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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等在新祖且末县其格勒克侏罗系地层 剖面中发现 了 10 层 含油砂岩
,

累计厚达 10 3 m
,

这在塔里木 盆

地东南断陷尚属首次
.

该含油砂岩的油源属于浅海相成油母质
,

来自下伏古生 界地层
,

其储层为中侏 罗统洪 积

一

河流相砂体
,

上侏罗统 8 0 余米的暗色 泥岩 为直接 盖层
,

该 含油组 合在该拗陷内有一定的代表性
,

因而这一发

现对该区的含油性评价
、

勘探 目的层段 的选择提供 了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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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 目前 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举世瞩 目
。

继 70 年代柯克亚油气

田发现后
,

80 年代塔北沙参 2 井喜获高产油气流
,

开辟了塔北找油主战场
。

近年又在塔中沙

漠腹地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形势喜人
。

最近国家把塔里木盆地东南区划为对外开放的招

标区
,

作者曾于 1 9 9 2 年赴东南断陷区作地质调查
,

发现该区侏罗系存在多层含油砂岩
,

这一

发现不单为塔里木盆地拓宽了找油新领域
,

同时也为该区的油气评价和勘探展示了良好的

前景
。

现将主要研究成果介绍如下
:

1 区域地质概况

塔里木盆地东南断陷区 (有人称为拗陷区
、

断块区等 )是塔里木东南的一个中
、

新生代断

陷
。

其范围西起策勒
,

北以北民丰一且末河断裂为界
,

南以东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北侧断裂为

界
,

东西 长约 l0 0 0 k m
,

南北宽 8 0 一 1 7 o k m
,

呈北东走 向的条带状 断陷
,

面 积约 1 0
.

2 又

10 4
k m

2 。

一般认为东南断陷形成于侏罗纪初期
,

有人认为是二叠纪末期
。

我们在 1 9 9 2 年于其格

勒克剖面发现有晚三叠世植物化石
,

即在侏罗系之下还发育有上三叠统地层
,

因而断陷开始

形成时间应早于侏罗纪
,

可能是晚三叠世
。

所以侏罗纪时已是断陷广泛发育时期
。

从沉积特

征分析具有明显的前陆断 陷盆地性质
。

断陷内沉积发育演化史是这样的
,

侏罗纪早
、

中期 (包括部分三叠纪晚期 )
,

沿南缘及东

南缘东昆仑 山和阿尔金 山北侧断裂一带发育一套山麓洪积
、

冲积扇到河流
、

湖泊的沉积物
,

局部发育有深湖相沉积
。

晚侏罗世
,

整个断陷呈东高西低的古地理面貌
,

在西部继续接受沉

积
,

晚 白垄世时
,

还一度受到过特提斯海水东侵的影响
。

而东部则处于逐渐抬升阶段
.

很少接

受或缺失白至系沉积
。

新生代时
,

基本上保持原有的趋势
,

到晚第三纪及早更新世
,

随着昆仑

褶皱带急剧抬升
,

断陷开始强烈下降
,

东南断陷也开始与塔里木的其它地 区融为一体
,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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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统一的巨型盆地
,

接受大量陆源沉积
。

由于喜山运动晚期
,

东 昆仑和阿 尔金 山发 生大规模的逆掩和仰冲
,

在靠近南缘 边界一

侧
,

中
、

新生界地层普遍发生褶皱和变形
.

2 侏罗系沉积特征

侏罗系沉积在断陷内广泛发育
,

主要出露在江格勒萨依
、

其格勒克
、

支队煤矿
、

库帕
、

普

鲁以及皮西一布雅等地
。

根据实测地表剖面资料
,

厚度一般在 50 0 ~ l0 0 0 m 左右
。

从南及东

南缘山前向北至沙漠及戈壁覆盖区之下有逐渐变薄之趋势
.

