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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三叠系沉积特征及生烃潜力

唐 开 疆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

湖北江陵 4 3 4 1 0 。)

塔里木盆地三登 系以河
、

湖相含煤碎屑岩为主
,

夹有海泛相碳酸盐岩及砂
、

泥岩
,

厚 5 00 ~ 1 9 o 0 m
,

分布面积

约 3 4 火 1 。吸m “
.

烃源岩 主要发育于深
、

浅湖亚相
、

三角洲相及海泛相
,

岩性以暗色泥
、

页岩
、

炭质泥岩为主
,

夹灰

色碳酸盐岩
、

煤层及油页岩
,

累计厚 2 0 0 ~ 8 00 。
。

满加尔拗陷带及唐古孜巴斯拗陷带是盆内两大烃源岩分布区
,

面积约 13 x l护km Z
。

有机质类型以 I B ~ I 型为主
,

次为 I A ~ I 型
.

R
。

为 。
.

6 ~ 1
.

2 %
.

具有良好的生烃潜力
。

近年来塔东北地 区已在三叠系连续获得重大油气突破
,

塔里木盆地三叠 系具有广 阔的油气前景
。

关键词 塔里木盆地 三盛系 海泛相 生烃潜力

作者简介 唐开粗 男 56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

跃参 1 井于 1 9 8 1 年 6 月首次在塔东北满加尔拗陷带北部发现三叠系
,

该系中夹有 3 20

余米暗色泥质烃源岩
。

10 年来
,

在塔东北地区三叠系已连续获得重大油气突破 (轮南 2 井试

获 日产原油 6 8 2 m
3 ,

天 然气 1 1 又 2 0 ‘ m
, ;
沙 2 2 井试获 日产原油约 l0 0 0 m

3 ,

天然气 2 0
.

5 洲

10
‘
m

,

⋯⋯等 )
。

当前
,

三叠系作为塔东北地区重要含油气层系之一已被世人所公认
。

但是
,

该

系在盆内分布范围
,

沉积特征及生烃潜力等诸多问题
,

仍是石油地质工作者目前所争论
、

关

注的焦点
。

0

本文是在
“

七五
”

国家攻关项 目
“

塔里木盆地中生界油气前景分析
”

成果基础上撰写而

成
。

1 地质概况

位于亚洲大陆中部并夹持于天 山及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 (56 又 lo 4
k m

“
)

,

是在稳定

地块基础上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复合叠置型含油气盆地
。

自二叠纪晚期 (海西末幕 )以来
,

随

着全球性泛大陆的解体及漂移
,

新生的古亚洲大陆不断增生及古特提斯海逐渐消减
、

关闭等

重大地质事件的影响
,

塔里木地块及其邻 区也发生巨大变化
。

原地块北部南天山窄大洋此时

已成碰撞挤压型褶皱山系
;
南缘也逐渐演变成昆仑山火山岛弧褶皱带 (张恺

,

l”0 )
。

地块的

主体部分也演化成以河
、

湖相及海泛相沉积为主的弧后盆地
。

2
.

1

沉积特征

地层及岩性

O 主要工作人员
:

唐开获
、

杨克明
、

陈志高
、

柴美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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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内三叠系岩性以陆源碎屑岩 (砾岩
、

砂岩及泥岩)为主
,

在不同构造区块夹有不同厚度

的煤层
、

炭质泥岩
、

碳酸盐岩及油页岩
;
厚一般为 500 一 l0 0 0m

,

最厚达 19 7 9m (塔北拗陷区库

车河一带 )
。

盆地周缘近物源区地层具有厚度大及岩性粗 (砾
、

砂岩占 60 ~ 80 % )等特点
,

向

盆内湖盆中心区岩性渐变为砂
、

泥岩不等厚互层
。

煤层及炭质泥岩多赋存于三角洲平原及滨

湖等亚相中
,

碳酸盐岩及油页岩常分布于深湖及浅湖亚相
。

据盆内三叠系古生物组合
、

岩石

类型及其纵向上各统
、

组叠置关系可划分为三期构造幕
,

两次成盆期 (T
,

及 T
Z 十 3

)及上
、

中
、

下三统 (套 )地层 (表 1 )
。

其时代可与西北
、

华北邻 区及亚
、

太地区统一划分对 比 (丘东洲
,

1”o )
。

盆内三叠纪沉积前的基底以上古生界为主 (C 一P
:
)

,

仅在南天山前缘库车河至克孜

勒努尔沟一带见有上二叠统上部比尤勒包谷孜组 (P
2

勿 )分布
。

三叠系与下伏前中生界呈平

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接触
。

表 1 塔里木盆地三盛系地层综合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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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分布范围

三叠系在盆内分布范围
,

尤其是在塔中及塔西南两地区有无三叠系连片分布 ?历来被各

家所关注
。

笔者认为
,

上述两区均有广泛分布
,

面积可达 30
.

