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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地层学、构造地质以及成藏系统等理论和方法,系统阐述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油气成藏条件。凹陷断裂经历

了铜钵庙组—大磨拐河组沉积期的伸展变形、伊敏组沉积期的走滑变形和青元岗组沉积期—古近纪末期的强烈反转变形3个阶

段。大磨拐河组地层划分为3个三级层序和15个砂岩组,各个时期控制着不同沉积演化过程。大磨拐河组原油来源于南屯组,

与南一段关系密切,存在2种油气运移方式:1)当断距大于300m 时,南屯组生油源岩与大磨拐河组储层对接,从而构成直接侧

向运移的旁生侧储型油藏;2)油沿(不整合面)油源断层自南屯组向上垂向运移至大磨拐河组,再短距离侧向运移形成下生上储

型油藏,总结油藏类型为构造、岩性、地层及岩性—构造4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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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etroleumaccumulationconditionsofDamoguaiheFormationintheUrxun—BeierSagsof
theHailaerBasinwerestudiedwithstratigraphic,tectonicandaccumulationsystemtheories.Thefrac灢
turesinthestudyareaexperienced3stagesofdeformationincludingtheextensionduringTongbomiao
and Damoguaihe periods,the strike灢slip during Yimin period and the stronginversion during
QingyuangangandthelatePaleogeneperiods.DamoguaiheFormationwasdividedinto3third灢gradese灢
quencesand15sandlayers.Differentstagescontrolleddifferentsedimentaryevolutionprocesses.The
crudeoilinDamoguaiheFormationcamefrom NantunFormationandwascloselyrelatedtothefirst
memberofNantunFormation.Thereexisted2waysofhydrocarbonmigration.1)Whenthefaultdis灢
placementwasover300 m,thesourcerocksinNantunFormationconnectedwiththereservoirsin
DamoguaiheFormation,resultinginside灢generatingandside灢reservingreservoirs.2)Thehydrocarbon
inNantunFormation migratedupwardsintoDamoguaiheFormation,andthen movedlaterallyfora
shortdistance,forminglower灢generatingandupper灢reservingreservoirs.Thereservoirsintheregion
wereclassifiedinto4types:tectonic,lithologic,stratigraphicandlithologic—tect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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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海拉尔盆地是一个多期叠合和多期改造的中

生代断陷盆地,也是大庆外围探区最重要的含油盆

地之一。乌尔逊—贝尔凹陷是海拉尔盆地最有勘

探潜力的凹陷之一,最近国内学者在此积累了丰富

经验。乌尔逊、贝尔凹陷在构造、层序、沉积、储层

和油气成藏规律等方面的文献共同点多集中于对

主力油层———南屯组(K1n)油层或大套地层的阐

述[1-14],而对大磨拐河组(K1d)沉积、成藏条件等

研究甚少。大磨拐河组是一个认识程度低的含油

层段,对于油气成藏规律、成藏控制因素的探讨还

处于起步阶段。然而,近年来乌尔逊—贝尔凹陷勘

探实践证明,大磨拐河组发育了类型丰富的各种油

藏,发现了更多的低产油流井和工业油流井,勘探

潜力巨大。因此,研究分析乌尔逊—贝尔凹陷的层

序、沉积特征和油气成藏规律,对于加快凹陷的勘

探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1暋构造特征及其层序沉积特征

1.1暋构造特征

乌尔逊、贝尔凹陷是位于海拉尔盆地贝尔湖坳

陷南部2个规模最大的相邻凹陷(图1),其中乌尔

逊凹陷呈SN 向延伸,贝尔凹陷呈 NE向分布,两
者被长期发育的巴彦塔拉构造带所分割[15]。从凹

陷结构上看,乌尔逊凹陷具有西断东超的“箕状暠特
征,贝尔凹陷整体上具有东西成带、南北分块的构

造格局。沿凹陷短轴方向,可依次划分为陡坡带、
洼陷带和斜坡带3个二级构造单元。陡坡带是指

长期继承性(早期伸展、中期张扭、晚期反转)断层

及其控制的上盘断超带;斜坡带是指“箕状暠断陷中

宽度较大、坡度较缓的构造带;洼陷带夹持于陡坡

带和斜坡带之间,是乌尔逊—贝尔凹陷的长期性沉

降带,也是凹陷沉积的中心(图2)。乌尔逊—贝尔

图1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构造单元划分

Fig.1暋TectonicunitsofDamoguaiheFormationinUrxun—BeierSags,Haila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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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石油地质剖面

