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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分析了我国鄂尔多斯、四川和塔里木等主要盆地致密砂岩气成藏条件和主控因素，提出斜坡岩
性型和深层构造型是两种最重要的致密砂岩气藏。采用多因素叠合法预测有利含气范围，并通过对已知重

点致密砂岩气田的解剖研究，刻度出储量丰度、含气面积系数等关键参数，采用类比法来计算主要盆地的致

密砂岩气资源量。研究表明，我国致密砂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９．２万亿～１３．４万亿ｍ３，主要分布于含煤系
地层的盆地中；致密砂岩气资源开发利用现实性最好，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工程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再经过

１０～２０年的发展，有望成为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的主导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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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致密砂岩气是指覆压基质渗透率小于或等于

０．１ｍＤ的砂岩气层，单井一般无自然产能，或自然
产能低于工业气流下限，但在一定经济条件和技术

措施下，可以获得工业天然气产量［１］。我国致密砂

岩气早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在四川盆地就已有发
现，但因技术和成本所限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近

几年，随着大型压裂改造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应用，实

现了单井产量提高和开发成本降低，致密砂岩气资

源的勘探开发才取得重大进展，先后发现了以鄂尔

多斯盆地苏里格和四川盆地川中须家河组等为代表

的一批大型致密砂岩气田，致密砂岩气年增探明储

量和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
致密砂岩气累计探明可采储量１．７６万亿 ｍ３，已占
全国天然气探明总储量的２／５左右；２０１１年致密砂
岩气产量达２５６亿ｍ３，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１／４
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勘探开发的重要领域。科学

评价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潜力及其分布，分析其在

我国天然气发展中的地位，对加快致密砂岩气开发

利用、实现天然气工业大发展和能源结构改善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２，３］。文章在系统分析斜坡岩性

型和深层构造型两种致密砂岩气藏特征的基础上，

采用类比法评估出我国致密砂岩气地质资源量、技

术可采资源量及其分布状况，并根据勘探开发进展

及发展趋势，预测了２０３０年以前我国致密砂岩气产
量发展趋势。

２　我国致密砂岩气成藏类型

按照致密砂岩气藏的形成条件、分布特征、圈闭

类型以及勘探实践等因素，我国致密砂岩气藏可划

分为斜坡岩性型和深层构造型两大类型［４，５］。

２．１　斜坡岩性型致密砂岩气藏
斜坡岩性型致密砂岩气藏特征为大面积分布，

低丰度，无统一气水界面，岩性圈闭为主，形成于斜

坡背景，发育大面积低孔低渗非均质储层以及广覆

式生储盖组合，产量受裂缝和有效储层控制，以鄂尔

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和四川盆地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

藏为典型代表（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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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陆上致密砂岩气气藏类型划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ｙｌｅｓｏｆｔ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

类型 形成条件 气藏特征 分布地区

斜坡

岩性型

大型斜坡或凹

陷背景，广覆式

生储盖组合，大

面积低孔低渗

非均质储层

以岩性气藏为

主，大 面 积 分

布，低丰度，无

统一气水界面，

产量受裂缝和

有效储层控制

鄂尔多斯上古、四

川须家河、准噶尔

车排子、吐哈南斜

坡、松辽登娄库、

渤海湾深层斜坡

深层

构造型

高强度生烃能

力，三角洲规模

储层发育，良好

生储盖配置，构

造圈闭发育

构造气藏、有利

储层及裂缝控

制富集，油气藏

高温、高压、高

产、高丰度

塔里木库车深层、

吐哈山前、准噶尔

南缘深层

１）具有稳定的大型斜坡背景。鄂尔多斯盆地
上古生界和四川盆地川中须家河组都具有克拉通基

底，构造稳定，大型褶皱和断裂不发育；大型斜坡背

景分布面积大，约占盆地面积的８０％；斜坡带地层
平缓，坡度１°～３°。
２）发育广覆式高生烃强度的煤系烃源岩。四

川盆地须家河组与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代有效烃源

岩广覆式分布，占盆地面积８０％以上；热演化程度
适中，Ｒｏ值在１．０％ ～２．０％；具有高丰度、高生气
强度特征，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生烃强度１０亿～
４０亿ｍ３／ｋｍ２，四川盆地须家河组生烃强度１０亿 ～
１４０亿ｍ３／ｋｍ２。

