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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析准噶尔盆地天然气资源勘探前景

刘东海

(新祖石油管理局科技处
,

克拉玛依 8 3 4 。。o)

本文对准噶尔盆地 天然气的 主要勘探成果
、

盆地棋拟
、

叹 存特征
、

勘探前 , 及有利的勘探区等进 行了详细

论述
.

指出准噶尔盆地 天然气勘探前 . 广阔
.

应不断加强对天然气的研究
.

注 t 天然气的勘探
.

尤其贾加强非

常规 天然气资裸的研 究
、

勘探和开发
.

关性词 准心尔盆地 天然气勘探

作老简介 刘东海 男 30 岁 工程师 地质

O 前 言

准噶尔盆地经过几十年的勘探
.

已探明了相当规模的石油地质储量
.

这收液体油中溶解

了大量的天然气资源
.

即溶解气资源
.

准噶尔盆地已探明纯气截 和气顶气藏 4 个
。

即
:

盆地

西北缘 5 46 并区乌尔禾组气藏
、

克 75 并区乌尔禾组气顶气藏
、

夏子街三登 系气顶气藏
、

盆地

东部马庄侏罗系气藏
.

近些年来在盆地内打出了一批高产天然气井及天然气显示 井
。

例如
:

盆地西北缘车排子地区
、

夏子街地区
、

红山嘴地区
、

561 并区f仁本河组
、

克 7 5 片区等
;

彩南油

田一些开发井也试出了高产天然气流
. 另外在盆地腹部的盆参 2 井

、

盆 4 井也在钻 井中见列

活跃的天然气显示
:

在盆地腹部陆南凸起 上从石西至滴西地区皆有天然气资源
。

勘探研究表

明
.

盆地 天然气纵向
_

L主要分布于石炭系
、

二叠 系
、

三叠系
、

侏罗系
、

第三系等 5 大层系 13 个

层组中
.

平面上则在盆地西北缘
、

东部
、

南缘和腹部皆有分布
。

盆地 天然气的赋存形 式为
:

溶

解气
、

气顶气
、

凝析气和纯气等 4 种
。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的综合研究

综 合研究后认为
,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成因类型可分为 4 种
:

腐泥型气
、

混 合气
、

腐殖型气

和煤 型气
.

天然气组分分布范围较宽
,

相对密度 1
.

0 9 9 2 ~ 0
.

5 5 7 4
,

甲烷 含量为 45
.

34 % ~

9 8
.

9 3 %
,

氮气含量 。%一58
.

88 写
,

二氧化碳含量为 。%一 12
.

02 %
.

夭然气的烃类组分特征

与生油 〔气)母质类型
、

热演化程度及夭然气的赋存形式有关
.

西北缘关然气以 含甲烧 8。%

~ 9 0 %为主
;
南缘

、

东部天然气以含甲烷 90 %~ 95 %为主
。

盆地大多数地区的天然气中
.

二

氧化碳含量小于 1%
,

氮气含量 0 % ~ 1 2写
.

但局部地区存在着高含氮和高 含二氧化碳的 天

然气
。

西北缘的百 口泉地 区
、

检 188 断块
、

风城
、

夏子街地区和东部的火南构造为高含氮地

区
,

含氮量平均 5 % ~ 9 %
,

百乌 3 井高达 42
.

9纬
,

火南 3 井达 58
.

88 %
。

西北缘的黑油山
、

七

中区
、

红 43 井区及南缘的卖依布拉克
、

托斯 台为高含二氧化碳地区
,

含量 5 % 一 1 2 %
.

在纵

向上
.

随着埋深增加和层位变老
,

天然气含量减少
,

氮气含量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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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盆地模拟天然气资源量

应用盆地模拟 方法对准噶尔盆地 7 大层系进行生气
、

排气
、

聚气 量的计算
。

全盆地
’

l二气

量 4 一0 6 1 5 0 丫 1 0 目n 飞, .

排气量 3 3 3 6 3 7 0 丫 1 0 , n 、’ .

原始聚 集气 量约 1 19 2 3 4 丫 10 日n 飞’
.

天然气资源

量 1 2 2 s 9 y 一o , m , 。

3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赋存特征

“

油气 并举
”

是准噶尔盆地油气勘探一 贯倡导的 方针
。

从 目前准噶尔盆地发现的 16 个油

田和 10 0 余个油气藏中资源的赋存方式看
.

有如下特征
:

(1 )纯气藏极少
,

仅 见于盆地东部马庄气藏和盆地西北缘 5 4 6 片区 乌尔不组气藏
。

(2 )纯油藏亦极少
,

盆地西北缘的三叠系
、

侏罗系稠油藏不含或含少量的 天然气
。

(3) 带气顶的油藏少
,

仅见夏子街地区油藏
、

齐 占油田八道湾 tIl 油藏
、

五 区南汕藏等
。

(4) 绝大多数油气藏中的赋存方式是以游离油为主
.

