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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萨哈林盆地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及有利区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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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北萨哈林盆地属于中新生代弧后盆地，发育中、上中新统奥科贝凯组页岩、上中新统努托瓦组下段页岩、下中新统威宁组和

中、下中新统达吉组含煤层系 ３ 套烃源岩。 主力产层为中、下中新统的达吉组砂岩和上中新统努托瓦组下段砂岩。 圈闭类型为

背斜、复杂断背斜和断块。 统计分析表明，平面上油气主要聚集在盆地东北萨哈林次盆，并且海上油气储量、油气田规模均大于

陆上；垂向上油气主要分布在中新统达吉组和上中新统努托瓦组。 油气成藏条件综合评价分析认为，盆地油气分布主要受构造

和储层两方面因素的控制：上新世晚期形成的构造圈闭是油气聚集的主要场所，上新世晚期—全新世萨哈林褶皱幕对早期形成

的圈闭起调整或破坏作用；中、下中新统达吉组和上中新统努托瓦组下段砂岩的展布控制了油气藏的纵横向分布。 油气勘探结

果表明，东北萨哈林次盆陆上部分勘探程度较高，海上是近几年的储量增长区，也是今后最具勘探潜力的地区，其勘探目的层主

要为努托瓦组和达吉组，勘探目标主要为构造—地层型圈闭和地层型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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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萨哈林盆地，又称东萨哈林—鄂霍茨克盆地，
位于俄罗斯萨哈林岛的北部，面积为 ２３４ １６６ ｋｍ２。
盆地 ８８．９％的面积位于海域，覆盖了萨哈林东部大

陆架的大部分地区，并进入了鄂霍茨克海的深水区

（图 １）。 盆地在 １９２３ 年首次获得油气发现，根据

ＩＨＳ 数据［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共发现油气田 ７６ 个，
累计探明油气可采储量 １２０×１０８ ｂｂｌ（１ ｂｂｌ ＝０．１３７ ｔ）
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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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北萨哈林盆地位置及油气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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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 ９０ 年的勘探，盆地陆上勘探已进入成

熟阶段，海上勘探起步较晚，近几年仍陆续有重要

油气发现［２－３］。 受勘探认识、勘探程度、地表条件

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对盆地油气成藏条件还缺乏系

统的认识，对盆地油气分布及主控因素的认识还有

待进一步深化。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近几年北萨哈

林盆地海上油气新发现的石油地质测试资料，结合

陆上研究成果，分析总结盆地油气分布特点及成藏

主控因素，提出下步勘探有利区带。

１　 盆地构造演化及沉积充填

１．１　 盆地构造演化特征

北萨哈林盆地属新生代弧后盆地，盆地的演化

与亚洲板块东部边缘的板块构造演化有着密切的

关系［４－５］。 盆地的演化过程可分为古新世—渐新

世（６５ ～ ２９．３ Ｍａ）裂谷期、渐新世—上新世（２９．３ ～
３．４ Ｍａ）转换拉伸期（主要沉降期）和上新世至今

（３．４～０ Ｍａ）反转期（挤压隆升期）。
盆地发育 ２ 期构造，早期构造形成于裂谷期，

构造走向以北北东向为主，包括一系列凸凹相间的

向斜、背斜及正、逆断裂；晚期构造形成于反转期，
包括系列东西向背斜、向斜带及正、逆断裂；２ 期构

造表现为早期南北向背斜被晚期东西向断层切割。
由于晚期构造运动的叠加，早期形成的构造格局遭

受强烈改造，构造线方向变得模糊（图 ２）。 根据沉

积充填特征和构造样式，盆地进一步分为 ３ 个次

盆，分别为东北萨哈林次盆、德鲁金次盆和伯格拉

尼奇诺耶次盆。
１．２　 沉积充填特征

盆地基底为上古生界—三叠系岩层［６－８］，侏罗

系和下白垩统变质岩超覆在其上，呈不整合接触。
盆地沉积盖层总体上厚度变化明显，由东向西呈巨

大的楔形，在坳陷中可达 ７ ～ ８ ｋｍ。 不同时代地层

平面展布特征表现为向海洋方向由较老的沉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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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北萨哈林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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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古近系）向较新的沉积组合（中新统和上新统）
过渡（图 ３）。

