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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一口会喷火的井

国内第一口常规油气资源勘探空白区的页岩气井今年

3

月出气燃烧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10

月

17

日清晨， 持续了一个月

的降雨在这一天终于放晴， 证券时报

记者从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县城出发， 车行

40

公

里， 到达山脚下的桑柘镇石板水村，

再沿盘山路颠簸

16

公里， 便到山间

一处安静的平地， 地面上整齐地铺着

钢管， 正中间高耸着一座飘着小彩旗

的巨型钻井架， 几个钻井工人穿着亮

橘红色工服、 头戴黄色安全帽。

蓝天白云、 青山鸟鸣、 整洁的厂

房、 清新的空气， 中石化华东分公司

在彭水县的常规油气资源勘探空白区

打的第一口成功出气的页岩气井———

彭页

HF-1

就在这里。

目前， 这口井日产气量稳定在

2.1

万方以上， 实现了复杂构造区海

相页岩气的战略突破。 不过， 由于产

量还不具备铺管网和压缩收集的投资

条件， 因此， 这些产出的页岩气现在

只能对空燃烧。

空白区勘探更艰辛

虽然每天

2.1

万方页岩气绝对量

不大， 但对于彭水这个常规油气完全

空白的地区来说， 已经是阶段性的突

破， 并且比常规油气区的钻井更加来

之不易。

据了解， 我国第一口页岩气井是

2009

年底中石油在四川威远开钻的

威

201

井，

2010

年

7

月成功出气，

日产量

1.08

万方， 还不如彭水井的

产量。 但是， 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副总

经理吴聿元告诉记者， 威远是成熟气

田， 页岩气与常规油气重合， 已经有

勘探开发的基础。 而彭水是处女地，

是新的空白区块， 地质情况根本未

知， 难度更大， 投入更多。

“这口井从去年

12

月开钻， 到

今年

3

月完钻并成功出气。 尽管开钻

时间不长， 但在此之前的基础地质调

查工作已付出

2

年时间。” 吴聿元说，

彭水是

2010

年国土部授予中石化的

一个页岩气专属区块， 与常规油气不

重合，

2010

年

8

月开始物探工作，

这是看得见的工作， 实际上无形的工

作还要早。

吴聿元说， 由于空白区风险更大，

对地层的特性需要摸索过程， 基础研

究用

2~3

年的周期是必然的， 包括对

这里地质工作规律的认识， 对储存禀

赋条件的认识， 通过盆地分析获取参

数， 采样研究化验看有没有页岩气潜

质， 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把气存在里面，

做大量的研究实验得出数据， 再做二

维地震资料采集把构造搞清楚， 最终

才选择好的井位， 才能去打井， 再测

井， 有好结果了才能进行压裂测试，

最终出气。 最短的周期没有一年也得

有大半年， 即使整个工序衔接的都非

常好， 打井的准备工作也要一年。

“并不是这一口井打下去就出气

了， 在这口井之前已经在其他空白区

打了

3

口井都没成功， 付出的代价相

当大。” 中石化华东分公司非常规资

源勘探开发指挥部副指挥长周玉仓告

诉记者， 空白区的地质结构复杂， 条

件艰苦， 勘查开发压力很大。

“我从事钻井工作十几年没碰到

过的事情在这里都能遇到。” 周玉仓

说， 这口井第一次打下去时出现岩溶

（浅表灰岩的溶洞漏失） 掉钻， 下面

的溶洞大到可以走人， 为了防止地上

重载设备引起塌陷事故， 要把地下像

建筑一样全部支撑起来， 这一件事就

做了

2

个月。 溶洞堵上后继续打钻，

最后进行水平井的压裂。

现在， 彭页

HF-1

是国内最大的

压裂水平井， 水平段长

1020

米， 整

口井完钻斜深

3500

米， 垂深

2500

米， 最大井斜

80

度。

20

收不回成本

目前， 彭页

HF-1

井日产气量稳

定在每天

2.1

万方， 如果按彭水县一

天用气量在

7

千方测算， 这口井够

3

个县城居民使用。 但是吴聿元认为，

从经济上看这口井并不算成功。

“我们一共打了

4

口井， 只有这

口成功出气了， 成功率只有

25%

。

如果按

1

口井花

5

千万算，

4

口井已

经花了

2

个亿， 这只是打井的钱， 再

加上前期做其他基础工作的钱， 可能

好几个亿都投下去了， 但是现在一天

只有

2

万方气， 与投入的几个亿比可

能

20

年也收不回来。” 吴聿元说， 这

口井总共投资大概近

1

个亿， 按目前

1

个亿的投入产出

2

万方气是没有经

济效益的。

据了解， 中石化目前的经济要求

是， 一口井投入控制在

5

千万以内，

产量要高于

5

万方才有立项有投资，

也就是投入

1

千万元产出

1

万方气才

有经济效益。 现在彭页

HF-1

井还达

不到要求， 因为还在前期探索中， 如

果再打几口井还达不到这个要求， 就

是经济不可行。

“与常规油气固定井深产多少量

就算突破不同， 页岩气的水平井比较

长， 分段压裂后的产量是递减的， 需

根据地层、 油层特点通过若干个模型

预测递减规律，

10

年累计产多少气，

气价情况、 投入情况、 税费情况如

何， 最终达到盈亏平衡点， 现在只能

做一种理论模型预测。” 吴聿元说。

在吴聿元看来， 投入产出比要达

到每投入

1

千万产气

1

万方， 就要降

三分之二的投入， 只留三分之一的成

本， 这个压缩空间非常难， 压力也非

常大， “道路非常漫长。” 他说。

“在

20

平方公里的彭水页岩气

试验区， 目前正在对

3

口井进一步施

工评价， 下一步很重要的任务是如何

提升产量， 降低施工成本。 这里具不

具备开发潜质， 有没有经济效益， 能

否成为接替能源， 还在评价之中。”

