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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ＷＦＳＤ－３孔是汶川地震科学钻探项目的系列钻孔之一，历经 ２年多的施工，攻克了世界罕见的复杂地层钻
进、大直径原状样取心和高地应力下钻孔护壁重重技术难关，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重点介绍了 ＷＦＳＤ－３孔施工
技术与经验，并对施工若干技术问题提出探讨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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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３ 号孔（ＷＦＳＤ －３）

是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的 ５ 个科学钻探孔
之一，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３１３ 地质队承担施
工任务。 该孔地处四川省绵竹市九龙镇清泉村境
内。 九龙镇地处绵竹市之西北，东南与汉旺镇接壤，
东北与武都镇毗邻，北接天池乡，西靠金花镇，距绵
竹市区约 ６畅５ ｋｍ，距成都约 ９０ ｋｍ。

ＷＦＳＤ－３孔原设计深度１２００ ｍ，因地学研究需
要进行了加深，实际终孔孔深 １５０２畅３０ ｍ，终孔口径
７７ ｍｍ。

ＷＦＳＤ－３ 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正式开钻，
２０１２ 年 ２月 ２１ 日终孔，历经 ２ 年零 ３ 个月，攻克了
罕见复杂地层钻进、大直径取心和高地应力下钻孔
护壁等重重技术难关，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验收
结果表明，各项技术质量指标完全满足合同要求，达
到了地学研究和工程的目的。

2　施工技术要求与条件
2．1　施工技术要求

（１）钻孔深度：１２００ ｍ（变更至 １５００ ｍ）；
（２）钻孔倾角：９０°（垂直孔）；
（３）终孔直径：１５０ ｍｍ（１２００ ｍ 孔深后变更为

饱１００、７７ ｍｍ）；
（４）取心要求：全孔连续取心钻进，全孔岩心采

取率≥８５％，对地学研究起关键作用孔段的岩心采
取率≮８５％，岩心保持原状；

（５）岩心直径：≥８５ ｍｍ（１２００ ｍ孔深后岩心直
径变更为 ７５、５０ ｍｍ）；

（６）孔斜要求：钻孔终孔顶角≤１０°，最大“狗
腿”度 ２°／３０ ｍ；

（７）完井要求：上部孔段下套管，底部孔段为裸
眼（变更后下入筛管）。
2．2　施工条件

该孔所钻进的岩层主要为：侏罗系，粉砂岩含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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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泥岩互层；三叠系，岩屑砂岩、碳质页岩或煤
线、泥灰岩、煤层、断层泥等。 各地层通过历史上多
次强烈地震，岩层十分破碎，地层应力很大，造成钻
孔缩径，坍塌严重，并伴有涌水，漏失等复杂情况。

施工中主要关键技术难题有：
（１）钻孔设计在地震断裂带上，几乎全孔 ８０％

的岩层非常破碎，钻进过程中，冲洗液极易将破碎岩
心冲蚀掉。

（２）地震断裂地层处于一种高应力状态。 当钻
孔形成后，破坏了岩层内部应力平衡状态，在地应力
的作用下，岩层发生膨胀，孔壁失稳，断层发生蠕动，
导致钻孔严重缩径。

（３）断层泥的强粘滞性。 断层泥颗粒很细，比
表面积很大，结果导致断层泥滞力强和摩擦阻力大。
特别是在高地应力条件下，断层泥更容易粘附在钻
具上，对钻具形成强烈的粘滞作用，使得钻具活动受
阻，造成严重的粘滞卡钻。

