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 －０４ －０６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项目（２００７ ＣＢ２０９５００ ）
［作者简介］　卞从胜（１９８１—），男，安徽合肥市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天然气成藏与储层研究 ；Ｅ －ｍａ ｉｌ： ｂｉａ ｎｃｏ ｎｇ ｓｈｅ 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四川盆地致密砂岩气藏勘探现状与资源潜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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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川中地区是目前须家河组已发现的储量集中区，由于气源的不充分性导致气藏含水饱和度高，规模
经济开发难度偏大。 在成藏条件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评价认为须家河组下一步勘探潜力区主要分布在川中
西部的金华—蓬溪地区须二和须四段，以及川西北部的剑阁—柘坝场地区须三段，这些区域气源灶发育，生
气强度大，储层保持较好，且构造和裂缝发育，多口高产气井和规模储量的发现表明其成藏潜力巨大，将成为
须家河组天然气勘探的重要新领域。
［关键词］　大型化成藏；源内成藏；资源潜力；致密砂岩气；须家河组；四川盆地
［中图分类号］　ＴＥ１；ＴＥ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１７４２（２０１２）０７ －００７４ －０７

1　前言
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是我国致密砂岩气

勘探和开发的重点层系。 近 ５ 年来，须家河组天然
气储量发现快速增长，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累计探明
天然气地质储量近 ７ ０００ ×１０ ８ ｍ ３ ，控制加预测储量
超过 ５ ０００ ×１０ ８ ｍ３ ，已经形成了万亿立方米的大气
区，成为继三叠系飞仙关组和二叠系长兴组之后，四
川盆地天然气储量增长的重要区域之一

［１］ 。 勘探
证实，须家河组含气范围几乎遍布整个盆地，不仅探
明了川中地区八角场、广安与合川等大气田，以及川
西中坝、平落坝气田，而且在川北地区的龙岗、川西
北的九龙山以及川西南的白马庙地区，也都获得了
重要发现，天然气勘探层系和范围仍有进一步扩大
趋势

［２，３］ 。
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的规模开发利用已经有近

半个世纪的历史
［４ ～６］ ，早期发现的气田主要位于川

西龙门山前构造发育区，以构造和裂缝型气藏为主，
气藏规模小，但储量丰度高，气层厚度较大。 随着勘
探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断在川中地区发现大气
田，如广安、合川等气田，探明储量都在千亿立方米
以上，以构造—岩性或岩性气藏为主，含气面积大，

可达几百至上千平方千米，气柱高度低，基本在
１０ ～２５ ｍ，含水饱和度较大，一般大于 ４０ ％，气藏储
量丰度低，一般为 １ ×１０ ８ ～３ ×１０ ８ ｍ ３ ／ｋｍ ２ ，属中低
丰度天然气藏

［ １ ～３ ］ 。 目前已发现的气田主要分布在
须二、四、六段砂岩集中发育段，近期勘探又在须一、
三、五段气源灶内部获得了重要发现，可以说，须家
河组致密砂岩气具有满盆含气、全层系立体勘探的
特点。 然而，须家河气藏尤其在川中地区具有含水
饱和度高，气藏充满度低的特点，开发过程中产气量
低、产水量高，严重制约气藏的规模有效开发进程。
针对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
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特征和勘探现状进行了探讨，
结合该地区成藏研究的新成果对须家河组重点区域

资源潜力进行了评价，以期为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
下一步勘探和开发有所帮助。
2　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特征与勘探现状

研究表明，须家河组须一、三、五段烃源岩和须
二、四、六段储层呈大面积交互分布，构成“三明治”
生储盖组合，为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大型化成藏提
供了基础。 须家河组天然气藏具有含气面积大、气
藏丰度低，“经济性”成藏呈“斑块状”分布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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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成藏呈大范围分布
［ ４］ （见图 １）。

2．1　生储盖组合呈大面积广覆式交互分布
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发育一套含煤碎屑

岩河湖相沉积，由于古地形平缓，物源充足，形成了
大面积近满盆分布的辫状河—三角洲砂泥岩和煤系
地层

［７ ～９］ （见图 １） 。 煤系气源岩主要分布在须一、
三、五段，以高含有机碳的煤层和炭质泥岩为主，分
布面积达 ８ ×１０ ４ ～１２ ×１０４ ｋｍ ２ ，煤和炭质泥岩单层
厚度在 ５ ～２０ ｍ，单层生气强度在 ５ ×１０８ ～２０ ×１０ ８

