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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古隆起的形成
、

发展及其油气远景

康 义 昌

( 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地质局 )

本文根据最新的钻井
,

高精度区域 地震大剖面及 区域地质资料
,

分析和研究了川中鼻状古隆起在各厉

史阶段的发展及特点
.

研究表明
,

该古隆起具有五套含有机质丰度达 ZM t/ k m Z的 层系
,

主要气源岩为下

占生界海相层系 占总资源量的 5 / 仑,

在油气形成的高峰期 (印支期 ) 时区域封闭情况良好
,

在 四川运 动中

没有遭受破坏
,

另外
,

该隆起的不同构造部位具有各类可能的储藏类型
.

并预测其比较含油气远景
.

早在五十年代石油地质工作者就认识到川中地区是个地表出露侏罗系上沙溪庙组地

层
、

由华萦山向西南倾没的一个大型鼻状隆起
,

随后发现该区具有基底抬高
、

上覆层变

薄的古隆起特点
。

70 年代初
,

女基井在上震旦统灯影组以下钻迁花岗岩
“
基底

” ( 实际

是侵入到下震旦统的澄江期岩体 〔,〕,

绝对年龄6亿年〔
“〕) 同时发现二叠系直接盖在奥 陶

系南津关组 ( O
,

) 之上
,

比相邻地 区缺失更多的志留系和奥陶系
,

对川中古隆 起 有 更

进一步了解 ; 在此前后
,

威远构造数 口并在灯影组下也钻迁花岗岩
“
基底

” 和发现越向

构造西北翼越缺失更多的下古生界下部地层
,

以及当时一批地震剖面显示乐山地区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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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最高等等
,

于是进而提出
“乐山一龙女寺加里东古隆起

” ,

其形态是北东向的短轴

背斜
,

核心为下寒武统
,

外围依次为奥陶系
、

志留系 ( 图 1 )
。

通过对盆地内十余条区域数字地震大剖而的综合地质解释
,

特别是充分利用盆地及

其边缘地带的区域地质资料
,

把盆地内外的地质构造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
,

认为川中古

隆起分别是 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的大型古隆起中的一部分
:

1
.

加里东旋回的大型 宝兴一广安鼻状古隆起的倾没部分 ;

2
.

海西晚期一 印支旋回的川 中一威远古隆起的东北端
;

3
.

燕山
、

喜山期一四 川运动形成的川中一威远一龚嘴隆起带的东北端
。

上述三者间的形态轮廓
、

范围大小
、

轴线位置等都不尽一致
,

后者对前者 既 有 继

承
,

也有新的发展
,

其中川中地区表现出长
.

期的继承和古
、

今隆起较好的复合
。

下 面从

古隆起的早期阶段谈起
。

一
、

川中古隆起的形成
、

特点及其发展演化概况

1
.

加里东鼻状古隆起的形态
、

特点

图 1是根据盆地 内数十 口深井
、

盆地西部
、

西南边缘露头和区域地质资料〔
”〕〔4〕,

对

盆地 内区域地震大剖面进行综合地质解释编绘的
,

清晰地展现出二叠系平铺在不 同时代

的层系之上和下古生界顶 面是一个大幅度的浸蚀间断面
。

图面呈现出的大型鼻 状 古 隆

起
,

显然是前二叠纪上扬子地台的一个主要地质构造单元
,

表明现在的盆地边缘露头区

与盆地 内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根据宝兴地区出露地层最老
,

灯影组局部地区被蚀尽
,

有些地区仅残留其底部
,

和其上各系古地质 界线形态
,

表明宝兴地区是鼻状古隆起的根

部
,

宝兴一成都一广安东西向一线是鼻状古隆起的轴线
。

鼻状古隆起顶部平缓开阔
,

由

灯影组一下寒武统组成
。

大致在安县一绵阳一南充一遂宁一乐山一雅安半环状 一 线 以

外
,

才有中
、

上寒武统到志留系的分布
,

并明显向下倾伏
,

构成鼻状古隆起的 前 缘 斜

坡
。

再向外
,

北部是古川北坳陷
,

东部是川湘坳陷
,

南部是川黔坳陷
,

后者分隔了南侧

呈东西向展布的黔中隆起
。

区域地震大剖面反映的鼻状古隆起 的纵向特征是
:

