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棻棴椂棻棻棽棬棽棸棸椃棭棸棿棴棸棾 棴棸椂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油气成藏组合及控制因素

达暋江棳宋暋岩棳柳少波棳洪暋峰棳赵孟军棳傅国友
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棳北京暋棻棸棸棸椄棾棭

摘要椇探讨了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的油气成藏组合后认为棳该带烃源岩和储层发育棳盖层封盖性能较好棳并且具备形成异

常压力封存箱的条件暎根据成藏组合要素和发育匹配关系棳将该带的成藏组合分为以侏罗系和二叠系烃源岩生暍三叠系和侏罗

系储的下部自生自储型棳以及以侏罗系和第三系烃源岩生暍白垩系和第三系储的上部下生上储型两大类棳进而细分为二叠系暘侏

罗系深部组合暍侏罗系中部组合和第三系上部组合棾个亚类暎通过对生储盖层演化历史分析棳认为成藏组合发育的主要控制因

素是烃源岩的发育程度暍断裂构造暍盖层和异常压力封闭棳明确了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上部下生上储成藏组合是最为有利

的勘探组合暎
关键词椇成藏组合椈控制因素椈前陆盆地椈准噶尔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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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构造特征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位于中国西部准

噶尔盆地南缘棬图棻棭棳南依北天山棳向北向盆地内

延伸棳最大沉积厚度棻 棸棸棸旐棳冲断带整体呈倒三

角形椲棻棳棽椵暎该带是在北天山向北挤压推覆作用下

形成的棳在构造上具有南北分带暍东西分段的特

征椲棾暙椂椵暎自南向北可分为棾排雁行式排列的背斜

带椲椃椵椇第一排背斜带棳范围为博尔通沟暘齐古北断

裂之南至北天山北麓古生界露头区棳系燕山期暘喜

马拉雅期形成的巨型扭压冲断构造椈第二排背斜带

以古近系为构造主体棳主要包括独南背斜暍霍尔果

斯背斜暍玛纳斯背斜和吐谷鲁背斜椈第三排背斜带

以新近系为构造主体棳主要包括西湖背斜暍独山子

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椂棴棸椄棴棽棻椈修订日期椇棽棸棸椃棴棸椂棴棸椄暎
作者简介椇达暋江棬棻椆椃椃暘棭棳男棬汉族棭棳新疆和田人棳硕士棳工程师棳主要从事油气成藏和油藏描述方面的研究工作暎
基金项目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项目棬棽棸棸椂棴棸棻斄棴棸棽棴棸棻棭暎

暋暋第棽椆卷第棿期
棽棸棸椃年椄月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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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斨旓旍棶棽椆棳斘旓棶棿
斄旛旂棶棳棽棸棸椃



图棻暋准噶尔盆地南缘构造带分布

棻棶油气田椈棽棶井位椈棾棶油气聚集区带分界线椈棿棶背斜椈棶老山边界

栺棶南缘冲断带西段椈栻棶南缘冲断带中段椈栻棻棶中段第一排山前构造带椈
栻棽棶中段第二排构造带椈栻棾棶中段第三排构造带椈栿棶南缘冲断带东段

斊旈旂棶棻暋斢旚旘旛斻旚旛旘斿斺斿旍旚旙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背斜暍安集海背斜暍呼图壁背斜和古牧地鼻隆构造暎
自西向东又可分为棾段椇西段西至艾比湖棳东侧是

