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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代华东地区油气勘查领域的展望

}冻沪生

(地质矿产部华东石汕地质局
,

南京 21 00 3 1)

当前找油气的难度越来越大
,

要发现新的汕气田
,

必须充分运用成油气有关理论和找油气的有关重要观

念
。

为此
,

作者首先总结归纳了六个方面的成汕气理论和六个方面的找汕气重要观念
。

根据这些理论和观念
,

结合过去的实践
,

针对华东地区的地质特点
,

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找汕气新思路 (对华东地区而言)和相应的七

个找油气领域
。

1
.

多源多期生烃
,

多期成藏
,

晚期最利
:

¹ 与海相中
、

古生界烃源有关的领域
;
º浅层天然气

(包括第四系生物气 ) ;
» 华东中

、

小盆地
;
¹ 东南沿海诸省火山岩粗盖区

。 2
.

早期或多期生烃成藏
,

油气被成

岩演化后封闭或地层吸附
,

经改造后可以开发利用的
:

½ 煤层气
;
¾ 龙潭煤系中的致密砂岩含汕层

。3
.

老领

域
,

新应用(用新理论
、

新观念
、

新技术)
,

仍可找到汕气
:

¿苏北陆相中
、

新生代盆地
。

以上作为华东地区九十

年代的油气勘查领域的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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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

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 8 0

年翻两番的目标
,

其中能源建设是关键之一
。

地矿部已把油气勘查列为矿产勘查中的首位
,

继续坚持开展以
“

四新
”

为内容的二轮油气普查
,

要求今后十年里找到更多的油气资源
,

确保

油气产量的增长
。

但找矿难度越来越大
,

从实践中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
,

要在
“

四新
”
的领域

里找到油气
,

必须很好地研究和利用成油气的有关理论和找油气的若干重要观念
。

因此在分

析华东地区今后油气勘查领域时
,

首先要研究这些问题
。

一
、

成油气的有关理论和重要观念

近十多年来成油气理论和找油气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
,

特别是在我国
“
六五

” 、 “

七五
”
期

问进行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研究中
,

总结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观念
,

结合过去已有的海相和

陆相盆地成油气理论
,

根据自己的体会
,

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的成油气理论和六个方面的找

油气重要观念
。

(一 ) 成油气理论
1

.

多源多期生烃
,

多期成藏的理论

大量事实说明
,

生烃物质是多种多样的
,

是多源的
。

从源岩类型来说有碳酸盐岩
、

泥页

岩
、

煤系
、

生物烃岩
,

以及可能存在的地慢深部无机烃源
。

已成烃类
,

由于其相态可以转换和

在地质厉史演变中可以再分配
,

也可形成多种次生烃源
。

如油可转变为气
,

沥青可裂解为气
,

气可溶于水
,

还可从水中释放出来
。

不仅烃源很多
,

生烃过程也很复杂
,

是长期的
、

多期的
。

如下扬子地区的岩样中
,

有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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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值 ;在同一块徉品中有不同演化程度的烃类 ;将现在的岩样在室内加温还可以生烃 ;印支

一燕山不整合面上下有大量油气显示 ;井中化探结果表明1 5 0 Om 深度下至今仍在大量生烃

等
。

大家知道烃源岩生烃与否
、

生烃量多少及所成相态与许多因素有关
,

尤其与温度有关
。

地

温与地质条件有关
,

地质历史变迁是因地因时而异
,

源岩实体有降有升
、

升降速度有快有慢
,

源岩所处地温也随之时高时低
、

变化也是时大时小
,

生烃也就呈现忽生忽停
,

生烃量忽大忽

小
,

烃类相态亦随之变化
。

过去那种认为烃是一次生完
,

老地层就不能再生烃
,

烃类相态不可

能转换的概念
,

显然是不对了
。

生烃是多期的
,

成藏当然也是多期的
、

多类型的
。

如下扬子地区的江南隆起周边有许多

沥青
,

已查明是加里东或海西期的古油藏 ;在龙潭煤系中有致密砂岩含油层
,

可能是印支到

早燕山期形成的油藏 ;在黄桥上古生界圈闭中的二氧化碳气藏以及其上第三系盐城组中的

溪桥气田
,

又是喜山期成藏的
,

这些都是多期成藏的事实
。

有了上述概念
,

我们就可以重新评价许多地区的油气远景
,

将会有
“
东方不亮西方亮

” 、

“

前期不行有晚期
”

的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的前景

。

2
.

