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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陷盆地内构造带对油气聚集的控制作用

———以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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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拉尔盆地多凹多隆，不同凹陷内的成藏规律不尽相同。 以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为研究对象，从地质背景、地震资

料及重点井位资料入手，划分构造带的构造单元，识别区域内的断层和不整合面，预测主力储层的砂体厚度并刻画研究区及周缘

的砂体展布范围。 通过对断层、砂体和不整合与油气聚集关系的研究，认为断层、砂体和不整合是霍多莫尔构造带成藏的主控因

素，并控制了构造带内不同构造单元的油藏类型、输导体系组合样式和成藏模式。 构造带内的斜坡区形成砂体—不整合输导体

系，主要发育岩性油藏和构造—地层油气藏；古隆起区形成断层—不整合—砂体输导体系，主要发育构造—地层油气藏和潜山油

气藏；浅部走滑断层带形成断层—砂体输导体系，主要发育构造—岩性油藏。 构造带内不同构造单元对应形成斜坡带成藏模式、
古隆起带成藏模式和走滑断层带成藏模式。 霍多莫尔构造带隆起区油气聚集受控于断层和不整合，斜坡带油气聚集受控于砂体

和岩性圈闭的聚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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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多莫尔构造带是海拉尔盆地贝尔凹陷发现

的 ５ 大油气聚集带之一［１］，也是该盆地油气的主要

产区。 在构造带的隆起区、斜坡区和基底等构造单

元均有工业油流或是油气显示。 针对海拉尔盆地

的油气富集规律，前人进行了大量研究：马中振

等［２］ 、张海军等［３］ 认为海拉尔盆地油气富集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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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烃源岩、有利岩相带和断层；吴河勇等［４］、刘志

