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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如何综合开发利用 CO２ 资源 ，充分利用其有利方面 ，有效控制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 CO２ 排放量 ，促

进人类与自然及社会经济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已是当务之急 。为此 ，建议创建中国国家级的 CO２ 研究开发

中心 ，将 CO２ 作为庞大的系统工程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科技攻关 ，领导和统筹国家 CO２ 勘探开发 、资源评价与综合

开发利用及 CO２ 与环境等多专业全方位的科技联合攻关研究 。阐述了 CO２ 研究开发中心的研究攻关任务及目

的 ，提出了 CO２ 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的措施与建议 。

　 　主题词 　二氧化碳 　资源 　综合利用 　战略研究 　综合效益

　 　 CO２ 对全球环境及自然生态平衡有直接影响 ，

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及工农业生产中应用非常广泛

的重要非烃气资源 。由于 CO２ 资源的多重性 ，须充

分利用 CO２ 资源的有利方面 ，促进人类与自然及社

会经济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其多重性主要表

现为 ：① 以勘探烃类天然气为目的之海上高技术 、

高成本及高风险的天然气勘探开发过程中 ，非烃气

的存在将降低天然气的经济价值 ，并给海洋天然气

开采开发工程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② 一旦 CO２ 富集

到一定的程度（含量高达 ７０％ 以上） ，则亦可成为珍

贵的非烃气资源 ，而被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开采 、工

业 、化工 、农业 、气象 、环保 、医疗及食品饮料等领域 ；

③利用 CO２ 的地质地化信息亦可了解和研究地球深

部的发展演化及地壳构造运动的动力学过程 ；④

CO２ 属酸性氧化物对金属物质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

海上及陆地油气集输设施与处理装置系统均须考虑

防腐问题 ；⑤ CO２ 在大气环境中排放量过多 ，会严重

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产生温室效应 ，导致气温升高以

及产生酸雨现象等环境恶化问题 。因此 ，创建国家

级 CO２ 研究开发中心 ，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对 CO２

的成因及分布规律 、勘探技术及方法 、资源规模及地

质储量的精细评价 、工农业生产中 CO２ 排放量控制

与环境监测以及 CO２ 综合开发利用等全方位多专业

的科技联合攻关研究 ，非常必要且迫在眉睫 ！

一 、CO２ 研究与利用现状

　 　迄今为止 ，国内外 CO２ 的研究程度相对其它非

烃气而言较高 ，但多偏重于 CO２ 成因及地质分布规

律的研究〔１ ～ １２〕
，而对其资源的勘探评价技术及综合

利用方法与市场开发应用的研究甚少 。国外发达国

家开展 CO２ 综合利用与市场开发研究进行得较早较

多且比较系统 ，不仅开展了 CO２ 非烃气地质地球化

学特征及分布规律与勘探开发技术方法的研究 ，且

对其综合利用与市场开发前景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

研究与实际推广应用 ，取得了诸多重要的进展 。如

近年来 ，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澳大利亚 CO２ 技术

合作研究中心已开展对 CO２ 的地质处理 、存储 、以及

环境污染项目与经济效益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且在

高含 CO２ 油气田中 CO２ 的处理 、分离 、综合开发利

用等方面亦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我国对 CO２ 成因及

地质分布规律亦研究得较多 ，但对 CO２ 非烃气综合

利用与开发应用的研究甚少 ，尤其在 CO２ 资源综合

利用与市场开发方面的应用程度还相当低〔１３〕
。我国

东部陆相断陷盆地和广阔的东南沿海大陆架诸盆地

均发现丰富的 CO２ 非烃气资源 ，尤其是南海北部大

陆架西区莺 —琼盆地的 CO２ 资源相当丰富 ，资源量

已逾万亿立方米 ，具有较大的地质储量和资源规模

及市场开发应用前景〔１４〕
。因此 ，深入研究 CO２ 成因

及分布规律 ，精细评价与落实其资源规模及地质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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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综合开发利用好 CO２ 非烃气资源 ，充分利用和发

