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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书景、焦扬、刘亚雷、周新桂、杨超、温升福、杜小弟、郭涛、郭天旭、高永

进、李世臻、毕彩芹、薛宗安、周惠、迟焕鹏、张聪、康海霞、林燕华、宋腾、唐跃、韩淼、葛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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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需要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加大勘查

区块供给和出让力度。为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支撑油气矿业权竞争性出让，

服务企业油气勘探开发，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会同相关单位，在系统总结国内外油气地质调

查工作和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地质特征和油气成藏条件，编制了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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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技术要求（试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我国陆域油气（包括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的调

查内容、预研究与设计编审、调查方法和技术要求、勘查区块圈定、评价与分类、成果编制与提交和质量

控制等。 

本文件适用于陆域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31033  石油天然气钻井井控技术规范 

GB/T 33583  陆上石油地震勘探资料采集技术规程 

AQ 2004  地质勘探安全规程 

DZ/T 0217  石油天然气储量估算规范 

DZ/T 0254  页岩气资源量和储量估算规范 

DZ/T 0273  地质资料汇交规范 

DZ/T 0374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 

DZ/T 0378  煤层气资源评价规范 

DZ/T 0379  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NB/T 10260  煤层气评价井试采技术规范 

NB/T 14014  页岩气井试气技术规范 

SY/T 5087  含硫化氢油气井安全钻井推荐作法 

SY/T 5088  钻井井身质量控制规范 

SY/T 5360  裸眼井单井测井数据处理流程 

SY/T 5483  常规地层测试技术规程 

SY/T 5965  油气探井钻井地质设计规范 

SY/T 6294  录井分析样品现场采样规范 

SY/T 6940  页岩含气量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目的层 target stratum 

开展油气调查勘查工作所选定的重点地层层系或层段。 
注： 目的层主要包烃源岩、盖层、储层，以及富有机质页岩和煤层。 

 

油气勘查区块 exploration blocks of oil and gas 

在油气有利区开展进一步油气调查评价，基本查明具备油气成藏条件和勘探开发前景，可供开展油气

勘查的工作区。 

 

油气参数井 parameter well of oil and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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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实油气生成、储集和保存条件，获取目的层的深度、厚度、岩性组合、有机地球化学、矿物组成、

储集性能、岩石力学、温度、压力、含油气性和物探标定解释等关键参数为目的，为实现油气突破或发现

而部署的钻井。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 oil and gas bearing test 

以获取含油气层段温度、压力、产能、流体性质等参数，查明油气层位及其工业价值，针对优选的含

油气层段而开展的地层测试作业。 

4 总体要求 

目的任务 

以发现和评价油气资源、优选有利勘查区块为目的，采用油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查、油气参数井

钻探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等工作方法，了解油气地质条件、有机地球化学特征、成藏机理、资源潜力、技

术经济条件和环境影响因素等，开展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支撑勘查区块出让，为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提供基础地质信息与资料。 

基本要求 

4.2.1 在 1:50 000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和油气资源评价基础上，选择油气地质条件好、矿业权空白区且符

合国土空间管理要求的油气有利区部署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 

4.2.2 在调查工作中，以资源规模大、资源丰度高、勘探开发条件好的油气藏（类型）为主要目标，兼

顾其他油气藏（类型）。 

4.2.3 按照整体部署、分步实施的原则部署调查工作，做好不同调查方法的有机衔接。 

4.2.4 以获得油气调查发现和突破为目的，部署和实施二维地震勘查、油气参数井钻探和地层含油气性

测试等工作。 

4.2.5 在充分利用以往地质调查的资料和成果基础上，选择经济、快速、有效、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方

法手段，加强新技术、新方法的试点与应用推广。 

4.2.6 将绿色发展、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贯穿于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的全过程。绿色调查执行 DZ/T 

0374的要求，安全生产执行 AQ 2004的要求。 

工作内容 

4.3.1 基础地质条件分析 

4.3.1.1 构造特征。构造样式、规模、产状、性质、空间分布、发育顺序、断裂级别和切割关系，以及

构造对油气赋存条件的影响等。 

4.3.1.2 地层特征。地层时代、岩性、岩相、层序及空间展布、接触关系等。 

4.3.1.3 沉积特征。沉积物组分、结构、构造和古生物化石，以及水动力条件、气候类型、沉积相类型、

分布和模式等。 

4.3.1.4 岩石矿物学特征。目的层岩石类型、结构构造、矿物组成和晶型，以及成岩作用特征等，并判

断其所指示的环境意义。 

4.3.2 油气成藏条件分析 

4.3.2.1 烃源岩特征。空间展布、岩石类型、总有机碳含量、有机质类型、热演化程度，以及生烃史和

生排烃强度等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4.3.2.2 储层特征。空间展布、岩石类型、结构构造、矿物组成、成岩作用、成岩阶段、储集性能（孔

隙度、渗透率等）、储层分类等。 

4.3.2.3 盖层特征。发育及展布、岩石类型、结构构造、矿物组成、封盖性能等。 

4.3.2.4 生储盖组合特征。烃源岩、储层和盖层三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相互配置关系，以及组合类型

等。 

4.3.2.5 圈闭条件。圈闭类型、圈闭形态、高点埋深、闭合高度、闭合面积、圈闭有效性等。 

4.3.2.6 运移条件。运移通道类型、运移方向、运移距离、运移有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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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7 保存条件。构造运动、断裂活动、岩浆作用、地层水特征条件等。  

4.3.3 页岩气成藏条件分析 

4.3.3.1 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富有机质页岩空间展布、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热演化程度和生烃排

烃强度等。 

4.3.3.2 岩石矿物特征。页岩岩石类型、结构构造、矿物组成、岩性组合等。 

4.3.3.3 储集性能。富有机质页岩的孔隙结构类型（包括有机孔、无机孔等）和裂缝发育特征，页岩储

层的孔隙度、渗透率和含气性等。 

4.3.3.4 保存条件。构造运动、断裂分布，以及顶板与底板空间展布、岩性、厚度、渗透性和突破压力、

页岩地层压力等。 

4.3.3.5 页岩岩石力学与地应力场特征。抗压强度、杨氏模量、泊松比、抗拉强度等岩石力学参数，以

及三轴应力参数等。 

4.3.4 煤层气成藏条件分析 

4.3.4.1 有机地球化学特征。煤岩空间展布、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煤阶和生烃排烃强度等。 

4.3.4.2 岩石矿物特征。煤岩岩石类型、结构构造、矿物组成等。 

4.3.4.3 储集性能。煤岩类型、煤体结构、物质组成、孔隙类型、割理等发育特征，煤岩储层的孔隙度、

渗透率和含气性等。 

4.3.4.4 保存条件。构造运动、断裂分布，以及顶板与底板封闭能力、煤层地层压力等。 

4.3.4.5 煤岩岩石力学特征。抗压强度、杨氏模量、泊松比等岩石力学参数等。 

4.3.5 含油气层段特征研究 

4.3.5.1 空间展布、厚度、埋深、岩石类型、矿物组成和岩性组合。 

4.3.5.2 孔隙结构特征、孔隙度、渗透率、含油气性。 

4.3.5.3 岩石力学性质、地应力场特征。 

4.3.5.4 温度、压力、油气产能、流体性质。 

4.3.6 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 

4.3.6.1 圈定油气勘查区块。 

4.3.6.2 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评价的关键参数分析。 

4.3.6.3 油气勘查区块的分类。 

4.3.6.4 编制油气勘查区块资料包。 

4.3.7 资源潜力、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 

4.3.7.1 油气类型与成藏机理。 

4.3.7.2 油气资源潜力评价方法，油气资源潜力与分布特征。 

4.3.7.3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技术和经济可采资源量。 

4.3.7.4 油气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因素，生态环境允许的油气资源量。 

工作程序 

资料收集、野外踏勘、设计编审、地质剖面实测、地球物理勘探、油气参数井钻探、实验测试分析、

含油气层段优选、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勘查区块圈定、评价与分类，以及成果编制与提交。综合研究和专

