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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近二十年的石油勘探会战，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果。本文叙述了该盆地的油气勘探历程，以重点区块为单

位，对勘探成果及资源潜力做了精细的分析，指出了该盆地未来的油气勘探主攻领

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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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陆上最大的含油气沉积盆地，面积为 *# 0 !"’12%。它是由古生代海相

克拉通盆地与中、新生代陆相前陆盆地两个世代、两大类型盆地叠加复合而成。发育有多套

烃源岩，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塔里木盆地具有海相寒武系、奥陶系，海陆混合相石炭—二叠

系，陆相三叠—侏罗系等诸多生油坳陷，它们在空间分布上相互重叠或交叉，油气的生成—

运移—聚集的时期有先有后，使含油气系统的划分复杂化。

塔里木盆地及周缘自震旦纪以来，经历了中、晚奥陶世至志留纪末的加里东中、晚期，

泥盆世末的海西早期、二叠世末的海西晚期、三叠纪末至白垩纪末的印支—燕山期、中新世

以来的喜马拉雅期等多期构造运动，不同时期构造运动对盆地的不同部位产生不同的程度的

改造。目前塔里木盆地已发现各类圈闭 ’"" 多个，圈闭类型以背斜为主。大量的非构造类圈

闭有待发现和落实，特别是与多个大型不整合面有关的潜山、断块潜山、地层超覆尖灭、不

整合削切，以及各种砂体等地层岩性圈闭，它们的广泛发育也符合塔里木盆地多种构造体制

下多旋回叠加盆地的特点。

克拉通盆地富油气，前陆盆地富气。塔里木盆地自中生代以来一直处于特提斯北侧的活

动大陆边缘的构造背景下，它为三叠纪的弧后的前陆盆地、侏罗—古近纪的弧后伸展断陷盆

地和古近纪末以来的再生前陆盆地。天然气富集区的主要烃源岩为侏罗纪煤系地层，有机质

类型为腐殖型（!）和腐殖腐泥型（"）。

塔里木盆地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量都很丰富，而探明率又很低、勘探前景最大的沉

积盆地。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量达百亿吨级，其中天然气约占西部油气资源量的 *"3。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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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木盆 地 钻 井 平 均 ! 口 " #$%&’(，二 维 地 震 平 均 $)**&’ " &’(，油 气 探 明 率 仅 为 %)+, -
+)(*,，属于油气增长早期勘探阶段，故勘探潜力很大。塔里木盆地在实现“发展西部”、

“西气东输”的战略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塔里木盆地勘探历程

在 #!*$ 年之前，主要由国外地质学家在塔里木盆地作过少量的野外地质调查，#!%( 年

我国地质学家首次发现了石油苗。油气勘探始于 #!*( 年，*$ 年中相继在塔里木盆地六个不

同的二级构造单元、#( 个层系发现 +$ 多个油气田。根据各时期油气勘探目标及成果，可划

分为四个阶段：

!"# #$%& ’ #$() 年盆缘油气勘探阶段

#!*$ 年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对塔里木盆地的边缘进行了地质调查。#!*. 年

先后钻探了喀桑拖开、克拉托、喀什等背斜，在克拉托背斜见油气显示。#!*/ 年，经钻探

发现了依奇克里克侏罗系油田。#!+! - #!0$ 年原地质部综合研究大队对塔里木盆地进行油气

前景评价，认为该盆地是很有远景的大型油气区，并进行了分区评价等。#!00 年在柯克亚

构造中新世砂岩中钻获高产工业油气流，发现了柯克亚油气田，塔里木盆地进入了油气勘探

的第一次高潮。

!"! #$() ’ #$)* 年海相油气重大突破阶段

#!*/ 年，原地质部完成的 # 1 #$$ 万航磁就发现了塔北长垣隆起带，曾给予了较高的评

价。#!0/ 年首次提出寒武—奥陶系是该盆地重要生、储油岩系。#!/$ 年麦参 # 井见天然气，

预示了海相领域勘探的良好前景。#!/% 年地矿部西北石油局在塔北沙雅隆起的沙参 ( 井奥

陶系碳酸盐岩风化壳中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实现了中国古生代海相油气勘探的重大突破，

