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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封闭机理划分塔里木盆地的圈闭类型

董秀芳 伍 汛

(地矿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

湖北江陵 434 10 0)

目前对圈闭的论述
.

侧皿干形成机理方面的 t t 较多
.

本文依招封闭机理 (或封闭油气的方式 )
.

把塔里木

盆地的圈闭类型初步划分为两个大类和 6 个亚类
.

两大类为单封闭层圈闭和多封闭层圈闭
. ‘个亚类为性合型

(C 型 )
、

不整台型 (U 型 )
、

整合+ 断层型 (CT 型)
、

不整合+ 断层型(U T )
、

整合+ 不整合叉 (e lr型 )和整合+ 相

变型 (CFc 型 )一般而言
,

两大类中单封闭层圈闭应是最有利油气储 . 的圈闭类型
. 6 个亚 类相比较

.

则首推 C

型圈闭储 . 油气的能力. 佳
。

关 锐词 封闭机理 圈闭类型 封闭层 封闭面 塔里木盆地

挤一作者简介 , 秀芳 女 49 岁 工 程师 石油地质

近年来
.

有关论述塔里木盆地圈闭类型的文章不少
,

但均 侧重于形成机理方面进 行论

述
。

本文试图依据
“

封闭机理
”

对塔里木盆地圈闭类型进行初步划分
,

进而探 i
,

r其不同圈闭类

型对油气的储聚作用
.

封闭机理亦即封闭油气的方式
.

它涉及
“

封闭层
”

和
“

封闭面
”

两个概念
。

所谓封闭层是指

能限碍油气泄露的所有岩层
,

其中包括通常所说的盖层
. “

封闭面
”

则指储油气 岩系与封闭层

之间的接触面
.

按封闭机理对圈闭进行分类
,

是基于不同类型的油气圈闭往往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封闭

条件
.

而且封闭条件的优劣承担着圈闭的风险
。

按封闭机理对圈闭进行分类的关键因 家是封闭面
,

M il to n 和 R e r tr o m 等人 (1 9 9 2) 认为
“

圈闭性能的好坏完成取决于封闭面的效率
” .

为此
.

可以从封闭面 角度对圈闭进行定义
.

即

由单一的或交叉的封闭面围圈住渗透性岩层所构成的地质体称为一个圈闭
。

1 塔里木盆地圈闭类型划分

1
.

1 圈闭类型划分方案

由于
“

封闭面的效率是 由封 闭面的性状 及盖层 (或封 闭层 )岩性 所决定
” (M ilt ol

、

等
.

1 9 92 )
,

所以封闭面的数目和性质便成为决定性封闭机理的主要要 素
。

据此
,

提出如下圈闭 划

分方案(表 l )
.

封闭面的性质主要有整合面
、

不整合面
、

断层面和相变面 4 仲
.

由单一整合面

或不整合面做封闭面的圈闭称为单封闭层圈闭
,

该圈闭包括整合型和不整合型两个亚类
.

简

称为 C 型和 U 型 (英文
“

整合
”

为
。o n fo r m ity

, “

不整合
”

为
u n e o n fo r n 飞ity )

。

其它均属 多封闭

层圈闭
,

多封闭层圈闭共 划分整合十断层
、

不整 合十断层
、

整 合十不整合型和整合小 相变型

4 个亚类
,

并分别简称为 C T 型
、

U T 型 (英文
“

构造
”

一词为 t e e to :l ie s )
、

(
’

IJ型和 C FC 型 (英

文
“

相变
”

为 fa e ie s c ha n g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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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圈闭类型划分方案简衰

圈圈 闭 类 型型 封 闭 面 性 质质 实 例例

大大类类 亚 类类 顶封 闭面面 侧封闭面面 底封闭面面面

单单单 C 型型 整台台 盆 合合 /// 械 , 背斜
、

同生
.

