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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老油区油气成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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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盆地沉降史、盆地热史模拟(瞬变热流模型)、烃源岩成熟史分析及流体包裹体等方法技术研究了中国东部老油区烃源

岩、储集层及区域盖层的主要发育层系与特征,输导层体系、生、储、盖层发育分布及其与构造运动、油气运移在时间上的配置关

系,分析了该区的油气保存条件、主要成藏期次和主要油气藏类型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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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成藏不是孤立的事件,除生、储、盖、圈、运、

保等诸多地质要素外, 更重要的是这些控烃因素在

地史发展演化过程中的时空匹配关系。盆地内油气

富集程度的不均一性,一是由于这些要素差异;二是

这些控烃地质因素在地史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处不同

地区、不同时期匹配不同。烃源岩、储集层、盖层及

生储盖配置、圈闭、运移和保存等油气成藏要素的基

本特征及其在时空上的相互匹配关系, 决定了盆地

内油气的富集状况。其中, 烃源岩是油气成藏的基

础,储集层是油气的富集场所,盖层决定油气的富集

程度,圈闭是油气的最终储集地,运移通道决定了油

气最终能抵达的范围, 对于具有多次活动的含油气

盆地,保存条件决定了早期形成的油气藏在现今所

能存留的程度。经过多年的勘探,中国东部老油区

已经发现 150余个油(气)田, 且以构造油气藏为主,

主要勘探凹陷中的构造圈闭大都已被发现, 目前的

勘探目标已经转向地层及岩性油气藏。本文通过对

中国东部老油区油气藏特征的分析研究, 探讨了该

区油气藏形成及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成藏特征,

以期为今后的勘探提供借鉴。

1  烃源岩发育特征

大量油源对比及地化指标研究结果表明
[ 1, 2]

,

中国东部老油区烃源岩的主要发育层系为下第三系

古新统和始新统(表 1)。其中,渤海湾盆地的烃源

岩发育在下第三系始新统和渐新统; 苏北盆地高邮

凹陷的烃源岩发育在下第三系古新统及白垩系上

统,金湖凹陷的烃源岩发育在下第三系古新统; 南襄

盆地、江汉盆地、百色盆地的烃源岩均发育在下第三

系始新统。这些烃源岩(多套、多层系)埋深不一、演

化各异,大都生烃能力巨大,它们为各凹陷提供了丰

富的油源。

中国东部老油区烃源岩的研究一直伴随油田的

勘探开发全过程, 对单个凹陷、单个盆地内的烃源岩

研究程度较深, 但全区的对比评价研究不多。本文

根据中国东部老油区烃源岩的沉积和地球化学等特

征的分析研究,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对中国东部老

油区烃源岩进行了分区、分层位、分类评价。

地质条件和地化特征分析表明,中国东部老油

区各个凹陷烃源岩形成时的构造、水体深度、气候、

水介质条件等因素决定了烃源岩的基本特征,因此

评价指标中还考虑了最能反映泥岩沉积环境的沉积

相,将其作为评价的一个参数。

生烃强度是反映地史演化中有机质丰度、类型

和成熟度综合影响的参数,更能直接表征盆地和凹

陷内生烃能力的大小, 在进行烃源岩分类评价时将

其作为最直接的评价参数。

通过对中国东部老油区主力烃源岩进行系统分

析研究,将各层系烃源岩分出一类区、二类区和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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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东部老油区主要凹陷主力烃源岩分布层位

Table 1  Horizon distribution of key source beds in principal sags of the East China old f ields

