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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油 气田的发现
,

是我国在下古生界寻 找大油大气的重大突破
.

本文试从生
、

储
、

盖
、

圈
、

运
、

保等六方面论述该油气田的成藏条件
,

特别对控制油气田大小的主要条件
,

储层
、

圈闭作了进一步分析
,

指出下奥陶统及其以下地层组成的古残山
,

其上为侏罗一三叠系地 层直接所披盖的圈闭成藏条件最为育

利
。

雅克拉油气田位放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北部
,

库车县东南
,

沙雅隆起中段的雅克拉构

造上 ( 图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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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咫

图 1 雅克拉油气田位置图

该构造第一 口探井沙参 2 井
,

于 1 9 8理年9月钻遇下奥陶统白云岩时发生强烈 井 喷
,

日畅喷原油1 0 0 0余立方米
,

天然气2 00 万立方米
。

继沙参2井井喷之后
,

该井东侧 的沙7
、

沙 4井又分别在中寒武统及上震旦统打出工业油气流
,

证实雅克拉为高产油气 田
,

实 现

了在塔里木盆地下古生界寻找大油大气的重大突破
。

愈来愈多的资料证明
:

沙雅隆起具有优越的成油地质条件
,

是一有利的油 气 富 集

带
。

雅克拉油气田油源主要来自下古生界
。

它的成藏条件受如下因素控制
:

1
.

四周逢源
,

油源充足

雅克拉油气田位放沙雅隆起高断块的雅克拉构造上
。

沙雅隆起是一个古老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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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
,

其北侧以亚南断裂与库车拗陷毗邻
;
南侧以轮台断裂与阿满拗陷相接

,

第n 卷

四 周 逢

源
,

生油层发育
,

油源充足
,

它是两侧拗陷古生界油源区油气运移指向的有利 聚 集 地

带
。

根据西北石油地质局研究结果
:

塔北地区奥陶一寒武系海相生油层是古生界主要油

源层
,

其资源量
,

油为18 一 31 亿吨
;
气为 7 0 0 0一1 2 3 0 0亿立方米

,

其中主要集中分布大沙

雅隆起及其以南的斜坡带和阿满拗陷内
,

它占总资源量的85 % 以上
。

故沙雅隆起及以南

斜坡带以寻找奥陶一寒武系油气资源为主
。

2
.

孔
、

洞
、

缝连为一体构成良好的储集空间

雅克拉构造侏罗系直接披盖于下古生界之上
,

说明海西运动对它的影响是强烈的
。

海西运动使雅克拉构造明显上升
。

古生界遭到了长期风化剥蚀和地下水的淋滤 溶 蚀 作

用
,

特别是寒武一奥陶系碳酸盐岩
,

经过多期后生变化
、

白云岩化硅化交代作用
,

形成

次生细一粗晶白云岩
、

硅质 白云岩和硅质条带或团块
,

尤其 白云岩化使孔渗性大大变好
。

潜水面以下的酸性地下水对碳酸盐岩具有较强的溶蚀能力
,

可 以形成一个较厚 的淋滤溶

蚀带
,

产生出众多的
、

大小不等的孔洞
,

再加之雅克拉构造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
,

白云

岩中构造裂缝十分发育
,

形成了洞连缝
、

缝穿孔
,

孔洞缝连为一体的良好储集空间
,

为

雅克拉油气田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

在油源丰富的情况下储层的好坏是决定能否出大油大气的关键
,

雅克拉油气田储层

物性较好才取得重大的突破
,

这与它所处有利部位有关
。

但各时代地层的岩性不同
,

孔

洞缝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

从时代看下奥陶统
、

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群及下寒武统肖尔

布拉克组为好
,

如沙参2井和沙6井
、

侏罗 系之下
,

分别钻遇下奥陶统及上寒武统下丘里

塔格群
,

岩性为较纯净的晶粒粗粒 白云岩
,

孔洞缝发育
。

如当泥质或其它成分 含 量 高

时
,

孔洞缝就不发育
,

如沙4
、

沙8井中生界以下直接与下奥陶统或以下地层接触
,

最容

易发育好的储集空间
,

形成好的储层
。

3
.

