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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约束下新疆塔里木、准噶尔、
吐哈盆地 ＣＯ２ 理论储存潜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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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我国必达目标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ＣＣＵＳ)是规模化碳汇最有成效的途径之一ꎮ
新疆一方面是以高碳能源为主的资源开发和消耗区ꎬ另一方面是公认的国内规模最大的可利用 ＣＯ２ 驱油、驱气、驱水的

盆地构造区ꎬ但这些盆地构造区的 ＣＯ２ 储存理论潜力没有被在统一标准下进行过评估ꎮ 本研究采用碳封存领导人论坛

和美国能源部推荐的公式ꎬ从油藏、气藏、咸水层、煤层四种 ＣＯ２ 存储类型方面对新疆三大盆地的理论储存潜力容量进行

了估算ꎮ 结果表明:新疆塔里木盆地 ＣＯ２ 理论存储潜力为 ３２５４ ７７×１０８ ｔꎬ准噶尔盆地的为 １１６６ ４２×１０８ ｔꎬ吐哈盆地的为

４５４ ５４×１０８ ｔꎬ三大盆地存储潜力总量为 ４８７５ ７３×１０８ ｔꎬ新疆具有巨大的碳汇储存前景ꎮ 从空间匹配性分析ꎬ准噶尔盆地

是目前最好的碳源—碳汇工程实施区域ꎬ塔里木盆地储量最大ꎬ具有巨大潜力ꎬ但目前匹配性不好ꎮ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的整体化、规模化实施还需要国家的相关政策配合ꎬ前期需要在新疆地区进行科技投入和试验示范ꎬ探索相关的

成熟技术ꎮ 此后ꎬ需要投融资政策、生态环境管理、安全管理等各方面的系统协调推进ꎮ
【关键词】新疆ꎻ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ＣＣＵＳ)ꎻ理论存储潜力

中图分类号:Ｘ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９９－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５８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１０５０９９

　 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２０１６ＺＸ０５０１６－００４－００６)

　 作者简介:师庆三ꎬ副教授ꎬ博士ꎬ硕士生导师ꎬ主要从事 ＣＣＵＳ、山水林田湖草沙方面的研究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

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ꎬ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ꎬ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

值ꎬ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

布“到 ２０３０ 年ꎬ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将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以上” [２]ꎬ提出了确切

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ꎮ 因此ꎬ迫切需要以安全有

效可持续的方式和速度减少人类活动中的 ＣＯ２

排放强度ꎬ减缓大气中 ＣＯ２ 浓度的增加趋势ꎮ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ꎬ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ꎬＣＣＵＳ)技术是将点源大规

模排放的 ＣＯ２ 进行收集ꎬ在用于地层深部驱油、
驱水的同时ꎬ将其长期封存到深部地层ꎬ从而实现

温室气体减排ꎮ ＣＣＵＳ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碳中和

技术之一[３]ꎮ
新疆地区拥有巨大的煤炭储量ꎬ拥有大量的

火力发电厂、炼油厂、煤化工行业、水泥行业和钢

铁行业ꎬ均为高 ＣＯ２ 源ꎮ 随着西电东送项目的实

施ꎬ未来会有更多的火力发电设施兴建ꎬＣＯ２ 的排

放量会增加ꎬ有利于实施 ＣＯ２ 捕集ꎮ 同时ꎬ新疆

地区幅员辽阔ꎬ区内拥有全国最多的储油盆地:
(１)塔里木盆地ꎬ位于天山山系与昆仑山系之间ꎬ
轮廓呈菱形ꎬ是全封闭性内陆盆地ꎬ属于内陆干旱

盆地ꎬ盆地面积约 ５６×１０４ｋｍ２ꎻ(２)准噶尔盆地是

中国第二大盆地ꎬ位于天山山系与阿尔泰山系之

间ꎬ大致呈三角形ꎬ面积约 １３×１０４ｋｍ２ꎻ(３)吐哈盆

地ꎬ面积约 ５ ３５×１０４ｋｍ２ꎮ 总体而言ꎬ新疆地区 ＣＯ２

地质封存地区人口较少ꎬ封存风险较小ꎬＣＯ２ 封存

潜力巨大已成共识[４]ꎮ 但新疆地区地质 ＣＯ２ 封存

的主要方式有哪些ꎬ封存的理论潜力究竟有多少ꎬ
如何计算ꎬ尚没有相对统一的计算模式下的评估ꎮ
本研究利用相对统一的国际公认的方法ꎬ对新疆地

区三大盆地的 ＣＯ２ 封存理论潜力进行了评估ꎬ可为

新疆乃至全国碳中和的碳汇途径提供对比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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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ＣＯ２ 地质储存潜力的评估类型