吴聿元说。

吴聿元告诉记者， 从

2008

年中石

化华东公司接受页岩气勘探开发到现

在投入不下几个亿， 其他一口井一点

气都没有就不去压裂测算了， 就不用

花那么多钱。 除了打井， 另外还有很

多费用。 如二维地震一公里就要

10

万

块左右， 现在已经做了好几千公里的

二维地震， 可能已经投下去几个亿。

高端技术仍需进口

在油气资源勘探空白区打页岩气

井， 如果说第一口成功出气的彭页

HF-1

是摸着石头过河， 走了很多弯

路， 那么接下来打井有了经验， 技术

也会有所改进， 但最重要的高端技术

还得从国外引进。

在距离彭页

HF-1

井

7

公里处，

就是彭页

3HF

井的巨型井架， 在这

里终于听见了机器轰鸣作业的声音。

彭页

3HF

井是中石化华东分公司自

己的钻井队在今年

9

月开钻的井， 预

计

11

月就能完钻， 目前井深

2300

米， 要打

4000

多米。 由于目前只在

钻井阶段， 只能算出钻井成本在

3

千

多万， 并且钻井设备也要

7

、

8

千万，

另外还有其他成本。

“彭页

HF-1

井为下一步区域的

规模化推进奠定了基础， 我们希望通

过工艺技术改进完善尽快打完彭页

3HF

井， 如果另外

2

口井在今年年底

也有比较好的效果， 我们会加大投

入， 将这里变为石化工作的产能基地

是完全可能的。” 吴聿元说。

不过， 地质工作认识有不确定

性， 从地表线索信息要判断地下

2000

米深的情况还是比较难的， 过

程中总有不确定性， 更不用说

2000

米后还要打

1000

多米的水平井， 还

要压裂改造， 这对技术精度的要求是

相当高的。 “因此， 我们总希望学习

借鉴国外的技术来少走弯路。” 吴聿

元说。

国外发展历程很漫长， 美国从七

八十年代开始勘探开发页岩气， 上世

纪末开始大规模开发， 到

2000

年后才

突破并找到一些规律， 他们有

30

多年

成功经验， 而中国的页岩气是

2009

年

后才提到议事日程， 缺乏应用型科研。

在吴聿元看来， 借鉴和学习别人的技

术可以缩短赶上他们的时间。 “现在中

石油、 中石化勘探开发从前期的调查评

价， 到井位选定、 钻探施工、 水平井的

实施都能做， 压裂也能做， 但效果不太

好， 这就是关键环节要与国外合作的原

因，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他说。

据了解， 中石化、 中石油等国家队

在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

90%

技术都有，

但是

10%

那部分高端技术还是要引入

国外的。

吴聿元指出， 国内技术与美国的差

距主要体现在周期和经济性上。 国内从

打井到压裂到投产的周期在

3

个月左

右， 而美国只要

20

天左右。 除了因彭

水是新区， 对地层的特性需要摸索过程

外， 在压裂液的配方和设计及使用工具

上也有差距。 以打水平井为例， 页岩气

真正有效的产层， 最关键的也就

10

来

米， 水平井需要在地下几千米进行定

向， 旋转导向定位不准可能穿出层位，

这就要求精度上的效果， 而国外的工艺

比国内有优势。 国内也能达到目标， 但

钻井的周期相对较长， 而周期是决定经

济效益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是要找到

页岩气的富集区， 提升产量， 分子加大

分母降低， 经济性就得以提高， 而从研

究技术层面看， 国内在页岩气的富集区

块的圈定上还有差距。

“压裂环节的工具配套绝大部分还

是依赖国外， 人家有工具有诀窍就必须

请他， 请几个人一套旋转导向仪器的服

务费一天就要近十万美元， 只有提高国

产化率， 成本才能降下来， 才会有经济

效益。” 吴聿元感叹。

编者按

：

全国第二轮页岩气招标即将于本周四开标

，

这次招标的

20

个区块均是常

规油气资源勘探空白区

，

与几大油公司手中在握的常规油气区块相比

，

在这里勘探开

发页岩气的难度更大

。

日前

，

在

“

2012

年找矿突破在行动 中央媒体基层行

”

活动中

，

证券时报记者跟随国土部有关负责人来到了致力于打造全国页岩气开发主战场的重庆

，

实地探访了国内常规油气资源勘探空白区第一口成功出气的页岩气井

———

位于重庆彭

水县的彭页

HF-1

井

，

深入了解了其勘探开发的曲折和艰难

。

开井难，难于上青天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上天难恐怕没有入地难， 搞油

气， 地下两三公里是看不到的， 不可

知、 不确定因素很多， 某种情况下的

难度不亚于卫星发射。”

