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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地质调查与勘探进展及成果

周新桂! 杜治利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北京"+***-3#

摘要! '天山(兴蒙构造带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全力支撑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科技攻坚战"按北方石炭

系(二叠系*大型盆地深层和山前构造带 3 个层次开展工作部署+ 主攻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查明西北地区石炭

系(二叠系沉积充填序列"恢复岩相古地理"建立油气成藏模式"优选战略突破目标"支撑并实现银额盆地居延海

坳陷*准噶尔盆地南部博格达山前和柴达木盆地东部 3 个重要油气突破, 重点评价塔里木盆地深层震旦系(下

奥陶统成藏条件"通过开展塔里木盆地深部调查"查明了震旦系(下奥陶统盆地结构和展布"落实了生*储*盖的

平面分布特征"预测了深部油气成藏模式, 积极准备在山前构造带开展工作"初步查明塔里木盆地西北缘构造格

架和寒武系盐下成藏条件"在塔里木盆地温宿凸起实现了新区新层系油气重大突破"初步评价了柯坪断隆的油气

资源潜力+ 工程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推动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在新疆开展油气矿权管理体质改革起到了

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 中国北方, 新区新层系, 油气地质调查, 勘探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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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山(兴蒙构造带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编号! *)++&)项目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周新桂%+,!!(&"男"研究员"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副总工程师"'天山(兴蒙构造带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

程)首席"从事油气资源基础调查+ <?@2&! =>-*3-)+#ABB'7%?+

*"引言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工作范围是指在我

国陆上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广泛发育的石炭系(

二叠系基础上叠加的中(新生代盆地#+$

"以及以古

生界克拉通为基底的塔里木叠合盆地+ 调查区总

面积 #-= 万 C?

)

"其中盆地面积 )++ 万 C?

)

"矿权空

白区占比 )-D+ 区内调查层系多"资源潜力大"且

待探明资源量大+ 北方新区新层系为我国陆上最

重要的常规油气调查领域#) 93$

+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区内区域构造地质

背景复杂"存在大量制约油气勘探的基础地质问

题## 9>$

! 石炭系(二叠系岩相古地理分布不清"后

期构造叠加改造过程不明"制约了油气资源评价,

盆山接合部成藏条件有利"资源潜力可观"但山前

带构造复杂"原型盆地分布不清"目标难以优选,

大型盆地深层整体评价薄弱"尤其是深层潜力不

清"需要对前期取得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验证, 针

对盆地盐下*山前构造带*火山岩区等调查领域的

有效勘查技术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发挥公益

性油气调查的优势"坚持'三性) %基础性*公益性*

战略性&"突出'四新)%新区*新层系*新类型*新认

识&"从 )*+! 年开始针对北方新区新层系"实施'天

山(兴蒙构造带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实施年

限为 )*+!()*+- 年"主要工作目标如下!

%+&全力支撑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科技攻

坚战"以银额*准噶尔*塔里木和柴达木等盆地为重

点"在石炭系(二叠系*大型盆地深层和山前构造

带等领域优选有利目标区"实施油气地质调查井钻

探"实现油气重要突破或发现+

%)&初步查明北疆*银额*柴达木*河西走廊等

重点地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和成藏规

律, 建立石炭系(二叠系沉积充填序列"查明油气

成藏机理+

%3&落实塔里木盆地深层结构特征和油气成藏

条件, 恢复塔里木盆地震旦纪(寒武纪盆地原型"

建立发育模式+

%#&明确天山*昆仑山等山前构造带的盆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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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构造样式"初步评价山前构造带区域油气资源潜力+

+"主要进展与成果

北方新区新层系涉及到天山(兴蒙构造带*塔

里木盆地*柴达木(河西走廊*华北地台 # 个构造

单元%图 +&"主要针对元古宇*寒武系*石炭系(二

叠系和侏罗系 # 个重点调查层系+ 工程取得的主

要研究进展和成果分述如下+

图 !"北方新区新层系调查工作范围及调查单元划分

#$%&!"'()*+,-./+.(,/(01/2+3)-3- -141/2-)/- $15/+3$%-3$(1-144$5$+$(1(0$15/+3$%-3$(161$3+$17()38/)198$1-

