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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现状及展望 

李静和，杨俊，孟淑君 

（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十三五”规划中桂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正有序开展。桂地区页岩油

气地球物理勘探基础较薄弱，如何有效开展地球物理勘探是当前基础地质调查重要课题。着重

阐述了桂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研究现状，指出桂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技

术成熟并取得了进展性突破。基于桂地区与其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质条件具有较好可比性，重

点讨论了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成功经验对桂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开展的

几点认识及展望。指出今后开展桂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及评价项目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研

究方向，即稳健推广二维地震勘探、优先发展 2.5 维电磁勘探、加强系统物性测试与分析、重

磁电震综合为终极目标，为实际勘探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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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页岩油气储藏条件好，但地形地貌及地质构造复杂，为页岩气勘查攻关的“高

陡”双复杂地区。该地区在“十三五”规划驱动下开展新一轮勘探工作，目标圈定一批页

岩气有利区
[1]
。地球物理方法在常规油气藏勘探中已发挥关键的作用。如何有效利用地球物理

技术探明高陡双复杂地区页岩油气储量，成为我国页岩油气勘探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2]
。 

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在四川、渝东鄂西、滇黔北及湘西等地区陆续开展先导试验，

明确南方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层系普遍含气、高集高产的页岩气储集特征。四川盆地页岩

气基础地质调查率先取得进展性成果，是南方页岩油气勘探的主要地区
[3]
。广西(桂)地区早

期开展大量的页岩气勘探，主要偏重于成藏地质理论及钻井技术研究，并未取得油气藏勘

探突破。2014 年广西地区桂中盆地意外发现页岩气喷漏，自此拉开了该地区页岩油气攻关

项目勘探的序幕
[4]
。“十三五”规划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明确广西地区页岩气基础

地质调查、圈定含气页岩有利区的重要任务。虽然广西地区页岩地质调查有所发现，但前

景并不明朗。特别是地球物理勘探领域，为井位部署和区块综合评价提供依据方面，严重

缺乏系统物探工作的开展
[5]
。 

研究发现，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发育过程经历多期强烈构造运动改造，天然气扩散及微

渗漏作用，使得页岩油气分布分散储藏于复杂地质构造内
[6]
。广西高陡双复杂地区地球

物理勘探数据采集及正反演算法发展相对滞后，即常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应用于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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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常规油气岩性特征及成藏条件存在很多困难。如何在高陡双复杂地区实现复杂介质成

像，仍然是当前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勘探应用的难题
[4]
。“十三五”规划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

调查工程囊括了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相关工作，但仍属于初级摸索阶段，至今

未见相关文献详细报道。 

研究表明，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质条件及开发潜力与周边四川、贵州、云南及湖南等

地区具有较好的相似性
[7]
（图 1）。而广西周边地区已开展了大量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取得

了页岩油气勘探新进展。因此，在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如火如荼开展阶段，借鉴

周边地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积累数据采集与资料解释成功经验，探索形成广西地区特色

的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理论和技术体系，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 1 广西及其周边地区大地构造略图

 

Fig.1 Sketch map of tectonic structure in Guangxi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 

 

1 桂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现状 

常规油气勘探领域，油气藏与围岩介质存在明显物性差异。地震勘探在初期用于识别

和追踪油气储层空间分布，油气测井随后开展精细评价含油性及存储能力。电磁勘探常用

于确定油气物性及空间分布，或对深部圈闭构造定位。重磁勘探用于大范围区域构造勘探、

油气有利远景区圈定
[8]
。页岩油气勘探的主体是致密页岩储层，与储层岩层具有明显的物性

差异，符合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基础条件。然而，南方地区复杂地形地貌、复杂地质构造分

布，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具有独特的区域特点
[9]
。国内对高陡双复杂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

