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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中小型侏罗一 白圣纪

含油气盆地勘探靶区展望

范小林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2 1 4 1 5 1)

侏罗一 白奎纪盆地
,

在北方板内是以同裂谷期 (后 裂谷期 )伸 展断陷或坳陷盆地 和同造山期 (后造 山期 )走滑前陆或 走滑拉分

盆地形式
,

在 中生代构造运动控制 产生的
。

盆内发育与暖湿古气候相适应的湖沼相沉积
,

为油气盆地提供物质基础
。

相对晚期的板

内造 山作用
,

导致烃类的排运聚并被捕获形成诸如现今被发现的油气构造带
,

这类中小盆地油气勘探靶 区应为由侏罗一 白噩系地

层构成的油气成藏组合以及毗邻生油坳陷区相对隆起或低幅度凸起部 位上的构造 圈闭 (如背冲背斜
,

断块挠曲或块断滚动背斜

等 )
。

关键词 勘探靶 区 侏罗一 白奎纪 中小型盆地 中国北方

作者简介 范小林 男 42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

1 盆地成因动力学背景

面对 中国地质图 (程裕琪等
,

1 9 9 0) 静观动态就

不难发现
,

叠置于华力西一 印支褶皱造山带之上的

北方中小型 中生代盆地群 的演化
,

完全受控于特提

斯构造域和滨太平洋构造域的 区域构造地质作 用
。

晚三叠世以来的
“

地体增生
”

及增生后的板 内形 变
,

在青藏碰合增生带北部形成
“

山间盆地
” 。

晚三叠世

以来的扬子与华北碰合后的旋转及古太平洋板块和

相对古亚洲陆的俯冲作用
,

在北方东部形成与走滑

断裂 (如郊庐 )活动相关的
“

裂 (断 )陷盆地
” 。

简言之
,

北方板 内中生代中小盆地群的生成是以南北会聚
,

南北断层走滑和东西构造逸出
,

东西构造伸展 的活

动方式进行
。

图 1 宏观地表达了印支早中期和燕山期不同构

图 1 中国北方板内中生代盆地成因动力学背景示意图

1
.

早
、

中三叠世盆地及残厚展布
; 2

.

侏罗系盆地及残厚展布
; 3

.

侏罗系含火山碎屑岩盆地
; 4

.

局部海相沉积 ; 5
.

主

要走滑断层 ; 6
.

特提斯域内
“

远程效应
”

方向 ; 7
.

滨太平洋域内
“

近距俯冲效应
” ; 8

.

来自蒙古地块南 压应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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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运动体制下
,

北方 中生代盆地成 因动力学背景所

发生的
“

变格
” 。

内蒙古西部雅干地区侏 罗系推覆构造表明了华

北板块与蒙古地块间的碰合后聚敛作用延续至燕山

早期
,

含西北新疆域早
、

中三叠世盆地在内的北方广

域 内的 T I一 :

盆地展布仍受控 于古亚洲构造域
,

大致

呈近东西向展布
。

印支晚期至燕山早期
,

含 中国北方

大陆边缘在内的整个东亚陆缘
,

一方面受古太平洋

板块生成后相对东亚大陆作北西方向
“

近距俯冲
”

作

用影响
,

板 内构造发生变格
; 另一方面在北方大陆西

南缘接受来 自因斑公洋的开 合过程中的
“

地体增生
”

及增生后的
“

远程效应
”

作 用影响
,

发生板 内聚敛形

变
。

在这样 的大尺度构造环境中的中国北方板内盆

地群构造走 向受控于板 内大型走滑断裂 (如阿 尔金

断裂系
,

邦庐断裂系 )
,

西北盆地群呈 N w
一

N w w 构

造走向展布
,

东部则以 N E
一

N N E 走 向为特征
。

据最

新研究 (万庆丰等
,

19 9 6) 表明
,

郊庐断裂走滑形变量

在 T
3
一 K 期间由 3 8 o k m 减至 8 0 一 lo o km

,

说明
“

近

距 俯冲
”

作用对板 内作用随板块俯冲的
“

东撤
”

而减

弱
,

相应地
,

J
l + 2

裂谷盆地
,

J
3
一 K

l

裂谷断陷盆地 以

及 K
:
一 E 后裂谷沉降盆地在东北

、

华北地 区普遍发

育
。

同样
,

西部天山山间盆地群分别 已被证实了 J
l 、 2

期间为走滑前陆0 和拉分盆地 (钱祥麟
,

1 99 6 )
,

它们

受控于天 山两侧的走滑断裂作用
。

2 含油气盆地的划分

形成盆地并非就是含油气盆地
。

形成含油气盆

地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与暖湿古气候相匹配的沉积环

境
,

盆 内充填富含有机质的烃源岩系
;
充分条件之一

是与沉积环境匹配相适应略滞后的构造地质事件
,

使盆内烃类生
、

运
、

聚
。

表 1 中国北方侏罗一 白至纪古地理概况 .

