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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研究迈上新台阶

———第四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北京召开

汤良杰，庞雄奇，吕修祥，姜振学，向才富
中国石油大学盆地与油藏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２２４９

　　由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石
油地质专业委员会、北京石油学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

学部、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石油大学共

同主办的“第四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

讨会”，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１６日在中国北京顺利召开。
共有２６０余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分别来自俄罗斯、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挪威、德国、韩国以及国内的１８个
科研院所和３４个油田公司。这次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和摘
要１１６篇，其中大会主题报告２８篇，分会交流３４篇。

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包括含油气盆地流体历史分

析、岩性地层油气藏成藏机理、叠合盆地油气成藏机理、海相

碳酸盐岩油气成藏机理、非常规油气资源成藏机理以及油气

资源评价方法、理论体系和应用等。会议致力研讨油气成藏

机理和油气资源评价的发展方向，了解国际研究的前沿动

态，促进研究领域的学术繁荣与进步，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的

沟通和交流，推动新世纪油气成藏机理和资源评价理论与实

践快速发展。这次大会的特点主要为：

（１）围绕会议主题全面展示了国内外油气成藏机理和资
源评价研究的最新成果：会议紧紧围绕油气成藏机理和油气

资源评价展开，提出了“油气成藏学”的概念体系，并着重阐

述了区域油气成藏学研究的方法体系；深入探讨了异常压力

条件下油气成藏的过程。体现了油气成藏机理研究中的两

个主要趋势：① 由单一成藏要素的研究转向不同要素之间
耦合关系的研究；② 由以沉积、构造等固体框架转向以流体
为核心的成藏动力学研究。大会不仅反映了北美、南美、中

东、俄罗斯和非洲的油气勘探进展，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我国

在油气勘探中的系列重大进展，如西部塔里木盆地轮南－塔
河油田、克拉２气田、中部四川盆地普光气田和东部渤海盆
地的蓬莱１９３油田、松辽盆地的徐家围子大气田和南海北
部陆坡深水扇气藏等。

（２）突出油气成藏机理和油气资源评价方法研究：大会
全面展示了油气成藏机理和油气资源评价研究的方法体系，

主要包括：① 以油源对比为基础的混源定量分析技术，② 以
示踪分析为基础的油气运移输导体系分析识别技术（特别是

含氮化合分析技术），③ 以自生伊利石和流体包裹体分析为
基础的成藏期次分析技术，④ 基于温度、压力和应力场的油
气成藏动力学分析技术，⑤ 含油气系统分析模拟技术等。
详细阐述了不同方法体系的原理及其值得重视的科学问题

和方法。国内外资源评价的方法体系也在逐渐并轨并相互

完善，表现在以油田规模序列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Ｄｉｃｏ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ｇ）为代表的反演模型和基于门限控烃理论的正演模型互
相补充，形成了完整的油气资源评价的方法理论体系。

（３）突出理论研究，服务中国油气勘探实践：我国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十一五”末，我国原油缺

口为１．５亿吨以上，到 ２０２０年原油缺口可能加大到２．５－２．
７亿吨，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资源消耗与压力。解决上述问题

的关键是理论研究与创新。我国经过了５０余年的勘探，剩
余油气资源品位变差、赋存环境复杂，目标隐蔽性大，创新的

难度越来越大。我们组织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要交流各单

位近几年来理论和方法创新上取得的重大突破与成果，进而

推动我国当前的油气勘探。

（４）关注世界油气成藏研究与油气资源利用方面的新进
展：对制定我国的油气勘探战略和指导我国的油气勘探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发展我国的陆相油气成藏理论和资

源评价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外对非常规油气资源，

特别是深盆气、煤层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资源的成藏机理研

究起步早，认识程度高。他们的探索和成果对我国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避免国家能源安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这次大会，可以对近年来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

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作一简要概括：（１）油气成藏机理研究
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油气勘探领域中的一项核心的科学研究

内容：“油气成藏学”、“油气成藏区”、“油气成藏域”等概念

的提出标志着油气成藏机理研究在油气勘探中的基础地位

得以确立，它涉及到油气生成学、油气运聚动力学、油气藏分

布规律与油区构造地质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在新的油气

成藏理论指导下，我国完成了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和新

一轮油气勘探战略选区，为我国制定“十一五”后的油气发展

战略提供了地质依据。

（２）隐蔽油气藏成因机理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胜利油
田、大庆油田、渤海油田、塔河油田、普光气田等）：近年来，在