理勘探现状关注少，尚未发现相关综述文献报道，有必要对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

理勘探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 

1.1 地震勘探 

研究表明，页岩油气有利勘探区介质相对围岩介质表现为低速度和低密度，符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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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探的地球物理基本前提
[8]
。南方地区地表裸露碳酸盐岩普遍发育，以喀斯特地貌

为主；地下构造多为山前逆掩推覆带或高陡构造为主
[10]

。通常，地表碳酸盐岩严重风化剥

蚀，岩石密度、速度及脆性等物性参数变化较大。因此，造成碳酸盐岩震源激发条件极度

恶劣，仅有少数能量穿透岩层。而由目标层位反射和透射能量极低；接收方面受复杂构造

能量衰减、干扰发育影响，总体上使得可采集地震信号信噪比低
[10]

。如南方地区
[9]
、鄂西地

区
[11]
（图 2）穿过砂岩和灰岩地区二维地震剖面试验表明：不同岩性出露区，地震信号强度

不同，总体表现为灰岩地区较砂岩地区地震信号信噪比差。由四川盆地采集地震记录
[3]

可见，南方地区典型页岩油气储层下志留系龙马溪组岩层反射较弱，波形同相轴呈不连续

形状。因此，南方碳酸盐岩地区页岩气地震勘探有别于常规页岩油气勘探，需探索及应用

具有南方地区特色的地震勘探技术。 

 

 
图 2 鄂西地区某地穿过地表不同岩性出露区二维地震剖面

 

Fig.2 Two-dimensional seismic profile covered different lithology outcrops in West Hubei 

 

针对南方高陡双复杂地区地震勘探信噪比低问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石油部门

已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完成二维地震剖面近 2 km
[4]
。但早期的地震勘探数据质量及解释手段

仅用于油气勘探普查阶段。近 10年来，南方碳酸盐岩地区地震勘探如火如荼开展着。如李

仲远
[12]

开展表层调查方法、观测系统设计、激发接收因素的选取等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

提高地震信噪比技术。刘厚裕
[13]

构建三个典型地表地层模型，提出相应解决方案。李志荣

等
[3]
提出一套系统的页岩油气地震勘探思路及技术流程，对推动四川盆地页岩油气勘探具有

重要意义。李祥明等
[14]

发现影响重庆黔江页岩气区地震单炮品质的主要因素，提出改善低

信噪比的主要方法。刘文峰
[15]

总结影响渝东南地区单炮地震信号采集质量的主要因素，并

讨论了采集过程中相应的解决方法及策略。曾维望等
[16]

针对湘西碳酸盐岩地区页岩油气地

震勘探信号衰减严重问题，提出采用单/双井微测井相结合调查方法设计最优井深激发方

式，并对如何压制多种地震干扰波提出了低频检波器多串、线性等组合接收方式。刘保林

等
[11]

对适用于鄂西地区页岩气勘探的地震采集主要参数（最大炮检距、覆盖次数、激发因

素等）开展系统理论研究，明确了该地区开展地震勘探相应主要参数的取值范围。 

总体上，广西周边地区近 10年对如何有效开展页岩油气地震勘探展开了深入研究，形

成了各自地区特色的地震勘探技术，发现一大批页岩油气开发有利区
[3，8]

。地震采集技术主

要参数——炮检矩、叠加次数、激发参数是广西周边地区开展页岩油气地震勘探技术理论

与应用研究的热点，也是近年来地震勘探攻关方向。研究表明，采用高密度或组合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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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小道间距、足够照明度排列长度及高效的叠加次数的地震勘探系统或可提高南方双复

杂地区地震数据质量。具体主要参数选取：最大炮检矩不宜大于 6 km；最大叠加次数与工

区出露岩性有关，在考虑成本、保证质量前提下，砂岩地区叠加次数为 60次、灰岩地区则

需结合宽线采集技术叠加次数 60次以上；震源激发条件以高效实现为准则，通常放置炸药

井深 12～16 m、药量 10～16 kg为宜
[11－16]

