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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断陷沉积岩之下０～１６００ｍ变质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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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界上已发现的油气储量９９％以上都赋存于含油气盆地中的沉积岩或喷出的火山岩内，分布在变
质岩潜山内的油气储量不超过１％，且一般位于距潜山顶部１５０ｍ以内，距潜山顶面超过５００ｍ的油气藏尚未见报道。
中国石油辽河油气公司２００５年在渤海湾盆地辽河断陷沉积岩之下０～１６００ｍ的片麻岩及混合角闪岩内发现了储量
超过３０００万吨的大油田。这一发现表明，地质条件类同的辽河断陷中央隆起带变质岩潜山内的油气勘探前景广阔；
渤海湾盆地变质岩潜山内幕油气资源潜力有待重新评价和认识；地球上能够开展油气勘探的领域比我们曾经想象

的大得多。

关键词：中国辽河断陷；潜山内幕油气藏；变质花岗岩油气藏；基岩裂缝油气藏

　　石油作为人类目前最主要的能源资源和化工原
料，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经济危机后石油价格

的不断攀升又开始引起了人们对油气工业未来发展

的焦虑（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Ｋｅｒｒ，１９９８）。石油峰
值理论或石油枯竭理论（ＰｅａｋＯｉｌ）的提出更是加重
了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担忧（Ｈｕｂｂｅｒｔ，１９４９，
１９６２，１９６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３；Ｊｅｆｆｒｅｙ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Ｋｅｒｒ，２００７）。与世界油气勘探不断取
得的其它新成果，如深盆气藏的发现、深水以下油气

藏的发现、极地油气藏的发现等一样，中国渤海湾盆

地辽河断陷沉积岩以下０～１６００ｍ变质岩内大油气
田的发现进一步向我们表明，地球上能够勘探和发

现的油气资源的领域比我们曾经想象和现在能够想

象的更为广阔。

１　已发现的油气田所在的位置
已发现的油气田目前被称之为辽河断陷兴隆台

基岩潜山油气田。它所在的位置如图 １和图 ２所
示。

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油气田位于中国东北

辽宁省盘锦市境内，归属于中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

图１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油气田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ｉｎ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

勘探作业区，在构造上处于中—新生代发育沉积的

渤海湾盆地内的辽河断陷。辽河断陷划分为七个构



图２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油气田构造位置
Ｆｉｇ．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ｏｆ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ｉｎ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

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造单元，包括：西部凹陷、东部凹陷、大民屯凹陷、沈

北凹陷、中央凸起、西部凸起和东部凸起等。新发现

的辽河断陷兴隆台变质岩潜山油气田形成发育于其

中的西部凹陷之内沉积岩之下０～１６００ｍ的变质岩
潜山之内。中国东部发育的郯庐（郯城—庐江）大

断裂通过了该油田所在的西部凹陷。

２　已发现油气田的地质特征
（１）油气田位于沉积岩之下０～１６００ｍ变质岩

潜山中：被发现的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油气田

位于辽河断陷西部凹陷内部的兴隆台构造变质基底

之下，变质岩埋深超过２５００ｍ。由于自变质岩潜山
顶面至以下１６００ｍ都普遍含有油气，且主体为一潜
山，油田被定名为基岩潜山油田。

（２）油气主要赋存于片麻岩和混合花岗岩等变
质岩内的裂隙内：钻井揭示的变质基底岩石以片麻

岩和混合花岗岩为主，其内裂缝和孔隙非常发育

（图３）。兴隆台基岩潜山内幕以张裂缝为主，多呈
角砾结构和碎裂结构。裂缝规模为微裂缝和细裂

缝，缝宽介于００５～０５ｍｍ，它们以４５°斜交，小平
缝较少。裂缝形成具备多期性，但以晚期构造裂缝

为主，约占７０％。它们的综合孔隙度间于１３２％～
２％，渗透率间于０１×１０－３μｍ２～５０×１０－３μｍ２。

图３辽河断陷兴隆台潜山构造兴古７井岩性柱状图
Ｆｉｇ．３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Ｘｇ７ｗｅｌｌｉｎ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ｏｆ

Ｘｉｏ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变质岩潜山内部整体含有正常原油：兴古
７井在太古宇钻遇油层１２层共１４２ｍ，低产油层３０
层共２２５ｍ，含油层段占基岩总厚度的２０％以上，证
实潜山在距地表４３００ｍ以上整体含油，含油气变质
岩总厚度超过１６００ｍ，内部基本不含水，原油物理性

