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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普查勘探的历程与工作方向

本刊特约通讯 员

在油气资源调查过程中
,

石油普查勘探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阶段
。

作为一支地下油气

资源的战略侦察队伍
,

地质部门 自一九五四年接受石油普查勘探任务以来
,

到现在已经

廿七年了
。

我们队伍的足迹遍及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廿九个省 ( 市 ) 自治区
。

指出了油

区
,

预测并发现了油 田
,

为我国年轻石油工业的发展
,

起到了开路的作用
。

今天
,

当石油工业经过几年的发展
,

开始从一亿多吨年产量考虑如何巩固和提高的

时候
,

总结历史的经验 , 进一步发挥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先行作用
,
在方向和选 区上实

施新的战略展开
,

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了
。

(一)

总结过去二十七年
,

我们在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中
,

在发展我国石油地质科学方面
,

主要是做了以下几件事
:

第一
,

在解放初期
,

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石油资源 的远景
,

回答了走天然 石 油 的 道

路
,

还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问题
。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
,

国民经济及 国防建设都急需石油
。

但是旧中国留给我

们的是一穷二白
,

还有
“
中国贫油论

” 和旧的石油地质理论的影响
,

我国的石油勘探和

开发工作当时仅限于西北 一隅
,

一直未取得重大进展
。

毛主席党中央对此极为关切
。

中

国难道真的贫油吗 ? 我国石油工业究竟靠开发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

这是摆

在新中国地质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尖锐而严竣的间题
。

为此
,

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征询了李

四光同志的看法
。

李 四光同志基于我国地质工作者对 中国地质构造的调查研究
,

分析了

石油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
,

深信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气资源
,

他以热 爱 党
、

热 爱 祖

国
、

热爱社会主义的激情
,

就勘探开发我国天然油气资源的光辉前景作了充满信心的肯

定的答复
。

毛主席
、

周总理和党中央其他领导 同志十分赞许这些意见
。

周总理说
: “

地质部长

很乐观
。

对我们说
,

石油地下贮藏量很大
,

很有希 望
。

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
,

现在需要

去 工作
。 ” .

尸,

匀匕
、、忆色舌叹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千部会议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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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迅速完成了石油普查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
,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指出了有利

找油远景区
,

挑选了重点
,

确定 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战略东移
。

国务院决定由地质部担负全国石油普查任务
。

于一九五五年初
,

各路普查队伍迅速

开往我国西北
、

西南
、

东北
、

华北及华东等地区
,

及时进行了战略性侦察气

三年 ( 1 9 5 5

—
1 9 5 7 ) 的侦察

,

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

查明了一些与石油密切相关的沉

积岩系和区域构造问题
,

找到了分布于各大 区内的二百五十六个可能储油的构造
,

发现了

以青海冷湖
、

四川龙女寺为代表的一批新油田
,

肯定了西北及西南等地区的含油远景
。

更重要的是通过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工作
,

指 出我国东部的松辽平原
,

华北平原具有 良

好的含油条件
,

证实了早在一九五四年李四光 同志提出要对这两个地区进行
“
摸底

” 的

看法是正确的料
。

通过普查所取得的石油地质资料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我们祖国辽阔的疆域内
,

存

在着三个勘探天然石油资源的领域
:

第一
,

是中
、

新生界的以陆相沉积为主的盆地 , 第

二
,

是古生界 以海相沉积为主的拗陷及斜坡地区 , 第三
,

是浅海陆棚区
。

这种多领域的客观地质条件
,

是我国有利的资源条件
。

毫无疑问
,

所有这些领域
,

都应为我们所占领
,

都会有所发现
。

但是
,

我国沉积岩面积这么大
,

领域如此广阔
,

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论十大关系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

明确了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关

系
,

包括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

我们认识到
,

在东部工业发 达
、

交通方

便地区
,

及早找到天然油气资源
,

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和迫切性
。

我国老一辈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
、

黄汲清
、

谢家荣等从中国的地质构造特征出发
,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

当

时年青一些的和新成长起来的地质干部
,

朝气蓬勃
,

通过实践的锻炼
,

对在我国找油充

满了信心
。

在百家争鸣方针指 引下
,

通过充分的实践
,

形成了从我国实际情况 出 发 的

石油普查勘探指导思想
:

在地质条件上
,

首先从 区域构造着眼
,

不为局部的现 象 所 局

限 , 从形成油气的基本条件出发
,

不为这 个时代或那个时代所局 限
, 不为这种或那种储

油岩类型所局 限
; 不为地面有无油气显示所局限

,

敢于向成带分布的大型沉 积 盆 地进

军
。

在工作部署上
,

把盆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率先考察它的全貌
,

进一步按沉积
、

构造⋯

一等方面的特征把盆地区划为若干具有不同含油远景的部份
,

然后选择条件最好
,

希望

最大的部份加强工作
,

从而找出油气 ( 藏 ) 成群分布的地段
。

这种
“
循序渐进

” 的工作

方法
,

被证明是成功的经验
。

在工作条件上
,

不受第四系复盖所阻挡
,

敢于运用 当时所

有技术方法和兵种
,

组织多工种联合侦察
,

敢于使用大量钻井及物探工作量
,

向掩盖区

的隐伏构造进军
。

我们的找油实践
,

不是盲 目的
,

而是在地质理论的指导下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进行

的
。

由于地质部党组及时把石油地质普查的重点从我国西部盆地逐步转向我国 东 部 大

平原的战略决策
,

加速了整个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进程
。

到一九五七年底 以松辽平原为

重点的石油普查勘探形势已经形成
。

.

许杰同志一九五五年一月 《关于一九五五年石油夭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二李四光同志一九五四年在石油管理局所作的 《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
》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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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突破了松辽油区
,

为我 国东部一系列油 区的发现
,

打开了道路
。

地跨我国东部三省
,

面积达二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松辽平原
,

是一个被第四系广泛掩盖

的地区
,

地面岩石露头稀少
,

更未见任何油气显示
。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侵占几十年
,

并千方百计地掠夺各种战略资源
,

也寻找过石油
,

未想到这里会有世界第一流的大油田 ! !

从一九五五年秋开始
,

地质部门组织 了踏勘队伍进入盆地开展侦察
。

一九五六年和

一九五七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区域地质普查和地球物理勘探
,

由浅入深
,

由表及里
,

探边

摸底
。

又进行了地层构造岩心钻探
,

建立了盆地内以白坐系
“
松花江群

”
为主的地层层

序
,

划分了构造单元
,

对整个盆地的含油性有了认识
,

提出
“
可能形成良好 的 储 油 构

造
,

具有优越的储油条件
”
气 迎来了石油勘探开发队伍

。

一九五八年二月
,

地质部党组及时提出了
“三年攻下松辽

” 的 口号
。

在松辽地区奋

战的地质 队伍 以勇于实践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

于短短的儿个月内打开 了 新的 局 面
。

一

九五八年四月十七 日
,

首次在吉林省前郭旗南 17 井获得油砂
,

接着在公主岭构造南 14 井

发现多层油砂
,

在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多处井内发现油砂样 , 物探工作与地质 工 作 密 切

