

脚底煤矿
,

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西段等
。



第三
,

今后在勘查煤矿时
,

要同时对煤

层瓦斯气 (沼气 ) 进行综合评价
,

以至计算

储量
、

提交勘查报告
。

我国已知高沼气矿井

分布县广
、

县多的如黔西
、

川东南
、

滇东一

带
,

产 自晚二叠统的煤矿
,

矿井中的瓦斯排

出量一般为每 日20 ~ 40 米 “
/吨

,

中梁山煤矿

为每日 60 ~ 80 米
3

/吨
。

三汇 坝一矿一次突出

瓦斯 1拍万米
“ 、

煤岩 1
.

28 万 吨
。

黔西煤田各

向斜构造中已知有 1 00 多钻孔有瓦斯气显示
。

据晋
、

冀
、

豫
、

辽
、

川等省统计
,

每年从煤

矿井中涌出瓦斯即达 10 亿米
”
之多

。

估计全

国统配煤矿每年至少排 放 出 几十亿米
“
瓦斯

气
。

过去往往把矿井瓦斯当作有害气体加以

防范
,

实则浪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
。

为了变

害为利
,

今后必须对煤层瓦斯气开展综合勘

查
、

综合评价
。

其方法和步骤是
:

一方面加

强资源分析
,

搞好资源预测
。

当务之急是广

泛收集全国各地区煤矿瓦斯突出及钻井瓦斯

喷出的资料
,

加以分析研究
。

从中找出煤层

瓦斯含量大或瓦斯集中分布的地区
,

研究瓦

斯分布规律和形成特征
。

通过对众多钻井瓦

斯喷出资料的研究
,

定为会寻找和勘查煤成

气提供更多的线索
。

另方面对高沼气矿井和

瓦斯聚集量大的煤矿区
,

有计划地补作调查

工作 ; 对正在或计划开展普查勘探工作的煤

矿区 (井田 )
,

要认真进行瓦斯测定
,

凡遇含

量较高的矿区 (井田 )
,

要加密观测段
、

加密

采样分析
,

加 强对 瓦斯分 布聚集规律的研

究
,

在提交煤 田勘查报告的同时
,

必须提交

对瓦斯气的评价 (包括储量计算 ) 报告
。

七
、

近期煤成气地质工作的设想

鉴于我国 煤成气 的普查 勘探 工作起步

晚
、

工作程度低
,

可采资源远景尚不清楚
。

目前只宜提出近期地质工作的方针决策
:

总体设想 大力加强天然气特别是煤成

气的普查勘探
,

争取尽快有较大的突破
,

使

探明储量有较大的增长
,

并努力扩大开发利

. 以陆为主
,

是因为当前铺设海域输 气装置
,

需

要耗资数 10 亿元
。

用的规模
。

具体地质工作设想 ①采取深浅结合
,

煤气兼探的地质工作发展战略
,

加强对浅层

煤成气的验证和勘探开发
,
加强对煤矿区瓦

斯气的评价勘探
;
重视对深成气的探索 (以

探索有利的 储集 层为主 )
。

②当前的重点是

就气找气
,

以小为主
,

探采结合
。

③地区上

是海陆并举
,

以陆为主0 ; 主攻东部
,

兼顾

中
、

西
。

三点归纳就是
“
深浅结合

,

煤气兼

探
,

就气找气
,

以小为主
。 ”

应采取的政策是 ①对开展煤成气勘查

的单位
,

在资 金上 给以 优惠 扶持
,

专款专

用
,

使勘查工作得以尽快发展
。

②鼓励煤气

兼探
,

综合评价
。

凡勘查工作同时评价了煤

和气
,

并单独提交了可利用的瓦斯气储量地

质报告者
,

给予另行计价有偿使用该地质报

告
,

并允许向主管部门单独 申报成果奖励
。

J、
、

近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措施

1
.

为切实做好对各大 含煤 盆地煤成气

生
、

储
、

盖配置条件的研究
,

以便尽快找到一

批可供勘探和开发的煤成气藏
,

国家需拨出

专项地质勘探事业费给有关部门 (地质
、

煤

炭
、

石油等 ) 开展此项研究和探索工作
。

2
.

开展煤成气普 查勘探
,

必须解决相

关的地震技术和地球物理测井技术
。

当前尤

需首先解决寻找浅层气的浅源高分辨率数字

地震仪及其它高精度的地球物理勘查仪器设

备
。

5
.

要有正常口径 ( 2 1 0 ~ 1 3 0 m m 直径 )
,

而不是小 口径钻机及相应的配套设备
。

4
.

要解决上述正常口径 钻进 浅成气的

试气技术和测试
、

防喷装备
,

并由国家拨给

设备研制或购置的专项资金
。

5
.

要解决低比重优质 钻进 泥浆的研制

和生产
。

6
.

为加强勘查煤成气的 地球 物理勘查

工作和测试工作
,

地质
、

煤炭
、

石油各部门

必须实行横向联合
,

开展相互招标
、

承包
。

(地矿部地矿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