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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冰—未来世界的能源新宠 

 

    在煤碳、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储量有限的 情况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正努力寻

找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以取代日益枯竭的传统能源。我国科学家认为，储量丰富的“可

燃冰” 是理想的新型战略能源，有望成为未来世界的能源新宠。它的形成与海底石油、

天然气的形成过程相似，而且密切相关。受形成条件的制约，可燃冰通常分布在海洋大

陆架外的陆坡、深海和深湖以及永久冰土带，目前世界上已有 79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

天然气水合物气藏。 

从能源的角度看，“可燃冰”可视为被高度压缩的天然气资源，每立方米能分解释放出

160-180 标准立方米的天然气，其能量密度是同等条件下普通天然气的 2－5 倍，是煤

和黑色页岩的 10 倍左右，是一种能量密度高的能源。作为能源大家族的新成员，“可燃

冰”杂质少，无污染，燃烧后几乎不会产生有害污染物质，尤其是生成的二氧化硫要比

燃烧原油或煤低两个数量级。它是近三十年才发现的、众多特征均不同于常规油气的新

型清洁能源。另外科学家指出，凡是以往用天然气生产的化肥、化纤等物品，都完全可

以使用“可燃冰”制造。由此可见，继石油之后，“可燃冰”有望成为人类的又一支柱

能源。 

可燃冰的资源量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在海洋里，据估算，海洋里天

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是陆地上的 100 倍以上。据最保守的统计，全世界海底天然气水

合物中贮存的甲烷总量约为 1.8 亿亿立方米 (18000 × 1012m3 ) ，约合 1.1 万亿吨 

(11 × 1012t) ，如此数量巨大的能源是人类未来动力的希望，是 21 世纪具有良好前

景的后续能源。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的海洋及大陆地层中，已探明的“可燃冰”储量

已相当于全球传统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等)储量的两倍以上，其中海底

可燃冰的储量够人类使用 1000 年。是 21 世纪最理想、最具商业开发价值的新能源，其

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由于天然“可燃冰”呈固态，不会像石油开采那样自喷流出，和石油、天然气相比，它

不易开采和运输。目前，在“可燃冰”开采研究方面，国际上借鉴常规石油开发中的技

术和经验，逐渐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技术方法，大体分为以下三种：（1）热开采法：即向

可燃冰矿层注入热能（蒸气、热水、热盐水、电磁加热等）或利用火驱法，提升矿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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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以达到分解可燃冰的目的。 

（2）化学试剂法：是利用某些化学试剂（如盐水、甲醇、乙醇、乙二醇等）掺入可燃

冰改变其平衡条件、促其发生失稳作用进行开采。 

（3）减压法：开采可燃冰层下面往往存在的游离气，以便降低矿层压力，促使“可燃

冰”分解。 

尽管全“可燃冰”开发技术难度大、风险大，尚未进入商业开发阶段。然而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可燃冰”作为新一代能源必将会得到大加利用，以弥补常规能源的不足。

为了获取这种清洁能源，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天然“可燃冰”的开发研究。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韩国、巴

西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从能源储备战略角度投入巨资，相继开展了本国专属经济

区和国际海底区域内的调查研究和资源评价，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等国已经制定

了勘探和开发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计划。我国在天然气水合物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

步的阶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能源压力。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国开始由原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截止到 2002 年已经连续三年进口石油约７２００

万吨。估计到 2020 年，原油缺口将达 2 亿吨，能源危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据专家预测，我国南海海底有巨大的“可燃冰”带，其分布面积

约 8000 多平方公里，资源量相当于 700 亿吨石油，是我国常规油气资源量的一半，这

一区域区天然气水合物有相当大的资源前景。另外，在我国的东海陆坡海域“可燃冰”

的蕴藏量也很可观，若充分利用可大大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保障。

这对我国改善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辟新的油气资源勘查领域，特别是寻找

天然气水合物这种海底新能源，已成为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大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