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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详细阐述了全球尤其是北美页岩气开发现状，论述了Marcellus与Haynesville页岩气区的主要特征，

认为持续技术创新、高效经营管理模式、多元产业扶持政策是美国页岩气飞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我国页岩

气的开发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作者系统梳理了中国页岩气近 20 年的探索攻关与实践历程，认为历经评层选

区、开发试验、示范区建设、海相页岩气规模开发 4 个阶段，国内页岩气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就，建成川南、涪

陵等中深层页岩气大气田，实现了海相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2022 年产量达 238 亿方，成为我国天然气重要的

供应来源，同时深层页岩气产能建设稳步推进，新区新层系勘探也取得重大突破。在深入分析我国页岩气地质

与资源特征的基础上，文章论证了我国具备年产 500 亿~800 亿的开发潜力，但需要从完善页岩气立体开发配套

技术、持续优化页岩气地球物理评价技术、加快钻井与压裂工程技术迭代升级、加大新层系新领域的勘探评价

力度 4 个方面持续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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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worldwide shale gas development. The status of North America shale 
gas developmen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cellus and Haynesville shale gas area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It is believed 
that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t management models, and diversified industry support policies have been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shale gas in China. Secondly,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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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水平井钻完井和分段压裂为核心技术的“页岩

革命”使极大促进了美国页岩气资源的开发，产量飞

速增长，2022 年产量达到了 8070 亿方，在全美天然

气产量中占比高达 73%。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使

其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深刻改变了世界天

然气供给格局 [1-2]。受美国启发，加拿大、中国和阿根

廷也实现了页岩气规模开发，产量持续攀升。自 2006
年起，经过 10 余年技术攻关与勘探开发实践，我国在

页岩储层地质综合评价、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体系研

发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四川盆地及周缘建成了

威远-长宁、昭通、涪陵等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实

现了 3500 m以浅海相页岩气的规模效益开发，同时

大力推进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2022 年页岩气产量

238 亿m3，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3-7]。

本文从技术、管理、政策三个方面总结了国外页岩气

发展的经验与启示，在详细阐述我国页岩气发展现状

与成果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页岩气发展前景、面

临挑战及下步攻关方向。

1 全球页岩气发展形势与启示

1.1 全球页岩气开发形势

全 球 页 岩 气 资 源 丰 富， 估 算 地 质 资 源 量

1014 万亿m3、可采资源量为 243 万亿m3(EIA)。页岩

气开发历经科学探索 (1821—1976 年，155 年 )、技术

突破和规模应用 (1977—2005 年，28 年 )、技术升级

3 个阶段 (2006 至今，17 年 )(图 1)，在美国率先突破

页岩气商业开发后，加拿大、中国、阿根廷、沙特和

阿联酋五个国家也陆续跟进 (图 2)，2000 年以来，页

岩气产量经历了 20 多年的飞速增长 (年均增速 17%)，
2022 年全球页岩气产量 8547 亿m3，占全球天然气总

产量 21.2%。

图 1 全球页岩气发展历程

Fig. 1 The process of global shale ga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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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believed that China shale gas had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with four stages development: the 
evaluation stage, the in-situ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stag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stage and the large-scale devel-
opment of marine shale gas stage. China has developed several shale gas fields including Southern Sichuan and Fuling. Also, the 
marine shale gas has achieved large-scale and cost-effective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duction reaching 23.8 billion cubic meters 
in 2022,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 natural gas supply. Meanwhile, the deep shale gas development is steadily 
advancing, the new formation and new area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has mad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Last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gas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d that China’s annual shale gas production could 
reach 50 billion to 80 billion cubic meters per annum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work on four issues: 
improving the shale gas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optimizing shale gas geophysical evaluation technology, 
upgrading shale gas drilling and fracturing technology, and exploring new shale gas formations and areas.

Keywords shale g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new formations and new areas; development potential;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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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美典型区块页岩气开发特征

美国发育多个页岩层系，分布范围广，2022 年页

岩气产量 8070 亿方，占全美天然气产量的 73%，形成

了Marcellus、Permian、Haynesville、Utica四大主力产

区。关键的技术突破是在 1981~1998 年间水力压裂和

水平井技术的成功试验，技术突破推动了Barnett页岩

气的规模商业开发，开创了页岩气开发新局面，2009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即超千亿方，达 1234 亿方，此后产

量一路飙升，2017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 5107 亿方，成

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20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 7400 亿

方，成为第三大LNG出口国。页岩油气的成功开发

使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并从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天然

气出口大国。目前，美国规模开发的页岩气藏包括

Antrim、Bakken、Barnett、Eagle Ford、Fayetteville、
Haynesville、Marcellus、Utica、Woodford，其中，以

