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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探区勘探发展基本特征

郭元岭
(中国石化 胜利油田分公司 勘探处,山东 东营暋257001)

摘要:若干个成藏体系勘探过程的叠加形成了含油气盆地勘探的周期性特征,勘探发展就是不同成藏体系之间储量增长不断实

现接替的过程。加强预探工作,保持合理的资源储量序列,不断提高资源接替能力是老区勘探发展的内在需求。勘探单元是能

够整体部署、分步实施的最小地质单元,勘探单元的逐步细分是老区勘探深化发展的标志。善于转换思路才能引领老区勘探不

断取得新发现。只有做到资源基础保障充分、勘探队伍稳定发展、内外部环境协调一致,才能确保储量的持续增长。研究成熟探

区勘探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为勘探管理、勘探战略决策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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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featuresofpetroleumexplorationdevelopmentinmatureexplorationarea
GuoYuanling

(ExplorationDivision,ShengliOilFieldBranchCompany,SINOPEC,Dongying,Shandong257001,China)

Abstract:Thecooperationofexplorationprocessesofseveralaccumulationsystemsleadstotheperiodicityof
petroleum灢bearingbasinexploration.Whenreservegrowthcontinuesbetweendifferentaccumulationsystems,
explorationdevelops.Preliminaryexploration,rationalreservesequenceandresourcereplacingcapacityarere灢
quiredsoastomakeprogressinmatureexplorationregion.Anexplorationunitisthesmallestgeologicunitin
whichexplorationcanbearrangedandcarriedout.Thesubdivisionofexplorationunitisthesymbolfordeepen灢
ingdevelopmentinmatureregion.Newideasareimportantfornewdiscoveries.Theadequateprotection
ofresources,thestabledevelopmentofexplorationteamsandtheharmonyofinnerandouterenviron灢
mentsarethekeysfortheconstantincreasingofreserves.Thestudiesofmatureregionexplorationmay
provideguidesforexplorationarrangementsandstrategic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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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对于一个盆地来讲,经过长期的勘探实践,已
经基本掌握了油气地质规律,配套形成了相应的工

程技术能力,勘探工作大多进入了储量稳定增长阶

段。随着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储量增长越来越成

为制约油田发展的关键问题,保持持续强劲的增储

势头成为勘探工作的基本目标。分析成熟探区的

勘探发展特征,将有助于把握规律、坚定信心,实现

勘探持续发展。

1暋勘探具有周期性是勘探持续发展
的认识基础

在理想的状态下,一个含油气盆地如果只有一

个构造单元、一个独立的水体沉积环境、一套生储

盖组合,也就是只有一个具备生、储、盖、圈、运、保
诸要素的成藏体系,那么这个盆地的勘探过程就是

对这一个成藏体系的认识过程,这个盆地的勘探周

期就是这一个成藏体系的储量增长过程,往往表现

为准备期、高峰期、稳定期和衰减期等阶段。在勘

探开始准备阶段,由于认识程度低、工程技术适应

性低,储量增长缓慢;随着勘探能力逐步提升,依靠

大油藏的发现会很快迎来储量增长的高峰期;随着

探明程度的提高,所发现的油藏会出现规模变小、
数量增多的趋势,这期间依靠数量上的优势也能保

持储量增长的相对稳定;直至所发现的油藏规模低

于最小经济储量为止。这个理想化盆地的储量增

长过程表现为一种单峰的储量增长曲线。
但从大地构造复杂频繁的活动历史来看,中国

大部分含油气盆地的演化都具有多旋回性、多区域

构造动力机制的特征,造就了复杂的地质结构,也
使得每一个含油气盆地都由若干个成藏体系组成。
在勘探过程中,对每个成藏体系的认识都会经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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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高峰、稳定和衰减等储量增长过程。盆地的储

