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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现存目前世界上油 气资源 评价的多种方 法进行了详细的优缺点分析
,

对 比
。

认

为不同的方 法适 用于不同的油气勘探阶段
。

由定性评价向定量评 价发展
,

这是必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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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油气资源评价的方法很多
,

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
,

尚

无一种方法在一切条件下都能普遍应用
。

因此
,

必须根据评价区的具体条件
,

灵活的选

用评价方法
。

在油气资源评价的方法中
,

有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之分
,

定性评价是定量评价的基

础
,

而定量评价又是定性评价发展的必 然趋势
。

所谓定性或定量
,

是指它对地质资料的

分析方法而 言
。

定性方法是对各种地质条件进行定性的分析与对 比
,

而定量的方法则是

采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各种地质条 件进行定量的分析
。

这 两种方法之间
,

并没

有严格的界线
。

事实上
,

现在大多数石油资源评价方法都程度不同地采用了某种定量的

方法技术
。

本文在综合了当前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

简述 目前常用的几种油气资源评价方法
,

并

对 它们的适用条件加 以讨论
。

一
、

常用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

�
�

地质类比法

一个盆地的油气资源量与控制该盆地的各种地质因素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

如果一

个处于初期勘探 阶段的� 区的各种地质条件与另一个已成熟的勘探区�的相应地 质 条件

很相似
,

那么� 区就应当
一

有与� 区相似的油气资源量
。

这就是地质类 比法的基本 原理
。

早在本世纪三 十年代末期
,

苏联著名的 石油地质学家古勃金院士就首先应用了这一

方法
,

把俄罗斯陆台与北美陆台进行了类 比
,

结果发现了第二巴库 油田
。

自那时以来
,

地质类 比法经历了
,

并且正在经历着一种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过程
。

到目前为止
,

几乎

所有的方法都包含着类比的成分
。

应用地质类 比法进行油气资源评价的一般步骤是
�

� � � 通过区域地质调查与地球物理调查对勘探区的一系 列控制油气聚集的地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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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评价和测定

� � � 广泛而全面地收集世界各地勘探程度较高的油气盆地
、

产油区或油 田的各种

地质资料
、

油藏资料和油气生产历史资料 以及 油气资源评价资料 �

� � � 依据若干个 �十几个至数百个 � 与油气产出关系密切的地质 因 素 或 油藏因

素
,

将勘探区与已探明的含油气区进行分析类比
,

从 中选择与勘探 区最为相似的一 个或

几个参考区 ,

� � � 计算出参考区的单位体积的油气资源量 � � ��’� �
“
� �

� � � 用类 比体积公式 � 二 �
·

�
·

� � � �

估算勘探 区的石油远景资源量�
。

其 中� 和�分别是勘探区沉 积岩体 �或含油 远景

区 � 的面积和厚度
。

地质类 比法的优点是把石 油勘探者的经验与前人的勘探实践经验应用于 油 气资源 评

价
,

充分考虑到与油气产 出关系密切的各种地质因素与油气资源量的内在联系
。

此法多

用于早期勘探阶段
。

由于受一些条件的限制
,

使得地质类比法的评价结果往往是很粗略的
,

过多的掺杂

着评价者的主观 见解
。

地质类 比法是一 种定性的方法
,

尽管某些参数的取得采取了定量

测定
,

但它对地质资料
、

数据的分析
、

加工对比手段则完全是定性的
。

尽管如此
,

地质

类比法仍不失为一 种最重要
、

最基本的 评价方法
。

�
�

休积法

主要根据沉 积岩单位体积 中油气储量的密度参数 � ��’� �
。
� 来估算沉 积盆地油气资

源量的方法
。

体积法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沉积盆地中油气总资源量 � � �

犷
�

沉积盆地的沉积岩总体积 � � �
“

�

� �

储量密度参数
,

即每立 方公里沉积岩中含油气数量 � �� � �
�
�

。

根据不同的资源评价目的或不同的勘探开发阶段
,

体积法又可细分为 “ 生油岩体积

法
” 和 “

储油岩体积法” 。

� � � 生油岩体积法 生油岩体积法也叫做
“
体积成因法” 。

该方法从 石油 生 成

一排出一运移一聚集的过程来估汁油气资源量的大小
。

其计算公式是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分别为生油岩有效面积 �� �
�
�和有效厚度 �� � �

