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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南省海域共圈定新生代油气沉积盆地18个,成藏地质条件良好,资源潜力巨大,具有良好

的开发前景。位于南海北部的珠三坳陷、琼东南盆地和莺歌海盆地距海南岛较近,开采条件优越,

是我国最早进行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区域,目前已经形成了东方、乐东、崖城和文昌4个油气田群,

是我国海上油气的主产区之一。今后海南省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方向主要为上述三大油气盆地,通
过对探明储量的进一步开发和对中深部层位的勘探,达到接续增储的目标;随着陵水17-2大型气

田的发现和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等一系列技术突破,海南省海域油气勘探开发正向着中深水和

非常规能源领域进军。因此,海南省要依靠区位优势,借助油气体制改革的机遇,深入参与国家油

气勘探开发活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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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18CenozoicoilandgassedimentarybasinsintheseaareaofHainanprovince,

whichhavegoodgeologicalconditionsandgreatresourcepotential.Locatedinthenorthernpartof

theSouthChinaSea,withgoodminingconditions,Zhu-3depression,Qiongdongnanbasinand
YinggehaibasinareclosetoHainanisland,andarethefirstareasofoffshoreoilandgasexplora-
tionanddevelopmentinChina.Atpresent,fourgroupsofoilandgasfieldshavebeenformednear
theDongfang,Ledong,YachengandWenchangseas,whichareoneofthemainproductionareas
ofoffshoreoilandgasinChina.Inthefuture,themain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directionof
oilandgasresourcesinHainanprovincewilllocateatthethreemajoroilandgasbasinsaround
Hainanisland.Withthediscoveryof17-2largegasfieldatLingshuiseaandthesuccessfulgashy-

dratetest,oilandgas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ofHainanprovincehadbeenadvancinginto
thefieldsofmiddleanddeepwaterandunconventionalenergy.Therefore,Hainanprovince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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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yontheadvantagesoflocation,takingadvantageoftheopportunityofthereformofthehydro-

carbonconstitution,participatinginthenationaloilandgas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activi-

ties,topromotelocal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Hainanprovince,Oilandgasresources,Characteristic,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

Prospect

0 前言

海南省是全国唯一具有海域管辖权的省份,其

管辖面积超过200万km2,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

资源,在国内外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务院关

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09〕44号)中指出“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

