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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综述藏北地区中新生代构造地质
、

沉积相及油气地球化学等特征和分布规律
,

提出伦坡拉盆地和

羌塘盆地具有较好的汕气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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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区域地质概况

青藏高原自北向南存在五条贯穿东西的对接带
,

分别是昆仑山
一

金沙江
,

可可西垦巴颜

喀拉
,

羌塘
一

青南
一

三江
,

班公湖
一

怒江
,

喜马拉雅
一

冈底斯山对接带(图1 )
。

其形成时代自北向

南逐渐变新
,

依次为海西期
、

印支期
、

燕山早期
、

燕山晚期及喜山期 ;与之相应
,

岩浆活动也具

有由北向南逐渐变新的规律
,

地形亦自北向南起伏升高
。

这五条大的对接带将青藏高原的构

造分区
、

构成现有地质面貌和构造格局以及油气的生成及分布具有控制与改造作用
。

需要指

出的是
,

由于喜山运动的影响
,

青藏高原南部的变质
、

变形都比北部更强烈
。

因此
,

可认为北

部具有较优越的油气的聚集
、

保留条件
。

格 尔木

}

坚耍乒养 ~ 书

图1 青藏高原地质构造轮廓及含油气盆地分布图
:

昆仑褶皱带 , :

可可西垦巴颜喀拉褶皱带 l :

羌塘断块 兀 , :

喀拉昆仑复向斜褶皱区 . 2 :

羌塘复向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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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岭杂多抬升区 皿 ; :

木嘎岗
一

马依岗复背斜区 m 。:

阿木岗
一

西亦尔岗复向斜褶皱区 取
:

唐古拉复向

斜褶皱区 W l :

昂拉仁错
一

奇林湖复向斜区 W : :

那曲边坝褶皱区 w , :

冈底拆念青唐古拉复背斜区 W ; :

旁多

波密褶皱区 v :

喜马拉雅
一

雅鲁藏布断块 v , :

雅鲁藏布复向斜区 v Z :

喜马拉雅复背斜区1
.

可可西里楚马尔

河盆地 2
.

约基台湖曼特喀木湖盆地 3
.

马尔果湖盆地 4
.

阿木湖盆地 5
.

切多茶卡盆地 6
.

伦北盆地 7
.

改西盆

地 8
.

洞湖扎西湖盆地 9
.

土门盆地 10
.

格勒格盆地 n
.

尼玛盆地 1 2
.

伦坡拉盆地 1 3
.

班戈湖盆地 14
.

澎波南

木林盆地 15
.

日喀则昂仁盆地 1 6
.

昌都盆地 17
.

象泉河盆地 18
.

羌塘盆地 19
.

乌兰乌拉湖盆地 20
.

安纯尔湖

盆地 21
.

昂拉仁盆地 22
.

班戈盆地 23
.

岗巴定日盆地

藏南
、

藏北的划分
,

一般以燕山晚期闭合的班公湖一怒江对接带为界 (蒋忠惕
,

198 1 ; 徐

正余等
,

19 8 6)
。

南北两个区内的中
、

新生代含油气盆地的地质条件和油气赋存状况有较大差

异
。

1
.

藏南
:

中三叠统一白噩系为深海黑色页岩
、

泥岩
,

浅海碳酸盐岩和海陆交互相碎屑沉

积
。

沉积厚度大
,

经多期构造运动
,

岩石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
。

第三系主要呈狭长条带状分布

于山间及山的前缘
,

除岗巴一定日一带有海相碳酸盐岩建造外
,

其它地区为砂
、

泥岩沉积
,

部

分盆地内有含煤
、

含油页岩沉积
。

2
.

藏北
:

中生代地层多为浅海碳酸盐岩及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建造
,

在较大的盆地中发育

有暗色泥岩建造
。

新生代地层为湖相及河流相的碎屑岩
。

构造运动相对较弱
,

褶皱宽缓
,

岩浆

活动也趋减弱
。

含油气盆地规模也较大
。

从现有石油地质概查
、

普查资料研究
,

具有油气远景的中生代盆地是羌塘盆地
,

新生代

含油气盆地为伦坡拉盆地
。

二
、

伦坡拉盆地

伦坡拉盆地位于西藏班戈县内
,

东西长约2 0 7 km
,

南北宽约 10 ~ 20 k m
,

面积约 3 6 1 7 kn l , 。

为燕山晚期班公湖
一

怒江对接带闭合之后发育的第三纪断陷盆地 (图2
、

3)
,

盆地基底由三叠

系
、

侏罗系
、

白圣系等拼合而成 (徐正余等
,

1 98 5)
。

耸耸纂瓤黔
...

