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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油气勘探特色,注重内涵发展,建设国家重点学科

查摇 明1, 庞雄奇2, 杨少春1, 朱筱敏2, 林承焰1, 柳广弟2

(1. 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青岛 266580;2. 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2249)

摘要:本文论述了中国石油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冶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基本情况、研究方向、科研特色及发展态势,着
重论述学科近 10 年来基于科技创新取得的建设成效。 实践证明,中国石油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冶学科突出油气勘

探特色,注重内涵发展,建设成效显著,发展态势良好,在油气地质与勘探领域取得了创新性成果,构筑起了承担国

家重大科学任务的学科平台,形成了勇于攻关的科研团队,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提高了国际学术影响力;已经成为

中国油气地质理论与勘探技术方面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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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ing characteristics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valuing
inherent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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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in the past ten
years on the basic subjects, direc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es, especially the performances and
progresses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the discipline of “mineral prospecting and explora鄄
tion冶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has mad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petroleum geology and exploration:
i. e. , building up the platform that can undertake the national key scientific missions, form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s dedi鄄
cated to solve geological problems, training high level experienced researchers, and improving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influ鄄
ence internationally thanks to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n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centering on the in鄄
herenc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a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earcher training and academic exchanges in China謖s
petroleum geological theory and exploration techniques.
Key words: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petroleum exploration; basin dynamics; petroleum resources evaluation; sedimentary
deposit; reservoir description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冶学科(以下简

称本学科)源于 1953 年建立的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地

质与勘探专业,同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培养研究

生,1978 年石油地质专业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
1981 年建立石油地质与勘探硕士学科点,1986 年建

立煤田、油气地质与勘探博士学科点,2002 年“矿产

普查与勘探冶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 经过 60
年数代人的建设,特别是经过“九五冶、“十五冶、“十
一五冶和“211冶工程建设,本学科已经形成了完善

的、具有石油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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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雄厚、梯队合理、学术水平高的学术团队,拥有完

善和先进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质量显著

提高,科研创新实力显著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

成果和显著成绩。 经过长期建设,本学科在沉积盆

地动力学与盆地构造、油气形成与分布、油气资源评

价、沉积地质与沉积矿产预测等方面形成了油气特

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和学科优势,在国内外赢得了良

好的学术声誉。 近 10 年来(2003—2013 年),本学

科突出油气勘探特色,注重内涵发展和科技创新,努
力建设一流国家重点学科,在科学研究、平台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建设成效,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摇 科技创新突显学科特色及优势

近 10 年来,本学科坚持“突出特色,内涵发展,
发挥优势,立足创新冶的总体思路,针对油气资源与

探测不同领域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

题,开展科技攻关,共完成了国家 “973冶 项目 (课

题)、国家“863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

科技攻关项目(课题)、国家重大油气专项课题等国

家级项目(课题)60 多项。 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与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项目;在沉积盆地动力学与盆地构造、油气形成

与分布、油气资源评价、沉积地质与沉积矿产预测等

4 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取得显示度很高的创新性成

果。
1郾 1摇 叠合盆地油气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研究实现

理论突破

摇 摇 本学科成功实施了中国油气勘探领域第一个

“973冶项目“中国典型叠合盆地油气形成富集与分

布预测冶,与中石化合作开展了四川盆地碳酸盐岩

油气成藏机制研究,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

的系统研究和大量模拟实验,取得了理论和应用突

破[1鄄4]:淤首次基于大规模实验和数值模拟理论分

析,建立了叠合盆地碳酸盐岩油、气源岩分级评价方

法和指标体系;于建立了中国叠合盆地海相烃源岩

的 4 种分布预测模式,为海相碳酸盐岩层系烃源岩

预测提供了理论基础;盂阐明了叠合盆地深埋条件

下优质碳酸盐岩储层形成的“三元控储冶机制;榆构

建了多元供烃、构造控聚、相态转换、早期深埋、晚期

调整的成藏模式,为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和四川

盆地普光大气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以上创新性研究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 余