!'!"银额盆地石炭系钻遇工业油气流"实现北方

侵入岩首次发现裂缝型油气藏

通过开展本次工作"落实了银额盆地深部油气

成藏条件"石炭纪侵入岩首次发现裂缝型油气藏+

银额盆地构造单元为'四隆六坳)%图 )&"近年

来在白垩系发现多个油气藏#- 9+*$

"但深层勘探进展

缓慢"主要是石炭系(二叠系展布不清"烃源岩与

有效成藏组合不清#++$

+ 中国地质调查局重点攻

关"先后实施重磁电剖面测量 ) ==, C?*面积测量

- =** C?

)

*二维地震测量 + )!> C?*钻井 - 口+

图 :"银额盆地构造单元及蒙额参 ; 井位置

#$%&:"</.3(1$.61$3+$1=$1/)>-+$1-14?(.-3$(1(02/??@/1%A/.-1;

""通过钻井地层对比"建立了银额盆地钻井地

层层序与地层对比格架"明确了主要发现井油气

产层的地质年代+ )*+> 年对蒙额地 + 井钻井取

芯"在可对比的含油气层发现了二叠纪多个种属

的叶肢介化石"经鉴定"分别为加氏圆通古斯卡叶

肢介 %比较种& !"#$%&'()'*+&,-7E').*+/'0+(%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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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F*额济纳旗半圆李氏叶肢介 %新种&1,/+#"2

#$%$,.+. ,3+(.4+,(-+-(2/%HI'J%F'&和内蒙古点列叶

肢介 %新种 & 5%$")0.6&. (,+/,())',(-+-(2/ %HI'

J%F'&"均为晚二叠世叶肢介"与甘肃肃南县上二

叠统肃南组和内蒙古东部上二叠统陶海营子组所

产半圆李氏叶肢介可对比+ 另外"与含油层段呈

侵入接触的侵入岩定年*声波时差和镜质体反射

率%7

%

&界面等其他证据"亦证明银额盆地主力含

油气层系为二叠系+

分别建立了北山地区和银额地区石炭纪(二叠

纪沉积演化模式"明确了沉积建造与沉积充填特征

和石炭纪(二叠纪'两坳一隆)的沉积构造格架+ 银

额盆地晚石炭世晚期(早二叠世为陆源裂陷盆地演

化的鼎盛时期"沉积面积最大"广泛发育浅海陆棚相

暗色泥岩+ 地质和地球物理结合查明了居延海坳陷石

炭系(二叠系烃源岩分布"进一步明确了中生界覆盖

区石炭系(二叠系残留厚度大*烃源岩发育*储集类型

多样*保存条件好*成藏条件有利等特征+

居延海坳陷部署的蒙额参 3 井在石炭系火山

岩和二叠系砂岩见良好油气显示+ 华力西期花岗岩

裂缝段累计产油 +*#'!3 ?

3

"累计产气 = =!= ?

3

"油层

产油气当量 )'!# ?

3

41, 二叠系白云质粉(细砂岩

油层"累计产油>=')# ?

3

"累计产气) ==+'* ?

3

"确定

产油气当量 +'!! ?

3

41+ 银额盆地石炭系首次钻获

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气流"是北方古生代侵入岩裂缝

油气藏的首次发现+

!':"准噶尔盆地南部新吉参 ! 井取得油气突破与

重要发现

通过重点调查评价准噶尔盆地南部博格达山

前二叠系烃源岩与圈闭条件"建立了油气成藏模

式"支撑新吉参 + 井取得油气突破与重要发现+

准噶尔盆地博格达山前凹陷为二叠纪三大富

烃凹陷之一#+) 9+#$

"同时也是唯一未获得油气突破

的凹陷%图 3&+ 制约油气勘探的关键问题为二叠

系烃源岩展布不清及圈闭发育不明+ 以博格达山

前作为北方石炭系(二叠系科技攻坚战最现实的

油气战略突破点"开展重点攻关"实施二维地震测

量 +!+ C?4++ 条*参数井 + 口+

图 ;"准噶尔盆地构造单元及新吉参 ! 井位置

#$%&;"</.3(1$.61$3+$1B61%%-)>-+$1-14?(.-3$(1(02/??C$1D$.-1!

