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将“加强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开

采与应用”列为今年国务院的重点工作，并对“三

气”勘查开发工作作出重要部署。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六次会议上强调，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推动能源供

给革命，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推动能源体制革命。

立足国内多元能源供应保安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

形成包括页岩气等新能源在内的多轮驱动能源供应

体系。 

2004 

理论研究，科研探索 

2009 

潜力评价，目标优选 

2012 

海相突破，示范引领 
2011 

独立矿种，区块招标 

2012 

规划目标，政策扶持 

2014 

自主技术，商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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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国土资源部发布，通过对

全国陆域41个盆地和地区、87个评价

单元、57个含气页岩层段的页岩气资

源潜力评价，全国页岩气技术可采资

源潜力25万亿立方米。其中海相8.2

万亿立方米，海陆过渡相8.9万亿立

方米，陆相7.9万亿立方米，三大沉

积相页岩气可采资源潜力相当。 

中国页岩气有利区信息简表 

有利区
分类 

分布地区 层系 
个
数 

面积 

（万平方公里） 

I类 

川南、川东等地 
寒武系、奥陶系、志
留系、侏罗系 

11 10.18 

鄂尔多斯盆地 三叠系 

II类 

渝东南、渝东北、滇
黔北、渝东鄂西、四
川盆地等 

  寒武系、奥陶-志留
系、二叠系、三叠系 

89 80.90 

江汉、苏北、修武、
萍乐等盆地 

寒武系、二叠系 

鄂尔多斯盆地、辽河
东部凹陷、松辽等地 

  石炭-二叠系、白垩
系、古近系 

塔里木、准噶尔、吐
哈、柴达木等盆地 

寒武系、奥陶系、石
炭-二叠系、三叠系、
侏罗系、白垩系 

III类 
I类、II类以外 

其他的区域 
寒武-古近系 80 20.39 

合计 180 111.47 

I类有利区 

II类有利区 III类有利区 

盆地 

图例 

国土资源部       2014年7月 

     全国页岩气有利

区180个、面积111.47

万平方千米。其中Ⅰ

类有利区11个、面积

10.18万平方千米，Ⅱ

类有利区89个、面积

20.39万平方千米，Ⅲ

类有利区80个、面积

80.9万平方千米。 

Ⅰ类  

10.18 

Ⅱ类 

  20.39 

Ⅲ类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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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及周缘页岩气探矿权分布图 页岩气探矿权出让招标签约仪式 

    为了吸引多种投资主体参与页岩气勘查开发，推进我国页岩气产业快速发展，经国务院

批准，2011年12月，国土资源部公告页岩气为我国第172 个矿种，按独立矿种管理。2011年

以来，成功开展了两轮页岩气勘查区块招标，并在部分常规油气区块增设了页岩气勘查矿权。 

  个数 面积（平方千米） 所在（盆）地、省 

申请批准和增设 
页岩气勘查矿权 

33  146258. 38 
四川盆地及其周缘 
鄂尔多斯盆地  

第一轮招标 2 4236.81 重庆、贵州、湖南 

第二轮招标 19 19504.81 
重庆、贵州、湖南、湖北、 

江西、浙江 

合  计 54 170000  
重庆、湖南、湖北、贵州、江西、浙

江、陕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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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到2014年7月，国土资源部及地质勘查系统页岩气调查评价累计投入超过3亿元，完成

页岩气调查井58口，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 。 

国土资源部 2014年7月 

地质调查井 

突参 1 井 

柴页 1 井 

曹页参 1 井 

鲁页参 1 井 

慈页 1 井 

常页 1 井 

丰页 1 井 ZK02井 

渝页1井 

岑页 1 井 

修页 1 井 

徽页1井 

隰页1井 

额探1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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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页岩气勘查开发的成果凝聚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延长石油、中联煤、