宏等［５］认为盆地多期建造和多期改造的构造特点

控制了盆地油气的分布；崔军平等［６］ 从贝尔凹陷

的热演化史分析，认为贝尔凹陷油气聚集与烃源岩

的排烃期次有着密切关系。 盆地或是凹陷尺度的

研究虽然从宏观角度总结了盆地的聚烃规律，但却

忽视了海拉尔盆地贫、碎、断、窄的构造特点［６］，复杂

的构造特征将盆地分割成多个独立成藏单元，宏观

的聚烃规律往往不能在盆地特定的构造单元取得较

好的应用与验证。 勘探实践证明，贝尔凹陷的油气

大都发现在凹陷内的构造带及周缘［７－８］。 因此构造

带成藏因素分析与油气聚集规律总结，对于贝尔凹

陷乃至整个海拉尔盆地的聚烃规律研究有着重要的

意义。 本文从小尺度的三级构造单元———霍多莫

尔构造带入手，研究构造与沉积背景，结合区域内

的地震、测井资料和重要井位的试油结果，寻找控

制霍多莫尔构造带油气聚集的地质因素；统计构造

带内不同构造单元的油气藏类型，总结油气聚集规

律，建立成藏模式，旨在为海拉尔盆地聚烃规律研

究开拓思路，为盆地的勘探提供建议。

１　 地质背景

霍多莫尔构造带位于贝尔凹陷北部，南面与苏

德尔特构造带相邻，西面为贝西次洼，东面为巴彦

塔拉地区。 构造带划分为中央隆起区、北部贝西次

洼斜坡区和南部次级洼槽区（图 １ａ）。 中央隆起区

为一受主干油源断层控制的北东—南西走向的断

鼻隆起；北侧斜坡区与贝西次洼相连，是半地堑的

陡倾部位；构造带南侧发育了 ２ 个相对较浅的次级

洼槽，整体上呈现出“两凹围一隆”的构造格局。
霍多莫尔构造带自下而上沉积［９－１１］：侏罗系火山基

底（Ｊ１ｂ），下白垩统铜钵庙组（Ｋ１ ｔ）、南屯组（Ｋ１ｎ）、
大磨拐河组（Ｋ１ｄ）和伊敏组（Ｋ１ ｙ），上白垩统青元

岗组（Ｋ２ｑ）以及第四纪地层（Ｑ）（图 １ｂ）。 按照地

层沉积旋回特征，南屯组和大磨拐河组分为 ２ 段，
伊敏组分为 ３ 段。 研究区内油气自基岩至大磨拐

河组皆有分布（图 １ｂ）。 贝西次洼南屯组一段黑灰

色泥岩分布面积广，沉积厚度大，业已被证实为该

区主力源岩层［１２－１３］。 南一段有机质丰度较高，干
酪根类型主要为Ⅱ２型，偏腐泥型，以产油为主。 南

一段 Ｒｏ在 ０．５％～１．３％之间，已进入成熟—高成熟

阶段。 贝西地区主排烃期为伊敏组沉积中—晚

期［６，１２］，此时圈闭基本形成，大量生烃产生的异常

高压为油气运移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有利于油气向

霍多莫尔构造带低势有利区汇聚。
霍多莫尔构造带经历了３期伸展作用、２期反

图 １　 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构造纲要（ａ）及地层综合柱状图（ｂ）
１．隆起；２．次级隆起；３．洼陷；４．油源断裂；５．次级断裂；６．泥页岩；７．砂岩；８．凝灰质砂岩；９．砂砾岩；１０．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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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作用和 １ 期走滑作用［７，１０］。 晚侏罗世，贝西地区

是一个北东向展布的复式箕状断陷，整体处于断陷

早期的伸展拉张作用阶段，此时研究区位于断陷的

反向斜坡处；南二段沉积末期，区域内发生一次反转

作用，导致隆起区抬升剥蚀并形成一系列的反转断

层；随后研究区又进入了断陷伸展期，直到伊敏组

沉积末期，经历第二次反转作用，再次抬升遭受剥

蚀。 同时霍多莫尔构造带沿着北东向发生走滑，形
成了一系列走滑断裂。 晚白垩世以后进入坳陷期，
经历第三次伸展作用，以区域沉降为主（图 １ｂ）。

２　 成藏组合及油藏类型

２．１　 成藏组合

根据生储盖匹配关系，将研究区划分为上成藏

组合、中部成藏组合和下成藏组合 ３ 部分（图 １ｂ）。
３ 套成藏组合的油源均为贝西次洼南一段暗色泥

岩［１２］。 下成藏组合为上生下储型，主要储层为基

底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盖层为南屯组沉积时期

的半深湖—深湖相暗色泥岩。 中部成藏组合为源

储一体的自生自储型，主要以南屯组二段的扇三角

洲前缘相的砂岩、砂砾岩为主要储层。 大磨拐河组

沉积期为浅湖—半深湖相沉积环境，大二段沉积时

发育南北向三角洲沉积，与上覆的伊敏组灰色泥岩

及粉砂岩形成下生上储的上成藏组合。
２．２　 油藏类型

霍多莫尔构造带不同的构造单元形成不同的

圈闭类型。 统计研究区油藏类型，主要有岩性油气

藏、构造—岩性油气藏、构造—地层油气藏和潜山

油气藏 ４ 种。 纵向上，基底布达特群发育基底潜山

油气藏，南屯组主体上为构造油气藏和构造—岩性

油气藏，大磨拐河组则发育受坡折带控制的岩性油

气藏。 平面上，油藏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分带性：中
央古隆起区断层发育，砂体相对较薄，南屯组沉积

末期的反转抬升作用形成不整合和反转断层，导致

该区多形成构造油气藏和构造—地层油气藏，如隆

起区边界断层处形成的滚动背斜油气藏及伴生的

断块油气藏；北部斜坡区由于隆起区多发育短轴扇

三角洲沉积体系，易形成岩性圈闭；斜坡带向下倾

方向主要发育岩性油气藏，上倾方向发育构造—地

层油气藏；南部的次级洼槽区受边界断层控制，主
要发育岩性油气藏和构造—地层油气藏。 不同的

构造单元由于物源（砂体）、断裂以及不整合的发

育程度和组合样式不同，形成霍多莫尔构造带油藏

类型空间种类多样、平面上分带的特点。

３　 主控因素分析

３．１　 断层

借鉴 前 人 对 于 贝 尔 凹 陷 断 裂 体 系 的 认

识［１０，１４］，结合断裂活动性与贝西次洼生排烃期次

的关系，笔者对研究区断层与油气的关系进行了讨

论。 以南屯组顶面（Ｔ２
２）为界，霍多莫尔构造带断

裂系统划分为下部伸展系和上部走滑系，根据断裂

的活动期次和受力特点将其分为控洼断裂系、反转

断裂系和走滑断裂系（图 ２ａ）。
　 　 控洼断裂系控制洼陷形态（如图 ２ａ⑦，⑧等），
属于下部伸展断裂系统，主要活跃期为铜钵庙组、南
屯组沉积时期和大磨拐河组沉积早期。 此类断层具