图４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油藏剖面图
Ｆｉｇ．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Ｘｉｏ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
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质表现出“五低”特点，包括低密度（０８１～０８３ｇ／

２４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１年



图５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太古宇潜山平面含油气区分布
特征图（据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２００３年未刊资料）
Ｆｉｇ．５Ｐｌａ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ｉｎＸｉｏ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
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ａｔａ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Ｌｉａｏ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３）

ｃｍ３）、低粘度（３～５ｍＰａ·ｓ）、低胶质沥青质（５％ ～
１０％）、低含蜡量（８％ ～１２％）和低凝固点（２５～
２７℃），属品质优良的正常原油。发现的潜山天然
气多数为溶解气，气体平均相对密度０６９７４，甲烷
平均含量为８２４３％。油气田地下产状详见图４。

表１　陈家—兴隆台—清水—盘山地区油—油对比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ｉｌ—ｏｉ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ｈｅｎｊｉａ—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Ｐａｎ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所属区域

（由北向南）
井号 层位

Ｃ２７
（％）

Ｃ２８
（％）

Ｃ２９
（％）

Ｐｒ／Ｐｈ
Ｃ２９２０Ｓ／

（２０Ｓ＋２０Ｒ）

Ｃ２９ββ／

（αα＋ββ）

台安洼陷

陈家洼陷

兴隆台

（研究区）

清水洼陷

雷３９＊ Ｅｓ４ ２２ ３７ ４１ ０．２５
雷５７＊ Ｅｓ４ ２１ ３６ ４３ ０．３５
冷７０ Ｅｓ３ ３３ ２５ ４２ ０．５７ ０．３１ ０．３９
冷１１４ Ｅｓ３ ３３ ２７ ４０ ０．４４ ０．３０ ０．３０
兴气９ Ａｒ ３６ ２５ ３９ ０．９７ ０．４５ ０．５３
兴古７ Ａｒ ３３ ２３ ４４ １．０１ ０．４２ ０．５１
兴古８ Ａｒ ３６ ２５ ３９ １．００ ０．４２ ０．５５
齐２３１ Ｅｓ２ ４６ ２１ ３３ １．３８ ０．３５ ０．４１
齐２Ｈ２ Ｅｓ３ ４５ ２２ ３３ １．３２ ０．４１ ０．４６

　　　注：带＊者为沙四段烃源岩，其余均为沙三段烃源岩。

（４）变质岩潜山内部的油气储量超过３０００万
吨：太古宇潜山由高、低起伏变化的多个高点潜山

构成，由南到北依次为马圈子潜山、兴隆台潜山和陈

家潜山。高点埋深２４５０ｍ，构造面积约为 １８２ｋｍ２

（葛泰生，１９９３）。太古宇潜山整体上为孔隙—裂缝
型块状构造油藏，按圈闭成因类型及

油层埋藏深度又可分为潜山顶部变质

岩风化壳圈闭、潜山内幕裂缝型圈闭。

２００５年，兴古 ７井钻探成功，在太古
宇变质岩潜山井段３５９２０～３６５３５ｍ
测试获日产原油７３５ｍ３，在勘探面积
５２５ｋｍ２范围内，己探明储量３０００万
吨，预测资源量可达１８亿吨（图５）。

３　已发现油气田的成因
特征与模式

　　一般情况下，潜山油气藏常表现
为潜山顶面风化壳裂缝型油气藏，它

图６兴隆台基岩潜山内幕油气成藏模式图
Ｆｉｇ．６Ｉｎｎｅｒ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ｍｏｄｅｌ
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ｉｎＸｉｏ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

们主要分布在潜山不整合面之下。其厚度一般２０
～１５０ｍ，最大厚度小于５００ｍ（Ｐｏｗｅｒ，１９２２；Ｌａｎｄｅｓ，
１９６０；Ｋｅｒａｎｓ，１９９８；Ｋｅｌｌｏｇ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程远忠等，
２００１；刘传虎，２００６；张吉光等，２００７）。但兴隆台太
古宇变质岩潜山内幕油气藏与常规潜山油气藏不

同，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１）变质岩潜山临近生油洼陷，油源对比表明，
油气来源于基岩潜山之上的沙三段沉积地层。兴隆

