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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我国石油普查勘探前景

按照油气演化规律确定找油找气方向

世界石油储量随地质年代及埋深的增加而下降
。

在古生代相对较少的油储量 �占世

界油储量的��� �
，
由相对丰富的气储量 �占世界气储量的��� �所补偿

，

首要的因素

就是石油的热演化
，
世界���的大油田产层都在����米的深度以浅

。

在未来的油气资源

中
，
天然气比例将增高

，

在一些大型盆地的深部
，
将会发现更多的热成熟天然气

。

三十多年来的勘探实践表明
，
我国油气资源同样具有这种规律性

。

我国原油主要产

自晚古生代以来的陆相盆地中
，
而这些陆盆的产层在����一�。 。�米以下很可能以产气为

主
。

如松辽盆地的下白坚统油层在����米以下
、

黄弊下第三系油层在����米以下
、
四川

侏罗系油层在����米以下
、

苏北下第三系油层在����米以下
，
均 以产轻质油和天然气为

主， 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
，
已有所突破的震旦系

、

石炭系
、

二叠系
、

三叠系也都只产气

或仅产少量轻质油
。

从我国大陆各含油盆地的地质结构和勘探发展估计
，
天然气将成为我国今后的一项

重要能源
。

显然
，
这就不仅是个地质问题

，

并将涉及到国家的长远能源政策
。

这就迫切

要求我们从具体石油地质条件出发
，
根据油气生成发展变化规律

，
研究石油和天然气在

时间上
、

空间上的分布和演化特征
，
分别确定找油找气方向

。

影响油气演化程度的因素
，
主要是温度和时间

，
而影响温度的基本地质因素

，
主要

是地温场
、

岩浆活动及构造动力作用等
。

它常随各地区的沉积埋藏史和沉积构造史的变

化而有较大的差异
。

从油气产状及地化特征看
，
我国陆相中新生代各层组的生油岩都基本处于演化的成

熟阶段
，
这也是形成我国丰富陆相油气资源的一个重要前提

。

但确定不同演化阶段的深

度界限
，
仍是一个涉及油气勘探方向

、

勘探成效及资源量计算的重要问题
。

如华北惠民

凹陷北部
，
主力生油层沉积后就抬升

，
盖层薄

，
没有足够的受热 条 件

，

成 熟 度 偏 低

����值达�
�

�一�
�

�� �
，
而凹陷南部继承性下沉

，
成熟度提高 ����值为�

�

��一�
�

�� �
，

含油性优于北部
，
勘探效率就高

。

再如松辽盆地滨北地区勘探效果不理想
，
也可能与油

气演化的成熟度不够有关
。

我国海相沉积区面积辽阔
、

厚度巨大
，
油气显示同样丰富多彩

。

威远震旦系气田是

迄今我国时代最早的气田
。

华北震旦亚界见有最古老的原生油气显示�双洞油苗�
。

新疆
、

台湾及海域则有我国最年轻的海相第三系油气资源
。

这都说明我国海相沉积无论在时间

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一个具有一定前景的找油领域
。

但是多年来
，
我们对以古生界为主体

的海相沉积的油气勘探进展不大
。

除后期构造保存条件外
，
油气演化也是一个 重 大 课

题
，
是以找天然气为主还是以找油为主

，

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

华南古生界海相沉积展布面积���多万平方公里
，
可分为加里东及华力西上下 两 套

成油组合
。

下组合�上震旦统一下古生界 �在扬子区具找油气远景
，
沉积厚����米左右

。

上震旦统
、

下寒武统为主要油源岩
。

按温度
、

时间及沉降幅度推算
，
在加里东 旋 回 末

期
，
都已先后进入主要生油阶段

，
部分沉积厚度较大的坳陷地带可能已进入高成熟以至

过成熟阶段
。

上组合 �泥盆系一中下三叠统 �无论在扬子还是南华都具油气远景
，
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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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一般都在����米以上
，
中泥盆统