（４）地层破碎易造成孔壁超径和掉块卡钻。
（５）断裂带地层钻进钻孔遇到漏水、涌水，使钻

孔压力失去平衡，钻孔坍塌缩径严重。
（６）在断裂带地层采用大直径取心，且全孔采

取不扰动岩心，岩心采取率必须达到 ８５％以上，目
前尚无成熟可靠的取心机具。

（７）断裂带破碎地层钻进需下多层套管，对钻
孔保直性要求严格。

（８）深孔段下套管，小间隙套管固井及长孔段
活动套管的安放、提拔和安全钻进问题。

3　主要施工设备及机具
3．1　主要设备

钻机：ＨＸＹ－８、ＸＹ－８Ｂ型；
钻塔：ＺＴ２２Ａ型；
泥浆泵：ＢＷ －３２０、ＺＢＷ６００／６０、ＢＷ３００／１２Ｂ、

ＴＢＷ－８５０／５Ａ、ＢＷ－１２００Ａ型；
柴油发电机：２５０ ｋＷ；
固控离心机：ＴＧＬＷ３５０ －６９２Ｔ型；
除泥清洁器：ＨＭ－１００倡４ －Ｃ型；
防喷器：ＳＦＺ２３ －２１ 型；
测斜仪：ＫＸＰ－２Ｄ型；
旋流振动筛、泥浆搅拌机、钻孔录井装置、动力

钳、吊钳、套管头、油压千斤顶等。
3．2　主要机具

钻杆：饱８９、７３、６０畅３、５０、７３ ｍｍ反丝钻杆；
钻铤：饱１５９、１２１、１０５ ｍｍ；

钻具：半合管钻具 （ＷＸ１５０、 ＳＤＢ１５０、ＫＺ１５０、
ＳＤＢ１２２、ＫＺ１２２、ＳＤＢ１００、ＳＤＢ７７）、Ｓ７７ 绳索取心钻
具；
液动潜孔锤等其它工具。

4　钻探工艺技术
4．1　钻孔结构与套管程序

一开：饱１５０ ｍｍ 取心钻进至孔深 ２６畅０１ ｍ，用
饱３１１ ｍｍ扩孔至 ２３畅５ ｍ，下入 饱２７３ ｍｍ 套管至孔
深 ２３畅５０ ｍ并固井；
二开：饱１５０ ｍｍ 取心钻进至孔深 ４５０畅０７ ｍ，用

饱２５６ ｍｍ扩孔至 ４０７畅５ ｍ，下入饱２１９ ｍｍ套管并固
井；
三开：饱１５０ ｍｍ取心钻进至孔深 １１８６畅７７ ｍ，用

饱２００ ｍｍ扩孔至 ８１６畅２６ ｍ，下入 饱１６８ ｍｍ 套管至
孔深 ８１５畅２９ ｍ，固井；
四开：饱１２２ ｍｍ取心钻进至孔深 １２０２畅５７ ｍ，用

饱１５２ ｍｍ扩孔至 １１８６畅８７ ｍ，下入饱１２７ ｍｍ套管至
１１８０畅６６ ｍ，固井；

五开：饱１００ ｍｍ取心钻进至孔深 １４０４畅５３ ｍ，下
入饱８９ ｍｍ尾管至 １４０４畅５３ ｍ，固井；
六开：饱７７ ｍｍ取心钻进至孔深 １５０２畅３ ｍ，下入

饱７３ ｍｍ筛管到底，换浆洗井。
钻孔结构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ＷＦＳＤ －３ 孔实际钻孔结构和套管程序

4．2　钻进方法与取心技术
钻孔在不同孔段分别采用 饱１５０、１２２、１００ ｍｍ

金刚石、复合片和硬质合金钻进，取心采用半合管钻
具，饱７７ ｍｍ口径采用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提钻取
心钻进。
扩孔：一开、二开、三开用带导向牙轮钻头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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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复合片钻头加饱１５９ ｍｍ钻铤加压钻进；四开用
饱１５２ ｍｍ带导向硬质合金钻头加 饱１２１ ｍｍ 钻铤扩
孔、划眼钻进；五开、六开用原钻具扫孔。 部分取心、
扩孔钻头如图 ２、图 ３ 所示（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
技术研究所和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提供）。