根据沉积充填特点，结合盆地构造演化，盆地

沉积盖层可以划分为 ３ 大构造层。 （１）下部构造

层为上白垩统，在盆地西部为砂质泥岩，厚度约为

５ ｋｍ，东部为火山岩建造；（２）中部构造层为强变

形的碎屑岩层，厚度 ６～８ ｋｍ，包括古近系和新近系

６ 套地层，分别为始新统的利索克斯组（部分地区

称留卡明组）、渐新统的迈棋喀组（部分地区称穆

特诺夫组）、达耶—胡林组（部分地区称图穆斯卡

亚组）、中新统的威宁组（部分地区称克伦多组）、
达吉组（部分地区称皮尔斯卡亚组）、奥科贝凯组

和努托瓦组。 发育 ２ 大套烃源岩、６ 套储层和多套

盖层，垂向上形成多套储盖组合，是盆地油气勘探

的主要目标层系；（３）上部构造层为上上新统—第

四系弱变形的碎屑岩层。

２　 油气成藏条件

２．１　 烃源岩特征

根据 Ｐｏｐｏｖｉｃｈ 等［９］将北萨哈林盆地的原油划

分为 ２ 种类型。 Ⅰ类原油地化特征是：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

正甾烷的比例稳定，Ｃ２９含量不超过 ３６％；环己烷 ／
环戊烷比值低；霍烷 ／甾烷比值 ３．０ ～ ５．０，姥 ／植比

１．１～２．０。 Ⅰ类原油主要产自东北萨哈林次盆陆上

和邻近陆架油气田，产层包括奥科贝凯组和努托瓦

组下段（图 ４）。
Ⅱ类原油的典型特点是 Ｃ２９甾烷含量高，大于

５０％；环己烷 ／环戊烷比值高，大于 １．５；姥 ／植比变

化范围大（１．１３ ～ ２．６１）。 Ⅱ类原油主要产自盆地

中部和东南部油气田，储层包括威宁组和达吉组。
综合分析表明，北萨哈林盆地垂向上存在上下

２ 套烃源岩，下部烃源岩为威宁组和达吉组滨岸

相—陆相含煤系地层，以生成Ⅱ类原油为主；上部

烃源岩为奥科贝凯组海相泥页岩和努托瓦组下段

海相泥页岩，以生成Ⅰ类原油为主。
２．１．１　 威宁组和达吉组烃源岩

威宁组和达吉组含煤层系被认为是萨哈林北部

重要的气源［１０］，沉积相包括陆相和滨岸海相。 该套

地层腐殖型有机质含量高，但平面上变化较大。
威宁组煤系地层在盆地西北地区以腐殖型有

机质含量高为特点；在盆地东南部地区和盆地北部

奥哈地区由于相变为深水沉积，腐泥型有机质含量

图 ３ 北萨哈林盆地区域地质横剖面

根据参考文献［１］修改。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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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北萨哈林盆地综合地层柱状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北萨哈林盆地主要生油层地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层位 分布 有机质类型 沉积环境 ω（ＴＯＣ） ／ ％ Ｒｏ ／ ％ 厚度 ／ ｍ

努托瓦组

奥科贝凯组

达吉组

威宁组

盆地
东北部

全盆地

全盆地

全盆地

腐殖—腐泥型

　 盆地西部为腐
殖型，东北部为腐
泥—腐殖型

　 盆地西部为腐殖
型，东部为腐泥型

　 盆地西北部为
腐殖型，东南和东
北部为腐泥—腐
殖型

　 浅海—半深海

　 浅海—半深海

　 盆地西部为海
陆过渡相，东部为
海相

０．５～１．１７ ＜０．５～１．２ ５００～２ ５００

最大 １．５ ０．４５～１．６ ５００～１ ５００

增加。 达吉组在盆地西部为三角洲、潟湖、滨岸相

的砂岩和泥岩沉积，有机质类型为腐殖型；在东部

相变为海相深水泥页岩沉积，有机质类型变为腐泥

型，海相泥页岩最大有机质含量为 １．５％（表 １）。

另外，达吉组在盆地西南部地区的同期深水沉

积被称为皮尔斯卡亚（Ｐｉｌｓｋａｙａ）组，岩性为硅质岩，
是凯甘斯—沃斯特（Ｋａｙｇａｎｓｋｏｙｅ Ｖｏｓｔｏｃｈｎｏｙｅ）油气

发现中液态烃的源岩；平均氢指数 ３２６ ｍｇ ／ ｇ，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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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Ⅱ－Ⅰ型。 英国石油公司钻探证实，皮尔斯卡亚