量增长曲线,就是若干个成藏体系储量增长曲线在

时间上叠加而成的。若干个成藏体系勘探周期的

叠加,就形成了含油气盆地勘探特有的周期性特

征。勘探的发展就是不同成藏体系之间储量增长

不断实现接替的过程,这是勘探能够实现持续发展

的认识基础。
在济阳坳陷,初期是以近源或源内的背斜、断

块构造等大中型含油气圈闭为勘探对象,实现了储

量的快速增长;之后是以邻近生油洼陷或洼陷内部

的缓坡带、洼陷带、中央断裂带、陡坡带、潜山披覆

构造带等各种复式油气聚集带为勘探对象,实现了

储量的高速增长;当前是以远源、近源或源内的岩

性、地层等隐蔽油气藏为勘探对象,实现了储量的

稳定增长。通过在这3种成藏体系之间勘探转换

和接替,实现了济阳坳陷勘探的持续发展。
成藏体系越多,盆地的储量增长曲线变化规律

越复杂。储量增长的速度和增长量取决于盆地的

资源条件,但储量增长曲线的样式则取决于盆地的

类型和复杂程度[1]。随着勘探程度不断提高,所面

临的勘探对象会越来越复杂,尤其是,那些经历了

多次排烃、多次成藏和多次改造的地区,发现油藏

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难就难在这类盆地的成藏体

系较多,需要一个一个地去实践、去认识、去分析。
勘探的发展就是不同成藏体系之间不断交替并不

断实现接替的过程。一个盆地的勘探过程可能是

连续的,但其中每个成藏体系的勘探过程则可能是

不连续的,这种叠加在时间上具有随机性。勘探的

周期性不等同于每个成藏体系勘探周期的简单相

加,这里面既有勘探的认识规律起作用,也掺杂着

很多人为的因素。
盆地储量增长有高峰期,必然就有低谷期。当

掌握了某一个或某几个成藏体系的勘探认识规律

时,往往会带来储量增长的高峰期。如果从一个或

几个成藏体系的勘探正在向其它成藏体系的勘探

进行转移,而这种转移正好处于对其它成藏体系的

认识趋于成熟的时刻,就会实现盆地储量的平稳增

长;否则,就会出现低谷。
当然,含油气盆地的勘探接替往往是在凹陷之

间、成藏体系之间交叉进行的,实现了勘探领域的

转换,也就实现了勘探方向的战略转移。有时实行

勘探方向的战略转移,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实质性的

突破,关键还是要有前瞻性研究和认识的积累。明

确了勘探活动周期性特征,就能在不同勘探阶段针

对不同的成藏体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尽快明确

今后的勘探接替领域。只有地质认识和勘探技术

同时实现了接替,才能实现勘探领域的接替,从而

实现勘探的持续发展。
在成熟探区实现勘探方向战略转移时,不一定

要去找新的探区,有时新领域就在当前的探区中,
这可能是以前认识不清楚的油气藏类型,也可能是

以前技术达不到的领域。吐哈盆地勘探重点层系

从侏罗系到二叠系、三叠系,再到侏罗系和三叠系,
勘探方向从盆地中央转移到南部直到北部,再转移

到盆地南部和中央;塔里木盆地在近10年的勘探

过程中三次目的层的转移等[2],都带来了一次次的

突破与进展。对于陆相断陷盆地,突破传统构造圈

闭的思维方式,转向沉积体系、输导体系等认识领

域,或者更加重视区域背景下生-运-聚的组合关

系,也许就会在老区发现新的增储领域。

2暋不断提高资源接替能力是老区勘

探发展的内在需求

勘探发展主要表现为探明储量的增长,而储量

的探明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探明储量的增长往往

是控制储量、预测储量、圈闭资源量等后备资源不

断升级的结果。实现勘探的持续发展,根本的是要

解决后备资源的有效有序接替问题[3-4],尤其是作

为老油区,如果连续几年原油产量处于高位运行,
并且一直表现为产量递增的良好态势,背后隐含的

就是必然会对储量资源的补充提出更高、更迫切的

要求。
资源储量序列所反映的是一个探区围绕探明

储量增长目标所设定的最基本的控制储量、预测储

量、圈闭资源量、剩余资源量的储备情况,或是资源

储备的最低界限。不同盆地低级别储量的升级能

力有差异,与探明储量增长目标的合理倍数关系也

应当有差异[5]。但总体来讲,低级别储量倍数越

高,探明储量增长后劲越足。在老区勘探中,序列

不合理则往往会制约勘探发展。这种不合理性多

是由三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老区勘探实践能力的

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储量能做到当年发现、当年探

明,从而吸引更多的力量关注探明储量,相应地减

弱了对低级别储量的关注程度;二是老区发展对新

增探明储量的迫切需求有时会使老区将勘探重点

放在探明储量上,从而出现年度新增探明储量大于

新增控制储量、新增控制储量大于新增预测储量的

现象,导致资源储量序列失衡;三是探明储量任务

较高,但投资力度不够大,减少了对预探工作、对低

·333·暋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郭元岭.成熟探区勘探发展基本特征暋暋暋暋暋



级别储量发现的投入程度。担心的是将三者混淆

交织在一起,从而掩盖了真正的矛盾。
勘探的发现在时间上滞后于投入,改善老区资

源储量序列合理性的唯一办法是放眼长远,加大预

探力度。老区勘探会觉得预探目标越来越少,这符

合勘探总体发展规律,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预探,
或者“遵照规律暠降低预探力度,就会导致资源储量

