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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河油田及塔北

碳酸盐岩油藏特征与成藏主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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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河油田奥陶系油气藏为缝洞储集为主、多期成藏改造的复杂油气藏。塔河油田及塔北奥陶系油气藏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多期岩溶,特别是加里东古构造格局及岩溶古地貌为油气运移提供了运移通道和储层发育条件,储层相对发育区成为油气运

移优势通道和富集有利部位;(2)奥陶系自身储盖组合是奥陶系油气藏最主要储盖组合之一;(3)岩溶不整合形成区域性通道,并

通过断裂、裂隙与输导层连接,构成输导体系;(4)成藏后的保存条件制约了古油气藏分布范围,后期成藏油气在构造高部位相对

富集;(5)成藏始于加里东晚期,经历多期充注调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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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andmaincontrollingfactorsof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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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dovicianreservoirsintheTaheOilfieldaredominatedbyfractureandvug,andhaveexperi灢
encedstagesofdeformation.TheyhavethesamefeaturesasthoseinthenorthernTarim Basin.1)
Periodsofkarsteffect.Caledonianpaleostructureandkarstpalaeogeomorphologyprovidedpathwaysfor
hydrocarbonmigrationandroomforreservoirformation.2)ThereservoirandcapcombinationinOrdovician
itselfworkedasthemostimportantcombinationforOrdovicianreservoir.3)Karstunconformities
offeredwaysforregionalmigration,andformedmigrationsystemtogetherwithfracturesandfissures.
4)Reserveconditionsafteraccumulationcontrolledthedistributionofancientreservoir.Petroleum
accumulatedinthelatestagemainlyenrichedinthehigherlocations.5)Accumulationstartedinthelate
Caledonian,andcameacrossstagesoffillingadjustment.
Keywords:accumulationfactor;accumulationfeature;reservoir;carbonaterock;Ordovician;Tahe
Oilfield;northernTarimBasin

暋暋塔里木盆地北部塔河大油田是我国第一个古

生界碳酸盐岩大油田,也是国内外受多期构造运动

与古岩溶共同作用形成并以缝洞储集为主、多期成

藏改造最为复杂的油气藏。众多学者对塔河油田

及邻区奥陶系岩溶缝洞型油气藏的古岩溶作用和

储层[1]、油气成藏期次[2-3]、油气富集规律[4]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多期岩溶作用强度与影

响范围即油气多期注入与后期改造复杂,使塔河油

田乃至整个塔北地区奥陶系油气藏流体分布规律、
成藏模式与主控因素认识不统一[5],给塔河油田外

扩及塔北有利区块的选择和下步勘探工作的展开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从解剖塔北地区最为复

杂的塔河碳酸盐岩油气藏入手,通过解剖塔河油气

成藏条件与油气富集规律,开展塔里木盆地塔北地

区油气田形成规律与目标评价研究,取得了整体控

制塔河油田,形成了英买力—哈拉哈塘—天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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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塔河—轮古联片的塔北地区古生界碳酸盐岩

