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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性石油地质普查勘探
,

从 1 9 5 4年开始
,

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
。

经过地质部门

和工业部门全体石油地质工作者的艰若奋斗
,

先后发现并论证了松辽
、

华北
、

四川等含

油气盆地和部分海域含 油气区
。

并提供了年产一亿多吨的油气产能
。

从此跨进世界石油

大国的行列
,

摘掉了贫油的帽子
。

为了纪念石油普查三十年和展望 2 0 0 0年的石油资源前

景
,

本文对我国陆地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

沿海大陆架海域新生代盆地和古生代沉积盆地

的若干石油地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

对我国油气资源远景也作 了论证
,

供今后部署石油

普查勘探时参考
。

一 陆上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油气潜力还很大

我国陆上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

都进 行过不 同程度的普查勘探
。

但是工作程度很不平

衡
,

即使是在勘探程度较高并已发现许多油气 田的盆地内
,

还有未进行勘探的部位和领

域
。

听以说
,

我国陆上 中新生代盆地的石油普查仍 然是方兴未艾
,

还有很多新领域
、

新

类型和新的深度值得进一步普查和勘探
。

(一 ) 在盆地深凹部位寻找油气新类型

就整个盆地而言
,

正向构造隆起面积最多占盆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

负向深凹部位

则占到盆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普查劫

探
。

现在的问题是在盆地深凹部位有没有石油资源 ? 我们认为只要在盆地深凹部位有适

宜油气赋存的地质结构
,

就有油气存在
。

1
.

盆地深凹部位的生油层 内砂岩体油藏

生油层在盆地深凹部位基本上呈 向斜分布
,

生油岩及其沉积序列明显受湖盆构造所

控制
。

如松辽盆地的三肇凹陷
‘)

,

面积 5 7 0 0平方公里
,

位于大庆长垣和朝阳沟阶地两个

正向构造带之间
,

基本上呈向斜状
,

仅边部有些鼻状隆起
。

通过普查勘探
,

找到七个油

田
。

油层夹在生油泥岩之中
,

单个砂岩厚约 5一 15 米
,

呈透镜状
,

产状平缓
。

主要 工 业

1 ) 薛维法
,

三肇凹陷葡萄花油层陷蔽油藏的形或条件和勘探方法的探讨
,

陷蔽油藏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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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井分布在单斜上和小向斜中
。

像这样的地质结构
,

在松辽盆地的黑鱼泡
、

古龙
、

乾安

和长岭等 白翌纪生油深凹内部都可能存在
,

在准噶尔盆地的独山子中新统生油深凹陷内

也可能存在
,

在柴达木盆地的一里坪和芒崖等中新统生油深凹内部也可能存在
。

这些深

凹内部
,

生油层很厚
,

展布面积大
,

寻找这类油藏大有可为
。

2
.

下第三系深凹部位浊积砂体油藏

下第三系 凹陷
, 具有

“山高
” 、

湖深和坡陡的古地貌背景
,

容易形成浊积砂体
,

已

发现两种类型的浊积砂体油藏

( 1 ) 在凹 陷陡坡带上
,

背后是高山陡坡
,

前缘是深水湖盆
。

洪水带来 大量风化和

垮塌碎屑物资
,

一出河口就进入 湖盆
,

在深凹部位形成水下冲积扇型的浊积砂体
,

三面

被生油泥岩所包 114
。

这种砂岩如被同生断裂切剂
,

扇根位置低于扇端高度
,

可形成扇端

砂体上倾尖灭圈 闭
,

如泌阳凹陷双河镇油田
。

当扇根和泥岩接触可形成断裂岩性圈闭
,

如东营凹陷的单家寺油田
。

( 2 ) 在 凹陷的深凹部位
,

洪水带来的高密度重力流
,

沿着湖底流动
,

当湖底平坦时
,

浊积砂体呈席状分布
。

当湖底为峡谷时
,

浊积砂体呈带状分布
。

当湖底高低不平时
,

浊

积砂体呈透镜状散 布在低凹处
。

这些浊积砂体被生油泥岩所包围
。

如下辽河西部凹 陷内

的浊积砂体油田
,

砂体普遍含油
,

充满系数高
,

原油性质好
,

单井产量 大
,

油 层 压 力

高
。

中国东部下第三系凹陷内浊积砂体油田
,

才开始探索
,

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东

部地区有五十四个下第三系生油凹陷
,

如有一半 凹陀内具有浊积砂体油藏
,

其远景储量

也是可观的
。

3
.

盆地深凹部位生油层顶部的古河道砂岩油藏

在生油岩沉积结束时
,

发生上升运动
,

生油层顶部被切割成许多沟谷
。

随后发生下

降运动
,

首先在沟谷中沉积河道砂
,

由于紧邻油气源区
,

可形成
“
古河道

”
油藏 (或称古

地貌油藏 ) 〔‘〕
。

如鄂尔多斯盆地南部侏罗系延安组中古河道油藏
,

即有一定的石油资源

潜力
; 河西走廊许多 白至纪生油盆地内可能有等三系底部古河道油藏

; 苏北下第三系凹

陷内可能有戴南组底部的古河道油藏
; 在华北下第三系凹陷内可能有沙河街组上部的 古

河道油藏等
。

4
.

盆地深凹部位及其边部的生物灰岩油藏

在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内
,

当湖盆处在闭塞时期
,

在水下隆起及其边部阶地
,

发育有

生物礁和生物滩灰岩
,

可构成生物灰岩油田
,

如川北侏罗纪红色碎屑岩 中
,

夹有几十米厚

的生物灰岩
,

在后期遭受侵蚀
,

形成面积较大的灰岩溶蚀区
,

并为凉高山组复盖而形成

的高产油气田
。

在华北下第三系凹陷边部
,

沙河街组和孔店组的一段中夹有薄层生物灰

岩
,

形成生物灰岩油藏
,

如王徐庄
、

周清庄和纯化镇油田
。

这些礁块灰岩油层物性好
,

单井 日产千吨以上
。

由此可见生物灰岩油藏是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内重要油气领域
。

5
.

在峡谷型凹陷中寻找 “阿列曼” 型油气田

有些下第三系凹陷
,

在地质结构上类似墨西哥湾西部米桑特拉峡谷盆地
。

盆地呈长条

形
,

上宽下窄
。

下第三系契孔特佩克组沉积呈倒三角形体
,

其中发育区域性浊积砂体
。

如
“阿列曼

” 大型油田
,

沿盆地中央展布
,

普遍含 油
,

远景很大
。

华北的坝县凹陷
、

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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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凹陷和东淮西部凹陷也具有 同样地质结构
,

上下两套生油层之间有一套区 域性砂岩体

沿 凹陷中央展布
。

在砂岩体上又有膏盐层复盖
。

这 套砂岩体可能形成差异压 实 青 斜 圈

闭
,

也可能形成断鼻和透镜体状圈闭
,

潜力很大
,

应该引起重视
。

(二 ) 开辟下第三系凹陷某些含油新领域

1
.

紧靠生油凹陷的古潜山油气富集带

在华北下第三系凹陷内已发现的三十个古潜山型油气藏
,

其中多数属于古山头型油

气藏
。

只有任丘
、

苏桥和庄西属于古生代背斜油气 田 〔2 〕 ,

不但储量大而且单井产量也

高
。

有的古潜山油气田
,

为古生代地层组成的储集层和盖层
,

下第三系为油源岩
。

如苏

桥和庄西油 田
,

主要产层是奥陶系灰岩
。

有 的古生代潜山在下第三系沉积早期
,

瞩出水

面
,

形成次生孔渗带
,

晚期为泥岩复盖
,

长期处于较高构造部位
,

具有汇油面积大和聚

油时间长的有利条件
。

东睽坳陷的文 留
、

冀中坳陷的博野和大城
、

黄弊坳陷的大港和孔店等潜山
,

具有古

背斜性质
,

均为古生代不 同层位的地层组成
,

两侧都是下第三系生油凹陷
。

推测这些潜

山或背斜的古生代地层 中可能含油
,

值得进行探索
。

在凹陷边部的献县
、

小站
、

沧县
、

阳谷
、

南七
、

南五和引水沟等重力高
,

也可能具有古背斜性质
。

它们紧靠下第三系生油

凹陷
,

值得探索
。

2
.