K1t.铜钵庙组;K1n.南屯组;K1d1.大磨拐河组一段;K1d2.大磨拐河组二段;K1y1.伊敏组一段;K1y2.伊敏组二段;K2q.青元岗组

Fig.2暋PetroleumgeologicprofileofUrxun—BeierSags,HailaerBasin

凹陷发育有4个规模较大的沉积中心,沿凹陷长

轴方向自南向北分别为贝中次凹、贝西次凹、乌
南次凹和乌北次凹,陡坡带和斜坡带由南向北为

苏德尔特构造带、霍多莫尔构造带、巴彦塔拉构

造带、乌西断阶带、扎和庙构造带、苏仁诺尔构造

带以及贝西斜坡、贝东斜坡和乌东斜坡等共16
个三级构造带。

乌尔逊—贝尔凹陷断裂的形成演化先后经历

了3个主要时期[1-3,16]:1)铜钵庙组(K1t)—大磨

拐河组沉积期为主要的伸展变形时期,其间又可细

分为不同的伸展构造幕,分别控制断陷盆地的发

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铜钵庙组—南屯组沉积

时期为凹陷强烈的拉张时期,以分隔断陷期和拗陷

期的裂后不整合面 T2
2 作为分界面[17],形成早期断

陷沉积地层;之后盆地演化进入凹陷阶段,大磨拐

河组断坳均有分布,但部分断层仍然强烈活动,对
大磨拐河组和伊敏组沉积有一定控制作用,形成大

磨拐河组地层和顶部区域不整合面,表现为断陷向

凹陷转化的特征。2)伊敏组(K1y)沉积时期主要

发生走滑变形,形成一系列沿主干基底断层发育的

断裂密集带,表现为“西北强、东南弱暠的特征。3)
青元岗组(K2q)沉积期—古近纪(E)末期为反转构

造变形时期,表现为部分主干基底断层发生反转构

造变形,使伊敏组沉积末期形成的正反转断层进一

步向上延伸断至青元岗组地层。

1.2暋沉积层序特征

层序是指一套相对整一的、成因上有联系的、
顶底以不整合或与之相当的整合面为界的地层单

元。一个完整的层序可由低水位体系域(LST)、水
进体系域(TST)和高水位体系域(HST)组成[4-5]。
各体系域的基准面变化决定各层序内沉积体系的

构成和时空配置。以层序地层学理论为指导,乌尔

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内共划分3个三级层序

和15个砂岩组(图3),该三级层序由 LST,TST
和 HST组成。LST形成于大一段(K1d1)地层沉

积期,主要包括D栺1砂岩组,为正旋回沉积,地层

厚度一般为50~250m,最厚300m,此时湖泊水

域较小,以滨湖亚相为主。在有限的湖泊水域内,
发育有扇三角洲、滨浅湖、湖底扇和辫状河三角洲。
辫状河三角洲发育在盆地的缓坡和长轴方向,断陷

陡坡处发育扇三角洲。TST 地层厚度较厚,主要

包括D栺2砂岩组和D栺3砂岩组,岩性以灰色、灰
黑色泥岩夹粉砂质泥岩为主,岩性较细,最厚达

670m,盆地沉积范围逐渐扩大,湖泊水体逐渐由

浅变深,湖泊相以深湖—半深湖沉积为主,中心洼

陷带发育重力流沉积。在深湖—半深湖亚环境斜

坡带发育辫状河三角洲、砂坝等沉积体,陡坡带发

育少量湖底扇和扇三角洲。HST形成于大磨拐河

组沉积 晚 期,地 层 发 育 较 厚,凹 陷 最 大 厚 度 达

760m,包括 D栺4—D栺5和 D栻1—D栻10共12
个砂岩组,以曲流河三角洲、网状河三角洲系发育

为特征,但贝尔凹陷范围较乌尔逊凹陷小;乌尔逊

凹陷东侧和南侧及东南侧的网状河三角洲并进一

步向盆地中推进,主要发育网状河三角洲、湖泊相

和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湖泊相以滨浅湖为主,
河流经过较长的距离在盆地的缓坡和长轴方向形

成网状流河三角洲,盆地的陡坡也由辫状河三角洲

演变为曲流河三角洲,网状流河三角洲快速向盆地

中推进,占据了盆地更大的区域。
总之,贝尔—乌尔逊凹陷大磨拐河组地层垂向

沉积演化与二级构造单元关系密切,洼陷带内自下

由LST 浅湖相到 TST 的深湖相,再向上演变为

HST晚期浅湖相沉积;陡坡带内由LST扇三角洲

演变为 TST 辫状河三角洲和 HST 曲流河三角

洲;斜坡带内由 LST 辫状河三角洲向上演化为

TST曲流河三角洲,再到 HST网状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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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综合柱状图

1.扇三角洲;2.辫状河三角洲;3.曲流河三角洲;4.网状河三角洲;5.滨浅湖;6.深湖—半深湖;7.储集层;8.盖层;9.不整合面

Fig.3暋SynthesiscolumnmapofDamoguaiheFormationinUrxun—BeierSags,Haila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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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成藏条件分析

