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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公司“揭榜挂帅”项目“冀中坳陷剩余油气资源分布及勘探接替方向研究”（２０２２ＨＢＡ０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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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冀中坳陷新领域、新类型油气
勘探潜力及有利方向

李志军　肖　阳　田建章　李晓燕　王元杰　王海燕　焦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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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河北任丘　０６２５５２）

摘要：冀中坳陷油气资源丰富，历经４０余年勘探开发，是华北油田的主要油气生产基地和增储上产的重要战场。近年来，冀中坳陷
的油气勘探在新领域、新类型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展现出良好的勘探前景，但仍面临着油气成藏条件认识不清、规模接替领域和
区带不明的问题。基于对冀中坳陷油气成藏条件的系统解剖，通过分析油气成藏的控制因素，总结油气富集规律，重新认识了坳陷
的油气成藏特征与勘探潜力，指出了冀中坳陷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勘探新领域、新类型。综合评价认为，冀中坳陷发育古近系和石炭
系—二叠系２套烃源层，形成海相碳酸盐岩和古近系碎屑岩２种主要储集体，具备新生古储、自生自储、下生上储、古生古储４类成
藏组合，构成了以古潜山为主体的中央隆起型、陡坡型、斜坡型和洼槽型４种复式油气聚集带。冀中坳陷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探明
率分别为４５７％和１１０％，剩余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整体研究认为，深潜山及其内幕、古近系深层、页岩油、深部煤层气、新凹陷５
大领域的整体成藏条件好，资源潜力大，勘探前景广阔。冀中坳陷北部在廊固凹陷河西务潜山、武清凹陷和文安斜坡等潜山及内幕
落实了１３个有利目标，预测天然气圈闭资源量为１４５３×１０８ｍ３，是冀中坳陷天然气勘探的有利区带；在饶阳凹陷留楚—皇甫村、武
清凹陷武清背斜带、深县凹陷榆科—深南背斜带、文安斜坡内带、廊固凹陷和晋县凹陷陡坡带等地区发育１２个有利构造，预测石油
圈闭资源量为２４×１０８ｔ，是冀中坳陷古近系深层领域勘探的主攻区带；保定凹陷在２个有利构造区的预测圈闭资源量为２３×
１０８ｔ、武清凹陷的剩余天然气资源量达８３６×１０８ｍ３，是凹陷新区勘探突破的现实地区；束鹿凹陷沙河街组三段下亚段和饶阳凹陷沙
河街组一段下亚段的页岩油可动资源量为９１×１０８ｔ，文安斜坡外带深部煤层气有利勘探区的总资源量为１５３×１０１２ｍ３，是冀中坳
陷非常规领域战略接替的有利勘探目标。
关键词：冀中坳陷；成藏条件；深潜山及内幕；页岩油；煤层气；新凹陷；勘探方向
中图分类号：ＴＥ１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狊犪狀犱犳犪狏狅狉犪犫犾犲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狀犲狑犳犻犲犾犱狊，狀犲狑狋狔狆犲狊狅犳狅犻犾犵犪狊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
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犅狅犺犪犻犅犪狔犅犪狊犻狀

ＬｉＺｈｉｊｕｎ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Ｘｉａｏｙａｎ　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ｊｉｅ　Ｗ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　ＪｉａｏＹａｘｉａｎ
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　ＪｉａＹｉｎｇｃｈａｏ　ＲｅｎＣｈｕｎｌｉｎｇ　ＹａｎＭｅｎｇ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ｎ　ＲｅｎＹｉ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犲狋狉狅犆犺犻狀犪犎狌犪犫犲犻犗犻犾犳犻犲犾犱犆狅犿狆犪狀狔，犎犲犫犲犻犚犲狀狇犻狌０６２５５２，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ｏｉｌ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ｅ
ｍａｉｎｏｉｌ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ａｎｄ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ｆ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ａｂｅｉ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ｎｅｗ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ｎｅｗ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ｇｏｏ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ｓｔｉｌｌｆａｃ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ｒ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ｐｌａｙ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
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ｏｉｌｇａｓ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ｅｗ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ｎｅｗｔｙｐｅｓ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Ｐｅｒｍｉａｎｓｏｕｒｃｅｂｅｄ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ｗｏ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Ｍｏ
ｒｅｏｖｅｒ，ｉｔｈａｓ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ｐｌａｙｓ，ｉ．ｅ．，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ｌ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ｌ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ｐａｌｅｏ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ｓ，ｉ．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ｐｌｉｆｔ，ｓｔｅｅｐｓｌｏｐｅ，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ｔｒｏｕｇｈ，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ｏｉｌｇａｓ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４５７％ａｎｄ１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Ｔｈｅ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ｖｅｍａｊｏｒ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ｎｅｒｓ，ｄｅｅｐ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ｌａｙｅｒｓ，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ｄｅｅｐ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ｎｄ



７０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ｎｅｗｓａｇ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ｈａｖｅｇｏｏ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ｒｅａ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ｆａｖｏｒａ
ｂｌ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ａ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ｐｌａｙｓ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ｉｎ
ｎ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ｅｘｉｗｕ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ｏｆＬａｎｇｇｕｓａｇ，Ｗｕｑｉｎｇｓａｇ，ａｎｄＷｅｎ’ａｎｓｌｏｐ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１４５３×１０８ｍ３．Ｔｗｅｌｖｅ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ｌａｙ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ｌａｙｅｒｓｉｎ
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ｕｃｈｕＨｕａｎｇｆｕｃｕｎａｒｅａｏｆＲａｏｙａｎｇｓａｇ，Ｗｕｑｉｎｇ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ｂｅｌｔｏｆＷｕｑｉｎｇｓａｇ，ＹｕｋｅＳｈｅｎ
ｎａｎ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ｂｅｌｔｏｆＳｈｅｎｘｉａｎｓａｇ，ｉｎｎｅｒｂｅｌｔｏｆＷｅｎ’ａｎｓｌｏｐｅ，Ｌａｎｇｇｕｓａｇ，ａｎｄｓｔｅｅｐｓｌｏｐｅｏｆＪｉｎｘｉａｎｓａ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ｏｉ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２４×１０８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ａ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２３×１０８ｔｉｎｔｗｏ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ｉｎＢａｏｄｉｎｇｓａ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ｎａｔ
ｕｒａｌ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８３６×１０８ｍ３ｉｎＷｕｑｉｎｇｓａｇ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ｒｅ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ｉｎｎｅｗ
ｗｅｌｌｂｌｏｃｋｓｏｆｓａｇｓ．Ｔｈ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３ｏｆＳｈａｈｅｊｉ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ｕｌｕｓａｇａｎｄ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１ｏｆＳｈａｈｅｊｉ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ｏｙａｎｇｓａｇａ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ｔｏｂｅ９１×１０８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ｆｏｒｄｅｅｐ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ｉｎ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ｂｌｅｔｏｆＷｅｎ’ａｎｓｌｏｐｅａｍｏｕｎｔｔｏ１５３×１０１２ｍ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ｖｏｒａ
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ｓ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ｎｅｗｓａ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引用：李志军，肖阳，田建章，李晓燕，王元杰，王海燕，焦亚先，汤小琪，贾颖超，任春玲，严梦颖，王成云，任艺．渤海湾盆地冀中坳陷
新领域、新类型油气勘探潜力及有利方向［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４，４５（１）：６９９８．

犆犻狋犲：ＬＩＺｈｉｊｕｎ，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ｙａｎ，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ＪＩＡＯＹａｘｉａｎ，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ＪＩＡ
Ｙｉｎｇｃｈａｏ，ＲＥＮ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ＹＡＮＭｅｎｇ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ｎ，ＲＥＮＹ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ｅｗｆｉｅｌｄｓ，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ｏｆｏｉｌ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５（１）：６９９８．

　　冀中坳陷是渤海湾盆地的主要富油气坳陷之一。
１９７５年７月，该坳陷在任丘构造带钻探Ｒ４井，在中、
新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获得１０１４ｔ／ｄ的特高产油
流，发现了中国东部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古潜山油田。
冀中坳陷自油气勘探开发４０余年来，通过不断深化综
合地质研究和勘探实践，逐步探索形成了“新生古储”
潜山成藏理论［１２］，丰富发展了“断裂构造带复式油气
聚集理论”［３４］，创新提出了油气分布“互补性”［５６］和陆
相断陷“洼槽聚油”［７８］等油气地质理论认识，创新形成
了富油凹陷“二次勘探”新方法［９］，相继发现了４３个油
气田，在太古界、元古界、古生界、新生界等共发现了
１４套含油气层系，是华北油田的主要产油气区。

近年来，通过进一步创新发展地质理论认识，强化
配套工程技术攻关，积极开展新领域、新类型含油气领
域勘探，在奥陶系深潜山、沙河街组三段（沙三段）下亚
段深层、保定凹陷、武清凹陷以及束鹿凹陷页岩油等领
域均取得重要发现，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前景，但也面临
着新领域多、油气成藏条件复杂、具有引领意义的发现
少、发现后规模展开难度较大、勘探成效波动大等高效
勘探压力。进一步厘清冀中坳陷新领域、新类型的勘
探潜力，明确下一步有利勘探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笔
者在系统解剖冀中坳陷石油成藏条件，分析成藏控制
因素，总结不同地区、不同层系富集规律的基础上，面
对油气勘探在凹陷间、区带间、层系间、油藏类型间存
在的“四个不均衡性”［１０］，以及具有在老凹陷、正向构
造带、中—浅层、常规油气、潜山顶领域勘探程度高，而
在“新区”凹陷、斜坡洼槽区、深层、非常规油气、隐蔽型
潜山领域勘探程度低的“五高五低”勘探现状，通过重

新认识冀中坳陷低勘探程度区带、层系油气成藏特征
与勘探潜力，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新领域、新类型的勘
探前景与方向。综合评价认为，冀中坳陷在深潜山及
内幕、古近系深层、页岩油、深部煤层气、新凹陷５大接
替领域的勘探前景广阔，是其未来油气勘探的重点方
向，将对加快成熟探区的高效勘探和效益规模发现起
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１　区域地质概况
冀中坳陷位于渤海湾盆地西部，北依燕山隆起、南

抵邢衡隆起、西临太行山隆起、东至沧县隆起，呈ＮＥ—
ＳＷ走向，南北长为３００ｋｍ，东西宽为８０～１３０ｋｍ，面积
约为３２×１０４ｋｍ２（图１）。
　　冀中坳陷的构造演化经历了结晶基底（太古宙）、
克拉通盆地（元古宙—古生代）、裂陷盆地（中生代）、断
陷盆地（古近纪）、坳陷盆地（新近纪—第四纪）５个阶
段［１１］。冀中坳陷在太古宇至古元古界变质岩系基岩
之上，自下而上发育了中元古界—新元古界、古生界、
中生界和新生界等多套沉积地层。中、新元古界较渤
海湾盆地其他坳陷更为发育，有长城系、蓟县系和青白
口系，但缺失震旦系；古生界有寒武系、奥陶系、上石炭
统和二叠系，因抬升和遭受剥蚀而缺失志留系、泥盆系
和下石炭统。中、新元古界—下古生界以海相碳酸盐
岩沉积为主，厚度为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ｍ。上古生界以发育
石炭系—二叠系海陆交互相—陆相砂泥岩和煤系为
主，主要残留于冀中坳陷东北部和中南部，厚度为０～
１３００ｍ。中生界—新生界为一套陆相碎屑岩建造，以
断陷沉积为主，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其中，中生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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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育侏罗系和白垩系，分布局限，为含火山岩的陆相
碎屑岩，厚度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缺失三叠系。新生界
发育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为河湖相碎屑岩，最厚处
可超过１００００ｍ。古近系的沉积厚度为３０００～８０００ｍ，沉

积中心经历了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从南向中的３次转
移，并于沙三段沉积中晚期、沙河街组一段（沙一段）沉
积早期发生了２次大规模的湖侵。新近系为河流相泛
滥平原沉积，下部为馆陶组，上部为明化镇组（图２）。

