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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文字报告的内容和要求、插表及附表的编

制要求与格式、插图及附图的编制要求与格式等。 

本标准适用于地面勘查开采的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采用其它方式勘查开采煤层气的储量报告

编写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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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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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3   煤矿科技术语 

GB/T 17608   煤炭产品品种和等级划分 

GB/T 19492   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DZ/T 0216    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 

DZ/T 0217    石油天然气储量估算规范 

SY/T 5615    石油天然气地质编图规范及图式 

3 探明储量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 

3.1 煤层气储量报告应包括文字报告（包括必要的插图、插表）、附图、附表三个方面内容，必要时

可增加专题研究报告作为附件。 

3.2 文字报告按规定的章节编排，插图、插表分别统一编号，按 A4（297mm×210mm）纸装订。附表、

附图编排为附表册、附图册，一般按 A3（297mm×420mm）纸绘制装订，大型图件可折叠后装入附图册。

附图和附表较少时可折页与文字报告统一装订。 

3.3 储量报告的文字和图表要简明、清晰。 

3.4 文字与图表信息应相符，每张图表均应在文字中提及，并应按报告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按章排序。 

3.5 地层单位界、系、统、组、段与煤层段的名称，在报告文字中第一次出现时，应在圆括号内用其

符号加以注明。 

3.6 各种量（纲）、单位、参数、取值位数、单位及符号应符合 DZ/T 0216及 GB/T 15663等的要求。 

3.7 本规范列出的附表、附图的内容和数量原则上不能删减，插图及插表、可根据煤层气藏地质特征、

资料录取和储量研究工作的具体情况作相应调整。 

3.8 储量报告应统一封面、扉页和目次。目次排在正文之前。封面格式见附录 A，扉页格式见附录 B，

目次内容与格式见附录 C。附件和附图表册的封面、扉页与目次格式见附录 A、B、C。 

3.9 原则上按煤层气田编写储量报告，若煤层气田中几个区块不宜统一编写时，除煤层气田概况统一

编写外，其余部分可按区块分别编写。 

3.10 煤层气储量分类采用 GB/T 19492。储量类型及估算流程见附录 D。煤层气储量估算包括新增、复

算、核算、标定和结算等 5种情形，详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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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字报告的内容和要求 

4.1 煤层气田概况 

4.1.1 估算范围的位置与矿业权 

4.1.1.1 估算范围位置 

估算范围应为满足提交探明储量要求的含气区。叙述估算范围东西起止经度和南北起止纬度。简述

估算范围所处的盆地、一级构造单元和二级构造单元的名称。估算范围在本气田的位置，邻近煤层气田

的名称、方位和距离，与可依托的重要输气设施的距离等。估算范围所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名称。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要说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的名称。叙述估

算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地表、气候、交通条件等（见图G.1）。 

4.1.1.2 矿业权 

逐一列出估算范围所在的勘查（采矿）登记项目名称、许可证号、勘查（采矿）面积、有效期，申

报评审备案单位、探（采）矿业权人（见图G.2、图G.3、图G.4、图G.5）。 

明确储量估算范围是否位于申报单位矿业权所属范围内，矿业权与已知毗邻矿业权的关系是否清楚，

有无矿业权属争议。 

4.1.2 勘查开发程度与申报评审备案简况 

4.1.2.1 勘查开发程度 

4.1.2.1.1 煤田勘查 

叙述估算范围煤田地质勘查开发程度及简史，包括以往各类煤炭勘查报告评审备案情况和批准资源

储量（如需分割，应说明分割后的资源储量）。 

4.1.2.1.2 煤层气勘探开发历程 

叙述煤层气田勘探开发程度及简史，应分阶段简述勘探开发程度和地质认识。本次申报之前，整个

煤层气田探明储量。重点对估算范围发现后的工作情况做简要论述，包括煤层气勘探工作投入的物探工

作量、发现时间、发现井井号、钻井和测试、探井、参数井及生产试验井井数、取样测试及排采情况作

简要论述（见表F.1、表F.2、图G.6）。如果邻区或本区其他层位为已申报煤层气探明储量区或已建产

能区，要进行简要叙述，包括已开发产能动态情况。 

4.1.2.2 煤层气申报评审备案简况 

申报评审备案情况应简述：申报评审备案基准日、申报的煤层气田和区块名称、含煤层气层位、煤

层、储量类型、储量类别和状态、含煤层气面积、探明地质储量、技术可采储量、经济可采储量和剩余

经济可采储量等（见表1）；若为复算（核算、结算）储量报告，首先应说明复算（核算、结算）的依

据，列出复算（核算、结算）前后储量变化情况；若估算范围已开发，应列出估算范围的投产时间、当

前产气量、累计产量及目前综合含水率等。分阶段情况可直接列表表述。  

应总体描述按矿业权、省份劈分估算范围内储量情况。 

应描述估算范围内储量是否涉及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若涉及禁止勘查开采区域，含气

面积和储量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和非禁止勘查开采区域面积进行拆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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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煤层气田已有储量和申报储量表 

煤层气田 

储

量 

状

态 

含气 

面积 

地质 

储量 

技术

可采

储量 

经济可

采储量 

累计 

产量 

剩余经

济可采

储量 

矿业权 
省份 

（海域） 

生态环境保

护区 

平方千米 亿方 亿方 亿方 亿方 亿方 1 2 … ××省 ××省 … 有/无重叠 

已有               

本次申报               

总计               

按矿业权统

计 

1               

2               

…               

合计               

按省份（海

域） 

统计 

××省               

××省               

…               

合计               

生态环境保

护区 

有/无重

叠 

              

 

序号 矿证类型 矿证名称 矿证编号 

1 探矿/采矿     

2 探矿/采矿     

…    

4.2 区域地质概况 

简述估算范围所处区域地层和区域构造特征，包括估算范围所处大地构造单元（二级）和区域构造

特征。逐一叙述估算范围所处大地构造单元不同时期的构造形式，不同时期所发育的区域构造特征，包

括区域构造单元名称、类型和特征，估算范围所在构造单元与周围单元的关系。 

简述地层划分与分层特征，简述区域地层出露情况，包括估算范围钻遇的地层和缺失的地层，含煤

层气分布的层位，按地层分层简述岩相、岩性、地层厚度、接触关系、平面变化、发育特征、岩石类型、

煤层发育情况等，列出区域地层表（见表2、图G.7、图G.8）。 

表2 ××煤层气田××区块地层简表 

层位名称 
层位代号 

地层厚度 
m 

岩性岩相简述 
界 系 统 组 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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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区域水文地质特征 

4.3.1 总体要求 

叙述区域所处水文地质单元及其区域地下水含水层、隔水层，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等水

文地质条件。 

4.3.2 含水层 

逐一说明区域各个含水层地质特征、层厚、埋深、裂隙发育情况、与邻近区域补给情况、对煤层气

井勘探及煤层气井排采的影响等。 

4.3.3 隔水层 

逐一说明区域各个隔水层地质特征、层厚、埋深、裂隙发育情况、透水性、对于煤层气井排采的影

响。 

4.3.4 主要含水层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叙述区域各个含水层主要补给来源、补给区、地下水流场、与上下地层联系、与岩层走向关系、排

泄方式等，简述含水层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对钻井施工影响及煤层气井排采的影响。 