� �是生油岩密度 �� �
吕 � � � �

�
� �

�是生油岩残余烃类 � 氯仿沥青
“
� ” 或总烃或有机碳 � 含量百分 数

。

�
,

是生 油 岩 排

油�残油比例系数
,

即�
‘ 二

排油量 � 残余油量
。

�
�

与排烃系数� 的关系是 �
, � � �� � �

� �
。

� , 一般根据类比法确定
,

一般取�
�

�一�
�

�
。

�
�

是烃类聚集系数
,

也 由类比 法 确

定
,

一般为�
�

�一 �
·

�
。

� � � 储油岩体积法 该方法计算储集在油藏圈闭中的石油储量�
。

其 计 算 公式

是
�

� � �
·

�
�

甲
·

� � 一 �� �
·

�
·

�
。

� � �

其中�和� 分别代表储集岩分布面积 � � � 和有效厚度 � � � � 甲是储油岩 有 效 孔 隙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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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是含水饱和度 � 日是原油体积 系数 , �
。

是地面原油比重 � �� �
� �

。

从公式中可见�
·

�
·

甲 � � 是油藏中全部孔隙空间的体积
,

而 � � 一�� �
·

日
·

�
。 二 �

则是单位体积中所储集原油的重量
。

体积法的优点是简单客观
,

适应性强
。

但其估计的结果准确性不高
,

并且容易随数

据的多寡和 质量而波动
。

如果可利用的勘探区有关数据较少
,

误差可 以达 到 � �� �
,

但

对于具有大量数据的大油藏误差可以 限制在 士 �� �
。

由于体积法仅涉及 简 单 的 算术计

算
,

因此
,

它是一 种定性的方法
。

�
。

沉积平均体积速度法

苏联伊
·

伊
·

涅斯乔洛夫等根据世界上�� 个勘探程度较 高的 含油气盆地的统计结果

得出
,

沉 积盆地油 气总资源量同该盆地的平均体积速度成对数的线性函数增长�图 � �
。

暇设单位

�肥 �

� � �

图 � 盆地油气资源� 的增长 与平均体积速

度间关系统计图

�干��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走了 � � � � � � �� � � �� � � � � �主�

��
、�� , ��� !∀∀#∀∀飞��气�月��
����州

�
�

� �
�

� �
�

� �
,

� �  
�

� �

沉积岩 平均体积魂度
,

��
,
七公 � � � �

体积速度是综 合反映 沉积盆地的沉积作用
,

生油作用与油气保存条件的一个地质参

数
,

体积速 度越大
�

表示所堆积的沉积岩体积及有机物含量越大
。

沉积物堆积的速度越

快
,

越易于 形成稳定的还嚎环境
,

因而有利于有机物向石 油的转化与保存
。

因此
,

油气

地质储量也越多
。

体积速度的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不
一

� � �

其 中
,

不
·‘

是沉积岩体积速 度 � 一� 吕
� � �

“ , �
人� � � �是油气地质储量 � �� ” � �

。

该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行
,

�

只要了解盆地的沉积速度
,

便可以在勘探前粗略地估计

出该盆 地的油气勘探
、

��几发的远景
。

�
�

圈闭体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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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是评价局部圈闭
、 一