为海南发展的六大战略定位之一,提出“做大做强

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和加工业”。

然而,海南省油气产业发展不快,尤其是在上

游的勘探和开发阶段,还没有本省部门参与其中,

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在制定产业规划和相关

政策时,数据支持不够,与油气企业谈判时,无法掌

握“话语权”,更丧失了相应的“收益权”。

1 海南省海域油气资源分布

海南省海域油气沉积盆地多、分布广、厚度大、资源

量丰富。目前共发现盆地18个,总面积约70万km2,

厚度在6000~12000m,最大超过15000m。以

16°N为界,北部海域盆地(坳陷、凹陷)有珠三坳陷、

琼东南盆地、莺歌海盆地、福山凹陷。南部海域有

中建南盆地、万安盆地、南薇西盆地、曾母盆地、北

康盆地、文莱-沙巴盆地和礼乐盆地等,其中,万安

盆地、曾母盆地和文莱-沙巴盆地油气资源前景最

佳[1]。处大陆伸展和大陆边缘伸展类沿岸内侧的沉

积凹陷以生油为主,位处其外侧及走滑伸展类沉积

凹陷以生气为主,油气资源找矿前景广阔。

2 海南省海域油气资源总体地质特征

海南省辖海域广泛接纳新生代新近纪三角洲

相、滨海—浅海相为主的碎屑岩、礁灰岩、碳酸盐岩

沉积,具有石油、天然气的生成、运移、储集、圈闭、

保存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在其广布的海底沉积

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等

矿产资源。海南省管辖海域新生代盆地的油气资

源主要产自始新统至中新统,次为上新统,且在以

16°N为界的北部海域和南部海域的油气盆地,分别

有3套和4套的生、储、盖组合,以及各异的油气圈

闭类型[4-5]。其主要特点为:油气的生成层多、储集

和圈闭类型多、盖层保存及成藏条件好。
生油生气层在北部海域有:下部为始新统,中

部为始新统、渐新统,上部为渐新统、下中新统共三

大层;在南部海域有:下部为下—中始新统,下中部

为渐新统,中部为渐新统、下中新统,上部为中—上

中新统、上新统共四大层。岩性有河湖相的泥岩、

黏土,河漫滩—港湾沼泽相的煤系地层,海陆边缘

及复合扇三角洲的泥岩,滨海—浅海—半深海相的

泥岩、泥页岩、粉砂岩、礁灰岩、碳酸盐岩[4-5]。
油气储集层按地质时代自下往上可分:北部海

域的下部为始新统,中部为渐新统,上部为下—中

中新统共3套;南部海域的下部为上始新统,下中部

为渐新统—下中新统,中部为中—上中新统,上部

为中—上中新统、上新统共4套。按岩性划分,油气

储集层的类型以碎屑岩储集层最重要,其次是礁灰

岩、碳酸盐岩储集层,岩浆岩或火山碎屑岩裂隙性

储集层,仅在局部小规模出现[4-5]。
由于北部、南部海域构造活动强度的不均衡性

和性质的差异,在各沉积盆地发育着构造和地层—

岩性等多种不同的油气圈闭类型。除不同的地

层—岩性圈闭之外,在北部、西部各盆地,以断块、

泥底辟断背斜、披覆背斜等构造圈闭为主;南部和

东部各盆地,以背斜、同生背斜、泥刺穿背斜及礁隆

等构造圈闭为主[4-5]。新生代的构造运动虽然频

繁,但强度较小且具有自盆地边部往内部减弱的趋

势;沉积间断面上下岩性变化不大,一般未遭受长

期抬升剥蚀;在多数油气储集层之上,往往有良好

的泥质岩覆盖,因此,保存条件既广又好。

3 海南省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进展

海南省辖海域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曾走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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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

合作勘探开发到自营勘探开发,从油气的上游产业

到上下游产业一体化,从近海浅水区到远海深水区

的发展历程;践行和积累了“以合作与自营并举,以

经济效益为主线,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实施科学管

理,力求优质高速高效,确保安全环保”的成功经验。

海南省海洋油气勘探活动始于莺歌海海域的

发现。1957年莺歌海发现了油气苗并开展了初步

地球物理调查,20世纪80年代在中海油和美国阿

科公司的合作下,采用地震、重磁、测深等技术方法

首次查明了该海域的地质构造特征,油气沉积盆

地、油气构造及油气资源的分布状况并预测油气的

资源量,是海南省的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开端。

20世纪70—90年代,国家以中海油为主要力

量,通过地球物理和钻井作业,对海南岛周边的珠

三坳陷、琼东南盆地和莺歌海盆地进行了系统的勘

探开发活动,发现了一批成藏条件好、资源量可观

的油气田或油气构造,部分实现了投产,海南岛周

边的英-琼盆地成为我国最早进行海洋油气资源

开采的海域,目前中海油已经在海南岛周边建成了

以东方、乐东、崖城和文昌油气田群为主的海上油

气生产基地,并与中石油、中石化积极布局南海中

南部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申请油气资源探矿权上

百个,积极进行对外合作勘探。目前在海南省海洋

勘探开发最为成熟的为南海北部的珠三坳陷、琼东

南盆地和莺歌海盆地。

珠三坳陷属珠江口盆地的西段,盆地东部以生

气为主,盆地西部以生油为主。已找到油气田和含

油气构造15个,其中已开发油田6个,是一低勘探

程度、油气勘探开发前景光明的沉积盆地[6]。琼东

南盆地位于海南岛东南部大陆架上,盆地西侧以产

气为主,东侧存在一些油田或油气田,相继发现了

崖城13-1大气田、崖城13-4气田和一批重要的含

油气或见油气显示的圈闭[7],是中国海上主要产气

区。2014年,陵水17-2天然气田的发现,标志着我

国进入了深水油气田开发的新阶段。莺歌海盆地

预测天然气地质资源量约5.4万亿 m3[8],目前已形

成了由东方1-1和乐东22-1为代表的东方气田群

和乐东气田群,均已投产,资源潜力较大。

天然气水合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通过

地震识别技术,圈定BSR的分布范围,研究其赋存

条件。2000年后,中国地质调查实施了“我国海域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与评价”等一系列项目,在