勘探格局。

1暋塔河油田油气藏特征

1.1暋阿克库勒构造演化

塔河油田主要发育了5期构造运动:1)奥陶纪

至志留纪末的加里东中、晚期运动;2)泥盆纪末的

海西早期运动;3)早二叠世末的海西晚期运动;4)
三叠纪至白垩纪末的印支—燕山运动;5)中新世以

来的喜马拉雅运动。
加里东中晚期—海西早期以区域抬升为主的

构造运动形成了早古生界的隆起,总体表现为东南

低、西北高单斜形态。海西早期之后区域主压应力

为 NW—SE向,逐步形成了向南西倾伏的 NE—
SW 走向的阿克库勒大型鼻凸。海西晚期构造运

动以区域挤压和褶皱为主,使本区再次遭到沉积间

断和剥蚀,缺失二叠系大部,石炭系遭到不同程度

的剥蚀。奥陶系碳酸盐岩潜山在海西晚期以后基

本上处于稳定埋藏状态。
1.2暋储层特征

受岩溶作用与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储渗空间类

型多样、大小悬殊、分布不均。根据钻井、岩心、铸
体薄片、岩石薄片、阴极发光和扫描电镜等分析资

料,按成因、形态及大小将储集空间分为孔隙、裂
缝、溶蚀孔洞3大类。其中,裂缝、溶蚀孔洞在各组

段中均有分布,而粒间孔与粒间溶孔、粒内溶孔等

孔隙则主要分布在一间房组。根据孔、洞、缝的发

育情况及其空间组合方式,主要形成裂缝型、裂
缝—孔隙型及裂缝—孔洞型、孔洞—裂缝型储集类

型。根据本区碳酸盐岩储集层特征,结合测井响应

及其油气产能大小,将储层分为栺、栻类。孔隙、裂
缝与溶蚀孔洞的发育程度是造成塔河油田奥陶系

碳酸盐岩非均质性的原因。
在纵向上主要发育多套洞穴层。受加里东栺

幕、栻幕、栿幕岩溶与海西早期构造运动具有幕式

抬升特点的影响,形成了多套岩溶洞穴系统。储层

平面分布具有“南北分带、东西连片暠的分布特征,
从北往南,由风化壳岩溶(地表岩溶)为主的储集体

特征逐渐过渡为断裂控制的岩溶缝洞型储集体。

1.3暋储层发育主控因素

1.3.1暋古岩溶发育程度对储层发育的控制作用

岩溶作用发育时期及发育条件的不同是塔河油

田岩溶缝洞型储层南北分带的主要原因,而断裂(裂
缝)及古地貌特征又是控制岩溶发育的关键因素。

不整合面代表着区域性的沉积间断或剥蚀事

表1暋塔河地区主要不整合面特征

Table1暋FeaturesofmainunconformitiesinTaheregion

地层界面
反射
界面

上下地层
接触关系

不整合面
类型

界面结
构类型

O3q/O2yj T4
7 上超—削截 平行不整合 栻

O3s/O3l T2
7 上超 平行不整合 栺

S1k/O3s T0
7 上超下削 低角度不整合 栺

D3d/AnD3d T0
6 上超下削 角度不整合 栺

C1b/AnC T5
7 上超 低角度不整合 栺

T/C或P T0
5 上超—削截 角度不整合 栺

件。由于遭受风化剥蚀,其上下地层容易形成具有

较高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古风化壳、古岩溶带或淋滤

带,对储层发育起控制作用。塔河地区经历多期构

造运动,形成了众多规模和强度不等的不整合面(表
1),它们在不同位置和不同时期,表现出多样性和差

异性,其控制的古岩溶发育程度也有所不同。

1.3.2暋岩溶发育期次和程度对储层的控制

塔河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经历了加里东中期

