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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两大盆地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特征与油气

康玉柱
棬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棳北京暋棻棸棸棸椄棾棭

摘要椇新疆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十分发育棳分布广棳厚度大暎准噶尔盆地石炭系火山岩广泛分布于盆地

的西部隆起暍陆梁隆起暍中央隆起及东部隆起等广大地区棳可分为上暍下石炭统共 个组椈二叠系火山岩较少棳只在某些层位见到

凝灰岩暍凝灰质砂岩暎塔里木盆地石炭系火山岩主要见于盆地周缘地区棳二叠系火山岩在全盆分布广泛棳不仅厚度大棳而且岩石

类型多椈主要岩石类型为基性和超基性岩棳其次为中酸性岩椈其分布具有平面分带性和垂向旋回性暎火山作用促使不成熟的生油

岩提前进入生油门限棳也可使成熟的生油岩过早转化为高成熟暎中酸性火山溶岩是石炭系的主要储层棳岩浆活动为油气运移提

供了通道暎火山岩储层可形成亿吨级的大油田棳因此在新疆的油气勘探中棳应关注石炭棴二叠系火山岩的成藏和分布棳并把他作

为石油勘探的重要领域之一暎
关键词椇火山岩椈石炭系椈二叠系椈油气藏椈准噶尔盆地椈塔里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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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棳在新疆准噶尔和塔里木棽大盆地的石

炭暘二叠系火山岩中发现了多个油气田棬藏棭棳如石

西油气田暍滴西气田暍五彩湾油气田及夏子街地区

的油田等棳另在塔里木盆地棳多井在下二叠统火山

岩中发现油气显示及油流棳表明棽大盆地火山岩已

经和必将成为新疆地区重要勘探领域之一暎因此棳
研究火山岩分布暍岩石组合特征棳以及与油气成藏

的关系棳对油气勘探部署棳发现新的油气田棳具有重

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椄棴棸棿棴棽棻椈修订日期椇棽棸棸椄棴棸椃棴棽棽暎
作者简介椇康玉柱棬棻椆棾椂暘棭棳男棬满族棭棳中国工程院院士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棳主要从事石油地质勘探与研究暎斉灢旐斸旈旍椇旊斸旑旂旟旡旇椑斻斸斿棶斻旓旐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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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指导意义暎
棻暋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分布

棻棶棻暋石炭系火山岩分布

新疆棽大盆地石炭系火山岩分布广泛棳特别是

准噶尔盆地分布更广泛棳厚度大暎
棻棶棻棶棻暋准噶尔盆地

石炭系火山岩广泛分布于盆地的西部隆起暍陆
梁隆起暍中央隆起及东部隆起的广大地区暎

准噶尔盆地石炭系可分为上暍下石炭统 个

组棳其主要岩性特征见表旍暎地震资料区域对比解

释表明棳莫索湾凸起暍石西凸起石炭系顶界面为区

域性削蚀不整合面棳石炭系顶部遭受了大规模剥

蚀棳石浅滩组被剥蚀而缺失棳上石炭统仅保留巴塔

玛依内山组棬表棻棭暎
上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简称巴山组棳该组又

可分为上暍下巴山组暎下巴山组以玄武岩为主棳夹
安山岩暍凝灰岩暍火山角砾岩及少量泥质岩类和砂

砾岩类暎位于陆梁隆起上的陆棾井钻遇下巴山组厚

度达椆棽棽棶棸旐暎上巴山组上段为中酸性英安质火山

角砾岩暍火山碎屑岩椈中段为中性火山岩段棳上部为

安山岩棳下部为安山质火山角砾岩椈下段为基性暘中

基性岩段棳为玄武岩和玄武安山岩暎盆地东部五彩

湾地区彩棾棸井钻遇上巴山组厚度达棻棻棽椂棶棸旐暎
石西凸起钻遇上巴山组棳其厚度最大达棾椆棾棶 旐
棬石西棿井棭棳井下钻遇地层以中酸性火山溶岩类最

为发育棳其中以英安质安山岩为主棳玄武岩暍流纹

岩暍英安岩次之暎井下岩心观察椇气孔状安山岩发

育棳斑状结晶较粗棳呈角砾状及气孔状英安岩暍流纹

岩暍角砾状火山碎屑岩暍安山质玄武岩等暎这类岩

性组合特征表明棳石西凸起距离火山口较近棳既有

喷发相沉积棳又有溢相沉积棳属喷发暘溢流亚相

环境暎
棻棶棻棶棽暋塔里木盆地

石炭系火山岩主要见于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棳
如南天山东阿赖山暘迈丹塔格暘霍拉山一带暍北山