二级构造带与圈闭群的重要方法
,

它可以对 单个圈闭进

行评价 , 也可 以把一个 凹陷或一个评价区的所有圈闭合起来进行评价
。

但两 者在选择系

数的方法上略有不同
。

圈闭体积法适用于勘探的各个阶段
,

对于勘探早期地区
,

要求具有较详细的地球物

理 �主要是地表 � 资料
,

并结合少量钻井及邻区地质资料
,

开展构造
、

地震地层学及 区

域地质研究
,

在掌握评价区 沉积史
、

构造发展史 以及圈闭
、

储层与生油条件的基础上
,

对各圈闭的含油部位
、

含油规模
、

风险大小及经济条件等作出评价
,

并 为 钻 探 提供位

置
。

对于勘探中
、

晚期地区
,

可按含油层组为单元研究不同层组内不同油藏类型及其聚

集规律
,

为进一步寻找隐蔽 油藏提供依据
。

目前国外石油公司在已 作地震普查或详查的地区
,

由于 对圈闭的几 何 形 态 已经掌

握
,

均用圈闭法进行储量计算
。

由上述情况看来
,

圈闭体积法用于勘探中期更为适合
。

圈闭体积法计算储量又分单

圈闭和多圈闭两种
�

� � �单圈 闭体积法 单圈闭体积法是指用一个圈闭�一 个油田 �作为储量计算单位

的计算方法
。

计算储量时所取参数
,

包括圈闭面积
、

油层厚度
、

充满系数及单储系数
。

把各项参数相乘
,

其积就是储量
。

其公式如下
�

地质储量 二 圈闭面积 � 油层厚度
� 充满系数

又 单储系数 � � �

目闭面积
�

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参数
,

通常可在构造图上用求积仪量 得
。

油层 厚度
�

当附近有钻井而取得油层资料时
,

可用该油层厚度作为参数
。

缺乏上述

资料的地区
,

可用类比法与已知盆地类比 求得
。

如果缺乏确切的类比资料
,

也可用统计

得来的资料
。

这个参数是
,

只有一层构造图上有圈闭时
,

油层用�� 米
,

两层构造图上有

圈闭时
,

用�� 米
,

三层时
,

用�� 米
。

充满系数
�

这是含油的面积与圈闭面积的比值
,

通常油气不会把整个圈闭充满
,

而

只充满圈闭的一部分
,

充填部分的多少与圈闭类型及其完整程度
、

圈闭形成时间
、

油源

大小及油气保存条件有关
。

这项参数
,

一般是用类比法求得
�

但有
一

时也可根据统计数字

确定
,

从 统计资料来看背斜构造的充满系数一般是 �� � � � � �
。

单储系数
�

是单位面积中单位油层厚度的储量
,

其单位为万吨 � 公里
·

米
,

当附近有

油田时
,

可用附近油田资料作参数
,

否则
,

用类 比法求得
。

根据统计
,

单储系数对砂岩

储层来说
,

一般在 � 一�� 之间
。

� �  多口闭休积法 这种方法是把一 个地区的一组圈闭作为一个计算对象
,

合并

在一起把储量计算出来
。

计算一个地区的可采储量
,

需要下列三个参数
,

即产油面积
、

油层 厚 度 和 采油指

数
,

三个参数的乘积就是可采储量
。

计算公式如下
�

可采储量 二 产油面积 � 油层厚度 � 采油指数 � � �

产 油面积
�

是指有产油能力的圈闭面积
。

产油面积是圈闭面积与成功 率 的 乘积
,

且�
�

产油面积 二 圈闭面积 火 成功率

圈闭面积是从构造图上量取的
,

如在无构造图的地区
,

可假设一个圈闭面积 占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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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的百分数
,

然后算 出圈闭 面积
。

例如
,

计算区面积为 �� �� � �
� ,

�因闭面积 占计算

区面积的 ��  
,

则圈闭面积为 � ��� � “。

成功率是勘探成功率与充满系数的乘积
。

勘探成功率最好用本区或附近地区的构造勘探成功率
,

其次用探井的成功率
。

充满

系数是类比或统计出来的
,

是 圈闭面积与含油面积之比
。

例如勘探成功率为��  
,

充满

系数为��  
,

则成功率 � ��  � ��  � ��  
。

油层厚度
�

是指有生产能力的油层厚度
。

在附近有钻井证实的油层厚度资料
,

则取该厚度作为参考
,

无 钻井资料时
,

用类比

法选
。

由于油层厚度变化很大
,

故一般选一个系列来代表
,

通常选用五个参数
,

每种厚

度对应一个频率数值
,

说明这种厚度的油层出现的可能性 �如 图 � �
。

撅
率
(肠)

油层厚度曲线
eu rve o f reservoir

200
奋L ~

一一
油层厚 (团 〕

图 2

F 19
.
2 T hiekness

采油指数是指单位含油体积内可采石油的指数
,

采油指数
二

K
x
孔隙度 x ( 1 一 含水饱和度 ) 火

其计算公式如下
:

采收率

原油体积系数
( 8 )

式 中K 为常数

上述三个参数求出之后就可以计算储量
,

其 中生产面积与油层厚度的乘积为含油岩

石体积
,

含油岩石体积与采油指数的乘积就是可采储量
。

5

.

