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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六大气区之一，为中国天然气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海相克拉通沉积厚度达4000～

7000 m，天然气富集层系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主。为了指导该盆地海相碳酸盐岩下一步天然气勘探的方向和目标，本

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多年来的勘探经验，从控制油气成藏的关键地质要素出发，系统总结了四川盆地海相碳酸盐

岩天然气富集规律，认为：“源控性”——烃源岩在空间上的互补性分布总体控制了天然气的纵横向展布，纵向上距

离烃源岩较近的储集层含气性普遍较好，平面上油气藏围绕优质烃源岩发育区（生气或油中心）呈环带状分布；“相

控性”——有利的沉积相带对储层发育、天然气富集控制作用明显，即“相控储、储控藏”；岩溶作用改善了碳酸盐岩

气藏储集层的储渗条件；古隆起继承性的发展控制了油气的早期运聚成藏；现今构造对天然气藏再调整、再分配的

重要控制作用。综合应用天然气富集规律认识，四川盆地获得多个重大突破和发现，提交探明储量超万亿m3，极大

地促进了中国天然气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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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Basin, as one of the six atmospheric regions in China,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in China. The thickness of marine craton deposits is 4000-7000 m, and marine carbonate rocks are the

main gas enrichment strata. In order to further guide the direction and target of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for marine carbonate rocks in

the basin, the author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many years’exploration experience and starting with key g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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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controlling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hav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regularity of natural gas enrichment in marine

carbonate rocks in Sichuan Basin, and reached some conclusion: "source control" on the whole controls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of source rocks in space, and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gas shows that the gas-bearing property of reservoirs

which are close to source rocks in vertical direction is generally better, and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s around

high-quality source rocks (gas or oil center) is circular; the "facies- controlled" favorable sedimentary facies zone has obviously

controlled reservoir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gas enrichment, that is, there exist "facies-controlled reservoir and reservoir-controlled

reservoir"; the karstification improves carbonate rocks, i.e., improves reservoir permeability conditions of gas reservoirs;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of paleo-uplift controls the early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s; and present 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readjustment and redistribution of gas reservoirs.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regularity of

natural gas enrichment, Sichuan Basin has made several major discoveries and breakthroughs and submitted proven reserves

exceeding trillion square meters,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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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六大气区之一（鄂尔多斯气

区、四川气区、塔里木气区、柴达木气区、松辽气区、

珠江口气区），为中国天然气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随着勘探理论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四川盆地

