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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那尔多斯盆地己发现的工业气田刘家庄

、

胜利井
、

长庆
、

镇川堡
、

昊堡等皆分布于中部东西向构造带上
,

而盆地其它地 区仅个别

井有气显示或产少量的工业气流
。

它们的储层为奥陶系碳酸盐岩或石炭
、

二叠系煤系地层中的砂岩和薄层灰岩
,

气源均与奥陶系或

石炭
、

二叠系烃源岩有关
,

都为纯气藏
,

显示出良好的一致性
。

这种工业气 田带状分布于盆地中部东西 一线不是偶然的
,

反映着中部

过渡构造带对它们成藏及分布的控制作用
。

以中部构造带为背景将它们从相同或相似的成因背景上联系起来归人中部东西向天然

气琅集区
。

显然
,

该区是天然气勘探的最有利 目标
。

关挂词
: 天然气聚集区带 ;沉积岩 ;构造地质 ;鄂尔多斯盆地

中图分类号
: T E 1 22

.

1 文献标识码
: A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
。

早在

190 7 年
,

就在此钻探了中国大陆上第一 口 油井
—

延 1 井
,

从此揭开了我 国近代石油工业的序幕
。

随

后
,

经历七十余年的勘探一直未有大的突破
,

仅发现

十余处中
、

小型油气田
。

直至八十年代后期
,

油气勘

探才获重大进展
,

发现探明储量大于 2 x 1 01
‘
砰 的

长庆大气田
。

该气田的发现证明
,

鄂尔多斯地区是

一大型含油气盆地
。

这一发现
,

促使勘探 由油向油

气兼探转变
,

也加快了对盆地天然气生成
、

富集
、

成

藏
、

分布规律的研究
。

与此 同时
, “

下一个大气 田在

那里 ?
”

的问题也成了关注 的焦点
。

但至今天然气富

集与分布规律 尚不很清楚
,

这制约 了天然气勘探 向

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

近年来
,

我们开展 了天然气聚

集区带的研究
,

结果表 明在盆地 中部发育东西 向的

天然气聚集区
,

该区包括横山堡
、

天池一李家场
、

长

庆
、

镇川堡
、

吴堡以及新预测的鄂前旗等气聚集带
。

它的形成主要受控于盆地 中部东西 向构造带
。

这一

认识的提出
,

对该盆地天然气富集成藏及分布规律

的研究和勘探有着积极意义
。

l 中部东西向构造带

长期以来
,

鄂尔多斯盆地以构造稳定著称于世
,

从其较为简单的构造区划可见一斑
。

八十年代中期

在地震勘探中发现 了中央古隆起
,

它 的确定对长庆

气 田的勘探起了决定性作用
。

这一发现也带给我们

一个重要启示
,

就是盆地内并不 象传统认为的那样

均一
,

次级构造仍然是发育的
。

张福礼仁’〕等曾依据

现今地表构造特征划分出一个定边 一吴堡的东西向

构造带
,

但未受到重视
。

我们的研究支持这一划分
,

不同的是认为这一构造带的范 围应更大一些
,

其北

界至乌审旗
,

南界达靖边
,

向西延伸与西缘冲断带交

叉复合
,

向东与晋西挠褶带交叉复合
,

大致范围见图

1 和 2
。

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1 早古生代发育的东西向展布的浅坳陷

早古生代
,

鄂尔 多斯盆地属边缘 克拉通盆地
。

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古构造地貌景观呈现为
:
南面

发育秦岭 一祁连大洋
,

西面发育贺兰坳拉槽
,

北部有

乌兰格尔隆起
,

盆地主体部分被陆表海覆盖
,

在贺兰

坳拉槽一秦祁大 洋 的过渡 处发 育大 陆边缘 带 (图

1 )
。

南部 偏西发育的 中央隆起主要 表现为水下隆

起
,

于早奥陶世露出水面
。

该克拉通盆地既不是一

个中间凹周缘凸的典型克拉通盆地形态
,

也不是 向

南平缓单倾的形态
。

较为突出的是在盆地中部发育

东西 向展布的浅坳陷
,

分割 了北部伊盟 隆起和中央

古隆起
。

在该浅坳陷内沉积了较厚的下古生界地层

(图 1 )
。

浅坳陷与局部凹陷沉积的藕合形成了下古

生界重要的烃源中心
。

在早古生代分期的沉积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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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

沉积厚度 [’] 及主要构造分区

1
.