地区暍西昆仑山北坡一带以及东昆仑叶桑岗等地

区暎火山活动主要是海相中心式或裂隙暘中心式

喷发棳主要为玄武暘安山暘流纹岩组合棳主要属钙

碱性系列暎
盆内也有零星的火山岩分布棳如阿尔塔什地区

厚棽棶棿旐 的玄武岩和灰质凝灰岩夹于晚石炭世滑

石板期的开阔台地相灰岩之中暎
棻棶棽暋二叠系火山岩分布

二叠系火山岩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棳准噶尔

盆地只在二叠系某些层位见到凝灰岩暍凝灰质砂

岩暎本文重点叙述塔里木盆地火山岩分布特征暎
二叠系火山岩在塔里木盆地分布广泛棳不仅厚

度大棳而且岩石类型多暎二叠系火山岩主要产于下

二叠统库普库兹满组和下二叠统上部的开派兹雷克

组棳前者称下火山岩段棳后者称上火山岩段棬图棻棭暎
棻棶棽棶棻暋下火山岩段

下二叠统库普库兹满组下火山段主要分布在

盆地北部棳可分为呈东西向展布的北暍南两带椲棻棳棽椵

棬图棻棭暎
北带主要分布于库车河地区棳西起小铁列克河棳

东经木扎尔特河暍卡普沙良河暍切勒克河暍卡拉苏

河暍阿勒哈库什苏河暍库车河暍河瓦布其一带棳东西

延伸近棽棸棸旊旐暎岩性为大套中酸性火山岩暍火山

碎屑岩夹碎屑岩暎西部火山碎屑岩和碎屑岩比较

发育棳而东部则主要为火山碎屑岩暎北带下火山岩

段厚度大棳在卡拉苏河剖面棳火山岩累计厚度可达

表棻暋准噶尔盆地石炭系地层层序

斣斸斺旍斿棻暋斣旇斿旙旚旘斸旚旈旂旘斸旔旇旈斻旙斿旕旛斿旑斻斿旓旀旚旇斿斆斸旘斺旓旑旈旀斿旘旓旛旙旈旑旚旇斿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统 组 厚度棷旐 主要岩性 代表剖面

上

统

石浅潍组 椂椆棾棶棸 暋灰色暍深灰色砂岩暍砂砾岩暍小砾岩及泥岩暍云质泥岩暍砂质泥
岩棳中上部夹多层碳质泥岩棳为海相沉积岩

准东大 井

上巴山组 棻棸棸暙棿棸棸
暋上段椇中酸性英安质火山角砾岩暍火山碎屑岩椈中段椇中性岩
段棳上部为安山岩棳下部为安山质火山角砾岩椈下段椇基性暘中
基性岩段棳为玄武岩和玄武安山岩

石西凸起

下巴山组 棻棸棸暙 棸棸 暋以玄武岩为主棳夹安山岩暍凝灰岩暍角砾岩及少量泥质岩暍砂
砾岩等

夏盐地区暘玛东棻井

下

统

滴水泉组 棽棸棸暙棾棸
暋纵向上是以火山碎屑岩与正常碎屑岩呈不等厚互层暎主要
岩性为灰暍深灰色泥岩及灰黑色暍黑色碳质泥岩棳局部地区夹泥
质白云岩暍白云质泥岩椈从盆缘到盆内火山岩逐渐减少

暋滴西地区及陆南
地区陆南棻井

塔里岗组 棻棸暙棿棸棸
暋推测靠近腹部地区可能为海陆交互相沉积棳以碎屑岩夹火山
沉积岩暍泥岩暍砂质泥岩暍含碳质泥岩棬或煤层棭及凝灰岩为主棳
次为安山岩暍玄武岩及火山岩的过渡岩类

暋陆梁凸起东侧泉棾
井暘三参 棻 井 区 及
滴西地区

暏棽棽棾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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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棸卷暋暋



图棻暋塔里木盆地下二叠统火山岩分布

据朱毅秀等修改暎
斊旈旂棶棻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斕旓旝斿旘斝斿旘旐旈斸旑旜旓旍斻斸旑旈斻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斣斸旘旈旐斅斸旙旈旑

