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侧 年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刀竹

, 乙
,

文章绷号
一

刃
一 一

柴达木盆地构造样式控油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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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柴达木盆地构造样式基本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

作者从构造样式发育阶段性与烃源岩分布地区性的关系
、

构造样式含油气性

和构造样式对油气藏的改造作用等方面分析了构造样式的控油作用
。

文中指出燕山早期伸展构造样式发育阶段形成的烃源岩主要

分布在盆地北部 第三纪压缩构造样式发育阶段形成的烃源岩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
,

喜玛拉雅晚期强烈压缩构造样式发育阶段形成

的烃镇岩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
。

生长背斜是主要的含油构造
,

反冲断层控制下的断展背斜是重要的含油气构造
,

生油范围内的纵弯

背斜可形成油藏
,

纵弯背斜在三湖地区为含气构造
。

喜玛拉雅早
、

中期的压缩构造样式形成的油气藏常受到喜玛拉雅晚期强烈压缩

构造样式的改造
,

背斜核部的伸展构造对油气藏有改造作用
。

关性饲 构造样式 烃源岩 油气藏 柴达木盆地

中圈分类号犷下 文献标识码

柴达木盆地地处青藏高原西北部
,

南邻昆仑山
,

北接祁连山
,

西北界为阿尔金山
,

位于青海省的西北

部
,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 属 于亚 洲 中轴构造域 ’〕
,

是

我 国西部一个重要 的中
、

新生代含油气盆地
。

它 的

内部构造特征具有 明显 的三分性特点 北部祁连 山

前地区以冲断构造为特征
,

称北部块断带 南部昆仑

山前地区也表现为冲断构造
,

称昆北断阶带 中部发

育巨厚的中
、

新生界
,

以褶皱构造为特点
,

称 为 中央

坳陷 图
。

在控制油气成藏的诸因素 中
,

构造样式起着重

要作用
。

柴达木盆地构造样式的类型决定着构造圈

闭的基本类型
。

构造样式发育的阶段性不仅与烃源

岩分布的地区性有密切关系
,

而且对油气的聚集
、

保

存和改造有控制作用
。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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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柴达木盆地构造样式基本类型