成为塔里木盆地乃至全国油气勘探史上的里程碑。

!"+ #$)% ’ #$$% 年大规模油气勘探阶段

继沙参 ( 井获重大突破之后，拉开了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序幕。在沙雅隆起上的中—

新生界、古生界连获突破。#!/!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塔中隆起的奥陶系、石

炭系获得油气突破，发现了塔中油田，#!!$ 年在麦盖提斜坡的巴什托构造和巴楚隆起亚松

迪构造上分别在上石炭系灰岩获得首次导向性重大突破。

!"* #$$, ’ !&&# 年油气勘探重大发现阶段

#!!+、#!!0 年中石化新星公司在塔河地区部署的沙 %+ 井、沙 %/ 井分别在石炭系和下奥

陶统灰岩中获高产工业油气流，发现了塔河亿吨级油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年在顺托果勒隆起北部发现哈得逊油田，在库车坳陷发现克拉 ( 大型气田。现在克拉 (
号探明天然气储量达数百亿立方米，大北 #、吐孜 # 气藏评价勘探取得新进展。基本探明了

塔中 %$ 个油藏，增加了黑油储量［#］。

($$# 年上半年，中 国 石 化 集 团 公 司 西 北 局 在 塔 河 外 围 探 井、评 价 井（2%%%、2+#*、

2%(!、30+、3/#、2.#.、2+$+）连获突破。2($*、2($%、2.#% 井等井均见良好油气显示；沙

/* 井还在石炭系东河砂岩段发现油气层。目前塔河地区钻井控油面积达到 0($&’(，连片三

维综合解释又发现了一批有利钻探目标，一个储量丰富的大型油田已凸显出来。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塔中地区完成了 / 条 #+$$&’ 沙漠区域地震测线的采集。在顺托果

勒西区块发现一大型地震隆起显示。在顺托果勒区块还发现和落实多处石炭系东河砂岩低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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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构造及奥陶系构造。在卡塔克 ! 区块发现 " 个构造显示，范围宽达 #$%&。经与邻区对比

分析，上述构造具有良好成藏条件。

$’’# 年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在塔里木盆地先后有 #$ 口井获得工业油

气流。其中，库车坳陷的迪那 $ 构造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哈德逊油田的哈德 #() 井发现

#*& 厚的石炭系油层；塔中 *" 井在石炭系、志留系获得工业油气流；塔西南柯深 #’# 井获

得凝析油与天然气的重大收获。库车坳陷秋立塔格西段的却勒 # 井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有着

巨大的潜力。另在孔雀河斜英南 $ 井亦获高产油气流，等等，这些都预示着塔里木盆地有良

好的勘探前景。

! 塔里木盆地勘探成果与潜力分析

!"#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陆上最大的含油气沉积盆地

塔里木盆地是中亚天然气富集区的一部分，尤其是盆地西部（包括库车凹陷、塔西南凹

陷、阿瓦提凹陷和巴楚隆起），地层层序与中亚盆地群较为相似，具有可对比的成气地质条

件，天然气资源量十分丰富，可能形成一个富气带，具有最终获得很大地质储量规模的前景

和形成世界级气区的潜力。

!"$ 库车、塔北、塔中三大油气区仍是近期油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

塔里木盆地为古生界海相克拉通与中、新生界前陆相叠置的巨型复合盆地，发育有多套

优质烃源岩，它们在塔里木盆地均有油气藏形成或油气显示。这几套烃源岩纵向上相互叠

合，平面上相互复合，从而形成油气多源叠加复合的分布特点以及普遍的混源性。

多源叠加复合，不仅决定了塔里木盆地油气普遍的混源性，而且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多

个含油气系统。“九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塔里木盆地石油天然气勘探》中，根据烃源岩

