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1 期
1 9 9 2 年 3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E X PE R IME N T A L PE I产R O LE U M G E OLOG Y

V 心1
.

14
,
N心

.

1

M a r
. ,

1 9 9 2

华北加里东侵蚀面与油气富集

陈光汉

(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地质局
,

郑州 4 500 06 )

本文叙述华北地区加里
一

东侵蚀面即奥陶纪海相碳酸盐岩顶面 (T8 波组)的划分和对海相碳酸盐岩油

气藏形成的控制
。

此面沉积间断时间长达 1
.

3亿年
,

缺失志留
、

泥盆系和下石炭统
,

侵蚀面上下地层为平

行不整合接触
。

由于长期裸露地表
,

遭受风化
、

淋滤
、

溶蚀
、

剥蚀
,

奥陶纪碳酸盐岩的溶孔(洞)
、

溶缝甚为

发育
,

是极好的油气储集岩
。

华北地区古生界碳酸盐岩大油气藏的汕气源岩
,

除其自身外
,

下第三系更是重要的油气源岩
.

汕气

匆戈后
,

通过断裂
、

不整合面等通道
,

聚集在加里东侵蚀面
_

卜下的圈闭中
,

形成高产油气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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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的碳酸盐岩主要集中在中上元古界和下古生界的海相沉积建造中
,

早于七十

年代初在冀中地区勘探下第三系的油气藏时
,

就发现了新生古储的高产古潜山汕气藏
,

为我

国在海相碳酸盐岩中寻找大油气田打开了新局而
,

同时也说明
:

既能找到新生古储的高产大

汕气田
,

能不能找到古生古储或古生新储的大油气田?这就需要进行分析研究
。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分布广泛
,

沉积厚度 15 0 0 ~ 2O0 0m
,

在周边露头区可发现多

处灰岩晶洞中有原油和沥青显示
,

它产出的特点是油苗多发现于拗陷区
,

以裂缝和孔洞产出

为主
,

在盆地内也发现有碳酸盐岩油气藏
,

但一般都与加里东侵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
、

华北地区构造运动侵蚀面的划分

根据地质和物探资料的综合分析
,

将华北地区的构造层由新到老作如下的划分(图 1) :

1
.

第一构造层 为统一的湖盆沉积
,

地震反射的特点是产状近于水平
,

反射密集
、

稳定
、

连续 ;地质属性为第四系一上第三系
,

沉积厚度80 0~ 1 6 0 0 m ,

与下伏地层为区域角度不整合

接触关系
,

这个面叫喜山侵蚀面
。

2
.

第二构造层 为箕状凹陷的河湖相沉积
,

地震反射的特点是由上向下倾角逐渐增大
,

向高部位沉积逐层超覆变薄
,

顶部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
。

下部显著变薄尖灭
。

底部为填充式

沉积
,

残留厚度1 5 0 0~ 6 000 m
。

地质属性为下第三系东营组
、

沙河街组
、

孔店组
,

与下伏地层

为区域不整合接触关系
,

这个面称燕山侵蚀面
。

3
.

第三构造层 为统一的盆状沉积
,

可细分为
:

上部大倾角
、 “

平行
”

单斜等厚层
,

反射连

续性比较好
,

波组能量强
,

地质属性为白圣系
、

侏罗系
。

下部反射稀疏
,

不连续
,

地质属性为三

叠系
,

二叠系和石炭系
。

残留厚度O~ 4 O0om
。

与下伏地层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
,

这个面称

加里东侵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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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剖面示意图
:

第一构造层 ; 贾
:

第二构造层 ; l :

第三构造层 ; w :

第四构造层
。

H
:

喜山侵蚀面详
:

燕山侵蚀面
. C :

加里东侵蚀面
。

4
.

第四构造层 为广海沉积
,

顶部Tg 波为强波
,

能量强
,

其下反身了零星
,

且内幕不清楚
,

地质属性为下古生界到中上元古界(唐智等
,

1 9 7 8) 0
。

残留厚度2 0 00~ 4 000 m
。

二
、

加里东运动在华北地区的表现

加里东期是指下古生代中的构造运动期
。

加里东侵蚀面是指上
、

下古生界之间的一个主

要剥蚀面
。

1
.