作用对指导油气勘探有重要意义
。

反冲断层和局部伸展构造
。

构造样式基本特征 构造样式发育阶段与烃源岩分布的

关系
受特提斯洋 中

、

新生代周期性俯冲削减和闭合

作用
、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 碰撞和往北楔人之远程

效应的控制
,

昆仑 山和祁连 山对柴达木盆地产生强

烈的挤压作用
,

阿尔金 山在走滑活动的同时对盆地

也有明显的挤压作用
。

在此大地构造环境中
,

柴达

木盆地主要发育压缩构造样式
,

其次是伸展构造样

式和走滑构造样式
。

压缩构造样式的基本类型有生长逆断层
、

单冲

构造
、

对冲构造
、

冲起构造
、

反 冲构造
、

生长背斜
、

断展背斜
、

纵弯背斜
、

滑脱褶皱
、

断鼻构造等
,

伸

展构造样式包括裂 陷伸展构造和局部伸展构造
,

横

向构造变换带为走滑构造样式 图
。

通过大地构造环境
、

主要构造事件与不整合
、

沉

降中心迁移规律
、

盆地压缩量
、

古应力等的综合研

究
,

结合构造样式展布特征和形成时期的分析
,

可将

柴达木盆地中
、

新生代构造样式的演化划分为 个

阶段 燕山早期伸展构造样式发育阶段
、

燕山晚期至

喜玛拉雅中期压缩构造样式发育阶段和喜玛拉雅晚

期强烈压缩构造样式发育 阶段 ’
。

燕 山早期发育

区域伸展构造
,

燕 山晚期至喜玛拉雅 中期发育冲断

构造
、

生长背斜
、

断展背斜和横 向构造变换带
,

喜玛

拉雅晚期主要发育纵弯背斜
、

滑脱摺皱
、

断展背斜
、

柴达木盆地 中
、

新生 界 的烃源岩主要 有 套

中
、

下侏罗统
,

第三 系始新统
、

渐新统和 中新统及第

四系
。

它们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 中
、

下侏

罗统烃源岩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 的北缘
,

第三系

烃源岩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的茫崖 凹陷
,

第四系气

源岩主要分布在盆地 中部的三湖地区 图
。

前已述及
,

柴达木盆地中
、

新生代构造样式的演

化可分为 个阶段
,

即燕 山早期伸展构造样式发育

阶段
、

燕山晚期一喜玛拉雅中期压缩构造样式发育

, 少洲 川

、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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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柴达木盆地烃源岩分布示意图

中
、

下侏罗统烃源岩分布区 第三系烃源岩分布区

第四系气源岩分布区

比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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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和喜玛拉雅晚期强烈压缩构造样式发育阶段
。