南北走向的红车断裂带椲椄椵椈中段为四棵树凹陷以东

至乌鲁木齐以西的地区椈东段则包括奇台凸起以

西暍乌鲁木齐以东的地区椲椃椵暎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受挤压暍扭压机制

的控制和影响棳断裂发育棳以喜山期形成的断裂为

主棳主要为南北向暍北西向和近东西向椲椆椵棳发育在背

斜轴部附近棳多为南倾逆断层暎
棽暋成藏组合地质条件

棽棶棻暋烃源岩展布和特征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主力烃源岩主要

有棾套椲棻棸棳棻棻椵棳其中发育于盆地坳陷阶段的侏罗系

煤系烃源岩是主要的气源岩棳棽套次要烃源岩分别

是早期前陆盆地阶段发育的上二叠统烃源岩以及

与新生代再生前陆盆地形成期同期沉积的古近系

安集海河组棬斉棽棴棾 棭烃源岩暎
棽棶棻棶棻暋二叠系烃源岩

二叠系烃源岩是一套广泛分布的油气源岩棳其
中中上二叠统发育具有一定生气条件的气源岩暎
该套源岩为浅暘半深水湖相灰黑色泥岩暍页岩暍油
页岩棳主要分布于南缘新生代前陆冲断带东段博格

达山前棳最大厚度在昌吉凹陷棳可达椃棸棸旐暎
该套烃源岩以芦草沟组有机质丰度最高棳平均

有机质含量椃棶棿 棩椈红雁池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相对较差棳有机碳含量为棸棶棿棻棩暙 棶椄棻棩棳平均

棻棶椆椂棩棬图棽棭暎有机质类型以腐泥型为主棳成熟度

由山前向盆地内增大棳博格达山前样品有机质成熟

度较低棳旓 平均为棸棶椃棩棳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已处

于高成熟暘过成熟演化阶段暎
二叠系气源岩埋深较大棳由于其成熟较早棳油

气聚集多被后期的构造运动所破坏棳因此目前所发

现的天然气中与其有关的并不多暎
棽棶棻棶棽暋侏罗系烃源岩

中下侏罗统烃源岩是准噶尔盆地南缘最重要

的一套烃源岩棳为一套湖沼相煤系沉积棳岩性为灰

黑色泥岩暍碳质页岩和煤棳其中暗色泥岩主要集中

分布在三工河组棬斒棻 棭和西山窑组棬斒棽 棭暎暗色泥

岩自西向东逐渐增厚棳沉积中心位于玛纳斯暘呼图

壁暘昌吉一带棳在昌吉暍呼图壁地区最大厚度超过

棸棸旐暎煤层主要分布在八道湾组棬斒棻 棭和西山窑

组棳沿山前断褶带暍昌吉凹陷暍齐古地区和紫泥泉子

地区分布棳最大厚度 棸旐暎
中下侏罗统暗色泥岩棬包括碳质泥岩棭有机碳

含量棸棶棻棻棩暙棽椃棶棿棿椆椂棩棳平均棻 棶棿椂椆椂棩棳煤有

机碳含量较高棳一般为棾棽棶椃棿棩暙椆棻棶椆棿棩棳平均

椂棿棩棳其中又以八道湾组最佳暎有机质母质类型以

图棽暋准噶尔盆地南缘烃源岩平均有机碳含量

斊旈旂棶棽暋斎旈旙旚旓旂旘斸旐旓旀斸旜斿旘斸旂斿旓旘旂斸旑旈斻斻斸旘斺旓旑斻旓旑旚斿旑旚
旓旀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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栿型腐殖质为主暎成熟度一般棳旓椊棸棶棿棩暙棻棶棾棩棳
峰值介于棸棶棩暙棸棶椄棩范围内棳普遍处于低成

