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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资源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资源评价工作的目的任务、评价层次、工作流程、评价方法、成果编制、质量

检查和验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地面开采的煤层气资源评价工作，也适用于煤层气的资源量计算、煤层气资源分类、

煤层气资源的综合评价及研究报告编写；以煤层气资源评价为目的的地质研究工作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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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008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7-2008   煤的真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GB/T 13610-2003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T 19559-2008  煤层气含量测定方法 

GB/T 19560-2008  煤的高压等温吸附试验方法 

GB/T 23250-2009  煤层瓦斯含量井下直接测定方法 

GB/T 29119-2012  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 

DZ/T 0215-2002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6-2010  煤层气资源/储量规范 

DZ/T 0220-2010  煤层气钻井作业规范 

NB/T 10010-2014 煤层气地震勘探资料采集规范 

NB/T 10014-2014 煤层气井多级流量注入/压降试井技术规范 

SY/T 5615-2004  石油天然气地质编图规范及图式 

SY/T 5841-2009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技术规程 

SY 6923-2012    煤层气录井安全技术规范  

SY 6924-2012    煤层气测井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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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煤层气  coalbed gas; coalbed methane 

赋存于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并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

煤层水中的烃类气体。 

[GB/T 29119-2012，定义 3.1] 

3.2   

煤层含气量   coalbed gas content 

在标准状态下单位质量煤中所含气体的体积量。 

3.3   

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coalbed methane geological resources  

根据一定的地质和勘查工程估算的赋存于煤层中的煤层气总量。 

3.4   

煤层气资源丰度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abundance 

在特定的地质单元中，单位面积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3.5   

煤层气可采资源量  coalbed methane recoverable resources 

现行法规政策和市场条件下，在特定时间估算的已经探明（包括已经采出）和尚未探明的、在现实

或未来可预见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采出的煤层气总量。 

4  总则 

4.1 目的 

了解评价区煤层分布及煤层气基本地质特征，确定煤层气勘查目标，评价煤层气资源的总量、品质

和可靠程度，为提交煤层气地质储量奠定基础，同时为煤层气勘探开发远景规划提供依据。 

4.2 任务 

4.4.1 系统收集、整理评价区内已有煤炭、煤层气和油气等勘查工作成果和研究资料，对区域构造特征、

地层及煤层分布状况、煤储层特征等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和研究，编制煤层气资源评价所需的基础图件。 



XX/T XXXXX—XXXX 

3 

4.4.2  针对不同计算单元的地质特征和勘探程度，确定评价方法和参数，对评价区内的煤层气资源量

进行计算或估算，评价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前景。 

4.3 评价层次 

4.3.1 大区 

依据煤炭资源的分布状况，参考常规油气资源划分的原则和已发布的全国油气资源评价报告，煤层

气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为 5个大区，分别为东部区、中部区、西部区、南方区和青藏区。 

4.3.2 含气盆地 

在大区内，依据主要聚煤作用差异、区域构造变形特征、煤层气赋存特征和地域上的邻近关系等划

分含气盆地。 

4.3.3 含气区带 

在含气盆地内，依据盆地构造单元区划，结合煤层气成藏富集的特殊性，划分含气区带。 

4.3.4 计算单元 

在含气区带内，依据地质体的相对独立性、非均质性以及煤储层参数在纵向上的差异性和平面上的

分区性，结合矿权边界，划分计算单元，计算单元为资源评价的最小层次。 

4.4 评价方法与流程 

4.4.1 评价方法 

根据勘探程度和资料丰富程度，采用体积法、类比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4.4.2 工作流程 

资源评价工作流程主要包括：资料收集整理、地质条件分析、评价方法选择、评价参数确定与资源

量计算、综合评价分析等。 

4.4.3 资源量汇总 

采用逐级汇总的原则，首先评价出计算单元的资源量，然后汇总得到含气区带、含气盆地的煤层气

资源量，进一步汇总得到大区、全国的煤层气资源量。 

4.5 基本要求 

4.5.1  资源评价工作应独立编写设计、提交资料报告。 

4.5.2  煤层气资源的勘查工程应覆盖整个评价区，所取得的相关参数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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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达到各专业技术规范的质量要求。 