8 X 1 0 ,k m , 。

2
.

2
.

1 塔中地区

三叠系分布范围为北起塔北隆起区南缘的轮台一沙井子一柯坪塔格断裂
,

南到塔东南

隆起区北缘的车尔臣河北断裂
,

向东到孔雀河斜坡西部逐渐剥蚀尖灭
,

向西可延展到 巴楚断

隆带东部和 2 井一带
,

面积约 18 x lo ,k m
Z 。

划分依据是将跃参 1 井等钻井分层数据结合该

区地震剖面波组属性
,

引入 T BB
一
8 8

一

E 7 8 线
、

E W
一
5 0 0 线

、

N S
一

6 4 5 线
、

H A
一
8 1

一

0 1 及 A
一

8 2
一

6 6 9

线等地震剖面
,

然后对 T.
2 、T

S “

等波组界面进行全区性追踪对比后发现在阿
一

满拗陷带
、

卡

塔克隆起带及唐古孜巴斯拗陷带有连片的三叠系分布
,

厚度为 50 。~ 1 1 00 m
.

经过塔中 1 井
、

满西 1 井及和 2 井等钻井揭示
,

也进一步证实无疑
。

关于三叠系的西界
,

在阿恰 一吐木休克

断裂两侧原划为上二叠统的一套密集反射波组
,

经对 比与阿瓦提断陷三叠系十分相似
;
在 巴

楚断隆带东部的和 2 井
,

在 9 57 一1 50 3 m 井段 (视厚 5 46 m )突出的特点是深灰色泥质岩发

育
,

岩性组合与阿参 1 井三叠系相同
,

而与下伏上二叠统褐紫色砂
、

泥岩井段完全不同
。

在和

2 井以南叶城拗陷带的杜瓦地区
,

三叠系厚 41 8m
,

岩性以砾岩为主
,

顶部夹灰绿色泥岩及泥

晶灰岩薄层
,

含 Ll’ma tu la sP o ri te : ,

Ta o ia sP on te : ,

A ra tri sP or it et : ,

Ca la m OSPo ra 等中
、

早三叠

世常见化石 .
。

综上所述
,

塔中地 区的三叠系从塔中 1 井向
,

西北方向至和 1 井才被剥蚀殆

尽
。

而向西南方向可延展至和 2 井及杜瓦地区
.

2
.

2
.

2 塔西南地区

地球物理勘探资料表明
,

在喀什至和 田一线以西
,

侏罗系顶界埋深 为 7 0 0 0一 1 3 0 0 0 m

(T “地震波组埋深图 )
。

在尚无钻井揭示的条件下
,

目前难以确定下伏三叠系的分布状况
。

但是
,

近几年 已在喀什一 叶城拗陷带西南边缘靠近昆仑山前缘的乌恰康苏及阿克陶以西的

霍峡尔煤矿等地
,

零星发现有 2 50 ~ 4 o om 三叠系出露
,

岩性为大套边缘相砾岩及灰绿色煤

系 地层
,

并 采到具有晚三 叠世 特征 的 N ils
son ioP te ris V l’tt at 。 ; A n

om oz o m lje
‘
cf. m ajo

犷 ,

W ill l’a m s
on ia 等化石 (据喀什地质二大队)

。

在和 2 井
、

杜瓦及上述边缘地区已经发现有三叠

系分布的情况下
,

可以预测在拗陷内部(喀什一英吉莎 一叶城一皮 山一带 )也应有该系分布
,

预测系厚 3 0 0一8 0 0m
o

2
.

3 沉积相特征

三叠纪初期
,

塔里木地块已演化成弧后河扩湖相沉积盆地
,

由于塔北隆起区
、

巴楚断隆带

及塔东南隆起区的持续抬升
,

三叠纪的古地理面貌也发生 巨大变化
,

以塔北隆起区为界
,

将

其分割为北部南天 山前缘北断南超型塔北箕状拗陷沉积盆地
,

南部为开阔型塔中一塔西南

沉积盆地
;
由于塔中隆起区是一个由北西向东倾没的鼻状隆起

,

因此在塔中地区受卡塔克一

古城水下隆起的阻隔
,

将其分割为以深
、

浅湖为中心的塔中及塔西南两个沉积拗陷区
。

2
.

