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石化"十二五"勘探进展与"十三五"展望 

“十二五”是中国石化勘探工作全面落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持

续推进高效勘探的新时期。面对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国内经济新常态、安全环

保形势日趋严格及勘探对象越来越复杂的严峻挑战，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以效益为

中心，实现从突出油气发现向突出油气商业发现转变，从重视储量数量向重视储

量质量转变；在勘探部署上突出圈闭预探，强化风险勘探，优化评价勘探；在勘

探决策上全面推行勘探项目统一排队优选，严格执行“三个不打”，即不具备战

略引领意义的风险井坚决不打，圈闭不落实的预探井坚决不打，不新增商业开发

储量的评价井坚决不打。持续加强油气地质理论和瓶颈技术攻关，在东部老区隐

蔽油气藏领域、中西部碎屑岩领域、海相碳酸盐岩领域、海相页岩气领域实现了

油气勘探大突破和规模增储，开创了油气勘探发展的新局面。 

1、“十二五”油气勘探成果 

1.1 石油储量稳步增长，天然气储量快速增长 

“十二五”前 2 年，累计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7.84×10^8t，探明天然气地

质储量 6147×10^8m3，年 均 新 增 探 明 地 质 储 量 分 别 达 到 3.92×

10^8t 和 3073×10^8m3。“ 十 二 五 ” 后 3 年， 累 计 新 增 控制 石 油 

地 质 储 量 6.35×10^8t， 控 制 天 然 气 地 质 储量 9907×10^8m3，年均

新增控制地质储量分别达到 2.11×10^8t 和 3302×10^8m3。油气储量的稳定增

长为实现原油产量稳中有升和天然气快速上产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 图 1)。

在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中，东部探区占 44.4%，中西部探区占 55.05%。中国

石化东部老油田原油产量稳定在 3300×10^4t 左右，西部新区实现上产 161×

10^4t。在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中，四川盆地占 70%，鄂尔多斯盆地占 17.3%，

海 域 占 12%。 常 规 天 然 气 产 量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十二五”期

间上产 65×10^8m3。发现并探明了中国首个特大型页岩气田，截至 2015 年末

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3806×10^8m3，新建产能 50×10^8m3，累计产气 43.9×

10^8m3。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形成了 11 个规模商业储量区。其中，石油形成了 5 个

亿吨级规模商业储量区，包括：济阳探区隐蔽油气藏累计发现商业储量 38600×



10^4t，主要有东营凹陷南坡岩性地层油藏、沾化凹陷三合村地层油藏、垦东凹

陷东北部岩性地层油藏、青南地区岩性油藏、埕北凹陷及东部斜坡岩性地层油藏、

临南凹陷岩性油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地区中生界岩性油气藏累计探明石油地质

储量 33001×10^4t；塔河及外围海相碳酸盐岩大面积地层不整合岩溶油气藏累

计发现商业储量 20305×10^4t，主要在塔河主体区及跃参区块；准噶尔盆地西、

北缘岩性油气藏累计发现商业储量 17960×10^4t，主要在新近系、古近系、白

垩系和石炭系；苏北盆地断块及岩性油气藏累计发现商业储量 7466×10^4t。天

然气形成了 6 个规模商业储量区，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上古生界岩性气藏

累计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4261×10^8m3，涪陵焦石坝地区累计新增探明页

岩气地质储量 3806×10^8m3，四川盆地西部中浅层岩性气藏累计新增探明天然

气地质储量 2710×10^8m3，四川盆地东北部中浅层岩性气藏累计新增探明 + 控

制天然气地质储量 2324×10^8m3，元坝海相礁滩相气藏累计新增探明 + 控制天

然气地质储量 2175×10^8m3，四川盆地龙门山前带海相气藏累计新增控制天然

气地质储量 1113×10^8m3。 

 