4.5.3  资源评价应在深化煤层气地质条件认识的基础上，计算煤层气资源量，同时做好质量控制。 

5 煤层气资源评价 

5.1 资料收集整理 

5.1.1 区域地质资料 

应收集区域地质资料包括： 

a）区域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河流、地震、交通、工农业、自然资源等）； 

b) 区域地质资料及成果（包括岩石、地层、构造、水文地质、矿产及地壳运动和发展历史等）；    

c）水文地质调查资料（包括地下水资源概况，含水层的岩性及埋藏分布，地下水的成因、类型、

补径排条件、水质水量分布情况、水文地质单元划分等）； 

d）邻区相关生产资料（包括邻区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概况、排采现状、产气产水数据等）； 

e）煤田勘查报告及图件（包括不同勘查阶段编写的煤田地质勘查报告、勘查总结报告及图件等）；   

f）煤矿开采资料（包括矿井开拓及开采设计、采区巷道布置、矿井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等）。 

5.1.2 地球物理资料 

应充分收集利用评价区内重力、磁法、电法和地震资料解释成果资料，用以分析构造断裂特征、地

层分布、煤层埋深等，预测煤层厚度变化趋势、构造断裂作用及顶底板条件等对煤层气富集成藏的控制

作用。 

解释成果资料按照SY/T 5615-2004、SY/T 5841-2009和NB/T 10010-2014等要求执行。 

5.1.3 钻井资料 

5.1.3.1 地质录井资料 

地质录井包括岩屑录井、钻时录井、岩心（煤心）录井、气测录井等，成果资料有地质综合录井图、

岩心（煤心）录井图、气测综合录井图等。 

录井成果资料按照SY 6923-2012要求执行。 

5.1.3.2 测井资料 

一般采用常规测井系列，包括深侧向、浅侧向、微球聚焦、补偿密度、补偿中子、补偿声波、自然

电位、自然伽马、双井径；特殊测井系列包括声波成像测井、电阻率成像测井、核磁共振成像测井等。 

测井成果资料按照SY 6924-2012要求执行。 

5.1.3.3 试井资料 

目前煤层气井试井通常使用注入压降试井。 

试井成果资料按照NB/T 10014-2014要求执行。 

5.1.4 分析测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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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项目主要有岩心描述煤体结构分析、视密度、显微组分、工业分析、元素分析、镜质体反

射率、气体组分、含气量、等温吸附测试等（见表1）。分析测试数据资料应按照GB/T 212-2008、GB/T 

217-2008、GB/T 13610-2003、GB/T 19559-2008、GB/T 19560-2008、GB/T 23250-2009 标准要求执行。 

表 1  分析测试项目汇总表 

项 目 结果与用途 

岩心描述 获取煤的厚度及亮度、条带、割理密度、矿物充填特点等。用于了解宏观煤岩特征及煤体结构 

视密度 
是指 20℃时煤(含孔隙)的质量与同温度同体积水的质量之比。是计算煤、煤层气资源/储量的重要参

数之一 

煤岩 

显微组分 

是显微镜下可辨认的煤的有机成分，可获取镜质组、惰质组、壳质组、矿物质含量以及各种煤岩组分

类型间的空间关系方面的信息。能定性反映含气量和渗透率的差异 

工业分析 
提供煤中灰分、水分、固定碳和挥发分的百分数。用来校正含气量和吸附等温线，确定煤的成熟度，

评价煤质 

元素分析 确定氧、碳、氢、硫和氮的百分比。主要用来评价煤的成熟度  

镜质体 

反射率 
镜质体的反射光强度对垂直入射光强度的百分比。主要用来确定煤的成熟度（煤阶） 

气体组分 确定出解吸附气中 CH4、CO2、N2、C2H6的百分数。用来确定气体纯度 

含气量 提供吸附气，残余气和漏失气的体积总量。这三者体积之和给定了煤层的含气量 

等温吸附 

测试 

在恒定温度下，用压力-体积的函数来描述能被吸附到表面的气体体积。描述一个煤层能够贮存多少

气体，以及这些气体被释放的速度 

5.2 地质条件分析    

5.2.1 资料分析 

依据煤田勘查、油气勘探、煤层气勘查资料以及煤炭生产现状具体分析，确定评价区的勘探程度。 

5.2.2 图件分析 

在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编制研究区内煤层气资源评价所需的基础图件，如煤层构造图、

煤层埋深图、煤层厚度图、煤层对比剖面图、煤层含气量图、煤层等温吸附曲线图等。 

5.2.3 地质分析 

分析并评价研究区内的区域构造特征、沉积特征、地层及煤层分布特征，煤岩煤质特征、煤储层特

征（孔隙度、渗透率、含气性、温度、压力等），煤层顶底板岩性特征及水文地质特征等。 

5.2.4 综合评价 

对煤层气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和风险分析，为评价方法和关键参数选取提供地质依据。 