棻棻棸棸旐以上暎
南带主要分布在柯坪隆起暍阿瓦提断陷以及哈

拉哈塘凹陷一带棳东西向延伸可达椃棸棸旊旐暎岩性

主要为玄武岩暍英安岩暍安山岩及中酸性成分的凝

灰岩暍火山角砾岩暎南带下火山岩段的厚度明显小

于北带棳火山岩最厚区位于柯坪因干暘沙井子附

近棳开派兹雷克剖面火山岩厚达棻棾椄棶 旐棳以玄武

岩为主椈哈棻井虽然火山岩厚逾棽椃椄旐棳但主要以英

安质晶屑凝灰岩和安山质晶屑凝灰岩为主棳厚达

棽椃棸旐棳仅发育椃旐 厚的玄武岩及角砾状玄武岩暎
另一个火山中心在沙参棻井附近棳由于钻井尚未钻

穿该套火山岩系棳厚度不详暎在盆内其它地区仅有

零星的暍厚度较薄的火山岩分布棳如巴楚地区暍塔西

南杜瓦暍棋盘以及塔中棻椄井等地分布有小范围暍厚
度小于棻棸旐的玄武岩及凝灰岩暎
棻棶棽棶棽暋上火山岩段

下二叠统开派兹雷克组上火山岩段主要分布

在玛扎塔格暍和田河暍塔中暍满加尔暍阿瓦提以及柯

坪沙井子等广大地区棬图棻棭棳分布面积达棽棸暳棻棸棿

旊旐棽棳大大超过早二叠世晚期火山岩的分布面积暎
同时棳分布范围也已向南扩展棳最南已达玛参旍井

以南地区暎早二叠世是塔里木盆地内部火山活动

最强烈的时期棳不仅表现为分布范围广棳而且火山

岩累计厚度大棳存在多个火山喷发中心暎在北部发

育棾个喷发中心棳分别位于柯坪因干地区暍沙参棻
井井区暍跃南棻井井区棳基本上继承了下火山岩段

南带的分布格局棳大致呈东西向排列暎火山岩累计

厚达 棸棸暙椂棸棸旐棳岩性为玄武岩暍安山岩暍英安岩暍
流纹岩及凝灰岩暍火山角砾岩暎南部火山喷发中心

在玛扎塔格暘和田河附近棳和旍暍和棽暍和棾暍和棿等

井火山岩累计厚棾棸棸暙棿棸棸旐棳以玄武岩和辉绿岩

为主棳夹少量凝灰岩和火山角砾岩暎山棻暍山棽井

火山岩累厚虽可达棿棸棸旐 以上棳但岩性以凝灰岩

为主棳约占椃棸棩以上棳玄武岩仅占棾棸棩左右棳可见

棽井并不在火山喷发中心位置暎在盆内其它地区棳
如卡拉苏河暍棋盘等地也有零星的火山岩分布棳但
厚度一般小于 棸旐棳岩性主要为玄武岩暍辉绿岩夹

凝灰岩暎
棽暋岩石类型及平面分带性和垂向旋回性

棽棶棻暋岩石类型

塔里木盆地火山岩的主要岩石类型是基性和

超基性岩棳其次为中酸性岩暎基性岩和超基性岩包

括玄武岩及相应成分的凝灰岩暍火山角砾岩暎根据

矿物成分和结构构造特征棳玄武岩可进一步分为斜

斑玄武岩暍无斑棬隐晶棭玄武岩暍杏仁状玄琥岩暍单辉

玄武岩和橄榄玄武岩等 种不同的岩石类型棬刘金

坤等棳棻椆椆棻棭暎在柯坪地区棳茅口期和栖霞期玄武岩

暏棾棽棾暏暋第棿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康玉柱棶新疆两大盆地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特征与油气暋暋暋暋