埋深小于 2500 m的Marcellus巨型常压页岩气藏和埋

深超过 3000 m的Haynesville高温高压页岩气藏最为典

型 [8-9]。

Marcellus页岩气藏位于Appalachian盆地，2006 年

开始规模开发，2010 年产量 112 亿方，突破百亿方产

量规模，2013 年产量 1029 亿方，突破千亿方，2022
年产量 2601 亿方，是迄今为止北美已投入开发的产

量最高的页岩气藏。Marcellus气藏埋深 1000~2500 m，

页岩发育稳定、构造简单，区块面积约 24.60 万km2、

核心区面积 12.95 万km2，地层厚度 15.2~201.2 m，

储 量 丰 度 4.4 亿~16.4 亿m3/km2， 平 均 水 平 段 长

2800~3000 m，平均单井EUR达到 4.0 亿~4.5 亿m3[8]。

Haynesville页岩气藏主要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北

部和德克萨斯州东部，是典型深层高温高压干气页

岩气藏，2007 年开始规模开发，2011 年产量 707 亿

方，2020 年产量 1023 亿方，突破千亿方产量规模，

成为继Marcellus和Permian盆地之后的第三个千亿

立方米页岩气产区。晚侏罗世Haynesville页岩是一

套在相对半封闭沉积环境下沉积的高碳泥页岩，主

体埋深 3000~4500 m，储层超压，具有高含气量、高

TOC、高孔隙度等特征，构造简单、储层发育稳定，

总面积约 2.4 万km2，含气页岩厚度 30~110 m，估算

原始天然气地质储量 20.3 万亿m3，技术可采储量约

7.1×1012 m3，储量丰度 16.4×1012~27.3 万亿m3/km2，

平均水平段长 2600~2800 m，平均单井EUR达到 2.0 亿

~2.5 亿m3[9]。

1.3 国外页岩气开发启示

美国页岩气飞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有其资源

的优越性、技术创新的持续性，以及政策的扶持、技

术服务的市场化、管理的精细化等，总结起来，对国

内页岩气的发展有 3 点启示：

(1)持续技术创新为页岩气长远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北美先后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与换代，20 世纪

90 年代，大型水力压裂技术率先推动Barnett页岩气

开发突破。2008 年，水平井多段压裂技术的推广，进

一步推动了Marcellus等多个页岩气藏规模开发。钻

井技术的创新升级，使作业公司追求 2500 m以上更

长的水平段，且水平段普遍采用“一趟钻”，机械转

速达 50 m/h以上，钻井周期和工艺技术大幅领先于国

内。例如，在Marcellus页岩气，Rice能源 2015 年已

经实现单台钻机每年完钻 25 口井，到 2017 年最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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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2 年全球页岩气产量

Fig. 2 The global shale gas production  during 20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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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40 口；Haynesville垂深为 3500~4400 m、水平

段长 1829~2473 m的三开井钻井周期通常只有 26~35
天。在压裂改造方面，2014 年以前，主要采用较长的

段间距 (70 m左右 )与簇间距 (18 m左右 )，加砂强度

(1.5 t/m)和液体规模 (16 m3/m)也普遍较低，单井平均

EUR也只有 1 亿方左右，2015 年开始，广泛应用高密

度完井 (段间距 30 m左右 )、密切割分段 (簇间距 5 m
左右 )、段内转向、高强度加砂 (3 t/m)、扩大液体规

模 (30 m3/m)等技术，并大规模应用石英砂替代陶粒，

实现了单井可采储量的大幅增加 (单井平均EUR2 亿~ 
3 亿方 )。在油气井监测方面，2016 年以前，主要应用

微地震、示踪剂、生产测井等传统常规技术进行压后

评估，近年伴随分布式光纤、化学示踪支撑剂等裂缝

诊断技术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压裂过程裂缝起裂及延

伸情况的实时监测。

(2)高效经营管理模式是页岩气蓬勃发展的必由之

路

经过几十年持续的管理创新，形成了以油公司 (甲
方公司 )主导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油气井设计、关

键技术、施工模板、技术要求等均由甲方主导，油气

井实施的全过程均由甲方监督，有效保证工程实施的

质量，避免乙方服务公司为降低成本造成的工程质量

下降的问题。同时，相比于国内单井“承包制”的运

营模式来说，国外普遍采用“日费制+精准激励”管

理模式，充分调动了施工队伍积极性，有效提升了钻

井效率。钻井“日费制”可有效降低运行成本，倒逼

乙方公司主动提速；在员工的精准激励方面，制定奖

励办法保障基础收益，提高作业队伍和人员积极性，

同时，根据完井周期和作业效果，对作业服务公司和

一线施工队伍进行专项奖励。上述经营管理模式为甲

方公司降低成本提供了有效途径。

(3)多元产业扶持政策为页岩气效益开发提供保障

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激励、税收抵免、政府补

贴、财政政策，促进了页岩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产

业政策支持方面，1978 年，政府出台的《天然气政策

法案》将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实

行特别的价格激励政策，相比常规天然气给予较高的

上限管制价格，以此刺激非常规天然气产业的发展；

1979 年政府颁布《原油意外获利法》，对 1980 年到

1993 年期间钻探并于 2003 年之前生产和销售的非常

规气实施税收减免，同时，对于非常规天然气的生产

与加工，政府建立考虑通胀因素的天然气市场价格联

动机制，有效避免产销问题；2005 年政府颁布的《能

源政策法案》规定，2006 年投入运营且用于非常规能

源生产的油气井，可在 2006—2010 年享受每桶油当

量 3 美元的补贴，该规定的出台大幅促进了页岩气产

量由 370 亿m3 猛增至 1500 亿m3。在技术创新政策方

面，自 1976 年起，在美国能源部主导下设立了天然气

研究院和非常规天然气研究项目，28 年持续投入油气

科技项目超过 50 亿美元。同时，政府主导多方联合现

场试验，建立了如GTI、HFTS等多个页岩气现场实验

室，形成科研与生产协同的高效创新模式。当前美国

能源部正实施 10 多个页岩油气相关在研项目，总投资

超过 10 亿美元，旨在提升页岩油气开发效果。

2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主要进展与成果

2.1 页岩气勘探开发历程

从 2005 年起，国内开始关注页岩气资源，历经近

20 年的探索攻关，中国页岩气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突破，此间共经历了评层选区阶段 (2005—2009
年 )、开发试验阶段 (2009—2012 年 )、示范区建设阶

段 (2012—2016 年 )、海相页岩气规模开发阶段 (2016
年—至今 ) 4 个阶段 [10-15]。

2.1.1 评层选区阶段 (2005—2009 年 )
2005 年起，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咨询中心联