5.3 评价方法选择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92593/992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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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地质资源量评价方法 

5.3.1.1 计算方法选择 

根据煤层气和煤炭地质勘查程度不同，选择不同的资源量计算方法。 

达到煤炭普查阶段及以上，即现有地质资料丰富程度较高且能够满足要求，采用体积法；如资料不

能满足要求，可以参照邻区地质条件，采用类比法。 

5.3.1.2 体积法 

体积法是煤层气资源量计算的基本方法，适用于煤层气勘查不同阶段资源量的计算，其精度取决于

对气藏地质条件的认识，也取决于计算参数的精度。本规范主要采用体积法进行评价。 

根据煤炭储量或资源量数据的有无，分别采用下面两种评价方法。 

a）在计算单元内获得煤炭储量或资源量数据，采用公式（1）计算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i adG QC ………………………………………………（1） 

式中：Gi—煤层气地质资源量，108 m3； 

Q —煤炭储量或资源量，108 t； 

Cad —煤的空气干燥基含气量，m3/t； 

b）在计算单元内尚未获得煤炭储量或资源量数据，采用公式（2）或（3）计算： 

i ad0.01G AhDC ………………………………………（2） 

或                
i daf daf0.01G AhD C ……………………………………（3） 

式中： ad daf ad d(1 )C C M A  
…………………………………………………………（4） 

Gi—煤层气地质资源量，108m3；  

A —煤层含气面积，km2； 

h —煤层有效厚度，m； 

D—煤的空气干燥基质量密度，t/m3； 

Cad—煤的空气干燥基含气量，m3/t； 

Ddaf—煤的干燥无灰基质量密度，t/m3； 

Cdaf —煤的干燥无灰基含气量，m3/t； 

Mad —煤中原煤基水分，%； 

Ad —煤中灰分，%。 

5.3.1.3 类比法 

类比法主要利用与已开发煤层气田（或相似储层）的相关关系计算煤层气资源量。计算时应绘制出

生产特性和资源量相关关系的典型曲线，以及资源量特征参数表，求得计算区可类比的资源量参数再配

合其他的方法进行资源量计算。类比法可用于预测地质资源量和未发现资源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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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内容主要是煤层埋深、厚度、煤岩、煤质、含气量、渗透率、储层压力、储层压力梯度等。 

 

5.3.2 可采资源量评价方法 

在获取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后，经过可采系数校正可计算出煤层气可采资源量，采用公式（5）计算： 

r iG G R  …………………………………………………（5） 

式中： 

Gr—煤层气可采资源量，108 m3 ； 

Gi—煤层气地质资源量，108 m3 ； 

R —煤层气可采系数，%。 

煤层气可采系数（R）是依据等温吸附试验结果、原始含气量和与排采废弃压力对应的含气量计算

的理论值，可用来反映基于煤岩等温吸附特性的煤层气可采系数。采用公式（6）或（7）计算： 

                       i a

i

C C
R

C


    …………………………………………（6） 

为便于应用上式可变为： 

                     
 

L a

i L a

1
V P

R
C P P


 


 ……………………………………………（7） 

式中： 

Ca —煤层气井废弃时的煤层含气量，m3/t ； 

Ci —煤储层原始含气量，m3/t ； 

VL —煤储层兰氏体积，m3/t ； 

PL —煤储层兰氏压力，MPa ； 

Pa —煤层气井废弃压力，MPa 。 

5.4 评价参数确定与资源量计算 

5.4.1 参数取值 

5.4.1.1 资源量计算中的参数在选用时应详细比较它们的精度和代表性进行综合选值，并在资源评价报

告中简述确定参数的依据； 

5.4.1.2 各项参数名称、符号、单位及有效位数见附录B的规定，计算中一律采用四舍五入进位法； 

5.4.1.3 煤层气资源量应以标准状态（温度20℃，压力0.101 MPa）下的干燥体积单位表示。 

5.4.2 评价参数确定 

5.4.2.1含气面积 

含气面积是指资源评价区内的煤层分布面积。应充分利用地质、钻井、测井、地震和煤样测试等资

料综合分析煤层分布的地质规律和几何形态的基础上确定地质边界，并综合必要的非地质边界，在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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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结合地震资料编制的煤层顶、底板构造图上圈定。 

