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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油气储量增长趋势与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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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噶尔盆地是我国最早发现油气的沉积盆地之一， 自 １９５５ 年发现克拉玛依油田以来，已探明 ３０ 多个油气田。 通过对盆地

地质特征、成藏机制以及储量分布特征分析，重点探讨了近年来盆地快速、高效勘探的成功经验，并以油气储量发现为主线，结合

盆地勘探程度和储量增长变化趋势，预测了盆地未来储量增长和勘探潜力。 目前盆地油、气探明程度为 ４５．３％和 ３０．３％，正处在

中期—中晚期勘探阶段，预测还应有（９．４２～１６．９２）´１０８ ｔ 的石油地质储量待探明；岩性、火山岩、致密砂岩等隐蔽性油气藏是盆地

今后油气勘探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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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质特征

准噶尔盆地属于晚古生代至中、新生代多旋回

叠合盆地，由西部隆起、陆梁隆起、中央坳陷、南缘

冲断带、东部隆起、乌伦古坳陷 ６ 个一级构造单元

构成。 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发育 ５ 大复合含

油气系统［１］：玛湖—盆 １ 井西、昌吉、东道海子—大

井、乌伦古和吉木萨尔复合含油气系统。 盆地油气

勘探工作始于 １９３５ 年，自 １９５５ 年发现新中国第一

个大油田———克拉玛依以来［２］；先后相继探明 ３０
多个油气田，实现原油储量和产量多年的连续增

长；２００２ 年建成了西部第一个千万吨级的大油田，
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沉积盆地。
盆地南部、东部以背斜构造油藏为主，西部隆起带

和盆地中部则以地层、岩性、构造多种类型组成的

复合、隐蔽油气藏为主体。

２　 成藏机制与储量分布特征

平面上准噶尔盆地油气聚集受主力生烃凹陷

所控制，凹陷斜坡及凸起伸向生烃凹陷的倾伏带均

是油气聚集的有利部位。 生烃凹陷控制了油气分

布，富生烃凹陷则控制了大油气田分布。 在盆地隆

起区的背斜、断块、扇体、潜山等圈闭是油气聚集的

有利场所；凹陷区的低幅度背斜、岩性体及坡折带

也可储集油气。
除乌伦古坳陷外，盆地其他一级构造单元都分布

有石油储量，其中以西部隆起最多，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累

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１７．６２×１０８ ｔ，占全盆地总量的

７３．２％；其次是陆梁隆起，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２．２０×１０８ ｔ，占全盆地总量的 ９．１％。 而天然气探明地

质储量则主要分布在陆梁隆起和南缘冲段带，２ 个

构造单元合计探明地质储量约占全盆地的 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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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向上区域性盖层对油气纵向聚集有明显控

制作用。 在盆地构造沉积演化历史中存在 ３ 次盆

地级规模湖侵和 ２ 次盆地级规模湖侵，从而形成了

３ 套区域性盖层（上三叠统白碱滩组、下侏罗统三

工河组上部泥岩和下白垩统吐谷鲁群泥岩）和 ２
套区带性盖层（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中部泥岩和古

近系安集海河组泥岩）。 这些盖层在盆地范围或

区带范围内对其下伏油气聚集起到了明显的控制

作用。
准噶尔盆地油气成藏与断裂体系息息相关，油气

沿断层的垂向运移十分显著，大多数油气藏的形成与

油气垂向运移相关，在缺乏油源断裂区域，油气均分

布于烃源岩上覆第一套区域性、区带性盖层之下。
盆地在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

系、古近系、新近系都发现了石油探明储量［３－４］。
其中侏罗系最多，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累计探明石油地

质储量 ７．５４×１０８ ｔ，占盆地总量的 ３１．３％。 其次是

三叠系，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７．１６×１０８ ｔ，占盆地

储量的 ２９．７％。 而天然气则以石炭系探明储量最

多，为 １ ０６１．６７×１０８ ｍ３，占盆地总量的 ５３．８％。

３　 油气储量增长特征与趋势分析

根据勘探程度、勘探开发技术、油气田发现与

探明储量增长趋势分布（图 １，２），将准噶尔盆地油

气储量增长大致分为 ４ 个阶段［５－７］。
３．１　 盆地早期勘探阶段

１９５５—１９７８ 年期间为盆地早期勘探阶段，以
盆地西北缘克乌断裂构造带上盘以及南缘山前带

为主要勘探对象。 盆地形成以来，西北缘地区经历

了 ３ 次大的构造运动改造，形成了多期次、多类型

的含油气构造，该区紧邻盆地主力生烃凹陷———玛

湖凹陷，输导体系发育，玛湖西斜坡广泛发育着断

裂控制作用下成带分布的冲积扇群。 １９５５ 年发现

了克拉玛依油田，随后相继发现百口泉、乌尔禾、红

图 １　 准噶尔盆地石油探明储量增长趋势分布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ｒｏｖｅｄ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图 ２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探明储量增长趋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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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嘴、齐古等油田，期间合计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