说这话的是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副

总经理吴聿元， 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

已经在石油天然气勘探领域干了

20

几

年， 自称 “老地质”。 他从近几年开始

搞页岩气的勘探开发， 见证了国内页

岩气的发展历程。

“

5

年前， 页岩气理念从国外引

进时， 我们相对比较乐观， 并且充满

信心。” 吴聿元说， 现在干了几年以

后， 发现这么大的投入而产出不明显

后， 投资决策变得比原来更谨慎。

在吴聿元看来， 国内页岩气现在

总体还在起步阶段， 在进行工艺技术

的探索， 要形成规模有很长的路要

走。 “今天看到的美国成功了， 前面

可能牺牲了几代人是看不见的， 剩下

的才是成功。 而现在那些盲目进入这

个领域的非专业队伍， 无异于飞蛾扑

火。” 他说。

“石油天然气企业的成功概率世

界平均水平在

30%

左右， 专业队伍这

么多力量投入的情况下， 在很好的地

区也就

30%

成功。 国内有专业队伍基

础的油气公司目前还不知道页岩气赚

不赚钱， 其他非油公司进入后， 有可

能有活下来的， 但估计十有八九在前

期探索牺牲了， 也可能干两年就退缩

了。” 吴律元说。

高投入、 高回报， 同时伴随高风

险。 吴聿元认为， 所有搞石油行业的

都知道风险， 方圆几百平方公里都有

岩石， 但底下

2

公里有没有气， 含多

少气？ 不是有气就能搞， 而是有多少

气， 值不值得搞的问题。

“这就像赌石， 玉石市场里很多

赌石的， 但搞了

20

年的跟一窍不通的

有差别， 这里面的风险与团队和老板

的眼光有关， 你认识它是玉石， 风险

就小， 如果连石头是煤还是玉石都不

知道， 风险是百分之百的。” 他说， 选

择区块很重要， 第一眼看上哪可以决

定成败。 另外， 没干过的可以请高参，

请那些有专业知识背景干过的人， 最

难的是有没有打持久战的心态和能够

承受的极限是什么， 这非常关键。

至于页岩气商业化还有多长时间

路要走， 吴聿元认为， 有希望经过

5~

10

年使页岩气成为一个补充能源。

重庆力争

2015

年

页岩气产量超

10

亿方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周时洪

日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重庆市页岩气勘探开发规划 （

2012~

2020

） 框架正在拟定中， 年底前初稿

会出台， 根据规划， 重庆争取

2015

年页岩气产量达到

10

亿方以上。 另

外， 市财政已经安排专项资金投入

2.5

亿元来实施重庆市页岩气资源调

查评价项目。

在即将于本周四开标的第二轮全

国页岩气探矿权招标中， 重庆有

3

个

区块参与招标， 分别是渝东北城口地

区、 渝东南酉阳东和黔江地区。 周时

洪表示， 将全面支持大型企业参与重

庆市页岩气区块招投标。

据了解， 重庆目前正在打造三个

页岩气开发主战场， 一个在梁平常规

油气区块

60

平方公里范围内， 是中

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建设的我国第一

个页岩气产能建设示范区， 第一期产

能建设示范项目已正式启动。 据中石

化江汉油田天然气新区建设项目部生

