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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

番
、

能源翻一番的战略 目标中
，

我国石油

地质科学面临着新的考验
。

油气普查选择的战略 目标
，

总是在一

定地质理论指导下的预测
。

这种预测
，

应

从客观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也必须解放

思想
，

勇于探索
。

我国油气地质情况
，

具

有 自已的一系列特色
，

各个地区的情况也

有许多差别
。

因此
，

在努力探讨我国地质

结构
、

盆地特点基础上
，

对以四新 �新地

区
、

新领域
、

新类型及新的勘探深度 �为

内容的第二轮普查
，

从观念立论
�

�作必要

的分析
，

已是当务之急
。

一
、

对我国地质结 构和 含

油气盆地特征的初步分析

“没 有 盆 地
，

也 就 没 有 石 油”

��
。

��������
，
�����

。

某些出身于北美研究全球构造和盆地

分类的地质学家
，

喜欢用 “中国式盆地 ”

�������� ����� �一词来表达中国含油

气盆地的风格���
。

正如在地球的其它地段

上
，

再也没有象青藏那样厚的地壳和高山

那样
，

我国地质结构和油气盆地独特风格

的铸成
，

有它在全球整体中的特殊部位和

演化背景
。

在中国
，

印支运动后的大陆经历
，

在

控制中新生代油气繁荣方面
，

虽与内华达

运动后的北美大陆一样
，

都有巨大的变革

���
，

然而
，

由于我国在该阶段处在一个三

面挟持的钳形地带上
，

使这块华力西运动

以来 一度统一了的块体
，

在新的阶段中表

现出了比其它大陆更强的活动性
。

广泛影响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东部的燕

山运动
，

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大陆东部的

收缩和西部的伸展
，

显著展现于 我 国 西

缘
、

南缘� 使青藏高原崛起的喜山运动
，

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大陆西部的收缩和东

部地壳上部的蠕散和伸展
，

是使中新生代

中国地质打上印记的两期最重要运动
。

这

些后印支经历
，

与印支以前这块大陆合了

又分 �统一的晚元古代中国古地台以及寒

武纪中后期的再分裂 ����
，

分了又合 �早

古生代槽台对立及石炭二叠纪以来的再次

统一 �的演化叠加在一起
，

使中国油气盆

地的实体
，

具有下述特色
。

�一 �当今不同性质的西太平洋大陆



第�期 孙肇才等
�

试论发掘我国油气资源潜力的理论道路和方向

边缘

我国不仅有长达万公里的海岸线
，

还

有平缓宽阔的以大陆架为主体构成的当代
，

西太平洋大陆边缘 �中国大陆边缘 �
。

在

这个边缘上
，

大体以台湾海 峡 为 界
，

北

面
，

以东海海盆为主体的区域
，

是一个带

有沟
、

弧
、

盆系统的主动大陆边缘或挤压

边缘���
。

位于这个边缘上的冲绳海槽
，

东海

陆坡盆地
，

以及外陆架西侧的狭义的东海

盆地
，

是奠基在早第三纪渐新统以前褶皱

隆起背景之上
，

具有不同时序的一套断陷

盆地
。

内中
，

冲绳海槽 �一个上新统以来

的拉张槽 �对钓鱼岛以西的东海盆地东侧

来说
，

东海盆地经受的先张后压 的 经 历

—表现在前上新统底部区域不整合面上

—
是清楚的

。

因此
，

这里就产生了为两

个主要不整合面所分开的时序和性质不同

的三套盆地
�
内陆架地区的前上渐新统断

陷盆地 �� �

一� �� 外陆架西侧以中新统

为主体的先断后坳盆地� 以及发生在前渐

新统褶皱隆起轴部基础上的以上新统沉积

为主体的冲绳海槽 �断陷 �盆地
。

南面
，

即以珠江 口盆地为主体所在地区
，

是另一

种特色
。

这里
，

从地壳主要呈单层结构和

厚度不足十公里的南海深海平原
，

到水深

���一����米间
、

地壳具过渡特点的陆坡
，

再从陆坡到平缓宽阔的陆架和广东陆地
，

它们之间
，

伴随地壳厚度的增大
，

是个连

续统一的整体
，

是一个被动的大 陆 边 缘

���
。

与东海对比
，

该区上渐新统以下的沉

积盆地 �� �
一� �

，

具有与 上 部�
�

一�
�

盆地不同的构造方位及明显的在陆地新生

代地堑系中普遍出现的盆岭式结 构 ���一

��� ��� ����� ������ �� �
。

上新统 底

部 �地震界面���的不整合也远不及东海

清楚
。

这些不同之点
，

反映了西太平洋边

缘海的不同性质和不同阶段的演化
。

�二 �两条边界锋线和受其控制的三

种中新生代油气盆地基本类型

大体以贺兰山
、

龙门山
、

康滇地轴和

大兴安岭
、

太行山
、

雪峰山两条 界 线 为

界
，

可把我国大陆内部的中新生代含油气

盆地
，

分作西部
、

中部和东部三种不同性

质的基本类型
。

它们是两条边界锋线影响

下的产物��
。

可 以从这种影响中
，

从动力

学上
，

把板块内部和板块边缘的演化联系

起来
。

作为大陆东部的一条锋线和边界
，

当

库拉板块在中生代早中期以北北西方向
，

向欧亚大陆北部作�式潜没时
，

伴随壳下

物质的分异
，

在我国东部滨太平洋区内
，

因左旋扭动
，

形成北东向的压扭性盆地
、

隆起以及隆起上的低序次的盆岭构造
。

中

国西部
，

此时处于拉张环境
，

形成若干以

侏罗纪沉积为主体的分割断陷���
。

中新生

代晚期的变革
，

与早期相反
，

当青藏块体

因特提斯海消亡
，

作为中国西部的一条锋

线
，

因青藏与印度次大陆的聚敛
，

中国西

部因挤压收缩形成以柴达木为代表的压性

盆地 � 中国东部
，

因地壳蠕散而导致拉张

状态
，

形成以晋陕
、

豫西
、

华北
、

豫皖
、

苏北为代表的地堑系�����
。

居于中间部位
，

以四���和鄂尔多斯盆地为代表的地区
，

兼

受上述两种影响及过渡
，

在早古生代克拉

通及克拉通边缘和上古生代过渡阶段背景

上
，

形成带有中新生代褶皱镶边 及 前 渊

����������的前陆式盆地 〔�〕〔�〕
。

�三 �大陆相及过渡阶段沉积体系

由于一度在 中国地台上 �一个晚古生

代统一起来的克拉通 �广泛覆盖的海水
，

自早二叠世和晚三叠世
，

从我国北方和南

方分别退出
，

我 国的中新生界
，

包括北方

�� 朱夏等����� �
，

中国的中新生代 构 造 与油气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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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阶段的石炭二叠系以大陆相为其主要

