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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展我国天然气工业政策和后备基地问题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

“ 我

国夭然气和东南核能研讨会
”

上的发言摘要

孙 肇 才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中国天然气产
、

储量落后的原 因
,

不是工作上的
‘

重油轻气
” .

立足于
“

找
”

的能源政策
; 建立 以新

思路为主要内容的
‘
四新

”

(新思路
、

新地 区
、

新领域
、

新深度 )观念 ; 以油气生成和强调保存条件为出

发点的精心选区是问题的关键
.

在近 2 。多年我 国重大油(气)发现上
,

之所以总是
‘

理论落后于实践
’ ,

是固定论 ( fi xs ti 。 记 e a s )
、

战前地质 ( p r e 一
w a r )等传统地学观念

,

继续禁锢找油找气思路的后果
.

本文以塔里木 (T ar im ) 和东 海 ( E a s t C hi n a S ea ) 为例
,

围 绕这两个盆地是克拉通内部还是 残 余

弧后盆地 ( R e m a
ne nt ar

c )
,

业站在弧后盆地立场上进行了论述
.

同时指出这两个盆地是中国当前 寻 找

大型天然气田最重要 的选 区
.

据计划部 门的统计
,

为实现本世纪末油气产量分别达到2亿吨和 3 00 亿立 方 米 的 目

标
,

加上现有油 (气 ) 区每年的递减数
,

油和气要分别找到招。亿吨和 10 0 0 0亿立方米
,

也就是要找到前四十年储量之和
,

才能满足这一 目标的要求
。

上述数字
,

与地质部门和工业部门分别计算出来的我国油气资源总量 (原 油 61 4一

7 87 亿吨 ; 天然气26 一30 亿立方米 ) 相比
,

表面看去似乎可 以放心
。

但以我国当前 油 气

勘探的投入和增长水平
,

要实现每年找到不少于 10 亿吨原油和 1 0 0 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任

务
,

又不容乐观
。

我国油气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
“
油多气少

” 。

天然气现有发现储量和产量
,

只是

原油的十分之一
。

这与近三十年世界天然气产
、

储量的巨大进展
,

与苏美石油工业大国

油气比一对一的情况大相径庭
。

“
重油轻气

” 不是我国天然气落后的主要因素
。

在油气后备基地紧张
,

特别是在天

然气产
、

储量落后问题上
,

有政策问题
、

有思路问题
、

也有选区问题
。

笔者新近参加 了
“
地矿部油气勘查 四十年

” 的部分编辑
、

撰写和调查研究工作
。

回

顾前 四十年
,

在主要阐述一些重要油气区 ( 大庆
、

华北
、

江汉
、

鄂尔多斯
、

苏北 以及 以

北部湾
、

珠江口和东海为代表 的海域 ) 的发现和石油勘查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
,

从编史

和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出发
,

也有不少的反思
。

其中以下几条
,

对于国家主管部门和领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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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显得特别重要
:

第一 如同农业是基础那样
,

油气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矿物资源
,

要把油气地质

和油气工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基础轨道上予以重视
;

第二
.

同农业的布局
、

裁培
、

收获三个阶段相当
,

油气也有普查 (找 矿 )
、

勘 探

( 探矿 ) 和开发 (采矿 ) 几个步序
。

因此
,

一定要按照科学的程序办事 ;

第三
.

要保持产量稳定和持续增长
,

首先要保持油气储量的增长
。

在这个问题上
,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

是立足于
“

找
” 。

要在油气资源开发与普查勘探力量 ( 当前主要

是投入 ) 之间
,

保持一个相称的比例
。

其中
,

把油气普查工作
,

先行性工作
,

或寻找后

备基地的工作
,

当作一个
“独立阶段

”
加 以认识和实际处理

,

实践证明是有极 大 好 处

的 ;

换句话说
,

在产储量已失去平衡的今天
,

在我国天然气产储量明显落伍的今天
,

主

管部门一定要克服实际上存在的
“重拿轻找

” 的错误倾向 ;

第四
.

要针对油气资源的若干特性
,

如不可再 生性 ( 在人类可以预见的未来 )
、

分

布的极不均一性
、

赋存状况的隐蔽性以及在这项工作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
,

及早考虑我

国宏观的能源政策 ;

第五
.

对于广大油气地质工作者来讲
,

虽然也有一个改变观念
,

重视商品经济诸类

问题
,

但坚持 以业为主
,

坚持 以地质
一
找油 (气 ) 为中心

,

仍应是他们报效国家的最 重 要

的责任
。

与此同时
,

要认真加强油气地质的科学研究或通常所说的综合研究工作
。

要及

早抓
,

狠狠地抓
,

在这当中
,

特别需要组织领导部门的远见卓识
;

第六
.

