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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浊流沉积区
，
也是寻找浊积砂岩体油气藏的有利地带

。

���古大陆边缘海槽深水浊流沉积区

华北
、

扬子
、

南华地台的古大陆边缘
，
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内处于拉张

、

断裂
、

沉

陷的构造环境中
，
都有过浊流活动和浊流沉积

。

如扬子地台东侧的浙江昌化地区
，
在寒

武纪到早奥陶世为一套碳酸盐岩一陆源碎屑岩一粘土岩的大陆架浅水沉积
，
到 晚 奥 陶

世断裂强烈活动
，
边缘海基底沉陷

，

造成了深水环境
，
引起了浊流发育

，
沉积了于潜组

浊积岩
。

又如华北地台西缘的陕西凤县
，
由于北侧的海西褶皱带强烈上升

，

造成了拉张

断陷的边缘海构造环境
，
沿构造走向沉积了留凤关群浊积岩

。

这些浊积岩体由于后期构

造的强烈破坏
，
未发现有油气显示

，
但从浊积砂体含油气性来说

，
还是值得注意的

。

对

古大陆边缘海槽深水浊流沉积区
，
应选择后期保存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研究

。

���陆棚深水浊流沉积区

我国黄海
、

东海
、

南海海域及其延伸带
，
大部分属大陆边缘性质

，
在中新生代时期

拉张
、

断裂
、

沉陷作用强烈
，
具有多隆多凹的古地貌结构

，

为浊流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构

造环境
。

显然
，
在这些海域较深部位

，
浊积砂岩体是可能存在的

。

从现代沉积研究所获

得的浊流沉积资料看
，
过去那种认为距岸线越远

，
陆源碎屑越细的旧概念是没 有 根 据

的
。

���中新生代陆相湖泊深水浊流沉积区

从我国中新生代盆地形成的机制分析
，

多为断坳结合型和断坳转化型的叠合盆地
。

其基底常发育阶梯状断裂或多隆多凹结构
。

来 自盆地边缘的混浊高密度流
，
可将其沉积

物先堆积于这些水下阶地
。

在同生断裂
、

火山喷发或地震活动的灾变过程中
，

激发尚未

固结的沉积物亦相应地以滑塌或滑移方式向湖盆深凹部位周期性堆积
。

因此
，
可以认为

中新生代陆相湖盆同样具备产生浊流和浊积砂岩体的沉积构造条件
。

文琼英等对松辽盆

地松花江群泉头组三
、
四段和青山口组下部的沉积构造和结构特征作了详细论述

，
认为

具有浊流沉积特征
。

李继亮等对下辽河西部凹陷沙三段的浊积砂岩体的沉积环境划分为

猾塌浊积岩
、

中心相浊积岩和末梢相浊积岩
。

根据辽河石油勘探局资料
，
滑塌岩浊积砂

岩休和中心相浊积砂岩体是
一

该区的重要储层和主要日的层
。

其它盆地的浊流沉积还没有

报导
，

但从具有浊流形成的沉积一构造环境分析
，
存在一定规模的浊积砂岩体也是可能

的
。

显然
，

向中新生代陆相湖盆中部的深凹部位寻找浊积砂岩体及其所构成的隐蔽圈闭

油气藏是大有希望的
。

建立和发展浊流沉积模式
，
研究浊积岩系沉积特征

，
编制浊积砂岩体分布图

，
把勘

探领域扩大到湖盆深凹部位和陆棚海槽
，
寻找浊积砂岩体油气藏是大有前景的

。

�熊寿生 张勇祥 �

被逆掩断裂带复杂化的盆地活动翼的油气资源不可低估

如何对待通常所说的一个盆地活动翼上的油气远景
，
就象在我国五十年代中期

，
在四

川和鄂尔多斯
，
有

“
上台

” 和
“
山前

” 之争那样
，
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

加拿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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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基山山麓地区
，
是世界上最早在逆掩断裂带中获得油气田的地区之一