同生断裂下降盘的油气富集带

在下第三系 凹陷同生断裂的下降盘
,

既是沉积 中心又是生油中心
,

油源很丰富
。

在

边断裂边沉积过程中
,

紧靠断裂一侧
,

形成滚动背斜
,

它与水下扇
、

浊积砂体
,

盐拱背

斜 〔”〕
,

组成复合型油气富集带
。

如东营凹陷内在同生断裂的下降盘
,

就发现有较多的

油田
。

对同生断裂下降盘的油气资源
,

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
。

3
.

同生断裂上升盘是油气富集的新领域
。

同生断裂上升盘到 凸起顶部的斜坡地带
,

过去没有 被人们注意
。

最近在东营凹陷北

坡的同生断裂上升盘找到了油田
,

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

在这个斜坡地带上 具有山凹和 山

坡相间的古地貌背景
,

下第三系晚期沉积从山凹处 向凸起顶部超 复
。

山凹处河流发育形

成 湖湾
,

沉积了古河道砂体和冲积扇砂体 [ ‘〕
。

在 凸起顶部有古潜山油藏
,

浅层次生油

藏和不整合油藏
。

在斜坡山凹处有冲积扇砂体油藏和古河道砂体油藏
。

在斜坡山坡处有

生物灰岩和礁块油藏
。

这三个油气富集带在平面上可形成大范围的油气富集区
。

4
.

单断箕状 凹陷的缓坡油气富集带
。

单断箕状 凹陷具有不对称的升 降运动
。

凹陷的一侧持续沉降
,

沉积生油泥岩
。

另一

侧相对抬升
,

产生一系列反向正断层
,

形成区域性单斜带和圈闭 〔”〕
。

如下辽河西 凹陷的

西斜坡上 已找到了地层不整合油藏
、

地层超伏油藏
、

断块油藏
、

砂体上倾尖灭油藏
、

滚动背

斜油藏
、

砂岩透镜体油藏
、

浊积砂体油藏和古潜山油藏等八种类型 〔“〕
。

东淮西凹陷的西

斜坡也具有相同的地质条件
,

在开 37 井中已获得工业油流
,

估计含油远景也是很大的
。

下第三系凹陷含 油丰富
,

油藏类型齐全
,

可算得上
“
小而肥

” 。

几乎每个 凹陷都有

过生油过程
,

大 凹陷有大油田
,

小凹陷也有大油田
,

值得重视
。

(三 )
、

中新生代盆地边缘逆 掩断层带是找油新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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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外对在逆掩断层带找油十分重视
。

在北美洲中部的 白平纪沉积盆地西 缘的

逆掩断层带内找到了十六个油气 田
。

估计远景地质储量可能有几十亿 吨
,

形成一个新的

勘探基地
。

这些油田主要是后期构造所形成的生
、

储
、

盖组合
。

古生代砂岩被逆掩断层

推 复到 白平纪生油岩之上
。

一方面增加 白平纪生油泥岩埋藏深度
,

达到成熟阶段
,

生成

油气
。

另一方面在断层上盘的古生代砂岩
,

由于断层牵引作用形成背斜圈闭
,

而且这些

砂岩由于 长期风化和侵蚀
,

渗透性变好
,

成了高渗透的储集层
。

我国西部许多 中新生代

盆地边缘发育的不 同的逆掩听层带
,

可能就有不 同的油气富集类型
。

1
。

准噶尔盆地边缘逆掩断层带

盆地西北缘
,

从车排子到红旗坝逆掩断层带
,

长约90 公里
,

宽约20 一30 公里
,

面积

约 2 0 0 0平方公里
。

北东走向
,

断面向西北倾
,

比较平缓
,

倾角为 30 一 4 0度
,

盲区很宽
。

地表是侏罗纪至第三纪的地层
,

呈向东南倾的单斜
。

其下是石炭二叠系的深凹陷
,

有很

厚的生油岩
。

印支燕山运动时发生逆掩断层
,

下石炭系逆冲到侏罗系之上
,

在 断层下盘

形成遮当圈闭型大油区 〔7 〕 (图 1 )
。

】0 0 0

2 0 0 0

3 0 0

图 1 克乌逆掩带油藏模式图

¹ 岩性油藏 º地层断裂油藏 » 基岩油藏 ¼ 断裂次生油藏 ½ 不整合油藏

从克鸟断裂向东北还有 夏子街断裂
、

陆梁断裂和克拉美丽 断裂
,

呈北东 向 雁 行 排

列
。

在盆地东部帐篷沟隆起西侧可能有 北西向逆掩断层
。

在盆地南部沿天山北麓有一系

列 向北推复的逆掩断层
。

这些逆掩带对油气富集起了控制作用
,

含油远景很大
,

值得加

强普查勘探
。

2 .

川西北龙门山逆掩断层带

逆掩带位于侏罗纪沉积盆地边缘
,

在北川隆起和 中坝断裂之间
,

由唐王寨下古生界

向斜
、

逆掩断层带和大陆斜坡三部分组成
。

( 图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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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主寨
望 乡台

图 2 川西北逆掩断裂带剖面示意图

逆掩带在印支运动未期形成
,

喜山运动进一步强化
,

形成许多背斜圈 闭
。

其中中坝

背斜 已经证实为天然气田
。

在逆掩带内从震旦纪至侏罗纪地层发育齐全
,

有多套含油层

系
。

侏罗系不利于生油
,

但属较好的储集层
。

如著名的厚坝油砂岩
。

上三叠统下部是由

浅海陆棚带的生物灰岩夹黑色页岩组成的生油岩
。

上部是海陆过渡相的山前坳陷型含煤

碎屑岩建造
,

可能生气
。

在中坝构造上 已经找到了天然气田
。

二叠纪到中下三叠纪
,

为

广海台地相碳酸盐沉积夹有含煤碎屑岩建造
。

在川西北九龙山构造 已经见到工业气流
。

在 中坝到望乡台之间
,

由于逆断层 的推复作用
,

这套地层埋深较浅
,

可能有较好前景
,

值得探索
。

在唐王寨向斜
,

下古生代 沉积巨厚
,

而且理藏浅
,

变质程度不深
,

是有含油远景的
。

震旦纪到志 留纪是从浅海槽盆相黑色碎屑岩沉积为主
,

夹有台地相的碳酸 盐 岩 建 造
,

在矿山梁见到寒武纪地层中残存的沥青脉
,

证实下古生代地层是含油的
,

但是 已经变质
,

不过在加里东古隆起上没有变质
。

如在威远震旦纪地层中发现天然气 田
。

在北川隆起和

川中隆起 之间
,

由加里东运动形成泥盆石炭纪的坳陷
,

属于 凹槽台地相沉积
,

下部是碎

屑岩
,

上部是 白云岩
,

厚达几千米
,

在地面见到多处泥盆纪的油砂岩
,

说明泥盆石炭纪

地层也是有含油远景的
。

3
.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逆掩 断层带

逆掩带南北两端地质结构不 同
。

北部是石炭纪的坳拉 谷
,

其中发育几 千米厚的石炭

系沉积
,

证实是一套生油层 系
。

南部六盘 山地区是中生代坳陷
,

其 中也发育较厚的生油

层 系
。

燕山运动以来
,

形成南北向的大型逆掩断层带
,

由于断层 的牵引作用
,

形成一些

背斜圈闭
,

其中刘家庄背斜 已见到天然气流
,

这就证实逆掩 断层带有很好的含 油远景
。

( 图 3 )
。

s w 阿拉善地 区 银川地 堑 逆掩断层带 天环向斜

图3 鄂尔多斯盆地西部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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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祁连山山前逆掩断层带

加里东运动使祁连地槽褶皱成 山
。

在 山前形成一条北西向的带状坳陷
。

酒泉盆地是

坳陷带的西北端
,

其 中充填了从泥盆纪至三叠纪的海相碎屑岩
,

厚约四千米
。

印支运动

时发生褶皱和断陷
,

伴随有向东北推复的逆掩断层活动
,

在断陷内充填了侏罗系含煤碎

屑岩
。

燕山运动祁连山向东北推复加强
,

坳陷中心向北东方向转移
,

沉积了厚约五千米

的 白平纪和第三纪的陆相碎屑岩 ( 白垄系有 巨厚的生油岩 )
。

喜山运动向北方 向挤压作

用增强
,

在老君庙至鸭儿峡一带形成新的逆掩断层带
。

由逆断层牵引形成许 多 背 斜 圈

闭
。

其中在老君庙背斜
_

仁早就发现油田
。

同时由断层推复作用将志 留纪的变质岩推复到

白坚纪生油岩之上
,

形成鸭儿峡基岩油藏
。

在祁连山和酒泉盆地之间
,

在 印支运动末期

形成逆掩带
,

燕山和喜山运动进一步加强
。

在逆断层下盘有佛洞庙等 11 个构造
,

尚未钻

探揭露其含油性
。

5
.