硅质岩也是萨哈林海上德鲁金次盆最近油气发现

（皮勒—勒克和尤达）的源岩。 威宁组和达吉组源

岩在构造高部位埋藏浅，Ｒｏ ＝ ０．４５％～０．７６％，进入生

油门限；但在低部位，演化程度高，Ｒｏ 达到 １．６％。
２．１．２　 奥科贝凯组和努托瓦组下段烃源岩

奥科贝凯组为 １ 套海进—海退沉积层序，在盆

地西部为粗粒的含煤碎屑岩沉积，有机质类型为腐

殖型；在盆地东北部变为相对深水相的海相泥页岩

沉积，有机质类型为腐泥—腐殖型。 奥科贝凯组深

水海相泥页岩是盆地东北部油气田的主要源岩。
努托瓦组下段由过渡相和浅海相砂岩、泥岩组

成，在萨哈林岛的东北部为潟湖相和三角洲相，到
鄂克次克海上变为海相深水沉积。 泥岩有机质类

型为腐殖—腐泥型，自西向东有机质含量增加，ＴＯＣ
最大值位于阿库通（Ａｒｋｕｔｕｎ）油气田，平均 １．１７％，
向南到达吉—摩尔（Ｄａｇｉ－Ｍｏｒｅ）、维尼（Ｖｅｎｉｎｓｋｏｙｅ）

和伦斯（Ｌｕｎｓｋｏｙｅ）油气田降到 ０．８１％～０．８４％，向北

到柴沃（Ｃｈａｙｖｏ）、皮尔童—阿斯科（Ｐｉｌｔｕｎ－Ａｓｔｏｋｈ）
和奥道普图（Ｏｄｏｐｔｕ）油气田，降到 ０．５％ ～ ０．６２％。
该套泥页岩氯仿沥青含量在 １５０×１０－６左右。

在萨哈林岛陆上，奥科贝凯组和努托瓦组下段泥

页岩的热演化程度不高，Ｒｏ＜０．５％， 但越靠近海域，演
化成熟度越高，在柴沃油气田附近 Ｒｏ 可达 １．２％。
２．２　 储层特征

北萨哈林盆地发育 ６ 套储层，分别是努托瓦组

下段、奥科贝凯组、达吉组、威宁组（表 ２）及盆地东

南部的皮棱斯卡亚组（相当于威宁组和达耶—胡

林组）和保尔斯卡亚组（达吉组下段同期沉积）。
其中，达吉组砂岩和努托瓦组下段砂岩是北萨哈林

盆地的主力产层。 达吉组和努托瓦组属于古阿穆

尔河的 １ 个大三角洲沉积体系（图 ５）。 地震地层

学上表现为达吉组浅海相三角洲沉积自西向东前

积，之上是奥科贝凯组加积和退积沉积，以及１个

表 ２　 北萨哈林盆地重要储层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产层 地层 分布 岩性 沉积环境 孔隙度 ／ ％ 渗透率 ／
（１０－３ μｍ２）

努托瓦组下段 上中新统 海上 砂岩 三角洲 １５～３４ １０～１ ０００
奥科贝凯组 中、上中新统 陆上 砂岩 浅海—深海陆架 １０～３０ １０～１０ ０００

达吉组 中、下中新统 盆地 砂岩 三角洲 １１～３７ １０～１０ ０００
威宁组 下中新统 不清 砂岩 陆相、过渡相、浅海相 １５～２０ １０～９０

图 ５　 北萨哈林盆地努托瓦组沉积剖面
位置见图 １ 测线 ＡＡ′，根据参考文献［１］修改。

Ｆｉｇ．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Ｎｕｔｏｖ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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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自西向东前积的努托瓦三角洲沉积。
威宁组包含 １ ～ ４ 个厚度在 ５ ～ ２０ ｍ 的储层单

元。 达吉组产层垂向上可以划分为 ２０ 多个净厚度

为 １～３８ ｍ 的砂层（组），油气层孔隙度平均 ２２％，
渗透率平均 ３２０×１０－３ μｍ２；储层物性最好的地区位

于盆地西部、北部和东北部。 奥科贝凯组砂岩储层

只在萨哈林陆上作为产层，包括 ５ ～ ８ 个净厚度在

１～５０ ｍ 的砂层。 努托瓦组下段砂岩储层主要发

育在海上，产层厚度 １～５４ ｍ（平均 ６ ｍ），孔隙度平

均 ２３％，渗透率平均 ２００×１０－３ μｍ２。
总体上，北萨哈林盆地储层横向分布连续性较

差，但在一个局部构造单元内，砂层组的厚度和岩

性还比较稳定。
２．３　 盖层特征及储盖组合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北萨哈林盆地海区，主要

