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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南喀什拗陷石油地质特征的再认识

陈荣林 胡 民 朱宏发 陈 跃 徐 翔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2 1 4 1 5 1)

本文通过对塔西南喀什拗陷石油地质条件的粤认识
,

确认了中侏罗统扬叶组是本区中
、

新生界的主力生油

岩
,

下白里统克孜勒苏群中的风成砂岩为优良的储集层
,

筱盖其上的上白蟹统和下第三系为多层系封盖性好的

区域盖层
,

尤其是古新统阿尔塔什组石奋层更为理想的遗盖层
。

它们在纵横向上构成了有机的油气生储盖 匹

配
.

据此在喀什拗陷选择合适构造进行勘探
,

可望有新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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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塔西南喀什拗陷区域石油地质概况

1
.

1 塔西南喀什拗陷区域地质简况

已知西昆仑北缝合带
,

为西 昆仑地槽与塔里木地台的分界线 (姜春发等
,

1 99 2 )
,

该缝合

带早石炭世经陆壳开裂成洋壳
,

石炭纪末洋壳闭合
。

而后西昆仑板块与塔里木板块进一步拼

合与碰撞
,

形成了西昆仑褶皱山脉
,

在塔里木板块的一侧形成了一个较大型的前陆盆地
,

即

现今称为的西南拗陷区
,

喀什拗陷位于该拗陷区的最西端
。

中生代时
,

西南拗陷区相对有所分割
,

在各个 山前地带
,

以小型断陷盆地为主
,

例如在西

昆仑山和南天山交汇处的喀什
一

乌恰一带
,

受塔拉斯
一

弗尔干纳断裂的控制
,

在断裂带一侧发

育持续下降的长条状断陷盆地呈北西
一

南东向
,

其中发育了巨厚的侏罗纪沉积 (包括有部分

属晚三叠世的沉积 )
。

晚白蟹世的早期
,

古特提斯海的北支海水由西向东入侵
,

并超覆遍及全

区
。

西南拗陷区大部分范围内为一套滨海
一

海湾
一

泻湖相的灰岩
、

泥岩及膏泥岩沉积
。

一直持

续到早第三纪的始新世才告结束 (新疆石油管理局南疆石油勘探指挥部地质研究所
, 1 9 89 )

。

晚第三纪末到第四纪
,

印度板块进一步向北漂移
,

并和欧亚板块完全拼合
,

青藏高原不

断崛起
,

昆仑山急剧上升
,

塔里木进入了几个前陆盆地统一的成盆阶段
,

形成现今的塔里木

盆地—
这个大陆内部强烈下陷的大型拗陷区

。

处于塔里木盆地最西端的喀什一乌恰一带
。

正位于南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碰撞交汇处
。

由于受喜山运动强烈影响
,

帕米尔高原不断向北挤压致使中
、

新生界地层发生褶皱隆起
,

甚

至少量基底岩层也暴露地表
。

由此导致该区各种断裂和不同型式的构造圈团发育
,

对寻找油

气是十分有利的
,

成为西南拗陷区乃至整个塔里木盆地一个引人注 目的地区
。

1
.

2 喀什拗陷石油地质研究的概况

塔里木盆地西南拗陷区曾作为寻找油气的主战场
。

早在 1 9 5 1 年开始
,

陆续开展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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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
、

物探和钻探等
。

地面地质以乌恰及昆仑山前的剖面测量为主
。

物探工作先后完成

了 1/ 5 0 万 ~ 1 / l。。万重磁概查和普查
; 1 / 1 0 0 万的航磁普查

; 1 / 2 0 万重磁详查等
。

对一些重

点地区及局部构造进行过地震详查
。

50 年代在乌恰县克拉托构造上曾获得了油气流
。

但由

于当时的个别钻机设备
、

施工能力及技术比较落后
,

未获得工业性油气流
。

2 喀什拗陷具有油气生
、

储
、

盖的良好有机匹配

2
.