。 

1.2 电磁勘探 

前已述及，复杂地形地貌及复杂地质构造对地震勘探采集要求高，干扰严重、难以

获取高质量地震剖面。而南方高阻的碳酸盐岩对地震信息衰减严重，难以获取深部目标

层位有效地震波。电性参数较地震波性质对页岩油气目标更敏感、电阻率及极化率电性

参数可间接或者直接指示页岩油气目标的存在
[17]

。同时电磁波可有效穿透高阻碳酸盐

岩
[18]

（图 3），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上述地震勘探遇到的问题。电磁勘探在南方地区金属

矿勘探及常规油气勘探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利用电磁勘探开展南方地区页

岩油气调查仍是问题所在。 

大地电磁法采用天然电磁场源、地面放置接收器，在南方双复杂地区页岩油气区域调

查具有显著的优势。如闵刚等
[19]

在黔东北地区及蒙应华等
[20]

在黔南地区，采用音频大地电

磁法探明页岩气储层分布，为贵州地区页岩油气勘探建立了借鉴标准。艾斯卡尔等
[18]

探讨

了大地电磁法在四川—雪峰盆山中上扬子地区页岩油气调查中的作用，并查明了局部构造

发育情况。利用低频电磁波对高阻碳酸盐岩良好的穿透能力，大地电磁法在高阻覆盖区勘

探具有较大潜力。然而，低频电磁场散射效应使得大地电磁法探测精度不及地震勘探，实

际应用需明确勘探目的及要求。通过人工激发强大的电磁场，可控源电磁法采集电磁响应

信噪比高，可提供更高精度的勘探结果。其中，广域电磁法在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勘探

中应用广泛。如何继善等
[21]

将广域电磁法引入湘西碳质页岩探测，首次证实了广域电磁应

用湘西北地区页岩勘探的可行性。郑冰等
[22]

在湖南保靖地区、符超等
[23]

在湘西北地区相继

开展了页岩油气广域电磁法勘探实验，通过与大地电磁法勘探效果对比，验证了广域电磁

法在南方双复杂地区页岩油气勘探的有效性。 

结合时间域、频率域数据采集及处理技术的时频电磁法近年来在页岩油气勘探中应用

广泛。如张春贺等
[24]

在四川南部地区开展了二维、三维时频电磁勘探，明确提出时频电磁

法具有勘探富有机质页岩层系的能力。周印明等
[17]

为页岩气勘探提高成功率提出了快速识

别页岩“甜点”目标的时频电磁勘探系统，并取得了成功应用。时频电磁法在页岩油气勘

探的有效应用揭示了综合页岩油气电阻率及极化率特性的优势，同时也给后续页岩油气电

磁勘探研究指明了方向，即如何有效利用激发极化特性探测页岩油气分布。如李鹏飞等
[25]

对川东南地区某地页岩岩芯复电阻率进行测试，分析复电阻率用于该地页岩油气勘探的可

能性。向葵等
[2]
分别以川黔地区页岩岩样、南方海相筇竹寺组和龙马溪组 2套产气主力为研

究对象，探讨复电阻率法开展页岩油气勘探可行性。赵迪斐等
[26]

给出了复电阻率法应用于

四川龙马溪组页岩油气藏勘探的理论依据。 

1.3 重磁勘探及综合物探 

作为非地震勘探主要技术，重磁勘探一直是区域构造及深部构造高效调查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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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扬子地块四川—雪峰山盆山过渡区页岩气大地电磁勘探二维反演及地质解释
 

Fig.3 Two-dimensional inverted result and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or shale gas survey 
with magnetotelluric in Sichuan-Xuefengshan basin of Yangtze block 

 

 
（a）地震推断地质结构剖面图 

 