背
’

料
、

挤压压

封封圈圈圈圈圈圈 背料
、

内书背斜 井井

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

层层层 U 型型 不整合合 不整合合 /// 潜 山
、

硬蚀残 丘丘

多多多 C T 型型 整合合 断层层 /// 断层牵引构造
、

断层遮档
、

断‘‘

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
闭闭闭 U T 型型 不整合合 断 层层层 断块潜山山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圈圈圈 C U 型型 C U

.

型型 整 合合 不整合合 /// 河道砂体
、

刺穿构造造

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
CCCCCCC LJ: 型型 整合合 不整合合 不整 合合 妞贾尖灭灭

CCCCC FC 型型 整 合合 相 变变 整 合合 砂体上倾尖灭
、

透镜体等等

塔里木盆地圈闭类型划分

依据表 1 分类方案
.

将塔里木 盆地主要圈闭类型划分如图

2 单封闭层圈闭及实例简析

单封闭层圈闭是指仅由于顶部封闭层就能封隔住油气的圈闭
.

其特点是顶部封闭层与

侧部封闭层属同一岩层
,

亦即侧面封闭层是由顶封闭层所在的层位所限定
.

它们的形成时问

通常晚于储集层
,

并整合或不整合于上凸储层褶皱或潜山之上
。

2. I C 型圈闭

C 型圈闭是最常见的单封闭层圈闭类型
.

广泛存在于塔里木盆地之中
。

其显著特点是具

有整合型顶封闭层一般说来
,

地层愈新
,

产生不整 合的机会就愈少
.

所以组成此类圈闭的地

层均较新
.

多为中新生界
。

塔北和塔中地区众多的披覆构造即属典型的 C 型圈闭 ; 此外
.

塔

西南及北部拗陷带的挤压背斜构造以及沙稚西老地层中的内幕背斜也属此类
。

2
.

1
.

1 牙扭克拉构造 J
、

K 圈 j劝

雅克拉中生界披覆背斜的油气产层为白垄系和侏 罗系
.

圈闭类型均为 C 型 (图 1 ¹
、

图

2) 。

侏罗系油气藏 C 型圈闭的储集层
,

位于侏罗系中部岩系
。

是 一套河流扣的砂砾宕
、

砂岩

及粉砂岩
,

总厚约 3 0n l .

侏罗系上部的泥质岩及煤系地层构成 顶部封闭层
,

厚度 也 30 n 、 左

右
,

单层厚可达 5~ 6 m
,

泥岩系数为 75 写~ 87
.

5 %
,

显示出其较强的封闭油气能力
。

白奎系 C 型圈闭油气藏的储油气岩系为下白里统底部的人套厚层砂砾岩层
,

总厚 50 m

左右
,

单层厚一般均可达 10 m 以上
,

且厚度及岩性稳定
,

各井均可对比
。

白坚系在雅克拉构造上总厚约 40 o m
,

具明显的三分性
.

即底部和顶部各 为数 !
·

米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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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撰过过
图 1 塔里本盆地 主要圈闭类型简图

砂
、

砾岩
.

中间为约 30 o m 的泥质岩层
。

该大套泥质岩构成白乎系 C 型圈闭良好的顶部封闭

层
。

沙 5
、

沙 7 、

沙 15 等并在此 C 型圈闭中都获得工业油气流
。

由上可见
,

雅克拉构造侏罗系和 白里系 C 型圈闭其储层和顶封闭层呈整合型
,

上下叠

置并同时褶皱
,

属同一时代
、

同一个地层单元系统
,

且封闭层新T. 储集层
,

顶部和侧部封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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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同一岩层
,

不需底部封闭层
。

类似雅克拉中生界

圈闭类型 者在塔里木 盆地约达 30 余个
.

阿克 库

木
、

阿 克库 勒
、

达 里亚
、

轮 台等构造的中新生界圈

闭以及塔中地 区的石炭 一二叠 系圈闭等皆属此

类
。

挤压背料(包括内幕背斜 )和披贾背斜成因不

同
.

但封闭面性质相同
.

