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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气水合物储量巨大、分布广泛、使用清洁，被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潜在替代能源。
随着国际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不断开展，新成果日新月异，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些成果
进行跟踪和总结，以便使科研人员把握研究方向，了解国际最新成果，缩短研发历程。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主要介绍了天然气水合物的基本物理化学性质及其测量方法、地质成藏模式、
勘探开发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和前景以及现场试验开采和商业开采可能导致的潜在的风险，使读
者能够系统地了解天然气水合物这一领域。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内容丰富，论述浅显易懂，适合从事新能源研究和开发的科技工作者、教
师及研究生阅读，也可供欲进入这一领域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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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水合物分解的机理和过程（近期到中期）。
寻求量化北美水合物矿体对全球气候扰动的敏感性，通过勘探估计全世界范围的水合物矿体的敏感性
。
这项研究将结合水合物资源特征评价的信息，确定导致水合物不稳定的机制和过程。
具体包括分散水合物评价、站点监测、气候变化对水合物稳定性的影响、海底稳定性和圈闭游离气释
放等。
　　（2）水合物中甲烷释放的影响（中期到长期）。
通过观测和实验确定从天然气水合物中释放甲烷的演化过程。
结合这些研究结果，建立或改进大气、海洋和海／气模型。
主要包括海洋／大气层研究、生物研究以及大气层、海洋和气候模型的应用。
　　（3）地质记录中甲烷的释放（近期到中期）。
以前，许多模拟大气层地质历史的实验中都未包括天然气水合物。
该研究项目将考虑地史中天然气水合物对大气层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影响，并利用这些信息估计水合物
在当前和今后引起的全球变化情况。
主要涉及现有数据资料的汇编、寻找反映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新标志、海洋和气候模型的应用。
　　（4）建立集成模型（长期）。
这项工作将有利于对目前各种模型的研究，为水合物的全球碳循环提供更好的理解。
人们可以从水合物研究和地质记录中获得准确的全球碳聚集和释放的数据资料，并与大气、气候、海
洋和陆地模型相结合。
　　（5）减少温室气体（近期到长期）。
天然气水合物中甲烷的利用具有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甲烷开采后，可以在沉积层以水合物形式固定二氧化碳。
同时，研究甲烷开采后对水合物层稳定性的影响。
　　4）安全性和海底稳定性　　这项研究将与资源特征评价同时进行。
初期重点是解决天然气水合物引发的安全性和海底稳定性问题。
初期模型将在中期阶段结合初期的水合物实验及生产数据进行修改和完善。
　　（1）安全性和海底稳定性基础研究（近期）。
包括初步确定海洋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和运输中天然气水合物生成的风险因素。
这一时期将收集用于模拟水合物生产的安全性和海底稳定性的数据。
　　（2）先进的安全性和海底稳定性模型设计（中期）。
设计先进的模型并研制特殊的技术／工艺来减缓工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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