大气田发现的数量和频率不断增大，天然气储量和

产量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底累计提交探明储

量近3.5万亿m3，累计产量近5600亿m3。四川盆地

中部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地区发现了中国单体规

模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整装气田—安岳特大型气

田，提交探明储量8487.79亿m3，蜀南国家页岩气示

范区：长宁—威远地区提交探明储量2673.59亿m3，

川西地区中二叠栖霞组获得重大勘探突破和发现，

极大地展示出四川盆地海相碳酸盐岩良好的天然

气资源勘探前景。

四川盆地是中国碳酸盐岩层系发育最全的盆

地，天然气富集层系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主，从前寒

武系至三叠系均有分布（戴金星等，2003；杜金虎

等，2014；徐春春等，2014；杨跃明等，2016）。从陆

相到海相存在 6套广覆式分布的烃源岩，烃源条件

相对较好；发育上震旦统灯影组、下寒武统龙王庙

组及中二叠统栖霞组等多套滩相+岩溶的优质储

层；存在多套间互式分布的泥页岩、膏盐岩和致密

碳酸盐岩，区域盖层条件较为优越。经过60余年的

持续研究和勘探实践，四川盆地海相碳酸盐岩天然

气富集规律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客观和系统的认识，

杜金虎等（2014）、徐春春等（2014）、魏国齐等

（2015）、杨跃明等（2016）研究了川中乐山—龙女寺

古隆起震旦系—下古生界天然气成藏的基本条件

和富集规律；杨光等（2016）分析了多旋回构造运动

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对沉积、成岩及成藏的控制作

用。为了指导该盆地海相碳酸盐岩下一步天然气

勘探的方向和目标，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勘探

经验，从五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四川盆地海相碳酸盐

岩天然气成藏富集规律，论述如下。

2 烃源岩控制了天然气的宏观分布

四川盆地四套主要的海相烃源岩总体控制了

克拉通海相沉积体系中天然气纵横向的分布。

2013年4月，高石17井的钻探证实了下寒武统德阳

—安岳克拉通内裂陷的存在（杜金虎等，2014；徐春

春等，2014；魏国齐等，2015；杨跃明等，2016），改变

了前人对筇竹寺组烃源岩分布形态和评价参数的

认识，裂陷区烃源岩厚度 50～450 m，有机质丰度

0.50%~7.56%，生气强度 20~120 亿 m3/km2，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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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评震旦系—寒武系资源量较第三次资评增加近

20倍。深层地震资料解释表明，德阳—安岳克拉通

内裂陷分布受断裂控制。裂陷内部及两侧发育NW

为主的张性断层，表现为断陷特征，边界断层断距

大，且具有从北向南断距变小趋势，高石梯—威远

以南断层不发育。受断裂控制克拉通内裂陷的形

成演化史分为3个阶段：始于震旦纪，发展于早寒武

世早期，至早寒武世晚期消亡，其由川西海盆向克

拉通盆地延伸，宽度50～300 km，南北长320 km，面

积6万km2。裂陷内灯影组厚度薄，下寒武统泥页岩

填平补齐，地层厚度加大。裂陷内部发育下寒武统

麦地坪组、筇竹寺组厚层优质烃源岩，其中筇竹寺

图1 四川盆地寒武系麦地坪组+筇竹寺组等厚图和筇竹寺组生气强度图
Fig.1 The isopach map of Cambrian Maidiping and Qiongzhusi Formation shale source rock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lated gas

reservoir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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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烃源岩厚度 300 m，是台地的 2倍，平均有机碳含

量 2.17%，为深水陆棚相腐泥型优质烃源岩。近期

发现的安岳特大气田和早期发现的威远—资阳含

气区均位于裂陷的两侧肩部，明显显示出天然气成

藏的近源特征（图1），截至2018年，安岳特大型气田

已提交探明储量近万亿m3。由成藏匹配可知，临近

裂陷的边缘带成藏最有利，在安岳大气田发现后，

四川盆地的勘探工作者沿着裂陷槽（优质烃源岩分

布区）向南北扩展勘探领域（杜金虎等，2014；徐春

春等，2014；魏国齐等，2015；杨跃明等，2016）。在

盆地西南地区由于加里东运动的剥蚀作用下寒武

统筇竹寺组厚度向西逐渐减薄，一般只有几十米至

几米不等，生气强度低于 20亿m3/km2，对震旦系含

气性有明显影响。

志留系泥质烃源岩平均厚度 203 m，有机碳含

量 1.52%，生气强度 25亿～30亿m3/km2。在川东腹

地，石炭系直接覆盖在下伏志留系烃源岩厚值区，

烃类运移距离短，近源成藏条件优越，川东地区的

石炭系整体含气性好，截至 2015年，已获得探明储

量 2411.96 亿 m3。在川东—川中志留系剥蚀边缘，

石炭系含气性比川东地区要差，仅获得一些小产气

井，显示了烃源岩展布对天然气富集的重要影响。

规模性分布的烃源岩控制了四川盆地大中型

气田的宏观分布，纵向上，距离烃源岩较近的储集

层，由于油气源供给相对充分，其气藏含气性普遍

较好；平面上，油气藏围绕优质烃源岩发育区（生气

或油中心）呈环带状分布。

3 沉积相带对天然气富集控制作用
明显

碳酸盐岩储集性能的好坏和沉积相带关系密

切。一般来说，相对高能的沉积相带是优质储层发

育的前提条件。碳酸盐岩在沉积后，虽然会遭受多

期破裂作用或岩溶作用的改造，储渗性能可能变

好；但沉积时的岩相和岩性条件决定了后期改造的

成效。若沉积时水体安静、能量较低，形成泥粉晶

结构的致密碳酸盐岩，则后期建设性成岩作用很难

将其改造为优质储层。相反，高能颗粒滩相，叠加

后期合适的岩溶作用，则容易形成储渗性能俱佳的

优质储层。究其原因，颗粒滩相往往存在原生孔

隙，即使经过压实和胶结作用使其致密化，仍然可

以保留部分储渗空间，为后期的流体溶蚀提供了必

图2 四川盆地三叠系飞仙关组沉积相图
Fig.2 The sedimentary facies map of Triassic Feixianguan Formation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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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流通条件。