发育有 区域披盖层

雅克拉油气田的原油物化性质和油田水分析结果
,

都说明它的封闭条件是很好的
,

其区域披盖层据实际资料可作如下分析
。

( 1 ) 风化壳顶部硅质岩是直接盖层
。

在潜水面与地表渗流水接触带中
,

当水 介 质

的 p H值小于 6时
,

因地表水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硅酸盐的硅离子
,

可对碳酸盐岩 的 C a , 、

M g 升

离子进行交代作用而产生硅化现象
,

形成硅质 团块
、

条带甚至硅质岩
,

在构造 应力

作用下易产生裂缝
,

在风化淋滤带表层风化的粘士物质又会充填酥合孔缝
,

阻塞硅质层

的次生裂缝的发生
,

当地壳下沉接受沉积后
,

硅质层重新被埋藏放地下而成为不渗透盖

层
,

起到对油气直接封闭作用
,

但这种硅质岩盖层在分布面积与厚度上有一定 的 局 限

性
,

如沙参2
、

沙 6
、

沙7井在钻过硅质层 以后往往发生井漏
,

含油气的渗透性 白云岩 储 层

都位子硅质层以下
,

沙参 2井风化不整合面以下有17 m 厚的致密硅质层和硅化 白 云 岩
;

而沙7井仅有o
.

s m 的不渗透硅质层作盖层
。

( 2 ) 中生界底部不同岩性可作区域盖层
:

三叠系和侏罗系底为泥
、

砂岩互层 或 很

致密的泥砾岩可作为盖层
,

且经测试证实
,

中生界为一地层压力系统
,

略 高 于 正 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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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古生界为另一压力系统

,

略低于正常压力
。

中生界底部可作区域盖层
,

加上其压力

梯度较古生界高
,

构成了近于水动力封闭的特殊地质环境
,

并对古生界风化壳上粘士填

充酥合的硅质岩盖层起维护作用
,

两者的叠加构成了有效盖层
。

沙参2
、

沙7
、

沙 6
、

沙 4

等井侏罗系底部为泥岩
、

泥砾岩
、

致密的凝灰岩砾石层构成区域盖层
。

4
.

高断块上可形成良好的圈闭

控制雅克拉油气田 大小的因素有二个
: 一是古生界侵蚀面 以下淋滤溶蚀带的孔洞缝

发育程度 ; 二是古生界侵蚀面起伏大小 (即古残 山的闭合高度 )
。

沙雅隆起被轮台断裂和

亚南断裂所夹持
,

并被几条北东东向次级断裂所复杂化
,

形成几个大小不等的呈近东西

向延伸的断块
,

雅克拉构造就是这些断块中较高的一块
。

通过钻井及过井地震 剖 面 解

释
,

我们对该构造进行了深入分析
,

并编绘了相应图件
,

从而对古生界展布
、

古生界侵

蚀面起伏形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在雅克拉构造上古生界为一 向西南方向倾斜的单斜
,

地层有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变新的趋势
。

如该构造东北方向的沙 4井中生界以下直接 与 上

震旦统奇格布拉克组接触 ; 向西南沙7井不整合面 以下为中寒武统阿瓦塔格组 ; 沙参2井

为下奥陶统上丘里塔格群
; 至沙5井中生界以下为志留一泥盆系 (也有人划分为 石 炭一

二叠系 ) ( 图2 )
。

塔北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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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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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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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口

5

困
图2 雅克拉构造古生界顶面( T S 。

波)侵蚀面埋深示意图

1
.

逆断层 2
.

2 剥蚀线

3
.

5
一

D 或C
一

P剥蚀线 4
.

正断 层

5
.

(
一

0 剥蚀线 6
.

井位

古生界顶面 ( T 。 ”

波 ) 侵蚀面起伏不平
,

由三个不同高度的古残山 ( 丘 ) 组成
,

其

上为中生界披盖形成良好的圈闭
。

构造线方向
:

沙参 2 井以东古残丘排列方向 呈 北 东

向 ; 以西呈北西西向延伸
,

其中间为一北东向断裂所分隔
。

T
。 。

波闭合高度约为 50 一 80

m
。

已钻各井位于不同古残丘的不 同部位
,

致使各井含油气丰富程度不同 , 也因各井 不

属同一个油气藏
,

其原油的性质及天然气组成亦有明显的差异 (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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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油气田既受古生界顶部古风化壳 ( T S “