ｍ ３ ／ｋｍ２ 。 砂岩储集体主要分布在须二、四、六段砂
岩集中段和须一、三、五段内部，孔隙度基本在５ ％
～１０ ％，渗透率平均为 ０．０１ ～０．５ ｍＤ，属于致密砂

岩储层，其分布面积可达 １１ ×１０ ４ ～１４ ×１０４ ｋｍ ２ ，每
一层的厚度基本在 １０ ～３０ ｍ。 须一、三、五段气源
岩和盖层与须二、四、六段储集体呈大面积紧密接
触，直接接触面积可达 ８ ×１０ ４ ～１１ ×１０ ４ ｋｍ２ ，构成
了大规模间互发育的“三明治”结构。 同时，在须
一、三、五段内部发育的同期沉积砂体同样是含气性
储层，单段分布面积可达 ５ 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ｋｍ２ ，储层
连续性较好，它与烃源岩构成指状交互发育特征，比
须二、四、六段储层成藏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１］ 。
因此，这种典型的“三明治”结构生储盖组合是须家
河组大范围含气的重要基础。

图 1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气源岩与储层分布图
Fig．1　Source rock and reservoir distribution in Xujiahe formation， Sichuan Basin

2．2　气层厚度薄、含气面积大，气藏充满度不高
须家河组储层是在地形平缓的浅水湖沼环境中

形成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由于河道的快速迁
移、归并和叠加，导致沉积砂体的结构和连续性较
差，加上后期强烈的压实和胶结作用，留下来的储集
体单体规模较小，侧向连续性较差［ １０ ，１１］ ，形成的气
层厚度也相对较薄，含气储层往往被致密砂岩或泥
岩隔开，呈孤立—半孤立状，但多层气藏相互叠加，
形成了集群式分布的气藏群，规模非常大。 如广安
气田， 单个气 层厚度 ４ ～１３ ｍ， 探明储 量面积
５７９ ｋｍ２ ，由 ４０ ～６０ 个气藏群组成，探明天然气储量
１ ３５５ ×１０８ ｍ ３ 。 合川潼南须二气田（见图 ２），单个
气层厚度 ５ ～１５ ｍ，探明储量面积 １ ０５８ ｋｍ ２ ，由

４０ ～５０ 个气藏群组成，探明天然气储量约 ２ ３００ ×
１０ ８ ｍ３ 。

须家河组气藏总体充满度不高，特别是川中地
区，受构造影响较大，位于构造低部位的储层往往产
水，而构造高部位即便储层物性较差，含气性也较
好。 广安须六段气藏储层段的物性均较好，构造高
部位的广安 ２ 井区平均含气饱和度可达 ５５ ％，生产
测试以纯气为主，基本不产水，而构造低部位的广安
１０５ 井区平均含气饱和度不到 ４０ ％，生产测试气水
同产，且产气量很低。 在合川—潼南地区，须二段上
部储层物性相对较差，其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
５ ％ ～７ ％和 ０．０５ ～０．３ ｍＤ，而含气饱和度基本在
５０ ％以上，是该地区的主要产气层。 须二段下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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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好，其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 ７ ％ ～１０ ％和
０．１ ～０．５ ｍＤ，但含水饱和度一般在 ６０ ％ ～７５ ％。
这与该区须家河组气源灶整体生气总量不充分，天

然气优先聚集在储层的上部高部位有关。 因此，构
造因素在川中地区天然气成藏富集中具有重要

作用（见表 １）。

图 2　合川地区须二段气藏剖面图
Fig．2　Gas reservoir section figure of Xu 2 in Hechuan gas filed

表1　四川盆地川中地区须家河组气藏特征统计
Table 1　Gas reservoirs characteristics statistics
of Xujiahe formation， central Sichuan Basin