加强管理
,

统一规划
。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

在我们资金如此困难的今天
,

岂

能再容忍大量工作的重复和浪费
。

回顾历史
,

我国油 ( 气 ) 工业所 以能从五十年代初期的
“局限于西北一隅” ,

到全

国范围内的战略展开
,

并能在短短十年内
,

取得松辽
、

华北等盆地一系列奠定我国石油

工业基础的重大突破
,

除了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外
,

也 是与当时我们有一批不失为先进

的以李四光
、

黄汲清为代表的选 区思路有关
。

三十年过去了
,

在这三十年当中
,

一方面在陆地上 的任丘
、

川中
、

鄂尔多斯
、

二连
、

东疆等地取得了新的进展
;
另一方面

,

地球科学 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核心
,

完成了人类认

识世界的一个新的旋回
。

大多数 中国地质学家
,

由于历史 的原因
,

七十年来
,

几乎未经过痛苦 与 反 思
,

作

为一项
“
遗产

”
来享受这场地学革命成果的

。

其结果
,

固定论
、 “

战前地质
” ,

从不同学

科 的侧面
,

继续支配找油找气的指导思路
。

新近二十年
,

在任丘
、

柯可亚直到新近塔北

等重大发现上
,

之所以总是理论落后于实践
,

不能不与我们的指导概念落 伍 有 关
。

实

事上
,

因概念落后
,

影响或推迟重大油区发现的实例
,

并非绝无和仅有
。

兹以塔北 ( 作

为一个巨型油气区的面貌已越来越清楚 ) 的发现前后为例来加以讨论
。

第三次塔里木会议闭会不到 10 天
,

从塔北沙参 2井海相下古生界灰岩 中喷出了高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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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而在那次会议上
,

除少数代表对在塔里木找油持支持和乐观态度外
,

多数是不够乐

观的
。

这种不够乐观的评价
,

不 汉表现在1 9 8 2一 19 8 4年期间各家对这个盆地油气资源 总

量的评估上 ; 而且这种评估
,

已实际影响到工业部门自柯可亚见油以来
“重点西移

” 的

势头
,

并出现了在该区勘探的第二个马鞍形
。

一部分问题的根子
,

是在塔里木
“地台

”
抑或

“
弧后残余盆地

” 上
。

即在侏罗纪 以

前的盆地性质上面
。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它是一个地台或
“
克拉通 内部盆地

” ,

就有几个

明显 的重大地质问题不好解释
:

1
.

为什么在地台上
,

或在克拉通内部盆地 中
,

出现厚达 ( 最大 ) 1 8 km 的盖层 沉 积

(地震反射和钻井已证实 ) ;

2
.

盆地中部莫霍面埋深 4 0k m
,

减去沉积盖层的最大厚度
,

地壳最小厚度 为2 2k m
。

此 一厚度不 比华北最薄的地壳 (渤海湾 ) 厚 ;

3
.

如果不考虑塔北隆起
,

当今盆地的典型结构 ( 有若干条区域地震大剖面通过 ) 是
“一隆 ( 中央隆起 ) 两凹 ( 喀什

一
叶城凹陷和中央隆以北的阿满凹陷 ) ” 。

值得注 意 的

是
,

最高达到40 on T 的十几个磁力正异常
,

是分布在两个凹陷中
,

中央隆起上的磁 异常

相对是负值 ;

4
.

为什么在克拉通上 (如在阿满凹陷东头 )
,

即为什么在大陆壳上有代表非补偿滞

流环境下的深海盆地相 (有典型的Cl in o f o r m 反射结构 ) 沉积 ,

5
.

区测和几项专题研究 ( 国内外 )
,

都一致认为盆地南部的昆仑山 (包括 喀 喇 昆

仑 ) 是一条代表古特提斯洋消失后的敛合山链
,

是羌塘和塔里木两个地块在印支期聚敛

的产物
。

代表古特提斯洋的深水二叠一三叠纪浊积岩
,

以及代表火 山弧及其根 部 的 岩

基
,

已在喀喇昆仑和毗邻盆地 的昆仑山发现
,

也就是作为一个活动板块边缘三种结构的

前弧 (海沟 ) 和火山弧 已找到
,

代表拉张的弧后盆地又在何处呢 ?

6
.