台古潜山带处于“洼中隆”构造背景，为陈家、清水、

盘山等生油洼陷所包围，上覆沙三段和沙四段两套

湖相生油层系，其有机质类型及丰度较好，是西部凹

陷主要的烃源岩（谢文彦等，２００６）。油源对比结果
表明，兴隆台潜山内的原油主要来自于沙三段烃源

岩，沙四段仅见于西侧的盘山洼陷，对潜山成藏贡献

有限。与沙四段原油相比，沙三段原油普遍具有高

的饱和烃（＞７０％）、高姥／植比（Ｐｒ／Ｐｈ＝０９７～
１３８）、“Ｖ”字型为主的甾烷系列（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等
特征。区别于陈家洼陷，潜山内幕原油成熟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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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东营期走滑剪切作用及兴隆台潜山裂缝成因机制
Ｆｉｇ．７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ｓｈ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ｔ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ｓｐｌｉｔｉｎＸｉｏ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

ａｒｅａ

偏高，与清水洼陷一致（表１）。基岩潜山内幕油气
成藏模式如图６所示，沙三段和沙四段烃源岩生成
的油气沿裂缝系统侧向运移至变质岩潜山内幕成

藏，而陈家洼陷生成油气通过断层及不整合面大部

运移至浅层圈闭。

图８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周边地层压力系数等值线
Ｆｉｇ．８Ｉｓｏｐｌｅｔｈ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

ｉｎＸｉｏ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ｇ—馆陶组；Ｅｄ—东营组；Ｅｓ１＋２—沙河街组１，２段；Ｅｓ３—沙河街组

３段；Ｅｓ４—沙河街组４段；Ｍｚ—中生界；Ａｒ—太古宇

Ｎｇ—ＧｕａｎｔａｏＦｍ．；Ｅｄ—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Ｆｍ．；ＳｈａｈｅｊｉｅＦｍ．：Ｅｓ１＋２—１ｓｔａｎｄ

２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ｓ３—３ｒ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ｓ４—４ｔｈＭｅｍｂｅｒ；Ｍｚ—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ｒ—Ａｒｃｈｅａｎ

（２）兴隆台基岩潜山油
气田夹持在郯庐断裂带内，右

旋走滑作用使内幕裂缝发育，

有利于油气富集。变质岩潜

山油气藏的形成与常规潜山

油气藏不同，其储集体与运载

层均受次生裂缝系统的控制。

裂缝系统的形成和分布与构

造活动的期次、强度密切相

关。区域构造应力场研究表

明，郯庐断裂带直接控制着辽

河断陷的形成及演化。郯庐

断裂即郯城—庐江断裂带，是

中国东部一条重要的强构造

变形带，总长 ３５００ｋｍ以上
（图７）。新生代喜马拉雅运
动期，郯庐断裂表现为强烈的

“右旋”走滑特征，辽河裂谷

产生强烈的伸展活动（廖兴

明等，１９９６）。研究区则在始

新世表现为台安大洼断裂强烈活动，西侧一翼从中

央隆起分离，陷落于凹陷中，兴隆台潜山雏形形成。

至渐新世，“右旋”走滑作用导致台安大洼断裂带内

发生强烈构造反转形成冷家压扭带，并伴生了一系

列东西向的正断层，将兴隆台古潜山带分割成多个

断块。多期次、多形式的构造活动，为变质岩潜山内

部裂缝的发育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油气富集成藏。

表２　兴隆台地区包裹体均一温度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ａｉａｒｅａ
井号

（由东向西）

温度

（℃）
形成时间（Ｍａ） 成藏期（次）

兴古４ ９０～１１０ ２７．５～３３．５ 沙一段～东营组

兴９９ ８０～１００
２５．０～２９．０
３．０～１２．０

东营组、新近系

（两期）

兴２２９ ９０～１００ ３３．０～３５．０ 沙一段

兴６０３ ８０～９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１７．５

东营组、新近系

（两期）

兴７０ ８０～１００ ２９．０～３３．０ 沙一段～东营组

　　（３）基岩潜山周边围岩强烈超压，为油气运聚
成藏提供了动力。辽河西部凹陷分为两套压力体

系，即浅层为正常地层压力体系和深层超压体系，超

压起始深度为２１００ｍ左右，最高压力系数可达１８
以上。其中超压系统又可分为深、浅两个超压体系。

浅层超压体系主要对应沙一段，在西部凹陷分布范

围很广，可以横跨兴隆台潜山，但压力系数较小，一

般在１２左右；深层超压体系主要对应沙三，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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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有限，分布于各次洼陷内，压力系数一般超过

１５（图８）。兴隆台基岩潜山周边围岩的强烈超压，
为潜山内油气的充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有利于基