图 ２　部分取心钻进用钻头

图 ３　扩孔用钻头

4．3　钻具组合
取心钻进钻具组合从下至上分别为：
饱１５０ ｍｍ 取心钻头 ＋半合管钻具 ＋饱１２１ ｍｍ

钻铤＋饱７３ ｍｍ钻杆；
饱１２２ ｍｍ 取心钻头 ＋半合管钻具 ＋饱１０５ ｍｍ

钻铤＋饱７３ ｍｍ钻杆；
饱１００ ｍｍ取心钻头＋半合管钻具＋饱６０畅３ ｍｍ

钻杆；
饱７７ ｍｍ取心钻头 ＋绳索取心钻具 ＋饱５０ ｍｍ

钻杆。
扩孔钻具组合：
饱１５０／３１１ ｍｍ牙轮扩孔钻头（饱１５０／３５０ ｍｍ硬

质合金扩孔钻头） ＋饱１５９ ｍｍ 钻铤 ＋饱７３ ｍｍ ＡＰＩ
钻杆；

饱１５０／２５６ ｍｍ牙轮扩孔钻头 ＋饱１５９ ｍｍ 钻铤
＋饱７３ ｍｍ ＡＰＩ钻杆；

饱１５０／２０２ ｍｍ 牙轮扩孔钻头或 饱１５０／２０２ ｍｍ
复合片扩孔钻头＋饱２００ ｍｍ 扶正器 ＋饱１５９ ｍｍ 钻
铤＋饱２００ ｍｍ扶正器＋饱７３ ｍｍ ＡＰＩ钻杆；

饱１１０／１５２ ｍｍ 硬质合金扩孔钻头 ＋饱１２１ ｍｍ
钻铤 ＋饱１５０ ｍｍ 稳定器 ＋饱１０５ ｍｍ 钻铤 ＋饱１５０
ｍｍ稳定器＋饱７３ ｍｍ钻杆。
4．4　泥浆护壁与堵漏技术
4．4．1　对泥浆的要求

ＷＦＳＤ－３孔所钻遇地层异常复杂，遇水膨胀、
缩径、坍塌掉块、漏失等地层皆有，钻进、取心及扩孔
作业泥浆护壁是技术关键。 针对地层特点结合
ＷＦＳＤ－３孔施工工艺，现场泥浆体系必须满足以下
要求：

（１）能形成薄而致密的泥饼，并且韧性好，失水
量低，具有优良的防塌性能；

（２）能具有足够的悬浮力，适于配制高密度泥
浆以平衡地层应力，防止高地应力造成的缩径和孔
壁坍塌；

（３）具有良好的保护岩心作用，以满足地层特
殊取心质量要求；

（４）具有优良的流变性能，能很好地携带和悬
浮岩屑，减少循环压力损失，减轻泥浆造成的压力
“激动”和对孔壁的冲刷，防止孔塌和孔漏的发生；

（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避免泥页岩、断层泥
孔段等水化膨胀造成缩径，以及造浆致使泥浆粘度
切力急剧增大；

（６）具有优良的润滑性能，减小管材机具的磨
损、满足大口径钻探钻机施工能力。
4．4．2　不同地层泥浆处理的方法

（１）松散破碎地层：针对该地层（图 ４）在泥浆
配方及处理上，采用人工优质钠膨润土加 ＣＭＣ与植
物胶，使泥浆具有较强的抑制性和一定降滤失能力，
提高了泥浆防塌能力、悬浮能力。 植物胶与 ＣＭＣ同
时还具有良好的增粘作用和较强的润滑性，能起到
保护岩心、减小钻具磨损、降低泥浆循环流动阻力，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泥浆性能为：密度 １畅０６ ～
１畅１６ ｇ／ｃｍ３ ，粘度 ２７ ～５１ ｓ，失水量 ７ ～１４ ｍＬ／３０
ｍｉｎ，泥皮厚度 ０畅４ ～０畅５ ｍｍ，含砂量≤０畅７％。

（２）缩径地层：缩径地层（图 ５）主要为泥岩及
断层泥等，具有较强的膨胀性和粘滞性，针对该类地
层，在泥浆处理上主要以平衡强地应力、控制失水
量、提高抑制能力。 在泥浆配制上，主要以添加
ＣＭＣ、ＳＡＳ、ＳＭＣ、ＫＨｍ、Ｓ －１、重晶石、Ｔ 型润滑剂为
主。泥浆性能为：密度１畅５５ ～１畅５７ ｇ／ｃｍ３ ，粘度４０

４１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２年第 ３９卷第 ９期　



图 ４　ＷＦＳＤ －３ 孔破碎砂岩及煤线岩心

图 ５　强膨胀、强粘滞性泥岩及断层泥

～６０ ｓ，失水量 ４ ～６ ｍＬ／３０ ｍｉｎ，泥饼厚度 ０畅３ ～０畅５
ｍｍ，含砂量＜０畅９％。

（３）漏失地层：在泥浆配制上，主要以添加惰性
材料（核桃壳与木屑）、ＳＺ 随钻堵漏王为主，泥浆密
度控制在 １畅３９ ｇ／ｃｍ３ ，粘度＞６０ ｓ。
4．5　钻孔事故与侧钻技术

