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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世界各国经济飞速发展，对于油气资源的

需求不断增长，因此也就对油气资源勘测技术的研发和

勘测工作越来越重视，而深层油气藏作为当前油气资源

开发中的一项新领域，对各国经济发展而言具有积极性

意义，因此本文对深层油气藏形成条件进行探讨，具有

一定的现实研究意义。

1 深层油气藏形成条件
1.1 沉积岩和烃源岩

要想形成深层油气藏，其最根本就在于沉积岩具有

一定的厚度，以及良好的烃源岩 [1]。这主要在于地层负

荷会因地层埋深不断增加，负荷量因此不断增大，再加

上深层流体压力要高于浅层地层，这种条件也就使得油

气不能有浅向深层进行转移，而深层则需要通过烃源岩

来进行生油，以此来形成油气藏。

1.2 储层

除上述沉积岩和烃源岩这一形成条件之外，储层也

是形成深层油气藏的一项必要条件，通过压实和成岩在

其中的作用影响，储层随着埋深不断增加，其作用因此

增强，与此同时岩石孔隙率会随之降低。一般来讲，若

埋藏深度大于 4000m 以上，基本就到了成岩后生期阶 

段，而这个阶段基本上不存在原生孔隙情况，深部地层

主要孔隙空间随之转移到次生孔隙，为此这就要求岩石

具备良好次生孔隙，才能更好的为勘测油气藏提供有力

勘测区域。

1.3 盆地深部继承性古隆起

盆地深部继承性古隆起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深层

油气藏分布。一般来说，盆地深部形成古隆起大多数在

早期，而且多数在生油凹陷处或者与其相毗邻的位置形

成生油凹陷，这种形式区域是聚集油气的最佳场所，就

当前所发现的古生界气藏、含气构造以及油气显示区域

都明显标识处于古隆起之处，从侧面证实古隆起具有聚

集油气的能力 [2]。就当前相关数据调查结果来看，我国

开展深层油气藏开发中就有针对古隆起的研究，因浮力

作用在其中的影响，使得油气凹陷后就会转运到相对比

较高的构造部位，再加上古隆起和生油凹陷两者之间的

关系非常紧密，如果具有良好的圈闭条件，就会形成深

层油气藏。

1.4 区域性盖层

除以上几点油气藏形成条件，区域性盖层也是其中

一项必需形成条件，不论是什么样的油气藏形成，其最

根本的因素就在于具备良好盖层。就深部地层特征而 

言，其具有温度高、高压、流体粘度比较低等额点，为

此要想促使深层油气藏形成，其应比浅层油气层具备更

为全面的封闭形成条件。对于纵向深度区域性盖层存在

差别，对此可将油气分为不同条件下的深度段，基于深

度和层位的差别来形成油气藏。

2 深层油气藏类型及其成因分析
基于油气藏储层特征、生油层和储集层两者接触关

系、储层物性演化机制这三个角度对深层油气藏类型及

其形成条件进行探讨，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保

存形油气藏；另一种为改造型，两者在地质特征、形成

机理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下文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和探讨：

2.1 保存型油气藏

从整体上来看，深层油气藏中的保存层这一类型油

气藏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储层本身具有良好的物性，不

容易遭受不良破坏影响，能够很好的保存至今。除以上

之外，保存型油气藏的油气储藏位置通常在高孔高渗区

域环境下呈聚集状态，在比较高的部位富集，同时油气

能够在高压所处部位成藏，圈闭中含油气具有面积小，

储量规模小的特点 [3]。对于这种类型油气成藏的作用力

控制因素主要在于毛细管力和浮力。

基于圈闭形态和成因特征对保存型油气藏进行分

类，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即断块、背斜以及地层

- 岩性。就塔里木盆地塔中 17 号油田来讲，该油田属于

保存型油气藏类型中的背斜油气藏，在相对比较高的部

位聚集油气，因浮力在其中所产生作用影响，使得油气

逐步从原本构造比较低的部位朝向比较高的部位不断聚

集和运移，构造的高点部位对油气分布进行主要控制；

再例如塔北地区的红旗断裂带第三系油气藏，其属于保

存型油气藏类型中的断块油气藏，从整体上来看，油气

会顺延断裂通道逐步朝向储层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富集成藏状态；对于塔北地区的哈得 17 号井区石炭系

油藏而言，因其在形成过程中有岩性分布在其中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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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而形成保存型油气藏中的地层 - 岩性类油气藏

