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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气区和大气田的地质特征 

邹才能*; 陶士振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在国内外油气区和大气田研究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基于大气区和大气田的特征、属性和分布的分析, 提出了确认大

油气区的三项标志: 空间标志、成藏标志和资源标志. 对中国气聚集域及大气区进行了划分. 分析了大气区和大气田

分布的控制因素, 横向分布控制因素主要是: 高能沉积相与建设性成岩相、古隆起及其围斜带和深断裂等. 纵向分布

控制因素主要是: 不整合面、蒸发岩系和深部低速高导层等. 揭示了中国大气区和大气田的主要地质特征: 四类盆地

大气区(田)各具特色, 陆上大气区(田)主要发育于前陆盆地和克拉通盆地; 大气区主要存在三类气源, 以煤系气源为

主, 生气强度大, 成因类型呈现多元化; 大气区(田)储集体岩石类型多样, 总体以中低孔渗的孔隙型储层为主; 中国

大气区(田)构造圈闭和岩性地层圈闭并存, 分别形成密集型高丰度和大面积中低丰度大气区(田); 多数大气区(田)生
烃高峰和成藏期较晚, 大多经历了“多期充注、晚期定型”的过程; 大气区(田)盖层和保存条件有利, 大型、特大型

气田多发育蒸发岩盖层. 通过对大气区和大气田地质特征的分析, 以期对推进大气田的勘探和大气区的拓展有所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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