4.4 估算范围地质背景 

4.4.1 地层 

从老至新叙述估算范围地层、时代、厚度、岩性及其变化等。 

叙述估算范围含煤地层划分及本次申报的层位。 

逐一叙述估算范围内含煤地层单元的厚度、岩性、岩相、沉积特征及其在走向和倾向方向的变化。 

4.4.2 构造特征 

详细叙述估算范围的基本构造形态、地层产状及其变化。叙述估算范围内各个构造发育的一般规律，

结合区域构造特点评价估算范围构造复杂程度（参照 DZ/T 0216）及对煤层、煤质、水文地质及对煤层

气开采技术条件的影响。 

逐个叙述估算范围内主要褶曲、断层（包括估算范围边界断层）和陷落柱的基本特征、延展情况、

各种勘查工程对构造的控制和研究程度（见图G.9、图G.10）。若所申报的气田有多个含气构造或气藏

边界断裂多时，宜列表（见表3）。 

表3 ××煤层气田××区块主要断层要素表 

区块 
断层 

编号 

断层 

名称 

断层 

性质 

断开 

层位 

目的层断距 

m 

断层产状 
钻遇 

井号 走向 倾向 
倾角 

▫ 

延伸长度 

m 

           

4.4.3 岩浆岩 

叙述估算范围内岩浆岩的时代、种类、名称、产状、分布规律、控制研究程度。 

叙述岩浆岩与估算范围构造的关系以及对煤层、煤质的影响。 

4.4.4 煤层与煤质 

4.4.4.1 煤层 

4.4.4.1.1 估算范围可采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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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估算范围含煤地层含有编号煤层层数，文字叙述可采煤层包括几层、煤层号、产出层位（地层

及部位）、埋深、厚度、可采厚度、夹矸、结构、可采面积、稳定性、可采性、顶底板岩性（有无伪顶、

伪底）等。 

4.4.4.1.2 估算范围目的煤层 

描述估算范围本次煤层气估算目的煤层，叙述目的煤层层位、煤层号、埋深、厚度、可采厚度，顶

底板特征及展布情况等主要特征（见表 F.4）。（若目的煤层只 1层，也可不列表） 

4.4.4.2 煤质 

4.4.4.2.1 物理性质 

包括煤的颜色、条痕、光泽、断口、内外生裂隙、视密度等（见表 F.5）。 

4.4.4.2.2 煤岩特征 

宏观煤岩特征，包括煤岩组分（亮煤、镜煤、暗煤、丝炭）、结构、构造、宏观煤岩类型（岩亮型、

半亮型、半暗型、暗淡型）。 

显微煤岩特征，有机显微组分，包括镜质组、惰质组、壳质组，若壳质组平均含量>5%,还要算出矿

物基质各组分含量，以便更准确确定是否存在微量含煤（见表 F.6）。 

无机组分特征，包括黏土矿物、硫化物、碳酸盐、氧化物。 

说明镜质组最大反射率，据此确定变质阶段。 

4.4.4.2.3 化学性质 

包括工业分析（水分、灰分、浮煤挥发分、固定炭）、元素分析和有害元素（原煤硫分—全硫、硫、

磷等）。 

4.4.4.2.4 煤的工艺性能 

包括煤的发热量，热稳定性，可磨性，若是烟煤类，要化验测试粘度指数、胶质层厚度等。 

4.4.4.2.5 煤类与工业用途 

按照 GB/T17608和相关规范，依据煤质测试化验资料，合理划分煤类，评价煤的工业用途。煤炭产

品按其用途、加工方法和技术要求划分为 5大类，分别为精煤、洗选煤、筛选煤、原煤、低质煤。煤的

工业用途广泛，冶金工业用作炼焦和生产耐火材料的窑炉燃料，以及从煤（煤灰）中提取锗、镓、铟、

钒等微量元素等。燃动力方面有火力发电，蒸汽机燃料以及各种工业窑炉，如水泥、玻璃、陶瓷，轻工

业窑炉等燃料。化学工业方面，煤经低温干馏或者气化、液化制成气和液体燃料及化工原料，如柴油、

汽油、煤焦油、氮肥以及染料、芳香族原料、涂料、塑料、合成纤维、碳素纤维、合成橡胶等上百种产

品。 

4.4.5 开采技术条件 

4.4.5.1 水文地质 

简述估算范围水文地质条件。 

4.4.5.2 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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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估算范围工程地质岩组的划分，详述估算范围煤层顶、底板的岩性、厚度及组合情况（见图

G.8）。 

4.4.5.3 环境地质 

叙述估算范围所处环境地质现状，以及煤层气开采对该区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并列出应该采取的

防范措施。 

4.5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 

4.5.1 勘查工作与质量评述 

叙述估算范围内各阶段勘查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及质量情况，包括钻孔评级、钻探煤层评级、测

井煤层评级，若有地震也可简述，其他还有采样情况等，以及对煤层气勘查工作的影响。 

4.5.2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 

4.5.2.1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及估算指标 

叙述估算煤炭资源储量的煤层；叙述估算范围煤炭资源储量估算边界、标高和面积；叙述估算范围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和估算的工业指标及确定依据，叙述可采煤层的起止标高和埋深（见表 F.7）。 

4.5.2.2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方法 

叙述煤炭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列出计算公式。 

4.5.2.3 资源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叙述参与煤炭资源储量估算的块段面积、倾角、厚度、视密度等参数的确定方法和依据，列出分计

算单元的估算表。 

4.5.2.4 资源量估算块段划分原则 

说明煤炭资源储量估算块段确定原则。 

4.5.2.5 煤炭资源储量的类别确定 

根据煤层的勘查控制程度、工程线距、地质可靠程度（包括工程网度、地质研究程度）、可行性评

价划分煤炭资源储量类别，也可采用最近一次备案的勘查报告（普查、详查、勘探报告）或核实报告成

果（见表 F.7）。 

在煤层气探明储量估算范围内已进行过煤田地质勘探的，煤炭资源储量的类别采用最高程度勘查报

告成果。 

重点强调本次煤炭储量核实所采用的勘查报告备案情况，本次煤炭资源储量估算与以往备案是否一

致，不一致需加以说明。介绍涉及到报告备案情况、机关及备案文号。 

4.5.2.6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叙述煤炭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包括查明煤炭资源储量总量（生产矿井的应有保有煤炭资源储量总量、

累计动用量），分煤类、分煤层统计资源的储量，各煤层和各类资源储量在总资源储量的比例（见表

F.8、图 G.11）。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结果采用最近一次备案的勘探报告或核实报告的成果。 

4.5.2.7 煤炭资源储量变化情况 

叙述估算范围目的煤层煤炭资源储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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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估算范围勘查评价工程量完成情况 