侵蚀面上下地层的主要岩性
石炭系 在华北地区仅有中统和上统

,

为奥陶系上粗区域盖层
。

上统
:

太原组(Q t)

主要为铝土页岩与隧石团块灰岩或生物灰岩互层
、

夹砂岩及煤层
。

厚10 一 62 m

中统
:

本溪组(Q b)

灰色铝土岩
、

灰色
、

紫色泥岩夹粉砂岩
、

灰岩
、

煤层及赤铁矿层
。

厚10 ~ 87 m

一
加里东侵蚀面

一奥陶系 华北地区仅有下统
。

峰峰组(Ol j)

探灰色泥晶灰岩
,

灰褐色泥云岩夹云斑灰岩和角砾状灰岩
,

含膏3 ~ 9层
。

厚35 ~ 2 22 m

除在天津
,

定县一线以南
、

和焦作以北地区保存较完整外
,

其它地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剥蚀
。

上马家沟组(01 5)

上部犷芝灰色泥晶灰岩
、

含隧石生物碎屑灰岩
、

云斑灰岩夹白云岩 厚7仓一 2 90 叭

下部灰黄色角砾状灰质灰岩
、

白云质灰岩夹石膏 3~ 8层
。

厚约90 m

下马家沟组(ol x )

O 国家地质总局第四物探大队
,

冀鲁豫部分地区石油物探工作报告
,
1 9 7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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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为深灰
、

灰色泥晶灰岩
、

云斑灰岩
、

夹去膏化灰岩和白云岩
。

厚30 ~ 294 m

下部灰黄褐色白云岩
、

泥云岩夹石膏层
。

厚约62 m

怀远运动在盆地南部表现得非常明显
,

使贾旺页岩向南超覆在不同层位之上
。

在河北峰峰

一带亮甲山组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
,

向南到陵川下马家沟组直接超覆在冶里组之上
,

再南

至登村一带下马家沟组超覆在凤山组之上
,

说明在下马家沟组沉积之后
,

淮阳古陆有明显

抬升(唐智等
,

19 78 )
。

亮甲山一冶里组

亮甲山组(o
, l)

灰岩含隧石团块灰岩
.

厚35 ~ 2 IOm

冶里组(o
L , )

灰色灰岩
、

云灰岩
、

云岩夹石膏层
。

厚30 ~ 173m

奥陶系沉稠享度具有南薄北厚
、

南粗北细
,

水体南浅北深的特点
。

在临清拗陷堂邑
,

聊城一

带夹石膏层
,

聊古l井有石膏15 层厚约1 lm
.

寒武系帕)

上统
:

凤山组份
,

j)

灰
、

深灰色石灰岩
、

生屑
、

条斑藻灰岩
。

厚40 ~ 150 m

长山组帕
,

动)

灰黄色灰岩和竹叶状灰岩 厚8 ~ 74 m

岗山组帕沼)

灰色灰岩
,

疙瘩状泥灰岩和黄绿色页岩
.

厚16 ~ 130 m

中统
:

张夏组帕
2
幻

灰色鲡状灰岩
、

藻灰岩
。

厚83 ~ 292 m

徐庄组临劝

灰色砂屑灰岩
、

灰岩
、

紫色砂页岩
、

含海绿石
.

厚32 ~ 143 m

下统
:

毛庄组阳
; n ,2 )

褐色页岩夹生屑灰岩含盐假晶
。

厚42 ~ 120 m

馒头组临, O

紫红色泥页岩夹灰岩及含盐假晶
。

厚34 ~ 2 21 m

馒头
、

毛庄
、

徐庄组是在辛集组沉积的背景上逐层向西超覆
,

馒头组超覆在太行山东麓
.

礁庄织超

覆在吕梁山一带
。

徐庄组海侵至鄂尔多斯
,

是辛集组的区域盖层
‘

辛集组怜
l

x)

灰色灰岩
、

细晶白云岩
、

夹石青层
、

含磷砂页岩及砂砾岩
.

厚O~ 37 0m
。

本组在起伏不平的背景上具有填充式沉积的特点
,

最先沉积了一套含磷的砂页岩和砾岩
,

后来海侵不断扩大
,

上部沉积了分布广泛的碳酸盐岩
,

向西超覆于德州附近
,

在平原内一

般厚度< 15 Om
,

这套碳酸盐岩是很好的储集岩
,

同时又是一个较有利的生油岩系
。

2
.