钻井和地震综合确定的煤层气藏边界，即断层、尖灭、剥蚀等地质边界；煤层有效厚度下限边界；

含气量下限边界和瓦斯风化带、自燃带、采空区边界等。 

由于各种原因也可由矿权区边界、自然地理边界或人为资源量计算线等圈定。 

5.4.2.2煤层有效厚度 

煤层有效厚度是指扣除夹矸层的煤层厚度，又称为净厚度。采用取心资料确定，也可采用煤层的电

性标准划分。 

煤层倾角小于15°时，可用煤层的视厚度计算；当倾角大于15°时，必须以煤层真厚度计算。 

煤层厚度的下限值为：单煤层厚度应大于0.5m～0.8m（视含气量大小可作调整），夹矸层起扣厚度

为0.1m； 

最终取值可根据评价区厚度平面分布图，采用等值线面积权衡法计算确定。 

5.4.2.3煤质量密度 

煤质量密度分为真煤质量密度和视煤质量密度，在资源量计算中分别对应不同的含气量基准。对于

煤层气勘探阶段进行的煤层气资源评价可采用视煤质量密度。 

最终取值可根据评价区内所有煤样品测试值，采用算术平均计算确定。 

5.4.2.4煤层含气量 

采用以下方法要求确定： 

a)采用干燥无灰基（dry,ash-free basis）或空气干燥基（air-dry basis）两种基准含气量近似

计算煤层气资源量，其换算关系可根据公式（8）计算： 

ad daf ad d(100 ) /100C C M A   ……………………………………（8） 

式中： 

 Cad—煤的空气干燥基含气量，m3/t； 

Cdaf—煤的干燥无灰基含气量，m3/t； 

Mad— 煤中原煤基水分（ωB），%； 

Ad—煤中灰分（ωB），%。 

b）宜采用原煤基（in-situ basis）含气量计算煤层气资源量，以确保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原煤基

含气量需要在空气干燥基含气量的基础上进行平衡水分和平均灰分校正，采用公式（9）计算：  

c ad d av ad eq[( ) ( )]C C A A M M     ………………………………（9） 

式中： 

Cc—煤的原煤基含气量，m3/t； 

Cad—煤的空气干燥基含气量，m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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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煤的平均灰分，%； 

Meq—煤的平衡水分，%； 

β—空气干燥基含气量与（灰分＋水分）相关关系曲线斜率。 

c)最终取值可根据评价区含气量平面分布图，采用等值线面积权衡法计算确定。 

d)煤层含气量测定值中应剔除浓度超过10%的非烃类气体成分，具体参照DZ/T 0216执行。 

5.4.3 资源量计算单元 

5.4.3.1 计算单元在平面上一般称区块，同一区块应基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构造条件、储气条件和水动

力系统等。 

5.4.3.2  纵向上一般以单一煤层为计算单元，煤层相对集中的煤层组可合并为一个计算单元。 

5.4.3.3  横向上以单一煤层底部或煤层组中部埋深线作为边界划分计算单元。 

5.4.3.4  在计算单元中煤层风(氧)化带及其以浅的煤储层中一般不计算资源量，关于风(氧)化带是否

予以计算资源量的确定指标可参照DZ/T 0215-2002 执行。 

5.4.3.5  在评价计算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划分出次一级计算单元。划分的原则是以地质边

界或人为技术边界为划分依据，例如构造线、煤厚突变线、煤阶变化线、煤层含气边界、井田或采区边

界、预测区边界、网格边界、水平标高线、煤炭储量级别等。 

5.4.4 资源量计算边界 

5.4.4.1  资源量计算单元的边界，应由查明的煤层气藏的各类地质边界（如断层线、地层变薄、尖灭、

剥蚀、采空区等）、含气量下限、有效厚度下限（0.5m～0.8m）、煤层风(氧)化带等边界确定（对煤层

组的情况可根据实际条件做适当调整）。 

5.4.4.2  若未查明地质边界，由于各种原因也可以由非地质边界圈定，如矿权区边界、自然地理边界、

人为划定的计算边界等。 

5.4.4.3  煤层含气量下限值一般参照DZ/T 0216-2010执行，也可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调整，如煤层厚度

不同时应适当调整。 

5.5 综合评价分析 

5.5.1 资源分类 

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煤层气资源进行分类： 

a）按资源规模大小分为4类，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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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源规模分类 