对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进行分类可以用

ＭｃＣａｂｅ(１９９８)提出的资源金字塔模型ꎬ根据评估

的目的不同可分为四类:理论储存潜力容量、有效

储存容量、 实际储存容量和匹配储存容量ꎮ
(１)理论储存潜力容量是理论最大上限值ꎬ但是

在实际情况下由于储层条件、技术、政策措施和经

济方面的限制将阻碍理论储存能力的完全使用ꎬ
因此该储能评估值并不完全准确ꎮ (２)有效储存

容量是从技术层面(包括地质和工程因素)上考

虑了储层性质(包括渗透率、孔隙度和非均质性

等)、储层封闭性、储存深度、储层压力系统及孔

隙体积等因素影响的储存量ꎬ它是理论储存量的

子集ꎮ (３)实际储存容量表示考虑到技术、法律

及政策、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的储存

量ꎬ它是有效储存量的子集ꎮ (４)匹配储存容量

表示考虑到二氧化碳注入能力和供给能力等因素

影响的储存量ꎬ它是实际储存量的子集ꎬ这种储存

量相当于矿业资源评价中的可采储量ꎮ 本次仅计

算理论储存潜力容量[５]ꎮ

２　 新疆三大盆地理论储存 ＣＯ２ 方式及计

算方法

　 　 理论上讲ꎬ新疆的三个主要盆地范围内的盆

地储存 ＣＯ２ 方式主要包括:(１)油藏 ＣＯ２ 地质储

存潜力ꎻ(２)气藏 ＣＯ２ 地质储存潜力(３)深部咸水

层 ＣＯ２ 地质储存潜力ꎻ(４)深部煤层 ＣＯ２ 地质储

存潜力ꎮ 这几种储存模式在美国和欧洲都已有成

功的案例ꎮ
本次对新疆三大盆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潜

力评价ꎬ是在分析新疆地区三个主要盆地油气田

储、盖层组合的基础上ꎬ对适宜的储、盖层组合系

统以及岩层物理性特征等进行分析描述ꎬ根据相

应的计算原则和公式进行理论储存潜力容量评

估ꎮ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碳封存领导人论坛和美国

能源部推荐的公式ꎮ
２ １　 衰竭油藏的理论储存量计算方法

新疆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能源ꎬ拥有许多大、
中、小型油气田ꎬ其地质条件基本符合二氧化碳的

封存条件ꎮ 有些油田面临枯竭ꎬ产生的经济效益

很少ꎬ但是这些油藏的地质条件已经被详细调查

过ꎬ很多都具有封存条件ꎬ这样不仅省去了地质调

查成本ꎬ而且还能对枯竭油藏进行二次利用ꎮ
美国能源部(ＵＳＤＯＥꎬ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欧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及碳封存

领导人论坛等部门和组织的相关研究人员对二氧

化碳在已枯竭油藏的理论储存潜力的计算方法进

行了深入研究ꎮ 本次计算采用碳封存领导人论坛

的计算方法ꎬ其基本原理为二氧化碳被注入衰竭

油藏中直到储层压力恢复到原始储层压力ꎬ即油

气采出所让出的空间都用于二氧化碳的储

存[５－６]ꎮ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ＭＣＯ２ ｔｏ ＝ ρＣＯ２ ｒ × (ＥＲ × Ｎ × Ｂｏ － Ｖｉｗ ＋ Ｖｐｗ) (１)