熟暘成熟阶段棳在南缘埋深大棳石河子暘昌吉地区

已进入成熟暘高成熟阶段暎
棽棶棻棶棾暋第三系烃源岩

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烃源岩为一套浅湖暘半深

湖相沉积棳岩性主要为灰黑色暍灰绿色泥岩夹泥灰

岩暍介壳灰岩暎该套烃源岩的沉积中心位于四棵

树暘独山子一带棳最大沉积厚度超过椃棸棸旐棳其中

暗色泥岩厚度大于 棸棸旐暎
烃源岩有机碳含量介于棸棶棻 棩暙棿棶棸棾棩棳平均

为棸棶椆棿棩棳有机质类型较好棳主要以腐泥质为主暎成

熟度低棳旓 值为棸棶棾椂棩暙棸棶椃棿棩棳在四棵树凹陷 旓
值仅为棸棶棩棳在独山子暍安集海暍吐谷鲁一带有机质

热演化程度较高棳旓 达棸棶椂棸棩暙棸棶椃棿棩棳处于热演

化低成熟阶段暎总体来看棳古近系安集海河组源岩

对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油藏有贡献暎
棽棶棻棶棿暋烃源岩控制因素

烃源岩的形成取决于地质历史时期沉积体系

的古气候暍古地理格局以及决定沉积体系沉积速率

的盆地类型暎对于南缘的烃源岩来说棳受到了古气

候暍古地理格局和前陆盆地发育的双重控制暎早中

侏罗世棳由于构造运动进一步加强棳海域进一步减

小棳陆地更加扩大棳各地湖泊进一步发育棳气候潮湿

温暖棳植物繁茂棳易形成大量河湖沼泽相煤层棳从而

沉积了侏罗系煤沼相源岩暎分布上棳侏罗系烃源岩

主要受断陷暍坳陷控制棳在山前沉积厚度较大暎第

三系烃源岩则受新生代再生前陆发育的控制棳主要

沿山前分布暎
棽棶棽暋储层特征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储集相带分布较

宽棳纵向上分布层位多棳从二叠系到第三系都有可

以作为储层的砂岩或砾岩分布棳储层砂岩以长石岩

屑砂岩和岩屑长石砂岩为主棳目前获得工业油气流

的储层主要为三叠系暍侏罗系和第三系椲棻棸棳棻棽棳棻棾椵暎
三叠系储层主要分布于中下三叠统的上仓房

沟群和小泉沟棬斣棽棲棾 棭群底部的克拉玛依组棳为
一套扇三角洲暘滨湖相砂岩暘细砂岩沉积棳厚度

棾棸暙 椃棽旐棳主要发育于山前第一排构造棳第二暍三
排构造埋藏深棳储层不发育暎侏罗系储层为河流

相暍三角洲相暍滨浅湖相砂岩棳一般厚棻棸棸暙棾棸棸旐棳
最大厚度可达棿棸棸旐棳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储层最

为发育暎第三系储层主要分布于古近系紫泥泉子

组棬斉棻棲棽 棭暍新近系沙湾组棬斘棻 棭和塔西河组底部棳
厚度大暍分布较广棳其中紫泥泉子组在安集海暍呼图

壁构造一带发育棳储层厚度可达棾棸棸旐以上暎
储层物性特征表明棳第三系紫泥泉子组储层物

性最好椲棻棽椵棳孔隙度均值棻棸棶棾 棩棳渗透率均值 棶棸棻暳
棻棸棴棾毺旐棽棳其次为沙湾组储层暎侏罗系储层物性相

对较差棳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储集性能棬表棻棭暎
可以看出棳前陆盆地发育对于储层的影响比较

大暎由于前陆盆地具有快速沉积特征棳造成储层物

性变差暎但同时棳强烈构造运动又能改善储层物

性棳因此前陆盆地的发育对于储层的形成来说具有

双重作用暎在准南前陆冲断带棳构造运动对储层物

性具有改善作用暎
棽棶棾暋盖层分布及异常压力封闭

准噶尔盆地南缘在第三纪再生前陆盆地发育

期棳迅速沉积了一套较厚的区域性含盐泥岩盖层棳
盖层主要发育在安集海河组和塔西河组棳岩性致

密棳沉积中心位于安集海暘石河子暘呼图壁一带

棬图棾棭棳最大厚度达棻棽棸棸旐以上棳具有良好的封盖

作用椲棻棿椵棳是本地区最主要的封盖层暎
侏罗系泥岩是该区另一套较为重要的区域性

盖层棳岩性主要为泥岩棳厚度大棳封闭性好暎从整体

来看棳厚度由北东向南西减小暎在呼图壁一带厚度

最大棳达椂棸棸旐以上暎此外棳三叠系白碱滩组泥岩

在吐谷鲁暘呼图壁一带具有一定的封盖作用暎
表棻暋准噶尔盆地南缘储层物性

斣斸斺旍斿棻暋斝旘旓旔斿旘旚旟旓旀旘斿旙斿旘旜旓旈旘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层 位 相 带 岩 性 厚度棷旐
孔隙度棳棩

