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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相页岩油开发前景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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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进程的推进，页岩油的勘探开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过对国内外页岩油勘探开发现状追踪

调研，并结合近年来泌阳凹陷陆相页岩油勘探实践，从页岩油的含义与基本特征入手，对中国陆相页岩油的形成条件、资源规模、
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表明中国陆相断陷湖盆页岩油形成条件有利，资源丰富；中国目前现已

初步形成了适合于陆相页岩地层的地质综合评价技术、水平井钻完井及多级分段压裂技术，并在泌阳凹陷、济阳坳陷等地区应用

取得了页岩油勘探重要进展；目前制约中国陆相页岩油开发进程的主要问题集中反映在陆相页岩油渗流机理、甜点区评价等基

础地质认识，旋转导向系统、微震裂缝监测技术等核心工程技术自主化，以及如何实现效益开发等 ３ 个方面，它们将是今后陆相

页岩油开发进程中的攻关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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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页岩油已经成为了北美地区石油工业快

速发展的主要资源之一，页岩油产量呈快速增长趋

势，已占到原油总产量的 ５０％左右，因此页岩油的

勘探开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国地区在

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第三系中广泛发育陆相富

含有机质页岩，具有较好的页岩油形成条件，资源

潜力较大，并在泌阳凹陷、济阳坳陷、三塘湖盆地等

地区陆相页岩油勘探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因此页岩

油的勘探开发引起了中国油气公司的高度重视。
中国陆相页岩油受形成地质背景的影响，在形成机

理、形成条件、成藏特征、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等方面

与北美地区页岩油存在较大差异。 如何加快中国

陆相页岩油资源评价、形成条件、富集机理以及关

键的勘探开发技术研究，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１　 页岩油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页岩油是从富含有机质页岩地层系统（大套

暗色页岩、高碳页岩、粉砂质页岩及砂岩薄夹层）
中开采出的原油，它是以孔隙、裂缝等为主要储集

空间，无运移或运移距离极短的特低孔、特低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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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型油藏［１－２］。 页岩油具有源储一体、储层致密、
脆性矿物含量高、异常高压、热演化程度较高、油质

