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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柴达木盆地北缘块断带德令哈断陷是一个勘探程度很低的地区暎通过野外露头石油地质考察棳结合目前钻井暍地震资料综

合研究认为棳区内广泛发育中生界侏罗系和古生界石炭系泥岩暍碳酸盐岩和煤系烃源岩棳奥陶系泥岩和碳酸盐岩也是较好暘好烃

源岩椈储层发育棳中新生界油气储层都为砂岩暎德令哈断陷为两凹夹一隆的构造格局棳区内构造发育棳圈闭类型多样棳数量多棳面
积大棳埋藏深度多小于棿棸棸棸旐棳有利于钻探暎预测油气总资源量在棻棸暳棻棸椄旚以上棳是油气勘探的有利地区棳有良好的勘探前景暎
关键词椇构造格局椈沉积地层椈烃源岩椈油气储层椈德令哈断陷椈柴达木盆地

中图分类号椇斣斉棻棽棽棶棻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文献标识码椇斄

暋暋德令哈断陷是柴达木盆地北缘块断带的一个

亚一级构造单元棳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棬图棻棭棳
范围大致在北纬棾椂曘棻曚至棾椃曘棾棸曚棳东经椆椂曘至椆椄曘之

间棳面积约棻 棸棸棸旊旐棽暎
棽棸世纪 棸至椂棸年代棳先后进行过棻暶 棸万

重力和地面磁力调查暍棻暶 棸万航磁普查暍棻暶棽棸万

重力普查暍棻暶棽棸万地面调查和棻暶 万局部地面

地质详查棳棻椆椆椄年棳开展过航磁暍航放勘探工作暎
德令哈地区地震勘探始于棽棸世纪椄棸代初期棳目

前测网密度从棿旊旐暳椄旊旐到椂旊旐暳棻棸旊旐不等棳总
长度约棽棿椂 棶旊旐棳计椂棾条二维地震测线暎勘探程

度低棳有一半地区尚属于勘探和地质研究的空白区暎
区内共有钻井椃口棳其中椂口有不同程度的油

气显示棳棾棸棸棸旐以上探井仅棽口棳总进尺棻棽椆棾棸旐暎
棻暋构造格局

德令哈断陷三面环山棳其东暍西和北部均为老

图棻暋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区域位置

棻棶城镇椈棽棶井位椈棾棶断陷范围椈棿棶盆地边界

斊旈旂棶棻暋斠斿旂旈旓旑斸旍旍旓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
斈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旈旑旚旇斿斞斸旈斾斸旐斅斸旙旈旑

山所环绕棳基底发育北西向断裂暎根据基底暍盖层

的沉积构造特征可将断陷分为棾个一级构造单元棳
自北向南分别为德南凹陷暍中央背斜隆起带和欧南

凹陷棬图棽棭暎
德南凹陷南北均为北西向对冲逆断层所控制棳

基底形态南陡北缓棳自西南向北东方向抬升暎中新

生界沉积最大厚度达椆棸棸棸旐暎
中央背斜隆起带位于断陷中部棳近东西向展

布棳西起欧龙布鲁克山棳向东逐渐由北北西转为近

东西向暎东西两端均为出露的古生界棳在隆起带南

北两侧棳背冲的大逆断层将古生界基底抬升棳在中

央隆起带上发育有布鲁克暍托西暍托东暍红专暍巴依暍
乌兰暍来扎克等一系列有利的构造暎

欧南凹陷亦为近东西向展布的狭长断陷棳其南

北均由对冲的大逆断层所控制暎德南凹陷和欧南

图棽暋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构造单元划分

棻棶城镇椈棽棶井位椈棾棶构造单元界线椈棿棶盆山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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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是德令哈地区有利的生油气区棳中央背斜带夹