３）浅水三角洲砂体大面积分布。鄂尔多斯盆
地上古生界与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储层沉积相主要为

浅水三角洲砂体，砂体叠加厚度与分布面积大。鄂

尔多斯上古生界砂体叠加厚度１５０～２００ｍ，面积约
１０万ｋｍ２。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厚度１５０～７００ｍ，面
积约１７万ｋｍ２，单砂体物性横向变化快，非均质性
较强，有效储层多层叠加。

４）具有源储一体、面状排烃、超压驱替、近距离
聚集的特征。国内外致密砂岩气藏成藏机理研究和

勘探实践表明，致密砂岩气具有源储紧密相邻、近源

垂向运移成藏的显著特点。四川盆地三叠系须家河

组三角洲发育，须家河组一、三、五段烃源岩和二、

四、六段储集岩交互叠置、源储一体，形成良好的岩

性组合，气源垂向近距离运移。鄂尔多斯盆地上古

生界继承性河流、三角洲沉积体系发育，砂体分布范

围广，多层砂体叠置连片，并且砂体与煤系烃源岩构

成互层、源储紧邻，形成良好的储盖组合（见图１）。

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地层平缓，岩性致密，天然

气很难进行长距离侧向运移；盆地断裂构造不发育，

长距离垂向运移的条件也很差。这种很差的纵横向

运移条件，决定了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天然气藏

的形成以近源聚集成藏为主，长距离侧向和垂向运

移的可能性不大。美国Ｐｉｃｅａｎｃｅ盆地致密砂岩气田
的气柱厚度最大的地区位于生气量最大的地区，直

接反映出生气强度控制着气柱高度，也揭示致密砂

岩气以近距离垂向运移成藏为主。

图１　斜坡岩性型致密砂岩气藏典型成藏模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
ｓｌｏｐｌｉｔｈｏｓｔｙｌｅ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５）气藏类型以岩性气藏为主。斜坡岩性型致密砂
岩气藏大面积分布，不受局部构造控制，通常河道砂体

和裂缝发育程度是气藏分布和富集高产的主控因素。

总体上该类气藏具有储层物性非均值性强、气水关系

复杂、单井产量变化大等岩性气藏特征。

２．２　构造型致密砂岩气藏
构造型致密砂岩气藏特征为高温、高压、高产、高

丰度、高生烃强度、规模储层、巨厚盖层与构造圈闭发

育，产量受裂缝和有效储层控制。以塔里木盆地库车

和大北地区深层致密砂岩气藏为典型代表（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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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库车坳陷深层侏罗系煤系发育，生烃潜力
大，具备形成大型致密砂岩气田的物质基础。库车

坳陷上三叠统与中下侏罗统沉积时，属泛盆沉积，中

下侏罗统煤系广泛发育，坳陷中煤层厚度大，分布稳

定，煤系烃源岩有机碳含量２．４％～１３．２％。上覆
推覆构造带逆掩于侏罗系之上，两侧断裂切割侏罗

系和白垩系地层，形成良好的垂向油气运移通道。

侏罗系烃源岩在上新世至第四纪（５Ｍａ以来）快速
埋藏进入大量生气阶段，生排烃强度普遍大于

３０亿ｍ３／ｋｍ２，最大超过 １５０亿 ｍ３／ｋｍ２，为大型致
密砂岩气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２）库车坳陷深层储层厚度大、分布稳定，为大
型致密砂岩气田提供了储集空间。受盆地性质影