下古生界各层在盆地边缘地区厚

度大
,

向盆地逐渐减薄
,

到鼻状古隆起的轴部明显变薄
;
地震剖面上在翼部出现较多的

上超点
、

尖灭点
,

表明鼻状古隆起在加里东旋回的沉积过程中有过多次抬升 ( 图2 )
。

这

一点在盆地周 边广泛分布的地层缺失现象 (如p ;

/ D
、

p 工

/ S
、

p : , , ‘

0 3 一 o : 、

p , ,’

c 、 、 p ,

/

z : 、

D :

/ S , 一 2 2 、

0 ,

/ c :
) 得到验证〔

4〕,

表明加里东鼻状古隆起既是在加里东 运 动 中

和泥盆
、

石炭纪抬升中形成的构造侵蚀性隆起
,

又有沉积隆起的性质
,

是在地史中长期

发展形成的
。

加里东鼻状古隆起形成之后
,

从中泥盆世到石炭纪不时受到西部洋盆的影响
,

使盆

地西部龙门山地区受到波及
、

下陷
,

沉积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地层〔
“〕,

同时把下古生 界

顶面的鼻状古隆起改变成 四周向下倾伏
、

不对称的古隆起
。

2
.

古隆起的发展演化概况

为进一步了解二叠纪以来古隆起的发展演化
,

利用地震剖面
、

地面和钻井连线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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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各剖面反映古隆 起

范围 (印支期 )

2 。

川 中一威 远 古 隆

起 ( 印支期一景 山

期 )

3 .

印支期前后汕 气运

移方向

4 。

四川运动后油 气运

移方向

5
。

始于 印支期的 拗陷

轴

6 。

白蟹纪拗陷轴

7 。

钻井及剖线

8 。

地震剖面中一 S 一

X线

9 。

地面 地项剖面

10
。

地面露头
¹ 川中一戚远古隆起 º大相岭一鑫嘴隆起

图6 四川盆地下古生界顶面印支期古隆起与油气运移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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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

类塑不同的次级构造单元组成
,

并
_

[I
.