古陆地 ;2
.

沉积厚度 ; 3 中部构造带 ; 4
.

盆地边界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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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明显看 出
,

在 中部过 渡构造带上
,

发育联结

南
、

北两块体的过渡相带〔
, 一 5] 。

1
.

2 华北海与祁连海的通道

晚古生代中期
,

经过加里东运动联结起来 的阿

拉善
、

鄂尔多斯
、

华北(陕义 )等地块组成的扩大了的

华北陆块趋于活动
。

鄂尔多斯地块的大部分地区又

开始下沉
。

地块西侧的祁连海水沿着第 3 次复活的

贺兰裂谷自西向东浸漫
,

东侧的华北海 自东向西浸

漫
。

此期的中央古隆起成为分割两大水域的天然屏

障
。

随着海侵的加剧两大水域逐渐汇合
,

而最先汇

合的部位则是早先风化壳的低部位
。

两大水域贯通

的早期海相灰岩即太原组下部灰岩的分布范围能够

说明贯通的路线和部位
。

在本区
,

太原组沉积较厚

的地带对应早先岩溶洼地
,

继承了早先岩溶地貌格

局
,

也说明东西构造浅 凹带的存在及其对沉积的控

制作用
。

1
.

3 晚古生代海 (湖 )与陆地过渡带

与早古生代相 比
,

晚古生代鄂尔多斯属于远离

海洋本部的内克拉通盆地
。

早期华北海和祁连海向

鄂尔多斯地区浸漫
,

中央古隆起成为两大水域的分

水岭 ;至晚石炭世后期
,

该盆地基本被填平
,

中央古

隆起停止活动不再控制后期 的沉积
。

中后期
,

由于

兴蒙海槽的关闭和古特提斯洋的扩张
,

伊盟隆起北

部的造山带隆升成为盆地主要物源
,

盆地南部沦为

秦岭海槽的北部边缘
。

在伸展背景下
,

早先的隆起

逐渐下沉
,

被浅海覆盖
。

盆地整体呈现为北高南低

的面貌
,

自北而南呈现 出侵蚀高地 ~ 洪积扇一冲积

平原~ 三角洲~ 海(湖 )的古地理格局 (图 2 )
。

从二

叠纪早期至晚二叠世早期沿中部构造带发育多期三

角洲沉积体系
。

三角洲沉积本身就为陆相与海(湖)

相之间的过渡型沉积体系
,

其位置发育于海 (湖 )与

陆之间的过渡部位
。

这表明中部东西向构造带控制

了三角洲沉积体系的发育
,

呈现 出海 (湖 )与陆地过

渡构造带与过渡型沉积体系的藕合关系
。

此外沿中部东西向构造带在奥陶系顶部风化壳

内发育东西 向的岩溶低地 [e]
,

发育下古生界过渡型

的构造热演化分区 [5] ; 盆地南北新构造体系明显不

同〔7 〕
,

并且现今盆地南北不 同地貌的分界线亦位于

该带 内
。

这些都支持中部构造带的存在
。

该构造带的显著特点是构造 幅度小 [sJ
,

兼具盆

地南北构造单元的特征
,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

因此
,

又称之为中部东西向过渡构造带
。

该构造带活动时

限长
,

最早可推至中元古代
,

最晚至今仍有活动的迹

象
,

是控制盆地南北差异的关键性构造带
。

图 2 鄂尔多斯盆地早二叠世晚期古地理图

冲积平原 ;2
.

三角洲 ; 3
.

湖泊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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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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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构造带的成 因与盆地南北基底结构不同有

关
。

此外
,

从区域地质背景上看
,

特提斯构造体制的

远程效应对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影响较强
,

而古蒙古

洋构造作用对盆地北部影 响更大
,

其直接结果导致

南北两块体的差异运动
,

从而形成南北两块体之间

的过渡带
。

而该过渡带可能是古生代秦岭造山带与

兴蒙造山带的造山作用对华北陆块影响的交汇转换

带
。

因此
,

古生代鄂尔多斯 盆地的构造与沉积分异

主要为南北向
,

在此基础上
,

受贺兰坳拉槽的影响又

登加了东西向的构造与沉积分异
。

2 中部东西向气聚集区带分布及其

共性

鄂尔多斯盆地的气聚集区带在
“

八五
”

期间已进

行过深人的研究困
。

气聚集区带分布见图 3
。

由该

图可以看出
,

除伊盟预测气聚集带外其它气聚集区

带皆分布在中部构造带上
。

故将这些气聚集区带归

人更高级别的中部东西向气聚集区 (图 3 )
。

与以前

明显不同的是
,

将中部气聚集 区降级为中部气聚集

带
,

并增加 了吴堡气聚集带
。

2
.