四川盆地沉积体系多，在海相碳酸盐岩层系

内，主要发育碳酸盐岩台地相沉积，且以台内相为

主，总体上沉积分异小，导致台内颗粒滩体在纵横

向上迁移变化快，使储层常呈较局限的透镜状产

出，气藏多以中小型为主，二叠系生屑滩气藏、嘉陵

江组和雷口坡组的台内滩相气藏多属此列。但如

果沉积相在横向上具有较大的分异，在深浅水的过

渡相带，则会形成厚度较大、平面上具定向连续的

储层发育带，后期的天然气也在此基础上富集而成

藏，形成颇具规模的环深水相带大型气藏群（雷卞

军等，1994; 罗平等，2006；王一刚等，2006，2007，

2008，2009；曾伟等，2007；洪海涛等，2008），如二叠

系、三叠系环开江—梁平海槽台地边缘带礁滩气藏

群即为此例（图2）。川中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已发

现的安岳特大型气田、威远气田及资阳含气构造呈

扇状的、鼻状的展布。现今构造低部位大规模成藏

的重要机制可概括为古裂陷及其控制的早期古隆

起、古丘滩体储层、岩性-地层古圈闭“四古”要素的

时空有效配置。安岳特大型气田受“四古”要素控

制，在古隆起现今低部位岩性-地层圈闭大规模成

藏。德阳—安岳两侧发育灯影组克拉通内镶边台

地，丘滩体沿台缘带呈U型展布，面积达3×104 km2；

龙王庙组发育缓坡“双颗粒滩”，滩体沿桐湾期碳酸

盐建隆展布，面积达8×104 km2（罗冰等，2015）。

近年来，有学者在二叠系茅口组评价研究中，

提出了“热次盆相”的概念（何幼斌等，1996；蒋志斌

等，2009）。即沉积盆地局部范围在区域构造运动

背景下，受到热异常事件影响，改变了原有的沉积

环境，形成与热异常相关的沉积建造，此局部范围

称之为热次盆。阶段研究认为茅口组“热次盆相

带”呈北西-南东向贯穿盆地，与北西向基底断裂走

向一致，面积约 1.8 万 km2（川中—川西区块 1.3 万

km2）（图 3）。该相带岩性表现出“硅云组合”的特

图3 四川盆地二叠系茅口组二段沉积相图
Fig.3 The sedimentary facies map of the second member of Permian Maokou Formation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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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野外剖面上白云岩夹层状燧石或条带状燧石团

块；薄片下白云岩富含硅质，硅质充填在白云石溶

孔溶洞中；可见含热源物质的热水矿物如石英、黄

铁矿等。地球化学分析认为，该相带白云岩、硅质

白云岩和层状硅质岩均为热水成因。早二叠世晚

期，四川盆地处在拉张背景，来自于基底断裂的热

水，来源于深部岩浆流体的热液，携带大量化学活

动性强的物质组分，释放出大量的热能，促使流体

与围岩发生各种物理化学反应，沉积或交代形成层

状硅质白云岩、白云岩，同时发生埋藏溶解作用，改

善储层的储集性能。白云岩以细—中晶为主，溶蚀

孔洞发育，厚度在5～35 m，具有良好的储集性及含

气性。“热次盆相”的提出（何幼斌等，1996），以及茅

口组层状孔隙性白云岩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二叠

系茅口组仅发育岩溶缝洞型储层的固有认识，开启

了一个中二叠统勘探的潜在领域。

总之，四川盆地碳酸盐岩沉积相带对储层发

育、天然气富集的控制作用显著，即“相控储、储控

藏”。大中型气藏均处于有利的沉积相带，因此，寻

找有利储层发育的沉积相带仍是天然气勘探的重

点方向。

4 表生岩溶改善了碳酸盐岩气藏的
储渗条件

岩溶作用是碳酸盐岩形成储集空间最主要、最

关键的成岩作用，是有利储层发育区预测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岩溶最早的涵义仅指“喀斯特”作用，