于棽个生油凹陷中间棳是十分有利的油气聚集带暎
棽暋沉积地层

德令哈断陷内地层层序较全棳除太古界外棳元
古界暍古生界暍中生界和新生界都已出露棬表棻棭暎
元古界是一套变质程度较浅的结晶片岩暍片麻岩

系暎古生界寒武系主要是一套海相碳酸盐岩建造棳

出露于欧龙布鲁克以及尕海以东椈奥陶系为一套海

相碳酸盐岩暘碎屑岩建造棳主要出露于欧龙布鲁克

山椈泥盆系出露在埃姆尼克山棳是一套灰绿暍发紫色

碎屑岩建造椈石炭系是一套海暍陆交互相沉积棳广泛

出露于欧龙布鲁克山椈二叠系是一套浅海暍深海暍滨
海相碎屑岩建造暎中生界三叠系下统是一套海相

碎屑岩暘碳酸盐岩建造棳中统是一套轻微变质的地

层棳上统以火山岩为主棳出露于怀头他拉北椈侏罗系

表棻暋柴达木盆地北部地区地层简要表

斣斸斺旍斿棻暋斣旇斿斺旘旈斿旀旙旚旘斸旚斸旈旑旚旇斿旑旓旘旚旇斸旘斿斸旈旑旚旇斿斞斸旈斾斸旐斅斸旙旈旑

地暋暋暋暋暋层

界 系 统 组棬群棭
代号 厚度棷旐 岩暋性暋描暋述

新

生

界

中

生

界

古

生

界

第四系

新近系

古近系

白垩系

侏罗系

三叠系

二叠系

石炭系

泥盆系

奥陶系

寒武系

上更新统

中下更新统

上新统

中新统

渐新统

上暘始新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下统

上统

下统

上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棆棆棆棆棆
七个泉组

棆棆棆棆棆
狮子沟组

棆棆棆棆棆
上油砂山组

下油砂山组

上干柴沟组

下干柴沟组

路乐河组
棆棆棆棆棆

犬牙沟群
棆棆棆棆棆

红水沟组
棆棆棆棆棆

采石岭组

大煤沟组

小煤沟组

八宝山群
棆棆棆棆棆

古浪堤组

隆务河群

德令哈北山群

扎布萨尕秀群
棆棆棆棆棆
怀头他拉组
棆棆棆棆棆
阿木尼克组
棆棆棆棆棆

牦牛山组

赛什腾群
棆棆棆棆棆

大头羊组

石灰沟组
棆棆棆棆棆

多泉山组
棆棆棆棆棆
上欧龙布鲁克组
棆棆棆棆棆
中龙布鲁克组

下龙布鲁克组
棆棆棆棆棆

斞棾棲棿 棿棽 灰暍灰黄色砂岩暍砾岩层及粉砂暍粘土层

斞棻棲棽 棻棽棸 以土黄色砂岩暍浅灰色泥岩与砾岩互层为主

斘棬棾棭棽 椆椄椂 以棕色砾岩为主棳夹砂岩暍砂质泥岩和泥岩

斘棬棽棭棽 棻棽棾椃 以黄暍黄褐色含砂泥岩暍砂质泥岩为主

斘棬棻棭棽 椄椃 以砂岩暍砾岩和砂质泥岩间互沉积为主

斘棻 棾棸椄 以灰绿暍灰色砂质岩与棕红色泥质岩互层为主

斉棾 椂椂棿 灰绿暍灰色砂质岩与棕红色泥质岩不等厚互层

斉棻棲棽 棾棾椃 砾岩暍砾状砂岩暍含砾砂岩夹砂岩暍泥岩等

斔 棻棿棻 桔红色暍灰白色砾岩暍砂岩和暗棕色泥岩互层

斒棾 椂 浅棕红色泥质岩和兰灰色砂质岩薄层组成

斒棾 椃棾 紫红色泥质岩暍砾岩与灰绿色砂质岩互层

斒棽 椆棽棾 砂岩暍砾岩暍碳质页岩夹薄劣煤层

斒棻 棽棿椃 以灰暍黑色碎屑岩为主棳夹碳质页岩和煤层

斣棾 椄椂 以火山岩为主棳具轻微变质的喷出岩系

斣棽 棻棸棸 以凝灰岩暍石灰岩暍砂碳及板岩为主

斣棻 椂椆棾 下部以砂岩暍砾岩为主棳上部以石灰岩为主

斝棽

斝棻
椌棿棸棾棸

下部为砾岩夹石灰岩及白云质板岩棳上部以碎屑灰岩暍石灰岩暍
砾岩为主

砂岩暍砾岩暍石灰岩夹板岩

斆棽 椃椂棿 以灰色灰岩暍泥灰岩为主棳夹石英砂岩和煤层

斆棻 棻棾棸棻 由石灰岩暍页岩和砂岩组成

斈棾
棻棻椂

棿椆椆棽
灰绿暍灰紫色碎屑岩建造

由蚀变凝灰质砾岩暍凝灰岩和含凝灰质砂暍砾岩组成

斚棾 棻椆棻椄 由蚀变砂岩暍绢云千枚岩和片理化砂岩组成

斚棽 棻椂棻 台型碳酸盐岩棴碎屑岩建造