自北向南西西方向节节抬高
。

北部的川中隆

起
,

地表是一个依附于抬得很高的华集山构造带构成 的东高西低大型鼻状隆起
,
中部的

威远大背斜 自身形成圈闭
,

北 与川中隆起
、

i汀与龚嘴隆起 以低鞍相隔 ; 西南端是横跨盆

地 内
、

外的龚嘴隆起
,

盆地外围抬起最高
,

有大片的灯影组和其下的元古代花 岗 岩 分

布
。

综合上述
,

早期东西向的加里东必状古隆起
,

受到后期的明显改造
,

印支期在鼻状

古隆起的轴线倾没部位和东南翼前缘斜坡一带
,

发展成北北东向川中一威远古隆起
,

燕

山
、

喜山期和四川运动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印支期古构造格局
,

形成同方向的川中一威远

一龚嘴隆起带
。

所以
, “川中

” 这块地区既是地史发展中的长期古隆起区
,

也是四川运

动形成的今构造隆起区
,

也就是说
,

是 自震旦纪以来古
、

今构造的隆起区
。

二
、

川中古隆起气源丰富

四川盆地海相层系
,

无论是泥质岩类还 是碳酸盐岩类
,

绝大多数都有较好的生油气

能力
。

其有机质类型
,

除二叠系的局部陆相一海陆相夹层为腐殖型 ( 皿型 ) 外
,

整个海

相层系 的有机质多为 I型 (腐泥型 ) 或 I型 到亚型 (混合型 )
。

有机质成熟度 , 三叠系

中
、

下统为高成熟到过成熟
,

二叠系及其 以下各层为过成熟
,

故除中
、

下三叠统有少量

原油或凝析油外
,

以下各层只产天然气
。

据本局地化组计算的天然气资源量
‘ ) ,

中
、

下

三叠统占资源总量的 1邝
,

二叠系占2 / 8 ,

下
一

占生界加震旦系灯影组 占资源总量 的 5邝
。

从单位 面积有机碳丰度 (万 t/ k m
“

) 看
,

由高到低排列序次为¹
、

志留系 I 型泥质岩 ;

º
、

下寒武统 I 型泥页岩 ; »
、

上二叠统 I 型泥页岩及煤系 ; ¼
、

下二叠统 I 型碳酸盐

岩 ; ½ 震旦系上统灯影组 I 十 l型碳酸盐岩
:,

都在20 0万t/ k m
Z
以上

,

其余各层都在10 0 以

下并多在 50 左右
。

可见海相层系的主力油气源岩是上述五套
,

其中主要是下古生界和灯影

组
,

其次是二叠系
。

上述 四川盆地油气源岩纵向上的分布特点
,

在地区上的差异并不 明

显
,

表明古隆起所在地区仍具有与盆地其它地区接近的油气资源
。

但是必须指出
,

在加

里东鼻状古隆起上
,

仅残 留灯影组一下寒武统
,

虽然这两套层系也是较好的气源岩
,

但

最好的志留系和奥陶系气源岩已被蚀尽
,

无疑大大减少天然气资源量
。

不过
,

既然志留

系在古隆起的外围坳陷广泛分布
,

所生大量油气必然沿斜坡向古隆起顶部运移
,

加上侵

蚀面上
、

下都有较好
、

较厚的气源岩
,

必定使古隆起获得更大的油气补给
。

上述表明
,

研究早期古隆起
,

侧重于盆地深部较老的古生代层系找气
,

油气源条件是非常优异的
。

另有资料表明
,

四川盆地 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仅 占天然气资源总量的1/ 10
,

而且主

要分布在二
、

三叠系和石炭系的背斜圈闭中
。

假如在上述层系剩余的背斜圈闭和非背斜

圈闭中还能找到1/ 1。一2/ 1。的储量
,

那么所余的7 / 10天然气总资源量就应分布在下海相

层系
,

这与前面谈到 的下海相层系 占有总资源量的5 / 8非常接近
。

从四川盆地生油 层 系

多
、

横向变化不大
,

储层相对教密
,

和四川运动在川中地区表现微弱等基本地质情况考

虑
,

也可推论油气在层系上的富集程度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层 的资源量
。

所 以
,

川

1 ) 李汉国
, 19 3令,

从油 气源角度对四川盆地资源前景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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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

类塑不同的次级构造单元组成
,

并
_

[I
.