有断穿层位多、断距大、活动时间跨度长等特点。 结

合断层生长指数和排烃关系（图 ２ｂ），这类断层活动

期次与油气充注时期相匹配，在油气运移过程中多

为开启状态，可以成为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
反转断裂系发育于 ２ 个时期：南屯组沉积末期

和伊敏组沉积末期，分别对应着该区的 ２ 次反转作

用。 南屯组末期的反转断层（图 ２ａ 中⑩，○１１等）属

下部伸展断裂系统，这些断裂延伸性较差，大多终

止于南屯组，部分低角度断层甚至与区域不整合重

合。 南屯组沉积末期大多不再活动（图 ２ｂ），而伊

敏组沉积时期油气大规模运移时，断层都已关闭，
起遮挡封闭油气的作用。 伊敏组末期的反转断层

（图 ２ａ 中②，③等）属上部断裂系统，此时的反转

作用使得霍多莫尔构造带顶部进一步复杂化，部分

已进入圈闭的油气发生了二次运移，断裂活动对油

藏更多为调整再分配甚至是破坏作用。
走滑断裂系（图 ２ａ 中⑤，○１２，○１３ 等）属于上部

断裂系统。 发育在南屯组沉积末期至青元岗沉积

时期，对应着走滑构造变形形迹［１３］。 断坳晚期至

反转期，霍多莫尔构造带所受应力由早期的伸展向

张扭作用转变［１４］，发育了一系列北东—北东东向

的走滑断层。 这些走滑断层向下收敛于主油源断

层，构成花状或是似“Ｙ”状的组合样式。 此类断层

活动期与油气运移时期相吻合，是深层油气向浅层

大磨拐河组砂体运移的垂向通道。
３．２　 砂体

霍多莫尔构造带的砂体主要来自环贝尔凹陷

隆起区的远源长轴三角洲［１５－１６］。 同时南屯组末期

的构造抬升作用使得隆起带遭受剥蚀，在斜坡区和

洼槽区形成了多个近源扇三角洲沉积和陡坡扇沉

积［１７］ 。这种独特的物源供给形式形成了霍多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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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典型剖面断裂系统划分（ａ）及其生长指数（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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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带“两翼厚，中间薄”的砂体分布特点（图 ３）。
但是，构造带的油气富集规律是否就是砂体越厚，
油气储量越高呢？
　 　 由油气产能柱状图（图 ３ｂ）可以看出：研究区