沉积缺失情况和运动表现的强弱

加里东旋回
,

指寒武纪至志留纪间的构造运动
,

华北地台和南秦岭地槽表现为面式升降

运动
。

北秦岭和大别地区则为强烈的岩浆侵人活动
、

断裂活动和区域变质作用
。

又可细分为

早
、

中
、

晚三次构造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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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加里东运动 主要表现为中奥陶统与下奥陶统之问的平行不整合(亦称怀远运动)
。

中加里东运动 使华北地台从中奥陶世末起至中石炭世的长期上升隆起
,

缺失晚奥陶

世至早石炭世沉积
。

晚加里东运动 使南秦岭地区抬升
,

缺失中志留统一下泥盆统
,

中泥盆统直接平行不整

合覆于下志留统至下奥陶统之上
。

0

华北地区最有影响的即为中加里东运动
,

使本区全部成陆
,

遭受长期剥蚀
,

如在肯山
、

恒

山石炭系盖在下马家沟组之上 ;五台
、

京西
、

唐山覆在上马家沟组之上 ; 中部广大地区则盖在

峰峰组之上
。

从剥蚀程度看
,

表现为南
、

北强
,

中间弱
。

.

三
、

油气在加里东侵蚀面下的分布

从大多数情况看
,

下古生界碳酸盐岩油气分布在加里东侵蚀面下0~ 20 Om 深度的范围

内
。

如冀中地区留58 井奥陶系油气藏埋深40 5 Om
,

在加里东侵蚀面之下即为油层
。

东鹿凹陷

晋古2井石炭系底界深4623m
,

奥陶系油气藏深度4 633 ~ 5 05 7
.

43 m
,

在加里东侵蚀面之下约

1om
。

坝县凹陷文安斜坡上的苏1井石炭
、

二叠系底界深4 1 4 8 m ,

奥陶系灰岩油气藏深度42 14

~ 42 6 8 m
,

在加里东侵蚀面下约6 6 m
。

四
、

加里东侵蚀面对华北海相碳酸盐岩油气藏形成的控制

华北地区在中奥陶系沉积之后
,

由于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使地壳缓慢抬升
,

长期露出地

表遭受不同程度的淋滤
,

风化和剥蚀
,

时间长达 1
.

3亿年
,

这样长的时间对油气藏的形成是有

利?还是有弊或是兼而有之
,

要根据华北地区的不同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
,

但是有一点必

需注意即华北碳酸盐岩大油气藏的形成和加里东侵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

1
.

面向多种油气源岩

就华北地区而言
,

碳酸盐岩的油气藏以下第三系为油气源岩的
“

新生古储型
”

为主
,

也有

以下古生界为油气源岩的
“

自生自储
”

型
,

或碳酸盐岩本身
“

下生上储
”
型的油气藏类型

。

2
.

与地层不整合面
、

断层面运移通道有关
。

碳酸盐岩油气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靠近油气源岩
,

其次是储层物性好
,

再者就

是由源岩到储层
,

要有运移通道
。

而地层不整合面和断层面正好是油气运移聚集的主要通

道
。

冀中拗陷的勘探实践证明
,

在前第三系基岩中所发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与高低不平

的古侵蚀面相联系
。

例如苏1井在奥陶系上覆的下第三系沙河街组全为红色碎屑岩
,

基本上无生油能力
,

油

源主要来自西面的坝县凹陷的深凹部位
,

距离较远
,

但油气沿地层不整合面向上运移
,

被反

向的信安镇
一

苏桥断层遮挡
。

它是控制苏桥潜山带形成碳酸盐岩油气藏的基本因素
。

另一方

面苏桥潜山油气藏的发现
,

说明潜山是否聚集油气
,

并不完全决定于距离油气源岩的远近
,

O 河南省地质矿产局
,

河南省区域地质志
,
1 985 年

.

. 华北石油地质局地质大队
,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含油气地质条件分析
,
1 98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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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通道
,

同样是能富集的
。

3
.