。

近 年 来 在

这些地区 �包括美国在 ����。 一�������逆掩带中的突破 �有重大进展
。

分析这里的

地质条件
，
或许对我国类似地区 �川西北龙门山山前区

、

鄂尔多斯西缘的贺兰褶带
、

塔

里木西南坳陷的边缘
、

苏南及湘中等地区 �的普查工作会有所裨益
。

有三个主要的摺皱带环绕北美克拉通
，
它们分别是东部和东南的阿帕拉契一

一俄奇

他系
，
北部的印纽廷系 ��� ������� �

，
以及西部的科迪勒拉系

。

前两者是晚古生代 褶

皱
，
已蒙受很深的削蚀和部分埋藏， 后者是中新生代褶皱

，
地层有良好的保存和裸露

。

据

贝瑞 ��
�

�
�

�����
，
�����在落基山区的研究

，
将科迪勒拉系按不同特点和性质分为西

科迪勒拉优地槽 �是一个北美的外来体 �和东科迪勒拉 冒地槽
，
加拿大的西加盆地的活

动翼就位于被逆掩断裂所复杂化的东科迪勒拉系�落基山�
。

落基山自东而西分 为 山 麓

带
、

前山带
、

主脉带和落基山槽地 ����� ���四个单元
。

包括特纳 河谷 ������
� ���

�

��� �
、

沃特顿 ��
������� �等著名气田在内的西加活动翼上的��个气田

，
全部位于山

麓带
。

落基山山麓带是一条走向北西
，
由始新世末拉腊米运动形成的断褶带

，
褶 带 的 骨

架是几个大而平缓的由古生代地层构成的逆掩断裂带 ������� ������ �
。

其 上
，
被 众

多的由中生界碎屑岩构成的叠瓦状逆掩断层所披盖
。

向西南倾伏
，

其 下 为 未 受 逆 掩

断层干扰的前上元古界变质岩
。

这些发育在盖层中的逆掩断裂表 皮 变 形
，
有 如 下 特

征
�

�
�

断层面上陡下缓 �几乎沿层面 �呈勺形
，
并一律倾向南西，

�
�

代表一种表层滑动系统
，
无论是断裂还是褶皱

，
都是上部复杂下部简单

，
断层向

下消失于结晶基底之上
，

也就是每个断层的末端都是连续的，

�
�

褶皱与逆掩断层同时发育
，
它们通常是平行的或 属 于 同 轴 类 型 ����������。

���“ �
。

然而
，
从形成大规模地滑以及地层的透视缩短来讲

，
褶皱所起的作用远比逆掩

断层小得多，

�
�

大的断裂带之间
，
形成一种向上发散

、

向下收敛的指状交插的透入系统
，
它们顺

着走向彼此叠置，

�
�

现在见到的滑移和形变
，
是多次较小位移的累积效应

，
这种由主要断裂面集中的

累积效应
，
向上分配给彼此分割的透入系统

�

�
�

从一个适当的范围来看这种形变时
，
由于这是一种大规模滑移和畸变

，
因而没有

局部凝聚力 ��������� �的散失
。

山麓带的面积为�����平方公里
，
沉积岩最大厚度达����米

。

自 ����年发现特纳河

谷油气田以及����年发现平契溪 �������� ����� �气田以来
，
已在该区找到 总 储 量

为����亿立方米的气田��个
。

在具有相同地质条件的美国西部落基山区
，
即在爱达荷至怀俄明 �����。 一����

�

����地区
，
自����年加强工作以来

，
也发现了储量可观的油 �气 �田近十个

。

在我国几个具有晚期褶皱镶边的大陆边缘盆地的活动翼上
，
特别是在鄂尔多斯西缘

的贺兰断褶带 �马家滩断褶带 �及川西北龙门山山前区 �香水断裂带以西 �都有很好的

逆掩断裂带发育
，
并已发现了以马家滩

、

大水坑
、

大东�鄂尔多斯�及中坝 �川西北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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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一批与逆掩带有关的油气田
。