1.2 发现并探明中国首个特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 

 中国石化从 2006 年开始组织页岩气评价选区与勘探工作，经历了 3 次战略

思路的转变。一是借鉴北美页岩气评价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对南方地区、

塔里木盆地和东部断陷盆地）开展选区评价，优选出南方海相（寒武系、志留系）

为主要勘探层系；二是通过实施宣页 1 井、黄页 1 井、湘页 1 井等探井，认

为南方海相整体构造复杂、保存条件差、热演化程度高，页岩气勘探转向以四川

盆地及周缘地区海相龙马溪组为重点兼顾寒武系和陆相层系；三是通过实施彭页 



1 井、焦页 1 井、金石 1 井及陆相新页 1 井、建页 1 井和涪页 1 井等钻探

及评价研究，认为陆相页岩层系相变快、厚度薄、成熟度低且商业开发难度大，

而盆外地区海相目的层主要为常压地层，保存条件相对较差，按目前的技术、成

本难以实现商业开发。随着焦页 1 井实现商业发现，中国石化页岩气勘探重点

向川东南、川南地区海相志留系龙马溪组聚焦，先后部署实施的焦页 2 井、焦

页 3 井、焦页 4 井、焦页 5 井、焦页 6 井、焦页 7 井和焦页 8 井均实现突

破，为一期、二期产能建设评价奠定了扎实基础；另外在威远—荣县、荣昌—永

川、丁山、井研—犍为、彭水、武隆部署实施的威页 1 井和永页 1 井也获得商

业发现，丁页 1 井、丁页 2 井、金页 1 井及彭页 1 井、隆页 1 井均获得重

要发现和突破，展现了四川盆地川东南、川南页岩气加快发展的态势。 

在 综 合 研 究 评 价 基 础 上，2012 年 2 月 针 对 焦石坝区块志留系龙马

溪组页岩气勘探目的层部署钻探 了 焦 页 1HF 井， 当 年 11 月 28 日 求 产 

获 得 日 产 20.3×10^4m3 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了中国页岩气勘探重大战略

突破。2013 年 1 月中国石化在涪陵焦石坝优选 43km2 页岩气有利区块部署开

发试验井组进行产能评价，当年新建页岩气生产能力 5×10^8m3。2014 年建成

产能 25×10^8m3。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石化正式发布涪陵页岩气田已建成

产能 50×10^8m3。截至 2015 年底，已探明页岩气含气面积 383.54km2，探明

地质储量 3805.98×10^8m3，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大型页岩气田。 

中国石化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一系列新成果：一是形成了一批理论、技术创新成

果。通过加强南方探区海相页岩气与北美页岩气相似性与差异性研究，提出了“深

水陆棚优质页岩是海相页岩气富集的基础，有机质孔隙是页岩气主要储集空间，

良好的保存条件是海相页岩气富集高产的关键”的重要认识（图 2），强化页岩

气富集主控因素分析，建立了“以页岩品质为基础，以保存条件为关键，以经济

性为目的”的海相页岩气评价体系与标准，为中国海相页岩气选区选层提供了理

论指导；二是创新形成了页岩气藏综合评价、水平井优快钻井、长水平井分段压

裂试气、试采开发配套、绿色开发配套等具有涪陵海相页岩气特色的五大技术体

系 ；三是提升了中国页岩气开发装备技术水平，自主研制了步进式、轮轨式、

导轨式等可移运和高效作业的“井工厂”钻机，大功率 3000hp压裂机组、连续



油管作业车，高效钻具组合、可钻式桥塞及配套井下工具，实现了 3500m 以浅

工程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大幅提升了国产石油机械装备的研发和制造水平。 

 

涪陵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实现商业开发、除北美以外的首个大

型页岩气田。示范区高水平、高速度、高质量的开发建设是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

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典范，对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具有很强的示范

引领作用，显著提升了页岩气产业发展的信心。较好地体现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有力推动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进程，优化能源

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形成的理论、技术、管理体系，为中国页

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装备、标准规范、企地合作、产学研结合等方面提供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1.3 常规天然气勘探持续保持大发展态势 

“十二五”以来，中国石化加大了天然气勘探的力度，以塔里木、四川、鄂尔多

斯等中西部大型叠合盆地和东海海域富油气区带为重点，深化油气成藏富集规律

研究，强化地震攻关，落实多层系、多类型目标，在四川盆地西部海相、鄂尔多

斯盆地北部、塔里木盆地塔中北坡取得了 3 项重大发现，发现和落实了一批大

中型天然气商业储量区（表 1）。 



 