篇,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多个盆地的油气勘探,取
得了重大社会和经济效益; “海相深层碳酸盐岩天

然气成藏机理、勘探技术与普光大气田的发现冶获

200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于本“973冶项目

的成功实施,2006 和 2012 年本学科作为第一承担

单位和项目首席科学家单位又成功申请了第二个和

第三个国家“973冶项目“中国西部典型叠合盆地油

气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冶和“中国西部叠合盆地深

部油气复合成藏机制与富集规律冶。
1郾 2摇 大、中型油气田成藏定量模式研究攻克石油地

质研究难题

摇 摇 本学科在省部级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采用典型油气藏解剖、成藏要素精细刻画、主控因素

定量统计、成藏过程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相结合方

法,攻克了石油地质研究难题[5鄄10]:淤阐明了油气通

过优势通道运移的动力学机制和控制因素,建立了

基于烃源灶、流体输导格架和能量场三位一体综合

分析的油气运移路径预测模型;于发现并证明了油

气非稳态成藏过程,揭示了非稳态流体流动和油气

成藏的动力学类型、驱动机制和地质———地球化学

识别标志;盂成功开展了深盆气成藏过程的模拟实

验,阐明了深盆气的成藏机制,建立了动力学预测模

型。
基于以上创新性研究发表论文 97 篇,其中 SCI

收录 20 余篇,EI 收录 30 余篇。 研究成果分别获

2003 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和 2004 年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郾 3摇 陆相断陷盆地隐蔽油气藏形成机制与勘探形

成理论和方法体系

摇 摇 本学科在国家“十五冶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及中石油、中石化攻关等项目的资助下,围
绕隐蔽油气藏成藏机制、资源评价及预测技术展开

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11鄄16]:淤对陆相湖

盆的演化特点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可容空间及基准

面的变化、准层序的边界识别、测井成因层序分析以

及层序地层学在风成环境、河流冲积环境、隐蔽油气

藏的预测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于建立了陆相断陷盆

地不同区带的油气成藏模式,为剩余油气资源预测

提供了理论依据;盂提出了隐蔽圈闭形成发育和分

布规律的主控因素及其基本地质模式,指出构造演

化史和沉积体系转换是控制隐敝圈闭形成和发育的

决定性因素;榆揭示了岩性油藏三元复合成因机制,
并建立了砂岩透镜体油气充满度和含油气饱和度与

主控因素定量关系模式,为钻探目标优选提供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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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导;虞形成了陆相断陷盆地老区油气挖潜勘探

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系列。
基于以上创新性研究在 《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中国科学》等著名科技期

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EI、ISTP 三大检索

系统收录 36 篇次;在济阳坳陷中成功预测了最有利

勘探方向 3 个、最有利勘探区带 14 个和最有利勘探

目标 35 个。 相关研究成果获 2004 年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和 200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郾 4摇 形成系统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

中国油气资源评价方法与国外有比较大的差

距,长期以来不能与国际接轨。 本学科与相关单位

合作在油气资源评价方法、油气资源评价系统和海

外油气勘探战略选区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取得

了创新性研究成果[17鄄18]:淤建立了包括成因法、类
比法和统计法在内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体系,实现

了中国油气资源评价方法的整体更新;于构建了国

家级油气资源评价数据库,开发集成了相关评价方

法软件,形成了一体化的油气资源评价系统;盂系统

开展了亚洲主要含油气盆地的油气资源评价,提出

了不同类型原型盆地控制烃源岩发育,多旋回叠合

盆地控制油气成藏过程和保存条件的新认识[19],指
出了中国开拓海外的重点勘探战略目标区带。

相关创新性研究成果“油气资源评价新技术与

油气勘探效果冶获 200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亚洲石油地质特征与战略选区冶获 2006 年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1郾 5摇 提出复杂地质条件下油气资源富集理论与分

