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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

特征及其控油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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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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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地研究了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 面 的形成机理
、

平面展布特征
、

不整合的控油及对

油气的运
、

聚
、

保
、

破的作用 结果表明 断褶不整合
、

褶皱不整合
、

超夜不整合是控油意义较大的不整合
,

前石

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及其上
、

下的可渗透层是油气运移的良好通道
,

岩溶作用形成的次生储层和不整合面上的

超覆砂体储层是油气聚集的良好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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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是早海西运动或加里东一早海西运动作用的产物
。

泥盆纪末
,

伊犁
一

准噶尔板块南移
,

于汗腾格里峰
一

巩乃斯
一

干沟
一

卡瓦布拉克与塔里木板块碰

撞拼合
,

南缘的青藏板快向北俯冲于塔里木板块之下
,

正是由于塔里木板块南
、

北边缘挤压
、

碰撞
,

使得板缘及板 内前石炭系强烈褶皱变形
、

隆起
、

剥蚀
。

石炭纪区内广泛海侵
,

形成石炭

系直接盖在前石炭系的不同层位之上
,

从而形成了前石炭系顶面的不整合面
。

由于泥盆纪末

期塔里木板块与其周缘板块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区性
,

造成了早海西运动的强弱具有明显

地分区分带性
,

在盆内的表现形式是东强西弱
,

南
、

北强
,

盆地中部弱
,

所以盆地东部广泛发

育角度不整合
,

而西部则以平行不整合为主
。

盆地南
、

北两侧发育角度不整合
,

而盆地中部则

以平行不整合为主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的不整合类型及其展布特征

顶面不整合面的不整合类型及其特征

我们在野外宏观研究的基础之上
,

结合室 内大量地震剖面的追踪解释
,

着重考虑了不整

合的成因机理和地震反射波的终止方式
、

不整合发育的构造部位以及剖面形态
,

将塔里木盆

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的不整合分为褶皱不整合
、

断褶不整合
、

超覆不整合
,

平行不整合
,

它们的特征如下
。

本文是在“
八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专题报告《塔里木盆地不整合面特征及控油作用研究 》基础上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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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不 整合及其特征

前石炭系褶皱隆起遭受剥蚀后
,

再接受石炭系沉积而形成的一类不整合即为褶皱不整

合 图
。

其特征为 不整合界面反射能量较强
,

反射波连续性较好 地震剖面上显现 出完整

的背斜形态或褶皱一翼 不整合之下伏地层具 明显地削截 而上覆地层具明显的上超或披

图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 顶面不整合面的褶皱不整 合

不整合面之下伏的志留一泥盆系
、

奥陶系以削截产出
,

石炭系披锁之上

断褶不 整合及其特征

因断层直移或旋转而造成地层弯曲隆升或掀斜
,

致使前石炭系剥蚀后再接受石炭系沉

积而形成的一类不整合
。

其特征为 不整合面起伏不平
,

界面反射波常呈眉毛状
,

能量较强
,

但不连续
,

有时界面之下往往发育众多绕射波
,

界面之下的前石炭系具 明显削截
,

而上覆石

片冬 系
一

月显的 卜超 , 艾宁心覆 匆 、

‘ 月声户 ,

二
二 汤 ‘泌扁‘‘石二

一 一 尸 加

、八 曲 一 曰
“ 沪 , 叭 一 创

图 塔里 木盆地前石炭系顶 面不整合面的断褶 仁整 汀

不整合面之下伏中
、

上奥陶统以削截产 出
,

石炭系超覆或披覆之 上



第 期 艾华国等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特征及其控油作用

超覆不 整合及其特征

因海平面上升
、

石炭系沿古地貌斜坡上超沉积而形成的一类不整合
,

其特征为 界面反

射波与下伏地层反射近于平行
,

界面上的反射逐层向斜坡上端超覆尖灭
。

平行 不 整合及其特征

平行不整合也称假整合
,

是因地壳垂直上升引起的海退使下伏地层遭受剥蚀后
,

再因地

壳下降引起的海进沉积而形成的一类不整合
,

其特征为 界面反射能量较弱
,

界面上
、

下反射

波与界面反射波平行
,

说明不整合面上
、

下地层产状相同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的不整合展布特征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上的褶皱不整合分布于盆地东北部古隆起
、