内容
。

这种特征
，

与在国外从海相积累起

来的找油实践联系在一起
，

一度使不少中

外地质学者对我国油气资源潜力 表 示 怀

疑
。

我国的实践证明
，

陆相不仅可以形成

油气田
，

还可以形成巨型油气田
。

松辽
、

华北
、

四川
、

鄂尔多斯等油气区的发现
，

不仅丰富了陆相生油的理论
，

也丰富了陆

相及过渡阶段沉积学的研究内容
。

值得进

一步总结的内容有
�

�
�

过渡阶段 “边陆湖盆 ” 与印支期后

内陆湖盆和近海湖盆概念的建立 �� �

�
�

与以往单纯大湖思想构成对立
，

在

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槽盆 �断陷湖 �
、

广盆

�坳陷湖或平原河湖相区 �等概念�

�
�

要把河流相的地位提到 日程上来
，

它们不仅是陆相沉积体系中的重要成员
，

也是中新生界油气盆地中重要的 储 油 岩

系〔��〕，

�
�

从华南下石炭统的测水煤系
，

到我

国东北下第三系的煤系
，

在我国总计有八

个重要 的 聚 煤 期 �� �、 � � 、
�� 、 � �、

�� 、 � �

一�工一 � 、

�。一�
，、 �厂

� �
。

它 们

是过渡阶段和中新生代盆地阶段的重要成

员
，

是预测我国行将有一个勘探天然气高

潮的资源基础
。

�四 �具有中新生代褶皱镶边和上覆

有前渊的五个克拉通边缘

就象北美近代石油工业的启蒙是从克

拉通内部
，

而真正的繁荣是向北美地台边

缘转移以后那样
，

有中新生界第二轮回覆

盖的古生代大陆边缘
，

在世界各地经常都

是富含油气的产地〔��
，

��〕
。

以我国扬子地台西缘 �川西北 �和东

缘 �川湘鄂及下扬子的苏浙皖 �
、

华北地

台西缘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 �和南缘 �大

别山北侧 �
、

塔里木地台南缘 �麦盖提斜

坡 以南 �为代表的我国几个克拉 通 边 缘

������� ������ �
，

是在我国晋宁运动

之后古生代槽台对立发展阶段的产物
。

与

国外同类型相比
，

它们 以个体较小
、

数量

较多以及普遍具有中新生界第二轮回覆盖

为特征
。

这些特征
，

决定了它们在含油性

上的下述一些值得重视的共性
�

�
�

具有大的沉积上的面积与 体 积 比

���� ��

�
�

在克拉通边缘上发育的向克拉通方

向合并尖灭的楔体������� ������������“

����� �
，

利于形成沉积圈闭
，

后期 的侧

向挤压和滑褶系统
，

形 成有利 的 构 造圈

闭〔��〕�

�
�

中新生代的多期运动
，

迫使上覆前

渊�句克拉通方向迁移 ��������� ������

���� �〔��〕
，

使前期已变形的前渊和 早 期

向克拉通方向上超的楔体
，

得以深埋和保

存�

�
�

新生的造山带 �镶边 �
，

在迫使沉

积中心或沉降中心向克拉通方向迁移时
，

伴随陆源物质供应方向和方 式 的 改变
，

在不同时期前渊两侧特别是近山麓一侧位

置上
，

因上超
、

底超
、

两线 �岸线
、

尖灭

线�一面�不整合面 �
，

以及与形 变 的 结

合
，

有利于形成各种类型的圈闭，

�
�

这种镶边上的形变
，

经常是一种上

部复杂下部简单的滑褶系统
，

以发育逆掩

断裂带 ����������� �����为特征
。

�五 �叠加盆地

中国地质结构的上述四项特征
，

集中

反映在 “中国型盆地 ” 所发育的叠加结构

��孙肇才������
，

中国东部滨太平洋区新生代地壳变动的主要方式�会议资料�

��地质部第三普查勘探大队������
，

陕甘宁盆地石油地质成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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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群 �上面
。