布预测新方法

摇 摇 本学科在“973冶项目、国家重大油气专项等项

目的支持下,通过对十几个重要含油气盆地与探区

的研究,取得了重要创新性成果[20鄄22]:淤创建了凹

槽区油气富集机制与模式,揭示了凹槽区油气成藏

的主控因素;于建立了断裂控藏机制与模式,将渤海

海域油气成藏模式归结为远源凸起大面积侧向汇聚

等三类,预测了渤海海域三个勘探区带并已获得油

气发现;盂建立了叠合盆地油气输导体系的类型和

结构模式,提出了不整合、断裂带输导能效定量评价

模型,有效地指导了准噶尔盆地勘探目标的选择;榆
阐明了天然气高效成藏的机制与控制因素,提出了

天然气高效成藏的定量评价方法及新指标;虞提出

了临界成藏新理论观点,解决了资源评价中有效源

岩判别、主要成藏时间厘定、油气分布预测等地质难

题。

以上创新性成果在中国东部、西部地区应用确

定出 15 个新的资源领域、360 个新的有利区带和

500 个新的有利目标,探井成功率平均较原有方法

提高 20% 。 相关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其他省部级科技进

步一等奖 3 项,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400 多

篇。
1郾 6摇 复杂油气藏精细表征及剩余油分布预测新进

展

摇 摇 以国家重大油气专项课题为依托,针对中国特

高含水、(特)低渗透、特(超)稠油、复杂断块、构造-
岩性复合等复杂油气藏开采面临的强非均质性、地
质模型不确定性及剩余油形成与分布高度复杂性等

重大开发地质理论问题与关键性技术难题开展研

究,取得重要创新性成果[23鄄26]:淤创立了基于陆相

地震沉积学、非均质综合指数、储层构型解剖的新一

代复杂油藏非均质表征方法和技术,使储层构型表

征精度高于微相级;于创新复杂断块区油藏成因理

论,建立了“因油气藏而异冶的地质建模方法,形成

了基于流动单元及储层构型的复杂油藏地质建模及

动态模型实时跟踪技术;盂建立了不同构造变形场

的致密储层裂缝发育模式和非均质岩层的岩石破裂

模型,形成了地质、测井和地震相结合的单井裂缝定

量评价、井间裂缝定量预测和开发地质评价技术,在
川西、中原裂缝性致密气藏、长庆低渗透油藏开发中

取得了很好成效。
上述研究成果为改善复杂油气藏开发效果、提

高采收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最为广泛的技术支持。
相关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

技进步一等奖 3 项;授权和申请专利各 2 项;发表论

文 80 余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40 篇;出版专著 6
部。
1郾 7摇 创立沉积盆地热演化与运移通道预测示踪新

方法

摇 摇 围绕沉积盆地形成演化过程中的热动力学与油

气成藏史重建等科学问题,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973冶和教育部重大项目等的资助下开展

了系统深入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建立了沉

积盆地热演化和油气运移示踪新方法[27鄄28]。 取得

重要创新性成果:淤创建了适用于海相盆地热历史

恢复的有效古温标方法,建立了多种古温标耦合和

同步反演恢复沉积盆地热历史的方法,解决了叠合

盆地生烃史分析和烃源灶预测的关键难题;于系统、
定量恢复了塔里木盆地和渤海海域的热历史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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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烃灶演化与分布特征;盂发现并论证二苯并噻吩

是石油充注成藏过程的有效分子示踪标志,揭示了

油气充注的方向和途径;榆完善了精确厘定油气成

藏期次与时间的方法系列,厘定了塔河油田油气成

藏充注时间。
上述创新性成果解决了烃源岩受热生烃———烃

源岩灶———运移优势通道及其示踪等成藏过程研究

的一系列方法问题,为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天然气勘

探、塔河油田向南拓展、塔河油田南部石炭系的勘探

突破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关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在