3
.

1 沉积相划分

盆内三叠系沉积相
,

综合划分为 5 个沉积相及若干沉积亚相
。

(l)冲积扇相 ( I ,

)

. 李学惠
,

塔西南三盈系的踪迹及其惫义
,
l9 8 8(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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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以砾岩为主
。

分选杂
,

圆度差
,

底部常有冲刷面
。

多分布于盆地北部及南部边缘地

带
,

平面上常组成冲积扇群体
.

(2 )河流相 ( I :
)

河道亚相 ( I孟)岩性以砂岩为主
,

纵向上具正韵律结构
,

底部常夹透镜状砂砾岩
,

板状交

错层理发育
。

河漫亚相 ( I 孟)岩性多为砂岩及泥岩
,

夹炭质泥岩及薄煤层
。

分布于盆内湖泊相

周围地带
。

(3 )三角洲相 ( I ;
)

三角洲前缘河 口坝亚相 ( I 釜)岩性 以粉
、

细砂岩为主
,

纵向上一般呈反韵律结构
,

多种交

错层发育
,

底部为深湖或浅湖相暗色沉岩
。

三角洲平原亚相 ( I })岩性以砂岩
、

砾岩及杂色泥

岩为主
,

夹炭质泥岩及煤层 (图 1 )
。

河 口坝亚相是良好的烃类储集层系
,

在盆内塔北隆起 区

南缘及塔东南隆起区北缘是该相集中分布的有利地带
。

(4 )湖泊相 ( I :
)

深湖亚相 ( I 孟)岩性以黑灰色泥
、

页

剖剖 面面 厚厚 岩 性性 沉积相相
度度度度度度

(((((m )))))))
··

O
·

0 111 555 灰 白色砾岩及砂岩岩 三角洲洲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原亚相相
,,

。 。 。

(
’

lllllllll
lll

。 。 。

1 111111111

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
llllllllllllllll 灰色粉

、

细粒砂岩
,,

三角洲前前

具具具具具反粒序结构
,

底底 缘河坝亚亚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为粉砂质泥岩岩 相相

lllllllllll444 深灰色泥岩
、

粉砂砂 前三角洲洲

质质质质质泥岩夹粉砂岩岩 深
、

浅湖湖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相相

lllllllllllll

一一 }}}}}}}}}}}

图 l 轮南 1 井三叠系三角洲相剖面略图

岩为主
,

夹灰色泥晶灰岩
、

粉细砂岩及油

页岩
,

水平层理发育
。

浅湖亚相 ( I 受)岩

性多为灰色泥岩及砂岩
,

二者常组成不

等厚互层 (图 2)
。

滨湖亚相 ( 1 墓)岩性以

杂色砂
、

泥岩为主
,

夹砾岩
、

炭质泥岩及

煤层
。

深湖及浅湖亚相主要分布于塔中

拗陷区中部
,

塔北拗陷区北部及唐古孜

巴斯拗陷带中部等地带
,

是沉积烃源岩

的主要相区
。

在尚无钻井揭示的拗陷深

部地区
,

通过对地震剖面的沉积相分析
,

对其弱振幅平行连续反射的波组结构
,

一般多属以泥质岩为主的深湖相沉积特

征 (图 3 )
。

剖剖 面面 井井 岩 性性 沉积相相
深深深深深深
(((((m )))))))

SSS PPP
·

⋯ }}} OOOOOOO

⋯⋯⋯⋯⋯⋯⋯⋯⋯⋯⋯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一一一一 <OOO

深灰
、

灰黑色泥泥 深湖亚相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 岩
、

页岩夹中薄薄薄

OOOOOOOOO 层粉
、

细砂岩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OOO 水平层理发育育育

一一一= 二月月
之~~~~~~~

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

已已已
。 , 、 。 ” 1 111111111

妻妻妻当当当当当
‘‘‘三州

JJJJJJJJJ

国国国国国国国手手手昌昌昌昌昌
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 灰灰灰灰灰灰白色砂岩夹夹 浅湖亚相相