1 生油岩特征

喀什拗陷的主力生油岩是中侏罗统的扬叶组
。

该拗陷内侏罗系地层发育齐全
,

沉积厚度

大
,

自下而上分为
:

莎里塔什组 (Jl : )
、

康苏组 (J
:
k )

、

扬叶组 (J
Zy )

、

塔尔杂组 (J 拼)
、

库孜贡苏组

(J ak )
。

沉积相研究和古地理资料表明在早侏罗世时
,

古昆仑山为低山丘陵区
,

是本区沉积的

主要物源供给地
。

当时拗陷内主要为滨湖沼泽环境
,

气候温和湿润
,

陆生植物繁盛
,

湖盆边缘

沼泽丛生
,

河流发育
,

是一个主要的造煤环境
,

而且经历了经山麓洪积扇堆积为主的莎里塔

什组发展到以湖滨
一

沼泽沉积相为主的康苏组沉积
。

到中侏罗世早期时
,

沼泽成为稳定的湖

泊环境
,

特别是扬叶组中晚期
,

湖盆扩大
,

湖水加深
,

以半深
一

深湖沉积为主体
,

富含有机质的

淤泥沉积增多
,

扬叶组的暗色泥岩就厚达 300 多米
,

是该区主力生油层段
。

中侏罗晚期塔尔

朵组沉积时
,

湖盆有所抬升
,

以浅湖为主
,

由于西临中亚的古特提斯海湾海平面上升可以产

生
“

峡 口效应
” ,

有短暂的小股海水侵入
,

为此在浅湖的砂泥岩沉积中间夹有几层薄层叠层藻

灰岩沉积
。

至晚侏罗世库孜贡苏组沉积时
,

湖盆开始退缩以至消失为山麓洪积扇代替
,

沉积

分布很局限
,

仅在西昆仑山前乌恰之南克孜勒苏河一带发育
,

为厚 4 00 余米的红色砾岩
、

含

砾砂岩
,

横向不稳定
,

以至尖灭
。

中侏罗统扬叶组经实测
,

地层厚 1 2 4 3
.

”m
,

其中泥岩累积厚达 889
.

3 om
,

富含有机质的

黑色泥岩厚达 3 00 余米
。

含丰富的植物
、

瓣腮
、

腕足
、

叶胶介等化石
。

现将实测剖面简介如下
:

下部
:

深灰色细砂岩与黑色炭质泥岩互层
,

夹多层煤层和煤线
,

菱铁矿结核及条带常见
,

厚 4 8 o m
o

中部
:

灰绿色细砂岩夹砾岩透镜体与灰黑色泥岩互层
,

间夹薄煤层
,

厚 54 0 m
。

上部
:

灰绿
、

灰黑色泥岩 (页岩 )
,

炭质泥岩与灰绿色细砂岩互层
,

厚 2 2 4 m
。

本组暗色泥岩 (地表样 )有机质丰度高
,

据最新分析结果
,

其主要地化指标为
:

W (C 丫J) = 0
.

8 2 ~ 4
.

9 3 % 平均 2
.

0 % (4 5 个样 ) ;

W (沥青 A )= 3 2 2~ 2 0 8 0 X lo 一 ‘ ,

平均 8 3 8 X lo一 (2 0 个样 ) ;

W (H C )二 1 2 0、 9 3 3 X 1 0
一 ‘ ,

平均 4 1 7 X 1 0
一 ‘

(1 8 个样 )
。 _ 、

有机质类型为腐殖型
一

混合型
,

有机质成熟度 R
“

一。
.

97 %
,

已达成熟生油阶段
.

综上
,

扬叶组生油岩属较好的成熟生油岩
,

具有一定的生油能力
,

生油岩厚 1 00 ~ 7 0 o m
,

平均 200 余米
,

西南拗陷的生油量经厕算为 20 亿吨左右
,

资源量为 3~ 5 亿吨
。

2
.

2 储集岩特征

经作者进一步证实
,

本区最佳的储集层是下白垄统克孜勒苏群
,

尤其最近查明该群下旋

回的上部厚达 2 6 8m 的棕红色厚层
一

块状中细粒石英砂岩
,

属典型的风成砂岩
,

它的孔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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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渗透率之高
,

实为其它层位所罕见
。

克孜勒苏群广泛分布于南天山和西昆仑山麓前沿
,

它

处于白圣系
、

第三系构造层之底部
,

普遍不整合于 中下侏罗统
,

局部不整合于古生界地层之

上
。

在喀什拗陷下白里统克孜勒苏群厚度一般在几百米至上千米之间
。

现以乌恰康苏剖面

为例描述如下
:
经实测地层厚为 59 3

.

sm
,

可分上下两个旋回
,

下旋回厚度 3 31
.

sm
,

为一套棕

红色厚层
一

块状中细粒石英砂岩间夹砾岩透镜体
,

底部以红色砾岩为主夹砂岩
、

砂质泥岩
。

上

旋回厚 2 61
.