的地球化学特征存在差异棳据刘金坤等棬棻椆椆棻棭研
究棳栖霞期玄武岩相对富 斢旈斚棽棳斄旍棽斚棾棳斆斸斚棳主要

为拉斑玄武岩椈茅口期玄武岩为碱性玄武岩棳两者

均具有大陆裂谷喷溢的特征暎中酸性岩包括安山

岩暍英安岩暍流纹岩暍粗面岩暍花岗斑岩及中酸性成

分的凝灰岩暍火山角砾岩暎
塔里木盆地下二叠统火山岩岩石具以下特征椲棻椵暎
玄武岩椇晚海西期喷发相火山岩棳属于成岩期

岩浆岩棳分布广泛椈暗色矿物铁质化和蚀变强烈棳蚀
变物为绿泥石暍方解石椈颗粒矿物结晶程度高棳斑状

结构不明显椈具粗玄结构暍次辉绿结构暍间隐结构和

隐晶结构椈块状构造暍气孔暘杏仁构造椈杏仁成分有

绿泥石暍方解石暍石英等暎
玄武安山岩与安山岩椇岩石呈灰绿色暍灰色的

块状构造暎具交织结构暍隐晶交结构造和斑状结

构棳也具隐晶结构与次间隐结构暎主次矿物与基质

绿泥石化和被碳酸盐交代强烈棳另有少量黄铁矿呈

星点状分布暎为喷出岩和次火山岩的主要类型棳主
要见蚀变安山岩暎

辉绿岩椇产自奥陶系至下二叠统中棳为次火山

岩和伴生的中浅成侵入岩椈主次矿物均具有溶蚀特

征棳多绿泥石暍方解石化暍铁矿化椈蚀变产出的绿泥

石含量部分高达棾棸棩椈可见典型的辉绿结构暍次辉

绿结构暍辉长辉绿结构棳也可见隐晶结构暍斑状结

构暍全晶粒结构等暎
凝灰岩椇玻屑凝灰岩和多屑凝灰岩棳具凝灰结

构暍雏晶结构椈溶岩成分多为流纹质棳去玻化强烈椈
呈巨厚层状暍中厚层状暍薄层状棳多和凝灰质泥岩暍
砂岩伴生棳也和玄武岩呈互层状暎
棽棶棽暋平面分带性

塔里木盆地二叠系火山岩的岩性特征在平面

上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棳大致以乌什暘阿瓦提暘满参

棻井一线为界棳北部为中酸性火山岩分布区棳南部

为基性火山岩发育区暎
北部中酸性火山岩区包括库车坳陷暍塔北隆

起暍满加尔东北部以及孔雀河斜坡暎火山岩以中酸

性的喷发岩为主棳伴有侵入岩和火山碎屑岩椈岩性

包括流纹岩暍安山岩暍英安岩暍粗面岩暍粗安岩以及

英安质暍流纹质凝灰岩暍火山角砾岩棳主要发育在孔

雀河斜坡暎
南部基性火山岩区包括柯坪隆起暍巴楚隆起暍

满加尔坳陷南部暍塔中隆起暍和田河地区以及塔西

南等广大地区暎该区以玄武岩和辉绿岩为主棳夹少

量中酸性侵入岩暎基性岩按产状可分为棽种类型椇
第棻种为以大面积分布的火山岩棳沿着岩浆上涌的

通道上升至地表喷发棳呈水平层状分布棳气孔暍杏仁

构造很发育椈第棽种类型为岩脉和岩墙棳以线性分

布棳如巴楚的岩墙群暎
棽棶棾暋垂向旋回性

火山岩的岩性特征在垂向上也表现出韵律性

分层的特点棳每个韵律层即相当于一个火山喷发旋

回暎林建英棬棻椆椄椃棭通过对四川峨眉山玄武岩的研

究棳认为一个完整的玄武岩喷发旋回由 种岩石类

型组成棳自下而上依次为火山角砾岩暍斑状玄武岩暍
致密状玄武岩暍杏仁状玄武岩和凝灰岩暎

塔里木盆地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中也发育类

似的火山喷发旋回棳但组成相对简单棳往往只识别

出旍至棾种岩石类型暎下二叠统下火山岩段在南

带一般发育棽暙 个火山喷发旋回暎在开派兹雷克

剖面上棳下火山岩段厚棻椂椄旐棳其发育 个火山喷

发旋回棬图棽棭棳第棻旋回由棽暙棾旐 厚的火山角砾

和厚椂 旐 的大套玄武岩组成椈第棽暍棾旋回均由 数

米厚的火山角砾岩构成棳上被碎屑砂暍泥质岩覆盖椈
第棿旋回仅由 暙椂旐 厚的玄武岩组成椈第 旋回

发育较完整棳由火山角砾岩棬棾旐棭暍玄武岩棬棾椂旐棭
和凝灰岩棬 旐棭组成暎

在库车坳陷棳下火山岩段则至少发育棻棸暙棻棿
个火山喷发旋回棳如在卡拉苏河剖面栖霞期火山岩

中识别出了旍棿个火山喷发旋回暎

图棽暋塔里木盆地开派兹雷克剖面
下火山岩段旋回结构示意

圆圈内数字为火山喷发旋回编号

斊旈旂棶棽暋斢旊斿旚斻旇旙斿斻旚旈旓旑旙旇旓旝旈旑旂旙斿斾旈旐斿旑旚斸旘旟斻旟斻旍斿旙
旓旀旚旇斿斔旛旔旊旛旡旐斸旑斊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旜旓旍斻斸旑旈斻旘旓斻旊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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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上火山岩段一般发育棾暙棻 个旋回棳如塘北棽
井发育棾个旋回棳巴东棽井发育 个旋回棳山棻暍山
棽井发育棻棸个旋回棳和棾井发育椂个旋回棳沙参棻
井发育棻棽个旋回暎
棾暋火山岩形成时代探讨