泥泥泥泥泥泥泥页岩岩岩
卜卜卜

-
~ ~ ~司 lllllllll

⋯⋯⋯
,,,,,

知知
淤

:::

弃孙熟撼共i御燕料块如辫喻孙林林戮舞撰黝喘械潇瀚翻

图 2 沙 14 井中三叠统深
、

浅湖亚相略图 图 3 T B
一
8 4

一
3C 线 T s“一 T

‘’

段深湖相沉积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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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泛相 (
·

I )

海泛相反映盆内在三叠纪沉积期
,

位于盆地西南部的古特提斯残 留海 (西昆仑至费尔干

纳一带 )在早三叠世及晚三叠世多次特大高潮期
,

海水沿乌鲁克恰提 (乌恰县以西 )等峡 口泛

入盆内后形成的海泛相沉积
。

主要依据是

A
.

在盆 内三叠系发现多层段含海相生物化石
。

如南天山前缘库车至克拉苏河一带
,

下

三叠统上部泥岩中发现角刺藻 (V 曰 , ha ch l’u m ) ; 上三叠统也发现 多层段含有丰富的疑源类
;

主要有光面球藻 (Le io sP ha er id t’a )
、

粒面球藻 (c ra n
od isc us )

、

小刺球藻(材比rh st ri di u m )
、

三刺

角刺藻 (V e即ha eh i“ m t r isPin os u二 )等
。

另外还发现尾化石 (‘
tm e耐a K u q a re o is i: ,

Altn
a tia ln

g us o i)
。

在塔东北地区钻井中
,

也在相同层段 (沙 n 井
、

沙 14 井
、

阿参 l 井等 )发现大量疑

源类化石及蓝
、

绿藻化石
。

B
.

三叠系烃源岩有机相图 (罗杰斯
,

1 9 7 9) 反映该系藻类生油岩占有重要位置 (图 4 )
。

C
、

三叠 系烃源岩经过干酪根扫 描

/

藻类为主生油岩分布区

/

/

%8
。

\

一 32

一 3 1

一 30

一 29

、 、

_ /

生油岩
分布区

一 28
,

一 2 7 -

�误�O。屯暇属理

地表剖 面暗色 泥质岩

井下 岩芯暗色 泥质岩

一 26 一 2 7 一 2 8 一 2 9 一 30 一 3 1

芳烃d ‘“C ( 汤 )

图 4 塔东北地区三登系烃源岩有机相略图

电镜及元素分析
,

已经发现部分 I 一 l *

型有机质烃源岩
。

D
.

三叠系烃源岩干酪根碳同位素

( a
‘,
C 一 2 6喻一一 2 9 %

。
)与奥陶系灰岩干

酪根碳同位素 (护℃ 一 27 编 ~ 一 31 编 )相

似
。

在三叠系烃源岩中也含有较丰富的

由藻类生物演变成的三环菇烷及 C
2 7

规

则街烷等生物标记化合物
。

海泛相的波及范 围
,

与海泛的规模

及持续时间密切相关
。

在塔北隆起 区 (沙

14 井等 )及库车河剖面所发现的海泛相

沉积
,

表明当时海泛 已烃影响到盆内大

部分地 区
。

关于海泛的来源问题
,

众所周

知
,

在盆地北部及东部等地区
,

上二叠统

上部基本上属陆相沉积
,

至今未发现有大面积残留海沉积
,

更不会延续到晚三叠纪
。

因此
,

海

泛相只能来自盆地西南地区
。

据羌塘一西昆仑及中亚费尔干纳地区海相三叠纪古地理环境

分析
,

在早三叠世中晚期 (奥伦尼期 )及晚三叠世中期 (诺利期 )曾有多期次高潮海水从盆地

西南方向漫入盆内
,

由塔西南逐拓展到塔中及塔北地区
。

海泛相不是常见的海洋沉积
,

它是在盆内原有河湖相基础上经入侵海水不同程度混合

后的海陆过渡型沉积
。

因此
,

海泛相可以划分出深湖型海泛亚相一河漫型海泛亚相等多种亚

相
,

其岩性组合特征也与正常河湖型沉积相似
,

主要 区别是古生物组合
、

水介质含盐度及有

机质类型等方面的差异
.

深
、

浅湖型海泛相烃源岩发育 (图 5 )
,

在塔中及塔西南地区具有 广

阔前景
。

研讨海泛相的重要意义在于全面评价盆 内三叠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

更重要的是重

新认识及评价盆 内三叠系所生成的烃类性质及潜在的生烃能力
。



第 2 期 唐开获
:

塔里木盆地三叠系沉积特征及生烃潜力 ·

1 3 3
·

2
.