页岩气区块各中标企业、国土资源系统及各个省市政府。 

    截至到2014年7月，我国已钻页岩气调查井123口，探井143口，水平井133口，完成二维地

震测线20189.04km，三维地震测线1456.5km2，共计投入207.93亿元。 



宁201-H1井 

彭页1HF井 

焦页1HF井 

丁页2井 

威204井 
    2009年以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相继开

展了页岩气选区评价和勘查开发，并在南方海

相下古生界志留系龙马溪组取得页岩气重大勘

探突破。 
中国石油/威远区块/海相/2012
年/测试产量每日16.5万方 

中国石化/涪陵区块/海相/2012年/
稳产每日20.3万方 

中国石油/长宁区块/海相/2010年/
测试产量每日15万方 

中国石化/彭水区块/海相/2012年/
日产气量2.3万方 

中国石化/习水区块/海相/2013年/
日产10.5万方 

中国石油/昭通区块/海相/2011年/
初期日产1.2万方 

昭104井 

(2) 

(3) 

(5) (6) 

(4) 

(1) 

页岩气重大发现及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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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柳评177井     中国石化、延长石油、中国地质调查局分别在四川盆地侏罗系-三叠系、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柴达木盆地侏罗系大煤沟组陆相领域获得页岩

气勘查重要发现。 

延长石油/甘泉区块/陆相/2011年/
压裂试气每日2350方 

地调局/鱼卡凹陷/陆相/2013年/
现场气量1-3方/吨 

(2) 

柴页1井 (3) 

建页111井 (1) 

页岩气重要发现 

1 

3 

2 

中国石化/建南区块/陆相/2010年/
压裂试气每日3925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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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涪陵国家级 
页岩气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位于重庆市涪陵区。2012年以来，中国石化在重庆涪陵区块施工水平井79口，

投产27口，多口水平井获得高产气流、单井日产量达10万立方米以上，获得三级储量2500多

亿立方米，其中已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形成近10亿立方米的年生产能力，累计产

气6.11亿立方米，首次发现了我国探明达千亿方的页岩气田。 

焦页9-1HF、9-3HF压裂现场 

    目前，涪陵页岩气田日产量已超过300万/立方米。规划2015年页岩气产量将达到32亿立

方米，2017年页岩气产量将达到100亿立方米。 

涪陵示范区地理与交通位置图 焦页1HF井实钻井眼轨迹图 

焦页30号平台的可移动钻机 涪陵页岩气集输站 汪民副部长一行在压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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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宁示范区位于四川省

宜宾市境内，面积2050平方

千米。2010年，围绕突破井

-宁201井部署了2个井组共

15口水平井，按照“井工厂”

的生产模式实施钻井和压裂；

2015年规划产量10亿方。 

页岩气水平井压裂现场 
    昭通示范区位于四川、云南、

贵州三省交界处，面积1400平方

千米，昭104井、TS108井均在龙

马溪组底部优质页岩压裂试气获

得突破。2015年规划目标探明页

岩气地质储量1000亿方，计划建

成产能5亿方。 

    威远示范区位于四川省威远县境内，面积4216平方千米。2010年10月，我国第一口页岩气评价井—威201井压

裂产气。威204井（水平井）经分段压裂，初始产量16.5万方/日，建产区面积1000平方千米。2015年规划产量10亿

方。 

长宁H3平台压裂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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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二维地震施工 

宁201-H1井集气站 

页岩气钻井平台 

页岩气钻井现场 

页岩气井施工现场 



    示范区位于陕西省甘泉县，面积4000平方公里。2011年实施的我国第1口陆相页岩气井—

柳评177井日产量2350方，2012年延平1井7段压裂，测试日产量8000-10000方。目前，初步落

实页岩气探明面积13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290亿方。2015年规划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1500亿

方，建成产能5亿方。 

页岩气井CO2压裂现场 

延页7井CO2压裂现场 

油基钻井液配方 

实验室 预处理撬 氧化撬 过滤撬 

 研究水平井裸眼井壁稳定机理，研发全油基钻井液技术 

 优选钻头、优化钻井参数，研发页岩气水平井钻井提速技术 

 研发低密度高强度固井水泥浆、高效清洗隔离液体系，形成水平井固井技术 

 发出适合陆相页岩的低伤害、低摩阻滑溜水压裂液体系 

 创新性开展了CO2压裂工艺技术实践 

 研发了压裂返排液无害化处理工艺技术，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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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石油页岩气勘查历程 



