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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科技创新平台开放课题设置指南

序

号
科技创新平台 攻关方向 研究内容 预期成果

支持

额度

/万元

研究周

期

1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地下原位储层空间

页岩油组分分布定

量表征

（1）进行不同原油成分在全尺度孔隙空间中赋存特征的多尺

度定量化研究；

（2）建立地层原位条件下页岩油组分差异分布定量评价方法；

（3）明确地层原位调间隙页岩油组分差异分布规律与控制机

理。

（1）建立地下原位条件下页岩油组分储层

孔-缝体系分布表征方法；

（2） 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13
至 2025

年 10月

2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陆相页岩储层孔隙-

裂缝系统及其发育

模式研究

（1）分析岩相、矿物组分、有机质演化、纹层结构等因素对

孔隙-裂缝系统发育的影响；

（2）建立陆相页岩孔隙-裂缝系统组合模式与发育成因机制；

（3）评价不同类型组合模式对储层的贡献，优选有利组合模

式。

（1） 形成陆相页岩储层孔隙-裂缝系统的

定量表征方法，建立陆相页岩储层孔隙-裂

缝系统的发育模式；

（2） 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8
至 2025

年 10月

3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基于机器学习的页

岩油可利用甜点定

量评价及智能预测

（1）综合聚类、主成分、随机森林等多种机器学习方法，精

确识别泥页岩化学相；

（2）构建基于元素地球化学训练数据集和神经网络模型的化

学相测井判别方法；

（3）明确有利化学相类型、组合特征和垂向演化，建立甜点

储层评价标准，实现基于机器学习的陆相页岩油甜点储层分布

智能预测。

（1）建立基于机器学习的页岩油可利用性

甜点智能评价方法；

（2）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8
至 2025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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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科技创新平台 攻关方向 研究内容 预期成果

支持

额度

/万元

研究周

期

4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沉积盆地中地热系

统形成机制及主控

因素研究

（1）研究典型沉积盆地热储层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分析储

层厚度、岩性、温度等主要参数特征；

（2）研究典型沉积盆地地温场分布特征，提出热异常形成的

控制因素：

（3）建立典型沉积盆地地热系统成因机制。

（1）提出典型沉积盆地地热系统成因机制；

（2）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8
至 2025

年 10月

5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陆相页岩储层层理

缝形成机制及有效

性评价

（1）基于岩心、成像测井、薄片、扫描电镜等资料定量表征

多尺度层理缝发育特征，明确层理缝发育的主要控制因素；

（2）依据微观分析及实验测试，研究陆相页岩层理缝的充填

性、开度、连通性、及地层条件下的孔隙度和渗透率等关键特

征；

（3）定量评价陆相页岩储层中层理缝的有效性。

（1）形成一套基于多种资料和实验测试手

段的陆相页岩层理缝定量表征和有效性评

价方法；

（2）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8
至 2025

年 10月

6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咸化湖盆盐碱特异

性矿物对富有机质

泥页岩生烃的影响

机制

（1）剖析微观和宏观尺度下盐/碱沉积物与泥页岩中有机质的

共存特征及组合模式；

（2）阐明盐/碱矿物和泥页岩组合的热传导模式，揭示盐/碱

沉积物对有机质生烃的化学作用和物理热效应；

（3）探索建立咸化湖盆泥页岩层系有机质成烃转化地质模式

和数学评价模型。

（1）揭示盐/碱沉积物对有机质生烃影响机

制；建立咸化湖盆泥页岩层系有机质成烃转

化地质模式和数学评价模型；

（2）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8
至 2025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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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科技创新平台 攻关方向 研究内容 预期成果

支持

额度

/万元

研究周

期

7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含油页岩有效孔隙

度及流体赋存形式

的原位核磁共振表

征

（1）以典型地区的陆相页岩储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磁共振

（NMR）技术，探讨基于原位核磁共振技术的吸附/游离油气评

价模型；

（2）建立含油页岩储层有效孔隙度及流体赋存形式的表征方

法。

（1）建立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的含油页岩储

层有效孔隙度表征方法及吸附/游离油气评

价模型；

（2）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或发明专利 1-2 项；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6
至 2025

年 10月

8

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

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

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非常规油气地质重

点实验室

夹层型页岩油充注

机理与富集规律模

拟实验研究

（1）以松辽盆地青山口组和鄂尔多斯盆地长 7段为对象，分

析页岩夹层垂向和平面分布规律；

（2）设计夹层型页岩充注实验模型，分析不同厚度比、分布

频率和样式、物性比、润湿性等因素对砂岩夹层中页岩油充注

效果的影响，总结砂岩夹层中页岩油的富集规律。

（1）建立夹层型页岩油充注模拟实验方法，

形成充注过程动画 5-7 幅；

（2）以全重实验室为第一完成单位，非常

规重点实验室为第二完成单位发表SCI论文

1-2 篇或发明专利 1-2 项；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6
至 2025

年 10月

9

自然资源部青海木里

天然气水合物与冻土

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

冻土区天然气水合

物分解气体喷发灾

害模拟研究

（1）全球变暖环境下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引发的气体喷

发实验模拟；

（2）冻土区气体喷发全过程分析模型与预警方法。

（1）建立冻土区气体喷发全过程分析模型

与预警方法；

（2）以野外站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 SCI论

文 1-2篇；

（3）提交结题报告 1 份。

7
至 2025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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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科技创新平台 攻关方向 研究内容 预期成果

支持

额度

/万元

研究周

期

10

自然资源部青海木里

天然气水合物与冻土

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碳水循环对天然气

水合物的响应

（1）青藏高原典型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关键过程及其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

（2）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响应。

（1）揭示冻土区碳水循环关键过程及其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

（2）以野外站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 SCI论

文 1-2篇；

（3）提交结题报告 1份。

7
至 2025

年 10月

11

自然资源部青海木里

天然气水合物与冻土

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

裂缝-基质孔隙内天

然气水合物相变及

赋存演化对渗流能

力的影响

（1）含裂缝砂岩储层天然气水合物相变及赋存演化特征；

（2）天然气水合物相变对储层渗流能力和储层基质的影响。

（1）探索含裂缝砂岩储层天然气水合物相

变及赋存演化特征及其对渗流能力的影响；

（2）以野外站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 SCI论

文 1-2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7
至 2025

年 10月

12

自然资源部青海木里

天然气水合物与冻土

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

冻土区天然气水合

物形成的地温压力

及其在未来气候情

景中的变化

（1）利用陆面过程模式，研究考虑大气和地表过程的冻土区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所需地温压力条件；

（2）研究冻土区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地温压力条件在未来气

候情景中的变化，以此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天然气水合物赋存

条件的演化趋势。

（1）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冻土区天然气水

合物赋存条件的演化趋势；

（2）以野外站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 SCI论

文 1-2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 份。

7
至 2025

年 10月

13

自然资源部青海木里

天然气水合物与冻土

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

冻土区天然水合物

多界面甲烷排放与

定量模型研究

（1）不同地质界面甲烷排放特征、成因来源及驱动机制；

（2）研发甲烷排放预测定量模型，提升含天然气水合物区甲

烷排放过程的刻画精度。

（1）建立甲烷排放预测定量模型；

（2）以野外站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 SCI论

文 1-2篇；

（3）提交结题报告及相关测试数据 1份。

7
至 2025

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