吐鲁番盆地北缘逆掩断层带

吐鲁番盆地位于博格达 山南坡
,

盆地呈东西向
,

西起达板城
,

东到哈密
,

面积三万

平方公里
。

在早石炭纪未期
,

博格达山隆起成 山
。

在其南北两侧形成上石炭至侏罗纪的

坳陷
,

发育很厚的生油岩 系
。

燕山运动发育有两条东西 向逆掩断层带
。

一条是盆地北缘

逆掩断层 带
,

上盘是博格达山褶皱带
,

下盘是上古生代和侏罗纪的生油坳陷
。

地 面二叠

纪地层中见到油砂
,

靠近断面发育挤压型小背斜
,

可能形成油气藏
。

另一条火焰山逆掩

断层带
,

西至雁木西背斜
,

东到七克台背斜
,

长约二百公里
,

由北向南推复
,

在断层上

盘有一条牵引背斜
,

已经在背斜上发现油藏
。

证实逆掩断层带对油气富集有控制作用
,

值得迸一步探索
。

6
.

塔里木盆地边缘逆掩断层带

从构造上看盆地边缘褶皱和断裂很发育
,

是一系列逆掩断层 向盆地推复
,

形成逆掩

断层带
。

盆地中央构造简单
,

摺皱和断裂很少
。

盆地四周的逆掩带
,

可能是今后找油的

主要方向
。

盆地南缘逆掩带
,

西起柯可亚
,

东到和田长约70 公里
,

走向东西
,

由南向北推复
,

断面向南倾
,

倾角较陡
。

在上盘有桑侏
、

玉力群和甫沙等牵引背斜
,

在背斜轴部油 气显

示普遍
。

在断层下盘
,

由于逆掩断层 的挤压
,

上第三系形成平缓背斜
,

其中在柯可亚背

斜上的上第三系中找到次生油藏
。

油源可能来 自深部古生代和 中生代地层
。

7
.

柴达木盆地边缘逆掩断层带

柴达木盆地面积十万平方公里
。

渐新统上部至中新统下部为主要生油时期
,

有两个

生油凹陷
。

西部茫崖生油凹陷
,

生油岩厚达 1 4 0 0米
,

生油岩分布面积 5 3。。平方公里
。

中

部一里坪生油凹陷
,

生油岩分布面积 6 9 0 0平方公里
,

生油岩厚达一千米
。

在盆地内地表

构造大而多
,

由于形成时间晚
,

原始的生
、

储
、

盖组合不配套
,

仅在泥岩裂隙中见到油

流
。

但在逆掩断带下盘的圈闭却发现了油田
。

早期的逆掩断层将渐新统底部砂岩推复到

中新统生油岩之上
,

组成新的生
、

储
、

盖组合
,

在逆掩断层上盘的牵引背斜中
,

形成油

气 田
。

逆掩带是我国油气普查的新领域
,

具有较大的油气远景
。

但是大部分逆掩带都是复

杂地区
,

一是地形 复杂
,

二是地质构造复杂
,

必须有先进的装备
,

才能查 明油气富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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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加 强科学研究
,

才能有效地进行石油普查
。

( 四 ) 众多的侏罗白圣纪盆地是石油普查的对象

我 国还有一系列侏罗 白工纪沉积盆地未进行石油普查
。

过去只在少数盆地内做过少

量工作
,

发现的油 田如二连油田
、

鱼卡油田和农安油田等
,

几乎所有侏罗 白坐纪沉积盆

地内都发现过油气显示
。

当前应该开展德惠凹陷
,

梨树凹陷
、

英山王府 凹 陷
、

开 鲁盆

地
、

二连盆地
、

海拉尔盆地
、

潮水盆地
、

金塔花海盆地
、

阿克赛盆地
、

六盘 山盆 地
、

民

和盆地
、

民乐盆地
、

酒东盆 地
、

德令哈盆地
、

楚雄盆地和莱阳盆地等的石油普查
。

特别

值得提出的是东北的三江盆地有开展石油 普查 的必要
。

二
、

我国沿海大陆架是今后石油普查新地区
。

我国沿海大陆架面积约一百二十万平方公 里
,

在地质结构上分为三带
。

内带是沿海

海域分布一系列下第三系凹陷
;
中带是大陆架主体

,

分布一条渐新统至中新 统 的 坳 陷

带
;
外带是大陆坡的上新统至第四 系的悬挂盆地

。

( 一 ) 下第三系凹陷

在我国内海和沿海海域
,

大约有三十个大小不等的下第三系凹陷
,

大者可达一万平

方公里
,

小 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
,

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
,

它们的含油远景可观
。

1
.

辽东湾断陷

辽东湾面积二万平方公里
,

可分为辽西凹陷
、

辽中凸起
、

辽中凹陷
、

郑庐凸起和辽

东凹陷等五个构造单元 〔”〕 ( 图 4 )
。

N 十 Q

鸯天汾谜
3

/

笋咨
沐之二二一下了
1. 2 一 Z \刃

一
‘ 锐

” 、

心
V V V

辽西凹 陷 辽中凸起
万翼卜 *

一久
.

卜|
咪川诩600

郊庐断裂带

辽 中凹 陷

图 4 辽东湾北端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辽东湾实际上是下辽河西部凹陷向海域的延伸
。

地质结构相似
,

沉积条件相 同
,

含

油远景相当
。

已经发现 49 个构造
,

圈闭面积 8 65 平方公里
,

水深较浅
,

预计将 会 成为海

上重要油气区
。

2
.

莱外湾断陷

莱外湾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
,

中生代地层普遍发育
,

可能是莱阳盆地向 海 域 的 延

伸
。

在莱阳盆地发现侏罗纪地层 中的油砂和 白垄纪地层中夭然气苗
,

证明中生代地层也

是含油层系
。

今后在普查中应注意寻找中生代油气藏
。

喜山运动改变中生代的北北东向

构造格局
,

成为北东东向的凹陷和 凸起相间
。

由南而北有莱外湾凹陷
,

莱北凸起
、

黄河

口 凹陷
、

庙西 凸起和庙西凹陷等五个构造单元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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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莱外湾断陷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莱外湾凹陷和黄河口凹陷实际是东营凹陷和沾化凹陷向海域的延伸
,

含油气远景也

相当
,

已经找到六个有工业油流的构造
。

3
.

南黄海北部断陷

位于山东半岛南侧
,

面积约四万五千平方公里
。

下第三系沉积分为两 个 阶 段
。

早

期是古新统的坳陷
,

沉积中心位于坳陷的西北部
,

约有二千米厚的红色碎屑沉积
,

其中

夹有3 27 米厚的可能生油的暗色泥岩
、

页岩
、

油页岩和薄层砂岩和砂质灰岩等
。

分布 范 围

达六千平方公里
。

晚期为始新统断陷
,

北东东向的同生断裂
,

分割古新统坳陷
,

形成 凸

起和凹陷相间排列
。

在 凸起上古新统遭到强烈剥伪
、 。

凹陷中沉积 4 4 0 0米厚的始新统碎屑

岩
,

顶部约有3 00 米厚的可能生油的黑色泥岩
、

页岩夹油灭岩
,

分布面积约一万平 方 公

里
,

具有较好的油气远景 (图 6 )
。

月
一

月
2 0 0 0

千 里。 , 起 \、/ 二
{
J

。.;:: 、 北 一凸起 J。一 凹陷
】
}
1
0

1: }釜 : }

图 6 南黄海北部断陷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4
.