（b）广域电磁法电阻率推断地质剖面图 

图 4 湖南保靖地区综合物探页岩气储层评价
 

Fig.4 Shale gas exploration with seismic in Baojin of Hunan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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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早期在南方高陡双复杂地区区域调查、金属矿、常规油气资源远景区探查方面已有广泛

应用。如 20 世纪 90 年代梁德超等
[27]

在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开展了高精度航磁金矿普查

工作。王亮等
[28]

对贵州地区 1∶20 万重力异常分布特征分析讨论，揭示了重力异常透露的

区域地质构造新信息。张家德等
[29]

利用重磁勘探推断黔中隆起及南北斜坡区至省界油气构

造盆地。李富等
[30]

分析了西南地区航磁特征并划分了成矿区域带。然而，调研发现，将重

磁勘探等位场方法用作唯一油气勘探技术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极少。刘康等
[31]

指出油气勘探

中的重磁勘探技术并没有区分，其在油气远景区评价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不同之处在于，

非常规油气赋存的地质条件、形成机理较常规油气藏更复杂。因而，如何有效将重磁勘探

与其他勘探方法有机结合，发挥重磁勘探最大优势，探明页岩油气是最关键的。 

重磁勘探与电磁勘探、地震勘探有机结合，统称综合物探。地震勘探有效性与采集环

境有关，高陡双复杂的南方地区地震采集就是一大挑战
[4]
。其次，地震勘探无法分清地层底

界几何形状
[31]

。重磁勘探在查明区域构造及深部构造横向分布具有极高的分辨率，但其纵

向分辨率并不能达到勘探需求。电磁勘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震勘探、重磁勘探的不足。

因而，综合物探是南方地区页岩油气勘探领域尤其值得研究的方向。如陈思宇等
[32]

在四川

雪峰山盆-山过渡区将大地电磁勘探结果作为地质-重磁勘探解释有效结合，揭示了本区的

重点有利油气远景带。屈挺等
[33]

在四川雪峰山西侧油气远景区调查中开展了重、磁、电勘

探，多种物探方法的联合减少了多解性，查明了该区地质构造分布。王延忠等
[34]

联合测井、

地震勘探及广域电磁法对湖南保靖地区页岩气储层进行了评价，初步证实了该方法应用湖

南地区页岩气勘探的可行性（图 4）。 

2 桂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现状 

综合上述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现状分析，系统的地球物理勘探对于广

西地区页岩油气勘探突破至关重要。而当前国内未发现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系

统综述性文献。基于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质条件及潜力与其周边地区具有极大相似性
[6－7]

，

秉着“求同存异”，具体地区具体分析的原则，总结推动今后广西地区开展系统页岩油气地

球物理勘探的几点认识。 

2.1 地震勘探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广西地区已开展页岩油气二维地震勘探剖面达 256.58 km，但限

于当时落后技术手段，勘探效果并不明显
[4]
。后续研究主要为两个方向：①研究提高高陡

双复杂地区地震采集技术主要参数。如谢明干等
[35]

和胡建辉等
[36]

针对广西桂中坳陷喀斯特

地形地区提出多种地震采集技术措施，提高了地震信号的信噪比（图 5）；②研究压制噪声

提高信噪比地震勘探方法。如于世焕等
[37]

和龙奋
[38]

提出多线多炮宽线地震勘探技术。韦瑞

表等
[39]

和张春贺等
[40]

提出弯线与宽线相结合拟三维新型地震勘探。 

与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震勘探研究类似，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震勘探研究的主要

方向仍然是如何有效提高地震信号信噪比。然而，广西地区页岩油气赋存深度偏浅（< 1 km）、

页岩储层含脆性元素高、浅部局部构造（溶洞、晶洞）及微裂隙多种储集空间发育。采集

方面，需解决更断续—弱振幅反射信号采集；处理方面，需更精细切除技术、静校正技术

保护浅层信息；解释方面，需研究高陡双复杂地区正反演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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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磁勘探 

广西地区页岩油气电磁勘探研究程度不高，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甚少。如李爱勇等
[41]