3
.

2 烃类生
、

储相带

深
、

浅湖泊亚相
、

海泛相及三角

洲平原亚相是沉积烃源岩的主要沉积相

单元
。

盆内三叠系烃源岩可分为 4 个区

块 (图 6 )
。

塔中拗陷区中部 (阿
一

满拗陷

带 )具有分布广
、

厚度大
、

质量好等特点
,

应列为全区之冠
。

唐古孜巴斯拗陷带中

部及喀什一叶城拗陷带
、

麦盖提斜坡带

东部次之
。

塔北拗陷区北部虽然烃源岩

厚 度 可 达 8 00 m
,

但 面 积 仅 0
.

6 火

1 0 ‘k m
忿。

属于生烃潜力较差的区块
。

剖剖 面面 井井 主要岩性及古生物物 沉积相相
深深深深深深
(((((m )))))))

sss p
(((尸尸

胃
......................

44 6 000 黑灰色 页岩
、

泥岩
,,

海泛相相

芝芝芝)))))))
4 5 2 111 夹灰色细砂岩及透镜镜镜

尸尸尸

!
::::::::::::::::::::::::::::: 4 5 5000 状灰岩岩岩

含含含含含含含丰富的疑源类化石
,,,

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抱粉 功 一 95 %%%%%
::::::: 二戈二二二目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灰灰灰灰灰灰灰色泥岩
、

砂质 泥岩夹夹 滨湖湖

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质泥岩
、

灰色砂岩岩 亚相相

图 5 沙 14 井上三叠统海泛相剖面略 图

I 十 11

皿圈画画团回团困
库尔勒

铁南2 井
1 . 1 1 }

康苏

一、‘ Q 喀代

飞介霍峡你八

若羌
1 0 1

且末

0 杜瓦 。和 田

s n 16 0 ( k m )

图 6 塔里木盆地三登系沉积相略图

沉积相划分 冲积扇相 1 1 , 河流相 I : :

河漫亚相 I : , 、河道亚相 l : 2 ;三角洲相 I , :

三 角洲平原亚相 I , ,
、

三角洲前

缘河 口坝亚相 , 12 ;
湖泊相 , : :

深湖亚相 I : , 、

浅湖亚相 I :气滨湖亚相 , : 3 , 海泛相 ,

1
.

剥 蚀区 ; 2
.

地层厚度 (m ) ; 3
.

沉积相界线
, 4

.

剥 蚀边界 , 5
.

主要断层 , 6
.

盆地边界
, 7

.

预测海泛来源
, 8

.

海泛初期波及

范围

三角洲前缘河 口坝亚相
、

河道亚相及滨
、

浅湖亚相是形成多种砂体的沉积相带
。

在塔北

隆起区南缘及塔东南隆起区北缘地带 (图 7
、

图 8) 是河流相与湖泊相频繁交替及三角洲相最

发育的有利储集岩分布相带
,

沿隆起区与拗陷区交替地带可组成一系列三角洲相群体 (图

6)
。

塔东北地区在三叠系所获得的高产油气井 (沙 22 井
、

轮南 2 井等)
,

其产层多属与三角洲

相密切相关的砂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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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塔里木盆地构造区划略图
I 塔北拗陷区

: 1 1

乌什拗陷带
, I :
拜城拗陷带

; I 塔 北隆起区
: I , 沙西断褶带

, I :沙雅断隆带
, 1 3阿克库勒 凸

起带
, I ‘库尔勒断块带

; l 塔中拗陷带
: I , 阿瓦提断陷带

, , :
满加尔拗陷带

, , : 孔雀河斜坡带
, l ‘
铁干里克断陷带

; W

塔中隆起区
: N l 巴楚断隆带

, W :卡塔克隆起带
, W :
古城低隆带

, v 塔西南拗陷带
: v :

喀什拗陷带
, v : 叶城拗陷带

,

v :
麦盖提斜坡带

, v .