叠合分布特征以及油气源对比结果，将塔里木盆地划分为寒武系—下奥陶统、中—上奥陶

统、石炭—二叠系等 #’ 个油气系统和若干个子油气系统（图 #）。其中库车、塔西南、轮南

—草湖、哈拉哈塘、塔中、巴楚— 盖提 + 个含油气系统已经证实，所发现的商业性油气藏

全部分布于这 + 大油气系统。塔东南与英吉苏为可能的含油气系统，其烃源岩落实可靠，但

目前仅发现油气显示。阿瓦提和塘古孜巴斯为推测的含油气系统，其烃源岩尚有待进一步研

究［$］。

!"$"# 库车油气系统是近期天然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

（#）具备形成大气区的资源基础 库车油气系统是目前塔里木盆地发现天然气最为富集

的一个含油气系统，迄今为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指挥部在该区

已探明大、中型气田 , 个，其中 * 个分布在库车前陆盆地：克拉 $、牙哈、英买 "、羊塔克。

克拉 $ 大气田的发现表明该油气系统具有广阔的勘探前景。根据“九五”攻关课题最新资源

评价的结果，该区油气系统烃源岩厚度大，有机质丰度高，库车油气系统天然气资源十分丰

富，天然气资源量约占全盆地天然气储量的 "’-。该油气系统三叠—侏罗系烃源岩处在成

熟—高成熟阶段，烃源岩潜力指数高达 .’/.0 1 &$，生气强度高，三叠—侏罗系烃源岩生气强

度介于 #’’ 2 #’, 3 $,’ 2 #’,&! 1 %&$ 的面积达 #’’’%&$，为超强充注型油气系统，可见库车天

然气资源潜力很大。库车前陆盆地奠定了“西气东输”主力气区的基础。

（$）具备形成大气田的有利油气地质条件 库车油气系统发现的油气田（藏）分别分布

在南部的前陆斜坡断块构造带和北部的褶皱—逆冲断层带。该区均以白垩—古近—新近系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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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塔里木盆地含油气系统划分图

（据塔里木盆地石油天然气勘探项目报告图件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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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为主要储层，古近—新近系膏泥岩、膏盐岩为盖层，该储盖组合中探明油气储量占库车油

气系统探明油气储量的 :;’<=。

现已探明储量超过 ">## ? !#@3A 的克拉 " 大型天然气田［!］，有效性高的气源和优质的封

盖是“克拉 "”式气田形成的前提；良好的储层和较完整的大背斜圈闭形成了大容积的有利

储集空间；连接油源与储层但终止于盖层的断裂是大气田形成的关键；主生气高峰期（库车

期）与构造定型期匹配，有利于晚期成藏和天然气保存。库车前陆盆地南部斜坡带勘探程度

较高，北部具备进一步寻找“克拉 " 式”大气田的有利条件。

（A）克深、西秋、东秋—迪那等构造带作为最有利区带中的大型圈闭，是扩大天然气储

量的主攻目标 有利目标应具备的条件是；为盐下与被动顶板双重构造有关的背斜和断背

斜；白垩—古近—新近系组成优质储盖组合，位于生气中心之内或附近；圈闭规模大，圈闭

资源量大。目前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已确定或发现了 !> 个最有利目标!。这 !> 个圈闭总面积

!#!BC3"，平均每个圈闭 B;C3"。但这些圈闭重要目的层白垩系和古近系埋深普遍较大，多在

>>## D B###3。针对上述 !> 个有利圈闭，勘探应分层次、分阶段展开。近期却勒 A、迪那 !、

" 号圈闭有可能获得大突破；同时加快加大库车塔吾、库车塔吾西、东秋 >、却勒 !、" 号等

落实程度较高的大圈闭勘探力度；其次加快落实最有利区带中已发现的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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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北油气系统是近期原油增储上产的重点地区

勘探实践和研究证实：塔北隆起是一个多油源、多油气藏类型，受多因素控制的复式油

气富集带，既富油，又富气。中生界和新生界构成库车前陆隆起，由上古生界和下古生界构

成克拉通盆地的北缘部分。现已发现 ! 个大、中型油气田，"# 个层系中获得工业油气流。

塔北地区是塔里木盆地典型的复式油气聚集带。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达数千万吨，天然气地质