1.3.1 四川盆地西部龙门山前带海相雷口坡组勘探取得重大发现 

四川盆地雷口坡组天然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 50 余年的勘探，相

继发现一批中小型气藏及含气构造。“没有规模风化壳型岩溶储层或者孔隙型储

层，距下伏二叠系烃源岩较远，本身烃源不发育”的传统认识制约着该领域勘探

的发展。 

继普光、元坝大型海相气田发现后，中国石化针对川西海相层系部署了 22 条区

域地震大剖面，结合区域研究成果认为该区海相雷口坡组可能具备较好的成藏条

件。2007 年，在川西新场构造带部署实施了科探井川科 1 井，在雷口坡组顶部

风化壳获得了 86.8×10^4m3/d 的高产气流，拉开了川西海相勘探的序幕。随后

部署的孝深 1 井、新深 1 井均揭示雷口坡组发育优质储层。其中，新深 1 井

测试获 68×10^4m3/d 高产气流，孝深 1 井处于构造低部位获得低产。2012 年，

在川西山前带开展了地震采集方案优化、复杂构造成像和精细建模与解释攻关，

利用“拓频 + 反演”预测技术精细落实储层，烃源岩研究、储层特征及其形成

机理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以此为基础，在新场构造带南、北斜坡及龙门山前带

分别甩开部署了都深 1 井、潼深 1 井和彭州 1 井（图 3），3 口井在雷口坡

组均钻遇优质储层，展示了雷口坡组储层在川西地区广泛分布。其中，彭州 1 井

雷口坡组完井测试获 121×10^4m3/d 的高产工业气流，取得了龙门山前带海相

勘探的重大发现。 

彭州 1 井获得突破后，按照主攻龙门山前带金马—鸭子河构造带落实气藏规模、

力争发现海相大气田的部署思路，2014 年又部署了鸭深 1 井和羊深 1 井。实

钻揭示这两口井储层厚度大，累计厚度达 100m 以上，分为上、下两个储层段，



下储层段溶蚀孔洞发育，测试均获得了高产气流。川西海相雷口坡组的发现，打

破了雷口坡组气藏烃源供烃不足的固有认识，形成了规模储层发育和多源、多期

成藏的新认识。印支运动使雷口坡组顶部遭受剥蚀，发育大规模的溶蚀裂缝—孔

隙型白云岩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晶间溶孔、不规则溶孔及溶缝。综合预测雷口

坡组有利储层面积为 5280km2，储层厚度在 10～60m 之间。雷口坡组气藏具有

“多源多期供烃、白云岩溶蚀控储、构造—地层圈闭控藏、 隆起带斜坡带富集”

的成藏特点。 

从 2007 年川西海相部署川科 1 井到 2014 年彭州 1 井突破，经过了 7 年艰

苦探索，实现了川西海相的重大突破，基本落实了一个 3000×108m3 储量规模

的增储区带。 

 

1.3.2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杭锦旗地区形成 5000×10^8m3 的增储新阵地 

杭锦旗地区古生界天然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2003 年邻区南部的大牛



地气田在上古生界取得重大发现并获得规模天然气储量后，研究认为杭锦旗地区

横跨伊盟隆起、伊陕斜坡和天环向斜 3 个构造单元，长期处于古隆起斜坡部位，

发育多期大型三角洲，斜坡的西部、南部都发育有良好的上古生界烃源岩，具有

和大牛地气田相似的成藏条件。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在杭锦旗地区坚持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评价和勘探开

发一体化部署，通过“精细三维储层描述预测 + 分段压裂水平井”勘探开发方

式，发现多层大面积分布的叠合气藏，实现了鄂北地区上古生界天然气勘探跨越

式发展。“十二五”前期，按照“向源勘探”的思路，勘探重心主要集中在泊尔

江海子断裂以南的煤系烃源岩发育区，实施锦 6 井、锦 7 井、锦 8 井、锦 9 井、

锦 10 井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十二五”后期，通过研究认为泊尔江海子断裂以

北地区在盆地演化过程中始终处于构造高部位，是天然气运移的有利指向区，三

角洲砂体横向变化快，断裂发育，易形成构造圈闭和岩性—构造复合圈闭，小型

断裂有利于油气纵向运移到盒 2 段、盒 3 段 以及上石盒子组砂体中聚集成藏。

针对这种特点，强化地球物理多属性砂体预测和含气性检测，多口井获得商业气

流，含气区得到极大的拓展（图 4）。“十二五”期间该区已累计提交三级天然

气地质储量超过 5000×10^8m3。 

 