序列进一步恶化。当新思路、新方向、新目标的准

备足以吸引部署更多预探井的时候,就能吸引更多

投资实施圈闭预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吉林油田在加强松南中

央坳陷油气聚集带勘探过程中树立了以储量为基

础,以储量的增长保证产量的增长,实现储量、产
能、产量三者稳定、协调地发展的“三个接替暠的战

略思想,并具体化为“抓紧当年,准备明年,打算后

年暠,从而取得了第二次储量增长高峰。辽河油田

在集中力量对兴隆台地区进行重点勘探和产能建

设的同时,仍坚持了区域勘探,在探明8个油气田

储量的同时,还找到了15个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

含油构造,具备了资源接替的基本条件。因此,当
兴隆台构造带的勘探暂告一段落后,能够立即不失

时机地转入其它重点勘探领域,顺利地实现了资源

接替[6]。
建立合理的资源储量序列,不断提高资源接

替能力,对于勘探发展具有较强的科学指导意

义[7]。抓住了建立合理资源储量序列这个关键,
就能保持区域勘探有领域、局部预探有目标、评
价勘探有圈闭,就能不断有新发现,从而抓住老

区勘探的主动权。

3暋勘探单元逐步细分是老区勘探深

化发展的标志

油气勘探对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圈闭,而是不

同的油气勘探单元,在这样一个地质单元中,不同

的圈闭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油气成藏主控地质因素,
可以用一套较完整的思路、流程和方法来指导勘