天然气则旱分散状溶解于油中
。

因此
.

油气共生
、

油气相依共存是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赋 r沪的 一个特色
。

4 天然气勘探前景

从准 噶尔盆地几 卜年来的勘探 史可知
,

己探明 石油储 量 ( 丫 丫 ) 丫 l护 t
.

天然气 储量 为

(丫 丫 义 丫 ) 义 10 目m ,

〔其中溶解气储量 (丫 丫 丫 ) 丫 10 , n 、, .

纯气 fi音量(丫 丫 丫 ) 丫 lo R n 、,
〕

。

探明

的油与气储量比例是 1 2 : l
。

从这个相差悬殊的油气比例上分析
.

准噶尔盆地找到的石油比

重的确很大
.

但在整体上不能代表盆地的最终油与气的储量比
。

随着今后的勘探研究工作进

行
.

天然气的储量比重将逐渐提高
。

主要基于
:

(1) 从盆地油气勘探的三维空间上看
.

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工作是极不均一的
。

首先
.

在平

面 l飞对盆地边缘投入的勘探工作多
.

盆地 内部投入的勘探工作少
:

其次
.

在深度 卜 l二要 扭足

于中浅层勘探
.

深层 (深度大于 4 0 0 0 m )揭示的少
。

近 几年由于勘探工 作由盆地边缘向盆地内

部转移
,

勘探深度加大
,

不仅发现了丰富的液体油
,

同时亦找到了 仁富的天然气资源
。

例如
:

位于盆地腹部陆南凸起上的石西油田 (准噶尔盆地第一个深层油田 )于 1 9 9 3 年 9 月提 交控

制石油储量 (丫 义 x x ) x 10
‘
t

,

溶解气储量 (x x 又 x ) x lo 月 n 、3 ,

气油比达到 3 4 811 、3 八
.

油与

气的比值则达到 3 : 1
。

同时
,

在盆地腹部莫索湾地区钻探的盆参 2 井和盆 4 片这 2 口 深度

大于 5 0 0 0 m 的深探并皆在深层见到活跃的天然气显示
,

目前在 该区正在进 行钻探的 莫 2 井

亦在深层普遍含气
。

因此
,

在盆地内部及深层天然气的比例确 会显著提高
。

(2 )
“

石油和夭然气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 .

因此
.

猎取方式不可能一祥
。

早期在准噶尔盆地

从事勘探工作及研究工作时对液体油格外注重
,

对天然气确有所忽视
。

这包括在研究工作中

对盆地天然气的形成条件及分布规律认识得不够
.

在对天然气层的识别及气层测试 [ 亦仔

在不足
.

因而影响 了对 天然气资源的获取
。

近些年未天然气勘探能出现好的苗 尖与加强这方

面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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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油气资源评价工作在盆地整体评价时
.

应用盆地模拟系统
,

银据准噶尔盆地

烃源岩的实际热模拟资料
.

结合热史等模拟成果
.

计算出了盆地总生气量
。

通过运聚模式
.

充

分 考虑到 天然气的散失特征
,

估算出准噶尔盆地的天然气资源最为 12 2 8 9 汉 1护 m 3
.

井进 行

了定量定位的分配
。

在区带评价中采取了两种天然气计算方法
:

一是在西北缘勘探成熟区用

PE T RI M E S 评价系统计算了溶解气资源量
; 二是利用气油比随埋深和层位的 关系图版计算

未成熟区的溶解气资源量
。

从盆地模拟成果看
.

估算的石油资源量与天然气资源量的 比例为

6 : l
。

区带的石油资源量与天然气资源量的比值则为 8 : l
。

以上为盆地及 区带的平均值
.

在

盆地 内部 和盆地深层天然气所占的比重将有所提高
.

因此
,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勘探是有前景

的
.

应不断加强对天然气的研究
,

在勘探过 程中也应注重天然气的勘探
。

5 准噶尔盆地形成大型纯天然气气藏的地质条件不甚优越

寻找天然气资源
,

开发天然气资源
.

利用天然气资源
,

除了溶解气或油田伴生气外
.

人们

更感 兴趣的是在准噶尔盆地能否找到大中型的 天然气藏
.

从 目前的勘探状况和综 合分析研

究上看
.

准噶尔盆地形成单独大中型气藏
.

尤其是形成大型气藏的地质条件不甚理 想
,

难以

形成独立的大型纯天然气藏
.