岩潜山成藏。另外，从图８所示可以看出，无论从超
压强度还是分布面积来看，清水洼陷都要强于陈家

洼陷，即清水洼陷更有利于基岩潜山裂缝圈闭成藏。

图９辽河断陷中央隆起带是基岩潜山油气藏有利勘探区带
（据中石油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２００６年未刊资料）

Ｆｉｇ．９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ｐｌｉｆｔａｒｅａ，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ａｔａ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Ｌｉａｏ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６）

（４）变质岩潜山发生两次流体充注作用，包裹
体分析表明油气主要在东营末期富集成藏。根据盆

地沉积史、构造演化史、有机质热史与生烃史分析，

辽河断陷西部凹陷主要发生过两期油气充注作用，

即始新统沙三段沉积末期、渐新统东营组沉积末期。

包裹体测试结果证实，变质岩潜山油气运移充注时

古地温为 ８０～１００℃，而太古宇地层现今埋深在
２２４０ｍ以下，其地温一般在１００～１１５℃之间，高于
烃类包裹体的形成温度，说明烃类包裹体在某一地

质历史时期已大量形成（罗静兰等，２００４）。储层烃
类包裹体均一温度统计表明，兴隆台基岩潜山充注

时间较长，至少在距今３～３５Ｍａ之间（表２）。其充
注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 ２７～３５Ｍａ和 ３～
２４Ｍａ，相当于沙二段—东营组沉积期和新近系时
期。东营组沉积末期为该区油气主要充注时期。

４　已发现油气田的地质意义
辽河断陷兴隆台基岩潜山在沉积岩之下 ０～

１６００ｍ的深部发现工业油气流，开创了潜山内幕油
气勘探成功的先河，从而突破了以往潜山勘探只注

重潜山风化壳的认识。

（１）沉积岩和岩浆岩能聚集油气，变质岩也能
富集油气，这大大拓宽了人们有关油气勘探领域的

认识

与辽河西部凹陷相比，东部凹陷也经历了类似

的构造演化，并且其构造强度更强，裂缝更为发育，

具备形成潜山内幕多期裂缝的条件，有较大的勘探

潜力。除此之外，辽河断陷中央隆起带具有形成基

岩潜山油气藏的良好条件。一是潜山处于走滑断裂

带内、裂缝发育，二是潜山周边紧临源灶中心、源灶

埋深大，三是潜山上面有较好的区域性盖层、有利油

气聚集后保存。图９是中央隆起带基岩潜山油气成
藏模式，前不久赵古１井钻探获得工业油气流证明
了这一推断。

纵观我国东部整个渤海湾地区，都属于华北板

块，都经历了与辽河断陷相同或相似的构造演化

（胡见义等，１９８１；白文吉等，１９９１；池英柳，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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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渤海湾盆地基岩潜山裂缝油气藏勘探前景
Ｆｉｇ．１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ｓｐｌｉｔ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

（ａ）古近系生，上古生界储潜山成藏模式 （义和庄潜山油藏剖面）；（ｂ）古近系生，下古生界储潜山成藏模式（千米桥潜山油藏剖面）；（ｃ）
古近系生，中—新元古界储潜山成藏模式（任丘潜山油藏剖面）；（ｄ）古近系生太古宇储潜山成藏模式（王庄基岩潜山油藏剖面）
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Ｕｐｐ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ＴｈｅＹｉ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ｌｏｗ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ＴｈｅＱｉａｎｍｉｑｉａｏ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ＴｈｅＲｅｎｑｉｕ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Ａｒｃｈｅａｎ（ＴｈｅＷ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发育了各种类型、大小的陆相断陷，其中包括渤中、