 

采用大地电磁法研究桂中坳陷及其周边的地质构造，揭示了桂中坳陷油气远景区（图 6）。 

 

 
(a)单线单炮 

 
(b)3线 3炮 

图 5 桂中坳陷二维地震剖面
 

Fig.5 Two-dimensional seismic profile acquired with single in Guizhong basin 

 

 
注：1－下三叠统；2－二叠系；3－石炭系；4－上泥盆统；5－中下泥盆统；6－前泥盆系；7－新元古界；8－逆断层；9－平移断层；

10－背斜编号；11－礁体显示。 

（b）地质解释 

图 6 桂中坳陷某地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及地质解释
 

Fig.6 Resistivity profile in Guizhong basin 

（a） 

（b） 

（a）大地电磁法勘探电阻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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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地电磁法应用于广西地区复杂页岩油气储层（< 1 km）勘探精度并不高，特别是中

浅部深度地质构造的刻画能力还有待提高。但大地电磁场对广西地区地表高阻碳酸盐岩

具有较好穿透能力，仍具有较大潜力。针对广西地区中浅部页岩油气勘探，可控源电磁

法或许是合适的选择。如高效、高精度广域电磁法或将是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勘探较有效

电磁类地球物理方法。大功率时频电磁法在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勘探领域理论与应用研究

亦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其中二维时频电磁采集较适用广西地区复杂地表地形情况，三维

时频电磁采集则需要配合精准 GPS 定位。对于可控源电磁法在广西地区的应用，地表满

是高阻碳酸盐岩，如何有效激发大功率人工场源、如何有效接收深部微弱有用信号仍是

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由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电磁勘探经验可见，一个成功商业化页岩油气井发现离不开

系统的电性参数测试。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为选取合适电磁技术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减少高

陡双复杂地区页岩油气勘探解释多解性。因而，广西地区页岩油气电磁勘探亟待解决的问

题还有页岩岩性系统电性参数测试及分析。特别是从页岩油气地质条件分析可知，广西地

区页岩储层含碳性成分较多，通过系统电性参数测试，明确页岩储层激发极化特性，为复

电阻率法在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勘探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复电阻率法已在广西周边地区页岩

油气勘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应用的有效性与目标页岩油气含量高低有直接关系。而

地质上揭示，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含量要比周边地区含量要高得多，因而在广西地区开展复

电阻率法页岩油气勘探先导实验显的非常有必要。 

2.3 重磁勘探及综合物探 

广西地区重磁勘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相关文献报道。如舒孝敬等
[42]

探讨了桂北地

区重磁异常与铀矿成矿带关系；邓世琦
[43]

基于广西德保地区 1：5万航磁数据探讨了该地区

找矿前景。近年来，朱国器等
[44]

讨论了广西地区重磁异常与岩浆岩体分布关系，建立了广

西地区隐伏岩体重磁异常预测标准。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勘探仍缺乏高精度磁测数据，对于

后续页岩油气精细勘探尤为重要。广西地区大比例尺重力勘探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未发

现相关文献报道。对于广西地区页岩油气重磁勘探，常规重磁资料处理方法（延拓、方向

导数、磁化极及剩余重力异常）仍需要技术攻关。 

广西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地下构造复杂、浅部地层溶洞及晶洞发育、页岩油气储层多

样化。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该地区地球物理勘探的多解性更严重，页岩油气综合物探的

开展更具紧迫性。在广西地区开展的综合物探页岩油气勘查实例并不多。如张春贺等
[45]

针

对黔南-桂中坳陷，结合地质、地震、钻井及大地电磁资料，推断了礁体分布及油气远景有

利区。然而，针对广西高陡双复杂地区页岩油气勘探而言，高精度综合物探仍是今后研究

的主要方向。 

3 未来展望 

随着“十三五”规划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中滇黔桂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

