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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我国油气勘探在中、新生代陆相裂谷及前陆盆地中获得油气主要

储量，21 世纪我国远景储量增长将向古生代克拉通盆地海相碳酸盐岩转移，塔河

大油田、苏里格大气田、普光大气田等大型油气田的发现，预示着我国陆上前中生

代海相碳酸盐岩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是我国油气资源战略接替的重要领域。但由

于我国含油气盆地绝大多数盆地具有叠合盆地性 质，勘 探 特 殊，导 致 油 气 增 长 缓

慢。从目前油气勘探程度来看，油气工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寻找油气勘探新

区、新领域、新层系、新类型，二是加 快 主 要 油 气 盆 地 新 区 油 气 资 源 勘 探 前 景 评

价。这不仅需要高新探测技术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要从观念认识上更新，运用新理

论新思想突破对叠合盆地深层油气资源赋存状态的复杂地质构造的规律性认识，从

战略高度指导油气勘查和评价工作。盆地分析 － 油气系统 － 成藏区带 － 远景评价构

成认识和预测叠合盆地新区和成藏潜力评价的主旋律，而 “盆地的完整性、改 造

的微弱性、封闭条件的完好性”则是叠合盆地油气新区初步评价、战略选区 的 目

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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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我国油气勘探主要集中在中、新生代陆相裂谷及前陆盆地［1 ～ 14］，21 世纪油气勘

探逐步向克拉通盆地海相碳酸盐岩转移。塔河大油田、苏里格大气田、普光大气田等大型油

气田的相继发现，证实了海相碳酸盐岩是我国油气资源战略接替的重要领域［15 ～ 25］。但由于

我国油气盆地绝大多数具有叠合盆地性质，勘探特殊，导致油气增长缓慢。从目前油气勘探

程度和发展趋势来分析，一是寻找勘探新区、新领域、新层系、新类型，二是加快新区油气

资源勘探前景调查与评价，运用新理论新思想突破对叠合盆地深层油气资源赋存状态的复杂

地质构造的规律性认识，进行战略性油气调查和评价。
沉积盆地是油气生成和赋存的基本地质构造单元，沉积盆地中有机质向油气转化所需的

温度、压力、反应时间等要素都受控于盆地形成演化的地球动力学过程。不同类型盆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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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制不同，其中油气生、运、聚的特点也必然不同。对于具有中国地质特色的叠合盆地而

言，发生在构造变革时期的地球动力学突变过程尤为重要。因此，通过构造地质学、地球物

理学、地球化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查明叠合盆地现今的三维结构，从演化视角探讨盆 － 山

系统形成旋回性，揭示构造活动对前期盆地的改造和对后期盆地形成的控制作用，是研究叠

合盆地油气形成演化和分布规律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26 ～ 33］。

1 叠合盆地及分类

目前，世界上新区油气勘查和评价，常采用四个层次: 盆地分析 － 油气系统 － 成藏区带

－ 远景评价 ( 图 1 ) 。世界大油气田分布与盆地形成的构造环境密切相关［34 ～ 35］，根据盆地类

型与油气丰度之间的相互关系，32% 大油气田与裂谷盆地有关，38% 大油气田与前陆盆地有

关，22% 大油气田与克拉通盆地有关，走滑盆地约占 7%［33］。同时，不 同 原 型 盆 地 类 型 控

制了不同油气系统、成藏区带和远景圈闭。因此，原型盆地类型的划分是叠合盆地新区油气

勘探和评价的第一步。

图 1 叠合盆地油气战略调查与评价基本思路

Fig. 1 Basic route of strategic hydrocarbon survey and evaluation in superimposed basins

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独特的多旋回性，决定了绝大多数盆地具有叠合盆地的性质。如

华北板块及周缘地体，经历了多幕式裂解 － 漂移 － 拼合多次叠加改造过程，在纵向上明显地

表现出伸展 － 收缩转化的多个巨型旋回。在板块运动体制上，各个板块之间的拼合，尤其是

在华北板块运动程式上，其周缘地体裂解、拼合并不是表现出在时间上的等时性。在裂解和

拼合之间的漂移期则发育稳定的克拉通盆地，而在俯冲和拼合阶段，由于地域和时间的差异

则发育不同类型的原型盆地。因此，华北沉积盆地由不同演化阶段所形成的不同原型盆地在

纵向上叠加、改造而形成 ( 图 2 ) ，纵向上多层次的油气系统的改造及叠加造就了油气区带

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以 “盆地的完整性、改造的微弱性、封盖条件的完好性”［28］应是叠合