1.3.3 塔里木盆地塔中北坡顺托果勒低隆起海相碳酸盐岩天然气勘探取得大发

现 

塔中地区是塔里木盆地主要富油气区带之一。“十一五”末期，通过塔中隆起带

与塔河地区成藏条件对比研究认为，该地区具有“近水楼台”的优越成藏条件。



一是加里东中期塔北、塔中、顺托果勒地区整体抬升剥蚀，塔中 I 号断裂带下

盘上奥陶统覆盖区的一间房组—鹰山组具备与塔北隆起相似的加里东中期岩溶

储层发育条件，二维地震剖面上在一间房组和鹰山组见串珠状反射。二是临近满

加尔生烃坳陷，顺托果勒地区发育多条北东向扭性断裂，有利于油气运移和储层

的改善。2010 年部署顺南 1 井在鹰山组测试获得日产 3.87×10^4m3 天然气，

突破了塔中 I 号断裂带下盘上奥陶统覆盖区“不发育规模性岩溶储层、斜坡部

位的油气基本都调整到塔中 I 号构造高断阶带”的认识。2011 年实施大面积三

维地震勘探，为精细刻画和描述该区碳酸盐岩缝洞体提供了优质资料。地震资料

显示靠近塔中Ⅰ号断裂带和古城墟隆起有较为明显的地层削截反射特征，一间房

组剥蚀减薄，部分地震剖面上深部沿层分布大量串珠反射，分析认为该区既有一

间房组—鹰山组上段裂缝—孔洞型储层，又发育鹰山组下部—蓬莱坝组内幕缝洞

型储层，储集体发育受层序界面、断裂、热液等多种因素控制，类型丰富多样，

古地貌高部位及北东向断裂带是储层发育的有利区。相继部署了顺南 4 井、顺

南 5 井、顺南 6 井、顺南 7 井，在鹰山组下段及蓬莱坝组获高产工业气流。

2014 年向北甩开进一步探索顺托果勒隆起斜坡区，顺托 1 井在鹰山组获得高产

气流，实现了顺托果勒低隆起带勘探的重大新发现。勘探成果表明，塔中 I 号

断裂带下盘顺托果勒、古城墟地区可能为一个受裂缝—孔洞型储集体控制、气柱

高度大、纵向多层叠置、由相对独立的天然气藏组成的大型气田( 图 5），该区

气层深度均超过 6000m，具有高温、高压的特点，预计地质储量规模超千亿立方

米。 

 



1.4 老区精细石油勘探取得重要新进展 

石油勘探主要集中在东部成熟探区复杂断块、岩性地层油藏、塔里木碳酸盐岩油

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大面积碎屑岩岩性油藏和准噶尔盆地复杂隐蔽油气藏等领

域，发现了一批规模商业储量区（表 2）。 

 

1.4.1 东部富油凹陷精细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十二五”初期，东部探区面临诸多难题。老区勘探程度高，主要富油凹陷三维

