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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油气勘探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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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近年来，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坚持以寻找大中型油气田为指导思想，以区域研究为基础，以科学合
理部署为保证，针对中国近海独特的油气地质特征，通过创新认识和技术进步，坚持走高效勘探之路，取得了
丰硕成果，新发现储量屡创历史新高，步入了历史上最好时期。 然而，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和勘探领域的拓
展，中国近海油气勘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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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海洋石油工业从无到有，

由弱变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回顾其发展历
程，可分为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的自力更生的早期勘探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勘

探开发共两大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的成立，通过对外开放和合作，我国海
洋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壮大。 至今，我国海洋石油工业
已经进入了以自营为主的高速高效发展阶段。

几十年来，基于中国近海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
近海的油气勘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
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坚持以寻找大中型油气田为指

导思想，以高效勘探为引领，以区域研究为基础，以
科学合理部署为保证，通过创新认识和技术进步，油
气勘探步入了历史最好时期，近几年新发现油气储
量屡创历史新高，为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
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概况

中国近海共发育 １０ 个新生代沉积盆地 （见
图 １），油气勘探总面积约 ７０ ×１０４ ｋｍ２，其中南海北

部深水区（水深 ＞３００ ｍ）面积占 ２０ ％以上。 特殊
的区域构造背景和地质演化历程造就了中国近海含

图 1　中国近海新生代沉积盆地分布图
Fig．1　Sketching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Cenozoic sedimentary basins
in the China offshor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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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盆地具有独特的石油地质特征，加上海洋油气勘探
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中国近海油气勘探的特殊性［１ ～６］。
2．1　勘探概况

中国近海勘探工作量总体上投入巨大，特别是
近年来，三维地震和钻井工作量大幅度增加，推动了
勘探的进程。 至 ２００９ 年，中海油在中国近海累计采
集二维地震超过 １００ ×１０４ ｋｍ，三维地震 ８．６ ×
１０４ ｋｍ２ ，完成探井 １ ２３８ 口；共发现油气田 １３０ 个
（其中自营 ９１ 个、合作 ３９ 个），含油气构造 １４１ 个
（其中自营 １１１ 个、合作 ３０ 个）；累计探明石油地质
储量达 ３０．２ ×１０８ ｔ，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６ ３８７．４ ×
１０８ ｍ３ ，为中海油 ２０１０ 年实现年产 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油
当量的产量目标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资源基

础。
2．2　烃源条件

中国近海沉积盆地大都发育在新生代，其形成主
要受伸展构造体系控制，由基底构造层、裂陷期构造层
和裂后期构造层组成，裂陷期是烃源岩的主要发育期。

盆地内主要发育三类烃源岩：第一类为裂陷早期的陆
相深湖和半深湖相泥岩（如南海的文昌组、流沙港组、
渤海的沙河街组三段），以Ⅱ型干酪根为主，主要成烃阶
段较早（Ｒ。 ０．７ ％～１．２ ％），以产液态烃为主；第二类
为裂陷晚期浅湖或湖沼相泥岩和煤层（如珠江口盆地
恩平组、莺—琼盆地崖城组、东海盆地月桂峰组），以Ⅲ
型干酪根为主，主要成烃阶段居中（Ｒ。 ０．７３ ％ ～１．４２
％），油气兼生。 煤和碳质页岩生烃能力强，主要成烃
阶段较晚（Ｒ。 ０．９ ％～１．９ ％），以生气为主，次为轻质
油；第三类是深海—浅海相和滨岸相的泥页岩。 可分
成两个亚类：一个亚类是裂陷期的海相、滨岸相泥岩和
碳质泥页岩（如东海丽水凹陷的灵峰组、西湖凹陷的平
湖组），油气生成主要靠陆源有机质，都为Ⅲ型干酪根，
总体以生气为主；另一亚类是裂后沉降期及以后形成
的海相生油岩（目前仅在莺歌海盆地的中新统、上新统
和第四系发现），有机质来源包括陆生高等植物及低等
水生浮游生物，Ⅲ型干酪根，主要依靠后期热流体的催
化作用生烃，都以生气为主［３］ （见表 １）。

