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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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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盲

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ii＝！＇·富的高效消i吉能源， 是我国第 l73个日柿， 但与利i由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

源学科和产业相比，天然气水合物在相关术语的称谓上仍存在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 一义多词、 -·j司多

义等；民代不一或含义不消等问题较普遍． 为金而认识这一新矿利’· 血丰泱该领锁术i吾lft确化、标准化和统

－化问题， 亟须和l ;if! 天然气水合物术语标准．中困地质调查局广州海部地l员调查局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制

定本文件， 以满足我国天然气水合物教学、科研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篱求．

基于向前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勘Z革开采实践 ， 将天然气水合物术语依次划分为通用基础、 天然气水合

物剧J菇、天然气水合物开采和天然气水合物环境影响评价四部分．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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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天然气水合物通用基础、勘查、 开采和环统影响评价领域的术语及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天然气水合物勘瓷、 开来和环绕影响评价及其有关的教学、 科研和生产管理等方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号l用文件。

3 通用基础

3.1 

气体水合物 gas hydrate 

气体分子与水分子在一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困态络品物质．

注： 气体水合物中的水分子在空间上以氧键结合成笼型结构的），抑F其中充j臭气体分子， 放又＊＇）在世型水倒却． 其中
的气体分子可以是甲烧、 乙饶、 两烧等饺类气体， 也可以是二氧化碳、 氯气、 脐t化氧铜版股气体．

3.1.1 

天然气水合物 nat四-al 院s by缸”＠

气体组分为天然气的气体水合物（3. 1） 。

j主· 在自然界中，主姿分布于协海沉积物或陆城永久冻土中， 也棚子天然气劫、孟管道肉， 遇火可燃烧， 又称可附．

3.1.2 

3.2 

3.3 

甲烧水合物 methane hydrate 

气体分子为甲烧分子的气体水舍”（3. ’） ．

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町stal structure of natural 胆 hydrate
天然气水合物晶体内部的水分子以一定的规律在三维空间周期｜生排列， 气体分子充填于虫在型空间内。

也 目前， 自然界中已发｝盟的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一般有I 型、 II型、 H型开队其中I裂为立方体，凶拙， 毅论分
子式为GX·2Y·461 J, O; II 犁为菱形立方结构，理论分子式为OX. L6Y· IJ61J, O;II 犁为六方纺构， 程论分

子式为IX.3Y.2Z.34H2 0 . X、 y、 Z分别代表大、小、中三开｜咙酷吉构（3. 匀。

笼［型籍制鸣e

孔穴 cavity

天然气水舍，，．体结构（3. 2) 中水分子以氢键综合成球形“笼｛子）’的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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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3.10 

3.11 

2 

泼： 在I 主1天然气水合物（3. 8）和 ］［ 型天然气水合物（3. 9）中，有大、小两种笼型结构p 在H 1盟天然气7]<合物（3. I份中，

有大、 中、 小3中幢』当时J。

主体分子 host molecule 

气体水合物中参与形成笼型结构（3 . 3）的水分子．

客体分子 guest m。lecule

充坝于气体水合物.型.掏（3. 3）中的气体分子， 如rp炕、 乙锐、 丙t克、 二氧化碳、 氯气、 硫化组等．

笼子占有• cage occupancy 

孔穴充填事

天然气水合物中充ffl客体分子的孔穴 （3. 3）出总孔穴数量的比例．

注· 夭然气水合物晶体中的于L穴通常不会被客体分子完金占据，会:(.f.在一定数慧的空孔穴。

水合数 hydration nUllber 

气体水合物中7)(. 分子与气体分子的物质的蚕的比值．

注· 气体水合物的分子式可表示为MnH2 0. 其中M为气体分子， 且为水合数．

I 型天然气水舍” structure I natural 俱s hydrate 

晶体结构为I 型结构的天然气水合物．

参见s 天然气永食物·~事籍掏（3. 2) • 

E型天然气水合物 st ructure II natural gas hydrate 

晶体结构＇）g Tl 型结构的大然气水合物．

参见·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3. 2). 