，
下石炭统

、

下二叠统
、

下三叠一中三叠统为具区

域意义的油气源岩
。

推论泥盆一石炭系在印支运动前
，
二

、

三叠系在燕山运动前后进入主

要生油阶段
，
部分沉降坳陷地带则可能分别在印支

、

燕山期进入高成熟以至过 成 熟 阶

段
。

由此可见
，
在我国南方下古生界应寻找以上震旦统以及下寒武统为主要目的层的天

然气资源， 古生界的泥盆一石炭系同样也应 以寻找天然气藏为主
。

二
、

三叠系在沉降幅

度不大
、

构造及岩浆活动不很强烈的地区
，

尤其是三叠系仍可望有油藏存在
。

华北地台的燕山地区
，
震旦亚界的双洞油苗及地化特征

，
演化程度远低于四川震旦

系
。

如上覆侏罗系 �宣龙地区 �镜煤反射率一般都小于�
�

�
，
固定碳仅 ���左右

，
对 油

气演化来说
，
至多刚进入成熟阶段

。

在震旦亚界岩石薄片中
，

有机质藻体多呈桔黄色
。

另据傅家漠资料
，
华北震旦亚界�

。

为�
�

��一�
�

��
，
都说明震旦亚界油气成熟度是不高

的
。

对于这样一些地区
，
只要其它成油条件具备

，

找油显然是可能的
。

但在盆地内部因其

上覆有数千米盖层
，

加之经历漫长的地史时期
，

其油气演化程度就远非如此
，

很可能已

进入甲烷气阶段
。

华北盆地的下古生界经历了从中奥陶世到下石炭世长达�
�

�亿年的剥蚀
。

张厚 福 利

用康南的时间一温度关系式
，
推算出下古生界的主要生油期是在再次埋藏后成油的

，
上

古生界主要是一套海陆交互相的煤系沉积
，
寻找与煤系地层有成因关系的天然气

，
显然

更有希望
。

鄂尔多斯盆地的古生界展布面积��余万平方公里
，
沉积厚度一般����一����米

，
除

西南缘具台槽过渡型沉积特点外
，
在古生代

，

华北盆地也有大致相同的地质发展及油气

演化历史
。

震旦系
，

中
、

上寒武统
，

中奥陶统等都有生油条件
，
以中奥陶统

，
中

、

上石

炭统为主要生油层
。

古生界井下油气显示经碳同位素等研究都不同于中生代原油
，
反映

古生界有 自己的油源供给系统
。

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油气演化
，
以西部断褶带最低

。

震旦亚界干酪根���原子比为

�
�

��
，
显然已进入甲烷干气阶段

� 西部断褶带的部分地区其干酪根���原子比 为�
�

�一

�
�

�，
可能存在高成熟阶段晚期的演化产物 �凝析油

，
湿气 �

，

其它地区���原子 比都 变

化于�
�

�一�
�

�之间
，

也已进入过成熟阶段
，
应 以找甲烷气为主

。

上古生界从镜质体反射

率资料看
，

演化程度要低得多
。

如西缘断褶带环��井及乌兰格尔凸起伊��井镜质体反射

率 ��
。

� �仅分别为�
�

��
、
�

�

��
，

勉强进入成熟阶段
。

说明尚有找 到 成 熟一 高 成 熟

油气藏的前景
，
从全盆地看干酪根���原子比一般都为�

�

�一�
�

�
，

所见井下油气显示多

为轻质油
、

凝析油
，
油气演化已进入高成熟阶段

。

另外与华北盆地一样
，

上古生界多为

煤系地层
，

有机母质类型主要是腐植型的
，
同样也应以寻找煤系气为主要方向

。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含油气远景区
。

中新生界的上三叠统
、

中下侏罗统
、

上白翌统
、

下第三系
、

上第三系中新统几套生油岩系正处于未熟一成熟阶段
，
已见油气

田 �藏 �及油气流
。

地台型古生界寒武系
、

石炭系
、

下二叠统的生油岩系也见有大量油

气显示
。

从巴楚隆起
、

西南斜坡及西南坳陷的油气演化特征来看
，
镜质体反 射 率 �

。

�

为�
�

��一�
�

��
，
应属于高成熟阶段

，

推测是以天然气与轻质油混生为主
。

从埋藏较浅的

巴楚隆起巴�井
，
在石炭系井段仅见天然气

，

甲烷含量��一��
�

��� 据胡伯良资料
，
石

炭二叠系干酪根���原子比�
�

��一�
。

��
、
�

。

��
�

��一�
�

��来看
，
可能已进入高 成 熟 阶



第 � 期 笔谈会文章
�

从石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我国石油普查勘探前景
·

���
·

段
。
在坳陷地带石炭二叠系埋深可达����一�����米

，
显然演化程度还要高 些

，
可 能 仅

有天然气存在
。

综上所述
，
我国油气演化总的趋势是

�

中新生界一般在���。一����米以上 以 油 为

主
，
主体处于成熟阶段

� 上古生界大部分地区处于高成熟阶段除少数地区可能存在油相

外
，
演化产物以轻质油一天然气为主， 下古生界除个别地区外

，
基本都 已进入过成熟阶

段
，
演化产物主要是天然气

。

各个盆地以及同一盆地的不同地区
，
由于构造

、

沉积的差异
，
都有各自不同的油气

形成历史
，
其油气演化也有所不同

，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油气演化理论的研究

，
按照油

气演化特征部署找油找气工作
，
同时也应以大的沉积区为单元

，
用编制分层系油气演化

程度图的办法
，
研究全国的油气演化规律

。

�陈正辅 �

深 盆 气 的 研 究 值 得 重 视

“
富矿

”
自然应当优先勘探和开发

，
但

“
大而贫

”
的资源也不应忽视

。

在 自然界常存

在矿产品位高低与储量大小成反比的客观规律
，
在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上也总是先对容易