题研究贯穿调查评价的全过程。 

5 预研究与设计编审 

资料收集 

主要包括内容如下。 

a) 最新出版的调查区及邻区地形图、地质图等相关基础地质资料和成果报告。 

b) 地球物理、油气化探资料，钻井、测井、录井等地质勘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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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验测试分析资料。 

d) 科研成果（专题研究报告、专著和论文等）。 

e) 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象及国土空间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相关资

料。 

资料整理与分析 

5.2.1 资料分类整理，编制资料目录，建立资料档案。 

5.2.2 开展区域地质背景、油气地质条件、油气显示情况、油气成藏规律等综合分析。 

5.2.3 根据需要编制工作程度图、地层综合柱状图、构造分区图、构造纲要图、地球物理资料品质评价

图和解释成果图等图件。 

野外踏勘 

5.3.1 对调查区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环境、构造特征、地层出露、烃源岩及储层发育等情况进行

概略了解，以穿越不同构造单元、代表性地质剖面和地理环境的路线地质踏勘为主，对收集的有关资料进

行野外验证。 

5.3.2 了解调查区地球物理、钻井工程施工条件及人文干扰情况。 

5.3.3 踏勘野外地质剖面时应适当采集目的层岩石样品，进行分析测试。 

设计编制与审批 

5.4.1 在资料分析和野外踏勘的基础上，确定拟开展区块优选调查工作的范围、主攻油气藏类型，明确

调查内容、技术路线、工作方法手段和预期成果等，编写调查区区块优选调查评价设计书，提纲参照附录

A。 

5.4.2 设计书应由任务下达单位组织评审，报请项目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组织实施。经审查批准的设计

书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由设计编制单位提出变更方案，报请项目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方可执行。 

6 调查方法和技术要求 

地质剖面实测 

6.1.1 工作内容 

6.1.1.1 调查研究区目的层及其上覆、下伏地层的厚度、岩性、产状、结构构造、沉积特征、矿物组成、

有机地球化学和地层接触关系等，采集岩石样品。 

6.1.1.2 在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和煤层剖面测量过程中，对野外露头的自然伽玛、地球化学等数据进行测

量。 

6.1.1.3 在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区域地层划分及对比，建立沉积充

填序列和地层格架。 

6.1.2 部署原则 

6.1.2.1 在调查区或邻区内，选择能够代表调查区目的层地质特征的出露地层进行地质剖面实测。 

6.1.2.2 剖面线应布设在目的层出露连续、顶底界线基本清楚、化石丰富、相标志明显的地段。 

6.1.2.3 尽可能选择在构造简单的地段，并且剖面方向宜垂直于地层走向。 

6.1.2.4 在对以往实测的地质剖面野外验证的基础上，可以修测使用，并采集岩石样品。 

6.1.3 技术要求 

6.1.3.1 每一套目的层至少应有一条实测剖面控制。 

6.1.3.2 重点对目的层及其上覆、下伏地层进行观察描述，系统采集相关岩石样品，了解其厚度、岩性、

矿物组成、有机地球化学和储集性能等，以及生储盖组合关系、富有机质页岩或煤岩与顶、底板组合关系。 

6.1.3.3 实测地质剖面比例尺为 1:500 ～ 1:1000。 

6.1.3.4 实测地质剖面宜与地球物理剖面相连。 

6.1.4 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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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实测地质剖面图和目的层大比例尺综合柱状图，建立地层格架，主要内容包括岩性、地层层序、

化石组合、沉积相、生储盖组合、富有机质页岩或煤岩与顶、底板组合，以及矿物组成、有机地球化学、

储集性能和岩石力学性质等分析数据。 

二维地震勘查 

6.2.1 工作内容 

6.2.1.1 采集试验。根据地质任务要求，在采集前详细了解工区内干扰波类型及分布；通过对调查区表

层和深层地震地质条件的分析，针对不同岩性进行激发井深、药量对比试验，根据干扰波特点进行不同检

波器组合方式试验，掌握不同激发方式对提高地震有效波能量的影响程度和不同的检波器组合的接收效果，

确定适合该区的激发接收参数。 

6.2.1.2 采集参数设计。收集分析工区以往地质、地球物理资料，结合野外踏勘情况，编制地震资料采

集设计,以试验和方法论证结果为依据,并通过模型正演计算加以验证。 

6.2.1.3 地震资料采集。根据采集实验结果，结合野外施工条件、设备条件、经济效益等因素综合论证

分析，明确观测系统并布设，通过人工激发波场，利用采集接收设备记录来自地下不同岩层分界面的地震

波场。 

6.2.1.4 地震资料处理。利用计算机对野外采集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加工，以得到高质量、可靠的地震

剖面数据。主要是通过静校正、去噪、振幅补偿、反褶积等技术方法，提升资料信噪比及分辨率，利用精

细速度分析，建立高精度速度模型，开展剩余静校正、叠加及偏移成像。 

6.2.1.5 地震资料解释。利用处理获得的地震剖面，通过地层标定、层位追踪、断层解释和构造成图等

地震资料地质综合解释，查明调查区地层格架、目的层展布、断裂发育和圈闭特征，以及富有机质页岩、

煤层构造特征；资料品质较好情况下，利用地震属性分析、地震反演等技术，预测沉积相带、微裂缝分布、

总有机碳含量、地应力等。 

6.2.2 部署原则 

6.2.2.1 地震测线原则上应为直测线，应选择地表地震地质条件较好的位置，应尽可能控制调查区内的

主要构造单元，保证圈闭构造的完整性或覆盖富有机质页岩、煤层发育区，以确保得到目的层有效反射。 

6.2.2.2 主测线部署应垂直调查区主构造走向或沿区域主应力方向，联络测线尽可能与主测线垂直，以

构成控制整个调查区的地震测网。 

6.2.2.3 施工参数需通过论证和现场试验确定，排列长度应不小于目的层埋深的 1.5 倍 ～ 2 倍，地表

结构复杂时，应配套浅表结构调查工作。 

6.2.2.4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情况、勘探程度和构造特征综合确定地震测线间距，原则上不大于 10 km，拟

部署油气参数井的有利目标区可加密到 2 km ～ 4 km。 

6.2.2.5 地震测线宜通过已有钻井。 

6.2.2.6 地震测线部署应与前期至少 1 条 ～ 2 条重力、磁法、电法等测线相近或重合，力求多种方法

相互验证。 

6.2.3 技术要求 

6.2.3.1 二维地震观测系统设计以满足不同埋深目的层（段）构造成像为重点，对道距、覆盖次数、最

小炮检距、最大炮检距、附加段等参数开展观测系统参数论证和设计，参照 GB/T 33583 的要求执行。 

6.2.3.2 激发和接收方式根据不同地质目标需要和地震、地质条件确定，应保证较宽的激发地震波频带

和足够的能量。在尽可能保护好高频有效信息，并有利于压制规则干扰和环境噪音干扰、保证有效波基本

不被削弱的前提下，设计适宜的检波器组合方式，参照 GB/T 33583 的要求执行。 

6.2.3.3 采集试验内容要全面，试验点选择要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根据地质任务要求，优选激发和接

收参数，优化观测系统。 

6.2.3.4 采集数据地震波场齐全、完整，主要目的层地震反射清晰，特征明显。 

6.2.3.5 采用相对保幅保真处理，以保持主要目的层段地震资料相对振幅关系和动力学特征。 

6.2.3.6 采用高精度速度建模与偏移成像，确保偏移归位准确，获得高品质地震剖面。 

6.2.3.7 地震解释反射层对比解释合理，追踪相位一致，断层系统组合合理，符合地质规律。 

6.2.4 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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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二维地震采集原始数据及处理、解释成果数据，二维地震采集、处理和解释成果报告。 

6.2.4.2 二维地震处理、解释成果剖面，目的层顶、底面及重要地质界面等 T0图、构造图、埋深图，目

的层厚度等值线图，地震波阻抗、波形等反演剖面图，地震地质剖面图，油气综合评价图等。 

油气参数井钻探 

6.3.1 工作内容 

6.3.1.1 钻井 

依据钻井地质设计、工程设计，选择适宜的钻机和配套设备，优选钻头和钻具组合，使用有利于储层

保护、井底压力控制、油气发现及性能合理的钻井液体系。采用合理的钻井参数进行地层钻进，获取相应

地层的岩屑、岩心，开展地层漏失或破裂试验。按照固井设计要求下入相应规格尺寸的套管，并完成固井

作业。按照完井设计要求进行完井或封井。 

6.3.1.2 录井 

在油气参数井钻探过程中，开展岩屑录井、岩心录井、气测录井、工程录井、钻井液录井、地球化学

录井。在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和煤层，开展元素及矿物录井、核磁共振录井等特殊录井项目。 