合国内石油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了页岩气资源

调查与成藏地质条件评价工作。2006 年，国内石油企

业借鉴北美页岩气评层选区标准，在国内开展野外剖

面调查、浅井取心等工作。2007 年中国石油与美国新

田石油公司开展国内第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威远地区

页岩气联合研究”，2008 年在长宁构造北翼钻探了我

国第一口页岩气地质资料井—长芯 1 井，2009 年与壳

牌公司开展国内第一个联合评价项目“富顺—永川区

块页岩气项目”。该阶段主要借鉴北美页岩气评层选区

标准，通过大量野外剖面勘查、浅井取心分析等，获

取评价关键参数，初步创建了适合我国地质条件的页

岩气评层选区技术体系，确定了四川盆地及周缘五峰

组—龙马溪组为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主力层系。

2.1.2 开发试验阶段 (2009—2012 年 )
国家开始重视页岩气资源的勘探开发，2011 年国

土资源部将页岩气正式列为新发现矿种，对其按独立

矿种进行管理。国内石油企业加大投入、加快勘探节

奏。中国石油在川南长宁、威远、昭通三个区块进行

了页岩气钻探评价，2010 年完钻国内第一口页岩气直

井—威 201 井，在龙马溪组、筇竹寺组压裂获得工业

性页岩气流，突破了页岩气出气关，2011 年实施了国

内第一口水平井—宁 201-H1 井，在龙马溪组页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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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获得 15.26 万m3/d 商业气流，实现了页岩气商业

性开发突破；中国石化 2012 年在涪陵焦石坝构造进行

了页岩气钻探评价，实施了焦页 1-HF水平井，在龙

马溪组页岩段压裂获得 20.3 万m3/d 商业气流，发现了

涪陵页岩气田。

2.1.3 示范区建设阶段 (2012—2016 年 )
国家大力支持、鼓励页岩气开发。2012 年 3 月，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批准设立了川南长宁—威远 [12]和昭

通 [13]2 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2013 年 9 月批准设立

重庆涪陵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14]，以期通过先导示范

带动国内页岩气产业的快速发展。2013 年中国石油和中

国石化两家企业在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实现了页

岩气年产量 2 亿m3 的产量突破，2014 年示范区产能建

设提速，这一时期建成的生产能力为 50 亿m3/a，累计

生产页岩气超过 100 亿m3。2014 年，原国土资源部对

中国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 JY1—JY3 井
区五峰组—龙马溪组一段进行地质储量评审，新增探

明地质储量 1067.5 亿m3，随后中石化率先启动了涪陵

页岩气田一期 50 亿m3/a 产能建设。2014 年，中国石油

启动了川南页岩气田 26 亿m3/a产能建设，2015 年提交

探明地质储量 1635 亿m3。该阶段启动了国家级页岩气

示范区建设，发展完善了页岩气勘探开发主体技术和高

产井培育方法，井均测试的产气量从平均 10 万m3/d 提
高到 20 万m3/d，2016 年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

岩气年产量达 78 亿m3。

2.1.4 规模开发阶段 (2016 年—至今 )
该阶段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快速发展，在四川盆

地及周缘五峰组-龙马溪海相页岩建成了“万亿立方

米储量、百亿立方米产量”大气田。2018 年，我国

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宣布建成，年产

能 100 亿方，2020 年，长宁—威远页岩气示范区年产

量达 106 亿方，建成我国第一个百亿方页岩气田 [15]。

同时，我国页岩气开发也步入深层领域，2019 年中

国石油在川南泸州区块埋深 3800 m的泸 203 井获得

138 万m3/d测试产量，创国内页岩气测试产量的新纪

录，实现了深层页岩气的战略突破，2021 年泸州区块

新增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5138.09 亿m3，落实了国内

首个万亿立方米储量的深层页岩气区。2017 年，通过

提高优质储层钻遇率、深层压裂的技术攻关，中石化

威页 23-1HF井测试获日产气 26 万m3 高产气流，发

现了威荣页岩气田，随后在丁山—东溪、綦江区块相

继取得了深层页岩气勘探突破。

2.2 页岩气勘探开发成果与认识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四

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海相页岩探明了川南、涪陵

两个页岩气大气田，实现了规模效益开发，形成了水

平井多段压裂为主体的勘探开发技术与装备体系，获

得了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成功经验 [16-20]。

2.2.1 四川盆地龙马溪组海相页岩气实现规模效益开

发

四川盆地及周缘龙马溪组海相页岩气规模效益开

发是中国页岩气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石，近十年页岩气

产量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图 3)，截至 2022 年底，全

国共投产页岩气水平井 2677 口，累产气 1161 亿m3，

2022 年产量 238.45 亿m3，占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

10.9%。

中国石油自 2014 年起在川南启动页岩气规模建

产，“十三五”产量突破百亿方，建成国内首个万亿

方储量百亿方产量区。川南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自批

图 3 2013—2022 年中国页岩气产量

Fig. 3 China shale gas production during 20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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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设立以来，历经 10 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已建成集

规模、技术、管理、绿色为一体的页岩气产业化示范

基地，其成功经验对于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高效开

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创建了

页岩气“三控”富集高产理论，明确了川南地区页岩

气富集模式，形成了适用于川南地区“强改造、高—

过成熟、复杂地应力”的“六大”主体技术，即地质

综合评价技术、页岩气开发优化技术、水平井优快钻

井技术、水平井体积压裂技术、工厂化作业技术、高

效清洁开采技术 [12-13]，创建了地质工程一体化高产井

培育方法，在长宁—威远示范区建成 100 亿m3 产能

规模，实现了中深层页岩气的效益建产。同时，创新

建立了川南页岩气高效开发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以

“控制递减、增加 动用、拓展外围”为核心的稳产优

化技术，中深层 100 亿m3 实现了接替稳产。

2016 年，在壳牌和BP等国际石油公司相继退出

川南深层页岩气开发的背景下，中国石油坚持创新驱

动、自主创新，聚焦深层页岩气选区、部署、钻井、

压裂、生产效益开发“五大”关键环节中的瓶颈问题，

在川南地区形成了以“五好”(选好区、定好井、钻

好井、压好井、管好井 )为核心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

发关键技术，建立了深层页岩气高产井培育模式，有

效支撑了深层页岩气的规模建产。2021 年 6 月，川南

页岩气田泸州区块提交了首个深层页岩气万亿立方米

储量，建成了国内首个规模效益开发的深层页岩气井

区—泸州阳 101 井区，产能规模达 30 亿m3 。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石油川南页岩气田已探明页