斚棻
椂棽椆
椆椂棾

由砂质页岩暍碳质页岩和砂岩互层组成棳夹石灰岩

以石灰岩为主棳夹钙质页岩和泥灰岩

暘斆棾 棽椄 以石灰岩为主

暘斆棽 椂棸椃 岩性以石灰岩为主棳高产三叶虫化石

暘斆棻 棻棾椄 硅质白云岩暍夹薄层细砂岩暍砂质页岩暍高产核形石

前古生界
布赫特山出露山云母石英片岩暍结晶灰岩暍中性火山岩等组成暎
达肯大板群总厚约棾棸棸棸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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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陆相沉积为主棳是一套陆相煤系地层椈白垩系是一

套陆相红色碎屑岩系暎新生界古近系暍新近系和第

四系为陆相碎屑岩建造棳沉积厚度大棳分布范围广暎
棾暋烃源岩

在柴北缘棳以侏罗系为烃源岩的油气勘探已经

在冷湖构造带和马海暘大红沟凸起区获得突破棳以
石炭系为烃源岩的油气勘探才进入初期研究阶段棳
对奥陶系烃源岩的研究尚处在萌芽时期椲棻暙椂椵暎可以

认为德令哈断陷存在棾套烃源岩椇中侏罗统的暗色泥

岩和煤系地层椈石炭系泥岩暍煤系地层和灰岩椈下奥陶

统泥晶灰岩暍泥岩暎预测侏罗系油气资源量为棿暳棻棸椄

旚棳石炭系为椂暳棻棸椄旚棳总资源量在棻棸暳棻棸椄旚以上暎
棾棶棻暋侏罗系烃源岩

在蒙甘青宁地区大区域背景上棳柴北缘地区

早暍中侏罗世时属于吐拉暘柴北缘走滑断坳盆地棳
是在走滑伸展张应力条件下形成的椲椃椵暎在柴北缘

块断带棳德令哈断陷在早侏罗世时棳除大煤沟有少

量河流暘沼泽相沉积外棳其他地区均未接受沉积椈
在中侏罗世时棳德令哈地区广泛接受沉积棳形成了

以沼泽相暍滨湖暘浅湖亚相为主的泥质岩和煤系烃

源岩椲椄椵暎
根据邻区所钻红参棻井和德令哈断陷周边野

外露头调查棳结合二维地震解释分析棳认为德令哈

断陷内大面积分布侏罗系烃源岩暎红参棻井钻遇

棻椃棸旐 厚的下暍中侏罗统河流暘沼泽相沉积地层棳
其中暗色泥岩占棿 棶椂棾棩棳其棽棸棾棿旐 和棽棸棸旐
深度处泥 岩的镜 质体反 射率分 别 为 棸棶椂棻棩 和

棸棶椂椆棩棳表明已进入生烃门限棳处在有机质演化的

低成熟阶段椈另外棳在上侏罗统底部见油斑显示棳表
明已经发生过油气运移暎德令哈断陷周边的大煤

沟暍柏树山暍花石沟暍牦牛沟暍旺尕秀等地均有侏罗

系烃源岩出露棳其中大煤沟为下暍中侏罗统棳其他地

区为中侏罗统椈烃源岩样品的分析表明以栻型和栿
型干酪根为主棳大部分样品的有机碳含量在棻棶棩
以上棳镜质体反射率值在棸棶椆棩暙棻棶棽 棩之间棳跨
越有机质演化的低成熟暘成熟暘高成熟阶段椈结合

整个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演化研究椲椆椵和大

多数样品的分析结果棳可以认为该区中侏罗统烃源

岩主要处在有机质演化的成熟阶段暎二维地震资料

解释认为棳侏罗系分布从东向西中间厚暍两边薄棳从
南到北棳在凹陷内分布相对较厚棳在凸起部位变薄椈
德令哈断陷侏罗系最大厚度达棻椂棸棸旐棬图棾棭暎根

据野外露头烃源岩分布特征和地震属性分析棳认为

在德令哈断陷侏罗系烃源岩厚度最大可达椄棸棸旐暎

图棾暋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侏罗系残余厚度分布

棻棶城镇椈棽棶井位椈棾棶等厚度线棷旐
斊旈旂棶棾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斒旛旘斸旙旙旈斻旘斿旙旈斾旛斸旍旚旇旈斻旊旑斿旙旙旈旑

