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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中、古生代石油资源远景

黄汉纯，黄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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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笔者在柴达木盆地侏罗系生油层和原生油藏的研究成果，指出我国应

重视侏罗系油源的战略性侦察以及古生代及其以前海相油源战略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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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血液和重要化工原料的石油资源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它的不可替代以及不可再生性，使之成为 %" 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争夺最激烈的经济战略资

源，更关系到国家在 %! 世纪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到底我国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供开发的石

油资源？

根据地质历史时期中，古生代后期海侵范围的缩小和中生代陆地面积的扩大，产生了

中、新生代世界范围的一次重大地质事件。这一事件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形成约 (" 余个

古湖泊，总计占我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一些湖泊具有一定深度的水体，生物大量繁

殖，利于有机物的堆积和保存。这些湖区至今仍处于洼陷状态，造就了中国广泛分布的中、

新生代含油气平原和盆地。某些盆地或平原基底尚保存古生代海相油源。

这些含油气盆地（平原）是地壳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地壳构造运动的影响。因此，它

们必然是某个构造体系或构造带的组成成分或几个构造体系（带）的复合体。实践证明，我

国东部的含油气平原多为北北东———北东方向展布，受新华夏构造体系控制；我国西部含油

气盆地主要为北西———北西西向，受西域构造体系控制。它们重叠在负向巨型纬向构造带之

上，并为纬向隆起带所分隔，成为独立的含油气盆地或平原。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石油地质工作者运用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找油，突破了“中

国贫油论”的束缚，先后找到松辽、华北、江汉、苏北、陕北、四川、柴达木、北部湾、南

海、塔里木等中、新生界覆盖区的浅、中层油气田，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为新生的共和国

打破敌对势力封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连续 !( 年我国石油产量居

世界第五位，石油工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功不可没。

但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开发，这些含油区的浅、中层油田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衰竭期，

石油自给率下降，国产石油已不能满足需求，我国终于在 !))&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从当

年持续到 !))* 年，我国净进口石油量每年不过 )"/ 万吨，但到 !))) 年和 %""" 年我国石油进

口量则高达 (""" 万吨和 ’""" 万吨。据专家分析预测，%""&、%""/、%"!" 和 %"%" 年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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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将分别达到 ! 亿、!"# 亿、!"$ 亿和 %"& 亿吨。中国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

越大。同时，国际油价暴跌暴涨大幅波动，!’’( 年 !% 月至 !’’’ 年第四季度，仅一年时间，

油价由 ’")) 美元一桶跨越每桶 #* 美元，我国原油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深。

这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清楚的显示出，石油短缺将成为制约 %!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

颈”。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种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受制于人，也可能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

风险，而长期依赖增加进口和“走出去”开发利用国外资源获取“份额油”，必然会给世界

石油资源的分配、控制体系带来冲击。对此，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新近发表一

份报告宣称，“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使中国未来 %* 年内成为一个重要石油进口国，因而威胁到

目前来自海湾的美国石油供应⋯⋯”，同时“在亚洲国家寻求能源进口时将会浮现两种地缘

政治风险⋯⋯”。不能不考虑这种矛盾一旦在特定条件下真的尖锐起来，是否会产生国际间

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冲突。

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石油问题，江泽民主席曾指示：“我国石油后备资源不足，与经济发

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必须未雨绸缪，做到有备无患。从当前世界石油市场急剧变

化的情况看，这个问题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目前我国采取的

加大进口和“走出去”开发国外资源等多元化战略对策是完全正确的，它适时地补充我国石

油资源的不足，也是加速扩大我国国家石油储备的捷便可行途径。

温家宝副总理于 %**! 年国土资源部厅局长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示：“国土资源部不要放

弃对石油战略性工作的研究。”中央领导的指示使地质工作者深受鼓舞。笔者长期从事地质

力学工作；曾三次（%* 世纪 )* 年代、(* 年代和 ’* 年代）负责或参加柴达木盆地石油地质

研究，!’’( 年发现并经青海油田钻探证实，柴达木盆地存在罕见巨厚连片侏罗系生油层和

原生油气藏［!］，破解了近 +* 年的难题———柴达木盆地有没有侏罗系生油层及原生油气藏!；

同时预测了盆地基底古生代海相油源和含油区。因此，从构造体系控油理论和柴达木盆地找

油的实践经历说明：我国仍有大量侏罗纪和古生代油气资源尚未探明，李四光教授提出的

“中国是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论断并没有过时。过去的 )* 年我国开发的油气田，主要是来自

埋藏时间相对较短，油质相对较差的中、新生界覆盖区的中、浅层油气。对覆盖区中、深层

侏罗系优质石油和基底古生代海相油源还仅在个别含油区进行勘探开发。那么，到底中国还

有没有更多的可供开发的中、古生代石油资源？

长期以来国内外石油地质学理论大都认为中国没有大面积连片的侏罗纪沉积层，甚至还

有人相信中国的古生代地层中不具备生油和储油条件，故认为无寻找侏罗纪和古生代大规模

油气田之可能，这种观点未免偏颇。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石油地质的经验，对我国油气资

源战略性研究提出两点意见：

（!）侏罗系油源战略性侦察

目前世界侏罗系石油探明储量约占总储量的 ! , +，而我国是一个以中、新生代陆相油源

为主的国家，但侏罗系油气资源仅占 $-，自 !’’( 年柴达木盆地发现侏罗系优质生油层后，

对我国其他中、新生代含油区寻找侏罗纪生油层和原生油气藏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我国东部的松辽、海拉尔、北华北、南华北、华东和江汉盆地；西部的准噶尔、吐鲁番—哈

密、塔里木、柴达木和库木库里盆地以及中部的二连、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等盆地，面积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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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地的四分之一。这些受构造体系控制的中、新生界覆盖区（图 !）的中深层，都应是

侏罗系油源战略侦察的靶区。

（"）古生代及其以前（包括中、新元古代）海相油源战略性研究

主要目标仍然是我国东、西、中部上述中、新生界覆盖区（见图 !），但不是覆盖区自

身，而是它们的基底。这里所指的基底是对上覆沉积盖层而言，即我国中、新生代含油气盆

地（平原）的前中生代地层；同时，盆地或平原的基底与周边老山的地质时代、构造和岩性

有关，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基于此，!若在中、新生代覆盖区的周边老山分布着有未变质

古生代地层时，它们的基底亦应有古生代地层分布，且后者对油气保存更为有利。"古生代

油源是深层油藏，但不一定埋藏都深。同样，上覆中、新生代油藏不一定埋藏不深。因此在

寻找基底古生代油藏时，首先可充分利用长期积累的可供揭露基底性质的几项基本资料，诸

如钻遇基底井孔、综合地球物理和区域地质调查等资料，在研究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调查研

究盆地周边老山、基底、中、新生代盖层及其联系；调查研究控盆构造和盆内构造体系及其

关系；重点要调查研究未变质的古生代及其以前（含未变质的中、新元古代）地层的分布、

构造、岩性和生油指标的分析等。编制盆地基底古构造图和现今盆地基底构造（起伏）图，

以求达到寻找古生代及更老油藏的目的。

总之，无论我们是否能够长期依赖进口保持自身需求和储备，都应该将自己的油气资源

尽快盘查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以便为国家中、长期能源战略计划提供科学而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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