一九八一年
，

朱夏从盆地的实体理解

出发
，

把组成我国中新生代的盆 地 原 型

���������� �分 作 �
、

� 、
�

、
�

、
�

、

�
、

�七种 ��
。

新近
，

朱夏又把我国 古 代

的 盆地原型 分 为 � 、
�

、

叭 �
、 � 、

�等六

类〔��〕
。

所谓叠加
，

就是印支前后两个 世

代
、

两种体制和不同时序盆地原 型 的 组

合
，

就是�一�对 �一�的叠 加
。

这 样
，

就

产生了若干种盆地组合
。

对我国中部和东

部来讲
，

主导或重要的组合方式是两种类

型的叠加盆地
。

一种是川西北和鄂尔多斯

西缘式的叠加〔的 � 一种是华北或苏北式的

叠加〔��〕
。

前者
，

是一个由中 生 代�式 俯

冲 ��一����� ����� � �� �形成 的 移动

前渊
，

叠加在一个古生代一早中生代克拉

通周边 ������� ������ � ���上 �后者

是或主要是新生代拉张地堑���对中 古生

代 � �苏北 �� � � �冀中 �在不同部位的

上叠
。

以上五点
，

既是我们对中国地质结构

和盆地特点的认识
，

也是我们找油信念的

基础
。

二
、

几项重要的找油

�气 �观念

石油地质学是建立在诸如构 造 地 质

学
、

沉积岩石学
、

古生物学
、

地球化学等

地学分支之上的一门应用科学
。

积我们过

去三十年在陆相找油中的某些经验
，

再结

合地球科学进展
，

形成一些指导找油的观

念是非常重要的
。

我们正在酝酿的一些观念
，

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

�一 � “油气多源论 ” 的观念

油气的生成
，

主要取决于沉积岩中各

种分散的或富集的有机物质在地史演化过

程中的热成熟作用
。

温度是主要因素
，

同

时与时间
、

压力 〔‘�〕等条件有 关
。

油 气

的形成是沉积岩系中一个普遍而又特定的

地质现象
，

应用某一种固定的成因观点或

模式去指导普查勘探
，

会束缚人们向新的

领域探索
。

在五十年代
，

我们打破 “海相

生油论 ” 或 “陆相贫油论
” 的局限

，

勇于

向陆相湖盆沉积区进军
，

闯出了 一 条 新

路
。

今天
，

我们也不能为我们已熟悉了的

中新生代陆相湖盆中找油的经验所局限
，

应当勇于向丰富多彩的各种沉积领域开展

工作
。

我国是世界上沉积岩赋存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
，

各种沉积岩体积之和达到����万

立方公里
。

它们中
，

不仅有已为我们所熟

悉的中新生界陆相以碎屑岩为主的沉积体

系
，

还有不同时代的陆相或近海煤系
，

特

别是晚古生界至早中生界的
“过渡沉积 ”

以及各种类型的海相 �以碳酸盐 岩 为 主

体 �沉积岩系
，

都具有油 �气 �形成的地

质
、

地球化学基本条件
。

�二 �盆地实体
、

叠加盆地或 “沉积

盆地群体 ” 的观念
。

在我国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
，

以多期

及不同运动体制造就了多层序的沉积盆地

原型的叠加群体
，

有的可以由印支运动以

来的中新生代盆地所概括� 有的则以其它

盆地原型
，

代表另一种体制的产物组合起

来
。

在这里
，

沉积盆地
，

已不再受形态或

地貌
、

地理概念的约束
，

更多地考虑到它

作为一个实体的盆地最新概念 〔“学〕
。

在第一轮石油普查工作中
，

工作对象

��朱夏等������
，

中国的中新生代构造与油气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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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滨太平洋区的中新生

