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主编简介

　 　 郭旭升，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于

山东省茌平县，１９８８ 年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硕士毕业，２００１ 年获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地质师。
郭旭升院士长期工作在油气勘探科研生产第一线，是页岩气和超深层

天然气勘探领域的专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攻关及重大工程

项目。 ２００８ 以来，他担任国家重大专项《海相碳酸盐岩大中型油气田分布

规律及勘探评价》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ＺＸ０５００５－００３ 技术首席、课题长，国家重大专

项《页岩气区带目标评价与勘探技术》２０１７ＺＸ０５０３６ 项目长。
面对我国页岩气成藏条件复杂、未发现大气田的困境，郭旭升院士研

究认为，中美地质条件不同，北美理论技术难以适应我国海相页岩高成熟、
构造改造复杂的地质特点；富集规律不清楚，缺乏有效技术，是制约我国发

现大型页岩气田的根本原因。
他通过对复杂构造区高成熟页岩气成藏机理研究，形成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二元富集”规律新认

识，即：深水陆棚相优质泥页岩发育是页岩气“成烃控储”的基础；良好的保存条件是页岩气“成藏控产”的
关键，并据此构建了页岩气战略选区评价体系；提出基于密度信息的预测新思路，主持研发富集高产带预

测新技术新技术，成功预测富集高产带，发现并探明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气田，实现了我国页

岩气勘探的战略突破，为国内大规模勘探开发页岩气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在海相碳酸盐岩超深层领域，国内长期未发现超深层（埋深大于 ６ ０００ ｍ）生物礁大气田，国外也未见

报道。 针对该领域岩石致密化、储层发育和成藏模式不清、预测难等问题，他通过基础地质研究和在四川

盆地勘探实践探索，建立了超深层生物礁“孔缝双元结构”储层模型和成藏模式，为勘探突破提供了理论

依据，攻克元坝超深层地震勘探技术瓶颈，成功预测埋深 ７ ０００ ｍ 储层，带领团队攻克川东北高温高压高

含硫钻完井技术瓶颈，发现我国首个超深层生物礁大气田———元坝气田。
应用这些理论技术，郭旭升院士带领团队已发现 ６ 个大中型气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１．２７×１０１２ ｍ３，

三级储量合计 ３．１×１０１２ ｍ３（２４．８×１０８ ｔ 油当量）。
郭旭升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３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１ 项、一等奖 ４ 项，发明专利 ６ 项，公

开出版学术著作 ４ 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４７ 篇。 他是“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２０１２ 年被评为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２０１３ 年获得第十三

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２０１４ 年荣获中国首届“杰出工程师”奖，２０１６ 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郭旭升院士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带领团队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２０１３）和国务院国资委优秀

科技创新团队（２０１９）。 他还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石油学会第十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２０２１ 年起担任中国石化油气成藏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