地地质时代代 古地形形 古气候候 沉积 环境境 构造事件件 含油气盆地地

JJJ3 一K --- 西高东低低 东暖湿西干早早 东湖泊
,

西干旱 湖沼沼 太平洋开 启启 内蒙古
一

东北地区区

丘丘丘丘丘陵 地带带 陆缘
“

俯冲造山
”””

JJJ
l_ ::: 东高西低低 西暖湿东干旱旱 西湖泊 东丘陵河流流 特提斯封闭闭 新疆域内内

板板板板板板内
“

造山作用
”””

结合表 1
,

作者以图 2 大致表达侏 罗一 白里纪

盆地 内部构造沉积幕式作用映射沉积对其的响应
,

它直接记录了岩石类型与构造层序发育控制盆地的

含油气性
。

当我们面对图 2
,

构想含油气盆地形成的时候
,

油气勘探的现实 已告诉人们
,

在 J一 K 产层中 已获

工业油气流或见油气显示
,

但作为石油工作者仍然

在竭尽全力求发现
。

如何在侏罗一白坚纪盆地 (指现

今仍然被保持且含油气性 )求新的发现以达到
“

增储

上产
”

目的
,

作者 以为首要是盆地的划分
,

讲究盆地

的时代和构造背景
。

盆地的划分
,

当然仍然
“

强调动力学研究
”
(李思

田
,

1 9 9 5 )
。

盆地是一定历 史背景和构造背景的产物
,

油气分布从生
、

运
、

聚到改造
,

都受一定的地史和构

造条件所控制
,

导致油气分布的严重不均匀
。

我们注

意到北方中生代中小盆地所处大地构造环境有别
,

并考虑到盆地不 同演化阶段主导性控制因素各异
。

于是盆地类型的划分就显得十分重要
,

盆地 的构造

位置决定盆地和油气的保持
。

表 2 把盆地保持与油

气保持作为重要因素列出
,

旨在说明不同构造位置

不同类型盆地油气资源潜力的展望和提醒人们有必

要重新估计和认识侏罗一 白里纪盆地
,

用新思路指

导勘探 以获求重大 的新发现
。

图 2 中简略表达 出不

同类型盆地及相应的沉积体系
,

隐含着不 同盆地的

成油体系
。

尽管源岩相似
,

但储盖条件的非均一性和

运聚方式的差异
,

将启示人们用不同的勘探思路
,

针

对不同类型的盆地去寻找油气
。

蔡立 国
.

天 山南北前陆盆地演化及褶皱冲断带样式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博士论文
,

1 9 9 6

王宪曾
.

中国侏罗
、

白翌系古环境与油气分布及形成
.

吐哈石油勘探调研论文集
,

吐哈会战指挥部
,

1 9 92
, 3 21 ~ 3 31

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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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北方 J一 K 中小型盆地与沉积体系概要略图

1
.

走滑前陆
; 2

.

山前前陆
; 3

.

前陆伸展
; 4

.

初始裂谷 ; 5
.

裂谷断陷
; 6

.

后裂谷坳陷
; 7

.

湖沼含煤沉积
; 8

.

河湖相泥岩
;

9
.

砂岩
、

粉砂岩
; 1 0

.

砂砾岩
; 11

.

同生正断 层 ; 12
.

同生逆冲兼走滑断层
; 13

.

后期逆冲断层
; 14

.

火 山碎屑岩 (含煤)

表 2 中国北方中小型侏罗 一 白至纪盆地划分与油气保持

地地区区 西 北北 内蒙古西部部 东 北北 南华北北

(((((天 ilJ 山I旬 ))) (巴丹吉林))) (松南 ))) (周 口 )))

盆盆地类型型 走滑前陆及前陆伸展展 陆内俯冲前陆及及 初始裂谷谷 同造 山前陆及后续续
后后后后续前陆伸展展 裂谷断陷陷 后造 山期前陆伸展展

后后后后后裂谷坳陷陷陷

油油气层 位位 油 / 气
,

J, 十 222 油 (J一+ 2 ? J 3一K I ))) 气 (J
l+ 2 ? ))) 油 (K l )))

油油油油油 (J
3
一 K , ,

K Z )))))

成成 因机制制
“

远程效应
”

背景下板内内 板内后造山期期
“

近距
”