4.6.1 勘查工程量及质量评价 

叙述勘探评价工程量完成情况：地震（二维、三维）、钻井井数、钻井类型、钻井进尺和取心、采

样测试、测井、试井、压裂、压裂方式、排采，以及论述勘探井距的选择及依据（见表 F.1、表 F.2）。 

根据相关的规程规范，对工程质量、合格率进行评定，论证探明储量报告中采用的数据的可靠性。 

4.6.2 复算（核算、结算）工作量 

详述本次复算（核算、结算）增加的工作量，如地震、钻井、测井、动态生产资料和化验资料等。 

4.7 煤层气藏特征 

4.7.1 煤层气分布  

叙述估算范围煤层含气量、取值依据及结果、煤层气分布范围、含气面积等。 

叙述估算范围煤层气成分及其在平面上、垂向上的变化规律（见图 G.12、图 G.13）。 

4.7.2 煤层含气性及物性特征 

4.7.2.1 煤层封盖条件 

通过对煤层顶板岩性、厚度及其分布情况，以及估算范围断层对煤储层中煤层气保存的影响等分析

研究煤储层的封盖条件（见图 G.14、图 G.15、图 G.16）。 

4.7.2.2 煤层含气性和吸附特征 

根据估算范围样品含气量（实测的）及气成分分析成果（注明样品测试结果是井口样品数据还是取

芯样品分析数据），描述煤层含气量的分布特征及含气性（见表 F.9、表 F.10、图 G.17）。描述不同

时期、不同目的、不同手段获取的含气量的分析对比和利用原则。 

等温吸附特征方法（通过目的煤层等温吸附曲线及朗格缪尔体积、朗格缪尔压力、含气饱和度、临

界解吸压力，描述煤层的吸附特征（见表 F.11、图 G.18））。 

4.7.2.3 煤层渗透性 

叙述煤储层孔隙度、煤的裂隙发育情况、储层流体性质及煤的渗透性。 

4.7.3 煤层压力及温度 

叙述煤储层埋深深度范围、储层温度变化区间、储层压力梯度、温度梯度等，分析煤储层压力、煤

储层温度与深度的关系（见表 F.12）。  

4.7.4 煤层气藏特征和流体性质 

描述煤层气藏气体组分，埋深，构造特征和流体性质。 

4.8 排采成果及产能预测 

4.8.1 煤层气井排采分析 

简述估算范围煤层气排采井井数、井型、完井方式、储层增产改造方式和排采方式（见表 F.13）。 

分井型、井组两种类型描述排采情况（见图 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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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估算范围生产试验井排采的情况，分析单井产气特征、井底流压特征和产水特征，以及稳定期

的平均产水量、平均产气量、累计产水量和累计产气量，达产井数（组）。详细介绍关键控制井的生产

情况，分不同的井型进行产能影响因素的分析（见表 F.13）。 

4.8.2 邻区煤层气生产情况 

简要叙述邻区煤层气生产情况。 

4.8.3 产量、产能与采收率预测 

简述预测产量及产能的依据与结论；简述估算范围煤层气采收率预测方法选择依据及估算范围采收

率预测结果。采收率估算方法根据 DZ/T 0216选择确定。 

4.9 煤层气储量估算 

4.9.1 储量分类分级 

根据各计算单元的勘探开发控制程度、地质认识程度以及探明储量可靠性分析确定储量分类分级，

单元较多时宜列表表述。 

4.9.2 估算方法与估算单元划分原则 

探明地质储量估算方法根据 DZ/T 0216，合理选择确定地质储量和技术可采储量的估算方法，确定

估算公式。论述储量估算单元的划分依据及划分结果。估算单元较多时，应列表（见表 4）表述。 

表4 ××煤层气田××区块储量估算单元划分表 

区块 煤层 井区 层位 纵向单元 平面单元 

A X号煤 A    

B 
X号煤 B1    

X号煤 B2    

注：1.A、B表示区块、井区名称（汉字）、含气层位（年代地层符号）、开发单元名称（汉字）； 

2.开发状态填写已开发或未开发。 

4.9.3 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方法与选取 

4.9.3.1 储量起算标准 

储量起算标准为煤层气藏不同埋藏深度下煤层气的单井日产量下限，是进行储量估算应达到的最低

经济条件（见表5）。允许结合储量估算区情况，另行估算起算标准。另行估算的起算标准不能低于表5

的起算标准。 

表5 储量起算标准 

煤层埋藏深度 

米 

煤层气单井日产量下限 

万立方米/天 

＜500 0.05 

≥500～＜1000 0.1 

≥1000 0.2 

4.9.3.2 含气面积确定 

4.9.3.2.1 目的煤层底板等高线图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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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储量估算范围有效含气面积的圈定，依据DZ/T 0216的规范，按照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探明

储量估算的含气面积在不同比例尺的煤层底板标高等值线上圈定（见图G.12）。阐述用于确定含气面积

的煤层底板等高线图的比例尺与置信度等。 

4.9.3.2.2 含气面积边界确定 

阐述含气面积的圈定原则及确定的结果。参数+生产试验井至含气面积边界的距离不超过 DZ/T 0216

中规范控制井距。 

对每个计算单元逐一论述含气边界类型（含气量下限、煤层厚度下限、断层、陷落柱、岩浆侵入体、

煤矿开采区、矿业权边界、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等）和圈定依据。单元及边界类型较多时可

列表表述（见图 G.20）。 

4.9.3.2.3 含气面积确定 

阐述含气面积圈定原则，含气范围跨 2 个及以上的矿业权证或省份的，应以矿业权证或省份为界，

分开圈定含气面积；含气范围与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有重叠的，按重叠区和非重叠区，分开

圈定含气面积。阐述各计算单元的估算面积、控制井数及估算范围块的最大叠合面积（见图 G.21）。 

若为复算（核算、结算）储量报告，应阐述含油(气)面积的变化情况及增减依据。 

4.9.3.3 煤层净厚度的确定  

4.9.3.3.1 总体要求 

阐述煤层净厚度的确定方法及原则（煤层厚度，夹矸的厚度下限、有效厚度下限、煤层测井响应、

净煤厚度取值方法）。 

4.9.3.3.2 测井曲线的选择及岩心分析资料的评述 

阐述煤层净厚度的测井解释方法，参考煤层气井、煤炭资源勘探钻孔的取心资料（先岩心后测井）。 

4.9.3.3.3 煤层厚度校正 

煤层净厚度应为有效厚度，必须校正井斜和地层倾角比较大的煤层厚度。当煤层总体倾角＜15°时，

采用伪厚度即铅直厚度与水平面积估算；当倾角≥15°时，采用真厚与斜面积估算。 

4.9.3.3.4 夹矸扣除及有效厚度下限 

阐述估算范围煤层有效厚度下限及夹矸起扣厚度。 

4.9.3.3.5 净煤厚度的取值方法 

按照定性解释、定厚解释及定量解释逐步确定纯煤厚度，最后采用等值线面积权衡法取值确定煤层

厚度估算参数。 

4.9.3.3.6 煤层净厚度取值结果 

阐述各计算单元净厚度与计算选值（多个计算单元时，宜列出表格）。 

4.9.3.4 含气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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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煤层取心及含气量测试是否符合要求，含气量资料的利用原则，含气量下限、取值方法和结果。

在含气量等值线图（见图 G.15）上采用等值线面积权衡法或算术平均法，选择条件见 DZ/T 0216 确定

含气量估算参数。若用等温吸附曲线确定含气量时，应分析含水情兄的影响。 

煤层含气量下限如表 6，也可根据具体条件通过论证进行调整，如煤层厚度不同时应适当调整，调

整后的煤层含气量不能低于表 6的煤层含气量起算下限标准。 

表6 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 

煤类 
变质程度(Ro,max) 