当今世界上的全部边缘海
,

在空间上
,

都代表一列岛弧后面 的一个深盆地
。

典型

的像爱琴海 (克里特岛弧之后 )
、

加勒 比海 (小安的勒斯弧后 )
、

白令海 ( 阿留申群岛岛

弧后 )
、

鄂霍茨克海 (堪察加半岛后 )
、

日本海 ( 日本岛弧后 )
、

菲律宾海 ( 马利亚纳

岛弧后 ) 以及琉球群岛后面 的东中国海
。

其中
,

在所有这些边缘海与岛弧的关系上
,

皆

有一个凹面朝边缘海和凸面向洋的特点
。

对照一下昆仑 山以及盆地内部的中央隆起 ( 巴

楚一塔中隆起 )
,

也都是朝南凸出的弧形
;
实际上塔北隆起也是一个向南凸出的弧形

。

试问
,

古生代和早中生代古 ( 北 ) 特提斯洋和其弧后的
“
边缘海

” 又在何处呢
。

当笔者挤出时间写这篇发言稿的时候
,

收到了
“阿克库勒构造群 (库南潜山 ) 喜获

高产工业油气流 (塔北油气勘探简报第五期
, 1 9 89 , 8 ) ” 的报告

,

位于北东向巨 型 古

生代背斜上 的沙 18 井
,

于井深 5 1 0 0 m 以下的古生界层位中
,

自8月 18 日放喷测 试 以来
,

得到了 日产天然气4 20 万立方米和凝析油1 4 0 0 m
“

的高产
,

是建国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口 测

试井
。

到 目前为止
,

在塔北 1 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
,

已在 x x 构造 13 口井和下古
、

上古
、

中

生界及新生界四层结构 中
,

获得井井和层层高产
。

如此多层次和高产的油气流
,

足以证

明这里存在着 丰富的油源层和油源区
。

层管直到现在
,

还有人怀疑古生代是主力油源区

和油源层的可靠性 ( 甘克文
, 19 8 9 )

。

这是因为一个克拉通上的浅海 (陆表海 ) 沉积盆

地
,

在继续禁锢着我们的理论思路
。

因为按照陆表海的主张
,

塔北的主力油源层 (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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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北部库车拗陷中的陆相三叠
、

侏罗系 ( 甘克文
, 19 8 9 )

,

今后的勘探方向
,

自应由

南而北
。

而在笔者看来
,

假如
“弧后残余盆地 ( R e m n a nt ar 。 ) ”

确实存在
,

则指导部

署原则是由北向南 (含东南 ) 发展
。

正是在这一点上
,

笔者对当前工业部门关于
“
建立

两个根据地
,

打出两个拳头
,

开辟一个试验区
” 的部署 ( 石油报

, 1 9 8 9 , 4 )
,

特别是

对
“两个拳头

” ( 一个打向塔 中的巨型构造
,

一个是塔东 ) 的构思
,

也愿举起两个拳头

赞成
。

本世纪六十年代地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
,

是二十年前卡利克 ( D
.

C ar ig ) 以汤加

弧的研究成果
,

在 1 9 6 8年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年会 ( S E G ) 上引起轰动的报告
。

他不

仅把陆缘海
、

火 山岛弧和海沟三者作为一

个整体
,

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 图1 )
,

并在紧接着的深海钻探计划 ( D S D P ) 的

几个航次中
,

他作为格洛玛
·

挑战者号调

查船 的主任地质师
,

以马利亚纳弧后的菲

律宾海的整体钻探取样
,

将他的观念得到

了验证
。

只要仔细读一下有关马利亚纳弧后几

个拉张盆地的情况
,

就不难理解许靖华教

授为什么坚持塔里木也是弧后残余盆地 的

道理 (许靖华
, 1 9 5 2 ,

1 9 5 9 )
。

基于同样的原因
,

基于同一种思想的

支配
,

由于坚持东海陆架盆地也有一个统

、残 余山 )

图1 边缘盆地的成因

洋壳板块的俯冲引起了岛弧 后面 地 慢的对流运动
.

热

流的上升导致大陆板块的裂开
,

底部熔岩溢流
,

形成了新

的洋壳
.

这一最先由丹
·

卡利克提出的理 论
,

巳 为
‘

格

洛玛
·

挑战者
.

号的钻探所证实
.

一 的前震旦纪的基底
,

从而也不认为它是弧后盆地 (Ll u G ua n di n g ,

19 89
,

)
。

而塔里

木与东海
,

是当前我国寻找天然气最为理想的两个地区
。

以安加拉 ( A n g ar al a n d ) 古陆南缘的海水
,

自早二叠世退出我国北方大陆
,

以及古

( 北 ) 地中海 (特提斯 ) 东支
,

自晚三叠世
,

从我国中部退出并由此形成连结中国北方

和南方的第一个山链 ( 秦岭 ) 开始
,

中国相对统一的大陆已经形成
。

这种以两个著名事

件为标志的地史经历
,

不仅造就了我国中新生界以陆相沉积为主的特色
,

还从盆地 的演

化上
,

与后来两条锋线的改造和迭加一起 (朱夏
, 1 9 8 0 )

,

把中国盆地从几何学
、

运动

学和动力学上
,

分成了两个世代以及下古 ( 含震旦 )
、

上古一中下三叠系
、

中生界一下

第三系以及上第三系一第四系 四个含油 (气 ) 组合
。

虽然这种复杂的地质结构
,

后期的强烈活动与改造
,

包括中新生界以陆相居统治的

特点
,

给以多源
、

多阶和要求保存条件较高的天然气藏的形成条件带来 困难
,

甚至给在

我国找寻超巨型气藏设置了种种障碍
,

由于这种活动的不均一性
,

还有油气藏产率分配的

极不均一性
,

笔者从源岩发育
、

保存条件和盆地分析的前述思路出发提出以下选区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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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弧后盆地