区间 均值

渗透率棷棻棸棴棾毺旐棽

区间 均值

斘棻 河流棳湖泊 细暘中砂岩棳不等粒砂岩 棿棻暙棾棻 棽棶椄棾暙棽椃棶椆棾 椆棶 棸棶棸棻暙椆椂棶棿椆 棾椄棶棻棿
斉棽棴棾 滨浅湖棳半深湖 粉砂岩棳细暘中砂岩 棾棸暙棾棾棽 棽棶椃棸暙棽棿棶椃棾 椆棶棻棿 棸棶棸棾暙棻椃棶棸 棻棶棻椂
斉棻棴棽 河流棳滨浅湖 粉细砂岩棳不等粒砂岩 椃棿暙棾棿棿 棿棶棾棸暙棽棻棶棻棿 棻棸棶棾 棸棶棸 暙棻棽 棶棸棻 棶棸棻
斒棽 河流 细暘中砂岩棳砾岩 椂 暙棿椄椂 棽棶棾棽暙棽 棶棾椆 椄棶棿椆 棸棶棸棻暙椄棽棶椃 椃棶棻
斒棽 河流 粉砂岩棳砂岩棳砂质砾岩 椄棿暙椂椆椄 棻棶椂椃暙棻椂棶棽椄 椃棶椂棻 棸棶棸棻暙棾椃棻棶棸棸 棶椆椂
斒棻 河流棳三角洲前缘 细砂岩棳砾岩 棾椂暙椃棾棻 棽棶椂椃暙棻椂棶棽棸 椄棶棾棽 棸棶棸棻暙 棶棿 棶棻棻
斒棻 河流 细砂岩棳砂质砾岩 棿 暙棿椂 棽棶棽 暙棽椃棶棸棸 椆棶棸 棸棶棸棻暙棻棾椄棶棸棸 棾棶棿

斣棽棲棾 扇三角洲棳滨湖 砂岩棳细砾岩 棾棸暙 椃棽 棽棶椄棿暙椆棶棽椄 棶椆棿 棸棶棸椂暙棽棶棸椃 棸棶棻棻

暏椃棾暏暋第棿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达暋江等棶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油气成藏组合及控制因素暋暋暋暋



图棾暋准噶尔盆地南缘第三系安集海河组泥岩盖层分布

斊旈旂棶棾暋斖旛斾旙旚旓旑斿斻斸旔旘旓斻旊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斄旑旉旈旇斸旈旇斿
斊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旓旀斣斿旘旚旈斸旘旟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暋暋异常压力封闭是该区重要的封闭机制暎准噶尔

盆地南缘异常高压现象较为普遍椲棻棿暙棻椆椵棬表棽棭棳纵
向上异常高压段主要存在于安集海河组塑性泥岩

段棳其次为紫泥泉子组暍沙湾组暍塔西河组和东沟组

棬斔棽 棭暎
准噶尔盆地南缘呼图壁气田安集海河组盖层

为异常高压层段椲棻棿棳棻 椵棳压力系数达棻棶椃棽棳向下紫泥

泉子组储层压力突变为常压棳压力系数减小为

棸棶椆椂暎由于异常高压对上部逆冲断裂系统的封堵

作用棳深部侏罗系的油气通过下部张性断裂系统向

上部地层运移棳受到安集海河组高压泥岩的封堵和

遮蔽作用棳在逆断层下盘的紫泥泉子组砂岩中聚集

成藏棳形成呼图壁气田暎
棾暋成藏组合及匹配关系

棾棶棻暋成藏组合划分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烃源层暍储层暍盖
层互层分布棳生储盖组合延续层位较长棳由于上部