旚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斈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棳旚旇斿斞斸旈斾斸旐斅斸旙旈旑

棾棶棽暋石炭系烃源岩

区内仅有棻椆椄年在锡铁山暘牦牛山隆起所钻

的乌中棻井棳于椂 棶棽 暙椂椂椂棶椂棾旐 深处钻遇石炭

系棳未见底暎邻区的霍参棻井棳在棻椄椃椂暙棽棻棸旐
深处钻遇下石炭统怀头他拉组棳厚棽椃棿旐棳岩性为

灰暘深灰色泥岩暍砂岩及深灰色灰岩棳其中发育暗

色泥岩棿棿层棳厚棻棸棿棶 旐棳占地层厚度的棾椄棶棻棿棩椈
还有深灰色灰岩棻棸棻棶棿旐棳其有机碳含量在棸棶棽棸棩
暙棸棶棿棽棩之间棳平均棸棶棾棸棩暎

在德令哈断陷周缘山区广泛出露的石炭系烃

源岩为灰黑色灰岩暍泥岩和碳质页岩等煤系地层棳
累计厚度可达棻棸棸棸旐暎分析认为断陷内石炭系

海相沉积有槽盆相暍浅海陆棚相暍台地边缘斜坡相暍
滨岸相和碳酸盐岩台地相椲棻棸椵棬图棿棭暎石炭系海相沉

图棿暋柴达木盆地东部石炭系沉积相

棻棶城镇椈棽棶沉积相分界线

斊旈旂棶棿暋斆斸旘斺旓旑旈旀斿旘旓旛旙旙斿斾旈旐斿旑旚斸旘旟旀斸斻旈斿旙
旈旑旚旇斿斿斸旙旚旓旀旚旇斿斞斸旈斾斸旐斅斸旙旈旑

暏棻棸暏暋第 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甘贵元等棶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石油地质特征及勘探前景暋暋暋暋



积厚度超过椄棸棸旐 以上的分布范围约 棸棸棸旊旐棽暎
野外露头样品的分析表明棳泥质岩有机质含量在棸棶
棿椃棩暙棻棶棾椆棩之间棳平均为棸棶椄棸棩椈碳酸盐岩有机质

含量在棸棶棸 棩暙棿棶棾棩之间棳平均为棸棶椂棽 棩棳均达

到好烃源岩的标准暎栺暍栻型有机质占棿 棶椃棽棩棳栿型

占 棿棶棽椄棩椈镜煤反射率在棻棶棻棾棩暙棻棶 棩之间棳平
均为棻棶棾棸棾棩棳有机质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暎
棾棶棾暋奥陶系烃源岩

文志刚暍王正允等椲棻棻椵对德令哈断陷欧龙布鲁

克山出露的下奥陶统进行了研究椇下奥陶统多泉山

组总厚棿棾棻棶椂 旐棳暗色地层为泥晶灰岩棳厚度为

棻椂椄棶椆椃旐棳其恢 复后的原 始有 机 碳 含 量 平 均 为

棸棶棽棻棩椈而石灰沟组总厚 棾椃棶棿旐棳暗色泥棬页棭岩
厚棽棽棸旐棳其残余有机碳含量为棸棶棿棸棩暙棻棶椂棸棩棳
平均棸棶椄椄棩棳恢复后的原始生烃潜量为棾棶棻椄暙
棻棽棶椃棻旐旂棷旂棳属于较好暘好烃源岩暎