现在通常指沉积物在沉积之后发生的所有的溶蚀

作用的总和，按溶蚀特征可分为3类：同生-准同生

岩溶、表生岩溶、埋藏岩溶(雷怀彦等，1992；强子同,

1998;王士峰等，1999)。

同生、准同生岩溶属于早成岩阶段岩溶，也称

之为层间岩溶，指沉积物在沉积后尚未完全固结之

前产生的溶蚀作用，此时沉积物尤其是水体较浅的

滩体尚未脱离近地表环境，在大气淡水的作用下，

容易产生选择性溶蚀而形成早期孔隙。同生岩溶

往往产生于常暴露地表的地貌高部位，溶蚀规模

小，形成的孔隙在埋藏过程中往往被胶结，对天然

气储集空间的贡献有限。埋藏岩溶则指沉积物已

脱离了地表环境影响并已固结情况下，在埋藏环境

中产生的岩溶作用。埋藏岩溶需要地层水流动才

能发生，在流体释压地带，如断裂破碎带和裂缝集

中带表现显著。在保存条件好、构造应力弱、断裂

不发育的地区寻找埋藏溶蚀有利区，目前还缺乏有

效的手段。

在 3类岩溶作用中，表生岩溶作用可以形成大

规模连片分布的储集空间，对天然气勘探具有重要

价值。表生岩溶也叫“喀斯特”岩溶，指沉积物在经

历了埋藏阶段固结成岩后，又被重新抬升至地表，

地层在遭受剥蚀的同时发生地表水溶蚀作用，也称

之为风化壳岩溶。表生岩溶作用的范围比较广，和

地层抬升露出水面遭受剥蚀的范围一致，四川盆地

表1 四川盆地碳酸盐岩表生岩溶作用期次及对储层的影响分析
Table 1 The analysis table of supergene karstification period and its influence on reservoir in Sichuan Basin

表生岩溶期次

桐湾期

加里东期

云南期

东吴期

印支期

对应风化面

桐湾运动－震顶风

化面

加里东运动－下古

风化面

云南运动－石炭系

风化面

东吴运动－阳新统

风化面

印支期运动－雷口

坡组风化面

最大剥蚀

厚度/m

300

1000

100

150

400～600

持续时间/Ma

10

＞100

15

6

9

对储集空间改

造趋势

建设性

双面性

建设性

建设性

双面性

成 因 分 析

碳酸盐岩厚度大，相对质

纯，溶蚀孔洞有利保存

碳酸盐和碎屑岩互层分布，

碳酸盐不溶物含量高，地貌

高差小

地层厚度薄，表生岩溶和埋

藏岩溶改造彻底

厚层灰岩，性脆，易产生裂

缝，顺缝溶蚀产生溶洞

碳酸盐岩和膏盐岩互层分

布，垮塌易充填

有利储层控制要素

岩溶斜坡有利溶蚀

在探寻古隆起核部风

化岩溶储层的同时，

积极寻找相控孔隙性

储层

地层残留厚度大于

10 m区域

裂缝易产生的各种构

造转折部位和滩相的

叠合区

优先选择颗粒滩相储

层发育区

* 剥蚀厚度和持续时间由地层缺失程度估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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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层系的5期表生岩溶作用范围均是盆地级