表 1　中国近海盆地烃源岩分布及特点
Table 1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rocks in China offshore basins

烃源岩

类型
盆地名称 凹陷名称 生烃层系

烃源岩岩性

及沉积环境
ＴＯＣ ／％ “Ａ” ／％ 干酪根类型

渤海 沙南 沙三段 湖相泥岩 １．１２ ～３．３５ ０．７８５ ５ Ⅱ
渤中 沙三段

东营组
湖相泥岩

０．９７
０．６ ～０．８

Ⅱ１
Ⅱ２

湖相 黄河口 沙三段 湖相泥岩 ３．５１ ０．５８５ ４ Ⅱ
珠江口 惠州及文昌 Ｂ 凹陷 文昌组 湖相泥岩 １．７２ ０．１７５ ６ Ⅰ －Ⅱ１ 以Ⅱ为主
北部湾 涠西南 流沙港组 湖相泥岩 １．６０ ～１．９５ ０．１４１ ９ ～０．２５３ ７ Ⅱ２

乌石 流沙港组 湖相泥岩 １．６２ ～２．３０ ０．１９７ ～０．２８２
黄河口 东营组下段 湖沼相泥岩 １．２８ ０．２６３ １

沙一段 浅湖相泥岩 １．０４ ０．１７８ ９
渤海 及碳质泥岩

沙南 东营组下段 湖沼相泥岩 １ Ⅱ －Ⅲ
沙一段 浅湖相泥岩 ３．８７ ～５．３１ Ⅰ －Ⅱ１

湖沼相 辽中 东营组下段 湖沼相泥岩 １．３６ ～１．４７ Ⅱ
沙一段 浅湖相泥岩 １．６２ ～２．２５ Ⅱ１ －Ⅱ２

恩平、珠Ⅲ及 恩平组 湖沼相泥岩 １．１６ ０．１４５ ８ Ⅱ２ 为主
珠江口 文昌 Ａ 凹陷 碳质页岩 ２０．１７ ０．９７４ ５ Ⅲ

煤层 ３７．３ ２．８１０ ８ Ⅲ
琼东南 崖南 崖城组 滨岸泥岩 ０．８１ ０．０８１ Ⅲ

海相 东海 西湖 平湖组
海湾 －滨海
沼泽相泥岩

１．３８ ０．１４ Ⅱ２ 及Ⅲ
莺—黄组 浅海相泥岩 ０．４５ ０．０３２ ４ Ⅲ

莺歌海 中央凹陷 梅山组 浅海相泥岩 ０．５５ ０．０６２ ２ Ⅲ
三亚组 滨浅海相泥岩 ０．４６ ０．０２６ ９ Ⅲ

2．3　资源分布及特点
我国近海盆地石油总资源量约 ２４９ ×１０８ ｔ，天

然气总资源量约 １３ ×１０１２ ｍ３ ，但分布极不均衡，从

资源评价的结果看，我国近海沉积盆地大体可分作
“内带”与“外带”两大部分［７］ （见图 １）。 “内带”主
要包括渤海、北黄海盆地、南黄海盆地、东海盆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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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 ＋椒江凹陷、台西盆地、珠江口的珠Ⅰ ＋珠Ⅲ坳
陷和北部湾盆地，石油资源占近海总石油资源量的
７９ ％，其中渤海、珠Ⅰ坳陷、珠Ⅲ坳陷和北部湾 ４ 个
盆地／坳陷的石油资源占近海石油总资源量的
７０ ％，是近海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区；“外带”主要包
括东海盆地的西湖 ＋钓北凹陷、台西南盆地、珠江口
的珠Ⅱ坳陷、琼东南盆地和莺歌海盆地，天然气资源
占近海总天然气资源量的 ８１ ％，其中莺—琼盆地、
珠Ⅱ坳陷和西湖 ＋钓北凹陷 ４ 个沉积盆地／坳陷天
然气资源量占近海天然气总资源量的 ７６ ％，构成了
近海天然气资源的集中分布区。