油气富集程度具有由西向东逐渐变差的趋势。 统

计井间油层厚度可知，构造高部位油层较厚，向构

造低部位逐渐变薄，这与霍多莫尔构造带砂体的分

布特征相反。 这种现象是由于高部位的砂体临近

油源断层，且南屯组由于构造抬升作用而形成多期

不整合，砂体与断层、不整合构成高效的输导体系

组合，提高了油气运聚与充注效率。 从该区的油水

关系也可以看出，构造高部位的储层多为油层，只
在底部和次凹东侧距油源较远且物性较差的部位

出现油水同层，这说明油气的充注度取决于输导体

系的输导效率。 霍多莫尔构造带的砂体并不仅仅

只是储层，更多的与断层和不整合构成多种样式的

输导体系组合，影响油气的充注效率。 对于斜坡区

和洼槽区，断层与不整合并不发育，但是具有近源

的优势，有效的岩性圈闭是油气聚集的主要因素。

斜坡区的 Ｈ１２ 探井发现了工业油流，证明了岩性

圈闭对于构造低部位油气聚集的重要性。
３．３　 不整合

不整合对于改善储层物性、输导油气具有重要

意义［１８－１９］。 何登发等［２０］ 将大型潜山的不整合分

为叠合不整合带、不整合三角带和平行不整合带。
对于霍多莫尔构造带，隆起区发育叠合不整合，两
侧斜坡区发育不整合三角带，洼槽区发育平行不整

合带（图 ４ａ）。 叠合不整合带容易形成良好的风化

壳油气藏，不整合三角带往往也是寻找构造—地层

油气藏的有利区带。
根据地震波组的接触关系，结合区域内近 ４０

口井的岩性电性资料，笔者在霍多莫尔构造带基底

至南屯组地层中划分出 ４ 大不整合面（图 ４ａ，图
４ｃ）。 对应 Ｈ２０－２ 井及邻井孔隙度—深度关系可

以发现，该区存在 ４ 次孔隙度突变面（图 ４ｃ），与地

震剖面反映的不整合在深度上具有较好的对应关

系。 造成这种孔隙度突变的原因，除地层本身沉积

过程中的沉积旋回导致的岩性差异外，更是由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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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南屯组砂体厚度分布及连井砂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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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不整合对油气分布的控制作用

ａ．霍多莫尔构造带南屯组发育 ４ 期主要削截型不整合；ｂ．Ｈ２０－２ 井不同深度段支撑性砾岩；
ｃ．Ｈ２０－２ 井及周缘 ３ 口井南屯组深度与孔隙度关系；ｄ．南屯组砂体、断层、地层尖灭线与产能叠合图

１．井位；２．产油量柱状图；３．断层；４．岩性圈闭；５．产气 ／ 油量柱状图；６． Ｔ２
２ 不整合尖灭线；７．Ｔ２

２
－２不整合尖灭线；８．Ｔ３

２ 不整合尖灭线；９．Ｔ５不整合尖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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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过程中受到的多期风化剥蚀作用对储层物性的

改善。 在 Ｈ２０－２ 井不同深度段，发现的大量支撑

砾岩（图 ４ｂ），也证明该区地层经历了多期抬升剥

蚀。 连接研究区重要井位的剥蚀面，形成 ４ 条不整

合尖灭线（图 ４ｄ），叠合油气产能发现：油气产能受

控于不整合尖灭线的范围及走向。 基底地层尖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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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应的不整合面Ⅳ是潜山油藏的有效运移通道，
其沟通基岩裂缝，油气沿着不整合面“倒灌”入基