注：①—河西务潜山带；②—泗村店潜山带；③—杨村斜坡潜山带；④—文安斜坡—南马庄潜山带；⑤—长洋淀—?州潜山
带；⑥—深西—何庄潜山带；⑦—束鹿斜坡潜山带；⑧—留楚—皇甫村构造带；⑨—大王庄—肃宁构造带；⑩—叶家庄背斜
带；○１１—榆科—深南背斜带；○１２—旧州—固安沙河街组三段下亚段深层岩性圈闭；○１３—束鹿凹陷沙河街组三段下亚段；○１４—
饶阳凹陷沙河街组一段下亚段；○１５—冀中坳陷东北部石炭系—二叠系。

图１　冀中坳陷油气勘探成果及有利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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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冀中坳陷地层综合柱状图
犉犻犵．２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犮狅犾狌犿狀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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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坳陷内发育１２个凹陷、７个凸起，自西向东发育
西部凹陷带、中央凸起带和东部凹陷带，呈现出“两凹
夹一凸”的构造特征（图１）。西部凹陷带靠近太行山
隆起边缘，包括北京凹陷、徐水凹陷、保定凹陷、石家庄
凹陷；中央凸起带包括大兴凸起、牛驼镇凸起、容城凸
起和高阳低凸起、刘村—深泽低凸起、无极—藁城低凸
起等，呈斜列式排列，北高南低；东部凹陷带主要包括
大厂凹陷、廊固凹陷、武清凹陷、霸县凹陷、饶阳凹陷、
深县凹陷、束鹿凹陷、晋县凹陷。

２　勘探历程
冀中坳陷自１９５５年开始，先后开展了重力、磁力、

电法、地震、化探、钻探等油气勘探工作。截至２０２２年
底，冀中坳陷完成二维地震测线的长度为９７２７８１８ｋｍ，
三维地震满覆盖面积为１７９０９７ｋｍ２，在坳陷东部的
廊固凹陷、霸县凹陷、饶阳凹陷、深县凹陷、束鹿凹陷、
晋县凹陷６个富油气凹陷，主体已完成三维地震连片，
共有１２０５口井获得工业油、气流，发现了任丘、岔河集、
大王庄等４３个油气田，石油探明地质储量为１１８×
１０８ｔ，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为３７４３３×１０８ｍ３。

冀中坳陷的勘探历程自１９５５年开始，可划分为区
域地质普查、突出古潜山油藏勘探、主攻新生界构造油
藏勘探、加强岩性地层油藏勘探和多领域油气藏精细
勘探５个阶段［１２１３］。
２１　区域地质普查阶段（１９５５—１９７２年）

该阶段原石油工业部和原地质部先后在冀中坳陷
开展了区域油气普查、定凹选带。查清了冀中坳陷东
部６大沉积凹陷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ＪＩＮＧ１井等４
口探井获得工业油流。
２２　突出古潜山油藏勘探阶段（１９７３—１９８５年）

１９７５年７月，Ｒ４井在蓟县系雾迷山组碳酸盐岩
试油中获得产油量达１０１４ｔ／ｄ的特高产工业油流，随
后采取“占山头、打高点、探含油边界”的布井方法，接
连钻探了Ｒ６井、Ｒ７井、Ｒ９井、Ｒ１１井和Ｒ１３井，每口
井均为千吨产量井，称为“六口井定大局”，发现了古潜
山高产大油田———任丘油田。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相继在
雁翎、苏桥、八里庄、留北、荆丘、何庄等地区发现了一
批古潜山油气田，开创了古潜山找油新领域［１４］，同时
也在岔河集、大王庄、柳泉、别古庄、文安等发现多个古
近系—新近系油田。该阶段是冀中坳陷提交油气储量
和油气产量增长的高峰期。
２３　主攻新生界构造油藏勘探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

该阶段提出了古潜山与新生界并举、油气并举、深
浅层并举的“三个并举”勘探方针，深化断裂潜山复式
油气聚集带认识，先后钻探的ＸＬ１０井、Ｇ２９井、Ｙ７

井、ＱＵＡＮ２４１井等一批井在古近系获得工业油气流，
在高阳、留楚、武强、深南、车城、赵州桥、高邑等地区发
现多个复杂断块油田。
２４　加强岩性地层油藏勘探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该阶段提出了“构造与隐蔽油藏并重，以隐蔽油藏为
主”的勘探战略，创新提出了油气分布具有“互补性”，指导
钻探的ＬＵ４３井、ＬＵ４４井、ＬＵ７０井、ＳＵ７０井等井均获得
成功，在留西地区、大王庄东部地区、蠡县斜坡、文安斜坡
等多个区带实现了隐蔽油藏勘探的新发现。
２５　多领域油气藏精细勘探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

该阶段加强新区、新类型的勘探力度，取得了５项
重要勘探成果：①突出深潜山及内幕勘探，获得一批重
要突破［１５１７］。如２０１１年５月，霸县凹陷ＮＤ１井超深
潜山在５６３９～６０２７ｍ（雾迷山组）完井测试，获得产油
量为４９７８７ｔ／ｄ、产气量为５６２２８×１０４ｍ３／ｄ的特高
产工业油气流；２０１６年１１月，风险探井ＡＴ１Ｘ井对奥
陶系实施大型酸压改造，获得产气量为４０８９×
１０４ｍ３／ｄ、凝析油产量为５７８５ｔ／ｄ的高产工业油气
流；２０１７年，束鹿西斜坡钻探了ＪＧ２１井、ＪＧ２２Ｘ井等
５口潜山井，获得工业油流。②积极探索页岩油取得
新进展。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束鹿凹陷洼槽区钻探ＳＴ１Ｈ
井、ＳＴ２Ｘ井和ＳＴ３井３口井，获得高产油气流［１８］。
③强化新区勘探，实现了保定凹陷新区重大突破［１９］。
如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保定凹陷钻探的ＢＱ１Ｘ井、ＢＱ６
井、Ｇ７７Ｘ井等井在东营组浅层获得高产油流，发现了
保定油田。④加强深层勘探获得高效新发现。如饶阳
凹陷钻探的Ｑ１０４Ｘ井在沙三段下亚段新层系（深度为
４３００ｍ）试油，获得产油量为７５８４ｔ／ｄ的高产工业油流；
武清凹陷钻探的风险钻探ＳＩＴ１Ｘ井在沙河街组四段（沙
四段）５０００ｍ压裂后求产，获得产油量为６８３ｔ／ｄ的高
产工业油流。⑤深化老区精细勘探，实现规模增储。
如廊固凹陷大柳泉构造带钻探的ＣＡＯ２９井、ＧＵ４１
井、ＺＨＯＵ２９井等２８口井获得成功，复杂断块勘探取
得新进展［２０］；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外带钻探的ＧＢ１Ｘ
井、Ｇ１３井、Ｇ６８Ｘ井等井和马西—大王庄地区钻探的
Ｎ７５Ｘ井、Ｘ５８２Ｘ井和Ｘ５３Ｘ井等井获得工业油流，对
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勘探取得了规模发现。以上勘探
成果既保障了冀中坳陷油气储量稳定增长，也展现出
新领域、新类型良好的勘探前景。

３　基本石油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
３１　烃源岩特征

冀中坳陷主要发育古近系湖相烃源岩和石炭系—
二叠系煤系烃源岩２套烃源岩。其中，古近系为最主
要的烃源岩，石炭系—二叠系为主要气源岩。油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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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明［２１２２］，目前探明的石油储量均来源于古近系烃
源岩，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主要为石炭系—二叠系与古
近系的混合气源。
３１１　古近系湖相烃源岩

古近系湖相泥岩主要发育沙一段下亚段、沙三段
和沙四段—孔店组３套烃源岩［２３］。在冀中坳陷古近
纪湖盆的发育史上，西部太行山区始终是主要物源补
给区，远离主物源区的饶阳凹陷、霸县凹陷、廊固凹陷、
深县凹陷、束鹿凹陷、晋县凹陷等东部凹陷带是继承性

的古湖盆沉积中心，大多为缺氧的强还原环境，是主力
烃源岩发育区。

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发育于冀中坳陷中部的饶阳
凹陷、霸县凹陷和保定凹陷。烃源岩的最大厚度为
３２０ｍ、平均为１２０ｍ，厚度大于１０ｍ的烃源岩分布区
的面积为４０００ｋｍ２［图３（ａ）］。其中，饶阳凹陷烃源岩
最为发育，有机质丰度高，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平均
为１０７％，氯仿沥青“Ａ”含量最高可达０７％，有机质
类型为Ⅱ１型，是一套好烃源层［图４（ａ）］。

图３　冀中坳陷古近系烃源岩厚度
犉犻犵．３　犜犺犻犮犽狀犲狊狊狅犳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图４　冀中坳陷古近系生油岩犜犗犆含量
犉犻犵．４　犜犗犆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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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三段烃源岩发育厚度最大，分布区域广。北起廊
固凹陷、武清凹陷、霸县凹陷，南抵深县凹陷、束鹿凹陷，构
成贯通坳陷南北的优质烃源岩发育带。烃源岩在廊固凹
陷的最大厚度为２２００ｍ、平均为６００ｍ，主要集中在沙三
段中、下亚段；其次为霸县凹陷、饶阳凹陷、束鹿凹陷，其
中，马西洼槽的烃源岩发育最厚，厚度为７００ｍ、平均为
３００ｍ，主要集中在沙三段上、下亚段。厚度大于１０ｍ的
烃源岩分布区的面积为７５００ｋｍ２［图３（ｂ）］。ＴＯＣ含
量一般为１０％～１５％，最高可达３０％［图４（ｂ）］，
有机质类型为Ⅱ１型，是区域主力烃源层。

沙四段—孔店组烃源岩主要分布于冀中坳陷北部
的廊固凹陷、霸县凹陷和南部的晋县凹陷，北部地区烃
源岩最厚可达８００～１０００ｍ、平均为３５０ｍ，厚度大于
１０ｍ的烃源岩分布面积为３８００ｋｍ２［图３（ｃ）］。该套
烃源岩的ＴＯＣ含量为０５％～１５％，有机质类型以
Ⅱ２—Ⅲ型为主，为中等烃源岩［图４（ｃ）］；但在湖盆中
心区以及最大湖泛面的上、下层段，如在霸县凹陷、廊
固凹陷的沙四段上亚段以及晋县凹陷南洼槽的孔店组
二段（孔二段）都发育了一定规模的优质烃源岩，ＴＯＣ
含量＞１５％，氯仿沥青“Ａ”含量为０１５％～０２５％，
有机质丰度较高，被证实为已发现油气藏的烃源层。

烃源岩的热演化受地温场和烃源岩类型控制。冀
中坳陷古近系湖相优质烃源岩的成熟门限浅、油窗跨
度大，多处于生油高峰阶段，以生油为主；中等—差烃
源岩的成熟门限深、油窗跨度小，多处于高成熟—过成
熟热演化阶段，以生气为主。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
是典型的半咸水—咸水湖相优质烃源岩，在古埋深＞
２６００ｍ、古地温＞９５℃、镜质体反射率（犚ｏ）＞０５％的
地区，有机质已进入成熟阶段；在古埋深为３５００～
３８００ｍ、犚ｏ为０８％～１０％的地区，有机质进入生油
高峰阶段。饶阳凹陷沙三段为偏腐泥的混合型（Ⅱ型）
烃源岩，在古埋深为２８００～４０００ｍ、古地温为１０１～
１３０℃、犚ｏ为０５％～０９％的地区，有机质已进入成
熟阶段；在古埋深为４０００～５３００ｍ、犚ｏ为０８％～
１３％的地区，有机质已进入生油高峰阶段；在古埋深＞
５３００ｍ、犚ｏ＞１３％的地区，有机质处于凝析油湿气生
成阶段。廊固凹陷沙三段是以Ⅱ２型母质为主的中
等—差烃源岩发育区，在古埋深为３１００～４４００ｍ、古
地温为１０１～１４５℃、犚ｏ为０５％～１１％的地区，有机
质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在古埋深为４４００～４８５０ｍ、犚ｏ
为１１％～１７％的地区，有机质处于凝析油湿气生成
阶段；在古埋深＞４８５０ｍ、古地温＞１６０℃、犚ｏ＞２０％
的地区，有机质进入生干气阶段。因此，冀中凹陷的成
藏相态具有南油北气的特征：北部廊固凹陷、武清凹陷
发育巨厚的倾气型烃源岩，是天然气成藏有利区；中南