配合
,

发现了以大同镇长垣为代表的十七个构造
。

仅一九五八年一年
,

地质普查队伍就

打 了十七万多米全取心构造钻井
,

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
。

根据这些新成果
,

明确

提出
“
揭开扶余

、

钓鱼台
,

大战大同镇
” 和 “

猛攻出油关
,

一切为了获得工业油流
” 关 劳芳

的任务
。

一九五九年四月
,

物探队伍利用地震方法进一步圈出了大同镇长垣 ( 后来改名

为大庆长垣 )构造
,

接着用浅钻进行了验证
。

这一发现
,

进一步引起了石油工业部门的

重视并开始钻探
,

于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
,

在大庆长垣南端的高台子构造上的松

基3井
,

首次获得 自喷工业油流
;
紧接着

,

地质普查队伍在扶余构造的扶27 井也 获得 了

工业油流
。

从此
,

松辽油区进入了明确油田
,

探明储量的新阶段
。 “三年攻下松辽

” 的

任务提前完成了
。

松辽的突破
,

验证 了我国地质专家的地质理论推断
,

群众的实践又大大丰富和发展

了原有的认识
,

创造了在一个大型陆相盆内如何迅速发现油田
,

提高区域评价的经验
。

第四
,

迅速扩大战果
,

开辟了我国东部一系列新的石油基地
。

当松辽取得初步战果的时候
,

华北平原的工作
,

通过一九五五一
- -

一九五六年的全

区物探摸底做好了准备
。

将平原下面的地质结构分为六个拗陷和四个隆起
,

认识到
, “华

北平原的含油远景首先与年青沉积物有关
,

勘探时注意力首先应放在拗陷区
”
料

势气 地

质队伍认真进行了
“
选 凹定带

” 。

通过普查钻探
,

确定了地层层序
,

认准了下第三系为

主要含油层系
。

地质部党组又及时作出了加强华北平原工作
,

把石油普查勘探重点由松辽

转向华北的决定
。

至一九六 O 年
,

选定了分别属于黄弊和济阳两个拗陷的东营
、

北塘
、

马

头营
、

盐山
、

羊山木
、

义和庄六个突破点
,

并将东营构造提交石油工业部门率先勘探样料
爷 。

一九六一年七月
,

地质普查 队伍同时在羊三木构造上的黄1井和 义 和 庄 构 造 上 的 沾

.

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 《一九五七年总结报告》。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 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通讯
。

⋯地质部第二普查勘探大队
: 《我国的松辽油区 》 (供领导参阅的报告 )

。

,

二
’

黄清汲同志一九五七年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所作的 《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意见 ,

(记录稿) 的发言
.

.

⋯
’

一九六O 年十一月地质部天津会议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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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 首 见油气显示
,

并突破了华北的出油关
。

接着石油工业部门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

三 日
,

在东营构造上的华 8 井的下第三系中打 出了高产工业油流
。

华北的局面打开了
。

地质普查队伍于一九六四年
、

一九六五年又相继突破了冀中的京津拗陷以及下辽河

的东部 凹陷
,

打出了油流和天然气流
,

并在冀中拗陷的博野
、

任丘等地布置了四 口参数

井
,

发现了油气显示
。

至此
,

围绕渤海湾的整个华北平原的含油远景
,

已经成带地肯定

下来了
。

松辽
、

华北这一沉降带向南就是江汉平原
。

这里从一九五八年二月起开展普查
,

通

过地面地质和物探工作
,

划分了拗陷和隆起
。

一九六一年
,

在王场构造上打 了 一 口 中

深井 ( 王1井 )
,

第一次发现了第三系暗色生油岩
,

并见到 四层油砂
,

在华 北 找油获胜

形势的鼓舞下
,

普查队伍于一九六五年再上王场构造
,

在潜深 5 井中获得了工业油 流
,

实

现了突破
。

此后
,

又证实了四个油田
,

六个含油构造
,

从而
,

说明江汉盆地是我国又一

个独立的含油气区气

自松辽盆地的突破到我国东部一系列油区的发现
,

仅仅是儿年的时间
,

这是在地质

理论指导下有 目的的实践
,

实现了当年所确定的战略东 移
,

逐个 突破 的 部 署
。

在 石

油地质科学方面
,

关于陆相沉积盆地成油的理论 已在形成
; 并在其中如何找油

,

也有了

一套办法
。

为了总结这些成果
,

关士聪同志主持编制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石油 地 质 图

集 》 ,

李四光同志在这个图集的序言中说
: “

现在
,

可以这样说了
,

依靠天然石油发展

我国的石油工业
,

是靠得住的
,

是大有可为的
”
料

。

第五
,

加强 内地建设
,

开拓我 国海域找油新领域
。

一九六四年以来
,

我们加强了四川
、

映甘宁 (鄂尔多斯 ) 等地区的石油普查勘探工

作
。

一九七 O 年八月
,

普查队伍在庆阳
、

华池两地相继获得工业油流
,

接 着
,

又 重 返

陕北
,

在吴旗突破了陕北的出油关
。

在三年 (一九六九一
-

一九 七 二 年 ) 时 间 内
,

陇

东
、

陕北共打 区域侦察井二十一口
,

其中二十 口井获得含油砂岩
,

十 口井获得了工业油

流
。

不仅推动发现了庆华吴油田 ( 长庆油田 )
,

还对陕北陆相中生代岩相及油气形成和

赋存规律
,

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

四川地区的工作
,

在原来 已有三 个气区和一个油区的基础上
,

又实现了川西的重大

突破
。

一九 七二年
,

地质普查队伍用 3 2 0 0米钻机打到 37 0 0米
,

发现了中坝油气 田
,

紧接着

在深部又发现了新的海相含油层位
,

对印支运动 ( 1
.

95 亿
-

一
2

.