盆地油气新区初步评价、战略选区的目标所在。
叠合盆地新区油气战略勘查和评价过程中，首先要对含油气叠合盆地进行系统分类，那

么单型盆地或原型盆地划分是叠合盆地分类和研究的主要环节。所谓单型盆地是指在统一的

地球动力学背景下，在一次大的构造事件及沉积旋回作用下形成的盆地; 而叠合盆地是指经

历了多期构造变革、由多个单型盆地经多方位更迭、复合而成具有复杂结构的盆地［28］。以

区域性分布的不整合面和与之可以对比的整合面为界面的巨层序常与原型盆地开始和终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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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渤海湾 － 南华北克拉通内盆地早古生代以来复杂盆地叠合改造关系①

( 据胡宗全等，2005 )

Fig. 2 Super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plex basins in Bohai bay and Southern North

China craton since early Paleozoic ( after Zongquan Hu et al． ，2005 )

关［36］，在其不整合面上下常出现原型盆地的更迭。因此，盆地巨层序的正确识别、划分和

层序格架的建立，以及沉积样式和构造形迹 ( 或构造样式) 是原型盆地研究和分类的基础。
各类原型盆地的形成发展与地球动力学环境有关，按简单、实用和惯用的分类原则，可

简化为拉张盆地 ( 裂谷盆地、裂陷盆地或伸展盆地) 、挤压盆地 ( 压陷盆地、收缩盆地、挠

曲盆地或前陆盆地) 、走滑盆地和克拉通盆地等［28，37］，分别对应于地质力学观点中张性、压

性、剪性、垂直升降为主的地球动力学环境［26，30 ～ 35，37］。不同原型盆地类型其动力学机制不

同，其油气形成的地质要素、油气生 － 运 － 聚等成藏作用特点也必然不同，它控制了不同油

气系统、成藏区带和远景圈闭的形成和分布［31 ～ 32］。
油气系统是从源岩到圈闭的天然系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含油气地质单元。它包括着油

气生成 － 运移 － 聚集所必须的地质要素和地质作用以及它们在时空上的有效配置。最初称为

石油系统 ( oil system) ， 其 基 础 是 从 原 油 － 源 岩 对 比 研 究 开 始， 而 后 演 化 为 含 油 气 系 统

( Petroleum system) 和复合油气系统、总油气系统 ( Total petroleum system ) ［38 ～ 39］。油气系统

为区域油气勘探提供了一个综合分析的框架和方法，把油气勘探规限在油气系统范围内进

行，降低勘探风险，因此它成为油气勘探有效工具之一。油气系统研究内容包括两类: ①地

质要素: 烃源岩、储集层、封盖层及上叠层; ②成藏要素: 油气生成 － 运移 － 聚集 － 圈闭形

成关键时刻，持续时间及保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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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宗全，周新科，朱建辉，等 ． 中石化环渤海湾地区前第三系油气资源前景 ．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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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油气系统分类主要有两种方案: ①以地球动力学环境为依据 进 行 分

类，在不同地球动力学环境下可形成裂谷型油气系统、台地型油气系统和造山型油气系统等

3 种主要类型［38］，分别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大型盆地的油气系统相适应，不同单型盆