底裂缝中成藏。 南屯组油气多集中在Ⅰ，Ⅱ尖灭线

之间，该层段储层孔隙度高，孔喉半径大，对于油气

运移的阻力小，虽然高部位地层被剥蚀导致砂体较

薄，但极高的油气充注效率保证了油气的高效富集

（图 ４ｄ）。

４ 　 断裂、不整合、砂体对聚烃的控制作用

断裂、砂体、不整合是控制霍多莫尔构造带油

气富集的主要地质因素。 构造带隆起区的油气主

要聚集于油源断层南侧，与不同深度段的不整合尖

灭线具有良好的耦合关系，不整合在油气垂向运聚

过程中起到侧向输导的作用。 虽然隆起处砂体遭

受剥蚀，但是不整合与断层对于油气的高效输导，
提高了油气的充注效率。 对于构造带的勘探，更多

应注重有效断层和不整合的识别。 斜坡带断层和不

整合并不发育，但是南屯组末期砂体的堆积形成了

大量的岩性圈闭，位于斜坡区和洼槽的岩性圈闭上

的探井发现了工业油流（图 ４ｄ），说明该区油气多

聚集在岩性圈闭之中。 因此，对于斜坡洼槽地区，
岩性油藏应为勘探重点。 南部的次级洼槽带相对

远离油源，贝西次洼的油气运移时要跨过隆起区，

而此时隆起区的南屯组层间断层多数已经关闭，加
之次级洼槽带的地层不整合不发育，导致油气无法

有效地侧向运移输导，不利于工业油气流聚集。

５　 成藏模式

霍多莫尔构造带不同构造单元，油气的富集程

度、充注度都不同，断层、砂体与不整合三者的组合

样式也不同。 油气成藏模式整体上呈现出“一横

两纵”的特点，总结为 ３ 种模式：走滑带成藏模式

（垂向远源长距运移）、斜坡带成藏模式（侧向近源

短距运移）和隆起带成藏模式（垂侧向源外 Ｓ 型运

移与源外“倒灌式”Ｔ 型运移）（图 ５）。
５．１　 走滑带成藏模式

该模式主要发育在斜坡带及隆起带上部的大

磨拐河组中，主要形成构造油气藏，包括被走滑断

层分割的断块油气藏和压扭应力挤压的背斜油气

藏，为下生上储型。 主要输导体系为近似直立的走

滑断层，其对于油气的运移阻力小，是油气垂向运

移的高效通道。 油气先是沿着油源断层向构造带

高部位运移，一部分油气沿着近似直立的走滑断层

向上运移，并聚集在大磨拐河组薄层砂岩中成藏。
另一方面，盆地后期的走滑运动，在形成一系列走

滑断层的同时，也对原生油气藏进行了再分配。 这

图 ５　 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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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生的油气沿着新生的走滑断裂聚集到更浅的

地层中，形成次生油气藏。
５．２　 斜坡带成藏模式

该模式的油气主要聚集在贝西次洼与霍多莫

尔隆起相邻的陡倾斜坡带，主要形成岩性油气藏和

构造—岩性油气藏，主要为自生自储和下生上储

２ 种类型。 其主要输导体系组合为砂体和断层，油
气以侧向短距运移和沿断层垂向运移后的侧向短距

运移为主。 斜坡带南屯组二段的砂体呈舌状向南一

段生烃泥岩侵入，两者呈交错或侧向接触，生成的油

气就近进入同层砂体中，或是沿油源断层向霍多莫

尔隆起运移的过程中，遇到斜坡带上倾方向的岩性

圈闭，通过砂体侧向输导，聚集于砂体。 该模式主

要油气聚集条件为岩性圈闭形态和构造幅度差。
５．３　 隆起带成藏模式

该模式主要发育在霍多莫尔隆起带南屯组沉

积地层中和基底潜山，主要形成构造油气藏，包括

断块油气藏和滚动背斜油气藏等，为下生上储型。
主要输导体系为断裂、不整合与砂体。 油气先是在

浮力的作用下，沿着通源断层向高部位低势区运

聚，到达隆起区后沿南屯组的多套不整合面向隆起

处的有利圈闭侧向运移，其间通过隆起带砂体的侧

向输导与调整作用，聚集在有利圈闭中，整个过程

中油气的运移轨迹近似于“Ｓ”型。 另一方面，由于

基底布达特组火山岩遭受剥蚀风化，松散的砾岩堆

积形成了大量裂缝［２１］，油气沿着基底的不整合侧

向运移后，在异常压力差的驱动下沿基底裂缝“倒
灌”入火山岩储层中形成油气聚集，整个过程中油

气的运移轨迹似“Ｔ”型。

６　 结论与建议

（１）霍多莫尔构造带油气藏类型具有空间上

类型多样，平面上成带分布的特点。 基底火山岩由

于风化剥蚀，多形成潜山油气藏。 南屯组被断层切

割为断块，又遭受抬升剥蚀，多形成构造—岩性油

气藏。 浅部大磨拐河组砂岩被走滑断层错断，形成

构造—岩性油藏。 平面上构造带隆起处多发育构

造—岩性油气藏和构造—地层油气藏，油气富集受

控于断层和不整合；斜坡带以岩性油藏为主，油气

聚集受控于有效砂体展布。
（２）霍多莫尔构造带油气聚集受控于断裂、砂

体和不整合。 临近生烃洼槽的中央隆起区，是油气

运移的低势指向区，纵穿南一段下部主力烃源岩的

油源断层是沟通源储的桥梁，多期发育的不整合面

是分配油气的通道，不整合面之下发育的储集砂体

为油气聚集提供空间。 后期发育的走滑断层对油

气进行了调整再分配。 斜坡带临近贝西次洼生烃

中心，具有“近水楼台”的供烃优势，相对连续的沉

积背景使得油气能够有效封堵在砂体储层中。
（３）构造带存在 ３ 种成藏模式：斜坡带成藏模

式、构造隆起带成藏模式和走滑断层带成藏模式。
盆地其他的构造转换带，如苏德尔特构造带、呼和

诺仁构造带等，都有类似于霍多莫尔构造带这样的

洼中隆构造格局，这些构造带具有相似的构造单元

及沉积构造背景。 按照霍多莫尔构造带的聚烃规

律，类似的构造带勘探重点有所区别，隆起区应注

重断层和不整合对油气聚集的作用，近生烃凹陷的

斜坡区和洼槽地区则以砂体展布规律及有效岩性

圈闭刻画为主要勘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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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ｕｌｔ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ｎ：Ｔａｋｉｎｇ Ｈａｉｌａ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４２（６）：１６１０－１６１６．