类型。

2.2 改造型油气藏

2.2.1 致密油气藏

对于改造型油气藏中的致密油气藏特征而言，其最

明显的部分在于其储层相对非常致密，形成这种形态的

原因在于储层属于原生高孔高渗储层，通过岩压实对其

产生的作用以及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对于致密油气藏的

形成位置，主要在盆地比较深的致密碎屑岩储层部分 [4]。

基于油气充注、储层致密化的时间顺序进行分类，可将

该种类型油气藏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为先成型致密

油气藏，这种类型的油气藏充注阶段要比储层致密化阶

段相对要早；另一种为后成型致密油气藏，这种类型的

油气藏充注阶段要比储层致密化阶段要晚一段时期。

2.2.2 物理调整和化学改造油气藏

除上述致密油气藏之外，改造油气藏还有物理调整

和化学改造类型油气藏，该种类型油气藏的特征在于原

生超致密储层因后期构造和成岩等作用带来的控制影

响，使得孔隙度、渗透率不断扩大化发展，甚至个别情

况还会出现超出常规储层物性级别形态。因毛细管力、

浮力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影响，使得油气在其所处周围

烃源岩改造型储层中不断富集，最终呈油气藏状态，另

外上方盖层还可以呈封堵状态起到密封作用。

基于储层改造机制，可将深层改造型油气藏分为构

造、流体 以及综合三种类型的改造油气藏。例如我国四

川盆地资阳、威远震旦系的固有藏而言，其就属于因原

油热裂解在其中产生作用，促使储层产生大量焦沥青，

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在于因四川盆地所处区域含油大范

围膏岩层，而在高温环境下的影响，使得含膏碳酸岩层

中烃类物质和硫酸盐之间产生热化学还原作用，也就是

TSR。

从整体上来看，深层油气藏和浅层油气藏两者之间

不仅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之处。

对于本文所讲的深层油气层而言，其需要深层储集层具

备良好渗透率和孔隙率，而且要求储集层下伏烃源岩具

有一定的供烃能力，才能促使地层油气聚集起来从而形

成油气藏 [5]。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有大部分沉积盆

地深层地层中存在一定的超压情况，从本质上来讲，沉

积盆地超压带相当一个流体单元，而在单元中地层压力

要大于静水压力，再加上超压带还可以比作为盆地经过

长期演化后伴生的物理 - 化学系统，其中还伴有无机

矿物、有机质、孔隙流体性质发生变化等结合起来的物 

质，深部流体在一定程度上对油气生成、成藏产生相应

作用。

除以上之外，从有机质不断演化和生烃作用的角度

进行分析，超压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抑制影响，而且影

响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基于温度、时间以及压力三

者来进行生烃作用的模型构建进行分析，对人们认识深

部油气藏形成条件具有很好的帮助意义。就当前对深层

油气藏储层物性改善和保存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

种是通过油气充注保存和改善储层的方式来实现；另一

种是基于超压条件作用进行保存，以此促使储层和超压

产生微裂隙，以此起到改善储层的作用。

3 我国深层油气勘测工作面临困难和挑战
随着当前我国油气勘测作业不断深入，其所面对的

勘测困难和挑战也随之增多，总结来说，可将这些困难

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为“低”，主要体现在地层孔

隙率和渗透率相对比较低；其二为“深”，主要体现在

油气层埋藏深度比较深；其三为“隐”，主要体现在油

气藏所处储层区域比较隐蔽；其四为“难”，主要体现

在进行油气藏勘测工作越来越困难。对于挑战可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其一为当前油气成分更具复杂化，存在多

期性充注，这种情况也就使得把握深层油气藏勘测方向

更加困难；其二为油气藏中有效储层所处空间具有很强

的复杂性特征，其形成机理不明确，因此无法切实做好

对储层区域的勘测预测工作；其三为油气相太变化比较

快，因油气藏分布特征是基于深层地层下的温度、高压、

低孔渗等因素在其中的控制影响，若只是依赖当前现有

的成藏理论进行预测分析，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度。

4 总结
综上所述，要先刚从根本上改善当前我国在深层油

气藏勘测作业中遇到各项难题，这就需要通过模拟油气

藏形成过程及其反演分析方法进行探讨，并结合当前我

国现有的深层油气资源比较大的盆地进行分析，以此为

我国未来进行油气勘测作业和油气开发研发更多新型技

术，为深层油气储量的增长提供有力支持。除此之外，

要想推动老油田的健康发展，其应该朝向深部地层进行

勘测工作，转变以往传统模式下的石油地质理论认知局

限，创新油气领域，推动我国石油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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