栺幕、栻幕、栿幕和海西早期古岩溶作用,岩溶发育

程度对储层发育具有控制作用。
区内普遍发育加里东中期栺幕岩溶[6]。加里

东中期栺幕、栻幕,岩溶地貌较为平缓、起伏不大,
古地貌形态限制了加里东中期栺幕、栻幕岩溶发育

的强度、规模及深度。加里东中期栺幕,该区一间

房组地层处于整体暴露阶段,岩溶发育条件相对有

利,表现为普遍发育特征,但由于岩溶作用持续时

间较短,相应制约了该幕岩溶的发育程度,在加里

东期局部高部位与斜坡高部位相对较强。加里东

中期栻幕,该区中—下奥陶统碳酸盐岩整体处于恰

尔巴克组和良里塔格组的覆盖之下,地表水主要通

过断裂和裂缝发生岩溶作用。加里东中期栿幕,虽
然构造抬升幅度较大,地形高差较大,但仅仅北部

地区中—下奥陶统碳酸盐岩暴露地表,有利于岩溶

作用;而南部地区因处于上奥陶统地层覆盖之下,
主要是通过断裂和裂缝发生岩溶作用。

海西早期古岩溶发育在塔河油田北部地区,对
早期岩溶叠加改造。海西早期岩溶古地貌表现出

较大的地形起伏,高差可达400m 以上,总体上明

显具有东北高、西南低的特征,东北侧为岩溶高地,
西南侧为岩溶盆地,其间为岩溶斜坡。岩溶地貌与

储层发育关系密切:岩溶谷地中各岩溶带均不发

育;岩溶高地以垂直渗流带为特征,仅其边缘发育

有水平潜流带,主要形成中小溶蚀孔洞;岩溶斜坡

中垂直分带明显,渗流、潜流岩溶带均发育,且保存

机率高,尤其岩溶缓坡及其上的次级岩溶残丘为岩

溶型储层的最佳发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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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暋断裂及其伴生裂缝对岩溶发育的控制作用

岩溶发育于断裂带和裂缝发育带。断裂及其

伴生裂缝是岩溶作用的先期通道,增加了水与碳酸

盐岩的接触面积,增大了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溶蚀范

围,改善了碳酸盐岩的渗流作用,使溶蚀作用增强,
溶蚀速度加快,从根本上为大规模的碳酸盐岩溶蚀

作用提供了条件。在上奥陶统覆盖区,加里东中期

岩溶多分布于早期断裂带附近,钻遇断层或断裂附

近多数出现放空漏失现象,说明断裂对于岩溶洞穴

发育至关重要。
串珠状反射分布和振幅变化率高值区大体上

与断裂走向一致。横向上振幅变化率较大的区域

往往成串珠形或条带状分布,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分布有多个条带状强振幅变化率区。这些条带状

分布的缝洞发育带与断裂条带状分布基本一致,说
明缝洞发育带与断裂密切相关。

1.4暋塔河油田成藏特征及过程

1.4.1暋流体分布特征及受控因素

塔河油田奥陶系岩溶缝洞型油气藏油水关系

非常复杂,主要有如下特征:1)塔河油田奥陶系地

面原油密度、粘度总体在平面上呈东南部低、西北

部高的特点;2)塔河油田奥陶系地层水矿化度也具

有西北部及主体区较高的趋势,这与塔河奥陶系的

成藏与保存紧密相关;3)奥陶系油气藏没有统一的

油水界面,油水分布不受现今构造高低的限制,与

T4
7 面下岩溶储层的发育程度及多期成藏有关;4)

