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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沉积盆地的结构看

塔里木盆地找油方向

杨克绳

(石油物探局物探地质研 究院
,

河北琢州 。72 75 1)

从勘探实践证明
,

一般箕状断陷发育的中期为其主导的成油期
,

多层结构的沉积盆地台型构造层是最 佳

成气期
.

塔里木盆地是典型 的
“

台
、

断
、

拗
’

多 层结构的 含油气盆地
,

所以其台型构造层同样为最 佳成气期 (与

四川
、

那尔多斯盆地所不同的是热流值较低致使凝析油比例较大 ) ,

箕状断 陷发育阶段也同样是最 佳成油期
。

以这 一地 质规律 为鉴
,

除 目前重点勘探 区外
,

应运用地展新方法 (即同时加垂直反射 主剖面测线的 折射地 震

排 列 )相继开辟中生界一 下第三 系发育的库车
、

西南断陷的地展勘探工 作
,

为下 步找油工作准 备出 目的层准

确的构造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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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国大陆和大陆架有四 个稳定的古陆核即中朝
、

塔里木
、

扬子
、

南海等古陆核
。

自前

晚元古代
、

前震旦纪
、

前寒武纪形成后
,

受西伯利亚
、

印度
、

太平洋等板块在不同时期以不同

的构造运 动形式向中国大陆俯冲
、

碰撞形成今 日的中国大陆和大陆架
。

约 2 00 M a
前在中国

大陆进入地台活化阶段
,

此构造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

从古生代南北分区为主演变为中
、

新生代以东西分异占优势
,

在中国东部由于受西太平洋板块构造演化的影响形成北北东向

与北 东向构造域
.

在中国北部受西伯利亚板块构造演化的影响形成兴蒙弧形构造域
,

受其复

合影响的中国
,

}
,

部形成南北略偏北东向构造域
,

在 中国西部由于受印度板块构造演 化的影

响大体上形成北西至东西向的构造域
.

不论中国东部
、

西部
、

中部和北部各构造域其含油盆

地 多是由箕状断陷转变为拗陷的沉积盆地
,

其基底为地台构造层和褶皱系变质岩
.

从而就存

在不同的含油气盆地的地质结构
。

从勘探实践证明
,

盆地结构的不同对油
、

气的赋存有异
,

因

此对盆地结构的研究很有必要
。

1 中国含油气盆地结构

据世界油
、

气勘探经验
,

没有未变质的沉积岩
,

就没有油气
,

看来这是一条地质规律
。

而

未变质的沉积岩以中朝
、

塔里木
、

扬子三个古陆核上保存残余最大平均厚度为例大体上近

3 0 k m (表 l )
。

其中海相和海陆交互相与湖相
、

河流相沉积岩的厚度大体各半
,

其地层产状 各异
,

对油

气的赋存结构从 目前全国所做地震大剖面的信息大体上显示出三种结构
。

(1) 单层结构的箕状断陷型沉积盆地 南阳断陷为典型实例
,

以东为主体的发育在元古

界变质岩之上的单一箕状断陷
,

不整 合面上覆很薄的上第三系盖层
,

未形成拗陷式的沉积盆

地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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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中国古陆核沉积岩平均残余最大厚度统计表

沉沉积岩岩 海相和海陆文互相厚度 (k m ))) 湖相
、

河流相厚度 (k m ))) 总厚厚

(((((((((((((((((((((((((((((((((((((((((((((((((((((((((((((((((k m )))时时 代代 ZZZ Pz --- Pz ttt 小计计 M zzz

KZZZ 小计计计

(((((((((((k m ))))))) (k m )))))

中中 朝朝 l 000 2
.

6 555 1
.

111 1 3
.

7 555 555 l000 l 555 28
.

7 555

塔塔里木木 666 7
.

555 4
.

555 l 888 444 888 l222 3 000

四四 川川 5
.

555 5
.

555 lll T l+ ::: 1 5
.