1 构造背景的同一性

鄂尔多斯盆地 目前 己发现 的工业气 田刘家庄
、

胜利井
、

长庆
、

镇川堡
、

吴堡等无一例外 皆分布于中

部构造带上
,

而盆地其它地 区仅有个别井有气显示

或少量的工业气流
。

这种工业气田的带状分布与中

部过渡构造带的吻合不是 偶然的
,

反映着 中部构造

带对它们成藏及分布 的控制作用
。

2
.

2 产气层位的一致性

该气聚集区上的工业气藏皆位于奥陶系的碳酸

盐岩或上古生界石炭至二叠系煤系地层中的砂岩之

中 (表 1 )
。

2
.

3 气源岩的相似性

尽管对鄂尔多斯盆地气源的研究尚有争议
,

但

园
l

匡互卜区口
3

团
4

仁二」
5

图 3 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聚集区带分布及有利区

块预测 (据戴金星 [6j 等资料改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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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气 田的气源均与奥陶系或石炭 一 二叠系的烃源

岩有关 [ ,
,

, ]
。

2
.

4 纯气藏的单一性

位于中部过渡构造带上的气藏均为纯气藏
,

显

表 1 气聚集带的产气层位和储层类型

T ah le 1 G as
.
g e n e r a tln g h优iZO nS an d n 巴祀r v o ir typ 昭 。f g as ac c u ln ul at ion be lts

序 号 气聚集带 产气层位 储层类型

横山堡

天池 一 李家场

长 庆

镇川堡

吴堡

石炭系
、

二叠系

石炭 系
、

二叠系
、

奥陶系

石炭系
、

二叠系
、

奥陶系

石炭 系
、

二叠系
、

奥陶系

石炭系
、

二叠系

砂 岩

砂岩
、

碳酸盐岩

砂岩
、

碳酸盐岩

砂岩
、

碳酸盐岩

砂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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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良好的一致性
。

根据以上特征将横 山堡
、

天池一李家场
、

中部
、

镇川堡
、

昊堡等气聚集带归人更高级别的气聚集区
,

这样就以中部构造带为背景将这些气聚集带依据成

因联系起来了
。

3 典型气聚集带分析

就目前的研究程度
,

对中部气聚集区的论述似

乎还不充分和令人信服
,

已发现气 田的形成分布是

否一定受到中部构造带的控制 ? 是否形成一个与中

部构造带相藕合的气聚集区 ? 这里两个非常
“

巧合
”

的现象极为引人注 目
:
为什 么南北 向延伸数百千米

的晋西挠褶带和西缘冲断带仅在与中部构造带相叠

合的部位才有气藏 ? 而在这两个构造带的其它部位

至今未有工业气藏的发现
,

甚至见气的单井都很少?

究其本质
,

横山堡与吴堡气 聚集带 的形成受控于 中

部东西向构造带
,

而这两个气聚集带的存在也反证

了中部气聚集区存在 的可信性
。

3
.

1 吴堡气聚集带

吴堡气聚集带位于晋西挠褶带 的中部
,

典型气

藏为昊堡水动力复合气藏 [l, 5」
。

目前该气藏控制储

量较少
,

仅被当地小规模 开采利用
。

该气聚集带 的

形成与中部过渡构造带有密切关系
。

3
.

1
.

1 发育局部的烃源岩 中心

海西期
,

由于受 中部构造带的影响
,

在吴堡一带

形成东西向的浅凹带
,

北部为 吕梁古隆起
,

南部为中

条古隆起
。

华北海水 自东向西侵人时
,

首先在此部

位侵人
,

先行沉积的本溪组地层在区内呈 中间厚
、

南

北薄的特点
。

在缓德 一 离石一带形成 了局部的烃源

中心
。

在本区
,

太原和 山西组含煤 n 层
,

累积厚 达

8 一 15m
,

是聚煤 中心
,

成为极好的煤成气气源岩 .
。

3
.