同属整合型圈闭
.

如依奇

克里克
、

固满
、

坷克亚 等背斜
。

沙西构造 奥陶 系内

幕背料等
。

2
.

1
.

2 柯克亚 构造 N ,

圈闭

柯克亚构造 的油产层为中新统西和甫组 ‘图

1
一

º ) ,

自 上而下有 7 个 C 型圈闭
.

每个圈闭均由下

部的砂岩储 集层和整合搜其上的泥质岩顶部封闭

层组成
。

如西和甫组第四段 (简称西四段 ) C 型圈闭

油气藏
,

西四段中上部砂岩为储集岩
,

一般厚 25 ~

4 7m .

西四段顶部泥岩做顶和侧封闭层
.

厚度一般

18 ~ 3 5m
。

西五段
、

西七段及西八段油气藏也均如

时时时 气举举 柱状图图 封闭层层 储集层层 圈闭闭
代代代代代代代 类型型

KKK ----- l 一 一 一一

姗姗姗
·

C 型型
lllllll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叫叫叫叫叫

阵阵阵阵共共共共共
JJJJJJJJJ

券券券
.

C 型型

【【【【= , 一一一一一

阵阵阵阵于于于于于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舞舞舞舞舞舞舞
U T 型型

CCCCCCCCCCCCC

!. . 获工业油气流层位

图 2 雅克拉构造 ( 沙 7 片、圈闭鹅型图

此
。

在西四
、

西五
、

西七
、

西八段等 C 型圈闭中获得工业或高产油气流
。

2
.

1
.

3 沙西 I 号构造 O 圈闭

沙西 I 号构造英迈 l 井于奥陶系内幕背斜中获工业油流 ( 图 1一

» ) .

其储油层 和封闭层

为同时上 凸的中
、

上奥陶统灰岩
,

顶
、

侧封闭层为同一岩层并整合粗于储集层之 卜
,

也属 C

型圈闭
,

只不过做为封闭层的灰岩要比储集层灰岩致密和不渗透得多
。

2
.

Z U 型圈闭

U 型圈闭和 C 型一样
,

广布于塔里木盆地中
.

由单一 不整 合面做封闭面的一类圈闭
。

“

不整合面
”

的形成一般说来是构造运动的结果
.

而 目
.

有些不枯合可能 是几次钩造 运动的综

合效应
。

所以
.

有不整 合的存在就标志着封闭层和储集层之间有地质时间 卜的间隔
。

U 型圈

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储集岩和其上粗的封闭层形成时间不同
,

有的 U 型圈闭的储集层要 比

封闭层的时代早得多
,

塔里木盆地的 U 型封闭多属此类
.

塔里木盆地常见的 U 型圈闭组 合洋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以下 古生 界潜山
、

残丘为储集

体 (有的包括泥盆系及前寒武系 )
,

不整合其上的中生界为封闭层
.

如达西库木
、

人涝坝
、

沙西

I 号
、

沙西 I 号
、

策大雅
、

轮台等构造
。

第二种以下古生界为储集层
,

上古生界不整 含其 卜做

封闭层
.

如塔中 1 号构造
、

塔中 4 号构造
、

艾协克构造中均存在这 类圈闭
。

沙西 I 构造古生界潜山由奥陶系碳酸盐岩和厚 500 余 m 的志留一泥盆系碎屑岩组成
.

并构成 U 型圈闭的储集岩层
,

不整 合其上的下三叠统几乎均 为泥岩
.

偶夹细碎屑 岩
.

总厚

9 4m ,

成为良好的封闭层 (图 3)
。

遗憾的是该圈闭末获油气流
。

须补充一点
.

有人认为沙西 I 号构造 已获 良好的油气流
.

似乎有些矛盾
。

这 就涉及到对
“

构造
”

和
“

圈闭
”

两个概念的理解问题
。

本文认为
“

构造
”

不等于
“

圈闭
” ,

一个构造 (f.: 纵向 I.. 可

发 育多个相同或不同类型的圈闭
.