构造样式的发育阶段是盆地演化阶段的一种表

现形式
,

盆地演化阶段不仅决定着构造样式的发育

阶段
,

而且通过控制盆地充填作用控制烃源岩 的形

成
,

从而控制着烃源岩分布的地区性差异
。

因此
,

柴

达木盆地构造样式发育的阶段性与烃源岩分布的地

区性有密切关系
。

早
、

中侏罗世在伸展构造环境下发育的断陷中

沉积了一套河湖相地层
,

在北部块断带西部为湖泊

沼泽相沉积
,

形成了由页岩
、

泥岩和碳质泥岩组成的

烃源岩
。

目前在北部块 断带发现 的油气均来 自于

早
、

中侏罗统
。

第三纪伴随着压缩构造样式的发育
,

在盆地西

部茫崖地区形成了一个大型湖盆
,

沉积 了厚达

余米的具有较高有机质丰度的第三系
,

特别是始新

统和渐新统
,

构成了该地区的主要烃源岩系
。

喜玛拉雅晚期
,

盆地经受强烈的挤压变形
,

西部

呈相对隆升状态
。

第 四纪 的沉积中心迁移至盆地中

部的三湖地区
,

沉积了第 四系湖沼相
、

盐湖相的生气

层
,

成为第四系天然气田的气源
。

产产二二二 》》

图 孕斯库勒油田生
、

储
、

运
、

聚形式图

据杨绍清等
,

修改

油气运移方向 油层 储层 生油层

第四系 峡 上新统狮子沟组 中新统上油砂山组

中新统下油砂山组 几
一

始 一 渐新统上干柴沟组

几 始新统下干柴沟组
一

古 一 始新统路乐河组

七心 比
, ,

日

构造样式含油气性分析

在柴达木盆地
,

已 发现 的油气藏多数为背斜型

油气藏
。

在此仅分析背斜 的含 油气性
。

从类 型上

看
,

柴达木盆地的背斜有 生长背斜
、

断展背斜
、

滑脱

背斜
、

纵弯背斜等
。

生长背斜是主要的含油构造

生长背斜的发育时期主要为第三纪
,

有些发育

在第三纪的某一段时间内
,

如冷湖五号背斜的同沉

积发育时期为始 一 渐新世上干柴沟期和中新世下油

砂山期
。

有些生长背斜在整个第三纪均处于生长状

态
,

如红柳泉背斜
。

柴达木盆地已发现的背斜型油气藏主要 以生长

背斜为圈闭条件
,

如孕斯库勒
、

冷湖四号
、

冷湖五号

等油藏
。

生长背斜发育时间较早
,

通常在第三系烃

源岩大量排烃之前 已开始发育
,

为聚集油气提供了

圈闭条件
。

另外
,

生长背斜发育时间较长
,

变形程度

较弱
,

构造形态完整
,

为油气的保存提供了保证
。

朵斯库勒油 田是一个 以生长背斜为圈闭条件的

大油田
,

位于昆北断阶带西部北侧
,

临近第三系烃源

岩
。

它主要发育在始 一 渐新世下干柴沟期和上干柴

沟期
,

与油气的运移有着很好的配置关系 图
。

反冲断层控制下 的断展背斜是重要的含油气

构造

柴达木盆地有两条重要 的反冲断层
,

一条是位

于昆北断阶带北部边缘的油砂 山断层及其延伸部

分
,

另一条是位于北部块断带西部冷湖构造带中段

的 工号断层
。

两条断层的上盘发育了一系列的断展

背斜 受油砂山断层控制 的断展背斜有油砂 山背斜

和狮子沟背斜 受 工号断层控制的断展背斜有冷湖

四号和冷湖五号的浅层背斜
。

这些断展背斜均含有

油气
,

是重要的含油气构造
,

形成时期较晚
,

是喜玛

拉雅晚期的产物
。

它们可以俘获喜玛拉雅晚期排出

的油气
,

也可 以通过对先存油气藏的改造而形成次

生油气藏
。

生油范围内的纵弯背斜可形成油藏

茫崖 凹 陷是第三纪生油凹 陷
,

在其内部和周 围

发育了一系列 的纵弯背斜
。

它们形成时期晚
,

是喜

玛拉雅运动晚期的产物
。

其中尖顶 山
、

南翼山
、

油泉

子等为已发现的油气藏
。

在背斜发育过程中伴有断

裂和微细裂缝的产生
,

作为生油层 的泥灰岩和钙质

泥岩也进人成熟期
。

所形成的油气
,

部分残 留于溶

洞性的孔隙中
,

并为裂隙所串通
,

形成具有经济价值

的缝洞性含油层段 部分通过裂隙进人生油层段 的

薄层或中层砂岩和粉砂岩中
,

形成油气藏
。

纵弯背斜在三湖地区为含气构造

在盆地 中部的三湖地 区 已发现 台南
、

涩北一和

二号
、

盐湖
、

驼峰山等天然气 田
,

属 于第 四 系生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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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天然气
。

寒冷 的气候和高盐度 的沉积水体
,

以

及快速的沉积条件
,

抑制 了 甲烷菌在浅表条件下 的

活动
,

使有机质因生物气的生成逸散而消耗
,

从而对

气源岩起到 了保存作用
。

当气 源岩达 到一定埋深

时
,

由于温度的升高及部分地层水的排出
,

对甲烷菌

的抑制作用得以解除而开始生气囚
。

从盆地的演化尺度上讲
,

上述含气构造主要形

成于第四纪
,

属于喜玛拉雅运动晚期的产物
,

是在水

平挤压作用下岩层纵弯变形而形成的背斜构造
。

就

第四纪本身来讲
,

这些背斜构造发育在沉积过程之

中
,

具有一定的同生性
。

构造样式对油气藏的改造作用

柴达木盆地构造样式对油气藏的改造作用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在构造样式发育过程 中
,

喜玛拉雅早
、

中期的压缩构造样式形成的油气藏常受到喜玛拉雅

晚期强烈压缩构造样式 的改造
。

喜玛拉雅早
、

中期

发育的对形成油气藏非常有利的生长背斜
,

受到喜

玛拉雅晚期反 冲断层
、

断展 背斜
、

纵弯背斜等的改

造
,

原生油气藏被改造
,

发育次生油气藏
。

如油砂山

油藏的深层是喜玛拉雅中期形成的孕斯库勒原生油

藏
,

浅层是喜玛拉雅晚期形成的油砂山次生油藏
,

表

现为两个成藏期 图
。

另一方面
,

背斜核部的伸展构造对油气藏有改

造作用
。

在背斜核部 由挤压变形过程中派生的局部

引张应力场产生了一系列的正断层
。

由正断层组成

的伸展构造在许多背斜油气藏中存在
,

如花土沟
、

狮

子沟
、

南翼 山
、

尖顶 山
、

冷湖五号等油 田
。

这些正断

层使背斜构造支离破碎
,

具有断块油藏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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