6.3.1.3 测井 

在油气参数井裸眼井段，开展自然伽马（能谱）、自然电位、井径、双侧向（双感应）、微球、补偿

声波、补偿中子、岩性密度、井温、井斜方位。在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和煤层，加测自然伽马能谱、元素测

井、偶极子声波、声电成像及核磁共振。下套管固井后，开展自然伽马、声幅、变密度和磁定位固井质量

测井。 

6.3.1.4 地质设计、工程设计和施工设计 

项目承担单位组织编制钻井（含固井）、录井、测井的地质设计、工程设计；任务下达单位委托工程

技术中心组织评审地质设计、工程设计；地质设计、工程设计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由项目承担单

位提出变更方案，报请任务下达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工程承担单位组织编制钻井（含固井）、录井、

测井的施工设计；任务下达单位委托工程技术中心组织评审施工设计；施工设计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

的应由工程承担单位提出变更方案，报请项目承担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 

6.3.2 部署原则 

6.3.2.1 调查区内原则上至少部署 1口油气参数井。 

6.3.2.2 井位宜部署在地震测线上，或靠近地震测线。 

6.3.2.3 井位宜部署在圈闭构造有利部位、富有机质页岩或煤岩发育区。 

6.3.2.4 井位宜避开浅层岩溶发育区带。 

6.3.2.5 以钻穿目的层、揭示地层最全、钻探进尺最少为原则。 

6.3.3 技术要求 

6.3.3.1 钻井 

主要要求如下。 

a) 井型一般为直井，特殊情况下，可设计定向井或水平井。 

b) 在钻井工程设计中须依据钻井地质设计要求，按照安全、环保、高效的要求设计合理的井身结构。

井身结构设计应该做到保护地下水不受污染，有效封隔地表及地下易垮塌、漏失、溢流等复杂地

层，为全井的安全顺利钻进创造有利条件，根据设计深度和地层情况，一般可设计为三开井身结

构；如果设计井深在 2000 m以浅，且地层稳定则可以采用二开井身结构；如果井深在 3000 m以

深，地层复杂，则可设计更多开次的井身结构，保证安全钻井。 

c) 井身质量应不低于 SY/T 5088 中的要求，井径扩大率和取心收获率应满足钻井地质设计的要求，

固井质量应满足后期可能的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安全顺利作业要求。 

d) 根据设计井深及最大工作载荷配备相应级别的钻井设备、井控装备及其他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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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钻具组合应综合考虑防斜、钻井提速、安全稳定等因素，并进行钻具强度校核，定向井和水平井

钻具组合应按照造斜、增斜、稳斜、降斜等要求针对性设计。 

f) 钻头类型和钻井参数的选择应满足资料录取要求，兼顾钻井提速。 

g) 钻井液体系和性能应有利于储层保护、井底压力控制、油气发现，钻井液密度应略大于预测地层

压力当量密度，钻井液密度附加值为：油井 0.05 g/cm
3 
～ 0.10 g/cm

3
，气井 0.07 g/cm

3 
～ 0.15 

g/cm
3
。 

h) 按照预测最高地层压力及 GB/T 31033中的相关要求配备井控设备，井场应储备充足的井控物资，

钻井过程中定期开展井控演练，含硫油气井作业执行 SY/T 5087的要求。 

i) 根据油气显示情况确定完井方式，需要进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的井应按照固井设计下入相应尺寸、

钢级和壁厚的套管，并完成固井，固井质量合格，且应满足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安全顺利作业要求，

最后选择和安装与后期压裂施工配套的井口装置。 

j) 完成设计井深或钻穿设计目的层 50 m 后，如无油气显示完钻，按照封井要求注水泥塞封井；如

有油气显示，应组织专家讨论，完成补充钻井地质和工程设计，依据补充设计井深完钻；完钻井

径原则上不小于 152.4 mm。 

k) 在钻井工程设计中应明确封井、弃井设计要求。 

l) 一般设计井深 2000 m 以浅的参数井，钻井周期不超过 60 天；设计井深 2000 m～3000 m 的参数

井，钻井周期一般不超过 80天；设计井深 3000 m ～ 4000 m的参数井，钻井周期一般不超过 120

天，设计井深 4000 m ～ 5000 m的参数井，钻井周期一般不超过 150天，设计井深 5000 m ～ 6000 

m的参数井，钻井周期一般不超过 200天；超过 6000 m的钻井则需要根据专家论证情况合理预测

钻井周期。 

m) 参数井钻井技术服务一般应选择拥有相应的钻机及配套设备、岗位齐全、后勤保障有力，并具有

相似地区参数井施工经验的单位承担。 

6.3.3.2 录井 

主要要求如下。 

a) 岩屑录井取样间距目的层每米取样 1包，非目的层 2 m ～ 4 m取样 1 包，每包不少于 500 g，进

行分层定名、岩屑描述和样品选取。采用油基钻井液施工时，用基础油清洗岩屑，不能烘烤。 

b) 岩心录井应准确卡准层位，记录取心层位、取心时间、回次、井段、出筒时间、进尺、心长、收

获率，进行岩心描述和扫描。 

c) 气测录井应在钻井过程中连续测量，起下钻后进行后效气测录井，记录全烃、甲烷、乙烷、丙烷

等数据。 

d) 工程录井应记录井深、钻时、钻压、悬重等钻井参数和进出口钻井液流量、电导率、密度、温度

等钻井液参数。 

e) 地球化学录井应挑选有代表性的岩样，严格按照分析步骤进行分析，获取不同热解温度的烃含量、

总有机碳含量等参数。 

f) 钻井液录井应按时记录钻井液全性能，钻遇油气显示时观察并记录泥浆池液面变化，进行泥浆取

样，现场氯离子滴定分析间距在目的层段每 10 m ～ 50 m取样一个，非目的层段每 25 m ～100 m

取样一个。 

g) 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元素录井宜采用 XRF 等分析仪，现场对页岩中的 Si、Ca、Al、Fe、Mg 等主要

元素及微量元素进行含量分析。 

h) 核磁共振录井应采用回波间隔小于 0.3 ms 的高分辨率核磁共振录井仪，对新鲜样或基础油饱和

样进行分析。 

i) 应根据地层、岩性、古生物和含油气性分析等特殊地质情况，进行岩屑、岩心、钻井液等加密取

样，若目的层或重要油气显示层未进行钻井取心，应增加井壁取心，以满足含油气层段优选和单

井综合地质评价需要。 

j) 录井过程中严格按质量标准取全取准原始数据、异常显示层段做好现场解释，录井项目内容及工

作要求参照 SY/T 5965 执行。 

k) 重点油气参数井宜选用引进综合录井仪，其它油气参数井可选用国产综合录井仪。 

6.3.3.3 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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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要求如下。 

a) 测井项目内容及工作要求应在钻井地质设计中明确，具体要求参照 SY/T 5965 执行。 

b) 精细描述地层裂缝、地应力、矿物成分、孔隙结构、流体等特征，为储层精细评价和含油气层段

优选提供依据，可针对目的层加测元素测井、偶极子声波、声电成像及核磁共振等特殊测井项目。 

c) 测井现场原始数据记录清单应填写齐全，数据进行回放检查，各条曲线进行深度校正，原始图件

按规范要求绘制，重复测井相对误差原则上小于 5%。 

d) 测井完成后按规范进行测井数据环境校正和深度校正等资料预处理工作，利用相关技术方法和模

型进行目的层的总有机碳含量、岩性、物性、电性、含气性、脆性和可压性等各类参数计算，具

体要求参照 SY/T 5360 执行。 

e) 重点油气参数井宜选用 LOG-IQ 测井系列，其他油气参数井可选用 ECLIPS-5700 测井系列或性能

类似测井系列。 

f) 测井工程最小深度为 1000 m，最小测量井段为 300 m。 

6.3.3.4 固井 

主要要求如下。 

a) 各开次套管串结构、钢级、壁厚、内外径应该符合 API标准要求，且满足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的需