""基础地质研究明确了博格达山前构造带有效

烃源岩厚度大"中部鼻隆构造带圈闭发育"保存条

件好+ 构造样式表现为由南往北发育 3 排构造带"

中带具形成背斜圈闭条件, 烃源岩特征表现为山

前带明显厚于吉木萨尔凹陷"发育二叠系芦草沟组

优质烃源岩+ 其中 K类烃源岩发育区"即芦草沟组

深湖相沉积区"烃源岩厚度超过 =** ?+

建立了芦草沟组致密油气成藏模式+ 致密储

集层段大面积连续分布"与烃源岩层段具有在纵向

上'源储共生)*横向上连续分布的赋存特征"大大

增加了源储接触面积"缩短了运移距离+ 自晚侏罗

世至今"芦草沟组烃源岩开始持续高效排烃"排烃

所产生的压力为致密油气聚集提供持续动力和物

质供应"'源储共生)的组合关系促使致密油气能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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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连续分布"形成自生自储式油气成藏模式+

山前带中段部署实施新吉参 + 井获得天然气重

大突破+ 对芦草沟组压裂测试"日产气 +'-万?

3

"无

阻流量 ='- 万?

3

"累产气 +) 万?

3

"累产油 +3'= L"

于芦草沟组首次获天然气+ 新吉参 + 井的突破首

次实现了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博格达山前带芦草

沟组工业气流的重大突破"证实芦草沟组优质烃源

岩既生油又生气"预测博格达山前有望形成亿吨级

含油气区+

!';"柴达木盆地发现第 E 套含油气系统"石炭系

首获天然气流

柴达木盆地已发现侏罗系*古近系(新近系和

第四系 3 套含油气系统"建立了油气田#+=$

+ 深部

石炭系虽发现较好的油气苗头"但对其资源潜力尚

存在较大分歧#+! 9+-$

"主要是石炭系空间展布不清"

成藏条件不明+ 中国地质调查局聚焦柴达木盆地东

部"重点攻关"先后部署地震测量 +** C?*大地电磁

测深%M;&测量 )#* C?*钻井 3口4= +)= ?%图 #&+

图 E"柴达木盆地构造单元及柴页 : 井位置

#$%&E"</.3(1$.61$3+$1F-$4-G>-+$1-14?(.-3$(1(02/??98-$H/:

""通过对柴达木盆地石炭系综合地层划分对比

与沉积相编图"提出不存在大型古陆发育*石炭系

形成于陆表海环境且广泛分布的新认识+ 查清柴

达木盆地中生界下伏石炭系主要为陆表海沉积"以

碳酸盐台地型沉积为主"且未发生变质作用"不存

在'牛鼻子梁(达布逊古陆)+

石炭系分布广泛"面积达 +* N+*

#

C?

)

"厚度超

过 + *** ?, 下石炭统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为
!

(

"

)

型"上石炭统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为
"

)

(

#

型"暗色

泥岩总有机碳%;OP&含量为 *',#D Q#'+D"成熟

到过成熟"发育生物礁*古岩溶等优质储层"油气成

藏地质条件良好+

在德令哈坳陷实施柴页 ) 井含气性测试工程"

压裂试气获得最高流量 =='=) ?

3

4R"获得了无阻流

量 + +-*'>* ?

3

41*稳定产量 #--'3 ?

3

41 的天然气

流"- ??油嘴放喷"点火火焰高度 ) Q)'= ?"并产

轻质油 *'!= ?