气田

名称

圈闭

类型

含气面

积／ｋｍ ２
气藏

个数

气层

厚度／ｍ
充满

度／％
广安须六 岩性—构造 ２００．８ １５ ～２５ ８ ～１３ ５５ ～６７
广安须四 构造—岩性 ４１５．６ ２８ ～３５ ５ ～１０ ２１ ～４６
合川须二 岩性—构造 １ ０５８．３ ２４ ～３０ ５ ～１５ ５２ ～６１
潼南须二 岩性 ２７８．８ １６ ～２０ ４ ～１２ ２６ ～４２
磨溪须四 构造 ２６．２５ ５ ～８ １０ ～２０ ５５ ～５８

2．3　天然气成藏以岩性气藏为主，局部发育构造
气藏

　　统计表明，须家河组气藏以岩性和构造—岩性
复合型为主，尤其是近年来川中地区发现的一系列
大气田，如广安、合川、安岳和八角场等，探明储量可
达 ６ ３００ 多亿 ｍ３ 。 广安气田须六气藏，是一个构造
与储层物性共同控制下的构造—岩性气藏，而须四
气藏是一个斜坡背景下的岩性气藏，合川—潼南须
二气藏也是低幅构造背景下的岩性气藏。 这一类气
藏的共 同特 征 是构 造平 缓， 地 层倾 角基 本在
１ °～３ °，含气面积大，可达数百至数千平方千米，
气层厚度薄，一般单层 ５ ～１５ ｍ，气水分异较差，含

气饱和度普遍较低，一般为 ４５ ％ ～６５ ％，单井产水
较多，以常压和异常高压为主，气藏分隔性强。 这些
现象表明须家河组低孔渗天然气藏含气面积大，但
气水分异较差，具有大范围斑块状成藏的特征，规模
开发的难度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在川西北和川西南地区靠近龙门山
造山带地区，也发现了一些背斜或断层型构造气藏，
这些气藏大多数发现较早，勘探难度相对较低，所占
储量比例也很低，探明储量总计近 ５００ ×１０ ８ ｍ３ ，但
是这些气藏的技术可采储量较高，近 ４００ ×１０ ８ ｍ３ 。
如中坝须二气藏，是一个典型的背斜型气藏，邛西须
二气藏，是一个断块型气藏。 这些气藏通常表现为
含气面积小，一般在十几到几十平方千米，气水界面
清楚，裂缝较发育，单井产气量较高，以常压为主。
由于这些气藏发育地区烃源岩厚度大，煤层和炭质
泥岩厚度在 ２０ ～３０ ｍ，气源充足，气藏丰度较高，规
模开发的经济性好。
2．4　天然气以近源成藏为主，成藏丰度受本地气源

灶控制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天然气主要为成熟—高成熟
的煤成气，气藏中烃类气体含量为９６ ％ ～９９ ％，不
含硫化氢气体，与其下部的海相天然气和上部的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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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系天然气区别明显，地化特征表明属于须家河组
自生自储的天然气

［ １２，１３ ］ 。
前已述及，须家河组储层致密且非均质性强，地

层构造平缓，使得气源灶生成的天然气以短距离的
垂向运移聚集为主，难以发生大规模的侧向运移聚
集。 首先，川西凹陷和川中地区天然气特征差异明
显，川西中坝和平落坝须二气藏甲烷含量高，干燥系
数 ０．９５ ～０．９７，甲烷碳同位素 －３３ ‰ ～－３６ ‰，反
映天然气成熟度高，与该地区气源灶演化程度高相
对应。 而广大川中地区天然气藏的甲烷含量相对要
低一些，干燥系数在 ０．８６ ～０．９３，甲烷碳同位素
－３８ ‰ ～－４２ ‰，反映天然气成熟度较低，同样与
该地区气源灶演化程度低相对应。 说明川西凹陷的
天然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侧向运移进入川中地区的

储层。
另一方面，川中地区的天然气也是以近源聚集

为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段，天然气地化特征差异
明显。 如合川与潼南两个地区的须二段气藏，合川
地区天然气甲烷含量较潼南地区高 ４ ％，而乙烷含