唐古孜巴斯拗陷带
; 场 塔东南隆起带

: 叭 ,

策勒断隆带
, 叭 : 且末断隆带

; 妞 塔东南拗陷区
:
妞 l民

丰拗陷带
,

妞 :

若羌拗陷带

0 4 0 80 ( k m )
卜 - - - - - 一书一

,

~ ~ ~ ~ - 司

图 8 塔里木盆地三登系沉积剖面略图

3 生烃潜力

3. 1 烃源岩展布

三叠系烃源岩以暗色泥质岩为主
,

在不同沉积区块夹有厚度不等的炭质泥岩
、

煤层
、

泥

晶灰岩及油页岩
。

累计厚 x o o ~ so om
,

最厚达 so om
。

塔北拗陷区北部厚 2 0 0 ~ so o m
,

面积约

0
.

6 又 1 0
‘
k m Z 。

塔中拗陷区中部厚 2 0 0 ~ 7 0 0 m
,

面积约 s又 1 0
‘
k m

, 。

唐古孜 巴斯拗陷中部厚

20 0 一50 o m
,

面积约 1
.

4 又 10
‘
k m

, 。

喀什一叶城拗陷带及麦盖提斜坡带东部
,

预测烃源岩厚

5 0 ~ 2 0 0 m
,

累计面积约 7
.

6 X 1 0 ‘km
Z 。

3
.

2 有机质丰度及类型

塔北拗陷区北部烃源岩有机碳为 0
.

5 4 ~ 14
.

6 %
,

平均 1
.

2 5 % ;
沥青

“
A

”4 6 ~ 7 5 o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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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5
.

平均 3o 6p p m ;
总烃 5 0 ~ 1 8 o p p m

,

平均 1 2 o p p m
。

其特点为有机碳较高而沥青
“
A

”

及总烃偏

低
,

烃源岩具有煤系地层特点
。

塔中拗陷区烃源岩有机碳 0
.

52 一12
,

3%
,

平均 1
.

05 % ;沥青
“
A

”
6 5~ 2 8 0 0p p m

,

平均 6 5 o p p m ,总烃 6 8~ 8 4 o p p m
,

平均 1 8 4p p m
。

其特征与塔北拗陷区相

反
,

烃源岩具湖泊相沉积特点
。

据塔西南地区零星资料反映
,

其特征与塔北拗陷区相似
。

从塔东北油气勘探区所获得的三叠系部分有机地化资料分析
,

该区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主要为腐泥
一

腐殖型 ( I 。)及腐殖型 ( , )
。

是据盆内三叠系沉积相图 (图 6) 分析
,

目前的油气

探井基本上是处于河流相至滨
、

浅湖亚相区内
,

在塔北隆起区以南的构造深凹部位及深湖
、

浅湖相
、

海泛相分布区内
,

预测将会有较大面积及多层段腐殖
一

腐泥型 ( I * )及腐泥型 ( I )烃

源岩
。

主要依据有
:

(l) 在塔东北地区已经发现部分烃源岩干酪根类型属 I A

~ I 型 (表 2 )
。

农 2 塔里木盆地三盛系部分烃派岩有机质类型简表

干酷根含t 写

井号或剖面 层位 岩 性

—
有机质类型 H / C O / C 古, 3 C %

类脂体 壳质体 腐殖体

跃参 1 并

沙参 l 井

沙 9 井

阿参 1 井

沙 1 0 井

沙 10 井

包孜东

灰色泥岩

深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少量 I ^

I ^ 0
。

6 0

0
.

9 3

〔)
,

1 1 一 3 0
.

5

0
.

1 1

0
.

0 6 一 3 0
.

6

0
.

8 8 0
.

1 1

伽伽心

5 0

1 0 ~ 15

> 8 0

0
.

3 8 0
.

0 5 一 30
.

8

1 5 ~ 2 0

1 ^

I ^

I 一 3 1
.

7

尺po4
月了

几TITaTITI爪叭

(2 )海泛相各种藻类发育
,

是形成 I 一 I A 型有机质的物质基础
。

预测在塔西南拗陷区

及塔中拗陷区中部有较大面积及多期次分布
。

(3) 阿瓦提一满加尔拗陷带中部及唐古孜巴斯拗陷带中部是深
、

浅湖亚相及海泛相分布

区
,

对形成 I A
及 I 型烃源岩十分有利

。

(4) 据色谱
一

质谱检测
,

塔东北地区井下三叠系烃源岩含有较丰富的三环菇烷 (艺三环 / 艺

三环 + 五环三菇含量 5
.

2 % ~ 21 % )及胆 幽烷 (C 2 7

占 5a 街烷 20
.

2% ~ 33
.