部发育３套优质烃源岩，为石油成藏有利区。
３１２　石炭系—二叠系煤系烃源岩

石炭系—二叠系煤系烃源岩主要残留于冀中坳陷
东北部和南部地区，面积约为１２０００ｋｍ２（图５）。煤系
烃源岩发育于石炭系太原组和二叠系山西组，包括煤
层、碳质泥岩和深灰色泥岩３种岩性［２４］（图２）。煤系
地层在冀中坳陷东北部的廊固凹陷河西务潜山带、武
清凹陷、霸县凹陷苏桥—文安地区和大城凸起等地区
分布，厚度一般为０～２００ｍ、最大厚度为３００ｍ（图２），
其中，单煤层的厚度一般为１５～３５ｍ、最大厚度为５０ｍ；
冀中坳陷南部地区的煤层厚度较薄，一般为１０～３０ｍ。
碳质泥岩分布广泛而稳定，一般厚度为５０～８０ｍ，最
厚为１００ｍ。深灰色泥岩在全区的分布比较均匀，厚
度一般为１００～１５０ｍ，最厚达２００ｍ。

图５　冀中坳陷石炭系—二叠系煤系烃源岩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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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系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普遍较高（表１）。相比
而言，冀中坳陷东北部霸县凹陷、武清凹陷、廊固凹陷
和大城凸起的有机质丰度和生烃潜量要优于坳陷南部
束鹿凹陷、深县凹陷［２５］。
　　冀中坳陷东北部地区的煤系地层为较好—好气源
岩（表１）。煤层的ＴＯＣ含量为４１０２％～５６１１％，碳
质泥岩的ＴＯＣ含量为１４４１％～１５４３％，暗色泥岩
的ＴＯＣ含量为１３６％～２６５％；煤层的生烃潜量（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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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冀中坳陷石炭系—二叠系煤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狉犵犪狀犻犮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狅犳犆犪狉犫狅狀犻犳犲狉狅狌狊犘犲狉犿犪犻狀犮狅犪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构造单元 岩性 ＴＯＣ含量／％犛１＋犛２／（ｍｇ／ｇ）氯仿沥青“Ａ”／％ 总烃／％ 综合评价
煤岩 ５０１４（６５） １１１５０（５３） ２０５４８（４） ０４７９６（６）

霸县凹陷碳质泥岩１５４３（５１） ３５４７（４８） ０１９８８（５） ００５８８（５）煤系好气源岩
暗色泥岩 ２６５（８５） ３０５（８５） ０１０３７（７） ００２９６（７）
煤岩 ４１０２（１６） ５００５（１３） １１３７８（４） ０５３９０（４）

廊固凹陷碳质泥岩１４８５（６） ２２５０（４） ０５６２８（１） ０１７３８（１）煤系较好气源岩
暗色泥岩 １３６（２１） ２２３（１３） ００７１１（２） ００４９７（２）
煤岩 ５６１１（６） １３０５０（６） ３４４００（３） ０１０６２（４）煤系好气源岩武清凹陷碳质泥岩１４４１（２） ３６８６（２）

暗色泥岩 １６５（１５） １６５（１５） ００５３４（７） ００２４４（７）中等气源岩
煤岩 ５４４７（２１） ８６６７（１８） ２９９８３（１３）０７２５１（１０）

大城凸起碳质泥岩 ８２９（８） １０８９（８） ０２２７２（５） ００９６５（３）煤系好气源岩
暗色泥岩 ２１０（４７） ６０４（３４） ００８７８（２３）００４４８（５）

束鹿凹陷 煤岩 ２４３９（７） ４０２８（７） ００９５８（１）中等气源岩暗色泥岩 ２０３（３８） ２８９（３７） ００４０７（６）
　　　　　　　　　注：ＴＯＣ—总有机碳；犛１＋犛２—生烃潜量；数据为平均值；括号内为样品数。

犛２）为５００５～１３０５０ｍｇ／ｇ，碳质泥岩的犛１＋犛２为
２２５０～３６８６ｍｇ／ｇ，暗色泥岩的犛１＋犛２为１６５～
６０４ｍｇ／ｇ；煤层的氯仿沥青“Ａ”含量为１１４％～
３４４％，碳质泥岩的氯仿沥青“Ａ”含量为０２０％～
０５６％，暗色泥岩的氯仿沥青“Ａ”含量为００５％～
０１０％；煤层的总烃含量为０１１％～０７３％，碳质泥
岩的总烃含量为００６％～０１７％，暗色泥岩的总烃含
量为００２％～００５％。冀中坳陷南部束鹿凹陷的煤
系为中等气源岩（表１）。煤层的ＴＯＣ含量平均为
２４３９％，暗色泥岩的ＴＯＣ含量平均为２０３％；煤层和
暗色泥岩的生烃潜量分别为４０２８ｍｇ／ｇ和２８９ｍｇ／ｇ，总
烃含量分别为００９５８％和００４０７％。煤系烃源岩的
有机质类型总体为Ⅲ型，个别暗色泥岩的有机质类型
为Ⅱ２和Ⅲ型，主要为生气型烃源岩。
３２　储集层特征

冀中坳陷发育碳酸盐岩、碎屑岩、火成岩和变质岩
４类储集岩［２６］，均已获得工业油气流。其中，中、新元
古界—下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和新生界碎屑岩储层分
布广、厚度大、物性好，是主要的２类油气储集体；古近
系火成岩和太古宇变质岩等储层的分布局限，是次要
的油气储集体。
３２１　中、新元古界—下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储层

冀中坳陷从中、新元古代至古生代末期为稳定地
台发育阶段，沉积了厚度达７５００ｍ以海相碳酸盐岩为
主的沉积体系，主要发育在中、新元古界蓟县系高于庄
组、雾迷山组和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是冀中坳陷
重要的潜山油气储集层。据岩心观察、岩石薄片鉴定、
岩矿分析，蓟县系高于庄组、雾迷山组储集层的岩性主
要为角砾状隐藻白云岩、泥晶—粉晶白云岩、硅质白云

岩；寒武系府君山组主要为细晶白云岩夹白云质灰岩；
奥陶系主要为泥晶—粉晶灰岩、细晶—粉晶白云
岩［２７］。此类储层年代古老，受构造活动影响，发生的
次生变化强烈，储集空间类型多样。根据２８个潜山碳
酸盐岩油气藏的储渗空间的组合关系分析，可将中、新
元古界—下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储层划分为缝洞孔
复合型、溶洞裂缝型、似孔隙型和微缝孔隙型４种储
层类型。储层类型受埋深、岩性及构造改造作用控制，
具有明显的规律性：浅层潜山油气藏（埋深＜２０００ｍ）
岩溶发育，以发育溶洞裂缝型储集类型为主；中等埋
深（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ｍ）的潜山油气藏以发育缝洞孔复合
型储集类型为主；深层（埋深＞３５００ｍ）潜山储层中岩
溶不发育，多发育微缝孔隙型和似孔隙储集类型。
３２２　新生界碎屑岩储层

冀中坳陷新生界发育多种陆相河湖沉积体系，碎
屑岩储层分布于新近系明化镇组、馆陶组和古近系东
营组、沙河街组、孔店组。新生界碎屑岩（以砂岩为主）
是冀中坳陷储集体分布最广、层系最多、厚度较大、物
性较好的一类储集岩。研究结果表明：碎屑岩储层受
构造、沉积、成岩作用控制，储层的岩相岩性有洪（冲）
积扇砂砾岩体，以及河道、辫状河三角洲、扇三角洲、近
岸水下扇、滩坝、浊积扇等多种成因的沉积砂体［２８］。
储集岩的粒间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铸模孔和超大
孔是主要的储集空间。

根据古近系主要油田中的储层物性资料统计，沉
积微相控制了储集体的储集性能和油气富集。辫状河
道、扇中主水道、辫状沟道等沉积微相砂体分布最广、
发育时期最多、成藏条件最好，储层含油性最好，孔隙
度为１３０％～３５４％，渗透率为２０～１０００ｍ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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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整装规模油气储量油气藏的形成；分支河道、分
流水道、沟道等沉积微相砂体的水动力条件较强，岩性
较细，砂地比为３５％～５５％，孔隙度一般为１３％～
１８％，渗透率一般为２～１４４ｍＤ，储集性能和含油性为
中等—较好，主要控制着厚层状油气藏的高产富集；楔
状砂、沟道侧翼、河漫滩、生物滩、河泛平原、水道间、浊
积砂等沉积微相与外扇亚相砂体，由于水动力条件较
弱，岩性主要为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砂地比为１０％～
３５％，孔隙度一般为６％～１３％，渗透率一般为０７～
２９７ｍＤ，砂体横向变化快，其储集性能和含油性较
差，主要形成薄层状油藏。

近年来，中—深层储层的研究结果也表明［２９３０］：超
压是保护中—深层储层物性的重要因素；洼槽区的超
压带控制了油气成藏；异常高压带对（次生）孔隙发育
带和油气运聚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在埋深为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ｍ的地段，深部砂岩储层仍可保持较好的物性，具
有良好的成藏条件和勘探前景。这些因素使得碎屑岩
的储集下限相对以往向深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伸。
３３　成藏组合

综合研究表明，冀中坳陷的油气藏形成受区带构
造特征、烃源层、储层、盖层、圈闭和油气运移通道等要
素控制，油气在生烃期、排烃期、运移期、聚集期和圈闭
形成期这“５期”时空上的相互配置关系较好。主要烃
源层的主要生烃期、运聚期均出现在新近纪前和新近
纪。沙四段—孔店组烃源岩于沙三段沉积早期进入生
油阶段，在沙三段沉积后期—东营组沉积期进入生烃
高峰；沙三段—沙一段烃源岩的主要排烃和运移发生
在东营组—馆陶组沉积期［３１３３］。潜山和新生界主要圈
闭的形成期在新近纪或新近纪之前，成藏要素的配套
最佳（图６），有利于油气成藏。

图６　冀中坳陷油气成藏要素配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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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坳陷主要发育石炭系—二叠系煤系以及古近
系沙三段、沙一段下亚段、东营组二段（东二段）湖相泥
岩４套良好的区域性盖层，与多套有利储集层匹配，主
要形成“新生古储、自生自储、下生上储、古生古储”４
类成藏组合（图２）。
３３１　“新生古储”成藏组合

生油层是新生界古近系湖相烃源岩，谓之“新
生”；储集层为古生界、中元古界、新元古界和太古界
储集岩，谓之“古储”。在“新生古储”成藏组合中，古
近系湖相烃源层逐层超覆于古潜山之上，通过不整
合面和断面使烃源岩与古潜山储层直接对接，生成
的油气可直接向潜山及内幕运聚成藏。潜山上覆的
古近系不同层段泥岩或石炭系—二叠系煤系地层可
以作为良好盖层，从而构成良好的新生古储成藏组
合，这是古潜山油气藏最主要的油气藏类型［３４］。冀
中坳陷已发现太古界、长城系、蓟县系、寒武系、奥陶
系和石炭系—二叠系等多套潜山及潜山内幕含油气
层系。

３３２　“自生自储”成藏组合
此类成藏组合广泛分布于古近系孔店组和沙河街

组，尤其是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沙一段下亚
段等在多期次构造运动作用下，碎屑岩、湖相碳酸盐岩
储层与泥页岩烃源岩层、封盖层在纵向上呈频繁的间
互叠合，构成了９套自生自储型成藏组合［３５］。该组合
通过断裂或渗透性砂体沟通源、储，形成近源充注成
藏，是冀中坳陷最主要的含油层系。
３３３　“下生上储”成藏组合