3亿年 ) 前后 形 成的古

构造及岩相条件进行了探索
,

指 出了龙门山前存在着一个很有希望的含油气区
; 后来在

川东北的雷音铺构造上打出了工业气流
,

指出川东北地 区是一个构造众多
、

远景很大的

含油气区料气 一九七九年川北石龙场油气田的发现
,

又扩大 了四川盆地的找油前景
。

江苏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开展较早
。

六十年代以来
,

工作的重点转入苏北平原
。

一

九六四年在苏 5井发现了第三系含油砂岩
。

一九七O 年在江苏省委的重视下
,

发挥 了 两

个积极性
,

加强了普查勘探力量
。

同年
,

就在漆撞凹陷苏 20 井首次获得工业油流
。

一九

.

地质部第五普查勘探大队一九七一年 《江汉盆地石油普查勘探总结》。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地质图集(序言)
。

二
,

地质总局第二普查勘探大队
: 《四川盆地石油地质成果报告》 (一九七六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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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尸 丁

七四年十一月
,

又在高邮凹陷真武构造上试获油流
,

接着在金湖凹陷试获高产油气流
,

一九七七年十月
,

石油工业部门在真武构造上打出了千吨井
,

从而证明了苏北及其毗邻

的南黄海是一个较好的油气区
。

近年来
,

在广东
,

湖南和位于世界屋脊上的西藏
,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

我国海域
,

辽阔广大
。

李 四光同志在一九三二年就指出
“
东海蕴藏有经济价值的沉

积物
” 。

六十年代末
,

他又指出
, “

松辽
、

华北出油后
,

渤海远景已定
。

随着渤海
、

江

汉的出油
,

北部湾地区的远景也就清楚了
。

现在看
,

内带的远景已经肯定了
,

而外带海

域的远景并不亚于内带
,

可能还要好一些
。 ” -

为了反对海洋霸权主义
,

保卫我国海底矿产资源
,

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日益发展

的需要
,

这些年来地质部门的海洋地质调查 队伍
,

完成了我国邻近海域的综 合 物 探 概

查
,
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

圈定了南黄海
、

东海
、

珠江 口
、

莺歌海和北部湾五个拗陷区
,

发现

了有利于生储油的 3 0 0 。、 1 0 0 0 0米厚的第三系沉积
,

又经过地震测量圈定了大 批 构造
,

这些构造具有区域位置好
、

构造规模和幅度大等优点
。

至今石油工业部门在渤海北部湾

及我们在珠江 口外和东海的勘探成果
,

已经证明海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将使油气资源的

远景成为现实
。

(二 )

总结过去
,

瞻望未来
。

在今夭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
,

我国石油虽然年产量已经超过

一亿吨
,

但是
,

无论国际支付还是国内建设都需要大量的石油
。

因此
,

要求后备储量有

不断的增长
,

就必须通过加强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来适应这种局势
。

并要用更远的眼光
,

更大的精力向新的重大 突破前进
。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三新
,

即新地区
、

新领域
、

新类型
。

领域和类型
,

在某种意义上
,

也和新的深度相联系
。

世界上一些主要产油国家都是每次在开辟了一个新地区
,

打开了

一个新领域
,

找到了一些新类型之后
,

油气储量就成倍增长
。

我国需要普查的新地区
,

主要在西部和邻近海域 中
,

同时
,

在所谓老地区内
,

如果以新领域
、

新类型来衡量我们

的工作
,

它们还都可以看作新地区
。

国外许多勘探程度很高的盆地至今还不断有新的发

现
,

我国有独特的地质条件
,

在开展过普查勘探工作的盆地中
,

我们涉及到的油气领域

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

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不仅有独特的油气生成条件
,

还有许多运

移和圈闭的特色
。

这些盆地很大部份发育在古生代地 台上
,

它们是叠加的
,

甚至是多次

叠加的
,
可 以说在 国外学者提出的盆地分类中还不能包括这些盆地

。

因此要探索新的油

气领域
。

在我国这些复杂的盆地中
,

完全有可能找到许多为国外所罕见的新的
,

所谓微

妙的或隐蔽的油气圈闭类型
。

要找这些新的东西
,

必须要依据一定的地质理论
,

根据已有的地质
、

地球物理资料来

进行推论判断的工作
。

它不 同于总结
,

必须要解放思想
,

勇于担当风险
,

经受实践的检验
。

.