代断陷一坳陷盆地群
，

对 于 中部和 西 部

的压扭性和挤压型盆地群研究尚少� 对于

克拉通 内部盆地研究较多
，

而对 不 同 时

代
，

特别是古生代的克拉通边缘盆地研究

尚少� 对于作为习惯上称为
“盖层 ” 的中

浅层盆地研究较多
，

而 对 于 “
盖 层 ” 与

“基底” 间的过渡沉积实体研究尚少� 对

于盆地的某一个局部往往研究较多
，

而对

盆地整体的全面解剖注意不够
。

组成叠加盆地的各个盆地原型之间
，

不是简单的重叠
，

有必要象研究鄂尔多斯

中生代盆地变迁那样 ‘�
，

从各个实体在时

间
、

空间上的组合及迁移规律方面� 从相

互间的接触和结合方面
，

去探索新的含油

�气 �领域
，

去发现产生新类型 的 可 能

性
。

一个大型叠加盆地群体
，

就是一个有

潜在含油 �气 �远景的整体目标
。

它本身

的演化
，

提供了进行纵横延伸普查勘探的

客观地质条件 ���〕
。

任何一个具有 这 种

特点的叠加群体
，

都不是在一轮工作中可

以查清的
。

�三 � “生储盖多种组合类型 ” 的观念

我国地质构造演化的多期多层序的特

点
，

反映在石油地质上面
，

不仅仅是生
、

储
、

盖层在沉积过程中的纵横向配置的迭

次发生
，

而且由于后期改造的程度与表现

形式不同
，

必然产生复杂得多的组合与类

型
。

晚期生油学说的提出
，

更使这一观念

有了新的内容
。

任何一套富含有机物质的沉积岩系
，

为促成其发生油气形成和富集过程
，

均需

一个密闭热力系统
，

通常所说的覆盖层是

个重要条件
。

这种封闭覆盖条件
，

不应仅

理解为沉积覆盖
，

还应当包括类似逆掩推

覆体的构造覆盖
，

也应当包括火 山 岩 覆

盖
。

此外
，

在某些特定地质环境中
，

生
、

储
、

盖三位一体的情况
，

或许多生油岩本

身就是储油 �气 �岩的情况
，

以 及 火 山

岩
、

变质岩可作为储油岩的情况
，

都为过

去认为不具备配套条件的地方开展普查勘

探提供了可能
。

�四 � “油气藏组合序列” 的观念

普查勘探工作的实践表明
，

油 �气 �

藏总是由当地的具体圈闭配套条 件 所 控

制
，

业没有到处可以适用的固定 成 因 模

式
。

而且
，

不同类型的油气藏
，

总是受特

定地质规律所决定而组合在一起 的 �� “〕
。

每一个单一的油气聚集 �油气藏 �
，

都处

于组合序列之中
，

彼此间都有沉积或构造

上的成因联系
。

当找到其中一个之后
，

就

会依次发现其它
。

在叠合盆地群体的不同

部位
，

油气藏序列的习性也不尽相同
，

当

人们正确地掌握或构思出盆地群体的每一

个实体的内部结构之后
，

就可以对待发现

的油气藏类型进行科学的预测
。
��������

石油公司����年在西加盆地高密度勘探区

内新发现霍德雷 ���������特 大气田的

经过
，

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
。

�五 � “圈闭类型多样性 ” 的观念

背斜圈闭类型在我国各地区油气普查

勘探中仍然有现实意义
，

但各种隐蔽的非

构造圈闭
，

特别是地层
、

岩性和不整合圈

闭
，

正在为人们所重 视 〔’�〕
。

此 外
，

某

些特定条件下的深盆气圈闭 ����� �����

��� ������，��
、

压力异常圈 闭 等
，

也

已不断有所发现
。

在大量晚期构造运动形

成的圈闭已经进行勘探的地区
，

对潜伏的
“适时的” 圈闭的研究

，

已经证明在发现

��孙肇才������
，

对鄂尔多斯盆地形成和中生代沉积坳陷带发展演变等几个问题的讨论�内部资料�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考察组 《赴加拿大石油地质考察报告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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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方面有重大意义
。

在普查阶段就注

意到圈闭类型的多样性
，

注意沉积体系的

建立与研究 〔�� 〕，

根据本 地 区 的地质特

征作出预测
，

对于部署工作
，

选择技术方

法是重要的
。

石油地质科学概念的新发展
，

要求我

们对我国的区域地质结构有更确 切 的 认

识
，

对叠加盆地群体的演化有更全面的分

析
。

从科学的系统概念来说
，

以形成油气

的物质基础为出发点
，

以发掘那 些 被 掩

盖
、

被埋藏和被隐蔽的领域为新对象
，

从

勘探层之间的联系和组合入手
，

去注意搜

寻各种类型的圈闭
，

是我们工作的必由之

路
。

三
、

向
“

四新
”