地层

渤海湾盆地 南襄盆地 苏北盆地 江汉盆地

东营

凹陷

沾化

凹陷

车镇

凹陷

惠民

凹陷

东濮

凹陷

泌阳

凹陷

南阳

凹陷

高邮

凹陷

金湖

凹陷

潜江

凹陷

百色

凹陷

渐新统 E3s
1 E 3s

1 E3 s
1

始新统

古新统

上白垩统

E2 h
2 E2 h

2

E2s3 E2s3 E 2s3 E2 s3 E2 s3 E2 h3 E2 h3 E2 q4- 2

E2s4 E2s4 E 2s4 E2 s4 E2 s4(上) E2 x下 E2n1- 2

E1f 4 E 1f 4

E1f 2 E 1f 2

K 2 t2

区 3个评价等级,评价结果表明这些地区的烃源岩

多数属一、二类区。

其中一类区有 26 个层区: 东营凹陷 E2s
4(上) 和

E2 s
3(下) ,沾化凹陷 E2 s

4(上) 及 E2 s
3(下)等层几乎占整个

凹陷面积的 4/ 5左右;泌阳凹陷主体;东濮凹陷主要

层位的主要次凹;金湖、高邮凹陷 E1 f
2
一类区面积

较小。

二类区有 37个层区:除在上述一类区外围呈环

带分布外,主要还有东营凹陷 E2s
3(上) ; 车镇和惠民

凹陷 E2s
4(上) ; 南阳凹陷 E2 h

3 和 E2h
2 ; 潜江凹陷

E2 x
下 ;百色盆地东部和高邮、金湖凹陷 E1 f

2及 E1 f
4

大部分地区。

一、二类区烃源岩的生油母质以Ⅰ, Ⅱ1 型为

主,水生藻类生物等是主要的有机显微组分; 有机质

丰度较高, 生烃贡献大。但各个凹陷烃源岩的有机

质丰度相差较大,如东营凹陷主要烃源岩的有机碳

含量平均为 1. 6% ~ 3. 5% , 而金湖、高邮凹陷烃源

岩的有机碳含量平均约为 1. 18% ~ 1. 48%。

中国东部老油区主力烃源岩有机质的演化程度

基本上都处于生油高峰 ) 凝析油 ) 湿气阶段, 东濮

凹陷 E2s
3
在深凹处可能已达到干气阶段。

为了便于横向对比, 把单层烃源岩评价分区在

各凹陷叠加起来,各类源区取叠加后的最大面积。

在东营、沾化、车镇凹陷,一类及二类源岩都占

绝对优势,其中一类区面积都在 400 km2 以上,一、

二类区总面积在 1 000 km2 以上, 占凹陷总面积的

40%以上,明显好于东部其它凹陷;泌阳凹陷一、二

类烃源岩总面积虽然仅有 400 km
2
, 但大部分属一

类区,一、二类区占凹陷总面积的 40%以上,且最大

生烃强度高达 18 @ 106 t / km2 , 源岩品质较好, 具有

小而肥的特点; 南阳凹陷和百色盆地没有一类源区,

二类区面积小,占凹陷面积的 1. 8%和 14. 3%, 生烃

强度也不大,明显不如其余凹陷。

2  储集体类型及特征

由于构造演化的分段性和多旋回性, 中国东部

老油区主要凹陷均发育有多套沉积组合体系。从整

体来看,第三系共发育有河道砂体、冲积扇、滨浅湖

滩坝砂体、扇三角洲、三角洲、水下扇、浊积扇和滑塌

浊积扇等 8种类型的储集砂体。不同类型的储集体

储集性能差异较大,下第三系的储集体受沉积环境、

成岩作用和构造活动等控制,储集性能变化较大;上

第三系储集层为分布广泛的河流相砂体, 砂体纵、横

向岩性变化较大, 但砂组稳定, 砂岩成岩作用弱, 胶

结疏松,以泥质胶结为主,储集性能好。

3  盖层特征

盖层在油气运移和保存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是油气聚集成藏的必备条件,丰富而复杂的油

气聚集与多种优质盖层的存在密不可分。区内主要

发育有 2类重要的盖层, 区域盖层对油气起整体封

盖作用,局部盖层对油气聚集成藏起直接的遮挡作

用。中国东部老油区的所有油气富集层及油气探明

储量最大的层位均位于区域盖层(表 2)之下, 如勘

探程度较高的东营凹陷沙二段油藏所探明的储量最

大,区域盖层是沙一段;沾化凹陷馆陶组探明的储量

最大,区域盖层是明化镇组;东濮凹陷沙二段所探明

的储量最大,区域盖层是沙一段。

各盆地(凹陷)的区域盖层主要是在盆地断陷阶

段形成的。渤海湾盆地和苏北盆地断陷阶段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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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东部老油区主要凹陷区域盖层分布层位

Table 2 Horizon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caprocks in principal sags of the East China old fields