储量达千亿立方米以上。近两年在塔北复式油气聚集带实施滚动勘探开发，已见到明显的成

就。

塔北油气系统是目前该盆地探明海相油气最多的一个油气系统，也是全盆地探明原油储

量最多的油气系统。该油气系统发育多套优质储盖组合，已发现奥陶系、石炭系、三叠系、

侏罗系、白垩系和古近系六大含油层系。油气分布主要受区域构造背景、储盖结合、后期构

造变动及气侵作用等四大因素控制。在轮南古隆起的最高部位 $%& 井区一带，因石炭系区

域盖层剥缺，油气主要分布于上三叠统—侏罗系；而在斜坡部位，油气主要富集于石炭系和

奥陶系。因此，轮南古凸起的斜坡部位是该区寻找大、中型原生油气藏最有利的地区。特别

是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仍是今后该区的主要勘探层系。

（"）轮南油气富集区 轮南地区是典型的复式油气富集区，其成藏特点具有多油气源，

即有哈拉哈塘的奥陶系供烃中心的成熟油气贡献，又有草湖寒武系成熟干气聚集，具有多运

移通道的特点，既有不整合面、断层以及优质储层输导层，而又以不整合面运移通道为主；

储集类型以水下河道砂岩为主。圈闭形式尽管有构造背斜、断块、沉积背斜、岩性及岩性—

构造等多样圈闭，但主要为构造背斜圈闭，其次为断层圈闭。多套储盖组合及多套油气水系

统纵向复合叠置。储集层包括奥陶系、石炭系、侏罗系等，平面上可为北、中、南、东四个

油气聚集带，勘探证实这四个地区都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

（&）牙哈复式油气富集区 牙哈复式油气聚集区具有双向油源，一方面油气主要来源于

库车油气系统，另一方面油气来源于满加尔油气系统。油源丰富是形成该油气富集带的重要

条件。

（’）英买力复式油气富集区 英买力复式油气富集区位于塔北油气富集带的西部，剖面

上有 ’ 个层系出油，包括奥陶系、白垩系和古近系。同时在三叠系、侏罗系见到了不同程度

的油气显示。该区复式油气聚集区主要有五种圈闭类型：背斜圈闭、断鼻、潜山背斜、地层

圈闭、岩性圈闭。

奥陶系已经发现了两个背斜油藏、两个潜山油藏。其中，英买 & 号油藏油柱高度大、含

油面积大，储层较好，适合于建成高产稳产井。

侏罗系是本区见到油气显示最丰富的层位。英买力凸起—雅克拉断凸之南的寒武—奥陶

系烃源岩，在海西晚期已进入生油高峰期，具备了以油为主的成藏资源条件。在喜马拉雅晚

期可提供的油气资源达到了很丰富的程度，以气为主。另外，由于库车坳陷侏罗系的油气沿

着不整合面和侏罗系的砂岩层横向运移，在英买力地区的侏罗系岩性圈闭和地层圈闭中非常

容易聚集成藏。地层岩性圈闭是该区侏罗—三叠系的下一步有利目标，应加大中生代地层圈

闭的勘查力度。

!"#"! 塔中油气系统是近期勘探的另一重要战场

塔中的油气系统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富集程度较高的另一油气系统。在下文的 !"$ 中将作

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加叙述。

!"! 塔西南前陆盆地天然气资源丰富，可作战略接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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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西南前陆盆地天然气资源丰富，为富气系统

该油气系统面积约 !" # !$"%&’，石油地质条件十分优越，从下至上发育了六套烃源岩，

其中中、下寒武统和石炭系烃源岩全区分布，是主力烃源岩，二叠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南缘

山前地区，中、下侏罗统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喀什凹陷，也是重要的烃源岩，它们都以晚期生