贾贾苏该之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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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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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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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又
一

罚 又澎拼
E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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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尘且黑
图2 伦坡拉盆地断块分布(a )及构造剖面(b

、

c)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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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石油地质基本情况

(1 )盆地演化
:

燕山晚期班公湖
一

怒江对接带闭合后
,

地壳发生抬升
、

剥蚀
。

缺失古新统
。

始新世早期
,

盆地拉张下陷接受牛堡组 (瓦: )沉积 ; 始新世晚期
,

盆地北部和西部抬升并褶

皱
,

形成诸如牛堡构造
、

阿里开柏构造
。

渐新世
,

湖盆萎缩向东南迁移
,

接受丁青湖组 (E 3d) 沉

积 ;渐新世末
,

盆地又复抬升并再次褶皱形成老丁青
、

解蒲玛日果等构造
。

此后
,

伦坡拉盆地

进入萎缩时期
。

(2 )地层与油气生储盖组合
:

盆地的下第三系主要以始新统牛堡组与渐新统丁青湖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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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一套河流
、

湖泊相碎屑岩
、

泥岩沉积
,

厚度约4 0 0 0~ 5 0 0 0m
。

牛堡组和丁青湖组分别可

分为三个由粗到细的旋回
,

这些旋回构成油气生储盖组合
。

牛堡组与丁青湖组之间呈不整合

接触
。

伦坡拉盆地第三系地层
:

渐新统丁青湖组

第三段(民尹 )灰色泥岩夹页岩
、

泥灰岩
、

粉砂岩
,

中下部常夹4一 7层棕色泥岩
。

523 m

第二段(民砂)
:

灰色泥岩
、

页岩夹油页岩
、

薄层状细砂岩
。

280 m

第一段(民dl )
:

灰色泥岩
、

页岩
、

油页岩
、

泥灰岩及姜黄色粉砂页细砂岩
,

含螺
。

335 m

一
不整合~ 一

~
,

始新统牛堡组

第三段(几沪 )
:

棕红色泥岩与灰绿色泥岩夹薄层泥灰岩
,

粉
、

细砂岩
。

1124 m

第二段(几沪 )
:

灰
、

深灰色泥岩夹棕褐色泥岩
、

灰色灰质泥岩
、

薄层页岩
、

砂岩
。

10 60 m

第一段(瓦111 )
:

紫红色砂岩
、

砂砾岩
、

砾岩
,

局部夹灰绿色紫红色泥岩
。

429 m

(3) 含油气构造
:

始新世末与渐新世末的构造运动
,

形成了一系列背斜构造(表1 )
。

在盆

地北部松棵尔
一

罗马敌库
~

塘奴陇果西构造带上
,

钻井发现不同级别的油气显示
,

红星六井获

工业油流(红星梁一号构造)
,

牛四井见有良好的油气显示及油砂层 (牛堡构造)
。

必须指出
,

新丁青
、

伦坡拉
、

长山等构造都具有一定的圈闭幅度和圈闭面积
,

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
。

表l 伦坡拉盆地局部构造综合表 (引自西藏四队总结报告)

构构构造名称称 组成地层层 面积积积积 构造名称称 组成地层层 面积积积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m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kxn ZZZZZ

轴轴轴轴部部 翼部部部部部部 轴部部 翼部部部部

11111 红旗三号构造造 E Z几111
凡

几 1111111 1 777 老丁青构造造 E Z泥 ,, E 3己己 7
.

55555

22222 牛堡构造造 岛 砚2-222 岛砚 ,, l222 油流流 1 888 四六O三构造造 E斌 111 E s止111 3
.

55555

33333 红山头鼻状构造造 E Z n 333 岛几 ,, 1
.

666 油浸浸 1999 新丁青构造造 E 2 . 333 E sddd 4 0
.

22222

44444 阿里开柏构造造 瓦泥 2
·

lll E Z砂+ ,, 4
.

22222 2 000 塘奴陇果西挠曲曲 E 3Il lll E sll lll 1 11111

55555 红星梁一号构造造 Ez 几‘ 111 E Z摊冬 111 0
.

11111 2 111 罗马敌库构造造 E 3己lll E s尹+ 333 6
.