　 　 式中ꎬＭＣＯ２ ｔｏ为二氧化碳在油藏中的理论储存

量ꎬ１０６ ｔꎻρＣＯ２ ｒ为二氧化碳在油藏条件下的密度ꎬ
ｋｇ / ｍ３ꎻＮ 为原油储量ꎬ １０９ｍ３ꎻ ＥＲ 为原油采收

率ꎬ％ꎻＢｏ 为原油体积系数ꎬｍ３ / ｍ３ꎻＶｉｗ为注入油藏

的水量ꎬ１０９ｍ３ꎻＶｐｗ为从油藏产出的水量ꎬ１０９ｍ３ꎮ
２ ２　 二氧化碳提高石油采收率理论储存量计算

方法

美国是采用利用二氧化碳提高采收率技术最

多的国家ꎮ 美国经验表明ꎬ所注入的二氧化碳大

约有 ４０％的量被采出ꎮ 美国能源部在利用二氧

化碳提高石油采收率时ꎬ油藏中的理论储存量应

用以下两个方程进行计算[７－８]:
在二氧化碳突破之前:

ＭＣＯ２ ｔｏ ＝ ρＣＯ２ ｒ × (ＥＲＢＴ × Ｎ × Ｂｏ) (２)

　 　 在二氧化碳突破之后:
ＭＣＯ２ ｔｏ ＝ ρＣＯ２ ｒ ×

[(ＥＲＢＴ ＋ ０ ６(ＥＲＨＣＰＶ － ＥＲＢＴ)]Ｎ × Ｂｏ (３)

　 　 式中ꎬＭＣＯ２ ｔｏ为二氧化碳在油藏中的理论储存

量ꎬ１０６ ｔꎻρＣＯ２ ｒ为二氧化碳在油藏条件下的密度ꎬ

ｋｇ / ｍ３ꎻＮ 为原油储量ꎬ１０９ｍ３ꎻＢｏ 为原油体积系

数ꎬｍ３ / ｍ３ꎻＥＲＢＴ为二氧化碳突破之前原有的采收

率ꎬ％ꎻＥＲＨＣＰＶ为注入某一烃类孔隙体积(ＨＣＰＶ)
二氧化碳时原有的采收率ꎬ％ꎮ 考虑到注入水、采
出水和溶解储存问题等ꎬ相关公式均有改进ꎮ
２ ３　 二氧化碳在气藏中储存潜力的计算方法

二氧化碳在气藏中的理论储存量计算方法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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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油藏中类似ꎬ碳封存领导人论坛提出ꎬ在气

藏中二氧化碳的理论储存量[８－９] 可以用以下公

式计算:
ＭＣＯ２ ｔｓ ＝ ρＣＯ２ ｒ × ＥＲｇ × (１ － ＦＩＧ) × Ｇ ×

[(Ｐｓ × Ｚｒ × Ｔｒ) / (Ｐｒ × Ｚｓ × Ｔｓ)] (４)

　 　 式中ꎬＭＣＯ２ ｔｓ为二氧化碳在气藏中的理论储存

量ꎬ１０６ ｔꎻρＣＯ２ ｒ为二氧化碳在地层条件下的密度ꎬ
ｋｇ / ｍ３ꎻＧ 为原始天然气地质储量ꎬ１０９ｍ３ꎻＥＲｇ为天

然气的采收率ꎬ％ꎻＦＩＧ为注入气体分数ꎬ无量纲ꎻ
Ｐｓ 为地面条件下的压力ꎬＭＰａꎻＴｓ 为地面条件下

的温度ꎬＫꎻＺｓ 为地面条件下的天然气气体偏差因

子ꎬ无量纲ꎻＰｒ 为油藏条件下的压力ꎬＭＰａꎻＴｒ 为

油藏条件下的温度ꎬＫꎻＺｒ 为油藏条件下的天然气

气体压缩系数ꎬ无量纲ꎮ
２ ４　 二氧化碳在深部盐水层中储存潜力的计算

方法

深部盐水层构造地层储存中的二氧化碳储存

技术与在枯竭油气藏中的储存技术十分类似ꎮ 但

通常认为ꎬ二氧化碳在深部盐水层中的储存潜力

计算更加困难ꎬ因为人们对盐水层具体信息的了

解更加缺乏ꎮ 盐水层不像淡水层ꎬ它具有非常有

限的商业价值ꎬ所以获得这些资料要消耗更多经

费和时间ꎮ
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和组织以及研究人员对二

氧化碳在深部盐水层中的储存潜力进行了计算ꎬ
并提出了许多计算方法ꎮ 为保证标准统一ꎬ采用

美国能源部的计算方法[１０－１１]ꎮ
ＭＣＯ２ ｔｓ ＝ ρＣＯ２ ｒ × Ａ × Ｈ × Φ / １０６ (５)

