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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区东部探区“十二五”中后期勘探形势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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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石化2013年实施的勘探及储量管理办法要求今后的勘探工作必须走高效勘探之路。在系统分析胜利油

区东部探区（胜利东部探区）2013年勘探成效的基础上，确定了新形势下必须加强新领域预探力度、勘探目标综合

评价以及勘探开发一体化等措施。通过系统剖析胜利东部探区“十二五”中后期的勘探形势与勘探潜力，明确了勘

探的方向并分别制定相应的勘探对策。成熟探区仍是胜利东部探区主要的增储领域，需加强精细勘探，解剖储量

空白区，寻找优质规模储量；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前古近系等层系与外围地区勘探及认识程度低，需要坚定信

心，系统研究，积极预探，实现突破；非常规油气中的致密砂岩油气勘探应明确储层发育机制，形成相应的储层保护

与改造技术，页岩油气需要攻关“甜点”评价核心参数判别标准，建立页岩气富集模式，预测有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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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 2013年新实施的勘探及储量管理办

法（简称2个办法）要求今后的勘探工作必须走高效

勘探之路，强调油气的战略发现，注重油藏规模和

质量，寻找规模经济可采储量，实现储量升级和动

用［1-2］。2个办法的出台对各油区油气勘探及储量上

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勘探形势也发生了转变。面

对新形势、新变化，笔者通过系统分析胜利油区

2013年勘探成效，确定了多项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

实的勘探措施，在剖析目前油区勘探现状的基础

上，明确了胜利东部探区“十二五”中后期勘探潜力

与方向，并提出相应勘探对策，以期为胜利油区下

步勘探工作提供借鉴。

1 2013年勘探成效分析

2013年，胜利东部探区完钻探井 61口，其中预

探井 17口，具有预探意义评价井 2口，预探井占年

度完钻井数的 31.1%，与往年相比略有下降。在此

形势下，胜利东部探区仍超额完成既定控制、预测

储量任务，并为“十二五”后 2年的勘探工作打下了

基础。总结2013年的勘探成效，具有以下特点。

1.1 勘探成功率保持较高水平

2013年，胜利东部探区探井测井解释油层率为

77%，总油层套管率为 60.7%（图 1），其中评价井测

井解释油层率为81.8%，油层套管率为70.5%，与“十

二五”前 2年基本持平。预探井测井解释油层率为

64.7%，油层套管率为35.3%，较以往有所下降，主要

是由于“十二五”前 3年加强了勘探的甩开力度，同

时盆缘及浅层的勘探风险较大，导致该阶段部署

2013 年实施并完钻的预探井勘探成功率相对较

低。而2013年2个办法实施后，当年部署并完钻的

探井成功率较往年有较大幅度提高，评价井测井解

释油层率为 84.2%，油层套管率为 63.2%，预探井测

井解释油层率为75%，油层套管率为50%，主要是由

图1 胜利东部探区探井成功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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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勘探目标综合评价，勘探地质风险把握能力

及勘探效益得到提升。

1.2 勘探目标层系以中浅层为主

在新的勘探形势下，要完成勘探任务，同时为

以后的发展夯实资源基础，促使勘探目标层系由

“十一五”以来的注重勘探洼陷或沙三段下亚段、沙

四段及孔店组等埋藏相对较深的目标为主，向埋藏

较浅的盆缘、凸起转移。层系上注重沙三段中亚段

及以上层系和前古近系。2013年部署完钻探井平

均井深为 2 407.7 m，较前 2年降低 509 m；沙三段中

亚段及以上层系与盆缘及前古近系探井数占当年

部署完钻总井数的 65.2%。与之相对应的是，中高

渗透油藏成为主导目标的同时，探井措施率降低，

当年部署完钻的探井试油10口，需要采取措施的井

仅1口，措施率为10%，较前2年降低55.9%。

1.3 储量可动用性及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与前 2年相比，2013年的控制储量具有以下特