叠加盆地成油气理论

按现代油气地质观念来说
,

盆地是指在相同的地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套沉积岩实体
。

叠加盆地当然是指两套或两套以上这祥的沉积岩实体的叠加
,

它们之问是以不整合而来划

分的
。

假如有二套盆地 (陆相和海相)
,

都有生烃能力和自己的成藏组合条件
,

当陆相盆地叠

加到海相盆地之上
,

除了两套盆地本身各有一套成藏组合外
,

往往在海陆相不整合面上下形

成第三套成藏组合
。

在海相盆地隆升
、

剥蚀期问
,

一度停止生烃 ;在陆盆盖上之后
,

新生的烃

向不整合面上下运移
,

因不整合面之下
,

常有风化淋滤带
,

而不整合面之上的沉积
,

常是由粗

变细
,

到有一定厚度和分布面积时
,

可以形成新的封闭体系
,

从而在不整合面上下形成新的

储集空间
,

这就是不整合面控油论
。

因此
,

叠加盆地成油气理论
,

实质是新盆地上叠后
,

两套

盆地相互作用
,

多形成一套成藏组合的理论 (可以说是1+ 1一 3的理论)
。

上述两套沉积岩以不整合形式相叠加的盆地
,

可称之为
“

沉积式叠加盆地
”。

另夕随有二
种特殊的叠加盆地

:
一是大的推授构造的上下盘相叠加

,

构成
“

推覆式叠加盆地
” ;二是火山

岩覆盖在未变质的沉积岩盆地之上
,

形成
“

火山岩覆盖式叠加盆地
” 。

这两种叠加盆地
,

同洋

可以形成新的成油气藏组合条件
,

具有与沉积式叠加盆地相似的叠加效应
,

都应作为重要的

勘探领域来对待
,

许多勘探事例已证明这两类叠加盆地具良好油气前景
。

3
.

含煤盆地成油气理论

研究证明
,

煤系尤其是煤层可以生油生气
,

含煤盆地往往是煤
、

油
、

气共生的盆地
。

煤的

生烃量是十分可观
, “
七五

”

期间天然气攻关课题研究计算出我国煤层气资源量为 16
.

5义

10 ”m 3 ,

世界上一些特大型气田
,

很多是煤型气
。

煤层本身又是良好的储集层
,

大部分煤层气

被它本身所吸附保存
,

因此它又是天然气(有时还有油)的特殊生
、

储
、

圈
、

保的有效组合体
。

含煤盆地成油气的事实
,

大大拓宽了油气领域
,

我国含煤盆地多
,

煤的储量大
,

煤型油气
,

尤

其是煤层气资源量大
,

资源较明朗
,

十分值得重视
。

4
.

海相盆地成油气理论

这一理论形成很早
,

它的要点是
:

陆缘海盆地相
、

陆表海盆地相
、

台内断陷盆地相都可成

为主力生烃岩系
,

不同时期的主力生烃岩系
,

在一个地区可以叠合连片
,

有的可以遍及全区
,

海相生烃物质十分雄厚
,

许多大型和特大型油气田往往与海相烃源有关
。

海相盆地所生烃类



第 1期 陈沪生
:

九
一

}
·

年{忆华东地区油气勘查领域的展望

主要向斜坡
、

台地
、

古隆起方向作民距离运移
、

富集
、

成藏
,

尤其是盆地到台地中间的斜坡地

带是最有利的成藏富集地带
。

我国海相地层多属古生代或早中生代
,

时代较老
,

经历的构造运动较多
,

变形变位较强
,

有的已变质
。

原生储
、

盖
、

圈闭条件和早期形成的油气藏
,

往往遭受多次构造运动破坏改造
,

大部分失去其有效性
。

因此
,

应重视那些有中
、

新生界覆盖的
,

有晚期生烃能力和有晚期成藏

组合条件的地区
。

5
.

陆相盆地成油气理论

陆相盆地成油气理论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对石油地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
。

其要点是
:

潮湿湖盆可以生烃
,

特别是断陷湖盆
,

其生烃能力不亚于海相地层
,

油气是围绕生烃凹陷中

心周边富集成藏
,

往往不同层位叠合连片
,

故有
“

生油凹陷中心控油论
”

的说法
。

6
.