555 T
,,

J+ KKK lll l 222 2 7
.

555

33333333333
.

55555 444 777777777

桐柏 山 隆j起 南 }J {l妇r陷

图 l 南阳盆地 4 1 6
.

。~ 626
.

7 地震剖面

(资料来源
:

南阳油田 )

(2 )双层结构的断 (陷 )拗 (陷 )型沉积盆地 松辽盆地是典型的实例
,

该盆地为发育在古

生界变质岩之上的晚侏罗世至早白至世为主体的箕状断陷和中晚白奎世为主的拗陷构成的

断拗双层结构的沉积盆地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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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松辽盆地北 部 1~ 62 地震剖面

(资料来源
:

大庆物探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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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层结构 (地 )台
、

断 (陷 )
、

拗 (陷)沉积盆地 例如中朝
、

四川
、

塔里木
,

其共同的特点

是
,

下构造层都是海相碳酸盐岩为主的党内积建造和其上以海陆交互相为主的含煤建造
。

中

构造层多以箕状断陷为特点的湖相沉积建造为主
。

上构造层多为拗陷式河流相沉积为主的

碎屑岩建造
。

各构造层相互叠置构成
“

台
、

断
、

拗
”

特色的沉积盆地 (图 3)

图 3 保定一 浇阳断陷地震剖面

(资料来派
:

石油物探局 一处 )

2 沉积盆地结构对油气的控制作用

含油气盆地
,

地质结构不同
,

对油气控制作用必然有异
,

当含油气盆地 以箕状断陷发育

阶段为主时
,

只要具 备稳定的拉张
、

翘倾
、

下沉的地质条件
,

一般箕状断陷发育的中期为其主

导的成油期
。

例如南阳断陷在元古界变质岩之上沉积了 4
.

6 8 8 k m 下第三系的下粗 (1
.

50k m )
、

中细

(l
.

7 5 7k m )
、

上粗 (l
.

4 2 7k m )的碎屑岩
,

其中细段 (核桃园组二
、

三段 )为主要的生油岩系
,

大

体处 于断陷发育的中期
,

又在生油门限深度之内
,

故为主要的成油期 (图 4 )
.

当含油气盆地以拗陷发育阶段为主时
,

同样是拗陷发育的中期为其主导的成油期
。

例如

松辽盆地沉积 T 6
.

6 4 k m 白奎 系下粗 (3
.

5 8 o k m )
、

中细 (近 l
.

2 7 km )
、

上粗 (l
.

7 9 km )碎屑

岩
,

其中细段 (青山 口 一 姚家组一嫩江组一
、

二段 )为主要生油岩系
,

大体上处于拗陷发育的

中期
,

又在生油门限深度之内
,

故同样为主要的成油期 (图 5 )
.

在其不整合面之下的箕状断陷仍遵循箕状断陷的成油规律即被火石岭组 (J 3’ ,

1
.

sk m )

下粗段和营城组 (J
3 ’ ,

1
.

ok m )上粗段所夹的沙河子组 (J
3 ’ ,

1
.

sk m )中细段这主要生油气层
,

大体处于箕状断陷发育中期
,

双在古生油门限深度之内
,

必然为主要古生油期
.

由于后期松

辽盆地整体拗陷
,

在晚侏罗世之上沉积了近 7k m 的白垄系的沉积
,

使晚侏罗世的箕状断陷

中期成油阶段
,

转变为成气期
。

所以双层结构沉积盆地在适当的地质条件下
,

有双层的主要

成油气期
.