该组合中，古近系沙四段—孔店组、沙三段、沙一段
下亚段的生油层为“下生”，上覆沙一段上部、东营组和
新近系馆陶组和明化镇组等非生油层为“上储”，油气通
过断层、不整合面、储集体等通道自烃源层运移并聚集
到浅层的储集层内，从而形成“下生上储”型油气藏［３６］。
３３４　“古生古储”成藏组合

该组合在古生界石炭系—二叠系煤系烃源岩中生
成油气（以天然气为主），在中元古界—新元古界—古
生界碳酸盐岩和石炭系—二叠系碎屑岩中储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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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３７３８］，油气通过断层、不整合面向附近的潜山及内幕
圈闭充注形成“古生古储”型油气藏。此类油气藏主要
分布于冀中坳陷东北部的廊固凹陷东部、武清凹陷和
文安斜坡。
３４　油气分布

冀中坳陷具有“多凸多凹、凸凹相间”的构造格局，
发育多个生油洼槽和洼边正向构造带［３９］。每个生油
洼槽在地质结构上都自成一体，形成相对独立的烃源
岩发育区、聚油气单元和含油气系统［４０］。受生油洼槽
控制，在区域上形成“油气围绕生油洼槽聚集、东富西
贫、南油北气”的分布特征，构成了以古潜山为主体的
中央隆起型、陡坡型、斜坡型和洼槽型４种复式油气聚
集带［４１］。
３４１　油气分布特征

烃源岩是冀中坳陷油气藏形成与分布的主要控制
因素，油气在侧向上多以短距离运移、就近聚集为主，
围绕生油洼槽及其周缘形成环状分布（图１）。

冀中坳陷的油气分布具有东部凹陷带油气富集，
西部凹陷带油气相对贫乏的特征。东部凹陷带内烃源
岩层系多，古近系深湖及较深湖烃源岩的厚度及体积
大、分布范围广、有机质丰度高，因而油气资源丰
富［１２］。目前，冀中坳陷已探明的油气储量全部分布在
东部凹陷带，而西部凹陷带近年来已在保定凹陷清苑

构造带钻探的ＢＱ１Ｘ井、Ｇ７７Ｘ井等多口井中获得了
勘探重要突破，证实了西部也具有一定的勘探潜力。
其他还未获得工业油气流的凹陷则需要进行重新
认识。

冀中坳陷既有油藏，也有气藏。其中南部以油为
主，探明石油总地质储量的占比为７９６％；北部为油、
气共存区，天然气资源相对富集，探明石油地质储量占
冀中坳陷的２０４％，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为３７４３３×
１０１２ｍ３，占总地质储量的９９％。
３４２　油气聚集带

（１）中央隆起型复式油气聚集带。该带处于富油
凹陷中心，四周被多个生油洼槽包围，属于“洼中隆”潜
山构造带，具有近源多向供烃、断裂高效输导、多层系
立体成藏的有利条件，是冀中坳陷最主要的油气聚集
带，已发现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占冀中坳陷潜山总探
明地质储量的６０％以上［４２４３］。以任丘潜山带为例，相
继在潜山和古近系发现了多套含油层系，形成了潜山
山头雾迷山组块状油藏、潜山坡奥陶系楔状体油藏、潜
山腹寒武系潜山内幕层状油藏；在潜山之上，古近系沙
河街组—东营组断块、岩性等多种油藏类型呈披覆、叠
置分布（图７）。其中，以廊固凹陷河西务、霸县凹陷?
州—雁翎、饶阳凹陷大王庄、肃宁等地区的潜山复式油
气聚集带最为典型。

图７　冀中坳陷不同复式油气聚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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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陡坡型复式油气聚集带。该带位于控凹大断
层两侧，受控凹主断裂和多条派生断层控制，形成了断
阶型潜山、新生界断块及岩性地层等圈闭。在紧邻主
生油洼槽处，油气源充足，构造样式丰富，砂体类型多
样，有利于潜山新生界复式油气聚集。例如：霸县凹

陷西部陡坡带在牛东断层上升盘南孟—龙虎庄—顾辛
庄地区形成了寒武系和奥陶系断阶潜山油藏，其上覆
则为古近系岩性地层油藏（图７）；在饶阳凹陷东部马
西—河间—留北、深县凹陷何庄—深西、束鹿凹陷荆
丘—台家庄等地区的多个陡坡断阶上形成了潜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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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界复式油气聚集带。
（３）斜坡型复式油气聚集带。该带通过不整合面

或顺地层倾向的基底大断裂侧向供油，依靠基底反向
断层遮挡可形成潜山及古近系构造油气藏，而广泛发
育的多种砂体也有利于形成大面积的地层油藏和岩性
油藏。例如：在霸县凹陷文安斜坡苏桥—信安镇潜山
复式油气聚集带上主要发育奥陶系和二叠系潜山气
藏，在潜山之上发育古近系构造油气藏和岩性地层油
气藏［４４］（图７）；此外，在饶阳凹陷的蠡县斜坡、束鹿凹
陷西斜坡带也发现此类油气复式聚集带。

（４）洼槽型复式油气聚集带。该带以中—浅层发
育滑塌挤压背斜构造为主体，位于主力生烃洼槽内，通
过断层纵向输导、多源供烃，可形成一系列复杂断块油
气藏。例如：在霸县凹陷牛东断层下降盘的岔河集逆
牵引背斜构造带上，古近系发育东营组—沙四段８套
含油层，形成了冀中坳陷最大的新生界油田（图７）；在
饶阳凹陷留楚塌陷背斜、廊固凹陷柳泉—曹家务、霸县
凹陷高家堡、深县凹陷榆科、深南以及晋县凹陷赵县等
地区也存在一大批背斜复式油气聚集带。该带内还发
育受同生大断层下降盘控制的由负地貌河流相砂体、
湖底扇砂砾岩等构成的上倾尖灭岩性油藏，以饶阳凹
陷大王庄东断层下降盘ＬＵ７０井东营组、廊固凹陷大
兴砾岩体的岩性油藏为代表［４５４６］。此外，该带在中—
深层广泛分布优质烃源岩，油页岩、泥灰岩等脆性岩性
发育，构造稳定，页岩油、致密油成藏条件有利［４７４８］，如
在束鹿凹陷中洼槽ＳＴ１Ｈ井，沙三段下亚段已发现页
岩油藏。
３５　资源潜力

第４次油气资源评价结果表明，冀中坳陷的石油
资源量为２５８×１０８ｔ，天然气资源量为３３６４×１０８ｍ３。
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冀中坳陷的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
１１８×１０８ｔ、资源探明率为４５７％，探明天然气地质储
量为３７４×１０８ｍ３、资源探明率为１１％。冀中坳陷古近
系发育３套主力烃源岩（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沙一
段下亚段），饶阳凹陷、束鹿凹陷、霸县凹陷和廊固凹陷
４个凹陷的页岩油资源量为１５２×１０８ｔ，剩余油气资
源比较丰富。

从冀中坳陷的勘探现状与剩余资源分布的整体评
价情况来看，油气勘探在富油凹陷间、不同构造单元或
区带间、不同勘探层系间以及不同勘探领域间的勘探
程度存在不均衡性，具有在老凹陷、正向构造带、中—
浅层、常规油气、潜山顶领域勘探程度高，在“新区”凹
陷、斜坡洼槽区、深层、非常规油气、隐蔽型潜山领域勘
探程度低的“五高五低”特征。剩余石油资源主要集中
在富油凹陷，其中，古近系共有４个亿吨级以上的凹

陷（饶阳凹陷、霸县凹陷、廊固凹陷和晋县凹陷），合计
石油资源量占冀中坳陷总剩余石油资源量的８１％；剩
余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冀中坳陷北部的廊固凹陷、
霸县凹陷和武清凹陷，合计天然气资源量占天然气总
剩余资源量的７４１％；中—深层、超深层剩余石油、天
然气地质资源量分别占总剩余石油、天然气资源量的
８０３％和８８４％，具有较大勘探空间。石炭系—二叠
系的剩余天然气资源量为１３０３×１０８ｍ３，应用体积法
计算得到煤层气资源量为２４４７９×１０８ｍ３，天然气勘
探潜力较大。

４　新领域、新类型有利勘探方向
围绕未来勘探接替新领域，结合“十四五”（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规划油气勘探的总体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成
藏理论认识，依据油气勘探新成果，综合评价出５个新
领域和新类型有利勘探方向：①深潜山及其内幕勘探
领域；②老区富油凹陷古近系深层勘探领域；③页岩油
勘探领域；④石炭系—二叠系深部煤层气勘探领域；
⑤保定凹陷、武清凹陷等凹陷新区勘探领域。
４１　深潜山及其内幕勘探领域

潜山油气藏是冀中坳陷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经
过多年大规模持续勘探，规模大、埋藏浅、构造简单、容
易发现的山头型块状潜山油气藏已被发现殆尽。近年
来，通过加强潜山及其内幕的成藏研究，在潜山部位钻
探的Ｃ３井、ＷＧ３井、ＮＤ１井、ＡＴ１井等一批井均获得
了高产油气流，如在廊固凹陷杨税务潜山钻探的ＡＴ１
井在奥陶系５０２３４～５２０３ｍ井段试油获得产油量为
５６２５ｔ／ｄ、产气量为４０９×１０４ｍ３／ｄ的高产工业油气流，
从而发现了杨税务潜山天然气藏，证实了深潜山及其内
幕油气藏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而埋藏更深（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ｍ）、外形更隐蔽、成藏更复杂的深潜山及其内幕
也有望成为下一步的主要勘探对象。综合分析认为，
深潜山及其内幕油气藏具有３方面主要成藏特征。

（１）储集类型多样，有利储盖组合多。冀中坳陷
内可以划分出多套主要的碳酸盐岩潜山内幕储盖组
合，即以奥陶系白云岩、中寒武统张夏组—崮山组鲕粒
灰岩、下寒武统府君山组白云岩、蓟县系雾迷山组与
高于庄组碳酸盐岩、长城系常州沟组石英砂岩作为
有效储层，与石炭系—二叠系煤系地层、中寒武统徐
庄组＋毛庄组＋馒头组、青白口系下马岭组、蓟县系
洪水状组和杨庄组等泥页岩地层形成的多套有利潜
山内幕储盖组合［４９］（图２、图７）。研究表明，在深潜
山及其内幕，尽管中、新元古界—下古生界的埋藏深
度达到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ｍ，但在奥陶系、寒武系府君山组
以及蓟县系雾迷山组、高于庄组等碳酸盐岩储层中



８０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仍发育溶孔、晶间孔、构造缝、溶蚀缝等多种有利储
集空间（图８），而不同类型的岩石组合则形成了岩溶
孔洞型、断裂孔缝型和白云岩孔隙型３种储集类

型［５０］。雾迷山组储层的物性分析（图９）显示，物性在
纵向上随深度变化不大，这表明深潜山储层依然具有
较好的储集性能。

图８　冀中坳陷碳酸盐岩储层储集空间特征
犉犻犵．８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狆犪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图９　冀中坳陷雾迷山组潜山储层的物性分布
犉犻犵．９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犠狌犿犻狊犺犪狀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犫狌狉犻犲犱犺犻犾犾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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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邻近主力生烃洼槽，油气运聚条件优越。综
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深潜山及其内幕油气藏具有
“近源多灶供烃、断裂高效输导、优质储层控藏”的成藏
特征（图１０）。冀中坳陷烃源岩层位老、埋藏深，主要
发育古近系沙三段、沙四段和孔店组湖相烃源岩，以及
上古生界石炭系—二叠系海陆交互相煤系烃源岩，深
层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深潜山多属于深洼低隆型潜
山，一般在凹陷形成早期就已具备潜山雏形，古近纪以
来始终作为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区，具有“源近、储优、
充注强”的优势成藏条件。以廊固凹陷、武清凹陷深潜
山为例，根据ＡＴ１井和ＳＩＴ１Ｘ井奥陶系天然气藏的
生物标志化合物和碳同位素等指标分析，潜山的油气
主要来源于沙三段下亚段、沙四段和石炭系—二叠系
等多套烃源岩，而邻近河西务潜山、泗村店潜山两侧的