但有着形成大中型轻质油
一

凝析油
一

天然气系列的油气藏的优

越条件
。

主要原因有
:

(l) 主要的成烃 母质控制了油气的生成比例
。

准噶尔盆地的主力烃源岩层为二食系
,

二

叠 系的分布
一

与发育直接控制了盆地油气田的分 布(仅彩南油田和独山子油田除外)
。

勘探研

究后
,

有这徉一个事实
.

准噶尔盆地哪里发育二叠系
.

哪里就有油气生成
、

运移
.

甚至聚集
。

生

油岩评价结果表明
.

盆地二叠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高
,

类型为 I型和 I 型
,

有利丁人垦生油
.

当然也不排除大量生气
,

这就造成了油气共生
,

油气相依共存这徉一个事实
。

例如
.

石西油田

古生界火山岩油藏在侏罗纪末期经历了一次散失
,

而目前聚 集的油气则是在侏罗纪之后再

次聚集成藏
,

其油与气的比值仍达到 3 : 1
.

说明二叠系烃源岩在侏 罗系之后仍具有生成大

量液态烃的能力
.

准噶尔盆地 目前发现的 16 个油气田除彩南油田
、

独山子油田及齐古油田

为侏罗系油气藏外
,

其余油气田的油气 皆与二叠系烃源岩相关
。

(2) 低的地温梯度限制了油向气的大量转化
.

热史研究表明
.

准噶尔盆地从古至今基本

上处于低的地温梯度 条件下
,

是一个
“

冷盆
” .

二叠纪时期
,

地温梯度 3 C / 100 n 、一 4 C / 100
n : ;

三叠纪后
,

盆地趋于稳定
.

地温梯度 2 ℃ / 10 0 m 一 3 ℃ / 1 0 Om
.

因此
.

无论是成烃 母质的大量生

气
.

或是聚集的油裂解成气
,

其温度条件均不优越
.

例如
:

莫索湾地区侏 罗系在埋深 4 5 o o m

处 R
n

值仅为 0
.

6 %
。

(3) 多期构造活动造成了天然气的大量逸散
,

保存条件欠佳
。

准噶尔盆地 自古生代至第

四纪经历了晚海西
、

印支
、

燕山
、

喜马拉雅等多期构造运动
,

形成了多期剥蚀及多套断裂 体

系
,

必然对油气
,

特别是气形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

从而造成天然气的散失
。

(4) 缺乏好的天然气封盖层
。

对天然气聚集来说
.

尤其是大中型天然气藏的形成必须要

有良好的封盖层
。

准噶尔盆地缺乏最优越的天然气盖层—膏盐层
.

虽然最近 也发现盆地内

存在的高压水层及厚度较大的泥岩层对天然气有一定的封盖条件
.

但在其下井未找到可观

的天然气储量
。

相反
,

对于盆地西北缘五区南及盆地东部马庄气藏来说
.

局部分布的薄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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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就 具有较好的封盖条件
,

但这也仅仅是对极少数的小型气藏而言
。

因此
.

缺乏好的天然气

封盖层也是盆地内找到的夭然气资源多为溶解气的原因之一
,

因 为溶解在油中的 天然气对

封盖层的要求不如纯气藏的条件高
.

准噶尔盆地侏 罗系煤系富含有机质
.

且以 . 型干酪根为主
,

有利于生成大量的气
。

目前

已发现的彩南油田中的油气
、

莫索湾背斜侏罗系地层中所含的天然气
、

齐占油田侏 罗系中的

油气 和独山子油田 中的部分油气均源 自侏罗系煤 系
。

热史研究表明
.

侏罗系煤 系生烃 区 卜体

分布在盆地南部的山前拗陷中
.

目前的勘探亦证实了这一点
。

正是由于这种分布特征
,

使盆

地侏罗系煤 系缺乏形成大型气田的有利条件
,

这主要因为
:

(1 )煤系生烃区内缺乏好的圈闭构造条件
。

生烃区内靠近南部的两排背斜带在中浅层第

三系内钻探 皆落空
,

深部侏罗系圈闭面积小
,

埋深大 (8 0 0 0 m 左右 )
,

可望而不可及
。

(2) 煤系生烃 区两侧虽具有侏罗系圈闭
,

但聚气条件不佳
。

比如生烃区北侧莫索湾和彩

南地区的侏 罗系皆为低幅度的小背斜
,

难以构成大场面
.

生烃区以南高断块 卜侏罗系断裂发

育
.

破坏作用强烈
.

对大量的气聚集十分不利
.

但在一些局部小圈闭中可以聚集天然气
.

例 如

齐古背斜侏罗系八道湾组
。

6 天然气有利勘探区

准噶尔盆地天然气资源丰富
,

但形成大型天然气田的地质条件不甚优越
.