% 

空气干燥基含气量 

m
3
/t 

褐煤-长焰煤 ＜0.7 1 

气煤-瘦煤 0.7～1.9 4 

贫煤-无烟煤 ＞1.9 8 

4.9.3.5 煤的视密度确定 

阐述煤密度的测试方法，估算范围内煤密度的变化范围；煤密度（视密度、真密度）取值根据煤层

气井及煤田地质报告中数据，采用平均值确定煤的视密度估算参数。 

4.9.4 地质储量估算 

叙述地质储量估算结果。 

若为复算（核算、结算）储量报告,应论述复算（核算、结算）前后储量参数的变化情况及对地质

储量变动的影响。 

4.9.5 技术可采储量估算 

叙述煤层气技术可采储量估算方法、原理，列表叙述估算范围煤层气技术可采储量结果。 

若为复算（核算、结算）储量报告,应论述复算（核算、结算）前后储量参数的变化情况及对技术

可采储量变动的影响。 

4.10 煤层气开发概念设计 

4.10.1 开发区地质概况 

简述说明开发概念设计原则、开发单元，动用储量及其依据。 

4.10.2 开发方式 

阐述井型、开发单元设计，包括开发井网选择、钻完井方式、增产改造方式和排采方式的选择结果

和依据。 

4.10.3 开发规模 

依据开发方案设计开发规模，包括井数、估算范围年产量、产能建设规模、建设期、稳产期、采气

速度等。建立开发概念设计基础参数表，预测估算范围煤层气分年分开发单元的产量（见表 F.14）。 

4.10.4 开发工程方案 

简述开发工程方案和主要工程量，包括井型、井数、地面集输工程等。 

4.11 经济可采储量 

4.11.1 经济评价方法、原则和依据  

4.11.1.1 经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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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DZ/T 0216，经济评价一般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若投入开发多年，动态资料丰富，可采用经

济极限法。 

4.11.1.2 经济评价原则 

叙述经济评价原则。 

4.11.1.3 经济评价依据 

叙述经济评价的依据。 

4.11.1.4 经济评价单元确定 

经济评价单元确定结果及依据。 

4.11.2 投资估算 

4.11.2.1 投资构成 

项目总投资包括开发建设投资、弃置费、流动资金。 

开发建设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其他资产、建设期贷款利息和基本预备费。 

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开发井投资和地面建设工程投资，开发井投资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压裂工

程和排采设备及安装费等，地面建设工程包括地面井场工程、集气管网工程、气站工程等。 

其它资产包括勘查设计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督监理费、锅炉及压力容器检验费、联合试运

转费、生产准备费、试排采费和工程保险费等。 

建设期利息，根据资金筹措计划测算（见表 F.15）。 

弃置费包括封井费、复垦费、建筑物拆除等费用。 

4.11.2.2 投资估算要求 

按投资构成，对各项投资分别进行估算再进行汇总，并说明估算依据。同时，结合开发概念设计，

测算分年投资（见表F.16）。 

4.11.3 资金筹措  

说明项目资金来源。 

如有贷款，应测算贷款利息。其中：建设期利息计入项目总投资，生产期利息计入财务费用。 

4.11.4 成本费用估算  

4.11.4.1 成本费用构成 

4.11.4.1.1 成本费用包括煤层气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 

煤层气生产成本包括操作成本和折旧折耗摊销。 

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 

4.11.4.1.2 经营成本包括操作成本和期间费用。 

4.11.4.2 成本费用估算要求 

按成本费用构成，分别测算生产期各年操作成本、折旧折耗摊销、管理费、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及

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并说明各项成本费用的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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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3 附表 

按表 F.16的格式要求，附生产成本和费用预测表。 

4.11.5 经济评价参数  

逐项介绍经济评价参数的取值和依据，包括：评价基准日、建设期和生产期、煤层气价格、煤层气

商品率、销售补贴、税费、折旧折耗和摊销方法、折现率等。 

按表 F.17的格式要求，附经济评价参数表。 

4.11.6 经济评价结果  

4.11.6.1 经济评价指标 

列示以下经济评价指标：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静态投资回收

期（从建设期算起）和经济生产年限。 

4.11.6.2 敏感性分析 

插表展示产量、价格、投资和经营成本等因素按±10%和±20%变动时，对内部收益率产生的影响，

并据以分析各因素对经济指标的影响程度，做出分析结论（表7）。 

表7 内部收益率敏感性分析表 

因素 
内部收益率 

-20% -10% 0% 10% 20% 

产量      

价格      

投资      

经营成本      

4.11.6.3 经济评价结论  

依据评价指标和敏感性分析结论，分析项目的经济性及其风险，做出项目开发的经济可行性结论。 

4.11.6.4 经济可采储量估算 

根据项目分年产量及经济生产年限，估算探明经济可采储量和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列示估算结果。

储量区与生态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有重叠、无法进行商业开发时，重叠区的剩余经济可采储量视为

零，地质储量和技术可采储量正常计算。  

经济可采储量估算结果同时汇总到储量估算结果表。 

若为复算（核算、结算）储量报告,应论述复算（核算、结算）前后储量参数的变化情况及对经济

可采储量变动的影响。 

4.11.6.5 附表 

按表 F.18和表 F.19的格式要求，附探明储量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4.12 煤层气综合评价 

依据DZ/T 0216附录D（规范性附录）中的储量规模、储量丰度、产能、埋藏深度等多项参数指标的

不同分类，对煤层气田（藏）储量进行综合评价。（见表F.21）。 

4.13 储量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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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概况 

描述储量估算范围与矿业权、省份（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重叠情况。 

4.13.2 劈分方法 

阐述按矿业权、省份（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区劈分储量的方法及原则。 

4.13.3 劈分结果 

阐述估算范围所涉及的省份（海域）的储量，每个矿证内（矿业权名称、许可证编号）的储量、生

态环境保护区的储量。  

4.14 存在问题及建议 

提出储量研究过程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提出下一步建议。 

5 插表及附表的编制要求与格式 

5.1 插表及附表编制要求 

每一表应有简短确切的表名。表号、表名置于表上居中位置，表号在左，表名在右。必要时应将表

中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需要说明事项，横排于标题下作为表注，也可附注于表下。表的各栏均应标

明量或项目及标准规范的符号、单位。表内同一栏数字的小数点上下对齐。 

表内均应填入具体数字或文字，用“—”表示无此项内容，表格中数据保留小数点位数参照 DZ/T 0216。 

文字报告中的插表，可根据实际需要编制，辅助说明报告相关内容。 

附表的右下方标明制表人、审核人与日期。 

5.2 附表 

报告中应包含以下附表： 

a) ××煤层气田××区块勘探工作量统计表 

b) ××煤层气田××区块钻井工程基础数据表 

c) ××煤层气田××区块地层水化学分析一览表 

d) ××煤层气田××区块××煤层基础数据表 

e) ××煤层气田××区块煤（岩）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成果表 

f) ××煤层气田××区块煤岩、煤质分析数据表 

g) ××煤层气田××区块煤炭资源储量估算基础表 

h) ××煤层气田××区块煤炭资源储量汇总表 

i) ××煤层气田××区块煤芯样品含气量测试成果表 

j) ××煤层气田××区块煤芯样品气组分分析成果表 

k) ××煤层气田××区块煤储层物性参数表 

l) ××煤层气田××区块试井成果表 

m) ××煤层气田××区块排采数据成果表 

n) ××煤层气田××区块煤层气产能预测表 

o) ××煤层气田××区块建设投资汇总表 

p) ××煤层气田××区块生产成本和费用预测表 

q) ××煤层气田××区块经济评价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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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煤层气田××区块探明储量损益表 