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造就了不同盆地、不同凹
陷不同的勘探成果。 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中海油累计探明
原油地质储量 ３０．２ ×１０８ ｔ，其中“内带”的渤海占
６９．６ ％，珠江口盆地占 ２０．５ ％，北部湾盆地占 ６．２ ％，
三盆地占总石油探明储量的 ９６．４ ％，是我国海上最重
要的产油区；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６ ３８７．４ ×１０８

ｍ３，主要分布于“外带”的莺歌海盆地占 ２５．７％、琼东南
盆地占 １６．３ ％、珠江口盆地占 １５．４％、东海盆地占 ８．９
％，四盆地占总天然气探明储量的 ６６．３ ％，成为我国
海上最重要的产气区。 从资源评价和勘探效果看，富
生烃凹陷控制了油气的富集。
3　近年来中国近海油气勘探进展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历程可分为早期自营勘探

（１９５７—１９７９）、对外合作与自营勘探并举（１９７９—
１９９７）以及 １９９７ 年以后的自营引领合作勘探共三个
阶段。 前两个阶段经过艰苦奋斗，共发现 ４４ 个油气
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１０．８７ ×１０８ ｔ，天然气 ３ ０８２ ×
１０８ ｍ３ ；第三个阶段到目前已经发现 ８６ 个油气田，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１９．３ ×１０８ ｔ，天然气 ３ ３０６ ×
１０８ ｍ３ 。 尤其是近年来储量发现连创历史新高，迎
来了中国近海新一轮油气勘探高潮。
3．1　近年来中国近海油气勘探特点
３．１．１　坚持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勘探思想，走高效
勘探之路

中国近海待发现油气资源约占总资源量的２／３，具
有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物质基础。 海上勘探具有高科
技、高风险和高投入的特点，在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市场
经济时代，坚持寻找大中型油气田，走高效勘探之路，
是中国近海勘探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近海每
口探井平均探明当量油地质储量为２５４ ×１０４ ｍ３，其中
２００３年后每口探井平均探明储量上升为 ３６９．０３ ×

１０４ ｍ３，勘探成效得到显著提高。 近年来相继发现的金
县 １ －１、锦州 ２５ －１、垦利１０ －１、渤中 ２８ －２南、涠洲 １１
－２等一系列大中型油气田，更加坚定在中国近海寻找
大中型油气田的信心。
３．１．２　坚持从区域研究入手，加强领域研究和勘探

我国近海特殊的石油地质条件，决定勘探发现
从目标到层系、到领域的突破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
艰巨性的特点

［６］ 。 从加强区域研究入手，把握整个
盆地或坳（凹）陷的地质结构、沉积特征及油气聚集
规律，然后再针对领域进行研究和评价，优选出有代
表性的有利构造进行钻探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近
海勘探渐入佳境，后备勘探领域逐年增多，并获得了
辽东湾地区、黄河口凹陷、白云凹陷、文昌 Ａ 凹陷等
一系列勘探领域的突破。 坚持从区域到领域再到目
标的勘探思路，是勘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３．１．３　坚持针对我国近海地质特点的地质认识创
新和勘探技术创新

中国近海石油地质认识创新方面，成果丰硕。
例如含油气盆地古湖泊学与富烃凹陷烃源条件的理

论认识有利地指导了中国近海油气勘探紧紧围绕富

生烃凹陷部署
［５］ ；晚期构造活动与特有沉积体系的

有效配置决定了大型油气聚集的新认识推动了一批

大中型油气田的发现
［６，８］ ；海上勘探开发一体化理

论，为确保成熟区持续稳产上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外，面对勘探对象越来越复杂等诸多难题，在认识
上的创新已带来了一系列勘探成果。 例如，基于我
国南海北部陆坡深水石油地质条件的创新性认识促