烃为主，在新生代有一个生油、生气高峰，有利于圈闭捕获油气。

由于寒武系、石炭系—下二叠统、侏罗系煤系烃源岩是塔西南油气系统形成丰富天然气

资源的重要物质基础，包括!塔西南前陆油气系统多套烃源岩有多个生烃高峰期，"该区石

炭—二叠系烃源岩发育在特提斯洋的克拉通内坳陷中，#侏罗系烃源岩分布于西南缘，并且

该地区发育上白垩统—古近系、石炭系卡拉沙依组两套优质膏盐区域盖层，是天然气聚集十

分有利的条件。现在南缘下白垩统克孜勒苏群砂岩、北部奥陶系潜山及石炭系砂岩和生屑灰

岩为油气勘探的主攻层系，在这些层系中，以喜马拉雅期生气高峰为主。前陆斜坡构造、地

层、岩性圈闭，山前褶皱—冲断带上白垩统—古近系盐下大背斜是进一步勘探的有利目标。

该系统内天然气资源量略高于库车油气系统，以气为主，已发现了和田河气田、柯克亚

气田、鸟山气藏等。

!"!"$ 下一步的勘探目标

（!）塔西南缘柯克亚褶皱构造带、齐姆根凸起是塔西南勘探有望获得重大突破的主攻领

域。

（’）麦盖提斜坡与巴楚南缘玛南构造带、群苦恰克构造带深层和麦盖提斜坡石炭系岩性

圈闭区带。

!"% 台盆区海相油气系统是寻找大油田的主攻领域

!"%"# 台盆区海相油气系统油气资源丰富，以富油为特征

在北部凹陷、中央隆起和塔北隆起广大地区，显示该系统以富油为特征，且油气探明程

度很低，所以说该区勘探潜力很大。

!"%"$ 台盆区海相油气系统石油富集条件优越

该区海相油气系统发育有寒武系—下奥陶统、中—上奥陶统两套海相腐泥型烃源岩，以

前者为主。烃源岩分布广，演化时期长，形成多期多个供烃中心，控制油气藏的分布。总体

上寒武系烃源岩东部成熟早、西部成熟晚，坳陷区成熟早、隆起斜坡区成熟晚。如满加尔坳

陷东部在加里东晚期即达高—过成熟，并成为当时的供烃中心，海西期以来分别形成塔中北

部、塔北东南部等供烃中心；进入喜马拉雅期又形成了草湖、麦盖提等供气中心。古隆起演

化差异与油气系统相匹配，造成多种成藏模式。石炭系和中、上奥陶统两套区域盖层控制油

气藏的垂向分布，石炭系东河砂岩、奥陶系碳酸盐岩是油气勘探的主要目的层。克拉通古隆

起斜坡区存在多个不整合面，可作为油气区域性侧向运移的通道，促进油气的大面积汇集，

是油气赋存的主要场所。由于台盆区构造圈闭不甚发育，进一步勘探的目标必须瞄准非构造

圈闭。

!"%"! 塔中奥陶系碳酸盐岩是寻找大油田的主攻领域

（!）石油地质条件优越 塔中低凸起在加里东晚期即已形成以中央断垒为轴部的大型台

背斜构造、塔中 ! 号断裂带并同时发育和控制沉积和潜山，泥盆纪末海西早期运动进一步使

东南段抬升，西北段倾伏。但它已在石炭纪基本稳定，是一个发育早、长期稳定的有利于油

气聚集和保存的正向构造单元。现今奥陶纪灰岩顶构造图表现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由许多次级

构造带组成的背斜构造，面积约 ($$$&’。南北毗邻塘古孜巴斯凹陷和满加尔凹陷寒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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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奥陶统烃源岩区，北部斜坡还发育中—上奥陶统烃源岩，油源条件好。同时奥陶系风化