古斜坡上
,

是分布得

较广的一类不整合
,

主要分布于塔北隆起南翼的沙西一 阿克库勒地 区 图
,

塔东隆起
、

塔

中隆起中
、

东段
,

平面上大致沿阿满拗陷周缘呈反
‘

℃”
字型展布

,

面积达 万
,

细分有塔

北褶皱不整合带
,

塔东一塔中褶皱不整合带 断褶不整合分布于塔北隆起北缘
,

阿克库勒地

区
,

塔中隆起西段
,

细分有塔北 一库尔勒西断褶不整合带
、

阿克库勒断褶不整合带
,

塔中断褶

不整合带 超覆不整合分布于阿克库勒南部斜坡
,

而平行不整合则分布于塔西 一 阿满拗陷

区 现分述如下
。

一二 」

阿台奇
铁南 井 带

合

塔东 并

莎车

超 , 线

盆地边界

钻井井位
不盛合

类扭界线

困困国口回
︸﹄︸﹃

一女到工工一翻一层,’一歹一一只一一洲尹断
,刁,︸

己和田

图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的不整合平面展布图

塔北褶皱 不 整合带

该带西起喀拉玉尔滚
,

向东南方向延伸
,

经沙 井转向东延伸
,

直止草湖地区
,

呈带状

展布
,

分布面积约 万 “ ,

北以英西断裂
、

轮台断裂
、

库南断裂为界
,

并与塔北断褶不整

合带分开
。

南以削截线与阿满平行不整合带
、

塔北超覆不整合带分开
,

阿克库勒断褶不整合

带位于该带东部之中
。

不整合面下
,

泥盆
、

志留
、

奥陶系 自南而北削截产出
,

南倾
,

西南倾
,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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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 一
,