南黄海南部断陷

南黄海南部断陷是苏北断陷向海域的延伸
,

面积 1 3 6 过。平方公里
。

发育两条东 西 向

凹陷带
。

北带是南三凹陷
、

南四凹陷和南七凹陷
。

南带是南五凹陷
。

凹陷南侧的同生断裂

控制下第三系沉积
。

始新统阜宁组最厚达 4 2 0 0米
,

为深湖相黑色泥岩和砂岩
,

其中达到

生油层标准的有 5 00 米
。

有机碳含量 1
.

82 %
。

氯仿沥青
“A ”

含量 0
.

77 %
,

总烃含量 4 16

PP m
。

渐新统戴南组和三垛组最厚达 17 0 0米为黑色泥岩
、

砂质泥岩夹薄煤层
,

顶部和 底

部以灰色砾岩为主
。

其 中达到生油层标准有 5 00 米厚
。

母质类型属于瘸泥型
。

5
.

平湖断陷

位于东海西 湖凹陷西部
,

在海礁凸起和浙东构造带之间
,

属于叠加型盆地
。

下部是

下第三系早期的断陷
。

中部是渐新统至中新统的坳陷
。

上部是上新统至第四 系的披盖
。

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
,

是一个大型的下第三系早期断陷
。

沉积有4 0 0 0一 5 0 0 0米厚的占新

统至始新统的湖相夹海相的含煤暗色泥岩
。

有利于生油的暗色泥岩
,

厚 53 3米
。

有 机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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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

99 一 1
.

6 %
,

氯仿沥青
“A ” 0

.

18 4%
,

总烃含量 6 6 9PP m
,

属于较好 的生 油 岩
。

在 始新世末期
,

渐新和中新统沉积逐渐向海礁 凸起上超复
,

形成区域性砂岩尖灭带
。

砂

岩物性很好
,

渗透率最大达到一个达西
,

孔隙度 20 %
。

在这些砂岩中已获得工业性油气

流
。

在断裂西侧可能存在大型地层油藏 ( 图7 )
。

图 7
.

平湖断陷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6
.

温东断陷区

位于浙江东部海域
,

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
。

在 白平纪晚期
,

北 东 向 的 同生断裂发

育
,

凹陷和凸起相间排列
。

凹陷内堆积了古新和始新统的海相沉积
。

根据台湾省中国石

油公司资料
,

这套海相沉积在深凹内厚达 3 0 0 0米
,

主要为暗色页岩夹薄层砂岩
、

火山碎

屑岩和灰岩等
,

为主力生油层
。

凸起上长期遭到剥蚀
,

在始新统末期
,

凸起才被海水淹

没
,

沉积几百米厚的砂泥岩
。

沉积受古地形控制
,

在 凸起上形成大型披复背斜
。

最大的

背斜有 1 5 0 0平方公里
。

这些背斜形成时 间早于凹陷内生油岩成熟时间
,

长期处于较高的

构造部位
,

具有汇油面积大
、

聚油时间长和理藏浅等有利条件
。

从渐新统开始
,

断陷普

遍沉降为大型盆地
,

沉 积约一千米厚的碎屑岩
。

沉 积仍然受古 凹陷和 占凸起的控制
,

形

成继承性背斜和向斜
。

中新统沉积呈 向东倾的大单斜 ( 图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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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东海大陆架南部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了
.

北部湾断陷区

北部湾北部面积约 4 5 3 0 0平方公里
。

在下第三系早期
,

湾内发生多条北东向的 同 生

断裂
,

形成五个凹陷
。

其中涸西南凹陷面积 2 4 0 0平方公里
。

海中凹陷面积 3 7 0 0 平 方 公

里
。

鸟石凹 陷面积 2 5 0 0平方公里
。

迈陈凹陷面积 2 8 0 0平方公里
。

海头北凹陷面积2 9 0 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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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 ( 图9 )
。

‘米

下七龙
3 。。。

1 丫
E 入

6 0 0 0 」 、

N 一 Q

南部隆起 海头北凹 陷 企西 凸起 海中凹陷 润西南凹 陷 北部隆起

图 9
.

北部湾断陷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在凹 陷中沉积约五千米厚的碎屑岩
,

靠近 同生断裂处最厚
。

下第三系始新统流沙港

组是凹陷内主力生油层
。

生油层厚度可达 5 00 一 1 0 0。米
。

已发现的圈 闭面积大于 20 平 方

公里的有十八个
。

其中澜 1 0一 3构造已成为油气田
。

还有四个构造只在下第三系流 沙 港

组中见到工业油气流
。

这些都证实北部湾断陷区含油远景很好
。

我国沿海下第三系断陷
,

都有很厚的生油岩
,

普遍见到油流
,

已经找到了 儿 个 中

型油 田
,

证实下第三系凹陷含油潜力很大
,

应当运用陆地下第三系凹陷中找油经验
,

加

速在海上下第三系断陷中找到大型油 田
。

(一 ) 渐新至中新统的坳陷

在我国大陆架上
,

环绕大陆分布一条带状坳陷
。

从北到南有福江凹陷
、

西湖凹陷
、

滩南凹陷
、

珠江 口盆地和莺歌海盆地
,

总面积约30 万平方公里
。

其 中堆积约 6 0 0 0米厚的

陆相
、

海陆过渡相和海相的渐新至中新统的碎屑沉积
,

在每个凹陷和盆地内都发现有工

业价值的油气流
,

证实是一条巨大的含油气带
。

1
.

西湖和基隆凹陷带

位于东海大陆架上
,

南北长约 1 0 0 。多公里
,

东西宽约 1 00 公里
,

总面积约 10 万 平 方

公里
,

呈向东突出的弧形
。

凹陷外侧有一条隆起带
,

为渐新至中新统沉积时期的边缘的

脊
。

凹 陷内渐新至中新统沉积厚约六千米
。

渐新统沉积东部地区砂岩增多
,

西部泥岩加

多
,

可能反映沉积物来 自东西
。

在西部地区泥岩 中暗色泥岩厚度 4 00 米
。

有机碳含 量 为

2
.

41 %
,

氯仿沥青
“ A ” 为 0

.

2 39 %
,

总烃 85 8 p p m
,

母质为混合型
。

在渐新世末期
,

由于边缘的脊抬升
,

西湖凹陷东部 渐新统发生褶皱
,

遭到剥蚀
。

中

新统坳陷中心向西转移
,

在凹陷内沉积4 0 0 0米厚的中新统的陆相含煤碎屑岩
。

凹陷西部

发育有许多大型砂体
,

厚度较大
,

物性很好
,

孔隙度 20 一30 %
,

渗透率最大可达一个达

西
。

凹陷东部泥岩增多
,

其中有 3 00 米厚的暗色泥岩可能生油
。

有机碳含量 2
.

3一 4
.

1 %
,

氯仿沥青
“A ” 为 o

.

n 一 0
.

03 4 %
,

烃含量为 1 12 一 3 o4P p m
。

在中新统末期发生 褶 皱 和

断裂
。

构造成排成带出现
,

大约有四十个构造
,

最大可达 7 00 平方公里
。

上新统至 第 四

系厚约1 0 0 0多米
,

呈水平状分布
。

2
.

珠江 口盆地

位于广东省东部大陆架上
,

面积约 15 万平方公里
。

有三个沉积中心
,

分别为珠一凹

陷
、

珠二凹 陷和珠三凹陷
。

沉积了约 6 0 0 0米厚的渐新统至第四系的海相碎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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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新统沉积主要为灰黑色页岩
,

白云质砂岩和高岭土质细砾等
,

在深凹中厚度超过

6 0 0 0米
,

在凹陷边缘减薄
。

为盆地内主要生油岩
。

有机碳为 1
.

43 %
,

氯仿沥青
“ A ” 为

0
.

2 19 6 %
,

总烃含量为8 4 Op p m
。

暗色泥岩厚度占地层厚度 3 6
.

8%
。

中新统至第四系沉积
,

在深凹中超过 四千米
。

中新统岩性 较细
,

上新统岩性较粗
。

中新统的暗色泥岩约占3 6
.

6%
,

夹多层油页岩
、

沥青质页岩和褐煤
,

有机质 丰 度 较 高

(有机碳0
.

94 %
,

氯仿沥青
“A ” 0

.