李四光
: 《关于迅速开展海洋地质工作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四月

、

六月
、

十二月
,

一九六九年

六月
、

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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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

西部的塔里木
、

柴达木
、

准噶尔三大盆地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

形态都是菱形的
,

都

向西张开
,

东边都鼓出一块老岩体
,

东面向西倾
,

北面向南倾
,

最深的部位在西南边
,

因此西南边是找油有利的地方
,

可是比较深
。

在普查勘探历史上
,

准噶尔和柴达木都是先从西南开始工作的 ( 独山子
、

茫崖 )
,

可是首先突破的却都在盆地的北或东北面 ( 克拉玛依
、

冷湖 )
。

因为在这些盆地找油
,

二迭系
、

三迭系
、

侏罗系到第三系都是对象
,

而第三纪前的地层在北部边缘埋藏浅
,

易

于开展钻探 (克拉玛依的油是三迭纪
,

冷湖是侏罗纪 )
。

而且构造比较简单
,

主要是斜

坡
、

断裂
,

或者挠 曲
,

以及不整合
、

超复等
。

而西南山前地带
,

由于西藏的后期急剧上

升
,

第三系特别是新第三系复盖很厚
,

而且断层很多
,

构造上下不符
,

因此 工 作 比 较

困难
。

柴达木的经验是
,

过去钻的太浅
,

现在打了三千米以上的深钻
,

西南凹陷就有大

油了
。

塔里木的西南凹陷更深
,

新第三系就有六千米
,

如果我们能打六千米或更深的深

钻
,

那么塔里木西南同柴达木一样是大有可为的
。

当然首先得用物探把构造特别是深层

构造搞清
。

目前的工作似乎要多考虑比较浅比较容易的地 区
,

当然北部边缘的 自然条件

也很困难
,

但总有力所能及的地方
,

可供进行勘探或钻一
、

二 口 资料井
。

深凹要注意
,

但首先要对构造问题
,

岩性的横向变化问题
,

多做些研究
。

对 已出了大油的地方
,

加紧

研究油源区
,

才能从中有所认识
。

中部地区
:

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的面貌有很不相同的一面
,

而经历过程又有很大相似性
。

从基

底来说
,

一是华北地台
,

一是扬子地 台
。

到了二迭纪情况相似
,

形成 了广泛 的 盖 复沉

积
。

到上三迭世之后
,

两个盆地都以不对称形态出现
,

并且三迭到侏罗纪各时期沉积中

心都作有规律的转移
,

均为三迭
、

侏罗系油气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

印支运 动在四川表

现较强烈
,

形成 一些古构造
,

给油气的储存带来好处
。

在龙门山前山带和川西拗陷带有

大型地层型油捕条件
,

冲断层 构造带的下面也是一个新领域
。

但是鄂尔多斯印支运动波

及西缘
,

而且后期活动弱
,

有利于油气保存
,

下伏古生界埋藏不太深
,

构造格局未被破

坏
,

因此
,

鄂尔多斯西缘上
、

下古生界的古隆起
、

古超复
,

都值得重视
。

目前在 四川 东

部已找到石炭系的古隆起斜坡上的超复型大气田
。

鄂尔多斯西缘的石炭系也具备油气形

成条件
,

值得探索
。

东部地 区
:

主要是松辽
、

华北
、

江苏地区
。

松辽盆地下面是侏罗纪断陷
,

上面是 白 垄 纪 的拗

陷
,

拗陷有油
,

断陷有没有油 ? 拗陷北部有长垣
,

南部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油气圈闭 ? 都

是我们应该探索的领域
。

据统计
,

白垄系是全世界产油最多的一个层位
,

所 以对 白蟹系

要重视
。

侏罗纪又是一 个成煤时期
。

在华北
、

苏北
、

黄海的第三系下面是否存在过一个

侏罗、 白坐纪的断陷、拗陷式盆地
。

在华北
、

苏北也发现了白翌系沉积
,

因此把 白坚系

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探索是 完全必要的
。

多年来
,

老第三纪断陷中的多种类型圈闭是我们在华北和苏北工作的对象
。

值得提

出的是
,

第三纪早期当松辽盆地隆起的时候
,

华北和苏北却形成 了许多沉降很深的箕状

断陷
,

可以用整个中国构造格局的演化来解释
。

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

而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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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这种变化
,

才使我们可以从这种复杂的多次迭加盆地的种种沉积和构造关系中去

发现许多新类型的圈闭
。

国外近来很重视深部所谓
“
地压层

”
中的天然气

。

华北
、

苏北深箕状断陷中的第三

纪砂泥岩系
,

埋藏很深
,

封闭很好
,

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
。

再一个是包括震旦亚界在 内的华北下古生界以及松辽中生代断拗盆地下的上古生界

和苏浙皖境内有许多油气显示的上
、

下古生界都是在相当厚的中
、

新生界复盖下
,

会不

会形成气 ? 这个领域也值得探索
。

南方碳酸盐岩地区
:

雪峰古隆两侧的领域是必须要突破的
,

在这种地 区开展普查勘探工作
,

世界上也是

很少有此实例
。

因此必须
“
贵在坚持

, ”
决心打开新的领域

。

油气生成运移时
,

总要有一个及时储集的地方
。

所以应着重寻找及时的圈闭
。

现在

有很多构造是生油以后很久才形成的
,

可能很不及时
,

我们 的工作不能囿于构造
,

也不

是先找平面上的有利岩相带
,

因为后期的作用会改变有利的岩性
,

而是应注意找垂向上

的各次活动的界面
,

在这个界面上下可能有适当的构造和岩性条件
,

造成储集空间利于

油气保存
。

四川找古构造是成功的经验
,

这种古构造包括不整合面
、

侵蚀面及其有关的

次生岩相带等贮油空间
。

当前应做细致的工作
,

找出一些规律来
。

黔南
、

桂中
、

湘中各有特色
。

桂中凹陷可能比较深一些
,

它位于几种构造方向交叉

处
,

泥盆纪的海浸也早
。

在华南加里 东褶皱带和雪峰古陆之间
,

如湘 中
,

在逆断层的下

盘可能还存在一片变质不深的下古生界
。

黔南的下古生界和 中生代时期形成的盆地
,

也

希望加以注意以扩展找油领域
。

世界上的古生代油藏
,

大部分分布在复合盆地中
。

单层的碳酸盐岩盆地前景较差
,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

例如美 国的伊 利诺斯盆地
,

是单层开放型的盆地
,

从 泥 盆 系
、

石 炭

系到志留
、

奥陶系都有油藏
,

储量大约六、七亿吨
。

总厚四千米
。

其上覆石炭系沉积层

并没经过深埋
,

却在盆地中间形成主要油藏
。

我国的准地台盆地
,

虽然也是单层的
,

但

比它深
,

可能也有有利的条件
。

当然
,

其构造历史较复杂
,

古生代大量的油气藏与不整

合有关
,

属于微小的不整合
。

我国南方泥盆、石炭系 中有代表多次运动的不整合
,

应予

以重视
。

浅海陆棚区
:

作为一个普查勘探新区
,

它在地理上是我国大陆的 自然延伸区
,

在地质构造上又是

我国大陆地质构造的统一组成部份
。

因此
,

在石油地质特色方面
,

它也必将和我国东部

陆相含油气盆地有许多相似之处
,

如渤海湾属于华北
、

辽河油 区的一部份
,

南黄海可借鉴

苏北油区的找油经验
。

广阔的东海和南海
,

总的看来也具有 以陆相沉积为主的特点
,

但

由于它们邻近西太平洋边缘海扩张区
,

又有其独特的地质条件
。

在普查勘探工作中
,

除

要注意砂体特征外
,

应更多地考虑到油气运移和圈闭方面的特点
。

总之
,

我国油气资源丰富多采
。

中新生代陆相盆地的石油前景方兴未艾
;
海相碳酸盐

岩地 区的石油普查急待突破
; 以石油普 查为重点内容的海洋综合调查正在蓬勃发展

,

同时

要积极开拓深部油气资源的战略侦察
,

形势是好的
。

我们已初步形成了我国石油地质理

论体系
,

它包括从地质力学在石油地质普查过程所发展起来的构造体系控油理论和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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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质学在石油地质的应用所发展起来的多旋回成油理论以及从我国大量陆相沉积盆地

的成功实践中总结
、

成长起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等几个组成部分
。

过去二十七年的石油普查

勘探的历程已经证明地质理论对于找矿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重要的
,

在今后的石油普查勘

探中
,

我们又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

需要我们去侦察更多新情况
,

捕捉新战机
,

准备新战

场
。

我们要勇于实践
,

敢于探索那些前人没有解决的地质理论问题
,

为找到更多
、

更大的新

油田
、

为继续创造符合我国地质客观规律的找油理论作出贡献
,

从而使我们的石油普查勘

探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

使我们的石油地质事业进入兴旺发达
、

人才辈出的新阶段
。

让我们团结起来
,

艰苦奋战
,

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

1 9 8 1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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