地震基本全覆盖，探井密度大于 0.2 口 /km2；油气发现程度、资源探明程度高，

资源探明程度平均为 47.78%，其中 16 个富油凹陷资源探明程度达到 55.6%；

剩余资源量大、剩余资源丰度高，剩余资源量为 70.38×10^8t，其中 16 个富

油凹陷剩余资源量为 55.3×10^8t、剩余资源丰度为 9.89×10^4t/km2。不同区

带、不同层系勘探程度与资源发现程度不均衡，凹陷周缘及储量空白区成为主要

的勘探区域；主力勘探层系埋藏深，在 2800m 左右；储层厚度薄，多数小于 10m；

目标类型复杂，砂砾岩体、滩坝砂、浊积岩、河道砂、复杂小断块成为主要目标

类型；圈闭面积小，多数小于 0.1km2。 



面对上述问题与挑战，勘探工作进一步创新思路。一是通过油气资源潜力再评价、

再认识，东营、沾化、车镇、东濮、潜江、泌阳、高邮等 7 个凹陷石油资源量

增长 11%～35% 不等，总资源量增长了 31.52×10^8t，增加比例达到 30%，增

强了发展信心。二是深化油气成藏差异性认识，建立完善陆相断陷盆地油气成藏

相似性、有序性、差异性分布模式，有效指导了成熟区的精细勘探。三是发展完

善了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并在东部油气区推广应用。 

“十二五”期间，东部油气区累计实施高精度三维地震 8404km2，主频平均提高 

10Hz，频带拓宽 8～23Hz，分辨率提高 50% 以上，可分辨最小断层断距达 8m，

断块圈闭识别精确到 0.02m2。针对精细勘探的新要求，不断攻关完善，集成配

套了复杂断块、滩坝砂、砂砾岩体、浊积岩、河道砂、盆缘地层等勘探技术系列，

保障了精细勘探效益发展。四是创新勘探管理机制，强化投资效益评价，坚持勘

探开发一体化，努力发现规模优质储量，注重商业发现和有效动用。 

“十二五”期间，“三新”领域取得新发现。①在富油凹陷边缘小洼陷等新区勘

探取得新发现。以济阳坳陷三合村油田发现为例，三合村地区从馆陶组到沙河街

组普遍见油气显示，但油气来源不清楚，以前未取得实质性发现。通过成藏期地

质要素的恢复研究，认为该地区具备早期成藏条件（图 6），通过精细评价，相

继在沙三段、馆上段取得突破，发现了胜利东部第 75 个油田三合村油田 ，新

增控制 + 预测石油地质储量 4211.4×10^4t，计划建产能 16.26×10^4t。其他

如济阳坳陷陈家庄地区、垦东地区，东濮凹陷西南洼，江陵凹陷南斜坡、梨树断

陷金山地区均在新区获得突破。②隐蔽油气藏勘探向纵深发展，新领域勘探取得

新发现。进一步完善隐蔽油气藏成藏模式，转变勘探思路，由“沿断、追源、探

砂” 逐步向“下凹、追砂、探扇”转变，湖底扇和砂岩上倾尖灭新类型取得突

破，实现了隐蔽油气藏“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多样”的转变，为断陷盆地“二

次勘探”扩展了新领域，分别在高邮凹陷湖底扇、潜江凹陷潜北断裂带岩性、青

南洼陷滩坝砂、江陵凹陷南斜坡、金湖凹陷石岗断裂带等新领域勘探取得新发现。

③富油凹陷深层等新层系取得新突破。东部断陷盆地具有优越的油气地质条件，

但由于深层地震资料品质差，小断层识别困难、储层预测具有多解性，前期勘探

进展不大。近年来通过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精细解释、砂体精细刻画与低阻油层



识别，在沾化凹陷沙四下亚段到孔店组、渤南洼陷沙四段、东濮凹陷胡状集二叠

系、泌阳凹陷核三下亚段取得突破，展示了深层勘探潜力。 

“十二五”期间，东部探区获得 10 个规模商业发现，发现 5 个 5000×10^4t 规

模增储区，新增三级石油地质储量 17.6×10^8t。 

 

1.4.2 塔里木盆地下古生界石油勘探不断有新发现 

“十一五”末期，塔河油田已累计提交地质储量超 10×10^8t，主要储量分布在

塔河主体区。塔河深层、南部及盐下领域勘探程度较低。“十二五”期间，石油

勘探围绕深化塔河老区勘探、积极拓展外围新区的思路进行。通过在塔河南部盐

下地区实施高精度三维，进一步精细刻画断裂，不整合面和缝洞异常反射更加清

晰，重点探索沿走滑断裂带分布、侧向封堵条件好的目标。在塔河东部托甫台部

署的 TP39、TP42 、AT27X 井获高产油气流，基本控制了整个盐下东部地区油气

储量。在塔河西部 S1181 井、AT5 井、AT22 井等获得高产油流，形成新的产能

阵地。积极评价北部储量空白区，在于奇地区获得新发现。同时，加强探索主力

岩溶储层之下油气富集区，部署的塔深 3 井在鹰山组上段内幕缝洞体常规测试

获工业油气流，开拓了塔河下奥陶统碳酸盐岩内幕勘探新层系。“十二五”期间，

塔河地区累计提交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27380×10^4t、天然气地质储量 18.92×

10^8m3。 



中国石化一直坚持深化塔北地区的整体评价研究。古构造分析表明，跃进和顺托

果勒北区块整体位于中奥陶世末期塔北古隆起南翼，一间房组存在与塔河南部地

区类似的大面积岩溶储层发育条件，岩溶缝洞体受控于北东向和北西向走滑断裂

体系，并且长期处于西部油源向东北运移的路径上，成藏条件优越。2012 年部

署的跃进 1x 井、跃进 2x 井获得油气突破，提交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100×

10^4t。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塔北隆起南部北东向、北西向深大断裂带是储层发

育、油气富集的有利部位。2013 年部署的顺北 1-1H井获得日产原油 184.95t、

天然气 9.07×10^4m3，实现了塔河外围勘探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扩大了塔北隆

起的含油气面积（图 7），坚定了顺托果勒低隆起奥陶系碳酸盐岩领域的勘探信

心。 

 

1.4.3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中生界延长组低孔特低渗大面积砂岩油藏取得重要成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探区主要指镇原、泾川、长武、彬县和富县等地区。探区内除