3

"首次在柴达木盆地石炭系实现了

油气的重要发现"开拓了柴达木盆地及周缘古生界

海相油气勘探的新领域和新区域+

!'E"塔里木盆地地质结构与深层油气调查取得创

新性成果

油气公司矿权分隔"资料保密"物探资料跨

越年度大*参数不统一"导致塔里木盆地一直未

开展盆地级基础调查"深部结构构造不清"基本

石油地质条件不清+ 基于 3* 余口重点井标定并

结合重磁电资料"完成了 3* *** C?地震资料解

释工作"解释地质结构大剖面 3# 条"编制深层重

点层段构造图*残余厚度图*断裂系统图*资源评

价图等系列基础图件 +3! 幅"为石油地质评价提

供了依据+

初步明确了塔里木盆地深层地质结构特征"

将盆地划分为 +* 个一级构造单元%图 =&"具体为

= 个隆起%塔北隆起*巴楚隆起*塔中隆起*塔东隆

起*柯坪断隆&和 = 个坳陷%库车坳陷*北部坳陷*

西南坳陷*塘古坳陷*东南坳陷&+ 首次明确提出

柯坪断隆为盆地一级构造单元的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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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塔里木盆地构造单元划分方案

#$%&I"7/2+.8/G/0()4$5$+$(1(03/.3(1$.61$3+$1<-)$G>-+$1

""前人认为塔里木盆地震旦系主要发育于北部

坳陷及周缘"本文认为除东南坳陷*柯坪断隆(库

车坳陷*孔雀河斜坡和巴楚隆起(塔中低凸起高部

位缺失外"其他地区均有分布%图 !&+ 预测塔里木

盆地深层重点领域震旦系(寒武系发育背斜构造*

裂缝岩溶和台缘带 3 种成藏模式+

图 J"塔里木盆地深层油气勘探有利区分布

#$%&J"K$+3)$L63$(1(00-5()-L?/-)/-+0()4//,($?-14%-+/M,?()-3$(1$1<-)$G>-+$1

""依据石油地质和油气成藏条件分析"在寒武系

盐下优选 # 个油气勘探有利领域! 塔中隆起*轮

南(古城台缘*柯坪断隆(巴楚隆起和塔北隆起

%图 !&+ 优选 - 个有利勘探区带"其中
!

类区带 #

个%塔中隆起大背斜*轮南台缘带*和田河构造带和

柯坪断隆&"

"

类区带 # 个%古城台缘带*吐木休

克(乔来买提构造带和玉东构造带和巴东构造带&+

通过盆地整体建模并运用盆地模拟软件计算塔里木

盆地深层油气远景资源量为 )#)亿L油当量+

!'I"山前带温宿#柯坪调查攻关成效显著"明确

了战略方向

通过前期综合研究"优选了柯坪冲断带和温宿

凸起为塔里木盆地山前带有利勘探领域+

温宿凸起周边油气成果丰富"东部有大宛齐*

却勒*玉东 ) 等油气田"北面乌什凹陷乌参 + 井*神

木 + 井等在白垩系获得高产油气流"南面阿瓦提凹

陷沙南 + 井在三叠系获得低产油流#+, 9)*$

+ 分析认

为"温宿凸起周缘乌什凹陷*拜城凹陷等发育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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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源岩"凸起区具备高效油气输导的油源断层9风

化壳9砂体组合"形成潜山类*构造9地层 9岩性等

油藏类型"油藏纵向分布有序*平面叠合连片"盖层

稳定"成藏期晚"保存完整"物性好"为 K类有利区"

是目前较现实的有利突破区+ )*+>年部署实施的新

温地 +井*新温地 )井获油气勘探突破+ 新温地 +井

折日产油 #)'># ?

3

"累产 +3,'3# ?

3

"新温地 )井折日

产油 ))')! ?

3

"累产油 =+'> ?

3

"元古宇绿片岩试获低

产油流"折日产油 +'+* ?