97 %
,

总烃 43 4P p m )
,

亦具有生油条件 〔”〕
。

在生油层 内
,

砂岩普遍发育
,

在地层剖面上占20 %
。

孔隙度 20 一40 %
,

水平渗还率

达到 8 00 毫达西
,

垂直渗透率可达 1 0 0 0毫达西
。

在珠江 口盆地 已经找到77 个构造
,

其 中

含笑构造面积可达 7 87 平方公里
‘

,

红梅花构造上的珠五井已见到工 业 油 流
,

证 实 盆 地

含油远景很好
。

在一些长期处于较高的构造部位如神狐暗沙和滩南隆起上
,

可能有大型

油气 田存在
。

3
.

莺歌海盆地

由环绕海南岛的弧形大断裂构成 的下第三系凹陷和凸起
,

也 围绕海南岛呈弧形拒间

分布
,

西部埋藏很深
,

在东部埋深不大
。

下第三系由凹陷而逐步披复整个海域
,

形成 万

部凹陷
、

东部凹陷和北部斜坡等三个构造单元 ( 图10 )
。

十 十 + + 十

Q + N
之

N ,

十 , +

卜卜一醉
,

海南岛隆起

+ +

十

+

一 , 尸尸耳 十 、尸一忙二二二二, ~

产 十 十
‘

+ 十丫丁 ; 一下
十 十 + + 、 甲 甲

.

甲
+ + 十 甲

十

东部凹陷

图 1 0
.

莺歌海盆地东部凹陷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西部凹 陷
,

面积 1 0 0 0 0平方公里
。

以北西向构造线为主
,

北与红河断裂系相接
,

向

南逐渐收敛消失
。

下第三系的断陷和 凸起埋藏很深
,

最大达 1 0 0 0 0米
。

上第三系海 相 沉

积很厚
,

呈 向西南倾的单斜
,

构造单一
,

褶皱微弱
,

泥岩刺穿异常发育
,

可围绕泥丘寻

找地层油藏
。

东部凹陷
,

面积 1 5 0 0 0平方公里
,

以北东向构造线为主
。

发育许多北东向下第 三 系

断陷
。

其中古新统为洪积相 以砂砾岩为主
。

始新统为深湖相
,

主要为深灰 色泥岩夹油页

岩
。

渐新统为海陆过渡相
,

主要为大套砂岩夹生物碎屑灰岩
、

红藻灰岩和黑色页岩
,

沉

积向凸起上超复
,

是上第三系大型海盆的开始
。

渐新和始新统为东部 凹陷主力生油层
,

生油岩厚达 3 6 0 0米
。

已经发现有利 的构造共计26 个
,

圈闭面积 1 5 5 8平方公里
。

其中在荞
. _

老

32 一 2构造上的莺 9井中见油流
,

在崖13 一 1构造上发现大型天然气 田
,

证实莺歌海盆 地

含 油远景很好
。

北部斜坡
,

位于弧形断裂北侧 的海南 岛南部海域
。

上第三系沉积
,

呈向南倾伏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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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

基底和 盖层基本
_ _

仁没有局部构决
。

仅龙北部地区形成超复式地层圈闭
。

在斜坡西南

部 位
,

弧形大断裂上升盘
,

常有礁 沐发育
,

可寻找珊瑚礁油气田
。

过
.

滩南盆地

位于台湾浅滩东南部
。

在渐新世 由于澎湖隆起南部沉降
,

形成大型海盆
。

其 中堆积

上新统的砂岩和泥岩
。

沉积 巨厚的中折统的海相深灰色泥岩
。

在中中新世发生了一系列

的正断层
,

形戍了许多北东东至南西西向延伸的地堑和地垒
。

地垒长期 上 升
,

遭 受 剥

蚀
,

直到上新世才接受沉积
。

地扭内沉积很厚
,

可达7 。。o米
。

在渐新统砂岩中获得天然

气流
,

证实滩南盆地是有含 油远景的
。

( 三 ) 上新 统坳陷

在大陆坡上发育上新统坳陷
,

由于地形坡度较陡
,

上新统地层象贴在大陆坡上
,

因

此起名为
“悬挂式

” 坳陷
。

从北到南有
,

东海陆架 前缘盆地
,

而积约 4 3 0 0 0平方公 里
;

南海北缘盆地和西沙海槽盆地总而积约 28 万平方公里
。

上 中新统到第四系沉积厚约 6 0 0 0

米 的海相碎 屑岩
,

中间没有不整合
,

在第四纪末期发生褶坡和断裂
,

形成较多
·

}寺斜
。

在

陆坡上地温梯度很高
,

每百米可增加 S
O

C ,

上新统的生油岩可能已 达到成熟门限
。

但 是

水深较大
,

目前很难工作
。

三
、

古生代地层是今后油气普查的重要领域

中国晚元古代至三叠纪海相沉积面积约 2劝万平方公里
。

厚度一般在 3 0。。米以上
,

局

部地区可厚达数万米
。

在这些分布广 阔而厚度 巨大的海相沉积中
,

含 丰富的有机质
,

发

育有多层组油气源岩
。

从已发现的油气流和油气显示分析
,

晚元古代至三灸纪各层组都

有过生油过程
,

是油气普查重要领域之一
。

在晚元古 代与早 占生代以坳拉槽形式分裂为中朝
、

塔里木
、

扬子和藏 北 等 四 个 地

台
,

到晚石炭世又逐渐联合 [l 。〕
。

在 由分到合的过程 中
,

不 同的构造部位
,

形成不 同类

型的古生代沉积盆地
。

由于构造发育历史不同
,

其含汕气特征也有不同
。

( 一 ) 早期海西褶皱带上的 中石炭至二叠纪的塌陷盆地

在中朝和塔里木陆块北侧的海西地槽
,

于早石炭纪末期开始 回返褶皱
,

同时形成一

系列 中石炭至二叠纪的塌陷盆地
。

这些盆地 经过 印支燕山运动的改造
,

有 的褶皱成山
,

含 油远景较差, 有的继续沉降发展大型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

含油远景很大
。

从西 向东有

准噶尔盆地
,

面积 1 3万平方公里 ;
伊犁盆地

,

而积 1 35 2。平方公里 ; 三塘湖盆地
,

而 积

2 0 0 0 0平方公 组 ; 吐鲁番哈密盆地
,

面积 38 0 0 0平方公里
。

这些盆地内于中生代地层之下

分布有 中石炭至二叠纪地层
,

证实为中生代和上古生代叠加的盆地
。

其中有 的已 见到油

气流和油气显示
。

东面的罗布泊
、

阿拉善北邝
、

二连地区
、

开信盆地和松辽盆址的中新

生代沉积盖层下面
,

是否有中石炭至二叠纪的沉积还有待于探素和证实
。

准噶尔盆地的中石炭至二叠纪沉积
,

在盆地中西部呈北西向的凸起和凹 陷 相 间 排

列 , ‘〕
。

从北向南有额尔齐斯河凹陷
、

北邵凸起
、

乌伦古河凹陷
、

三个泉 凸起
、

中央凹陷
、

白家凸起和南部凹陷等
。

在盆地东部是北北东向凸起和凹陷相间分布
。

从西向东有五彩

湾凹陷
、

帐篷沟凸起
、

大井子凹 陷
、

奇台凸起和将军庙凹陷等
。

凹陷内发育有较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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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至二叠纪的海陆过 渡相沉积
,

每个凹陷都有单独的沉积体系
,

生油层位 不 完 全 相

同
。

而在凸起上缺失中石炭至二叠系的沉积
。

印支运动对盆地发生重要的影响
。

一是海

水全部退出
。

开始了陆相沉积的新阶段
。

三叠纪的沉积从凹陷逐渐向凸起超复
,

结未分

割的状态
,

形成大型陆相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

沉积和沉降中心向南转移到天山山前
,

成

了山前坳陷型盆地
。

二是印支运动在盆地四周开始形成逆掩带
,

发育有断层遮挡型圈 闭

和牵引背斜圈闭
。

从已经揭露的岩性岩相分析
,

凹陷内发育有良好的生汕岩系
。

中石炭至咬二叠系为

海陆过渡相
。

顶底均为粗碎屑岩
,

中间为灰岩
、

生物灰岩
、

泥岩
、

油页岩夹砂岩
。

在北

部的五采湾
、

乌伦占海和 中央等凹陷内
,

已经证实了石炭系是主要生油层
。

有机碳含量

x
.

o 4一 1
.