南海北 部 进 行 了 全 面 天 然 气 水 合 物 基 础 调 查。

2007年后,获取了了水合物样品;并圈定了数个千

亿方级的矿藏[10]。2017年我国又在南海北部连续试

采天然气水合物达60d,累计产气量超过30万 m3,

试采取得了巨大成功[10]。

4 海南省海域油气资源开发前景

海南省海域预测的石油资源量为144亿t,预

测的天然气资源量为12万亿 m3。但是,海南省海

域的油气勘探仅局限在其北部海南岛周边海域的

珠三坳陷、琼东南盆地和莺歌海盆地的部分区段。

随着我国陆域石油勘查(探)储量的近年渐减、

海域石油储量的逐年渐增,海南岛周边海域油气地

球物理(二维、三维地震,综合物探)、钻井作业的力

度加大,技术设备攻关克难不断深入,海南省海域

油气资源也有新的发现。2010年在东方1-1-14探

井获得日产高温高压优质高产天然气,东方13-2气

田成功获得中深部(>3000m)高温超压气层,天然

气成藏在理论和探采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天

然气勘 探 开 发 将 逐 步 迈 入 高 温 超 压 的 新 时 代。

2014年在琼东南盆地陵水凹陷,“海洋石油981”深

水钻井平台自营施钻的陵水17-2-1井钻遇天然气

层约55m,取得了中深水大型天然气田的重大

发现。

根据《海南省油气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

意见》,海南省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要坚持“立足近

海、加快深水、以近养远、远近结合”的原则,通过海

南省油气保障基地的建设和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

进步,促进油气资源的深度开发。一是重点优选海

南岛周边油气资源盆地的接续增储扩产勘查(探),

对已发现具有良好成藏条件的油气圈闭开展探索

性勘查,同时在理论上提出油气资源的新层位并开

展勘探工作,推进莺歌海盆地中深层气田的勘探,

弥补现有气田逐年减产的势态;二是继续开展中深

水油气勘探开发,推动陵水17-2大型天然气田的进

一步评价和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其他中深水油气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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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油气资源深入系统勘探,为海洋油气利用开辟

新的领域。

5 结论

海南省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其中莺歌海盆地、

琼东南盆地和珠三坳陷开发基础良好,已经成为我

国重要的海上油气基地,可开发资源潜力巨大。国

家实施“深水战略”以来,油气勘探取得了重要突

破,广大的陆坡海域将成为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具

战略地位的重要战场,展现出广阔、良好的前景。

多年来油气产业一直是海南省支柱产业之一,

但在油气勘探开发等上游领域,海南省的参与度不

高,缺少话语权。海南省应该利用自身区位和政策

优势,借国家油气体制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契

机,主动介入,积极参与,加强地企合作,推进油气

资源进一步勘探开发和市场培育,支撑海南省社会

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振湖.南海南沙海域沉积盆地与油气分布[J].大地构造与成

矿学,2005,29(3):410-417.

[2] 张光学,黄永样,陈邦产.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地震学:南海天然

气 水 合 物 的 地 震 特 征 及 成 矿 远 景 [M].北 京:海 洋 出 版

社,2003.

[3] 陈洁,温宁,李学杰.南海油气资源潜力及勘探现状[J].地球物

理学进展,2007,22(4):1285-1294.

[4] 刘昭蜀,赵焕庭,范时清,等.南海地质[M].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2.

[5] 蔡乾忠.中国海域油气地质学[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6] 张迎朝,陈志宏,李绪深,等.珠江口盆地西部油气成藏组合和

成藏模式[J].石油与天然气地质,2011,32(1):108-123.

[7] 赵民,张晓宝,吉利明,等.琼东南盆地构造演化特征及其对油

气藏的控制浅析[J].天然气地球科学,2010,21(3):494-502.

[8] 潘建纲.琼东南盆地构南海油气资源及其开发展望[J].海洋开

发与管理,2002,19(3):39-49.

[9] 李金蓉,朱瑛,方银霞.南海南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状况及对策

建议[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31(4):12-15.

[10] 吴时国,王吉亮.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后的思

考[J].科学通报,2018,63(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