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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层气是主要以吸附状态赋存于煤层之中的一种自生自储式非常规天然气。
它是一种新型的洁净能源和优质化工原料，是我国在21世纪的重要接替能源之一。
煤层气开发地质学是研究煤层气开发工程活动与煤层气赋存地质条件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一门
学科；也就是研究与煤层气开发工程活动有关的地质条件及其评价、预测及有效开发的科学。
我国煤层气资源非常丰富，埋深2000m以浅的资源量为36.8 ×1012m3，约占世界煤层气总资源量的13
％，与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是继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的第三大煤层气资源国。
因此开发利用煤层气，对缓解我国常规油气供应紧张状况、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实施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大气环境等多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在煤炭地下开采过程中煤层气被视为有害气体——瓦斯，大多进行井下抽放，利用很少，
并未从资源的角度加以认识。
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解决了从地面开发煤层气的技术以后，煤层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日
益受到世人关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煤层气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勘探评价研究，同时积极引进美国现代煤层气
开采技术，进行煤层气勘探开发试验，并对我国煤层气开发的基本地质条件有了系统认识，基本掌握
了可供开发的煤层气资源和基本技术。
截至2009年底，在我国施工的各类煤层气井已达4000余口，多个井组已取得较好的产气效果，并实现
了小规模商业化生产。
特别是在沁水盆地南部高变质无烟煤层中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单井工业气流，实现了单井产气突破，创
建了一定规模的生产试验井组的煤层气开发示范工程。
2009年底沁水盆地南部地区已完成煤层气地面预抽井达3000口，单井最高日产气量超过10000m3，有一
大批井日产气量超过3000m3。
目前沁水盆地南部已成为我国具有商业性开发价值的煤层气生产基地，它打破了世界上在高煤阶地区
开展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禁区，进一步拓宽了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层系和领域。
据2009年统计，全国煤层气总抽采量71.8 5×108m3，其中井下抽采量61.7 0×108m3，地面抽采量10.1 5
×lO8m3。
晋城煤业集团的地面煤层气产量为6.2 ×108m8，占全国地面总产量的61.08%；井下煤层气产量为5.4 8
×108m8，占全国井下总产量的8.8 8%，合计总量为11.6 9×108m8，占全国总产量的16.2 7％。
晋城煤业集团走出了一条“井上、井下抽采并举，抽采与利用并举”的煤矿瓦斯治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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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沁水盆地这一典型实例为依托，应用煤层气地质学、煤田地质学和油气地质学等多学
科理论，通过实验分析、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计算等方法，系统研究煤层气储层地质条件及其主要受
控因素，主要包括煤储层厚度及其预测、煤岩、煤质特征及煤变质作用、煤储层孔渗性及其控制因素
、煤储层含气性及其预测方法、煤的吸附与解吸特性和现代地应力及其对煤储层渗透性的控制；揭示
煤层气赋存地质规律及高产富集因素。
在此基础上，对煤层气开发中的相关地质问题如煤储层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压裂机理和煤层气井下抽采
和地面开发模式等进行了探讨，为我国下一步煤层气大规模、合理化开发提供了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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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沉积岩或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统称为沉积有机质，是形成包括煤在内的化石能源矿产的物质基础
。
沉积有机质来源于活的有机体及其新陈代谢产物，包括煤、沥青等聚集有机质及泥岩、灰岩等中的分
散有机质。
煤是一种固体可燃有机岩，它由有机质、混入的无机矿物质及孔隙一裂隙中的水和气体三部分组成，
是一个多相的孔隙一裂隙系统，通常称为煤的三相体系。
固体相煤基质由大小不等、形状不同、成分不一的有机质和混入的矿物质组成，构成煤的主体。
用肉眼观察，煤由各种宏观煤岩成分所组成，这些宏观煤岩成分组合成不同的宏观煤岩类型。
用显微镜观察时，煤由各种显微煤岩组分所组成，这些显微煤岩组分组合成不同的显微煤岩类型。
不同的宏观煤岩成分和宏观煤岩类型是由不同的显微煤岩类型所组成的。
不同的煤层，由于原来聚积条件的不同，煤岩组成也不相同。
煤化过程中，各种煤岩组成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液体相即孔隙一裂隙中的水溶液，它部分或全部充填于孔隙一裂隙中。
气体相是指煤中的甲烷及其他气体，它是占据着未被水充满的那部分孔隙一裂隙和在储层条件下的吸
附气。
三相体系相互联系，随着三相物质质量和体积的比例不同，煤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煤储层特征和
工程力学特性也就不同。
因此，研究煤的物质组成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对于了解煤层气生成演化、赋存规律和煤储层特征，以及
煤层气开发的工程力学问题，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本章主要介绍煤的三相物质构成、煤化作用及煤层气的形成、煤的基本物理化学性质，最后介绍基于
测井曲线的煤质参数预测方法，为煤层气开发提供基本地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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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层气开发地质学理论与方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煤层气开发地质学理论与方法》资料数据翔实、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创新性、资料性和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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