量低 ３ ％，合川地区甲乙烷碳同位素较潼南地区重
０．３ ‰ ～０．４ ‰，表明气源差异明显。 并且，在同一
套含气层系中，在储层物性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含气
饱和度差异较大，测试产量和地层压力等参数也不
相同，如潼南须二气藏（见图 ３），剖面中根据气层压
力的变化分为 ４ 个独立的气藏单元，各个气藏的含
气饱和度从 ３５ ％至 ６０ ％以上变化不等，测试产量
也在产水 ４６ ｍ３ ／ｄ 到产纯气４．１ ×１０ ４ ｍ ３ ／ｄ 之间变
化。 仔细研究后发现，各个气藏单元的含气饱和度
与其内部或下伏的煤层和炭质泥岩分布有关，当其
下伏的煤层与炭质泥岩厚度较大的时候，上部储层
的含气饱和度就大，产气量高，如潼南 １０４、１０８ 井，
含气饱和度基本大于 ５０ ％，测试产气 １．９ ×１０４ ～
４．１ ×１０ ４ ｍ ３ ／ｄ；而与其相邻的潼南 １０３ 井，储层物
性同样较好，但是由于其下伏气源岩薄，测试以产水
为主，说明该含气层系内部各气藏与其内部或下伏
的源岩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成藏组合，具有近源聚集
成藏的特点。

图 3　潼南地区须二段近东西向气藏剖面图
Fig．3　Gas reservoir section figure of Xu 2 from east to west in Tongnan gas filed

2．5　“甜点富集区”控制经济性资源的分布，是目
前勘探开发的重点

　　须家河组气田的开发实践表明存在一类“甜点
富集区”，这些区域由于原始沉积和后期成岩改造，
使得储层物性相对较好，含气饱和度相对较高，开发
井产气性好，不产水或者产水量较低，是经济性资源
分布的地区，多呈不连续性分布，是中低丰度天然气
藏群产能建设的主要贡献者，也是现阶段对这类储
量开发的重点。

广安须六气田的广安 ２ 井区，属于 “甜点富集
区” ，储层平均孔隙度达 １０ ％ ～１２ ％，渗透率在

０．５ ～１．３ ｍＤ，含气饱和度达 ５５ ％以上，储量丰度在
５．１９ ×１０８ ｍ３ ／ｋｍ２ ，初始产量可达 ３２．２ ×１０４ ｍ３ ／ｄ，是
该气田的主要经济性资源分布区；而该井区之外的
广安 １０１ 井区，孔隙度在 ６ ％ ～１０ ％，渗透率为
０．０６ ～０．８ ｍＤ，含气饱和度在 ４０ ％以下，储量丰度
只有１ ×１０８ ～３ ×１０８ ｍ３ ／ｋｍ２ ，初始产量只有 ２ ×１０ ４

～３ ×１０ ４ ｍ ３ ／ｄ，且后期产水量显著增加。 合川—潼
南须二气田的合川 １ 井区构造发育，储量丰度较高，
达 ３．８ ×１０ ８ ｍ ３ ／ｋｍ ２ ， 日 产 气 无 阻 流 量 达
２６ ×１０６ ｍ ３ ，气藏开发过程中产水较少；而合川西南
部和潼南气田由于构造不发育，储量丰度较低，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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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１０ ８ ｍ３ ／ｋｍ ２ ，气水分异差，开发动用难度较大，
日产气无阻流量只有 ３．７ ×１０ ６ ～７．５ ×１０ ６ ｍ ３ 。 因
此，“甜点富集区”是须家河组目前天然气勘探和开
发的主要贡献者。
3　须家河组天然气资源潜力与勘探发展
方向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范围大，资源分
布广，可供勘探面积可达 １６ ×１０ ４ ｋｍ ２ 。 据最新资源
评价 结 果 认 为 须 家 河 组资 源 量 可 达 ６．１ ×
１０１２ ｍ３ ［ １４］ ，而目前的资源探明率仅 １２ ％，剩余资源
潜力巨大。 与国内东部等成熟勘探盆地相比，须家
河组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程度都很低，目前勘探主
要集中在川中中部和川西北部地区，勘探层系以须
二、四、六段为主，对于广大的川中—川西过渡带以
及须一、三、五段源内天然气的勘探程度很低，而这
些区域气源灶条件较其他地区更好，只要能找到规
模储集体和有利圈闭，获得重大突破的几率很高。
近期在川中西部的蓬莱地区须二段和川西北地区须

三段的勘探都获得了重要发现，表明须家河组下一
步的勘探前景十分广阔。
3．1　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潜力与分布