多泉山组暗色泥晶灰岩有机质干酪根类型以

栻棻 型为主棳而石灰沟组暗色泥岩有机质类型以

栻棽 型为主棳栻棻 型次之暎根据沥青反射率换算得

到的镜质体反射率棬 旓棭为棻棶棾椂棩暙棻棶椂棩棳反映

有机质演化处于高成熟阶段暎
在与柴达木盆地西部相邻的索尔库里环形山

地区棳曾发现奥陶系深灰色泥晶灰岩节理缝中有油

浸棳可以认为在德令哈断陷乃至整个柴东地区棳以
奥陶系为烃源岩的油气勘探存在潜力暎
棿暋油气储层

德令哈地区砂岩储集层在中暍新生界各层中均

有分布棳如侏罗系大煤沟组棬斒棽棭暍采石岭组棬斒棾棭棳白
垩系犬牙沟组棬斔棭棳第三系下干柴沟组棬斉棾棭暍上干

柴沟组棬斘棻棭暍上下油砂山组棬斘棽棭棳其中均有碎屑岩

储集层的分布暎
柴北缘中生界有利和较有利的储集砂体主要

有辫状河三角洲砂体暍滨湖席状砂体暍滨浅湖滩坝

砂体暍河道砂体暍浊积扇砂体和近岸水下扇砂体等

椂种暎在各类型砂体中棳主要的储集岩类型有粉砂

岩暍砂岩暍含砾砂岩和砾岩暎不同地区碎屑岩储集

物性差别较大棳孔隙度一般在 棩暙棻棽棩之间棳渗
透率多数小于棻暳棻棸棴棾毺旐棽椈储集条件比较好的储

层棳其孔隙度为棻棾棩暙棽棽棩棳渗透率在棬椆棶椂暙 棸棭
暳棻棸棴棾毺旐棽 之间暎储层评价认为棳侏罗系优质储

层主要分布在冷湖三号暍潜西暍赛什腾暍红山和德令

哈等地椲棻棽椵暎德令哈断陷地面露头侏罗系砂岩孔隙

度变化范围椂棶椃棩暙棾棻棶棾棩棳平均棻棽棶椄棩棳渗透率

均小于棻暳棻棸棴棾毺旐棽暎

在德参棻井钻遇的棻棻棻棶椂旐上侏罗统地层中棳
解释出砂岩渗透层椂层棳厚棾椂旐棳占地层总厚度的

棾棽棩椈新近系上油砂山组棬斘棽
棽棭至古近系下干柴沟组

棬斉棾棭棳电测解释出渗透层椂棸个棳厚棿椂棶椄旐暎在

棿棸椃棻暙棿棸椃椄旐井段下干柴沟组椂块砂岩岩心样品

的分析显示棳有效孔隙度为棻棻棶椄棩暙棻 棶棽棩棳平均

棻棾棶棸棻棩棳渗透率最大棿棻 棶椆暳棻棸棴棾毺旐棽暎这些均表

明在德令哈断陷棳砂岩储层发育棳储层物性较好暎
碳酸盐岩储层在该区目前所钻各井中尚未钻

遇或尚未进行过研究棳但野外露头样品的分析表

明棳石炭系等碳酸盐岩储层在德令哈断陷广泛存

在暎分布于石炭系怀头他拉组中的碳酸盐岩棳孔隙

度为椂棶椂棩暙棻棿棶棩棳平均椆棶椂 棩棳可以成为有效

的油气储层暎
暋圈闭类型

德令哈断陷有棻棸多个地面构造棳主要有大浪暍
牙乌拉暍乌兰暍红专暍托西暍巴依暍怀头他拉暍可鲁克暍
埃北暍巴图等暎二维地震资料连片处理解释发现棳
在德令哈断陷构造发育且面积较大棳初步确定的构

造有棻棾个棳层圈闭总计达椃棸个棳其圈闭面积最小

棿棶旊旐棽棳最大棽棿棾旊旐棽棳一般在棽棸旊旐棽 以上椈圈闭

类型有背斜暍断背斜暍断鼻暍断块等棳埋藏深度大多

小于棿棸棸棸旐暎这表明德令哈地区构造发育棳圈闭

类型多样棳圈闭面积较大棳埋藏深度适中暎
椂暋结论

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勘探程度低棳地质认识

较为肤浅暎断陷两凹夹一隆的构造格局棳为油气运

移和聚集成藏创造了良好条件棳是油气勘探的有利

地区暎断陷内有棾套烃源岩棳其中侏罗系和石炭系

烃源岩已经初步确定在德令哈断陷内广泛分布暎
侏罗系烃源岩为有机碳含量高且处于有机质演化

成熟时期为主的泥岩和煤系地层椈石炭系泥岩暍煤
系地层和碳酸盐岩均为处于有机质演化到后期的

好烃源岩暎有机质处于高成熟期的奥陶系泥质和

碳酸盐岩较好暘好烃源岩在断陷内的分布尚待落

实暎德令哈断陷构造发育棳圈闭类型多样棳数量多棳
面积大棳埋藏深度大多小于棿棸棸棸旐棳有利于钻探暎
初步预测德令哈断陷侏罗系油气资源量为棿暳
棻棸椄旚棳石炭系的油气资源量为椂暳棻棸椄旚棳总资源量