岩气地质储量 1.76 万亿m3，投产水平井 1519 口，平

均单井EUR 0.93 亿m3，累产气 581.7 亿m3，2022 年

产量达 139.35 亿m3。

中国石化建成涪陵、威荣和永川等页岩气田。

2014 年，中国石化启动了涪陵页岩气田一期产能建设，

2015 年 12 月累计建成产能 50 亿m3/a。涪陵页岩气示

范区建设经历了勘探评价、一、二期建设、立体开发

调整三个阶段，累计产气量超 400 亿m3。涪陵国家级

页岩气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创新建立了海相页岩气“二

元富集”理论、页岩气高效开发气藏工程理论，形成

了页岩气丛式水平井组优快钻井技术、不同地质条件

页岩储层差异化缝网压裂技术、页岩气高效采气集输

技术、岩溶山地页岩气绿色开发技术等四大配套技术

体系，实现了关键装备和配套工具国产化 [14]。

借鉴涪陵页岩气田成功经验，中国石化持续加

大四川盆地志留系深层页岩气勘探。2018 年，中

国石化在威荣深层高压页岩气田提交探明地质储量

1246.78 亿m3，同步启动产能建设。2021 年中国石化

在重庆綦江东溪构造钻探重点页岩气探井—东页深 2
井，在埋深 4300 m气层试获日产页岩气 41.2 万m3，

标志着我国在埋深 4000 m以上的深层页岩气勘探领域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2022 年綦江深层页岩气气田提交

探明地质储量 1459.68 亿m3。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石化累计提交探明页岩

气地质储量 1.19 万亿m3，投产井 1088 口，平均单

井EUR 0.9 亿m3，累产气 578 亿m3，2022 年产量达

99.1 亿m3，其中，涪陵页岩气田 2020 年达产 70 亿m3

后保持稳产，2022 年产量 68 亿m3。

2.2.2 新层系新领域勘探突破

四川盆地筇竹寺组、吴家坪组页岩气勘探先后

获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增强了页岩气增储上产信心。

2022 年中国石化在井研—犍为地区钻探金石 103HF井

筇竹寺组获测试产量 25.86 万m3/d，实现了寒武系筇

竹寺组页岩气的勘探突破，2023 年中国石油资阳地区

的资 201 井在筇竹寺组获测试产量 73.88 万m3/d，实

现了高产突破。2020 年，中国石化利川红星地区的红

页 1HF井在吴家坪组获测试产量 8.93 万m3/d，连续生

产超过 490 d，累积产气量超过 2200 万m3，填补了中

国二叠系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空白 [23-25]。

近年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自然资源部等针

对海陆过渡相地层完钻页岩气井 100 余口，在石炭系、

二叠系等多套页岩地层获得良好的产气显示。2018—
2019 年，中国石油在鄂尔多斯盆地大宁—吉县区块

二叠系山西组钻探 5 口页岩气直，在山 2
3 亚段获测

试产量 2000~10 000 m3/d，其中大吉 51 井测试产量

7000 m3/d。延长石油针对鄂尔多斯盆地石炭系—二叠

系海陆过渡相、三叠系陆相页岩层段进行钻探，多口

探井见工业气流，其中延川区块山 1 段 3 口井获工业

气流，云页平 3 水平井测试产量 5.3 万m3/d、云页平 6
水平井测试产量 2.0 万~3.0 万m3/d。鄂尔多斯盆地西

缘奥陶系乌拉力克组是新区新领域页岩气勘探的重要

领域，中国石油 2017 年实施的忠 4 井在乌拉力克组

获测试产量 4.18 万m3/d，2019 年实施的忠平 1 井试

气获 26.48 万m3/d无阻流量，2022 年李 86 井试气获

15.22 万m3/d无阻流量。

3 发展前景与面临挑战

3.1 中国页岩气地质特征与开发潜力

3.1.1 资源与地质特征

前寒武纪至新近纪，中国陆域地区广泛发育 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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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机质页岩，一是早古生代为主的海相页岩；二是

石炭纪—二叠纪为主的海陆过渡相页岩；三是中新生

代为主的陆相页岩 (图 4)。据中国石油第四次资源评

价结果，中国陆上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 80.45 万亿m3，

可采资源量为 12.85 万亿m3。其中，海相页岩气可采

资源量为 8.82 万亿m3，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周缘、中

下扬子地区等南方地区及塔里木盆地、羌塘盆地等中

西部地区，面积约 60 万~90 万km2，以上奥陶统五

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下寒武统筇竹寺组及其相

当层位为重点层系。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2.37 万亿m3，主要分布在南方及华北地区，面积约

15 万~20 万km2，其中南方地区为二叠系龙潭组及其

相当层组，华北地区为石炭系—二叠系本溪组、太原

组、山西组及其相当层组。陆相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1.66 万亿m3，主要分布在东部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