中国石油年增探明储量中，岩性地层油气藏所占比例已经接

近６０％，成为新增储量的主体。松辽盆地在三角洲前缘的葡
萄花油层和扶杨油层勘探成果显著，在葡萄花油层累计发现

了１个亿吨级勘探目标区，６个５０００万吨级储量规模区，“十
五”期间累计提交三级石油储量６．４亿吨，呈现了满洼含油
的场面。扶养油层发现了４个５０００万吨级储量规模区，累
计提交三级储量２．６亿吨。同时，我国胜利、苏北、中原等１０
多个探区的隐蔽油气藏勘探频频告捷，先后发现了１个亿吨
级勘探目标区、６个５０００万吨级目标区、５个３０００万吨级目
标区，累计探明储量７亿吨，直接经济效益２０００亿元。胜利
油田隐蔽油气成藏机理的研究诞生了“断坡控砂、复式输导、

相势控藏”理论、“网毯式”油气运聚模式和坡折带油气勘探

理论；大庆提出了相带控油、向斜成藏的新观点；渤海油气勘

探提出了山－沟－坡－面耦合控砂原理等系列理论成果，有
效地指导了中国隐蔽油气藏的勘探实践。

（３）中国前陆盆地油气成藏研究获得重大突破：西部叠
合盆地剩余油气资源量约４３．４％，占全国的近一半，勘探潜
力巨大。在我国西部叠合盆地剩余资源的７５％又集中分布
在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中，近十多年来，在这两个盆地中发

现了我国最大的海相砂岩大油田，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油田

和最大的陆相高压大气田，建成我国＂西气东输＂的主要气源
基地，并已经形成了每年２０００多万吨的产能，显示出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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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潜力。

（４）古生代深层海相碳酸盐岩油气成藏研究取得重大
进展：近年来，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逐渐建立了塔里木古生

界碳酸盐岩海相油气地质理论，丰富和完善了碳酸盐岩成油

理论、碳酸盐岩岩溶缝洞型油气成藏理论、叠合盆地多期成

藏理论及复式油气成藏理论。理论的进步带动了塔里木产

量和储量的增长，塔河油田勘探井成功率达７５％，达到了世
界同类型油藏勘探的领先水平。短短５年间，该油田含油面
积由“九五”末的 ６３０ｋｍ２，到“十五”末已经拓展为 ２５００
ｋｍ２，“十五”末上报三级储量约１８亿吨油当量。中国南方碳
酸盐岩领域油气勘探也获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普光大气田，

上述油气勘探和理论进展为实现西部资源接替奠定了坚实

基础。

（５）深层潜山与火山岩油气成藏研究正在取得重大突
破：辽河油田东西坳陷建立了潜山内幕１６００ｍ下油气成藏
模式、大庆油田揭示了徐家围子地区深部火山岩体的富气特

征。这些成果展示了中国东部深层油气勘探具有广阔的前

景，为今后开展大规模勘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宝贵的工作经

验。

通过这次大会的研讨，也认识到当前油气成藏机理与油

气资源评价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主要包括：

① 我国西部叠合盆地油气成藏机理研究正在努力探索中，
调整型、改造型、破坏型油气资源的评价方法有待发展和完

善；② 大型坳陷型盆地深层致密油气藏的成藏机理研究正
在探索中，致密型构造油气藏、致密型岩性油气藏和致密型

深盆油气藏目前还难以明确分开；③ 东部陆相盆地又出现
了新的储量增长高峰期，已有的资源评价理论在实践中又一

次遇到了新的挑战；④ 海域第三系沉积盆地中高温压条件
下的油气成藏机理不清，难以进行资源潜力预测。

油气成藏机理和油气资源评价是油气勘探研究中两个

理论性较强的课题。长期以来，一大批科学家在这一领域中

坚持不懈地开展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陆相生油

理论和陆相成藏理论及其实践成就反映了我国老一代油气

地质工作者对世界油气地质理论的发展和对中国油气勘探

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为我们当前和未来的油气地质工作者

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能够面对问题，知难而上，为

推动世界油气地质理论和我国油气勘探事业的发展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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