石炭系超覆或披覆之上
,

视倾角 一
。

塔 东一塔中褶皱不 整合带

该带展布于满加 尔拗陷东南缘
,

西北起始其纳库依
“ ‘ , “ , ,

向东南经塔东

隆起再转向西
,

到塔中隆起中
、

东段
,

北以库南断裂与库尔勒西断褶不整合带相接
,

西以削截

线与阿满平行不整合带相接
,

分布面积约 万
,

呈马蹄形展布
,

泥盆
、

志 留
、

奥陶
、

寒

武
、

震旦系 自西向东依次削截产出
,

塔中隆起北缘和塔东隆起西缘
,

石炭系超覆或披覆于泥

盆
、

志留系之上
,

往东侏罗
、

甚至白圣系超覆于更老地层之上 即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与前中生

界不整合面叠置
。

塔北 一 库尔勒西 断褶不 整合带

该带位于英西断层
、

轮台断层
、

库南断层以北
,

近东西向展布
,

其南紧邻塔北褶皱不整合

带和塔东褶皱不整合带
,

分布面积约 万
“ 。

在塔北
,

不整合面下的寒武
、

奥陶
、

震旦
、

前

震旦系 自西南向东北削截尖灭
,

南倾
,

视倾角 一
“ ,

不整合面上的石炭
、

三叠
、

侏罗甚至

白至系超覆于下古生界之上
,

北倾 与下伏地层倾向相反
,

视倾角 一
,

在库尔勒西
,

中
、

新生界超覆于震旦
、

寒武
、

奥陶系之上
,

研究表明
,

不整合面下的古生界西倾
,

视倾角
。

一
。 ,

上覆中
、

新生界西倾
、

视倾角仅
。

一
,

总之
,

该带东部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与前中
、

新

生界不整合面叠置
。

阿克库勒断褶不 整合带

该带局限于阿克库勒断垒带上
,

分布面积约 万
“ ,

剖面上石炭系超覆于奥陶系之

上
,

奥陶系南倾
,

视倾角
,

上覆石炭系也南倾
,

视倾角 一
。

塔 中断褶不 整合带

该带位于塔中隆起西段
,

南以策勒 一 车尔臣河大断裂为界
,

北以泥盆系的削截尖灭线为

界
,

分布面积约 万 , ,

不整合面下的泥盆
、

志留
、

奥陶系 自北而南逐次削截尖灭
,

北倾或

西倾
,

视倾角 一
” ,

下石炭统超覆或披覆之上
。

塔北超覆不 整合带

该带位于阿克库勒南部斜坡上
,

西起塔里木乡
,

向东至克也克
、

阿 巴斯
,

直至其纳库依

下
,

呈窄带状近东西 向展布
,

面积约 万
,

北以削截线与塔北褶皱不整合带相邻
,

南以

超覆线为界
,

紧邻阿满平行不整合带
。

不整合面下主要是泥盆系
,

西端局部有志留系
,

其上超

覆石炭系
。

塔 西 一 阿满平行不 整合带

该带分布于塔西和阿满拗陷区
,

近东西向展布
,

分布面积约 万
, ,

东部
、

东北部
、

东

南部分别以削截线或超覆线为界
,

与褶皱
、

断褶不整合带相邻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 面 的控油作用

顶面不整合面上各类不整合的控油作用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 面 的不整合油气藏的主要类型有褶皱不整合潜 山
、

断褶不整合潜 山油气藏和超覆不整合油气藏
,

这些油气藏主要分布于阿克库勒
、

塔中等地
,

而上述等地正好是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上的褶皱
、

断褶
、

起覆不整合发育区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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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上
、

下油气藏统计表

产产层层 地区区 钻井井 油气藏与不整合合 不整合类型型 圈闭类型型 不整合面埋深 储集岩类型型 产 能 试油

面面面面面的关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层井段埋深 。 油 气

阿阿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断褶不整合合 断褶潜山山 裂缝型 灰岩岩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

勒勒勒勒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断褶不整合合 断褶潜山山 裂缝型 灰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褶皱不整合合 溶蚀潜山山 岩溶缝洞

灰 岩岩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褶皱不整合合 溶蚀潜山山 岩溶缝洞

灰 岩岩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褶皱不整合合 溶蚀潜山山 岩溶缝洞
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 岩岩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褶皱不整合合 溶蚀潜山山 岩溶缝洞
灰 岩岩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断褶不整合合 断褶潜山山 裂缝型 灰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断褶不整合合 断褶潜山山 裂缝型 灰岩岩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断褶不整合合 断褶潜山山 裂缝型 灰岩岩

塔塔塔塔 位于不整合面下下 断褶不整合合 断褶潜山山 孔洞
一

裂缝型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白云岩岩岩岩

阿阿 位于不整合面上上 摺皱不整合合 超筱不整合合 裂缝
一

孔隙型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砂泥岩岩岩岩

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勒勒勒勒 位于不整合面上上 褶皱不整合合 超授不整合合 裂缝
一

孔隙型
砂泥岩岩岩岩

塔塔塔塔 位于不整合面上上 断褶不整合合 超筱不整合合 云质角砾岩岩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位于不整合面上上 断褶不整合合 超覆不整合合 砂 岩岩 一
。

断褶不整合的控油特征

断褶不整合发育于前石炭系古隆起顶部
,

断裂和区域不整合发育
,

其控油特征如下

侧向的拗 凹 陷和斜坡区
,

发育碳酸盐岩
、

泥岩的源岩
,

烃源条件较好
。

不整合面下
,

次生储层发育
,

储集空间大
,

连通性好
,

储集条件优越
。

不整合面上的下石炭统海进泥岩
,

不仅厚度大
,

而且封盖性能好
,

盖层和晚期保存条

件好
。

断褶不整合区是油气长期运移的指向区
,

油气侧向运移和垂 向运移通道发育
,

具备

优越的油气运移条件
。

与断褶不整合有关的圈闭
,

不仅类型多
,

而且规模大
,

具备 良好的聚集条件
。

尽管断褶不整合的形成对早期油气藏有一定的破坏
,

但下石炭统泥岩重建封闭后
,

有利于晚期成藏和保存
。

综上所述
,

由于断褶不整合区不仅具有生
、

储
、

盖组合好
,

而且具备运
、

聚
、

保存条件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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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断褶不整合是控油意义最大的一类不整合
。

