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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气因其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在航天工

业、导弹武器工业、低温超导研究、半导体生产

等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氦气资源需求逐年

增加却长期依赖进口，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

氦气资源调查程度低，家底不清，发现并开采的

氦气资源极少（何衍鑫等，2022）。

塔里木盆地是发育大火山岩省的大型克拉通

盆地，富 U、Th 岩体和基底，生氦潜力大（陶成

等，2015），有利于富氦天然气藏形成（Brown,
2019）。

1 类比资源评价法

类比资源评价法是最大相似条件下的“已知

推未知”的一种评价方法，适用于不同勘探阶段

和评选目标。体积丰度类比法的基本假设条件是：

假设某评价区和某一高勘探程度区有类似的油气

地质条件，那么他们将会有大致相同的资源丰度。

对其氦气资源评价而言，在类似地质条件下，氦

气组分含量可以认为是大致相同的。

类比法主要按照以下四个步骤进行实施：①

解剖已知区，也可称为刻度区，建立资源定量预

测模型；②选择地质条件与评价区类似的刻度区

进行类比评价；③根据评价区和刻度区成藏条件

的定量类比结果，确定评价区与刻度区的相似程

度；④将建立的刻度区资源定量预测模型应用到

评价区，并根据相似程度研究结果，确定评估区

的资源量。类比法的核心是富集条件的定量类比，

思路简单，因此应用范围广泛。类比法评价不仅

可以提供资源总量，也可提供资源的空间分布、

层系分布等有关决策信息。

基于类比法的原理，可根据天然气藏的储量、

氦气组分等参数进行氦气资源评价，具体为评价

区天然气地质资源量与刻度区气体组分中的氦气

体积百分比的乘积为氦气资源量。

2 塔里木盆地氦气资源评估

本次研究系统总结了塔里木盆地氦气资源相

关资料，共计 27个气田中 236个氦气含量资料，

并利用类比法对塔里木盆地不同区带、不同层系

进行氦气资源评价。

2.1 区带类比法

基于塔里木盆地一级构造单元的平均氦气含

量，结合天然气资源量（黄少英等，2018），估算

出塔里木盆地不同构造单元的氦气资源量（表 1）。
结果表明：塔里木盆地氦气总地质资源量为

10199.61×108 m3，三级储量为 1885.96×108 m3。

从总地质资源量上看，西南坳陷因较高的天然气

地质资源量和氦气含量具有最高的氦气总地质资

源量；库车坳陷则有较高的氦气总地质资源量；

塔北隆起和北部坳陷氦气总地质资源量相对较高；

巴楚隆起天然气总资源量最低，但氦气平均含量

最高；塔中隆起氦气平均含量较低，总地质资源

量较低。从三级储量上看，天然气三级储量最高

的库车坳陷氦气的三级储量也最高；其次为三级

储量较多的塔北隆起和塔中隆起；西南坳陷和巴

楚隆起虽然氦气平均含量都好于经济开采水平

（0.1%），但天然气三级储量都相对较低；北部坳

陷天然气三级储量最低，氦气的三级储量也最低。

2.2 层系类比法

基于不同层系的平均氦气含量，结合天然气

资源量（黄少英等，2018），对塔里木盆地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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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氦气资源量进行评价分析（表 2）。结果表明：

塔里木盆地氦气最富集的为奥陶系，平均氦气含

量为 0.1140%，氦气总地质资源量最高，三级储

量也较高。其次是白垩系，虽然白垩系天然系总

资源量和三级储量与奥陶系相比翻了一番，但平均

氦气含量较低，仅有 0.0455%，所以氦气总资源量

为 2065.5×108m3，但三级储量相对较高。再次为古

近系，氦气总资源量为 594.2×108m3，三级储量为

114.1×108m3。寒武系氦气总地质资源量较高，氦

气平均含量也达到 0.1%以上，但由于天然气三级储

量较低，氦气三级储量仅有 8.4×108 m3。

3 氦气资源勘探有利区

从塔里木盆地一级构造单元氦气资源量上，

塔里木盆地巴楚隆起和西南坳陷可成为今后氦气

勘探的主要场所，库车坳陷、塔北隆起和塔中隆

起也具备成为氦气勘探重点区域的潜力。同时从

层系氦气储量上看，奥陶系、白垩系和寒武系是

氦气勘探的主要层系。因此，今后氦气勘探的主

要目标区应集中在巴楚隆起奥陶系发育区，包括

和田河气田和罗斯气田，塔北隆起奥陶系、白垩

系发育区，主要有雅克拉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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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塔里木盆地一级构造单元氦气资源量

一级构造

单元

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

（×108 m3）

天然气三级储量

（×108 m3）

平均氦气含量

（%）

氦气总地质资源量

（×108 m3）

氦气三级储量

（×108 m3）

库车坳陷 46293.14 16719.99 0.045 2083.19 752.40
塔北隆起 12050.58 4697.67 0.086 1036.35 404.00
北部坳陷 13168.43 98.12 0.097 1277.34 9.52
巴楚隆起 3272.72 622.11 0.264 864.00 164.24
塔中隆起 17320.47 7181.4 0.051 883.34 366.25
塔东隆起 1271.86 / / / /
西南坳陷 20276.96 947.79 0.200 4055.39 189.56
塘古坳陷 2198.75 / / / /
东南坳陷 1546.06 / / / /

总计 117398.97 30267.08 0.0966 10199.61 1885.96

表 2 塔里木盆地不同层系氦气资源量

层系
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

108 m3）

天然气三级储量

（×108 m3）

平均氦气含量

%
氦气总地质资源量

（×108 m3）

氦气三级储量

（×108 m3）

白垩系 45900 14900 0.0450 2065.5 670.5
奥陶系 25900 9800 0.1140 2955.2 1118.2
古近系 15100 2900 0.0394 594.2 114.1
寒武系 12900 100 0.0842 1086.2 8.4
其他 17599 2567 0.1030 1812.7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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