H 型天然气水命精 str-uctu.re H natural gas hydrate 

晶体结构为H 型结构的夫然气水合吻”

参 见．天然气水食..，事结构（3. 2） 。

..型天然气水合物 seepage natural gas hydrate 

深翻l高通慧的烧类气体活通送进入天然气水合物稳定绩（3. 28）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

注a 其粉，点足产出集中、 坝藏主主浅， 形成于他层中的知选ill(.孔洞中， 通常肉u~可见天然气水合物结晶体．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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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型天然气水合物 diffusion natural ” s by世ate

于L隙流体中溶解的跟她生成甲；院或者深部向上扩散甲虫克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

r£， 其特点是分布J'泛、埋藏饺i策， 形成于地层沉积棚撇间的微孔隙中， 斗删｜很不可见天然气水合唱做晶体．

孔隙［充填］型天然气水舍” pore-tilling natural gas hydrate 

赋存于沉积物孔隙中的天然气水合物．

裂戴［充填］望天然气水合物 『racture-illing natural gas hy咖ate

赋存于沉积物裂隙中的失然气水合物．

生物成因［天然］气水合物 biogenic natural gas hydrate 

由生物气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

然成因［天然］气水合物 theI'llOgeoic natural gas hy企ate

由热成因气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

混合成因［天然］气水食物田bed genetic natural gas hydrate 

由生物气和热成因气混合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

层状天然气水合街 layered natural gas hydrate 

以层状或似层状分布于沉积物中的天然气水合物．

块状天然气水合物皿ssive natural gas hydrate 

以块状形式分布于沉积物中的天然气水合物．

脉状天然气水合物 vein-like natural gas hy企ate

以脉状形式分布于沉积物中的天然气水合物．

搜集状天然气水合物 disseminated nat町al 俱s hydrate 

以分散绵粮状分布于沉积物中的天然气＊合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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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4 

结核状天然气水合物 nodular natural 俱s hydra·旬

以结核状分布于沉乎只物中的天然气7)(合物．

［天然气水舍”］徽观赋存模式 pore habit of natural gas hydrate 

沉积物孔隙中水合物与沉4日物~罚驼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 ．

泼天然气水合物制础和模式主挺有悬浮、接触和胶结三种。

［天然气水舍物］饱和度 natural gas hydrate saturation 

沉积物中天然气水合物体积与储集结间体积的比值．

［天然气水合物］气水比 gas to water volumet r ic ratio of natura l gas hydra te 

在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 ， 单位体和、失然气水合物完全分解产生的气w体积与水体积的比值．

产气因子 gas hydrate yield ;gas expansi。n factor 

在地而标准条件下 . I m3 天然气水合物完全分解产生的天然气体积数．

j主． 地面标准条件指温度为20℃、 压5虽为0. IOI ~D'a. 

天然气水合街相图 nat町al g出 hydrate phase diagram 

表示天然气水合物、气体与水三种物质的状态与i/il，皮、压力、组成之间关系的热为学图解．

E天’自气＊命精］稳定，a natural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GHSZ 

I天然气水舍铺1•定带

温度和压力条件适合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并保持稳定的区域．

天然气水合物成戴系统 natural gas hydrate accU11Ulation system 

犬然气水合物矿S谈及其成戴所衍的地质变素在时交上的销合配置关系和作用．

［天然气水合物使成］诱导剿 induction ti翩。f natural gas hydrate formation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诱导时间

从1高足坐成条件剖开始生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时间．

注· 表征矢然气7／（合物生成过程长短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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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3.32 

3.33 

天然气：:iJ<.合唱’过冷度 subcool问 degr咽。f natural 阴 hydrate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晶体的理论温度与实际温度的z;:值．

天然气水合物二次生成 S配ondary foimtion of nat山al 阳 hydrate

天然气水合物分串串后的气体与水在E适宜条件下再次生成天然气7］＜合物的现象．

记忆效应酣mory effect 

在相同条件和介质中， 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后的7］＜再次生成天然气水合物的 ，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诱导
期（3.30 ）明显缩短的现象．