7m
,

为棕黄色薄层
、

中层
、

厚层粗中粒复矿砂岩
,

往上为大套浅紫红色厚层中砂

岩夹同色泥岩
、

砂岩透镜体
,

常见钙质结核
。

克孜勒苏群下旋回经历了由底部山麓洪积扇
一

沙

丘为主的风成砂间夹沙摸旱谷堆积物
.

克孜勒苏群上旋回经历了由底部的滨湖沙堤
、

入湖三

角洲扇体沉积到滨浅湖砂
、

泥沉积
.

下旋回的中上部厚 2 6 8 m
,

为一套红色厚层一块状石英中

细粒砂岩
,

结构疏松
,

成分单一
,

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

单层厚度一般在 lm 以上
,

个别达

sm
.

经野外和室内的详细鉴定
,

包括层理测量
、

薄片鉴定
、

粒度分析
、

扫描电镜等等
,

证实为

沙漠环境下的风成砂堆积为主
,

间夹沙漠的旱谷沉积
。

经测试该段风成砂岩孔隙度一般在 8

~ 2 0 %
,

最大达 2 6 %
,

渗透率一般 6一 5 0 0 X 1 0 一’拌m
3 ,

最大达 1 7 0 0 X lo 一

、m 2 .

如此好的储集

性能在西南拗陷区乃至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是少见的
。

2
.

3 封盖条件分析

西南拗陷自晚白圣世初期开始
,

古特提斯海北支海水自聊句东入侵(南疆石油勘探指挥

部地质研究所
,

19 89 )
,

一度成为一个深入大陆内部的海湾
.

为此自上 白奎统到下第三系的始

新统
,
发育广泛分布的潮上蒸发泥坪相

、

潮下泥岩相及海湾泻湖石青相沉积
,

这些沉积物均

为低孔隙
、

低渗透性岩层
,

且具有一定的厚度
,

构成了区域性的盖层和局部盖层
,

对油气起着

良好的遮盖和封闭条件
.

如始新统一渐新统的巴什布拉克的泥岩层
;
白垄系下统库克拜组的

泥岩
;
尤其是古新统的阿尔塔什组石膏层

,

都是极佳的油气封盖层
。

据区域分析
,

中新统的安

居安组泥岩层也能作为区域性盖层
。

2
.

4 喀什拗陷生储益层的有机匹配

综上分析
,

有中侏罗统扬叶组的主力生油岩
、

下 白奎统克孜勒苏群风成砂岩优良储层
,

再加古新统阿尔塔什组的石膏层及其它区域性的泥岩盖层
,

自下而上构成了良好的生储盖

有机匹配 (图 1 )
,

显示了该拗陷内存在寻找油气的良好远景
。

3 喀什拗陷寻找油气的几点认识

3
.

1 油气显示良好
,

勘探工作程度低
,

深部情况不清

喀什拗陷己见有许多地表油苗和油气显示
,

如克拉托背斜上钻孔 中 的油流
、

乌拉根背

斜上的油砂和沥青 (N
:
)

、

扬叶鼻状构造上的含油砂岩以及乌鲁克恰提的沥青 (K
l
)显示等

,

这些构造均为喜山期形成
。

克拉托背斜位于乌恰县城南约 sk m
,

构造长 sk m
,

宽
.

1
.

sk m
,

(轴向东西向 )
,

面积约

1 2k m
, 。

背斜轴部出露地层为中新统帕卡布拉克组的下部
,

构造较完整
,

北陡南缓
,

地表油气

丰富
。

50 年代由原苏联施工钻井 7 口
,

钻深 约千米
.