组合烃源岩层和储层之间被很厚的岩层分割棳沟通

源岩层和储层的深断裂作为油气运移的通道是油

气成藏的关键因素暎根据生储盖匹配关系和组合

特征棳可以将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生储盖组

合分为两大类型椇即以侏罗系和二叠系烃源岩生暍

三叠系和侏罗系储的下部自生自储型棳以及以侏罗

系和第三系烃源岩生暍白垩系和第三系储的上部下

生上储型棳进而可以将这两大类组合细分为棾个亚

类棬图棿棭暎
第一亚类为深部组合棳是以上二叠统暗色泥岩

和页岩为烃源岩棳中下三叠统为储层棳上三叠统和

侏罗系八道湾组为盖层的组合棳组合类型为下生上

储型棳成藏组合类型是原生油气藏棳储盖组合主要

见于第一排构造带暎
第二亚类储盖组合是以中下侏罗统为主要烃

源岩棳侏罗系或第三系为储盖层的组合暎储盖组合

主要为自生自储型棬中下侏罗统生储棭和下生上储

型棬中下侏罗统生暍白垩系储棭暎自生自储组合主要

发育原生油气藏棳在第一排构造带和腹部见该组合

类型暎下生上储组合主要发育次生油气藏棳主要分

布于南缘第二暍三排构造带暎
第三亚类生储盖组合是上部近源组合棳以下第

三系安集海河组为主要烃源岩棳第三系沙湾组暍安
集海河组为储集层棳塔西河组及其上覆地层为盖层

的组合棳组合类型为自生自储型棬安集海河组生储棭
和下生上储型棬安集海河组生暍沙湾组储棭暎一般发

育于第一排构造带棳以原生油气藏为主棬图棿棭暎
棾棶棽暋成藏组合匹配关系

生储盖层是成藏的最基本要素暎前陆盆地成

藏组合发育的影响因素很多棳包括盆地构造条件暍
沉积条件暍烃源岩生烃暍储集层演化和盖层封闭性

及生储盖层匹配等暎
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主力烃源岩主要

有上二叠统湖相烃源岩暍侏罗系煤系烃源岩和古近

系安集海河组湖相烃源岩暎二叠暘三叠世古地温

较高棳为棾棶棽暙棾棶椂曟棷旇旐棬图 棭棳因此上二叠统烃

源岩演化相对成熟较早棳在三叠纪末开始进入生

油门限棳早侏罗世末进入生烃高峰棳晚侏罗世早期

表棽暋准噶尔盆地南缘异常压力参数

斣斸斺旍斿棽暋斝斸旘斸旐斿旚斿旘旙旓旀斸斺旑旓旘旐斸旍旔旘斿旙旙旛旘斿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构造 井号 层位 井深棷旐 地层压力棷斖斝斸 压力系数

安集海 安椂 斉棻棴棽 棾棾棽棾棶暙棾椄椃棽棶棸 椃 棶椆棿暙椄棾棶椆椄 棽棶棻棿暙棽棶棾棾
斔棽 棾椆棾棽棶棻暙棿棸椃棶棾 椄棾棶椆暙椄棿棶椆棿 棽棶棻棾暙棽棶棻椄

吐谷鲁 吐谷棻
斉棽棴棾 棻椃椂棿棶棿暙棽棾椃棶 棾棾棶棸椆暙棿棿棶棿椂 棻棶椄椆暙棽棶棸
斉棻棴棽 棽棿椂椃棶暙棽椃椆椃棶棸 棿 棶椂棻暙 棽棶棿 棻棶椃棽暙棻棶椄椆
斔棽 棾棸棻棾棶棽暙棾棸棾棿棶椂 棿棶椆棸暙 椄棶棿棽 棻棶椄 暙棻棶椆椄

玛纳斯 川玛棻 斉棽棴棾 棽椂棿 棶棽暙棾棻椄棽棶椆 棿棻棶棾椂暙 棾棶椂 棻棶椄暙棻棶椃椆
斉棻棴棽 棾棽椄椃棶暙棾椃椃椂棶棸 棿棶棾椄暙椂棾棶棿椂 棻棶椂棿暙棻棶椃棻