柳泉洼槽区、大孟庄洼槽区则是主要的油气供烃区；古
近系和石炭系—二叠系深层高成熟烃源岩生成的轻质
油或天然气通过控制潜山的深大通源断裂首先被就
近运移至深潜山及其内幕圈闭内的奥陶系亮甲山
组、下马家沟组和上马家沟组优质储层中聚集，并在
达到圈闭溢出点后再继续沿断裂等通道纵向运移至
中—浅层潜山圈闭。ＡＴ３井的包裹体分析结果表
明，潜山的成藏期可分为沙一段—东营组沉积期和明
化镇组沉积期２期，以第２期成藏为主，捕获压力为
３８６～５７３ＭＰａ，压力系数为１３～１６，具有高压、强
充注的成藏条件［５１］（图１０）。总之，深潜山及其内幕具
备近源早期供烃、多期充注、多套优质储层富集成藏的
优越条件［２９３０］，油气藏具有纵向差异聚集、深层充满程
度高、规模大的特征。

图１０　廊固凹陷—武清凹陷潜山及内幕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０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狅犳犫狌狉犻犲犱犺犻犾犾犪狀犱犻狀狀犲狉犻狀犔犪狀犵犵狌犠狌狇犻狀犵狊犪犵狊

　　（３）发育多种潜山及内幕成藏模式，勘探领域多。
潜山内幕油气的富集成藏主要受优质储层、有效盖（隔）
层、高效供烃方式和优越圈闭条件等关键因素控制。
基于这些成藏关键因素分析认为，冀中坳陷具备层状、
块状等多种潜山及内幕油气藏的成藏模式（图１０）。
目前，已运用冀中坳陷新的三维地震叠前深度偏移连

片资料对潜山及其内幕开展整体构造解释以及圈闭精
细落实与评价，在多个区带发现了一批有利圈闭目标，
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确定出成为有利勘探区的基本地
质条件，包括：①邻近主力生烃洼槽，烃源岩供烃窗口
大、油气源充足；②区带内优势储层发育，储盖（隔）组
合最佳；③具有发育继承性潜山古隆起带的构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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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具有有利的输导体系，以断裂直接供烃为主，多级输
导体系间接供烃为辅。据此，可优选出奥陶系低位准
层状潜山及其内幕、寒武系府君山组层状潜山及其内
幕、蓟县系雾迷山组块状潜山及其内幕以及中、新元古
界自生自储原生油气藏４个最有利的勘探领域（图１０）；
优选杨税务、泗村店、杨村斜坡、文安斜坡—南马庄、长
洋淀—?州、深西—何庄、束鹿斜坡７个区带作为有利
勘探方向。目前，在冀中坳陷北部廊固凹陷河西务潜
山带、武清凹陷和文安斜坡已发现落实１３个有利目标
区，预测天然气圈闭资源量为１４５３×１０８ｍ３，是天然气
规模勘探的现实有利区（图１）。
４２　古近系深层勘探领域

在冀中坳陷埋藏深度大于３５００ｍ的深层碎屑岩
领域，勘探程度较低，油气成藏条件好。针对古近系深
层领域，油公司在饶阳凹陷钻探了Ｑ１０４Ｘ井，在沙三段
下亚段新层系４３００ｍ深度试油，获产油量为７５８４ｔ／ｄ
的高产工业油流；在武清凹陷钻探了ＳＩＴ１Ｘ井，在沙
四段５０００ｍ深度压裂后求产，获产油量为６８３ｔ／ｄ的
高产工业油流，揭示了古近系深层具备效益规模增储
的勘探潜力。研究认为，充足的油气源、优质储层和有
利的构造背景是深层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古近系深
层主要具备３方面成藏优势。

（１）发育多套优质烃源岩，资源潜力大。冀中坳
陷古近系深层主要发育沙三段和沙四段—孔店组２套
烃源层。近年来钻探的ＸＬＯＮＧ１井、ＷＡ１井、ＮＤ１
井、Ｑ６８Ｘ井等深井已证实在冀中坳陷深层发育巨厚的
优质烃源岩［５２５３］。其中，沙三段烃源岩厚度最大，分布
区域广，除传统沙三段上亚段为优质烃源岩外，在饶阳
凹陷南部武强洼槽钻探的Ｑ６８Ｘ井，其深层新层系沙三
段下亚段钻遇的优质烃源岩厚度达４００ｍ，在冀中坳陷
南部地区分布面积为１２００ｋｍ２。有机地球化学分析结
果表明，烃源岩的ＴＯＣ含量＞２０％，犛１＋犛２最大可达
３１０５ｍｇ／ｇ，氯仿沥青“Ａ”含量为０２８９％，有机质类
型以Ⅱ２型为主，最高热解峰温（犜ｍａｘ）为４３０～４５５℃，

为中—好成熟烃源岩，估算石油资源量为２×１０８ｔ。沙
四段—孔店组烃源岩主要发育在冀中坳陷南、北两区，
北区霸县凹陷、廊固凹陷的烃源岩为沙四段上亚段，南
区晋县凹陷南洼槽的烃源岩为孔二段；烃源岩的ＴＯＣ
含量＞１５％，氯仿沥青“Ａ”含量为０１５％～０２５％，
被证实为已发现油藏的有利烃源层。资源评价表明，
冀中坳陷深层的石油地质资源量为６１３×１０８ｔ、天然
气地质资源量为１８４３×１０８ｍ３，但资源转化率分别仅
为３３％和４１％，剩余油气资源量大，深层油气勘探
具备雄厚的资源基础。

（２）深层储层受“四主元”（沉积相带、有机酸、油
气充注、流体超压）控制，发育多个异常高的孔隙发育
带。通过分析冀中坳陷深层储层发育的控制因素，研
究认为，深层碎屑岩优质储层主要受沉积相带、有机
酸、油气充注、流体超压“四主元”控制，形成了多个异
常孔隙发育带，并具有原生孔隙与次生孔隙共存的特
点，其中，古近系深层的储层物性以中—低孔、低渗—
特低渗为主。①有利沉积相是深层发育优质储层的物
质基础。统计结果表明，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
河道及河口坝砂体的刚性颗粒含量高、分选好、粒度
粗，普遍发育粒间溶孔、粒内溶孔［图１１（ａ）］，储层物
性最好，有效储层的发育率最高。②烃源岩在生烃前
期产生的大量有机酸会对长石、岩屑、碳酸盐胶结物等
产生溶蚀作用，形成大量次生溶蚀孔隙［图１１（ｂ）］。
③油气充注有利于原生孔隙的保存，如早期充注的油
气占据孔隙空间、抑制碳酸盐岩的胶结作用，油气充注
后粒间溶孔发育，且在荧光薄片中可观察到粒内溶孔
中含油气［图１１（ｃ）、图１１（ｄ）］。④洼槽区普遍发育超
压，压力系数为１１～１６，超压流体的释放不仅带出
溶解物质、增强了长石的溶解作用，而且减缓了上覆沉
积物的压实作用，有利于深层砂砾岩储层孔隙保存。
２０２２年，在饶阳凹陷杨武寨构造带深层钻探的Ｑ１０４Ｘ
井获高产油流，其储层孔隙度平均为１１９％，渗透率
平均为２３ｍＤ，证实４０００ｍ以深依然可以发育优质储

（ａ）分流河道砂体，岩屑石英砂岩发育粒间溶孔、粒内溶孔，沙三段，ＸＩＮＧＬ１井４２８２９３ｍ，铸体薄片；（ｂ）长石石英砂岩见
长石颗粒溶蚀孔，沙三段中亚段，Ｑ６８Ｘ井３４９１００ｍ，铸体薄片；（ｃ）油气充注粒间溶孔，沙三段下亚段岩屑石英砂岩，
Ｑ１０４Ｘ井４３７５２９ｍ，铸体薄片；（ｄ）粒内溶孔见油气，沙四段，ＸＩＮＧＬ１井４９６３００ｍ，荧光薄片。

图１１　冀中坳陷深层碎屑岩微观储集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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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通过对冀中坳陷深层碎屑岩的储层下限深度开展
研究，对有效储层下限深度的认识从之前的３６００ｍ扩
大至４２００～５０００ｍ，极大地拓展了深层的勘探空间。
　　（３）具备多种成藏模式，油气藏的时空配置关系
良好。研究认为，“自源、相优、背景好”是深层油气富
集成藏的主控因素，大型正向构造带、斜坡内带—洼槽
区、陡坡带均具备发育深层油藏的有利条件。深层构
造带主要发育在生油洼槽内或紧邻深洼槽一侧的大型
斜坡内带，其构造背景好，始终是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

区。洼槽区普遍发育超压，可以为油气向大型三角洲
前缘优势相带内的砂岩储层提供充注动力，具备“源
储势”高效耦合的良好成藏条件。例如，饶阳凹陷武
强洼槽深层沙三段下亚段发育“近源供烃—砂体控
储—构造高富集”的自生自储成藏模式，沙三段下亚段
的优质烃源岩优先向深层近源圈闭供油，并随着圈闭
充满程度提高，下部烃源岩生成的油气通过断层及砂
体组成的输导路径向上部圈闭供烃，从而形成大型断
垒构造复式油气聚集区带［３２］（图１２）。冀中坳陷陡坡

图１２　冀中坳陷古近系深层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２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狅犳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犱犲犲狆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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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在沙三段—沙四段沉积期、孔店组沉积期普遍发育
大套近岸水下扇沉积，砂砾岩体由于物性侧向变化可
形成岩性圈闭；此外，陡坡带上继承性发育的控凹大断
层使得地层遭受挤压反转，由此可形成砂砾岩上倾尖
灭的岩性圈闭；这些圈闭被大套的深层优质烃源岩包
围，具备源储一体、近源供烃的优势，从而形成一大批
砂砾岩岩性油气藏［４５４６］（图１２）。斜坡区为油气运移
的主要指向区，斜坡内带和外带的斜坡上倾方向存在
大量的三角洲前缘超覆、尖灭砂体，可形成岩性、地层
等多种类型的圈闭和油气藏，是岩性、地层油气藏勘探
的有利区带。
　　结合冀中坳陷的深层成藏条件及勘探现状，综合
评价认为，邻近生油洼槽周缘的大型正向构造带、斜坡
区和陡坡带的深层构造、岩性、地层圈闭是寻找大规模
油气藏的新方向。冀中坳陷富油洼槽深层发育１２个
具备一定规模的正向构造带，总面积为７００ｋｍ２，预测
圈闭资源量为２４×１０８ｔ。饶阳凹陷留楚—皇甫村地
区、武清凹陷武清背斜带、深县凹陷榆科—深南背斜带
为近期预探的有利方向；霸县洼槽深层油气资源丰富，
为文安斜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加之斜坡内
带的沙三段、沙四段具备近源供烃和断层、不整合面输
导的成藏优势，已形成ＷＡ１岩性油藏，因而在文安斜
坡内带大面积发育的三角洲前缘沉积相区是岩性地
层油藏的勘探有利目标；廊固凹陷和晋县凹陷陡坡带
分别在沙三段下亚段、孔店组发育大套砂砾岩群，具备
自生自储的优越成藏条件，已发现了ＸＩＮＧ９、Ｔ４３、
Ｚ４６等多个砂砾岩油藏，是深层岩性油气藏的勘探有
利区带。
４３　页岩油勘探领域