轻、产量递减先快后慢、生产周期长等特征［３－４］。
国内页岩油主要受沉积环境的影响，与北美地区开

采的页岩油存在一定差异，表现出陆相沉积的特

征。 北美开采的页岩油储层主要形成于海相盆地

的陆棚及半深海—深海环境，大面积连续分布，有
机碳含量高（多数大于 ４％，一般介于 ３％ ～ １３％），
脆性矿物含量较高（大多在 ５０％以上，脆性矿物中

硅质、钙质含量高，大多大于 ３０％），热演化程度较

高（Ｒｏ一般为 １．１％ ～ ２．１％），原油密度 ０．７６ ～ ０．８２
ｇ ／ ｃｍ３，埋深一般小于 ３ ０００ ｍ，地层压力系数一般

大于 １．１。 国内陆相页岩油主要形成于陆相断陷湖

盆前三角洲及半深湖—深湖相，有机碳含量普遍小

于北美海相地层（一般 ２％左右），脆性矿物含量较

高（一般介于 ５０％～７０％，但其中硅质含量低，长石

及钙质含量高），热演化程度较低（Ｒｏ 为 ０． ５％ ～
１．１％），原油密度大都在 ０． ８６ ｇ ／ ｃｍ３ 以上，埋深

２ ２００～３ ５００ ｍ，地层压力通常为正常压力（个别地

区存在异常高压），储层储集空间主要发育有页岩

裂缝、基质孔隙及有机孔隙等类型。

２　 陆相页岩油形成条件与资源规模

中国发育大面积连续分布的陆相页岩，多数页

岩具有单层厚度大、有机碳含量高、热演化程度适

中、脆性矿物含量高、含油性好等特点，具备页岩油

形成的有利条件，且其资源量较大，具备良好的勘

探开发前景。
２．１　 陆相页岩油形成条件

评价页岩油的形成条件不同于常规油藏，一般

不需要对圈闭条件、输导条件进行评价。 通常根据

页岩储层展布特征、生烃条件、储集条件、保存条件、
脆性矿物含量、裂缝发育程度、含油性等方面，来评

价陆相页岩油的形成条件（图 １）。 以南襄盆地泌阳

凹陷为例，泌阳凹陷中部深凹区发育深湖—半深湖

相的富含有机质页岩，单层平均厚度 ６０ ｍ 以上，面
积近 ４００ ｋｍ２；有机碳含量大于 ２％，有机质类型以

Ⅰ型和Ⅱ１型为主，热演化程度 Ｒｏ在 ０．６％～１．１％之

间；脆性矿物含量大于 ６５％；页岩储层基质孔隙度

４％～６％，渗透率 ０．００３ ５×１０－３ μｍ２；水平缝、层理

缝及高角度缝发育；页岩层段油气显示丰富，气测

全烃最高达 １００％，钻井过程中见到良好的槽面显

示，钻井取心岩心出筒时表面及裂缝含油饱满，呈
浸出现象；埋藏深度一般位于 ２ ４００～３ ０００ ｍ；断层

不发育，保存条件好。 综合评价认为泌阳凹陷页岩

图 １　 中国陆相页岩油形成条件评价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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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单层厚度大、横向连续分布、生烃条件好、脆性

矿物含量高、储集物性较好、裂缝发育、含油气性明

显、保存条件有利等特征，具备陆相页岩油形成的

有利条件。 泌页 ＨＦ１ 与泌页 ２ＨＦ 两口水平井在页

岩层中钻遇良好油气显示，且分段压裂试获高产油

流，进一步证实了泌阳凹陷具有优越的页岩油形成

条件［５－７］。
２．２　 陆相页岩油资源规模与开发前景

我国大多数含油气盆地均广泛发育有陆相的

富含有机质页岩，主要分布于准噶尔、鄂尔多斯、松
辽、渤海湾、三塘湖、吐哈、南襄、江汉、苏北等多个

盆地陆相地层中，为页岩油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初步估计我国陆相页岩油资源量约 １ ５００×１０８ ｔ，可
采资源量约（３０ ～ ６０） ×１０８ ｔ［８］。 借鉴北美页岩油

气勘探开发成功的经验，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中国石

化、中国石油等大公司启动了页岩油气资源评价及

选区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国石化胜利

油田、河南油田、中原油田、江汉油田、江苏油田

等多个单位，相继部署实施了一批页岩油水平

井，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吐哈油田等单位也相继

部署实施了一批页岩油探井，均取得了较好效

果。 其中中国石化 ２０１１ 年在河南油田泌阳凹陷部

署的第一口陆相页岩油水平井———泌页 ＨＦ１ 井，
水平段长 １ ０４４ ｍ，经过 １５ 级分段压裂，获最高日

产油２３．６ ｍ３、日产气１ ０００ ｍ３的工业油气流，使得

泌阳凹陷率先取得中国陆相页岩油勘探的重要突

破；２０１２ 年部署在泌阳凹陷的第二口陆相页岩油

水平井———泌页 ２ＨＦ 井，水平段长度 １ ４０８ ｍ，经
２１ 级分段压裂，获最高日产油 ２８．６ ｍ３工业油流，
进一步拓展了陆相页岩油的勘探成果。 通过近几

年的页岩油勘探实践，证实了中国陆相页岩油具有

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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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陆相页岩油开发关键技术