要。 

b) 固井前施工单位应对现场用水、钻井液进行取样，按设计配制水泥浆，进行相容性实验，并将实

验情况和结果附于固井施工设计之后。 

c) 固井施工作业应按照经审批通过的固井施工设计进行实施。 

d) 应按照水泥浆用量和性能、水泥浆体系、流变性、水泥浆添加剂及前置液体系等实施方案要求，

进行水泥浆配方试验、注水泥浆管柱试压等准备工作。 

e) 注水泥过程中应控制和保持注入排量，替浆数量和碰压按设计要求进行。 

f) 固井水泥返高一般要求返至地面，如有特殊要求按照钻井工程设计要求执行。 

g) 按固井质量测井结果进行固井质量评价，要求达到良好以上。 

6.3.3.5 岩心现场分析技术要求 

主要要求如下。 

a) 现场应及时进行岩心浸水实验和含气量解析，获取岩心含气性特征和解析气含量。岩心含气量解

析执行 SY/T 6940的要求。 

b) 现场采用手持伽马能谱仪和元素扫描仪对岩心进行扫描，获取目的层各元素含量及分布特征，以

判断岩心总有机碳含量、矿物组成和脆性特征。 

6.3.4 工作成果 

6.3.4.1 原始资料 

包括钻井井史、钻井、录井、测井、中途测试等原始资料。 

6.3.4.2 总结报告 

包括钻井完井总结报告、录井总结报告和测井总结报告，报告提纲和格式应符合附录B.1、B.2和B.3

要求。 

实验测试分析 

6.4.1 工作内容 

6.4.1.1 主要开展有机地球化学、矿物岩石、储层物性、含油气性、流体性质等分析测试，根据需要辅

以无机地球化学和古生物化石等方面的测试和鉴定工作。 

6.4.1.2 岩石热解、薄片鉴定、碳酸盐含量、核磁共振等测试分析项目可以在现场进行，其他测试分析

项目均在实验室进行检测。 

6.4.2 采样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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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按钻井地质设计要求采样，采集的样品应具有代表性，样品测试分析应由取得国家级计量认证

资质的实验室承担。 

6.4.2.2 有机地球化学：泥质岩岩心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1000 g，碳酸盐岩岩心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1500 g，

采样密度每 1 m取 1 ～ 2块；岩屑样品应在选样深度上下 5 m范围内选取，质量不少于 500 g，采样密度

每 5 m取 1 块。 

6.4.2.3 岩石矿物：泥质岩岩心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200 g，砂岩、碳酸盐岩岩心样品的质量不少于500  g，

采样密度每 1 m 取 2 ～ 4 块；岩屑样品应在选样深度上下 3 m 范围内选取，质量不少于 50 g，采样密度

每 3 m取 1 块。 

6.4.2.4 储层物性：岩心样品长度 50 mm ～ 100 mm，宽度大于 40 mm，高度大于 10 mm，采样密度每 1m

取 2 ～ 4 块；岩屑样品质量不少 50 g，采样密度单层厚度不大于 5 m 的储层取一个样品，厚度大于 5m

的储层每 5 m取一个样品。 

6.4.2.5 含油气性：岩心样品应进行密封，样品长度 50 mm ～ 100 mm，宽度大于 50 mm，高度大于 10 mm，

采样密度油斑及其以上或气测全烃显示达到基质 3倍及以上含油气级别每 1 m取 5 ～ 10块，油迹及以下

或气测全烃显示低于基质 3倍每 1 m取 2 ～ 4块。 

6.4.2.6 流体性质：油、气、水样应使用容积 1000 mL 的器皿进行采集，注意保持样品密封性；当发生

油侵、气侵、水侵、井涌、井喷和中途测试、完井测试时，要取样。 

6.4.2.7 采样密度和样品制备等执行 SY/T 6294的要求。 

6.4.3 测试项目 

6.4.3.1 有机地球化学：总有机碳（TOC）、干酪根显微组分、镜质体反射率（Ro）、岩石热解、色质分

析、干酪根同位素等。 

6.4.3.2 矿物岩石：薄片鉴定、扫描电镜与能谱、全岩和粘土矿物 X衍射、矿物定量分析等。 

6.4.3.3 储层物性：孔隙度、渗透率、岩石密度、碳酸盐含量、核磁共振、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纳米

CT、微米 CT等。 

6.4.3.4 含油气性：含油饱和度、含气饱和度、氯仿沥青“A”、含气量解析、石油和天然气组分等。 

6.4.3.5 流体性质：油气水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等。 

6.4.3.6 无机地球化学：主量、微量和稀土元素等。 

6.4.3.7 古生物化石鉴定：名称、种属、形态、时代、化石组合等。 

6.4.4 工作成果 

6.4.4.1 原始资料 

分析测试原始数据、表格、图像等。 

6.4.4.2 成果资料 

实验测试报告，包括有机地球化学、矿物岩石、储层物性、含油气性、流体性质等分布特征的综合柱

状图。 

含油气层段优选 

6.5.1 工作内容 

6.5.1.1 开展目的层的岩性组合、有机地球化学、矿物组成、储集性能、岩石力学、含油气性和地应力

场等综合分析和研究。 

6.5.1.2 目的层含油气性综合评价，优选有利的含油气层段（甜点段）。 

6.5.2 技术要求 

6.5.2.1 以岩样实验分析的总有机碳（TOC）、孔隙度、渗透率、含气量、含油气饱和度、脆性矿物含量

等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测井模型和公式计算获得相应含油气性等数据。 

6.5.2.2 应依据钻井、录井、测井和实验测试分析资料，综合评价优选含油气层段。 

6.5.2.3 含油气层段岩心的含油级别常规石油显示应在油迹以上，凝析油显示应在荧光以上。 

6.5.2.4 含油气层段气测全烃异常值和甲烷异常值应在基值的 3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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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5 含油气层段页岩岩心解析含气量≥1 m
3
/t，甲烷含量≥70%，TOC≥1.0%。 

6.5.2.6 含油气层段煤岩岩心解吸含气量≥2 m
3
/t，甲烷含量≥70%。 

6.5.3 工作成果 

含油气层段优选的报告和含油气层段综合柱状图。主要内容包括：岩性、总有机碳（TOC）、镜质体

反射率（Ro）、孔隙度、渗透率、含油气性、岩石力学参数、地层压力、地应力场、固井质量等。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 

6.6.1 工作内容 

6.6.1.1 依据地质设计和工程设计，选择适宜的坐封、射孔、压裂、钻塞、排液和测试等设备，准备足

量的压裂液和支撑剂等材料。 

6.6.1.2 安装井口装置，进行井筒准备、地面流程安装和固定。 

6.6.1.3 依据施工设计，开展试压、坐封、射孔、压裂、钻塞、排液和测试工作。 

6.6.1.4 不压井完井、封井、弃井。 

6.6.1.5 项目承担单位组织编制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的地质设计、工程设计；任务下达单位委托工程技术

中心组织评审地质设计、工程设计；地质设计、工程设计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由项目承担单位提

出变更方案，报请任务下达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工程承担单位组织编制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的施工设

计；任务下达单位委托工程技术中心组织评审施工设计；施工设计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由工程承

担单位提出变更方案，报请项目承担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 

6.6.2 部署原则 

6.6.2.1 对于油气显示较好的油气参数井，原则上应开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工作。 

6.6.2.2 对于正在钻遇的油气显示强烈的目的层，为了避免继续钻进造成油气层污染伤害，且快速获取

产能、流体性质等参数，可采取中途（裸眼）测试。 

6.6.2.3 对于油气显示强烈、储层物性较好的目的层，原则上不进行储层改造，直接进行完井射孔测试。 

6.6.2.4 对于油气显示较好、储层物性较差的致密油气层，应先进行储层改造（包括压裂、酸化等），

再进行完井测试。 

6.6.2.5 一口井有多个层段需要测试时，原则上应按由下至上顺序逐层测试，避免大井段合试或多解释

结论层合试。 

6.6.3 技术要求 

6.6.3.1 根据地质和工程资料确定合理的测试工艺和施工参数，编写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地质设计、工程