在侏罗系沉积厚度等值线图上

可以看到断陷内侏罗系沉积呈现两个沉积中心
,

一个在断陷之西部
,

另一个在且末县之南及

东南部一带
,

沉积厚度最大可达 1 5 o 0 m 左右 (小江格勒萨依 )
。

(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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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侏罗系 (包括部分三叠系)直接覆盖在元古界地层之上
,

可能有部分覆盖在下古生

界地层之上
。

区内侏罗系沉积主要为河流
一

湖泊
一

浅湖至深湖相的碎屑岩系
,

中
、

下部夹煤线及可采煤

层
,

含有比较丰富的动
、

植物化石
。

其 中且末县江格勒萨依一若羌一带
,

岩性相对较粗
,

沉积

厚度较大
,

如小江格勒萨依可厚达 1 5 o 0 m
,

但岩性较粗
,

从其格勒克向西一直到普鲁
,

岩性相

对较细
,

含可采煤层厚度在 80 一 1 00 m 左右的浅湖
一

深湖相的暗色泥岩
、

油页岩等
。

侏 罗系砂岩组分比较一致
,

其特征是岩屑含量高
,

以长石岩屑砂岩
、

石英岩屑砂岩或岩

屑石英砂岩为主
,

其中岩屑主要是浅变质岩 (包括砾岩中砾石成分亦含较多浅变质岩砾石 )
,

指示其母岩应为盆地南缘的隆起带
。

砂岩成熟度低
,

一般分选中等一差
,

不等粒结构亦常见
,

其搬运距离不远
,

堆积速度较快
。

砂岩的斜层理测量
,

其倾向大都指向北西 向
。

所以
,

东南拗陷内侏罗系沉积物来源主要是东南及西南两个方向
。

在 山前以粗碎屑为

主
,

向北
,

逐渐远离山区
,

岩性变细
,

但厚度也相应变薄
。

3 其格勒克三叠一侏罗系剖面介绍

且末县其格勒克剖面位于东经 86
0

20
, ,

北纬 3 70 58
‘

左右
,

西偏北距且末县城约 80 k m
。

北

东方 向距江格勒萨依约 30 k m
。

实测的三叠一侏 罗系地层如图 2 所示
。

其底部为晚三叠世地层
,

在侏罗系底砾岩之下见

到一套灰绿色一青灰 色中一薄层状细砂岩
、

粉砂岩夹煤线
,

其中采集到多种属保存尚好的植

物化石
。

据初步鉴定
,

其中付裂叶枝脉蔗 C la d o 一

p hle b is p a r a lo bifo lia S z e 应是晚三叠世的常

见分子
,

其它种属也都具有较浓的晚三叠世色彩
。

图 2 塔里木东南断陷区侏罗系沉积等厚图

侏罗系总厚 5 20
.

24 m
,

与下伏上三叠统地层为冲刷
一

假整合接触
,

底部和下部发育山麓

洪积相
;
中部为河流

、

湖泊沼泽相交替或过渡相
,

具煤线及可采煤层
;
上部发育厚 79

.

44 m 的

深灰色
、

黑色泥岩段 (局部为油页岩 )
,

属半深一深湖相沉积
。

上覆白垄系厚 3 0 2
.

4 m
,

由杂色碎屑岩层逐渐过渡为红色碎屑岩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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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剖面自上而下描述如下
:

第三系
:

棕红
、

灰绿色含砾砂岩
、

砂岩及粉砂岩
.

一 一 一 冲刷一 一 一

白里系
:

34 ~ 3 6 层 灰绿色中一薄层状青质砂岩夹少量粉砂岩
.

33 层 棕红色中一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夹少量灰绿色细砂岩
。

31 ~ 32 层 棕红一灰绿色细砂岩
、

粉砂岩互层
.

3 。层 浅黄绿色中一厚层状砾岩
、

含砾粗砂岩
.

一 一 一 冲刷一 一 一

侏罗系
:

28 ~ 29 层 杂色砂岩与粉砂岩互层
.

25 ~ 27 层 深灰色页片状泥岩
、

局部油页岩
、

中部夹含油砂岩及油菱铁矿层
。

21 ~ 24 层 灰黑色薄层状砂岩
、

粉砂岩
、

炭质页岩与煤层互层
。

2。层 灰黄色中厚层状不等粒砂岩
,

荧光检查为含油砂岩
。

15 ~ 19 层 深灰色薄层状砂岩
、

粉砂岩与煤层构成韵津层
.