层序地层格架及其沉积体系的演化,控制了层

序内不同相带的分布,继而控制着层序内的储盖组

合特征及油气成藏过程,决定了凹陷有利的油气聚

集带,对确定下一步勘探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2.1暋烃源岩特征

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原油来源于南

屯组,且与南一段关系密切[6,18]。首先,南屯组与

大磨拐河组环境基本以深湖—半深湖相为主,从原

油评价指标(表1)可以看出,大磨拐河组原油与南

屯组原油物性与族组成特征基本相近;其次,大磨

拐河组原油中饱和烃含量接近南屯组,非烃+沥青

质含量比南屯组略低,芳烃含量与南屯组相近,因
此大磨拐河组原油与南屯组原油可能具有相同的

来源。
乌尔逊—贝尔凹陷烃源岩中心分布在乌北、乌

南、贝西和贝中次凹内,其烃源岩有机质的热演化

程度变化范围较大。南一段烃源岩为好—较好烃

源岩,具备形成工业油藏的潜力。南屯组沉积时

期,乌尔逊—贝尔凹陷的洼陷面积大,水体深,以深

湖—半深湖相沉积为主,有利于多种有机质繁衍。
乌尔逊—贝尔凹陷南一段源岩暗色泥岩厚度150~
500m,烃源岩有机碳含量为0.4%~7.6%,样品

中68.6%以上大于1.0%,平均为1.861%(表1);
南二段源岩暗色泥岩厚度和分布面积都不大,烃源

岩有机碳含量为0.4%~7.1%,样品中83.33%以

上大于1.0%,均值为1.729%;大磨拐河组暗色泥

岩厚度和分布面积较大,但埋藏浅,烃源岩有机碳含

量为0.37%~6.98%,样品均值为1.661%。南一段

氯仿沥青“A暠的样品均值为0.0865%,37.3%分布在

0.1%以上,说明该段为较好烃源岩;南二段与南一段

相似,氯仿沥青“A暠样品均值0.0739%,23%分布在

0.1%以上,为中等烃源岩;而大磨拐河组氯仿沥青

“A暠的样品均值相对较低,平均为0.0540%。通

过对“A暠/COT和OEP 对比分析表明,凹陷内原油

多为成熟油,但总体上南一段有机质丰度高、成熟

度高、类型好,以栻1和栻2 型为主,为较好源岩;南
二段相对南一段较差,有机质丰度中等、成熟度不

高、类型以栻2 和栿型为主,综合平均为中等和偏差源

岩;大磨拐河组有机质类型以栿型为主,成熟度不

高[6],综合评价为差源岩。按照Ro=0.5%,乌尔逊

凹陷生烃门限深度为1800m,生烃高峰深度为

2000m。贝尔凹陷生烃门限较深,平均为2000m,
贝中次凹门限深度达2600m,烃源岩在伊敏组沉

积时期进入生烃门限,伊敏组沉积晚期大量排烃,
洼陷边缘南屯组烃源岩进入生烃门限较晚。随着

沉积体埋藏深度的加大,生烃范围逐渐增加,生排

烃强度也越来越大。

2.2暋储层特征及储盖配置条件

