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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88 月总产量月总产量 9191..22 亿立方米亿立方米，，占全国同期产量的八成多占全国同期产量的八成多

山西加大煤层气开发力度山西加大煤层气开发力度
今年前 8 月，山西煤层气

总产量 91.2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23%，占 全 国 同 期 产 量 的
81.6%，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

煤层气俗称“瓦斯”，是产
自煤层、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
非常规天然气，处理不好是煤
矿安全隐患，利用好了是优质
清洁能源。

山西煤层气资源富集，总
量约占全国 1/3，截至 2022 年
底，已探明地质储量超 7600 亿
立方米。

近年来，山西持续加大安
全生产投入治理煤矿瓦斯，同
步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力
度，探索出一条“先采气后采
煤、采气采煤一体化”的煤矿瓦
斯治理利用、变废为宝模式，煤
层气规模化开发迈上新台阶。

创新技术
推动煤层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2007 年，山西煤层气产量
不足 19 亿立方米，2023 年，这
一数据达到 112.7 亿立方米，占
到全国同期产量的 80.8%。

前后两组数据的变化，是
山西持续突破煤气共采关键技
术、推动煤层气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成果。

井下瓦斯浓度一旦超过相
关数值，遇明火会发生爆炸。
为从源头上治理瓦斯灾害，上
世纪 90 年代初，山西蓝焰煤层
气有限责任公司（原属晋城无
烟煤矿业集团）与国外合作，开
展地面瓦斯抽采试验，在沁水
寺河矿区建成煤矿区先导性试
验井组。

“由于地质构造和煤种不
同，国外技术水土不服，山西开
始走自主创新道路。”晋能控股
煤与煤层气共采国家重点实验
室执行副主任李国富介绍，他
曾参与第一代煤层气井建设，
此后，他和同事攻克了诸多关
键难题，相关成果多次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经过 30 年技术攻关，山西
形成了从钻井、压裂、排采到集
输的系列技术工艺体系，创新
形成了煤矿区煤层气井上下
联合抽采模式，在山西晋城、
阳泉等矿区得到广泛应用，并
已推广至河南平顶山、甘肃窑
街等矿区。中海油中联煤层气
公司、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也
逐步进入山西勘探开发煤层
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技

术体系。
技术突破能带来什么？井

型上，水平井替代垂直井，抽采

波及面积扩大 10 倍；产量上，
平均单井日产量由 3000 立方
米 提 高 到 8000 立 方 米 ；成 本
上，单井投资额从 2000 万元降
低到 700 万元。

“不过，我国煤层气地质条
件复杂，技术移植性差，需要

‘一矿一策、一井一策’，山西煤
层气产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
向科技创新要解决方案。”李国
富说。

为推动煤层气产业高质量
发展，山西出台行动方案，加力
攻关煤层气高效勘探、高效建
产、长效稳产、综合利用等关键
技术，以实现煤层气增储上产
相关目标。

增储上产
建成6个10亿立方米级气田

2019 年，山西被确定为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推
进煤层气增储上产成为能源革
命的重要抓手之一。

位于沁水盆地的潘河区块，
是我国开发时间最早、稳产时间
最长的气田，经过20多年开发，
主力煤层产气量大幅递减。

“为实现产能接替，我们加
快薄煤层开发。”中联煤层气

（山西）有限责任公司晋太分公

司总经理李岳介绍，与主力煤
层 相 比 ，薄 煤 层 如 同“ 千 层
饼”，含气量差异大、资源丰度
相对差、开发难度大，一直被视
为 煤 层 气 开 发 中 的“ 边 际 资
源”。此外，潘河区块主力煤层
的井网密度大、井型复杂，开
发薄煤层对井网调整等技术
要求高。

为解决这一系列难题，中
联煤层气（山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专班，组建 3 支党员先锋
队，联合多家合作院校技术骨
干，共同开展技术攻关，两年历
经 20 余次数据论证，终于形成
多煤层合压合采技术模式，并
于 2021 年试采成功。自试采
至今，累计产量达到 2.17 亿立
方米。