3

+

柯坪断隆已获大量油气显示"是塔里木盆地新

区最现实的接替领域"然而山前带构造未落实"烃源

岩平面分布不清"制约了油气勘探进展+ 实施'三横

十纵)广域电磁测线"初步查明了柯坪断隆地质结构

特征%图 >&"编制了寒武系(奥陶系残余厚度分布图+

图 N"柯坪构造带非地震勘探与断裂展布

#$%&N"7(1O+/$+G$./M,?()-3$(1-140-6?3+4$+3)$L63$(1$1P/,$1% +3)6.36)-?L/?3

""柯坪断隆早古生代主要发育滨浅海沉积"寒武

系白云岩和奥陶系灰岩分布广泛#)+$

+ 在阿瓦提凹陷

厚度最大"近 = *** ?"向柯坪断隆西北逐渐减薄+

在近沉积中心的沙井子断裂带部署实施新苏地 +

井"钻遇志留系柯坪塔格组沥青质砂岩 )*'++ ?"揭

示奥陶系缝洞型碳酸盐岩储层油气显示良好%图-&+

""

图 Q"阿瓦提凹陷#沙井子构造带#温宿西构造带油气成藏模式

#$%&Q"R$?-14%-+-..6G6?-3$(1G(4/?(0S2-3$+-% OT8-D$1%U$+3)6.36)-?L/?3O'/1+6M$+3)6.36)-?L/?3

""测井解释油层 3') ?4) 层*含油水层 #'- ?4+

层*差油层 ) ?4+ 层*气水同层 ++', ?4+ 层+ 预测

下步突破区为沙井子断裂上盘至山前"志留系*奥陶

系和寒武系分布面积约 ) =** C?

)

, 接替区为沙井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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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山前以北"矿权空白区面积约 3 *** C?

)

+

!'J"总结渭河盆地氦气富集规律"优选氦气远景区

相对常规油气"氦气为典型弱源气"主要特征

为气源岩生气强度弱"难以独立成藏"在遇到载体

气之前只能以水溶态运移赋存"遇到载体气时才能

通过赋存状态转换"以较低丰度的伴生气进入载体

气藏赋存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基于前期氦气调

查成果"结合实验分析测试"总结了氦气富集模式"

明确有效氦源岩*高效运移通道%断裂*不整合&*载

体气藏是氦气成藏的三大要素+ 富铀钍的花岗岩

作为有效氦源岩"能缓慢但不断地产生氦气"沿断

裂从源岩中释放到浅部地下水和油气储层中+ 含

氦地下水循环过程中一旦遇到天然气藏"由于氦的

低溶解度和低体积分数"将从水溶态转变为游离气

态进入气藏"大大提高氦气的运聚系数"很好地弥

补了氦的弱源成藏难题+ 该模式对于下一步在渭

河*河套*柴达木等盆地开展氦气战略资源调查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根据氦气成藏机理"结合气资源显示情况"初

步在渭河盆地划分了华州(潼关*武功(咸阳和户

县(蓝田 3 处氦气远景区和渭南(固市油气远景

区"为后续工作指出了方向+

)"理论与技术创新

:'!"持续深化温宿油气认识"建立并完善了油气

晚期成藏模式

在新温地 +*新温地 ) 井钻探的基础上"通过综

合分析"建立了新构造运动控制下的晚期复式成藏

模式%图 ,&和浅水三角洲与滨浅湖滩坝同生共存*

互为消长的沉积模式"解决了山前带他源型油气藏

分布和预测问题+

""