产办公室主任易仲荣透露， 前期的

6

口评价井， 现在已经完成

1

口， 其他

的

5

口全部已经进入水平段， 最短的

800

米， 最长的

1500

米， 今年的投

资整个完成

7

个亿， 明年的投资估计

是

10

个亿， 预计

2015

年建成

3~5

个

亿的产能。 周时洪认为， 真正最有前

景的是中石化梁平产能示范区， 在打

了

102

口井后， 每年达到

3~5

亿方将

是最大的突破， 不是单井的突破。

第二个主战场在永川， 是中石油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与壳牌合作的高产

水平井来

101

井， 完钻井深

4695

米，

日产气量近

10

万方。 中石油的页岩

气最先民用， 每天都通过压缩罐装直

接卖给加气站使用。 不过由于勘查阶

段过程还没完成， 经济上还不划算。

第三个主战场包括重庆市国土房

管局在重庆黔江实施的页岩气评价井

“黔页

1

井”， 这是重庆钻探的第一口页

岩气评价井， 也是在中石油、 中石化

外， 由其他主体打出的第一口页岩气

井， 日产量

1500

方， 一直在对空燃烧，

黔江也因此成为最热的地方， 参与附近

区块投标人最多。 与即将招标的

3

个油

气资源空白区块和油公司已有的区块共

同构成第三个主战场。

周时洪说， 重庆面积

8.2

万平方公

里， 相当于一个小省， 是北京、 天津、

上海加起来的数倍。 根据最新评价结

果， 重庆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

12.75

万亿方， 占全国的

9.49%

， 可采资源潜

力为

2.05

万亿方， 占全国的

8.17%

， 双

双位列全国第三。 重庆地质结构与美国

产页岩气的地势相似， 属盆地边缘， 储

量丰富集中， 不像前两位的四川和新疆

那样分散。 而且， 重庆是大城市又是工

业城市， 需要页岩气作为能源， 因此既

能生产又能销售。

对于重庆页岩气从勘探试点到民用

还需多久， 周时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搞了近

30

年， 中国地质结构比美国

更复杂， 但中国以后可以引进技术、 设

备、 服务， 在这点上有一定优势。 按国

家规划和地方规划， 到

2015

年重庆产量

如果达到

5

亿方， 就可以进入民用阶段。

对于如何看待民企对页岩气的热情

高涨， 周时洪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地

质勘察风险很大， 民企与国家队不同，

如果资金、 实力、 技术不够， 中标会更

痛苦， 现在进入的至少一半以上会牺牲。

但是在后期环节民企是有可能进入的，

民企的商业嗅觉很灵敏， 已大批量进入

包括压裂车的生产等技术服务领域。

据了解， 重庆从

2008

年起就投入

资金开展页岩气研究， 页岩气研究水平

在全国领先。 业内专家认为， 重庆已经

成为全国页岩气资源战略调查先导试验

区的主战场， 可望在国内率先实现页岩

气开发产业化。

页岩气开采流程

排列整齐的管材 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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