量 ４８ １３８×ｌ０４ ｔ，年均新增 ２ ００６×ｌ０４ ｔ，证实了西北

缘克乌断裂构造带是一个有利油气聚集带。
３．２　 盆地深化勘探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期间为盆地深化勘探阶段。 由

于数字地震技术的应用以及油气成藏规律认识的

深化，油气勘探取得了新的突破。 西北缘发现夏子

街、风城、车排子等油田，准东地区及西北缘稠油勘

探获得突破，发现火烧山、北三台、三台等油田，期
间合计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６４ ７３７×ｌ０４ ｔ，年均

新增 ５ ８８５×ｌ０４ ｔ，充分展示了西北缘及盆地稠油勘

探前景。
３．３　 盆地腹部储量增长高峰阶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为盆地腹部储量增长高峰阶段。
随着三维地震技术、储层预测技术、地震成像技术、
油藏描述技术等广泛应用及地质认识的深化，在总

结勘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诞生了“梁控论”，油气运

移从高势区向低势区的规律，源外低势区所指的高

部位———梁是油气运移的指向，也是油气聚集的场

所。 这就是油气的“沿梁聚集”，简称梁聚论。 在

盆地中部发现了石西、石南、彩南、莫北、陆梁等油

田多是在这一理论下探明的，腹部地区成为这一时

期准噶尔盆地储量增长的主战场［８－９］。 期间 １２ 年

合计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 ８７ ４７５×１０４ ｔ，年均新

增 ７ ２９０×１０４ ｔ，为腹部储量增长高峰期。
３．４　 新区块、新层系突破阶段以及精细勘探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为新区块、新层系突破阶段以

及精细勘探阶段［１０］。 中国石化开始介入该盆地勘

探，自 ２００５ 年相继在盆地西部隆起发现春光、春
风、春晖等 ３ 个油田。 此外两大油公司通过精细勘

探又发现了新的油气聚集带和新的油气藏类型，例
如昌吉、滴水泉、莫西庄等油田，实现了老油田的持

续稳定增储。 该期间 １１ 年合计新增探明储量

８５ ７４４×１０４ ｔ，年均新增探明储量 ７ ７９５×１０４ ｔ，形成

该盆地又一个储、产量高峰期。

综上所述，准噶尔盆地油气增长趋势表现如下

特征：
（１）盆地虽然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油气储量

仍然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早期勘探阶段资源探明

速度为 ０．４％，经过深化勘探、精细勘探，资源探明

速度达到 １．５％（表 １）。
（２）各个勘探阶段储量增长高峰均为新油气

田的发现，即勘探效果的新突破。 例如 １９７７ 年的

高峰为百口泉油田的突破，１９８４ 年高峰期为克拉

玛依油田储量规模进一步扩大，１９９８ 年高峰期为

石西油田和百口泉油田规模扩大，２０１１ 年高峰期

为吉木萨尔凹陷上二叠统、风城油田侏罗系、车排

子地区春风和春光油田新近系的扩大。 ２００８ 年由

于克拉美丽大气田的发现，使准噶尔盆地 ２００８ 年

新增天然气储量达到一个高峰［１１－１３］，也使盆地天

然气储量达到高峰。

４　 近期盆地快速、高效勘探的启示

４．１　 近期盆地快速、高效勘探成果

进入“十五”以来，随着中国石化开始介入准

噶尔盆地勘探，先后发现莫西庄、春光、春风、春晖

等油田。 其中红车断阶带上发现的春光、春风油

田，在新近系储层中获得规模油气储量发现。
（１）春光油田：车排子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６ 日完

钻的排 ２ 井在新近系沙湾组试获高产工业油流，发
现了春光油田。

（２）春风油田：排 ６ 井为春风油田的发现井，
该井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４ 日完钻并突破出油关。 为扩大