沙西 I 号构造在英买 2并已获良好的油气流
.

但该油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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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圈闭类型 示意图

匡习油气 显示层位

图 3 沙西 1 号构造沙 n 井圈闭类型图

是在构造的最下面一个圈闭—奥陶系内幕背斜

C 型圈闭中获得的
,

而 U 型圈闭则位于其上面‘图

4 )
。

塔中 1 井奥陶系潜山 U 型圈闭的储集岩为组

成潜 山的 白云岩
,

不 整合其上的下石炭统底部大

套 泥 岩做 封 闭层 (图 5
、

图 l
一

¼ )
,

该 套 泥 岩厚

l o o m ,

对 奥陶系油气起到了良好的封隔作用
。

该圈

闭于 3 5 7 3 ~ 37 9 lm 深度获 日产 油 5 6 7m
, 、

夭然气

34 丫 1。‘m , 。

推测艾协克构造下古生界 U 型圈闭也

极可能类似此 种情况
,

在艾协克构造上的轮南 15

井也于奥陶系中获工业油气流
。

时时时 井 深深 柱状图图 封闭层层 储集层层 圈闭闭

代代代 ( n l ))))))))) 英型型

CCC-------

:::::
U 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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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封闭层圈闭及实例简析

. . . 获工业油气流层位

图 5 塔中 l 井古生界圈闭类型图

多封闭层圈闭是指顶封闭层不足以 封闭住储

集体内的油气
,

必须还要 依赖于一个或多个侧面封闭层或底部封 闭层才能使油气得以封闭

在储集体中的一系列圈闭
。

包括 C T 型
、

U T 型
、

C U 型和 c FC 型 4 个亚 类
。

3
·

1 CT 圈闭

C T 型圈闭是具有整合型顶封闭层并以断层面做侧封闭面的一种多封闭层圈闭
。

平常

所说的断层牵引构造
、

断鼻构造和断层遮挡等均可能存在此类圈闭形式
.

由于此类圈闭的封

闭机理与断层面关系密切
,

并且只要断层所能断及的岩层均有被牵引而褶皱的可能
.

因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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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层面在纵向 卜可充当多个 C T 型圈闭的侧部封闭面
。

波斯坦
、

阿克墩
、

轮台
、

恰奇力克等

构造 中均可能发现该类圈闭
。

因此
.

其在塔 里木盆地中也是比较多见的
一 类圈闭

。

波斯
.

旧 构

造 东河 1 片获工业油气流
.

成为 C T 型圈闭封闭油气成功的一个具体实例
。

波斯坦构造位于沙雅北东约 40 k m 处
,

是由于波斯坦断裂活动而形成的牵引背斜 (图 1
-

¿ )
.

背斜幅度约 s o m
。

位于构造高点的东河 l 片于石炭系获 日产轻质油 4o on 飞‘ 。

油层厚度达

lo lm .

油柱高度等于背斜幅度的两倍
,

显而易见波斯坦断层面起 着封堵油气的作用
.

其圈闭

类型当属 C T 型
。

据东河 2 井资料 ( 位于东河 l 井东约 18 k m 处 ) .

新 生界之下为自平系
、

侏 罗

系
、

石炭系
、

泥盆系和奥陶系 (未穿 ) ,

中生界和 占生界均有构造 显示
。

出油层 为石炭系中下部

东河砂岩层 (有人将该套地层划归泥盆系 ) 。

石炭系总厚 24o n 、( 5 5 5 7 ~ 5 7 9 7n 、
片段 ) ,

储层宕

系厚达 19l m .

上部 49 n 、的泥岩和灰岩构成顶部封闭层
,

波斯坦断层面构成侧面封闭面
。

类

似石炭系 C T 型圈闭在该构造其它层位中 ( O
、D 、

J一 K ) 也可能存在
,

有待进 一步工 作
。

3
.