褶皱 不 整合控油特征

褶皱不整合发育于古隆 凸 起翼部或斜坡区
,

区域不整合面或多个不整合面的叠置面

发育
。

其控油特征如下

侧向紧邻寒武一奥陶纪生油拗陷
,

具较好的烃源条件
。

储层经后期改造
,

裂缝
、

溶蚀孔
、

洞
、

缝发育
,

孔
、

渗性好
,

具好一 较好的储集条件
。

在不整合面上
,

下石炭统泥岩发育
,

盖层和后期保存条件 良好
,

有利于晚期成藏和保

存
。

因褶筑不整合紧邻烃源区
,

具备优先捕获来 自拗 凹 陷的油气 另外
,

不整合面及其

上
、

下可渗层发育
,

提供了 良好的运移通道
,

具备了好一较好的油气运移条件
。

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上
,

与褶皱不整合有关的圈闭
,

不仅类型多
,

而且闭合面积大
、

闭

合度高
,

构成了良好的聚集条件
。

超履 不 整合控油特征

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上的超覆不整合主要发育于阿满拗陷边缘区
,

其控油特征如下

侧向上由于它们紧邻生油拗陷
,

所以超覆不整合具良好的烃源条件
。

早石炭世的海进初期
,

往往在不整合面上形成一套水进砂体
,

即东河砂岩
,

其原生
、

次生孔隙发育
,

孔
、

渗性高
,

具良好的储集条件
。

海进中
、

晚期
,

因水体变深
,

在砂岩储层之上发育厚度大
、

封盖性能好的泥岩盖层
,

具

备 良好的保存条件
。

由于超覆不整合位于拗陷边缘或斜坡区
,

具优先捕获来 自拗陷的油气
,

因区域不整

合面或不整合叠置面及其上
、

下可渗层发育
,

油气运移通道畅通
,

地层
、

岩性圈闭发育
,

具 良

好的油气运移
,

聚集条件
。

平行不 整合控油特征

区内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上的平行不整合往往发育于拗陷区
,

不整合面上
、

下发育的

生油岩不仅厚度大
、

分布广
,

而且遭受的破坏弱
,

具备十分优越的烃源条件
。

拗陷区砂体厚度小
,

相变快
,

所以平行不整合的储集条件较差
。

不整合面上的巨厚泥质烃源岩
,

同时又是 良好的盖层
,

故具备 良好的盖层和保存条

件
。

因储集砂体厚度小
、

相变快
,

运移通道不畅
,

仅发育岩性圈闭
,

所以平行不整合的运
、

聚条件较差
。

总之
,

平行不整合虽具优越的烃源
、

盖层
、

保存条件
,

但因储集
、

运
、

聚条件发育欠佳
,

是

控油意义较差的一类不整合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上控油作用较大的不整合是断褶不整合
、

超覆不整合和褶皱不

整合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的控油作用

前石 炭系顶面不 整合面对油 气的运移作 用

泥盆纪末
,

早海西运动使塔北
、

塔东
、

塔中隆起
、

剥蚀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正在形成
。

此时
,

满加尔拗陷
、

塔中
、

塔北
、

唐古巴斯拗陷寒武一 奥陶系生成的油气通过正在形成的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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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面散失
,