777 由斑油迹迹

66666 松裸尔构造造 岛
泥222 岛砚333 2 lll 显示示 2 222 帕龙腰马鼻状隆起起 E斌222 E 3尹尹尹尹

77777 解浦玛 日果构造造 岛扭3-111 E Z . S- lll 55555 2 333 长山鼻状隆起起 E对对 E 3己己 33333

88888 低鄂总构造造 岛砚,, 瓦砂砂砂砂 2 444 肖格尔一号构造造 E sl 之之 E 3 ddddddd

99999 红旗一号构造造 E Z砚,,
瓦

砚333 1
.

55555 2 555 肖格尔二号构造造 E对 lll E 3己lllllll

111 000 东风一号构造造 E Z橄sss 瓦砚333 3 00000 2 666 伦坡拉构造造 E斌lll E 3尹+ 33333
油浸浸

lll111 东风二号构造造 E Z掀,,
岛

摊 333 11111 2 777 长山构造造 Ea llzzz E sd333 555 油迹迹

lll222 穷汤玛构造造 乙沪沪 岛砚sss 0
.

7 55555 2 888 肖格尔三号构造造 E泌泌 E班班班班

111333 东风三号构造造 E Z几222 民几 222 7
.

55555 2 999 机 日骇古隆起起 几 111 E Z砚 ,
E 3止止止止

lll444 东风四号构造造 岛
况333 岛沪沪 11111 3 000 红星梁二号构造造 E Z泥冬111 岛掀卜 111 0

.

88888

111 555 红旗四号构造造 瓦沪沪 岛几 ,, 0
.

7 55555 3 111 曲松口构造造 E Zd 333 E Z己3333333

lll666 江东梁构造造 E Z砚333 瓦砚3333333333333333333

(4 )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

据西藏第四地质大队资料
,

有机碳含量在0
.

8 ~ 1
.

69 %之问
,

氯

仿沥青 A 为1 7 8 5一 2 8 7 4p帅(表2)
。



·

1 46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14 卷

伦坡拉盆地的地温梯度较高
,

在4
.

6~ 6
.

6℃ / loom 之间(表3)
。

表2 伦坡拉盆地有机质丰度和转化率资料

井井号号 层层 样样 有机物平均含盆盆 族组份平均健健 饱和烃烃 敏仿沥青青 烃烃 烃烃 短短

位位位位 品品 (1娜川 1 ))) (火))) /芳烃烃 /有机谈谈 /权仿沥青青 /有机破破 /有机碘碘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平均) %%% (平均)%%% (平均)%%% (平均 )%%%%%有有有有有有 氛仿仿 烃烃 饱饱 芳芳

冀冀
场场场场场场场

机机机机机机 场胃胃胃 和和 烃烃烃 青青青青青青青

碳碳碳碳碳碳碳碳 烃烃烃烃 质质质质质质质

黔黔黔
曰建222 777 16 9 2777 2 8 7 444 1 19 777 8 9 6 ~~~ 3

,

1 888 5 1
。

6 444 000 0 7 000 5
.

222 ZQ
.

7 555 ]
.

4 5 ~~~

:
.

::::七七七 3吐11111111111 3 4 0 666
口叫电电 碑、砂砂 口吮 侧侧 户 勺 JJJ 产匆曰曰

4日 3 666 2 7
。

5 22222

(((((((((((((((2 4
.

5 9 ))) 16
.

9 000 6 9
。

0 999 1 5
.

0 999 7
。

7 222 5 777 (35
.

08 ))) (7
.

0 2 )))))

(((((((((((((((((ID
.

4今二二(6 D
.

2 8士士(4
.

04 ))) (3
.

4 0 ))) (1 ?
.

0 4 )))))))))

红红见3
、

8
、、

E 2. 333 5 555 8 0 2222 17 8 555 6 6 444 000 2
‘

7 333 4 3
。

6 666 000 O~~~ 1 1~~~ 1 4
,

2 111 2 2 777

几认认111 2
、

15
、

16 ,, 匕 2一名名名名名名
护 勺阳阳

2 7
.

6 111
尸甸曰曰 少吮. 户户

2 5
.

8 777 5 2
.

666
口、 碑碑

2 4
。

3 88888

伦伦5
.

长 r 1
.............

35
.

4 444 1 . 亡 亡八 、、

8 3
.

7 ??? 1 7 1 666 (1
.

8 8 ))) (2 5
.

4 9 ))) 5 0
。

6 333 (9
.

7 7 )))))

牛牛3
、

4444444444444
r

月, 归, 目. .
电电电

(斗
.

后eee (3
.