在煤层气成熟开发区稳步
上产同时，山西推动已探明未
动用区块加快达产、新出让区
块试采建产。

目前，中石油在大宁—吉
县区块先导试验单井日产气量
最高达 10.1 万立方米，建成了
百万吨油气当量深层煤层气
田；中石化在延川南区块年产
量 4 亿立方米，实现了中—深
层煤层气商业规模开发；中海

油在临兴区块创新致密气与煤
层气“互补式”“立体式”勘探开

发，成功申报千亿立方米深层
煤层气田。

山西还持续推动煤层气体
制机制改革，陆续出台一系列
政策，规范处理煤层气和煤炭
矿业权重叠区争议，推动省属
企业与央企合作开发资源。目
前，山西已建成 6 个年产量 10
亿立方米级气田，形成沁水盆
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
层气产业化基地。

全链发展
打造非常规天然气基地

煤层气产量上来了，如何
将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延链、补链、强链是关键。山西
已形成集煤层气勘探、抽采、液
化、压缩、集输、发电、综合利用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在山西煤层气主产区沁水
县，产业发展势头正劲。沁水
县煤层气探明储量超全国四
成。目前，全县有 1 万多口钻
井，54 家相关企业。2023 年，
地面煤层气抽采量超 45 亿立
方米，4 年增幅近 70%。

上游抓增储上产，中游抓
集输互通。在潘河增压站，低
压煤层气在此增压后，输送给
用户。增压站，一头连着数以
万计的煤层气井，一头连着用
户。近年来，沁水投资 7.5 亿
元，实施煤层气增压站及附属
气源管网联通工程，将煤层气
送得更多更远。目前，山西天
然气长输管道形成了“三纵十
一横”管网格局，通过西气东输
天然气管道向华中、华东地区
供气。

下游抓消纳利用。工业领
域，实施原料、燃料替代工程。民
生领域，沁水约 6万户居民用上
煤层气，气化水平由“十三五”初
期的75%达到了现在的95%。

据了解，下一步山西有关
部门将继续加大煤层气勘探开
发力度，加快长输管道互联互
通建设，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
引领作用，努力将山西打造成
为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基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李春临在国务院新闻办就

“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 扎
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
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发展改
革委已会同有关方面提早进行

了一系列安排，总体看来能源供
应保障具有较好基础。

煤炭方面，全国煤炭生产
持续保持稳定，统调电厂存煤
在 2 亿吨以上，平均可用天数
超 过 30 天 ，处 于 历 史 同 期 高
位，东北地区备冬储煤较为充
足。电力方面，截至 8 月底，全
国发电装机容量 31.3 亿千瓦，

在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已超过一半、电力
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通过加强智能化调度和提升跨
省跨区互济水平，能够实现电
力稳定可靠供应。天然气方
面，资源供应较为充足，调峰储
气能力较去年增加了 80 亿立
方米，入冬前实现应储尽储。

李春临表示，下一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监测分
析，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能
源稳定供应。一是增加煤炭、
天然气等资源生产供应，推动
各类发电机组应发尽发，促进
新能源高效消纳。二是着力增
加电煤、天然气储备，加强跨省
跨区电力调度，做好储能精细

化调用，提升顶峰保障能力。
三是优先保障民生用能，最大
程度减少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
对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冬
供暖季能源供应能够得到有效
保障，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有
力的支撑。”李春临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力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全力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人民日报记者 何 勇 付明丽

湖南长沙：
首个光储充换能源微网站投用

10月11日，车辆在光储充换能源微网

站进行充电。该站在湖南长沙首次投入使

用，集“光伏+储能+充电+换电”多位一体，

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新型储能利用、智能

换电、液冷超充等技术，让车主通过充电和

换电两种方式实现补能。

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