具有加里东侵蚀面风化壳带的良好储层

在这一带储集空问发育
,

它主要发育着白云岩储集层
、

岩溶储层和裂缝储集层
。

0

(1)白云岩储集层

指下古生界为一套台地相的碳酸盐岩
,

其中白云岩约占23 %
,

累计厚度384 m ,

仅次于灰

岩的比例
。

白云岩主要为交代生成
,

如奥陶系中统准同生白云岩平均孔隙度为6
.

53 %
,

最大

值为21 %
,

渗透率最大值为3 08 X 1 0一 3

帅
, 。

(2 )岩溶储集层

加里东期的构造运动
,

受地壳升降的幅度
、

持续的时间和水动力条件等诸因素制约
,

在

侵蚀面之下不同程度地发育着储集性能比较好的岩溶空间
。

如黄桦
、

济阳等地平均孔隙度4.

4~ 6
.

2 %
,

平均渗透率387 ~ 1 7 36 x 1o一 “帅
2 ,

钻井放空漏失频率为25
.

4~ 31
.

3写
。

(3 )裂缝储集层

裂缝通常发育在断裂带附近
、

构造轴部等应力较集中的部位
。

它受构造运动控制
,

并且

和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

脆性岩石比塑性岩石更容易形成裂缝
。

裂缝密度越大
,

张开度就越

宽
,

渗透率就越高
,

岩石的储集性能则越好
。

例如冀中油田任78 井寒武系辛集组 (即府君山

组)井深29 8 3~ 3 0 2 5
.

sm
,

油层厚度4 2
.

sm
,

灰岩厚2 9 m 缝洞层段 3层共厚2 7
.

4 m (约占灰岩的

洲
.

5 % )
,

漏失泥浆30 5澎
,

日产原油x 又 x t ,

无水
。

又如坝37 井奥陶系亮甲山组
,

并深1 98 9 ~ 2 0叫
.

88 m 井段
,

油层厚度15
.

8 8 m
,

缝洞层段

厚13
.

88 m (约占灰岩的87
.

3写)
,

钻井中漏失泥浆164 m ”,

喷油 x 又 又 又 m
” ,

无水
。

4
.

奥陶系膏盐层既是良好盖层也可作储层

在华北地区中部临清
、

聊城一带是奥陶系石膏层分布区
,

发育在峰峰组
、

上马家沟组和

下马家沟组中
,

形成很好的储盖组合 ;华4井下马家沟组在井深2 8 0 8~ 2 8 90 m 中有石膏2层厚

7 Zm
,

在其下的白云质灰岩中有油气显示
。

上马家沟组含石膏层见下表
:

表I 华北地区主要钻井上马家沟组含膏情况

20 /5

1
.

5

6
.

0

2 4

5

解10/549.519/,

2 4 3 8~ 25 0 2

1 28 1~ 12 9 3

2 59 2 ~ 26 4 0

2 5 48
.

5 ~ 2 73 9
.

6

3 17 8 ~ 3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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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治里组
、

亮甲山组在堂古l井和聊古l井也见石膏层
,

聊古l井石膏15 层厚1 lm
。

上述含膏层不但是油气聚集的良好盖层
,

而且一旦被地下水溶解后还可提供非常好的

聚集空间
。

O 华北石汕地质局地质大队
,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含油气地质条件分析
,
19 8 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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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加里东侵蚀面与汕气宫集

玄害 宁蕃
洲 L」 岁月闷

华北地区普遍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使在奥陶系中统峰峰组沉积之后
,

地壳上隆
,

露出

水面
,

长期遭受不同程度的风化剥蚀
,

缺失奥陶系上统
、

志留系
、

泥盆系和石炭系下统
,

而以

石炭系中统本溪组灰色铝土质页岩
、

灰色紫红色泥岩夹砂砾岩
,

与下伏奥陶系平行不整合接

触
,

间断时间长达 1
.

3亿年
,

这个面称为加里东侵蚀面
。

位于侵蚀面之下的下古生界碳酸盐岩
,

经过长期的风化淋滤
、

剥蚀
,

造成很好的缝缝洞

洞
,

为油气藏的形成提供了非常好的聚集空间
。

其后再由于燕山和喜山运动的强烈作用
,

使华北地区的地层发生褶皱
、

断裂
,

产生块断

凹陷
,

使油气通过断层面和地层不整合面向上运移
、

聚集在不整合面上下的圈闭中
,

从而形

成高产油气藏
。

(收稿日期
: 1 990年4月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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