47 ))))))) (舒
。

87 ))))))),,,,,,,,
, 一

,, 气1 「「「「「「「「「

表3伦坡拉盆地地温梯度

井井号号 牛浅2井 红星5井 伦2 井 选用温度度

地地温梯度(,C / 1 0 0 :n ))) 6
.

4 1 6
.

6 4
.

6 6
.

000

备备注注 井口测得水温而算出 电测井底温度求得 井口喷水测得水温求得得

按上述地温梯度
,

推算出生油门限深度为8 oom
,

1 8 0 0一2 5 0 0 m 为生油高峰
。

(5) 储集岩的物性
:

伦坡拉盆地第三系碎屑岩具良好的储集物性(表4)
.

由表4中资料可

见盆地南部与北部隆起区的物性条件要好于中央坳陷
。

丁青湖组的物性参数优于牛堡组
。

(6 )资源量
:

据西藏第四地质大队资料
,

伦坡拉盆地具20
.

4义 1 0s t 的生油量
,

推算其资源

量为1
.

0 2 又 1 0 , t
。

2
.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l) 始新世末
、

渐新世末的构造运动及其以后的青藏高原的隆起
,

使该区第三系的生汕

岩系埋藏时间较短
,

这对油气的生成不利
。

(2 )因地温梯度高
,

2 5 0 Om 以下已进入生油过成熟阶段
,

处于生气阶段
,

而气藏要求的保

存条件高
,

容易散逸
。

(3 )现已查明的局部构造
,

普遍存在
“

东明西暗
”

的规律
,

即东部圈闭清楚
,

西部往往有断

层破坏或情况不明
。

应通过地震勘探加以落实
,

以利于盆地的油气评价和勘探决策
。

(幻伦坡拉盆的的北部油藏较浅
,

中部油藏较深
。

以海相白至系为油源的油藏可能分布

于盆地西部
。

(5 )建议首先突破松裸尔地区的浅成油气勘探
,

然后向东西两侧的帕格纳
、

塘奴陇果西
、

罗马敌库地区拓展
。

其次
,

考虑中央坳陷区
,

主要目标应是长山
、

新丁青
、

老丁青等一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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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北油气远景及勘查方向

的油气储集构造
。

这一地区沉积厚度大
、

油气保存条件较好
,

有可能成为伦坡拉盆地的主要

汕气产区
。

表4 伦坡拉盆地部分局部构造储层物性综合表

地地层层 南部隆起区区 中央拗陷区区 北部隆起区区

长长长山构造造 伦坡位构造造造 红星粱地区区 牛坠构遭遭

孔孔孔陈度%%% 翻 ‘竺己 臼日 ‘ r 勺勺

沉仅相相 孔惊度%%% 珍透率 m DDD 沉积柑柑 孔阵度%%%%% 沉仅相相 孔晾度另另 沙透率 m 。。 沉权相相 教边冷鱿鱿 沙透率川 OOO 沉权相相

(((((平均谁))))))))))))))))))))))))) (平均位))) (平均俄))))) 《平均渔))))))))))))))))) (乎均优》》 (平均优 ))))))) (平均伍》》》

!!!!!!!声‘
.

-------------

价近革 . U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平均位 ))))))))))))) (平均俄 ))))))))))) (平均他》》》》

丁丁丁 E匆 222 2 9
.

3 333 湘 1
。

0 444 牛深湖湖 1 3
.

555 0
.

111 半深湖湖 19 555 月
。

1999

竺
___

1 6
。

2 777 2 9
.

4 111 浅胡胡胡胡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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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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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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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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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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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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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2222 1 6
。

2 111 1 0 5
。

5 777 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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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3

一
111 2 0

.

0 666 4 4
。

5 222 河流流 】6
.

2 777 2
.

8 777 半探湖湖 1 0 4 666 2 8 555 牛深湖湖 1 4
。

6 111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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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即即
n Z

一
333 1 3

。

7 333 0
。

777 河流流 9
.

0 888 0
.

2 444 半深湖湖 4
。

2 444 0
.

111 半深湖湖 14
。

1444 0
.

1 000 半浅湖湖 1 4
。

5999 1 4
.

0 444 河流流

三三三三三三角洲洲洲洲 钱湖湖湖湖 深阴阴阴阴 浅湖湖湖湖 三角洲洲

曰曰曰
n Z

一
111 1 2

.

5 333 2
.

4 111 河流流 9
。

4 777 0 3 77777777777777777 1 4
.

oddd 1 1 1 444 何流流

三三三三三三角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三角洲洲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沐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伐伐伐伐伐伐伐伐伐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引自西藏地质四队总结报告)

三
、

羌塘盆地概况

羌塘盆地为中生代含油气盆地
,

盆地面积为 19
.