成了荔湾 ３ －１ 大气田的发现，揭开了深水勘探的序
幕；对渤海中深层石油地质条件的新认识带来了秦
皇岛 ３５ －２ 和渤中 ２ －１ 油田的突破；开发出“时、
空、源”三大因素耦合控砂地质—地球物理储层预
测技术发现了锦州 ２５ －１———中国近海最大的轻质
油田

［ ５］ ；岩性油气藏识别与评价技术的突破，发现
了渤中 ２９ －５ 构造背景下的岩性油气藏等。

在勘探技术方面创立一整套适合中国海域油气

勘探的“本土化”的技术体系。 例如，海底电缆三维
地震宽方位角采集技术的逐步推广，大大提高构造
成像的精确程度；叠前深度偏移等地球物理处理解
释新技术的大力推广，明显改善潜山和断块等复杂
构造的地震资料深度域成像效果；此外，还研发了密
集断裂带精细构造解释技术组合、混合花岗岩储层
分析描述技术等一系列实用配套的地球物理采集、
处理和解释技术。 在勘探生产中开发并推广多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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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作业技术，包括针对稠油的测试增温保温技术、高
能复合射孔与 ＤＳＴ（电缆测试）联作技术、核磁共振
测井技术、机械式井壁取心技术、产能预测技术等。
针对较致密（即低孔低渗）储层的复合射孔与 ＤＳＴ
联作技术的研发成功，不仅保护了井筒和井下工具，
还极大地提高测试作业效率，同时减少了储层污染。
针对低阻油层的录井、测井综合解释技术的开发，
“解放”了渤中 ３５ －２ 油田两套低阻油层。
３．１．４　坚持科学布局，优化风险投资组合，提高勘
探成功率

鉴于中国近海油气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进行
合理的勘探布局，是勘探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回顾近年来的成功经验，６０ ％投入成熟探区、２０ ％
投入滚动探区、２０ ％投入风险探区是当前最为理想
的勘探投资比例。 其目的一是要确保每年完成
１００ ％的储量替代率；二是要不断扩展新区新领域，
为完成中长期勘探任务做储备。 目前，中国近海油
气勘探已形成“上半年拿储量、下半年开拓新领域”
的良性循环。 在目标选择上，始终坚持以经济效益
为中心，所有的勘探目标都要进行全海域排队，按照
滚动区、成熟区、新区新领域进行优化投资组合的动
态化管理并及时调整，降低勘探风险，避免决策的盲
目性。 同时，勘探过程中始终贯彻“集束勘探”管理
理念，从部署到评价，均根据区域研究成果从整体考
虑，降低了勘探成本，提高了勘探成功率。
3．2　近年来中国近海勘探的主要成果
３．２．１　发现中国近海最大轻质油田—锦州 ２５ －１油田

锦州 ２５ －１ 构造位于辽东湾海域。 １９８５年钻探的
第一口井由于沙河街组缺乏储层，未获得商业突破。 近
几年在老井复查时发现，该构造在钻探过程中见到良好
的油气显示，储层的发育程度是该区下第三系寻找大中
型油气田的关键。 通过重点对锦州 ２５ －１构造沙河街组
二段和三段地质时期沉积体的时间控制因素（层序地
层）、空间控制因素（坡折、沟谷、调节带）和物源控制因
素以及他们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细致研究，建立起储层
预测模型

［９］。 综合分析认为，锦州 ２５ －１构造南区是物
源体系的最优势卸载区，沙河街组二段发育的辫状河三
角洲储集体是该构造的主要储层。 在此认识指导下，综
合解释了本区沙三段、沙二段湖底扇和扇三角洲优质储
层的分布范围后上钻并一举获得成功，油田石油地质储
量规模近 ２ ×１０８ ｍ３，油密度０．８３～０．８６ ｇ／ｃｍ３，发现中国
近海最大的轻质油田，并且测试获渤海碎屑岩储层单井
单层日产超千方的最高产量记录。

