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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具有盆地面积大
,

沉积岩和生油层厚
,

油气苗
、

构造和生储盖组合多三大特

点
。

一九
一

七七年柯克亚油 田获得高产油气流
,

更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
,

增强了寻找大油气田

的信心
。

由于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复盖
,

加上盆地上第三系一第四系巨厚
,

限制了勘探

工作的展开和深入
,

因此还有不少 问题至今末得到解决
。

在此谈谈我们的初步看法
。

一
、

盆地的引张作用

盆地南北受
“
古地中海

” 和 “
古亚洲海

” 两个板块的俯冲挤压
,

表现海西期天山
、

昆仑

山海槽的回返
,

盆地边缘的断层面和褶皱轴倾向天山
,

还波及地台中部巴楚地区
,

形成一些

北西向古生界褶皱
,

喜 山期挤压作用更为明显
,

使库车和喀什一叶城两个凹陷带形成成排成带

的背斜带
。

库车凹陷第三系南北宽度缩短了五公里 以上
,

喀什凹陷西部
,

由于帕米尔突起猛

烈向北挤压
,

第三系宽度缩短十公里以上
,

致使昆仑山西段形成明显弧形弯曲
。

西伯利亚和

印度两大板块的相对挤压
,

特别是伊尔库茨克突起和帕米尔突起的作用
,

塔里木盆地是处在

挤压应力场
,

这是众所公认的
。

塔里木盆地是一个 中间地块型盆地
,

盆地基底硬化程度高
,

并且经过海西一印支运动影

响
,

古生界沉积岩也固结较硬
。

因此
,

在中新生代盆地形成前有一个刚性的基底
,

而且面积

较大
。

在刚性基底保护下
,

南北挤压作用仅在盆地边部表现明显
,

而没有传递到盆地中部
。

由于地壳厚度的明显不同
,

在重力作用下
,

致使盆地 中部地慢上弯
,

从而引起地壳上层的引

张作用
。

表现在
:

1
.

海西期岩浆岩的喷发
。

如 巴楚一带下二迭统基性岩
,

以及且末断隆上酸性火 山岩的

串珠状分布
。

2
.

印支期以后大规模的断陷
。

如库车
、

切列克提
、

玉力群
、

杜瓦
、

于 田一若羌
、

满加

尔等断陷
,

沉积了侏罗系一下 白垄统
。

3
.

盆地中部以第三系为主的局部构造
,

翼厚顶薄
,

且多 向隆起方向抬起开 口
,

是基底

隆起的反映
,

不是挤压作用的产物
。

如柯吐尔
、

曲苦卡克等构造
。

4
。

盆地中部发育有地垒
、

地堑
,

也是引张作用的产物
。

如沙马勒地垒
。

由上看出
,

塔里木盆地是处在双重作用力的力学环境
,

形成 目前的构造面貌
。

注 : 本文是作者1980 年 9 月在新疆 乌普木齐市召开 的 “第二次塔 里木盆地石 油资源座谈会
” 的联合发言稿

,

略加整

理 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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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盆地的大小问题