s) ××煤层气田××区块未开发探明储量现金流量表 

t) ××煤层气田××区块探明储量数据表 

u) ××煤层气田××区块储量综合评价表 

5.3 插表格式 

插表除表名不使用标题命令进行定义外，其它格式要求见附表格式。 

5.4 附表格式 

制作附表类文件时，应采用独立制表，不得采用超链接的办法链接其它软件制作的表格。附表的纵

向尺寸应以版芯的尺寸为界限，如果横向或纵向超出版芯，可用续表。续表中表名可以省略，但表栏头

仍要保留。 

附表类文件的表名要使用标题命令进行定义，标题样式不作具体规范，以美观实用为原则。标题命

令完成后应使用软件自动生成目录，其制作方法与正文类相同。 

附表中所列项次应全部填写，不可漏项，如未作相关工作，可在表中相应位置用“—”填充。 

附表各类格式见附录 F。  

6 插图及附图的编制要求与格式 

6.1 附图 

报告中应包含以下附图： 

a) ××煤层气田交通地理位置图 

b) ××煤层气田矿业权证 

c) ××煤层气田含气面积与矿业权叠合图 

d) ××煤层气田与省份（海域）叠合图 

e) ××煤层气田与××保护区叠合图 

f) ××煤层气田勘探程度图 

g) ××煤层气田区域地质图 

h) ××煤层气田地层综合柱状图 

i) ××煤层气田地质构造图 

j) ××煤层气田地质剖面图 

k) ××煤层气田煤炭资源储量估算图 

l) ××煤层气田煤层对比图 

m) ××煤层气田单井综合柱状图 

n) ××煤层气田××煤层底板等高线图 

o) ××煤层气田××煤层埋深等值线图  

p) ××煤层气田××煤层厚度等值线图 

q) ××煤层气田××煤层含气量等值线图 

r) ××煤层气田××煤层气等温吸附曲线图 

s) ××煤层气田典型煤层气井生产曲线图 

t) ××煤层气田××煤层含气面积图 

u) ××煤层气田叠合含气面积图 

v) ××煤层气田××煤层煤层气储量综合图 

6.2 编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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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图件内容 

图件主要包括气田地质研究、储量综合研究、气田储量估算、气田生产跟踪及煤炭储量估算等五大

类。图件应依据所提交探明储量区实际面积确定基础图件比例尺，并注明线段比例尺。比例尺不能小于

1:25000。 

气田地质研究图件主要包括区域地质图、地质构造图、综合柱状图、地质剖面图、煤层对比图等； 

编制单因素储量分析图件并标明线条比例尺，其中单因素储量分析图件主要包括煤层底板等高线图、

厚度等值线图、埋深等值线图、含气量等值线图、单井综合柱状图等图件； 

气田储量估算主要包括煤层气储量估算图、含气面积图、煤层气储量综合图等图件； 

气田生产跟踪主要包括等温吸附曲线图、典型煤层气井生产曲线图等图件； 

煤炭储量估算图件主要包括单煤层储量估算图及煤层储量估算图等图件。 

6.2.2 插图及图件格式要求 

插图及图件格式要求如下： 

a) 插图格式要求：插图应美观大方，内容涵盖关键内容和图例。 

b) 插图的图号与图名置于下方居中位置，图号在左，图名在右。必要时，应将图中的符号、标记、

代码等用简练的文字横排于图件下方，作为图注。 

c) 附图编制要求： 

1) 图件比例适中、清晰美观、图例规范、便于阅读。 

2) 附图册中各图件应标注线段比例尺，图签框中标注数字比例尺。 

3) 附图册中主要图件示例图见附录 G。 

4) 平面图采用大地坐标，方位按上北下南方向编制。图框类型为三线框，格网类型：方里网

或经纬网；图框写标注，图内有方里网（或经纬网）线。 

5) 所有图件采用图例均以 SY/T 5615 为基础，对于规范的标注及图例不能涵盖的特殊情况，

应符合“《全国油气储量利用核查数据库及成果图件库》图表格式要求”中的规范，补充

煤层气相关图例见附录 H。  

6) 附图图签采用统一位置、格式，见附录 I。图例内容涵盖图幅中叙述的主要内容、参数解

释等，图签内容必须涵盖项目名称、图名、制作单位、资料来源、编制、制图、审核、技

术负责人、单位负责、比例尺、图号、顺序号、制作日期等内容。 

6.2.3 附图册中主要图件内容要求 

附图册中主要图件内容要求如下： 

a) ××煤层气田交通地理位置图 

1) 图框应带坐标，编图范围能反映气田的地理、构造位置。 

2) 申报含气面积与以往含气面积应采用不同图例，以示区别，并标明申报含气面积所在矿业

权（探矿业权、采矿业权）范围。 

3) 编图项有主要探井、构造区划、县级以上边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主要居民地道路、

水系、重要地形、地貌。  

b) ××煤层气田地质剖面图 

1) 剖面贯穿估算范围，横纵比例尺大小可自行决定，横向标明线性比例，纵向两端均标注海

拔。 

2) 剖面图内至少涵盖三口煤层气井信息。单井井柱下方标明井深，左侧标明申报煤层位置、

底板标高，右侧标明申报煤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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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煤层气田煤炭资源储量估算图 

估算范围的目的煤层煤炭资源估算图，包括钻孔、储量类别、块段编号、密度、视密度、资源

储量等。 

d) ××煤层气田煤层对比图 

图内井位名称、数量与剖面图一直，横向比例尺无要求，纵向以含煤地层为范围对比，标志层

选取可视估算范围情况而定。 

e) ××煤层气田单井综合柱状图 

1) 成果报告附图册中所有单井综合柱状图比例尺应保持一致，内容包括岩性信息、岩性描述、

气测曲线、深浅侧向、自然电位及伽马曲线等。 

2) 岩性信息应与岩性描述保持一致，岩性信息颜色与实际地层颜色一致。 

f) ××煤层气田××煤层底板等高线图、××煤层气田××煤层埋深等值线图 

1) 资料来源应包含报告中所涉及估算范围内所有井位数据及位置，包括煤田钻孔、油气井、

地震解释资料等。 

2) 图中反映构造单元应与地质构造图一致。 

3) 等值线递进线应按照比例尺不同作出界定，保证图幅内各元素清晰美观，便于观看。 

g) ××煤层气田××煤层厚度等值线图 

1) 资料来源应包含报告中所涉及估算范围内所有井位数据及位置，包括煤田钻孔、煤层气井

等。 

2) 等值线递进线应按照比例尺不同作出界定，保证图幅内各元素清晰美观，便于观看；不同

井别需给予区分。 

h) ××煤层气田××煤层含气量等值线图 

1) 资料来源应包含报告中所涉及估算范围内所有井位数据，包括煤田钻孔、煤层气井等。 

2) 等值线递进线应按照比例尺不同作出界定，保证图幅内各元素清晰美观，便于观看。 

i) ××煤层气田××煤层含气面积图、××煤层气田叠合含气面积图 

1) 底图为煤层底板等高线图，分别制作单个计算单元含气面积图及叠合含气面积图，包括达

产井位置、单井含气量、单井汽水柱、有效含气面积、主要构造位置等。 

2) 叠合含气面积图是各煤层叠合后有效最大含气面积。 

j) ××煤层气田××煤层煤层气储量综合图 

1) 分别制作不同单元煤层储量估算图及煤层气田储量综合图。 

2) 不同单元煤层储量估算图显示底板标高、厚度、含气量、产量、主要构造等内容，煤层储

量估算基本参数及各煤层资源量放于图中央，综合柱状图放于图右侧，煤层气田剖面放于

图下方。 

3) 煤层气田储量综合图需将估算范围各煤层储量估算基础数据及资源量值置于图中央，将叠

合含气面积图放于图上方，综合柱状图放于图右侧，煤层气田剖面放于图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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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探明储量报告封面格式 

图A.1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封面格式。 

 

 

××煤层气田××区块××（层位） 

××煤层煤层气新增探明储量 

(复算、核算、结算)报告 

 

 

 

 

 

 

 

申报单位 

年   月 

 