在棻棸暳棻棸椄旚以上棳是油气勘探的有利地区棳有良好

的勘探前景暎
致谢椇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侏罗系残余厚度

分布引自周从安等暥柴达木盆地东部格尔木棴德令

暏棽棸暏 暋暋暋暋暋暋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第棽椄卷暋暋



哈地区二维地震资料解释成果报告暦棬棻椆椆椄棭棳地震

解释圈闭描述引自王秀玲暍季玉新等暥柴达木盆地

德令哈地区二维地震资料处理解释及综合研究暦
棬棻椆椆椆棭棳在此一并致谢暎

参考文献椇

棻暋汤锡元棳罗铸金棶柴达木盆地北缘块断带的石油地质特征椲斒椵棶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棳棻椆椄椂棳椃棬棽棭椇棻椄棾暙棻椆棻

棽暋王明儒棳胡文义棶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油气前景椲斒椵棶石油勘

探与开发棳棻椆椆椃棳棽棿棬棭椇棽棸暙棽棿
棾暋胡受权棳曹运江棶柴达木盆地侏罗纪盆地原型及其形成与演化

探讨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棻椆椆椆棳棽棻棬棾棭椇棻椄椆暙棻椆
棿暋汤良杰棳金之钧棳张明利等棶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演化与油气成

藏阶段椲斒椵棶石油勘探与开发棳棽棸棸棸棳棽椃棬棽棭椇棾椂暙棾椆
暋薛光华棳杨永泰棶柴达木盆地北缘油气分布规律研究椲斒椵棶石油

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棽棳棽棿棬棽棭椇棻棿棻暙棻棿椂
椂暋郑孟林棳李明杰棳曹春潮等棶柴达木北缘西段侏罗纪盆地构造特

征及其演化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棿棳棽椂棬棿棭椇棾棻 暙棾棻椄
椃暋左国朝棳刘义科棳李相博棶蒙甘青宁地区侏罗系开合盆山构造格

局及原型盆地沉积特征椲斒椵棶地质通报棳棽棸棸棿棳棽棾棬棾棭椇棽椂棻暙棽椃棻
椄暋谢庆宾棳管守锐棶从岩相古地理看柴达木盆地侏罗系的油气前

景椲斒椵棶古地理学报棳棽棸棸棾棳棬棿棭椇棿椃 暙棿椄棾
椆暋王永卓棳徐景祯棶柴北缘中暍下侏罗统生暍排烃史模拟椲斒椵棶石油

勘探与开发棳棽棸棸棾棳棾棸棬棻棭椇棿椆暙 棾
棻棸暋翟光明棳顾树松棳徐 旺等棶中国石油地质志暘青藏油气区椲斖椵棶

北京椇石油工业出版社棳棻椆椆棸棶棾椄暙椃棻
棻棻暋文志刚棳王正允棳何幼斌等棶柴北缘下奥陶统烃源岩有机地球

化学特征椲斒椵棶天然气工业棳棽棸棸棿棳棽棿棬棿棭椇椃暙椆
棻棽暋谢庆宾棳管守锐棶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沉积类型及储集层评

价椲斒椵棶石油勘探与开发棳棽棸棸棸棳棽椃棬棽棭椇棿棸暙棿棿

斝斉斣斠斚斕斉斦斖斍斉斚斕斚斍斏斆斆斎斄斠斄斆斣斉斠斏斢斣斏斆斢
斄斘斈斉斬斝斕斚斠斄斣斏斚斘斝斠斚斢斝斉斆斣斚斊斣斎斉

斈斉斕斏斘斍斎斄斊斄斦斕斣灢斈斉斝斠斉斢斢斏斚斘斏斘斣斎斉斞斄斏斈斄斖斅斄斢斏斘
斍斸旑斍旛旈旟旛斸旑棳斮斸旑斬旈斸旓旍斸旑棳斱旇斸旓斈旓旑旂旙旇斿旑旂棳斬旈旓旑旂斈斿旐旈旑旂