及中部鄂尔多斯盆地等，面积约 20 万~25 万km2，以

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 (青山口组 )、古近系—新近

系 (沙河街组 )为重点层系。

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成藏条件相对优越，页岩分

布广、厚度大，有机碳含量高，有机质以腐泥型为主，

生烃潜力优越，脆性矿物含量高，可压裂性好，有机

孔大量发育，储集性好。但与北美海相页岩相比，中

国海相页岩具有埋深大、热演化程度高、构造与地应

力复杂等特征，开发难度大，单井产量偏低 (表 1)。
海陆过渡相及陆相页岩气成藏条件相对较差，多与煤

层、砂岩互层，优质页岩厚度小、连续性差，有机碳

含量变化大，有机质以腐殖型为主，黏土矿物含量高，

有机孔发育程度低，含气量变化较大 [3-5]。目前中国海

陆过渡相页岩气总体处在勘探评价阶段，在鄂尔多斯

盆地、南华北盆地、沁水盆地的山西组、太原组及南

方地区的龙潭组页岩气钻探及试井获得气显示，个别

探井见工业气流 [27]。陆相页岩沉积受高频旋回控制，

岩性变化较快，页岩层系连续性较差，有机碳含量变

化快且有机质类型多，热演化程度偏低，以生油为主、

油气共生，有机孔不发育，孔隙度偏低，黏土矿物含

量高，压裂改造难度大。目前仅在四川盆地侏罗系和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陆相页岩地层钻获工业气

流，资源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28-29]。

3.1.2 开发潜力

中国石油页岩气勘探开发主力层系是四川盆地

的五峰-龙马溪组，有利接替层系为筇竹寺和吴家坪

组。在五峰组-龙马溪组，中国石油矿权区内页岩气

资源量 21.23 万亿m3，截至 2022 年底已提交探明储量

1.76 万亿m3，产量 139 亿m3，探明率仅 8%，勘探开

T a r g e t

A r e a

图 4 中国页岩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shale reservoi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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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潜力巨大。经评价，中国石油矿权区内 4500 m以浅

可工作区面积 18 000 km2，资源量 9.8 万亿m3，其中 Ⅰ
类区面积 9300 km2、资源量 5.7 万亿m3，Ⅱ类区面积

5300 km2、资源量 2.6 万亿m3，Ⅲ类区面积 3400 km2、

资源量 1.5 万亿m3。测算五峰组-龙马溪组具备年

产 500 亿m3 稳产 15~20 年以上潜力，考虑建产节奏，

2035 前主体动用 Ⅰ类区、部分动用Ⅱ类区，2035 年具

备 300 亿~400 亿m3 产量潜力。

“十四五”以来，中国石油对二叠系吴家坪组和

寒武系筇竹寺组开展了勘探评价，认为开江-梁平海

槽南缘上二叠系吴家坪组深水陆棚相页岩储层品质

好，有望落实 4500 m以浅有利区面积 1400 km2、地

质资源量 4700 亿m3；德阳-安岳裂陷槽中段下寒

武统筇竹寺组页岩储层条件优越，初步揭示出万亿

方级资源潜力。2021 年部署实施吴家坪组专层风险

探井大页 1H井，目前已试采 5 个月，预测EUR为

1.14 亿m3；2021 年部署实施筇竹寺组专层探井资 201
井和威页 1H井，目前资 201 井测试日产量 73.88 万

方，排采效果好；威页 1H正在排采，目前压力稳定

在 34 MPa，日产量 6 万方以上。根据资源类比法，

100 亿~150 亿m3 储量建成 1 亿m3 产量长期稳产，筇

竹寺组和吴家坪组资源具备 100 亿~200 亿m3 产量潜

力。

截止 2022 年底，中国石化拥有页岩气区块 18 个，

面积 3.45 万km2，均位于四川盆地及周缘，其中勘查

区块 12 个，面积 3.33 万km2，开采区块 6 个，面积

1199 万km2。矿权区内地质资源量 38 万亿m3，有利

区资源量 11 万亿m3，其中志留系深层 2.42 万亿m3、

志留系常压 3.34 万亿m3、志留系中浅层高压资源量

1.0 万亿m3、新层系 3.90 万亿m3。2022 年底累计探明

地质储量 1.19 万亿m3，当年产量 99 亿方。目前开发

主体为中浅层高压资源，深层页岩气含气性好、压裂

难度大，常压页岩气分布面积广、单井产量低，新层

系页岩气勘探程度低，正持续开展攻关。按照 50%资

源动用率、25%采收率、稳产 20 年，中国石化资源量

可保证 260 亿m3 产量规模。考虑技术成熟度和时间序

列接替，中国石化 2035 年具备 100 亿~200 亿m3 产量

潜力。

对于国内其它油公司，只有贵州页岩气公司投入

勘探开发工作量并形成工业产量，该公司有正安安场

向斜、赤水宝源、桐梓狮溪 3 个重点目标区块，总勘

查面积 815 万km2，预计资源量 1100 亿m3，根据资源

类比，贵州页岩气公司具备 10 亿~20 亿m3 产量潜力。

综上，中国页岩气整体具备千亿方左右的开发潜

力，但考虑开发节奏和技术成熟度，2035 年优先动

用五峰-龙马溪组、筇竹寺组、吴家坪组等海相页岩

气，并积极探索其它新层系、新领域，2035 年具备

500 亿~800 亿m3 产量潜力。

3.2 面临挑战与攻关方向

当前，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仍面临一系列问题与

挑战，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浅层核心区

进入开发中后期，外围接替区资源品质变差，规模效

益开发及稳产难度大；增储上产的重点领域深层页岩

气虽然资源潜力大，但构造与地应力复杂，断裂及微

幅构造发育，压裂改造难度大，套变与压窜频发，严

表 1 中美页岩地质特征对比 [2-13]

Table 1 The geological charateristic constrat of shale reservoir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n[2-13]