     2013年7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实施柴页1井钻探，柴页1

井位于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坳陷，目的层系是侏罗系大煤沟组泥页岩层段。通过钻探发现三个含

页岩油气层段，初步展示了侏罗系页岩油气前景。 

柴达木盆地侏罗系页岩气勘查 

（5）建111井实施大型水力压裂，

日气产量3925方。截至2012年3月1

日，累计产气量为84.3万方 

四川盆地陆相侏罗系-三叠系页岩气勘查 

    四川盆地陆相页岩气勘查在川东建南区块和涪陵区块北部、川东北元坝区块的下侏罗统自流井

组及川西地区三叠系须家河组取得重要进展。 

柴页1 

     在侏罗系大煤沟组泥页岩层段见到3段累计140m气测异常显示，页岩含气量最高达3.3 方/

吨，表明中侏罗统大煤沟组泥页岩具有良好的含气性。 

9 

（4）新场32井在3057-3058m压

裂，压后点火，焰高25～30米 

(1) 兴隆101井自流井组

大安寨段测试获日产气11

万方、油54方。 

（3） 
元坝21井 

(2) 
新页

HF-2井 

（5） 
建111井 

（4）
新场
32井 

（1）
兴隆
101井 

(2) 新页HF-2井实施6级

加砂压裂，压后最高日产

气4.6万方 

（3）元坝21井大安寨段

在4010～4033m试气获日

产气50.7万方 



     2011年以来，国土资源部组织两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共出让21个区块，面积23741.64平方公里，区

域范围主要涉及南方地区的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北方地区的河南省。主要目的层系为

南方地区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下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二叠系龙潭组和大隆组，以及华北地区

石炭-二叠系。 

 渝黔南川区块南页1HF井在五峰组－龙马溪组钻遇黑色优质页岩29米，含气量达4.38方/吨。 

 贵州岑巩区块天星1井在下寒武统页岩含气性良好，并进行了压裂返排试气。 

 湖北来凤咸丰区块内的来地1井龙马溪组页岩显示良好。 

 湖南保靖区块保页2井探获牛蹄塘组页岩含气性较好。 

 重庆城口区块CD1井在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钻遇良好页岩气显示。 

 湖南龙山、贵州凤冈三、重庆黔江、重庆酉阳东等区块正在进行页岩气探井钻探工程。 

天星1井压裂返排后点火 

来凤咸丰区块/来地1井现场 
含气性解析 

城口区块/CD1井解析气点火 

龙山区块/龙页2井钻探 

1 

2 

3 

4 

(1) (2) 

(3) (4) 

    经过1年多的探索，21个中标区块勘探工作稳步推进，多数完成二维地震、少数施工探井，部分区块

探井均显示良好含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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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技术攻关，初步掌握了页岩气钻完井、压裂改造等技术，具

备了完成3500米以浅水平井钻井及分段压裂能力，积极探索实施了“井工厂”作业模式，实

现页岩气水平井安全优快钻井技术，缩短了钻井周期，大幅降低了单井成本。 

“井工厂”交叉压裂布置示意图 井工厂丛式钻井平台 

水平井分段压裂示意图 

    页岩气实验室测试设备和技术初步配套，自主研发页岩含气量解吸仪等设备、微地震检测

仪表车、3000型压裂车等装备已投入生产应用。 

岩
石
含
气
量
解
吸
仪 

3000型压裂车 

微地震监测仪表车 

井下检波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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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7日，国土资源部发布《页岩气资源/储

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范》推荐性行业标准公告（2014年

第6号），于2014年6月1日起实施。 

  四项标准列入报批计划： 

 页岩气调查地面时频电磁法技术规程 

 页岩气调查地震资料采集处理技术规程 

 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规范 

 页岩气含气量分析技术方法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将凝聚局直属单位、部相关事业单位、石油企业、页岩气区块中标

企业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力量，用七年时间（2014-2020）分三批编制完成页岩气调查技术标准，初步