致使形成了现今见到的残存于志留
、

泥盆
、

奥陶系里的沥青 如哈 井志留系有近

的沥青砂岩
,

英买 井泥盆系顶部的沥青砂岩
。

石炭一 二叠纪
,

沙西 一 阿克库勒 一草湖及其以北
、

塔中及其以南
、

塔东隆起西缘
、

巴楚
、

阿满以及西南拗陷
,

石炭系覆于泥盆一 奥陶系之上
,

形成了前石炭系顶面的不整合面
。

雅克

拉
、

塔东继续隆起剥蚀
,

而塔中隆起顶部和阿克库勒凸起及其斜坡
,

尽管石炭 一 二叠系沉积

厚达 一
,

奥陶系仍停滞生油
,

来 自阿满拗陷
、

唐古 巴斯拗陷寒武 一 奥陶系里的油气
,

通过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向塔中
、

塔北隆起以及塔东隆起西缘上运移
。

无论是隆起区
,

还

是斜坡区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均形成了 良好的储盖组合
,

只要 圈闭适宜
,

就会形成油气

藏 如满北斜坡吉南 井志留系首次发现 良好的油气显示
。

三叠 一 白翌纪
,

除巴楚隆起和部分麦盖提斜坡上未接受沉积外
,

盆地其它地 区均接受了

一定厚度的沉积
。

由于沙西
、

阿克库勒
、

塔中地 区
,

石炭一白奎系厚达 。。 ,

所以该区寒武
、

奥陶系开始二次生油
,

而拗陷
、

斜坡区寒武
、

奥陶
、

石炭系生成的油气仍沿前石炭系顶面不整

合面向塔北
、

塔中隆起上运移
,

并与隆起上二次生成的油气
,

在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附近

形成不整合油气藏
。

另外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附近油气藏里的油气分异效应是油气沿不整合面运移的

佐证
。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附近油气显示活跃
,

产层众多
,

油气资源十分丰富
。

油气在沿不整合面及其上下可渗层运移时
,

由于岩性
、

断层
、

运移的距离不同
,

往往呈现出各

种运移分异效应
,

反过来
,

这些分异效应的存在正好说明了油气曾经确实沿不整合面运移

过
。

油气沿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及其上
、

下可渗层运移常见于塔北隆起
。

油源对 比表明

轮南 井一轮南 井下奥陶统原油的地化参数 一
,

一
,

一
,

主峰碳
。一 。

均与寒武一奥陶系生油岩的地化参数相近
,

说明这

些油气主要来源于寒武一奥陶系海相腐泥型生油岩
。

正如图 所示
,

轮南 井一轮南

井下奥陶统灰岩油气藏里的油气物化性质的差异是油气沿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 自西向东

运移分异 的结果
。

现今油气藏的分布也是油气
。

自西向东运移
、

聚集的结果
。

总之
,

油气沿前

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下 向下奥陶统侧向运移时
,

其正 向分异后的产物特征是 原油 比重
、

粘

度
、

含硫量 自近而远逐渐变小
,

而油气 比逐渐增大
。

如图 所示
,

从轮南 井奥陶
、

石炭系产层里的原油 比重
、

粘度
、

含蜡量
、

凝点变化可

知
,

现今油气藏是油气通过阿克库勒断层和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 自上而下垂向运移
、

聚集

的产物
。

前石 炭来项 面 不 整合 面对油 气聚集 作用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及其上下可渗层不仅是油气运移的良好通道
,

而且也是油气聚

集的良好场所
,

特别是不整合面下的岩溶次生储层和不整合面上的水进超覆砂体储层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形成时对下估储层的改造作用
。

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下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分布于塔北
、

塔中
、

塔东隆起上
,

这些碳酸盐

岩既是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生油岩
,

也是主要的储集岩
,

正是在前石炭系不整合面形成时
,

大

气淡水的淋滤
、

溶蚀
,

使得不整合面下的碳酸盐岩储层得到 了 良好的改造
,

形成了不整合面

下的次生储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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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井

沙 井 沙 井 轮南 井
比盆 粘度 含蜡 黔甲鉴煞

日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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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 址 产