1) 塔里 木盆地

这是一个典型的在第一层结构 (下古含震旦系 ) 为被动大陆边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上古至早中生代 (第二层结构 ) 的古特提斯洋北部活动大陆边缘上的残余弧后盆地
。

塔

北地区的实践
,

已经显示了该区的巨大潜力
。

这些实践告诉大家
,

塔北不仅是我国石油

工业可靠的接替区
,

也是寻找我国大型气 田及 巨型气田最有希望的一个盆地
。

(l) 是一个从被动大陆边缘 (下古 ) 到主动大陆边缘 (上古到三叠纪 )
,

并从侏罗纪

以来 ( 主要是新第三系 ) 转变成为前陆盆地 的迭加盆地
。

这种多层结构
,

首先提供了寒

武一奥陶
、

石炭一二叠
、

三叠一侏罗系三套生油岩系
。

“
寒武奥陶系是区内最重要的生油岩系

” .
。

邻近露头区的柯坪
、

库鲁克塔克生油岩

厚度 40 0 m 以上
,

阿满凹陷西部沙 n 井揭露 47 2
.

5 m
,

沙 9井揭露奥陶系6 22 m
,

有机碳 平

均 为。
.

18 %
,

氯仿抽提物 49 5一 2 4 om m
。

根据这些数字匡算的塔北寒武一奥陶系的资源

量
,

油达32 亿吨
,

天然气1
.

2万亿立方米
。

由于柯坪及上述钻井剖面
,

位于下古台 地 相

区和隆起背景上
,

没有将地震剖面上已证实存在 的下古主力油气源相带
—

斜坡相带和

盆地相区 ( 以碎屑岩为主 ) 考虑进去
,

上述 匡算数字显然是保守的
。

石炭二叠系和三叠系的源岩
,

在盆地北部和中西部的巴楚隆起上
,

也已得到证实
。

但由于这些钻井同样处于隆起或古陆上
,

加上对可能存在的三叠系弧后封闭沉积环境估

计不足
,

已有的评价也是偏低的
。

当作者看了位于阿克库勒地区沙17
、

18 井三叠系下部

黑色页岩岩心后
,

进一步相信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源岩层位
。

作为油气源岩的侏罗系
,

主要分布于盆地东部和南北 山前的两个前陆盆地中
。

几年 以来
,

我们在作了大量微量金属元素
、

碳同位素
、

正异构烷分布
、

轻烃
、

生物

标记化合物及沥青热解分析基础上
,

对塔北进行了油气源对比
,

得出的结论是
: “

本区

不同产层原油
,

同源于海相寒武一奥陶系
,

陆相三叠系作为区域重要生油岩系之一
,

⋯

⋯但它显然不是油源的主要贡献者
” .

。

随着勘探工作向塔里木河以南及由隆起向凹陷

展开
,

随着上古一三叠系弧后残余盆地认识的建立
,

笔者希望不久能对上述的结论
,

作

重要的修正
。

( 2 ) 古生代有大陆大凹
。

塔里木盆地显著构造地质特点之一 是 地 震T

;面
以下

由古生代地层褶曲表现 出来的大型隆起和大型 凹陷
。

这当中除了 已知的狭义 的
“
塔北隆

起
” 和巴楚一塔中隆起外

,

还有闭合面积达到几千平方公里
,

幅度达到50 om 以上的以库

南潜山背斜带为代表的加里东期的古背斜
,

该隆起与东西凹陷的高差分别达到 1。。om 和

2 0 0 0m 以上
。

( 3 ) 已在广义的塔北地区发现多种类型的油气圈闭
:

¹ 大型早古生界加里东期至早海西期的古隆起 ,

º下古凹陷中
,

或古生界凹陷中的华力西期的背斜 ( 大型 ) ;

. 陈正辅 , 19 8 8 ,

内部报告



一
3 0 6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1 卷

» T

旦
( 上二叠统以来 , 以上

,

以中生界为主体的平缓褶曲或岩性地层圈闭 ;

¼ 主要发育于南北两个山前前陆盆地中的喜山期的构造群
;

¾ 与滑脱有关的大量拖褶及底辟 ( 详见另文 )
。

( 4 ) 油气演化及多套生储盖组合

据古地温演化及沉积史恢复
,

几套生油层
,

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产物
。

兹以塔里木

河为界分别予以说明
:

塔里木河以北
:
以寒武

、

奥陶系为油源的主要聚油期
:
¹ 海西晚期

,

可以形成寒武

系为源岩的油气聚集期
; º喜山期 以处于高峰期的奥陶系为油源岩及 以寒武系为气源岩

的油气聚集
。

以石炭二叠和三叠系为油气源的主要聚油 ( 气 ) 期是喜山期
。

塔里木河以南
:

¹ 加里东期以寒武系为源岩的内幕油气藏
; º海西期以奥陶系为油

源
、

寒武系为凝析油
、

气的主要的聚集期 , » 喜山期以寒武
、

奥陶
、

石炭二 叠为气源
,

以三叠系为油源的主要聚集期
。

虽然 已产出巨大工业性油气流的几个储层埋深
,

均已达到一般盆中的经济门限或经

济基底 ( E cn o m ic b as e m e nt ) 以下
,

但在本区
,

其孔隙渗透性依然 良好
。

在这 中 间
,

除了下古 以缝洞和白云岩作为主体储层空间外
,

志留泥盆系 ( 主要分布在凹陷中 )
、

石

炭二叠系
、

三叠侏罗系
、

白噩系以及 以新第三系为主体的新生界
,

都有发育良好的孔隙

性砂岩
。

其中三叠系中上部的块状石英砂岩 ( 分选 良好 ) ,

给作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这与在我国中部四川
、

鄂尔多斯所见同一时期 ( 虽然埋藏浅 ) 超低孔渗情况恰成对比
。

中上奥陶系的含笔石页岩
,

石炭二叠系的泥质岩和蒸发盐岩
,

三叠系底部的黑 色 泥 页

岩是良好的盖层
。

而在全盆地广泛分布的巨厚的新第三系
,

则是本区区域性的 最 好 盖

层
。

2 ) 东海

自七十年代中期 以来
,

由于在这里坚持了
“

区域着眼
、

构造入手
、

油气并举
、

立足

于大” 的正确勘探方针
,

已取得了许多振奋人心的重要成果
。

在已有成果当中
,

不仅包括了从圈定盆地
、

划分地层系统以及 以
“
东海陆架盆地

”

为主的内部二
、

三级构造划分
,

还在13 口钻井中见到了工业油气流或油气显示
。

目前
,

这里已经是一个拥有一个油气田
、

六个含油含气构造的发现盆地
。

在东海油气成果皿待进一步发展的当前形势下
,

有以下几个重要地质问题
,

值得加

以讨论
:

第一
、

要把地质地理上广义的东海盆地
,

在统一的动力学背景下予以重新认识
。

广义的东中国海
,

其范围应是琉球海沟以西
,

闽浙隆起以东
,

长江口至济州岛一线

以南
,

以及南澳岛至台湾鹅奎鼻连线以北近77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

虽然
,

已习惯把东海盆地划作
“一隆两拗

”
或

“两隆两拗
” ,

但如果从上述范围看

问题
,

即从统一的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或陆缘海看问题
,

就应该是
“三隆四拗

” ,

自东而

西分别是 ( 图2一1 ) :

代表洋陆分界的琉球海沟盆地
;

具典型火山岛弧特征的琉球岛弧隆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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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1 东海构造格局图

(据刘光鼎
,

1 0 8 9 )

1
.

虎皮 蕉隆起 2
.

海礁隆起 3
.

渔山隆起 4
.

浙东褶带 5
.

雁荡构造带 6
.

台北构造带

( 1 )硫球岛弧隆起 ( 2 ) 冲绳 海槽盆地 ( 3 ) 钓鱼岛隆起 ( 4 ) 浙东盆地 (西湖凹陷 )

( 5 )海礁
一

虎皮 礁 隆起 ( 6 ) 鸥 (江 ) 闽 (江 ) 盆地

代表弧后 (晚期 ) 拉开的冲绳海槽盆地
;

代表渐新一中新世岛弧的钓渔岛隆起
;

以渐新统和中新统为主体沉积的浙东 (西湖凹陷 ) 盆地
;

以前第三系火山岩为主体组成的
“
东海陆架盆地

”
中部隆起

,

亦可称之为虎皮礁
一
海

礁隆起
,

该隆起 自海礁隆起向南与
“
台北构造带

”
连结

;

以古新统 ( 灵峰组 ) 和始新统 ( 鸥江组 ) 断陷为主体组成的鸥 (江 )闽 ( 江 ) 盆地
。

这些隆起和盆地
,

不仅在格局上具有统一的北东走向
,

以及东西分带
、

南北分块等

特点
,

它们还 以发育有垂直构造带的北西向横张断裂 ( 如著名的渔山一久米 及 北 港 断

裂 ) 以及所有隆起皆作东南凸出并呈弧形为特征 ( 图2 一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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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与东海毗邻的菲律宾海的历史概述
,

将图2与图3加以对照
,

就不难发现 二 者

之间不仅在几何学上那么相似
,

同时还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

30 00 万年 前

刃之0 凌之二 }3 0 13 二 JI Q IJ5 JS口〔

图 3一 菲律宾海的历史

(据许靖华
,

1 9 5 2 )

小笠原群岛和关岛以东锯齿状线所示为马里亚纳海沟
.