陆相页岩油作为非常规油气类型的一种资源，
其勘探开发具备自己的特点。 为保障陆相页岩油

勘探开发的有序进行，目前国内初步形成了适合陆

相页岩油储层特点的地质综合评价、水平井钻完井

及多级分段压裂技术。
３．１　 地质综合评价技术

陆相页岩油富集高产“甜点区”的地质综合评

价是其能否有效勘探开发的重要前提。 在近几年

的页岩油地质研究和勘探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

陆相页岩油的地质综合评价技术系列。 主要包括

地质多参数综合评价、岩石学分析、测井储层评价、
录井储层评价、地震储层预测、资源评价、有利目标

优选评价、水平井优化设计等 ８ 项关键技术（图
２）。 （１）地质多参数综合评价技术主要利用页岩

厚度、岩相、有机碳含量、热演化程度、脆性矿物含

量、储集物性、裂缝发育程度及埋藏深度等 ８ 项主

要地质参数开展形成条件研究［９］。 （２）岩石学分

析技术主要利用 Ｘ 衍射、岩石薄片、定量矿物扫

描、高分辨率扫描电镜、核磁实验、等温吸附实验及

岩石力学实验等方法，开展页岩储层的岩石矿物组

分、储集空间类型、储集物性、含油气性及岩石力学

参数等方面的研究，为页岩油赋存机理及页岩储层

特征研究提供支撑。 （３）录井储层评价技术主要

是采用元素录井、核磁录井等新技术，结合地化、气
测等常规录井方法，开展页岩储层的储集物性及含

油气性评价，为甜点层的评价及分段选簇设计提供

重要依据。 （４）测井储层评价技术主要采用元素

俘获测井（ＥＣＳ）、微电阻率扫描成像测井（ＦＭＩ）、
核磁测井、偶极子声波及自然伽马能谱等测井新技

术，结合常规测井方法，开展页岩油气层的储层划

图 ２　 陆相页岩油地质综合评价技术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分与评价工作，建立储层的评价标准和解释图版，
评价有利层段，为页岩油的甜点层评价、水平井着

陆点选取以及水平段分段选簇设计优化提供支撑。
（５）地震储层预测技术主要利用高精度三维地震

资料属性分析技术、裂缝预测技术及储层反演技

术，开展富含有机质页岩储层的展布特征、裂缝发

育特征、岩石物理特征及甜点区平面预测等研究工

作，为有利目标区的优选和水平井的井位部署提供

依据。 （６）资源评价技术主要开展资源量计算参

数及可采系数的选取研究，利用体积法、类比法来

计算页岩油资源量和可采资源量。 （７）有利目标

优选评价技术主要以油藏质量、完井质量 ２ 大类评

价因素为主，结合经济技术条件，进行页岩油有利

目标预测与评价，为页岩油水平井部署提供依据。
（８）水平井优化设计技术根据富含干酪根区、较高

孔渗区、脆性矿物富集区及裂缝发育区等综合评

价，开展水平井井位部署优化、水平井轨迹方向优

化及水平段最佳着陆点选择等方面的研究，为水平

井的地质及工程设计提供支持。
３．２　 水平井钻完井技术

水平井钻完井技术是陆相页岩油有效勘探开

发的关键。 页岩地层水平井钻完井技术主要包括

水平井的钻井液技术、钻井工艺配套技术和固完井

工艺技术 ３ 个方面［１１－１２］。 （１）在钻井液技术方面，
针对陆相地层特点，河南油田自主开发研究了抑制

防塌能力强的油基钻井液体系［１３］，基本满足了

１ ０００ ｍ以上长水平段页岩地层的钻井需要；
（２）在水平段快速钻井工艺技术方面，利用旋转导

向钻井＋高抗研磨性 ＰＤＣ 钻头＋三维地质导向技术

（图 ３），应用于泌阳凹陷泌页 ＨＦ１ 井，三开钻进仅

用了 ６ 天时间一趟钻完成了 １ １２１ ｍ 的钻井进尺，
实现了长水平段水平井的快速钻井；（３）在固完井

工艺技术方面，中国石化自主研发了弹韧性水泥浆

体系及驱油前置液技术，应用于河南油田 ２ 口页岩

油水平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确保了页岩地

层长水平段固井质量，为后续的多级分段压裂提供

了良好的井筒条件。
３．３　 多级分段压裂技术

多级分段压裂技术同样影响着陆相页岩油的

有效勘探开发，是页岩油水平井高产的关键。 陆相

页岩油水平井多级分段压裂技术主要包括储层可

压性分析评价、分段选簇设计优化技术、压裂液体

系、体积压裂设计优化技术、泵送易钻桥塞＋多级

射孔联作技术、大型压裂地面施工技术、微地震裂

缝监测技术等方面。以泌阳凹陷泌页ＨＦ１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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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南襄盆地泌页 ＨＦ１ 井分段压裂微地震监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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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储层可压性分析及分段选簇优化设计，采
用体积缝＋平面缝压裂理念优化设计，共设计 １５
段 ３２ 簇；优选了降阻性能好的滑溜水＋线性胶的