、

轮南 井一轮南 井下奥陶统原油物化性质与侧向运移方向示意图 和

轮南 井奥陶
、

石炭系原油物化性质与垂向运移方向示意图

一一
卜

一座︸
﹃︺

比吐一」重度以以一闰到山丫工

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下古岩溶纵向发育特征

塔北
、

塔中地区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下的岩溶系统主要形成于志留一泥盆纪
,

古岩溶

纵向发育特征明显
。

如图 所示
,

塔北
、

塔中地区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下奥陶系普遍发育不同厚度的岩溶

结构层
,

自上而下分为地表岩溶残积层
、

渗流层
、

潜流层
,

其钻井
、

四性特征为

不整合面附近发育一套 。一 厚的灰质砾岩
、

砂砾岩
,

孔洞发育
,

油气显示较好
,

多数

为工业油气层
,

是典型地表岩溶残积层
。

当不整合面下以碳酸盐岩为主时
,

其 自然电位
、

自然伽玛值明显小于不整合面上的石炭

系泥岩层 声波时差明显大于不整合面上的泥岩层 深
、

浅双侧向具明显的正幅度差
,

显示

孔
、

洞
、

缝发育
。

钻井进入该层后
,

时常发生放空
、

井漏
、

井涌
、

油气显示 良好或为重要的工业

油气层
,

为典型的渗流结构层
。

渗流层之下
,

其岩性以碳酸盐岩为主
,

偶夹砂泥岩 洞穴暗河沉积
。

总体来说
,

自然电

位
、

自然伽玛值要 比不整合面上的低
,

但略 比渗流层的高一些
,

偶在中部出现高值段
,

指示存

在洞穴暗河砂泥沉积
,

声波时差值大
,

但出现几个低值段
,

说明孔
、

洞缝发育段内存在几个低

孔渗段 深
、

浅双侧向曲线出现多个不连续的正幅度差
,

暗示油气层段多而厚度小
,

钻井过程

时有井涌
、

井漏 油气显示较好或为重要的工业油气层
,

为典型的潜流结构层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下碳酸盐岩岩溶结构层平面分布特征

前石炭系奥陶系顶面的岩溶现象十分普遍
,

但岩溶的发育程度却因地而异
。

阿克库勒和

塔 中地 区的研究结果表明 岩溶的发育及其展布与断裂关系密切
,

断裂交汇处或沿断裂走

向
,

岩溶发育程度较高
,

渗流层
、

潜流层发育
。

如图 所示
,

阿克库勒前石炭系顶面奥陶系渗流层
、

潜流层分布广泛
,

均沿阿克库勒
、

阿

克库木断裂呈东西向展布
,

渗流层或潜流层厚度变化较大
。

显示 出平面展布的方向性和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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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
,

但潜流层中心较渗流层中心明显西移
,

进一步证实了二断层之西南为志留一泥盆纪的

泄水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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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图 塔中 井前石炭系不整合面下四性和岩溶结构层

综上所述
,

当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下为碳酸盐岩时
,

岩溶结构层发育
,

常见溶孔
、

溶

洞
、

溶缝
,

孔
、

渗较高
,

是油气聚集的良好场所
,

当不整合面下为碎屑岩时
,

岩溶发育程度远不

及碳酸盐岩的
,

但局部发育粒间溶孔
、

粒内溶孔
,

也是油气聚集的良好场所
。

前石 炭系顶面 不 整合面 形 成时对 古 油 气藏的破坏作 用

前已述及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对油气的运
、

聚作用 巨大
,

同时
,

该不整合面形成时对

先成 古 油气藏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

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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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飞洲戈
轮南 井