页岩气区块 Marcellus Haynesville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

威远区块 长宁区块 泸州区块 渝西区块

盆地名 阿巴拉契亚 北路易斯安娜 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

层   位 泥盆系 侏罗系 志留系 志留系 志留系 志留系

埋藏深度 /m 1291~2591 3000~4700 1500~4000 2000~4000 3000~4500 4000~4500
TOC/% 3~12 2~6 3.4~3.8 3.6~4.4 2.8~3.3 3.0~3.2
有效页岩厚度 /m 15~61 61~107 20~45 25~35 32~65 29~66
含气量 /(m3/t) 1.7~2.8 2.8~9.4 2.0~7.5 5~7.5 2.9~4.6 3.6~5.7
压力系数 1.01~1.34 1.6~2.1 1.2~2.0 1.2~2.0 1.8~2.3 1.8~2.0
干酪根类型 Ⅰ-Ⅱ型 Ⅰ-Ⅱ型 Ⅰ型 Ⅰ型 Ⅰ型 Ⅰ型
Ro/% 1.5~3.0 1.8~2.5 1.8~3.0 2.3~2.9 2.3~3.0 2.3~3.0
孔隙度 /% 10 4~12 4.5~7.5 3.5~7.0 4.4~5.7 3.4~5.9
脆性矿物含量 /% 20~60 65~75 57~71 66~80 55~72 52~68
构造复杂程度 简单 简单 简单~中等 中等~复杂 简单~中等 简单~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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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气井产能，同时相较于北美页岩气田，川南深

层页岩具有高温高压高应力特征，工程装备适应性有

待改进，钻井、压裂施工效果与效率较北美存在一定

差距，开发成本居高不下，制约深层页岩气规模效益

开发；新区新层系方面，四川盆地筇竹寺组页岩具有

时代老、热演化程度高的特征，在川南、川东地区出

现大面积碳化，开发潜力有待进一步探明；鄂尔多斯

盆地和四川盆地海陆过渡相、陆相页岩多与煤层、砂

岩及灰岩频繁互层，单层厚度薄、横向变化快，较难

实现长水平段“工厂化”作业，规模化开发面临巨大

挑战 [30-34]。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

实现中国页岩气产业升级，应重点从以下方面开展技

术攻关。

(1)积极完善页岩气立体开发配套技术。北美页岩

气开发经验表明，对于巨厚页岩储层来说，单层井网

的页岩气储层采收率只有 10%~20%左右。对于我国

川南地区奥陶系五峰组至志留系龙马溪组储层来说，

立体井网是实现采收率大幅提高的关键技术之一。中

国石化自 2018 年起在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地区进行了

多井次的二层井网的立体开发实验，并于 2019 年成功

实现立体开发工业化应用，区块平均采收率由 12.6%
提高至 23.3%，立体井网开发区采收率可达 39.2%。

中国石油自 2020 年开始，在长宁-威远等页岩气建产

区，优选井位进行立体开发的现场试验。

相比于单层井网来说，为有效避免压窜等工程事

件，立体井网区域的选取需综合考虑储层的物质基础、

地质与工程甜点分布特征、纵向上裂缝和应力格挡层

分布特征，评价参数的选取、评价指标范围的确定需

考虑更多因素。在工程实施方面，一方面，在综合考

虑地质甜点与工程甜点的基础上，应准确把握钻井

“靶体”位置，中国石化的工程实践表明，在立体井网

开发方式下，地质甜点不一定是最佳“靶体”，要在地

质甜点中找工程甜点，以实现压裂改造缝网SRV的最

大化；另一方面，在压裂改造过程中，应准确预测储

层的地应力特征，准确把握应力隔挡层的分布，才能

使得立体井网得以有效实施。同时，需明确多层井网

多井次的压裂方法与先后顺序，进而实现改造效果的

最大化，平面多井次拉链式压裂与多层井网间多井同

时压裂技术也待更进一步完善与丰富。在开发方式方

面，传统单层井网只需考虑平面多井干扰问题，对于

立体井网而言，采用何种工艺措施才能有效避免纵向

上多井间的相互干扰，控压生产方式和降压路径的优

选，也是下一步主要的攻关方向。

(2)持续优化页岩气地球物理评价技术。针对深层

复杂构造背景下地应力场纵横向变化快，孔隙与地层

压力分布复杂等特征，持续攻关基于地球物理资料的

地应力评价与预测技术，明确深层页岩储层各向异性

岩石力学特征，建立地应力敏感参数岩石物理模型，

优化地应力测井评价技术，攻关基于各向异性反演的

地应力场地震预测技术，进一步提升地应力场纵横向

预测精度。同时，复杂构造区天然裂缝发育，目前手

段裂缝识别精度有限，准确预测难度大，针对上述问

题，大力提升基于地球物理的天然裂缝识别技术，推

广应用基于阵列声波的井筒及井旁裂缝测井技术识别，

建立完整的井筒断裂测井识别技术系列；攻关叠前各

向异性断裂地震预测技术，采用叠后数据提频处理增

强断裂，形成基于地震的微细断裂预测技术。

(3)加快钻井与压裂工程技术迭代升级。针对深层

水平井高温高压条件下导向工具易失效、钻井效率低

等问题，持续攻关深层钻完井关键设备和钻井液体系，

逐步升级钻井泵、旋转导向、个性化钻头、长寿命螺

杆等装备工具，攻关裂缝发育条件下井漏综合防治技

术与复杂地应力环境下裂缝性井壁协同防卡技术，从

井身结构、井眼轨迹、钻井液密度和套管材质扣型等

方面进一步优化钻井设计，做到“一井一策”，升级以

“井身结构优化+高效PDC钻头+旋转导向+优质钻井

液+井筒降温”为核心的深层页岩气钻井工程技术，

降低施工风险，缩短钻井周期，加强趟钻分析，从提

升单趟进尺着手，不断迭代完善“一趟钻”技术，大

力提升造斜~水平段“一趟钻”比例。

(4)加大新层系新领域的勘探评价力度。四川盆地

筇竹寺组、吴家坪组的勘探已取得重大突破，筇竹寺

组测试产量更是高达 74 万m3/d，显示了较好的开发潜

力，因此下一步针对新层系新领域取得突破的区域，

需要加快节奏部署评价井与三维地震，明确地质特征、

落实气井产能，开展先导试验，为下步规模开发奠定

坚实基础。

4 结束语

页岩气革命深刻改变全球能源格局，助力美国实

现能源独立，我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 12.85 万亿m3，

开发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地质综合评价、开

发优化、优快钻井、体积压裂、工厂化作业、清洁开

发六大主体技术系列，实现 3500 m以浅五峰组-龙马

溪组海相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形成长宁、威远、昭

通、涪陵等商业气田，年产量达 238 万亿m3。深层页

岩气开发稳步推进，已建成泸州、渝西、威荣等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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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田。新区新层系勘探获得重要突破，四川盆地