2 U T 型圈闭

前述及的 U 形圈闭主要指通常的
“

潜山圈闭
” ,

U T 型则 l二要指断块潜山圈闭
。

l毛要特

征为具不整 合型顶封闭层
,

侧面封闭则依赖断层面
。

最有名的雅 克拉构造 卜
:
宁1界油气圈闭

即 为 U T 型 〔图 1一

 )
,

阿克库勒
、

阿克库木
、

英西
、

阿克库木南等构造的 占生界圈闭 也应属

此种类型
。

雅克拉 占生界断块潜山受南北两侧大型背冲断裂控制 ( 轮台断 裂和亚 南断裂 ) .

其问又

发育 多条次级断 裂
。

断块潜山由寒武一 奥陶系和震旦系等组成
.

沙参 2 片和沙 巧 片同在 奥

陶 系
‘P获高产油流

,

沙 7 井和沙 4 井在寒武 一震旦 系也获工 业油气流
。

各 井l川距仅数公叭
,

但油水界面不一表明了断裂对油气的封闭性能
。

奥陶一震旦系储油岩均 为自云岩
.

不整 含

其 上的侏 罗系下部泥岩为其顶部封闭层
.

沙 7 片这 套泥 岩厚约 30 m ‘图 2 ) ;

断裂而起侧而封

闭作用
.

构成了一个完好的 U T 型圈闭
。

阿克库 勒构 造 ( 图 1一

@ ) 上的沙

14 井
、

沙 17 井及沙 18 井均在奥陶系

断块潜山中获工 业油气流
。

该构造奥

陶 系圈闭闭合幅度为 75 m ,

但沙 14 井

解释油气柱高度可达 140 m
,

这表明构

造南北两侧的断层对油气起了重要的

侧 向封闭作用
,

是 U T 型圈闭聚油成

功的又一实例
。

该断块潜山南翼为阿

克库勒逆断层
.

北翼为阿克库勒北逆

断 层 (图 6 )
.

此两断裂面连 同其下盘

岩层一起构成潜山碳酸盐岩储层的侧

部封闭层
,

顶封 闭层则为不整 合于断

块潜山之上的侏 罗系泥质岩
。

哀
叭

头易耀
蒙诱

扩

岁

如/协

才分探

进红括
1
蓄
、日

产L[l ’
二

图 6 阿克库勒地区奥陶系顶面 构造图

¹ 阿克库勒断 层
. º阿克库勒北断层

这种 U T 封闭型的下古生界断块潜山在塔 里木盆地钻探成功率是较高的
。

与 U 型圈闭

潜山相比
.

特别是以中新生界为封闭层的 u 型圈闭 见油率较低
。

同为中
‘

1毛界封闭下的潜山

和断块潜山
.

其钻探成功率相差之大
.

这不得不承认是
“T ”

这一封闭条件在起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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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C U 型圈闭

以整 合面做顶部封闭面
,

不整 合面为侧部封闭面 (包括底部封闭面 )的圈闭称 C U 型
。

此

类圈闭徉式在塔盆中也有分布
,

但发现的不甚多
.

平时所说地层超覆尖灾
、

古河道砂体
、

岩浆

岩或膏
、

泥岩刺穿等构造均属此类
。

根据底部封闭层起作用与否
.

又可进 一 步分成 C U
,

型和

C U
:

型两个次亚类
。

3
.

3
.

1 C U
,

型圈闭

C U
:

型圈闭指的是底封闭层不起作用的 C U 型圈闭
。

英买力南和雅克拉一带侏罗和三叠纪古河道砂体直接与古生界不整含接触 (图 l
一

莎 )
.

不整合面旁侧的古生界构成河道砂岩储集体的侧部封闭层
,

整 合贾于砂体之
_

l二的侏罗系顶

部泥质岩做顶封闭层
.

它们共同组成 C U
,

型圈闭
。

拱踏克岩浆刺穿构造为 C U
:

型圈闭的 另一实例
.