进军

世界油气普查勘探的历史和 经 验 证

明
，

油气工业每一次跨台阶的进展
，

无一

例外地是与一个新地区
、

新领域的突破或

新类型的发现密切相关
。

明显的实例
，

莫

过于苏联及美国油气工业发展的道路及历

史
。

我国油气盆地的多层结构
，

为以 “四

新
” 作内容的第二轮普查工作从延伸勘探

角度上铺平了道路
。

根据新近的调查以及我们对中国地质

结构的分析
，

我们提出下列八型二十八域

作为今后工作选择和研究的对象
�

�一 �在克拉通边缘基础上 发 展 起

来
、

具有中新生代褶皱镶边的五个大陆边

缘及上覆前渊
�

�
�

扬子地台西缘 〔川西北 �

�
�

扬子地台东缘 �川
、

湘
、

鄂交界及

下扬子的苏
、

浙
、

皖 ��

�
�

华北地台西缘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

的天环向斜及毗邻的
“
贺兰 褶 带

’夕
中 南

段 �

�
�

华北地台南缘 �大别山北侧 �

�
�

塔里木地台南缘 �西南坳陷及麦盖

提斜坡 �

上述地区
，

或具有 这 种 特 点 的 其

它地区的地质构造共性是
�
具 有 平 面上

互为联系的三种 不 同 结 构
，

分 别 相 当

�
�

�
�

���������划分的克拉通中央
、

克 拉

通过缘�未变形的前渊覆于其上�及变形克

拉通边缘 沙�〕� 时间或剖面
�

匕是印支 前

后两个世代
、

三种体制 �包括过渡阶段 �

和六个以上不同 层 序 ��������� �的 叠

加 〔�“〕� 一般 �不是全部 �都有 前 渊 发

育
，

而且不同层序前渊向克拉通方向的迁

移规律也是清楚的
。

�二 �中国东部主要受控于印支运动

以来摺皱隆起背景上的断陷 �半地堑 �盆

地群
�

�
�

松辽盆地南部及东北其它盆地中的

上侏罗一下白坚系 ���一�
� �

�
�

华北北部 �燕山及太行山山前发育

明显 �
、

苏北及南黄海中的侏罗
、

白垄系

�
�

华北
、

苏北早第三纪断陷中的隐蔽

圈闭序列

这些原体的共同特点是
�
薄的地壳

、

高的地热流值
、

多旋回的火山岩及沉积体

系中部发育的浊流沉积
、

半地堑或盆岭式

结构以及盆地产生的
“
基底

”
隆起和地壳

深部背景
。

�三 �在克拉通内部有中新生界第二

轮回覆盖的古生代大型隆起
�

�
�

上扬子地台上的川中古隆起
��

�

华北地台上的鄂尔多斯中央 古 隆

起 ��，〕

��
�

塔里木地台中部的柯坪一巴 楚 古

隆起

从已有的横过三个古隆起的 地 球 物

理
、

钻井和区域地质资料分析
，

这些地台

上的古隆起具有
“
陆核

” 发育的性质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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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元古代及早古生代沉积明显控制外
，