自北向南西西方向节节抬高
。

北部的川中隆

起
,

地表是一个依附于抬得很高的华集山构造带构成 的东高西低大型鼻状隆起
,
中部的

威远大背斜 自身形成圈闭
,

北 与川中隆起
、

i汀与龚嘴隆起 以低鞍相隔 ; 西南端是横跨盆

地 内
、

外的龚嘴隆起
,

盆地外围抬起最高
,

有大片的灯影组和其下的元古代花 岗 岩 分

布
。

综合上述
,

早期东西向的加里东必状古隆起
,

受到后期的明显改造
,

印支期在鼻状

古隆起的轴线倾没部位和东南翼前缘斜坡一带
,

发展成北北东向川中一威远古隆起
,

燕

山
、

喜山期和四川运动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印支期古构造格局
,

形成同方向的川中一威远

一龚嘴隆起带
。

所以
, “川中

” 这块地区既是地史发展中的长期古隆起区
,

也是四川运

动形成的今构造隆起区
,

也就是说
,

是 自震旦纪以来古
、

今构造的隆起区
。

二
、

川中古隆起气源丰富

四川盆地海相层系
,

无论是泥质岩类还 是碳酸盐岩类
,

绝大多数都有较好的生油气

能力
。

其有机质类型
,

除二叠系的局部陆相一海陆相夹层为腐殖型 ( 皿型 ) 外
,

整个海

相层系 的有机质多为 I型 (腐泥型 ) 或 I型 到亚型 (混合型 )
。

有机质成熟度 , 三叠系

中
、

下统为高成熟到过成熟
,

二叠系及其 以下各层为过成熟
,

故除中
、

下三叠统有少量

原油或凝析油外
,

以下各层只产天然气
。

据本局地化组计算的天然气资源量
‘ ) ,

中
、

下

三叠统占资源总量的 1邝
,

二叠系占2 / 8 ,

下
一

占生界加震旦系灯影组 占资源总量 的 5邝
。

从单位 面积有机碳丰度 (万 t/ k m
“

) 看
,

由高到低排列序次为¹
、

志留系 I 型泥质岩 ;

º
、

下寒武统 I 型泥页岩 ; »
、

上二叠统 I 型泥页岩及煤系 ; ¼
、

下二叠统 I 型碳酸盐

岩 ; ½ 震旦系上统灯影组 I 十 l型碳酸盐岩
:,

都在20 0万t/ k m
Z
以上

,

其余各层都在10 0 以

下并多在 50 左右
。

可见海相层系的主力油气源岩是上述五套
,

其中主要是下古生界和灯影

组
,

其次是二叠系
。

上述 四川盆地油气源岩纵向上的分布特点
,

在地区上的差异并不 明

显
,

表明古隆起所在地区仍具有与盆地其它地区接近的油气资源
。

但是必须指出
,

在加

里东鼻状古隆起上
,

仅残 留灯影组一下寒武统
,

虽然这两套层系也是较好的气源岩
,

但

最好的志留系和奥陶系气源岩已被蚀尽
,

无疑大大减少天然气资源量
。

不过
,

既然志留

系在古隆起的外围坳陷广泛分布
,

所生大量油气必然沿斜坡向古隆起顶部运移
,

加上侵

蚀面上
、

下都有较好
、

较厚的气源岩
,

必定使古隆起获得更大的油气补给
。

上述表明
,

研究早期古隆起
,

侧重于盆地深部较老的古生代层系找气
,

油气源条件是非常优异的
。

另有资料表明
,

四川盆地 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仅 占天然气资源总量的1/ 10
,

而且主

要分布在二
、

三叠系和石炭系的背斜圈闭中
。

假如在上述层系剩余的背斜圈闭和非背斜

圈闭中还能找到1/ 1。一2/ 1。的储量
,

那么所余的7 / 10天然气总资源量就应分布在下海相

层系
,

这与前面谈到 的下海相层系 占有总资源量的5 / 8非常接近
。

从四川盆地生油 层 系

多
、

横向变化不大
,

储层相对教密
,

和四川运动在川中地区表现微弱等基本地质情况考

虑
,

也可推论油气在层系上的富集程度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层 的资源量
。

所 以
,

川

1 ) 李汉国
, 19 3令,

从油 气源角度对四川盆地资源前景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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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西部
,