点：①埋深浅。新增储量全部为 3 500 m以上浅层

储量，其中2 000 m以上浅层储量占46.2%，较“十二

五”前 2年的 18.7%提高了 27.5%。②储层物性好。

中高渗透油藏储量占73.3%。③产能高。每千米井

深日产油量大于5 t的储量占68.1%，较“十二五”前

2年的 39.4%提高了 28.7%。④储量可靠程度高。

新上报控制储量基本全部可动用，据初步统计，控

制储量动用率达到 64.2%，其他为拟动用储量。以

上分析表明，2013年控制储量的可动用性及经济效

益显著提高。

2 2013年勘探措施及认识

2.1 加强新领域预探力度，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条件

2013年通过加强老区三新领域预探，在垦东北

部、济阳地堑等多个区块获得突破，成为胜利油区

增储上产的重要阵地。这些成功的勘探实例表明，

持续稳定的预探投入，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

件。新时期新形势下，对油气资源的发现提出了更

高要求，更应该强化新领域预探力度，寻找更多资

源接替阵地。

2.2 加强勘探目标综合评价，是提升勘探质量和

效益的重要手段

2013年，胜利油区通过加强全过程勘探综合评

价，形成了一套完善可靠的勘探目标评价体系。

2013年部署完钻探井与综合评价的对比结果（图2）
表明，综合评价为Ⅰ类、Ⅱ类目标的探井钻探基本

全部获得成功，Ⅲ类、Ⅳ类目标的探井成功率相对

较低。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Ⅲ类、Ⅳ类目标区探

井都是解决有针对性地质问题或具有较大预探意

义的探井，虽然风险较大，但是一旦成功，会产生较

大的勘探带动意义。因此，通过加强勘探目标综合

评价，厘清勘探层次，明确存在的勘探问题，是提升

勘探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需要注意的是，进行

勘探目标评价时，应综合考虑地质风险与经济风

险。在预探阶段，应注重勘探地质风险的评价；到

了评价阶段，则需要更重视勘探目标经济风险评

价，以达到发现更多油气资源的目的。

图2 2013年部署完钻探井与综合评价结果对比

2.3 加强勘探开发一体化，是促进油田快速增储

上产的重要途径

2个办法要求开发工作前移至勘探发现阶段，

勘探则需要延伸至开发阶段，即提交更优质、经济、

可动用的控制储量。勘探开发一体化就是勘探搞

发现，开发编制产能建设方案，并将探井直接规划

入开发井网［3］。勘探结合开发进展与精细研究成

果，进一步完善成藏规律认识，明确油藏类型，升级

控制储量。2013年，通过勘探与开发的紧密结合，

落实了青南洼陷沙四段上亚段、垦东北部以及垦

西—三合村等10个储量经济规模区带。其中，青南

洼陷沙四段上亚段滩坝砂油藏 2012年上报预测储

量为 2 261.6×104 t，2013年该区块局部升级控制储

量为 916.7×104 t，发现了青南油田；垦东北部馆陶

组、东营组上报优质高产控制储量为740.8×104 t，垦
西—三合村地区沙河街组上报预测储量为2 462.7×
104 t。勘探开发一体化运行机制的实施，夯实了增

储上产阵地，加快了储量升级动用节奏，是促进油

田快速增储上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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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勘探形势分析

