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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地质与石油的形成及开采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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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其在工业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始终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是目前世界范围

内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特别是在我国工业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社会对石油资源的需求量更是与日俱增，在

这种情况下加强对石油地质结构、石油形成过程等问题的研究十分有必要。本文就根据相关理论知识，对石油地质与石油

的形成与开采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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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它的形成机理比较复杂，

形成时间非常复杂，往往需要漫长的地壳运动和地质条件

演变，才能最终形成储藏在地层当中的石油资源，对石油

地质与石油的形成与开采的关系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更

好地理解石油资源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判断石油地

质结构特点、确定开发方案的具体细节。我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对该问题

进行解析，明显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1 石油地质与石油

1.1 石油地质与石油构造

第一，石油蕴藏特点。石油资源往往储藏在沉积盆地

含油气的盆地之中，而沉积盆地则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

动才成型的一种特殊地质构造，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来看，

我国的沉积盆地数量比较多，经过工作人员的一系列探测，

发现这些沉积盆地当中大都储藏着数量不同的石油资源，

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1]。从某种角度来说，石油资源和沉积

盆地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几乎所有的石油资源都储存在

沉积盆地之下，沉积盆地当中的流体矿床赋予了石油资源

储藏的空间，其流动性决定了其储藏难度，因此只有比较

特殊的地质构造才能保证石油资源的储藏稳定性。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根据石油在沉积盆地中流体矿床储藏这

一特征，工作人员也可以更加便利地完成石油资源的寻找、

勘探和开采等一系列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要进一部

了解石油资源的储藏特征，并分析其在沉积盆地中的具体

储藏位置，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石油资源开采事业的发展。

第二，石油地质构造特点。石油地质构造比较特殊，相比

于常规的地质构造而言它具有两方面的特点：（1）石油地

质构造大都为沉积盆地，在非沉积盆地的区域也有储藏，

但是量比较少且没有太大的开发价值。根据实际的工作经

验来看，在寻找石油资源储藏位置的时候，可先筛选沉积

盆地的特殊地质结构，在此基础上进行勘探，通常能够更

加高效地完成勘探任务；（2）石油地质构造往往具有空间性，

即其所在的地层结构中往往存在大量空间和空隙等，这也

能够为工作人员寻找和勘探石油资源提供一定的支持。在

今后的工作中，技术人员可根据石油地质构造的特征等进

行勘探工作，并对原有的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模式进行调整，

以扎实的理论保障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我国石油资

源勘探工作的长远发展 [2]。

1.2 石油地质与石油形成及开采之间的关系

第一，石油地质与石油形成的关系。石油资源的形成

过程和地质结构息息相关，根据地质学家的大量分析和研

究可以发现，石油资源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是工作人员仍

然可以通过待勘探区域的地质条件确定石油的分布状况和

石油的含量等，同时还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地质运动规律等，

判断石油资源可能储藏的地层位置，通过对地质结构、地

质运动特征的综合研判，保障石油资源勘探的效率和准确

性。根据目前石油资源和地质构造的相关研究结果来看，

石油资源的形成除了和地质构造及地质运动有关之外，还

和生物的死亡、埋藏有关，一些生物有机体在上千万年的

转化以后，逐渐才变成具有应用价值的石油资源，据此也

可以更好地判断石油资源所在的位置，结合本地区地壳运

动情况，对油田位置和含油量进行确定，在此基础上进行

石油资源开采，往往能取得意料之外的效果。相比于一些

简单的制造业，石油勘探及开采行业的技术含量更高，对

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一些比较复杂的操

作通常需要拥有专业化素质的勘探人员才能完成，然而从

实际情况来看，仍然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对石油地质与石油

形成的关系不够了解，这给石油的开发和勘探工作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不利于我国石油资源的正常开采和稳定供应，

也不利于我国工业化建设乃至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

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对石油地质与石油形成

的关系的研究，从而避免其给我国石油资源开采带来负面

影响 [3]。同时，在进行勘探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除了要综

合考虑本地区的地质条件之外，还需要根据生物条件等判

断是否具有形成石油资源的可能性，并对石油资源的储量

和储藏位置进行有效勘探，确保我国石油资源的开采效率。

当然，石油地质与石油形成的关系目前还未能完全探明，

比如说在实际的石油勘探中遇到的红地层问题，就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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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造成了一定的疑问，红地层的出现让有机生油理论这