岩浆上拱使之围岩也随之」二隆
.

岩浆

岩体与其刺穿的围岩地层均呈不整合接触 (图 1
一

 ) ,

在拱踏克岩体周围的寒武一 奥陶 系
、

志留 一 泥盆系
、

石炭一 二叠系
、

三叠 系等地层中都有可能形成以 岩体为侧面封闭层的 C U :

型圈闭
。

3
.

3
.

2 C U Z
型圈一习

C U Z
型圈闭为顶封闭层

、

侧封闭层和底封闭层三者同时起作用的圈闭
.

只不过侧封闭层

和底封闭层为同一岩性层
。

该类圈闭多形成于拗陷向隆起过渡的斜坡部位
。

如麦盖提料坡
、

满北斜坡
、

塔中北斜坡
、

阿瓦提拗陷北斜坡等处
。

在背斜和潜山构造翼部也可发育
.

如阿克库

木南构造的南翼石炭一二叠系中
,

达西库木构造翼部的侏罗 一三叠系中 ( 图 1 尽 ) 。

阿 克库木南构造 ( 图 l 一

@ )位于塔北阿克库勒凸起的 中部
.

奥陶 系为断块潜山
,

顶部缺

失石炭一二叠系
,

中生界直接不整合其上
.

但潜山两翼均存在石炭一二叠系
.

该套地层在构

造南翼向潜山顶部呈逐层超覆状
,

直至尖灭
。

在潜山高点的轮南 1 井
,

缺失 C 一 P
.

位于该井

南约 Ik m 的轮南 101 井钻遇 Zl m 的石炭系
。

其实在整个阿克库勒凸起 上
,

石炭系总的表现

为自南而北
、

自东而西的超覆沉积
,

皇一个东部和南部厚
、

西部和北部薄的楔状体
。

该地区的

石炭系大致可以 三分
:

下部为钙质砂砾岩段 (相当常说的
“

东河砂岩
” )

,

阿 克库木南构造上缺

失
;
中部为泥岩夹灰岩段 (底为砂砾岩 ) ; 上部为泥岩夹少量粉砂岩

。

阿克库 木南构造石炭系

C U :
型圈闭的顶封闭层为上述泥岩夹灰岩段

,

侧部和底部封闭层是由石炭系逐层超覆形成

的不整合面之下的奥陶系灰岩组成
,

储集体则是被顶
、

侧
、

底三个封闭层圈闭起来的石炭系

中下部砂砾岩层
.

3
.

4 C FC 型圈闭

C FC 型圈闭和 C U :
型圈闭有两点相同之处

.

一是均具整合型的顶封闭层
; 二是需顶

、

侧
、

底封闭层三者同时起作用才能封隔住油气
.

但 C FC 型亦具备自己鲜明的特性与 C U Z
型

相区分
. ( l )储集层沿上倾方向相变为不渗透岩层 (即

“

干
”

条件 )并构成侧面封闭层
; ( 2) 储集

层与底封闭层为整 合接触
; (3 )封闭层与储集层在沉积时间上相差无 几

,

为同 地质时代的

岩层
。

上倾尖灭砂体
、

砂岩透镜体等圈闭可属此类
.

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此类圈闭油气藏尚不

多
,

但轮南 17 并和轮南 9 井石炭系油气藏是 CF C 型圈闭储集油气成功的典型实例 (图 1-

 )
。

轮南 17 井和轮南 9 井位于阿克库木构造和阿克库勒构造的中间地带 ( 图 6 )
,

石 炭 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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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现为向南倾伏与渐次增厚
.

该两口 井均在下石炭统相当于东河砂岩的层位获高产油气

流
。

含油砂岩沿上倾方向相变成泥岩
.

沿砂岩倾向油气水分带明显
。

砂岩相变端为含气带
.

砂岩低位为含水带
.

气
、

水带间为油带
.

该油气层封闭严实
,

顶部为裕 合其
_

1三的石炭系泥岩和

灰岩做顶封闭层
.