３．２．２　黄河口凹陷收获浅层中型油气田群
黄河口凹陷位于渤海海域南部，该区为郯庐走

滑断裂带的转折部位，复杂构造应力下许多断层发
育至浅层，形成垂向运移通道。 区内多口探井在浅
层（明化镇组下段）发现油气显示，油气运移活跃。
浅层油气富集的关键是圈闭与油气优势运移通道的

沟通
［ １０ ～１２］ 。 近几年勘探证实，该区油气优势运移通

道具有以下特点：分布在主断层活动强的区域；晚期
断层仍然处在活动期；断层沟通深层油气运移通道。
因此，在油气优势运移通道控制成藏模式指导下，确
定黄河口凹陷渤中 ２８ －３４ 中央构造脊、黄河口凹陷
南斜坡带、渤中 ２５ －１ 构造东倾末端等构造带为主
要勘探领域。 以明下段为勘探目的层，在黄河口凹
陷北半环相继发现了渤中 ３４ －１ 北、渤中 ２６ －３、渤
中 ３５ －２、渤中２８ －２南、渤中 ２９ －４、渤中 ２９ －５、垦利 ３
－２等油气田，共发现石油地质储量近 ３ ×１０８ ｍ３。
３．２．３　突破莱州湾凹陷、秦南凹陷、渤中凹陷深层
等新区新领域

加强区域研究，勘探获突破：莱州湾凹陷面积约 １
８００ ｋｍ２，是渤海湾盆地南部面积较小的凹陷。 ２００６ 年
前，该凹陷自营和合作勘探共钻探井８口，没有获得商
业性发现，勘探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２００６ 年后，通过对
莱州湾凹陷沉积体系、区域结构、烃源条件及油气富集
规律的系统分析，将勘探重点由构造简单的莱北低凸
起和中央隆起带转向构造复杂的凹陷北部陡坡带和凹

陷东部的走滑构造带，针对不同类型构造实施“集束钻
探”，在凹陷北部陡坡带钻探的垦利 １０ －１ 构造，于沙
三段油层测试获得工业产能，打破莱州湾凹陷油气勘
探沉寂 ３０年的局面；在凹陷东部的走滑构造带钻探了
垦利 １１ －２和垦利 １２ －２ 构造，均获得发现，共获得石
油地质储量近 ２ ×１０８ ｍ３。

秦南凹陷勘探获得新突破：秦皇岛２９ －２构造位于
秦南凹陷南侧，石臼坨凸起东倾末端北界断层下降盘。
为系统了解秦南凹陷地层、储层、烃源岩、成藏等特征，
预探秦南凹陷沙河街组含油气性并揭示其勘探潜力，
钻探 ＱＨＤ ２９ －２ －１井，测井在东营组和馆陶组共解释
８０．３ ｍ油气层，测试获得商业油气流，发现一个中型规
模的油气田。 秦皇岛２９ －２构造勘探的成功，揭示秦南
凹陷良好的勘探前景，开辟渤海油气勘探新领域，坚定
在秦南凹陷南部坡折带勘探的信心。

中深层突破开辟渤中凹陷勘探新领域：渤中地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在浅层凸起区上第三系勘探获得了巨
大成功，发现了逾 １０ ×１０８ ｍ３