1
.

2 三角洲砂体发育

本区虽然不在佳县 三角洲体系的主体带上
,

但

仍然发育该三角洲前缘 的砂体
。

产气层位的山西组

即下石盒子组底部的三角洲前缘砂体
,

岩性以细
、

中

粒长石石英砂岩为主
,

.

物性条件较好
。

而该三角洲

沉积体系受控于中部过 渡构造带
,

为中部三角洲发

育带的一个组成部分
。

3
.

1
.

3 储气构造发育

吴堡地区为一两翼近于对称的东西向大型鼻状

隆起
。

该构造东翘西倾
,

北侧被 断层 切割川
。

这

样
,

一个发育于西倾单斜背景上 的鼻状 隆起就成 为

气体运移聚集的有利部位
。

在构造高部位钻井出气

证明了这一点
。

3
.

1
.

4 东西 向构造发育

晋西挠褶带北起偏关
,

南至乡宁
,

南北向延展四

百余千米
。

主干构造 以南北或近南北 向为主
。

但
.

是
,

极为引人注 目的是中部柳林一带发育东西走向

的构造而与该挠褶带其它地段有 明显的不同
。

这些

东西向构造有宽缓背斜
、

断面南倾的正断层和一系

列宽缓的短轴褶曲
,

包括前述的吴堡大型东西 向鼻

状隆起
。

这些东西 向的构造发育在 中部构造带内
,

成为该构造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该区东西 向构造 以

及吴堡气聚集带位于中部构造带上
,

这决不是一种

简单的巧合
,

反映着它们内在的必然联 系
。

3
.

2 横山堡气聚集带

横山堡气聚集带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

中部 的横山堡段
。

已发现刘家庄
、

胜利井
、

摆晏井
、

免东等工业气田
。

产气层位为山西组 一 石盒 子组
,

储层为三角洲沉积体系中的河流相砂岩
。

产气构造

为背斜
、

半背斜
,

属典型的构造气藏
。

个别气藏岩相

变化对气藏分布有控制作用
,

成为构造
一

岩性复合气

藏
。

横 山堡气聚集带的产出位置十分耐人寻味
。

论

生油条件这里距生烃中心较远
,

古生界的生烃中心

在乌达
、

韦洲等地 ;论构造条件这里并不是构造高部

位
。

那么
,

为什么唯独在此产出工业气藏? ! 究其本

质与中部构造带的控制有关
。

3
.

2
.

1 有利的生储盖组合

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
,

在横 山堡一带 由于受 中

部构造带的控制形成局部凹 陷
,

从而发育局部 的烃

源中心
。

该烃源岩为太原组 和山西组煤系地层
,

厚

度在 1 4 0 一 3 0Om 之 间
,

平均为 223 m
。

暗色泥岩厚

度一般为 100 一 1 7 0 m
,

煤层厚度为 10 一 25 m
。

暗色

泥岩有机碳平均含量为 1
.

8 %
,

氯仿沥青
“

A’
,

含量为

0
.

09 %
,

总烃含量为 4 30 x l0
’ 6

,

属较好的烃源岩
。

有机质的热演化 已达成熟 阶段
,

据本区 12 口井 的

3 2 个分析数据
,

气煤反射率为 0
.

5 4 % 一 0
.

9 6 8 %
,

其

中 3 0 个为 0
.

6 % 一 0
.

9 % .
。

汪泽成
.

鄂尔多斯盆地晋西地 区上古生界岩相古地理研究及油气地质综合评价
.

19 9 6
.

戴金星
,

等
.

我 国天然气聚集 区带 的划分
、

特征及大中型气田预测 1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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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过渡构造带控制形成的过渡型三角洲沉积

体系形成极好的储盖组合
。

横山堡气聚集带位于该

三角洲沉积体系的主体带上
,

成藏的储盖组合有利
。

3
.

2
.