地层
东营

凹陷

沾化

凹陷

车镇

凹陷

惠民

凹陷

东濮

凹陷

泌阳

凹陷

南阳

凹陷

高邮

凹陷

金湖

凹陷

潜江

凹陷

百色

凹陷

上第三系 Nm

渐新统 E3s
1 E3s

1 E 3s
1 E3 s

1 E3 s
1

始新统

E2 h
1 E2 h

1

E2s
3 E2s

3 E 2s
3 E2 s

3 E2 s
3 E2 h

3 E2 h
3 E2 q

1

E2 x下(顶) E2 n

古新统
E1f 4 E 1f 4

E1f 2 E 1f 2

湖 ) 深湖相沉积范围广、厚度大,对下伏油气起到了

较好的封盖作用,而南阳、潜江凹陷和百色盆地断陷

阶段沉积相对较小、厚度亦较薄,对下伏油气的封盖

作用较差,这也是这些地区油气分布分散、规模小的

主要原因。

4  油气输导体系

中国东部老油区油气运移的输导体主要有: 连

通的骨架砂岩体、断层、不整合面。连通的骨架砂体

包括同一层位连通的砂体和空间上多层位跨层连通

的砂体。平面连通砂体主要取决于储集层成因类型

及分布,如河道骨架砂体、三角洲骨架砂体等具有良

好孔渗性能的砂体,是沉积盆地内发育的同沉积输

导体;空间连通砂体取决于具有良好孔渗性能的砂

体在垂向上的叠置关系, 如沿陡坡带发育的砂砾岩

体、扇三角洲砂体的层层叠置构成了穿层连通体, 此

种连通方式在东营凹陷北部、东濮凹陷东部的陡坡

带表现最为明显。

断层和裂缝系统亦是中国东部老油区重要的输

导体。其中生长断层及其派生的裂缝对油气的运移

和聚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各凹陷的控凹边界

断层等。

作为Ⅰ, Ⅱ级层序界面的不整合面对油气运移

亦起较大的作用。在Ⅰ, Ⅱ级层序界面上除存在冲

刷不整合面外, 还有下切水道充填复合体,它们可以

作为油气运移的输导体。层序界面对盆地超覆带和

剥蚀带油气成藏起重要作用, 油气可沿不整合面作

长距离侧向运移,直到在合适的地方聚集成藏。

5  油气成藏期与期次

油气运移和聚集的时间(油气成藏期)以及油气

成藏期次的确定不仅是油气成藏研究的关键环节,

也是揭示油气成藏过程、建立成藏模式的重要途径。

5. 1  流体包裹体研究确定油气成藏期次与充注时间

盆地模拟结果反映的是烃源岩的生烃情况,而

流体包裹体分析有助于对油气成藏特点有直接的理

解,同时也是对盆地模拟结果的验证和补充。为了

对东部老油区主要凹陷的油气成藏期次有更深一步

的认识,本次研究对高邮凹陷流体包裹体进行了测

试研究。

矿物内的流体包裹体是成岩成矿流体的原始样

品。无论是烃源岩中发生的油气初次运移,还是油

气在运移通道中进行的二次运移, 沉积物只要发生

结晶和重结晶作用、胶结充填以及自生矿物的形成

作用,均可能在矿物中形成包裹体。当介质中有油

气存在时即可形成烃类包裹体; 当介质中只有盐水

溶液时则形成盐水包裹体
[ 3, 4]
。这些包裹体记录了

烃类流体和孔隙水的性质、组成、物化条件和地球动

力学特征。不同的油气运移、聚集期次所形成包裹

体的物化特征不同。一般认为, 盐水包裹体的均一

温度代表了矿物成岩温度或围岩古地温, 因此测定

盐水包裹体的温度, 就可以分析油气运移进入储层

时的古温度及时间。

为研究高邮凹陷油气成藏期次及成藏时期,我

们选取了位于深凹至斜坡带的 4口钻井分别采集阜

宁组、戴南组砂岩样品进行流体包裹体分析研究。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测定表明,戴南组砂岩内

发育有早、晚 2期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明显地分为

2组(表 3)。流体包裹体荧光显示表明,苏 136井戴

南组砂岩颗粒微裂隙内的有机包裹体主要存在于晚

期裂隙中。由该井晚期裂隙中盐水包裹体所测的均

一温度及本区的古地温梯度
[ 5~ 7]
计算包裹体形成时

的埋深为2891m , 即在盐城组沉积之后。前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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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苏北盆地高邮凹陷戴南组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测定数据

Table 3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of fluid- inclusions in