对晚古生代沉积和岩相的控制也 是 清 楚

的
。

以鄂尔多斯为例
，

这个分开西部 �贺

兰山至平凉 �和东部 �子长以北至黄陵 �

上元古界坳拉谷的古中央隆起
，

在早古生

代沉积时仍然活跃
，

经过中奥陶世至中石

炭世前的沉积间断和剥蚀
，

自中 石 炭 世

起
，

沉积分别向今构造盆地中央 ����
。

一

���
“

�超覆
，

其东侧
，

是华北地台相的中

石炭世威斯法期的本溪组
，

厚度一般小于

��米
，

沉积西界在东胜至韩城稍西� 其西

侧
，

是相当纳缪尔至威斯法期的 羊 虎 沟

组
，

沉积东界在东经���
。

线左右
，

当时两

个海域还不连通 〔” 〕
。

关于这些隆起的含

油气性
，

或许可从已暴露于地表的黔中古

隆起和其东侧麻江古油藏的发现中得到某

些启示 〔�。〕
。

�四 �大型地台区与上部古生界近海

煤系有关的过渡沉积体系
�

��
�

鄂尔多斯
、

沁水及北华北的石炭
、

二叠系

��
�

塔里木地台上的石炭
、

二 叠 系

��洲东地区的石炭
、

二叠系

��
�

南华北的石炭
、

二叠系

上述这些地区的石炭
、

二叠系
，

都是

在经历早古生代槽台对立之后和形成统一

的 “古亚洲” 阶段的一套过渡沉积体系
。

其中
，

把南华北当作一个有别于北华北的

独立地区提出来
，

不仅因为这里有比北华

北更高的含煤层位
，

有更近海的潮湿气候

和环境
，

根据不断积累的大别山 区 测 资

料
，

这里还可能是一个上部古生代的大陆

边缘
。

�五 �褶皱带基础 上 的 塌 陷 盆 地

��������� ����� ����〕�

��
�

准噶尔及其它以早海西褶皱 为 基

础的石炭
、

二叠系

��
�

河西走廊 �包括中宁
、

中 卫 区 �

及其它在晚加里东褶皱基础上 的石炭
、

二

叠系 �“�〕

新近在准噶尔盆地中的进展
，

以及早

已载入历史的中卫地区石炭系地 面 油 砂

岩
，

都启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天山两

侧直到华北地台西侧石炭
、

二叠系盆地的

演化
。

�六 �有中
、

古生界保存的逆掩推覆

带和复杂构造 �以滑脱型为主 �区 �

��
�

以马家滩一沙井子叠瓦式逆 掩 带

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西缘断褶带

��
�

位于川西大断裂与香水大断 裂 带

之间的川西北龙门山山前逆掩带

��
�

下扬子地区的中古生界 �构 造 型

式以茅山剖面为代表 �

��
�

桂中
、

黔南及湘中地区

��
�

中国西部的山前带

不避与盆地原型划分的重覆
，

作为一

种构造型式独立地把上述几个地 区 列 出

来
，

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的某些共性以及

作为一种独立找油新领域的重要 性 〔““〕
。

�七 �有巨厚上元古一下古生界保存

的拗拉谷 ���������� � ���〕�

��
�

鄂尔多斯西缘的上元古一下 古 生

界

��
�

陕北地区由地震��一 �‘圈定 的 古

凹陷
��

�

由地震��一�‘显示的冀中文 安 斜

坡上的古凹陷

�八 �近海大陆架及陆坡盆地
�

��
�

东海陆架盆地及陆坡盆地

��
�

南海陆架盆地及陆坡盆地

��
�

近岸入海三角洲中的 浅 成天然气

四
、

前景展望

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
，

存在上面 已经