对塔里木盆地二叠系火山岩年代学的研究棳最
早始于盆地边缘露头区棳而且大多是古生物学方面

的研究暎新疆地质矿产局地层组棬棻椆椄椃棭在沙井子

开派兹雷克组下亚组中找到了可以与华北下二叠

统下石盒子组和华南栖霞组相对比的植物化石棳从
而确定了开派兹雷克组属于早二叠世中暘晚期暎
孙柏年等棬棻椆椆棻棭在沙井子四石厂剖面的库普库兹

满组玄武岩间的泥岩和开派兹雷克剖面的开派兹

雷克组玄武岩之间的泥岩中找到了大量属于早二

叠世的植物化石暎
棽棸世纪椆棸年代以来棳许多研究者先后对全盆

二叠系火山岩进行了同位素测年分析棬表棽棭棳所测

得的年代数据主要在棽椆暙棽椄椃斖斸之间棳基本上

在早二叠世的时限范畴之内暎
棿暋火山活动与油气

火山喷发的形式和强度以及火山喷发产物的特

征在盆地演化的不同阶段是不相同的暎对火山岩的

岩性特征及其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棳能为盆地构造演

化和油气富集规律的研究提供大量信息和证据暎
表棽暋塔里木盆地下二叠统火山岩同位素年龄数据

斣斸斺旍斿棽暋斏旙旓旚旓旔旈斻斸旂斿旙旓旀旚旇斿斕旓旝斿旘斝斿旘旐旈斸旑
旜旓旍斻斸旑旈斻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斣斸旘旈旐斅斸旙旈旑

采样点 岩性 年龄棷斖斸 测试方法 数据来源

四石广 玄武岩 棽椆棽棶棿暲棸棶 斔暘斄旘 刘金坤等棳棻椆椆棻
开派兹雷克 玄武岩 棽椆棶椄暲棸棶椆 斔暘斄旘 刘金坤等棳棻椆椆棻

四石厂 玄武岩 棽椃椄棶棸 斔暘斄旘 贾承造棳棻椆椆棽
巴楚 辉绿岩 棽椆暲 椃 斢旐暘斘斾 贾承造棳棻椆椆棽

胜利棻井
棬棸棸棾旐棭 安山岩 棽椆棶椂棾 斔暘斄旘 姚慧君等棳棻椆椆棾
胜利棻井
棬椂椂椃旐棭 安山岩 棽椆棶椂棿 斔暘斄旘 姚慧君等棳棻椆椆棾
库车河 流纹岩 棽椄 棶椃暲棻椃 斠斺暘斢旘 卢华复等棳棻椆椆棿
库车河 流纹岩 棽椃椄棶棸暲棽棶棾 斔暘斄旘 杨树锋等棳棻椆椆椂

开派兹雷克 玄武岩 棽椃椄棶暲棽棶棿 斔暘斄旘 杨树锋等棳棻椆椆椂
英买椆井
棬棿棽棻旐棭 正长岩 棽椄椃棶椂暲棽棶椄 斔暘斄旘 杨树锋等棳棻椆椆椂
玛扎塔格 正长岩 棽椃椃棶椃暲棽棶棾 斔暘斄旘 杨树锋等棳棻椆椆椂
南喀棻井
棬棽棻棾旐棭 英安岩 棽椆棽棶棿暲棸棶 斔暘斄旘 塔指