别的。

四川盆地碳酸盐岩层系表生岩溶可识别出 5

期，相对应5个古风化面（表1）。5期表生岩溶与盆

地内几个重要的产层都有密切的关系。上面提到

四川盆地碳酸盐岩沉积以台内相为主，沉积分异

小，滩体不连续。但表生岩溶作用可以使风化壳附

近的储集层受到建设性改造，表生岩溶侵蚀改造，

使碳酸盐岩大面积产生溶蚀孔洞，形成连片的储集

层，并改善储层孔渗条件。改变滩体储层不连续的

局面，形成一定区域内分布的发育条件相近的连片

储集层。石炭系储层在区域上大面积展布实际上

早已超越了沉积滩体的控制，就是因为其顶部的风

化岩溶作用对储层的大面积改造所形成，也造就了

气藏群在平面上的规模分布。中二叠统有利储层

受构造作用和岩溶作用共同影响，沿着断裂带裂缝

化作用+深成岩溶形成的碳酸盐岩储集体，储层发

育区主要为裂缝易产生的各种构造转折部位和滩

相的叠合区。

总体来说，表生岩溶对四川盆地碳酸盐岩储集

空间的发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启了更为广泛的后

期埋藏溶蚀的流体通道。其发育程度还可通过岩溶

地貌恢复等手段进行预测，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对

天然气勘探中区带评价和目标评选意义重大。

5 古隆起继承性发展控制油气早
期运聚成藏

古隆起对天然气的富集控制作用早已为石油地

质家们所认知，也为勘探实践所证实。如果古隆起形

成时间早、规模大、继承性强，将是寻找大天然气田的

最有利区带。四川盆地存在两期大型古隆起：加里东

期乐山—龙女寺和印支期泸州—开江古隆起。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在1970年代发现之后，一

直受到勘探家们所重视，开展了多轮的研究和勘

探。“八五”期间，宋文海等在国家攻关课题中对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和描述，评

图4 四川盆地二叠系沉积前古地质图
Fig.4 The paleogeological map of predepositional Permian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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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四川盆地乐山—龙女寺古隆起高石梯—磨溪天然气藏演化和构造演化图
Fig.5 The evolution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s and tectonics of Gaoshiti-Moxi area in Leshan- Longnüsi paleouplift of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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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了含天然气前景。“九五”期间徐世琦和“十一

五”期间洪海涛等又开展了两轮攻关研究，重新刻

画了古隆起的分布形态（图 4），提出了勘探部署建

议。在科研工作者持续不断的攻关研究支持下，在

勘探家们不屈不挠的探索下，“十二五”期间终于获

得重大突破，发现了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特大型整装

气田—安岳气田，成为古隆起勘探的经典案例，古

隆起对天然气的运移富集作用再次得到确认（雷卞

军等，1994；何幼斌等，1996；王一刚等，2007；蒋志

斌等，2009;洪海涛等，2011；杜金虎等，2014；徐春春

等，2014；魏国齐等，2015；杨跃明等，2016；杨光等，

2016）。加里东运动形成了乐山—龙女寺大型古隆

起，奠定了震旦系天然气富集带形成的构造基础。

古隆起自形成后，虽经历多期构造运动，除威远、资

阳地区后期构造变形强烈外，磨溪至龙女寺一带构

造变形较弱，古隆起形态较完整，利于天然气的聚

集与保存；晚奥陶世—早志留世发生的多期次构造

运动，古隆起轴部奥陶系乃至寒武系遭受剥蚀，形

成了多期不整合面，利于岩溶储层形成及天然气运

移通道；古隆起轴部的震旦系—下寒武统烃源岩到

二叠纪末进入生油窗，使该区天然气资源得以最大

限度的保存。晚燕山—喜山期，古气藏发生调整改

造，成为现今多类型气藏分布格局。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形成后一直继承性发展，

始终为天然气运移指向部位（图5），且后期变形弱，

天然气藏形成后可长期保持。可以说，安岳大气田

的形成，是各种优越成藏条件的最佳匹配而成，其

中古隆起的存在则是最关键的因素（洪海涛等，

2011; 杜金虎等，2014；徐春春等，2014；魏国齐等，

2015；杨跃明等，2016；杨光等，2016）。

印支期，泸州—开江古隆起开始形成，从四川

盆地上三叠统沉积前古地质图（图 6）可以看出，泸

图6 四川盆地上三叠统沉积前古地质图
Fig.6 The paleogeological map of predepositional Upper Triassic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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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开江地区雷口坡组的剥蚀程度最强烈。泸州古

隆起剥蚀到嘉陵江组、开江古隆起剥蚀到雷一段、

雷二段，向古隆起两侧地层保存厚度逐渐增大。这

个期间，志留系烃源岩开始大量生烃，以志留系为

烃源的石炭系则围绕开江古隆起形成范围较大的

古油藏（或古气藏）。

古天然气藏受后期的构造改造后调整为现今

的条带状气藏群。目前已探明的石炭系大中型气

田基本上分布在古隆起核部和上斜坡部位。近期，

有学者提出开江古隆起在前震旦纪已有雏形，即基

底隆起。格架剖面上显示在隆起区震旦系沉积减

薄，向隆起核部出现超覆现象，向两侧凹陷区震旦

系加厚，对上覆寒武系的沉积也产生一定影响，影

响范围在盆地内部面积约 1万 km2，包括了黄龙场、

达州、开江一带。这一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目前，中国石油西南天然气田公司正在该地区开展