响，库车前陆盆地具有快速、近源沉积，砂体厚度大、

横向分布稳定等特征。下白垩统上部巴什基奇克组

砂岩为主力储集层，多属辫状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

河道夹分流间湾沉积，砂体厚度稳定，一般在６０～
１６０ｍ，分布面积广，达１．２万ｋｍ２。通常，巴什基奇
克组埋深小于５５００ｍ的浅层构造带的砂岩储集层
孔隙度大于１２％，渗透率大于２０ｍＤ，属常规天然
气藏范畴；而埋深５５００～８０００ｍ的深层，以大北、
克深气田为代表，孔隙度主体在５％～６％，渗透率
为０．３～１．０ｍＤ，为致密砂岩储层。但孔隙度大于
６％的分布面积达７０００ｋｍ２，其深埋情况下仍有较
好物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白垩系储层以细砂

岩～中砂岩为主，抗压实作用强；二是由于早期浅埋

藏（小于２０００ｍ），晚期快速埋藏，利于原始孔隙保
存。

３）库车坳陷山前带受逆冲断层控制，逆推冲断
大构造发育，圈闭成排成带展布。库车坳陷属于新

生代山前前陆盆地，新生代南天山强烈隆升，形成自

北西向南的强烈挤压推覆，在山前形成库车坳陷的

同时，形成山前推覆带；平面上表现为克拉苏、依奇

克里克、秋里塔格冲断带；纵向上表现的依次冲断双

重构造，呈现“五层楼”构造样式；逆推冲断大构造

发育，圈闭规模大，保存完整，成排成带展布，为油气

大规模成藏奠定良好基础。研究表明，库车坳陷克

拉苏构造带发育逆冲推覆构造圈闭３３个，总面积超
过１５００ｋｍ２。
４）库车坳陷深层具有“烃源、储层、盖层、大构

造”四位一体的特征。库车前陆坳陷侏罗系埋深普

遍大于５０００ｍ，煤系烃源岩多处于高—过成熟热演
化阶段（Ｒｏ为１．３％～２．４％），乌什、拜城、阳霞等
凹陷于晚燕山—早喜马拉雅期进入大量生排烃阶

段，并与喜马拉雅期形成的大型推覆冲断构造匹配，

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储集层上覆古近系库姆格列木

群膏泥岩、盐岩形成良好区域性盖层，保存条件良

好。库车山前带深层具有生气强度大（３０亿 ～１５０
亿ｍ３／ｋｍ２）、膏盐厚度大（５００～２０００ｍ）、储层厚度
大（６０～１８０ｍ）、构造圈闭大的“烃源、储层、盖层、
大构造”四位一体良好匹配关系（见图２）。

图２　构造型致密气成藏模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ｙｌｅ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５）气藏具有高温、高压、高产、高丰度特征。从
大北气田看，气藏埋深５６６０～５７９０ｍ，单井产量
６．６万～３６．６万 ｍ３／ｄ，气藏压力系数１．５６～１．６５，

地层温度１４０～１９０℃，储量丰度１５．６亿ｍ３／ｋｍ２。
总体而言，我国上述两类致密砂岩气大气田具

有三大特征：一是以具有较强生烃能力的煤系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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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为主，具有持续充注的气源条件，我国致密砂岩气

盆地主要发育三套煤系地层，即石炭—二叠系煤系

（鄂尔多斯盆地、华北）、三叠系须家河组煤系（四川

盆地）和侏罗系煤系（准噶尔、吐哈和塔里木盆地），

煤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为ＩＩＩ型；二是以广泛分布的
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和湖湘致密砂体为储集层，砂

