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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塔北—塔中地区

三叠系地层展布及勘探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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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叠纪的塔里木盆地实际上被北部的沙雅隆起剥蚀区和中、西部的塔中剥蚀区分割成了4个互不连通的次一级盆地,其中

塔北一塔中地区三叠系的残留面积大,构成了塔里木盆地三叠系分布的主体。三叠系是塔河油田的主要油气储层之一,自下而

上分为3个储集层段:下油组、中油组和上油组。与下油组和中油组相比,上油组的砂体更加发育,分布范围也更大,总体更向南

推进。塔中早三叠世可形成自生自储油藏,因此塔中低凸起下三叠统仍有较好的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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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adistributionandexplorationstatusofTriassic,northernandcentral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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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arimBasinwasdividedinto4isolatedsub灢basinsbytheShayaUpliftinthenorthand
thecentralTarimdenudationareainthecenterandthewestduringTriassic.Inthenorthernandcentral
TarimBasin,theTriassicstrataarepreservedthemostwidely.HydrocarbonintheTaheOilFieldis
foundmainlyinTriassic,verticallydividedinto3reservoirlayers:thebottom,themiddleandthetop.
Sandbodiesinthetoplayergeneratebetteranddistributemorewidelythanthoseinthemiddleandbot灢
tomlayers,andadvancetothesouth.Self灢generatedandself灢accumulatedreservoirsmightgenerate
duringtheearlyTriassicinthecentralTarimBasin;hencethelowerTriassicintheCentralTarimLow
Uplifthasgoodpotentialfor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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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塔里木盆地三叠系目前的勘探并不均衡,塔北

地区的三叠系为主要产层,而塔中地区的三叠系还

未有突破。本文旨在立足于塔里木盆地三叠系的

地层划分及分布范围的研究,为塔里木盆地三叠系

的油气勘探做好基础工作。
塔里木盆地三叠纪除早三叠世存在一次广泛

而短暂的海侵外,其余时间均为典型的内陆盆地,
发育扇—扇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三叠纪的塔

里木盆地实际上被北部的沙雅隆起剥蚀区和中、西
部的塔中剥蚀区分割成了4个互不连通的次一级

盆地,即:南天山山前的库车盆地,昆仑山山前的塔

西南盆地,阿尔金山山前的塔东南盆地和中央的塔

北—塔中盆地。塔北一塔中盆地三叠系的残留面

积大,构成了塔里木盆地三叠系分布的主体,三叠

系还因其有利的石油地质条件而成为塔里木盆地

油气勘探的主要目的层之一[1]。
三叠系下统主要分布在塔中低凸起和满加尔凹

陷,南厚北薄,塔中低凸起西段厚度最大(约124m);
中、上统主要分布在塔北隆起和满加尔凹陷,北厚南

薄,塔北隆起厚度最大(约422m)。中、上三叠统

与下三叠统呈2个相反的“楔状体暠,互为消长叠

置,具有明显的跷跷板特征。

1暋塔北地区

塔河油田位于塔里木盆地沙雅隆起阿克库勒

凸起中南部。塔河油田三叠系工区位于沙雅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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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南部斜坡上,属前陆盆地系统的前隆斜坡带,
物源主要来自前陆隆起,而天山隆起带的供应的沉

积物很少直接到达工区。
根据钻井岩心观察和沉积微相分析认为[2],三

叠纪阿克库勒地区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浅

湖—半深湖和湖底扇沉积体系,沉积了深灰、灰黑

色泥岩夹粉—细砂岩岩性组合,与下伏地层呈区域

不整合接触,是重要的烃源岩沉积期,并具备较好

的生储盖配置关系。三叠系是塔河油田的主要油

气储层之一,自下而上分为3个储集层段:下砂组、
中砂组和上砂组。

库车坳陷三叠系自下而上分为下三叠统俄霍布

拉克组(T1eh)、中上三叠统克拉玛依组(T2-3kl)、上
三叠统黄山街组(T3h)及塔里奇克组(T3t),并将

其划分为3个层序组(TSQS1-TSQS3),并进一

步在上 述 3 个 层 序 组 中 识 别 出 9 个 三 级 层 序

(TSQ1-TSQ9)。其中 TSQS1包含 TSQ1共1
个三级层序;TSQS2包含 TSQ2,TSQ3共2个三

级层序;TSQS3包含 TSQ4-TSQ9共6个三级层

序(图1)。
总体来看,所有三级层序的发育特征均具有较

强的相似性。其下部均以厚层砂岩或砂砾岩沉积

为主,向上逐渐过渡为砂泥岩互层,最后过渡到上

部以泥质细碎屑沉积为主,之后与下一个三级层序

下部的粗碎屑呈突变接触。库车坳陷三叠系三级

层序发育特征类似于河流沉积中的粗—细的正旋

回特征,这与典型的三级层序粗—细—粗的结构明

显不同。库车坳陷三叠系共发育了9个这样的正

旋回,形成了9个具有上述特征的三级层序。
根据钻井—地震层序的研究将塔河地区的地

层划分了6个三级层序(图2)。
下油组SQ2层序低位体系域发育自北而南的

3条辫状河主河道;SQ3层序低位体系域发育由

NE向SW 的辫状河主河道沉积。它们构成了下

油组主力储层和侧向输导层。中油组SQ4层序低

位体系域发育由 NW 向SE和由 NE向SW 的2
条辫状河主河道,且主要分布在S94-S81-S88-
T503-S61-S70-S69-T903井至盐边地区;湖泊