图 V"温宿凸起油藏模式

#$%&V"W/+/)5($)G(4/?G-,(0'/1+66,?$03

""%+&认为温宿凸起喜山中期具有差异沉降*低

幅隆升的构造特征"控制形成了低幅宽缓的古地

貌"主要发育浅水三角洲和滩坝砂体, 建立了新近

系浅水三角洲与滨浅湖滩坝同生共存*互为消长的

沉积模式"明确了砂体横向错层尖灭*纵向相互叠

置的时空分布规律"准确预测了有利砂体发育区+

%)&认为温宿凸起虽然不发育烃源岩"但大规

模分布的基岩风化壳和浅水三角洲砂体与持续活

动的断裂共同构成了高效的油气输导体系"北部生

烃凹陷可以为温宿凸起提供充足的油源"打破了以

往温宿凸起区油源条件不利的传统认识+

%3&建立了新构造运动控制下的多层系多类型

晚期复式成藏模式"温宿凸起在晚古生代以来长期

隆升"新近纪东部逐渐趋于稳定"向西变形逐渐加

强"新生代构造叠加在古隆起背景之上"形成一系

列古潜山和构造9地层岩性圈闭"具有晚期成藏的

特点"先期构造对晚期成藏具有强烈的控制作用+

新近纪是温宿凸起区圈闭的迅速形成期"同时"库

车坳陷拜城凹陷侏罗系恰克马克组烃源岩全面进

入成熟阶段"使得凹陷形成的油气向温宿凸起的圈

闭中运移并聚集"主要发育地层和岩性 ) 大类油

藏"具有空间分布有序*叠合连片*晚期充注的特

点"为进一步预测油气有利区提供了科学依据+

:':"初步建立了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陆缘裂

陷盆地沉积模式

通过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基础地质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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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结合蒙额参 3 井的油气钻探成果总结"厘定

了主要构造单元地层时代归属与石炭纪(二叠纪

盆地性质"夯实了银额盆地为古生代与中生代叠合

含油气盆地+ 通过钻探获得的古生物化石资料与

火山岩*侵入岩锆石 S9:T 同位素年龄"建立了主

要构造单元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层序剖面与地层

格架"深化了盆地沉积 9构造演化认识"明确了石

炭纪(二叠纪为陆内裂谷盆地沉积期"揭示了主要

油气发现井产层地质年代+ 通过油气生储条件与成

藏条件研究"预测了银额盆地岩腹式侵入岩*透镜状

砂%砾&岩和泥岩裂缝 3 种不同类型的油气藏模式+

油气藏分布受恩格尔乌苏断裂控制"断裂以南为白

垩系油气藏分布"断裂以北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

藏分布+ 断裂以北中生界覆盖区是石炭系(二叠系

成藏有利区"地层残留厚度大*烃源岩发育*储集类型

多样和具备保存条件的认识"拓展了油气勘查领域+

图 !X"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裂陷盆地沉积模式

#$%&!X"T/4$G/13-)H G(4/?(09-)L(1$0/)(6+OY/)G$-1W$03>-+$1$1=$1A/>-+$1

:';"建立了$数字塔里木盆地%

以塔里木盆地大剖面的地震数据和解释成果

为基础"将地质调查成果*油气勘探成果和地质云

产品相结合"形成了包含地震*非震*钻井*地面地

质调查*油气勘探成果等资料的数据库和图形库"

实现了地质*地球物理数据一体化"为后续油气地

质调查*部署决策提供了一个数据共享平台+ 在

大数据平台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盆地三维地质模

型"实现了盆地的即时*动态综合解剖+ 自主集成

研发软件模块库"实现建模*评价*目标优选*钻前

预测的智能化*精细化"最终实现塔里木盆地空间

数据的三维可视化共享"建立了'数字塔里木盆

地)"为塔里木盆地地质研究提供一个分析*解读

的综合平台+ 该项成果对于我国其他大型盆地如

松辽*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开展公益性

油气调查研究探索了可行的重要方法"具有较好

的推广前景+

:'E"积极探索油气井钻探技术创新"总结形成了

$大口径油气调查井%钻探工艺系列

积极探索油气井钻探技术创新"形成了成本

低*高时效*满足参数井功能的'大口径油气调查

井)钻探工艺技术和山前复杂构造带参数井钻探工

艺技术+ 目前已广泛应用"效果良好+

'大口径油气调查井)采用的是点取芯"可以

通过全面钻进进尺来保证井身质量"施工效率受

影响较小"直井中靶率高+ 而'小口径油气地质调

查井)通常采用的是绳索连续取芯"如果井斜超

标"只能采用回填上部井段进行定向纠斜"大大降

低了施工效率+ 如果直接采用定向纠斜"将丢失

实物岩芯地质资料+ '大口径油气调查井)施工

周期明显降低"可以大大提高钻井时效"提高钻井

成功率, 探采结合井"在钻遇油气显示时"可进行

中途测试或完井试油, 可有效控制井身质量"中

靶率高, 通常以 +=)'# ??口径终孔"可以满足各

种参数的测井系列要求, 钻井工艺能够适应漏

失*坍塌掉块*缩径*高陡构造等复杂地层"完钻深

度远远高于 '小口径油气地质调查井)+

3"成果转化与有效服务

支撑自然资源部油气体制改革是中国地质调

查局'重中之重)工作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利用北

方新区新层系调查成果"强力支撑自然资源部%原

国土资源部&推动的新疆油气矿权管理体制改革工

作+ 按照部*局整体安排"本工程持续开展了多项

工作! 一是强力推进新疆地区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和战略选区工作, 二是开展新疆地区勘查区块优