3.34 

自保护效应揭lf-节回配vatioo eff，配t

在1标准大气压I ）和低于你点混度的－>t混区内，夫然气水合物分解i草率明显低于其他混区的现象。

4 天然气水食物勘查

4.1 天然气水合物勘查方法

4.1.1 

地球物理勘查［方法］ g町hysical exploration 

通过利用含天然气水合物储集体物理特征的差异WJ~夭然气水合物矿产资源的方法。

注· 目训，天然气水舌；－＇~纷般！＜＇~勿理勘查方法主婆有地震、测井和可控i原电磁军事．

4.1.2 

地球化掌岱童【方法］ geochemical e碍loration
通过研究与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有矢的化学元素;f{J化合物在沉积物、水体、气体等自然界物质中引起

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分；｛fi规律助登天然气7］＜合物矿产资源的方法．

4.1.3 

先导孔 pilot hole 
为发现、 评价天然气水合物分布特征、储层物性特征钻探别开展测井的钻孔。

注： 常利用酣占嚣。井或咆缆测井技术， 通过电阪率、 芦派、 It'.应及核磁共缺等测'it敛据综合评价，可为1f,i续取芯工ii提
供指导．

4.1.4 

取制， coring hole 

为验iiE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特征、获取天然气水合物~：物岩：志而对天然气水合物｛选集体钻探并取：态的

I) I标准大气压（abn)=IOJ 325 P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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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孔。

4.I 5 

保压岩芯 pressure core 

为保持天然气水合物稳定状态获取的保持原地层压力的含天然气水合物右芯．

4.1.6 

岩g红外费鲁威• in企田-ed theniel i盹1鸣。f core 

基于天然气水合物分僻的吸热效应产生的低温变化， 利用红外然成像技术将这一现象形成图像的

方法。

注： 通过红外热Iii（（盘低混异常以快速确定沥lU't物岩芯内部刘再气水剖却存在情况。

4.1.7 

保压岩芯X射线成像 X-ray imaging of pre捕。re core 

在保持岩芯原攸压力状态下，利用X 射线在岩芯不同物质中的穿透性差异进行成｛擎的方法．

j主． 主主£用来确定沉恻切都芯内部天然气水合物的雕BJj降。

4.2 天然气水合物勘查标志

4. 2. 1 地球物理标志

4.2.1.J 

似海底反射界面 bott帽 si111lating refl配阳；酬

与海底平行~近似于行的地震反射界面。

注： 含夭？i.：气水合物沉积物成界面加也震削面上扭地为B黑龙寻找天然气7)<制m豆豆运的地球物理标志。

4.2.1.2 

［地震］空白带 sei皿ic blanking zone 
物性相对均匀的地质体在地震创而上通常表现为弱或空白损’高反射带．

注： 天然气，7)<合物均生J分布的区域奋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保幅空白帘，是寻找天然气水合物重要的地脚跟标志，

4.2.1.3 

极性反转 polarity NV町'S8l

地~音1）丽上菜一反射界面与海底反射放的极性相反的现驭。

注： 含大然气水合物旧日物底界面与海底界丽的反射被极性相反， 是寻找夭然气水合物需要的地球物理标志．

4.2.l.4 

［天然气水合物］羽状流 bubble plUE of nat町al 阴s hy命ate

从海底溢出的气体在海水中产生的气泡似羽状上升流动的现象．

注： 天然气水合物；另解激出海底会在J也且是如l丽水体部分或多被束告I）闹出现气泡羽状iJI［现象， 是寻找天然气水台物亟

耍的水｛在标志．

4.2.2 地质地貌标志

4.2.2.1 

天然气水合物丘 natural 脚 hydrate 皿nd

夭然气J)＜合物或者含夭然气水合物的沉积物在海底形成的丘状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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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海朦朦就 poc恤rk

海底表面分布的四坑现象，海底地貌图上呈现为麻点状。

注： 天然气水合物分解的气体由海底下方泡出可能产生海底麻坑现象，是寻找天然气·＊合物的地质地貌标志

4.2.2.3 

混火山 mud volcano 
地表下的天然气或火山气体泊地下裂隙上i俑 ， 沿途混合泥砂与地下水形成泥浆涌出地表堆积成的凸

起地貌。

注： 部分海底i鬼火山与末然气水合物分布具有高度关联址，是寻找天然气水合物的地质地貌标志．

4.2.2.4 

混底喜事皿d diapir 
在差异黑力作用!ill挤压作用下， i深诩l商塑性泌质岩石向上拱起甚至刺穿上覆沉积层， 形成穹陈状隆

起的一手中地脱构造．

注： 汹夜1附在成的裂缝涵常作；kJ深部气i原向上运移的通道，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形.Jj~泊f睡意义。