岛群以西的斜线区为马里亚纳海槽
,

也就是现代的 海 底

扩张中心
.

八百万年前
,

扩张中心位于帕雷斯
一

菲拉盆地
,

三千万年前
,

位于西菲律宾盆地
.

这一地 区的复杂的地质

历史
.

是通过几个钻探肮次才摘清楚的
。

匀O 卜m

帕雷斯一菲拉盆地

忿树 /
/

马里亚纳海借
, 北部隆起 _

,
马

/ 海
里亚纳
柑盆地

小笠原群岛

仁0
. ~ 曰口

/ 输一
窿
长运莎

二冈
’

图3一2 菲律宾海弧后盆地

(据许靖华
, 10 5 。)

(此图系图3 一 1的放大
,

方向转了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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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菲律宾海位于马里亚纳弧后
,

广义的东海位于琉球群岛弧后 ; 两个 岛弧都紧邻

其东面的海沟 ( 马里亚纳海沟与琉球海沟 ) ;

( 2 ) 马里亚纳弧后是被两列新的弧形隆起分开的三个盆地
,

它们分别是马里亚海纳

槽盆地 ( 斜线区 )
、

西马里亚纳海脊 (隆起 )
、

帕雷斯一菲拉 (Par ec e 一V e la ) 盆 地
、

帕

劳一九州海脊 ( 隆起 ) 及西菲律宾盆地
;

( 3 ) 由卡列克领导的D S D P航次钻探
,

证 明菲律宾海下的三个盆地
,

自西而东
,

一

个比一个年轻
,

它们的年龄值分别是 4 0 0 0一 4 5 0 0万年以前 ( 西菲律宾盆地 )
、

2 8 0 0万年

(帕雷斯一菲拉盆地 ) 和 1 0 0 0万年以前 ( 马里亚纳盆地 )
。

广义东海下的三个盆地
,

自

西而东也是一个比一个新
,

其中鸥 ( 江 ) 闽 ( 江 ) 盆地形成于前古新世
,

盆地 中的主要

地层是古新统一始新统 ; 浙东盆地形成于始新世以来
,

盆地中的主体沉积是渐新统一中

新统
;
最东

,

也是最新的盆地是冲绳海槽
,

它形成于 中新统以来
,

主体沉积是上新统以

来
。

第二
、

对钓鱼岛以西 的两个盆地来说
, E 3

一N
,

是盆地沉积的主体
,

它不仅占了 该

区沉积总体积的2 / 3
,

目前已发现的八个构造带以及油气田
,

也主要发育于E 3

一N
,

盆地

中
。

可以这样讲
:

失去了有平湖
、

龙井
、

玉皇
、

西冷
、

苏堤等八个构造带存在的
“
西湖

凹陷
” (浙东盆地 )

,

就等于失去了东海
;

第三
、

勘探证明
,

包括古新统在内的整个东海新生界
,

以含煤或煤系为特色
。

此一

特点
,

在整个西太平洋以至南太平洋的边缘海盆地中
,

几乎是个通性
。

因此
,

在油气评

价中
,

特别是在找气问题上
,

应更多地从煤岩学或有机岩岩石学上去建立概 念
。

实 际

上
,

已有 的实验分析
,

已指出这里煤的单位烃产率要高出于同层位泥质岩单位产率两倍

多.
。

2
.

在克拉通内部有上部古生界
、

中新生界其它原型叠加或披覆的加里东期以来的

大型古隆起

属于这一型域的古隆起有川中
、

鄂尔多斯中部
、

塔里木盆地的巴楚一塔中隆起
、

塔北

隆起及阿克库木
、

阿克库勒所在的轮南潜山带也是加里 东至早海西的古隆起
。

川中古隆起

的找气工作
,

自威远震旦系气 田发现 以来
,

一直在进行
,

最近已有新的发现
。

塔中隆起

上的勘探工作正在实施
,

塔北及轮南已经获得巨大突破 ( 见前 )
。

当前函待加强鄂尔多

斯中央隆起上的工作
。

从三维和四维观点看鄂尔多斯
,

在将盆该地视作中生代前陆盆地前提下 ( 孙肇才等
,

1 9 8 0
, 1 9 8 6 , 19 8 9 )

,

习惯上用
“三七 ”

开
,

即平面上
,

由当今盆地西缘 断 褶 带
、

天

环向斜和陕北斜坡组成的前陆盆地剖面上的三种结构
,

以及历史发展上的七个阶段或层

序来认识这一地区的演化
。

盆地 中部的中央隆起
,

主要发育于下部三个 ( 中上元古
、

寒

武奥陶及 泥盆一石炭纪 ) 层序中
,

根据是
:

1) 在中上 元古界
,

该隆起 夹持于 西部陇 东拗拉槽 (A ul ac o ge n) 及东部庆北拗拉槽之

中;

. 鄂轩增等
, 1 9 8 9

.