壳、石炭系下泥岩段等致密灰岩都为较好的盖层。塔中 ! 号潜山台背斜早期，油气充注广

泛，已获工业油气流。另外圈闭类型包括以塔中 ! 井奥陶系为代表的潜山型、塔中 ! 井断裂

带上盘断裂和背斜控制的以缝洞为储集空间的构造—岩性型圈闭等，这表明构造—岩性复合

圈闭探明难度大，潜力也大。经石油勘探单位综合评价：塔中地区最有利勘探区块为塔中北

斜坡，包括塔中 ! 号断裂带和奥陶系白云岩背斜圈闭带；有利区块为古城鼻隆；塔中南坡为

较有利区块!。

（"）整体解剖塔中 ! 号断裂带，寻找奥陶系缝洞型碳酸盐岩大油气田 塔中 ! 号奥陶系

含油潜山的重大发现，是塔里木勘探历史上的第五个里程碑，它充分说明了：塔里木盆地不

但南、北两个前陆盆地有油气，地台边缘的塔北隆起也有油气，而且在盆地的腹部的中央隆

起上也有油气，油气分布十分广泛。沿塔中 ! 号断裂带已有塔中 !#、!#!、!#"、!#$ 等九口

井在奥陶系获工业油气流，勘探面积 !$%%&’"，并且显示该带良好的成藏条件和勘探前景。

（(）近邻满加尔凹陷寒武系烃源岩和本地中、上奥陶统烃源岩，油气充注条件好 塔中

! 号断裂带（上盘）奥陶系有利的礁滩沉积相带、断裂与裂缝改造以及次生溶蚀作用可以造

成裂缝孔洞型储集体发育。

该断裂带在早奥陶世早期发育白云岩段、早奥陶世中、晚期发育台地边缘相带，晚奥陶

世良里塔格期发育镶边状边缘礁滩相带，因此它是一个有利于储层发育的沉积相带发育区。

塔中 ! 号断裂是同生期、埋藏期溶蚀作用发育的有利地带，同时在早奥陶世末由于区域抬升

而发育风化壳岩溶。因此，多种溶蚀作用的叠加，造成该带次生溶蚀孔洞发育。塔中地区发

育加里东晚期、海西期、印支—喜马拉雅期三期裂缝。所以塔中 ! 号断裂带中、上奥陶统灰

岩裂缝发育好—较好。该带奥陶纪灰岩形成于高能沉积相带、溶蚀作用较强、裂缝发育，具

有形成孔洞缝储集体的有利条件。

另外，东河砂岩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东河砂岩是一套滨岸相石英砂岩，它上覆地层为

石炭纪大套泥岩夹灰岩地层，东河砂岩是塔里木盆地台盆区原油勘探的主要目的层之一。特

别是在塔中地区广泛分布，沉积受古地貌控制，以超覆不整合尖灭为特征。目前已发现塔中

)、塔中 !%、塔中 !#、塔中 )% 等，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极为丰富。对东河沙岩认识的飞

跃，可以带来油气勘探的新突破。

根据上述分析，台盆区海相油气系统油气勘探潜力大。轮南奥陶系风化壳、满西石炭系

是增储上产的现实领域，塔中奥陶系是勘探取得大突破的主攻领域，轮南深层是值得探索的

领域，阿瓦提凹陷是值得积极准备的接替领域。

!"# 加快实现英吉苏的原油勘探新区的突破

英吉苏凹陷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北部孔雀河斜坡内，是在下古生界断陷和剥蚀地貌背景

上发展起来的中、新生界凹陷。该区勘探程度低，近期的研究认为英吉苏凹陷具有良好的石

油地质条件。

该区具有良好的油源条件。以侏罗系煤系泥岩为主，分布范围广，面积达 )%%%%&’"；厚

度较大，平均厚度 "%%’ * +%%’；有机质丰度高。以正常原油和凝析油为主，为低熟—成熟

较好烃源岩。存在着三套有利的储盖组合，从下往上依次为：志留系大套砂岩储层、中—下

侏罗统煤系泥岩作盖层；沙里塔什组为储层、杨叶—康苏组碳质泥岩为盖层；杨叶—康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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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砂岩作储层、塔尔朵组泥岩为盖层。

目前已发现侏罗系构造 !" 个，圈闭总面积 #$%"&’#，其中以英东构造和阿拉干构造评价

最为有利，是钻探的首选目标。在该区已有良好的油气显示，特别是 #$$! 年英买 # 井于侏

罗系实现本区油气首次突破，预示着该区曾发生过油气生成、运移和聚集过程，展现了该凹

陷广阔的油气勘探前景。所以，该区有望成为一个原油勘探的有利接替区。

( 结束语

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虽历时 %$ 余年，其中通过“八五”、“九五”科技攻关，该盆地

油气勘探和石油地质理论及勘探技术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近期以大、中型油气

田（藏）的发现为目标，精查细找相结合，实现了西部油气勘探的新突破。但该盆地是历经

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复合叠合盆地、具有多烃源岩、多供烃中心、多储盖组合、多

期成藏和改造调整、多种油气藏类型、多油气系统的基本石油地质特征，石油地质条件极为

复杂、尚有很多难题未得到解决，至今未找到与盆地相称的大油田，其油气勘探程度仍是我

国陆地上含油气盆地相对较低的地区。因此增加科技投入、开展科技攻关是该盆地油气勘探

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同时塔里木盆地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机遇和成功，而还有更多的困

难和挫折。塔里木盆地海相、陆相多层系、多类型、复杂多样油气成藏特点及相当复杂的地

质条件，导致其勘探的难度与勘探的风险较大，周期可能较长。对勘探中关键问题的敏感性

和选择目标时的判断力，将对加快开拓塔里木盆地勘探新局面至关重要。

本文对塔里木盆地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勘探的认识是建立在前人勘探与研究的基础之上，

作者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

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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