设计和施工设计，指导测试施工作业；需要进行压裂裂缝监测的井，应结合井场周边地表和地下地质条件，

编写压裂裂缝监测工程设计。 

6.6.3.2 试压前，应进行井筒通井、刮管、洗井、替液、探人工井底等准备作业；根据风向、居民区、

道路、油罐区、电力线等设施分布情况安装地面流程，并采用水泥基墩进行固定。 

6.6.3.3 压裂前，应对井口装置、套管头法兰、井筒、地面管汇等进行试压至设计压力，稳定 30 分钟，

压降小于 0.7 MPa为合格；分离器及其进、出管线应根据分离器安全阀的承压要求进行施压。 

6.6.3.4 依据施工设计，选择电缆输送射孔、油管输送射孔、连续油管射孔、泵送电缆桥塞-射孔联合作

业等方式射孔，并录取射孔施工的时间、深度、层位、厚度、簇号、簇长、孔数、孔密、压井液类型和密

度、油气水显示等数据资料。 

6.6.3.5 压裂液罐容积、压裂液供水能力，以及滑溜水、线性胶、预处理酸等压裂液的配置应满足压裂

设计要求；支撑剂及各类添加剂的规格、型号、数量，应达到压裂设计要求；连续混配装置的稳定压裂液

供给量不低于设计最大泵注排量的 1.0 倍 ～ 1.2 倍。 

6.6.3.6 压裂施工前应开展压裂试井、地应力分析。压裂施工过程中应录取时间、段号、段长、施工压

力、破裂压力、停泵压力、施工排量、砂比、压裂液量和液型、砂量和砂型等资料。 

6.6.3.7 钻塞连续油管使用年限和入井工具型号符合设计要求，入井前应做拉力实验。 

6.6.3.8 排液放喷应由专人负责，随时观察井口、流程压力及风向变化；放喷排液时，应点燃防喷口的

“长明火”，录取时间、防喷制度、油压、套压、喷出物情况等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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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9 测试求产应求得一个高回压下的稳定产量数据，压力波动范围小于 0.1 MPa，产量波动范围小于

10%，稳定时间视产量大小定；录取孔板直径（油嘴直径），油、气、水产量，气油比，油压，套压，流

压，静压，压力恢复曲线，油、气、水样分析等资料。 

6.6.3.10 对于具有工业油气流和投产条件井，应采取选用不压井装置或连续油管下入完井管柱完井；对

于获得工业油气流的井，暂时无条件投产，进行暂时性封井。对于没有开采价值的井或产层以上存在严重

套损的井，以及地质、工程报废井，按报废井做永久性弃井处理。 

6.6.3.11 常规地层含油气性测试执行 SY/T 5483 的要求，页岩气井地层含气性测试执行 NB/T 14014 的

要求，煤层气井地层含气性测试执行 NB/T 10260的要求。 

6.6.4 工作成果 

6.6.4.1 原始资料 

主要要求如下。 

a)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地质设计、工程设计、施工设计，以及压裂裂缝监测工程设计。 

b) 涉及 a)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全套的数据图件资料、各种施工技术班报表等原始

资料，每日提供压裂试油试气日报，提交工程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文件等资料。 

6.6.4.2 成果资料 

主要要求如下。 

a)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工程施工总结、微地震监测压裂工程施工总结。 

b)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工程成果报告、微地震监测压裂工程成果报告。 

c) 各类文、图、数据的电子数据。 

6.6.4.3 油气参数井综合评价报告 

主要要求如下。 

a) 原则上，油气参数井完钻或完成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后一年内完成油气参数井的单井综合评价工作。 

b) 开展单井综合评价，并编写单井综合评价报告和编制相关图件，油气参数井综合评价报告报告提

纲和格式应符合附录 C要求。 

7 勘查区块圈定、评价与分类 

勘查区块圈定 

7.1.1 在油气远景区、有利区调查基础上，综合考虑油气地质条件、资源潜力和勘探开发前景，结合技

术经济和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圈定勘查区块。 

7.1.2 区块设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规划和国土空间管理要求等，不包含已设油气矿权区范围。 

7.1.3 勘查区块圈定应考虑含油气构造或有利目标区的完整性，有利于整体勘查。 

7.1.4 勘查区块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100 km
2
，不超过 1500 km

2
。 

7.1.5 依据区块油气发现情况，结合区块油气成藏地质条件和调查工作程度，进行油气勘查区块分类。 

勘查区块优选评价 

7.2.1 优选评价内容与参数 

主要评价内容与参数如下。 

a) 区域油气地质条件。主要开展构造、地层、沉积，以及有机地球化学等油气地质条件分析，并对

地球物理资料进行重新解释。 

b) 油气成藏条件。主要开展烃源岩、储层、盖层、圈闭、运移、保存等油气地质条件分析，以及富

有机质页岩气层段、含煤层段的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储集性能、岩石矿物、保存条件和岩石力学

等形成富集条件分析。 

c) 调查工作程度。主要依据区域地质调查、油气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地质调查井、油气参数

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水文地质和相关实验测试分析资料，进行勘查区块调查程度划分，可分

为：高、中、低调查工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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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构造落实情况。主要依据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资料对经历的构造运动次数、构造稳定性、构造发

育特征和破坏性断裂的发育程度进行分析。 

e) 油气发现情况。主要依据地面露头、地质调查井、油气参数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和相关实验测

试等资料进行分析。 

7.2.2 优选评价步骤 

勘查区块优选评价应按照：区域油气地质条件分析→调查区油气成藏条件分析→调查工作程度划分→

构造落实情况→油气发现情况分析→勘查区块综合评价→勘查区块分类的程序进行。 

勘查区块评价分类 

依据区域油气地质条件、油气成藏条件、调查工作程度、构造落实情况、油气发现情况，将勘查区块

分为I类、II类、III类（参见表1）。 

表1  油气勘查区块评价分类表 

分类要素 
类型 

I类 II类 III类 

区域油气地质条件 

区域构造、地层、沉积、地球

化学、地球物理分析，以及钻

探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结果

等表明区域油气地质条件优

越 

区域构造、地层、沉积、地球

化学、地球物理分析和钻探结

果等表明区域油气地质条件

有利 

区域构造、地层、沉积、地球

化学、地球物理等分析表明具

备区域油气地质条件 

调查区油气成藏 

条件 

石油、天然气：烃源岩、储层、

盖层、圈闭、运移、保存等条

件落实，生储盖配置优越。页

岩气、煤层气：富有机质页岩

或煤岩有机地球化学、储集性

能、岩石矿物、保存条件、岩

石力学等条件落实，形成富集

条件优越 

石油、天然气：烃源岩、储层、

盖层、圈闭、运移、保存等条

件较落实，生储盖配置有利。

页岩气、煤层气：富有机质页

岩或煤岩有机地球化学、储集

性能、岩石矿物、保存条件、

岩石力学等条件较落实，形成

富集条件有利 

石油、天然气：烃源岩、储层、

盖层等条件具备，生储盖配置

较有利。页岩气、煤层气：富

有机质页岩或煤岩有机地球

化学、储集性能、岩石矿物等

条件具备，形成富集条件较有

利 

调查工作程度 

开展了油气勘查区块调查工

作，已完成二维地震加密部

署、油气参数井钻探和地层含

油气性测试等实物工作量，调

查工作程度相对较高 

开展了1:50 000油气基础地质

调查工作，已完成重磁电加密

测量、二维地震勘查和地质调

查井钻探等实物工作量，调查

工作程度中等 

开展了1:250 000油气基础地

质调查工作，已完成地面地质

调查、重磁电测量和地质浅钻

等实物工作量，调查工作程度

相对较低 

地质构造落实程度 

构造和断裂落实程度高，构造

稳定、经历的强烈构造运动次

数少、断裂不发育 

构造和断裂落实程度中等,构

造较稳定、破坏性断裂不发育 
构造和断裂落实程度低 

油气发现情况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获得工业 

油气流 

钻井获得明显的油气显示。石

油：岩心岩屑有荧光、油浸、

油斑、油迹等显示，槽面见油

花/天然气：气测全烃及甲烷

值≥基值3 倍/页岩气：解析

含气量≥1 m
3
/t，甲烷含量≥

70%，气测全烃及甲烷值≥基

值3 倍/煤层气：解吸含气量

≥2 m
3
/t，甲烷含量≥70%，气

测全烃及甲烷值≥基值3 倍 

石油、天然气：证实存在生储

盖组合和有效烃源岩、储层、

盖层/页岩气：富有机质页岩

层段TOC≥1.0%，0.5%≤Ro≤

3.5%，连续厚度≥10 m/煤阶：

褐煤～无烟煤，煤岩厚度≥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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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勘查区块资料包的编制 

