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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成立之初

的油气年产量仅 ９ 万 ｔ。 经过近 ３０ 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在中国近海的油气产
量已达到了 ５ ０００ 万 ｔ 油当量，实现了“十一五”建
成“海上大庆”的战略目标。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始
终有效地支撑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快速发展，
为公司储量和产量的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并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在回顾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历程的基础上，介绍
了近海油气勘探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总结了近
海油气勘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探讨了如何在中国
近海走油气勘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旨在针对中国
近海的特点，更好地指导下阶段勘探工作，为公司发
展和国家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历程的回顾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第一阶段为自力更生的探索

阶段，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改革开放之前，经历了漫
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之后为快速发展阶
段，自营勘探通过对外合作逐步发展，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现在已成为中国近海勘探的引领者［ １ ～６］ 。

回顾中国近海这几十年来的勘探发展历程，不
仅是对勘探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几代海油人奋斗精
神的传承，还对今后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
义。
2．1　早期自力更生的探索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

—1978 年）
　　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原
石油工业部和地矿部系统在近海各海域展开了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 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的严重缺乏，加
上又处于自我封闭时期，技术装备落后，缺乏对中国
近海油气地质条件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认知水平有
限，仅发现了一些小油田。 但该阶段的近海勘探从
无到有，初创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为下一阶段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2．2　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阶段（1979年至今）
　　在国务院做出“加速勘探开发我国海上石油资
源”的战略决策后，中国近海油气勘探走上了对外
合作之路，从大规模对外合作为主到合作和自营
“两条腿走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见图 １）。
２．２．１　对外合作勘探为主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年）

中国近海的对外合作吸引了众多外国石油公司

进入，掀起了对外合作勘探的高潮。 外方应用了当
时先进的勘探技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由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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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仅局限于所属合同区，对区域石油地质条件缺
乏全面的认识，主攻方向不明确，勘探接连受挫。 以
渤海为例，外方照搬周边陆地油田的成功经验，勘探
层系局限在潜山，探井多集中在凸起区，接连失利，

在第一批合同到期后，纷纷知难而退［４］ 。 与此同
时，我们通过对外合作积累了资金、技术，培养了人
才；同时，外方的勘探投入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地球
物理及地质资料，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图 1　中国近海探井工作量统计图
Fig．1　Statistics of self operated and joint ventured wells

２．２．２　合作与自营勘探并举时期（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
通过对外合作，边干边学，逐渐加大了自营勘探

的投入，逐渐过渡到了合作与自营勘探并举的发展
时期。 我们将中国近海视为自己的“家园”，对近海
盆地从“盆地资源评价—区带含油气性评价—目标
优选”各个层次上展开了坚持不懈的研究。 其间的
自营勘探在渤海的辽东湾发现了绥中 ３６ －１ 油田；
合作勘探在南海海域发现了惠州、西江、流花油田和
崖 １３ －１ 等气田。 该时期的合作和自营勘探不仅共
同促进了中国近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还获得了
具有国际水准的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国际化管

理经验，造就了一批观念新、能力强的人才队伍。
２．２．３　自营引领合作勘探时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

该时期以渤海自营勘探在 ＢＰ 公司退出区块发
现秦皇岛 ３２ －６ 新近系亿吨级大油田为标志。 得益
于长期的潜心研究和认识创新，我们开始认识到了
渤海海域与周边陆地石油地质条件的差异，以凸起
上的新近系为主要目的层，获得了渤海新近系大油
气田群的重大突破。 自营勘探的成功也带动了外方
把勘探层系由古近系、古潜山转移至新近系，出现了
新近系发现的高潮。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渤海海域

共发现了十多个大中型以稠油为主的油田，三级石
油地质储量约 １７ 亿 ｍ３ ，为渤海油田 ２００５ 年建成
１ ０００ 万ｔ产能奠定了基础；此外，在珠江口盆地的
珠三坳陷内，我们在外方退出的区块内发现了优质
高产的文昌油气田群，中国近海迎来了油气勘探的
第一次腾飞。