发育 ３ 套区域性或半区域性盖层，即努托瓦组上段

含粉砂的泥岩层序，奥科贝凯组粉砂质—砂质泥岩

层序，达耶—胡林组深水硅质泥岩层。 努托瓦组下

段砂岩、奥科贝凯组砂岩、达吉组砂岩和威宁组砂

岩与其上覆的泥岩、粉砂质泥岩沉积形成良好的储

盖组合。
２．４　 圈闭特征

盆地圈闭类型为背斜、复杂断背斜和断块。 以

北海道—萨哈林剪切带（断裂带）为界，盆地东、西
部圈闭特点不同。 盆地西部已发现油气藏圈闭类型

主要为断块型、断背斜型，并且圈闭面积普遍较小，
最大 １５．５ ｋｍ２，平均 ３．０ ｋｍ２；而盆地东部则以背斜为

主，圈闭面积较大，最大 ２４６ ｋｍ２，平均 ８５ ｋｍ２。
其次，盆地东、西部圈闭形成时间和形成机

制也存在差异。 东部宽缓背斜型圈闭构造的形

成有一定继承性，油气藏具有统一的油水界面；
而西部被多期断层切割形成规模较小的断块或

断背斜圈闭，其形成受基底大断裂活动产生的挤

压应力控制，形成时间较晚，油气藏不具有统一

的油水界面。

３　 油气分布特征及主控因素

３．１　 油气分布特征

根据 ＩＨＳ 数据库资料统计结果表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北萨哈林盆地共发现油气田 ７６ 个，
石油原始可采储量 ３５×１０８ ｂｂｌ，天然气原始可采储

量 １３ ０１８×１０８ｍ３，凝析油原始可采储量 ７．６６×１０８

ｂｂｌ，天然气探明储量占盆地油气总储量的 ６６％。
平面上北萨哈林盆地 ９７％的油气探明可采储

量分布在东北萨哈林次盆，油气田呈近南北向成带

分布，从北向南油减少，气增多。 且以海上发现油

气储量为主，无论是总油气储量及单个油气田规模

海上均大于陆上（表 ３）。
纵向上北萨哈林盆地油气主要分布在努托瓦

组下段和达吉组，占已发现油气总储量的 ９７．２％
（图 ６）。

努托瓦组下段砂岩储层主要分布在海上，发现

的油气探明储量占盆地总储量的 ５２．４％。 储层岩

性为三角洲相砂岩，盖层为三角洲前缘互层状泥

岩，圈闭以背斜、断背斜为主，在前三角洲厚层泥岩

中也发育砂岩岩性圈闭。
达吉组是盆地内第二大产层，发现的油气探明

可采储量占盆地总储量的 ４４．８％，其中伦斯气田是

盆地内发现的最大气田。 储层为三角洲相、滨海相

图 ６　 北萨哈林盆地油气产层垂向分布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表 ３　 北萨哈林盆地已发现油气储量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油气田
位置

油气田
类型

油气田
数 ／ 个

总可采储量 ／
（１０６ ｂｂｌ 油当量）

油气田规模 ／ （１０６ ｂｂｌ 油当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海上 气田 ７ ４ ７０８ ６７２ ８．５ ３ ０９２
海上 油田 ９ ５ ３４２ ５９３ １０．８ ２ ５８６
陆上 气田 ２３ ２７７ １２ ＜１ ６０
陆上 油田 ３４ １ ５６９ ４６ ＜１ ２６０

陆上 ／ 海上 气田 １ ２３．３ ２３．３ ２３．３ ２３．３
陆上 ／ 海上 油田 ２ ６５．４ ３３ ＜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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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北萨哈林盆地主力储层空间展布