Dainan Formation of Gaoyou sag, the North Jiangsu basin

井号 层位 深度/ m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 e

早期 晚期

苏 136 E2d 1 2 707. 6 103~ 117 133

苏 122 E2d 1 2 095. 3 125~ 145 161~ 180

        注:苏 122井火成岩发育,均一温度偏高。

表 4  苏北盆地高邮凹陷阜宁组三段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测定数据

Table 4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of f luid- inclusions in E1 f 3 of the Gaoyou sag, the North Jiangsu basin

井号 层位 深度/m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 e

早期 中期 晚期

苏 136 E1f 3 3 631. 74 101~ 109 116~ 133 140~ 158

苏 122 E1f 3 2 503. 73 108~ 127 148 175~ 185

苏 143 E1f 3 2 089. 20 88~ 98 112~ 145 154~ 162

        注:苏 122井火成岩发育,均一温度偏高。

该区戴南组及其以上层位的原油进行了油源对比,

认为其油源为阜宁组四段, 这表明阜宁组四段的主

要生排烃期和戴南组及其以上层位的主要成藏期均

在盐城组沉积之后。

阜宁组三段砂岩发育早、中、晚 3期流体包裹体

(表 4)。流体包裹体荧光分析表明, 苏 136 井阜宁

组三段砂岩颗粒微裂隙内的有机包裹体主要存在于

中期裂隙中, 其次为晚期裂隙。根据苏 136井晚期

裂隙中盐水包裹体所测出的均一温度及本区的古地

温梯度计算结果,分析认为包裹体形成时的埋深为

3 239 m,即在下盐城组沉积之后。中期裂隙中盐水

包裹体所测出的均一温度及本区的古地温梯度计算

获得其形成时的埋深为 2 707 m, 形成期为三垛组

沉积之后。前人对该区阜宁组三段的原油进行了油

源对比,认为油源为阜宁组二段,这表明阜宁组二段

原油的主要生排烃期为三垛组沉积之后, 其次为下

盐城组沉积之后;阜宁组三段的主要成藏应在三垛

组沉积之后,其次为下盐城组沉积之后。

5.2  烃源岩生烃高峰确定油气成藏期和成藏期次

烃类在圈闭中的逐渐聚集(成藏)是一个聚、散

作用同时存在且聚多散少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发

生的时间主要受生烃高峰的控制,在封盖条件较好

时,只要有大量生成的烃源不断补给,圈闭中就能聚

集烃形成油气藏。油气成藏期除主要受生烃高峰控

制外,还受其它控烃地质因素及诸因素的时空匹配

关系的控制。

本次研究利用 BA SIN-MOD 盆地模拟系统,

采用瞬变热流模型恢复了中国东部老油区不同凹陷

典型井的热史和主要烃源岩的生排烃史。中国东部

老油区主要凹陷主要烃源岩生烃高峰模拟结果(图

1, 表 5)显示: 1)下第三系烃源岩具有 2个明显的生

排烃高峰( 2个成藏高峰期) , 分别为 25~ 20 Ma 和

5~ 0 Ma; 2)具有特别明显的晚期成藏的特点, 5~

0 M a生烃高峰占有绝对的优势。

高邮凹陷主要烃源岩的生烃速率及生烃高峰时

间与有机包裹体分析的油气运移时间及期次相吻

合, 表明本次研究采用的BASIN - MOD盆地模拟

图 1  中国东部主要凹陷主力烃源岩生烃高峰期直方图

F ig. 1 H isto gr am of hydro ca rbon generation

peaks o f the Low er T ertiary key source beds

in pr incipal sags of 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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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东部老油区主要凹陷下第三系主力烃源岩生烃高峰及生烃速率

Table 5 Hydrocarbon generation peaks and rate of the Lower Tertiary key source beds

in principal sags of East China old f ields

盆地 凹陷 典型井 烃源岩层 生烃高峰/ Ma 生烃速率/ ( mg # Ma- 1)