天然气成藏理论

气态烃(可燃天然气)与液态烃 (石油)成藏有许多不同之处
。

首先是气源岩多
,

有碳酸盐

岩
、

煤系
、

泥页岩
、

生物气源岩
,

和深部无机气源 ; 次生气源有石油
、

沥青(都可转变为气)
,

以

及溶于水中的气(降压后可释放出来)
。

其次是生气阶段长
,

有机质源岩自沉积后到热变演化

为石墨之前
,

都在生气(除源岩上升
,

温度不够
,

停止生烃外)
。

随着演化程度加深
,

分别产出

生物气
、

油田伴生气
、

凝析气
、

裂解气等
。

以上两点
,

说明气源比汕源丰富和分布广
,

找气的领

域多
,

找汕没有远景的地方
,

不能排除找气的前景
。

其三是气的移运是气态
、

液态 (如溶于

水)
、

混合相态等多相态运移
,

比较复杂
,

加上天然气分子小
,

流动性大
,

尤其是垂向扩散力

强
,

要求有封闭良好的立体的区域性盖层
,

但对储层要求不高
,

孔渗性差的也可储气
,

比油有

较多的储集地方
。

其四是天然气成藏最关键的条件
,

要求聚集量大于散失量 ;成藏后的保存

条件
,

要求聚集与散失至少达到动态平衡
,

否则无法保存
。

天然气成藏的这些规律和特殊性
,

要求我们从单纯的找油的观点转变过来
,

重新评价各个找气领域
。

(二)重要的找油气观念
1

.

多期成藏中
,

晚期成藏最有利的观念

因为早期形成的油气藏
,

经过的地质历史长
,

遭到变动多
,

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大
,

很不易

保存
。

尤其是气藏
,

要求聚集与散失至少保持动态平衡
,

时间越长越不易保持
。

只要有晚期成

藏的地区
,

都应首先考虑勘查这一领域的汕气藏
,

晚期成藏往往分布在新的不整合面上下
、

在较浅的部位
,

圈闭容易找
,

勘探深度较浅
,

难度小
,

见效快
。

特别是地质条件复杂地区
,

晚期

成藏就是相对较简单的时期
,

是最重要的成藏期
。

2
.

储
、

盖
、

圈闭条件是在变化的
,

会失效的
,

要有有效成藏组合的观念

在地质历史长河中
,

原生的
、

好的储集相带
,

变为致密的
,

失去其储集条件
,

甚至可作为

盖层 ;而原生的盖层
,

经过变动破碎
,

裂隙发育
,

失去其盖层性质
,

成为储层
,

如有许多地方泥

页岩成为储层已屡见不鲜
。

圈闭也是如此
,

随着地质演化而变化
,

也存在一个有效性的问题
。

我们在找油气中
,

应当十分重视有效的成藏组合条件
,

注意储
、

盖条件的转换
,

不要固守原生

有利相带和单一目的层
。

3
.

在找大油气田的同时
,

应重视寻找中
、

小油气田的观念

世界上大油气田的数量是少数
,

中
、

小油气田是大量的
。

一个油气区中
,

往往主力油气田

发现后
,

还可找到众多的中
、

小油气田
,

这些中
、

小油气田是大油气田的接替和补充
。

美国近

几十年来
,

发现的大油气田不多
,

但每年都有大批中
、

小汕气田的发现
,

从而使其每年稳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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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在4 亿吨上下
,

而天然气的产量却不断在上升
。

在地质条件复杂
,

大油气田很不容易找到

的地区
,

就更应重视寻找中
、

小汕气田
,

甚至应把立足点放在寻找中
、

小油气田上
。

4
.

老领域
,

新应用(用新理论
、

新观念
、

新技术)
,

仍可找到油气田的观念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观念
,

世界各地有许多这种事例
。

我国在老油气区内
,

不断传出新

的发现
,

甚至是重大发现
,

都是与新应用分不开的
。

如我国东部断陷盆地中找到的古潜山
、

地

层岩性圈闭油气藏 ;中部地区的四川盆地找到的川中磨溪裂隙气藏
,

鄂尔多斯盆地中部找到

的古生界气藏等等
。

不断用新的理论
、

新的观念
、

新的技术去研究老油气区老领域
,

以发现新

的找矿思路和找矿对象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

5
.