［１４］ 　 李占东，李阳，张海翔，等．海拉尔盆地乌尔逊—贝尔凹陷大

磨拐河组油气成藏条件［ 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１，３３（５）：
４８０－４８７．

　 　 　 Ｌｉ Ｚｈａｎｄｏｎｇ，Ｌｉ 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ａｍｏｇｕａｉ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ｘｕｎ －Ｂｅｉｅｒ
Ｓａｇｓ， Ｈａｉｌａ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３３（５）：４８０－４８７．

［１５］ 　 付晓飞，陈哲，闫百泉，等．海拉尔—塔木察格盆地中部断陷

带油气富集主控因素分析：断层和盖层双控模式［ Ｊ］ ．中国

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３，４３（８）：１３３８－１３５１．
　 　 　 Ｆ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Ｃｈｅｎ Ｚｈｅ，Ｙａｎ Ｂａｉｑｕａｎ，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ｉｆｔ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ｌａｒ－Ｔａｍｔｓａｇ Ｂａｓ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ｆａｕｌｔ⁃ｃａｐｒｏｃｋ ｄ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５６（８）：１３５７－１３７０．

［１６］ 　 李明义，岳湘安，江青春，等．海拉尔—塔木察格盆地中部断

陷输导体系类型及其控藏作用［ 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２０１２，３３（３）：４０７－４１６．

　 　 　 Ｌｉ Ｍｉｎｇｙｉ，Ｙｕｅ Ｘｉａｎ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ｕｎ，ｅｔ 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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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ａｉｌａｒ －Ｔａｍｔｓａｇ Ｂａｓｉｎ ［ Ｊ］．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３３（３）：４０７－４１６．

［１７］ 　 李占东，卢双舫，周件林．海拉尔盆地贝西斜坡北部白垩系

南屯组层序界面识别与地层格架研究［ Ｊ］ ．地层学杂志，
２００９，３３（２）：１６９－１７６．

　 　 　 Ｌｉ Ｚｈａｎｄｏｎｇ，Ｌｕ 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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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Ｎａｎｔｕ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ｅｉ⁃
ｘｉ ｓｌｏｐ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ｌａ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９，３３（２）：１６９－１７６．

［１８］ 　 刘洪林，杨微，王江，等．地层切片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以海

拉尔盆地贝尔凹陷砂体识别为例［ Ｊ］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２００９，４４（Ｓ１）：１２５－１２９．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ｌｉｎ，Ｙａｎｇ Ｗｅｉ，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ａｌ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ｌ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ｉｌａ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Ｏｉ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２００９，４４（Ｓ１）：１２５－１２９．

［１９］ 　 Ｂｒａｕｎ Ｊ，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Ｃ．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
ｗｅｅｎ ｆｌａｎｋ ｕｐｌｉｆ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ｔ ｒｉｆｔｅｄ 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Ｊ］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１７（８）：７６０－７６４．

［２０］ 　 何登发．不整合面的结构与油气聚集［ Ｊ］ ．石油勘探与开发，
２００７，３４（２）：１４２－１４９．

　 　 　 Ｈｅ Ｄｅｎｇｆ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３４（２）：１４２－１４９．

［２１］ 　 张津海，姜洪福，张迪楠，等．海拉尔盆地布达特潜山裂缝性油藏

油水层识别方法［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１，３２（４）：５９３－６００．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ａｉ，Ｊ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ｆｕ，Ｚｈａｎｇ Ｄｉ’ ｎａｎ，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Ｂｕｄａｔ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ｂｕｒｉｅｄ ｈｉ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ｔｈｅ Ｈａｉｌａｒ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２（４）：５９３－６００．

（编辑　 韩　 彧）

·７４·　 第 １ 期　 　 　 崔鑫，等． 断陷盆地内构造带对油气聚集的控制作用———以海拉尔盆地霍多莫尔构造带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