冀中坳陷古近系发育沙一段、沙三段和沙四段—
孔店组３套主力烃源岩，整体上具有分布范围广、发育
厚度大、成熟度适中的特征；优质烃源岩发育区也是页
岩油发育的潜力区带。华北油田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探索
冀中坳陷页岩油，针对束鹿凹陷沙三段下亚段泥灰岩
钻探了ＳＴ１Ｈ井、ＳＴ２Ｘ井和ＳＴ３井，相继获得高产
工业油流，取得了页岩油勘探突破［５４］。根据源储配
置和岩相组合特征，冀中坳陷的页岩油主要包括单一
型和夹层型２种类型。依据烃源岩、储层甜点、流动性
“三品质法”对冀中坳陷页岩油开展的综合评价结果表
明，冀中坳陷犚ｏ＞０７％的页岩油可动资源量为１５２２×
１０８ｔ，其中，饶阳凹陷页岩油的可动资源量为６８×
１０８ｔ，束鹿凹陷页岩油的可动资源量为２３×１０８ｔ，为
最有利的勘探潜力区。
４３１　沙三段页岩油

沙三段是冀中坳陷的主力烃源层，ＴＯＣ含量＞

２０％的优质烃源岩广泛分布于饶阳凹陷、霸县凹
陷、束鹿凹陷和廊固凹陷等凹陷，烃源岩最大厚度为
２８０ｍ，平均为１３０ｍ。束鹿凹陷沙三段下亚段泥灰
岩作为烃源岩，具有有机碳含量高、有机质类型好、
转化率高、排烃能力强等特征，加之束鹿凹陷发育泥
灰岩、砾岩甜点储层，可形成泥灰岩源储一体页岩油
和砾岩致密油共生的连续型成藏序列［５４］，是勘探的
重点区带。束鹿凹陷的沙三段页岩油具有以下成藏
条件和特点。

（１）泥灰岩厚度大，有机质丰度高，生烃能力强。
束鹿凹陷沙三段下亚段在中、南洼槽发育了扇三角
洲砂砾岩与内源湖相碳酸盐岩共生的大套深湖相泥
灰岩沉积，厚度为３００～１５００ｍ，面积＞３００ｋｍ２。泥
灰岩是优质烃源岩，其ＴＯＣ含量为０６％～３０％，
最高可达７０％以上；氯仿沥青“Ａ”平均含量为
０２２５３％，普遍大于０２％；犛１＋犛２大于６ｍｇ／ｇ；干
酪根类型主要为Ⅱ１型；埋深一般大于３０００ｍ，犚ｏ为
０７％～１３％，处于成熟—高成熟演化阶段，犚ｏ＞
０７％的面积为２３０ｋｍ２。沙三段下亚段在馆陶组沉
积末期进入成熟门限，目前整体上处于大量生油
阶段。

（２）发育纹层状泥灰岩和陆源砾岩２种优势储集
岩性。沙三段下亚段共划分５个三级层序，自下而上
依次为ＳＱ１、ＳＱ２、ＳＱ３、ＳＱ４和ＳＱ５，其岩性组合以纹
层状泥灰岩、块状泥灰岩、颗粒支撑砾岩、杂基支撑砾
岩为主。ＳＱ１、ＳＱ２层序的低位体系域以扇三角洲砂
砾岩沉积为主，５个层序的湖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
主要发育纹层状泥灰岩和块状泥灰岩［５５］（图１３）。
　　根据岩石类型、储集性能、含油性和脆性等特征，
纹层状泥灰岩和颗粒支撑陆源砾岩为束鹿凹陷页岩
油、致密油储层的优势岩性。纹层状泥灰岩分布比较
广泛、厚度大，面积达２００ｋｍ２，累计厚度一般为５０～
２００ｍ，如ＳＴ３井的测井解释厚度可达１６８２ｍ。泥灰
岩储层的孔隙度一般为０５０％～２９５％，平均为１４７％；
渗透率一般为００６～２４７ｍＤ，平均为１０６ｍＤ；储集空间
主要为粒内溶蚀孔、有机孔、纹层缝、黏土矿物晶间孔
和黄铁矿晶间孔［图１４（ａ）—图１４（ｃ）］，表现为纹层
缝孔隙型双重孔隙介质特征［５６］；孔缝连通体积高达
６８２７％，孔喉结构较复杂，以纳米级孔隙为主，发育
一定量的微米级孔隙；碳酸盐矿物含量较高，一般为
５０％～１００％，平均为７９３％，脆性较好，有利于储层
体积压裂改造。实际钻井证实，纹层状泥灰岩的含油
性较好，产能较高，如ＳＹ１井在４１０９～４７５５ｍ井段分
９段的压裂试油中获产油量为１９８８ｔ／ｄ的高产工业
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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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束鹿凹陷沙三段下亚段页岩油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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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支撑陆源砾岩在ＳＱ１、ＳＱ２层序分布，多个
砾岩体的叠加面积达１５０ｋｍ２以上；砾岩体的累计厚
度最大可达１５２６ｍ。砾岩储层的孔隙度一般为
０６０％～５８０％，平均为２７６％；渗透率一般为００４～
５０３ｍＤ，平均为０８５ｍＤ，为典型的致密性储层；储集
空间以粒间孔、粒间溶孔、晶间孔、溶蚀孔洞和构造溶
蚀缝为主，溶蚀孔的发育与裂缝密切相关，沿构造裂缝
呈串珠状分布［５７］［图１４（ｄ）—图１４（ｆ）］；孔缝的连通
体积高达７００２％，孔喉结构较好［５７］；岩石脆性较好，
碳酸盐矿物含量一般为６５％～１００％，平均为９６％，有
利于储层的体积压裂改造。实际钻井证实，此类砾岩

具有较好的含油性，原油主要分布在溶蚀孔洞、粒间杂
基内微孔、粒内溶孔和裂缝中，渗流通道主要为裂缝。

（３）形成“源储一体”纹层状泥灰岩页岩油和“源
储共生”砾岩致密油油藏。纹层状泥灰岩油藏主要为发
育在束鹿凹陷斜坡中带—内带ＳＱ２、ＳＱ３层序的水进体
系域—高位体系域以及洼槽区ＳＱ４、ＳＱ５层序的半深
湖、深湖亚相混合沉积中。受沉积环境影响，暗色薄层
泥灰岩与泥晶灰岩呈不等厚互层，纹层界限明显，陆源
物质少，以盆内化学成因为主。泥灰岩油藏具有压力
大、气油比高、呈广覆式连续分布的特点。ＳＴ１Ｈ井为
典型的泥灰岩页岩油（图１３），油气显示最好，裂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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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束鹿凹陷沙三段下亚段泥灰岩砾岩储集空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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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复合发育，在４６２０００～４９５３１８ｍ井段，压裂试油
自喷，产油量为２０１ｔ／ｄ、产气量为７４１２１ｍ３／ｄ。

颗粒支撑陆源砾岩主要发育在斜坡中带—内带
ＳＱ１、ＳＱ２、ＳＱ３层序低位体系域—水进体系域的扇三
角洲和滑塌扇相（图１３），为泥灰岩地层中的“夹层型
致密甜点”储层，具有储层不含水、存在高压异常、压降
快的特点。ＳＴ３井为典型的夹层型致密油藏，试油产
油量为５９６３ｔ／ｄ，自２０１４年６月开始投产，截至２０２３
年１０月底已累计产油８６４２ｔ。
　　（４）有利勘探区带。束鹿凹陷中洼槽沙三段下亚
段泥灰岩页岩油是冀中坳陷规模勘探和效益建产的首
选区带。目前，针对沙三段下亚段的泥灰岩页岩油和
砾岩型致密油已实施钻探井位６口，分别采用大位移
斜井和直井方式获得了工业油气流，试采也保持了一
定的产能，展现出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按照优质烃
源岩分布和储层甜点控制因素分析，束鹿凹陷页岩油
下一步效益勘探开发动用的现实目标：在斜坡中带—
内带为ＳＴ１井区和ＳＴ３井区ＳＱ２、ＳＱ３层序的纹层
状泥灰岩以及ＳＱ２层序的颗粒支撑砾岩体；在洼槽区
为ＳＹ１井区ＳＱ４和ＳＱ５层序的纹层状泥灰岩甜点。

另外，饶阳凹陷马西、河间、杨武寨等地区为沙三
段优质烃源岩发育区，烃源岩的岩性主要为暗色泥岩、
油页岩夹致密碳酸盐岩或薄层砂岩，有机质丰度高、类
型好、成熟度适中，具备页岩油形成的有利条件，是下
一步重点预探的有利区带。

４３２　沙一段下亚段页岩油
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主要发育在饶阳凹陷和霸县

凹陷，优质烃源岩的最大厚度为１８０ｍ，平均为８０ｍ，
是冀中坳陷有机质丰度最高、干酪根类型最好的烃源
岩层段。饶阳凹陷在沙一段下亚段特殊岩性段钻遇较
厚泥页岩，且有２００余口井在泥页岩层系中见到油气
显示，并获工业油流或低产油流，展现出沙一段下亚段
具有良好的页岩油勘探前景。

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主要发育在蠡县斜坡内
带—洼槽区，埋深为２４００～４５００ｍ；ＴＯＣ含量为
１０％～９７％，有机质类型为Ⅰ—Ⅱ１型，热演化程度
中等（犚ｏ为０５％～０９％），其中犚ｏ＞０７％的面积约
为６５０ｋｍ２。沙一段下亚段特殊岩性段的岩相类型丰
富，具有多种岩性组合。细粒沉积岩相区形成连续厚
层的泥岩、页岩、油页岩岩性组合的单一型页岩油；云
灰坪—泥灰坪岩相区形成厚层泥页岩夹白云岩、灰岩
薄层岩性组合以及席状砂—生物滩岩相区形成生物灰
岩、砂岩、泥页岩互层岩性组合的夹层型页岩油。发育
纹层状页岩和白云岩、砂岩等多种甜点岩性，页岩发育
页理缝、构造缝、生烃增压缝等多种储集空间（图１５）。
ＢＯ１１井的岩心观察结果表明，沙一段下亚段的平均
纹层密度为３５８０条／ｍ，纹层厚度为０２～１０ｍｍ，断
面和页岩层理缝可见原油渗出［图１５（ａ）—图１５（ｃ）］。
白云岩储层发育粒间溶孔、粒内溶孔、铸模孔和构造缝
等储集空间类型，原油主要赋存于粒间溶孔、构造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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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页岩、白云岩储集空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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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图１５（ｄ）—图１５（ｆ）］。ＢＯ１１井的核磁共振分析
结果表明，沙一段下亚段的页岩储层以小孔占主体，孔
喉半径为１～１０μｍ，孔隙度为３％～７％；白云岩储层
以大孔占主体，孔喉半径为１～６０μｍ，孔隙度为１０％～
１７％；白云岩储层优于页岩储层。储层的渗透率一般
小于１ｍＤ；脆性矿物含量高，普遍大于６０％。饶阳凹
陷从斜坡区—洼槽区局部形成了常规油—致密油—页
岩油有序分布的成藏序列（图１６），其中，蠡县斜坡内
带—洼槽区是页岩油勘探的有利区。
　　应用１０４口井的钻井、测井、试油、地震等资料，构
建了基于“五参数”（含油量、可动比例、压力系数、渗透
率、脆性指数）的页岩油评价体系。将沙一段下亚段的
页岩厚度、ＴＯＣ含量、犚ｏ和埋深等参数叠合综合评
价，优选出蠡县斜坡西柳地区、河间洼槽、任西洼槽和
马西洼槽４个页岩油甜点有利区（图１７），预测甜点有
利区总面积为６５０ｋｍ２，预测石油资源量为３２×１０８ｔ。
综合评价认为，河间洼槽—赵皇庄地区为最有利区带，
其页岩厚度大（３０～７０ｍ），ＴＯＣ含量高（２０％～
３０％），具有中等程度热演化程度（犚ｏ为０７％～
０８％），预测页岩油资源量达１２×１０８ｔ。
４４　石炭系—二叠系煤层气勘探领域