　 　 式中ꎬＭＣＯ２ ｔｓ为二氧化碳在深部盐水层中的理

论储存量ꎬ１０６ ｔꎻρＣＯ２ ｒ为在地层条件下二氧化碳的

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ꎻＡ 为深部盐水层所在盆地的面积ꎬ
ｋｍ２ꎻＨ 为盐水层厚度ꎬｍꎻΦ 为深部盐水层掩饰的

孔隙度ꎬ％ꎮ
２ ５　 二氧化碳在煤层中储存潜力的计算方法

二氧化碳在煤层中的储存主要是通过煤层对

二氧化碳的吸附来实现的ꎮ 由于在不同压力下ꎬ
煤层对二氧化碳的吸附量要比煤层气(甲烷)大

得多ꎬ所以利用煤层对二氧化碳和煤层气吸附能

力的差异ꎬ实现二氧化碳排替甲烷ꎬ可获得更多的

甲烷ꎮ 这就是二氧化碳提高煤层气采收率技术

(ＣＯ２—ＥＣＢＭＲ)ꎬ同时也封存了二氧化碳ꎮ 煤

层中二氧化碳储存技术目前仅处于论证阶段的

工 艺 技 术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ＰＣＣꎬ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ꎬ
２００５)ꎮ

碳封存领导人论坛认为在气体已被煤层吸

附的情况下ꎬ煤层中的理论储存量计算公式通

常为[１２－１３] :
ＭＣＯ２ ｔｃ ＝ ρＣＯ２ ｓ × ＩＧＩＰ (６)

　 　 式中ꎬＭＣＯ２ ｔｃ为二氧化碳在不能开采煤层中的

理论埋存量ꎬ１０６ ｔꎻρＣＯ２ ｓ为二氧化碳在标准压力和

温度条件下的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ꎬ通常等于 １ ９７７ｔ / ｍ３ꎮ
ＩＧＩＰ 为煤层中原始气体(甲烷气体)的地质储量ꎬ
１０６ｍ３ꎮ
２ ６　 计算说明

在前述公式中ꎬ每一个公式的参数又被扩展

为一个新的公式ꎬ例如公式 ６ 中煤层中原始气体

(甲烷气体)地质储量(ＩＧＩＰ)由下式计算[５ꎬ１２]:
ＩＧＩＰ ＝ Ａ × Ｈ × ｎｃ × Ｇｃ × (１ － ｆａ － ｆｍ) / １０３ (７)

　 　 式中ꎬＡ 为煤层盆地的表面积ꎬｋｍ２ꎻＨ 为煤层

的累计厚度ꎬ ｍꎻ ｎｃ 为煤的密度ꎬ ｔ / ｍ３ꎬ通常取

１ ４ｔ / ｍ３ꎻｆａ 为煤中的灰分占煤的质量分数ꎬ％ꎻｆｍ
为煤中的水分占煤的质量分数ꎬ％ꎻＧｃ 为煤层气

体含量(吸附量)ꎬｍ３(气) / ｔ(煤)ꎮ
而公式 ７ 中 Ｇｃ(煤层气体含量)由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等温吸附公式计算获得:
Ｇｃ ＝ ＶＬ × [Ｐ / (Ｐ ＋ ＰＬ)] (８)

　 　 式中ꎬＶＬ 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体积ꎬ即给定温度下煤

层的最大气体吸附量ꎬｍ３ / ｔꎻＰＬ 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压力ꎬ
即最大气体吸附量时煤层中的压力ꎬＭＰａꎻＰ 为当

前煤层中的压力ꎬＭＰａꎮ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新疆三大盆地 ＣＯ２ 地质储存主要参数