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研究表明，有利富集区的
分布主要受气源灶、储集体、构造高部位和裂缝发育
４ 要素的控制，经济性成藏呈斑块状分布，气藏连续
性较差，因此，优质气源灶和高孔渗储集体的叠置发
育带是天然气富集的主要地区。 在须二、四、六段，
储集体集中发育，同时与气源灶紧密交互接触，成藏
潜力大。 川中地区是这些层段储集体发育最好的地
区，不仅厚度大，而且物性好，构造也发育，目前已发
现储量的 ８０ ％以上集中在这一地区，是目前须家河
组勘探和开发的重点。 但是由于气源岩厚度相对较
薄，供气不够充分，导致气藏含水量大，规模开发难
度较大。 在川中西部地区，气源岩厚度和生气强度
增大（见图 １） ，气源条件相对充分，同时该地区地层
埋藏深度适中，储集体物性保持较好，蓬莱地区多口
井显示这一地区裂缝发育，因此，成藏潜力非常大，
应该是须家河组下一步勘探重点区域。

另一方面，近期的研究和勘探证实，须家河组须
一、三、五段源内具有天然气成藏的有利条件，特别
是最近几年，多口井钻遇须一、三、五段时获得了工
业气流，很多井有明显的气测显示、井喷和井漏现象
（见表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各类钻遇须家河组须一、

三、五段的出气井已达 ３８ 口，主要分布在川西北、川
西南和川中西部地区。 如西充 １ 井在须一段试气获
近 １ ×１０４ ｍ３ ／ｄ，剑门 １ 井在须三段试气获近 ９ ×１０ ４

ｍ３ ／ｄ，磨溪气田磨 １１９ 井在须五段测试获近 ３０ ×
１０ ４ ｍ３ ／ｄ 的高产气流。 同时，在剑门和九龙山区块
须三段获得了天然气地质储量，控制与预测储量超
过了 １ ０００ ×１０ ８ ｍ ３ ，这揭示了须家河组须一、三、五
段源内天然气成藏潜力巨大，成为该地区新的接替
领域。

表 2　须家河组须一、三、五段出气井统计表
Table 2　Gas wells statistics of Xu 1， Xu 3 and

Xu 5 formation

井号 层位
试气产量

（１０４ｍ ３ ／ｄ） 井号 层位
试气产量

（１０４ ｍ ３ ／ｄ）
大邑 １ 须一段 ３５．９ 莲花 ２ 须三段 １５．８
西充 １ 须一段 １．１５ 隆丰 １ 须三段 严重气侵

川科 １ 须一段 ８６．８ 剑门 １ 须三段 ９．０３
柘 ２ 须三段 ６０．８ 思依 １ 须五段 １．４６
柘 ４ 须三段 ２．５９ 富顺 １ 须五段 １．２
龙 １２ 须三段 ４．１２ 磨 ９ 须五段 ３．６
剑门 １０２ 须三段 １０１ 磨 １１９ 须五段 ３１
龙岗 ６１ 须三段 ４．９ 金 １７ 井 须五段 ２

3．2　须家河组重点区域资源潜力评价
根据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主控因素的特征与分

布，通过盆地模拟的方法，利用最新的勘探和研究成
果，开展了须家河组重点潜力区的区带综合评价，为
须家河组天然气勘探和研究提供参考。 从须家河组
天然气的成藏特征分析，评价立足气源灶，根据每一
层段烃源岩埋藏期热成熟生气和抬升期煤系解吸气

供气强度以及构造格局划分供气单元，作为评价的
基本单元，然后叠加储集体厚度和物性参数，并结合
其他各项石油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评比。 该次评价共
优选 １０ 个资源潜力较大的区带，有利勘探面积达
６．５ ×１０ ４ ｋｍ ２ ，资源潜力在 ４ ×１０ １２ ～５ ×１０ １２ ｍ ３ 。 其
中一类区的面积为 ３．６ ×１０ ４ ｋｍ ２ ，主要分布在广
安—合川、金华—蓬溪以及剑阁—柘坝场地区，资源
潜力 ２．５ ×１０ １２ ～３ ×１０ １２ ｍ ３ ；二类区面积为 ２．９ ×
１０ ４ ｋｍ２ ，主要分布在龙岗—营山、雅安—成都地区，
资源潜力 ２ ×１０ １２ ～２．５ ×１０ １２ ｍ ３ （见图 ４） 。 下面以
两个典型有利区带为例对资源潜力进行分析。
３．２．１　金华—蓬溪须二区带