寒武系筇竹寺组、二叠系吴家坪组、鄂尔多斯盆地二

叠系山西组页岩水平井测试获高产，展现出良好的开

发潜力。

虽然当前我国页岩气产业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只

要我们坚定信心，通过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钻井及

压裂工程技术、开发与管理模式三方面的持续攻关与

创新升级，我国页岩气产业会迎来再一次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尹冰洁 . 美国页岩革命及其影响 [D]. 沈阳 : 辽宁大学 , 2017. [YIN B J. The American Shale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D].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2017.]

[2] 邹才能 , 赵群 , 丛连铸 , 等 . 中国页岩气开发进展、潜力及前景 [J]. 天然气工业 , 2021, 41(01): 1-14. [ZOU C N, ZHAO Q, CONG L 
Z, et al. Development progress, potential and prospect of shale gas in China[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21, 41(01): 1-14.]

[3] 马新华 , 谢军 . 川南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进展及发展前景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18, 45(01): 161-169. [MA X H., XIE J.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southern Sichuan Basin, NW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5(01): 161-169.]

[4] 马新华 . 四川盆地天然气发展进入黄金时代 [J]. 天然气工业 , 2017, 37(02): 1-10. [Ma X H. A golden era for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in the Sichuan Basin[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17, 37(02): 1-10.]

[5] 马新华 . 天然气与能源革命——以川渝地区为例 [J]. 天然气工业 , 2017, 37(01): 1-8. [Ma X H. Natural gas and energy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Sichuan-Chongqing gas province[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17, 37(01): 1-8.]

[6] 马新华 . 四川盆地南部页岩气富集规律与规模有效开发探索 [J]. 天然气工业 , 2018, 38(10): 1-10. [Ma X H. Enrichment laws and 
scal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 the southern Sichuan Basin[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18, 38(10): 1-10.]

[7] 聂海宽 , 何治亮 , 刘光祥 , 等 .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与优选方向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 2020, 49(01): 13-35. [Nie H K, He Y 
L, Liu G X, et al. Status and direction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2020, 49(01): 13-35.]

[8] 于荣泽 , 张晓伟 , 胡志明 , 等 . Marcellus页岩气藏开发特征 [M]. 北京 : 石油工业出版社 , 2022. [YU R, ZHANG X W, HU Z M, et al. 
Marcellus Shale Gas Reservoir Development Performances[M].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2022.]

[9] 于荣泽 , 熊伟 , 赵群 , 等 . Haynesville深层页岩气藏开发特征 [M]. 北京 : 石油工业出版社 , 2022. [YU R, XIONG W, ZHAO Q, et al. 
Haynesville Deep Shale Gas Reservoir Development Performances[M].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2022.]

[10] 姜鹏飞 , 吴建发 , 朱逸青 , 等 . 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富集条件及勘探开发有利区 [J]. 石油学报 , 2023, 44(01): 91-109. [JIANG P 
F, WU J F, ZHU Y Q, et al. Enrichment conditions and favorable areas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shale gas in Sichuan 
Basin[J]. Acta Petrolei Sinica, 2023, 44(01): 91-109.]

[11] 赵文智 , 贾爱林 , 位云生 , 等 .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进展及发展展望 [J]. 中国石油勘探 , 2020, 25(1): 31-44. [ZHAO W Z, JIA A L, 
WEI Y S, et al. Progress in shale gas exploration in China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J]. China Petroleum Exploration, 2020, 
25(1): 31-44.]

[12] 雍锐 , 陈更生 , 杨学锋 , 等 . 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效益开发技术与启示 [J]. 天然气工业 , 2022, 42(8): 136-
147. [YONG R, CHEN G S, YANG X F, et al. Profitabl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of the Changning-Weiyuan National Shale Gas 
Demonstration Area in the Sichuan Basin and its enlightenment[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22, 42(8): 136-147.]

[13] 梁兴 , 单长安 , 王维旭 , 等 . 昭通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勘探开发进展及前景展望 [J]. 天然气工业 , 2022, 42(8): 60-77.  [LIANG 
X, SHAN C A, WANG W X, et 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Zhaotong national shale gas demonstration area: Progress and 
prospect[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22, 42(8): 60-77.]

[14] 郭旭升 , 胡德高 , 舒志国 , 等 . 重庆涪陵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勘探开发建设进展与展望 [J]. 天然气工业 , 2022, 42(8): 14-23. 
[GUO X S, HU D G, SHU Z G, et al.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uling national shale gas demonstration area in 
Chongqing: Progress and prospect[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22, 42(8): 14-23.]

[15] 马新华 , 李熙喆 , 梁峰 , 等 . 威远页岩气田单井产能主控因素与开发优化技术对策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20, 47(3): 555-563. 
[MA X H, LI X Z, LIANG F, et al. Dominating factors on well productivit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timization in Weiyuan shale 
gas play, Sichuan Basin, SW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47(3): 555-563.]

[16] 马新华 . 非常规天然气“极限动用”开发理论与实践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21, 48(2): 326-336. [MA Xinhua. “Extreme utiliza-
tion” development theory of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48(2): 326-336]

[17] 马新华 , 王红岩 , 赵群 , 等 . 川南海相深层页岩气“极限动用”开发实践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22, 49(6): 1190-1197. [MA 
Xinhua, WANG Hongyan, ZHAO Qun, LIU Yong, ZHOU Shangwen, HU Zhiming, XIAO Yufeng. “Extreme utilization” development 
of deep shale gas in southern Sichuan Basin, SW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 49(6): 1190-1197.]