形成页岩气调查勘查技术标准体系。该标准体系主要包括：页岩气资源调查及其有关的地球物理技术、测

录井技术、钻完井技术、压裂改造技术、实验测试技术、水资源与环境等7大专业门类、31个标准。 

第一阶段（2014年）：         

完成14项规范 （黄色） （绿色） （蓝色） 

第二阶段（2015-2016年）： 

完成10项规范   

第三阶段（2017-2018年）： 

完成7项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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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资源部高度重视创建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和信息交流平台，制定措施，推进产学研联合攻关，

实现资料共享和技术共享。 

创办《页岩气动态》刊物，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发布钻探和地震工程日报，与企业共享岩心，提供公益性服务 

与中标企业签订联合研究攻关协议，搭建联合研究攻关平台 

发布页岩气动态 

向石油企业赠送岩心 搭建联合研究攻关平台 

召开企地对接会，请石油公司做典型经验介绍 

组织境内外专家业务培训，组织赴石油公司井场现场观摩 

中美非常规油气可持续发展论坛 全国页岩气勘查开发推进会 

赴石油公司井场现场观摩 贵州省页岩气勘查开发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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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战略突破战略行动纲要 

页岩气独立矿种 

国土资源“十二五”规划纲要 

纳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第1轮区块招标 

政府工作报告加强页岩气 

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 

发布页岩气勘查开采和监督管理 

缴纳增值税和常规油气一样 

页岩气产业政策发布 

第2轮区块招标 

批复4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页岩气储量计算和评价要求 

页岩气标准委员会成立 

环境影响研究工作启动 

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页岩气示范基地建设 

贵州综合勘查试验区 

能源会议加强三气勘查开发 

中美签署页岩气合作备忘录 

财政资助开展页岩气战略调查 

中美政府签订工作行动计划 

中美油气工业论坛 

国土资源部第1个先导试验区 

全国地质勘查规划 

提出探索页岩气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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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查开发核心技术不掌握 

  地表地质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大  

  勘探开发成本高，风险大 

  天然气管网建设滞后 

  施工作业周期长 

  缺乏专业化技术服务队伍   

 资源丰富，层系多 

 多个领域获得突破，产能建设启动 

 技术实现国产化，自主设计和施工 

 经济上逐渐可行 

 政府高度重视，勘查环境好 

机遇 挑战 

海相地区 

60~90万平方千米 

陆相盆地 

20~25万平方千米 

海陆过渡相区 

15~20万平方千米 

对比条件 中国 北美 

地质时代与沉积环境 
早古生代  (∈1，S1),  海相 晚古生代(D-P),  海相 

中生代  (T-J),  陆相 中生代 (T-K) ,   海相 

热演化程度 
Ro（%） 

下古生界：Ro>2.5 
中生界： 0.7-2.0 

一般小于 2.5 

保存条件 构造复杂，多期次叠加改造 构造相对简单，一次抬升 

埋深 盆地内埋深较大，盆地边缘埋深浅，但断裂发育 埋深适中，一般小于3500m 

地面条件 复杂山地，管网不发达 地势平坦，管网发达 

水源条件 中西部地区缺水 水源条件较好 

钻完井成本 大于1000万美元 300-400万美元 

中国与北美地区页岩气条件对比 

中国主要地区（盆地）富有机质页岩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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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我国页岩气产量0.25亿立方米，2013年页岩气产量2亿立方米，2014年已累计生产页岩气6.8亿

立方米。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均以40%的增速规划页岩气产量目标。延长石油、中国海油、各中标企业积

极推进页岩气勘查开发工作。 

    通过扩大四川盆地川南与渝东的海相页岩气开发基地规模，使其产量稳步增长；逐步开展四川盆地川

西-川中、川东北地区页岩气产能建设；引入企业，稳步推进四川盆地周缘的湖南、湖北、贵州等省海相

页岩气以及鄂尔多斯盆地等陆相页岩气勘查开发。 

页
岩
气

生
产

井
 

    预计2015年页岩气产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生产井数将达到400口；2017年页岩气产量将达到150亿立

方米，生产井数将达到1500口；2020页岩气产量将超过300亿立方米，如果措施得当，有望达到400 ～ 600

亿立方米，生产井数将达到4000 ～ 10000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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