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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973计划煤层气项目，将出版《煤层气成藏机制及经济开采基础研究丛书》（共11卷），内容
包括煤层气基础研究现状、煤层气的生成与储集、煤层气成藏机制及富集规律、中国煤层气资源潜力
、煤层气地震勘探技术、煤层气经济高效开采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问题，涵盖面相
当广泛，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系统科学工程。
项目首席科学家让我为该套丛书作序，欣然应命，特写以下文字，以示支持和祝贺。
　　煤层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对煤层气的商业性开发利用，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煤层气产业。
中国是个煤炭资源大国，煤层气资源也相当丰富。
据最新预测结果，全国煤田埋深2000m以浅范围内，拥有的煤层气资源量为31×1018m3（褐煤未包括
在内），与我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大致相当；若将褐煤中的煤层气也计算在内，数量则更加可观
。
从我国化石能源资源的禀赋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看，煤层气是继煤炭、石油、天然气之后我国
在新世纪最现实的接替能源；同时开发利用煤层气在解除煤矿瓦斯灾害隐患、保护大气环境方面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现代煤层气技术研究及开发试验工作，截至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
境内已施工各类煤层气井近250口，建成柳林、潘庄、大城、淮南等10余个煤层气开发试验井组，其中
阜新刘家、晋城潘庄、沁水柿庄等3个井组已进行商业性煤层气生产；在煤储层特征研究、煤层气资
源评价等基础研究以及无烟煤煤层气开发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但总体上说，我国煤层气产业化进程缓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煤层气不同于常规天然气。
它在地球化学特征、储集性能、成藏机制、流动机理、气井产量动态等方面与常规天然气有明显差别
，必须要用不同于常规油气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煤层气的勘探与开发。
同时，由于中国大陆是由几大板块经多次碰撞、拼合而成，至今仍受欧亚、印度、太平洋三大板块运
动的共同作用影响；中国的聚煤期多、延续时间长，煤田遭受的后期改造次数多、作用强烈，因而铸
就了中国煤层气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因此，在北美单一大陆板块环境下产生的美国煤层气理论不完全适应中国的情况。
　　建立符合中国地质特征的煤层气基础理论，为形成中国煤层气产业提供科学技术支撑，是中国科
技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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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层气是一种以吸附态为主储集在煤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在成藏机理和富集规律方面与常规天
然气有很大的区别。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煤层气成藏演化过程与成藏机制；高低煤阶煤层气成藏机理对比；煤层气富集主
控因素及富集规律；煤层气富集区评价和预测。
本书针对目前国内外煤层气成藏研究存在的关键问题，从煤层气藏的涵义、边界类型入手，再到富集
区预测和评价，对煤层气藏的特征和成藏特点做了详尽的阐述，全书系统性强，内容丰富，是一本实
用的煤层气地质理论著作。
    本书适合煤层气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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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该区煤层气中CO2含量等值线和煤层甲烷碳同位素值等值线图（图2.16）可以看出：沿着水流
方向，埋深不断增加，CO2在煤层气中的百分含量不断增加，CH4的碳同位素值也在不断升高。
由此可见，亨利定律以及相似相溶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煤层气溶解分馏过程中存在的分馏效应。
　　第二节 典型煤层气藏解剖　　煤层气藏作为煤层气聚集的最小单元，其成藏机理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一套完善的煤层气成藏机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分析与把握煤层气的富集规律；有助于更好
的借鉴常规天然气评价、勘探选区的经验，选择出最佳目标区，指导煤层气的勘探和开发。
　　煤层气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地质过程，下面以沁水盆地南部高煤阶煤层气藏、鄂尔多斯盆地东
缘柳林地区中煤阶煤层气藏和阜新盆地低煤阶煤层气藏为重点，从成藏条件和成藏过程两方面对其形
成机理进行阐述。
　　一、沁水盆地南部煤层气成藏过程与成藏机制　　沁水盆地位于山西省中南部，周边分别为太行
山、中条山、吕梁山和五台山隆起。
石炭一二叠纪华北克拉通接受了广泛的含煤沉积后，由于印支运动，特别是燕山运动的作用，使地层
抬升遭受剥蚀，形成多个晚古生代残留盆地，沁水盆地即为其中之一。
该残留盆地总体上为一走向北北东的宽缓复式向斜。
其南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煤层气勘探区，蕴藏着丰富的煤层气资源。
区内构造简单，断层稀少，地层倾角为5。
左右，宽缓的北北东和近南北向次级褶曲发育。
在印支期构造运动表现为南北向的水平挤压应力场，但影响不大，没有留下明显的构造形迹。
燕山期为北西-南东向近水平挤压应力场，形成了北北东、北东向次级褶皱构造，成为主要控气构造类
型，富气带就是沿次级向斜轴部呈北北东向展布的（刘焕杰，1998）。
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以北西-南东向近水平伸展应力场为主，形成一系列规模较小的近南北向次级褶皱
，常构成煤层气局部富气中心。
主要煤层为山西组的3号煤和太原组的15号煤。
　　（一）煤层气藏的划分　　根据煤层气藏边界类型划分方案，将沁水盆地南部煤层气藏的范围定
为地下水分水岭以南，封闭性的寺头断层以东，煤层露头以西和以北地区（图1.2）。
对于盆地东部和南部边界来说，由于煤层的风氧化带深度为180m，根据计算出的水动力边界的深度
为130m，取风氧化带边界为该煤层气藏的东部和南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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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煤层气成藏地质》科学界定了煤层气藏的涵义并揭示了五类地址边界的作用机理；揭示了
高低煤阶在气源条件、物性条件、赋存特征、水动力条件和成藏过程上的差异性，为在不同地质背景
的含煤盆地煤层气富集区的预测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了煤层气向斜富集规律以及富集机制，对于认
识煤层气分布规律、提高资源探明率、指导煤层气的勘探具有指导作用；建立了煤层气勘探开发目标
区多层次综合递进评价方法。
优选出九个煤层气勘探开发有利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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