了自身具有一定厚度的长 7 段烃源岩外，也紧邻全盆地长 7 段、长 9 段烃源

岩发育中心，主力烃源岩长 7 段的超压为双向排烃提供了充足的运移动力来源，

为多层系成藏提供了条件。随着勘探开发工艺技术的进步，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



低孔—特低孔、特低渗资源经济价值凸现。“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将鄂尔多

斯盆地作为重点增储上产主阵地加强了勘探工作。一是围绕延长组低孔—特低孔、

特低渗资源特点，重点深化油气成藏认识。研究认为延长组发育多期大型河流三

角洲体系，砂体累计厚度大，盆地南部地区延长组特低渗储层主要受有利沉积微

相和有利成岩相联合控制。其中，有利沉积微相决定了储层岩石组构、矿物成分、

砂体厚度；有利成岩相则决定了同一沉积微相内储层物性的相对大小，对储层的

有效性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构造上呈西低东高的构造特征，南东向断裂与北东

断裂网状交切，构成了断缝输导体系，同时也改善了储层的孔隙结构。但总体上

延长组为低孔、特低渗储层，储层非均质性极强，排驱压力与中值压力普遍较大，

即油气横向长距离运移阻力较大，单井产量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源定

型、相控储层、双向排烃、近源成藏”的低渗油藏成藏新认识，有效指导了勘探

部署工作。二是组织开展攻关并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合黄土塬区的三维地震采集关

键技术及大面积岩性圈闭地质综合评价技术系列，较好地解决了地震储层识别描

述与高产富集带的预测问题。同时，借鉴非常规油气勘探思路，开展水平井分段

压裂试验，强化提高单井产能工艺技术攻关，努力提高储量动用率，提升储量价

值。三是针对大面积岩性油气藏特点，按照“整体评价、整体部署、整体控制”

的思路，实行滚动勘探开发一体化运作模式，推进效益勘探，培育了镇泾、渭北、

泾河及洛河 4 个亿吨级增储区带，三级石油地质储量近 10×10^8t。 

1.4.4 准噶尔盆地西缘隐蔽油藏勘探获得重要新发现 

准噶尔盆地西缘隆起带油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50年代，先后在隆起带周缘发现

了克拉玛依、红山嘴、乌尔禾、夏子街等 l0 多个油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近 20

×10^8t。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隆起带靠近生烃坳陷的部位，但在靠近盆缘地区

虽也曾钻过多口探井，但无油气发现，一度被认为远离烃源区，勘探前景不被看

好。2000 年中国石化登记矿权后，认为盆缘地区长期处于正向构造发育区，是

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区，油气可沿不整合面运移，关键是寻找有利的储集砂体。

2005 年以新近系沙湾组为主要目的层部署的排 2 井获得突破，“十一五”期间

勘探成果进一步扩大，先后发现并探明春光、春风两个油田，开创了盆地西部盆

缘区优质高效油田勘探的新局面。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坚持准噶尔盆地西缘精细勘探，不断扩大储量规模，

向西、向北甩开，突破新类型、探索新层系，形成新的储量阵地。在已有储量区，

坚持勘探开发一体化，深化沙湾组岩性地层圈闭预测与评价技术，充分利用地震

波“旁瓣”技术、振幅属性等多手段描述不同期次砂体的分布，确保了增储稳产。

同时深化沉积相研究、不整合圈闭及古地貌精细刻画，甩开发现了侏罗系、白垩

系、石炭系等新的含油层系，发现了千万吨级规模储量。 

在研究工作上，通过开展原型盆地恢复研究，认识到在哈拉哈特山推覆体构造之

下还存在大面积的二叠系烃源岩，使烃源岩分布范围向西扩展了近 10km，面积

超过 1000km2。该地区中、新生代长期处于单倾的斜坡状态，断裂不发育，构造

形态相对简单，具有形成侏罗系、白垩系大型地层油藏的条件。通过对三维资料

的精细研究，优选相对浅的有利地层圈闭部署钻探哈浅 1 井，在侏罗系获得突

破，发现了一个 5000×10^4t 级储量规模的春晖油田。向西探索，在侏罗系、

三叠系、石炭系多层系获得工业油流，发现了千万吨级的阿拉德油田。在车排子

凸起西南部，通过油气源对比认为四棵树凹陷具有良好的生烃能力，油气沿断裂

和不整合面输导，在上倾方向易形成岩性地层油藏，采用断砂匹配、追边定向落

实有利区带和目标，已获得突破（图 8）。5 年来发现并落实了一个新近系、古

近系、白垩系、侏罗系、石炭系、二叠系多层系复式油气聚集区，三级石油地质

储量近 4×10^8t，已形成 200×10^4t 的原油生产基地。 

 