先后提到的四个主要的找油气领域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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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中新生界陆相为实体组成的盆地， 第

二是以上部古生界石炭
、

二叠系为主休组

成的过渡阶段沉积体系�
�

第三是古生界
，

包括一部分中生界在 内的以海相沉积为主

体的台地及斜坡区 � 最后一种
，

也是潜力

最大的是西太平洋大陆架及陆坡区
。

多领域的客观地质条件
，

非均一的构

造格局
，

以及印支前后变异的历史沿革
，

是我国有利的资源条件
。

概括说来是
�

�
�

有一个庞大的沉积实体�

�
�

从全球构造分析出发
，

这个实休所

处构造部位并非不利 ，

�
�

不同类型
、

不同机制形成的盆地或

领域存在多种地质构造型式
，

可以形成多

种类型的圈闭条件 �

�
�

我国天然气资源领域广阔
，

潜力很

大�

�
�

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 也 很 丰

富
。

朱夏����年在题为 《石油普查的广阔

领域 》一文以及后来在联合国长远能源会

议答辩中
，

应用类比法估算我国石油资源

潜量上限是六百亿吨
。

这个数字与工业部

门分析数字
，

以及与关士聪公布的三百至

六百亿吨的匡计数相互贴近〔��〕
。

参 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仄 ��
�

�� ��� ������
�

�� �
�

〔�〕朱夏
，

中国含油气盆地大地构造特征及有关
问题

，《中国大地构造问题 》 ， ����，

科学出版社
〔�〕黄汲清

，

中国大地构造基本轮廓
， 《地质学

报》， ����， 第��卷
，

第�期
��〕�� � �� �����

， �
�

�
� ， ����， 岩石圈板块

对俯冲带的运动
�

边缘海和活动大陆边缘的形

成
， 《海洋地质译丛》，

第�期
〔�〕冯志强

、

曾维军
，

珠江口盆地的构造演化与

南海之形成
， 《地质学报》 ，����，

第��卷
，

第�期
〔�〕王宁国

，

正牵引构造及其找油意义
， 《石油

与天然气地质》 ， ����，第�卷
，

第�期
��〕高名修

，

华北断块构造区的现 代 引张应力
场

， 《地震地质》， ����， 第�卷
，

第�期

上述不无根据的估算
，

与当前我国经

过勘探拿到手的证实储量相比
，

表明在我

国油气资源领域内
，

即使不考虑非常规资

源
，

也不存在
“有而严重 ” 的能源危机

。

以下
，

是笔者根据调查分析资料
，

对

我国未来十年或稍长时间内油气资源形势

发展的预计 �

�
�

海
�

七油气勘探会有很大发展
，

将成

为我国油气的重要基地，

�
�

陆地上的中
、

东部
，

将会出现一个

勘探天然气的高潮
，

我国天然气的储量和

产量将有大幅度增长
，

并将对后十年的能

源结构和布局发生重大影响，

�
�

我国西部的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将

被证实为大型油气区�

�
�

隐蔽圈闭油气藏
、

碳酸盐岩或海相

地层产出的油气会有重要突破
，

将会成为

普遍的勘探对象�

�
�

非常规油气的调查与勘探会有一定

开展 ，

�
�

普查勘探的深度将继续有所延伸
。

本文是在调研组集体研究分析的资料

基础上完成的
，

文字由孙肇才
、

郭正吾执

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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