要重视找浅层气的观念

这里说的浅层气是指深1 5 0 0~ 2 0 0 0 m 以上的地层里的气藏
。

天然气成藏的特点之一是

很容易在浅层富集成藏
,

所以要有深气浅找的观念
。

过去浅层油气往往被人们忽视
,

在一系

列技术手段上不加注意
,

如地震记录浅层被切除
,

快速钻井中浅层录井气测被忽视
,

测井时

对浅层也要求不严
,

所测参数不全等等
。

以致浅层气被漏掉或因资料不全不去迫踪
,

这种事

例多有发生
。

在找浅层气时
,

要注意第四系生物气
。

6
.

在找油气中
,

要时时不忘区域展开的观念

区域展开是不断进行多路探索
,

发现新的油气田的重要阶段
。

不在新领域展开
,

不在老

领域中用新的思路展开
,

新的油气田是无法发现的
。

但区域展开是处于多路探索阶段
,

有成

功有失败
,

由于一时未见成效
,

就停止展开或削减投入
,

从而造成新的油气田推迟发现
,

甚至

丢掉之事
,

国内外均有
。

要想有新的发现
,

就要时时不忘区域展开
,

坚持在有远景的地区中进

行多路探索
。

二
、

九十年代华东地区油气勘查领域的展望

根据上述对成油气理论和重要找汕气观念的总结和理解
,

结合过去的实践
,

针对华东地

区的地质特点
,

作者提出三个方面的找油气新思路(以华东地区而言
,

对其他地区可能已不

是新思路)
,

和与之相关的七个找油气领域
,

作为华东地区九十年代的油气勘查领域和方向

的展望
。

(一)第一个思路是
,

多源多期生烃
,

多期成藏
,

晚期最有利

根据这一思路
,

有以下四个领域值得重视
:

1
、

与海相中
、

古生界烃源有关的领域

下扬子地区海相中
、

古生界有三套主力生烃岩系(震旦一寒武系
、

上奥陶一下志留统
、

二

叠系一下三叠统)
,

叠合连片
,

遍及全区
,

生烃物质十分雄厚
,

虽经多期构造运动破坏和改造
,

其残留厚度仍有很厚(3 0 0 0一s0 0 0m )
,

分布也很广(约1 5 x 1 0‘一 1 7 x 1 0‘k n l, )
,

再生烃能力仍

很强
,

尤其是浦口组(K Z
砂沉积后

,

重新形成新的封闭系统
,

具有良好的晚期生烃和晚期成藏

的条件
。

晚期所生烃类可以进入海相地层的内幕
,

更可以进入海
、

陆相间不整合面上下
,

和陆

相地层之中
,

形成新的油气藏
。

以晚期成藏最有利的观点
,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

在有陆相

中
、

新生界覆盖地域选区
,

在保存海相地层残留厚度大和再生烃能力强的地区中选带
,

并首

先在海陆相间不整合面上下有关圈闭中选点
,

用这样的思路进行工作
,

将会很快在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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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油气的战略性突破
。

2
.

浅层天然气领域(包括第四系生物气)

下扬子地区气源很多
,

找天然气的前景广阔
。

根据晚期成藏的观念
,

应注意
“

深气浅找
” ,

一般小于 2 0 0 0 m 埋深 的各种圈闭
,

尤其是浦 口组和下盐城组两个区域不整合面和盖层之

下
,

更易形成天然气藏
,

也比较容易勘探
。

迄今仅在江苏地区已见气显示井1 48 口
,

工业气流

井26 口
,

产气层位10 个
,

气藏18 个
,

其分布特点就是以陆相中
、

新生界为主
,

小于2 OO0 m 的浅

层为主
。

至于第四系生物气则分布更广
,

整个华东地区的江河湖泊流域以及沿海岸地带都有

发现
,

只要开发利用得当
,

也很有经济价值
。

3
.

