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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地质资料深度开发及其在煤系气勘探中的应用

周　佳

新汶矿业集团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泰安 271222

摘　要：在最近几年煤系气勘探工作中发现，煤系气勘探过程中的煤田地质资料再次利用和深度开发存在很多问题，本文

对煤田地质资料深度开发及其在煤系气勘探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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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田地质资料深度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资料管理方面，以某省为例，煤田系统以往的

勘探资料呈现出格式不统一、数据不规范、存放分散化等特

点，致使资料难以查询，而且利用起来不够便捷，在后期的

煤系气勘探中发挥不出来煤田地质资料的管理效率和服务

能力。其次，钻井资料方面，以往煤田勘查目的层位是煤层，

砂岩、泥页岩赋存层位、岩性特征和含气性等方面研究较为

薄弱。第三，测井资料方面，虽然以往煤田测井资料丰富，

但从实际应用来看，测井曲线资料仅在岩煤层岩性划分及定

厚解释等方面发挥着作用，未能实现测井资料的深入细致解

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资料的浪费。第四，地震资

料方面，以往的地震解释仅针对构造和主要煤层，缺少砂岩、

泥页岩等层位的解释，在后期煤系气勘探中，需要重新开展

地震资料的处理和解释工作 [1]。

2 煤田地质资料深度开发技术体系

1 总体思路

整合以往煤田勘探资料，建立煤田地质资料数据库系

统。在此基础上，以煤系含气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煤层气、

页岩气和致密气目的层为切入点，重新处理和解释分析钻

井、测井和地震等煤田勘探资料，综合分析目的层展布、有

机地球化学、储层物性和含气性等参数，最终形成煤系气勘

探过程中的煤田资料深度开发技术体系。具体流程见图 1。

2. 数据库技术方案

以某省为例，目前省内煤田系统使用的地测软件有“龙

软”、“煤矿空间信息系统”、“煤矿地测信息系统”等，

这些系统都存在着基础资料兼容性问题。“煤矿地测信息系

统”是某省煤田地质局自主开发的，系统比较完善，基本满

足各类地质报告、科研项目等使用。为了更好的利用全省的

煤炭地质资料，提高工作效率，为下一步的生产科研等提供

地质依据，某省可以“煤矿地测信息系统”为基础，针对不

同的地测软件研发一套完整的数据接口，科学分类，统一格

式，规范数据，完成全省各类地质资料的整合，建立煤田地

质资料数据库系统 [2]。

3. 钻井资料技术方案

以非常规天然气目的层作为切入点，以往煤田钻井资

料再分析主要包括 4 项内容 ( 图 2)。(1) 提取数据文件。全

面整理和分析地质报告等资料，重点提取单井地层综合柱状

图 ( 含地层、岩性柱子、测井曲线 ) 及其数据文件；(2) 构造－

图 1  煤田地质资料深度开发技术体系 图 2  钻井资料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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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环境分析。利用煤田地质报告、钻井报告及柱状图资料，

分析各地区构造、沉积特征，结合测井解释物性与岩心分析

物性特征，详细研究沉积环境及层序；(3) 地层划分与对比。

通过地层岩性、时代识别目的层位岩层界面，确定主要目的

层位岩层厚度，建立各个层位对比格架；(4) 多井目的层空

间对比。通过对不同地区多井分析，制作连井剖面，确定目

的层空间分布特征，结合构造和沉积条件分析，确定主要煤

层、页岩和砂岩层位的厚度、层位、埋深、岩性等地质参数。

4. 测井资料技术方案

测井方法是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评价的重要手段，不同

学者对其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煤田常规测井资料在煤系

气勘探中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 图 3)。(1) 测井资料

及分析化验测试资料的分类和收集。测井资料包括区块内常

规煤田测井资料以及其它测井数据。分析化验测试数据主要

是与测井建模相关的煤层含气量测试数据、岩石物理力学参

数测试数据、岩石声波波速测试数据、岩石电性参数测试数

据、岩石孔渗参数测试数据等；(2) 测井曲线的标准化。选

取合适的关健井、标准层为基准，对测井曲线进行标准化。

对于数字测井曲线老旧的纸质材料还存在数字化的问题。

将各种测井曲线数字化、标准化后形成数据库；(3) 测井建

模与解释评价。综合利用收集的测井资料和各类测试数据，

选择合适的测井参数，建立模型，对区块煤层含气量、煤层

顶板岩石力学性质、煤层顶板砂岩层段赋水性等进行解释评

价；(4) 解释结果分析评价与应用。结合煤层气综合测井资

料、分析化验测试资料等对常规煤田测井解释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修正等。最终形成一套煤田勘探过程中适用的常规煤

田测井精细解释方法 [3]。

图 3  测井资料技术方案

5. 地震资料技术方案

地震勘探可以提供煤层、泥页岩、砂岩的空间分布形态、

埋深、厚度、岩性甚至含气性等地质信息，从而进行煤系气

富集区的预测。基于以往煤田勘探地震资料现状，提出了下

一步煤系气勘探过程中地震资料重新处理和解释的主要内

容包括如下 ( 图 4)。(1) 通过测井合成记录标定，地质戴帽

以及层位引入等方法，进行时间剖面同相轴地震地质意义的

标定，明确地震波的层位属性，应用二维地震资料，进行全

区的对比追踪 [4]；(2) 利用二维地震资料，以常规剖面及特

征属性剖面相结合，精细落实断层发育特点，精细刻画断裂

体系，分析构造发育特征和演化史 [5]；(3) 利用测井数据和

地震速度谱，建立区内速度场，进行时深转换，构造成图；(4)

根据实际地震资料品质和钻井、测井等资料条件，采用地震

多属性分析技术，预测目的层 ( 煤层、泥页岩、砂岩 ) 厚度

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5) 综合精细构造解释成果，目的层

埋深、厚度变化特征以及保存条件分析等，寻找非常规天然

气勘探开发有利区域 [6]。

图 4  地震资料技术方案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整合以往煤田勘探资料，建立煤田地质资

料数据库系统；以煤层气、页岩气和致密气目的层为切入点，

重新处理和解释钻井、测井和地震等煤田地质资料，最终形

成了煤系气勘探过程中的煤田资料深度开发技术体系，希望

给业内人士带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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