0 8旦百
,

氯仿沥青
“A ,,

含量为 5 6一 5 9 7 p p m
,

总烃含量为 3 0一 4 4 6 p p m
。

母质 为

腐植至腐泥型
。

上二叠统为深湖相沉积
,

是一套富含有机质的暗色泥岩
、

页岩
、

油页岩

及粉砂岩
,

为凹陷内主力生油层
。

有机碳含量为凌
.

几一 9
.

2 3%
,

氯仿沥青
“A ”

含量 为

4 3 4 连一 2 5 0 5 p p m
,

总烃含量为8 19一 1 6 5 9 p p 、:
。

生油岩成熟度好
, o E p 值为 1

.

1 5一 1
.

2 4
。

镜煤反射率为 0
.

5一 1
.

23 %
。

总烃与有机炭之比为 2
.

03
。

干酪根H / C原子比为 1
.

24
。

生

油潜力 很大
,

储量很丰富
,

在玛纳斯河凹陷内
,

石炭二叠系生油岩分布面积3 2 4 4 0 平 方

公里
,

生油岩平均厚度 8 00 米
。

萤光沥青0
.

03 5 %
,

沥青转化系数 10 %
,

其 油气远景很可

观
。

( 二 ) 地台周边古生代沉降盆地

在塔里木
、

华北和扬子地台周 边发育三种类型的古生代沉积盆地
。

有 的地台边缘只

是一种类型的 占生代沉积盆地
,

有 的为几种类型叠加在一起构成复合型盆地
。

一是在华北地台南北两侧发育的震旦纪的坳拉槽
,

从地槽向地台内部延展
。

现在 已经

查明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有三条从秦岭地槽伸向盆地内部的南北向的震旦纪的坳拉槽
。

其

中堆积 了类似地台型的长城和蓟县系石英砂岩与碳酸盐岩建造
,

自南而北沉积厚度逐渐

减薄
,

碎屑岩层位逐渐升高
,

反映海水向南退 出
。

在华北燕山地区于蓟县系雾迷山组和

高于庄 组的台地相灰岩和 自云岩中见到油气显示和沥青
。

灰岩地表样品中有机碳 0
.

2 6%
,

氯仿抽提物。
.

0 27 %
,

证实为生油岩系
。

鄂尔多斯盆地南缘
,

也可能有 同 样 生 油 岩 存

在
。

二是在扬子地 台西南边缘发育泥盆石炭纪的凹槽
。

扬子地台边缘分布有下古生代的

大陆边缘斜坡 沉积
,

加里东运动边缘回返形成隆起而环绕地台分布
。

在隆起带和地台之

间有带状凹槽
。

泥盆石炭纪沉积由凹槽 中央向两侧
,

厚度逐渐减薄
。

沉积相由深海逐渐

变为浅海台地相带
。

发育很好的生油岩系普遍见到油气显示
,

由于在凹槽 内灯藏太深
,

变质程度较高
,

在隆起和地台的刹坡上可能变质程度较浅
。

三是地台边缘的下占生代大陆余坡
。

我国四大地台边部
,

在地 台与地槽之间
,

往往

发育大型余}坡带
。

下古生代地层呈大规模的楔状体
。

向地台方向沉积变薄
,

海盆变浅
。

向地槽方向
,

沉积加厚
,

海盆加深
,

沉积变细
。

各个地台的下古生代大陆斜坡 的发育层

位也有差异
。

如在华北地台东部
,

南北两侧震旦纪的大陆斜坡上
,

震旦系厚度可达 3 0 0 0一

5 0 0 0米
,

而且主要是碳酸盐岩建造
。

如在塔里木地台东北边缘可能存在志留纪的大陆斜

坡
,

在地台内为浅海及滨海相灰绿色碎屑岩
,

厚约45 0米
,

向东北方向厚度增加 到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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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o米
,

主要为碎屑岩
、

灰岩和火山碎屑岩
。

这些下古生代大陆斜坡沉积都有一定的

生 油性能
,

值得注意
。

基于地台周边三种类型的古生代沉积盆地的构造状况
、

沉积体系和保存 条 件 的 分

析
,

下列四个地台斜坡带的古生代沉积
,

可作为今后石油普查的方向
。

1
.

塔里木地台西南斜坡带

塔里木地台经过加里东运动
,

泥 红丫已的海水向地台南北两侧退山
。

在地台边缘沉积

厚均 1” )米的浅海相碳峻盐岩建造
。

在地台中央为陆源红色碎屑沉积
,

厚度约 3 50 米
。

中

石炭
卜

世时
,

海水扩大
,

淹没整个地台
,

在地台中部为浅
、

滨海和泻湖相沉积
,

厚度较小

约 只〕o一 7淤米
。

而在地台西南边缘为深海相带
,

并在什拉甫
、

托云和阿合奇等地形成三

个沉降幅度较大的海湾
。

沉积了一套灰色石英砂岩
、

泥岩夹黑色灰质页岩及薄层灰岩
,

一 牡厚度 2 0。。一 3 0 0 。米
,

最大厚度可达 c。。。米
。

二叠纪地台东部抬升
,

海水 向西退出
。

在地台西南部二矜系沉积
,

下部是海相黑 色灰岩
、

泥岩及砂岩互层
,

最大厚度 1 2。。米
,

_

卜郊是队相江色碎屑岩
,

顶部夹灰绿色泥岩和泥灰岩
,

最大厚度 1 7 0 0米
。

在地台内部二

桥
‘

J .

三是海从过渡相沉积
,

主要为红色碎屑岩夹灰岩和玄武岩
,

厚度约 1 1 0 0米
。

在塔里木

盆 叭内二月
一

条古生 界剖面上
,

共发现 3 5 0个油气显示点
。

它们几乎全部产 自石炭系 及 下

二
:

统
,

其巾1拐个点为品洞原油或沥青 〔‘幻
。

在石炭二鑫系可能有 17 5 0米达到生油岩水

平
、

有机碳含量为。
.

71 %
,

氯 f}j 沂青
“ A ”

含量为 1 1 Op p m
。

沥青转化系数为 2
.

6 %
。

有

机质为 混合型
,

O E P值为 1
.

3 9
。

在地台西南边缘寻找古生代油藏是大有希望的
。

2
.

华北地台西南斜坡带

在华北地台西南斜坡带上
,

早期发育的震旦纪的坳拉槽
,

堆积有很厚的碎屑岩和碳

酸
_

岩建造
,

可能生油
。

在寒武至奥陶纪为大险边缘沉降盆地
。

静宁一带为优地槽型沉

积
,

香山地区发育 冒地槽型沉积
,

再向东则为地台型沉积
、

厚度显著减薄
。

在中晚奥陶

世
,

贺兰山为凹槽状沉积
,

东西方 向很快尖灭
,

上奥陶统分布在凹槽南端
,

向东南延伸

到秦岭北侧
,

形成大陆边缘沉降盆地
。

其 中堆积 2 0 0 0多米的类复理石建造
、

1 0 0 0多米的

华 亡
一

笔石贝岩建造和几百米的碳殷盐岩建造 〔‘”〕
。

平凉组和马家沟组的黑色泥岩和 页 岩

属 {
几

较好的生油岩
,

有机碳含量 0
.

4一0
.

6 %
,

沥青
“A ”

含量0
.

01 一0
.

05 %
,

烃 含 量 为

1 0 公一 3 0 0 p p 了n
。

加里东运动
,

华北地台上升为陆地
,

志留泥盆纪的海水退到宝鸡至青铜 峡 以 西 地

卜
. ,

沉积碎屑岩和磨拉石建造
。

中石炭 世
,

华北地台和阿拉善拉开
,

形成中石 炭 世 凹

槽 其 中堆识约驯。。米厚的黑色碎屑岩
。

靖远组和羊虎沟组的黑色页岩属于最好的生油

岩
。

有机碳含量为 2
.

9%
,

沥青
“ A ” 含量为。

.