俯冲作作 板内造 山及造 山后后

造造造山作用及后造山期期期 用下板内张裂裂裂

构构造环境境 板缘挠曲
、

拉分
、

伸展展 板缘挠曲及后后 板内裂陷湖盆盆 板缘挠曲伸展断陷陷
续续续续张弛断块块块块

3 盆地含油气组合

图 2 所表达的不同含油气省的盆地具有可类 比

构造沉积实体和可能的油层分布
。

对于油气勘探工

作者
,

重要的是去识别含油组合
,

含二次运聚在内的

油气富集构造带
。

作者根据 已知的西北地区陆相板

内中心盆地构造样式
,

从图 3 推测
“

裂陷型
” , “

断
一

坳

型
” , “

挠曲
”

型成油气组合
。

它们分别与巴丹吉林 (东

河 )
,

酒泉 (酒东 )和吐哈盆地相对应
。

由于构造控制沉积
,

沉积决定烃源岩系
,

相对晚

期构造作用决定油气的生成
、

排运及汇集
。

因此
,

针

对图 3 揭示盆地内部被保持的侏罗一 白圣纪盆地实

体与构造风格
,

注意到盆地具裂谷地堑结构
,

断块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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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北方 J一 K 中小型盆地与沉积体系概要略图

1
.

走滑前陆
; 2

.

山前前陆
; 3

.

前陆伸展
; 4

.

初始裂谷 ; 5
.

裂谷断陷
; 6

.

后裂谷坳陷
; 7

.

湖沼含煤沉积
; 8

.

河湖相泥岩
;

9
.

砂岩
、

粉砂岩
; 1 0

.

砂砾岩
; 11

.

同生正断 层 ; 12
.

同生逆冲兼走滑断层
; 13

.

后期逆冲断层
; 14

.

火 山碎屑岩 (含煤)

表 2 中国北方中小型侏罗 一 白至纪盆地划分与油气保持

地地区区 西 北北 内蒙古西部部 东 北北 南华北北

(((((天 ilJ 山I旬 ))) (巴丹吉林))) (松南 ))) (周 口 )))

盆盆地类型型 走滑前陆及前陆伸展展 陆内俯冲前陆及及 初始裂谷谷 同造 山前陆及后续续
后后后后续前陆伸展展 裂谷断陷陷 后造 山期前陆伸展展

后后后后后裂谷坳陷陷陷

油油气层 位位 油 / 气
,

J, 十 222 油 (J一+ 2 ? J 3一K I ))) 气 (J
l+ 2 ? ))) 油 (K l )))

油油油油油 (J
3
一 K , ,

K Z )))))

成成 因机制制
“

远程效应
”

背景下板内内 板内后造山期期
“

近距
”

俯冲作作 板内造 山及造 山后后

造造造山作用及后造山期期期 用下板内张裂裂裂

构构造环境境 板缘挠曲
、

拉分
、

伸展展 板缘挠曲及后后 板内裂陷湖盆盆 板缘挠曲伸展断陷陷
续续续续张弛断块块块块

3 盆地含油气组合

图 2 所表达的不同含油气省的盆地具有可类 比

构造沉积实体和可能的油层分布
。

对于油气勘探工

作者
,

重要的是去识别含油组合
,

含二次运聚在内的

油气富集构造带
。

作者根据 已知的西北地区陆相板

内中心盆地构造样式
,

从图 3 推测
“

裂陷型
” , “

断
一

坳

型
” , “

挠曲
”

型成油气组合
。

它们分别与巴丹吉林 (东

河 )
,

酒泉 (酒东 )和吐哈盆地相对应
。

由于构造控制沉积
,

沉积决定烃源岩系
,

相对晚

期构造作用决定油气的生成
、

排运及汇集
。

因此
,

针

对图 3 揭示盆地内部被保持的侏罗一 白圣纪盆地实

体与构造风格
,

注意到盆地具裂谷地堑结构
,

断块叠



·

3 1 6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9 卷

藏及基本要素是否遭受破坏而有所不同
。

图 3 告诉

我们
,

中小型 中生代成油气组合在盆内以侏罗系源

岩到 白平系储盖封 存 为代表
。 “

关键 时刻
”
(L

.

B.