由印支一四川运动形成的逆冲带和大型推覆体
,

已构成良好的 区 域 封

闭
,

其前缘可成为油气富集带
。

所 以
,

对盆地内二叠纪以前大型古隆起及其顶部的侵蚀间断面而言
,

是具备区域封

闭条件的
。

川 中古隆起是
一

早期古隆起中间的一部分
,

在地史发展 中长期处于相对抬升状态
,

即

从志留纪一白平
、

老等三纪四周有坳陷环绕
,

四川运动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 尤其对志

留系以前层系 )
,

有更好的封闭条件和更大的控油能力
。

四
、

川中古隆起有多种有利的圈闭类型

从整体解剖古隆起的角度看
,

早期古隆起涉及前二叠系的下海相层系
,

面积占盆地

的1/ 3 ; 印支期以来的古隆起
,

范用缩小到川中
、

川西南地区
,

但涉及整个海相层系
。

根据本区气源丰富
、

大地构造性质稳定
、

局部构造远比盆地其它地区稀少和平缓
,

加上涉及更多的下海相层系
,

所 以早期形成的油气必然以非背斜圈闭的形式富集成藏
。

从前述古险起的形成
、

发展特点
,

各时代地层分布和沉积相特征
,

结合现有气藏和工业

气井产出情况
,

初步认为本区有以下几种主要圈闭类型
。

1
.

岩性油气藏

早期古隆起具水下沉积隆起性质
,

边沉积边上升
,

在古隆起的翼部形成一系列的上

倾尖灭 ( 地震剖面上分布在寒武系
、

奥陶系和志留系内的上超点 ) ;
古隆起往往控制各

层的区域岩性
,

形成岩性变化带 ; 古隆起控制各层系沉积时的古构造环境
、

古地形
,

形

成高能滩体
、

潮J
一

手带白云岩化或溶蚀作用而成的有利储集相带等等
,

总之由岩性和沉积

因素形成的储集实体
,

都可形成该类圈闭
。

由于该类圈闭形成于油气生成之前
,

能更早

为油气占据
、

充满
,

有利于保持较大的原生孔隙
,

一般具较好的孔 渗性
。

估计是川 中海

相层系中层数最多
,

分布广
、

储集性能较好的一类气藏
。

川 中地区中
、

下三叠统的一些

气藏多数属于此类
。

该类气藏一般规模小
、

不规则
,

更依赖于高精度
、

高分辨率地震勘探和难度大地质

综合解释
。

2
。

与古侵蚀面有关的圈闭

川中地区地层厚度薄
,

沉积间断相对盆地其它 地 区 多
,

层 间 侵 蚀 幅 度 大
,

尤

其是下海相层系和顶部由不同岩系组成的侵蚀间断面更为明显
。

二叠纪前古地 质 图 上

呈半环状分布的地质界线
,

基本代表了下古旦二界相应组段具体岩性的展布
。

在碳酸盐岩

组成的环状分布地带 ( 如中
、

上寒武统的大套白云岩 )
,

必定因经受长期风化
、

淋滤而

形成裂缝
、

溶洞
、

孔隙发育的喀斯特岩溶带
,

构成极好的储集空间
。

由于这个区域性侵

蚀面界于上
、

下生油层之 间
,

所以不但能偷存下古 生界的二次所生油气
,

而且还可作为
“
新生古储

”
储集上覆二叠系所生油气

。

这方面
,

与川东石炭系储层有丰富的气源和良

好的封存条件相似 ; 不同的是
,

它们受半环状展布的侵蚀界面的性质
、

起伏和具体岩性

所制约
。

如果具有较大的地形起伏
,

就可构成了不起的古潜山气藏 ; 如形成前述的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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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岩溶带
,

不论古地形是正向凸起还是负向四带
,

都可构成可观的古岩溶气藏
。

由于这

类气藏不依赖于局部构造和断裂
,

也不为后期构造发展
、

运动所左右
,

加上平面上呈环

带状有规律可循 (参见图7 )
,

以及在川中一些地 区埋深不 大
,

所以很有远景
,

可 能 构

成四川盆地最优异的一类气藏
。

但仍有赖于通过高精度地震勘探和深处理解决
。

3
.