2、“十三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大力推进高效勘探，实现了页岩气的重大突破，常规

天然气勘探持续保持快速发展，石油勘探取得重要进展，开创了油气勘探新局面。

“十三五”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勘探难度增大等严峻形势和重大挑战，油气

勘探工作任重道远。 

2.1 油气勘探面临的新挑战 

一是面临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这一轮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仍没有复苏的迹象，

低油价可能成为“十三五”的新常态，给上游企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国家实施

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政策，外交、军事、特殊规划等敏感区域的勘探

具有实施风险。国家新的矿权管理法对区块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石化矿权

在大盆地与富油凹陷中仅占盆地面积的 27.9%，大盆地中大部分矿权位于盆地的

边缘或腹部深度较大区，其他矿权区块为油气地质条件较差的东部外围地区、西

部中小盆地以及高演化程度的南方地区，油气成藏条件复杂，众多区块面临着投

入与矿权权益之间的矛盾。 

二是油气勘探对象更趋复杂。东部含油气盆地富油凹陷面临着碎屑岩孔隙度、渗

透率越来越低、深度加大、目标变小、品位下降、特殊油气藏、老地震资料不能

满足精细勘探要求等挑战。西部地区勘探程度低的地区均位于盆缘地表条件差、

油气总体保存条件差、盆内目的层埋深大、储层预测难度大、天然气高含硫、钻

完井技术要求高等挑战。以东部石油勘探为例，“十二五”新增控制石油地质储

量中低渗、特低渗储量比例达到 75%，中深层储量所占比重由“十五”期间的 35% 

上升到“十二五”的 57%。 

三是低油价对高效勘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油价长期在低位运行，而勘探领域不

断向超深层、超高压、超高温、复杂构造带、超致密储层延伸，油气发现对工程

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致使油气发现成本大幅度增加，综合效益和资源发现矛盾

凸显。面临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强化区带研究、强化技

术攻关、强化经济评价，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油气突破和商业发现，走内

涵发展之路。 

2.2 油气勘探潜力 

2.2.1 总体处于勘探发现的早、中期阶段，未来仍有较大的资源潜力 



东部富油凹陷石油资源探明率平均为 46.4%，剩余资源量为 89.22×10^8t，若

按世界石油资源最终探明率 70% 计算，仍具有丰厚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

西部石油资源探明率为 16.8%，处于早中期勘探阶段。中国石化探区目前石油保

有控制地质储量为 14.62×10^8t，预测地质储量为 17.27×10^8t，潜在资源量

为 43.8×10^8t，剩余资源量为 203.79×10^8t，具 备 效 益 稳 定 发 展 的 

资 源 基 础； 天 然 气 累 计 探明 地 质 储 量 为 2.18×10^12m3， 保 有 

控 制 地 质 储 量为 2.0×10^12m3， 预 测 地 质 储 量 为 2.1×10^12m3，

潜 在 资 源 量 为 8.62×10^12m3， 剩 余 资 源 量 为 19.91×10^12m3，探

明率为 9.86%。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资源探明率分别为 16%、16.3%，

东海陆架、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探明率分别为 4.45%、2.95%，天然气资源丰

度高，升级潜力较大，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 

2.2.2 低勘探程度的区带、层系蕴藏着较大的勘探潜力 

富油气区在凹陷、区带、层系、类型上存在着勘探程度与资源探明程度的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是下一步深化勘探的潜力所在。以济阳坳陷为例，平面上，济阳坳陷

及滩海地区总体勘探程度高，探井密度相对较高，但不同凹陷、不同区带存在较

大勘探不均衡性，仍存在较多的储量空白区。据统计，探明程度小于 50% 的地

区所占比例达 70%，且仍有较高的剩余资源丰度。但勘探目标更加复杂隐蔽，勘

探发现难度不断加大；临清、辽东东部等外围探区勘探程度较低，探井密度低，

资源发现程度低，资源丰度相对较低，但规模发现的可能性较大；层系上，济阳

主力探区古近系资源量和探明储量最多，其次为新近系，前古近系较少。从探明

程度来看，按照储量发现阶段划分标准，新近系探明程度已达 78.89%，处于储

量发现后期；古近系处于储量增长中期，前古近系探明程度仅 2.5%，整体处于

早期发现阶段。各层系内部勘探不均衡性较大，例如古近系，沙二段、沙四上亚

段勘探及认识程度相对较高，探明程度较高；而东营组、沙一段以往主要作为兼

探层系，勘探及认识程度相对较低，储量发现相对较少，沙四下亚段—孔店组勘

探程度整体较低。但即便是勘探及认识程度较高的沙二段—沙四上亚段、馆陶组，

各含油层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储量空白区，空白区内存在较多的“出油点”或“油

层井”。勘探的不均衡性预示着巨大的勘探潜力和广阔的勘探空间。 

2.3 油气勘探发展战略 



2.3.1 发展思路 

认真贯彻国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和中国石化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总体