1 % )
,

反映原始有

机质中藻类及微生物占有相当比重
。

综上所述
,

三叠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在不同的沉积环境及构造区块
,

皿 ~ I 。 型及 I A

一 I 型含量也有所区别
,

但总的面貌是混合型 ( I + , 十 I 型 )
。

由此可进一步分析
,

生成的

烃类也必然具有陆相及海相的混合性特征
.

3. 3 生烃潜力

烃源岩的生烃潜力与有机质的丰度
、

类型
、

成熟度
、

体积及保存等因素密切相关
。

烃源岩

镜质体反射率 (Ro )在塔北拗陷区表现为东低西高特点 (塔克玛札 0
.

9 % 一库车河 1
.

2 % 一包

孜东 2
.

8% )
,

烃源岩由东向西已由成熟
、

高熟进入过熟阶段
.

塔中地区属地温梯度较低的盆

内稳定区
,

三叠系 Ro 值一般为 0
.

54 纬一 0
.

74 %
,

横向上无大的变化
,

基本上属低成熟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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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随着烃源岩在拗陷深部的埋深增加
,

R
“

值也会相应提高
。

塔西南地区侏罗系 Ro 值为

0
.

5 %一 1
.

0 2 %
,

推算下伏三叠系 Ro 值至少为 0
.

6 %一 1
.

1 %之间
,

烃源岩已进入成熟
一

高熟

早期阶段
。

盆内三叠系烃源岩划分为四个主要生烃区块 (表 3 )
。

阿瓦提一满加尔拗陷带具有

丰度高
、

类型好
、

体积大及保存好等特点
,

估计生烃量约 80 0 x 1 05 ~ l0 0 0 x 1 0s t
,

属全盆之

冠
。

唐古孜巴斯拗陷带中部具有海泛相发育及埋藏浅等特点
,

估算生烃量约 100 x 1 0a ~ 1 40

又 10
吕 t

。

塔西南地区 (喀什一叶城拗陷带及麦盖提斜坡带东部 )具有面积大
、

烃源岩埋藏深及

海泛相发育等特点
,

估算生烃量约 Zo o X 1 0s ~ 23 0 x 1 0s t
。

塔北拗陷区北部具有烃源岩厚度

大
,

成熟度高等特点
,

估算生烃量约 10 又 1护一15 又 1 0a t
。

如果再加上塔北隆起 区(阿克库勒

凸起带 )及塔中隆起区 (巴楚断隆带东部至古城低隆带 )的生烃量 (30 义 1 05 一 50 只 lo a
)

,

三叠

系的总生烃量可达 1 140 x 10s 一 14 3 5 又 1 0s t
。

众所周知
,

塔东北油气勘探区不同产层的油气
,

总的特征是以海相 I 一 I A

型源岩为主
。

但同时又具有复杂
、

多变的物理
、

化学性质
。

原油中

检测出较丰富的双环倍半菇烷
、

三环二菇烷
、

四环裕烷及 C。谷 街烷等生物标记化合物
,

原油

中还含有丰富的三叠
、

侏罗纪裸子植物花粉及蔗类抱子
,

这些都表明原油又具有陆相烃源岩

特征
。

阿瓦提
一

满加尔拗陷带是塔北油气富集区的主要供油区
,

该区石炭
、

二叠系缺乏分布广

及厚度稳定的烃源岩系0
。

奥陶
、

寒武系烃源岩累计超过 l0 00 m
,

是该区多期生烃的主力源

岩
。

而埋藏在阿
一

满拗陷深部的奥陶一寒武系
,

Ro 值大部分 已接近和超过 2
.

5%
,

表明热演化

程度 已进入过熟期
。

与此相反
,

三叠系烃源岩正处于生烃高峰期 (表 3 ) .
。

由于三叠系烃源

岩具有海相及陆相双重特征
,

所生成
、

运移及聚集的油气也必然具备海陆混合型特点
。

因此
,

本文认为塔东北油气富集区的油气源主要来自阿
一

满拗陷带的奥陶系及三叠系
。

表 3 塔里木盆地三盛系烃源岩主要区块简表

区块名称 面积 (k m Z )
厚度

(烃源岩 )(m )

有 机 质 丰 度

有机质类型 R ,

值
“C ”

%
“A ”p p rn H C pp m

保存条件
(T 护 波组埋深 )

阿
一

浦拗陷带

唐古孜 巴斯拗 陷带

塔西南地 区

塔北拗陷带

其它地 区

8 X 10 4 2 0 0 ~ 7 0 0 0
.

5 2~ 1 2
.

