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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在贵州省开发利用的现状及难题

周 仕 来
(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3)

摘 要: 为了研究贵州省页岩气的储量分布及开发利用的现状，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页岩气

资源潜力评价》，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的《贵州省黔南地区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以及贵州省能源局等

部门的相关资料统计，简要分析了黔北和黔南地区的页岩气资源储量分布情况，调查资料显示: 目前

贵州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 13. 54 万亿 m3，可采资源量约 1. 95 万亿 m3。重点探讨了贵州省各地区

页岩气资源的勘探与利用现状，主要集中在绥阳、凤冈和岑巩等页岩气富集区块进行勘探，并针对页

岩气资源勘探广而不精、缺乏专业人才与设备、商业利用价值的提升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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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ZHOU Shilai

( Gui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Guiyang 55002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shale gas reserves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the shale gas resource
reserve distribution in north and south of Guizhou provinc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hale Gas Ｒesource Potential Ealuate in China，

Shale Gas Ｒesearch and Appraisal the South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other sour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geological reserves of
shale gas in Guizhou Province were 1． 3． 54×1013 m3，the recoverable resources were 1． 95×1013 m3 ． The key exploratory areas were Suiy-
ang，Fenggang and Cengong． The problems were that th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lagged behind developed countries，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equipment were not enough，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shale gas was still in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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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页岩气是三大主要非常规资源( 页岩气、煤层

气、致密砂岩气) 之一［1］。目前页岩气勘探开发技

术比较成熟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
德国、法国、瑞典、波兰等国也开始了页岩气的研究

和勘探开发［2］。近年来，页岩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

其开发利用价值在我国能源行业引起高度重视，贵

州省将其列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与

水电、风能、太阳能等项目联合开发。

1 贵州省页岩气储量分布区域

我国发育海相、海陆过渡相陆相煤系和湖相 3

类富含有机质页岩，都具备页岩气形成与富集条件，

页岩气资源丰富［3］。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页岩

气资源潜力评价》结果表明，贵州省页岩气地质资

源量为 10. 48 万亿 m3，占全国 12. 79%，在全国排名

仅次于四川、新疆和重庆［4］。而根据最新调查资料

显示，贵州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 13. 54 万亿 m3，

可采资源量约 1. 95 万亿 m3，排名已经上升至全国

第三。贵州省页岩气主要赋存寒武系牛蹄塘组、寒
武系渣拉沟组、志留系龙马溪组、石炭系旧司组等层

位，主要集中在黔北、黔东北、黔南和黔东南等地区。
1. 1 黔北地区

贵州黔北地区是我国南方下寒武统黑色岩系发

育的典型地区之一，黑色岩系剖面露头良好，序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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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通过地质条件与地球化学综合分析，认为该地

区的下寒武统牛蹄塘组黑色页岩系和上奥陶统五峰

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暗色泥页岩分布面积广泛，

厚度较大，有机质含量和热演化程度高，是最为有利

的页岩气勘探层位［5］。此外，黔西北地区牛蹄塘组

烃源岩出露较广泛，黑色炭质页岩厚 99 m，有机碳

含量最低为 0. 74%，最高为 8. 02%，平均达 2. 7%。
黔东北松桃下寒武统泥质烃源岩也非常发育，是页

岩气主要的目标地层之一。
1. 2 黔南地区

根据贵州省地调院《贵州省黔南地区页岩气资

源调查评价》: 黔南地区寒武系渣拉沟组、牛蹄塘

组，泥盆系火烘组，石炭系打屋坝组，有 4 个页岩气

主力目标地层系，并初步评价了其资源潜力。其中

石炭系 打 屋 坝 组 含 气 性 通 过 现 场 解 析 平 均 大 于

1. 5 m3 / t，初步计算寒武牛蹄塘组、石炭系打屋坝组

远景区域总资源量为 1. 9 万亿 m3，可采资源量 0. 34
万亿 m3。黔南三都－荔波地区，在寒武系梅树村—
筇竹寺时期沉积了厚度较大的富有机质泥岩组合—
渣拉沟组，该地层是贵州省页岩气重要的目标地层

之一［6］。

2 贵州省页岩气开发利用现状

2. 1 相关涉矿单位

对于页岩气的勘探与开发，贵州省能源局、贵

州省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和贵州省煤田地质局是

最重要的核心部门。有贵州省的企业参与，如盘

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铜仁市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贵州黔能页岩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等; 也有外省

企业的参与，如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华电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等都在贵州省涉

及到了页岩气的开发利用。
2. 2 勘查钻探情况

2012 年底，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进行第二批

页岩气勘查区块的招标中，贵州省有 5 个区块分别

中标: 绥阳页岩气区块、凤冈页岩气一区块、凤冈页

岩气二区块、凤冈页岩气三区块、岑巩页岩气区块。
2013 年 12 月，岑巩页岩气区块天星 1 号井开钻，埋

藏深度 1400 ～ 1500 m，厚度约 50 m，年产天然气 10
亿 m3。2014 年 1 月，由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承建的

