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与创新 

 82 

工程技术与发展

非常规油气储量分类评估特点与矿权管理探讨 

杨鹏  伍德全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610000) 
 

 摘要：油气资源在我国社会发展与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油气资源的一种，非常规油气的特点体现为资源量大、聚集性、连续

性等，但是在具体开采期间，受限于开采工艺、地质条件以及层含烃量等因素的限制，其可采储量、评价特点等均较常规油气有不同程度

的变化，导致非常规与常规资源二者的储量评估呈现出差异化，且需以长期开发资料为依据的状态特点。本文立足于对非常规油气特点进

行剖析，并从矿权管理、储量的角度进行阐述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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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因其战略作用的愈发明显，逐渐受到各国

的重视与关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油气资源存在于储集体中，并

具备大面积连续分布的特点，且与水动力条件之间无明显联系。而

因非常规资源的低透气性，所以需要借助对特殊工艺技术的应用来

实现资源开采。当前常见非常规资源包括页岩气、煤层气等，这两

种资源也是现阶段我国非常规资源开采作业的主要目标对象。随着

非常规资源开采领域的逐步发展，资源存储分类与评估方法也得到

不断的完善与革新，而因非常规油气开采需求量的逐年提升，以往

评估与管理体系无法满足当前油气开采实际需求，所以需在考虑学

边特殊性等际经济性、工艺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矿权管理的不断完

善，结合对储量分类评估的合理进行，为非常规油气资源发展打下

坚实支撑。 

一、非常规油气储量分类的阐述 

根据权威调查统计表明，全球常规油气资源的总量仅为非常规

资源 1/8，其资源量十分庞大，其中以页岩气、煤层气为主。截止

到目前，煤层气资源量已经超过 256 万亿立方米，其产地分布于世

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国家。 

（一）储量商业可采性评价 

分析非常规资源总量巨大的成因，与烃类区域面积大、连续聚

集等因素直接存在较大关联。与常规天然气资源相比较，因储层渗

透率差因素的影响，致使非常规天然气的储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需要借助新工艺技术的应用来保证其开发的效率与质量；根据我国