位置见图 １ 测线 ＢＢ′。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Ｂａｓｉｎ

砂岩，圈闭类型以背斜、断背斜为主，奥科贝凯组泥

岩是这套储层的有效盖层。
奥科贝凯组是盆地陆上部分最重要的含油储

层之一，其油气探明可采储量占盆地已发现总储量

的 ２．３％，目前已在 ３１ 个油气田或油气发现中发现

了这类储层。 但这类储层中发现的油气田往往规

模不大，在已发现的油气田中，只有 ２ 个油气田的

石油可采储量超过 ２×１０８ ｂｂｌ。
３．２　 油气主控因素分析

综合分析盆地构造演化和油气成藏条件，结合

已发现油气藏解剖，认为盆地油气成藏主要受构造

和储层 ２ 方面因素的控制。
３．２．１　 构造因素

上新世晚期形成的构造圈闭是油气聚集的主

要场所。 上新世晚期—全新世萨哈林褶皱幕对早

期形成的圈闭起调整或破坏作用。 盆地圈闭类型

以背斜、复杂断背斜和断块为主。 对已发现油气藏

圈闭演化分析表明，圈闭在中中新世末或早上新世

末具有雏形，在晚上新世得到大幅度隆升，这一时

期刚好与烃源岩的油气排烃高峰期匹配。 晚上新

世—全新世，盆地进一步隆升，对先前形成的油气

藏起到调整作用，也形成了新的圈闭。 在断裂发育

部位（剪切带附近），新的构造活动对已形成的油

气藏起到破坏作用。 例如，维尼构造带，在上新世

末期萨哈林褶皱幕期间强烈隆升，断层发育，上覆

地层遭受剥蚀，构造顶部早期油气藏被破坏或调

整，仅存次生残余的小型气藏。 在构造轴向翼部，

由于奥科贝凯组发育的巨厚泥岩使保存条件变好，
后期破坏作用逐渐减弱，使油气得以聚集和保存，
形成一些小型气藏。
３．２．２　 储层因素

努托瓦组下段和达吉组砂岩的展布范围控制

了油气藏的纵横向分布。 达吉组和努托瓦组砂岩

同属于古阿穆尔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据 ＩＨＳ 资

料［１］，该三角洲沉积体系平面展布为 １ １００ ｋｍ×
２５０ ｋｍ。 从盆地不同地区已发现油气田油气层对

比（图 ７）可以看出，努托瓦组下段三角洲砂岩沉积

和奥科贝凯组浅海相砂岩沉积主要分布在盆地的

北部，并且由北向南，砂地比逐渐降低，到阿库通—
达吉油气田，努托瓦组下段砂岩基本上为前三角洲

相的薄砂层沉积；奥科贝凯组则相变为陆棚相泥岩

沉积。 达吉组三角洲相砂岩主要分布在阿库通—
达吉油气田以南，是盆地南部油气田的主力储层。

４　 资源潜力及有利区带综合评价

盆地资源潜力分析的方法有传统的物质平衡

法、统计法、分形法、石油地质综合评价法等［１１－１３］。
本文采用石油地质综合评价选区方法，结合已有油

气勘探成果，综合分析盆地资源潜力并提出下步勘

探有利地区。 综合分析认为，东北萨哈林次盆仍然

是今后最具勘探潜力的地区，其次为德鲁金次盆，
伯格拉尼奇诺耶次盆勘探风险相对较大。

东北萨哈林次盆，奥科贝凯组浅海相泥页岩、
努托瓦组下段过渡相—浅海相泥页岩以及下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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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威宁组和中新统达吉组含煤层系两大套烃源岩

发育齐全，演化适中，为油气聚集提供丰富的物质

基础；该地区发育中新统古阿穆尔河三角洲，三角

洲前缘砂体和前三角洲泥岩垂向上形成良好的储

盖组合，为油气聚集提供良好的空间。 该次盆目前

共发现 ７２ 个油气田，油气探明可采储量 １１ ６７６×
１０６ ｂｂｌ 油当量，累计产量 １ ７３６×１０６ ｂｂｌ 油当量［１］，
待发现油气资源量 １５ ９２２×１０６ ｂｂｌ 油当量［１４］。

综合分析东北萨哈林次盆油气勘探开发历史

及现状，认为该区陆上部分已达高成熟勘探阶段，
下步勘探发现的空间较小，今后油气勘探潜力区主

要为海上。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间，陆续在海上获得 ５ 个

油气发现，新增储量 ５ 亿多桶油当量，油气资源以

天然气为主。 根据 ＩＨＳ 资料，海上尚有一定数量的

未钻圈闭，海上油气勘探的主要目的层系为努托瓦

组和达吉组，勘探目标主要为构造—地层型圈闭和

地层型圈闭。
德鲁金次盆位于海上，发育奥科贝凯组浅海相

泥页岩、努托瓦组下段前三角洲相泥页岩、威宁组

和达吉组同期深水沉积皮尔斯卡亚组硅质岩多套

烃源岩。 但由于该次盆处于盆地主力储层努托瓦

组下段和达吉组古阿穆尔河三角洲的前三角洲位

置，储层厚度较薄，物性相对较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英国石油公司先后在该次盆发现 ３ 个油气田，探明

石油可采储量 １．２６×１０８ ｂｂｌ，天然气 ２２１．１３×１０８ ｍ３，
产层为努托瓦组下段砂岩储层，圈闭类型为地层—
构造复合型，说明该地区具有一定勘探前景。

伯格拉尼奇诺耶次盆位于盆地南端，发育上渐

新统达耶—胡林组深海页岩和硅质岩烃源岩。 储

层为上渐新统达耶胡林组同期沉积的硅质岩，孔隙

类型为裂缝型。 １９７２ 年在该地区发现 １ 个油气田

（奥科鲁扎油气田）后再没有取得重要发现。 总体

上说，该地区离盆地主力产层发育区和含油气区较

远，水体深，勘探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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