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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松辽、渤海湾、那尔多斯、塔里木、准嘴尔和吐哈等盆地石油资源丰度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运聚单元石油资源
丰度有很大差异．高丰度运聚单元的石油资x丰度大于30万：/km`．而特低丰度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浑丰度则小于5万卜
km'。潜山型运聚单元、古近纪断陷盆地陡坡构造型运聚单元和古近纪断陷盆地中央构造型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汀丰度最高，
而古生代残留盆地构造型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源丰度最低。运获单元的石油资派丰度主要与有效烃辣岩的生油强度、储集层

的发育程度、圈闭的发育程度以及上搜地层的区域不整合个数有关。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石油资源丰度与上述地质
因紊的统计关系．这一定I的统计模型可以用于对评价区运聚单元石油资1(f丰度的预测． 图2表1参6
关趁词：石油资源丰度．运聚单元；资派评价

中圈分类号：TE12 1 .  1文献t k i o M -  A

 Oil resource abundance of petroleum plays in Chinese basins and its predicti叹）u model
                        LIU Guang-di'  . HU S.-yun" - ZHAO Wen-zhi'

      (1. Key Laboratory for Hydrocarbon Accutnulation Mechanism.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nn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 )
Ahstract:The petroleum resource abundance of different kinds of petroleum plays is very different in Chinese basins. It can
be higher than 30X lo't/km' or lower than 5 X 10't/km'. The play with high petroleum resource abundance includes the
buried hill. the structural play in steep slopes, and the central structure play in rift basins. The play with low petroleum
resource abundance is the play in Palaeozoic residual basi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of petroleum plays in 6
basins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il resource abundance in place and some ge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studied. It
is showed that the oil resource abundance in place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generation intensity of source rock. the
abundance of reservoirs and traps. and the number of unconformities in overlying strata. The quantitative model is
established, which can he used for the prediction of oil resource abundance in different kinds of petroleum plays.
Key words: oil resource abundance: play, petroleum resource assessment

0引言

    石油资源丰度是某一地质单元内石油资源址与单
元面积的比值。石油资源丰度是衡量地质单元资IIh
富程度的重要参数。在资源评价工作中．评价区石油
资源丰度的求取是资X, R估算的重要途径。20世纪
70年代，前苏联学者H H涅斯捷罗夫建立了盆地地质
储量与沉积岩体积速率之间的关系．80年代贾维同等
针对中国盆地建立了类似的关系gin.{振宜等1984年
通过对中国东部15个凹陷实际资料的分析建立了石
油资源丰度与多项地质因素的统计关系‘．但是．随
着盆地油气勘探程度的提高．地质认识的加深．对资源

的认识也不断深人．以老资料为基础建立的模型已不
适合名前的需要。本文以运聚单元解剖的结果为从
础．研究了中国陆相盆地石油资源丰度的分布．并在运
聚单元解剖的基础上，通过对影响资源丰度诸因素的
统计分析．建立了新的石油资源丰度预测的定址模型。

1运聚单元石油资源丰度的确定
    油气运聚单元是盆地中具有共同的油气生成、运
移和聚集历史和特征的具有成因联系的一组油气藏和
远景圈闭以及为其提供烃源的有效烃源岩的集合体。
它是有效的烃源岩、油气运移通道、有效的储染层、有
效的盖层、有效的圈闭等要素和油气的生成、油气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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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圈闭的演化等成藏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机组
合．是盆地中油气生、运、聚、散最小的和独立的单
元［3］。

    根据油气运移、聚集和成藏特征的不同。可以将盆
地（或含油气系统）划分为若干油气运聚单元。油气运
聚单元的划分以盆地主要成藏期的油气运移格局为基
础，按油气运移的路径和方向进行划分。 由油气主要
成藏期（油气系统形成的关键时刻）主要含油气层系顶
面流体势图上的高势面所确定的油气运移“分割槽”是
油气运聚单元的主要边界〔3-4)
    本次解剖的运聚单元选自松辽、渤海湾、鄂尔多
斯、塔里木、准噶尔和吐哈等主要含油气盆地。这些运
聚单元都符合“三高”的原则，即勘探程度高、地质认识
程度高、资源探明程度高，具备统计法计算资源量的条
件。因此本文在运聚单元资源量计算中主要采用了统
计法，包括油田规模序列法、发现过程模型法及饱和探
井密度法等〔3.57

2石油资源丰度的总体特征
    本文以运聚单元为基本单位研究了中国主要盆地
的油气资源丰度。研究表明，不同类型运聚单元的资
源丰度有较大差异（见表1)。根据平均资源丰度的高
低可以将不同类型运聚单元分为4个等级．