贝尔—乌尔逊凹陷岩性以砂岩、含砾砂岩、砂
砾岩、粉细砂岩和泥质砂岩等碎屑岩为主[7],主要

沉积相带为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曲流河三角

洲、网状河三角洲和湖底扇。钻井分析显示,乌北

D栺1和D栺2砂岩组储层物性最高,孔隙度一般

为10.0%~24.8%,渗透率达(1.2~120)暳10-3毺m2,

表1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原油和生油岩综合评价

Table1暋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crudeoilandsourcerocksinUrxun-BeierSags,HailerBasin

评价指标 南一段 南二段 大磨拐河组

地
质
特
征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原
油

烃
源
岩

暋沉积相 暋深湖—半深湖 暋深湖—半深湖 暋深湖、浅湖

暋岩性特征 暋砂、泥互层夹煤层 暋砂泥岩、砂砾岩 暋黑色泥岩及中、薄层砂岩

暋暗色泥岩厚度/m 暋150~500 暋200~380 暋200~500
暋暗色泥岩面积/km2 暋994.82 暋847.40 暋1147.97
暋平均密度/(g·cm-3) 暋0.8465 暋0.8459 暋0.8228
暋运动粘度/(mPa·s) 暋36.39 暋18.34 暋5.36
暋饱和烃/% 暋53.17~80.91 暋61.12~81.16 暋64.41~80.60
暋芳烃/% 暋10.51~19.60 暋7.65~19.47 暋10.07~15.72
暋非烃+沥青质/% 暋7.41~23.54 暋10.10~19.69 暋8.40~20.52
暋有机碳含量/% 暋1.861 暋1.729 暋1.661
暋氯仿沥青“A暠/% 暋0.0865 暋0.0739 暋0.0540
暋热解S1+S2/(mg·g-1) 暋7.24 暋4.59 暋2.59
暋有机质类型 暋栻1,栻2 暋栻2,栿 暋栿
暋Ro 均值/% 暋0.72 暋0.61 暋0.55
暋OEP 值 暋1.04~1.31 暋1.06~1.62 暋0.74~1.67
暋“A暠/COT 暋2.10 暋0.76 暋0.63

综合评价结果 暋好—较好 暋中等、偏差 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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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好—较好储层;乌南、贝中和贝北地区D栻3,D栻4,