这样
，
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些地区的工作当作

一个新的类型
，
根据落基山地区的经验

，
在纵深方向上继续工作下去

。

�孙雄才 �

从二次生油理论谈谈老地层和浅变质岩的找油找气前景

根据干酪根晚期热解成油说
，
油气源岩中的有机质热变

、

转化成油气的转化作用
，

常随埋深
、

地温和时间成正比而加强
，
但超过一定温度或深度

，
石油又会向气态和高分

子聚合物转化
，
而未达到一定温度或深度

，
绝大部分有机质仍可被保存下来

。

二次生油

的前提有二
�

一是前期油气源岩在初次埋藏过程中
，

处于门槛深度以浅的未熟带
，
或虽

处于热成熟带
，
但所经历时间较短

，
大部分成油母质未经转化而保存下来， 二是前期油

气源岩经再次埋藏后进入油气窗
，

处于大量生油期的热成熟带
。

一般来说油气源岩处于

热成熟带的时间越长
，
被保存下来的成油母质就越少

，
相反

，

如处于未熟带
，
其时间虽

长
，
但成油母质还不能发生转化作用

。

根据康南 ��
�

��� ���
，
�����公式油气形成的门

槛温度与油气源岩受热时间成互补性反比关系
，

油气源岩时代越老
，
门槛温度越低， 时

代越新
，
其所需温度越高

。

参照洛普汀��
·

�
·

�������
，
�����时间一温度指数��

�

�� ��
，

分析构造埋藏史和热变演化史
，
即可确定某些老地层或低变质岩有否二次生油的可能

，

也可确定油气演化程度
。

哈西
·

迈萨乌德油田 ������一���“ ����是阿尔及利亚特大的老油田
，
过去只 对 中

生代白坚系油田进行开发
，
随着深入勘探

，
又发现了寒武系油田

。

在古老基底之上
，
发

育有下古生界沉积
，

加里东运动抬升隆起
，

直至海西期后
，
又发育有中生代以陆源碎屑

为主的海陆交互相沉积
。

储层为寒武系砂岩
，

其油源岩为晚志留世的黑色页岩
，

据有关

资料介绍
，
加里东运动前志留纪页岩只有部分进入油气窗

，
在中生代上覆沉积加厚后

，

其油源岩才进入热成熟带而大量生油
。

也就是二次生油
。

俄克拉荷马城油田 ������。 �

� �
���� �的生油岩 �密西西比系 �

，
在初次埋藏时也未全部进入油气窗

，
即遭抬升剥

蚀
，
也是在二次埋藏过程中发生二次成油作用

。

从沉积构造史来说
，
我国很多中新生代盆地都类似于东非和北美某些沉积盆地

，
在

其底部大部都有一定厚度的古生代海相或海陆交互相地层
，
从其结构埋藏史和热变演化

史分析
，
同样具有二次成油的条件

。

华北地台在古生代沉积了����一����米以海相为主的地台沉积建造
，
形成了几套可

能生油的油气源岩
，
在奥陶系

、

石炭系已发现众多的油气显示
，

可以认为具有区域性的

油气源岩
。

但从它们的构造埋藏史和热变演化史分析
，
在中奥陶统沉积区

，
在没有上覆

层的情况下
，
曾有过长期的抬升

、

剥蚀
，
初次埋藏的下古生代地层

，

多处于未成熟带
，

丰富的有机质未遭破坏
。

以海相为主逐步过渡到海陆交互相的上古生界沉积后
，

对下古

生代地层来说
，
为二次埋藏

，
而对上古生代地层来说是初次埋藏

，
除局部坳陷中的下古

生代沉积随着埋藏的加深发生二次生油外
，

大部分地区的下古生代和上古生代沉积仍处

于未成熟带
，
只有随其上叠的中新生代盆地的沉积加厚

，
埋藏渐次加深

，
地温增高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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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会文章

编者按
�

我国油 气普查勘探工作 已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为了推进找

油找 气工作的深入发展
，
以期在新的地 区

、

领域
、

类型和深度方面能有所突破
。
本

刊编辑部特举办 �一次
“
从石 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我国石 油普查勘探前景

”
的笔

谈会
。

参加笔谈会的同志从石 油地质分支学科和不 同的侧 面
，
讨论了我国石 油

普查勘探前景
。

有的谈 了今后找 油找气方向 �有的讨论 了某些科研问题 �有的从

经济地质的角度讨论 了非常规 油 气资源的研究和勘探问题
。

显然这些意 见正确

与否
，
只有通过大量的地质找矿的实践来检验

。
但从集思广益

、

理论联 系实际

开展学术讨论来说
，
文章都能各抒 己 见

，
不构一格

，
既提出了问题

，
也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办法
。

我们觉得这种
“ 笔谈会 ” 的方式是可取的

，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

，
这次只是

就近就地组织的
，
参加的人不 多

，
面也不广

。
因此打算在令年第四期期刊中仍

围绕这一总题 目开展笔谈会
。

欢迎广 大读者踊跃参加
，
特别欢迎 中

、

青年石 油

地质科技工作者
，
能甘全 国或所在地 区有关找 油找气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发表意

见
。
来稿形式不构

，
但 力求精辟简练

。

谈谈克拉通边缘油气前景

据�
。
�

�

哈尔鲍特����年的统计
，
在全世界 已发现的����亿吨石油储量中

，
就 盆 地

而言
，
这些储量全部集中在总数为���个盆地中的���个盆地内

，
而其中含有��亿吨以上

储量的盆地
，
仅有��个

，
占总发现量的���

。

中东一个盆地就占有总发现量的���
。

盆

地是油气普查勘探的基本单元
。

为什么有些盆地含油气特别丰富
，
为什么另一些盆地如

此贫� 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对盆地研究的重视和关注
，
特别六十年代后期

，
盆地分类成

为估算油气资源的基础
，
盆地的类比和划分更有长足的进展 �朱夏����年 �

。

在以地壳性质来划分盆地的大量著作中
，
马可罗森 ��

�

�
�

��������� �����从产

率 ’�分析出发
，

并为资源评价服务的盆地分类方案值得特别注意
。

他以加拿大为例
，
以

��产率可理解为单位体积产生油气的机率
，
亦可称作体积系数

。
不同作者也常以面积为单位

，
称作

面祝系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