目前开采情况，相同产能下非常规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生产资料和

成本[1]。以多分枝水平井技术为例，可以在保证其开采质量的前提

下，大幅度缩减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时间和成本。正因此，若立足

于开采与生产角度，需以商业可采性为评价重点。 

（二）储量地质可靠性评价 

国内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与存储已经得到不断的完善与优化，

且可采储量与地质储量资源序列的构建起到加强资源序列管理的

作用，但是仍有部分人员侧重对以往分类理念的应用，体现为基于

非常规资源认识、勘探基础，确定地质储量为分类对象，立足于油

气藏整体的目标，实现对地质储量类别的对应[2]。 

此理念也是我国以往对煤层气资源储量分类的主要理念，具体

实施期间其重点在于地质储量，而针对其储量的具体划分，则主要

是以地质可靠性为依据。在地质储量分类中，可采储量分类囊括其

中，若开采期间主要对象为常规油气，则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但是

若开采对象为非常规油气，其分类体系的应用尚不能满足其实际开

采需求[3]。 

目前我国页岩气评价的开展仍处于初步阶段，虽然储量、资源

分类评价已经得到初步的实施，但是仍尚未构建契合于非常规资源

开发需求的分类、评价体系，要想最大化体现出非常规资源的价值

与成效，需要对其评价管理体系提高重视度。 

二、非常规油气评估难点分析 

（一）采收率、产能存在显著变化 

尽管非常规油气以连续性聚集的状态存在，但是因资源的渗透

性较差，加之地质条件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其资源开发开采存在较

大难度。需要采用特殊技术工艺才能保证其资源开采达到目标需

求。而在具体应用期间，地质条件变化会对相关工艺技术的应用产

生直接影响，例如开采煤层气时，虽然煤层气会以连续分布的状态

在相关区域内进行分布，但是顶底板、煤岩类型、煤质、结构、地

质条件等因素均会对含气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且煤层气的纵横分

别同样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4]。烃类会以吸附气的形态在煤气中分

布，区别于常规资源，非常规资源中的煤层气具体分为四个阶段产

出，表现为：第一阶段降压、第二阶段解吸、第三阶段扩散、第四

阶段渗流。当煤岩环境出现降压时，微孔表面会起到甲烷解吸的作

用，然后给予基质的孔隙，促使甲烷逐渐朝着裂隙扩散，最终以井

筒为载体进行气体的渗流。也正因受到工艺、地质因素的限制，致

使单井可采量、单井产量产生大幅度变化，即便是开采期间进行相

邻钻井的开发，也难以保证二者之间具备一定的可比性。 

（二）采收率评价需以长期开发资料为依据 

需要以准确的采收率为非常规油气藏提供依据，通过形成相应

生产资料为后续采收工作的实施打下良好基础。而针对生产井资料

形成的确定，美国 SPEE（石油评价工程师学会）对试采资料提出

明确要求，并对 P10/P90 的不同值做出明确规定。立足于统计学视

角进行分析，P10/P90 值可体现为非均质性，且 P10/P90 值与非均

质性之间呈现为反比关系，即值越小，代表油气藏匪非均质性越高。

而在大量样品数量的前提下，在相应统计资料范围内，其地质条件

体现出较大差异，所以需通过细分单元处理来保证资料的价值性

[5]。P10/P90 值的不同值域代表项目的风险性不同，通常情况下 2~5

之间属于低风险项目，若值大于 25，意味着该项目有着较大的不确

定性。若置信度要求不同，需要提供的样品数量存在差异，即样品

数量会随着置信度要求的提高而增大。以置信度为 80%为例，若确

定 P10/P90 值为 5，那么所需的样品数量多达 60 个；若 P10/P90 值

确定为 10，所需的样品数量需达到 140。 

三、矿权管理及其思考 

（一）采矿权“门槛”的合理降低 

通过对非常规资源油气的分析，了解到相较于常规油气，非常

规资源开发需采用特殊性的工艺技术，同时采收率的评价需以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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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资料为依据，因此就必须考虑对其矿权的管理。例如在开采煤

层气时，要想维持其开采作业的顺利开展，需要开展为期 3 年的排

水采气，同时需要以大量的开发资料为支撑。而因其前期工作难度

较大，极易导致采矿权管理与储量提交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对此，

为有效克服非常规油气勘探、开采存在的难度与难题，可以依据其

现状分析，申请、采取采矿权管理门槛的适当降低，依据对矿种特

点的分析，进行控制储量申请的允许，或者是进行基本探明储量的

恢复，确保其勘探开采的依法开展，满足企业实际的产能需求[6]。 

（二）有针对性制定不同保护区的相应的管控措施 

特别是建立水源、动植物保护地等，建议不同的保护类型区别

对待。有针对性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避免对非常规油气勘探等各

类生产建设活动“一刀切”。如针对水源保护地，在不影响环境的

情况下，在水源附近 500 米允许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工作。针对动物

保护区，根据动物活动的区域，划定合适的保护区。对植物保护区，

根据植物分布的区域，划定保护区，有条件地设立一些矿产资源勘

查、开采工作走廊。对风景名胜区，根据风景名胜区的不同功能区

区别处理。 

（三）建议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与环境保护协商机制和调

整部分矿权 

建议建立非常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与环境保护协商机制。在

矿区中，新保护区设立时，应征求矿权人意见，共同协商。对于没

有实质性环境影响的非环境敏感核心区勘查矿权予以恢复，通过大

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增加矿权区域内的非常规资源储备。 

（四）进行一体化项目管理落实 

要想进一步体现出非常规油气的价值，需做到在勘探、生产期

间落实一体化管理，并结合对“上产增储”目标的确定，为非常规

油气开采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目前国际上对一体化项目管理的应

用十分常见，该方法不仅起到全面掌控的作用，并且经过多年的实

践与研究，该方法已经逐步成熟并具备丰富的理论基础。正因此，

国内针对复杂的非常规油气藏开发，已经逐步重视对一体化管理理

念的应用，不仅提高油气藏开发管理的有效性，亦是保障复杂油气

藏开发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7]。相较于常规油气藏，非常规油气资

源多处于地质复杂的环境中，即使在开采期间使用特殊性、新型的

技术工艺，也难以在不同的井中获取相同的应用效果。同时，非常

规油气藏的开发除具有危险性、特殊性之外，还存在探索性特点，

即在开采过程中，如何采用先进的技术进行储量的转化以及产能的

转化，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探索。目前，国内尚无法做到对生产

产量的科学预测，并且多存在生产能力差、井控储量差的情况。而

要想实现对实际采储量的提升，需重视对“长产增储”观念的践行。

需注意，长产增储观念仅适用于特殊认知阶段，一旦地区产能认知

完善后，需结合对实际储量情况的分析，进行储量管理思路的合理

调整。 

结束语： 

总而言之，只有做到对非常规资源特点和矿权管理二者之间的

有效协调，重视对当前存在的非常规油气分类评估问题进行解决，

一体化管理，才能保证非常规油气勘探、开采的顺利进行，推动我

国非常规油气藏开采事业的长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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