地叠合时可以形成复合油气系统。②成因分类，即考虑油气生成 － 运移 － 圈闭过程［40］。但

烃源岩、运移方式和圈闭封盖条件都与区域构造和地层框架有关，所以在油气系统分类中一

般首先考虑地球动力学因素; 而在油气区带划分中考虑到成因分类中有关因素。
中国型沉积盆地，即经历了多期构造变革、由多个单型 ( 单旋回) 盆地经过多方位叠

加、复合而形成的复杂结构的盆地［28］。叠合盆地多期构造演化 ( 或不同构造旋回) 造成了

多套烃源岩叠置，并构成复合油气系统 ( 或油气成藏体系) ，发育不同型式的复合型油气成

藏区带。如华北板块东部沉积盆地的成生发展从大陆克拉通开始，构造变革主要发生在中生

代以来，因此，盆地纵向叠置主要表现为前中生代克拉通盆地、中生代挤压盆地和新生代伸

展盆地的叠合序列，相应地形成台地型、造山型和裂谷型 3 种含油气系统，以及相互关联的

复合油气系统 ( 或油气成藏体系) 。
不同动力学机制形成的原型盆地内层序充填序列 ( 或沉积样式) 不同。无论是 Vail 等

提出层序形成的驱动机制是全球海平面变化［36］，还是 Cross 等认为控制层序的主要因素是基

准面变化［41］，都分别与全球板块动力学和区域构造动力学有关，因此，层序形成和充填特

征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演译为地球动力学机制。层序地层展现了原型盆地充填总貌和层序界面

空间和时间关系，可以预测生、储、盖组合和空间分布，进而有机地结合盆 地 构 造 变 形 样

式，预测有利成藏区带。所以，从地球动力学出发，可以将油气系统和层序地层作为有机整

体来统一考虑。
克拉通盆地沉积层序以碳酸盐岩 － 蒸发岩旋回为主旋律［32］，主要发育在海侵体系域和

高水位体系域，形成旋回式油气系统; 横向上受碳酸盐岩台地和深水盆地之间的坡折带控

制，形成相变式油气系统。因此，根据克拉通盆地的沉积旋回和沉积相带、古隆起和不整合

面暴露面，以及断裂构造的研究，可以预测碳酸盐岩成藏区带［32］。国内外的油气勘探表明:

克拉通盆地油气系统受构造沉积旋回与坡折带沉积环境所控制，构成完整的源岩 － 储集 － 渗

滤 － 封盖系统; 克拉通盆地内古隆起圈闭与沉积同期形成，孔隙 － 溶洞 － 裂缝带发育，有利

于早期成藏; 上叠前陆盆地褶皱 － 冲断带发育，促使克拉通盆地内油气的再调整富集，有利

于晚期成藏。在中国大型油气盆地中已取得了辉煌战绩 ( 如塔里木盆地古生界油气田群) 。
前陆盆地通常叠置在大陆边缘或克拉通盆地之上，侧向与冲断带过渡，在空间上将造山

褶皱 － 冲断带与前陆盆地构造样式作为一个整体。在时间上前陆盆地沉积层序可分三期: 前

冲断作用层序 ( 烃源岩发育) 、同冲 断 作 用 层 序 ( 储 层 发 育) 和 后 冲 断 层 序 ( 盖 层 发 育) 。
发育以构造圈闭为主的褶皱 － 冲断带、以构造 － 地层圈闭为主的克拉通和造山带之间的枢纽

带、与克拉通古隆起叠合的前缘隆起带等主要油气成藏区带［32 ～ 33，42］。
裂谷盆地及大陆伸展盆地沉积层序分为三期: 前裂谷层序 ( 由裂谷前基岩或克拉通层

序) 、同裂谷层序 ( 断陷期，属于艾里均衡快速沉降，主要由正断层控制的沉积) 和后裂谷

期层序 ( 坳陷期，主要为挠曲作用控制的热沉降) 。后裂谷期层序向同裂谷层序往往强烈上

超，剖面上形成 “牛头”模式。裂谷盆地油气系统以深陷湖相或海相沉积为生烃中心，断

层系统形成垂向油气运移网络和多源混合，构成旋回式和侧变式生储盖组合; 广泛发育各种

成藏区 ( 层) 带，如掀斜断块带、滚动背斜带和三角洲体系、坡折带和礁滩层序、调节带

与浊积扇体系。

411



第 2 期 周新桂等: 我国叠合盆地油气调查战略思考

总而言之，成藏区 ( 层) 带的油气评价是以油气系统分析为基础，而油气系统又与层

序地层格架有关，以此来预测源岩、储层和盖层组合; 层序地层的时空展布则受控于原型盆

地的发育和演化; 盆地的形成取决于地球动力学环境中地块运动和地幔对流。因此，盆地分

析 － 油气系统 － 成藏区带 － 远景评价构成认识和预测叠合盆地新区油气资源勘查和成藏潜力

评价的主旋律。

2 国内外油气勘探发展趋势

全球油气勘探经验告诉我们，油气勘探主要从前陆盆地或裂谷盆地开始，进而向稳定克

拉通盆地发展。如中东扎格罗斯山前带油田的发现，使波斯湾盆地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