一基本原理受到了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机生油理

论虽然在一些极特殊情况下存在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

但是其基本理论还是正确的，人们始终相信石油资源是由

生物有机质在地层作用下形成的，然而红地层中出现石油

资源，却让这一有机生油理论的正确性受到了严重影响。

红地层不仅仅存在于中亚地区，在我国的玉门老君庙油田

中就存在典型的红色地层储油情况，按照传统的有机生油

理论，该地区地质结构中只有三十米厚的棕褐色泥岩，并

没有标准的生油层，但是在开采过程中，红地层中却含有

大量的石油资源，具有一定的开采价值。除此之外，塔里

木盆地叶城柯克亚的油田同样具有千吨以上的石油资源储

备，同样存在于红地层当中，也没有标准生油层结构，根

据地质学家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

该地层通过断层与罗系沟通，第三季的油来源于侏罗系生

的油倒灌，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一解释并不能覆盖所有红地

层储油的问题，基于有机生油理论的推断并不能解释中亚

地区红地层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对石油地质与

石油形成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索，尝试从地质结构条件、

无机化学条件等方面重新分析石油资源成因，为石油资源

开采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石油地质与石油开采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初步取得成果，社会生产模式和人民群

众的生活模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石油资源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原有的石油资源开采能力在今天已经不再能充

分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石油地质与石油开采

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早在上个世纪初，

地质学家在石油资源当中的出现了生物有机质，这为有机

生油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让人们逐渐形成了有机物和地

质运动条件下构成石油资源的思路，也正是在这种思路的

指导下，人们开始将石油形成和古生物连接起来，并建立

了基于有机生油理论的石油资源勘探技术模式，工作人员

通过寻找古生物的痕迹判断本地区是否可能存在石油资源，

这在一段时间内保障了石油资源的勘探准确度等，让石油

资源供应更加稳定，但是仅仅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开展工

作，显然不能满足新时期石油开采需求。工作人员必须要

对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明确石油地质与石油开采的关

系，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石油资源勘探技术进行积极调整，

确保我国石油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开采 [4]。

2 石油的勘探技术

石油资源的勘探工作十分重要，在充分了解石油地质

及石油的形成与开采的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各种各样的勘

探方法确定石油资源储存特点，是保证石油资源开采效率

的必然选择。而地球化学勘探分析方法是其中最常用的一

种技术，它主要是通过对地层中气体成分进行含量分析，

确定气体中的烃气体含量来判断该地区是否储存有石油资

源，相比于传统的物探技术，这种化学分析技术明显具有

更高的效率和更突出的准确度。工作人员可以在对油田上

方气体中的烃气体含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油田位置

的地下水含量和矿石中的硫酸盐含量以及汞、碘含量等确

定石油资源的储量等，以便于更好地完成勘探任务。除此

之外，地球物理测井法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勘探技术，它

主要是对油井壁进行钻孔来分析井内的热力条件，进而确

定石油资源的储藏量，在实际应用中确实发挥了比较可观

的作用。同时，经过技术人员的不断改革创新，声波变密

度测井、放射性测井、声速测井、电阻率测井等技术越来

越成熟，在特定勘探设备的支持下，工作人员得以更准确

地了解井下条件，为后续的石油资源开采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中，所谓的电阻率测井方法主要是利用测电电极和供电

电极之间的电势差确定钻孔位置的岩石结构电阻率，从而

确定该地层的结构和石油储量等，具有比较高的应用价值；

而所谓的声速测井，主要的原理是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

播速度不同，工作人员通过功能性探头和发射探头等确定

声音在固定结构中的传播时间，从而判断该区域的介质条

件，确定其岩石结构和石油资源的情况；放射性测井技术，

顾名思义就是以放射性测量技术对钻孔位置的元素种类进

行判断，通过中子测井和自然伽马测井两种放射性检测方

法，确定地层中的元素种类，为后续的石油资源开采提供

有力支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人们越来越了解

石油地质和石油的形成与开采关系的情况下石油资源勘探

技术将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样化，在保障我国石油资

源供应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5]。

3 结论

石油资源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对地质条件和生物条

件有着比较高的要求，随着石油资源勘探工作的发展，原

有的理论基础在今天也逐渐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要重新探索石油地质与石油的形成及开采的关系，以便

于更好地确定石油资源所在的区域及地层，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有效开采。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研究，我国的石油

地质与石油的形成与开采的关系研究工作初步取得了成果，

在今后的工作中仍需以此为课题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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