M a g 。。 n ,

1 9 9 2) 是以中生代与新生代之间的不整合

来体现
,

保存时间 (自第三纪以来 )构造活动微弱
,

油

气藏得 以基本保留在原位置
。

据此推断
,

至少在这 4

个盆地仍有系列油气藏 尚待发现
,

可能的位置如图

3 中所示
。

由此扩展到整个北方 中小型中生代盆地
,

“

外观相似
” 、 “

作用相似
”

的油气藏 (或油气组合 )就

有可能被发现而增加储量
。

今后
,

在北方 中小型 中生代盆地中寻找新的勘

探靶区为
:

毗邻生油坳陷
,

由侏罗一 白噩系地层组成

的构造圈闭或构造
一

岩性圈闭带
。

每一个伸展构造作

用下形成的半地堑凹陷可视为一独立的成油气组合

体系
,

在其中的凹中隆部位为这类盆地垂向排烃
、

区

域充注量较高的部位
。

因为这类油气组 合形成的圈

闭
,

更多地与伸展断坳形成过程中差异压实作用相

关
,

尽管同生伸展断层 (相对早期的冲断作用过程中

形成的断层 )或者同生正 断层经历后期
“

改造反转
”

(王燮培
,

1 9 9 2) 成为逆向断层对烃类的捕集有贡献
,

但最终因坳陷或断陷内源岩在深埋成熟后排出过程

中
,

由于生油岩排出的水 和有机酸利于次生孔隙发

育和形成流体高势差有效排出
,

使油气侧向运聚指

向张弛块断边缘挠曲隆起部位 (最理想的是河湖砂

体储集层 )
,

加之伸展构造背景下系列派生断层及岩

石水身裂隙可作为垂 向排烃通道
,

为油气的排运提

供充注空间
。

如巴丹吉林地区北部 (图 3 。)
,

作者在野外工作

期 间(1 9 9 6) 所见露头 J
3
一 K

,

暗色湖相岩石和井下

岩芯观察 (额字井
,

地矿部华北石油局
,

1 9 9 6) 到 J
3
一

K
I

河沼湖浸暗色泥岩 (灰
、

灰黑
、

黑色 )
,

泥质页岩为

主体的沉积组合
,

构成本区的主要烃源岩
,

并由此推

l折巴丹吉林成油盆地期在早 白至世
,

在井下 K
l

层

中见油气显示便是佐证
。

图 3 。 给出该盆地现今结

构
。

由钻井数据推断生油 门限在 2 0 0 0 一 2 5o o m 深

处
,

而如今地震解释 (J
3
一 K

;
)源岩埋深可达 3 0 0 0 多

米
,

最大埋深在 5 0 0 0 多米
。

由此推断
,

部分源岩可能

已过成熟到成熟
。

而有相当部分 (如 3 0 0 0 m 左右深

处 )源岩 目前仍处在生烃高峰
。

相对早期排出的烃类

和现今正在生排的烃
,

其地质产状表 明它成藏位置

在埋深上较浅
,

并且成藏位置与源岩在空间上距离

相对较近
,

于是 以自生 自储产出的可能性 有可能在

毗邻生油坳陷的构造
“

挠曲
”

高部位 (前陆断隆 )广泛

发育 (如图 3 。 中有井位的地 下成带展布 )的地方
。

它

们构成了当今较为现实的有利勘探区域
。

再如南松辽地区 (图 3 d )
。

以 J
3

地史 阶段为主体

的伸 展断陷堆积源 岩和 K
Z

以来的
“

构造反转
”

作

用
,

为松南地 区最终有效成藏期 (K
Z
一 E )及其构成

油气构造带奠定了基础
。

由图推断
,

登娄库末 (K
ld )

期可使得上侏罗统沙海组
、

营城组以湖相含煤 碎屑

岩系为主体烃源成熟并开始排出烃类
,

青山 口 期区

域沉降后
,

源岩处于生烃高峰
,

当晚白垄世 (明水期 )

发生强烈构造反转
,

使生排与运聚及圈闭的形成相

互匹配
。

烃类的垂向高阻运聚方式决定了这类构造

高部位因毗邻
“

生烃 灶
”
(P e r r o d o n ,

1 9 9 5 )且形成 良

好的
“

成藏组 合
”

条件 (先期沉降
、

沉积中心
、

源岩发

育
,

后期的反转构成背斜及其内部各类圈闭发育 )
。

这样
,

由图 3d 中给出松南盆地
“

逆牵引背斜
”

若成带

展布
,

则它必然是我们首选勘探靶区
。

5 结语

北方中生代中小型成油盆地研究工作尚待进一

步深入
,

运用盆地动力学原理分析盆内成油组 合及

后续
“

有效成藏组合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由于

盆地动力学规律往往因作用时间长且难以掌握
,

致

使人们常试以
“

巧 合
”

来形容
,

这样
,

对于勘探程度相

对低的北方中小型中生代盆地群成油组合体系的预

测
,

似乎又回到普拉特的名言
“

首先找到石油的地方

是在人们的脑海中
” 。

但是
,

我们坚信
,

通过进一步开

展研究工作
,

借鉴陆相油气盆地勘探经验
,

一定能够

在这类中生代中小盆地中有所新发现
,

我们期待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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