然而，渤海新近系大发现中，稠油储量的比例占
到了 ６０ ％以上，开发难度大，一些中等规模的油田
甚至无法动用。 随着凸起上构造圈闭的钻探殆尽，
渤海勘探一度陷入了低潮，近海原油储量发现也出
现了波动，天然气储量发现陷入低谷，甚至遭遇了
“等米下锅”的被动局面，近海油气稳产一度遭遇了
严峻的挑战。
２．２．４　高速高效发展时期（２００５ 年至今）

尽管勘探工作一度遭遇了挫折，但长期的研究
和勘探实践均表明中国近海盆地仍具有丰富的油气

资源潜力。 因此，我们转变了勘探思路，首先鼓励全
体人员坚定在中国近海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信心，
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加大了勘探的投入，狠抓了基础
研究和区域评价，通过科学决策和合理部署，依靠认
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勘探工作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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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２００５ 年以来，共发现了 ２０ 余
个大中型气田，储量发现迅速走出了低谷，并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达到并屡创历史新高，步入了高速、高

效发展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中国近海勘探的再次腾
飞（见图 ２）。

图 2　中国近海历年自营勘探新发现储量统计柱状图
Fig．2　Annual reserve discovered in China offshore

　　其中，渤海海域以大面积精细三维地震资料为
基础，通过区域研究，对渤海海域油气成藏特征的全
面再认识促成了储量发现的新高峰；南海东部的自
营原油勘探获得了恩平凹陷和白云东洼的历史性突

破，有望首次建立自营的独立生产装置；南海西部的
天然气勘探也取得重要进展。 此外，中国近海勘探
还成功地迈入了深水，在南海北部深水区获得了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回顾中国近海油气勘探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勘探人员的信心是获得成功的前提，必要的投入是
勘探发展的基础，科学的决策和部署保证了勘探得
以顺利进行，而基于扎实研究的认识创新和思路转
变才是勘探获得成功的关键。
3　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不但迅速扭
转了“等米下锅”的被动局面，步入“上半年拿储量，
下半年拓展新区”的良性循环；同时，基于扎实的基
础研究，在大幅度增加工作量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
的商业成功率，原油和天然气勘探齐头并进，各个海
域全面开花（见图 ２）。 近 ５ 年来，中国近海累计发
现了 ２０ 余个大中型油气田，新增原油地质储量近
２０ 亿 ｍ３ ，天然气近 ５ ０００ 亿 ｍ３ 。 我们在渤海海域
发现一大批大中型优质油气田，逐渐改善了以往稠
油为主的储量结构；中国近海的成熟区勘探不断获
得新的发现，确保了油田高产、稳产；勘探新区新领
域不断拓展，揭示了良好的勘探前景；深水勘探继荔
湾 ３ －１ 重大突破后，喜获千亿立方米大气田。

3．1　渤海发现一批大中型优质油气田，逐渐改善了
储量结构

　　近年来，在渤海地区全面覆盖三维地震的基础
上，我们着重加强了区域研究，创新了地质认
识

［ ４，７，８］ ，转变了勘探思路，新发现一批大中型高产
优质油气藏，新增石油地质储量近 １４ 亿 ｍ３ ，其中稠
油仅占其中 ２０ ％，改变了过去以稠油为主的储量结
构，并有效地提高了整体产能。

例如，针对渤海稠油主要分布在凸起区的浅层，
转变了勘探思路，由凸进凹，主动寻找轻质油；拓展
中深层，以寻找位于油气运移主要路径上的凹内陡
坡带优质储层为突破口；突破了以往优质储层认识
上的埋深禁区，创新了中深部储层预测技术，发现了
凹陷陡坡带整装富集带。 在渤中凹陷石南陡坡带中
深层新发现油当量近 ２ 亿 ｍ３，在莱州湾凹陷陡坡带
发现了整装亿吨级油田———垦利 １０ －１。

渤海新近系浅水三角洲沉积体系的发现创新了

对渤海优质储层的认识，大大拓展了渤海优质油的
勘探领域

［９］ 。 近 ５ 年来，在黄河口凹陷针对明下段
浅水三角洲就发现了渤中 ２８ －２ 南等大中型优质油
田群，在这个具有 ２６ 年历史的勘探老区新增三级储
量近 ３ 亿 ｍ３。