D栻6和D栻7砂岩组储层物性相对较高,孔隙度一般

为4.0%~20.0%,渗透率为(0.18~115)暳10-3

毺m2,属中等—较好储层。
依据贝尔—乌尔逊凹陷大磨拐河组15个四级

层序砂岩分布特征,建立了大磨拐河组储盖层概念

模式。储层主要发育在 D栺1,D栺2,D栺3,D栻1,

D栻2,D栻5,D栻6和D栻7共8个砂岩组中,油也主

要分布在这几个层序中,其余层段砂体相对不发育,
为主要盖层。据此,将大磨拐河组划分为3套储盖

组合:组合栺中D栺1和D栺2砂岩组为主要储集层,

D栺4和D栺5砂岩组为第一套盖层,该套组合主要

分布在乌北、乌南、贝西斜坡和贝中次凹地区;组合栻
中D栻1和 D栻2砂岩组为主要储集层,D栻3和

D栻4砂岩组为组合的第二套盖层,该套组合在乌尔

逊凹陷全区均发育,而在贝尔凹陷只在贝西、巴彦塔

拉和贝中部分地区发育;组合栿中D栻5,D栻6和

D栻7砂岩组为主要储集层,D栻8层序或D栻8以上

(包括伊敏组一段)为盖层,该套组合在乌尔逊—贝

尔凹陷全区均发育,对大磨拐河组次生油藏勘探意

义较大。

2.3暋油气输导条件及运聚

实践表明,大磨拐河组的油气输导系统主要由

2种介质构成:油源断层和有一定孔渗条件的砂砾

岩层[1]。

2.3.1暋油气输导条件

油源断层是大磨拐河组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
当断裂活动时,可以使南屯组烃源岩与储层在侧向

和垂向上直接沟通接触,形成各种类型的油气

藏[18-19]。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断裂比较

发育,由于断层垂向运移能力良好,不但可以成为

油气运移的良好通道,而且沟通上下不整合面及砂

体,从而使油气呈“阶梯状暠或“S形暠运移,形成多

层叠置的油气藏,如霍多莫尔构造带的霍10井在

D栻7砂岩组内发现工业油流。不整合面主要指南

屯组与大磨拐河组 T2
2 分界面,南屯组和大磨拐河

组地层不整合面发育较广,尤其在乌尔逊凹陷的洼

陷内以及贝尔凹陷的斜坡带和洼陷内较典型。所

以,不整合面不仅发育有储集条件较好的储层,同
时也是油气的重要通道,其存在与分布为凹陷低位

域的原生油藏形成创造了条件。储层既可以作为

油气的储集空间,又可以作为油气的运移通道,是
油气运移过程中最基本的输导系统,油气在砂体中

的分布位置主要取决于砂体物性的非均质性,油气

常在砂体的相对高孔渗部位聚集成藏。

2.3.2暋油气运聚

大磨拐河组油气运移主要有2种方式:1)南屯

组生油源岩与大磨拐河组储层对接,从而构成了直

接侧向运移的旁生侧储型油藏。该种运移方式的

前提是断层垂直断距必须满足大磨拐河组储层与

南屯组烃源岩直接对接。根据对大磨拐河组工业

油流井 Knipe图解分析发现,当断距大于300m
时,大磨拐河组砂体与南屯组烃源岩形成对接(图

4)。大磨拐河组断层断距除了陡坡带上的乌西断

阶带之外(最大断距1500m),其他地区多小于

200m,因此,该种油气运移方式仅分布在乌西断

阶带附近,其纵向上多发育于储盖组合栺的陡坡带

附近;2)油沿油源断层(不整合面)自南屯组向上垂

向运移至大磨拐河组,再短距离侧向运移形成下生

上储型油藏,平面分布范围较广,油源断层与透镜

状砂体组合形成的输导体系构成了大磨拐河组主

要油气输导系统,纵向上在3套储盖组合内均不同

程度地发现油藏(图5)。

3暋油藏类型及油气聚集特征

3.1暋油藏特征

乌尔逊—贝尔凹陷圈闭较发育,圈闭类型以断

块、断鼻、断背斜和岩性为主,主要分布在凹陷各二

级构造带上。陡坡带上的圈闭发育与边界断裂及

其伴生断裂密切相关,主要发育断块圈闭和构造反

转形成的断背斜圈闭。斜坡带上顺向断层和反向

断层均发育,其圈闭类型以断鼻圈闭和断块圈闭为

主,洼陷内以岩性圈闭为主。这些圈闭形成于大磨

拐河组沉积时期,定型于伊敏组沉积末期。

图4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
工业油流井 Knipe图解(乌16)