渤

海

湾

盆

地

东营凹陷 利 101井

沾化凹陷 渤深 4井

惠民凹陷 阳 1井

车镇凹陷 车 25井

东濮凹陷 濮深 4井

E2 s4(上)底

E2 s3 底

E2 s4 底

E2 s
3 底

E2 s
1 底

E2 s
4 底

E2 s3 底

E2 s4 底

E2 s3 底

E2 s3( 4)底

E2 s3( 3)底

E2 s3( 2)底

E2 s3( 1)底

24. 6~ 23. 6 6. 67

0. 9~ 0 32. 58

23. 6~ 22. 6 3. 32

0. 9~ 0 11. 92

23. 3~ 22. 3 10. 25

3. 9~ 3. 3 50. 94

2. 92~ 1. 90 84. 9

1. 0~ 0 18. 05

24. 4~ 22. 4 1. 51

0. 9~ 0 10. 15

25. 4~ 21. 0 0. 2

0. 9~ 0 35. 8

24. 6~ 23. 6 0. 27

0. 9~ 0 6. 74

2. 0~ 0 0. 47

31. 81~ 30. 76 56. 71

26. 21~ 25. 40 63. 85

25. 51~ 24. 47 65. 21

0. 9~ 0 12. 76

24. 70~ 23. 68 27. 17

1. 0~ 0 23. 35

苏

北

盆

地

南

襄

盆

地

高邮凹陷 花 2井

金湖凹陷 河参 1井

泌阳凹陷 泌 185井

南阳凹陷 张 18井

E1 f
4 顶 0. 88~ 0 6. 04

E1 f
4 底 0. 88~ 0 11. 59

E1 f
2 顶 12. 62~ 11. 27 10. 21

E1 f 2 底 41. 99~ 40. 30 20. 81

E1 f 4 顶 0. 88~ 0 14. 89

E1 f 4 底 11. 20~ 9. 92 12. 12

E1 f 2 顶 43. 8~ 42. 50 41. 75

E1 f 2 底 41. 84~ 40. 33 23. 38

E2 d底 34. 40~ 33. 56 49. 42

E2 h3(下 )底 13. 6~ 12. 6 11. 97

E2 h3(上 )底 12. 6~ 11. 8 1. 50

E2 h3(下 )底 21. 6~ 20. 7 18. 17

E2 h2(下 )底 0. 9~ 0 8. 18

E2 h2(中 )底 0. 9~ 0 3. 38

E2 h
2(中 )顶 0. 9~ 0 0. 7

百色盆地 百 20井

E2n
3 底 25. 0~ 24. 0 16. 10

E2n
2 底 24. 0~ 23. 0 8. 98

E2n
1 底 24. 0~ 22. 0 0. 78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广深 1井

E 2q
4(下) 底

E 2q4(上) 底

E2q3 底

36. 8~ 35. 9 17. 93

26. 8~ 26. 2 98. 47

26. 8~ 26. 2 3. 88

8. 72~ 7. 91 2. 62

26. 8~ 26. 2 0. 58

系统较适合此类盆地的分析研究。

根据本次盆地模拟结果, 中国东部老油区主要

凹陷成藏的时间和期次大体可以分为 2类。第一类

是目前已过生烃高峰的(即早期成藏的)凹陷或层

位,有:东濮凹陷的沙三4、沙三3 , 高邮和金湖凹陷的

阜宁组二段,潜江凹陷的潜四段,泌阳凹陷的大仓房

组以及百色盆地的那一、那二、那三段; 第二类是目

前正处于大量生排烃阶段的凹陷或层位, 有:济阳坳

陷沙四和沙三段, 高邮和金湖凹陷的阜宁组四段,泌

阳凹陷的核三段以及潜江凹陷的潜三段。第一类凹

陷或层位的勘探重点应该是与生排烃高峰相匹配的

圈闭(构造或岩性) , 构造演化分析特别是古构造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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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第二类凹陷或层位, 则主要