物质平衡法

物质平衡法可用于计算 已投产油气田的地质储量
。

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
:

当一定

量的油气从一个油气藏中采 出后
,

油气藏中之油气水的体积要发生膨胀
,

外界的流体会

侵入
,

充填空出的孔隙空 间
。

也就是
,

油藏中油气水体积的变化量的代数和等于零
。

物质平衡方程式就是根据以上原理列出来的
。

依据油气藏 的驱动机制和饱和程度
,

油气藏的物质平衡方程式有几十种不同的形式
,

通用而常见的形式如下
:

N 二 N
p
B

。
+

N
p

B
g

( R
p 一 R

,
i

)
+

W
p 一

W
e

( 9 )

( B
。 一 B

。
i

)
+

( R
,

i 一 R
s
) B g + m B

s i ( B g
/ B g i 一 1 )

其 中
,

N 一地质储量 ; N p一累积产 量
:

W p一产水量; W
e
一水侵量 ;

m 一气顶与油藏的体积比 ( 原始条件下 ) ;

B 。 、

B

。
i 一当前及原始原 油地层体积系数;

B 驴 B ‘i一当前及原始天然气地层体积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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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R

s
i

、

R
p 一溶解

、

原始溶解
、

生产油气比
。

物质平衡方程式是一种计算油气藏地质储量 的有效方法
,

它所需的数据都是油气藏

开发的动态资料
,

由于它不 涉及含油气面积
、

地层厚度等地质参数
,

所 以能够避免复杂

的地质参数的影响
。

在物质 平衡方程式的应用中
,

要求油气藏具有一定的采出程度和明 显 的 地 层压力

降
,

否则将会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

它的具体要求是
,

一般要在油气田投产并采 出

地质储量的10 % 以后再使用物质平衡法
。

物质平衡法的最大优点是准确性和可靠性比较好
,

如果有关流体
、

岩性
、

压力和生

产数据测算准确的话
,

误 差可 以限于 10 %
。

其最大缺点是对数据的要求高
,

在油气勘探

阶段不能使 用
。

6

.

象特卡洛模拟法

蒙特卡洛模拟又称统计实验模拟
,

是研究随机现象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

其基本点

就是用数学的方法产生随机变量的样本
,

或者说对任一 已知分布进行数字抽样
,

产生服

从于这种已知分布的随机变量的伪随机数
。

设随机变量 Y 是被研究的对象
,

它是 m 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X :X 。
X

3

…X m 的函数

即

Y = f ( X ,
X

Z ,
· · ·

… …X m )

如已知随机变量X 工
X

:
· · ·

… …X 。 的各 自分布
,

就可根据Y 二
f ( X

, ,

X

: ,
· · ·

… … X m )

求出随机变量Y 的分布
。

上述X
, ,

X

。 ,
· · ·

… …X ln 是相互独立的
,

它们的概率分别 为 q ( X :
)

,
q

( X

Z

)

,

… …q

( X m )
,

蒙特卡洛法就是对每个q ( X i) 中的 X 进行抽样
,

得到一组样本
。

自变量X Y 二
f ( X )

抽样 X {
,

X 是
, ·

~

· ·

…X 击 Y ’

X
{

,
X

{

· · · · · ·

… … X 敲 Y ’

X 个
,

X 晋
,

· · ·

… … X 备 Y ”

上述Y = f ( X ) ,

如果是所有X 的相乘函数
,

也就是所谓 “
概率相乘

” ,

如果是所

有X 相加 函数
,

就是 “
概率相加

” ,

当抽样次数相当多
, n

相当大 时 ( 50000 )
,

样 品的

统计分布特征
,

就应当近似地反映母体的特征
,

按统计的方法
,

就能得到随机变 量Y 的

频率分布
。

总之
,

蒙特卡洛法的实质就是产生服从某一 已知分布的随机变量的随机数
,

最容易

得到的随机数是 ( 。
,

1
) 区间上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

然后
,

通过适当的变换
,

即可

得到任意分布的随机数
。

假定Y 是地质储量
,

则

Y = f ( X ) 二
X

, ,
X

Z ,
X

, ,
X

‘ ,

X
,

一含油面积 X Z
一含油层厚度

X :
一砂岩型孔隙度 X

‘

一含油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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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某一单元 ( 开发层或勘探 目标 ) 的地质储量时
,