编制勘查区块资料包，包括：区块说明书、地质资料清单和基本信息表。主要要求如下。 

a) 勘查区块说明书内容包括：资料来源、区域地质背景、油气勘查开发现状、油气成藏地质条件、

有利性与风险性分析等，主要内容和格式参照附录 D。 

b) 区块地质资料清单主要包括：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地球物理资料、钻井资料、地层含油气性测试

资料、实验测试分析、选区评价和资源评价等内容，主要内容和格式参照附录 E。 

c) 区块基本信息表内容主要包括：探矿权名称、地理位置、区块面积、拐点坐标、油气类型、工作

程度、主要实物工作量、油气发现情况和区块类别等信息，主要内容和格式参照附录 F。 

8 勘查区块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内容 

8.1.1 了解勘查区块地质背景，梳理目的层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沉积建造、构造等的关系。 

8.1.2 依据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油气参数井钻探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等资料，总结油气成藏规律。 

8.1.3 获取目的层展布、厚度、有机地球化学、储集性能、含油气性等关键评价参数，选择资源评价方

法，估算资源量，编制资源分布特征等相关图件。 

8.1.4 收集及整理技术经济可行性数据资料，获取技术可采系数、经济可采系数、开采年限等技术经济

关键评价参数。 

8.1.5 了解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等勘探开发技术条件，预测油气资源开发的方式、规模及其

经济性。 

8.1.6 分析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原材料供给等相关外部条件。 

8.1.7 综合分析调查区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等地质环境因素对油气勘探开发的影响。 

8.1.8 初步评价油气勘探开发可能对森林、草原、湿地、耕地、水体、珍稀野生动植物等生态环境产生

的影响，以及可能会引起的地质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 

技术要求 

8.2.1 依据勘查区块油气地质条件和关键评价参数，开展不同类型油气资源量估算。油气资源潜力评价

执行 DZ/T 0217 的要求，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执行 DZ/T 0254、DZ/T 0379 的要求，煤层气资源潜力评价

执行 DZ/T 0378的要求。 

8.2.2 技术经济评价以搜集资料及与同类型油气藏类比分析为主要手段，确定技术可采系数和经济可采

系数，估算油气技术可采资源量和经济可采资源量，初步评价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8.2.3 明确勘查区块与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

态保护红线的空间关系。 

8.2.4 初步评价勘查区块进一步的勘探开发活动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 

8.2.5 工作结束或阶段工作结束，应针对调查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结

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时开展环境恢复治理，消除调查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9 成果编制与资料提交 

报告编写 

9.1.1 开展勘查区块的油气资源潜力评价，初步评价勘查开发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影响因素，编制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成果报告。成果报告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概述、区域地质概况、油气调查工作程度、油气

地质背景、油气成藏地质条件、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评价、油气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结语、附件与附图等。成果报告提纲和格式应符合附录 G要求。 

9.1.2 报告各章节应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归纳总结出调查所获得的主要进展、成果与认识。原始数据资

料准确可靠，分析评价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文图表齐全、清晰、美观且相互吻合，结论科学客观。 

数据库建设 

9.2.1 油气勘查区块数据库包括：原始资料数据库、评价标准库和成果资料数据库，区块数据库与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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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评价管理系统形成一体。 

9.2.2 数据库建设贯穿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全过程，数据库建设流程与具体工作流程一致。 

9.2.3 原始资料数据库包括：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全程（主要包括预研究与设计编审、地质剖面

实测、二维地震勘查、油气参数井钻探、实验测试分析、含油气层段优选、地层含油气性测试，以及勘查

区块、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等过程）调查获取或产生的、以计算机可读取规定形式表示的

所有数据、表格、图件、图片以及文字材料等原始资料。 

9.2.4 成果资料数据库包括：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全程研究形成或产生的以计算机可读取规定形

式表示的所有数据、表格、图件、图片以及文字报告等成果资料。 

9.2.5 原始资料数据库建库应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成果资料数据库可以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及其

他相关建库和处理软件。 

9.2.6 应通过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入库和入库数据检查等提供信息化建设所需的相关数据和资料。具

体参照《国土资源数据库标准及建设规范编制指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南》等执行。 

资料提交 

9.3.1 应编制和提交纸质和电子介质项目资料。主要包括内容如下。 

a) 原始资料、成果资料及前述单项工作报告等。 

b) 成果报告及附图、附表、附件和数据库等。 

c) 油气勘查区块说明书、地质资料清单、地质资料索引表和基本信息表等。 

9.3.2 实物资料应按照国家地质实物资料管理办法分类汇交管理，资料汇交执行 DZ/T 0273 的要求。 

10 质量控制 

质量检查 

10.1.1 项目承担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并对调查工作的过程及成果质量负责。 

10.1.2 检查项目工作部署、工程布置、工作质量和工作进度，是否按项目审批意见书、任务书、设计要

求进行。 

10.1.3 检查项目质量内控体系和质量检查记录，包括自检、互检、抽检、年检等记录和小结。 

10.1.4 工作质量实行项目组、项目承担单位、项目主管部门三级质量管理制度。 

10.1.5 项目组应对全部原始资料和图件等进行全面整理、编目造册，并对野外地质工作和施工工程进行

质量检查，自检、互检率为 100%，对发现的问题实地检查校正，并限时完成整改。 

10.1.6 项目承担单位应组织检查组进行野外质量检查，选择 50%的地质剖面和 25%的实验实测分析进行

对照检查，对二维地震勘查、油气参数井钻探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等工程应进行 100%野外现场检查。 

10.1.7 项目主管部门应在野外工作结束前组织进行质量检查，重点应对主要地质构造、目的层和重要油

气显示进行检查核实。 

10.1.8 设计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完成后需进行野外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转入成果报告编写阶段。 

野外验收 

10.2.1 验收条件 

主要条件包括。 

a) 已完成设计规定的野外工作及主要实物工作量。 

b) 地质、物探、钻探等工作已完成相应的工作量及阶段性成果验收或数据验收。 

c) 原始资料已经完成整理、编目造册，并通过了质量检查。 

d) 进行了必要的综合整理，编写了项目野外工作总结。 

10.2.2 验收资料 

主要内容包括。 

a) 原始资料清单。 

b) 野外原始图件，原始数据记录、相册、表格等。 

c) 采集样品清单、送样清单和分析测试结果，各类典型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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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解释成果资料、综合分析资料、阶段性研究成果资料。 

e) 质量检查记录。 

f) 野外工作总结。 

g)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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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设计书提纲 

A.1 前言 

A.1.1 概况 

任务来源、工作起止时间、承担单位等。 

A.1.2 目的任务和工作内容 

目的任务、主攻能源矿种及油气藏类型、主要工作内容和社会经济效益等。 

A.1.3 工作区范围和自然地理条件 

工作区的地理位置、坐标范围、涉及图幅及编号、行政区划、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概况，以及社会经

济概况等。 

A.1.4 矿权登记情况 

工作区内矿业权设置情况，“三区三线”情况。 

A.2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研究程度及存在问题 

A.2.1 以往区域地质工作 

按年度先后叙述，主要是各种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区域地球物理调查、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及遥感地质调查，并对其成果作简要叙述。 

A.2.2 以往勘查地质工作 

简述油气/页岩气/煤层气资源的调查和勘探现状，以往工作程度及主要地质认识。 

A.2.3 以往地质科研工作 

国内外研究现状，重点说明地质科研工作的成果和结论。 

A.2.4 存在的主要问题 

评述以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制约找矿突破的关键性地质问题和解决途径，应结合本次工作