是寻找现今的圈闭(构造或岩性砂体) , 应重点进行

精细的三维构造解释和高精度的层序地层研究。

6  油气运移及保存

在下第三纪, 中国东部老油区第三系断陷盆地

基本都处于持续下降接受沉积阶段,直至渐新世末

的构造运动才开始萎缩、上升遭受剥蚀,但剥蚀量较

小,剥蚀时间亦较短;此时下第三系下部(如渤海湾

盆地的沙四、苏北盆地的阜宁组二段)的烃源岩进入

生烃高峰期,同时形成了许多可供油气储集成藏的

圈闭及小断距断层、裂缝等油气运移通道, 因此, 此

次构造运动对油气的运移聚集成藏比较有利, 所造

成的油气散逸量也较小。上第三纪,盆地又开始整

体下降接受坳陷式沉积, 这不仅促使下第三系烃源

岩进一步成熟生烃、成藏,也使早期形成的油气藏得

到了更好的保存。

7  油气藏类型

中国东部老油区发育多种类型的油气藏, 按圈

闭形态划分有构造圈闭、岩性圈闭和地层圈闭以及

复合型圈闭油气藏[ 8~ 17]。构造油气藏主要有披覆

背斜、牵引背斜、调节背斜、盐底辟背斜、反向屋脊断

块和同向断块、地垒式断块(东濮凹陷文明寨油田)、

夹角式断块等油气藏。岩性油气藏主要有透镜体油

气藏、岩性上倾尖灭、生物礁、火成岩、缝洞型等油气

藏。地层油气藏(不整合油气藏)主要与构造运动前

造成的削蚀作用和超覆沉积作用有关, 包括地层超

覆不整合油气藏、地层剥蚀不整合油气藏和基岩断

块、残丘潜山油气藏等类型。复合型油气藏可分为

构造- 岩性、构造- 地层、地层- 岩性等类型。

除了上述 4类主要油气藏类型外, 区内还发育

有特殊类型的油气藏,如火成岩遮挡(富民戴南组油

藏)、盐丘构造(广南油藏)、盐墙遮挡、盐相变遮挡油

气藏等。

8  成藏特征

综上所述, 中国东部老油区油气富集成藏的特

征主要有: 1)有优质烃源岩发育,烃源岩主要发育在

下第三系,且以Ⅰ,Ⅱ类区为主; 2)发育有河道砂体、

冲积扇、滨浅湖滩坝砂体、扇三角洲、三角洲、水下

扇、浊积扇和滑塌浊积扇等 8种类型的储集砂体; 3)

盖层发育,一般有 2~ 3 个区域盖层发育; 4)输导体

类型多,主要有连通的骨架砂砾岩体、断层及不整合

面; 5)生、储、盖发育,且在时间上与构造运动、油气

运移配置良好; 6)具有较好的油气保存条件; 7)一般

有 1~ 2个油气成藏期; 8)主要油气藏类型有 4大类

近 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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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FORMING FEATURES OF OLD OIL FIELDS IN THE EAST CHINA

Tan Caiping1 , L iu Cuirong2 , Zhou Xinke2 , Liu Bin2 , Zhou Xiao jin1 , Cheng Xiao ling1 , Li Haih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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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ear ch Ins titute of Petr oleum Exp loration and Production, S IN OPEC, Beij 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source ro ck maturity stag e, fluid- inclusions and history simulat ion o f sed-i

mental basin set ting and thermal evolut ion ( tr ansient thermal f low model) , it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dist ribut ion pat terns of key source beds, reserv oir and cap roc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matching r elat ion-

ship dur ing basin evolution period in the old fields of East China. The source-reservoir-caprock system dis-

tribution and the matching features o f o i-l and-gas m ig rat ion, accumulat ion and main t rap fo rming t ime and

the petro leum enrichment characteristics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reservoir type; poo-l form ing feature; old o il f ields; the 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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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ALEO-OCEANS IN THE LATE PALEOZOIC

AND THEIR CONTROL TO BASINS IN CHINA

Gao Chang lin, Ye Deliao , Huang Zeguang, L iu Guangxiang , Ji Rangshou, Qin Deyu

( Wux i Resear ch I 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 SIN OPEC, Wux i , J iangsu 214151, China)

Abstract: T w o impo rtant geolog ic events took place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Paleozoic: the Ancient Middle

Asian Ocean underrode and consumed during the Late Devonian to Early Carboniferous, and the Xing-

Meng orogenic belt combined the Ancient China and the Siberia P lates into the giant A ncient Asian Plate;

the Palaeotethy s expanded and the SES edge of ancient Asia detached. 3 types of prototype basin w ere ge-

nerated in the Ancient Asian Craton f rom the Late Peleo zoic to T riassic: 1) converg ent edge basin, mainly

in the southern edge of D2+ 3-C No rth Plate, one side or both sides of the D-C central oro genic belt , and the

southern o f P2-T South China Plate; 2) detached edge basin, dist ributed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w estern

edge o f South China Plate and the southern edge of Tarim basin; 3) inner Craton basin, including inner

plat fo rm depr ession, fault-depr ession o r fault , rift and aulacogen from remaining basin.

Key words: oi-l and-gas basin; g eo st ructure; palaeo-ocean; the Palaeo zoic;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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