当
“

台
、

断
、

拗
”

都比较发育的多层结构的沉积盆地
,

必然是箕状断陷中期为其主导的成

油期
,

因箕状断陷在台与拗构造层之间
,

埋藏深度最适于生油
。

在其上覆拗陷式的沉积层往

往达不到生油门限深度
,

不具备成油的地质条件
,

而下伏台型沉积由于埋深过大
、

时代过老
、

变质程度过高
,

使有机质主要转变为气态烃和沥青
。

所以多层结构沉积盆地的其状断陷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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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中期为最佳成油期
,

而台型沉积层只能为最佳成气期
。

通过盆地结构的研究
,

对不同结构的沉积盆地找油找气提供了地质依据
。

造

~
户

八伙
,

少 1 1 1

图 4 南阳断陷沉积特征图

(资料来源
:

南阳油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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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塔里木盆地找油方向

塔里木盆地是在塔里木地台上发育起来的
。

地 台基底是由太古界和中
、

下元古界变质岩

组成的
,

经震旦一二叠纪的地 台发展阶段
,

三叠纪的过渡阶段
,

中生界一早第三纪进入箕状

断陷阶段
,

最后到晚第三纪一第四纪才形成统一的拗陷式沉积盆地
。

所以塔里木是典型的
“

台
、

断
、

拗
”

多层结构的含油气盆地 (图 6 )
。

从四川
、

鄂尔多斯的勘探经验
,

在其台型构造层中找到的都为气田
,
例如震旦系威远气

田
、

石炭一二叠系相国寺气田
,

鄂尔多斯中央古隆起奥陶系大气田
、

石炭一 二叠系胜利井气

田
.

在台型构造层之上发育的箕状断陷湖相构造层中找到的多以油为主的油气田
:

例如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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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侏 罗系南充油 田 龙女岩构 造的女 2 井曾 日产油达 Zo ot
.

鄂尔多斯三叠系马家滩油田
,

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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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松辽盆地中新生界岩相组合及沉积旋回示意图

(资料来源
:

大庆研究院 )

罗红并子
、

摆宴井油田
。

这一地质规律从 目前塔里木盆地的勘探也得到 证实
,

例如在 89 年

1。月 1 9 日塔中 1 号构造上的塔中一井在奥陶纪风化壳顶面 3 57 6
.

55 m 井深测试获 日产凝

析油 5 76 m
3
(比重 0

.

7 6 )
、

天然气 36 万 m
, 。

又例如 1 9 5 8 年 10 月库车断陷依奇克里克构造上

的 1 号并
,

在井深 4 68 m 侏罗系砂岩中获 得工业油流
,

被期 日畅喷原 油 10 2 一 1 1 9t (比重 0.

81 )
。

经过近几年的勘探相继发现了库车箕状断陷南坡的堤 1 井
.

沙 3
、

4
、

5
、

7 井
,

英买 6
、

7
、

9

井
,

在 中
、

新生界均 试出 了工 业油 流
,

特别是 沙 5 井于中生 界试 获大 油气流
,

口产 原油

50 Om
3 ,

天然气 3 又 1了 m 3
(煤成气 )

。

所以塔里木的台型海相沉积层同徉为最佳成气期
,

与四

川
、

鄂尔多斯所不同的是热流值 (H FU )较低致使塔里木台型构造层凝析油的比例较大
。

从

上述 实例说明塔里木箕状断陷湖相发育阶段也同洋是最佳成油期
。

从这一地质规律出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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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重点勘探区外
,

应相继开辟中生界一 下第三系发育的库车
、

西南断陷的地震勘探工作
。

465

‘了

图 6 塔里 木盆地地震地质解释剖面

(资料来深
:

石油物探局三处 )

追其过去在依奇克里克构造侏罗系构造层的高点上打出高产油流
,

相继在一些半扇状

构造带上所钻探井未见成效
,

其原因是由于区域性的挤压
,

使其上下层位之间滑脱
、

位移
,

必

然造成不同时期的构造高点上下不一致
,

致使钻探失利
。

从这一地质特点出发
,

必须从半扇

状构造型式的特点布署地震测线即同时加垂直反射主剖面的折射地震排列的工作方法
,

搞

清不 同层次的构造高点位置
,

为下一步找油工作准备出目的层准确的构造高点
,

尔后进行钻

探
,

必获好的勘探效果
。

(收稿 日期
:
1 9 9 3 年 7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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