          衰1不同类型运聚单元的石油资耳丰度

运浪单元类峨
石油资耳丰度（万屯/km')
  范围       平均值

            潜山旦
  古近纪断陷盆地陡坡构造型
  古近纪断陷盆地中央构造熨
中生代断陷盆地坳陷边缘构造里

  占近纪断陷盆地级坡构造型
      中生代盆地岩性业
  中、析生代压陷盆地构造型
占生代坳陷或克拉通盆地构造塑

 70.  1- 81. 78

36. 64- 68. 35

23.  04-60.  15

13.  71-27.  74

  8 . 9 - 2 4 .  5 6

 6 . 7 8 - 1 0 . 1 2

 3 . 0 3 - 8 . 9 8

  1 . 2 0 - 3 . 6 3

7 5 . 9 4

52. 27

40.  33

2 0 . 0 9

1 8 . 4 5

 8 . 0 9

 6 .  5 6

 2 .  8 4

2.  1高丰度运聚单元
    高丰度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源丰度大于30万t /
km2，包括潜山型、古近纪断陷盆地陡坡构造型和古近
纪断陷盆地中央构造型运聚单元。其中以潜山型运聚
单元的资源丰度最高，2个潜山型运聚单元的平均石油
资源丰度为75. 94万t/kmZ．其次为古近纪断陷盆地陡
坡构造型运聚单元和古近纪断陷盆地中央构造型运聚
单元，其石油资源丰度平均值分别为52.27万t/km，和
40. 33万t/kmZ。上述3类运聚单元高资源丰度的原
因，一是它们位于古近纪断陷的陡坡带或断陷的中央
构造带．或靠近生烃中心，或具有四周供油的特点，油
气源充足，油气聚集条件十分有利。二是一般成藏期较

晚，经历的构造运动较少，保存条件好，因此形成了高
的资源丰度。

2.  2中丰度运聚单元
    中丰度运聚单元的石油地质资源丰度为10万～
30万t/km?，包括中生代断陷盆地坳陷边缘构造型运
聚单元和古近纪断陷盆地缓坡构造型运聚单元．其石
油资源丰度平均值分别为20. 09万t/kmZ和18. 45万
t/kmZ。与古近纪断陷盆地（如渤海湾盆地）相比．白坚
纪盆地（二连盆地和松辽盆地南部，不含大庆长垣）生
烃强度一般较低，成藏时间也较古近纪断陷早，因此资
源丰度不及古近纪断陷中央构造型和陡坡构造型运聚
单元；位于盆地或坳陷边缘的运聚单元一般距生烃中
心较远．油气成藏条件也不如位于凹陷中央的运聚单
元有利。

2 . 3低丰度运R单元
    低丰度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源丰度为5万～10万t/
km2．包括中生代盆地岩性型运聚单元和中生代压陷盆
地构造型运聚单元，其石油资源丰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8. 09万t/kmZ和6. 56万t/kmZ。岩性型运聚单元以岩
性油气藏为主，储量的集中程度一般不高，其资源丰度
也较低。中国西部中生代压陷盆地的生烃条件一般不
如东部中生代盆地，并且构造活动较为强烈，油气的保
存条件较差，故资源丰度较低。
2 . 4特低丰度运R单元

      特低丰度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源丰度小于5万t /
km' ．为古生代盆地中的运聚单元（如塔里木盆地）。这
主要是因为这些运聚单元一般成藏较早，油气被破坏
的概率较大，保存条件一般较差。

3油气资源丰度的预测模型
3.  1石油资源丰度与主要地质因素的关系

      在运聚单元解剖的基础上，研究了各运聚单元资
源丰度与主要地质因素的相关关系。初步选择的主要
地质因素包括油气源条件、储集层条件、圈闭条件、保
存条件和配套条件等方面的参数共21项。统计分析表

  明，烃源岩的生烃强度、运聚单元储集层的发育程度、烃
  源岩上祖地层区域不整合的个数及运聚单元的圈闭面积
  系数（运聚单元圈闭面积与运聚单元面积的比值）与运聚
  单元的石油资源丰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见图1)．而其
  他参数与资源丰度基本不具有相关关系。
      石油资源丰度与烃源岩的生烃强度具有比较显著
  的线性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 8以上。运聚单元的
  资源丰度随生烃强度的增大而增大，即运聚单元的生
  烃强度基本上控制着它的资源丰度，这与国内油气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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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的实践是吻合的。 层中区域不整合的个数表示。油气生成以后经历的构
造运动越多．油气散失的可能性就越大。统计表明，随

区域不整合数的增加．运聚单元石油资源丰度呈指数
形式减小。

3.  2资a丰度的统计模型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了
运聚单元石油资源丰度与主要地质因素之间定量关系
的统计模型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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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运聚单元的石油资源丰度。万 t / k m2

x：―烃源岩生烃强度，万t / km2；二z―储集层厚度
与沉积岩厚度比值；13―圈闭面积系数，%;x.-
区域不整合个数。

    统计模型的相关系数达0.926，说明上述相关关系
是显著的．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可靠性．对模型计
算的资源丰度与实际的资源丰度进行了比较（见图2),
结果表明数据点都分布在45。线附近，说明计算值与实
际值接近，预测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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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位合个教
4结论

    不同类型运聚单元具有不同的石油资源丰度．在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中，潜山型运聚单元、古近纪断陷
盆地陡坡构造型运聚单元和古近纪断陷盆地中央构造
型运聚单元石油资源丰度最高。
    运聚单元石油资源丰度主要与烃源岩的生烃强

度、储集层的发育程度、圈闭的发育程度和区域不整合
个数有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建立了石油资源丰度与地质因素的统计模型，可
以用于运聚单元石油资源丰度的定量预侧．该方法可
以用于较低勘探程度盆地的资源量计算。
                                （下转第775页）

圈1运取单元石油资派丰度与主要地质．数的关系

    与石油资源丰度基本具有线性关系的地质因家还
有储集层厚度与沉积岩厚度比值（反映储集层发育程
度）和圈闭面积系数（反映圈闭发育程度）。它们与石
油资源丰度的相关性不如生烃强度显著，说明其对油
气资源丰度的控制作用较弱．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但如果从上述各图中剔除个别奇异点．基本上还是具
有线性关系的。

    石油资源丰度的大小还与运聚单元的保存条件有
关。本文中运聚单元的保存条件主要用烃源岩上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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