中国页岩气发展前景及挑战 501

[18] 王红岩 , 刘钰洋 , 张晓伟 , 等 .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页岩气储层地质-工程一体化甜点评价——以昭通页岩气示范区太阳页岩气田

海坝地区X井区为例 [J]. 地球科学 , 2023, 48(01): 92-109. [WANG H Y, LIU Y Y, ZHANG X W, et al. Coupling Key Factors of Shale 
Gas Sweet Spot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f Geology-Engineering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Sichuan[J]. Earth Science, 2023, 48(01): 92-
109.]

[19] LIU Y Y, MA X H, ZHANG X W, et al. Shale gas well flowback rate prediction for Weiyuan field based on a deep learning algorithm[J].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1, 203, 108637.

[20] LIU Y Y, MA X H, ZHANG X W, et al. A deep-learning-based prediction method of the estimated ultimate recovery (EUR) of shale gas 
wells[J]. Petroleum Science, 2021, 18(05): 1450-1464.

[21] 邹才能 . 非常规油气地质 第 2 版 [M].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2013. [Zou C. N. Unconventional Petroleum Geology 2nd Edition[M]. 
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22] 邹才能 , 张国生 , 杨智 , 等 . 非常规油气概念、特征、潜力及技术——兼论非常规油气地质学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13, 40(4): 
385-399. [Zou C. N., Zhang G. S., Yang Z., et al. Geological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 potential and key techniques of uncon-
ventional hydrocarbon: On unconventional petroleum geology[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40(4): 385-399.]

[23] 黄金亮 , 邹才能 , 李建忠 , 等 . 川南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页岩气形成条件及资源潜力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12, 39(01): 69-75. [ 
HUANG J L, ZOU C N, LI J Z, et al. Shale gas generation and potential of the Lower Cambrian Qiongzhusi Formation in Southern 
Sichuan Basin,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39(01): 69-75.]

[24] 程克明 , 王世谦 , 董大忠 , 等 . 上扬子区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页岩气成藏条件 [J]. 天然气工业 , 2009, 29(05): 40-44. [CHENG K 
M, WANG S Q, DONG D Z, et al. Accumulation conditions of shale gas reservoirs in the Lower Cambrian Qiongzhusi formation, the 
Upper Yangtze region[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09, 29(05): 40-44+136-137.]

[25] 王世谦 , 陈更生 , 董大忠 , 等 . 四川盆地下古生界页岩气藏形成条件与勘探前景 [J]. 天然气工业 , 2009, 29(05): 51-58. [WANG 
S Q, CHEN G S, DONG D Z, et al. Accumulation conditions and exploitation prospect of shale gas in the Lower Paleozoic Sichuan 
basin[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09, 29(05): 51-58.]

[26] 付锁堂 , 付金华 , 席胜利 , 等 .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海相页岩气地质特征及勘探前景 [J]. 中国石油勘探 , 2021, 26(2): 33-44. [FU 
S T, FU J H, XI S L, et 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rdovician marine shale gas in the Ordos Basin and its prospects[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26(2): 33-44.

[27] 蒋裕强 , 温声明 , 蔡光银 , 等 . 鄂尔多斯盆地海陆过渡相页岩岩性组合特征及页岩气勘探潜力 [J]. 天然气工业 , 2023, 43(4): 62-
75. [JIANG Y Q, WEN S M, CAI G Y, et al. Lithologic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hale gas exploration potential of transitional 
shale in the Ordos Basin[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23, 43(4): 62-75.]

[28] 冯动军 . 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陆相页岩油气地质特征及勘探方向 [J]. 石油实验地质 , 2022, 44(2): 219-230. [FENG D J.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direction of continental shale gas in Jurassic Daanzhai Member, Sichuan Basin[J]. Petroleum 
Geology & Experiment, 2022, 44(2): 219-230.

[29] 席胜利 , 莫午零 , 刘新社 , 等 .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奥陶系乌拉力克组页岩气勘探潜力——以忠平 1 井为例 [J]. 天然气地球科学 , 
2021, 32(8): 1235-1246. [XI S L, MO W L, LIU X S, et al. Shale gas exploration potential of Ordovician Wulalike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margin of Ordos Basin : Case study of Well Zhongping 1[J]. Natural Gas Geoscience, 2021, 32(8): 1235-1246.]

[30] LIU Y Y, MA X H, ZHANG X W, et al. 3D geological model-based hydraulic fracturing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using geology–
engineering integration of a shale gas reservoir: A case study[J]. Energy Reports, 2022, 8(1): 10048-10060.

[31] LIU S Q, LIU Y Y, ZHANG X W, et al. Ge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Integrated Shale Gas Sweet Spots Evaluation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 Case Study of Z Shale Gas Field HB Block[J]. Energies. 2022; 15(2): 602.

[32] 马新华 , 谢军 , 雍锐 , 等 . 四川盆地南部龙马溪组页岩气储集层地质特征及高产控制因素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20, 47(5): 841-
855. [MA X H, XIE J, YONG R, et 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 production control factors of shale gas reservoirs in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southern Sichuan Basin, SW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47(5): 841-855.]

[33] 何骁 , 陈更生 , 吴建发 , 等 . 四川盆地南部地区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新进展与挑战 [J]. 天然气工业 , 2022, 42(8): 24-34. [HE X, 
CHEN G S, WU J F, et al. Deep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Sichuan Basin: New progress and challenges[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22, 42(8): 24-34.]

[34] 王红岩 , 刘玉章 , 董大忠 , 等 . 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高效开发的科学问题 [J]. 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13, 40(5): 574-579. [WANG H Y, 
LIU Y Z, DONG D Z, et al. Scientific issues on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marine shale gas in southern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40(5): 574-579.]

(编辑 付娟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