ＷＦＳＤ－３ 孔由于地层破碎严重，超径、缩径、坍
塌掉块及施工周期长等原因，施工过程中共发生过
３次较大事故，分别为钻铤脱扣、试下套管坍塌掉块
卡钻、断层泥吸附抱钻事故。 第一次事故孔深位于
１１８６畅７７ ｍ处，第二次事故孔深位于 ９３８畅５０ ｍ 处，
第三次事故孔深位于 １１７５畅４ ｍ 处。 ３ 次事故主要
处理方法是：
第一次钻铤脱扣事故处理是采取先大直径扩孔

至事故头位置，进行逐根套铣钻铤及钻具，再逐根反
出事故钻具；
第二次试下套管卡钻事故因孔径局限，无法套

铣，在事故套管头位置用油井水泥封孔至 ６７７畅１６
ｍ，采用先扫孔后取心钻进至 ７８８ ｍ，出现新孔，自然
侧钻成功，恢复正常钻进；
第三次断层泥吸附抱钻事故处理，先将孔内钻

杆套铣反至粗径钻具位置后，从孔深 １０９７畅７６ ｍ 用
油井水泥封孔至 ８９５畅８２ ｍ，再采用液动螺杆钻造斜
钻具进行侧钻至 １０９６ ｍ出新孔，侧钻成功。

ＷＦＳＤ－３ 孔钻孔侧钻及钻孔轨迹如图 ６所示。
造成上述 ３次较大事故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

面：
（１）为了保证岩心采取率，提钻频繁，个别钻铤

丝扣磨损严重；

图 ６　ＷＦＳＤ －３ 孔钻孔轨迹示意图
（ＷＦＳＤ －３ －Ｓ１ 为第一次侧钻钻孔轨迹；ＷＦＳＤ －３ －Ｓ２ 为
第二次侧钻钻孔轨迹）

（２）钻孔超径严重，钻具工作失稳使钻铤松扣；
（３）孔内掉块、局部孔段泥皮塌落；
（４）钻孔事故位置基本都在断层泥和煤线地

层，地应力较大，造成钻孔严重缩径；
（５）钻孔裸眼钻进周期太长，钻孔超径严重，扫

孔时孔内超径孔段泥皮、岩屑、碎块脱落，出现“脱
裤子”现象，导致埋钻。

5　质量、经济技术指标与成果
5．1　钻孔质量指标

（１）岩心采取率：ＷＦＳＤ－３ 孔进尺 １５０２畅３０ ｍ，
全孔平均岩心采取率 ９２畅５％，岩心采取质量均为不
扰动原状样，完全满足地学研究要求。

（２）孔斜：ＷＦＳＤ －３ 孔终孔顶角 ７畅６°、方位角
２０３°，最大顶角 ９°，钻孔“狗腿”度小于 ２°／３０ ｍ，完
全符合汶川地质断裂带科学钻探钻孔质量指标要

求。
（３）固井：全孔共下 ６ 层套管（２ 层尾管，其中 １

层为筛管），５ 层套管进行了固井，固井质量完全达
到了设计要求。
5．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ＷＦＳＤ －３ 孔施工周期 ８０５ 天，总取心进尺
１５４５畅８２ ｍ（含 ２ 次侧钻后新孔衔接取心进尺），全
孔平均岩心采取率 ９２畅５％，平均机械钻速 ０畅７４ ｍ／
ｈ，平均回次长度 １畅９９ ｍ，钻月效率 ５７畅３ ｍ，纯钻时
间利用率为 １０畅５％。 ＷＦＳＤ －３ 孔作业时间分析如
图 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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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ＷＦＳＤ －３ 作业时间分析
（其他停待时间包含自然灾害停待时间、法定假日停待时
间、等待方案与机具等停待时间）