岩致密化主要受沉积作用和成岩作用控制，具有深

埋增压、抬升卸压特征；三是生储盖组合具有“三明

治”式结构特征，源储紧邻、有效配置，以近距离垂

向运移成藏为主，大面积含气，局部富集。

３　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潜力与分布特征

３．１　主要含油气盆地致密砂岩气资源潜力
此次对致密砂岩气资源量的评价按以下思路与

流程进行：首先，通过典型致密砂岩气田的解剖研

究，分析落实重点盆地致密砂岩气成藏主控因素，明

确致密砂岩气有利分布范围；然后，结合典型致密砂

岩气藏解剖，落实关键评价参数；再通过类比评价，

落实类比系数，进而计算出致密砂岩气的地质资源

量；最后，通过已开发气田利用递减法确定的采收

率，计算各盆地的可采资源量。

图３　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有利分布范围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１）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致密砂岩气。主力
层位为山西组山１段、山２段和石盒子组盒８段，气
层厚度３０～６０ｍ，储层孔隙度４％ ～１０％，渗透率
小于１ｍＤ，目前苏里格地区已探明和基本探明致密
气地质储量３．３２万亿ｍ３。按照致密砂岩气成藏主
控因素［６～８］，综合确定出主力气层有利分布范围（见

图３），其中，盒８段有利分布范围７．７万 ｋｍ２，山西

组有利分布范围３．５万ｋｍ２。通过对苏里格气田解
剖，获得盒８段与山西组气藏的关键参数（见表２）。
采用类比法计算致密砂岩气地质资源量为５．９万
亿～８．１万亿ｍ３，其 中 山 西 组 地 质 资 源 量
０．９万亿ｍ３～１．３万亿 ｍ３，盒 ８段地质资源量
５．０万亿～６．８万亿ｍ３。按技术采收率５０％～５５％
计算，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组与盒８段致密砂岩气技
术可采资源量为２．９万亿～４．０万亿ｍ３。

表２　苏里格气田山西组与盒８段气藏关键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ｋｅ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ｄ

ｔｈｅ８ｔｈ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Ｓｈｉｈｅｚ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Ｓｕｌｉｇｅ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层位 盒８段 山西组

埋深／ｍ ３０００～３５９０ ３０５０～３６８０
孔隙度／％ ６～１２ ６．５７
渗透率／ｍＤ ０．９３ ０．５５
含气面积／ｋｍ２ ６７４８ ４０１５
探明储量／亿ｍ３ ７９８０ ２５３７

储量丰度／（亿ｍ３·ｋｍ－２） １．１８ ０．６３
含气面积系数／％ ６５～７５ ５０～６０

２）四川盆地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主力层位
有须二段、须四段和须六段，气层单层厚度３～８ｍ，
累积厚度２０～５０ｍ，储层孔隙度６％ ～１０％，渗透
率０．０１～０．５ｍＤ，目前已发现气藏３８个，探明地质
储量６１１６亿 ｍ３。此外，近期在须一、三、五段气源
岩段也有多口井获工业气流，也是重要的致密气发

育层系。按照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成藏主控因

素［９］，确定出须二、须四和须六段有利含气面积分

别为２．６万 ｋｍ２、１．５万 ｋｍ２和 １．４万 ｋｍ２（见图
４），通过对川中须家河组各层段典型致密砂岩气藏
解剖，得到评价的关键参数，采用类比法，计算出须

家河组致密砂岩气地质资源量 ３．５万亿 ～
４．７万亿ｍ３，如果考虑须一、三、五段，合计预测为
４．３万亿～５．７万亿ｍ３，按技术采收率 ４０％ ～
５０％计算，技术可采资源量２．０万亿～２．９万亿ｍ３。

３）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致密砂岩气。主力气
层为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Ｋ１ｂｓ）与中下侏罗统
Ｊ１－２，区域盖层为古近系膏泥岩层，目的层埋深为
５５００～８０００ｍ，砂岩储集层孔隙度为５％～１０％，
渗透率小于１ｍＤ；气层厚度５０～１５０ｍ。已发现致
密砂岩气藏５个，大北气田已探明致密气地质储量
１０９３亿ｍ３。按照库车地区深层致密砂岩气成藏主
控因素，确定了致密砂岩气藏分布范围约８０００ｋｍ２

