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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储量升级率的油气探明储量增长趋势研究

庄 丽，张 玲
(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油气探明储量增长趋势研究是油公司制定合理的勘探开发战略的基础。以某油公司为例，总结了该公司近

10 a 来控制储量对新增探明储量的贡献率，发现近 3 a 稳定控制储量贡献率在 50% 左右。控制储量升级率可分为

新增控制储量升级率和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研究结果表明，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对预测下一年度新增探明储量

的增长更有指导意义。考虑到近几年新增控制储量品质相近，利用累积控制储量和新增探明储量的关系，建立了

预测下一年度新增探明储量的公式，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为 9%，该方法可为勘探开发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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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是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其供需形势直

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中国油气储

量和增长趋势方面，许多学者曾做过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
［1 － 9］。根据勘探、开发各个阶段对油藏的认

识程度，按照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分类可将石油地

质储量划分为探明、控制和预测 3 级
［10］。年度新增

探明储量的来源一般可分为直接探明 ( 即当年发

现、当年探明) 、控制升探明、预测升探明及其他
［11］，

对其来源进行深入探讨，可以预测新增探明储量的

增长趋势。

1 控制储量贡献率分析

由控制储量升级而来的探明储量占年度新增探

明储量的百分比称为控制储量贡献率。通过对某油

公司 1990—1999 年度新增探明储量的构成分析可

见，控制储量贡献率最低为 24%，最高可达 78%，近

3 a稳定在50% 左右 ( 图1 ) ，已成为新增探明储量

图 1 某油公司 1990—1999 年度新增探明储量构成

的主体。

2 可升级控制储量的时间构成

将控制储量按上报时间分为 1，2 ～ 3，4 ～ 5，6 ～
10 a 和 超 过 10 a 共 5 个 时 间 段。对 某 油 公 司

1993—1999 年 7 a 控制储量升级构成( 表 1) 进行统

计发现: 在当年累积控制储量中，上报时间为 1 a 的

控制储量对升级的贡献最大，占当年控制储量升级

的 38% ～82%，平均为 66% ; 上报时间为 2 ～ 3 a 的

控制储量对升级的贡献次之，占当年控制储量升级

的 5% ～54%，平均为 25% ; 上报时间为 4 ～ 10 a 的

控制储量每年升级量较少，平均仅为 6% ; 上报时间

10 a 以上的控制储量，平均贡献率仅为 3%。

表 1 某油公司 1993—1999 年控制储量升级

按年度分析所占比例 %

年度
上 报 时 间 / a

1 2 ～ 3 4 ～ 5 6 ～ 10 ＞ 10

1993 38 54 3 5 0

1994 76 22 0 0 1

1995 81 11 1 1 5

1996 82 5 11 3 0

1997 81 19 0 0 0

1998 57 33 5 2 3

1999 51 38 6 4 2

由此可见，当年累积控制储量中近3 a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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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 升 级 潜 力 最 大，其 贡 献 率 近 几 年 平 均 可 达

91%，上报时间超过 5 a 的储量升级比例较小。因

此，当上报控制储量区域内勘探投入、技术进步等方

面变化不大时，对控制储量升级预测，以当年累积控

制储量中近 3 a 的储量为基础即可，但考虑到预测

基数占累积控制储量的比例，一般取近 5 a 提交的

储量。

3 控制储量升级率分析

由控制储量升级而来的探明储量占控制储量的

比例称为控制储量升级率。根据控制储量时间构成

的不同，可细分为新增控制储量升级率和累积控制

储量升级率。
对某年度新增控制储量，升级为探明储量的占

其比例称为新增控制储量升级率。根据对其跟踪评

价年限的不同，一般分为 1，3 和 5 a 新增控制储量

升级率，它更能反映该年度新增控制储量的品质。
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是指由控制储量升级而来