注：报告名称为一号黑体，两行不够可用三行 

申报单位与年、月均为四号黑体 

图 A.1  探明储量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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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探明储量报告扉页格式 

图B.1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扉页格式。 

 

××煤层气田××区块××（层位）××煤层 

煤层气新增探明储量(复算、核算、结算)报告 

 

申报单位：×××××××（公章） 

编写单位：×××××××（公章） 

编写人：×××  ×××  ×××  ××× 

参加人：×××  ×××  ×××  ××× 

审查人：×××（签名） 

编写单位负责人：×××（签名） 

储管机构负责人：×××（签名） 

技术负责人：×××（签名） 

总经理：×××（签名或签章） 

 

 

 

 

年   月 

 

 

 

注：a 扉页报告名称为三号黑体 

b 责任单位、负责人、年月等栏目为四号黑体 

c 单位名称、人员名称打字为四号楷体  

图 B.1  探明储量报告扉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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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探明储量报告目次格式 

图C.1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目次格式。 

目    次
a
 

1 煤层气田概况……………………………………………………………………………× 

1.1估算范围的位置与矿业权……………………………………………………………× 

1.2勘查开发程度与申报评审备案简况…………………………………………………× 

2 区域地质概况……………………………………………………………………………× 

3 区域水文地质特征………………………………………………………………………× 

3.1 总体要求……………………………………………………………………………× 

3.2 含水层………………………………………………………………………………× 

3.3 隔水层………………………………………………………………………………× 

3.4 主要含水层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4 估算范围地质背景………………………………………………………………………× 

4.1 地层…………………………………………………………………………………× 

4.2 构造特征……………………………………………………………………………× 

4.3 岩浆岩………………………………………………………………………………× 

4.4 煤层与煤质…………………………………………………………………………× 

4.5 开采技术条件………………………………………………………………………× 

5 煤炭资源储量估算………………………………………………………………………× 

5.1勘查工作与质量评述………………………………………………………………× 

5.2煤炭资源储量估算…………………………………………………………………× 

6 估算范围勘查评价工程量完成情况……………………………………………………× 

6.1勘查工程量及质量评价……………………………………………………………× 

6.2复算（核算、结算）工程量………………………………………………………× 

7 煤层气藏特征……………………………………………………………………………× 

7.1煤层气分布…………………………………………………………………………× 

7.2煤层含气性及物性特征……………………………………………………………× 

7.3煤层压力及温度……………………………………………………………………× 

7.4煤层气藏特征和流体性质…………………………………………………………× 

8 排采成果及产能预测……………………………………………………………………× 

8.1 煤层气井排采分析…………………………………………………………………× 

8.2 邻区煤层气生产情况………………………………………………………………× 

8.3 产量、产能与采收率预测…………………………………………………………× 

9 煤层气储量估算…………………………………………………………………………× 

9.1 储量分类分级………………………………………………………………………× 

9.2 估算方法与估算单元划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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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方法与选取…………………………………………………× 

9.4 地质储量估算………………………………………………………………………× 

9.5 技术可采储量估算…………………………………………………………………× 

10 煤层气开发概念设计…………………………………………………………………× 

10.1 开发区地质概况…………………………………………………………………× 

10.2 开发方式…………………………………………………………………………× 

10.3 开发规模…………………………………………………………………………× 

10.4 开发工程方案……………………………………………………………………× 

11 经济可采储量…………………………………………………………………………× 

11.1 经济评价方法、原则和依据……………………………………………………× 

11.2 投资估算…………………………………………………………………………× 

11.3 资金筹措…………………………………………………………………………× 

11.4 成本费用估算……………………………………………………………………× 

11.5 经济评价参数……………………………………………………………………× 

11.6 经济评价结果……………………………………………………………………× 

12 煤层气综合评价………………………………………………………………………× 

13 储量劈分………………………………………………………………………………× 

13.1 概况………………………………………………………………………………× 

13.2 劈分方法…………………………………………………………………………× 

13.3 劈分结果…………………………………………………………………………× 

14 存在问题及建议………………………………………………………………………× 

   

 

 

 

 

 

 

附件—指专门的内容、报告或经济评价报告 

1.×××××××××××××× 

2.×××××××××××××× 

 

 

注： a 目次、附件均为三号黑体 

     b 目次内容及附件内容为小四号宋体 

图 C.1  探明储量报告目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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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油气矿产地质储量类型及估算流程图 

油气矿产地质储量类型及估算流程图见图 D.1 

 

 

 

 

 

 

 

 

 

 

图 D.1  油气矿产地质储量类型及估算流程图（引自 GB/T 19492） 

 

  

油气 

矿产资源 

地质储量 

资源量 

探明 

地质储量 

控制 

地质储量 

预测 

地质储量 

控制 

技术可采储量 

探明 

技术可采储量 

探明 

经济可采储量 

剩余探明 

经济可采储量 

控制 

经济可采储量 
剩余控制 

经济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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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储量估算情形 

E.1 储量估算总体要求 

E.1.1 以煤层气藏为基本评价单元，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依据对煤层气藏的地质认识程度和生

产能力的实际证实程度，对地质储量、技术可采储量和经济可采储量进行估算。 

E.1.2 煤层气田从发现直至废弃的过程中，根据地质资料、工程技术以及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共有

五种储量估算情形，分别为新增、复算、核算、标定和结算。  

E.1.3 煤层气探明储量的新增、复算、核算、标定和结算结果在录入年度探明储量数据库和统计数据

库时，煤层气田年产量、累计产量、剩余经济可采储量等资料数据应更新至当年 12月 31日。 

E.1.4 按照煤层气勘查开发程序，鼓励运用新的、适用的技术方法和综合手段开展煤层气勘查开发工

作。煤层气储层具有非均质性，其含气性、渗透性、储层压力和产能差异大，在勘查评价煤层气时应按

照本标准要求合理部署工程，取全取准相关参数，科学估算资源储量。 

E.1.5 对煤层的勘查程度和地质认识程度是煤层气勘查部署的重要基础和煤层气储量估算的重要依据。

为促进煤层气产业发展，凡在煤炭详查（含详查）程度以上的工作区开展煤层气勘查的，在收集以往煤

炭勘查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参数需要，可直接部署煤层气参数井和排采井。凡在煤炭普查程度以下的工

作区开展煤层气勘查的，应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地震及探井工程，开展必要的煤田地质工作，其探井井距

不大于 DZ/T 0216中相应井距下限要求。 

E.2 新增 

在煤层气田、区块或层系中首次估算的储量为新增。其中首次估算的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中，新增探

明可采储量和采收率应与开发概念设计的开发方式及井网条件相匹配。 

E.3 复算 

在新增探明储量后又新增工作量、或开发生产井完钻后进行的再次储量估算为复算。煤层气田投入

开发后，应结合开发生产过程对探明储量实施动态估算。储量复算后，在复算核减区如果再次估算探明

储量，须投入相应实物工作量并达到探明储量要求。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需要进行储量复算，复算结果计入当年净增储量中： 

a) 当独立开发单元或煤层气田主体部位开发方案全面实施后； 

b) 煤层气藏地质认识发生变化； 

c) 储量估算参数发生明显变化； 

d) 地质储量和可采储量与生产动态资料有明显矛盾； 

e) 探明储量尚未投入开发，新增工作量及评价资料，证实煤层气藏地质认识发生变化。 

E.4 核算 

储量复算后在开发生产过程中的各次储量估算为核算。随着煤层气田开发调整工作的深入和对煤层

气田认识程度的提高，应对复算后的投入开发储量进行多次核算，直至煤层气枯竭。进行核算时，应充

分利用开发生产动态资料，估算方法以动态法为主，容积法为辅，提高储量估算精度。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需要进行储量核算： 

a) 生产动态资料反映出所算的地质储量和可采储量与生产动态资料有明显矛盾； 

b) 对储层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及生产实践中表明，原储量估算参数需要作大的修改； 

c) 煤层气田钻了成批的加密井、调整井、进行了三维地震或采取重大开发技术措施等之后，或者

工艺技术手段有新的突破，地质储量参数发生重大变化。 

E.5 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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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1 在开发生产过程中，依据开发动态资料和经济条件，对截至上年末及以前的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和探明经济可采储量进行重新估算的情形为可采储量标定，简称标定。 