发现的高品位富矿进行勘探和开发
，
尔后逐步向低品位

、

技术难度大的矿产进行勘探和

开发
。

加拿大是一个油气资源
“
富矿

” �指常规油气资源 �不算高的国家
，
但对

“ 大而

贫
”
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极为重视

，
采取补贴使巨大的阿萨巴斯卡焦油砂矿重新开采多 鼓

励石油公司到盆地深凹部位寻找
“
大而贫

”
的深盆气

，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所面临的能源

短缺问题
。

格雷 ��
�

�
�

����， �����曾形象地提出一个资源三角形图解
。

易发现的高 品位的

矿藏位于顶端
，
但储量不大

。

技术复杂
、

难度较大的低品位矿藏在三角形下边
，
但有较

大的储量
。

虽然勘探和开发这类矿床的难度和代价越来越大
，

但是它的潜力也 是 巨 大

的
。

位于落基山山前地带的向斜深凹中巨大潜景的深盆气的突破
，
说明这一地质找矿规

律是正确的
，
沿这一北西向的落基山前带东翼

，
分别为美国的圣胡安盆地

，
丹佛盆地和西

加拿大盆地
，
在这三个盆地中已先后发现以埃姆沃兹 ��������� �为代表的四个深盆

气圈闭油田
。

根据深盆气圈闭发现者麦斯特 ��
�

�
。

������� �介绍
，
这些深盆气圈闭的

共同特征是
�

�
�

在构造位置上都位于克拉通边缘的向斜盆地轴部或弧状凸起的倾没端底部 �

�
�

在横向上
，

含气层位有急剧相变
，
含气层位常呈典型的楔状体

。

如西加拿大盆地

中生代地层在盆地东侧厚仅���米
，
而在盆地西侧的山前带的前缘

，
则增 厚 到����米

，

而成为前渊沉积 �

�
�

天然气全部储集在低孔隙 ��一��� �
、

低渗透 ��
�

�一�
�

�毫达西 �
、

低气压 ����

一�了������ 的物性条件较差的砂岩中
。

沿储层上倾方向
，
埋藏变浅

，
砂层 增 厚

，
物性

条件也随之变好
，
因而在上倾方向的砂岩中常充满了水

。

深盆气藏与其它气藏的最大区

别为气
、

水关系是颠倒的
，
天然气储集在下倾较低部位

，
上倾较高部位是饱水带

，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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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普查勘探前景

—笔谈会文章

编者按
�

我国油 气普查勘探工作 已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为了推进找

油找 气工作的深入发展
，
以期在新的地 区

、

领域
、

类型和深度方面能有所突破
。
本

刊编辑部特举办 �一次
“
从石 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我国石 油普查勘探前景

”
的笔

谈会
。

参加笔谈会的同志从石 油地质分支学科和不 同的侧 面
，
讨论了我国石 油

普查勘探前景
。

有的谈 了今后找 油找气方向 �有的讨论 了某些科研问题 �有的从

经济地质的角度讨论 了非常规 油 气资源的研究和勘探问题
。

显然这些意 见正确

与否
，
只有通过大量的地质找矿的实践来检验

。
但从集思广益

、

理论联 系实际

开展学术讨论来说
，
文章都能各抒 己 见

，
不构一格

，
既提出了问题

，
也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办法
。

我们觉得这种
“ 笔谈会 ” 的方式是可取的

，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

，
这次只是

就近就地组织的
，
参加的人不 多

，
面也不广

。
因此打算在令年第四期期刊中仍

围绕这一总题 目开展笔谈会
。

欢迎广 大读者踊跃参加
，
特别欢迎 中

、

青年石 油

地质科技工作者
，
能甘全 国或所在地 区有关找 油找气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发表意

见
。
来稿形式不构

，
但 力求精辟简练

。

谈谈克拉通边缘油气前景

据�
。
�

�

哈尔鲍特����年的统计
，
在全世界 已发现的����亿吨石油储量中

，
就 盆 地

而言
，
这些储量全部集中在总数为���个盆地中的���个盆地内

，
而其中含有��亿吨以上

储量的盆地
，
仅有��个

，
占总发现量的���

。

中东一个盆地就占有总发现量的���
。

盆

地是油气普查勘探的基本单元
。

为什么有些盆地含油气特别丰富
，
为什么另一些盆地如

此贫� 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对盆地研究的重视和关注
，
特别六十年代后期

，
盆地分类成

为估算油气资源的基础
，
盆地的类比和划分更有长足的进展 �朱夏����年 �

。

在以地壳性质来划分盆地的大量著作中
，
马可罗森 ��

�

�
�

��������� �����从产

率 ’�分析出发
，

并为资源评价服务的盆地分类方案值得特别注意
。

他以加拿大为例
，
以

��产率可理解为单位体积产生油气的机率
，
亦可称作体积系数

。
不同作者也常以面积为单位

，
称作

面祝系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