独山子

独深棻 斉棽棴棾 棻椄椂棾棶棻暙棻椆棸棻棶椃 棾棸棶椃 棻棶椂棽
独棻 斘棻 暘斉棽棴棾 棻棿棾椃棶棸暙棻 棾椂棶棸 棽棽棶椄 暙棽椂棶棿棽 棻棶椆暙棻棶椃棽
独棽 斘棻 暘斉棽棴棾 椆棽棶棸暙棻椃椆棾棶棸 棻棾棶椃棸暙棽椄棶椂椆 棻棶棿 暙棻棶椂棸

暏椄棾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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椆卷暋暋



图棿暋准噶尔盆地南缘成藏组合类型

斊旈旂棶棿暋斆旍斸旙旙旈旀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旇旟斾旘旓斻斸旘斺旓旑旔旍斸旟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图 暋准噶尔盆地南缘成藏组合匹配关系

斊旈旂棶暋斖斸旚斻旇旈旑旂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旓旀旇旟斾旘旓斻斸旘斺旓旑旔旍斸旟
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进入湿气阶段棳到白垩纪演化到干气阶段棳因此主

要为三叠系储层提供油气暎烃源岩进入生烃高峰

期时棳储集层埋深大约棾棸棸棸旐 以内棳具有较好的

孔隙条件棳对成藏有利棳但由于后期成岩作用加剧棳
影响了储集物性暎侏罗系烃源岩早白垩世开始成

熟生油棳中白垩世进入生烃高峰棳白垩纪末期进入

湿气阶段棳现今热演化达到干气阶段暎侏罗暘白垩

系储集层进入晚成岩期棳原生孔隙不发育棳储集空

间以溶蚀孔隙和微裂缝为主棳储集性能较差暎古近

系储集层沉积时棳孔隙演化处于早成岩期棳孔隙度

超过棻棸棩棳储集空间以原生孔隙为主棳储集性能较

好棳与之对应的侏罗系盖层和第三系盖层分别在晚

侏罗世早期和早第三纪早期开始具备有效封盖性棳
对侏罗系自生自储气藏和后期的次生油气藏起封

闭作用暎侏罗系下生上储的储盖组合基本也形成

于生烃高峰期棳储层成岩作用弱棳储集条件好棳有较

好的区域盖层棳因此是最佳的储盖组合类型暎
棿暋成藏组合控制因素

分析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成藏配置关系后棳认为

其成藏组合的形成和有效性取决于棾个因素暎
烃源岩发育椇烃源岩发育是成藏组合的基础暎

准南地区烃源岩条件优越棳多套烃源岩叠合发育棳

暏椆棾暏暋第棿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达暋江等棶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冲断带油气成藏组合及控制因素暋暋暋暋



为成藏组合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烃源暎
断裂构造椇准南地区由于在再生前陆盆地发育

期沉积了较厚的第三系地层棳因此在下部侏罗系烃

源岩和上部第三系储层之间必须要有沟通断裂作

为油气运移的通道棳因此油气成藏组合的发育必须

要有沟通断裂棬断层棭存在暎
盖层和异常高压封闭椇准南地区盖层发育棳有

效阻止了油气散逸暎异常高压对于准南地区的成

藏组合具有重要作用棳在异常高压之下和异常高压

层段内均可以形成有效组合暎
暋结论

准噶尔盆地南缘烃源岩丰富暍断裂发育暍盖层

厚度大暍封闭性能好棳具有形成多套成藏组合的基

础椈该带成藏组合可以分为两大类三亚类棳其中上

部下生上储组合是最为有利的组合椈成藏组合的形

成受烃源岩暍断裂构造暍盖层和异常高压发育控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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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椲斒椵棶新疆石油地质棳棽棸棸椂棳棽椃棬棻棭椇暙椆
椃暋达暋江棳宋暋岩棳洪暋峰等棶准噶尔盆地南缘前陆盆地油气成藏

系统划分研究椲斒椵棶天然气地球科学棳棽棸棸椂棳棻椃棬棿棭椇棿棽暙棿
椄暋尚尔杰棳金之钧棳丁文龙棶断裂控油的物理模拟实验研究椇以准

噶尔盆地西北红车断裂带为例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 棳棽椃
棬棿棭椇棿棻棿暙棿棻椄