石炭系—二叠系主要残存于冀中坳陷东北部，残

留面积约为７５００ｋｍ２。该地区是渤海湾盆地最早发
现石炭系—二叠系煤成气藏的地区，通过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年的集中勘探，在文安斜坡斜坡内带发现了苏桥气田，
由ＳＵ１、ＳＵ４、ＳＵ４０１奥陶系潜山气藏和ＷＥＮ２３二叠
系上石盒子组砂岩断块型气藏组成（图１８），探明天然
气地质储量为１５０６４×１０８ｍ３，由此成为华北油田最
早的天然气生产基地［２５］。其后，针对煤成气潜山构造
油气藏开展的多轮勘探连续失利，勘探进入低谷期。
以往的研究认为，煤系地层的二次生烃门限埋深为
３５００ｍ（煤岩犚ｏ＞０８％），有效生烃面积小，资源潜力
不大是主要制约因素。借鉴中国西部盆地煤层气的研
究成果［５８］并结合工区地质状况分析认为，研究区的深
部煤层气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其有利成藏条件主要
有以下４个方面。
　　（１）煤岩有机质丰度高，二次生烃范围广，资源潜
力大。研究区内煤岩的有机质丰度较高，山西组煤岩
的ＴＯＣ含量平均为４８６２％，犛１＋犛２平均为９５６６
ｍｇ／ｇ；太原组煤岩ＴＯＣ含量平均为８２％，犛１＋犛２平
均为１４１ｍｇ／ｇ，煤岩的有机质类型以Ⅱ２—Ⅲ型为主，
有机显微组分中的镜质组含量为７３５％～８９０％（平
均为７７５％），惰质组含量为８０％～２６５％（平均为
２２３％），大部分为好—极好烃源岩，为有利的生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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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饶阳凹陷斜坡带—洼槽带沙一段下亚段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６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狅犳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狊犾狅狆犲

犫犲犾狋狋狅狋狉狅狌犵犺犫犲犾狋犻狀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煤系烃源岩经历了两次生烃过程，二次生烃期是主要
成藏期［５９］。以往在生烃量计算过程中认为古近纪火
成岩侵入只是局部事件，只考虑常规地温场变化对煤系
烃源岩热演化的影响，二次生烃门限的埋深为３５００ｍ，
二次生烃面积为１７８０ｋｍ２。结合近几年对大城凸起
煤层的热演化分析认为，尽管没有钻遇火成岩，但煤层
在１４００～１９００ｍ埋深处的犚ｏ为１０％～１２％，远远
高于常规地温场的热演化程度（图１８）。孟元林等［５９］

通过对文安斜坡的流体包裹体分析认为，在古新世辉
绿岩侵入上古生界时，高温热流体使得从大城凸起到
文安斜坡一带在１６００～５０００ｍ埋深处已进入二次生
烃期。这一特征与区域剩余磁异常和断裂分布具有较
好的对应性，由此可构建煤层受地温场和岩浆热场叠
加控制的二次生烃热演化模型，其计算的二次生气量
为８５１×１０１２ｍ３，比原来的生气量增加了６０％，其中，
煤岩的生气量达６２９×１０１２ｍ３。二次生烃强度最高

为（７０～８０）×１０８ｍ３／ｋｍ２，生烃强度大于３０×１０８ｍ３／ｋｍ２
的生烃面积达４０００ｋｍ２，展示出较大的勘探潜力。
　　（２）煤岩储集空间类型多，储层分布面积大。煤
岩储层发育山西组三角洲河间沼泽相和太原组滨岸
湖沼泽相，煤岩储层的孔隙类型多样。岩心观察与微
观分析结果表明，太原组煤岩以半亮煤为主，具备面割
理、端割理、基质孔等储集空间［图１９（ａ）—图１９（ｃ）］；
扫描电镜分析结果表明，太原组煤岩发育气孔、铸模
孔、组织孔等有机孔［图１９（ｄ）—图１９（ｆ）］以及微裂
缝［图１９（ｇ）、图１９（ｈ）］，面孔率为０５％～４５％。
ＳＨＥＮＧ１井等８口井的煤岩岩心物性分析结果显示，
太原组煤岩在２０００～３８００ｍ井段的犚ｏ为１０％～
１３％，孔隙度一般为６３７％～１１６０％、平均为８９９％，
渗透率为０７１３０～１８６８９ｍＤ、平均为０９３４５ｍＤ，为低
孔、特低渗储层，且随着埋深及成熟度增大，孔隙度呈
逐渐降低的趋势。煤层的顶底板岩性以泥岩为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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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页岩油关键参数叠合评价
与有利区预测

犉犻犵．１７　犛狌狆犲狉犻犿狆狅狊犲犱犽犲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犳犪狏狅狉犪犫犾犲
犪狉犲犪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犳狉狅犿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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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冀中坳陷北部石炭系—二叠系煤层综合评价
犉犻犵．１８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犪狉犫狅狀犻犳犲狉狅狌狊犘犲狉犿犻犪狀

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ａ）面割理６～７条／５ｃｍ，端割理７～８条／５ｃｍ，太原组，ＳＨＥＮＧ１井２２９０ｍ；（ｂ）面割理６～１０条／５ｃｍ，端割理７～１５条／５ｃｍ，
太原组，ＤＴ３井１８６２ｍ；（ｃ）孔隙，太原组，ＤＴ１井１２６１ｍ，扫描电镜；（ｄ）气孔、组织孔，太原组，ＤＴ１井１２２３ｍ，扫描电镜；
（ｅ）组织孔、气孔，扫描电镜，太原组，ＤＴ６井１７４９ｍ，扫描电镜；（ｆ）铸膜孔，太原组，ＤＴ６井１７５０ｍ，扫描电镜；（ｇ）微裂缝，
太原组，ＤＴ３井１２２５ｍ，扫描电镜；（ｈ）微裂缝、断口、铸膜孔，太原组，ＤＴ３井１２２９ｍ，扫描电镜。

图１９　石炭系—二叠系煤岩储集空间类型
犉犻犵．１９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狆犪犮犲狋狔狆犲狊狅犳犆犪狉犫狅狀犻犳犲狉狅狌狊犘犲狉犿犻犪狀犮狅犪犾狉狅犮犽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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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致密砂岩和薄层灰岩，隔／盖层的条件较好。太原
组煤岩发育稳定，煤层厚度为１５～４５ｍ，单层厚度为
５～１３ｍ，在杨村地区、文安地区、里坦地区形成了３个
聚煤中心，累计厚度大于１０ｍ的煤层分布面积达
５２００ｋｍ２（图１８）。
　　（３）形成了煤成气—深部煤层气—浅部煤层气成
藏序列，深部煤层气是主要气藏类型。受构造活动、热
演化和保存条件等因素控制，研究区发育３种成藏类
型（图２０）。第１种是煤成气：煤成气主要指煤系中的
煤岩、碳质泥岩和暗色泥质等烃源岩生成的游离天然
气，运移至附近其他储层及圈闭中聚集成藏。煤成气
发育在斜坡内带深埋区，其埋深＞３５００ｍ，断裂发育，
煤系源岩通过断层与奥陶系潜山对接，形成旁生侧储
式潜山构造油气藏（ＳＵ１、ＳＵ４潜山气藏）和下生上储
式石炭系—二叠系砂岩天然气藏（Ｗ２３、ＳＵ２０气藏）。

第２种是深部煤层气：煤层气来源多样，既可能来自煤
岩自生气，也可能来自其他产气层，或多种来源气体并
存，是介于常规气和煤层气之间的一种储存于煤岩中
的新天然气资源类型，具有常规储层和非常规储层共
存、游离气和吸附气共生、自源气和他源气互补聚集并
有序分布的特征。在文安斜坡、杨村斜坡、大城凸起３带
结合的构造稳定斜坡区，煤层的埋深在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ｍ，随
着煤的热演化程度升高（犚ｏ＞１０％），煤岩大量生气。
大城地区ＤＣ１井等８口井的实测含气量显示，埋深在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的煤岩含气量一般为６～１６ｍ３／ｔ，且随
着煤层埋深增加呈现出明显增大的趋势；约在１８００ｍ
埋深处煤岩的含气量为１４～１８ｍ３／ｔ，其中甲烷含量为
８１％～９８％，含气饱和度＞６０％。ＤＴ７井在１９０３ｍ
埋深处利用兰氏法实测得到的含气饱和度为１０９％，
其中，游离气占比为６１％，且随着深度加大，游离气

图２０　霸县凹陷文安斜坡石炭系—二叠系煤型气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２０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狅犳犆犪狉犫狅狀犻犳犲狉狅狌狊犘犲狉犿犻犪狀犮狅犪犾狋狔狆犲犵犪狊犻狀犠犲狀’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犅犪狓犻犪狀狊犪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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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由于处于滞留水封闭环
境，深部煤层气赋存于煤层气孔、铸模孔、组织孔等有
机孔以及面割理、端割理等储集空间内，具有大面积含
气的勘探潜力。第３种是浅部煤层气：煤层气即在煤
层内自源生成的煤型气，主要以吸附状态储存于煤岩
中。浅部煤层气的有利区主要分布在凸起带或向斜
带，其埋深＜２０００ｍ，且受地层逐层剥蚀影响，处于地
表水径流区，保存条件差，天然气以吸附气状态赋存于
煤岩中，需要降压解析排采。已完钻的ＤＣ１井等５口
井的煤层气产量为２８９８～６３９２ｍ３／ｄ；ＤＰ７井的煤层
气试采产气量为９１３５ｍ３／ｄ，累计产气量为１５５×
１０４ｍ３，已见到较好的勘探效果。
　　（４）文安斜坡外带和杨村斜坡外带是深部煤层气勘探
有利区带。根据煤层厚度（厚度＞１０ｍ）、热演化程度（犚ｏ＞
１０％）、埋深（Ⅰ类区埋深为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ｍ、Ⅱ类区埋
深＞３５００ｍ）、保存条件等指标，评价出文安斜坡外带
和杨村斜坡外带２个区带为Ⅰ类区，杨村斜坡内带为
Ⅱ类区（图１８），有利勘探区面积为３０００ｋｍ２，深部煤
层气的总资源量为１５３×１０１２ｍ３。优选文安斜坡外
带和杨村斜坡外带为最有利的勘探区带（图１８），其具
有４个有利成藏条件：①煤岩发育，太原组具备２个煤
岩发育区，煤储层厚度为１０～６５ｍ，面积为１６５０ｋｍ２；
②热演化程度高，区带内煤岩的犚ｏ为１０％～１４％，
处于大量生／排烃期；③区内上覆中生界、新生界，构造为
相对稳定的斜坡，断层不发育［图２０（ａ）］，埋深适中（埋深
为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ｍ），保存条件好；④深部煤层气资源规
模大，总资源量为１３５×１０１２ｍ３，其中，太原组的资源
量为１１×１０１２ｍ３，是深部煤层气勘探的有利区。
４５　凹陷新区勘探领域

冀中坳陷新区包括东部的武清凹陷、大厂凹陷等
凹陷，以及西部的北京凹陷、徐水凹陷、保定凹陷、石家
庄凹陷等凹陷，以往认为此类凹陷位于坳陷的边缘，受
物源注入和构造活动影响，成藏条件复杂，勘探潜力有
限。近年来，通过重新开展凹陷结构、烃源岩生烃潜力
和输导体系等关键成藏要素研究，保定凹陷和武清凹
陷均实现了勘探突破，成为冀中坳陷下一步增储上产
的重点勘探方向。
４５１　保定凹陷

保定凹陷位于冀中坳陷西部，其西邻太行山、东接
饶阳凹陷，勘探面积约为４０００ｋｍ２。保定凹陷自１９６４
年钻探ＪＣ２井以来，针对深潜山和古近系深层已钻探
了多口井，但仅见到零星油气显示，一直未获得勘探突
破。近两年来，广大科研人员从构造成因、早熟生烃、
浅层成藏机制研究入手，创新了地质认识，勘探思路由
深层向浅层转移，钻探的ＢＱ１Ｘ井、Ｇ７７Ｘ井等井在东