八亿年前的晋宁运动形成的古塔里木地台
,

应包括塔里木及其外围的中天山
、

南天山
、

昆仑山
、

中祁连山
、

南祁连山和柴达木
。

王鸿祯等根据 阿尔泰山南坡发现有中
、

上元古界迭

层石灰岩
,

认为准噶尔也属古地台之列
。

因此
,

古塔里木地台范围广阔
,

面积达 2 00 万 平 方

公里以上
。

古生代开始
,

天山
、

昆仑山等相继活化为地槽
,

残留的塔里木地台仅包括塔里木

及其外缘的库鲁克塔克
、

阿尔金山
、

铁克里克和何坪地 区
,

面积约 65 万平方公里
,

接受了古

生代地台型沉积
。

海西运动使周缘地槽褶皱成山
,

虽然地台边缘古生代沉积岩受 到 一 定 影

响
,

但是古生界勘探领域仍然是较为广泛的
。

海西期以后
,

塔里木地台长期受剥蚀
,

三迭纪仅在局部地 区产生断陷
,

能生油的上三迭

统仅局限在天山南麓一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侏罗纪断陷进一步发育
,

天山南麓
、

昆仑山北

麓和盆地中部满加尔等地区都有断陷存在
,

但是彼此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盆地
,

总 面 积 约

在 10 万平方公里左右
。

从晚白奎世开始
,

盆地由断陷向拗陷转化
,

并且发生晚白垄世一早第

三纪海侵
,

西南拗陷海相沉积发育
,

也可能漫及满加尔
、

阿瓦提和库车凹陷
。

但是
,

中央隆

起区
、

东南块断区和盆地东部广大地区
,

没有接受沉积或者只有较薄的红色地层
,

仅喀什

一叶城和阿瓦提一满加尔是两个有利生油的凹陷
,

面积不过十几万平方公里
。

晚第三纪以后
,

盆地才开始大面积拗陷
,

沉积范围达到50 多万平方公里
,

但绝大部分地区 是 红 色 沉积
,

不

利于生油
,

仅局部地区可能存在生油凹陷
。

因此
,

不能笼统说面积大
,

只能说古生界地台型沉积是大的
,

不利生油的上第三系一第

四系沉积是大的
,

而有利的勘探目的层上三迭统一下第三系是有限的
。

三
、

满加尔凹陷的评价

根据重磁力资料解释
,

满加尔凹陷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
,

中
、

新生界厚度一万米
。

它处

于 库 鲁 克 塔克 隆起 和 中央 隆 起 之间
,

自侏罗纪以来
,

是一个长期沉降地带
。

东部边缘

所钻阿南一井中下侏罗系厚达8 00 米以上
,

泥岩 占70 %左右
,

K 值 。
.

3 ~ 0
.

4 ,

氯仿 沥 青 A

0
.

04 %
,

据此推断
,

凹陷内部生油层会加厚
,

生油条件变好
。

阿南一井上第三系吉迪克组有

百余米暗色泥岩
,

向凹陷也可能变为生油层
。

另据 区域地质资料推测满加尔是一个上 白玺统

一下第三系凹陷
,

海侵还可能漫及到此
,

也可能成为有利的目的层
。

据张跃荣等同志编制的莫氏面深度图
,

满加尔正处在地壳最薄处
,

地壳厚度约41 公里
,

是地慢上弯部位
。

根据我国东部地慢与含油气盆地成
“倒影关系

”
分析

,

即地慢拱起较高地

区
,

其上发育有巨厚的大型沉积盆地
,

满加尔凹陷有希望成为一个含油区
。

必须指出的是满加尔凹陷沙漠复盖严重
,

勘探条件困难
。

四
、

盆地的油源

我们通过两个途径探索盆地的油源
:

一是分析每一暗色层段的地球化学指标
,

评价油源

岩 , 二是进行油一岩对比
,

追索油源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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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有四套可能生油的暗色层段
,

即石炭二迭系
、

三迭侏罗系
、

白奎下第三系
、

上第三系中新统
。

根据库车
、

喀什两 凹陷侏罗系地化指标分析
,

侏罗系是肯定的生油层
,

有

机质丰度高
,

属混合型类型
,

正处在成熟阶段
,

以油为主
,

生油层厚度大
。

但是
,

生油凹陷

面积较小
、

产油率较低
。

中新统有机质丰度低
,

有机碳小于0
.

4%
,

氯仿沥青A小于0
.

02 %
,

成熟度低
,

非烃高达 45 ~ 60 % 以上
,

O E P为2
.

15 ( 7 块样品)
,

暗色层段中夹有红 色 层
,

能否作为生油层还要继续钻探证实
。

石炭二迭系和白里下第三系是两套海相地层
,

有机质丰

度低
,

灰岩有机碳一般小于0
.

1 %
,

氯仿沥青A 一般小于0
.

01 %
,

泥岩有机碳小于 0
·

5 %
,

氯

仿沥青A 小于。
.

01 %
,

属腐泥一混合型类型
,

其成熟度较高
,

非烃一般低于40 %
。

白噩下第

三系干酪根镜质体反射率为1
.

39 %
,

可能处在高成熟阶段
,

以凝析油为主
。

石炭二迭系镜质

体反射率高达 1
.

54 一 1
.

75 %
,

沥青族组成沥青质高于 17 %
,

已显示沥青化
,

可能 已进入过成

熟阶段
,

以气为主
。

虽然分析样品都没采 自石炭二迭系和 白垄下第三系的凹陷
,

但部分样品

的有机碳和氯仿沥青A含量仍高于生油岩的下限
,

因此石炭二迭系和自奎一下第三 系仍然是

有希望的生油层
。

塔里木盆地己有二十几处见油流
、

油沙
、

沥青
、

地腊等
,

为油岩对比提供了条件
。

依据

原油性质基本可分 为四种类型
:

(1) 以依奇克里克为代表的侏罗白噩系原油 , (2) 以克拉托

为代表的白奎系和上第三系原油
; (3) 以东秋立塔克为代表的上第三系原油

; (4) 以柯克亚

为代表的上
、

下第三系原油
。

前二类原油的油源岩是侏罗系
,

意见基本一致
。

后二类原油的

油源岩仍是有争论的间题
。

东秋立塔克和柯克亚原油主要是高成熟度的轻质油和凝析油
,

又是次生原油
,

经历了由

油源岩到储油岩和由古油藏到今油藏两次运移
,

因此给油一岩对比带来很大困难
,

具有多解

性
。

这里谈谈我们 的看法
:

东秋立塔克原油的油源岩是侏罗系的可能性最大
,

但也不排斥 白奎一第三系油源岩
。

东

秋立塔克原油和依奇克里克原油有很大的相似性
:

(1 ) 低硫
、

含腊
、

高馏份 ; (2) 原油族组

分一致
,

都是芳烃高
,

(14 ~ 27 % ) ; (3) 烷烃的正构和异构部分基本一致
; (4) 红外光谱基

本相似
,

(8 1 0C M
一 ‘

/ 7 4 oC M
一 ‘
为 0

.

