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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冉启全，王拥军等著的这本《火山岩气藏储层表征技术》将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系统介
绍了火山岩气藏储层表征技术，内容包括火山岩气藏储层表征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以及在生产
实践中的应用和认识。
《火山岩气藏储层表征技术》是对火山岩气藏开发研究和实践的系统总结，充分反映了该方面的最新
研究成果，对火山岩气藏和类似复杂气藏的有效开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油气田开发的科技人员及相关高等院?的师生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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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冉启全，1965年生，重庆万州人。
1987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石油地质专业，1990年获该校开发地质硕士学位，1996年在西南石油大学
获得油气田开发工程博士学位，1998年在中科院力学所博士后出站，进入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
作。
先后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担任油气田开发研究所总工程师、副所长、海塔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油气开发软件中心主任。
油气田开发工程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高级技术专家。
长期从事油气开发技术攻关、油气田开发方案编制工作。
主要开展了复杂气藏、低渗透油藏、复杂岩性油藏、稠油油藏的开发地质、油气藏工程和开发方案优
化设计、软件自主研发等工作。
国家油气重大专项“含C02天然气藏安全开发与利用技术”、国家973项目“火山岩气藏有效储层内部
结构特征及渗流规律”课题负责人。
科研成果获奖10次，其中教育部一等奖、集团公司一等奖、北京市二等奖各1项。
出版著作3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申报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登记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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