的目标任务加以详述。 

A.3 区域地质背景及油气地质条件分析 

A.3.1 区域地质背景 

重点阐明区域地质背景、区域地球物理和能源矿产展布以及油气成藏规律等。 

A.3.2 调查区油气地质条件 

重点阐明与油气成藏有关的构造、地层和沉积等特征。详细论述烃源岩/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含煤层段

条件，储集层条件/储集性能，盖层/顶板和底板条件，油气运移，圈闭/成藏，保存条件以及油气富集规

律等。同时阐明工作区内地球物理特征等与成藏作用的关系。 

A.3.3 资源环境条件 

包括水文地质、地质资源、技术经济和地质环境条件等。 

A.4 工作部署 

A.4.1 总体思路或部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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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有针对性的总体工作思路和部署原则，说明各项工作间的衔接及施工顺

序。 

A.4.2 总体工作部署 

根据项目的要求和上述部署原则，对不同层次及各类地区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并视具体情况说明各阶

段的主要任务。 

A.4.3 年度工作安排 

说明年度工作安排的主要工作内容、进度安排和工作量，包括课题设置（相应研究内容）和委托业务

工作（工作任务）等，特别是当年的工作安排。 

A.5 工作方法及技术要求 

根据目的任务要求，分别说明所采用的各项工作方法手段（预研究、地质剖面测量、地球物理测量、

钻探工程、采样和样品加工测试、资源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区块优选、数据库建设等）的具体目的、

任务、方法选择依据、技术参数和工作量等。 

A.6 实物工作量 

列表说明总体工作部署和年度各类实物工作量。 

A.7 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 

应包括项目负责人概况，项目组成员，协作单位分工及协作关系等内容。 

A.8 绿色调查、质量保障与安全措施预期成果 

包括保障任务完成、提高工作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以及项目质

量管理办法及措施等。 

A.9 预期成果 

包括总体预期成果和年度预期成果。 

A.10 经费预算 

应按照国家、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要求编写。 

A.11 绩效目标 

包括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和绩效目标管理，编制《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A.12 附图 

交通位置图（可作插图） 

矿业权设置和三区三线关系图（可作插图） 

工作程度图（1 :50 000～1:100 000） 

油气地质调查图（1 :50 000） 

工作部署图（总体工作部署图比例尺1 :10 000，工作部署图比例尺1:50 000） 

其他附图 

A.13 附件 

任务书或合同书 

设计审查意见书 

主要工作人员业绩明材料 

其他附件 
B  



DD 2023—06 

18 

C  
B  

附 录 B  

（规范性） 

油气参数井钻井完井、录井和测井总结报告提纲 

B.1 油气参数井钻井完井总结报告提纲 

B.1.1 工程概述 

B.1.1.1 工程来源 

B.1.1.2 目标任务和预期成果 

B.1.1.3 工程组织实施概况 

B.1.1.4 任务完成情况 

B.1.1.5 主要成果与认识 

B.1.2 调查区施工条件及以往工作情况 

B.1.2.1 调查区位置与范围 

B.1.2.2 自然地理概况 

B.1.2.3 区域构造概况 

B.1.2.4 区域地层概况 

B.1.2.5 油气调查工作程度 

B.1.3 钻探主要进展与成果 

B.1.3.1 钻井工程总结 

B.1.3.2 钻井液施工总结 

B.1.3.3 固井施工概况 

B.1.3.4 完井施工总结 

B.1.3.5 钻探经验及建议 

B.1.4 录井主要进展与成果 

B.1.4.1 录井设备及人员投入 

B.1.4.2 录井项目、工作量 

B.1.4.3 录井成果认识 

B.1.5 测井主要进展与成果 

B.1.5.1 测井概况 

B.1.5.2 测井资料质量评价 

B.1.5.3 测井资料综合解释 

B.1.5.4 测井成果认识 

B.1.6 资金投入及经费使用评价 

B.1.6.1 决算编制依据 

B.1.6.2 项目决算及执行情况 

B.1.6.3 经费管理使用评价 

B.1.7 组织实施经验、存在问题与工作建议 

B.1.7.1 组织实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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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2 主要结论 

B.1.7.3 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 

B.1.8 附图 

钻井井身结构图 

井眼轨迹垂直投影图 

井眼轨迹水平投影图 

完井井口装置示意图 

其他附图 

B.1.9 附表 

钻井基本数据表 

钻井地层分层数据表 

油气水显示统计表 

气测异常显示统计表 

钻遇其他特殊层位统计表 

套管固井数据表 

录井资料统计表 

测井项目统计表 

钻井取心统计表 

现场岩矿鉴定、地化分析等录井成果表 

外送分析化验样品统计表 

油气显示综合情况表 

钻探工程监测异常情况汇总表 

钻探工程录井地层压力评价数据表 

钻井井史资料 

其他附表 

B.2 油气参数井录井总结报告提纲 

B.2.1 概况 

B.2.2 录井综述 

B.2.2.1 钻井简史 

B.2.2.2 录井概况 

B.2.2.3 工程与录井 

B.2.2.4 其他与录井质量有关的问题 

B.2.3 地质成果 

B.2.3.1 地层 

B.2.3.2 油、气、水显示 

B.2.3.3 生储盖层/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含煤层段 

B.2.3.4 构造 

B.2.3.5 古生物 

B.2.4 结论与建议 

B.2.4.1 主要成果 

B.2.4.2 存在问题 

B.2.4.3 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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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附图 

综合录井柱状图(1:500) 

岩心录井图(1:50) 

其他附图 

B.2.6 附表 

钻井基本数据表 

录井资料统计表 

油气显示统计表 

钻井液性能分段统计表 

测井项目统计表 

钻井取心统计表 

井壁取心统计表 

井壁取心显示统计表 

岩屑录井显示统计表 

气测解释成果表 

储集层地化分析数据表 

后效气检测记录 

其他附表 

B.3 油气参数井测井总结报告提纲 

B.3.1 钻井及地质概况 

B.3.1.1 基础数据 

B.3.1.2 井身结构及钻井液性能 

B.3.1.3 区域地质概况 

B.3.1.4 录井情况概况 

B.3.2 测井施工及资料采集情况 

B.3.2.1 测井施工情况 

B.3.2.2 测井系列 

B.3.2.3 原始测井数据质量评定 

B.3.3 测井资料处理与分析 

B.3.3.1 测井数据深度编辑 

B.3.3.2 测井数据环境校正 

B.3.3.3 常规资料处理 

B.3.3.4 特殊测井资料处理 

B.3.4 测井资料综合评价 

B.3.4.1 储层测井响应特征 

B.3.4.2 岩性、物性、含油性、电性特征分析 

B.3.4.3 储层综合解释 

B.3.5 固井质量评价 

B.3.5.1 基础数据 

B.3.5.2 声幅－变密度测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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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 结论与建议 

B.3.6.1 主要成果 

B.3.6.2 存在问题 

B.3.6.3 工作建议 

B.3.7 附图 

全井段综合解释成果图（1:500） 

油气四性（页岩气/煤层气七性）关系图 

其他附图 

B.3.8 附表 

测井综合解释成果表 

其他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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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附 录 C  

（规范性） 

油气参数井综合评价总结报告提纲 

C.1 概况 

C.1.1 构造与地理位置 

C.1.2 钻探目的 

C.1.3 简要井史 

C.1.4 井身结构与质量 

C.1.5 资料录取 

C.1.6 邻井钻探成果 

C.1.7 单井评价内容与完成工作量 

C.2 构造特征及演化 

C.2.1 构造单元划分 

C.2.2 本区构造特征 

C.2.3 区域构造演化 

C.3 地层划分与对比 

C.3.1 地层划分 

C.3.2 地层对比 

C.3.3 地层平面分布特征 

C.4 沉积相分析与评价 

C.4.1 沉积背景分析 

C.4.2 沉积相类型与特征 

C.4.3 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及演化 

C.4.4 储集条件评价 

C.5 测录井资料解释与评价 

C.5.1 录井综合解释与评价 

C.5.2 测井综合解释与评价 

C.6 地层含油气性测试评价  （根据实际情况） 

C.6.1 地层测试选层 

C.6.2 地层测试工艺 

C.6.3 地层测试结论 

C.7 油气源分析与评价 

C.7.1 烃源岩评价 

C.7.2 生烃史、埋藏史分析 

C.7.3 油气地球化学特征 

C.7.4 油气来源对比分析 

C.8 储层、盖层及储盖组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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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1 储层条件评价 