的石油地质储量。 １９９８

12２０１０年第 １２卷第 ５期　



年以后，该地区浅层大目标已很难找到，勘探面临方向
上的选择。 渤中凹陷中深层勘探领域一直受到重视，
但由于目的层埋藏深、地震资料品质差等问题勘探难
度很大。 近年来经过精心研究认为，位于渤中凹陷北
部的石南陡坡带不仅位于油源区有利于油气充注，而
且该地区紧邻石臼坨凸起，在凸起边界大断层控制下，
沙河街组储层发育且物性较好，晚期断层不发育，有利
于古近系油气保存。 因此，确定石南陡坡带为渤中凹
陷中深层（古近系）突破的首选。 ２００８年分别钻探秦皇
岛 ３５ －２和渤中 ２ －１两构造，获得中型规模的发现，证
实陡坡带古近系储层发育，打破渤中凹陷近 １０年来勘
探无大发现的局面。 同时，突破了埋深 ３ ５００ ｍ勘探门
限的瓶颈，展示出该地区中深层较好的勘探前景。
３．２．４　涠西南凹陷立体勘探硕果累累

涠西南凹陷是北部湾盆地已经证实的富生烃凹

陷，已发现油藏以涠洲组断块（断鼻）和超覆油藏为
主。 随着勘探的深入，涠洲组可供勘探的目标数量
在减少，圈闭规模也越来越小，勘探难度增大。

以往的实践表明，涠西南凹陷深部流一段沉积
体系为三角洲及水下扇，储层物性中到好；流三段沉
积体系主要为三角洲—扇三角洲，由于埋深大、成岩
作用强烈，多为中孔中渗—低孔低渗储层；浅层新近
系角尾组为海相储层，埋藏浅，储层物性好。 近几年
经深入研究后认为，在流一段寻找构造背景下的岩
性油藏、在流三段寻找构造型断块油藏以及在角尾
组寻找构造油藏，对于保障涠西南凹陷油气储量接
替比较现实。 由此确定“新近系优先，主攻涠洲或
流一、兼探流三”的立体勘探思路。 ２００６ 年来针对
流一段和流三段的勘探发现了涠 １１ －２、涠 １１ －７／８
和涠 ６ －８Ｎ 等油气田，针对新近系角尾组的勘探发
现了涠 １１ －１ 东油田，新发现石油地质储量超亿方。
勘探思路转变拓宽了涠西南凹陷增储上产的新领域。
３．２．５　低阻油层揭示勘探新领域

琼海凸起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发现文昌油田，东
倾末端构造脊被认为是油气运移的优势通道。 文昌
１３ －６ 构造是新近系披覆构造，通过研究认为其位
于优势运移通道上。 ２００８ 年在该构造北块和南块
分别钻探 １ 口井，均在珠江组一段上部发现了受构
造和岩性共同控制的低阻油藏，油层电阻率小于
１．５ Ω· ｍ，测试日产油 ６０ ｍ３ 。 文昌 １３ －６ 油田的
发现是近 １０ 年来琼海低凸起勘探的突破，进一步证
实了琼海凸起东倾末端为油气主要运移通道的认

识。 同时，针对珠江组一段大套泥质粉砂岩“低阻”

油层的测试获得工业产能，使文昌 １３ 油田区储层下
限得到扩展，扩大文昌油田及整个琼海低凸起油藏
可动用储量规模。 同样，在渤中凹陷北部的秦皇岛
３５ －４ 构造，探井在明下段解释“低阻”油层电阻率
小于 ４ Ω· ｍ，测试日产油 ６０．５ ｍ３ ，带动了石南地
区的勘探开发。
３．２．６　深水勘探获重大突破

白云凹陷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大部分地
区水深超过 ５００ ｍ。 近年来在白云凹陷北坡 －番禺
低隆起地区已有一系列天然气发现，证实了白云凹
陷的生烃能力

［１３］ 。 位于凹陷东部的荔湾 ３ －１ 构造
是典型的大型背斜构造，由于其处于近 １ ５００ ｍ 的
深水区过去一直未能钻探，２００６ 年经合作方钻探证
实为以烃类气为主、预测储量规模近千亿方的优质
气藏。 荔湾 ３ －１ 的发现不仅直接证实了南海深水
区的勘探潜力，还标志着中国海域油气勘探实现了
从浅水走向深水的跨越。
4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国近海成熟区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地
质条件越来越复杂，可供勘探的目标圈闭的规模急
剧减小，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4．1　渤海稠油