工作，希望能在川东地区震旦系—下古生界领域取

得突破（杨跃明等，2016）。

另外，印支期泸洲古隆起的形成对下三叠统天

然气运聚的控制作用也十分明显，该观点前人已作

了大量详细论证，本文不再赘述。

6 现今构造控制了天然气藏现今分布
格局

在天然气富集规律的研究中，前述烃源岩、沉

积相、古岩溶、古隆起均在宏观上影响着天然气的

富集趋势，对含天然气有利区带评价意义重大。但

在一个有利区带中寻找具体的天然气藏，现今构造

则成为优先考虑的决定因素。所以，在目标评价研

究中，圈闭识别和圈闭评价则成为重中之重。

天然气运移的特性决定了其在构造圈闭（主要

指背斜圈闭）中是最易聚集的。在目前的勘探技术

条件下，构造圈闭也是相对简单、最易识别的圈闭

类型，勘探成效也是比较好的。从表2可以看出，截

至 2015 年底，四川盆地已发现的 316 个气藏圈闭

中，构造圈闭（主要是背斜圈闭）占了绝大多数，达

87.66％；非背斜圈闭气藏也发育在正向构造背景

中，并且气水分异程度往往和构造圈闭的闭合度呈

正比。规模较大、相对完整的现今构造圈闭发育的

地方也常是大中型气田所赋存的地方，如威远气

田、安岳特大型气田、五百梯气田、罗家寨气田等，

无不具有正向构造背景。在整体为斜坡的构造背

景中，天然气也可在斜坡的局部高点聚集形成小型

气藏，若数量众多可形成一定规模的气藏群，如龙

岗礁、滩气藏群。但由于斜坡带气水分异不彻底，

开发难度较大。川中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已发现

的安岳特大型气田、威远气田及资阳含气构造呈扇

状的、鼻状的展布。现今构造低部位大规模成藏的

重要机制可概括为古裂陷及其控制的早期古隆起、

古丘滩体储层、岩性-地层古圈闭“四古”要素的时

空有效配置。安岳特大型气田受“四古”要素控制，

在古隆起现今低部位岩性-地层圈闭大规模成藏。

在四川盆地常规气藏中，纯粹靠岩性封堵，连

局部高点都不存在的气藏类型非常少见。从已发

现的气藏、气田或含气构造的总体分布特征来看，

与现今构造格局高度吻合，显示了现今构造对天然

气藏再调整、再分配的重要控制作用。

7 结 论

四川盆地是中国大型叠合盆地，下伏海相克拉

通盆地沉积厚度达4000～7000 m，天然气储产量多

来自于海相碳酸盐岩中，以产天然气为主。天然气

富集规律由多种因素联合控制，其中构造因素为主

线，贯穿了天然气生成、运移和聚集的各个环节。

加强新区新领域的综合评价研究，强化风险勘探目

标论证和部署，四川盆地天然气勘探将会迎来新的

更大的突破。

“源控性”—烃源岩在空间上的互补性分布总

体控制了大油气田的纵横向展布，纵向上，距离烃

源岩较近的储集层，由于优质烃源岩供给相对充

分，其气藏含气性普遍较好，平面上，天然气藏围绕

优质烃源岩（生气或油中心）呈环带状分布；“相控

性”四川盆地碳酸盐岩沉积相带对储层发育、天然

气藏圈闭类型

构造

岩性

复合

合计

气藏

数量/个

277

11

28

316

比例/%

87.66

3.48

8.86

100

储量情况

储量/（108m3）

5068.83

1196.66

13797.68

20063.17

比例/%

25.26

5.96

68.77

100

表2 四川盆地气藏类型统计（截至2015年）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gas reservoir types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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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富集的控制作用显著，即“相控储、储控藏”；5期

表生岩溶整体控制了重要产层储集空间的发育；古

隆起控制了油气的早期运聚，现今构造对天然气藏

再调整、再分配的重要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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