C.8.2 盖层条件评价（页岩气/煤层气保存条件评价） 

C.8.3 生储盖组合评价 

C.9 油气成藏模式与资源评价（页岩气/煤层气富集模式与资源评价） 

C.9.1 圈闭评价 

C.9.2 油气输导条件 

C.9.3 油气成藏模式 

C.9.4 地质资源量 

C.10 结论与建议 

C.10.1 主要成果 

C.10.2 存在问题 

C.10.3 工作建议 

C.11 参考文献 

C.12 附图 

调查区构造单元划分图（1:50 000）。 

预测与钻后目的层对比图（1:25 000）。 

钻后地震地质剖面。 

钻后地震地质纵横向剖面图。 

油气层段多性关系图（1:100）。 

油气藏剖面图。 

有利区带评价图。 

油气参数井单井综合评价柱状图（1:500～1000）。 

其他附图。 

C.13 附表（根据实际情况） 

钻井工程质量表。 

样品采样、实验测试分析结果表。 

钻井井位信息表。  

资源量评价表。  

目的层圈闭要素表或目标区评价参数表。 

其他附表。 

C.1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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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附 录 D  

（资料性） 

××省（自治区）××县（市、区、旗）××区块说明书提纲 

D.1 概况 

D.1.1 资料来源 

列表说明勘查区块说明书编写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资料名称、形成时间、形成单位（编著者）、工

作时间等。 

D.1.2 地理位置与区块范围 

说明区块地理位置，涉及的行政区划，坐标范围、面积、所属1∶50000图幅，周边交通运输条件等。

附交通位置图。 

D.1.3 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 

简述区域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地质灾害、动植物等。区域各类保护区情况及相关政策等。简述区

域人口、民族、自然资源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概况。 

D.2 油气勘查现状 

D.2.1 油气勘查现状 

以图表形式说明区块内油气地质调查、勘查的情况，包括工作范围、工作时间、工作单位（工作人员）、

主要实物工作量、油气发现情况、主要成果等。附区块工作程度图。 

D.2.2 油气地质认识 

简明介绍区块内已经取得的油气形成富集地质条件及地质理论认识等。 

D.3 区域地质背景 

主要介绍勘查区块的地层发育特征、构造单元划分、所处构造分区、构造演化特征以及目的层的沉积

特征等。 

D.4 油气成藏地质条件 

本节内容主要针对油气勘查区块，目的层分布（范围、厚度）、有机地球化学（有机质丰度、类型、

成熟度等）、储集性能（矿物组成、孔隙度、渗透率、储集空间类型、孔隙结构特征等）、岩石力学性质、

含油气性、保存条件和油气发现与突破情况等。 

D.5 有利性及风险性分析 

介绍油气勘查区块的有利性条件和开展后续勘探开发工作的风险性分析与提示等。 

D.6 地质资料清单 

列出该探勘查区块的所有地质资料目录清单。 

D.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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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附 录 E  

（资料性） 

油气勘查区块地质资料清单 

E.1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1:50 000或1:200 000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报告（所有类型区块必备）。 

E.2 地球物理调查资料 

地面重力、磁法和电法测量成果报告（所有类型区块必备）。 

二维/三维地震测量成果报告（所有类型区块必备）。 

E.3 钻井资料 

钻井完井报告（I类区块和II类区块必备，III类区块可选）。 

钻井单井评价报告（I类区块和II类区块必备，III类区块可选）。 

钻井测录井资料（I类区块和II类区块必备，III类区块可选）。 

E.4 参数井资料 

参数井完井报告（I类区块和II类区块必备，III类区块可选）。 

参数井单井评价报告（I类区块和II类区块必备，III类区块可选）。 

参数井测录井资料（I类区块和II类区块必备，III类区块可选）。 

E.5 含油气层段优选资料 

含油气层段优选数据和成果报告（I类区块必备， II类区块和III类区块可选）。 

E.6 实验测试分析 

有机地球化学（TOC、氯仿沥青“A”、岩石热解、Ro、干酪根显微组分等）。 

矿物岩石（X-衍射、薄片鉴定、扫描电镜、全岩成分、微量元素）。 

储层物性（孔隙度、渗透率、饱和度、岩石密度、碳酸盐岩含量）。 

含油气性（含油饱和度、含气饱和度）、流体性质等方面。 

E.7 成果图件 

构造单元划分图。 

盆地（或二级构造单元）基底构造图。 

沉积地层综合柱状图。 

目的层岩相古地理图。 

目的层构造发育特征图。 

目的层的埋深图（或主要目的层顶面构造图）。 

目的层厚度等值线图。 

目的层有机地球化学剖面图。 

目的层厚度等值线图。 

目的层TOC等值线图。 

目的层Ro等值线图。 

油气单井地质综合评价图。 

E.8 选区评价 

油气目标区分布图与形成富集地质条件。 

E.9 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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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的资源潜力、资源分布特征与资源丰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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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  

附 录 F  

（资料性） 

油气勘查区块基本信息表 

油气勘查区块地质资料索引表见表F.1 

表 F.1 油气勘查区块基本信息表 

序号 
勘查区

块名称 

地理 

位置 

区块  

面积

（km2） 

拐点

坐标 

油气 

类型 
工作程度 

主要实物工

作量 

油气   

发现情况 

区块所属

类别 
备注 

1           

2           

…           

 

填表说明：  

—— 勘查区块名称：××省（市、自治区）××县（市、区、旗）××区块； 

—— 地理位置：××省（市、自治区）××县（市、区、旗）××乡（镇）； 

—— 区块面积：区块投影面积； 

—— 油气类型：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 

—— 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经纬度坐标； 

—— 工作程度：油气地质调查、油气勘查； 

—— 主要实物工作量：油气地质调查、勘查的主要实物工作量； 

—— 油气发现情况：包括目的层的厚度、有机地球化学、岩石矿物学、储集物性及含气量等成藏地质

条件； 

—— 参数井获得油气显示或获得气流的情况等； 

—— 区块所属类别：综合评价，对区块进行分类。 



DD 2023—06 

28 

H  
G  

附 录 G  

（规范性）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成果报告提纲 

G.1 概述 

G.1.1 项目概况 

包括项目任务来源、立项目的、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任务书编号、项目周期、项目经费、承担单位、

参加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等。 

G.1.2 目标任务 

说明总体目标任务，年度目标任务，课题设置情况，外协工作情况等。 

G.1.3 调查区概况 

包括调查区位置与范围、自然地理概况等。 

G.1.4 任务完成情况 

说明项目整体完成情况、外协工作完成情况、项目完成主要实物工作量及质量评述等。 

G.1.5 主要成果与认识 

叙述取得主要成果、主要认识等。 

G.1.6 成果转化应用 

说明阶段成果被应用情况，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G.2 油气调查工作程度 

G.3 区域地质概况 

G.4 油气调查工作程度 

G.5 油气地质背景 

G.6 油气成藏地质条件 

G.7 油气勘查区块优选评价 

G.8 油气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影响因素评价 

G.9 结论与建议 

包括主要结论、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等。 

G.10 参考文献 

G.11 附图 

1∶50 000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图（附地质剖面图和综合柱状图）。 

调查区实际材料图。 

地球物理勘探、油气参数井、钻井、测井和录井综合成果图。 

油气藏剖面图。 

油气地质条件综合评价与有利区分布图（1:25 000～1:50 000）。 

勘查区块油气资源分布图（1:25 000～1:50 000）。 

资源环境综合信息图。 

其他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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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 附表 

钻井工程质量表。 

样品采样、实验测试分析结果表。 

地质剖面实测、地球物理、油气参数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登记表和成果表。 

油气资源量估算有关表格。 

勘查区块信息表。 

其他附表。 

G.13 附件 

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 

初审意见、初审专家表。 

各类地质勘查工作实施单位相关资质证书。 

项目野外验收意见书复印件，附验收专家名单及专家签名。 

项目成果报告审查意见书、评审专家表。 

勘查区块说明书。 

项目原始地质资料清单。 

项目实物地质资料清单。 

与报告附图、附表、附件内容完全一致的电子文件。 

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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