3 6 5~ 28 0 0 6 8 ~ 8 4 0 、

I < 0
.

5 4 ~ 0
。

7 4 4 0 0 0 ~ 5 0 0 0 m

1
.

4 丫 1 0‘ 2 0 0 ~ 5 0 0 0
.

6 ~ 1
.

0 ? 2 0 0 0 ~ 3 0 0 0 m

7
.

6 又 1 0‘ 0
.

6 ~ 1 1 50 0 0 ~ 1 1 0 0 0m

0
.

6 又 1 0 .

5 0 ~ 20 0 0
.

5 5~ 13
.

5

2 0 0 ~ 8 0 0 0 5 4~ 1 4
.

6 4 6~ 7 5 0 5 0 ~ 1 8 0

I
、

I

、
l

、

0
.

9 ~ 2
.

8 5 0 0 0 ~ 7 0 0 0 m

4
.

4 义 1 0 4 3 0 ~ 10 0 0
.

5 6~ 1 6
.

2 1 5~ 2 5 0 3 0 ~ 1 6 0 1
、

1
.

0
.

5 ~ 0
.

8 1 0 0 0 ~ 5 0 0 0 m

4 结束语

塔里木盆地油气钻探工作多集中于塔东北
、

笋西南及塔中的部分构造区块
,

油气勘查程

度很低 (平均约 4 0 0 o k m
Z

一 口探并)而且平面分布极不平衡
,

盆内 70 %以上的面积均属未经

钻探揭示的处女地
。

因此
,

要全面评价三叠系的沉积特征及生烃潜力还为时尚早
。

本文根据

零星的古生物及有机地化资料所提出的三叠系海泛相及混合型有机质类型的认识
,

还有待

今后油气勘查去修正
。

本文引用了陈正辅
、

陈有光等高级工程师尚未公开发表的珍贵成果
;

O 罗宏
,

塔东北地区生油层评价及油气撅研究
,

第三章
, 1 9 9 0

.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

塔东北地区控油地质条件和远景分析
,

1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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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n g K a ijia n g

(R es ea rc h P a r ty of Pet rol 、m G e时。

gy
,

材G M R )

A b st r a c t

T he T r ia s s ie sys te m o f th e T a r im B a s in m a in ly e o n s is t s o f th e e o a l
一
be a r in g e la s t ie

r o e k s o f flu v ia l
一

la eu s t r in e fa e ie s ,

in te r e a la t ed w ith Pa n 一

m a r in e e a r bo n a te s , s a n d s a n d m u d
-

s t o n e s ; the th iek n e s s o f th e sy s t em r a n g e s 5 0 0 一 1 9 0 0 m
, a n d th e d is t r ib u tin g a r e a r e a e h e s

to a bo u t 3 0 X 10 ‘k m
2

.

In th e s y s t e m the s o u r e e r o ek s m a in ly d e v e lo p e d in d e e ,P
一 sha llo w

la ke s u b fa eie s ,

d e lta fa e ie s a n d p a n 一

m a r in e fa e ie s ,

lith o lo g ie a lly it 15 e h a r a e t e r iz e d by d a r k

m u d
, s ha le s , e a r b o n ae e o u s m u d s t o n e s in te r e a la t ed w ith g re y e a r b o n a t e r o ek s , e o a ls a n d

0 11 sh a le s
.

T h e a e e u m u la te d thiek n e s s 15 u p to 2 0 0 一 so o m
.

T he M ajia r a n d T a n g g u z ib a s i

d e Pr e s sio n s in the ba s in a r e the tw o m a jo r s o u r e e r o e k a re a s to ta llin g t o a bo u t 1 3 又

lo 4
km

2
.

T h e o r g a n ie s a r e p r ed o m in a t ely a tt r ib u t ed to ty p e s I B ~ 皿 , th e n t o ty p e s l 一 I
,

w ith th e R
o v a lu e s r a n g in g 0

.

6 ~ 1
.

2 %
,

the r e fo r e ,
the y ha v e a g o o d hy d r o e a r b o n p o te n -

t ia l
.

In r e e e n t ye a r s ,
the s e v e r a l sig n ifie a n t br e a k

一
th r o u g hs o f 0 11/ g a s e x lo r a t io n ha v e b e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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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