内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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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部古 生代总体处 于向西 倾针的被动大 陆边缘上
,

由 于隆起的维续活 动及加里

东期的抬升
,

中央隆起所在部位寒式
、

奥肉系各组厚度最小
。

后 面一点
,
已为 才工 在 庆

阳
、

靖边等地 区的 钻井和地震剖 面证 实 ;

一

3) 盆地 东西
,

分别属于祁连 〔走廊型 )和华北型的上部古 生界
,

超隆起超 复尖灭
。

西面
:

泥盆系和下石炭系的东界在大小罗山以西
;
中石炭的东界过了大小罗山

,

但

总体上未超过1 07
” ;

东面
:

志留一下石炭纪期间
,

与华北一起是块没有地层记录的大陆 , 中石炭本溪组

的西界在韩城一准格尔旗南北 一线上
;
上石炭太原组在东部的西界是铜川

;
二叠系下统

的西界是径河
。

在盆地南部麟游以南见二叠系石盒子组直接不整合在奥陶系 之 上
。

同

期
,

盆地北部乌兰格尔地 区的隆起情况
,

已为大量钻井所证实
。

鄂尔多斯中央古隆起
,

自六十年代提出到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多年 . ,

当笔者于今年

年初在天然气论证会上听到在陕北靖边奥陶系试 出较高水平的天然气气流时
,

格外感到

高兴
。

欣慰之余
,

希望能把这一地区的工作
,

即包括陕北拗拉槽的试探工作一起加以考

虑
,

并继续坚持下去
。

3
.

有中新生代前渊 ( F o r e d e e p ) 叠加的克拉通周边

在这一型域当中
,

有扬子地台的西北缘
、

华北地台的西缘和存疑的南缘
、

塔里木地

台的南缘和北缘
、

准格尔盆地的南北缘及柴达木盆地的南缘 (布尔汗布达山北坡 )
。

对

近期天然气资源增长有现实意义 的地区
,

是作为扬子地台西北缘的成都平原地区
。

其有

利之处是
:

第一
、

是新老特提斯的山前带
。

T 。

以前的扬子地台西缘
·

为诺立克 ( NOr ic ) 以来
,

并具有三种结构 (边缘断褶活动翼
、

深拗陷及前陆稳定斜坡 ) 的前陆盆地所叠加 ;

第二
、

包括晚三叠世早期沉积在内
,

整个T 3

一J ; ,

是一个 自西向东迅速减薄
、

尖灭

的巨大沉积楔体
,

楔体本身是一套快速沉降的含煤岩系
;

第三
、

上三叠统内部的三个不整合
,

形成了这一楔体内部 四个独立的子层序
,

其中

后三个层序 ( 须二段
、

须三段
,

须四段
,

中下侏罗统 ) 组成了自诺立克以来不同时期逐

个东移的前渊 (M ig r a tio n fo r ed e e p ) ;

第 四
、

是一个寻找
“西加式

” 深盆气圈闭 ( D e ep b a s in g a s tr a p ) 的有 利地 带
;

第五
、

具有各种圈闭的发育条件
。

处于这一边缘东部的大巴山山前地区
,

很多条件与川西北相似
,

这里又有大型背斜

圈闭
,

应与川西北一起加 以重视
。

4
.

煤层气 ( C o a l S e a m g a s )

这里所说的煤层气
,

不是煤成气 ( G ”5 fro m c
oa l )

。

后者的天然气来 自于煤 系 或

煤层
,

前者是直到现在还在煤层中保存的天然气
。

据最近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能源会议报道
,

居美苏之前
,

我国是世界上煤炭储量和产

量均居冠的国家
。

已探明的储量超过7 0 0 0亿吨
,

远景储量达到 4 一5万亿吨
。

. 孙荤才
,

1 96 4
,

关于鄂尔多斯盆地形成及中生 代拗陷发展演化间题 的讨论
,

鄂尔多斯石油地质通讯
,

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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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 中的甲烷
,

作为一项非常规资源
,

近年来
,

已先后在美 国和澳大利亚进入经济

开发阶段
。

我国作为一个富产煤层气的大国
,

已引起有远见的国内外地质界和企业界的

注意 .
。

以煤层中等甲烷含量来考虑我国此项资源
,

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 40 一50 万亿立方

米 )
。

由于我们有能力有设备进行这项工作
,

建议有关部门
,

从能源总体规划出发
,

尽

早把这项勘探工作投入实施
。

综合以上所述
,

笔者主张在油
、

气并举和大中小并举前提下
,

发挥地质和工业部门的

两个积极性
,

以新的思路
,

在新领域
、

新类型和新地区上多下力量
。

一句话
,

继 续 向
“四新

”
进军

。

参 考 文 献

〔1 〕 甘克文
, 1 98 9 ,

从含油气盆地地质学理论看塔北隆起及其附近的油源岩和远景区
,

石油实验地质
,

第 11 卷
,

3期
.