14 层 灰色中一薄层状中一细砂岩
,

荧光检查为含油砂岩
.

12 ~ 13 层 黄灰色砾岩
、

砂岩及煤层构成的韵津层
.

10 ~ n 层 黄灰色中层状细砂岩夹薄层 细砾岩及泥质粉砂岩
.

9 层 灰色块状含砾砂岩
,

上部为中一细砂岩夹粉砂岩
.

8 层 灰色薄层状粉砂岩夹少量粉砂质泥岩
,

见油斑显示
.

7 层 灰色块状中一细砾岩
,

见油斑显示
。

一 一 一冲刷 一 一 一

上三叠统
:

5~ 6 层 青灰色中一薄层状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互层
。

4 层 青灰色中一薄层状细砂岩夹煤线
,

含植物化石
。

l一 3 层 青灰色块状中一细砾岩夹细砂岩
.

1 1 6
.

o m

3 7
.

sm

7 5
.

Om

7 3
.

6 m

4 1
.

sm

mmmmmmmmmm
1
压
一了O曰�了7
.

0曰n乙O‘只U连
压OpIA�U11Lt曰�石二d户b11一了叮了�了口‘OJ心U弓‘Q�11

3 7
.

4 m

9
.

sm

8
.

lm

4 含油砂岩储集特征

其格勒克剖面侏罗系含油砂岩 (油迹
、

油斑
、

油浸 )共 10 层
。

累计厚度 1 03 m 左右
.

其中

第 1 7
,

1 9
,

20
,

26 层砂岩的含油性最好
,

第 12
,

14
,

24 层砂岩
、

粉砂岩的含油性 中等
;
第 7

,

8
,

2 3 层粉砂岩
、

砂岩的含油性较差
。

现选择 8
,

20
,

26 层分别描述如下
:

( l) 第 8 层
,

厚 H
.

6 m
,

深灰色薄层状粉砂岩夹少量粉砂质泥岩
、

菱铁矿薄层及煤线
。

发

育有小型交错层理
。

粉砂岩中碎屑含量在 50 ~ 60 %
,

杂有少量细砂
,

成分以石英屑及硅质岩

屑为主
,

分选及磨圆度较差
,

基质含量较多
,

因而岩石较致密
。

镜下鉴定见基质中有呈斑块

状
,

根须状
、

细脉状分布的少量黑 色沥青
,

其周围见有浅黄色的油晕圈
。

荧光薄片中显示较微

弱的荧光
,

呈浸染状及云雾状分布
。

该粉砂岩经氯仿超声浸泡后的提取液呈淡黄色
。

( 2) 第 20 层
,

厚 20
.

g m
,

灰黄色中一厚层状不等粒砂岩
,

层理不显
,

以块状为主
。

砂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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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物占 60 ~ 70 %
,

成分以石英为主
,

少量长石及 白云母
,

粒级为细一中粒
,

分选较差
。

胶结

物为细晶状方解石集合体
,

孔隙式充填胶结
,

部分胶结物可交代溶蚀石英碎屑
。

镜下鉴定在

细晶方解石晶粒间有浅棕色油渍存在
,

有时呈浸染状杂于碎屑颗粒周围
。

荧光薄片中显示出

中等到较强的荧光
,

浅黄一棕黄色
,

呈斑块状
、

不规则团块状分布于碎屑颗粒之间
,

发光面积

达 30 ~ 40 %
,

亦见少量细脉或不规则形态的有机质充填在细晶方解石之间的晶间裂隙中
。

经测试
,

孔隙率为 4
.

93 %
,

单向气体渗透率为 0
.