5 x 1 0 4k耐
。

估算油气资源量达22
.

6 x

10st
。

有两个构造层构成盆地基底
,

第二构造层为晚华力西构造层
,

是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

碎屑暮碳酸盐岩建造
,

其褶皱形态不紧密
,

不象地槽型褶皱
。

真正的地槽型盆地基底构造层

是早古生代延续到中泥盆世地层
,

组成第一构造层
。

二叠纪到中生代地层为沉积盖层 (蒋忠

惕
,

1 9 8 3 )
。

羌塘及青藏大部分地区
,

兴凯运动一早华力西运动阶段
,

经历了优地槽发育阶段
,

堆积

了巨厚的海相火山
一

沉积建造
。

早华力西运动
,

结束了地槽发育阶段
,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

沉

积了石炭一二叠纪含煤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建造
。

晚期华力西运动
,

使晚古生代的沉积褶皱
。

晚

期印支运动
,

本区下沉
,

中生代海盆逐渐形成
。

印支运动末
,

未发生强烈的造山运动
,

本区仅

表现为总体上升
。

燕山运动早期
,

羌塘地区在原印支海槽的基础上
,

发育了继承性拗陷
。

早侏

罗系
,

为浅海
一

滨海碎屑岩
一

碳酸岩建造
。

中侏罗世早期
,

海盆进一步沉降
,

海侵进一步扩大
,

普遍沉积了巨大厚度的碳酸盐岩
,

海侵达最大规模
。

中侏罗世后期
,

构造运动使整个海盆抬

升
,

海水变浅
,

沉积了一套红
、

绿相间的细碎屑岩
。

中侏罗末期
,

海水再度扩大
,

碳酸盐沉积再

一次遍布整个海盆
。

早燕山运动
,

发生强烈造山作用
,

使晚三叠世一中侏罗世沉积一起褶皱

隆起
。

白噩纪时
,

残余海水再度侵入海盆中央地带
,

堆积了巨砾粗碎屑物和粉砂
、

细砂岩
。

白

噩纪末
,

晚燕山运动使本区海水全部退出
,

开始了内陆条件下的发展历史
。

第三系仅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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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有零星分布陆相碎屑岩(图4) (梁寿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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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忠惕等修编 )

图4 羌塘盆地地层柱状示意图

1
.

生储盖组合
:

本区发育五套生储盖组合
。

(1 )上二叠统热觉茶卡组一三叠系康南组组

合 , (2 )三益系康南组一结扎群的上碎屑岩段下部组合 ; (3 )结扎群上碎屑岩段一侏罗系色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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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合 ; (4 )侏罗系色哇组一唐古拉群温泉组下碎屑岩段 ; (5) 侏罗系温泉组下石灰岩一纳金

曲组上灰岩段下部
。

2
.

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

有限地化样品所作的有机碳
、

镜煤反射率及干酩根类型等资料见

表5
。

表5 有机碳
、

镜煤反射率及于酷根类型

地地层时代及层位位 有机碳碳 干酷根根 r 值值

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类型型 (纬)))系系系 统统 群群 组组 段段段段段

白白圣系系系 唐唐 雪山组组组 0
.

49999999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侏侏侏侏 拉拉 纳金曲组组 上灰岩段段 2

.

1 44444 0
。

6 555

罗罗罗罗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系系系系系系 上碎屑岩段段 0
。

22222222

温温温温温泉组组 下灰岩段段 0
。

299999 0
.

6 555

下下下下下下碎屑岩段段 0. 1 77777 1
.

1 222

宁宁宁宁淤那曲群群 包哇组组 松可尔段段 0
.

444 lllll

叠叠叠 结 扎群 上碎屑岩段 0
.

36 111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下下下统 康如茶卡组 中段 lll

二二叠系系 上统统统 热觉茶卡组组组 0
.

555 I ~ lllll

由表5资料
,

二叠系热觉茶卡组中
,

有机碳为0
.

5%
,

干酩根类型为 I 一 l 型 ,三叠系结扎

群上碎屑岩段
,

有机碳0
.

36 %
,

干酩根类型为 l 型 ;侏罗系唐古拉群纳金曲组上灰岩段
,

有机

碳达2
.

14 %
,

镜煤反射率为0
.

65 %
。

从上述资料可见
,

羌塘地区侏罗系
、

三叠系和二叠系中存

在较好的生油岩
,

且成熟度适中
.