5．3　主要成果
5．3．1　钻探技术方面

（１）半合管取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ＷＦＳＤ －３
孔在罕见的复杂地层情况下，使钻孔超过设计孔深
延伸至 １５０２畅３０ ｍ，下入 ６ 层护壁套管（饱２７３、２１９、
１６８、１２７、８９、７３ ｍｍ），采用不同口径的半合管取心
技术，保证了全孔不扰动岩心原状性，岩心平均采取
率达到 ９２畅５％，为地学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实物样
品。

（２）高分子聚合物泥浆护壁及平衡地压钻进技
术的应用。 由于ＷＦＳＤ－３ 孔设计在汶川龙门山前
缘断裂带上，所钻遇地层 ８０％是破碎、松散、缩径、
坍塌和部分层位涌、漏水等异常复杂情况。 在该孔
施工过程中成功合理的针对不同地层选择泥浆体

系，采用“四高一低”（即高粘度、高密度、高抑制、高
切力和低失水）的泥浆性能，实现平衡地压钻进，解
决了孔壁稳定性和岩心的原状性问题。

（３）钻孔活动套管下入与提拔技术。 由于
ＷＦＳＤ－３ 孔钻孔结构较复杂，上部孔段的护壁套管
口径较大，为了安全钻进，必须下入活动套管。 活动
套管下入后的稳定性和安全起拔是十分关键的，
ＷＦＳＤ－３ 孔施工设计采用了活动套管弹塑性扶正
器及外套管与活动套管上下部连接密封和防回扣装

置，有效解决了活动套管折断和内外套管间隙被沉
渣卡死、难以提拔等技术难题。

（４）小直径尾管下入与固定技术。 由于 ＷＦＳＤ
－３ 孔根据地学部要求，达到设计孔深后需要延伸
至 １５００ ｍ，所以钻孔结构就要相应改变，分别下入 ２
层尾管（饱８９ ｍｍ 尾管 １１６０畅４９ ～１４０４畅５３ ｍ 和饱７３
ｍｍ尾管 １３９７畅９５ ～１５０２畅３０ ｍ），施工中设计了尾管
下入和固定装置，解决了小直径钻孔中下入尾管的
难题。

（５）在施工过程中，对不同地层选择不同结构

的钻头及现场设计采用的自锐式硬质合金钻头、钻
孔事故处理等方面均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5．3．2　施工管理方面

ＷＦＳＤ－３孔施工项目，不同于一般概念的岩心
钻探孔，其特殊性是：地层异常复杂，岩心采取要求
质量高、直径大，无现成的技术可借鉴，所以当施工
思路（设计）确定之后，组成施工队伍和管理也是施
工成败的关键之一。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在施工管
理上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成效的工作。

（１）实行项目管理，组成精干的施工队伍。 安
徽 ３１３地质队中标后，组建了“汶川地震断裂带科
学钻探 ３号孔施工３１３地质队项目部”，实行项目管
理责任制，队确定一名钻探副队长直接管项目。 该
项目抽调 ２名研究生、２ 名高级工程师、９ 名大专以
上钻探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同时与中国地质大
学、成都理工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
所、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北京探矿工程
研究所等单位横向联合，在技术上作为支撑。 在施
工操作上，全队优选了技术熟练的机班长，以保证钻
探质量和安全作业。

（２）认真编写了钻探施工组织设计，制定了针
对性现场管理制度。 如项目经理制、质量管理制、安
全生产制、岗位责任制、现场操作规程、交接班制、泥
浆管理制、施工过程日汇报制、待遇分配制及劳动纪
律等等。 在施工过程中规范管理，以确保项目的实
施。

（３）根据现场工程需要，实行关键节点上项目
经理、机长跟班制，班长作业定时制。 如遇孔内异
常、处理孔内事故、下套管、固井等作业时，实行现场
经理和机长轮流跟班。 班长为了精力充沛操作，实
行正副班长工作 １ ｈ 换班制，这种方法在后期钻孔
施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４）实行钻进小指标考核制与经济效益挂钩。
例如，以小班岩心采取长度计算进尺指标，超过额定
指标给予奖励。 出了人为事故给予惩罚，奖罚统一，
以提高职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５）通过该项目的施工，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
批专业技术人才，为钻探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
5．3．3　安全生产方面