该区位于川中—川西过渡带，属于前陆斜坡区，
有利面积为 ２．４６ ×１０ ４ ｋｍ ２ 。 该区气源灶煤和炭质

87 　中国工程科学



泥岩的总厚度为 １０ ～２０ ｍ，须一段生气强度在 ８ ×
１０８ ～１０ ×１０８ ｍ３ ／ｋｍ２ ，须 三段 生气 强度 在 １５ ×
１０８ ～３０ ×１０８ ｍ３ ／ｋｍ２ ，该区总供气量可达 ６．７２ ×
１０１２ ｍ３ ，气源条件非常充足。 该区须二段储层沉积
相为川西北和川东南两大物源水系交汇部位，水下
分流河道非常发育，储层单层厚 ２ ～８ ｍ，累计厚度
２０ ～３０ ｍ，孔隙度可达 ６ ％ ～１０ ％。 同时，蓬莱地

区钻井揭示储层裂缝较发育，有利于气井的高产，如
蓬莱 ４ 井和蓬莱 １１ 井在该段分别获得了 ４５．２ ×
１０ ４ ｍ３

和 １５．４ ×１０４ ｍ３
的高产气流，气藏压力系数

在 １．３ ～１．６，有利于天然气的保存，评价出资源潜
力在 ３ ０００ ×１０８ ～５ ０００ ×１０８ ｍ ３ ，目前已发现蓬莱
气田，预测储量近 １ ６００ ×１０８ ｍ ３ ，是目前勘探的重
点目标区。

图 4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有利区带综合评价图
Fig．4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as accumulation potential regions of Xujiahe formation， Sichuan Basin

３．２．２　剑阁—九龙山须三区带
该区位于川西北地区，邻近龙门山和九龙山造

山带，构造发育，储层埋藏相对较深，在 ３ ５００ ～
４ ５００ ｍ，有利面积 １．６４ ×１０４ ｋｍ２ 。 该区须三段气
源灶供气强度平均在 １０ ×１０ ８ ～２０ ×１０ ８ ｍ３ ／ｋｍ２ ，气
源充足。 该区须三段发育三角洲分流河道沉积，砂
岩厚度为 ３０ ～６０ ｍ，延伸规模在 ２０ ｋｍ 以上，连续
性好，储层单层厚度在 ３ ～１０ ｍ，孔隙度平均为
３ ％ ～６ ％，物性较差，但井下裂缝非常发育，有利
于源内天然气的直接充注和富集成藏，多口气井在
该地区获得高产，如剑门 １０２ 井须三段获得了 １０１
×１０ ４ ｍ ３

的工业气流，气藏压力系数在 １．７ ～２．０，超
压强度大，气藏能量高，评价资源潜力在 ２ ５００ ×１０ ８

～４ ０００ ×１０ ８ ｍ ３ ，目前该区已提交控制、预测储量约
１ ２００ ×１０８ ｍ ３ ，资源潜力大。 由于气藏压力大，目前
基本不含边底水，开发效果要比川中其他地区偏好。

4　结语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天然气勘探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致密砂岩气勘探开发
基地之一。 须家河组天然气成藏具有源储大面积广
覆式发育的条件，以近源成藏为主，成藏丰度受本地
气源灶质量的控制。 气源灶供气不充分是川中地区
须二、四、六段气藏含水饱和度高和充满度低的主要
原因，甜点富集区是目前天然气开发产量稳定的重
点区域。 下一步勘探应向气源灶更加发育的川中以
西方向推近，川中—川西过渡带的金华—蓬溪地区
须二段和须四段、川西北剑阁—柘坝场地区须三段
气源灶发育，生气强度大，有利储集体和裂缝较发
育，综合评价资源潜力在 ２．５ ×１０ １２ ～３ ×１０ １２ ｍ ３ ，是
重要的成藏潜力区，尤其是剑阁地区须三段源内成
藏是须家河组天然气勘探的重要新领域，目前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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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良好的储量发现和多口高产气流井，将成为下一
步致密气勘探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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