要求，全面实施创新引领和资源发展战略，以油气发现和商业发现为中心，油气

并举，常规和非常规并重，大打勘探进攻战，努力实现油气勘探战略性突破新发

现和规模增储，为上游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基础，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贡

献。 

2.3.2 发展重点 

“十三五”石油勘探的重点主要在东部富油凹陷、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鄂

尔多斯盆地等，具备年均新增控制石油地质储量（1.5～2.0）×10^8t 的潜力。

天然气勘探主要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东海陆架盆地，具备

年均新增控制天然气地质储量（2000～2400）×10^8m3 的潜力。 

东部油气勘探部署上主要围绕渤海湾盆地的东营凹陷、沾化凹陷、车镇凹陷、惠

民凹陷、滩海地区、东濮凹陷以及江汉盆地潜江凹陷、苏北盆地溱潼凹陷开展工

作，重点实现“三新”领域规模突破：一是在层系上寻找以济阳坳陷沙四下亚段

—孔店组隐蔽油气藏为代表的深层和新近系地层油气藏；二是潜山领域，以层状

和内幕型潜山油气藏为主，主要聚焦济阳、东濮等地区的低位潜山和潜山内幕；

三是火山岩领域，以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苏北盆地近源成藏组合为主，勘探

潜力较大。研究上重点深化区带差异演化研究和目标精细落实。 

中西部盆地部署上主要围绕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柴达木盆地等大型叠合盆地实现规模突破和商业发现。塔里木盆地主要突破顺托

果勒隆起北部奥陶系、麦盖提斜坡奥陶系、塔中和巴楚隆起寒武系。准噶尔盆地

突破盆地腹部中生界新类型、盆地西缘和北缘石炭系风化壳、准南山前带中、古

生界。四川盆地主要突破川西海相二叠系、盆地下组合、川东南、川中隆起以及

鄂西渝东地区等。鄂尔多斯盆地主要突破杭锦旗地区新召、阿镇区带碎屑岩、塔

巴庙、富县奥陶系盐下、盆地南部上古生界。柴达木盆地积极探索柴东地区第四

系生物气和侏罗系自生自储型油气藏。 

2.3.3 发展举措 



一是勇于探索，以规模油气发现促进发展。资源的获取在于勘探，勘探的精髓在

于发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勘探工作，达到发展老区、开辟新区、突破禁

区的目的，确保资源战略的稳步推进。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勘探工作，全面深化盆地

结构、构造演化、沉积充填、油气成藏条件与分布规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切

实抓好区带、圈闭、油气藏评价研究，以认识的深化指导勘探部署工作。围绕制

约勘探瓶颈技术进行攻关，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取得显著成效，达到提高探井

成功率、储量升级率和动用率，降低发现成本的目的。 

三是加强管理创新，以提质增效加快发展。持续推进高效勘探，进一步建立与完

善勘探部署优化决策机制和两级管理新机制；强化责任主体，全面加强重点勘探

项目管理；完善勘探考核管理，激发勘探工作的积极性。加强风险识别与掌控。

加强地质研究与勘探生产、勘探与开发、地质与工程、技术与经济等方面的高度

融合，实现油气勘探有效益可持续发展。 

3 结语 

由于海相页岩气、海相碳酸盐岩、致密碎屑岩、富油气凹陷陆相碎屑岩等领域地

质认识、勘探技术的创新发展，实现了页岩气大突破，常规天然气大发展和石油

勘探稳定增长，开创了中国石化“十二五”油气勘探新局面。“十三五”面对经

济发展的新常态、勘探难度增大等严峻形势和重大挑战，油气勘探工作任重道远。

总体上中国石化探区油气勘探仍然处于勘探发现的早、中期阶段，未来仍有较大

的资源潜力。石油勘探的重点主要在东部富油凹陷、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鄂

尔多斯盆地等，天然气主要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东海陆架

盆地。全面实施创新引领和资源发展战略，以油气发现和商业发现为中心，勇于

探索，以规模油气发现促进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持续推进高效勘探，努力实

现油气勘探战略性突破新发现和规模增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