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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油气田首先存在于地质学家的头脑中”，正确的油气地质理论和勘探思路是油气田发现的前提条件
。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打开世界上任何一部油气勘探史，都蕴藏着一部理论技术发展
史。
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勘探目标日益复杂化和隐蔽化，因此，勘探难度也越来越大，新时期的勘探实
践催生新的勘探思路和新的勘探理念。
油气地质理论可分为油气基础地质理论和油气勘探应用理论。
油气基础地质理论包括生油、沉积、储层、构造、成藏等油气地质学科理论，重点研究陆相、海相地
层油气藏形成与分布等机理性内容，主要回答油气资源潜力与分布等相关问题；油气勘探应用理论包
括源控论、复式油气聚集带等油气勘探应用理论，重点研究油气田（区）分布与富集规律等内容，主
要回答勘探部署与评价等相关问题。
通过生产实践总结并升华的陆相生油理论、源控论、复式油气聚集带理论、煤系生烃理论、天然气地
质理论等理论，先后有效指导了松辽、渤海湾等盆地的勘探实践。
随着我国油气工业的发展、油气勘探的不断深入，油气勘探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创新和完善。
我国陆上进行区域勘探后，大区成藏条件基本清楚，已进入了发现大油气田、构建大油气区的新阶段
。
勘探研究从纵向“小成藏”组合，向横向“大成藏区”延伸，油气藏、油气田、聚集带，向大油气区
发展。
勘探研究需要确定大油气区分布空间边界、富集规律、储量规模与评价方法。
加快明确大油气区储量规模，有利于管网布局与建设。
深化全球大油气区研究，可减少在全球投资的风险。
随着油气勘探工作的持续推进，勘探的领域逐步扩大，原来认为不可能成藏的地区，如深洼区、向斜
区等，都有了重大发现，油气分布在宏观上呈现出大区叠合连片的趋势。
本书基于对全球油气地质与资源分布特点的认识，结合我国油气区域成藏与分布规律的研究，提出大
油气区地质与勘探认识。
“大油气区”是指处于统一的构造动力学背景中，由一系列成因、类型和分布上相联系或相关的油气
聚集区、油气聚集带构成的储量规模较大的含油气区。
同一大油气区具有统一（相似）的构造动力学背景，具有基本相似的优质烃源母质、基本相似的有利
沉积储层、基本相似的圈闭类型和基本相似的有效区域性盖层等区域性成藏条件，采用的核心勘探技
术和部署方案也基本相似，一般来说，应总体具有5亿～10亿t级以上石油可探明储量或0．5万亿～1万
亿m。
以上天然气最终可探明储量规模的大型油气成藏分布区。
大油气区在区域成藏地质条件上，表现出区域构造动力学背景和大区成藏条件（包括烃源岩、储集层
、圈闭和区域盖层）的统一性或相似性；地质单元介于传统的油气聚集域和油气聚集区之间，范围可
以比盆地大，也可以比盆地小。
具有特定的时间标志、地质标志和资源标志，表现出“空问范围大、成藏体系大、储量规模大”三个
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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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油气全球分布规律分析，提出了大油气区的概念；介绍了大油气区形成条件与油气分布规律
、不同类型大油气区地质特征与成因机制、国内外典型大油气区各论以及勘探理念、思路和方法；根
据大油气区的形成条件和特征，在评价方法上，强调“整体研究、整体部署、整体评价”的勘探研究
思路。
    本书可供石油勘探和研究工作者使用，也可供石油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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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油气区的基本涵义本章基于对全球油气分布规律的分析，认为我国陆上油气勘探进入发现大
油气田、构建大油气区的新阶段，因此提出了大油气区的概念：大油气区处于统一的构造动力学背景
中，由一系列在成因、类型和分布方面相联系或相关的油气区、油气聚集带构成，其范围可以比盆地
（或凹陷）大，也可以比盆地小，有利构造背景、优质烃源岩、有利储集层、圈闭类型、有效区域性
盖层等都基本相似，勘探评价方法与技术也基本相同，储量规模较大。
统一的构造动力学背景和相似的成藏条件是形成大油气区的基础，原型盆地或凹陷（群）类型是划分
大油气区的基本依据。
中国地跨环太平洋主动型大陆边缘巨型油气域和大陆板块挤压碰撞型巨型油气域，目前共发现储量规
模较大的4个大油区、7个大气区和1个大油气区。
根据大油气区的形成条件和特征，在勘探研究战略上，坚持“立足长远、着眼全局、控制规模”的勘
探理念，“整体研究、整体部署、整体评价”的勘探思路，“选点突破、分带控制、宏观连片”的勘
探方法。
油气勘探不因一口井、一个区块的失利或技术暂时的限制而影响对大油气区的整体评价与推进。
大油气区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促进研究和勘探思路的进一步转变，以大油气田勘探带动大油气区的
发展，以大油气区发展带动大油气区的建设。
同时可为油气输送的管网布局和建设提供依据。
第一节 大油气区提出背景一、油气地质勘探理论简要回顾科学的理论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改造世
界的指南。
现代油气勘探与早期的随机打井，与直觉找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在油气田形成模式与分布规律理
论的指导下，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进行资料的采集、处理与综合分析，判断油气田形成的基本条件是
否存在，不断缩小勘探靶区，最终发现和探明油气田。
“油气首先存在于石油地质学家的头脑之中”（Perrodon，l983）。
机敏的石油勘探家往往能够及时提出新的找油气理念。
把一次新的成功或失利经验，灵活地运用到找油气勘探工作中去。
不断出现的找油新观念和新认识，这正是推动油气勘探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认识没有止境，勘探没有禁区”。
随着油气勘探工作的不断推进，勘探理论也不断向前发展。
油气地质学理论可分为油气地质理论和油气勘探理论两大类。
油气地质理论包括生油、沉积、储层、构造、成藏等油气地质学科理论，重点研究陆相、海相地层油
气藏形成与分布等机理性内容，主要回答油气资源潜力、成藏条件、成藏机理与分布规律等相关问题
；油气勘探理论包括源控论、复式油气聚集带等油气勘探应用理论，重点研究油气田（区）分布与富
集规律等内容，主要回答勘探部署与评价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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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油气区形成与分布》介绍了大油气区的基本涵义，包括大油气区的提出背景、大油气区的内涵和
标志以及大油气区分类和命名。
阐述了大油气区基本地质特征与油气分布规律，包括大油气区的基本地质特征、大油气区内油气分布
富集与”相控”特征。
重点分析了不同类型大油气区地质特征与成藏机制，包括大油区与大气区形成条件的差异性、构造与
岩性地层大油气区的异同、低丰度岩性与中高丰度地层圈闭大油气区的异同、大气区及大气田的地质
特征、低孔渗大气区成藏机制和控制因素、碎屑岩大油区成藏特征与分布控制因素、碳酸盐岩大油气
区形成和分布控制因素、火山岩大油气区形成和分布控制因素。
同时介绍了国内外典型大油气区实例。
最后还介绍了大油气区的勘探战略，包括立足长远、着眼全局、控制规模的勘探理念，整体研究、整
体部署、整体评价的勘探思路，选点突破、分带控制、宏观连片的勘探方法以及大油气区勘探理念的
现实意义。
《大油气区形成与分布》提出的大油气区地质基础、成藏规律、勘探思想，对油气勘探研究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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