3
.

构造区划及勘查选区
:

可划分为五个二级构造单元 (图5 )
.

(1)多格仁铮乌兰湖坳陷
;

(2 )毕洛错
一

安德尔湖坳陷; (3) 司务岗长垣潜伏隆起 ; (4) 戈木日
一

阿木岗鼻状隆起 ; (5 )沱沱

河
一

杂多鼻状隆起
。

羌塘盆地的工作条件较之伦坡拉盆地更加艰苦
,

气候更恶劣
,

但油气地质

条件可能比伦坡拉更好些
。

建议率先研究沱沱拜杂多鼻状隆起和多格仁铃乌兰湖坳陷
,

安

抓卜定的地质工作量
,

争取为地震工作部署提供依据
。

结束语

藏北地区地域辽阔
,

伦坡拉盆地和羌塘盆地具有较好的油气远景
。

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
,

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领域
。

(收稿日期
: 199 1年一2月19 日)



·

150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14 卷

泌翅玛琳退嗽旧;工粉新侧燕士溉卑平袱嫂幼
.

二迎级霭肠班椒
.

班班汗
.

:诬娜燕川才
,

拓U李姚
.

二

翩理浙侧确钱
。

宜把炽:辛劝担琳侧返关宜
!

泣长权
.

1傲翎
.

1佃沼,0工乘陈震
.

。自震“触翰,L燕
.

9味翻姐早赛N弓翎
.

曰

味侧裂翎
.

甲因联侣从
.

目因书娜暇侣
.

N因书峪联侣
.

1画蒸娜暇侣犷月喇履囚纲拿到侧魏银旧画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一一一一

{{{
····

}}}

····

111
lllll刀刀刀

、、、、}}}

CCCCCCCCC

拿拿拿拿



第2期 穆 青
:

藏北油气远景及勘查方向 1 51
。

参 考 文 献
1 蒋忠惕

.

石油地质文集
,

地质出版社
,
1 9 8 1

z 徐正余
,

连玉秋
.

西藏地质
,
1 9 8 6 ; (1 )

3 徐正余等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19 85 ; (1 7 )

4 蒋忠惕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1 9 83 ; (3)

5 梁寿生
,

夏金宝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1 0 83

, (3 )

6 罗中舒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1 9 8 2 ; (1 )

7 李光岑
,

劳雄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1 9 82 ; (1 )

8 常承法等
.

青藏高原地质论文专辑
,
1 9 82

O N T IJE PE T R O L E U M PR O S PE C T S IN T H E n BE T

Mu Qi n g

(丹姗
:

of 刀日阳leJ 朋 及汰圳耐 弃石护自姆 以劝秘
,

肠咖岭)

A 协tra ct

It 15 s u gg e ste d tha t the re ar e ce r ta in Pr印pe e ts in the n o r the r n Ti be t , a n d de ta iled s tu d ie s sho u ld

be ea rr ied o n th e

Lu
n po la a n d q a n g ta n g b as ins in the re乡o n

.

Th
e L u n

po la E冶sin 15 a C e n oz of e fa u lt

ed ha sln , w ith the thi e k n

ess
o f abo u t 5 0 0 0m Te

rtia r y n o n 一

m a rine se di me
n ts ,

h u n d red s o f m e te rs o f

sou
r e e roc ks a n d a gco th e rm a l g rad le n t o f 4

.

6~ 6
.

6 ,C 八 0 0m
.

UP to d ate
,

3 1 a n ticl in a l s tr u e tu r。

sha v e alr e ad y be e n di sco ve r ed
, a m o n g w 巨eh th e la r ge s t tr a P ca n r ea e h as m uc h as 4 0

.

Zk m 2
.

Ho we
v e r ,

the q a n gt a n g B as in 15 a N le SO Z o ie pe tro life r

ous ba sln w ith a to tal a
rca

o f 1 9
.

5 义 1 0
.

4 km 2 .

T h e

ma
rin e 州依沟Z o ic s已五m e n ta r y , q u e n ees a r e of 1 4 0 0 0 m thi

ek ,

of w hi ch the thi e k n

馏
o f

the Ju ra黔ie sys te m 15 u P to 7 8 0 0m
.

In the so u re e roc k s , the o r即n ie e a rbo
n 15 a bo u t 0

.

1 7 ~

2
.

1 4%
, w 址le its 尸 : a n g es 1

.

1 2~ 0
.

6 5 %
,

加in g a ttr ib u t喊 to ty pe 1 k e r

卿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