3.1 勘探程度

截至 2013年底，胜利东部探区已经历了 50余

年的勘探开发历程，作为主力探区的济阳坳陷及滩

海地区（以下称济阳老区）的探井密度已经达到0.21
口/km2，整体达到中、高勘探程度。但辽东东、临清

东、天津西、胶莱、潍北等外围区块勘探程度较低，

多数区块探井密度小于 0.01口/km2，属于低勘探程

度区。

3.2 储量发现情况与未来目标

截至2013年底，胜利东部探区已累积探明石油

地质储量 50×108 t以上，探明程度为 46.1%。其中，

济阳老区探明储量占 99.7%，探明程度达到 51.4%。

从探明储量构成来看，区域上主要分布在东营、沾

化 2个富油凹陷，占 78%；从层系上来看，主要分布

在沙四段上亚段及其以上的成熟勘探层系，占

92.6%；深度以埋深小于 3 500 m 的油藏为主，占

94.2%；油藏类型以构造油藏为主，占总探明储量的

57.6%。但从“十一五”以来新增探明储量类型变化

趋势来看，岩性、地层等隐蔽油气藏比例已经占到

新探明储量的80%以上，隐蔽油气藏是当前勘探的

主要对象。截至2013年底，东部探区累积控制石油

储量4×108 t以上，预测储量5.25×108 t以上。从区域

分布来看，仍主要分布在济阳老区；油藏类型主要

为岩性油藏，其次为构造油藏，地层和潜山油藏相

对较少；储量所处深度以中深层为主，其次为中浅

层、深层，超深层较少；层系上，主要分布在古近系，

其次为新近系，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前古近系

较少。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济阳老区已全面进入隐蔽

油气藏勘探阶段，但仍具有巨大的增储潜力，沙四

段上亚段及其以上成熟勘探层系仍是增储重点，而

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与前古近系、深层与超深

层、盆缘地层与潜山以及外围等目标的勘探程度仍

较低，是未来重要的增储目标或接替方向。

3.3 勘探潜力分析

3.3.1 剩余资源基础依然雄厚

截至 2013年底，济阳老区剩余的资源丰度为

16.19×104 t/km2，与中国东部其他含油气盆地相比，

仍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4-6］。“十一五”以来的咸化环

境生排烃潜力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咸化环境烃源岩

具有早生烃、早排烃、生排烃周期长的特点，效率是

淡水烃源岩的1.5~2倍［7］。据此测算，东部探区主要

凹陷的剩余资源量增加了28.7×108 t。此外，非常规

油气资源勘探前景广阔。按照页岩油有利区有效

源岩的确定标准（有机碳含量大于2%，镜质组反射

率大于0.5%，厚度大于50 m），济阳坳陷沙四段上亚

段、沙三段下亚段及沙一段等有效生烃层系的页岩

油气有利区分布范围广泛，资源潜力巨大。

3.3.2 资源分布序列较合理

截至2013年底，胜利东部探区资源分布序列中

控制储量、预测储量、圈闭资源量和推测资源量之

比为 1∶10.3∶22.7∶111.2，优于 1∶2∶4∶8的理论合理

资源分布序列［8］。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济阳坳

陷后备资源仍可满足增储上产的需要。促进这些

储备尽快升级应是近期与中期重要的勘探任务。

4 勘探方向及对策

尽管胜利东部探区已处于中、高勘探程度阶

段，但勘探不均衡性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①主力

层系存在大量的储量空白区，即使勘探及认识程度

较高的沙河街组及馆陶组，仍存在较大的储量空白

区，这些空白区内有较多的油层井或出油点，是近

期增储的重要勘探方向［9-13］。②不同层系勘探及认

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东营组、沙一段虽钻遇程度

高，但地质认识程度较低；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

及前古近系钻探程度低，储层分布及油气成藏规律

认识不清，勘探程度低［2］，是加强预探的重要勘探方

向。③非常规油气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但勘探及认

识程度较低，需要加强技术攻关与研究。

4.1 成熟探区主力层系

胜利油区东部成熟探区沙四段上亚段及以上

主力含油层系仍是规模增储的主要领域。研究表

明，陆相断陷盆地具有盆地结构及成藏要素的相似

性、油气藏类型及分布的有序性、油气富集规律的

差异性，这种规律性指示着成熟探区主力含油层系

储量间的空白区将是重要勘探方向［14-15］。勘探实践

表明，这些储量空白区多处于构造转换带、沉积结

合部以及地层突变带，地层、构造及沉积储层分布

复杂，油气成藏及富集规律认识不清。

对于成熟探区主力层系储量空白区的勘探，一

是以高精度层序格架为单元，精细解剖并总结已发

现油气分布特征；二是开展储量区与空白区成藏差

异性分析。以油藏分布的有序性、富集模式的差异

性为指导，剖析相似成藏条件下的探明区和空白区

油气成藏条件的差异，明确成藏主控因素及富集模

式；三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对储量空白区油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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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要素进行精细解剖。其中，静态方面，要注重沉