油气主要分布在一间房组,恰尔巴克组下段和良里

塔格组相对较差,鹰山组试油结果多为产水,一间

房组顶面以下80m 范围内油气最为富集。
奥陶系复杂的油气分布受储集体发育程度和

连通性、断裂系统分布、油气充注方向与程度、成藏

时间及成藏期构造格局等共同控制。具体如下:
(1)储层发育程度和联通性是控制流体分布的

先决条件。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的发育程度主要

受多期岩溶作用叠加改造、多期构造运动复合变形

及多期成藏影响,表现出多套岩溶缝洞型储层(或
局部小圈闭)的纵向叠置和相互间的连通关系,以
及不同构造部位的油气差异充注,从而使得奥陶系

油气水分布极为复杂。储层空间分布的差异性直

接决定了中、高产能井(包括水井)也主要分布在断

裂带附近。同时,储层较差的连通性,使得油气富

集相对孤立,试油过程中地层能量不足,油气产量

不稳定。
(2)断裂和局部构造是控制油气富集程度的重要

因素。断裂、裂缝系统是岩溶型储层发育有利部位和

油气多期次运移的通道。另一方面,断裂对流体也有

分隔作用。构造高部位有利于油气相对富集。
(3)油气成藏演化过程和改造历史控制了油气

物理性质及平面变化。塔河油田奥陶系油藏从南

至北呈轻质油—中质油—重质油的过渡变化,这种

分布面貌与油气成藏演化过程密切相关。
(4)加里东晚期—海西早期阿克库勒凸起总体

呈北高南低的构造格局,是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

区,其储盖条件具备,加之断裂、不整合面及砂体等

输导条件,台盆区寒武系—奥陶系烃源岩的第一期

大规模生排烃造就第一期大规模的油气聚集,形成

奥陶系潜山油气藏和志留系背斜油气藏等。由于

该时期构造较为平缓,因而充注范围大,南部至少

可达S1102井区(现今产出的稠油),北部构造高部

位的艾丁—于奇地区成藏规模巨大。但海西早期

运动对油气藏的破坏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5)海西早期运动之后,阿克库勒古凸起已基

本定型,除有断裂沟通之外,后期(海西晚期、喜马

拉雅晚期)的油气主要充注于阿克库勒凸起轴部塔

河油田主体部位和塔河油田南部近源地区。
(6)相对独立的缝洞系统受油气多期成藏影响

控制,造成流体性质在平面上及纵向差异较大。
结合区域烃源岩演化特征及阿克库勒凸起构造

演化史,认为本区主要油气成藏期为海西早期、海西

晚期、印支—燕山期及喜马拉雅期,不同成藏期烃源

区油气的供给量、运聚范围及流体性质有所不同。

1.4.2暋成藏过程分析

塔河油田断裂、不整合和岩溶网络系统相互交

叉、叠置、连通,构成古生界油气立体输导体系。沟

源断裂深入烃源岩中,油气沿断面作垂向运移,当
遇到不整合面时开始沿不整合进行侧向运移;部分

不整合面(T4
7)与烃源岩直接接触,生成的油气直

接通过不整合面侧向运移,若遇到断层,则垂向运

移;构造 裂 缝 及 其 风 化 溶 蚀 形 成 的 孔、洞 构 成

“层—面—网暠复式输导体系(图1)。
总结其成藏过程如下:
(1)加里东运动晚期:满加尔坳陷寒武系—下

奥陶统海相烃源岩达到生油高峰,区域构造作用形

成了许多沟通下伏源岩的断层,加之加里东中期塔

河油田主力产油层一间房组、鹰山组地层已经形成

了孔洞缝型储层,油气沿着断裂、不整合面及缝洞

系统等输导体系向上运移聚集形成古油藏。该期

油气充注规模较大,且塔河地区尚未完全形成导致

对南部油源的遮挡,故全区可能都经历了此期成藏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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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塔河地区油气输导格架空间组构示意

