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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

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能源的需求越来

越大。尽管我国能源生产规模一再扩大，但仍然难以满足人们生

产、生活对能源质和量的需求。

从量的方面来看，以石油为例:自 1993 年起，我国成为原油纯

进口国; 2004 年我国的原油进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进

口国; 2009 年进口石油约 2． 04 亿 t，比上年增长约 14%。目前我

国石油消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 52%，进口石油首次超过舆论认为

的 50%这个心理防线，严重威胁到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从质的方面来看，以煤炭为例: 2011 年我国能源构成中，原煤

依然占据 77． 8%的高比例。大家知道，在煤炭利用方面，我国煤

炭 80%是原煤直接燃烧，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

到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2011 年，我

国全社会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为 1059 万 t 和 2217 万 t，名

列世界各国之首，其中由燃煤产生的排放量分别占 70%和 90%。

为了保证量的需求，一方面，国家需要直接向国外进口能源，

另一方面，国内许多企业走出国门到国外进行勘探、开发; 为了保

证质的需求，我们需要调整能源结构，不但要增加石油、天然气等

常规能源的比例，而且要增加非常规能源的额度，特别是要增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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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的规模。

作者长期从事常规能源( 石油、天然气、煤炭) 和非常规能源

( 煤层气、致密砂岩气) 以及页岩气等的形成条件、分布规律研究，

资源量计算，有利区块评价以及勘探、开发生产工艺探索，对国内

外多种能源资源潜力及其分布均有一定的认识。为了给非专业公

司进入能源勘探、开发行业，或者是已经或准备跨行业经营的专业

公司提供帮助，为他们的管理、技术和一线工作人员和全社会关心

能源的人们进行能源基本知识传播普及，特编著了这本常规能源、

非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科普读物。内容包括: ( 1) 地质矿产知识 100

问; ( 2) 煤炭煤层气知识 100 问; ( 3 ) 石油天然气知识 100 问; ( 4 )

非常规能源知识 100 问; ( 5) 可再生能源知识 100 问。

本书在整个酝酿、收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家“973”项

目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含油气盆地研究所所长刘池阳教授，中国

保利集团公司董事、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张连生董事长，保利科技有

限公司姜连祥副董事长，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保利科技有

限公司王林总经理，中控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

邓旭教授，中非发展基金王勇副总裁等的热情指导和大力帮助，在

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

2013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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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排采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 81)……………………………
97．注入 /压降测试哪些内容? ( 82)…………………………
98．煤层气井生产动态监测方法有哪些? ( 83)………………
99．煤层气开采过程中如何进行环境保护? ( 84)……………
100．美国煤层气开发有哪些鼓励政策?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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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油天然气知识 100 问
1．什么是沉积相? ( 86)………………………………………
2．河流沉积与油气的关系如何? ( 86)………………………
3．湖泊相与油气的关系怎样? ( 87)…………………………
4．三角洲相与油气的关系如何? ( 87)………………………
5．海相碎屑岩与油气的关系怎样? ( 88)……………………
6．石油的组成与性质怎样? ( 88)……………………………
7．石油是如何生成的? ( 89)…………………………………
8．油气生成应当具备怎样的地质条件? ( 89)………………
9．油气生成的现代成因模式是什么? ( 90)…………………
10．什么是烃源岩? ( 90)………………………………………
11．烃源岩的丰度指标有哪些? ( 91)…………………………
12．什么叫油气运移? ( 91)……………………………………
13．什么是圈闭? ( 92)…………………………………………
14．什么是油气藏? ( 92)………………………………………
15．什么是油气地质储量? 如何分级? ( 93)…………………
16．地层时代如何划分? ( 93)…………………………………
17．干气和湿气是如何区分的? ( 94)…………………………
18．什么叫油气盆地数值模拟技术? ( 94)……………………
19．何谓石油勘探? ( 94)………………………………………
20．何谓地震勘探? ( 94)………………………………………
21．什么是三维地震勘探? ( 94)………………………………
22．什么叫地震勘探的数据处理? ( 95)………………………
23．什么叫地震勘探中所说的速度? ( 95)……………………
24．什么是地震剖面? ( 95)……………………………………
25．什么是地震资料解释? ( 96)………………………………
26．何谓地震地层学? ( 96)……………………………………
27．何谓地震层序?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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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什么是油气检测技术? ( 96)………………………………
29．什么是储集层预测技术? ( 96)……………………………
30．何谓重力勘探? ( 97)………………………………………
31．何谓磁力勘探? ( 97)………………………………………
32．何谓电法勘探? ( 97)………………………………………
33．何谓地球化学勘探? ( 97)…………………………………
34．何谓地球物理测井? ( 98)…………………………………
35．什么是测井系列? ( 98)……………………………………
36．什么是电阻率测井? ( 98)…………………………………
37．什么是声速测井? ( 98)……………………………………
38．什么是放射性测井? ( 98)…………………………………
39．什么是井温测井? ( 99)……………………………………
40．什么是地层倾角测井? ( 99)………………………………
41．什么是井径测井? ( 99)……………………………………
42．什么是自然伽马能谱测井? ( 99)…………………………
43．什么是声波变密度测井? ( 100)…………………………
44．什么是测井解释的“四性”和测井相? ( 100)……………
45．何谓油藏描述? ( 100)……………………………………
46．何谓油气探井? ( 100)……………………………………
47．什么是地质录井? ( 101)…………………………………
48．何谓钻头、钻机八大件? ( 101)……………………………
49．钻井液的性能及作用有哪些? ( 101)……………………
50．常用的钻井液净化设备有哪些? ( 101)…………………
51．钻开油气层过程中钻井液对油气层的损害有哪些?