7 ~ 0
.

8左右 ) ; (5 ) 原油碳同位素基本一致 (C ‘“

为
一
2 0

.

1

~
一 2 2

.

7 %0)
,

且和侏罗系生油岩接近
, (6) 原油抱粉分析同样含有侏罗纪抱粉

。

当然 二 者

也有不同之处
: (1) 依奇克里克原油 P r

/ Ph为 3
.

4 1 ~ 4
.

27
,

OE P为 1
·

05
,

V / N i为 0
·

8 5 ,

阮
‘“

为
一 2 2

.

5 ~
一 2 2

.

7%
。,

只有侏罗纪抱 粉 ; (2 ) 东秋立塔克原油Pr/ Ph 为 2
.

71
,

O E P为

0
.

75
,
V / Ni 为 4

.

0 ,
乙c ‘“ 为

一

20
.

1 ~
一

21
.

7%
。,

不 但 有侏罗纪抱粉
,

还有白垄第三纪抱粉
,

二

者差异性是次生油藏形成过程中造成 的
,

还是东秋立塔克原油有白奎第三系新油源参与所造

成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柯克亚原油的油源岩为白里下第三系可能性较大
,

但也不排斥 由侏罗系油藏次生而形成

的可能
。

柯克亚原油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 (l) 高成熟度和白垄下第三系 一致

,

而与侏罗系不

同; (2) 高饱和烃 (91 % )
、

低芳烃 (4
.

5 % )
,

与其他三类原油不同
; (3) 原油抱粉分析发现少

量海藻
,

与海相地层有关 ; (4 ) 红外
、

紫外分析 8 1 0CM
一 ‘

/ 7 4 0CM
一 ‘
为0

.

5 4
,

E 2 3 0/ E 2 6 0 为

1
.

44
,

与其他原油有所不 同 ; (5) V / N i为1
.

5 ~ 2
.

6 1 ,

可能与海相环境有关 ; (6 ) 原油碳同

位素阮
‘“ 为

一
2 5

.

3 ~
一2 5

.

8%
。,

饱和烃阮
‘“

为
一 2 7

.

9 %
0

左右
,

与白垄下第三系生油 层 接 近
。

但是
,

柯克亚原油和克拉托原油也有相同之处
: (1) 烷烃的正构和异 构 部分 基 本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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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 P h为1

.

33 一1
.

60
,

o E P为 1
.

07 ~ 1
.

04 和侏罗系生油层相似 ; (2) 低硫
、

含腊
、

高馏份
;

(3) 原油碳同位素基本一致
,

阮
’ “

为
一 2 5

.

3 ~
一 2 6

.

0%0 和乌恰地区侏罗系生油层接近
。

因此
,

柯克亚原油也有可能是侏罗系油藏次生而形成的
,

那些独特的特点是原油二次运移过程中

所造成
。

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分析玉力群原油也认为是来自白奎下第三系
,

如表 1
。

玉 力 群 油 源 对 比 表 表 1

姥绞烷 /植烷

1
。

0 9

0 E P 值

1
。

1 ~ 1
。

2

C
: ,

前 / C
: :

后

0
。

2 3 ~ 0
。

6 4

0
。

6 1

0
。

3 6

门l,�,l勺山

:

层 位

K
:

一E

Q一E

K 去

1
。

0 9

0
。

8 3

品样油砂岩样油原

五
、

盆地的油多还是气多

前述三套生油层的成熟度
,

仅侏罗系处在成熟阶段
,

以油为主
,

但是侏罗系大多是湖

相沉积
,

腐植型有机质生成天然气的能力大于生油能力
,

保存条件好的依奇克里克五 O 一区

就有气顶和气层
。

因此在侏罗系生油凹陷巾
,

完整 的有膏盐盖层的圈闭内
,

除寻找油藏外
,

也会找到天然气
。

石炭二迭系地面生油岩样品分析
,

非烃很低 (3 。~ 35 % )
,

且饱和烃低 (20 一 36 % ) 而沥

青质高 ( 17 一 31 % )
,

镜质体反射率为 1
.

54 一 1
.

