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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国煤层气资源科学测评和煤层气地质理论系统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全书共分8
章，从煤层含气性要素、资源量、资源级别、资源品级、埋藏深度、聚气区带规模等方面系统地展示
出中国煤层气资源的地域和层域分布特征，根据我国复杂多样的地质条件首次从煤层气成因、煤
储层物性、构造作用、沉积作用、水文地质条件等角度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煤层气赋存和分布
的地质控制因素，以全新的技术思路和方法流程首次建立起“递阶优选十定量排序”的中国煤层
气有利区带优选理论和方法体系，展示出中国煤层气有利区带优选的成果。
书中成果资料丰富，
研究思路新颖，理论与方法系统，受到国内同学科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学
术价值，适合于煤层气勘探、开发和利用领域的领导决策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生及
本科高年级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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