0 8 9 5 %
,

烃含量为 3
.

l lp p m
。

这套生油岩
‘一

:约娜公里的南北向枢纽带中分布
,

向东西两侧变薄尖灭
。

北部为乌 达 凹 陷
,

面 积

7 8 平方公卫
,

生油岩烃含量 2 9 o p p m
。

在枢组带中部是银川凹 陷
,

中石炭统生油岩 厚

度 1 0一 5。) 片
,

也有一定的生油潜力
。

银川凹陷南端转 向西
,

延伸到中卫以西
,

可能和

祁连山山前的石炭纪凹槽相联
,

在中卫地区见到中石炭统的含油砂岩
,

也是有含油远景

的地带
。

3
.

扬子地台西 有斜坡带

扬子地勺西南斜坡
,

地质构造比较复杂
。

在大瑶山
、

大明山
、

黔南
、

滇东南和澜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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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等地发现巨厚的寒武奥陶系复理石沉积
。

又在 昌都发现加里东褶皱的基底
。

从而推测

在雪峰
、

开阳和川中隆起的外侧
,

有下古生代大陆边缘沉降盆地
。

这个盆地可能有条凹

槽伸向扬子地台内部
,

如大巴山前下古生代凹槽
,

黔东北下古生代凹槽和川南下古生代

凹槽
。

在斜坡上和凹槽 内沉积了较厚的下古生代地层
。

其 中发现许多油气显示
,

证实有

生油岩存在
。

寒武纪为 台棚相组的黑色泥岩和碳酸盐岩
,

为重要的生油岩
,

泥岩中有机

碳含量 0
.

7 %
,

氯仿沥青
“ A ” 0

.

0 0 5 3 %
。

在川东北慈溪河两岸从寒武系浪沧铺 组 中 流

出原油
。

川西北矿山梁寒武系竿竹寺组见大量沥青脉
。

贵州的台江革东下寒武统清虚洞

组灰岩中见油苗
。

奥陶系为台棚相灰岩
,

白云质灰岩和页岩
。

生物化石丰 富
,

含 黄 铁

矿
,

有机碳 0
.

1一。
.

3 %
。

贵州凯里普遍见有油苗和沥青
,

属于有利 的生油岩
。

志 留系为

陆棚边缘盆 地相带的暗色泥岩和灰岩
。

有机碳 0
.

2一 0
.

3%
。

在川南志留系中 试 出 天 然

气
。

贵州麻江志 留系发现有大量的沥青砂岩
,

显然志留系也是有利 的生油岩
。

加里东运动
,

形成大瑶山
、

大明山
、

越 山和 昌都等隆起
,

并环绕地台分布
。

在隆起

和地台之间形成 泥盆石炭纪的凹槽
,

其中堆积儿千米厚 的碎屑岩和碳酸盆岩
,

已证实有

重要 的生油岩系
。

川西北泥盆纪沉积上部为碳酸盐岩
,

下部为碎屑岩
,

普遍 见 含 油 砂

岩
。

滇东泥盆 纪为台棚相暗色碳咬盐岩和泥岩
,

油气显示普遍
。

黔南泥盆纪 以台地相碳

酸盐岩为主
,

间有泥岩和砂岩
。

黔桂地区泥盆纪为凹槽台地相带的黑色泥岩
。

石炭系沉

积主要为碳酸钦岩沉积
,

普遍见到天然气流
。

在上三叠统马鞍塘组和小塘子组
,

也属大

陆边缘海
,

堆积了一套海相泥质生物骨粉晶灰岩和钙质 泥岩
,

向东到隆起变薄尖灭
,

也

呈楔状体展 布
,

钙质 泥岩有机碳含量达 0
.

85 %
,

也是重要的生油岩
。

在盆地内古生代地层埋藏较深
,

可能己经变质
,

但是在西部逆掩带和隆起边缘理藏

较浅
,

可能保存有古 生代油气藏
。

但是地形和构造都很复杂
。

4
.

扬子地台东部斜坡带

在下古生代期间
,

华南地区尚处于地 嘈发展阶段
,

主体在湘赣边境的罗宵山闽赣边

境一带
,

以浊流碎屑岩沉积为主
,

并有火山沉积
,

厚度万米左右
。

而在扬子地台东南斜

坡上的
“湘桂海盆

” ,

从晚震旦纪至奥 陶纪的沉积
,

是 以地台型碳酸盐岩为主
,

兼有过

渡型的碎屑岩
,

一般厚度 2 0 0 0一 3 0 0 0米
。

大陆边缘斜坡上可能发育的生油岩是震旦系上

统
,

下寒武统
、

下奥陶统和志 留系
。

这些地层有机碳含量一般为0
.

2一 0
.

5 %
,

有 些地区

最 高可达到 2%
。

在浙西北志留系康山组中发现长数公里
、

宽 20 余米的碳沥青脉
。

皖 南

金县在 奥陶系中发现软沥青和重油
。

在涟源凹陷中石炭统有夭然气显示
,

并在泥盆 系中见

油显示
。

在斜坡的占生代沉积盆 地
,

火成活动强烈
,

变质程度较高和逆掩断层较多
,

对含油

评价不利
。

但是也应注意在逆掩断层带下面有没有可能保存未变质 的占生代沉积盆地
。

如 涟源凹陷地表是窄 背斜和宽向斜相间分布
,

这些窄背斜可能就是逆掩 断层
,

其下可能

有未变质的古生代沉积盆地
。

5
.

扬子地台南部斜坡带

在江西古陆北侧
,

下古生代沉积很厚
,

且为深水相的碎屑岩
,

呈凹槽状分布
。

向两

侧逐渐过渡为台地相的碳酸故岩沉积
,

厚度也逐渐减小
。

加里东运动后
,

南部抬升
,

上

古生代沉积中心向北转移
,

形成台缘坳陷
。

在其周围是碳酸盐建造
,

海盆 中央是孤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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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隆组的硅质页岩
。

其中还发育了海陆过渡相的龙潭煤系
。

这些地层 中有机碳含 量一

般在 2% 以上
,

如皖南奥陶系中有机碳达 2
.

3 %
,

苏南二叠系孤峰组有机碳达 2一 4 %
。

而

且发现 2 40 处油气显示
。

皖南金县奥陶系的重油
,

宜兴泥盆系 白色石英砂岩中 含 油
,

苏

南楼 霞组灰岩晶洞中含油
,

龙潭煤系中普遍见含油砂岩
,

大隆组页岩中流出原油
,

最近

在苏北黄桥钻井中在志留系中见到原油
,

这些都说明古生代地层中有生油岩存在
。

占生代地层经过多次构造运动的改造
,

构造面貌很复杂
,

本区虽有 生 油
、

成 油 条

件
,

但后期保存条件较差
,

不同情况应作具体分析
。

一是在南黄海南部坳 陷
,

古生代地

层呈平缓的背斜和向斜分布
,

经过喜山断块运动
,

大起大落
,

有的下降为凹陷
。

古生代

地层埋藏在 4 0 0 0一了0 0 。米之下
,

找油没有现实意义
。

但在上升为凸起的地区
,

占生代地

法埋藏在 1 0 0 0一 2 0 0 。米左右
,

呈背斜状展布
,

而且紧邻下第三系的生油凹陷
。

所以在凸

起上伐古生代油气田很有现实意义
。

二是在苏北坳陷的凸起上
,

上占生代地层被褶皱和逆掩断层复杂化
,

很难查清圈闭

状况
。

但是在阜宁和盐城坳陷内构造可能简单
,

先从这些坳陷内的凸起上寻找油气田
。

还有南部黄桥斜坡
,

可能是古老的复向斜
,

被中生代沉积复盖
,

后来受了喜山断块运动

的影响
,

上升为斜坡
,

复盖了较沁的第三系沉积
。

在古的复向斜中有些古的小省斜
,

可

能保存了古生代的油气藏
。

在黄桥深井中于石炭二叠系灰岩 中 试 出C 0 2

气
,

日 产 20 万

方
,

于志留系中见到原油
。

三是在逆掩断层带的石油普查
,

首先应着眼于逆掩断层的下盘寻找古生代油气田
。

如苏南矛山逆北断层带等
,

属犁式逆掩断层系列
。

这些小逆掩断层向下延伸到一系列主

要逆掩断层而上
。

在其下盘可能有古生代背斜存在
。

下盘的构造
,

可能比较简单
,

上盘

构造太复杂
。

( 三 ) 地台内部的古隆起

川中隆起和鄂尔多斯中部隆起
。

面积很大
。

在早古生代下降为水下隆起
。

从震旦纪

到奥陶纪都是台地相沉积
,

以碳酸盐岩为主夹有碎屑岩
,

厚度比周围凹陷小
,

约有 2 0 0 0

多米的沉积
。

加里东运动期间
,

隆起顶部缺失志留至石炭系沉积
。

而在周边沉积很厚
,

有良好的生油岩
。

整套地层向隆起上变薄尖灭
,

_

呈楔状体分布
。

从二丑纪起
,

隆起随着

地台下沉而被海水淹没
,

堆积了海相
、

海陆过渡相和陆相沉积
。

直到 自平纪时
,

才上升

为陆地
。

这种古生代隆起的含油远 景可以从三方面探索
。

1
.

