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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钻获全球最古老页岩气藏 
为中国新能源重大突破
——我国寒武系页岩气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同时获得目前全球最古老页岩气藏

 »  文/陈岩  胡鹏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7日在北京召开

“湖北宜昌鄂宜页1井页岩气调查重大突破成果

研讨会”，宣布位于宜昌市点军区的鄂宜页1井

经过测试，单井每日获得产量6.02万立方米、

无阻气量每日达到12.38万立方米的高产页岩气

流，有望成为新的工业气田，并在距今约6亿年

前的震旦系陡山沱组地层，获得迄今全球最古老

页岩气藏。

鄂宜页1井位于宜昌市城区西南20公里处，是

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长江中游部署实施的第一口页岩

气压裂试气井，它纵向分为5个含油气地层，科研

人员称其为“5层楼式”的页岩气分布。圈定1200

平方公里有利区，预测资源量超5000亿立方米，

有望形成新的页岩气资源基地。

专家们认为，这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填补

中扬子寒武系油气勘探的空白，首次确立寒武系水

井沱组为页岩气勘查开发新的主力层系，对广大南

方复杂构造区块油气勘探具有示范引导作用，实现

了我国页岩气勘查从长江上游向长江中游的战略拓

展，对形成南方页岩气勘探开发新格局、支撑长江

经济带战略和油气体制改革等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这也是首次在长江中游获得高产页岩

气流，打破了我国页岩气勘查开发均集中在四川盆

地及周缘的局面。自主研发的复杂地质条件下页岩

气储层改造新技术，为获得高产气流提供了技术保

障。

下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将把页岩气地质调

查从已形成规模产能的长江上游向中、下游战略转

移，近期主攻中游地区，力争形成与重庆焦石坝、

四川长宁-威远三足鼎立的页岩气资源基地；中期

向下游地区拓展，努力形成南方页岩气勘查开发新

格局。（采编/康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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