Fig.4暋KnipegraphicofindustrialoilwellWu16
inUrxun-BeierSags,HailaerBasin

·584·暋第5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李占东,等.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油气成藏条件暋暋暋暋



图5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成藏模式

栙构造油藏(圈闭);栚地层油藏(圈闭);栛岩性油藏(圈闭);栜复合油藏(圈闭)

Fig.5暋AccumulationpatternofDamoguaiheFormationinUrxun—BeierSags,HailaerBasin

暋暋乌尔逊—贝尔凹陷油气生储盖和圈闭在时空

上具有良好的成藏配置关系。成烃和圈闭配置良

好,成烃期次与圈闭形成期同期或圈闭形成略早。
圈闭形成于大磨拐河组沉积晚期,主要生排烃期在

伊敏组沉积晚期。在垂向上,下部南屯组生烃,大
磨拐河组储层主要发育于低水位体系域早期和高

水位体系域时期,上部伊敏组封盖,三角洲前缘、平
原砂体为油气运聚提供了良好储集空间,构成一个

完整的油藏组合。
乌尔逊—贝尔凹陷构造单元纵向主要为单断

式箕状、双断式和复合式组合结构,单断箕状断陷

多分布在靠近隆起的部位,双断式和复合式多发育

在洼陷内。不同洼陷与构造带的构造样式不同,因
此成藏条件也各具特点。根据圈闭成因类型及储

盖配置条件,总结凹陷内大磨拐河组发育有构造、
岩性、地层及岩性—构造4大类油藏(图5)。其中

构造油藏可进一步细分为断背斜、断鼻和断块油

藏;岩性油藏可进一步细分为三角洲、砂坝体及重

力流岩性油藏;地层油藏以地层超覆油藏为主,分
布于储盖组合—低位域圈闭内;岩性—构造油藏一

般为冲积扇和扇三角洲等岩性圈闭受断层改造后

形成的复合油藏。

3.2暋油气聚集特征

乌尔逊—贝尔凹陷南一段有机质丰富、成熟度

高,具有丰富的油源基础。根据凹陷内大磨拐河组不

同沉积体系及断层的活动期差异,总结该区油气成藏

为3种成藏体系:陡坡带、缓坡带和洼陷带[2,20]。

3.2.1暋陡坡带成藏特征

陡坡带因沉积、构造运动、断裂活动等因素影

响而形成多种类型的油气藏。在断裂构造带附近,
受后期构造影响,反转构造发育,可形成断背斜等

构造油气藏;在陡坡带前缘端部,多形成受岩性和

构造共同控制的复合油气藏。

1)断鼻或断块油气藏:主要发育在陡坡带的储

盖组合栻,栿中控盆同沉积断裂附近,由于断层切

割而形成油藏等。

2)超覆油藏:在盆地边缘部位的断阶上形成的

扇三角洲、冲积扇等扇体,由于受构造升降运动影

响,造成低位域砂岩超覆于南屯组地层之上,在其

不整合面上形成油藏。

3)岩性—构造油藏:主要发育在陡坡带的下半

部,成因与背斜型油藏相似,但砂砾岩体规模小,受地

形条件限制及物源影响,砂体侧向尖灭,成藏条件好。

3.2.2暋斜坡带油气运聚特征

斜坡带断层发育,不整合面以及切入不整合的

次级断层为油气运移提供了良好条件。油气分布

受储层及油源条件控制,油藏类型主要以岩性—构

造油藏为主。按照斜坡带结构特点,一般划分为

3个油气聚集带:内带扇体前端与断裂相配合,易
形成岩性—构造复合油藏;中带断裂发育,可形成

大量断块油藏;外带靠近凹陷边界,主要发育地层

超覆油藏。

3.2.3暋洼陷带油气运聚特征

洼陷带发育在低水位体系域内,沉积于南屯组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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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卷暋暋