0 7 3 9 火 10 ”拼m
, 。

(3) 第 26 层
,

厚 1
.

g m
,

夹于第 25 层和 27 层暗色泥岩之间
,

砂岩中含有 10 一 2 0c m 厚不

等的菱铁矿层
,

肉眼见有少量油斑显示及黑色沥青细脉
。

荧光薄片中显示出较强的荧光
,

呈

金黄色
,

发光面积可达 40 %以上
,

不规则菱铁矿薄层的荧光薄片发较弱的橙黄色荧光
,

浸染

状或雾状
,

发光面积可达 60 %以上
,

其中尚见有少量呈针孔状
、

星点状
,

发强橙黄 色荧光
,

可

能是少量孔隙中充填有机质
。

该层之下的第 25 层含菱铁矿的灰色泥岩经氯仿浸泡提取液呈

橙黄色
。

5 源岩特征简述

下侏罗统含油砂岩的油源
,

根据其沉积特征和岩性
,

决不是本统 自生 自储
,

或者来自下

伏的古生代海相源岩
,

或者来自上覆中侏罗统的湖相暗色岩
。

徐翔等详细研究后认为系来 自

古生代的油源
。

中侏罗统湖相暗色泥岩
,

生油母 质为陆源高等植物
,

有机质类型属 m 型
,

Rn 为 0
.

5 左

右
,

成熟度偏低
。

下侏罗统含油砂岩抽提物的地化指标
,

证实生油母质来主要为低等水生物—
藻类

、

菌

类
.

同位素显示
,

中侏罗统生油岩干酪根碳同位素分布在 一 22
.

50 %
。

~ 一 27
.

88 %
。 ,

与陆相生

油岩的数值相似
,

而含油砂岩抽提物的碳同位素则为一 30
.

3 7%
。

一 一 32
.

5 1%
。 ,

更与海相生油

岩相似
。

另外
,

含油砂岩抽提物饱和 色谱分析
:
O E P 值及生物标记化合物的五环三菇 T m /

T s ,

街烷 C
Z , a a o Zo s / 2 0 5 + Z oR 等一些参数

,

均说明成熟度较高
。

综上所述
,

中侏罗统含油砂岩的油源来 自古生代海相生油岩
。

(收稿日期
:
1 9 9 3 年 1 1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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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T U D Y O F SE D IM E N T A R Y C H A R A C T E R IST IC S A N D

P E T R O L L F E R O U S N E SS IN T H E JU R A SSIC

S E QU E N C E S O F T H E FA U L T R E G IO N
,

T H E S E T A R IM B A S IN

C he n R o n g lin Z h u H o n g fa C he n Y a o L u o Y u e m in g L iu Fa n g iu n

(Ce
r: tra l La 加ra t o

州 of P o t rof e o m Ge
o lo韶

,

材G材 R )

A b s tr a C t

T e n 0 11
一

be a r in g s a n d s t o n e be d s w ith a thie k n e s s u p to 10 3m w e r e d is e o v e r e d in the

s e e t io n s o f th e Ju ra s s ie s e q u e n e e s ,

Z h e n g g e le k e ,

Q ie m o C o u n t y
,

X in iia n g
.

T h is 15 t he fi
r s t

d is e o v e r y in th e r e g io n o f the S E T a r im B a s in
.

It 15 s u g g e s te d tha t th e p e tr o le u m s o u re e in

th e 0 11 be a r in g s a n d s t o n e s sh o u ld be a t tr ibu te d to s ha llo w m a r in e s o u r e e r o ek s o f th e u n -

d e r ly in g Pa le o z o ie s e q u e n e e s a n d the r e s e r v o ir s ho u ld b e e o m p o s e d o f M id d le Ju r a s s ie d ilu
-

v ia l一 flu v ia l s a n d b o d y
,

w h ile t he u PPe r Ju r a s s ie d a r k m u d s t o n e w it h a t h ie k n e s s o f 8 0 m

a C t 8 5

0 11/ g a s

it s im m e d ia t e e a p b ed
.

S in e e this k in d o f s o u r e e , r e s e r v o ir a n d s e al a s s e m ble g e fo r

P o o ls 15 v e r y p o p u la r in the r e g io n ,
th is d is e o v e r y p r o v id e s a g u id e lin e to th e p e t r o -

life r o u s e v a lu a t io n a n d th e s e le e tio n o f e x Plo r a t o r y p r e sp e e t s in this r e g 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