4.2.2.5 

气烟囱 gas chimr田y

地层ιIJ气体强烈！上侵活动在地震剖面上显示的一种似烟囱状的地震反射锁糊现象。

j主． 气烟囱与知点气水合物分布具有高度关联性，是割戈天然气水制细的地质蝴自标志。

4.2.2.6 

冷’l coldseep 

来自海底沉积界而之下的以水、碳氢化合物（天然气和石油） 、 硫化氮、 细1击沉积物为主妥成分， 温度

与底层海水接近的流体渗满现象。

注 2令泉广泛存在于主动和被动大陆边缘岛底，是寻找天然气7)(合物的地质地貌标志。

4.2.3 地球化学标志

4.2.3.1 

辘”盐［还原］－甲镶［厌氯氧化］界田 sulfate-methane interface;SJ\H 
沉量只物孔m:t水中的硫酸根从海底向下扩散与向上扩散的甲炕发生硫酸盐还原一甲炕以氮氧化反应

最剧烈、 硫酸根耗尽的界面．

注： 该界丽的流郎且常反映J每底甲炕逝世的大小。 海底甲统：f:E厌氧微生物作用下作为电子供体， 与毓酣挝如）、 亚
硝酸盐仰的、 硝酸盐(N03）、 金属离子仍井、 Mn' +, O' ＋用电子受体进行氧化还原作用。

4.2.3.2 

氯离子浓度异，曾 chl。ride an唰ly

沉税物孔隙水中氮两手浓度偏两背妇；值的现象．

？中： 天然气水制蜘邸据中吸收奸、境中的水分子耐｜味水中底解离于的进入， 导i:!f!Ulf.!水中a离于浓度：n高，反之

天然气水合物分局丰产生的淡水导致孔｜蝶水中氛离子浓度降低。 这两种孔隙水中氯R电子浓度异布通常作为天然气
7K制好存在的一种地珠化学指ffi标志。

4.2.3.3 

排盐效应盹lt-r圃押i鸣 eff，前t

夭然气J)＜合物生成过和中 ， 其品格结构仅吸收环境（~I的水分子丽j体斥水中浴解离子的逃入，导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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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中孔｜骏水中氯离子等无机盐陈子浓度升高的现象．

4.2.3.4 

冷泉【自生】破峻盐绪 cold seep carbona te 
海底沉积物中甲统发生厌氧氧化转化成二氧化碳后， 与环境中的钙、 续等元素结合， 经过化学和生物

化学作用形成的碳酸盐岩．

注： 冷泉自生陈酸f.l'Ji岳足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环J附'11\t宇生的一种独特的自生岩石！类型， 记录了天然气水合制2定性
和冷泉活动等信息， 是海’洋矢然气水合物！Im化学附4陈志之一。

5 天然气水合铺开来

5.1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nat也划脚 hydrate 阳咄皿tioo test 

为试验开采技术、 掌握生产动态和储层参数变化规律等进行的较长时间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试验．

S.l.l 

理论研究与模拟试验 theoretical resear ch and simulated experiment 

为验证夭然气水合物升采程论开展的实验模拟利小型现场试验。

5.1.2 

探索性试来 exploratory 阳咄JCtioo test 

为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采目标实施的试来．

S.l.3 

试验性试采 pilot production test 

为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安全规模可采目标实施的试采．

5.1.4 

5.2 

5.3 

5.4 

8 

生产性试来 trial pr咀ictioo t崎t

为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安全经济可采目标实施的·lr.\: 采．

商业开来 commercial development 

为实现夭然气71<合物规模化、 效益化目标实施的开采。

降压［开来］法 depressurization method 

通过陈低地层压力，改变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条件，促使其在地下分麟，并＊出夭然气的开采方法．

j主： 通过校和阳层U剧本抽取堡， 有序调整Ii吉层与井底压差开来天然气水合物的方）2;,

热激［开来］法 thermal stimulation method 

通过t制口地层混度，改变夭然气水合物相芋’衡条件， 促使其在地下分解，并采出矢然气的卅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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