侧部为相变泥岩做侧封闭层
,

底部封闭层为整 合于其下的石炭系灰岩和泥

岩
,

是一个完好的 C FC 型圈闭
。

4 几点认识

(l) 不同的圈闭类型具有不同的封闭条件
,

封闭条件的优劣决定于封闭面的性质及与封

闭面紧邻的封闭层的岩性
,

油气的泄露是由于封闭面上的某些弱点所引起
.

如单封闭层圈闭

中的 U 型圈闭
,

不整 合封闭面代表的间隔时间越长则对油气封闭越不利
. 多封闭层圈闭中

的某些类型
.

其封闭面之间的相交线就有可能成为油气的泄露点
.

(2 )一般而言
,

单封闭层圈闭应该是最好的圈闭类型
。

因为其只需单一的顶封闭层
,

唯一

的风险是上搜封闭面的完整性
. 而多封闭层调闭则需要两个或 多个独立的封闭层

,

因此就要

承担着双 倍或多倍的封闭层风险
。

(3) 同为单封闭层圈闭的 C 型和 U 型
,

则 C 型圈闭储集油气能 力优于 U 型圈闭
.

原因

在于两者封闭面的性质不同
.

C 型圈闭整 合型的顶封闭层保证了储集体中的油气没有或少

有泄露的时间和空间
,

即不存在泄露油气的弱点
.

而 U 型圈闭的不整 合封闭面
,

表现出其存

在一个沉积间断过程
.

因此就有可能给储层中油气的散失提供时间上的机 会
; 此 外

.

间断时

间愈长
.

不整合面遭受风化淋滤愈甚
.

就会为油气散失提供通道上的方便
。

(4) 披覆背斜构造是 C 型圈闭中最好的聚油气圈闭
。

披筱背斜为沉积物的差异压实作

用所形成
.

垂直方向为主应力方向
,

构造幅度不大
,

作用力相对较小
,

故背斜轴部产生张裂机

会较少
,

有利于保持封闭层的完整性
。

而其它 C 型圈闭则多为水平挤压作用所形成
,

尤其褶

皱轴部受 力最强
.

产生张裂缝的可能最大
.

难以 保持封闭层的完整性
,

给油气的散失开了通

道
。

据不完全统计
,

塔北地区已发现披班背斜约 30 个
,

已钻探 15 个
.

其中稚克拉
、

阿克库木
、

阿克库勒
、

达里亚
、

阿克库木南
、

轮台
、

艾协克
、

沙西等构造均在古生界潜山之
_

L的披粗背斜

C 型圈闭中获高产或工业油气流
,

钻探成功率大于 50 %
.

作者统计的塔里木盆地获高产或

工业油气流的钻并约 55 口
,

其中披搜背斜构造出油井为 20 口
.

约占 40 %
。

(5) 逆冲断层面在 U T 型和 C T 型多封闭层圈闭中起着重要的封闭面作用
.

这也是符合

地质 力学压性和压扭性结构面封闭油气的观点的
.

从封闭机理讲
.

C T 型圈闭储聚油气能力应 比 U T 型为好
,

因为其顶封闭层是整 合的
,

东河 1 井获高产油气流揭示了寻找该类圈闭油气藏的序幕
.

从勘探实践方面看
,

U T 型圈闭在盆地 中勘探程度是高的
,

勘探成功率也高
。

目前已拥

有雅克拉
、

阿克库勒
、

阿克库木
、

英西
、

轮台
、

阿克莫奇等构造上的奥陶系或前奥陶系 U T 型

圈闭油气藏
.

此类圈闭在
“

U
”

和
“
T

”

两个封闭面中
, “

T
”

是关键的一个
.

这即是其比 U 型圈闭

勘探成功率高的原因之一
本文不少思路受益于杨克明副总工程师的启迪

,

顺致谢意
.

(收稿 日期
:
1 9 9 4 年 6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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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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