E.5.2 当年新增储量、复算、核算储量不参与本年度的可采储量标定。 

E.5.3 煤层气田或区块开发调整措施实施二年后及生产动态资料表明可采储量与产量有明显矛盾时，

应对可采储量进行标定。 

E.5.4 以开发单元为标定单元，计算单元如部分已开发，应划分为已开发和未开发两个单元，经标定

已开发单元可采储量发生变化的，未开发单元的可采储量须重新估算。 

E.5.5 可采储量标定方法执行行业标准，现行标准不适应的特殊煤层气藏，可采用专家认定通过的新

方法。 

E.5.6 标定前后探明技术可采储量的变化量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应单独编制标定报告： 

a) 大型煤层气田的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变化量＞±1%； 

b) 中型煤层气田的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变化量＞±2%； 

c) 小型煤层气田的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变化量＞±5%； 

d) 煤层气可采储量变化量＞±50亿立方米。 

E.6 结算 

在煤层气田废弃或暂时封闭而进行的储量估算为结算。包括对废弃或暂时封闭前的储量与产量清算

和剩余未采出储量的核销。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需要进行储量结算： 

a) 因煤层气田或区块的煤层气已经枯竭、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原因无法继续开采而废弃或暂

时封闭的储量； 

b) 因煤层气田被列入禁止勘查开采区、城市规划区、军事禁区等原因无法继续开采而废弃或暂时

封闭的储量； 

c) 因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继续开采而废弃或暂时封闭的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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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表格式 

表F.1至表F.21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表格式。 

表F.1  ××煤层气田××区块勘探工作量统计表 

煤层

气井 
煤层 

取芯 

层位 

地震 取芯 试气 压裂 试井 

二维 三维 

顶板 底板 煤层 
井数 

口 

层数 

层 

单试 

层 

合试 

层 

井数 

口 

层数 

层 

井数 

口 

层数 

层 
进尺 

m 

岩心 

m 

收获率 

% 

进尺 

m 

岩心 

m 

收获率 

% 

进尺 

m 

煤心 

m 

收获率 

%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表F.2  ××煤层气田××区块钻井工程基础数据表 

地点 
钻孔/ 

煤层气井 
X Y 

标高 

m 

终孔 

深度 

m 

终孔

层位 

施工 

时间 

施工

单位 

固井基本参数 

套管

类型 

尺寸 

mm 
钢级 

壁厚 累长 联入 下深 浮箍 
水泥 

返深 
口袋 

试压 

压力/压降 

mm m m m m m m MPa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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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3  ××煤层气田××区块地层水化学分析一览表 

煤层气井 地层 
煤层 

编号 

阳离子 

mg/l 

阴离子 

mg/l 
总矿化度 

mg/l 
水型 备注 

K
+
+ Na

+
 Mg

2+
 Ca

2+
 Cl

-
 SO4

2-
 HCO3

-
 NO3

-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表F.4  ××煤层气田××区块××煤层基础数据表 

钻孔号 煤层号 
煤层底板深度 

m 
煤层结构 

净煤厚度 

m 

底板标高 

m 

地层倾角 

0 
备注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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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5  ××煤层气田××区块煤（岩）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成果表 

地

点 

煤层 

气井 
层位 样号 

岩

性 

深度 

m 

E—杨氏模量 

103MPa 

μ—泊松比 Pc－抗压强度 

MPa 

Pt—抗张强度 

MPa 

σ-平均最大

正应力 

MPa 

τ－平均最大

剪应力 

MPa 

C－内聚力 

MPa 

φ－内摩擦角 

度 

软化

系数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表F.6  ××煤层气田××区块煤岩、煤质分析数据表 

钻孔/煤

层气井 

煤

层

号 

 

 

样

号 

显微组分 

% 工业分析 / %

( )

最小 最大

平均 样品数
 

ORmax  

% 

元素分析
( )

最小 最大

平均 样品数
 

去矿物基 含矿物基 

镜

质

组 

惰质

组 

壳质

组 

镜质

组 

惰质

组 

矿物

组 
Mad Aad Vdaf FCdaf Cdaf Hdaf Odaf Ndaf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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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7  ××煤层气田××区块煤炭资源储量估算基础表 

煤层号 块段 
面积 

km2 

平均煤厚 

m 

视密度 

g/cm3 

煤炭资源储量 

104t 
类别 井田 原块段编号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表F.8  ××煤层气田××区块煤炭资源储量汇总表 

矿区/井田名称 煤层号 
面积 

km
2
 

煤炭资源储量分类 

10
4
t 

煤类 含硫比例 

        

           

           

小计          

合计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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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9  ××煤层气田××区块煤芯样品含气量测试成果表 

井（孔）号 
煤层

编号 

解吸样重 

g 解吸气量 

cm3 

损失气量

cm3 

残余样重 

g 残余气量

cm3 

总气含量 

cm3/g 

甲烷含量 

cm3/g 吸附时间 

day 
备注 

空气 

干燥基 

干燥 

无灰基 

空气 

干燥基 

干燥 

无灰基 

空气 

干燥基 

干燥 

无灰基 

空气 

干燥基 

干燥 

无灰基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表F.10 ××煤层气田××区块煤芯样品气组分分析成果表 

井（孔）号 煤层编号 

气体组分 

% 

CH4 CO2 N2 C2+ H2S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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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1  ××煤层气田××区块煤储层物性参数表 

                                                           

  

 

 

 

制表人：            审核人：             

表F.12  ××煤层气田××区块试井成果表 

煤层气井 井型 煤层号 

煤层中点

深度 

m 

储层压力梯度 

MPa /100m 

储层 

压力 

MPa 

渗透率 

mD 

表皮

系数 

调查 

半径 

m 

储层 

温度 

℃ 

破裂压力梯度 

MPa /100 m 

破裂 

压力 

MPa 

闭合压力梯度 

MPa /100m 

闭合压力 

MPa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煤层气井 煤层 样号 

含气量 

m
3
/t,ad 

朗氏体积 

m
3
/t,ad 朗氏压力 

MPa,ad 

含气饱和度 

% 

临界解吸压力 

MPa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主裂隙 

条/cm 

次裂隙 

条/cm 
原煤 

干燥 

无灰基 
原煤 

干燥 

无灰基 

最小-最大 

平均/样品数 

最小-最大 

平均/样品数 

最小-最大 

平均/样品数 

最小-最大 

平均/样品数 

最小-最大 

平均/样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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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3  ××煤层气田××区块排采数据成果表 