华东中
、

小盆地

华东中
、

小盆地
,

通常系指陆相中
、

新生代盆地
。

过去由于其中陆相地层生烃能力差而评

价不高
,

现在应运用叠加盆地的理沦和晚期成藏的观念重新评价
。

只要这些盆地在陆相地层

之下有海相中
、

古生界保存
,

并有再生烃能力
,

当沉积陆相地层之后又形成了新的封闭系统
,

就有晚期成藏的条件
,

就有找油气远景
。

华东陆相中
、

小盆地多达 150 余个
,

总面积逾18 X

10
‘km

, ,

这是一个广阔的重要的找油气领域
,

值得全面规划
,

择优勘查
。

4
.

东南沿海诸省火山岩覆盖区

东南沿海诸省火山岩覆盖区 (包括苏
、

浙
、

皖
、

赣
、

闽
、

粤等省)
,

面积约15 x l少k砰
。

只要
火山岩下有未变质的沉积地层(海相或陆相)

,

又肴生烃能力
,

则火 :IJ岩覆盖后
,

一是可形成

新的封闭系统
,

二是可使下伏地层进人大量再生烃期
,

形成很好的晚期生烃
、

晚期成藏的有

利环境
,

火山岩本身既可以作盖层
,

也可作储层
,

尤其是有些火山岩盆地
,

本身也含有生烃岩

系
,

就更值得注意
。

(二)第二个思路是
,

早期或多期生烃成藏
,

油气被成岩演化后封闭或地层吸附
,

经改造

后可以开发利用

这种有以下两个领域
:

5
.

媒层气

煤层本身可以生气
,

大部分被煤层吸附而保存下来
,

当前技术已能开发利用
。

1 9 9 0年美

国已有3 1 0 0 口井生产煤层气
,

出售气量过52 x 1 0名ms
,

圣胡安盆地和勇士盆地已大规模工业

开发利用
。

初步估算仅江苏境内煤层气资源量超过1 0 0 0 0 x l护砰
,

华东地区煤层气资源量更

可观
,

这是一个非常规的但很现实的找气领域
,

宜主动积极地开展工作
。

尤其是有些地方煤
田储量小或埋深 较大 (大于 1 ooom )或位于风景名胜区而不能开发

,

但开发利用其煤层气却

是可行的(目前技术可开发煤层气的深度为20 0 ~ 2 00Om )
,

对于能源紧缺的华东地区
,

更有

现实意义
。

6
.

龙潭煤系中的致密砂岩含油层

下扬子地区龙潭期具有一北东向的海陆交互相带
,

沉积了龙潭煤系
,

陆上埋深较浅部

分
,

分布于北东起自南通
、

黄桥
,

经长兴等地向南西至萍乡
,

并可延伸至广东韶关一带
,

长逾

8 0 0k m ,

宽逾1 0 0k m
,

面积约lo x 1 04 k m , ,

为一煤
、

油
、

气共生层系
,

被几期构造运动切割成若

干断续相连的或孤立的残留含煤盆地
,

其中砂岩层已变为超低孔渗性的致密层
,

把早期进入

的油气封闭保存下来
,

在许多地区采煤或钻孔中
,

都曾在龙潭煤系的致密砂岩及煤系裂缝中

普遍见到含油显示或油流
,

用当今的压裂技术可以把其中的油开发出来
,

这也是一个非常规

的但却是现实的找油领域
,

且层位较稳定
,

资源较清楚
,

勘查较容易
。

对华东地区来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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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能源领域
,

应及早开发利用
。

(三 )第三个思路是
,

老领域
,

新应用(新理论
、

新观念
、

新技术 )
,

仍可找到油气

7
.

苏北陆相中
、

新生代盆地

近年来地矿部门和石油部门运用地震多次叠加法和三维地震等新技术
,

在苏北盆地已

知含油气区内
,

新找到一批低幅度
、

小面积的背斜或断块构造油田和构造一岩性复合油田
。

运用储盖条件可以转换的观念
,

发现了泥页岩和火山岩储油层
。

还有
,

一个主力汕田发现后
,

仍会有众多的中小油田存在 ;一个有利地区
,

不同层位的含油层往往可以叠合连片等观念
,

都可用来发现新的油气田
。

目前苏北盆地北部尚待突破
,

老油区尚待扩大
,

新类型尚待发现
,

陆相中生界的含油气规律尚待探索
。

这些都需要有针对性地运用新理论
、

新观念
、

新技术去

开拓和进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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