理论上讲ꎬ新疆的三个主要盆地范围内的整

个油气储层、深部咸水层、深部不可采煤层都可以

进行二氧化碳地质储存ꎬ公式 １~公式 ５ 及参数扩

展计算公式相对繁杂、参数众多ꎬ主要通过公开的

论文资料和部分内部资料数据计算[１４－４６]ꎮ 因个

别盆地缺少地层延展、断层断裂发育、矿产开发利

用的详细资料ꎬ故进行了宏观估算ꎮ 参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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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新疆三大盆地 ＣＯ２ 地质封存主要参数

指标 塔里木盆地[１４] 吐哈盆地[１５] 准噶尔盆地[１６]

盆地面积 / １０４ｋｍ２ ５６ ００ ５ ３５ １３ ００

构造背景 聚合山间盆地 克拉通前陆 克拉通前陆

断裂活动 密集、大 发育、大 —

埋藏深度 / ｍ １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地热流值 / ｍＷ / ｍ２ ４６ ２０ ４７ ８０ ４２ ６０

地温梯度 / ℃ / １００ｍ １ ７６４ ２ ５００ ２ ２３０

地表温度 / Ｐ ９ ６０ ６ ００ ６ ００

储层岩性 混合岩型 泥岩为主 泥岩为主

储层厚度 / ｍ ６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渗透率 / １０Ｗ ５５ ８ ８

孔隙度 / ％ １５ １５ １５

盖层 连续、稳定、较好 连续、稳定、较好 连续、稳定、较好

石油储量 / １０８ ｔ １２０ ６５[１７] １０ ０９[１８] ８０ １０[１９]

天然气储量 / １０８ｍ３ １４７０００[１７] ７５２２[１８] ２３１００[１９]

深部(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煤层气储量 / １０８ｍ３ １０８００[１７] ２８３００(含巴里坤—三塘湖、天山盆地) [１８] ２３６００[１７]

深部含水层储量 / １０８ｍ３(保守估计厚度 １０００ｍ) ５６ ０００ ０ ５３５ １ ３００

３ ２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主要用于在相同公式、统一标准计

算下的宏观对比分析ꎮ 计算、分析得出新疆 ＣＯ２

储存潜力估算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新疆塔里木、准噶尔、吐哈三大盆地

ＣＯ２ 理论储存潜力评估

盆地名称 储存分类 封存量 / １０８ ｔ 合计 / １０８ ｔ

塔里木盆地 油藏 ５１ ０９ ３２５４ ７７

　 气藏 １２０８ ２６ 　

　 咸水层 １７７１ ３９ 　

　 煤层 ２２４ ０３ 　

准噶尔盆地 油藏 ６４ ５１ １１６６ ４２

　 气藏 ２６４ ３１ 　

　 咸水层 ３１７ ９０ 　

　 煤层 ５１９ ７０ 　

吐哈盆地　 油藏 ３２ ４５ ４５４ ５４

　 气藏 ４９ ６７ 　

　 咸水层 ８６ ９９ 　

　 煤层 — 　

总计　 　 　 　 　 ４８７５ ７３

３ ３　 讨论

以上计算分析表明ꎬ本次计算评估偏重于宏

观地分析新疆三大盆地总的 ＣＯ２ 理论存储潜力ꎬ
这里的理论储量相当于预测远景储量ꎮ 通过计算

三大盆地油藏、气藏、深部咸水层、深部煤层的

ＣＯ２ 理论储存潜力ꎬ在不同盆地和类型中构建框

架和体系ꎮ 而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前期研究相比ꎬ
由于数据资料和计算公式的不同ꎬ结果有不同程