挥其市场经济价值 ，应是国家和中科院及工矿企业

在非烃气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方面面临的重大科技攻

关课题 ，应该尽快创建 CO２ 研究开发中心 ，并组织跨

部门及行业多专业的 CO２ 联合科技攻关 ，深入研究

和综合开发利用好 CO２ 资源 ，使之为国家经济建设

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

二 、研究任务及目的

　 　创建 CO２ 研究开发中心 ，就是要统筹和领导全

国 CO２ 资源评价与落实 、勘探开发技术方法研究 、综

合开发利用技术以及 CO２ 对环境的控制等方面的系

统科技攻关项目 ，规划和部署国家中长期 CO２ 勘探

开发计划与综合开发利用的具体措施与实施方法 ，

最主要的科技攻关任务及内容应包括以下 ３ 大方

面 。

　 　 （１）全面研究不同成因类型 CO２ 的地质分布规

律及成藏控制因素与勘探开发技术方法 ，精细评价

落实 CO２ 资源规模及地质储量 ，为国家及中海油等

３大石油石化企业综合开发利用 CO２ 资源及评价

CO２ 资源潜力提供决策依据和各种基础数据 。

　 　 （２）深入研究工农业生产中 CO２ 排放量与自然

环境及生态平衡的关系 ，努力攻克和深入研究如何

有效控制工矿企业生产过程中 CO２ 排放量与环境保

护及综合利用的具体技术措施和可行性方案及相关

的技术方法 。

　 　 （３）研究 CO２ 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与市场应用

前景 ，制定和系统研究 CO２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中

长期规划与计划 ，为国家及中海油等 ３ 大石油石化

企业综合开发利用 CO２ 资源 ，提供技术支持与切实

可行的决策依据和成熟的技术方法 〔１５〕
。

三 、CO２ 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的
措施与建议

　 　 １ ．落实与评价 CO２ 资源规模及总资源量和地质

储量

　 　中国陆上及海域的 CO２ 资源规模及地质储量 ，

迄今尚未进行过全面系统地评价与精细落实 ，不能

提供一套全面系统 、完整可靠的有关 CO２ 资源规模

及潜力与地质储量的基础数据 ，且不同地区由于

CO２ 资源的勘探及研究程度与评价落实情况差异甚

大 ，亦增加了我国 CO２ 资源评价与精细落实的难度

和复杂性 。有必要尽快开展全国性 CO２ 资源的普查

评价与精细落实等研究工作 。笔者认为 ，确定与精

细评价落实中国陆上及沿海海域尤其是南海北部边

缘盆地的 CO２ 资源规模及资源量和地质储量 ，是我

国 CO２ 资源勘探开发与综合利用的一项最基础的综

合研究工作 ，亦是为充分开发利用好 CO２ 资源 ，优选

经济有效的综合开发利用 CO２ 最佳项目提供决策依

据 。对于 CO２ 资源的评价落实与具体实施方法 ，新

创建的国家级 CO２ 研究开发中心可与有关企业单位

联合攻关 ，通过逼近实际地质条件下的高温高压热

模生气实验与天然气地质综合研究 ，精细落实与评

价中国陆上及海域的 CO２ 资源潜力 ，全面搞清 CO２

资源规模与资源总量 ，为 CO２ 综合开发利用与优选

市场提供可靠的资源依据和综合开发利用的各种基

础数据 。

　 　 ２ ．优选与确定 CO２ 综合开发利用的下游工业项

目

　 　通过 CO２ 综合开发利用的国内外市场调研与经

济评价及可行性研究 ，优选最佳合作研究与联合攻

关伙伴 ，与企业及中科院和学校组成 CO２ 联合科技

攻关实体 ，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双赢 ，最终优选

和确定 CO２ 综合开发利用的最佳项目（如利用纳米

技术高效催化 CO２ 共聚制备生产可降解环保型塑

料） ，并争取尽快投入工业化试验与大规模的产业化

生产 ，以尽快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

　 　 ３ ．开展海上油田充注 CO２ 提高原油采收率的可

行性系统研究与试验

　 　 CO２ 作为油田晚期开发中原油的有效驱替剂和

强化采油剂 ，在油田二次或三次开发过程中 ，可有效

地增加油层渗透率 ，降低原油粘度和残余油饱和度 ，

增强原油的流动性 ，提高原油采收率 。 CO２ 驱油是

油田晚期开发开采工程中有效的增储上产措施和成

熟技术 ，亦是大规模综合利用 CO２ 资源的有效途径 。

然而 ，在海上油田开发开采过程中 ，由于海上采油平

台的注采系统及处理设施庞大且复杂 ，而且尚须考

虑 CO２ 对油气集输系统的防腐问题 ，故对海上油田

注 CO２ 提高原油采收率综合项目 ，须进行更为全面

系统的可行性研究与经济评价 ，并在海上油田的采

油平台上进行注 CO２ 提高原油采收率的前期试验 ，

方可最终实施 。

　 　 ４ ．开展 CO２ 制备各类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的经

济可行性研究

　 　通过对 CO２ 生产制备各种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

（如干冰 、食品级液态 CO２ 、碳酸二甲酯 、碳酸丙烯

酯 、二甲醚 、聚碳酸亚乙酯及可降解型聚氨酯泡沫

等）的系统调研与分析研究 ，对迄今所有与 CO２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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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 ，进行工业化 、产业化生

产的经济可行性研究与评价及市场需求调查和预

测 ，优选和拓宽多种 CO２ 综合开发利用的渠道与途

径 ，选择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最佳项目 ，进行系统

的经济评价与工业化试生产及实际的推广应用 。

　 　 ５ ．充分利用科研院校技术及信息优势与企业资

源优势

　 　 充分利用人才资源 ，尤其要与中科院及其它研

究院所和大专院校通力协作联合攻关 ，充分利用科

研院校的研究力量及技术和情报信息优势 ，与三大

石油石化公司的自然资源优势有效配置 、紧密结合 ，

实现合作多方互惠双赢 ，努力攻克中国 CO２ 非烃气

资源的评价及预测与综合利用和市场开发应用的各

种技术难关 。

　 　 ６ ．尽快组建和成立跨专业多学科的科技联合攻

关项目组

　 　尽快组建和成立跨部门跨专业多学科全方位的

CO２ 资源评价与综合利用联合科技攻关项目组 ，深

入系统 、全方位地开展 CO２ 资源评价与综合开发利

用的前瞻性与可行性研究 ，优选综合开发利用 CO２

资源的最佳实施方案和成熟技术方法及措施 ，充分

发挥和挖潜 CO２ 资源市场应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

益 ，同时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有效控制工矿企业

生产过程中 CO２ 排放量 ，既要保护好环境 ，亦要变废

为宝 ，充分利用 CO２ 资源的有利方面 ，为国家经济建

设服务 ，促进人类与自然及社会经济的全面 、协调可

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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