探,对这样的地质单元可以整体部署、分批实施。
勘探单元不完全等同于前面提到的成藏体系,一个

成藏体系必然包括生、储、盖、圈、运、保等基本石油

地质条件;而勘探单元可以是一个成藏体系,也可

以是一个构造体系、一个沉积体系,或者是一组成

因相似的圈闭群。
随着勘探的发展,勘探单元是逐步细分的,勘

探单元的划分是与所处的勘探阶段和勘探能力相

适应的。含油气盆地勘探初期,由于资料少、认识

程度低,常把凹陷作为一个构造、沉积以及油气

生—运—聚单元,进行整体研究、整体部署、分步实

施,因此,凹陷就是一个基本的油气勘探单元,例如

济阳坳陷的东营凹陷、沾化凹陷、车镇凹陷、惠民凹

陷等。随着勘探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凹陷为单

元进行研究部署就显得过于粗略,因此,多对其进

一步划分为不同的二级构造带作为新的勘探单元,
例如济阳坳陷的凹陷被划分为缓坡带、洼陷带、中
央背斜带、陡坡带等二级构造带。二级构造带中的

不同圈闭都经历过相同或相近的构造、沉积、成藏

等地质演化历程,有可比性较强的生储盖组合及油

气成藏条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适合渤海湾

盆地特点的复式油气聚集带理论,有效地指导了勘

探。随着勘探的继续发展,凹陷以及二级构造带的

宏观地质特征已被逐渐掌握,具有背斜形态的大中

型构造油气藏以及较大规模的岩性、地层、潜山油

气藏已经逐步被发现,为了适应勘探的需要,划分

出了更细的地质单元,继续作为整体研究、整体部

署、分步实施的基本单元。在现阶段济阳坳陷的勘

探实践中,多以二级构造带为基础,按照含油层系、
构造体系、沉积体系、油气运聚体系相结合的办法,
进一步细分勘探单元。例如,沙四上亚段—沙三下

亚段沉积时期,在东营凹陷北部陡坡带发育了一系

列以北部陈家庄凸起、滨县凸起为物源的扇三角

洲—近岸水下扇—深水浊积扇等沉积体系,边界断

裂以及伴生的台阶断裂与多种沉积体系相匹配形

成多种岩性圈闭类型,有利的油气运聚条件使之发

育了一系列岩性、岩性构造、岩性地层等油藏类型。
通过构造体系、沉积体系、油气输导体系的细分研

究,共划分了滨南地区深水浊积扇、利津地区近岸

水下扇、胜坨地区近岸水下扇—深水浊积扇、盐

家—永安地区近岸水下扇等7个勘探单元,作为当

前研究部署的基本地质单元。
一个勘探单元就是一个能够形成独立部署思

路、制定完整部署方案、整体部署、分步实施的最小

地质单元。在老区,勘探单元的区域石油地质规律

已经基本清楚,例如,在一个构造带、一个沉积体系

或一组成因相似的圈闭群中,大部分成藏要素基本

一致,并已有了长时间反复的认识,在圈闭目标评

价时,只需要重点描述一个或少数几个关键成藏要

素,即可确定探井井位。可以说,老区的勘探就是

一种“简化暠了的勘探,这是地质认识趋于成熟、勘
探能力不断提高的表现。当然,“简化暠不等于简

单,老区勘探仍然应当认真对待每个圈闭成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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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不断提高勘探成功率。
对于一个勘探单元,可以系统地认识圈闭的成

藏主控因素、地震技术与探井效果的关系、探井数

量与储量发现的关系、勘探关键工程技术等;对一

个盆地中相同类型勘探单元的组合分析,将有利于

对比同一类型的圈闭在不同地质条件下的油气成

藏规律;对于一个盆地不同类型勘探单元的对比分

析,将有利于合理安排该盆地的勘探部署层次和工

作节奏,并全面开展勘探运行质量评价[8],实现勘

探的稳步发展。

4暋善于转换思路才能引领老区勘探
不断取得新发现

油气深埋于地下,难以让我们直接深入地层进

行观察,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地球物理技术的多解

性,以及“抽样调查暠式的勘探认识方法等,决定了

勘探阶段的地质认识永远都是间接和不完整的。
随着勘探的不断深化发展,地质认识将逐步逼近客

观事实,直到进入油藏开发阶段,才能做到基本把

握了地质特征。在“不完整暠的地质认识条件下,随
着勘探程度的提高,如果勘探思路上因循守旧,地
质认识上没有突破和创新,就会导致储量增长能力

降低,导致勘探工作徘徊不前,影响发展信心。勘

探越困难,往往越计较勘探发现成本,对勘探思想

的束缚会越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恶性循环。解决

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善于转换思路看问题。
中国的油气勘探史表明,在一个已勘探着的含

油气盆地中,一个新思路、新概念的提出往往会展

现出一个新领域,从而打开勘探新局面。例如在济

阳坳陷,20世纪八80年代对构造体系的认识和规

律性的把握,描述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聚油特征的

油气富集带,结合其它盆地的勘探实践诞生了复式

油气聚集区(带)理论,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勘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要应用层序地层学

的原理和方法,深化了沉积体系的认识,发现了一

个又一个复杂隐蔽的岩性、地层油藏,形成了隐蔽

油气藏理论,实现了老区勘探的新发展。在这里,
勘探领域并没有变化,但地质认识思路的转变引领

了勘探的持续发展。现在看来,与构造体系、沉积

体系、热化学体系相比,对油气运聚体系有效性的

认识已成为制约当前成藏认识的关键,随着对这一

问题的有效解决,必将为老区深化勘探奠定新的理

论基础。

5暋勘探系统协调发展是老区勘探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油田公司层面,勘探系统包括了地质、物探、
钻井、管理等多种专业队伍,各个队伍围绕着勘探

的目的即发现有商业价值的油气藏,集合成了一个

复杂的工作系统。实现勘探的持续发展,应当把资

源问题摆在首位,资源基础薄弱不仅危及勘探发

展,更会危及生存。但仅有资源还不行,老区勘探

的持续发展应当是勘探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只有

做到资源基础充分保障、勘探队伍稳定发展、内外

部环境协调一致,才能确保储量的持续增长。因

此,老区勘探持续发展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其
中,资源是基础、队伍是核心、环境是条件、储量增

长是目的[9],任何突出一点、偏废其他的做法都是

不利的。

6暋结束语

研究成熟探区勘探发展基本特征,包括认识影

响勘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对勘探周期性的认

识、对提高资源接替能力的认识;探讨合理的工作

方式,如细分勘探单元、转换认识思路;讨论勘探系

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等,目的是引起人们更加关注

对勘探活动的特点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以期为勘探

管理、勘探战略决策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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