煤层气井 井型 层位 
排采

层位 

井段 

m 
岩性 措施 

排采

方式 

开始排

采时间 

套压 

MPa 

产气 

时间 

d 

产气量 产水量 

试气

结论 

平均 

产气量 

m³/d 

最高 

产气量 

m³/d 

累计 

产气量 

m³ 

平均 

产水量 

m³/d 

最高 

产水量 

m³ 

累计 

产水量 

m³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表F.14  ××煤层气田××区块煤层气产能预测表 

年限 
单井日产量 

m3/d 

单井年产量 

104m3/y 

累计产量 

104m3 

单井综合 

平均采收率 

% 

采气速度 

% 年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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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5  ××煤层气田××区块建设投资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 合计 

1 固定资产投资           

1.1   开发井投资           

1.1.1 直井投资           

1.1.2 水平井投资           

1.2   地面建设工程投资           

1.2.1 地面井场工程投资           

1.2.2 集气管网工程投资           

1.2.3 气站工程投资           

2 其它资产           

2.1   试排采费           

2.2   其它费用           

3 建设期利息           

4 基本预备费           

  开发建设投资合计           

5 弃置费           

6 流动资金           

  项目总投资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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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6  ××煤层气田××区块生产成本和费用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 

  1 煤层气生产成本                                 

  1.1 操作成本                                 

  1.2 折旧折耗摊销                                 

  2 期间费用                                 

  2.1 管理费                                 

  2.2 财务费用                                 

  2.3 销售费用                                 

  3 生产成本费用（1+2）                                 

  4 经营成本费用（1.1+2）                                 

  5 煤层气年产量/万方                                 

  6 单位操作成本/(元/m
3
)                                 

  7 单位生产成本/(元/m
3
)                                 

  8 单位成本费用/(元/m
3
)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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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7  ××煤层气田××区块经济评价参数表 

煤层气价（含增值税） 元/方   

煤层气价（不含增值税） 元/方   

其余产品的销价     

煤层气商品率： %   

煤层气增值税税率： %   

城市建设税为增值税的： %   

教育费附加为增值税的： %   

煤层气资源税： 元/方   

煤层气财政补贴： 元/方   

其余重要的税率： %   

所得税率： %   

折旧年限： 年   

折旧方法：     

年折现率： %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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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8  ××煤层气田××区块探明储量损益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年产 

煤层气量 

万方 

销售收入 

万元 

财政补贴 

万元 

增值税 

返还 

万元 

生产 

成本费用 

万元 

销售税金 

及附加 

万元 

税前利润 

万元 

税前利润扣除

增值税返还 

万元 

应纳税 

所得额 

万元 

所得税 

万元 

税后利润 

万元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                       

合计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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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9  ××煤层气田××区块未开发探明储量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1.1 1.2 1.3 1.4 2 2.1 2.2 2.3 2.4 2.5 3 4 5 6 

年度 
现金流

入 

销售

收入 

财政补

贴收入 

增值税 

返还 

回收 

流动资金 

现金

流出 

建设

投资 

经营成本 

和费用 

销售税金 

及附加 

流动资

金 

所得

税 

净现金

流量 

累计净

现金流

量 

所得税前 

净现金流量

（3+2.5) 

所得税前

累计 

净现金流

量 

2018 建设

期 

                              

2019                               

2020 

生产

期 

                              

2021                               

2022                               

2023                               

2024                               

…                               

合计                                 

计算指标 

  所得税后 所得税前                     

财务内部收益率/%                 

财务净现值/万元                 

投资回收期/年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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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20  ××煤层气田××区块探明储量数据表 

煤层气田 

计算单元 

煤层 
储量

状态 

含气 

面积 

埋

深 

净煤 

厚度 
煤密度 含气量 

地质 

储量 

采收

率 

技术可 

采储量 

经济可采 

储量 

累计 

产量 

剩余经济 

可采储量 
矿业权 

省份 

（海域） 

与生态环

境保护区

重叠 

区块 层位 平方千米 米 米 
克/立

方厘米 

立方米

/吨 
亿方 % 亿方 亿方 亿方 亿方 1 2 … ××省 ××省 … 

有/无重

叠 

                       

   合计                    

按矿业权 

统计 

1                    

2                    

…                    

合计                    

按省份 

（海域） 

统计 

××省                    

××省                    

…                    

合计                    

与生态环境 

保护区重叠 
有/无重叠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序号 矿证类型 矿证名称 证号 

1 探矿/采矿     

2 探矿/采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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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21  ××煤层气田××区块储量综合评价表 

煤层气田 

名称 
煤层 

探明储量 

规模分类 

地质储量 

丰度分类 
产量分类 埋深分类 产能分类 评价结论 备注 

  规模 分类 丰度 分类 千米井深日产量 分类 埋深 分类 产能 分类   

              

              

注：参照 DZ/T 0216 填写。 

                                                                         制表人：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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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格式 

图G.1至图G.22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格式。 

 

 

图G.1  ××煤层气田交通地理位置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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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2  ××煤层气田矿业权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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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3  ××煤层气田含气面积与矿业权叠合图示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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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4  ××煤层气田含气面积与省份（海域）叠合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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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5  ××煤层气田含气面积与××保护区叠合图示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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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6  ××煤层气田勘探程度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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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7  ××煤层气田区域地质图示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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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8 ××煤层气田地层综合柱状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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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9  ××煤层气田地质构造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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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0  ××煤层气田地质剖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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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1  ××煤层气田煤炭资源储量估算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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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田××区块××井区××—××井煤层对比图 
 

 

 

 

 

 

  

 

 

 

 

 

 

图 G.12  ××煤层气田煤层对比图示例

W E 

浙
江
油
田
公
司 

编图人：    绘图人：     审核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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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3  ××煤层气田单井综合柱状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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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4  ××煤层气田××煤层底板等高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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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5  ××煤层气田××煤层埋深等值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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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6  ××煤层气田××煤层厚度等值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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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7  ××煤层气田××煤层含气量等值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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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8  ××煤层气田××煤层气等温吸附曲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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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0 2 4 6 8 10 12

压力（KPa）

吸
附
气
量
（

m
3
/
t
）

24.15

6.59 7.92

实测含气量
理论含气量
临界储层压力
储层压力

23.25

吉6井等温吸附曲线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 2 4 6 8 10 12

压力（KPa）

吸
附
气
量
（

m
3
/
t
）

22.18

21.24

7.65 9.95

实测含气量
理论含气量
临界储层压力
储层压力



DZ/T XXXX—XXXX 

56 

 

 

图G.19  ××煤层气田典型煤层气井生产曲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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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20  ××煤层气田××煤层含气面积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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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21  ××煤层气田叠合含气面积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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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22  ××煤层气田××煤层煤层气储量综合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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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编制补充图例 

图H.1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编制补充图例。 

 

图元名称 
图标样式 

备 注 
图标示例 颜色（RGB） 

探矿业权边界 
 

50,70,255  

采矿业权边界 
 

80,190,80  

省界 
 

0,0,0  

煤层气探明已开发储量面积 
 

239,156,2  

煤层气探明未开发储量面积 
 

255,255,0  

煤层气田含气面积 
 

238,251,139  

煤层气勘探井 
 

255,0,0  

煤层气开发井 
 

255,0,0  

煤层气水平井 
     

255,0,0  

煤层气井组 
 

255,0,0  

煤层气管道 
     

  

图H.1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编制补充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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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编制图签格式 

图I.1给出了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编制图签格式。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图名  

拟编  图号  

制图  顺序号  

审核  比例尺  

技术负责  日期  

单位负责  资料来源  

注：图签置于图件右下角，图签大小视比例尺大小而定，要求打印 A3 图册后内容清晰可见。 

图I.1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附图编制图签格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