暋暋石炭纪棳塔里木盆地内部火山活动较弱棳而盆

缘火山活动相对较强棳说明塔里木古陆块此时的地

质构造环境相当稳定棳仅在盆地周缘构造活动较强

烈椈早二叠世栖霞期棳盆地火山活动较强烈棳火山喷

发次数多棳但主要集中在盆地北部地区棳表明盆地

北部的构造活动强烈棳南部广大地区则处于相对稳

定的构造环境椈至茅口期棳盆内火山活动增强棳火山

喷发次数明显增多棳空间分布最广棳火山喷发中心

向南迁移暎它充分表明塔里木陆块在早二叠世晚

期受到十分强烈的构造运动的作用棳波及的范围

广棳影响深度大暎这期构造运动就是海西晚期运动

在盆内的反映棳早二叠世的多旋回火山喷发作用是

海西晚期运动的前奏棳是量的积累暎
棿棶棻暋火山活动与烃源岩

火山活动中高温的岩浆暍热液和烃源岩长期直

接接触棳一方面给烃源岩带来能量棳使其在短期内

经历异常高温而成熟或过成熟暎如在塔中棾井暍塔
中棿井等井棳岩浆岩周围的石炭系烃源岩接近高成

熟阶段棳旓 值高椈而邻近井对应不发育岩浆岩的石

炭系烃源岩处于成熟阶段棳 旓 值相对较低暎塔中

棿 井二叠系下部暗色泥岩在高温岩浆作用下棳达
到成熟棳并向邻近粉砂岩渗透与运移棬在录井中见

荧光现象棭暎另一方面棳基性岩浆在喷发与侵入时

携带大量含氢气体棳岩浆作用会脱出氢气椈同时内

含橄榄石等铁镁矿物易在后期成岩变化中蚀变产

生氢气棳这些氢气会加入有机质的成烃作用棳使烃

源岩生烃量增大椲棻棳棾椵暎
岩浆岩的存在说明本区地球深部物质供给充

足棳在深部物质产生的深部流体中含有大量的金属

和非金属元素棳这些元素在原始生油母质生烃过程

中起重要的催化作用暎
对柯坪地区四石厂剖面和开派兹雷克剖面玄

武岩之间的泥岩进行镜质体反射率棬 旓棭测试棳结
果泥岩的 旓 达棽棶棸棩左右暎周中毅棬棻椆椆棽棭和彭燕

等棬棻椆椆棽棭对盆地部分钻井的石炭系生油岩镜质体

反射率进行测试棳所选的钻井按是否发育二叠系火

山岩而分为棽类暎结果发现棳发育有火山岩的钻井

的石炭系生油岩 旓 达到棽棶棸棩左右棳而不发育火

山岩的钻井棳 旓 在棸棶椃棩暙棸棶椄棩之间棳前者明显

高于后者暎火山活动使石炭系生油岩接近于高成

熟度阶段棳而不受火山活动影响的钻井棳其石炭系

生油岩现正处于成熟阶段暎因此棳早二叠世发生的

大规模火山活动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古地温场棳而且

加速了生油岩的演化进程暎火山作用不仅可以使

不成熟的生油岩提前进入生油门限棳而且也可以使

暏棽棾暏暋第棿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康玉柱棶新疆两大盆地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特征与油气暋暋暋暋



成熟的生油岩过早转化为高成熟暎
棿棶棽暋火山岩储层物性特征

棿棶棽棶棻暋储层物性分布特征

数据统计表明棳火山岩储层物性与火山岩类型

密切相关棳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比基性火山

岩的孔隙度要高棽倍左右暎因此棳中酸性火山溶岩

是石炭系的主要储层棬表棾棭棳其储集空间包括原生孔

隙暍原生裂缝暍次生孔隙和次生裂缝暎石西油田的主

要产量来自上巴山组安山岩棳其次生孔隙和次生裂缝

发育棳发育为安山岩暍火山角砾岩棬含霏细岩暍英安岩棭
及安山质岩类暎储层孔隙度为棸棶椄椄棩暙棾椃棶棽棩棳一般

为棻棸棩暙棻椂棩棳平均为棻棾棶棿棿棩椈其渗透率具有分布范

围宽暍级差大的特点棳分布区间为棬棸棶棸棽暙棿棿椄椆棶椆棽棭暳
棻棸棴棾毺旐棽棳一般为棬棸棶棾暙棻 棶椄棭暳棻棸棴棾毺旐棽椲棾棳棿椵暎从平

面上来看棳准噶尔盆地腹部地区火山岩储层物性明

显好于西北缘和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棳如西北缘五

八区熔岩平均孔隙度为椃棶椃棩棳五彩湾地区安山岩

平均孔隙度为椄棶棻棿棩暎腹部地区石炭系火山岩岩性

由北部中基性火山岩向南边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

碎屑岩过渡棳其孔隙度也有由北向南明显增大的趋

势暎如北部夏盐地区孔隙度最大为棻棿棶椂椂棩棳平均

为 棶椄椂棩椈中部石南地区孔隙度最大为棽棻棶棿椆棩棳平
均为椂棶棸棾棩棳它们都明显小于石西凸起火山岩储层

孔隙度暎
棿棶棽棶棽暋石炭系火山岩储层发育的影响因素

火山岩原生孔洞常常以孤立形式存在棳后期的

改造作用是火山岩成为有效储层的重要条件暎制

约火山岩储层发育的关键因素是成岩过程中的溶

表棾暋准噶尔盆地石西凸起石炭系不同岩类储层物性特征

斣斸斺旍斿棾暋斠斿旙斿旘旜旓旈旘旔旇旟旙旈斻斸旍旔旘旓旔斿旘旚旟旓旀斆斸旘斺旓旑旈旀斿旘旓旛旙
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斢旇旈旞旈斦旔旍旈旀旚旓旀旚旇斿斒旛旑旂旂斸旘斅斸旙旈旑