类  别 资源规模（10
8
m
3
） 

Ⅰ类（特大型） > 3000 

Ⅱ类（大 型） 300～3000 

Ⅲ类（中 型） 30～300 

Ⅳ类（小 型） < 30 

 

b）按资源丰度高低分为3类，见表3。 

表 3  资源丰度分类 

类  别 资源丰度（10
8
m

3
/km

2
） 

高丰度 > 3.0 

中丰度 1.0～3.0 

低丰度 < 1.0 

 

c）按煤阶高低分为3类，见表4。 

表 4  煤阶分类 

类  别 煤阶（Ro,%） 

高 > 1.9 

中 0.7～1.9 

低 < 0.7 

 

d）按煤层埋藏深浅分为3类，见表5。 

表 5  埋深分类 

类  别 埋深（m） 

深层 > 1200 

中深层 800～1200 

浅  层 < 800 

 

5.5.2 资源评价分类 

资源评价分类原则如下：  

a）将煤层气资源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三个资源类别，主要由单层煤厚、含气量、煤层埋深、煤

层渗透率和煤层压力特征等五项参数决定（分值见表 6），五项参数分值相加，得到资源的评价总分； 

b）五项参数同时参与时，Ⅰ类资源：积分>180分；Ⅱ类资源：180－140分；Ⅲ类资源：<140分； 

c）缺乏某一项参数时，Ⅰ类资源：>160分；Ⅱ类资源：160－120分；Ⅲ类资源：<120分； 

d）缺乏某两项参数时，Ⅰ类资源：>110分；Ⅲ类资源：110－70分；Ⅲ类资源：<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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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煤层气资源类别评价参数取值标准 

煤级 

参 与 评 价 的 因 素 及 评 价 赋 分 

单层煤厚

（m） 

分

值 

含气量

（m3/t） 

分

值 

埋深范围

（m） 

分

值 

煤储层 

渗透率 

（10-3μm2） 

分

值 

煤储层 

压力状态 

分

值 

气煤-无

烟煤 
>5 

50 

>10 

50 

300-1000 

50 

>1 

50 

正常-超压 50 

褐煤-长

焰煤 
>10 >4 <500 >10 正常 

30 
气煤-无

烟煤 
2-5 

30 

4－10 

30 

1000-1500 

30 

0.1-1 

30 

正常 

褐煤-长

焰煤 
5-10 2－4 500-1000 5-10 欠压 

20 
气煤-无

烟煤 
<2 

20 

<4 

20 

>1500 

20 

<0.1 

20 

欠压 

褐煤-长

焰煤 
<5 <2 >1000 <5 欠压 

6资源评价成果编制 

6.1 图表编制 

6.1.1 图件编制 

图件编制执行 SY／T 5615要求，主要图件包括： 

 a）交通地理位置图 

b）区域地质图 

c）地质剖面图 

d）综合柱状图 

e）煤层对比剖面图 

f）煤层底板标高等值线图 

g）煤层埋深等值线图 

h）煤层厚度等值线图 

i）煤层含气量等值线图 

j）Ro 等值线图 

k）煤层气资源丰度等值线图 

l）煤层气资源综合评价图 

6.1.2 数据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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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评价区勘探程度及分析测试工作量具体确定，主要成果数据表包括： 

a）勘查工程工作量统计表 

b）煤层（煤体结构）基本数据表 

c）分析测试数据统计表 

d）煤岩煤质分析数据表 

e）煤储层物性分布数据表 

f）煤层含气量分析数据表 

g）煤层气组分分析数据表 

h）试气成果数据表 

i）地层水性质分布数据表 

j）煤层气资源量计算表 

k）煤层气资源评价汇总表 

6.2 文字报告编写 

6.2.1 报告要求 

成果报告要求包括：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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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附图、附表及综合性插图、照片应能说明问题，并紧密配合报告文字叙述； 

c）结论应恰当，与实际调查资料无矛盾； 

d）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6.2.2 报告内容  

根据研究成果编写文字报告，报告具体内容见附录 A。 

7质量检查与验收 

7.1 质量检查 

项目评价过程中应定期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可划分为三级：项目组、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根据检查的内容不同，可分为项

目组的自检互检、由项目承担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中期检查、年度成果资料检查以及最终由上级