近年来，以郯庐断裂带等地区联片采集处理的
高品质三维地震资料为基础，根据走滑断裂带油气
差异富集模式和古近系优质储层的发育机理，在郯
庐断裂带辽西分支重新认识了优质储层的形成机理

和分布，在前人钻探失利地区发现了近海最大的整
装亿吨级优质油田———锦州 ２５ －１ 和渤海地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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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田———锦州 ２０ －２ 北等大中型优质油气
藏。 近 ５ 年来，郯庐断裂带周边累计新增石油地质
储量超过 ４ 亿 ｍ３ 。
3．2　成熟区勘探硕果累累，确保勘探老区稳产高产

回顾近年来的成功经验，我们在勘探投入上
６０ ％放在了已证实为富烃凹陷的成熟区，２０ ％投
入了油田周边的滚动勘探，２０ ％投入新区新领域。
其目的之一在于成熟区和滚动区不断获得新的发

现，确保勘探老区的稳产和高产。 除了前文提及的
渤海海域的辽东湾、黄河口、渤中等勘探成熟区外，
南海西部的涠西南凹陷、南海东部的惠州凹陷等传
统勘探老区也焕发了“青春”。

涠西南凹陷是中国近海典型的勘探成熟区，配
套管网设施齐全，但面积小，断块碎，油藏复杂，勘探
开发的难度不断增大。 近年来，在对凹陷全面部署
三维地震后，我们重新展开了凹陷的整体精细研究
和评价，采用立体勘探的思路，从深层流沙港组至浅
层新近系角尾组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近 ２ 亿 ｔ。
此外，我们根据 “油田周边找油田，油田下边找油
田，油田内部找油田，精耕细作老油田”的滚动勘探
开发新思路，创新了勘探开发一体化管理模式，使区
域油气勘探、开发、生产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建成了
涠西南凹陷滚动勘探开发示范区。 该示范区的建立
对近海其他勘探成熟区也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

义。
此外，我们在南海东部的勘探成熟区惠州凹陷

的古近系、文昌凹陷琼海凸起的低阻油层均获得了
勘探突破，这些勘探老区仍在继续为油田的稳产高
产做出积极贡献。
3．3　新区新领域不断拓展，展现良好前景

成熟区勘探和油田周边的滚动勘探是每年储量

任务完成的重要保证。 但要着眼于今后更好地发
展，必须提前做好部署和准备，即不断地开辟勘探新
区新领域。

渤海海域在中国近海中勘探程度相对最高，但
我们没有满足已有的成果和认识，在前人钻探失利
地区通过重新部署和研究，在秦南凹陷和莱州湾凹
陷等新区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大拓展了勘探的领
域

［１０］ 。
南海东部的原油勘探一度面临着下步该往何处

去的迷茫。 勘探人员坚持不懈地在珠江口盆地进行
基础研究和区域评价取得了回报，恩平凹陷和白云
凹陷东洼的勘探在 ２０１０ 年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恩平凹陷在 １９８３—２００５ 年，共钻探了 １０ 个构
造，未能取得商业性发现，但也揭示了该凹陷具有一
定的生烃能力。 针对长期以来地震资料品质欠佳的
问题，我们首先进行了地震采集试验和处理攻关，同
时加强了古近系成藏条件的综合研究，然后结合新
采集的三维地震资料进行目标的精细评价，２０１０ 年
首钻的恩平 ２４ －２ －１ 井发现的油层累计厚度达
１３７ ｍ，单井探明储量超过 ３ ０００ 万 ｍ３，单层测试日
产超千立方米，创造了珠江口盆地自营油田的新记
录，实现了珠江口盆地原油勘探新区的突破。

无独有偶。 白云凹陷东洼北坡的流花 １６ －２ 构
造周边被 ４ 口干井和 １ 口失利井所包围，长期以来
一直被认为是高风险地区，勘探工作停滞不前。 通
过对周边钻井的再评价和区域成藏条件的再认识，
２０１０ 年钻探了流花 １６ －２ 构造，发现了 ６０ 多 ｍ 的
油层，单层测试日产超过 ５００ ｍ３ ，开创了白云东洼
原油勘探的新局面。