岩性 孔隙度棳棩 渗透率棷棬棻棸棴棾毺旐棽棭
安山质角砾溶岩 椂棶椄椆暙棾椃棶棽棸棬棻椃棶棾椂棭 棸棶棸棾暙棽棾棶棻棸棬棻棶棾椄棭

安山质集块角砾岩 棾棶棽棻暙棽棾棶椂椃棬棻 棶椃棾棭 棬棸棶椆椃棭
英安岩 棽棶椂椄暙棽椄棶椄棿棬棻棿棶椃棿棭 棸棶棸棽暙椂棿棶棻棿棬棽棶棻棸椄棭
安山岩棻棭 棻棶棸 暙棽棾棶椃棿棬棻棾棶棾棾棭棸棶棸棽暙棻棸棿棶棻棻棬棻棶棿椂棭

安山质角砾凝灰岩 棿棶椂棽暙棻椃棶棸棻棬棻棾棶棸棻棭 棸棶棸椂暙棾棶椄椂棬棻棶棻棾棭
英安质凝灰角砾岩 椆棶棿椆暙棻椆棶棻棿棬棻棽棶椆棿棭 棸棶棸棾暙棽棶棾棿棬棸棶棾棽棭
安山质凝灰角砾岩棻棭棻棶椆棿暙棽棸棶棿椃棬棻棽棶棻棽棭棸棶棸棾暙棿棿椄椆棶椆棬椄椄棶棻椂棿棭

英安质集块
凝灰角砾岩 棶椄椂暙棻棿棶椃椄棬棻棻棶棾椄棭 棸棶棸 暙棽棶椃棸棬棸棶椃棸棿棭

安山质火山角砾岩 椂棶椄椆暙棻棿棶棸棾棬棻棻棶棸椃棭 棸棶棸棾暙棸棶棿棬棸棶棻椂棾棭
英安质火山角砾岩 棾棶棽棸暙椄棶棸棬椂棶棻椄棭 棸棶棸椂暙棾棶棽棿棬棸棶棿棿棭

玄武安山岩 棸棶椄椄暙棻棿棶椄 棬棶棿 棭 棬棻棶棾棽棭
暋暋注椇表中数据意义为椇最小值暙最大值棬平均值棭暎
暋暋棻棭发育裂缝暎

蚀作用及裂缝发育程度暎风化淋滤作用和裂缝发

育程度棳决定了溶蚀作用的强度和规模暎石西油田

石炭系火山岩裂缝主要发育在上部的中酸性英安

岩中棳这是因为上部英安岩除受应力作用发生破裂

外棳还与长期的风化淋滤有关棳火山岩顶部地层所

见的斑晶溶孔暍基晶溶孔暍基质中钠长石化晶间孔暍
微裂缝暍半充填气孔等就是风化壳遭淋滤溶蚀的例

证暎构造作用所产生的裂缝使火山岩储集性能提

高的同时棳也为溶蚀作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椈风化

溶蚀作用改造扩大了原有孔隙棳也改善其连通性棳
有助于储集空间的形成与保存暎

石西凸起及其相邻地区石炭系火山岩暍碎屑岩

储层物性与埋深关系分析表明棳火山岩储层物性不

受埋深影响暎另外在塔中棿 棳棿椃棳棻棽和棻椂等井的

中上奥陶统灰岩缝洞中萤石十分发育棳其分布受断

层暍裂缝的控制暎研究表明棳塔中地区萤石脉的形

成主要与岩浆期后热液作用有关暎早二叠世末岩

浆分异作用形成富氟的酸性热流体棳进入碳酸盐岩

地层可在适当的部位发生强烈溶蚀暍交代作用棳形
成萤石和方解石脉及大量残留溶蚀孔洞棳大大地改

善了碳酸盐岩储层的储集性椲棳椂椵暎这是塔中棿 井

碳酸盐岩高产油气藏优质储层形成的原因之一暎
岩浆岩具有不均匀的原生暍次生孔隙和裂缝棳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油气储集层和具有工业价

值的油气藏暎满西棽井在钻遇下二叠统喷出岩浆

时棳孔隙度高达棿棽棩棬电测解释结果棭棳具有良好的

储集性能暎塔中地区下二叠统岩浆在部分井孔洞暍
裂缝都比较发育棳在中棻井见油气显示棳可作为特

殊油气储层棳也可形成岩性圈闭暎但对多优势目的

层的塔中地区来说棳本层位只能是一个附带关注的

勘探与开发层位暎
棿棶棾暋岩浆活动与油气运移

岩浆活动产生的巨大热能不仅构成油气运移

的动力棳同时在围岩中伴生岩浆活动而产生的许多

小断层与裂缝是油气运移的有利通道暎此外棳岩浆

侵入的通道也是一条有利的油气运移通道暎塔中

地区早二叠世末岩浆侵入棳穿透了上寒武统暍奥陶

系的泥岩暍碳酸盐岩等巨厚岩层棳形成的岩墙存在

一个与不同时代的地层近垂向接触的岩墙面暎这

个面的愈合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棳它恰似棦直立的

不整合面棦暎因此棳在岩浆活动及之后的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棳油气就可以沿这个面向上运移棳经此通