的探明储量占累积控制储量的比例。由于当年累积

控制储量中近 5 a 提交的储量升级潜力最大，所以

笔者所提到的累积控制储量是指当年累积控制储量

中近 5 a 提交的储量。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具有较

强的时间性，可用来预测下一年度控制储量的升级

潜力。
3． 1 新增控制储量升级率

经统计，某油公司在 1991—1999 年新增控制储

量为 27． 837 0 × 108 t，新增储量主要分布在 7 个盆

地中，对每个盆地的升级情况进行跟踪统计( 表 2) ，

可以看出:①年度控制储量品质优良，1 a 新增控制

储量升级率高; ②目前发现控制储量多的盆地的 3
和 5 a 新增控制储量升级率较高，在保证每年都有

稳定的工作量投入的情况下，储量升级稳定，仍然是

今后探明储量增长的主要阵地( 表 2) 。

表 2 某油公司新增控制储量升级率统计

盆地
新增控制

储量 /108 t
升级率，%

1 a 3 a 5 a
1 13． 09 18． 8 42． 3 44． 0

2 7． 89 61． 8 81． 2 85． 2

3 1． 71 22． 5 35． 9 39． 7

4 1． 00 36． 5 33． 8 29． 2

5 0． 78 30． 9 28． 0 28． 3

6 0． 64 19． 3 16． 4 22． 0

7 0． 35 9． 0 5． 7 6． 4

3． 2 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

拟合了某油公司 1993—1999 年累积控制储量

与其升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较好的相关

性。1994 年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最高，达到 24%，

1998 年为 16%，近 3 a 呈上升趋势( 图 2) 。

图 2 某油公司 1993—1999 年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分布

4 控制储量升级预测

科学地预测探明储量增长规律，可以促进勘探

开发的合理部署，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累积控制储

量升级率预测下一年度新增探明储量的计算式为

Nt =
KNi

Q ( 1)

式中: Nt 为下一年度新增探明储量，104 t; K 为

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 ; Ni为累积控制储量，104 t;
Q 为控制储量贡献率，%。

截至 1998 年底，某油公司东部探区累积控制储

量 为8 ． 024 333 × 108 t，近5 a上报的控制储量为

4． 792 235 × 108 t。取近 3 a 东部探区控制储量贡献

率的平均值，为 37%。取近 5 a 东部探区累积控制

储量升级率的平均值，为 13%。利用式( 1 ) 计算下

一年度新增探明储量为 1． 683 7 × 108 t。1999 年东

部探区实际新增探明储量为 1． 549 543 × 108 t，预测

值与实际值误差为 9%，可以为勘探部署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
对某油公司 2005 年新增探明储量进行预测。

截至 1999 年底，累积控制储量为 13． 978 456 × 108

t，近 5 a 上报的控制储量为 9． 137 966 × 108 t，占累

积控制储量的 66%。近 3 a 由控制储量转化的探明

储量占新增探明储量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取值为

50% ( 图 1) 。由于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对预测结果

影响较大，所以分别取近 5 a 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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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平均值和近 5 a 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分区域( 东

部、西部、南方) 加权平均值，分别为 14%和 15%。利

用式( 1) 进行计算，当累积控制储量升级率取算数平

均值时，计算结果为 2． 558 6 × 108 t，当累积控制储量

升级率取加权平均值时，计算结果为2． 7413 × 108 t，
由此预测2005年新增探明储量为2 ．558 6 × 108 ～
2． 741 3 × 108 t。

5 结论

近几年每年由控制储量升级而来的探明储量平

均占年新增探明储量的 50%，当年累积控制储量中

近 5 a 提交的储量升级潜力最大，所以当上报控制

储量区域内勘探投入、技术进步等方面变化不大时，

对控制储量升级预测，以当年累积控制储量中近 5 a
的储量为基础即可。发现控制储量多的盆地升级率

较高，今后仍然是探明储量增长的主要阵地。在勘

探投资和勘探技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应用下一年

度新增探明储量的预测公式，计算某油公司 2005 年

新增探明储量为 2． 558 6 × 108 ～ 2． 741 3 × 108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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