产

尸‘寺七

产了犷,

尖灭线

削截线

潜流层

等厚线
、、、 沪

图 阿克库勒地区前石炭系顶面不整 合面下奥陶统渗流层
、

潜流层 厚度图

水洗
、

氧化作用

前石炭系不整合面形成时
,

塔北
、

塔中持续隆起剥蚀
,

古油气藏直接暴露于地表 如英买

井奥陶系古油气藏
,

哈 井志 留系古油气藏等 或近地表
,

即储层侧向暴露 如英买 井奥

陶系内幕油气藏
,

大气水和游离氧将烃类水洗
,

氧化成醇
、

酮
,

酚
、

酸
,

同时
,

轻质组分大量逸

散和被水带走
,

重质组分不断增多
,

其产物多为沥青
、

稠油 平均密度大于
,

饱和烃平均

含量小于
,

芳烃大于
,

非烃 沥青大于
,

如英买 井奥陶系顶部的软沥青
,

哈 井志留系砂岩里的沥青
,

英买 井奥陶系里重油
。

生物降解作用

海西早期
,

塔北
、

塔中隆起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形成时使古油气藏直接或间接暴露

于地表
,

喜氧细菌大量进入古油气藏
,

并吞食大量低碳正构烷烃
,

致使原油发生一系列次生

变化
,

原油不仅比重大于
,

饱和烃小于
,

芳烃大于
,

而且还能检测出不定量的
一

降霍烷系列 图
。

逸散作用

无论是油气在沿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运移时
,

还是在不整合面形成时古油气藏的暴

露期间
,

都会造成油气大量散失
,

其残留的产物一般为固态沥青
、

软沥青
、

稠油
,

更有甚者
,

一

旦储层被剥光
,

那就找不到任何油气藏的遗迹 如塔东地区
。

油气运聚成藏期保存条件研究表明 区 内前石炭系不整合油气藏有两期运
、

聚成藏
,

早

期于志留一泥盆纪
,

而晚期于 白圣一第四纪
,

位于古隆 凸 起顶部的早期油气藏因前石炭系

顶面不整合面形成而遭受一定破坏
,

而位于拗陷和斜坡区的早期油气藏破坏轻微
,

保存相对

较好
,

所以塔西一阿满拗陷及其斜坡区是寻找前石炭系早期油气藏的有利地区
。

另外
,

重建

封闭的好坏是前石炭系不整合面晚期成藏的关键因素之一
,

下 石炭统泥岩层不仅厚度大

一
,

而且封盖性能好
,

在形成塔中
、

阿克库勒奥陶系断褶
、

褶皱不整合油气藏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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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 系超覆不整 合油气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井

遭遭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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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轮南 井
、

塔中 井前石炭系不整合面附近油气藏中遭受严重生物降解的

原油里所检测出的
一

降菠烷系列

综上所述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形成时
,

早期油气藏均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
,

当不整

合面下伏储层改造 良好
、

上覆砂体和盖层形成并重建封闭后
,

为晚期油气运
、

聚
、

成藏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

这就造就了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附近油气藏数量多
、

分布时空广
、

层位多
、

成

因类型复杂 以晚期成藏的油气藏为主
、

多期运
、

聚成藏
,

从而启迪人们在前石炭系顶面不

整合面附近着眼于寻找与不整合有关的晚期油气藏群的同时
,

力图寻找不整合面下的早期

油气藏
。

结 论

区内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的不整合类型多
,

各类不整合特征鲜明
,

展布有律
。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上控油意义较大的不整合是断褶不整合
、

褶皱不整合
、

超覆不整
艺
口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及其上
、

下可渗层是油气运移的良好通道
,

沿不整合面运移后的

油气
,

其物化性质有规律地变化
,

反过来
,

原油物化性质的差异进一步证实了油气确实沿不

整合面运移过
。

不整合面形成时
,

岩溶作用对不整合面下的储层具有建设性的改造作用
,

受改造的次生

储层
,

溶蚀孔
、

洞
、

缝发育
,

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
,

另外
,

不整合面上的下石炭统水进超覆砂

体
,

原生
、

次生孔隙发育
,

连通性好
,

也是油气聚集的 良好场所
。

不整合面形成时
,

对古油气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

当不整合面上的下石炭统泥岩盖层重

建封闭后
,

有利于晚期成藏
,

同时
,

也为未破坏完的早期油气藏提供了封盖
,

这就造就了现今

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附近的油气藏以晚期成藏为主
,

并掺有早期成藏的油气藏
,

从而启迪

人们在着眼寻找前石炭系顶面不整合面附近的晚期油气藏群的同时
,

力图寻找早期油气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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