( 102)………………………………………………………
52．预测和监测地层压力的方法有哪些? ( 102)……………
53．影响机械钻速的因素有哪些? ( 102)……………………
54．钻井取心工具组成包括哪几部分?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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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什么是取岩心? ( 102)……………………………………
56．什么是井喷? ( 102)………………………………………
57．何谓钻井过程中溢流显示? ( 103)………………………
58．什么是井漏? ( 103)………………………………………
59．卡钻及造成原因有哪些? ( 103)…………………………
60．什么是固井? ( 103)………………………………………
61．何谓井身结构? ( 103)……………………………………
62．什么是试油? ( 104)………………………………………
63．什么是射孔? ( 104)………………………………………
64．什么是钻杆地层测试? ( 104)……………………………
65．何谓岩石孔隙度? ( 104)…………………………………
66．何谓地层原油体积系数? ( 104)…………………………
67．何谓流体饱和度? ( 105)…………………………………
68．何谓渗透率? ( 105)………………………………………
69．什么是绝对渗透率、相( 有效) 渗透率与相对渗透率?

( 105)………………………………………………………
70．什么是地层压力、原始地层压力、地层压力系数?

( 105)………………………………………………………
71．什么是低压异常及高压异常? ( 106)……………………
72．何谓压裂酸化? ( 106)……………………………………
73．什么是油田开发? ( 106)…………………………………
74．油田开发程序有哪些? ( 106)……………………………
75．油藏驱动类型有哪些? ( 107)……………………………
76．什么是可采储量? ( 107)…………………………………
77．什么是采油速度、采油强度、采油指数、采收率?

( 107)………………………………………………………
78．什么是采油树? ( 107)……………………………………
79．什么是递减率、自然递减率和综合递减率?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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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什么是油田日产水平? ( 108)……………………………
81．什么是机械采油? ( 108)…………………………………
82．什么是油田注水? ( 108)…………………………………
83．何谓试井? ( 109)…………………………………………
84．何谓定向井? ( 109)………………………………………
85．何谓丛式井? ( 109)………………………………………
86．什么是油藏工程? ( 109)…………………………………
87．什么是三次采油及其方法? ( 109)………………………
88．何谓油气集输? ( 110)……………………………………
89．何谓油气分离器? ( 110)…………………………………
90．什么是油气计量? ( 110)…………………………………
91．何谓联合站? ( 110)………………………………………
92．什么是有效厚度? ( 111)…………………………………
93．什么是资源和储量? ( 111)………………………………
94．什么是地质储量? ( 111)…………………………………
95．什么是预测储量? ( 111)…………………………………
96．什么是控制储量? ( 111)…………………………………
97．什么是探明储量? ( 112)…………………………………
98．什么是水驱储量、连通储量、不连通储量及损失储量?

( 112)………………………………………………………
99．什么是储量丰度? ( 112)…………………………………
100．新的储量规范规定包含哪些内容? ( 112)………………

四、非常规能源知识 100 问
1．什么是非常规能源? ( 114)…………………………………
2．为什么要发展非常规能源? ( 114)…………………………
3．发展非常规能源的契机是什么? ( 115)……………………
4．为什么说我国石油依赖度接近60%会严重威胁到国
家能源战略安全?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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