66% 左右［33］。进入 21 世纪，中国油气储量的增长无疑主要来源于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目

前大家公认，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盆地等海相碳酸盐岩大型油气田的相继发

现，证实了克拉通碳酸盐岩盆地具有很好油气远景。因此，油气勘探领域向深层新层系、碳

酸盐岩储层发展成为必然，重视并加强碳酸盐岩地区石油地质调查、构造改造与油气保存研

究与可采油气资源评价，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油气资源勘探的重要方向。
我国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难度越来越大，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独特的

多旋回性，决定了绝大多数盆地具有叠合盆地的性质，造成了油气区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叠合盆地赋存了我国陆上油气资源的 80% ，是当今油气勘探主要对象。但由于长期演化中

盆地经历多期次构造变动、烃源岩种类多，油气经历多次运移、聚集成藏和再破坏、再成藏

过程，油气分布十分复杂。这类盆地油气增长缓慢，油气地质理论滞后于勘探实践。因此，

叠合盆地油气成藏条件、成藏规律和成藏机理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系统解剖我国

大型叠合油气盆地成盆 － 成烃 － 成藏动力学机制和过程，建立我国油气盆地原型演化序列及

其改造类型，深入揭示成盆过程与油气资源富集之间的时空关系尤为重要。
总之，全球油气勘探工作将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积极寻找 油 气 勘 探 的 新 区、新 领

域、新层系和新类型，二是加快对主要油气盆地油气系统和油气资源勘探潜力的综合评价工

作。这不仅需要地球物理、深层钻探等高新探测技术为支撑，更重要的是要从观念认识上更

新，运用新理论突破对油气资源赋存状态复杂地质构造的规律性认识，从战略高度指导油气

勘探工作。
我国油气勘探新领域: ( 1 ) 老区新领域、新层系。松辽盆地深层、渤海湾盆地上古生

界、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四川盆地深层等。 ( 2 ) 新区新领域 ( 盆缘区带) 。 ( 3 ) 板块

边缘造山带，如天山 － 阴山山前推覆带，秦岭 － 大别山山前推覆带，龙门山山前推覆带，雪

峰山西南缘推覆带; ( 4 ) 扬子和滇黔桂板内变形带、阿拉善地块等。我国非常规油气: 煤

层气、页岩气、油页岩、油砂等。我国潜在烃源岩: 如河西走廊石炭系; 东北石炭系; 柴达

木、青藏和南方碳酸盐岩等。

3 我国油气勘探方向与研究领域

3. 1 主要勘探方向

3. 1. 1 中国南方海相油气勘探方向

南方碳酸盐岩地区受控于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洋构造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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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海相中、古生界已发现的油气田 ( 如威远震旦系气田、川南二叠系气田、川东石

炭系气田、鄂西渝东区建南气田、川东北三叠系气田等) 基本都位于四川盆地上古 － 中生

界组合内 ( 除威远气田属下组合外) 。因此，从油气勘探领域来说，下组合理应成为一个重

要的探索领域。
3. 1. 2 中国东部油气勘探方向

新华夏构造体系，即李四光先生提出的第二、第三沉降带。盆地主要包括松辽盆地和渤

海湾 － 南华北盆地以及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以及二连、海拉尔盆地等，加强新地区、新