相主要分布在盐边以南的地区,其中主要分布在阿

克亚苏地区及S114井区的湖底扇相为斜坡半深湖

亚相所隔。由此可见,中油组主力储层和侧向输导

体系可分为南、北2个不同的区块,其成藏条件可能

也不同,特别是南部的湖底扇储层中的油气主要靠

垂向输导,与上、下油组明显不同。上油组SQ5层

序共有3个辫状主河道亚相呈近南北分布;SQ6层

图1暋塔里木盆地库车河剖面三叠系层序地层柱状

Fig.1暋TheTriassicsequencearoundKuqa
RiversectionintheTarimBasin

序也有3个辫状河道,呈近南北向分布。二者只有

位置和分布范围方面小的差别,但总体还是比较稳

定的。与下油组和中油组相比,砂体更加发育,分
布范围也更大,总体更向南推进。

三叠系中统阿克库勒组(T2a)和上统哈拉哈

塘组(T3h)为塔河油田的主要油气产层之一,厚约

400~700m。哈拉哈塘组下部的砂层厚度较薄,
多呈透镜体分布,储集物性以中等—高孔隙度、中
等渗透率为主,组成 T灢栺砂组。阿克库勒组发育

T灢栻、T灢栿2个砂组,砂体厚度大,展布广,储集物

性好,属于高孔、渗储层。在3个砂组之间,均发育

有泥岩段,作为良好的油气隔层。此外,上统哈拉

哈塘组的顶部也发育有泥岩段,构成上部 T灢栺油

组的直接盖层。
于奇探区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沙雅隆起中段阿

克库勒凸起北部,东邻草湖凹陷,西接哈拉哈塘凹陷,
北与雅克拉断凸相接,南邻塔河油区主体[3]。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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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塔河地区三叠系层序地层划分

Fig.2暋ClassificationoftheTriassicsequenceinTahearea

草湖地区三叠系砂组发育格架与塔河地区基本类似,

YQ4井在上三叠统哈拉哈塘组(T3h)获得了高产工业

油气流(日产油83.07 m3,日产气 33943 m3),
实现了于奇地区三叠系油气突破[4]。于奇探区三

叠系储集层类型以孔隙型为主,总体上为大容积、
中等—高渗透性能储层,有利的储层位于 YQ3-
YQ4-LX4-LX2井区一带,发育3套下储上盖式

储盖组合,盖层封盖能力好,而最有利的保存条件

位于南部。

2暋塔中地区

塔中低凸起下三叠统发育扇三角洲或辫状河三

角洲分支河道砂体。砂体最大孔隙度为25.1%,最
大渗透率为409.43暳10-3毺m2,它们与上覆较厚

层半深湖—深湖相泥岩构成良好的储盖组合。只

要有油气注人即可形成油气藏[5]。因此塔中低凸

起下三叠统仍有较好的勘探前景。
从台盆区东部的 ZHONG13井-SHUN3-

SHUN8井的 NW 向层序连井剖面上可以看出,台
盆区层序地层的发育特征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在层

序组TSQS1沉积时期,其所包含的1个三级层序

TSQ1的厚度呈明显的南厚北薄特征,地层厚度由

南向北逐渐减薄。表明该时期盆地的沉积中心应位

于台盆区南部地区。在层序组 TSQS2沉积时期,
其所包含的2个三级层序 TSQ2及 TSQ3的厚度

呈北厚南薄的趋势。但地层厚度总体由坳陷中部

向北和向南分别减薄,各层序厚度最大处均位于盆

地中部,表明沉积中心由南向北发生了迁移。同

时,由于三叠纪末期的构造抬升,台盆区南部地区

TSQ2及 TSQ3遭受剥蚀并发生尖灭。在层序组

TSQS3沉积时期,即 TSQ4沉积时期,厚度呈明显

的北厚南薄特征。尽管地层遭受了后期的剥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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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塔里木盆地三叠系台盆区中13井-顺3井-顺8井SN向层序地层格架连井剖面

Fig.3暋SectionthroughwellsZhong13,Shun3andShun8showingtheTriassicsequenceframeworkintheTarimBasin

是地层厚度总体由坳陷北部向南部逐渐减薄,地层

厚度最大处位于坳陷北部,表明沉积中心由坳陷中

部向北继续迁移。从 TSQ1至 TSQ5沉积时期各

层序厚度在靠近北部前缘隆起位置附近厚度都较

薄,表明前缘隆起对其两侧地层发育确实有控制作

用(图3)。

3暋小结

三叠系圈闭总体表现为圈闭面积小、幅度低,
油气分布复杂,油气藏规模小而落实难度大。扎实

基础地质研究,总结三叠系勘探成果及岩性圈闭识

别等方面采用的对策,对扩大三叠系油气发现,加
快三叠系勘探进程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塔里木盆

地油气勘探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三叠系在塔里木盆

地油气勘探工作中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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