《AAPG Bulletin》、《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Organic Geochemistry》等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论

文,被 SCI 收录 20 篇,EI 收录 12 篇。
综上所述,本学科注重内涵发展和科技创新,取

得了显著成效,突显了油气勘探特色和学科优势。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本学科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9 项,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一等

奖 25 项、二等奖 30 项;共发表三大检索学术论文

761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41 篇、EI 收录论文 491
篇、ISTP 收录论文 29 篇,出版学术专著 57 部。

2摇 科技创新促进团队和平台建设

2郾 1摇 学术团队结构趋于合理

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与校内培养相结合的方

式,积极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充实学术队伍。 经

过多年的建设,本学科形成了一支年龄、职称、学历、
学缘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团队,拥有一批学术造

诣深、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国内知名度高的学术带

头人。 在教师队伍中,86% 具有博士学位,有教授

60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 (另聘任院士 4
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1 人,长江学者计划特

聘教授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973冶
首席科学家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人选 4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 8 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1 人,李四光地质

科学奖 2 人,山东省、北京市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5
人。

值得一提的是, “油气地质与勘探冶研究团队紧

紧围绕中国复杂油气藏勘探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科研

攻关,先后在油气储层地质与预测、油气藏形成与分

布、油气资源探测方法与技术、油气藏描述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部分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

破,形成了研究特色和优势。 该团队 2008 年入选首

批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并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记集

体一等功。
2郾 2摇 平台建设卓有成效

本学科非常重视平台建设,近 10 年来,先后建

成“油藏地质冶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石油天然气成

藏机理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 “油气资源与探测冶
国家重点实验室,构筑起了承担国家重大科学任务

的学科平台,对中国石油行业的科技进步起到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
自 2007 年“油气资源与探测冶实验室被批准进

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行列以来,先后投资近 5 000
万元引进或研制了碳酸盐胶结物碳氧稳定同位素分

析系统、有机元素分析仪、二维质谱仪、现代沉积测

试系统、地壳深部结构观测系统等多套大型仪器设

备,已形成了三大系列的分析测试和数据处理能力:
淤自主研制了一系列大型模拟系统;于具备较强的

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和复杂过程数值模拟能力;盂较

强的高精度分析测试能力,有效提升了实验室测试

水平。 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油气资源与探测

实验平台,促进了学科建设深度发展。 2010 年,“油
气资源与探测冶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了国家科

技部组织的评估和验收,目前实验室仪器设备总值

超过 1 亿元,实验室面积达到 5 150 m2,其中本学科

相关实验室面积达到 4 320 m2,成为本学科最重要

的科技创新平台。

3摇 科技创新提升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
质量

3郾 1摇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本学科特别重视人才创新意识培养,加强人才

培养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开办全英文国

际研究生班。 经过近 10 年的建设,本学科人才培养

水平显著提高,构筑起“矿产普查与勘探冶学科从本

科生到博士研究生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编著

各类教材 12 部,其中包括“十五冶、“十一五冶国家级

规划教材 5 部,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4 门,网络教育

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省部级精品课程 12 门,2 人

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5 人获省部级教学名师奖。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和地质工程专

业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奖(2 项)、山东省优秀教材一等奖、全
国石油高校优秀教材奖等奖励。 在学生培养目标、
培养体系、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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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和品牌,取得了显

著成效,并被社会广泛认同,学生就业率在 90% 以

上。
近 10 年来,共授予博士学位 437 人,授予硕士

学位 1755 人。 与 10 年前相比人才培养能力大幅度

提高,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水平明显提升,
2 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3郾 2摇 国际交流与合作呈现良好态势