度的差异ꎮ 例如ꎬ库力孜那(２０１６) 对吐哈盆地

ＣＯ２ 的 Ｄ 级预测总量为 ４４×１０８ ｔꎬ仅相当于本次

理论潜力评估的十分之一ꎻ冯伟(２０１５)对塔里木

盆地构造 ＣＯ２ 储存潜力的评估值为 ４９６ １８ ×

１０８ ｔꎬ偏差约为本次评估的 ４０％ꎮ 不同研究人员

的评估等级不同ꎬ类型也不同ꎮ 因此ꎬ本次评估与

其他研究缺乏对比性ꎮ
从表 ２ 看ꎬ新疆塔里木、准噶尔、吐哈三大盆

地 ＣＯ２ 理论存储潜力评估总值为 ４８７５ ７３×１０８ ｔꎬ

其中塔里木盆地为 ３２５４ ７７×１０８ ｔꎬ占据了 ６６％ꎮ
但其周边 ＣＯ２ 源相对较少ꎬ使其作为碳汇的适宜

性、匹配性降低ꎮ 准噶尔盆地为 １１６６ ４２×１０８ ｔꎬ位
居第二ꎬ 占比 ２４％ꎬ 但是新疆的主要经济区

域———天山北坡经济带位于准噶尔盆地周边ꎬ具
有最好的碳源—碳汇匹配性ꎮ 吐哈盆地相对占比

１０％ꎬ周边也有一些工业区ꎬ具有一定的匹配性ꎮ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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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型上看ꎬ深部咸水层具有最大的潜力ꎬ但
其经济价值不高ꎬ目前不具有开发优势ꎮ 如果能

从深部咸水层中提取高价值矿物资源ꎬ则具有

ＣＯ２ 储存的应用前景ꎮ 利用 ＣＯ２ 驱油技术进行

ＣＯ２ 储存的同时采集油气藏ꎬ是目前技术上相对

成熟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方法ꎮ 深部不可采煤层的

ＣＯ２ 驱动 ＣＨ４ 在理论上具有优势ꎬ但在技术上还

需要进行更多的投入ꎮ
就目前来说ꎬＣＯ２ 储存是规模化减排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ꎮ 但这只是 ＣＣＵＳ 中的一个环节ꎬ还
需要在整体上开发利用该技术ꎬ实施优势产业部

门的 ＣＣＵＳ 技术集成ꎮ 新疆作为一个以高碳能源

为主的资源依赖型地区ꎬ依托新疆的煤炭、石油和

天然气矿产资源优势ꎬ实现了经济发展ꎬ但同时也

存在能源消耗量大、人均碳排放量高等问题ꎮ 随

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的加快和人口的不断增加ꎬ
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会持续增长ꎮ 作

为欠发达地区ꎬ无论是为应对气候变化ꎬ还是积极

响应国家总体发展战略ꎬ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ꎮ
新疆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ꎬ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ꎬ新疆形成了全面建设、
全面开放、全面发展的经济格局ꎬ但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ꎬＣＣＵＳ 技术的出现

为新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

途径ꎮ 新疆在 ＣＣＵＳ 技术实施方面具有很大的潜

力ꎬ碳源、碳汇和运输等条件都适宜新疆实施

ＣＣＵＳ 技术ꎮ
从 ＣＣＵＳ 技术的发展历史来看ꎬＣＣＵＳ 整体

化、规模化实施还需要国家的相关政策配合ꎬ需要

跨产业部门的技术集成与工业化 ＣＣＵＳ 技术ꎬ以
及投融资政策、财税政策、生态环境管理、安全管

理等配套政策的支持ꎮ

４　 结论

(１)新疆塔里木、准噶尔、吐哈三大盆地 ＣＯ２

理论存储潜力评估总值为 ４８７５ ７３×１０８ ｔꎮ 新疆具

有广阔的碳汇储存前景ꎬ这为在新疆及全国范围

内开展碳中和提供了一个规模化实施区域ꎮ
(２)从空间匹配性的宏观分析发现ꎬ准噶尔

盆地是目前最好的碳源—碳汇工程实施区域ꎻ塔
里木盆地储量最大ꎬ具有巨大潜力ꎬ但目前其周边

ＣＯ２ 源相对较少ꎬ作为碳汇的匹配性不足ꎮ
(３)ＣＯ２ 储存是规模化减排最有效的手段之

一ꎬ但这只是 ＣＣＵＳ 中的一个环节ꎬ还需要从

ＣＣＵＳ 整体上开发利用该技术ꎬ以降低成本ꎬ实现

经济上的可能性ꎮ
(４)ＣＣＵＳ 的整体化、规模化实施还需要国

家相关政策的配合ꎬ需要科技投入、试验示范、
投融资政策、环境管理、安全管理等各方面政策

的系统协调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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