波 ) 相对高部位的控制 ; 又受古生 界

本身单斜层中的低渗透层的制约 ; 并依据各井间未发现明显的连通性 ; 相邻井的油气性

质有差别
;
产能差别悬殊等因素

。

初步认为
:
此类油气藏的空间展布形态

,

可能是以孔

洞缝连通系统为主体的
,

为边水或底水衬托的
,

受岩性控制的层块状油气藏 ( 图 3 )
。

沙 5 沙参 2

洲
。。
一一件

一

言二
_

入 二一
二一

一二

一一一一 Z 一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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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声1 1 ,

乏巴卫 J
一巡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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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里夕
Z 蒸钾呈

A n Z

巨目粉、粤
砂砾
毛目

泥质灰岩

目
; 云岩嚷蛋

泥质自云“匹口
变质岩

画
油气藏

图3 稚克拉油气田油藏类型示意图

5
.

断裂及不整合面是油气运移的通道

断裂是地壳内部应力不平衡而引起的
,

产生断裂时在断裂带附近要释放大 量 的 能

量
,

造成地壳内压力新的不平衡
,

势必导致拗陷区应力系统与隆起区内应力系统之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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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个压力差
,

地层 内的流体特别是油气在这个压力差的驱使下
,

再加上重力分异作用

而使油气从油源区向断裂方向运移
,

因此断裂带一般是油气运移的指向带
。

断裂在活动

期是油气运移的通道
,

在静止期又可形成有效的遮挡条件
。

紧靠雅克拉油气田 的轮台
、

雅

一号断裂
,

它们都是多期活动的产物
,

它们均发生于加里东期
,

海西末期是其发育的最旺

盛期
,

活动速率最大
。

如轮台断裂的东段
,

寒武一奥陶系的落差可达Z 0 0 0 m
。

海 西末 期

也是沙雅隆起基本定型期及寒武一奥陶系生油岩 已达到生油的高峰期
,

油气可沿断裂为

通道向上运移
,

在有圈闭条件时就富集保存下来
。

中新生代轮台断裂基本停止活动
,

又

可形成对油气有效的遮挡的条件
。

不整合面也是本区油气主要运移通道之一
,

特别是中生界与古生界之间的不整合面

更为有利
,

因为海西末期寒武一奥陶系生油岩已达生油高峰期
,

并与构造形成期及油气

运移期适时配套
,

容易沿该不整合面运移富集起来
。

雅克拉构造上所打的钻井
,

所见到

的油气层及显示层
,

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不整合面的上下
,

形成了油气富集带
,

就是很好

的佐证
。

6
.

后期破坏微 弱
、

油藏保存完好

纵观沙雅隆起的地震剖面
,

都有如下的特点
: T 。 ‘

波以下古生界有明显角度
、

上 升

剥蚀及褶皱
、

断裂发育
; T S “

波以上中新生界平缓展布
,

未见明显的角度
,

褶皱及断 裂

并不发育
。

只在古生界顶侵蚀面有残丘及隆起的部位
,

由于差异压实作用
,

中生界有继

承性的隆起 ( 或背斜 ) 存在
。

这些隆起 ( 或背斜 ) 顶部地层厚度小
,

两翼厚度增大
,

隆

起幅度呈现下大上小
,

直至新生界消失
。

古生界的断裂大多数延伸到 T 。 。

波介面而消 失

或至中生界 已显得十分微弱
。

以上这些现象都说明中新生代的构造运动对沙雅隆起 ( 特

别是中
、

东段 ) 影响是甚微的
,

致使海西末期定型的各种圈闭后期未遭破坏
,

雅克拉构

造得以保存完好
。

本区后期岩浆岩活动也不强烈
,

对油气藏保存十分有利
。

综上所述
,

雅克拉油气田是在特定地质条件形成的
,

生
、

储
、

盖
、

圈
、

运
、

保等成

藏六大条件十分优越
,

具备形成高产油气田的条件
。

但该区目的层埋藏较深
,

给勘探工

作增加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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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t h T r ia s s ie a n d Ju r a s s ie s y s t e m s .

F in a l ly , it 15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th is 0 11 / g a s f ie ld 15 a la y e r 一b l o e k t y P e

o f 0 11/ g a s Po o ls e o n tr o lle d b y lith o lo g y ,

in w h leh t h e m a in b o d y o f r e se r -

v o ir s P a e e e o n s is t s o f a n e t o f lin k e d P o r e s 一e a v e s a n d fr a e t u r e s s u r r o u n d ed

b y s id e w a te r a n d b o tto m w a t e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