（见图５），并通过对大北气田解剖，类比法计算出库
车深层致密砂岩气地质资源量为２．７万亿 ～３．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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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ｍ３。按技术采收率５５％ ～６０％计算，技术可采 资源量１．５万亿～１．８万亿ｍ３。

图４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综合评价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Ｘｕｊｉａ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图５　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深层致密砂岩气综合评价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ｄｅｅｐｓｔｒａｔａｏｆＫｕｃｈ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按照同样的评价思路与方法，对松辽、渤海湾、准
噶尔、吐哈和海域等主要含油气盆地致密砂岩气资源

量分别进行了测算［１０，１１］。评价结果，我国主要盆地致

密砂岩气地质资源量大约为１９．９万亿～２６．８万亿ｍ３，
技术可采资源量９．２万亿～１３．４万亿ｍ３（见表３）。

表３　我国主要盆地致密砂岩气资源量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盆地
盆地面积

／万ｋｍ２
勘探

层系

地质资源量

／万亿ｍ３

技术可采

资源量

／万亿ｍ３

鄂尔多斯 ２５．０ Ｃ～Ｐ ５．９～８．１ ２．９～４．０
四川 ２０．０ Ｔ３ｘ ４．３～５．７ ２．０～２．９

续表

盆地
盆地面积

／万ｋｍ２
勘探

层系

地质资源量

／万亿ｍ３

技术可采

资源量

／万亿ｍ３

松辽 ２６．０ Ｋ１ １．３～２．５ ０．５～０．９

塔里木 ５６．０ Ｊ＋Ｋ ２．７～３．４ １．５～１．８

吐哈 ５．５ Ｊ ０．４～０．８ ０．２～０．４

渤海湾（陆上） １３．８ Ｅｓ３－４ １．２～１．５ ０．６～０．７

准噶尔 １３．４ Ｊ＋Ｐ １．２～１．９ ０．５～０．８

东海盆地 ２４．１ Ｅ １．０ ０．４～０．７

莺歌海盆地 ９．９ Ｎ １．２ ０．４～０．８

珠江口盆地 ２０．３ Ｎ～Ｅ ０．７ ０．３～０．５

合　计 ２１４．０ — １９．９～２６．８ ９．２～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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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分布特征
评价结果表明，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量主要分

布在陆上含煤系地层的沉积盆地中，共有致密砂岩

气地质资源量１７．０万亿 ～２３．９万亿 ｍ３，技术可采
资源量８．１万亿～１１．４万亿ｍ３，均占全国致密砂岩
气资源总量的８６％左右（见表３）。其中，鄂尔多斯
盆地石炭—二叠系致密气技术可采资源量２．９万
亿～４．０万亿ｍ３，四川盆地三叠系须家河组致密气
技术可采资源量２．０万亿 ～２．９万亿 ｍ３，塔里木盆
地侏罗—白垩系致密气技术可采资源量１．５万亿～
１．８万亿ｍ３，三者合计技术可采资源量６．４万亿 ～
８．７万亿 ｍ３，约占全国陆上致密气资源总量的
７８％。按照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确定的近海海域
致密气评价标准（海域按孔隙度５％ ～１５％、渗透
率小于１０ｍＤ划为致密气，与陆上标准不同），我国
东海、莺歌海、珠江口三个近海盆地共有致密气技术

可采资源量１．１万亿 ～２．０万亿 ｍ３，约占全国致密
气资源总量的１４％。随着海域含油气盆地地质认
识程度的提高和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海域将是未

来致密砂岩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接替领域。

从致密气赋存的层系看，我国致密气资源埋深

普遍偏大，中部地区的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四川

盆地三叠系须家河组埋深一般在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ｍ；
西部地区的准噶尔、塔里木、吐哈等盆地埋深一般在