中国近海岩性圈闭的勘探研究已经开展了多

年，但由于海上钻井少，岩性圈闭的评价和勘探难度
很大。 勘探人员首先提出在富烃凹陷的富泥区寻找
储集体的设想，从具有构造背景的岩性圈闭入手，逐
步形成并完善了具有近海特色的岩性圈闭识别和评

价技术，在渤海和南海东部先后取得了锦州 ３１ －６、
秦皇岛 ２９ －２ 东、秦皇岛 ３３ －１Ｓ、惠州 ２５ －７ 等一
系列岩性圈闭勘探的成功，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领
域突破标志着中国近海的岩性勘探已经进入了实质

性阶段。
此外，通过一系列扎实的研究和关键技术的攻

关，２０１０ 年，我们还在渤海海域的潜山勘探和莺歌
海中深层天然气勘探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东海
的低孔低渗天然气勘探中取得了明显进展。

近年来，中国近海（传统水深范围内）的勘探新
区新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更可喜的是，中国近海的深水勘探
在继荔湾 ３ －１ 天然气重大发现后，又陆续获得了新
的商业性油气发现，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勘探领域。
3．4　深水勘探继荔湾 3 －1 重大突破后，又获喜人

发现

　　尽管南海北部深水勘探的突破是在 ２００６ 年的
ＬＷ３ －１ 构造钻探后获得的，但几代海油人对深水
勘探的研究和前期准备已经不间断地持续了数十

年。
在南海北部深水区的勘探策略和部署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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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了白云凹陷北坡浅水区作为突破口，在发
现了储量达千亿立方米的番禺气田群。 在证实了白
云凹陷的勘探潜力后，我们大幅度增加了深水区的
勘探投入，组织研发了崎岖海底地震采集处理解释
一体化技术并精细落实了深水区一批大中型构造圈

闭，于 ２００６ 年通过和 ＨＵＳＫＹ 公司的合作，钻探荔
湾３ －１构造获得了天然气发现，标志着中国近海油
气勘探从浅水成功迈向深水的重大跨越。

２００９ 年，通过对外合作，深水勘探又相继获得
了流花 ３４ －２ 和流花 ２９ －１ 两个商业性发现。 其中
流花 ２９ －１ 经评价后，其气藏高度超过 ２００ ｍ，含气
面积达 ８０ ｋｍ２ ，储量规模较大。 该发现不但大大提
升了深水区的储量发现，还直接揭示了白云凹陷深
水区大型优质储层的发育和分布，推动了周边一批
同类型目标的勘探，展现了深水区更为广阔的勘探
前景。
4　如何走近海勘探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近海勘探取得的成果固然令人欣喜，然而
随着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勘探的后备领域逐渐减
少；勘探成熟区的构造圈闭数量越来越少，面积越来
越小，油气藏类型趋于复杂；海上岩性圈闭识别和评
价技术尚不完善；随着目的层的加深，遭遇了越来越
多的“低孔低渗”储层；天然气勘探也面临着高温高
压的“禁区”和非烃气的困扰；加上近海勘探的成本
逐渐上升，近海勘探的难度越来越大。 同时，公司的
高速发展也给勘探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同时，中国近海数十年的勘探实践表明，勘探工
作的每一次突破往往都伴随着对已有认识的质疑、
否定和创新的艰难探索过程，而因循守旧、思想僵化
往往会使我们的工作陷入困境。

因此，研究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
盲目乐观。 中国近海勘探可持续发展之路任重而道
远。
4．1　仍然要坚持寻找大中型油气田，坚持走高效

勘探之路

　　尽管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
但总体而言，近海的勘探程度相对不高，已发现资源
量仅占到总资源量的大约 １／３ ［５］ 。 因此，一方面，中
国近海仍具有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物质基础，仍然
要以“坚持寻找大中型油气田”来指导勘探部署和
相关研究；另一方面，近海勘探的高风险和高投入决
定了我们必须要通过狠抓管理来降低作业的成本，

