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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摘要: 

该项目通过收集160多份东部盆地、柴达木盆地各相关研究的专题报告

和100多份参考文献从岩性油气藏勘探理论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并

完成了红柳泉-七个泉地区200Km2的三维数据体、150 Km二维地震数据体的



去噪、提高分辨率及有色反演和岩性油气藏的初步预测。取得了如下成果与

认识： 

1．该研究指出柴西南区成藏条件与东部相当，勘探前景良好。 

与东部相比，柴西南地区成藏条件既有不利之处，也有相当之处。柴西

地区构造活动的“先弱后强”的发育过程、“单源单灶—晚期生烃”的烃源

岩发育模式以及“垂向为主，侧向能力有限”的输导系统特征，与东部的构

造活动的“先强后弱”的发育过程、“多源多灶—多期生烃”的烃源岩发育

模式以及“复式输导”的输导系统特征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层序发育

特征、储层物性特征、沉积体系发育特征及岩性圈闭特征等方面柴西南区有

着与东部断陷盆地相当的成藏条件。 

2．该研究指出与东部相比，柴西南区成藏机理和分布规律研究有待深

入 

与东部相似，柴西地区发育异常高压。但东部断陷盆地生烃期早，充注

期次多，表现为“多期成藏”；相对来讲，柴西地区成藏期晚，充注期晚，

表现为“晚期成藏”。东部断陷盆地岩性油气藏成藏模式总结为源内（自生

自储）和源外（包括下生上储、旁生侧储和上生下储）两种模式，分布上表

现出“互补性”特征和“优势性”特征；柴西南地区虽源内和源外两种油藏

均有发现，但由于发现岩性油藏有限，对此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对其分布

规律还有待总结。 

3．该研究指出柴西南区需加强的研究以及需发展的针对性技术 

通过与东部的成熟岩性油藏勘探的经验和技术对比，柴西南区选用的配

套技术和关键技术与东部基本一致，但是部分技术在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较

东部还有差距，但是在某些方面还需加强。如①层序地层学研究相对薄弱：

开展的研究工作有限；各研究单位的方案不尽相同，缺乏整体性；没有实现

工业化生产。②对地震相的研究不深入，应用不广泛：典型地震相没有标

定；地震相模式没有总结。③地震反演应用有待改进：反演方法需改进；波

阻抗色标的岩性标定技术需推广。④对岩性油藏的成藏机理研究不够深入、

不够系统；应用不广泛。为此指出柴西南区需加强层序地层研究（要统一，

做细）和岩性油藏成藏机理研究；需发展三维地震二次采集、地震相技术以

及适用于本地区的反演技术等针对技术。 

4．该研究提出适合柴西南地区岩性油气藏勘探的勘探思路和勘探流程 

东部经过多年勘探，总结出了二连盆地的“滚动勘探”、冀东油田的

“精细勘探”以及胜利油田的“全面勘探”等勘探思路。结合柴西南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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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研究指出柴西南区的岩性油藏勘探应采取“深化源内”和“积极探索

中浅层”的“深浅并举”的思路。并给出了建议流程。 

5．该研究指出了柴西南地区岩性油气藏有利勘探区带和层位 

研究认为应加强对构造低幅度地区砂体的勘探，指出柴西南区岩性油藏

勘探的平面有利分布区为①七个泉－花土沟内带和②砂西—尕斯－乌南深断

裂带附近；纵向上的有利目标层段为：①E3
2烃源岩中的叠合连片砂层和②

中浅层N2
1--N2

2中发育的有断层沟通的构造低部位的砂体。 

总之，该项目从柴西岩性油气藏成藏条件、成藏机理、分布规律、勘探

理论与技术四个方面与中国东部断陷湖盆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圆满完成

了合同要求的研究内容，达到了预期效果。建议在今后研究工作中，加强柴

西咸化湖盆烃源岩时空分布及演化特征、咸化湖盆沉积作用、沉积储层类型

及时空分布特征的解剖，深化对比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