近 10 年来,本学科全面加强了国内外学术交流

与合作,成功主办了“第五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

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冶、“国际非常规油气勘探

开发大会冶、“油气勘探理论与技术发展国际研讨

会冶、“中国油气勘探六大领域进展、经验及技术研

讨会冶等大型学术会议。
根据学校的国际化战略,本学科在教师出国进

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合作研究、聘请外籍

专家来校讲课或举行讲座、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研

究生、开办全英文国际研究生班等方面进行了广泛

的国际合作。 近 10 年来本学科与美国、德国、英国、
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的大学和研

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
例如与美国地质调查局丹佛联邦中心开展了油气资

源评价方法和非常规油气藏成藏机制的合作研究,
达成了多项合作研究协议,相关成果已在资源评价

领域的重要国际期刊发表,在完善和改进油气可采

资源量评价参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近 10 年来本学科人员参加国内

重大、重要学术会议 300 多人次,先后有 40 余人次

到上述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进修、科
研合作等,有 40 多位外国专家教授来校讲学和科研

合作,加强了国际联系,提高了本学科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4摇 科技创新明确学科研究热点及发展
态势

摇 摇 近年来,世界各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开拓新的油

气勘探领域[29],从简单盆地和地理条件好的地区向

复杂盆地和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发展,从浅层向深

层发展。 勘探目标从构造圈闭向复杂隐蔽的地层圈

闭、岩性圈闭、深盆圈闭等发展。 勘探地区从单一的

陆上浅层,发展到沙漠、极地、深层、滩海和广阔的大

陆架海域以及深海海域等。 剩余油挖潜由常规油藏

向特高含水、低渗透、裂缝性、稠油等复杂油藏类型

拓展。 已有的油气地质与勘探理论和技术不能解决

中国复杂油气勘探新问题,急需新理论和新技术支

撑。 复杂条件油气成藏理论、探测技术和开发中后

期剩余油分布规律,既是制约油气勘探开发效率的

最重要因素,也是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热点。
针对中国沉积盆地多期叠加与改造、油气成藏

条件复杂以及开发难度大的特点,本学科研究领域

呈现出如下发展态势:淤从盆地动力学背景分析油

气藏形成条件;于隐蔽油气藏的成藏机制和分布模

式成为研究热点;盂中国南方海相碳酸盐岩成为油

气勘探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领域;榆油气藏的调

整改造和保存机制成为制约复杂叠合盆地油气勘探

的重大难题;虞从储层流体流动单元、储层构型及四

维动态模型等方面揭示剩余油形成机制与分布模型

日益重要。
当今世界石油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复杂地层岩性与深层油气藏、叠合盆地及海

洋深水领域(>2郾 0 km)的油气勘探等成为中国未来

主要的油气勘探和储量增长的主要领域。 同时,致
密油、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天然气水合

物等将成为中国能源研究与勘探的重要领域[29]。
作为一个应用基础研究学科,中国石油大学“矿产

普查与勘探冶国家重点学科以油气地质与勘探研究

为核心和特色,学科的发展与石油工业的发展密切

相关,适应石油工业发展的需求、解决勘探实践中遇

到的各种难题成为本学科的总体发展趋势与目标。
“十二五冶至冶十三五“期间,本学科将在“叠合

盆地油气藏形成、改造和再富集机制冶、“复杂油气

藏描述和剩余油分布预测技术冶等方向研究的基础

上,将“非常规油气资源冶列为重要攻关方向,着力

开展非常规油气资源形成与分布的研究,重点开展

致密砂岩气、页岩油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

形成、成藏与分布评价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5摇 结束语

中国石油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冶国家重点学

科突出油气勘探特色,注重内涵发展,建设成效显

著,发展态势良好。 近 10 年来在油气地质与勘探领

域取得了创新性成果,构筑起了承担国家重大科学

任务的学科平台,形成了善于攻关的科研团队,培养

出高水平的人才,提高了国际学术影响力;已经成为

中国油气地质理论与勘探技术方面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致谢摇 本文是对中国石油大学“矿产普查与勘

探冶国家重点学科近 10 年(2003—2013 年)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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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感谢为本学科建设作出贡献的学科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团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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