主管部门组织的项目成果验收等。 

7.2 成果验收 

7.2.1 成果资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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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资料要求包括： 

a）成果报告及附图、附表的内容应完整、准确； 

b）成果报告正文及附图、附件应编有页码及编号，并与报告目录中出现的章节页码及编号一致； 

c）成果报告及附图上应有各级有关领导、技术负责人、编写人（或编制人）的签名盖章，如需修

改，应由报告编写人在修改处盖章； 

d）成果报告及其附件的装订应符合要求，成果报告规格为 A4（297mm×210mm），附图、附表规格

为 A3（420mm×297mm）。 

7.2.2 验收要求 

评价工作结束后，应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召开专家审查会进行最终验收，一般要求如下： 

a）验收专家组应根据项目(课题)技术设计书(包括经上级批准的修正设计文件)、任务书、合同书、

本标准及其他有关规范和规程进行最终成果验收； 

b）验收专家组应提出验收意见书； 

c）项目组应根据验收意见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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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资源评价报告提纲 

1 前言 

1.1 任务来源 

1.2 评价区位置与矿权设置 

1.2 勘查程度 

2 区域地质概况 

2.1 区域构造 

2.2 区域地层 

2.3 区域水文地质 

3 评价区地质背景 

3.1 评价区构造 

3.2 评价区地层 

3.3 评价区水文地质 

3.4评价区煤层气分布 

4 煤层分布及煤岩煤质特征 

4.1 煤层分布特征 

4.2 煤岩煤质特征 

4.3 煤变质程度 

4.4 煤层顶底板特征 

5 煤层含气性及物性特征 

5.1 煤层含气特征 

5.2 煤岩等温吸附特征 

5.3 储层物性特征 

6 煤层气资源量计算 

6.1 资源评价关键参数 

6.2 资源评价方法 

6.3 资源量计算结果 

7 煤层气综合评价 

7.1 资源类别与可靠性评价 

7.2 可采性评价 

7.3 地质综合评价 

8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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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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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资源量评价参数名称、单位、符号及取值有效位数 

表 B.1给出了煤层气资源量评价参数的名称、单位、符号及有效的取值位数。 

表 B.1  煤层气资源量评价参数名称、单位、符号及取值有效位数 

参      数 计  量  单  位 

取值有效位数 
名    称 符 号 名    称 符  号 

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Gi 亿立方米 108m3 小数点后2位 

煤层气可采资源量 Gr 亿立方米 108m3 小数点后2位 

煤层含气面积 A 平方千米 km2 小数点后1位 

煤层有效厚度 h 米 m 小数点后1位 

煤炭储量或资源量 Q 亿吨 108 t 小数点后2位 

煤的原煤基含气量 Cc 立方米每吨 m3/t 小数点后1位 

煤的空气干燥基含气量 Cad 立方米每吨 m3/t 小数点后1位 

煤的干燥无灰基含气量 Cdaf 立方米每吨 m3/t 小数点后1位 

煤储层原始含气量 Ci 立方米每吨 m3/t 小数点后1位 

煤层气井废弃时的煤层含气量 Ca 立方米每吨 m3/t 小数点后1位 

煤的空气干燥基质量密度 D 吨每立方米 t/m3 小数点后2位 

煤的干燥无灰基质量密度 Ddaf 吨每立方米 t/m3 小数点后2位 

煤的空气干燥基灰分 Aad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的干燥无灰基灰分 Adaf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中灰分（ωB） Ad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的平均灰分 Aav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层气可采系数 R 无因次 % 小数点后1位 

煤的镜质体反射率 Ro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层埋深 H 米 m 小数点后1位 

渗透率 k 毫达西 10-3μm2 小数点后2位 

煤中原煤基水分 Mad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的干燥无灰基水分 Mdaf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煤的平衡水分 Meq 无因次 % 小数点后2位 

原始储层压力 Pi 兆帕 MPa 小数点后2位 

废弃储层压力 Pa 兆帕 MPa 小数点后2位 

兰氏压力 PL 兆帕 MPa 小数点后2位 

兰氏体积 VL 立方米 m3 小数点后2位 

临界解吸压力 Pd 兆帕 MPa 小数点后2位 

地层倾角 α 度 （
。
） 小数点后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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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参      数 计  量  单  位 

取值有效位数 
名    称 符 号 名    称 符  号 

空气干燥基含气量与（灰分＋

水分）相关关系曲线斜率 
β 无因次  小数点后2位 

含气饱和度 Sg 无因次 % 小数点后1位 

储层温度 T 摄氏度 ℃ 整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