营组分别获得产油量为９８３７ｔ／ｄ和３７８０ｔ／ｄ的高产
工业油流，发现了埋藏浅、产量高、油层厚、规模大的清
苑构造浅层富集油田，展示出凹陷新区巨大的勘探潜
力［１９］。保定凹陷具有如下成藏特点。

（１）断陷幕式活动控盆，沙一段下亚段湖盆向西
扩大，奠定了生烃的物质基础。通过重新开展冀中坳
陷地质结构与构造演化研究，分析渤海湾盆地古近纪
裂陷演化过程，揭示出盆地西部的太行山东断层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和分期性活动特征，控制了冀中坳陷的
构造沉积演化。保定凹陷深层构造与浅层构造具有显
著的非继承性，为“双层结构”。孔店组—沙二段沉积
期，随着太行山东断裂活动剧烈，太行山快速隆升，使
得保定凹陷西部物源充足，沉积了大套巨厚的近物源
红色粗粒沉积建造，但缺乏生烃物质基础。古近纪晚
期（沙一段—东营组沉积期）为断陷末期，太行山东断
裂基本停止活动，断裂对湖盆的控制作用减弱。沙一
段下亚段沉积期，冀中坳陷进入大规模的湖侵期，饶阳
凹陷的湖相岸线越过高阳低凸起，向保定凹陷扩展，使得
饶阳凹陷与保定凹陷形成统一的湖盆沉积体系（图２１），
其中，保定凹陷北部处于封闭强还原的半深湖—深湖
亚相沉积环境，沙一段下亚段湖盆面积向西扩展了
１５００ｋｍ２，形成了大套暗色泥岩和油页岩咸化湖相沉
积，为油气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２）咸化富藻控烃，沙一段下亚段早熟、低熟的生
烃资源量大。通过岩心样品的地球化学测试分析和重
新评价，保定凹陷近年钻探的ＧＢ１Ｘ井揭示了沙一段
下亚段发育高丰度强还原咸化湖富藻优质烃源岩，深
灰色泥岩、油页岩的ＴＯＣ含量平均为４１１％，犛１＋
犛２平均为２７４６ｍｇ／ｇ，氯仿沥青“Ａ”含量平均为
０２６５％（图２２），全烃平均含量为０２４７９％，有机质类
型为Ⅱ１型［１９］。显微组分分析显示烃源岩中腐泥组含
量高达８０％，且见到孢粉体；干酪根镜检发现富氢藻
质体发育。在同一湖盆的西１５井，沙一段下亚段烃源
岩的生、排烃热压模拟实验结果证实：该烃源岩在成岩
早期阶段（犚ｏ为０４％～０６％）即可排烃（图２３）；
ＴＯＣ含量大于２％，结构藻和菌解无定形组分含量大于
８０％的烃源岩具备早期生烃能力；同时，藻腐泥组分含量
高，生烃活化能（门槛值）低，易于在低温演化阶段（地层
温度约为９５℃）大量生烃。烃源岩在早成岩阶段（犚ｏ
为０４％～０７４％）的生油量达５０％，这揭示了沙一段
下亚段咸化湖富有机质藻源岩具有早期生烃机制，即
可溶有机质和富氢藻类在成岩早期阶段可形成大量的
早熟、低熟油［６０］。受高阳低凸起潜山基底影响，保定凹
陷东部斜坡带处于高地温异常区［６１］，地温梯度为３７～
４２℃／ｈｍ。区域高地温场背景提升了早熟油、低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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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冀中坳陷沙一段下亚段岩相古地理
犉犻犵．２１　犔犻狋犺狅犳犪犮犻犲狊狆犪犾犲狅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犑犻狕犺狅狀犵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形成的规模。沙一段下亚段咸化湖富有机质藻源岩的
早期生烃提升了保定凹陷中北部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
的资源潜力，其生油门限由以往的２８００ｍ提升到
２１００ｍ，从而使有效烃源岩面积扩大了１５００ｋｍ２，烃
源岩最大生烃强度为１５０×１０４ｔ／ｋｍ２，新增石油资源
量为２×１０８ｔ，这为保定凹陷的勘探提供了有利资源
条件。
　　（３）构造反转控藏，形成“多向供烃、断砂输导、构
造岩性富集”浅层成藏模式。古近纪末期，保定凹陷发
生构造翘倾反转，构造格局由早期的东抬西倾转变为
东营组—沙一段沉积期的西抬东倾，并在右旋走滑应

力场作用下，早期的先存断裂被激活，发育多个向西掉
落的反向正断层。清苑构造带在断层控制下自北而南
形成了老河头、耿家桥、冉庄等一系列浅层大型断鼻构
造，发育多个断鼻、断块圈闭群，为油气聚集创造了有
利条件（图２４）。
　　冀中坳陷在东营组沉积期开始进入湖盆萎缩期，
河流相发育，河网遍布全区。东营组三段发育了曲流
河边滩与河道砂相互叠合的大面积连片分布的砂体，
储层岩性以细砂岩为主，厚度一般为８０～１００ｍ，砂地
比为３０％～４０％。储层的岩石类型主要为细粒岩屑
长石砂岩，孔隙类型以原生粒间孔和粒间溶孔为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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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犌犅１犡井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综合评价
犉犻犵．２２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犳狉狅犿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犠犲犾犾犌犅１犡

图２３　犡１５井沙一段下亚段生烃模拟实验演化模式
犉犻犵．２３　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狅犳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

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犠犲犾犾犡１５犫狔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孔率为１５％～２０％；岩石颗粒呈次棱状—次圆状，颗
粒间以点接触为主，压实作用较弱；储层的孔渗性好，
孔隙度为２１６％～３１４％、中值为２６８％，渗透率为

４２６～９６９０８ｍＤ、中值为７６３５ｍＤ，形成了高孔高
渗的优质储层，与上覆东营组二段稳定分布的泥岩组
成了有利的储盖组合（图２５）。
　　保定凹陷的多条断层与东营组大规模分布的优质
储层组成了断砂匹配的油气输导体系，沙一段下亚段
烃源岩的主排烃期在馆陶组沉积晚期—明化镇组沉积
早期。在西抬东倾的构造背景上，凹陷内的清苑构造
带具备了近源下生上储纵向输导和远源旁生侧储阶梯
状传递输导等多向油气运聚条件［６２］。在保定凹陷东
部地区，由沙一段下亚段早熟烃源岩生成的近源原油
优先通过断层向上运移至东营组；在饶阳凹陷蠡县斜
坡，由于断层不发育，由沙一段下亚段成熟烃源岩生成
的远源烃类首先横向运移至高阳断鼻构造中聚集，然
后在后期构造改造作用下，原油再次通过高阳断鼻构
造的输导断层，向上传递运移到东营组，并呈阶梯状自
东向西依次运聚（图２４）。保定凹陷清苑构造带具备
从多向油源向浅层多个大型鼻状构造汇聚成藏的有利
条件。目前，在保定凹陷耿家桥断鼻构造上钻探的
ＢＱ１Ｘ井等一批井已在东营组、沙一段获高产工业油
流，保定油田发现了预测储量近亿吨的规模浅层油藏，
开辟了新凹陷的勘探新领域。冉庄构造和老河头断鼻
构造是下一步扩大勘探的有利目标区，其预测圈闭资
源量为２３×１０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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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保定凹陷清苑构造带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２４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狅犳犙犻狀犵狔狌犪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犻狀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

（ａ）细粒岩屑长石砂岩，粒间孔、粒间溶孔，东营组二段，Ｇ７７１０Ｘ井１６９１４９ｍ，铸体薄片；（ｂ）细粒岩屑长石砂岩，粒间孔、粒
间溶孔，东营组二段，Ｇ７７Ｘ井１９０４７１ｍ，铸体薄片；（ｃ）细粒岩屑长石砂岩，粒间孔，东营组二段，Ｇ７７５０Ｘ井１７６５０３ｍ，
铸体薄片。

图２５　保定凹陷东营组微观储集空间类型
犉犻犵．２５　犕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犻犮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狆犪犮犲狋狔狆犲狊狅犳犇狅狀犵狔犻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

４５２　武清凹陷
武清凹陷位于冀中坳陷北部，西邻廊固凹陷，勘探

面积为２６００ｋｍ２，是新近系沉积厚度达３０００ｍ的“厚
皮”凹陷，其沙三段、沙四段—孔店组受西部河西务断

层、大北尹断层和北部宝坻边界断层控制，构成了西断
东超、北断南超的构造格局，西为大孟庄洼槽，东为杨
村斜坡（图１）。武清凹陷前期已有１４口井在潜山及
新生界多个层段见到油气显示或气测异常。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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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深层领域成藏研究，经重新评价后认为，武清
凹陷发育沙三段、沙四段和石炭系—二叠系３套烃源
岩；烃源岩的第四次油气资源评价结果显示，石油资源
量达８５００×１０４ｔ、天然气资源量达８３６×１０８ｍ３，油气
资源丰富。武清凹陷古近系沙三段、沙四段发育东部
物源的大型三角洲沉积，深层发育优质储层；此外，发
育武清背斜、后奕断鼻、大良镇背斜和杨村斜坡等多个
大型正向构造带，成藏背景有利，具备规模勘探潜力。
２０２２年，武清背斜钻探了ＳＩＴ１Ｘ风险探井，于深层沙
四段４８３７９～４８５４６ｍ井段试油，获得产油量为
６８３ｔ／ｄ的高产工业油流，取得了勘探的重要突破，成
为冀中坳陷又一个凹陷新区勘探有利区。

５　结　论
（１）冀中坳陷发育多套古近系和石炭系—二叠系

优质烃源层，形成了以海相碳酸盐岩为特色的多类型
有效储集体，具备新生古储、自生自储、下生上储、古生
古储４类成藏组合，为深化勘探奠定了良好的石油地
质基础。

（２）冀中坳陷具有“多凸多凹、凸凹相间”的构造
格局，构成了以古潜山为主体的中央隆起型、陡坡型、
斜坡型和洼槽型４种复式油气聚集带。冀中坳陷的油
气环生油洼槽聚集，呈现东富西贫、南油北气的分布特
征；石油资源探明率为４５７％，天然气资源探明率仅
为１１％，具备多个低勘探程度领域，剩余油气资源比
较丰富。

（３）近年来，通过加大基础地质研究，创新地质认
识，加强新区、新类型勘探力度，在隐蔽型潜山、页岩
油／致密油、凹陷新区、古近系深层、老区新带均取得了
重大进展和突破，实现了油气勘探的有序接替，也证实
了新领域具有良好的勘探潜力。

（４）整体研究和综合评价认为，冀中坳陷在深潜
山及内幕、古近系深层、页岩油、深部煤层气、新凹陷５
大领域整体成藏条件好，资源潜力大，勘探前景广阔。
冀中坳陷北部在廊固凹陷河西务潜山带、武清凹陷和
文安斜坡等潜山及其内幕落实了１３个有利目标，预测
天然气圈闭资源量为１４５３×１０８ｍ３，是天然气勘探有
利区带。冀中坳陷在饶阳凹陷留楚—皇甫村、武清凹
陷武清背斜带、深县凹陷榆科—深南背斜带、文安斜坡
内带、廊固凹陷和晋县凹陷陡坡带发育１２个有利构造
带，总面积为７００ｋｍ２，预测圈闭资源量为２４×１０８ｔ，
是深层构造、地层岩性油藏勘探的主攻区带。保定凹
陷冉庄断鼻构造和老河头断鼻构造的预测圈闭资源量
为２３×１０８ｔ、武清凹陷的剩余天然气资源量达８３６×
１０８ｍ３，是凹陷新区勘探突破的现实地区。束鹿凹陷

沙三段下亚段、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页岩油的可动
资源量为９１×１０８ｔ。文安斜坡外带深部煤层气的有利
勘探区面积为３０００ｋｍ２，总资源量为１５３×１０１２ｍ３，是
非常规领域战略接替的有利勘探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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