选和评价工作"做好资料收集*整理*综合研究和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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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编写等工作, 三是向中标企业提供了勘查区

块资料"主动服务企业需求"协助中标企业编制中

标区块油气勘探工作方案+

)*+= 年从新疆油气调查圈定的远景区中"选出

+= 个油气勘查区块并编制区块资料包"最终优选 =

个提交原国土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北京京

能*山东宝莫*辽宁海城 3 家油气公司中标柯坪北*

喀什疏勒*布尔津*巩留 # 个勘查区块+ )*+> 年优

选准备 ! 个勘查区块")*+- 年 + 月 )3 日新疆国土

资源交易中心首次挂牌出让 = 个石油天然气勘查

区块的探矿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能源%集

团&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中曼石油天然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成功竞得温宿*温宿西和柯坪

南 3 个区块的探矿权"总成交价达 )> 亿余元+ 新

疆油气矿权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

步伐+

新疆地区出让油气区块探矿权"给更多有实力

的企业进入新疆参与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提供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和机遇"结束了油气勘查

开采领域长期由国有石油公司专营的局面"实现了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通过进一步放开市场"引入更

多社会主体进入油气勘查开采领域"扩大了勘探范

围"盘活了资源"带动了石油公司相邻区块如温宿*

柯坪地区的油气勘探"加快推进了新疆油气勘查

开采+

#"下一步工作部署

以'整体评价定方向*基础调查选远景*支撑选

区谋发现)作为工作思路"突出'四新)"兼顾'老

区)基础调查"分析制约油气勘探的关键地质问题"

实施针对性地质调查"服务于国家油气资源战略选

区需求+

%+&实现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勘探战略性

突破+ 全力支撑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科技攻坚战"

以银额*准噶尔*柴达木*南华北等盆地等石炭系(

二叠系为调查重点"兼顾大型盆地深层和山前构造

带等领域有利区优选"实施参数井和大口径油气调

查井钻探"预测远景区 ! Q+* 个"支撑 3 Q# 处油气

新发现或战略性突破"促进在北方石炭系(二叠系

形成 + Q) 个规模性油气接替领域+

%)&初步建立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成藏理

论体系+ 查明北疆*银额*柴达木*南华北等重点地

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和成藏关键要素"

建立并完善重点地区油气成藏模式, 初步形成我

国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成藏理论, 初步建立

北方石炭系(二叠系和山前带地球物理勘查技术

体系+

%3&以石炭系(二叠系为重点初步查明北方新

区新层系油气资源分布+ 分层次*有重点地按领域

推进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资源评价+ )*+,()*)+

年重点评价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潜力"兼

顾塔里木等大型盆地深层和盆山接合部的油气资

源潜力的初步评价+

%#&以石炭系(二叠系为重点编制北方新区新

层系基础地质图件+ 以石炭系(二叠系为重点"按

天山(兴蒙构造带*塔里木盆地*柴达木(河西走

廊和华北地台等不同调查单元"编制基础地质图

件+ 图件主要包括构造单元划分图*盆地基底构造

图*主要目的层构造岩相古地理图*主要目的层埋

深图*主要目的层等厚图*主要烃源岩厚度分布图*

主要烃源岩潜力分布图%;OP和7

%

&和生*储*盖综

合评价与远景区评价图等+

%=&为自然资源部提供油气勘查区块+ 提供可

供自然资源部进行油气探矿权出让的区块 += Q)*

处"其中塔里木盆地 - Q+* 个"北疆地区 > Q+* 个"

其他地区根据部需要开展区块优选"支撑国家油气

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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