75 %
,

说明热变质程度很高
,

已进入 过 成 熟

阶段
,

以气为主
。

埋藏较浅的巴楚一带只见气不见油
,

凹陷中石炭二迭系深埋在 7 0 0 0一 1 0 0 0 0

米
,

更是以气为主
。

白垄下第三系地面生油岩样品分析
,

非烃也很低 ( 35 % ) ,

但饱和烃高 ( 38 % ) ,

而沥

青质低 ( 12 % ) ,

干酪根镜质体反射率为1
.

39 %
,

说明白垄下第三系和石炭二迭系不同
,

还

没进入过成熟阶段
,

但也处在高成熟阶段
,

以凝析油为主
。

凹陷中白 平 下 第 三 系 深 埋 在

5 0 0 0 ~ 8 0 0 0米
,

地温也相当高
。

和塔里木盆地沟通的塔吉克一卡拉库姆盆地
,

其地质条件有些和塔里木盆地相似
,

侏罗

白蟹系以产气为主
,

下第三系以产油为主
。

天然气储量 1 1
.

2万亿立方米
,

年产气量 达 9 00 亿

立方米
,

主要是个产气区
。

因此
,

塔里木盆地找气前景是较大的
。

六
、

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1
.

从区域勘探着眼
,

以地震勘探为主
,

提高复杂地区的地震工作能力
,

准备出可供钻

探的构造
; 同时要 区域甩开

,

尽快发现更利于钻探的地区
。

兼顾古生界
、

侏罗 白垄系和第三

系三套目的层
,

钻探 50 0 0米以内的中浅部油气藏为主
。

2
.

加强综合研究
。

在搞好地层统一划分基础上
,

以露头剖面和探井为基点
,

配合地震

等各种物探资料
,

弄清各套地层的分布
、

厚度变化
、

基本岩相面貌
,

为油气资源评价打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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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继续开展生油层评价和油源对比研究
,

并且开展地震地层学研究
,

推测各层系有利的生

油凹陷和储油相带
;
充分利用各种资料

,

加强构造预测研究
,

使地震勘探有的放矢
,

尽快提

供可供钻探的构造
。

3
.

喀什一叶城凹陷既是寻找白奎下第三系油藏的有利地区
,

也是寻找上第三系次生油

藏的有利地 区
。

柯克亚油田要坚持向深部钻探
,

在柯克亚至棋盘和苏勒阿孜一皮牙曼北一带

要注意寻找圈闭构造
,

第一排构造带北侧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
。

西南斜坡己通过地震大剖面证实白里下第三系沉积较薄
,

可能是一个高台地
。

因此
,

寻

找白垄下第三系油气藏要在斜坡的南部
,

要在莎车一皮山一墨玉一线向北开展重力
、

地震勘

探
,

寻找各种类型圈闭
。

斜坡的北部和巴楚隆起是寻找古生界油气藏有利地区
,

应适当开展

侦察
。

库车凹陷以侏罗白垄系为 目的层
,

仍然要重点解剖库姆格列木和喀桑托开构造
。

尽早开展阿瓦提凹陷的普查
,

重点是沙井子
、

吐木休克断裂带和柯吐尔一雅 克拉 低 隆

起
。

(收稿 日期
: 1 9 8 0年1 0 月1 3 日)

粼翼
世 界 十 个 “ 产 油 田

序序号号 油 田田 国 家家 油井数数 平均 日产 (吨 ))) 发现现
时时时时时时时间间

11111 萨 法 尼 耶耶 沙 特 阿 拉 伯伯 2 1555 2 0 8 , 9 2 666 1 9 5 111

22222 祖 卢 夫夫 沙 特 阿 拉 伯伯 3 777 8 8 , 5 6 333 1 9 6 555

33333 贝 里里沙 特 阿 拉 伯伯 6 555 8 5 , 3 8 333 1 9 6 444

44444 拉古 尼 利 亚 斯斯委 内 瑞 拉拉 4 3 4 000 8 3 , 3 9 888 1 9 2 666

55555 福 蒂 斯斯英 国国 3 888 7 9 , 5 0 000 1 9 7 000

66666 哈 夫 杰杰 中 立 区区 1 2 888 6 4 , 3 9 555 1 9 6 111

77777 巴 奇 奎 罗罗 委 内 瑞 拉拉 3 3 6 222 6 3 , 6 8 666 1 9 3 000

88888 派 拍拍英 国国 2 111 4 4 , 0 0 555 1 9 7 333

99999 金 费 希希澳 大 利 亚亚 4 222 4 1 , 3 9 999 1 9 6 777

111 000 乌 姆 谢 夫夫 阿 布 扎 比比比 3 9 , 6 7 888 1 9 5 333

(据地质报 仇祥华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