排 ６ 井油层的含油范围，随后又钻探了排 ６０１ 井和

车浅 １－１ 井。 ３ 口探井均在沙湾组一段钻遇油层

并试获工业油流，发现春风油田。
（３）稠油领域勘探潜力扩大：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哈山西地区完钻的哈浅 １ 井在侏罗系八道湾组

蒸汽吞吐获 １０．５ ｔ ／ ｄ 工业油流；发现了春晖油田，
成为五千万吨级整装稠油油田。

表 １　 准噶尔盆地主要勘探阶段石油探明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ｖｅｄ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项目
盆地早期
勘探阶段

深化勘探阶段
腹部储量增长

高峰阶段
新区块、新层系突破
及精细勘探阶段

时间 ／ 年 １９５５—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发现油田
　 克拉玛依、百
口泉、 乌尔禾、
红山嘴、齐古

　 夏 子 街、 风
城、车排子、夏
子街

　 石西、石南、
莫北、陆梁油田

　 昌吉、 春光、 春风、 春
晖、滴水泉、莫西庄

合计新增储量 ／ １０４ ｔ ４８ １３８ ６４ ７３７ ８７ ４７５ ８５ ７４４
年平均新增储量 ／ １０４ ｔ ２ ００６ ５ ８８５ ７ ２９０ ７ ７９５

探明速度 ／ ％ ０．４ １．１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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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致密油资源的重大突破：中国石油在东部

隆起吉木萨尔凹陷发现了上二叠统的昌吉油田，
２０１２ 年提交探明地质储量 ７ ２０６×１０４ ｔ，同时在中二

叠统发现了可观的致密油资源，并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打

造致密油高效开发示范基地。 由此，形成准噶尔盆

地勘探开发历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常规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向“致密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迈进。
（５）特殊岩性勘探领域进一步扩大：克拉美丽

气田是准噶尔盆地陆粱隆起上发现的第一个大型

火山岩气田，于 ２００８ 年提交上石炭统巴塔玛依内

山组探明地质储量 １ ０３３×１０８ ｍ３，从而展示了特殊

岩性天然气勘探潜力。
４．２　 近期快速勘探突破的启示

（１）创新认识、大胆部署是车排子地区浅层获

得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
盆地西缘车排子地区新生界作为历经 ５０ 年勘

探而被忽视的层系，只有解放思想、敞开思维、强化

科研、创新勘探理论和技术，才能实现油气勘探的

突破。 研究认为，车排子地区是一个隐蔽油气成藏

聚集带，具备多源供烃、多期次、多层系、多类型、多
品位等特点。 ２００５ 年实施了排 ２ 井钻探，就是依

据上述新思路、新认识指导下部署，从而实现新近

系的突破。
（２）新技术的应用和地质认识的深化是勘探

突破、开发上产的重要保证。
春风油田具有油藏埋藏浅、储集物性好、开发

难度小、经济效益好的特点，该油田勘探的突破，得
益于利用三维地震资料进行砂体精细描述技术和

ＨＤＮＳ 稠油吞吐技术的应用，是油田勘探、开发、工
程、工艺高度一体化结合的典型案例。

（３）大型富含油气盆地，是发现大型油气田的

资源基础。
准噶尔盆地是一个大型叠合盆地，面积大、资

源基础雄厚，发育多套生储盖组合，目前盆地每一

个层系都发现了规模储量，且油气藏类型多样。 应

坚固树立“富油凹陷勘探无禁区”的观念。

５　 未来储量增长潜力预测

５．１　 根据探明程度预测

据 ２００５ 年最新资评结果，准噶尔盆地石油地

质资源量为 ５３．１９ ´１０８ ｔ，探明程度为 ４５．３％。 与我

国勘探成熟盆地（表 ２）和世界主要含油气盆地相

比，准噶尔盆地石油资源探明程度不高，其资源潜

力非常巨大。 按我国东部成熟盆地的平均探明程

度 ６３．０％计算，预计有 ９．４２ ´１０８ ｔ 的石油地质储量

表 ２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的石油资源探明程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ｖｅ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ｉｌ ｉｎ ｍａｉｎ
ｐｅｔｒｏｌｉｆｅｒｏｕｓ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盆地
地质资源
量 ／ １０８ ｔ