Fig.1暋Spaceconstructionschemesofpetroleum migrationsysteminTaheregion

暋暋(2)海西期:在区域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塔河

地区大规模抬升,从而导致了西南部的油源可能不

能影响到托甫台中、北部及西北部艾丁地区;但是

南部可能受到海西晚期油气充注。另一方面,由于

构造抬升的影响,南部早期聚集的和该时期形成的

油气同时可能沿 NNE—NNW 向断裂带向中、北
部运移调整,局部由于裂缝的沟通向正地形(局部

高)调整。
(3)印支—燕山期:构造运动改变不明显。
(4)喜山期:塔河地区整体进入快速沉降期,由

南、南西、南东、东等方向运移而来的轻质油气控制

了凸起东、南、西翼部的油气分布,并强烈地改造了

早期的古油藏,使得塔河地区油藏由重变轻、由差

变好。但在各地因充注情况不同具有较大差异。

2暋塔河油田成藏主控因素

2.1暋烃源条件

前人大量的油气源对比研究表明,阿克库勒凸

起奥陶系、石炭系、三叠系等各层系油气均主要源

自其南部满加尔坳陷海相寒武—奥陶系烃源岩,部
分来自上奥陶统烃源岩。阿克库勒凸起的勘探实

践表明,寒武—奥陶系烃源岩的油气供给充足。油

藏充注路径与方向示踪研究表明,阿克库勒凸起奥

陶系的烃源供给主要来自南部及南东—东部2个

方向,对应于顺托果勒隆起和满加尔坳陷斜坡区的

烃源灶,目前无油气自西部、西北方向充注的证据。
塔河油田油源充足,具有多期供烃、长期供烃特点。
勘探实践也证实,塔河油田油源不是制约成藏的主

控因素。

2.2暋储层条件

塔河油田奥陶系碳酸盐岩圈闭主要为受阿克

库勒凸起背景控制的、与地层不整合有关的岩溶缝

洞型圈闭,其范围主要受控于不均一分布的岩溶缝

洞储集体,有效储集空间主要为溶蚀缝洞及构造裂

缝,非均质性极强。除岩溶缝洞型之外,还发育有

生物礁滩型、残丘—岩溶缝洞型圈闭。多期岩溶储

层,特别是加里东期岩溶储层为油气长期、多期运

移提供了条件。岩溶储层是塔河油田奥陶系主要

储层类型和油气运移通道。勘探实践证实,储层相

对发育区是油气运移优势通道和富集有利部位,不
发育区成为油气封挡条件之一。

2.3暋储盖组合特征

受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塔河油田奥陶系形成较

为复杂的储盖组合,根据中下奥陶统地层残留程度及

其与上覆地层接触关系,划分为5个储盖组合区。

2.3.1暋中下奥陶统缝洞型储层/上奥陶统盖层

中下奥陶统以加里东期岩溶作用形成的缝洞

型储层为主;上奥陶统恰尔巴克组的瘤状灰岩和桑

塔木组的大套泥岩、泥灰岩是良好的盖层,中下奥

陶统致密灰岩也可作为岩溶缝洞型储层的盖层或

侧向封挡。加里东晚期—海西早期储盖组合较好,
其中中下奥陶统致密灰岩在海西早期对油藏的保

存具有重要作用。

2.3.2暋中下奥陶统缝洞型储层/泥盆系东河塘

组+奥陶系自身致密灰岩盖层

中下奥陶统以加里东期、海西早期岩溶作用形

成的缝洞型储层为主;早期成藏时盖层仍为上奥陶

统泥岩及中下奥陶统致密灰岩,但上奥陶统由于海

西早期运动而遭受剥蚀破坏,上泥盆统东河塘组沉

积后,其底部泥岩及奥陶系自身致密灰岩可对早期

油藏起到保护作用。

2.3.3暋中下奥陶统缝洞型储层/石炭系巴楚组盖

层+奥陶系自身致密灰岩

下石炭统巴楚组下泥岩段及奥陶系自身致密

灰岩是一套良好盖层,已被诸多钻井证实为塔河油

田奥陶系油气藏的区域性盖层;此外还存在巴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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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盐岩作为极好的局部性盖层。石炭系巴楚组泥

岩与中下奥陶统岩溶缝洞体构成良好的储盖组合。
该组合区中下奥陶统在海西早期暴露地表的

时间较长,岩溶缝洞也较为发育,岩心中见有较多

的沥青质。但局部致密灰岩的存在可使早期油气

得以保存(如S104井岩心洗油样品的饱和烃色谱

图表现出未遭受生物降解的特征,说明早期形成的

缝洞保存较好,未经受海西早期构造运动、岩溶作

用的影响)。此外,早期油藏暴露地表还可形成沥

青塞,对深部油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3.4暋中下奥陶统缝洞型储层/志留系柯坪塔格