道运移的油气只能在下二叠统及以下层位聚集暎
如塔中棿椃油藏存在这样一种岩墙面作为油气运移

通道椲棻椵暎

暏椂棽棾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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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棸卷暋暋



棿棶棿暋火山岩破坏作用

火山活动对早期形成的圈闭起破坏和改造作用暎
火山活动产生的高温和热液棳使储层发生不同程度的

变化棳产生的成岩矿物充填和堵塞储集空间棳导致储

层变差椈并对位于火山口附近的早期油藏产生破坏作

用棳油气被烘烤而跑掉棳如塔中棻椄棳棽棻等井暎
暋结语

近几年来棳我国东北地区大庆深部暍下辽河盆

地暍渤海湾盆地暍准噶尔盆地在火山岩中不断发现油

气田椲椃暙棻棽椵棳这些新的勘探成果棳进一步说明各时代火

山岩是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之一暎新疆棽大盆地中

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非常发育棳分布广泛棳况且已发

现石炭系火山岩为主要储层的石西亿吨级大油田棳
证明火山岩领域油气前景看好暎因此棳在新疆的油

气勘探中棳应关注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成藏问题和

它的分布棳寻找大目标棳力争有更大的油气发现暎
参考文献椇

棻暋朱毅秀棳金之钧棳林畅松等棶塔里木盆地塔中地区早二叠世岩浆

岩及油气成藏关系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 棳棽椃棬旍棭椇棸暙 棽
棽暋康玉柱棶中国新疆石油地质特征与资源评价椲斒椵棶乌鲁木齐椇科

技卫生出版社棳棻椆椆椆
棾暋郭占谦棶火山活动与石油天然气的生成椲斒椵棶新疆石油地质棳

棽棸棸棽棳棽棾棬棻棭椇暙棻棸
棿暋周暋路棳王绪龙棳雷德文等棶准噶尔盆地莫索湾凸起石炭系上部

岩性预测椲斒椵棶中国石油勘探棳棽棸棸椂棳棻棻棬棻棭椇椂椆暙椃椆
暋康玉柱棶塔里木盆地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储集岩特征椲斒椵棶石油

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椃棳棽椆棬棾棭椇棽棻椃暙棽棽棾
椂暋文百红棳杨暋辉棳张暋研等棶中国典型火山岩油气藏地球物理特

征及有利区带预测椲斒椵棶中国石油勘探棳棽棸棸椂棳棻棻棬棿棭椇椂椃暙椃棾
椃暋周荔青棳吴聿元棳张暋淮棶松辽盆地断陷层系油气成藏的分区特

征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椃棳棽椆棬棻棭椇棽棻椃暙棽棽棾
椄暋齐井顺棶松辽盆地北部深层火山岩天然气勘探实践椲斒椵棶石油

与天然气地质棳棽棸棸椃棳棽椄棬棭椇椆棸暙 椆椂
椆暋黄泽光棳高长林棶南华北中生代火山岩与前渊盆地椲斒椵棶石油实

验地质棳棽棸棸椂棳棽椄棬棻棭椇棻暙椃
棻棸暋宋维海棳王璞珺棳张兴洲等棶松辽盆地中生代火山岩油气藏特

征椲斒椵棶石油与天然气地质棳棽棸棸棾棳棽棿棬棻棭椇棻棽暙棻椃
棻棻暋周建国棶济阳暘昌潍坳陷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动力学意

义椲斒椵棶油气地质与采收率棳棽棸棸椂棳棻棾棬棻棭椇棾棻暙棾棿
棻棽暋谈暋迎棳刘德良棳李振生棶松辽盆地北部二氧化碳气藏成因地

球化学研究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椂棳棽椄棬棭椇棿椄棸暙棿椄棾

棬编辑暋徐文明棭

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

欢迎订阅棽棸棸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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暍暟万方数据暘暘暘数字化期刊群暠及暟维普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暠中暎
暥石油实验地质暦为双月刊棳逢双月棽椄日出版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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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银行营业部

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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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刊电话椇棬棸棻棸棭椄棾棽棸椆棸棾棽暋传真椇棬棸棻棸棭椄棾棽棸棽椃棿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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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暏椃棽棾暏暋第棿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康玉柱棶新疆两大盆地石炭暘二叠系火山岩特征与油气暋暋暋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