它们是相乘的; 式中的孔隙

度和含油饱和度 以普通正态分布来描绘其分布
,

若计算一个构造或一个盆 地 的 地质储

量
,

它们是若干个勘探目标的储量之和
,

即

Y = Y ,
+

Y
: 十 … … + Y

。

Á

已知Y ,

的分布
,

则该地区的总地质储量由各Y i的相加而得到 Y 的分布
。

为保证蒙特卡洛计算结果没有过大的系统 误差
,

对所产生的随机数序列进行了周期

性的检验
、

分布的均匀性检验
、

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以及随机数连贯性
、

异常性检验等
。

计算时按框图进行 ( 图 3 )

P :X :) P (X Z) P 〔y )

夕二 f 戈x
、‘

y Z 二 f (x
:
X

L,.
·‘·

”

叹 ll.
, .

…

X 压

‘

X 三

] {

!1

耳

图 3 旅特卡洛法框图 ( 随机抽样
,

Y
=

f ( X ) 的计算步骤

F 19
.
3 入Io n te ea lo TF ra m 。一

W
o r

k (
r a n

d
o

m
、a m P l i

n
g

.
e a

l
e u

l
a

t i
o n

s 亡e P o f y = f ( x
) )

频率分布是指将某一参数的原始数据划分为 若干相互 连接的小区间
,

然后
,

按这区

间将一 切数据分组
,

可得到随机变量落在各区间的频率
。

为工作方便
,

笔者取了15 个 区

间值
,

每个区间的频率除 以原始数据总个数
,

就得该区间相应的频率
。

按上述二值就可

得到直方图或频率分布曲线
,

根据频率分布作累积频率分布曲线
。

从频率分布曲线或直方图上
,

可以看出每个参数的分布状况 ( 分布范围
、

最大分布

值
、

对称状况 )
。

根据累积频率分布
,

看其陡缓趋势和
“

尾 巴” 的延伸状况来判断掌握

资料的精 度和可靠性
。

运用上述曲线来估算资源
,

为人 们提供了很多参考数值
。

现列举 以下两种情况简要

说明之
。

( 1 ) 储量数域的分布及其形态 反映在估算储量时对勘探 目标了解的深浅程度
,

而某

一个参数分布
,

反映了一定的地质 特征
,

如孔隙度的分布应该受岩相等诸地质因素的影

响
。

在特定环境和岩相带上积累越 来越多的资料
,

为今后在未知地区 工作和类 比提供了

基础
。

( 2 ) 曲线在频率趋于零处的值
,

反映了勘探 目标的最大可能和最大潜量
,

可为决

策人提供参考
,

并决定根据需要投入力量的多少
,

当考虑经济效益时
,

它是不可缺少的
。

7

.

油田规模序列法

根据世界上一 些重要油区的统计资料
,

就油田的规模而言
,

从大 油气田到小油气田

呈快速下降的趋势
。

油田规模序列法就是企图通过对盆地中所发现的一些大油气田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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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全盆地油 气旧 的规模
、

数 目和最终储量
。

此法 比较 简单
,

它只 需要知道一些大油气田

储量的资料
,

作 油田序列与储量的对数关系图
。

纵座标表示每个油气田 的 储 量 ( 取对

数 )
,

横作标表 示油气 田从大到小的序列数 (取对数 )
,

假如最大 油田序号为 1 ,

第10

个大 油气田序号为10 等等
,

图上的每一点表示了第N 个大 油田的储量
。

从世界上 的一些

统计资料来看
,

它们的关系大致呈一个直线系列
,

直线与横座标的交点即为盆地最终应

发现的油气 田的数目
。

如果限制了最小油气田规模
,

则最终油气田的数 目就会减少
。

它

们的对数关系可表示为
:

logQ 二 l
o g Q

: 一 a
l
o g N  

lo g Q
:
为直线的截距

,

其 中Q
,

为盆地最大 油田的储量
,

N 为油气田大小的序 号
,

Q

为该序号对应的储量
, a

为直线斜率
,

对不同类型的盆地
,

斜率也不同
,

所 以
,

也 可 称

斜率
a
为盆地类型系数

。

主要油田发现序列在图上呈大致的直线关系
,

而当直线出现拐弯时
,

往往是小油 田

成批出现的阶段
,

说明该盆地的勘探已接近中
、

后期了
。

如结合地质类比法
,

把油田规模序列法推而广之
,

则可建立一 套一套标准盆地的规

模分布图
,

也就是确定它们的直线截距和斜率
,

即最大油田的规模和盆地类型系数
。

其

它未知盆 地的参数可与各标准盆地相类 比或进行适 当的修正来确定
。

类比的结果可作为

对未知盆 地未来的油气田数 目和规模的大致估计区
。

除阿拉斯加外
,

美国是世界上勘探程度最高
,

并有多类型沉积盆地的大 区
.
有30000

个已发现的油气田
。

根据这些油气田
,

依万赫作了 美国混合盆地型的曲线
,

提供了具有

10.以阅口
油田类骊

超 级
‘仪幻

一5oo_特 天

亚特大

大

中

小

100501025

月月自自

‘---------

\\\\\\\\\\\\\〕〕〕

\\\

\ 九
‘‘‘‘

.............

里里、、辣
、、

决决
!!!!!

\\\\\\\\\\\\\
〕〕

, . ,
二

, . , ,,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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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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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齐油 田 二 0
.
2 6 亿桶 ( 图 中确定 ) 总可采 储量 = 12 亿桶 ( 总和 )

注
:

原 油 因比 重不 同
,

其重 量随地而异
,

一般定为七桶 为一吨

图 4 美国油气田规模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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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油田规模平均分布模式
。

未知盆地就可参照它的斜率
,

以本盆地最大油气田储

量为起始点
,

作混合曲线的平行线 ( 如 图 4 )
。

从这条新 线上就可确定未发现油气田的

平均数 目和规模
。

此外
,

依万赫还根据不同沉积盆地的地质特征
,

分成八种具有不同石

油潜力的类型
,

作出油田规模分布图
,

以供其它盆地类比
。

王幼梅等曾对松辽
、

渤海湾
、

准噶尔等盆地使用了油田规模序列法
,

发现了类似的规律性
。

二
、

适用阶段和适用的评价区

任何一种油气资源评价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和完满无缺的
,

各种方法都只能适用于石

油勘探和开发的某个 阶段或某个范围
。

例如
,

地质类 比法在勘探之前或勘探初期可 以给

出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量的粗略估计
,

但这种方法在勘探末期或油田开发阶段
,

这种粗

略的估计就变成多余的了
。

又例如
,

在油田开采 以前
,

无法使用物质平衡法
,

而在开采

以后
,

物质平衡法比其它方法具有更高的优越性
。

看来
,

不 同的评价方法
,

主要适用于不同的评价阶段
,

但有的方法 适 用 的 阶段较

长
,

它不但适用于勘 深早期
,

而且也适用于勘探中期 , 有的评价方法则只适用于中期
,

有的则只 适用于晚期
,

现列表说明几种常用方法的适用阶段与适用的评价区
。

仅供参考
。

表 1 常用油气资派评价方法适用阶段和评价区

T ab le 1 A pp rop riate m odes of resou ree eva lua tion for

d istinet e又 p l
o r a t i

o n s t a g e s a n d 0 1 1 a r e a s

适 用 阶 段 }

书 一 价段

别 远 长
‘、

(
) 吮探 {)叮)

二 阶 段

,
: 幻 期

有 三 价 段

勘 探 中 助

第 四 阶 段

七 探 晚 期

第 五

开 发

阶 段

尽今 段

适 用的 评 价 区

含}由
’

毛盆 地
、

石 油 带

生油 岩 沐 积 法 含 犷由气盆 地
、

石 油 带

储油 岩 沐 积 法 石 油带
、

油 栽

于水积速 变法 含油 气盆 地
、

石 油 带

单圈 院
r长补

「
乃部

。
写f月

多 阅 门 ;冲积
一

去 石 油带

物 吸平 冷
一

法 已开 采的 i由藏

蒙 特 }
,

川 价扣
,

止
泊

’

又盆 地
、

石 油
、

油藏

油 旧 规 校 序 列 含 油 气盆 地

泣; 实 线表 示土 女 使用 阶段 , 虚 线表 示非主 要 使用 阶 段
收 摘日期 1984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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