探明储
量 ／ １０８ ｔ

探明程
度 ／ ％

探明速
度 ／ ％

南襄 ３．６５ ３．０５ ８３．６ ０．８
苏北 ４．２７ ３．３６ ７８．６ １．１
松辽 １１３．０７ ７６．６６ ６７．８ １．４

渤海湾 １６７．６８ １１０．９３ ６６．２ ４．０
鄂尔多斯 ７３．５３ ４２．７１ ５８．１ １．０
柴达木 １２．９１ ５．０２ ３８．９ ２．２
准噶尔 ５３．１９ ２４．０８ ４５．３ １．５

　 注：资源量采用全国最新资评数据，储量采用全国油气矿产储

量通报；探明速度＝某年度年新增探明储量 ／ 地质资源量。

待探明；若按国外主要盆地平均石油资源探明程度

７７．１％计算，预测有 １６．９２ ´１０８ ｔ 的石油地质储量

待探明。
５．２　 根据探明速度预测

据统计（表 １，２），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深化勘探

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期间）石油探明速度平均为

１．１％；新区块、新层系突破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期

间）石油探明速度平均为 １．５％。 以前者作为低限、
后者为高限预测“十三五”期间可以新增探明储量

约为（２．９３～３．９９）´１０８ ｔ。
５．３　 根据勘探阶段预测

美国和前苏联等西方国家根据沉积盆地油气

资源探明程度，将油气勘探划分为 ４ 个阶段（表
３），准噶尔盆地正处在中期—中晚期勘探阶段，换
句话说，盆地近期仍会有各种规模油气田的发现。
５．４　 勘探潜力及方向分析

尽管准噶尔盆地油气勘探已经走过了近 ６０ 年

的历程，但是勘探程度很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地区分布不等；二是层位分布不均；

表 ３　 沉积盆地油气勘探阶段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ｓ

阶段 探明程度 ／ ％ 主要勘探特点

早期 １０～１５ 　 查明地质结构总规律、油气形成条件，在
此阶段一般可发现小型油气田（藏）

中期 ２０～２５ 　 普查勘探钻井效率很高，发现盆地或含油
气岩或含油气岩系中最大油气田（藏）阶段

中晚期 ３０～３５

　 在第三阶段极大地增加钻井工作量，而钻
探效率降低，发现油气田的数量增加，可能
发现不同规模油气田（藏），但其规模变小，
以中小型油气田（藏）为主

晚期 ４０～４５

　 该阶段要延续数十年，勘探工作效率很
低。 主要是发现一些小型油气田（藏），在此
阶段初期尚未探明的剩余潜在资源约为
３０％～ ４０％，并且分散在无数单独的油气
（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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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深度分布不同。 分布的不均衡既反映了含油

气盆地的复杂，也表明勘探领域仍十分广阔。
（１）勘探程度较低地区：泛指油气勘探尚未战

略展开的所有地区和老区有潜力的新区块，同时也

包括老区中勘探程度和认识程度较低的有利区块；
其次是目前评价相对较差的地区。 对于评价较差

地区的勘探，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地质认识

有所突破的前提下，才可以投入实物工作量。
（２）新层位：既有新区新层位，也有老区新层位。
（３）深层：深层是从埋藏深度上考虑，有老地

层的深层，也有新地层的深层。 准噶尔盆地的主要

烃源层在腹部及南缘的广大地区，埋藏很深，这些

烃源层在高—过成熟阶段生成的油气，有相当一部

分仍应保留在深层。 因此，随着勘探技术的进步，
走向深层势在必行。

（４）非常规资源：包括深盆气、煤层气、水溶气

等。 对非常规资源，目前投入很少，需要开展研究

和试验工作，搞清资源的数量和分布。

６　 结论

（１） 准噶尔盆地石油储量增长趋势表明，盆地

虽然经过 ６０ 多年的勘探开发，油气储量仍然呈现

持续增长的趋势，资源探明速度由 ０． ４％上升为

１．５％。据此预测“十三五”期间可以新增探明储量

约为（２．９３～３．９９）´１０８ ｔ。
（２）准噶尔盆地油、气探明程度为 ４５． ３％和

３０．３％，正处在中期—中晚期勘探阶段，预测还应

有（９．４２～１６．９２）´１０８ ｔ 的石油地质储量待探明。
（３）随着勘探开发程度加大，隐蔽性圈闭是准

噶尔盆地今后油气勘探的主要目标。 近年勘探快

速增储的领域主要为西北缘及腹部探区岩性油藏、
火山岩油气藏、致密油气藏及深大构造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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