提高作业的效率，必须保持较高的商业成功率，走高
效勘探之路。
4．2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拓展勘探领域

中国近海发育 １０ 个新生代盆地，共 ５０ 余个凹
陷，油气发现主要集中在其中 ６ 个盆地的 １０ 个凹陷
内。 中国近海油气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特点决定了
能否找到富烃凹陷，紧紧围绕富烃凹陷展开勘探工
作是勘探成败的关键；而能否找到更多的富烃凹陷，
不断拓展勘探新区则直接关系到勘探能否可持续发

展。 其次，对于已经证实为富烃凹陷的勘探成熟区
而言，要想不断扩大和升级储量发现，勘探层系必须
从已知油气层拓展到可能的油气层，勘探目标应由
构造圈闭过渡为构造 －岩性圈闭以及岩性圈闭。 因
此，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不断开辟勘探新区、拓展勘
探领域、尝试新的圈闭类型将是勘探能否获得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加大了地震工作量的投入，尤其是对重
点凹陷区进行三维地震的整体部署和分步实施，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中国近海自营三维地震年度部署均超
过了 １ ×１０４ ｋｍ２ ，其中渤海海域将在 ２０１２ 年完成三
维地震全覆盖。 这些三维地震资料为近海盆地的基
础研究提供必须的资料。

另一方面，我们对近海盆地的数十个凹陷利用
新资料和新技术逐一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价和认识；
从加强区域研究入手，在掌握整个盆地或坳（凹）陷
油气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再针对领域进行研究和评
价，优选出不同类型、有代表性的有利构造进行钻
探；同时，在前人钻探失利的地区，摆脱传统思维的
束缚，不放过任何油气显示的“蛛丝马迹”。
4．3　加强技术创新，不断挑战中国近海的勘探

“禁区”
　　随着中国近海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勘探的层
系也在不断加深，地质条件趋于复杂，在中国近海各
海域普遍遭遇了“低孔低渗”油气层，在南海西部海
域的天然气勘探遭遇了“高温高压”等传统作业“禁
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勘探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近海已发现“低孔低渗”天然气储量超过
５ ０００ 亿 ｍ３ ，原油储量超过 ５ 亿 ｍ３ ［７］ ，这一数字可
能还会不断增加。 这些储量一旦解放，不但能够解
决中国近海现实的储量和产量接替问题，还将为今
后中国近海中深层勘探提供广阔的领域。 然而，由
于受到平台作业空间狭小和海上作业成本高昂的制

约，低孔低渗储层的改造面临着更为苛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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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海北部莺歌海 －琼东南盆地的中深层天然
气勘探一直受到“高温高压”和非烃气的困扰，面临
着高温高压作业技术和天然气成藏机理等一系列世

界性难题，一大批中深层勘探目标亟待解放。
目前，我们借鉴陆地兄弟油田的成功经验，首次

在东海地区探井作业中进行了低孔低渗储层压裂测

试，取得了初步成效；明年将重点展开“低孔低渗”
储层改造和产能提升的技术攻关，力争取得突破。
同时，我们在莺歌海中层高温高压天然气钻探业已
取得了突破，并获得了天然气的重大发现。 可以展
望，这些传统勘探禁区的突破将为近海勘探展现更
为广阔的前景。
4．4　坚持勘探远景区的探索

中国近海还广泛分布着一系列前新生代盆地，
沉积了较厚的中、古生界地层，初步研究表明其具有
较大的勘探潜力。 对于这些远景区，应着眼未来，坚
持对勘探远景区的研究和探索。
5　结语

通过几代海油人的奋斗，我们已经实现了在中
国近海年产 ５ ０００ 万 ｔ 油当量的“十一五”规划目
标，并正在向“十二五”更高的目标努力。 中国近海
的油气勘探工作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要仍然继
续坚定信心，坚持在中国近海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
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走高效勘探之路；另一方面，

仍然要坚持通过思维创新和技术进步来不断拓展勘

探领域，挑战勘探的禁区，使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不
断获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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