〔2 〕 Liu G u a n g din g
, x9 8 9 ,

G e o Phy s ic a l a n d g e o lo g ie a l e x p lo r a tio n a n d h yd r o e a rb o n p r o sp e e ts

0 f the E a s t Chin a S e a ,

Ch in a E a rtli S e ie n e e ,

V o l
.

r,

N o
.

l,

P
.

3 2一3 4
.

〔3 〕 K e n 公 e th J
.

H s u , x o s。 ,

o r 玉g in o f s e dim en t a ry o f b a sin o f C liin a ,

C h in e s e s e d im e n ta ry b a s in
,

S e d im en t a r y b a s in s o f th e w o r ld
.

( 4 ) 朱夏
, 1 9 8 。,

中国油气盆地的构造演化
,

国际交流地质论文集 ( 1 )
,

地质出版挂
.

〔5 〕 P
.

5
.

M o o r e ,

D
.

K
.

H o bd a y
,

H
.

Z
.

M a i a n d Z
.

C
.

S u n , 1 , 5 6 ,

C o m p a r is o n o f s e le e t ed n o n 一 m a rin e

Pe t r o le u也
一

be a rin g ba s in 10 A u s tr a lia a n d C丘in a ,

T h e A PEA Jo u r n a l
,

V o l
.

26 ,

P
.

Zss 一 3 0 9

〔6 〕 S u n Zh a o e a i
,

X ie Qiu yu a n a n d Y a n g Ju n
ii

e
,

1 9 5 5 ,

O rd o s B a s in 一 A ty p ie a l e x a m P le o f a n

u n s ta ble c r a to n ie in t e r io r s u P e r im p o s e d ba s in
,

S e d im e n t a ry B a s in s o f the W
o r ld ( S e r ie s

E d ito r ,

K
.

J
.

H s。 )

. 详见澳大利亚B H P公司经理 与澳大利亚银行高级经理 1 9 8 8年 10 月的 访华报告



第 4 期 孙锥才
:

政 策
、

思 路 与 选 区 一

3 13
-

PO L ICY
,

W A Y O F T H IN K IN G A N D A R E A SE L E C T IO N
.

S U n

( C en tr a l L a b o r a t o ry o f

Z ha o C a l

p e t r o le u m G eo lo g y ,

MG M R )

A b st r a Ct

T h e r e a s o n th a t th e Pr o d u et iv ity a n d r e ser v es o f n a tu r a l g a s f a ll b e h in d

m a y n o t b e a tt r i b u te d to ,’m o re str e ss o n o 主1 th a n g a s ,, in o u r w o rk
, r a th er .

It 15 im P o r t a n t to e n e o u r a g e th e P o lie y o f e n e r g y r e so u r ee s w ith em Pha sis

o n e x p lo r a tio n , a n d t o e s t a b lish " f o u r n e w e o n e e p ts ,, ( n e w w a v o f th in k in g ,

n e w a r e a , n e w r e a lm a n d n e w d e Pth ) w h ieh 15 b a se d o n n e w w a y o f th in k一

in g , a n d a b o v e a ll
, it 15 e r itie a l t o e a r ef u lly se le c t a r e a s a s r e g a r d s to th e

g e n e r a tio n a n d Pre se r v a tio n o f h yd r o e a r b o n s .

N ea rly 2 0 y e a r s , th e f a e t th a t ‘ th e o ry a lw a ys la g g ed b eh in d p r a e tiee ”

15 d u e to th e e o n tin u o u s e o n fin e m en t o f t h in k in g b y tr a d itio n a l g e o se ie n e e

e o n e e p ts a s fix istie 主d e a s , p r e一w a r g eo lo g ie a l k n o w la d g e d u r in g m a jo r 0 11/ g
a s

fin d in g s .

T a k in g T a r im a n d E a st C h in a S e a a s e x a m Ple S , the d ise u ssio n 15 e en tere d

o n w h eth er th e tw o b a sin s a r e in tr a e r a t o n ie b a sin s o r r e m a n e n t b a e k a re

b a sin s .

Th
e a u th o r a d v o e a te s th e e o n e e Pt of b a e k a r e b a sin s , a n d s u g g e sts

th e y a r e m o st im Po r ta n t se le e ted a r e a s in C h in a fo r th e e x Plo r a tio n o f g ia n t

g a s fie ld s a t th e Pr ese n t
.

井T his 15 a b s* ra e t e d fr o m th e sP e e e h m a d e by t h e a u t ho r in a n e e tin g o f s e o s c ie n e 。

dePa rt功 e刀t o f A e a d e功 ia Si
n le昌 in 1 9 5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