棬 棳 棳 棳 棳 椃棾椂棽棸棽棳 棭

斄斺旙旚旘斸斻旚椇斣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旈旑旚旇斿旑旓旘旚旇旐斸旘旂旈旑旓旀旚旇斿斞斸旈斾斸旐斅斸旙旈旑旈旙斸旀旘旓旑旚旈斿旘旓旀旔斿旚旘旓旍斿灢
旛旐斿旞旔旍旓旘斸旚旈旓旑棶斆旓旐斺旈旑旈旑旂旚旇斿旀旈斿旍斾旔斿旚旘旓旍斿旛旐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旘斿旜旈斿旝旓旑旚旇斿旓旛旚斻旘旓旔旙旝旈旚旇旚旇斿旝斿旍旍斸旑斾旙斿旈旙旐旈斻
旈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棳旚旇斿旐旛斾旙旚旓旑斿棳斻斸旘斺旓旑斸旚斿旘旓斻旊斸旑斾斻旓斸旍灢旐斿斸旙旛旘斿旇旟斾旘旓斻斸旘斺旓旑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斖斿旙旓旡旓旈斻
斒旛旘斸旙旙旈斻斸旑斾斝斸旍斿旓旡旓旈斻斆斸旘斺旓旑旈旀斿旘旓旛旙斸旘斿斻旓旑旙旈斾斿旘斿斾旝旈斾斿旍旟斾斿旜斿旍旓旔旈旑旂旈旑旚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斈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棶
斣旇斿旐旛斾旙旚旓旑斿斸旑斾斻斸旘斺旓旑斸旚斿旘旓斻旊旈旑旚旇斿斚旘斾旓旜旈斻旈斸旑斸旘斿斸旍旙旓旂旓旓斾旇旟斾旘旓斻斸旘斺旓旑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棶斣旇斿旙斸旑斾灢
旙旚旓旑斿旘斿旙斿旘旜旓旈旘旙斾斿旜斿旍旓旔斿斾旈旑斺旓旚旇旚旇斿斖斿旙旓旡旓旈斻斸旑斾旚旇斿斆斿旑旓旡旓旈斻棶斣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斈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旈旙旓旀
旚旝旓旙斿旂旙旐旈旑旂旍斿旝旈旚旇旓旑斿旛旔旍旈旀旚旈旑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旀旘斸旐斿旝旓旘旊棶斏旑旚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斈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棳旚旇斿旚斿斻旚旓旑旈斻旙
斾斿旜斿旍旓旔斿斾斸旑斾旚旇斿旚旘斸旔旙斸旘斿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旡斿斾斺旟旜斸旘旈旓旛旙旚旟旔斿旙棳旍斸旘旂斿旕旛斸旑旚旈旚旈斿旙斸旑斾斸旘斿斸斸旙旝斿旍旍斸旙斺旛旘旈斸旍
斾斿旔旚旇旍斿旙旙旚旇斸旑棿棸棸棸旐斿旚斿旘旙棶斣旇斿旙斿斸旘斿旀斸旜旓旘斸斺旍斿旀旓旘斾旘旈旍旍旈旑旂棶斣旇斿旚旓旚斸旍旀旓旘斿斻斸旙旚旈旑旂旓旈旍棷旂斸旙旘斿旙斿旘旜斿旈旑
旚旇旈旙斸旘斿斸旈旙斸斺旓旜斿棻棸旐旈旍旍旈旓旑旚旓旑旙棶斏旚旈旙斸旀斸旜旓旘斸斺旍斿斸旘斿斸旀旓旘旓旈旍斸旑斾旂斸旙斿旞旔旍旓旘斸旚旈旓旑棳斸旑斾旇斸旙旝斿旍旍斿旞旔旍旓旘斸灢
旚旈旓旑旔旘旓旙旔斿斻旚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椇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旀旘斸旐斿旝旓旘旊椈旙斿斾旈旐斿旑旚斸旘旟旙旚旘斸旚旛旐椈旇旟斾旘旓斻斸旘斺旓旑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椈旓旈旍斸旑斾旂斸旙旘斿旙斿旘旜旓旈旘椈
旚旇斿斈斿旍旈旑旂旇斸斊斸旛旍旚灢斈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椈旚旇斿斞斸旈斾斸旐斅斸旙旈旑

暏棾棸暏暋第 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甘贵元等棶柴达木盆地德令哈断陷石油地质特征及勘探前景暋暋暋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