见低产油气流
,

至今井口尚有原油及天

然气渗冒
。

油气产自中新统安居安组顶部及帕卡布拉克组下部地层
,

受背斜构造控制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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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喀什拗陷中侏罗统一第三系生储盖组合略图



第 4 期 陈荣林等
:

塔西南喀什拗陷石油地质特征的再认识

当时的钻井设备及油气资料所限
,

显然没有钻到 目的层—
下白奎统克孜勒苏群

。

扬叶鼻状构造
,

位于乌恰县城西南约 sk m 处
。

轴向东西向
,

长约 Ik m
,

宽 0
.

3k m
,

面积

。
.

3k m
Z 。

属鼻状背斜圈闭的断块构造
。

轴部地层为中新统安居安组的上部 N 圣
。 ,

构造北陡南

缓
,

不完整
。

油苗显示主要分布在鼻状构造两翼的断块上 (N 爹
.

与 K
l

kz
、

J
Zy 为断层接触 )

,

油

苗产于中新统安居安组底部灰色砂岩及断层下盘克孜勒苏群砂岩中
。

地面为油侵砂岩
,

坑下

为含油砂岩
。

3
.

2 侏罗系油源岩明确
,

以找油为主
,

喀什拗陷为西南区最有利勘探区

根据
“

七五
”

期间油源对 比资料 o 认为
:

上述两个含油构造的油源性质具一般陆相原油

三高一低的特点
:

即比重
、

粘度
、

含蜡高
,

而含硫低
。

原油色谱Pr /P h (即姥植比)为高值(大于

5 )
,

碳 同位素份
, 3
C编

:
一 2 9

.

8 9PD B % )偏重
,

含硫芳烃及硫同位素 占
, 嘴
S %

:
5

.

3 3D T 值偏低
,

含菲及药化物为高值
,

钒镍比值< 0
.

02
。

其天然气异庚烷
、

庚烷值及碳同位素的特征分析应

属于煤型气范围
。

油气有机质类型属腐殖型
一

混合型母质
。

据此
,

原油性质及成因类型属于与

煤系地层有关并以高等陆生植物为主的陆相正常成熟原油 (成油期为喜山期 )
。

综上分析
,

该

油源岩应为扬叶组 (J
Z y )半深湖相的黑色泥 (页 )岩的生油岩

。

而克孜勒苏群及安居安组下部

的砂岩
、

砾岩均为储集层
,

安居安组上部泥岩层则为盖层
,

上述生储盖组合良好配置为喜山

晚期油气生成
、

聚集创造了有利条件
。

3
.

3 加深勘探
、

明确勘探目的层
、

以期发现更多的含油构造

西南拗陷区包括喀什拗陷在内
,

自 70 年代以来
,

对 己发现的明显的构造圈闭进行了勘

探
.

但由于地震
、

钻井等设备和技术原因以及对区域油气地质特征的认识等
,

除柯克亚外多

数钻井均未达 目的层
,

未获工业油气流
。

因而作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
,

进一步深入开展塔里

木盆地西南拗陷区喀什拗陷油气勘探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其有利条件是
:

(1) 生油层及油源岩明确
,

储层储集条件好
,

有多层良好的区域封盖条件
,

为本区的油气

生储盖组合构成了良好的有机匹配
。

(2) 喀什拗陷处在南天 山和 昆仑山两支山脉的碰撞交汇处
,

受到强烈的喜山运动影响
,

致使中新生界地层发生褶皱和断裂
,

具备多类型圈闭
,

其形成期与油气生成运移期时空配置

适时并形成晚期成藏的特点
。

因而经过进一步地震工作和区域地质综合研究
,

有可能发现多

种含油构造和圈闭
.

(3 )经济及交通条件尚好
,

具备地震
、

钻井等施工条件
。

因此
,

在喀什拗陷应先作地震详查
,

了解深部构造特征
,

深部构造的展布与浅部构造的

异同性
;同时加强区域地质综合研究

,

以期发现较多的控油构造
,

先在已知的合适构造上 (如

克拉托构造
、

扬叶构造等 )以下白奎统克孜勒苏群为 目的层进行勘探
,

以期有所发现
。

(收稿 日期
:
1 9 9 3 年 5 月 1 5 日 )

. 陈正辅等
.

19 , 。 ,

新祖塔里木盆地塔东北地 区油气生成
、

演化
、

储集特点及资探预测 (75
一
5 4

一0 3一 。3)
,

24 ~ 27 页
,

地质矿

产部石油中心实验室
,

西北石油地质局地质研究大队(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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