领域、新类型和新层位的勘探，以求大发现。
3. 1. 3 中国西部油气勘探方向

该区前陆盆地的发育主要与特提斯域造山带有关，油气主要赋存于克拉通盆地与上叠前

陆盆地岩层中。因此，加强特提斯构造域新区油气系统战略调查、研究和评价，有利于中国

西部地区油气勘探与开发。
3. 2 主要研究领域

3. 2. 1 中 － 西部中新生代盆山结合带油气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价

世界油气资源 94% 分布于盆地边缘，6% 富集于克拉通盆地［33］，其 中 绝 大 部 分 赋 存 于

中 － 新生代碎屑岩中，这一客观规律决定了勘察对象应定位于 “中﹑新生代盆地的盆山结

合部碎屑岩地层”。因此，中 － 西部盆山结合带能源资源远景调查与成藏规律研究是最为现

实领域之一。
3. 2. 2 中国克拉通盆地油气资源远景调查与评价

从稳定与活动的关系上，把握选区海相油气藏勘查层次: ( 1 ) 大面积被陆相坳陷覆盖

的断块区的勘探放在首位 ( 中国中 － 西部地区) ; ( 2 ) 中、新生代陆相裂谷系覆盖的海相层

发育区 ( 中国东部地区) 。
3. 2. 3 南方碳酸盐岩复杂构造带油气地质调查与保存评价

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洋构造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控制了古生代扬子地台大陆边缘的发

育，同时也导致了该构造带中 － 新生代时期复杂的构造变动历史。由于后期构造运动强烈，

古生界碳酸盐岩台地的原形特征遭受强烈改造，油气赋存规律变得异常复杂。尽管石油公司

对南方碳酸盐岩地区的几个区带做了一定的勘探，但效果甚微，至今油气勘探没有取得实质

性的突破。一方面归结于复杂的石油地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需要改变传统的勘探思路，加强

区域石油地质条件的评价，其中应以油气保存条件评价为重点。
3. 2. 4 西藏高原盆地类型及油气资源潜力调查

在青藏高原经历漫长的板块构造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海相盆地，特别是中生

代海相盆地，无论基础地质研究还是能源勘探，在我国均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盆地中形

成的良好生油层、储集层和盖层及其多套有利的生储盖组合，特别是其生烃强度之大，在我

国诸多的含油气盆地中也属罕见。羌塘盆地成为我国新一轮油气勘探的首选目标，是陆上新

区油气资源勘探取得突破最现实的选择之一。
3. 2. 5 东部深层油气资源成藏潜力研究与新区油气战略勘查方向

包括松辽盆地 ( 已 发 现 徐 家 围 子 白 垩 系 千 亿 方 大 气 田 ) 和 渤 海 湾 － 南 华 北 盆 地 深 层

( 已发现石炭 － 二叠系为源岩气田 ( 藏) ) 。根据活动论构造历史观和盆地运动体制理论，从

原型盆地并列叠加关系中，研究盆地原型的地质作用，研究新旧体制改变中地质作用的继承

和新生关系，了解深层油气成藏机制和分布规律。以盆地分析 － 油气系统为主线，开展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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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和成藏潜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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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F STRATEGIC HYDROCARBON
SURVEY ON SUPERIMPOSED BASI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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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20 th Century，most hydrocarbon reserves were found in Meso-Cenozoic
continental rifts and foreland basins in China． While in the 21 st Century，the increase points of
reserves are transferring to Paleozoic marine carbonates in craton basins． The discoveries of Great
Tahe Petroleum Field，and Great Sulige and Puguang Natural Gas Fields indicate the favorable
exploration prospect of the Pre-Mesozoic marine carbonate in continental China，which is the
essential strategic succeeding scope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exploration in China． However，almost
all the hydrocarbon-bearing basins in China are superimposed basins， their special exploration
situations have caused the slow increase of hydrocarbon reserves． Seeing from the present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extent，the future work will develop toward two aspects，one is in search of
new exploration areas，new scopes，new strata and new types，the other is to speeding up the
prospect evaluation of the hydrocarbon resources in new areas of the main hydrocarbon-bearing
basins． These two aspects require not only the support of newly developed detecting techniques，
more importantly，require the updating of the conception and recognizing，using new theories and
new thoughts to break through the recognizing of the complex geological tectonic rules controlling the
reserving state of the hydrocarbon in the deep of the superimposed basins and instruct the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strategically． Basin analysis → petroleum system →
hydrocarbon bearing zone → prospect evaluation is the main rhythm of recognizing and predicting
new exploration areas and reservoir potential evaluation in superimposed basins． And the basins with
characters of integrality，slight reconstruction，and favorable seal boundary are main targets of new
exploration area initial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district selection． The main exploration direction and
research field was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Key words: Superimposed basin; Strategic hydrocarbon survey; Research thoughts; Exploration
direction; Research sc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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