作为中国海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渤海探明
石油地质储量 ６０ ％以上是稠油，而且稠油产量占总
产量的比例不断增加。 经过近年勘探努力，渤海发
现一批轻质油田，有效的改善了渤海海域的资源结
构，但寻找优质资源和提高采收率的挑战依然严峻。
4．2　高温高压天然气勘探

在莺歌海盆地底辟构造带和琼东南盆地存在一

批中深层勘探目标，具有“一大、一深、两高”的特
点：“一大”即构造大，单层面积多数大于 ５０ ｋｍ２ ；
“一深”即目的层埋藏深，一般大于 ３ ０００ ｍ；“两高”
及地温高，一般目的层地温大于 １５０ ℃；目的层处于
强超压带，压力系数高，一般大于 １．８。 由于上述特
点，针对中深层目的层的钻井存在钻井成本高、资料
获取难度大、资料的真实性等一系列问题。 从中深
层钻井来看，获得了有一些天然气发现，但是测试层
尚未获商业性产能。 因此，高温高压特殊地层勘探
开采技术，制约了莺歌海盆地底辟构造带和琼东南
盆地的一批中深层大型勘探目标的勘探。
4．3　天然气勘探遭遇非烃气困扰

在莺歌海盆地浅层、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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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珠三南断裂下降盘等天然气主要勘探领域的勘探

过程中，都钻遇了高含量 ＣＯ２ 的气藏。 这些高含
ＣＯ２ 气藏的 ＣＯ２ 成因主要分为壳源型、幔源型和壳
幔混合型三类，莺歌海盆地浅层 ＣＯ２ 气藏成因为壳

源型或壳幔混合型，主要是壳源型；以琼东南盆地东
部和珠三南断裂下降盘为代表的 ＣＯ２ 气藏成因为

幔源型，在区域构造活动下沿大断裂运移成藏。 尽
管在此发现的储量规模很大，但无法开发动用。
4．4　深水工程

荔湾 ３ －１的突破展现出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良
好的勘探前景，但由于不具备深水钻井装备等资源，目
前深水区的勘探仍以对外合作为主。 加快深水钻井技
术与装备建设是推动近海深水区勘探的关键。
4．5　“三低”油气层识别

“三低”油气层在近海普遍存在。 为了证实这类油
气层，目前对低阻油气层主要通过针对性的取样来验
证，对低孔低渗油气层则进行测试求取流体性质和产
能资料。 ２００８年在钻探过程中遇到可疑油层，表现为
地层电阻率相对较低，测井、取样与录井资料在油气层
判断上存在矛盾，最后通过测试确定为油层。 这也启
发了对过去老井的低阻油气层判别正确与否的深入反

思。 对老井资料重新认识，可能会打开新的勘探领域；
对低阻油气层的有效识别，会对部分油田可动用储量
和经济效益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近几年发现的一些低孔低渗油气藏，在钻完
井技术、测试解释技术、甚至生产工艺技术方面均有待
改进。 有些地层已经发现油气，但缺乏针对低孔低渗
油气层的钻完井储层保护技术和测试技术，导致无法
获得工业产能。 因此，开发“三低”油气层的识别和测
试技术、储层保护和改造技术很有必要。 一旦产能获
得突破，将“解放”一个巨大的勘探领域。
4．6　地震资料的采集和处理技术

近几年在富生烃凹陷勘探一直坚持 “地震先
行、分步实施、满三维覆盖”的思路，取得了比较好
的效果。 但是，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和勘探目标深
度的加大，提高采集质量，改善地震品质刻不容缓。
同时，应加强陆相储层或沉积微相的三维地震描述
以及地震资料各种信息利用和提取技术的研究。
5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前景展望