济阳、黄骅、冀中、冀东、临清等，这些断陷之内的基

岩潜山起伏不平、落差大、被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

系的生油气岩层和泥岩盖层广泛覆盖，潜山内幕油

气成藏条件好。辽河断陷变质岩潜山油气藏的发现

和勘探也展示出了渤海湾盆地基岩潜山油气藏勘探

的良好前景。郯庐断裂带贯穿渤海盆地东部各坳陷

内，形成了高差较大的基岩潜山构造。由于渤海盆

地内这些基岩潜山的形成伴随着走滑断裂活动，因

此它们容易发育裂缝，有利基岩有效储层的形成和

分布；这些潜山根部与古近系—新近系优质烃源岩

接触，在高压流体作用下油气生成后能够进入基岩

６４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１年



潜山裂缝系统内富集成藏；在基岩潜山之上覆盖了

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的沉积盖层，有利于基岩

潜山油气藏形成和保存。图１０是渤海湾盆地基岩
潜山油气成藏的四种可能模式及有利区预测结果。

（２）与我国东部断陷盆地油气成藏条件类似的
沉积盆地很多，它们之中的潜山内幕都有望成为未

来油气勘探的新领域。考虑到近２０年来，人类社会
对深盆气、煤层气、页岩气和水合甲烷等新型非常规

油气资源的认识和开发所取得的成果，我们不能不

为未来油气工业的发展前景感到乐观。这些说明，

我们只要不断探索油气成藏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在

许多老油田所在的沉积盆地开拓出新的勘探领域，

地球上富集起来的油气资源可能比我们已经能够预

测到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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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地质科技与找矿成果暨“十二五”规划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２３日，由中国地质学会、国土资源部科
技与国际合作司联合地勘行业产学研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召

开的“十一五”地质科技与找矿成果暨“十二五”规划学术交

流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地质

找矿两面旗帜，总结“十一五”期间我国地质科技与地质找矿

工作，发现典型，提炼经验，推广成果，进一步凝聚我国地质

科技与找矿骨干力量，调动全国地质工作者的积极性，为提

高资源保障能力，提高我国地质工作水平搭建了重要的平

台。

会议开幕式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孟宪来主持。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姜建军司长受汪民副部

长委托宣读了汪民副部长的重要讲话。汪民在书面讲话中，

回顾了“十一五”时期我国基础地质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勘

查技术及仪器装备自主研发取得的新突破，和矿产勘查开发

取得的重大进展。他表示，“十一五”是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

盾凸显的５年，也是地质找矿取得积极进展的五年，对我国
国民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他

提出，推进地质找矿新机制，实现地质找矿新突破，是国土资

源系统今后的重点工作和“十二五”主要目标之一。要高举

这两面旗帜，依靠科技进步，扎实推进工作，实现地质找矿重

大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大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叶玉江副司长介绍了科技部

“十二五”科技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柴育成

常务副主任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十二五”科技规划，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于海峰副司长介绍了国土资源地质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计划，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姜建

军司长介绍了国土资源“十二五”科技规划。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连长云副主任、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邹才能副院长、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质处程爱

国处长、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付水兴副主任、中国冶

金地质总局地勘处周尚国副处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

金指挥部李高生总工程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张金带总工

程师、中化地质矿山总局韩豫川局长分别就“十一五”地质工

作成果及立足国内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等

内容作了大会介绍。

会上，“十一五”重大科技和找矿成果的部分专家，陈旭

院士、莫宣学院士、张宏福研究员、陈仁义主任、马曙光副总

工程师、齐金忠高级工程师、董连慧总工程师、胡凤翔副院

长、金之钧副总地质师、程爱国处长、郭庆银高级工程师、付

水兴副主任、殷跃平主任、王平主任、石建省所长、李文昌局

长等，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印

佛、邓起东、康玉柱、李廷栋、刘家麒、卢耀如、马宗晋、裴荣

富、沈其韩、孙枢、汪集、肖序常、许志琴、杨文采、殷鸿福、

翟明国、翟裕生、钟大赉，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蔡希源总地质师，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立新，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

王瑞江等地质行业的领导和学者共２６０多人。
自“六五”开始，中国地质学会在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

后，都要组织地质行业各部门共同召开地质科技与找矿成果

交流会，至今已举办六届。会议始终得到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已经成为地勘行业展示各个“五年计划”所取得成就的重

要舞台，也是互相交流、总结经验的窗口。

“十一五”时期，全国地勘行业继续积极贯彻落实温家宝

总理此前提出的“两个更加”的要求；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颁布，被誉为“地质工作迎来了新的

春天”；２００９年，李克强副总理在视察国土资源部时提出了
“立足国内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思想，为未来一段时期地质

找矿指明了方向；自１９９９年实施、持续１２年的国土资源大
调查进入收尾阶段，我国矿产资源形势进一步好转；各省级

政府更加重视地质工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积极大力推动地质工作的科学发展。

“十一五”时期我国基础地质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地

质大调查”历时１２年收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共完成１：
２５万区调４９４万平方千米、１：５万区调３０万平方千米，提交
１０４０幅国际分幅的１：２５万、１：５万区域地质图，编制了重要
成矿带系列地质图件，实现了一批区域性地质图的更新，初

步建立国家区域地质数据更新体系。此外，还完成两幅１：
１００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完成１６０万平方千米多目标区域
地球化学调查；完成全国１６４０个山地丘陵县（市）６５０万平
方千米的地灾调查与区划，完成全国 （下转第５８２页）

８４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