贵州省凤冈县首口页岩气参数井在绥阳镇陆井村开

钻，口径 77 mm，深度 600 m。贵州省 5 个区块中凤

冈县占 3 个区块，总勘查面积 3251. 275 km2，项目总

投资 15. 34 亿元。
目前，黔北地区已被国家纳入页岩气先导实验

区，确定的采样点共计 23 个，综合优选出适合实施

页岩气调查井的井位 8 个，并优选出黔东南州的

“岑巩－1 号”井和铜仁市的“松桃浅－1 号”井为主

要地质调查钻探目标井［7］。
2. 3 开发利用情况

贵州省设置的“两区三井”建设规划，即建设 2
个面积超过 1 万 km2 的示范区，布置 3 口压裂实验

井。有关专家根据贵州省区域地质背景、地质构造

单元及泥页岩分布范围，划分为“黔北区、黔西北

区、黔南区、黔西南区”等 4 个页岩气资源评价区

( 据国土资源部油气中心，2011 ) ，如图 1 所示［8］。
依据目前对页岩气资源的勘探情况，主要集中在黔

北和黔南地区进行开发，而黔西北六盘水地区主要

以煤层气勘探开发为主。

图 1 贵州页岩气资源评价分区示意

Fig. 1 Sketch map for resource evaluation on shale gas
from Guizhou Proxince

贵州省页岩气资源量丰富，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企业也积极投资参与，按照“调查先行、规划调控、
竞争出让、合同管理、加快突破”的战略思路开发利

用页岩气。但就目前开发利用的效果来看，多数页

岩气企业公司都还处于一种“圈地”和“钻井实验”
阶段，页岩气真正要达到市场化、商业化和规模化的

开发利用还有待提升。如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在贵州

省境内获得可勘探区块 12 个，约 5 万 km2，含煤面

积 13125 万 km2，主要煤层气区块 5 个( 织金—郎

岱—安顺及黔西、六盘水的红果—玉舍区块) ，面积

2. 5 万 km2，资源量 2. 13 万亿 m3。从 2008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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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东 分 公 司 在 贵 州 省 境 内 共 计 完 成 二 维 地 震

2810 km，页岩气井 5 口，煤层气井 24 口［9］。

3 贵州省页岩气开发面临的主要难题

3. 1 资源勘探广而不精

作为评价页岩气资源潜力，优选页岩气勘探开

发有利区的调查井，由于所选工作区以往较少类似

钻井资料，仅凭地质人员地表调查设计，控制性较

差，部分钻井井深偏差较大［10］。目前，勘探精度不

足以支撑页岩气的开发，需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三

维地质勘探，以提供精确的资源储量。页岩气埋藏

深度变化大，地下构造复杂，上覆碳酸盐地层对其下

的地震信息屏蔽作用也影响了成像效果［11］。贵州

省页岩气埋藏深、分布在广大的山区，加上复杂的地

质结构和交通条件的约束，对页岩气资源勘探带来

了严峻的挑战。
3. 2 核心开发技术难度大

与国内外开发单位相比，贵州的开采单位在常

规油气勘探，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和水平井、压裂增

产开发技术等方面，尚未形成页岩气商业开发的核

心技术体系。另外，贵州页岩层系时代老、热演化程

度高、经历了多期构造演化、喀斯特地貌复杂。因

此，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
3. 3 缺乏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

严重缺乏专业设备、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施工队

伍。就目前贵州省页岩气调查井气测录井现场情况

来看，测井技术人员水平普遍偏低。专业钻井设备

受特殊地质条件影响钻探能力不足，以至于后期改

用小口径钻进。现有多数施工队伍均来自外省探勘

队，而本土人才的新老交替很难跟上步伐，贵州省高

校也暂无此类专业人才的培养。
3. 4 管路设施建设滞后

燃气管网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这将会成为制约

页岩气开发利用的最大瓶颈之一。要实现规模化或

商业化的开发利用，还需要研究适应贵州复杂地质

构造和落后山区交通条件下的管网设施建设与技术

支撑体系。
3. 5 企业信心不足

页岩气开发属于高投入、高风险业务，完全依靠

企业、市场的自发行为难以实现持续的效果［12］。这

就导致企业勘探进展较慢，对页岩气资源勘探工作

持观望态度，对未来页岩气开发利用的市场价值缺

乏足够信心。

4 建议措施

1) 科学政策引导: 页岩气勘查开发投资大、投

资回收期长，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和鼓

励民营资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等多方式参与页

岩气投资开发。
2) 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市场渠道构建专家队

伍，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勘探、
钻井、测井、录井等专业都有现成的专家结构体系可

以引进，此外省内涉矿单位有一定的人才、技术和设

备储备。鼓励贵州省高校开设油气类专业，为培养

本土人才打好基础。
3) 核心技术攻关: 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开展

贵州省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评价和选区工作，综合

应用能源地质、岩石力学、流体力学、钻井工艺学、储
层工程等学科经验，将地质工程、石油工程等专业知

识和技术相融合，形成以页岩气地质勘查开发为主

导的技术系列。
4) 勘查设备研制: 进行专业设备的购置和研

制，要有适合贵州省页岩气勘查、开发的专业设备。
也可利用现有设备先试用，如省地矿局有钻探设备

共 110 余台套，实验设备 349 台套，物探设备 96 台

套，测绘设备 200 余台等。
5) 制定优惠措施: 国土资源厅、发改委、能源

局、财政厅等相关部门争取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的

优惠政策和经费，结合省情对各类企业及投资者实

行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
6)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建立页岩气开发

研究基地，进行深入合作。如贵州省科技厅于 2012
年 4 月成立了“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5 结 语

页岩气作为一种清洁新能源，主要用于居民燃

气、城市供热、发电、汽车燃料和化工生产等，开发利

用潜力巨大。在不可再生能源开发及供应日益紧张

的世界格局下，作为历史上相对“富煤、缺油、少气”
的内陆省份，页岩气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调整

贵州乃至全国的能源供应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推广清洁能源的利用，最终达到“气化贵

州”的伟大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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