积及物性条件对成藏影响，断层刻画及封闭性评价

与地层圈闭及顶底板条件刻画；动态方面，注重油

气充注动力、输导体系、储集物性等成藏要素与油

气成藏关系研究。在此基础上，从成藏要素差异、

成藏机制差异及分布规律差异等方面，明确制约勘

探关键因素。四是在对已有的成熟勘探技术适应

性分析基础上，分类型（复杂岩性区、复杂断块区、

复杂超剥区）开展精细地质建模和地球物理预测技

术攻关，形成相适应的精细勘探配套关键技术。在

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储量空白区勘探潜力与经

济评价，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实现含油连片。

4.2 低勘探程度探区与层系

外围地区及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前古近系

等层系勘探程度及认识程度极低，通过解放思想，

积极预探，发现这些目标具备形成增储上产接替阵

地的潜力。

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 沙四段下亚段—孔

店组属于断陷初始期干旱湖盆沉积体系。钻探证

实存在自源和他源2种油气藏类型。对“十一五”以

来沙四段下亚段—孔店组钻探失利原因分析表明，

勘探关键是烃源岩或输导体系精细刻画及有效储

层描述。针对其勘探对策应侧重于输导体系的精

细刻画，自源油气应更侧重于沉积规律及储层分布

的精细研究。

中生界 近年来富林、青东、高青等地区中生

界勘探均取得进展，表明其勘探潜力较大。但中生

界构造、岩性、储层及成藏条件复杂，导致虽然勘探

发现多，但是上报储量少。中生界的勘探关键是岩

性识别及油气富集规律研究。勘探对策主要为综

合应用地震、测井、岩心等资料，开展复杂岩性测井

识别、构造特征及演化对沉积充填和火山岩相的控

制作用、储层成因机制及有效储层评价、典型油藏

解剖，建立油气成藏模式。

古生界 胜利东部探区古生界已发现的储量

多为浅部风化壳油藏。华北油田牛东1井的钻探成

功表明［16］，古生界潜山不受埋深影响，6 000 m深度

的潜山仍能获得高产油气，异常高压油气充注是深

潜山富集高产的必要条件。济阳坳陷沙四段上亚

段、沙三段等主力烃源岩层系发育多个异常高压生

烃灶，且深层还发育孔店组、沙四段下亚段烃源岩，

为深层潜山油气富集奠定了资源基础［17］。北西向

断层控制的洼陷内潜山、陡坡带的深部滑脱山均是

有利的勘探区。其勘探关键是圈闭有效性评价与

源储对接关系研究。勘探对策主要是综合利用钻

井、测井、录井、地震、地化分析及油田开发资料，开

展地层特征、构造特征的研究，明确构造格局及内

幕结构；通过油藏解剖、油气运聚分析，明确油气藏

分布特征，分析成藏要素，明确主控因素，建立油气

成藏模式；刻画有效圈闭，进行勘探目标综合评价

与优选。

太古界 兴隆台潜山的勘探成功表明，太古界

潜山内幕的潜力巨大［18］。济阳坳陷太古界与兴隆

台潜山有一定的相似性，目前已经发现太古界风化

壳、潜山内幕 2种类型油藏。其勘探关键是储层的

发育条件。因此，针对太古界潜山制定的勘探对策

主要为野外踏勘与室内研究相结合，从断裂、岩石

结构、岩相、风化程度等多方面，进行太古界储层发

育机制攻关研究，建立太古界潜山风化壳、内幕储

层发育模式；通过岩心、测井刻度相结合，分析不同

类型岩石组成和岩石结构测井响应特征，建立不同

岩石类型储层测井识别模式［19］；将岩心、录井、测井

与地震相结合，分析裂缝储层地震响应特征，攻关

裂缝性储层地震预测技术；综合考虑源、储对接关

系、断裂、储层发育程度，建立太古界潜山内幕油气

富集模式。

4.3 非常规油气

从中外油气勘探发展趋势来看，非常规油气领

域是未来重要的资源接替方向。济阳坳陷致密砂

岩油气、页岩油气以及低熟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丰

富，类型多样。“十一五”以来，胜利油区重点加强

了致密砂岩油气及页岩油气的勘探和研究力度，取

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来讲，仍处于攻关探索阶

段［20-21］。其中，致密砂岩油气储层类型主要为深层

砂砾岩体、滩坝砂、浊积砂等［22-23］，埋藏深，储层致

密，孔渗低，储层脆弱易受钻井污染，对工艺技术要

求高。其勘探关键是有效储层评价与产能预测。

制定的勘探对策主要有开展致密砂岩储层评价与

油层改造综合评价技术攻关。以“压—吸充注”成

藏模式为指导，开展致密砂岩储层发育机制剖析及

储层有效性精细评价、油气成藏机理及富集规律研

究；实验室静态分析与动态模拟相结合，研究油层

伤害机理，提出油层保护及增产措施，进行储层改

造与油层保护技术攻关。

济阳坳陷页岩油气与国外相比年代新、埋藏

深、赋存状态复杂，油气富集规律差异大［24］。勘探

关键是页岩油气赋集机理、“甜点”发育模式和分布

规律以及页岩油气勘探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勘探

过程中，通过对试油已获油流和测试页岩油井段的

精细解剖，分析页岩油“甜点”构成要素；应用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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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环境扫描电镜、模拟实验等手段，结合镜质

体反射率示踪技术，探索页岩油赋存状态，建立页

岩油富集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地质、地球化学、

测井等资料，对不同要素进行多因素叠合，建立“甜

点”评价核心参数判别标准，进而对其进行识别与

评价，明确“甜点”分布规律，进行有利区预测。

5 结束语

中国石化 2个办法的实施，要求胜利东部探区

勘探目标在向浅层转移的同时勘探成功率必须保

持稳定，并对发现储量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胜利东部探区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

预探力度，注重经济评价及储备资源的转化力度。

对胜利东部探区“十二五”中后期勘探形势的分析

结果表明，胜利油区仍具较雄厚剩余资源及储备基

础，勘探程度不均衡仍将长期存在，勘探潜力仍然

较大。展望“十二五”后2年及未来较长时期必须有

针对性地选取勘探方向并制定相应勘探对策。成

熟探区主力层系仍是主要的增储领域，需加强精细

勘探，解剖储量空白区，寻找优质规模储量。沙四

段下亚段—孔店组、前古近系与外围地区勘探及认

识程度低，需要坚定信心、系统研究、积极预探、实

现突破。非常规油气中的致密砂岩油气勘探应明

确储层发育机制，形成相应的储层保护与改造技

术。页岩油气需要攻关“甜点”构成要素，建立富集

模式，预测有利区。胜利东部探区面对新形势，要

坚定信心，强化预探，注重勘探目标综合评价，以勘

探开发一体化模式为抓手，进而实现胜利油区高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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