图6暋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有利勘探目标预测

Fig.6暋Predictionoffavorableexplorationtargets
inUrxun—BeierSags,HailaerBasin

不整合面之上,沉积物主要为远砂坝及重力流砂

体,其储集物性较有利,有利于形成岩性油藏。

4暋勘探远景

根据油藏特点和含油成因,结合贝尔—乌尔逊

凹陷大磨拐河组储盖组合油藏特征,同时依据油气

分布规律,对大磨拐河组有利区的分布范围进行了

预测(图6)。勘探目标的优选原则是:1)在南一段

有效烃灶范围内找油;2)在有利砂体发育区找油;

3)在油源断层及伴生断裂带的圈闭中找油[2]。乌

尔逊—贝尔凹陷成藏条件综合分析表明,以构造油

藏为主,多种油藏兼探。本次共预测10个有利区

带,其中陡坡带有利区带主要分布在霍多莫尔构造

带、乌西断阶带、苏仁诺尔断裂带、扎和庙构造带以

及巴彦塔拉地区;斜坡带有利区主要分布在贝西斜

坡和乌南乌184-84井—乌16井一线;洼陷带有

利区主要分布在贝西次凹、贝中次凹西北和北部。

5暋结论

1)乌尔逊—贝尔凹陷为中生代断陷盆地,从凹

陷结构上看,乌尔逊凹陷具有西断东超的“箕状暠特
征,贝尔凹陷整体上具有东西成带、南北分块的构

造格局。乌尔逊—贝尔凹陷的形成演化经历了

3个时期:铜钵庙组—大磨拐河组沉积期的伸展变

形、伊敏组沉积期的走滑变形以及青元岗组沉积

期—古近纪末期的强烈反转变形,表现为部分主干

基底断层发生挤压反转,在上部形成一些与主干断

裂伴生的次级断裂。

2)以层序地层学理论为指导,在大磨拐河组

内共划分出5个时期15个砂岩组,分别控制着不

同的垂向沉积演化过程。其垂向沉积演化与构造

单元存在联系,洼陷带内自下由深湖相向上演变为

浅湖相沉积;陡坡带内由低位域扇三角洲演变为水

进域辫状河三角洲和高水位曲流河三角洲;斜坡带

内由低位域辫状河三角洲向上演化为水进域曲流

河三角洲,再到高水位时期的网状河三角洲。

3)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原油来源于南

屯组,且与南一段关系密切。油源断层(不整合面)
是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存在2种油气运移方式:当
断距大于300m时,南屯组生油源岩与大磨拐河组

储层对接,从而构成了直接侧向运移的旁生侧储型

油藏;油沿油源断层(不整合面)自南屯组向上垂向

运移至大磨拐河组,再短距离侧向运移,形成下生上

储型油藏。大磨拐河组为中等—较差储层,发育以

三角洲、河流—三角洲沉积为主的储层与分布较稳

定的泥岩盖层构成大磨拐河组3套储盖组合。

4)乌尔逊—贝尔凹陷大磨拐河组发育有构

造、岩性、地层及岩性—构造4大类油藏。南屯组

一段成熟烃源岩区控制了大磨拐河组油藏的分布,
成熟烃源岩区及其临近的构造高部位有利于油气

富集。陡坡带的扇端部位多形成受岩性和构造共

同控制的复合油气藏;斜坡带主要分为3个油气聚

集带,即内带的岩性—构造复合油藏、中带的断块

油藏和外带的地层超覆油藏;夹于半深湖—深湖相

的洼陷带则以岩性油藏为主。结合大磨拐河组储

盖组合油藏特征以及油气分布规律,对大磨拐河组

共预测10个有利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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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塔河油田奥陶系油气藏为沙雅隆起海相碳酸

盐岩油气藏整体面貌的缩影,其勘探经验与油气成

藏规律及预测技术方法完全适用于塔河油田周围

其它地区的勘探。对塔里木盆地其它地区,如塔

中、巴楚等地区碳酸盐岩领域的勘探,也具有较好

借鉴与指导意义,应用及推广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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