ＷＦＳＤ－３孔施工口径大，钻机及辅助设备多，
钻杆、钻铤和钻具笨重，不同于小口径岩心钻探。 同
时，又是“５．１２”大地震震后不久，余震不断，施工人
员住在山谷处，山洪泥石流时常发生，给施工安全生

６１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２年第 ３９卷第 ９期　



产带来严峻的考验。 项目施工过程中，针对该项目
施工特点，制定了严密的安全生产制度，项目部确定
安全负责人，班组设立了安全员，坚持安全生产现场
例会，定期检查维护施工装备。 塔上人员操作实现
了视频化，泵压表引入钻机操作台发现安全隐患做
到及时整改。 对特殊的不安因素（如泥石流、有害
气体等）编制了安全预案，并进行现场演练。 ２ 次山
洪泥石流均未造成大的损失。 对钻孔发生事故时强
力顶拔和反孔内事故钻具等非正常操作状态，制定
了针对性安全操作规程。 由于施工中坚持抓安全生
产不松懈，该项目历经 ８０５天的施工及设备安装、拆
卸和长途搬迁运输，均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
故和轻伤以上人身安全事故，保证了该项目安全顺
利施工。

6　体会与认识
（１）要进行项目风险性、技术性评估。 承接较

大型的特殊工程，务必进行详细、系统的调研，对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风险性、技术性、装备的可行性进
行全面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要量力而行，否则会造成
被动，承担很大的风险。

（２）国家重点科学钻探项目，在管理模式上要
进行探讨。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是一项
很复杂的综合性工程。 施工技术经验较少，带探索
性，不能以工程全承包的模式实施，一个地勘单位从
技术到装备都是有限的，很难独自完成项目实施，往
往造成施工上困难。 应集中全国部分技术专家进行
攻关，聘用施工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含技术、装备、
人员和资金协调等）的项目实施模式，有利于项目
的顺利开展。

（３）提倡钻探设备“大马拉小车”理念，才能事
半功倍。 ＷＦＳＤ －３ 孔属大直径、复杂地层取心钻

孔，采用的 ＨＸＹ －８Ｂ型钻机及配套设备，其施工能
力明显不足，尤其钻孔发生异常情况，无能力及时处
理，造成孔内事故复杂化。

（４）复杂地层中试下长套管串风险大，易造成
孔内重大事故，以后施工过程中应禁止采用试下套
管的办法。

（５）地表泥浆净化及固控系统必须规范，要配
备适应取心钻进的固控设备。

（６）复杂地层采用泥浆护壁，护壁周期最长不
超过 ３个月，超期的孔壁易失稳，泥皮易坍塌，造成
孔内事故，应采取其他护壁措施。

7　结语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ＷＦＳＤ －３ 孔历经 ２

年多的施工，攻克了罕见的复杂地层钻进、原状样取
心、高地应力情况下护壁等多项技术难题，圆满完成
了施工任务。 经验收，各项质量、经济技术指标满足
合同要求，达到了地学研究和工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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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页岩气储层特征已查明
枟中国矿业报枠消息（２０１２ －０９ －０６）　由江西煤田二二

三地质队与中国矿业大学共同完成的枟江西省页岩气资源调
查与地质选区预研成果报告枠通过评审，并获优秀级。
近年来，江西煤田二二三地质队在抓好地质咨询、检测、

勘查工作的同时，不断强化与科研院所的密切联系与合作，
并自筹资金 １５０万元，与中国矿业大学共同开展了枟江西省
页岩气资源调查与地质选区预研枠课题调研。
据了解，于 ２０１２年 １月启动的这一课题，其目的是通过

开展地质调查、取样和室内测试分析，确定江西省页岩气可
能赋存的层系，圈定页岩气可能分布的地质构造和范围，分

析和评估页岩气资源潜力，为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地质调查
立项申请提供依据和支撑。

通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该科研项目取得了以下几
方面主要成果：确定了江西省赋存页岩气的可能层系，分析
了分析区域构造－沉积埋藏特征，揭示了构造－热演化及对
富有机质的影响因素；通过室内试验分析，获取了江西省页
岩气储层特征、生气潜力的关键参数；估算了江西省页岩气
地质资源量及可采资源量；建立了江西省页岩气有利区预测
模型，预测了江西页岩气的有利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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