３８００～７０００ｍ，塔里木盆地库车地区致密气埋深甚
至可达８０００ｍ左右。东部和海上诸盆地致密砂岩
气目的层以白垩系、古近系和新近系为主，埋深一般

在２０００～４５００ｍ。

４　我国致密砂岩气未来发展地位与措施
建议

　　我国致密砂岩气在多个盆地获得突破，形成了
鄂尔多斯上古生界、四川川中须家河、塔里木库车大

北—克深三大气区，已成为增储上产的重要领域，并

已进入规模开发利用阶段。同时，在吐哈侏罗系、松

辽深层、渤海湾深层、准噶尔侏罗系和二叠系形成四

大突破区。据统计，近５年我国年均新增探明致密
砂岩气储量占同期探明天然气总储量的比例超过了

５０％。预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每年新
增探 明 致 密 砂 岩 气 可 采 储 量 ２０００亿 ～
３０００亿ｍ３。根据模型法预测，结合鄂尔多斯、塔里
木和四川等重点地区发展规划，综合预测２０２０年我
国致密砂岩气产量将达到８００亿 ｍ３左右，２０３０年

前后进入产量增长高峰，致密砂岩气产量将达到

１０００亿ｍ３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的主导
资源之一。

但是，我国致密气资源品质较差，开发利用经济

敏感性强。以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致密砂岩气田为

例，根据生产动态和气藏特征研究，苏里格致密砂岩

气田已探明和基本探明储量可按照直井产量≥２万
ｍ３／ｄ、≥１万 ～＜２万 ｍ３／ｄ、＜１万 ｍ３／ｄ划分为三
类，其中Ｉ类储量占２４％、ＩＩ类储量占２２％、ＩＩＩ类
储量占５４％。目前只有 Ｉ类储量和部分 ＩＩ类储量
可经济有效开发，ＩＩＩ类储量在当前相关政策与气价
水平下，没有经济开发价值。因此，国家应对致密砂

岩气实行比常规气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促进致密

气更加快速发展。一是由于我国致密砂岩气具有与

常规气常混合共生的特点，难以独立切割，建议将致

密砂岩气比例在６５％以上的气区，整体按致密砂岩
气对待；二是在国家常规气价试点改革方案基础上，

建议给予致密气０．２元／ｍ３的补贴政策支持；三是
建议国家出台税费优惠政策，将前期研究和勘探费

用冲抵部分上缴税费，并免交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

费，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对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

费用参照煤层气税费优惠政策执行。

总体上看，我国致密气现实性最好，是非常规天

然气发展的领头羊，具备优先加快发展的条件［１２］。

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再经过 １０～２０年的发
展，致密砂岩气有望成为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的主

体资源之一。为此，应采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十二五”期间加快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

三大基地上产步伐，加强准噶尔、松辽等盆地致密气

勘探，落实可利用资源，发展完善勘探开发配套技

术，２０１５年产量达到５００亿 ｍ３；第二步，“十三五”
期间在主要盆地全面实现致密气大规模开发利用，

形成系统配套、高效、低成本的技术体系，产量进入

增长高峰期，２０２０年产量达到 ８００亿 ｍ３；第三步，
２０２０年以后致密气产量稳定增长，２０３０年产量达到
１０００亿ｍ３。

５　结语

１）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丰富，技术可采资源量
９．２万亿～１３．４万亿 ｍ３左右；从近中期看，致密砂
岩气的现实性最好，是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的领头羊，

具备优先加快发展的条件。

２）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品位、经济性总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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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政策扶持和技术进步是实现致密砂岩气从资源

优势逐渐转化为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储量产量优势的

关键。

３）致密砂岩气是我国天然气快速发展的重要
资源之一，未来５～１０年是致密砂岩气开发利用快
速发展期。预计２０３０年前后，致密砂岩气产量将达
到１０００亿ｍ３左右，成为支撑我国天然气工业快速
和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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