压裂液体系；采用泵送易钻桥塞＋多簇射孔联作技

术，成功实施了 １５ 级分段压裂，注入地层总液量

２２ １３８ ｍ３，总砂量 ５２４ ｍ３，创造了 ２０１１ 年中国陆

相页岩油水平井压裂规模纪录；在压裂施工过程

中，采用微地震裂缝监测技术，实时监测裂缝延伸

的方位和形态，证实了该区页岩地层可以形成有效

的网状缝体系［１４］（图 ３）。 该项配套技术成功运用

于泌阳凹陷陆相页岩油的勘探开发，并为取得页岩

油勘探开发重大突破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４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目前国内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步伐有所放缓，
主要在地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以及开发经济

性等方面遇到了许多难题与挑战。
（１）在地质基础研究方面，陆相页岩油的赋存

机理、成藏机理、富集机理、渗流机理及驱动机理等

基础问题还不明确，陆相页岩油的可采资源量评价

方法及甜点区的评价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国
内陆相页岩油与北美地区页岩油在油藏特征、储层

特征、温压场特征及流体特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性，目前还没有掌握中国陆相页岩油藏的开发技术

和开采规律。
（２）在工程技术方面，国内几大油公司虽然已

掌握拥有了页岩油气的水平井钻完井与多级分段

压裂配套技术，易钻桥塞、滑溜水体系及 ３０００ 型的

大型压裂设备已经自主开发成功，但是高效 ＰＤＣ
钻头、旋转导向系统、微震裂缝监测技术等方面的

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掌握，有待于进一步攻关。 尤其

是针对国内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的页岩地层，水平井

的提速提效钻井技术以及低成本高效率的多级分

段压裂技术一直制约着页岩油气的勘探开发快速

发展。
（３）在开发经济性评价方面，以提高页岩油气

的勘探开发效益为中心，以北美页岩油气“井工

厂”的开采模式为理念，如何实行标准化设计、工
厂化作业、高效化生产、集约化管理、项目化运作的

管理模式是我们面临的管理层面的理念与思路的

挑战。 在水平井的钻井方面，面临着页岩地层造斜

段防塌技术难度大、钻井核心技术欠缺、施工周期

长、钻井成本高等难题；在水平井的多级分段压裂

技术方面，面临着压裂液体系复杂、页岩储层压裂

工艺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作业效率不高以及压裂

液重复利用技术等难题。 国内第一批页岩油气水

平井单井总投资高达 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 万元，第二批页

岩油气水平井单井总投资高达 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 万元，
过高的经济成本严重影响了国内页岩油气的勘探

开发进程。

５　 结论与认识

（１）中国陆相页岩油的形成条件与北美地区

海相页岩相比，在沉积规模、有机碳含量、热演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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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层压力、埋藏深度、矿物组成及流体特征等方

面存在差异。
（２）中国陆相页岩油资源规模巨大，勘探开发

前景广阔。 中国的多个陆相湖盆具有页岩油形成

的有利条件，初步估计我国陆相页岩油资源量约

１ ５００×１０８ ｔ ，可采资源量约（３０ ～ ６０） ×１０８ ｔ，勘探

开发前景广阔。
（３）目前国内初步形成了适合陆相页岩油的

地质综合评价技术、水平井钻完井及多级分段压裂

技术，保障了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的有序进行。 地

质综合评价技术主要包括地质多参数综合评价、岩
石学分析、测井储层评价、录井储层评价、地震储层

预测、资源评价、有利目标优选评价、水平井优化设

计等八项关键技术；水平井钻完井技术主要包括水

平井的钻井液技术、钻井工艺配套技术和固完井工

艺技术；多级分段压裂技术主要包括储层可压性分

析评价、分段选簇设计优化技术、压裂液体系、体积

压裂设计优化技术、泵送易钻桥塞＋多级射孔联作

技术、大型压裂地面施工技术、微地震裂缝监测技

术等方面。
（４）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目前主要在地质基

础研究（赋存机理、成藏机理、渗流机理、驱动机理

等）、工程技术研究（关键技术国产化）以及开发经

济性（降低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难题与挑战，是
下一步科研攻关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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