本着准噶尔盆

地油气勘探自盆地边缘到盆地腹部
,

自中浅层到深层的这一事实
.

结 合到整个盆地油气的基

本地质条件分析研究
.

夭然气的有利聚集区是
:

( l) 马桥凸起
,

马桥凸起深层中下三叠系和二登系上部圈闭是天然气聚集的有利场所
。

分析其原因有
:

¹ 马桥凸起自上而下圈闭面积和幅度逐渐增 大
.

上层侏 罗系为低幅度小背

斜
;
中层三叠系为完整大背斜构造

.

圈闭面积达 ( 又 火 丫 )k 耐
,

下层二叠 系背斜圈闭面积达

10 0 0 余 k m , ,

是盆地 目前发现的最大圈闭
.

º马桥凸起发育上三叠统厚层泥岩层
.

对天然气

具一定的封遮能 力
。

» 油气资源量丰富
,

尤其是二叠系供给的油气资源 最极为可观
。

¹ 钻探

深度在 65 0 0 m 以上较为现实
。

½ 上粗侏罗系中已见二叠系油气
.

勘探风险小
。

À 深 层虽然储

集层条件变差
,

但由于气含量增高
,

可弥补此不足
。

( 2) 达巴松凸起及玛湖背斜
,

达巴松凸起上的玛南背斜和玛湖凹陷中的玛湖背斜为天然

气聚 集的又一有利区
.

构造埋深大
,

圈闭面积大
.

油气源丰富
,

勘探口的层主要 立足于下三叠

统和二叠系上部
。

(3) 陆南凸起
,

主要的油气聚集区主要集中于凸起的西半部受玛湖凹陷和盆 1 井西凹陷

环绕的地区
.

除石西油田古生界中含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外
,

夏盐南
、

夏盐等背斜仍是找油气
、

找气有利区
.

此外
,

准噶尔盆地 尚有寻找中小型天然气资源的多个领域和地区
。

例如
:
盆地西北缘 目

前发现的多口 出气井
,

通过做工作之后可望构成一定面积
;
盆地南缘山前带 卜在齐古背斜以

东还存在着数个与齐古背斜相类似的圈闭
,

是寻找
“

齐古型
”

油气聚集的 有利地区
。

准噶尔盆

地亦具备寻找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地质条件
,

彩南地区的彩 17 并在煤层中获得 天然气产

量
,

预示了煤层层的资源潜力
,

盆参 2 并的钻探为人们揭示了高压水溶气资源的启示
。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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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析准噶尔盆地天然气资像勘探前录
.

2 19
.

勘探和开发这些 非常规夭然气资源
.

正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系统工程之一
(收摘 日期

:
1 9 9月年 1 月 s 日 )

今 专 文 献

l 刘东海
.

准心尔盆地天然气劫探方向及 目标评价
.

夭然气地球科学
.

1 9 93
,

(5 )

PR E L IM IN A R Y A N A L Y SIS O N T H E E X P L O R A T IO N

P R O SP E C T S O F N A T U R A L G A S R E SO U R C E S

IN JU N G G A R B A S IN

L iu Do
一、g h a i

(X i可ia , ‘9 S eio n 一‘方
‘ a n d 几

‘h n o lo g ie a l介Pa rt m , n t

of P , 理r 以。u o A d n , in i: tra 一i, B u o a “ )

A b s tr 肠C t

In t h is p a p e r ,
t h e m a in e x p lo r a t io n a e h ie v e m e n t s ,

b a s in m o d e llin g
.

i, l
b o r n e ho ra e te

-

r is t ie s , e x p lo ra tio n p r o s p e e t s a n d b e n e fie ia l e x p lo r a tio n a r e a s o f n o t一 r a l g a , e s in Ju n g g a r

B a sin a r e d e t a iled d is e u s s e d
.

It 15 Po in te d o u t th a t the e x Plo ra tio n Pr o s p e e t, o f n a t t一r a l g a -

s e s in Ju n g g a r B a s in a r e b r o a d
,

the r e s e a re h o f n a t u ra l g a s e s m u s t b e s t re n g t h e n ed t一n e e a -

5 in g ly a n d t h e e x p lo
r a t io n o f n a tu r a l g a s e s

b e la id s t r e s s o n , a n d th e r e , e a r e h
. e x p lo r a t io n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n o n
一

e o n v e n tio n a l n a t u r a l g a s re s o u re es m u s t be e n ha n ee d e s p e e ia lly
.

更正

本刊 19 9 5 年第 2 期第 1 05 页将作者伍乱
、

王泽厚误为伍泽厚
,

特

此更正
.

并向作者
、

读者致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