与区域古隆起
、

古构造有关的早期气藏

地史中古隆起的形成
、

发展如前所述
, l打于川 中一威远一龚嘴隆起带和川 西 坳 陷

西
、

南斜坡是多期古隆起的叠合部位
,

因此长期构成油气指向
,

利于形成油气富集带
。

其中包括与区域性联片偏层 ( 如震旦系顶部 ) 或与区域侵蚀间断面有关 的古隆起 ( 古构

造 ) 气藏
,

和古 隆起范围内的上倾地层尖灭岩性气藏
。

古构造气藏一般规模较小
,

往往

随着古隆起的变迁而产生或消亡
,

因此一般仅分布在一个局部的时空范围
,

如龙门山前

印支运动形成的古构造
。

分布在川 中地 区武胜撞南
、

安岳
、

大足一带由早
、

晚相反方向

的古隆起斜坡叠加而成 的从震旦系顶和寒武系到志 留系顶古侵蚀面组成的古构造
,

其位

置依次 向东南方 向位移
,

这种在地史中形成的圈闭无疑对储集油气有利
,

所 以
,

把不 同

层系组成的下古生界顶部区域侵蚀间断面作为构造层研究
,

找出古隆起位置和各层高点

在地史的迁移有重要意义
。

另外
,

有的古构造与古隆起的关系密切
,

早期的古构造
,

后期发展成古隆起
,

古构

造成为该古隆起上的一个高点
,

如威远构造
。

由于该类圈闭形成的时问与油气生成的高

峰期一致
,

并在较早的印支期
,

利于形成优异的规模较大的气藏
。

初步研究认为
,

现在

四川盆地规模最大
、

储量最多的威远震旦系灯影组气藏
,

最初形成于印支期
。

印支期的

威远古构造平缓开阔
,

虽然圈闭面积不小
,

但闭合幅度不大
,

所 以储聚的气量有限
。

尽

管四川运动使威远构造 的闭合高度急剧增加到 8 00 多米
,

但气源没有得到有效的 补充
,

致使现今的含气面积和含气高度仅 占闭合面积和高度的四分之一〔
“〕

。

4
.

晚期褶皱
、

断裂形成的各类圈闭

四川运动对加里东古隆起 的影响因地而异总的是盆地边部强烈
、

到川中地区微弱
、

主要表现是
:

1 ))l !中地区
,

在四川运动一应力作用下形成具有本 区特点的统 一形变形迹
:

平缓的有

规律分布的局部构造
,

宽缓的区域斜坡
,

和与它们配套的更次一级的断裂一绕曲带
、

裂

缝系统
。

2) 四川运动继承印支
、

燕 山
、

喜山期古构造格局把印支期形成的平缓的川中一威远

古隆起大幅度抬升
,

抬起幅度自川 中向西南增大
,

如川中约 10 0 0多米
,

威远 3 0 0 0多米
,

龚嘴隆起 7 0 0。米以上
。

同时局部构造褶皱强度 自北向南增大
,

断层增多
。

3) 四Jll运动形成清晰的盆地轮廓
—

一系列压 向盆地的逆冲断裂带
。

盆地内
,

外伴

随断裂形成一些隆
、

断凹
,

断凹内有局部构造
、

潜伏构造和断层
、

挠 曲带等
。

上述四川运动形成的隆起带
、

局部构造
、

断层一挠曲带和裂缝系统等与古隆起
、

古

侵蚀面和各层有利岩相带等因素结合
、

叠加
,

形成多种复合圈闭类型
,

计有
:

古隆起与今构造复合型圈闭
,

如龙女
、

广安
、

磨溪
、

威远等局部构造 ,

古斜坡与今构造复合型圈闭
,

如荣经断凹内的数个局部构造等
,

岩性与今裂缝带 ( 断层
、

绕曲带 ) 复合圈闭
,

如分布在川 中地 区嘉二及二
、

三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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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小型气藏 ,

岩性
、

古侵蚀面与裂缝带复合圈闭
,

如川中二叠系阳新统顶部发现的气藏 ,

古侵蚀面与今构造复合圈闭
,

如川中女基井奥陶系气藏
,

等等
。

五
、

有利地区选择及主要目标

1
.