中国近海石油待探明地质资源量是已探明地质

储量的近 ３ 倍，天然气待探明地质资源量是已探明
地质储量的 ９．６ 倍，近海探井控制程度总体仍较低，

油气勘探潜力巨大。 因此，近海的勘探将继续坚持
以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勘探思路为指导，通过加强
区域研究，创新认识，开拓思路，寻求新的突破方向。
5．1　立足富生烃凹陷扩大储量规模

已证实的富生烃凹陷仍有很大潜力。 渤海、珠
江口盆地珠一坳陷、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三大成
熟探区石油资源量达 １５８ ×１０８ ｔ，占近海总量的
６４ ％；石油待探明地质资源量为 ５０．３ ×１０８ ｔ，占总
待探明的 ６２ ％，仍为石油勘探的主战场。 但是，随
着勘探程度的日益提高，要继续在这些地区实现储
量稳定增长，必须在研究、作业、开辟新层系等方面
攻关，打开勘探新局面。 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加强区域研究。 加强关键问题研究。 重视非主
流勘探目的层。 积极探索非构造圈闭的勘探。 加强
作业技术攻关，“解放”油气层。
5．2　积极探索新区新领域

加强低勘探程度区的区域研究和基础研究，优
选潜力大的领域进行勘探。 中国近海有 １０ 个含油
气盆地，主要凹陷 ５０ 余个，目前仅在 ６ 个盆地的
１６ 个凹陷中有较好的油气发现。 剩余凹陷中，除少
数凹陷已被证实不具备大规模成藏的地质条件外，
其他凹陷勘探程度相对较低，勘探潜力有待证实。
近几年，有计划地对这些勘探程度较低的凹陷开展
了整体研究，相继钻探了渤海湾盆地的青东凹陷、莱
州湾凹陷、秦南凹陷，北部湾盆地的雷东凹陷、福山
凹陷，琼东南盆地的松东凹陷、松西凹陷等，在青东
凹陷、莱州湾凹陷、秦南凹陷、松东凹陷等地区获得
了油气发现，开辟了勘探新领域。 这些地区将成为
未来储量增长的有利地区。 今后，我们将坚持稳步
推进新区勘探，探索乌石凹陷、海中凹陷、北礁凹陷、
埕北凹陷等有潜力地区，争取获得新突破。

另外，做好高风险地区风险勘探的准备。 中国
近海还有一些勘探领域存在大型圈闭，但勘探风险
大，如高温高压勘探领域，南、北黄海盆地，东海、南
海地区的前第三系勘探领域等。 这些领域的勘探必
须通过充分审慎的研究论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再进行钻探。
5．3　加快深水勘探

南海北部深水区是中国近海未来储量增长的主

要地区。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南海北部深水区发育
白云—荔湾、松南—宝岛、乐东—陵水—北礁等三大
凹陷群、十个凹陷，预测未钻圈闭天然气潜在资源量
达 ３０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资源潜力巨大。 荔湾 ３ －１ 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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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直接证实了深水区的勘探的潜力，也给后续的勘
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另外，南中国海我国传
统疆界内发育一系列新生代盆地，面积大于
５０ ×１０４ ｋｍ２ ，勘探潜力巨大。 深水区勘探程度低、
作业成本高，坚持自营与合作勘探并举是目前最为
现实的勘探策略。 未来，将逐渐向其他深水区域展
开区域调查和地质研究，优选后备勘探区域，促进中
国南海北部深水区勘探快速发展的到来。
6　结语

近年来，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以坚持寻找大中
型油气田为指导思想，坚持走高效勘探之路，以科学
合理部署为保证，通过解放思想，加强区域研究和基
础研究，带动了领域突破；依靠地质认识和科技创
新，解决制约勘探的瓶颈问题，开辟了勘探新领域。
新发现油气储量节节攀升，连创历史新高，中国近海
油气勘探已经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还面临着相当巨大的挑战，
但我们将继续坚定信心，争取更多、更好的油气发
现，为中海油的中长期规划实现提供物质基础，为国
家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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