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油气智能与勘探重点实验室 2025 年度
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一、年度资助计划

项目拟资助 5-10 项，每项资助额度约 5 万元，资助期

限 1年，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填写 2025 年 6月至 2026 年 5 月。

二、资助范围

1. 深层-超深层地震相智能识别的地震属性自适应优

选理论研究

针对深层-超深层地震叠后数据在识别模型建模中存在

地震属性难于精确提取和缺少自动选取组合，不利于地震数

据与地震相的非线性、多解性等建模，开展面向深层－超深

层油气勘探地震相智能识别的地震属性自适应优选理论研

究，为地震相精确智能识别建模及应用奠定基础。

预期成果：

基于高维样本空间理论，定义样本的可变精度粗糙集等

不确定性测度，采用样本异常检测与修复思想，利用地层潜

在关联特性，形成半监督机器学习的地震属性有效提取和自

动优选组合理论和方法，提高地震相智能模型的泛化能力和

适配应用能力。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2. 油气勘探地层数据可视化与虚拟交互方法研究

研究数据可视化和虚拟交互技术，实现油气勘探地层数

据的三维可视化与实时交互，解决传统数据展示缺乏直观性



和交互性的问题，推动勘探决策智能化。

预期成果：

基针对地震、测井、地质等不同类型数据，开发高效、

直观的可视化算法，如三维地质建模、属性体渲染、数据融

合可视化等；开发具有使用价值和推广价值的油气勘探地层

数据可视化与虚拟交互软件系统 1 套。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3. 基于超深层先存构造的准噶尔盆地走滑断裂三维数

值模拟与可视化分析

研究准噶尔盆地超深层先存构造对走滑断裂系统的控

制作用，揭示深部构造在地壳变形、应力分布及油气成藏中

的影响。通过三维数值模拟结合可视化分析，构建高精度构

造演化模型，为油气勘探与构造变形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预期成果：

明确超深层先存构造对走滑断裂带形成及演化的控制

作用；构建基于地震与重磁数据约束的准噶尔盆地三维构造

数值模拟模型；建立三维可视化分析方法，直观展示盆地构

造变形特征。

完成准噶尔盆地三维构造演化数值模拟 1 项。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4. 水驱开发老油田全周期渗流场智能表征方法研究

形成水驱开发老油田地质、油藏、动态、测试多信息约

束下渗流状况及其历史演化的智能表征，实现水驱开发老油

田全周期渗流场特征展示。

预期成果：



利用水驱开发老油田全开发周期油藏地质、层系井网、

开发动态、生产测井等多种数据和信息，建立开发过程中渗

流场自动化快速生成方法；建立开发过程中渗流场演化表征

方法，实现水驱开发老油田全开发周期水驱特征的智能提取，

解决单一阶段渗流场包含开发信息量有限的难题。

预期成果：

实现多源异构数据整合与跨尺度融合，建立压裂数据治

理框架；解决数据分散、现场施工资料未资产化管理问题

建立水驱开发老油田全周期渗流场智能表征方法 1 套。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5. 压裂全流程数智化管理转型关键技术研究

压裂技术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核心手段，其智能化

与数字化管理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关键。当前压裂作业

面临数据采集碎片化、决策响应滞后等问题，行业痛点集中

表现为多源数据孤岛、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率高、实时数据

利用率不足。需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构建高效治理框架，

推动压裂管理智能化升级。

。

形成压裂数据标准化采集规范 1 套。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6. 基于时移地震（4D）技术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动态

监测

碳捕集与封存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技术之一，而二

氧化碳封存后的动态监测是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核心

环节。时移地震（4D 地震）技术能够通过多次地震勘探，捕



捉地下二氧化碳的运移和分布动态，为封存场地的长期监测

提供高精度数据支持。本方向旨在开发基于时移地震技术的

二氧化碳动态监测方法，解决碳封存过程中二氧化碳运移路

径、封存效率及泄漏风险的实时监测难题，为 CCUS 技术的

规模化应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预期成果：

建立二氧化碳封存过程中地震波场变化的动力学模型；

提出针对二氧化碳动态监测的时移地震数据智能处理新方

法；提出基于时移地震数据的二氧化碳动态智能解释新方法。

提出基于时移地震数据的二氧化碳动态智能解释新技

术 1 项。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7. 新疆油田压裂试验自动跟踪数据库建设方法

实现历年压裂现场试验数据整合及现有压裂试验现场

数据自动化跟踪。

预期成果：

明确所需收集的压裂参数；形成压裂试验数据预处理方

法；形成压裂试验数据实时自动更新方法。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形成 1套可用于管理压裂试验井数据的数据库原型建设

方法，其查询平均响应时间小于等于 3s，最大并发连接数大

于等于 30；

8. 基于工程模型的钻井复杂智能预测方法研究



基于工程参数，建立井漏、溢流、卡钻等复杂的智能预

测系统，实现复杂智能预警。

预期成果：

揭示各类复杂工况与工程参数的响应机制和映射关系；

建立钻井复杂智能预测模型，实现复杂提前预警；

井漏、溢流、卡钻智能预警模型符合率达到 65%以上。

发表或录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 篇。

9. 人工缝网条件下多介质补能提高采收率实验研究

注液补能可通过渗吸、洗油等作用动用储层原油，气体

介质可进一步动用小孔隙中的原油，注液存在波及程度受限，

气体介质存在易窜扰的问题，因此需探究注气与注液协同补

能的工艺，通过改善流度比，扩大波及体积，提高油藏原油

动用。

预期成果：

多介质补能（注气后注液、注液后注气、注液+注气+注

液、气液同注）机理研究及油藏适应性评价；多介质补能（注

气后注液、注液后注气、注液+注气+注液）提高采收率潜力

研究。

筛选适应多介质补能油藏 1-2 个。

明确多介质补能相对于注液或注气提高采收率的程度。

三、申报要求

1.申报对象为国内外油气智能勘探与开发及相关领域

科技人员，申请人本年度只能申请一项开放课题。

2.研究内容应在申请指南所规定的资助范围内，具体研



究内容和题目自拟。

3.开放课题鼓励申请人与本实验室固定人员合作申请。

4.项目执行期内，开放课题负责人需来实验室做学术交

流，开展合作研究，并做学术报告。

5.实验室将根据申报情况组织课题遴选，具体资助项目

和资助金额以立项通知为准。

6.论文应标注“新疆油气智能勘探与开发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四、课题管理

1.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在申请本年度实验室开放课题时，

应首先认真阅读《新疆油气智能勘探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2.本年度开放课题的申请受理的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20 日。

3.申请人在截止日期前须提交：①《新疆油气智能勘探

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2025）》的签字、盖章

纸质版（附件 1，双面打印，一式 2 份），邮寄至实验室指

定地址和人员；② 开放课题申请书的电子版，电子材料压

缩打包后发送至实验室指定邮箱，电子邮件命名方式为

“2025 年度开放课题申请—申请人姓名—依托单位名称”。

申报材料不得包含任何涉密内容。

4.经实验室审定后，将开放课题立项通知书发送给申请

人及所在单位。

6.申请书寄送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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