椆暋况暋军棳贾希玉棶喜马拉雅运动与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成

藏椲斒椵棶新疆石油地质棳棽棸棸 棳棽椂棬棽棭椇棻棽椆暙棻棾棾
棻棸暋张闻林棶准南西部地区区域成藏条件分析椲斒椵棶天然气勘探与

开发棳棽棸棸棸棳棽棾棬棻棭椇棽椄暙棾
棻棻暋周松柏棳刘光祥棶准噶尔盆地东南部油气地质条件研究椲斒椵棶

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椂棳棽椄棬棾棭椇棽棾棻暙棽棾
棻棽暋王屿涛棳谷 暋 斌棳王立宏棶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成藏聚集

史椲斒椵棶石油与天然气地质棳棻椆椆椄棳棻椆棬棿棭椇棽椆棻暙棽椆
棻棾暋邢焕青棶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层序地层研究展望椲斒椵棶石油实验

地质棳棽棸棸椂棳棽椄棬棻棭椇棾棿暙棾椃
棻棿暋况暋军棶准噶尔盆地南缘超压泥岩层及其构造地质意义椲斒椵棶

石油实验地质棳棻椆椆棾棳棻 棬棽棭椇棻椂椄暙棻椃棽
棻 暋王震亮棳孙明亮棳耿暋鹏棶准南地区异常地层压力发育特征及

形成机理椲斒椵棶石油勘探与开发棳棽棸棸棾棳棾棸棬棻棭椇棾棽暙棾
棻椂暋房德权棳宋暋岩棳夏新字棶准噶尔盆地南缘西部天然气封盖层

的有效性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棻椆椆椆棳棽棻棬棽棭椇棻棾椃暙棻棿
棻椃暋曲江秀棳查暋明棶准噶尔盆地异常压力类型及成因探讨椲斒椵棶

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棾棳棽 棬棿棭椇棾棾棾暙棾棾椂
棻椄暋吴晓智棳宋志刚棶准噶尔盆地南缘西部第三系储层特征及影响

因素椲斒椵棶石油学报棳棻椆椆棿棳棻 棬棿棭椇棽棾暙棾棸
棻椆暋李忠权棳陈更生棳郭冀义等棶准噶尔盆地南缘西部地层异常高

压基本地质特征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棻棳棽棾棬棻棭椇棿椃暙 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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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棽棸棸椄年暥石油实验地质暦
暥石油实验地质暦是一份报道我国油气普查暍勘探及开发成果棳反映我国石油地质研究水平的学术性暍

技术性刊物暎本刊紧密结合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棳以石油工业上游所涉及的油气勘探的热点暍难点问

题为重点进行报道和分析棳同时重点报道国内外油气实验测试的最新技术和方法暎本刊为中文核心期刊棳
已被美国暟化学文摘棬斆斄棭暠暍俄罗斯暟文摘杂志棬斄斒棭暠和暟中国石油文摘暠暍暟中国地质文摘暠暍暟中国学术期刊

文摘暠所收录棳是暟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暠暍暟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暠暍暟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暠来源期

刊棳并全文收录于暟中国期刊网暠暍暟中国学术期刊棬光盘版棭暠及暟万方数据暘暘暘数字化期刊群暠中暎
暥石油实验地质暦为双月刊棳斄棿开本棳逢双月棽椄日出版棳每本定价棻棸元棳全年椂棸元暎在校学生半价优惠暎

订刊汇款方式椇
棻棶邮局汇款椇棬棽棻棿棻棻棭江苏省无锡市椆棻椂信箱暥石油实验地质暦编辑部

订刊电话椇棸棻棸棴椄棾棽棸椆棸棾棽暋传真椇棸棻棸棴椄棾棽棸棽椃棿棽
电子邮箱椇旙旟旙旟斾旡椑旐斸旈旍棶旝旛旞旈旙旛旓棶斻旓旐
棽棶银行汇款椇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实验地质研究所

帐暋暋号椇棾棽棸棸棻椂棻椄椂棾椂棸棽棸棿棻椃棾
开户银行椇无锡市建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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