2 东西与南北向构造的叠合改造

长达 600 余千米的西缘冲断带可分为北
、

中
、

南

3 段
,

中段横山堡段与南
、

北两段有显著的差别 (图

4 )
。

构造地貌显示
,

北段 以桌子 山为主体构成盆地

西北缘的边界带 ; 南段由沙井子
、

青龙山
、

罗 山等冲

断带组成
,

断续出露地表形成一 系列 山岭 ;与南
、

北

两段强烈反差的是中段全部隐伏于地下
。

断块构造显示
,

在南北 向断裂体系的基础上中

段有较南
、

北段更为发育的东西向断裂构造
,

将南北

向断裂切割成多个小断块
。

而且中段南
、

北 尚发育

两条横穿西缘冲断带的大断裂 (图 4 )
,

其中以刘家

庄一青铜峡大断裂最为明显
。

该断裂为横山堡段的

南部边界
,

向西经过贺兰 山南端与龙首山 一 查汗布

勒格大断裂相接
。

后者是控制巴彦浩特盆地形成的

一条重要深大断裂
。

刘家庄 一 青铜峡断裂在晚古生

代就己存在
。

它对该断裂两侧地层发育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
。

如贺兰山区有厚达千余米的中
、

上石炭统
,

缺失白里系及第三系
。

而在马家滩 以及大
、

小罗山

一带中
、

上石炭统仅七百余米厚
,

白至系及第三系厚

度却很大〔
’0]

。

该断裂造成了中段横山堡段有与南

段不同的边界条件
,

使其在西缘冲断带形成时有可

能形成与南段不同的构造样式
。

该断裂是 中部构造

带西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横山堡段北部以正义

关断裂为界
。

该断裂位于石咀山北
,

贺兰山北段
,

在

地貌上有明显的反映
。

反向冲断显示
,

南
、

北两段冲断方向由西向东
,

但中段则是 自东向西 与整个西缘 冲断带极不协 调

(图 4 )
。

如果着眼于广义的西缘断褶带
,

那么包括

贺兰山和银川地堑的西缘断褶带中段与南
、

北两段

的差别就更为明显
。

在统一的力学机制下形成的西缘冲断带怎么会

形成中段与南
、

北两段 的明显不 同? 特别是横山堡

段为什么出现自东向西的与整个西缘带 自西 向东极

为不协调的逆冲方向? 这些问题一直未有很好的解

释[ll
,

121
。

基于中部过渡构造带的发现
,

我们推论
,

造成这些地质现象的原因是西缘冲断带与中部过渡

构造带的相互盈加与复合 [8]
。

而这一 因素是造成

本段形成气聚集带的重要控制因素
。

横山堡段东倾

的冲断层与南
、

北两段西倾的冲断层就是以青铜峡

O 砚 口

O 沙井子

0 0 ¹ ¼

\嚓琳

O 陇县

图 4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构造简图闭

工
.

桌子 山段 ; fl
.

横山堡段 ; 111
.

马家滩段 ; W
.

沙井子段

1
.

牛首山一 固原断裂 ;2
.

下马关 一华亭断裂 ;

3
.

青龙山 一 平凉断裂 ;4
.

惠安堡 一 沙井子断裂 ;

5
.

岗德尔山东麓断裂 ; 6
.

桌子山东麓断裂 ;

7
.

贺兰 山东麓断裂 ; 8
.

黄河断裂 汐
.

清水河断裂 ;

10
.

海原 一 六盘山断裂 ; 11
.

西吉断裂

Fi g
.

4 Sk et ch rna p sha 俪ng thi 旧s t

~
stru

ctU r e

in the ~
tern m aJ茗I n of the C卜d仿 B as in

一刘家庄以及正义关两条近东西 向的断裂实现
“

转

换
”

的
。

4 结语

尽管鄂尔多斯盆地中部东西向气聚集区的确定

是初步的
,

有关中部东西向构造带的特征
、

性质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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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鄂尔多斯盆地中部东西向天然气聚集区带研究 15 1

因及其对气藏形成和分布的控制作用的论述仍不充

分
,

诸多方面尚需深人研究
,

但是这种工业气田带状

分布于盆地中部东西一线不是偶然 的
,

中部构造带

对它们成藏以及分布的控制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

期

望对它的研究能引起重视
。

而这一研究对阐明盆地

内天然气的生烃部位
、

储集空间
、

封堵圈闭
、

保存状

态的背景演变和现在定位的规律有积极意义
,

对于

天然气勘探亦会有重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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