在加里东不整合面之下寻找下古生代地层 内部的油气田
。

在川 中威远 己经找到震

旦系气田
。

在龙女寺基准井于井深 4 5 1 8一 15 5 7米
,

从奥陶系试获 天 然 气
,

日 产 3
.

09 万

方
。

证实了古隆起的下古生代地层含油潜力是很大的
。

对加里东运动所形成的构造值得

重视
。

2
.

在加里东不整合面上寻找 “阿尔及利亚” 型的古潜山油气藏
。

隆起上的下古生代

地层
,

在加里东运动影响
一

i犷
,

遭受长期风化剥蚀
,

在背斜轴部形成高孔渗区
,

随后被上

古生代泥岩或膏盐层复盖
。

在隆起两侧古生代的油源运移到隆起上可形成古 潜 山 油 气

田
。

在阿尔及利亚的寒武系 己经找到这种类型的油气田
,

有几十亿吨储量
。

川中隆起地

质结构和阿尔及利亚相似
,

含油潜力可能很大
。

3
.

在隆起上寻找二叠三叠纪沉积盖层的油气田
。

鄂尔多斯中央隆起北部的二叠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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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见到油气显示
。

川中隆起南部二叠系 己经找到许多气 田
。

北部九龙山构造在三叠系

获得工业气流
。

东部石宝寨构造二叠系礁块中也见到工业气流
。

这些资料说 明二叠三叠

纪盖层中含油远景还是很大的
。

( 四 ) 地台内部的古坳陷

1
.

沁水盆地

位于华北地台中部
,

面积2 6 0 0平方公里
。

印支运动回返褶皱
。

早古生代
,

盆地沉积

以台地相碳酸盐岩为主
,

厚约 2 6 0 。米
。

上古生代为陆相湖盆
,

沉积以碎屑岩为主
,

厚约

3 5 1 0米
。

在盆地 内己经找到 16 个背斜
,

背斜轴部的二霆系长期裸露
。

过去在华北地区发

现过不少油气显示
。

燕山地区震旦系灰岩中含油
,

唐山马家沟组灰岩中有油苗
,

山东梁

山寒武系鲡状灰岩品洞中含油
,

阳泉石炭系有天然气
,

唐山二叠系有 天然气
,

说明古生

代地层可能生油
。

但是在沁水盆地打过不少钻井
,

没有发现油气流
,

需要认真进行分析

研究和探索
。

2
.

湘鄂西和川 东坳陷

位于川中隆起和雪峰隆起之间
。

早期随着扬子地台沉降
,

遭到海浸
,

成为坳陷
。

下

降幅度校大
,

沉积很厚
,

地层发育较全
。

震旦系至奥 陶系主要为碳酸款岩夹黑色页岩的

台地相沉积
。

志留系则为一套笔石页岩的台棚相沉积
。

总厚度有 6 。。。一 7 0 0 0米
。

后期受

加里东运动影响
,

坳 陷东北端抬升
,

海水向西南退出
,

缺失泥盆系沉积
,

石炭系沉积只

有几十米
。

二叠系为碳酸执岩和含煤碎屑岩间互层
,

厚达3 0 0 0一 4 0 0 0米
。

印支运动坳陷

回返
,

复经后期构造运动影响
,

褶皱和断裂很强烈
。

在 湘鄂西表现为宽背斜和窄向斜
。

在川东地区表现为窄背斜和宽向斜
,

伴随较多的逆掩断层
,

浅层构造复杂
,

深层褶皱可

能比较简单
,

断层较少
。

这些背斜都是正地形
,

长期受到冲刷剥蚀
,

油气保 存 条 件 较

差
。

川东地区剥蚀较轻
,

背斜上保 留上古生代地层
。

在坳陷内古生代地层是含油的
。

己经在川东石炭系中找到卧龙河等大气 田
。

在川南

二叠系发现气旧
。

在凯里从志 留系试出油流
,

在川东北程 口慈溪河从寒武系沧浪铺组内

流出原油
。

但是要找到古生代油气田
,

还必须研究几个地质问题
。

( 1 ) 研究变质程度

有些地区变质程度很深
。

如黔南麻江古油 藏
,

志 留系含油砂岩
,

面积约 8 00 平 方公

里
,

原始石油储量约有 16 亿吨
,

原油 己变成干沥青
。

王佑构造上钻到 4 0 0 0米
,

在泥盆系

灰岩微裂隙中充满了浙青
。

但是在凯里志 留系砂岩中试出原油
,

开 阳地 区在
’

下寒武统发

现含气层
,

川南在志 留系试出有工业价值的天然气
,

说 明古生代含油气层还没有都达到

高演化变质
。

要研究没有变质的地质条件
,

在相似地区找古生代油 气藏
。

特别注怠研究

加 里东古隆起部位和古斜坡地带含油气条件
。

( 2 ) 研究冲刷程度

在坳陷内
,

现今背斜都是正地形
。

长期暴露
,

遭受剥蚀
,

地表水冲刷深度 很大
。

因

而在 评价一个背斜时
,

要考虑生油岩是否被剥掉
,

地表水是否冲刷到储油层
。

在湘鄂西

一些背斜轴部出露志留系
,

只有探索寒武系和震旦系的含油层
。

同时要分析现今背斜和

加里东期的古背斜符合关系
,

要寻找加里东期的古背斜
。

( 3 ) 研究宽向斜内的低 背斜和 高 背斜翼部逆掩断层下盘的油气富集带
。

川东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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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构造部位 己经找到许多石炭二叠系气田
。

还有许多向斜没有研究
,

潜力还很大
。

在

湘鄂西一些大型向斜中都是二叠系组成
,

因而在 向斜翼部逆掩断层下盘
,

特别是 雪峰隆

起北侧的逆掩断层下盘
,

可能有古生代油气田
。

( 4 ) 研究窄背斜深部古生代地层的含油性
。

在川东窄背斜的表层构造是石 炭 二叠

纪地层组成
。

虽然见到天然气流
,

由于逆断层多
,

地层倾角大
,

构造复杂
,

地表水冲刷

深度大和背斜轴部地层被剥蚀多等原因
,

没有找到大型气田
。

但是在背斜深部下古生代

构造简单
,

呈平缓宽阔
,

含油潜力可能很大
。

3
.

华北平原古生代坳陷

在华北平原
,

新生代复盖下存在古生代坳陷
。

在古生代有着和地台同样 的 地 质 经

历
。

中生代由于印支运动的影响
,

形成了一些侏罗纪的断陷
。

后来在燕山运动影响下
,

产生大型 白平纪坳陷
。

喜山运动时期 内发生强烈断块运动
,

大起大落
,

破坏 了 地 台 结

构
。

有的下降为第三系深凹
,

古生代地层埋藏很深
。

有的上升为 凸起
,

中生代地层被剥

蚀
,

然后被上第三系沉积复盖
。

凸起部位的古生代地层埋藏浅
,

由古生 代的不 同时代地

层组成
,

有的呈单斜状
,

有 的呈背斜状
。

特别是紧靠下第三系深凹的古生代背斜很有含

油远景
,

己经在任邱
、

庄西和苏桥古生代背斜中找到大型油气田
。

本文是在朱夏
、

关士聪两位总工程师主持下
,

经过集体讨论
,

由杨兆宇同志执笔编

写
。

各地区石油地质局
、

指挥所
、

海洋地质调查局和各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大队提供了丰

富的实际资料和研究成果
,

特表示感谢
。

( 收稿日期
: 1 9 8 4年 5月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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