组+奥陶系自身致密灰岩盖层

中下奥陶统以加里东期岩溶作用形成的缝洞

型储层为主;盖层为志留系柯坪塔格组灰色、灰绿

色泥岩或砂岩中的泥岩夹层及奥陶系自身致密灰

岩。加里东晚期—海西早期储盖组合较好。

2.3.5暋近轮台断裂下盘强剥蚀区

近轮台断裂下盘、中下奥陶统残留厚度较小的

北东向带状区域。其残留层段为下奥陶统鹰山组

下部、蓬莱坝组的白云岩或白云岩与灰岩薄互层,
不利于岩溶缝洞型储层的发育;中下奥陶统上部灰

岩层基本被剥蚀殆尽。强烈的剥蚀作用使得早期

油藏难以保存;同时,受轮台断裂的影响,北部下奥

陶统向北抬升,油气可通过轮台断裂散失。
从上述储盖组合中可以看出,奥陶系自身储盖

组合是塔河油田奥陶系油气藏最主要储盖组合之

一。这也被塔河油田西北部艾丁地区勘探实践所

证实。

2.4暋输导体系

油气运移过程中经历的所有路径网络构成其

输导体系。油气运移优先选择渗透性最好、阻力最

小的路径,主干通道可以是开启断裂、不整合面、孔
渗性较好的连通性输导层及其组合。塔河油田奥

陶系碳酸盐岩油气输导体系可分为断裂型、不整合

型、输导层型及复合型4类:1)断裂对油气大规模

运移、特别是纵向运移起着重要作用;2)由于结构

类型差异,T4
7,T0

7,T7
5 不整合面具渗透性,可作为

油气大规模运移的有效通道(而 T2
7,T0

5 不整合面

主要起封堵作用)[7-8];3)多期古岩溶作用使得中

下奥陶统顶部岩溶缝洞(大型洞穴、溶蚀孔洞、裂缝

等)发育,构成不规则层状输导网络,投产井(直井)
的产层底界主要分布在 T4

7 面下100m 以内;4)断
裂、不整合面和输导层3类输导系统相互交叉、叠
置和连通,构成立体输导网络,空间上油藏连片叠

置、油水分布复杂[9]。

2.5暋油气保存条件

阿克库勒凸起发育多套泥质岩类等区域盖层,
奥陶系自身致密灰岩也可作为盖层。海西早期剥

蚀最强、保存条件最差的艾丁地区在中下奥陶统早

期成藏时,直接盖层为上奥陶统恰尔巴克组、桑塔

木组灰质泥岩、泥岩及志留系柯坪塔格组泥岩等,
对早期原生油气藏的形成具有很好的封盖作用。
海西早期运动使得志留系及上奥陶统遭受剥蚀,油
气藏经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西南部上奥陶统未被剥

蚀,保存条件略好,而中北部剥蚀严重,中下奥陶统

致密灰岩作为直接封盖层对油藏的保存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海西晚期塔河油田西北部地区成为

斜坡区,残余古油藏得以保存。

2.6暋油气成藏规律

塔河油田奥陶系油气富集成藏主要受阿克库

勒凸起区域构造背景、储集体发育程度及油气成藏

过程控制,奥陶系油气成藏规律归纳如下:

2.6.1暋早期油气运聚成藏,中下奥陶统整体含油

构造演化研究表明,阿克库勒地区在加里东早

期表现为西北高、东南低单斜形态,在加里东晚期

运动影响下,T4
7 不整合面构造变动较大,转变为北

高南低的斜坡形态,中北部抬升幅度增加,在东南

部的满加尔坳陷仍然为沉积洼地,受构造抬升影

响,高差较加里东中期增大为2000m。此时期,
构造面貌为油气运聚提供了良好的构造背景。加

里东晚期—海西早期,塔里木盆地台盆区寒武—
奥陶系烃源岩开始第一期大规模生排烃,加里东

中晚期岩溶缝洞型储层等作为储集空间,志留系

及奥陶系的泥质层和致密碳酸盐岩层段等提供

封盖条件,其生储盖配置关系良好。根据生烃动

力学模拟成果[10],该期是聚集规模最大的一期油

气成藏事件。因此,阿克库勒凸起及相邻的塔北

其它构造隆起的中下奥陶统储层整体充注含油,
形成了早期古油藏。

2.6.2暋海西期隆升剥蚀程度决定了早期油藏的残

留范围与规模

海西早期为塔河油田主体区主成藏期,而艾丁

地区北部剥蚀强度大,中下奥陶统地层遭受严重剥

蚀,使早期古油藏遭受破坏。
海西晚期为塔河油田主体区及其南部盐下地

区和托甫台地区主成藏期,西北部艾丁地区中下奥

陶统未再遭受剥蚀,但该时期却处于构造的较低部

位,油气的调整充注有限。于奇地区处于构造的高

部位,既受油气的调整充注影响中下奥陶统再次成

藏,也同时再次遭受剥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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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塔河油田邻区碳酸盐岩油气藏成
藏条件与成藏规律

塔北隆起由英买力低凸起、轮台—阿克库勒鼻

凸组成。从区域研究看,塔河油田是塔北碳酸盐岩

油气藏的缩影,塔北奥陶系碳酸盐岩具有相似的沉

积地质背景[11]。从塔北风化壳储层厚度与沉积相

单元展布和塔北风化壳储层厚度与断裂分布关系

看,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类似[12]。
通过解剖沙雅隆起西北缘玉东2、英买1、2和

英买4井奥陶系油气藏,认为其储层类型、油源与

塔河油田奥陶系一致,均为海相碳酸盐岩烃源岩溶

缝洞型油气藏;成藏与保存条件与塔河油田艾丁地

区类似,封盖和保存条件对该地区油气最终能否成

藏至关重要。如英买1号构造和油气藏形成后,在
海西末期抬升并遭受剥蚀,中上奥陶统中的油气藏

因桑塔木组巨厚的泥岩盖层而保存。虽然英买1
号构造又经历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期多期次的构

造运动,但构造样式基本保持不变,奥陶系原生油

气藏再未发生任何破坏而保存至今。相邻的英买

4号构造抬升较高,使奥陶系出露地表,由于地表

水渗入,致使本油藏中的原油氧化、降解,形成密度

高达0.9657~0.9570g/cm3 的重质原油。玉东

2井奥陶系上部泥岩盖层遭受剥蚀,油气藏遭到彻

底破坏,因而仅见到一些油气显示。

介于英买力和塔河油田之间的哈拉哈塘奥陶

系油气藏及位于塔河油田东部的轮古奥陶系油气

藏分别是塔河油田的西延和东扩。不论是哈拉哈

塘还是轮古油气藏,奥陶系储层特征均表现为受岩

溶强度控制的岩溶缝洞型储层。从英买力—哈拉

哈塘—塔河—轮古奥陶系储层连片分析看,加里东

岩溶为主与海西期岩溶为主的两类岩溶储层展布

规律清楚,呈现出储层类型“南北分带,东西连片暠
特征;从油气分布规律(图2)与油气运移方向分析

看,英买力—哈拉哈塘—塔河—轮古奥陶系油气藏

具有共同分布规律,展现出塔北地区海相碳酸盐岩

油气藏具有统一的含油气系统和类似的成藏特征。

4暋结论

通过对塔河油田构造演化、储层岩溶发育机

理、成藏规律解剖,认为加里东岩溶普遍发育,加里

东岩溶地貌和断裂控制加里东储层发育程度,奥陶

系自身储盖组合是最主要储盖组合之一,成藏后的

保存条件制约了古油气藏分布范围。后期成藏油

气在构造高部位相对富集。在此认识指导下,在塔

河油田主体区海西期岩溶为主体的阿克库勒凸起

高部位探明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加里东岩溶储层

发育机理和对塔河油田成藏期的认识,在塔河油田

西北部和南部推广应用,整体控制塔河油田奥陶系

油气分布范围和有利勘探区域。

图2暋塔北沙雅隆起奥陶系原油密度等值线

据贾存善,2010。

1.断层;2.密度等值线;3.推测密度等值线

Fig.2暋DensityisogramofOrdoviciancrudeoilinShayaUplift,northern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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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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