综上所述
,

有利地区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最佳
、

最多主力气源岩地区
、

层系及 其附近 ; 2 )古隆起长期发育的地区 , 3) 早期

多种类型圈闭复合地区
; 4) 古

,

今圈闭复合地区 ; 5) 区域性封闭条件 ; 6 )5 0 0。一 6。。。米

钻机可钻达的地区
、

层位
。

根据上述条件的完善程度
,

依次分出以
一

F三类远景地区 ( 图9 )
:

JJJ《 JJJ

井井井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弓弓弓弓弓月月

0 达县

O 万县
o 大竹

石住。 争

有利地区类别

6 0佣米井可及推围

( 1 ) 类
:

川 中一威远地区 ,

( l )类
:

l
,

盆地西南边缘内侧
:

I
:

龙门山中
、

南段泥盆
、

石炭系分布区以内
。

( l ) 类
:

盆地西南边缘以外中生界分布区
。

本区之所 以划为 l 类有利地区
,

是基于 以下两点
:

1
.

四川运动前
,

这里是地史中长期古隆起发育区
,

长期为油气指向 ; 层间侵蚀间断

面多
,

储集条件好 ; 南侧有巨厚下古生界充填的川黔坳陷
,

气源条件优越 , 主要目的层

震旦系和下古生界埋深较大
,

上有次要 目的层下二叠统和上覆的玄武岩及中生界盖层
,

区域封闭
、

保存条件亦好
。

因此推测
,

己形成规模较大的多层系
、

多类型的含气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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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四Jll运动在本区的主要运动形式是挤压上升
,

形成断隆
、

断凹
。

断隆出露前灯影

期层系
,

油气散失无存
。

推测断凹内大片中生界覆盖区
,

尚有油气保存
,

这是因为
,

四

川运动是逐渐进行的
‘ ) ,

随着地应力作用
,

其过程是
:

( 1 ) 首先产生应变面和裂 缝 系

统 , ( 2 ) 继而产生形变
、

形成褶皱 ; ( 3 ) 进而形成断层及逆冲带⋯ ⋯
。

在产生裂缝系

统及局部构造的同时
,

油气在应力的驱使下做重新运聚
,

一

沂先储层在局部构造及 断
、

挠

等 圈闭之中
。

只要圈闭
、

保存条件没有改变
,

以后再如何变动
,

气藏存在如故
。

因此断

凹内有较大的油气远景
。

2
.

各类远景区的主要勘探目标如下
:

I 川中一威远地区

主要勘探 目标有
:

¹
、

长期古隆起与今构造高点复合的下古生界各层系及古侵蚀界

面 , º
、

川 中隆起明显受华藻山断裂带影响的断褶带和裂隙发育区
,

主要 目的层是二叠

系到中
、

下三叠统
; »

、 6 0 0 0米钻机可及的各层岩性圈闭
。

X盆地西南边缘内侧

主要勘探目标
:

¹
、

白垄一第三系坳陷轴以南古斜坡翘起区
; º

、

上二叠统玄武岩

搜盖区以下的各类圈闭
; » 四川运动形成的局部构造

、

潜伏构造和断挠封闭 , ¼ 重点研

究断凹四周逆冲断裂带的性质和区域封闭条件
。

l : 龙门山中
、

南段前缘

¹
、

川 西坳陷以西古隆起斜坡
,

构成长期油气指向
,

形成各类早期圈闭
。

º印支运

动形成的各类构造 圈闭
,

有中坝型
。

巨厚上三叠统构成区域封闭条件
,

一定程度上抵制

四Jll运 动的破坏
。

l 。 盆地西南边界以外的中生界分布区

重点研究断凹四周的区域封闭条件
,

主要目标是断凹中的局部构造
、

潜伏构造和可

能的断挠
、

岩性圈闭
。

本文是在我局 ( 包括与我局协作 ) 有关单位
“
六五

”
科技攻关成果和提供大量资料

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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