查开展，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震勘探、电磁勘探及重磁勘探按计划有序进行，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在今后开展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及评价项目中建议加强以下几个

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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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震勘探成功实践表明，二维地震勘探仍是当前南方高陡

双复杂地区探明页岩油气储层地质结构行之有效的方法。研究适合广西地区页岩油气高精

度二维地震勘探采集技术及数据处理一体化系统是重中之重。三维高精度地震勘探已在四

川礁石坝地区页岩气调查中取得成功应用，开展广西地区三维高精度地震勘探也是当务之

急。高效、低廉二维及三维地震采集技术研究固然重要，其相应配套的高陡双复杂地区地

震全波形成像、各向异性正反演算法研究亦需要加强。 

（2）广西地区页岩油气二维大地电磁勘探已有实践应用，但探测精度不足以满足广西

地区页岩油气调查需求。针对广西地区中浅深度页岩油气勘探，比较急需开展高精度二维

可控源电磁勘探及其成像技术研究。三维可控源电磁数据采集及不规则点位三维数据点成

像仍是当前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高陡双复杂地区 2.5 维可控源电磁勘探或是平衡二维与

三维可控源电磁勘探折中的方法，开发相对应高效 2.5 维成像技术也是当前研究热点。开

展电磁勘探，须重视页岩储层电性参数测试与分析。建议在广西地区页岩油气远景区开展

系统页岩岩芯取样及分析，为开展电磁勘探奠定基础。 

（3）广西地区页岩油气调查与开发中重磁、电、震综合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是今后发展

的重要方向。当前，广西地区页岩油气综合地球物理勘探仍属于探索阶段，“综合”的高

效性取决于单个物探方法的发展好坏程度。应该认识到，真正实现广西地区页岩油气综合

地球物理勘探还需要长足发展。随着航空物探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效、简便查明广大区域

页岩油气远景区的位场方法（航空磁法、航空重力等）可大力发展，为地震、电磁数据解

释提供辅助材料，提高勘探精度。 

4 结论 

（1）着重对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研究现状分析和总结。指出二维地震

勘探已相当成熟，并具有成功实践应用；高精度三维地震是发展的重要方向。非地震方法

勘探页岩油气分布也在不断开展先导实验，特别是大地电磁法、广域电磁法、时频电磁法

已有多个地区取得前瞻性进展。广西周边地区已开展了系统的页岩油气储层物性参数测试

及分析，为复电阻率法页岩油气勘探成功应用奠定基础。 

（2）重点探讨了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现状对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

勘探工作开展的几点认识。指出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研究起步较晚，针对该区

特点的物探数据采集及处理技术比较落后，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及应用研究体系。 

（3）秉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充分汲取广西周边地区页岩油气勘探成功经验基础

上，给出了今后开展广西地区页岩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及评价项目中急需加强的研究方向，

即二维地震勘探稳健推广、2.5维电磁勘探优先发展、加强系统物性测试与分析、重磁电震

综合为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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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alysis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for 
Shale Oil and Gas in Guangxi Province 

LI Jing-he, YANG Jun


, MENG Shu-jun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investigations for shale gas exploration i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China, the geophysical surveys for shale oil and gas in Yun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inces are implemented 

in order.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 work considered th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s for shale oil and gas in 

Guangxi province. It also is the main challenge to implement the suitable geophysical technologies effectively for 

the above goals in foundation investigations of south China in 13th Five Year Plan. With the geology 

comparability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its peripheral areas for shal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he status analysis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is given for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Guangxi province. It is aimed at obtaining the wide 

applications of geophysical technologies for shal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hen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for shale oil and gas in Guangxi province. Moreover, the wide 

applications of 2D seismic exploration,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2.5 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systemic 

testing of geophysical proper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ybrid geophysical survey are concluded by lear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s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for shale oil and gas in peripheral areas of Guangxi province. 

Keywords: shal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geophys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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