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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寒武统页岩气

成藏主控因素与勘探方向
燕继红，李启桂，朱　 祥

（中国石化 勘探分公司，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运用最新的页岩气勘探理论及模拟实验结果，对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页岩气成藏基本地质条件及主控因素进行

了研究。 该区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发育，可划分为“被动陆缘型”和“拉张槽型”２ 种类型。 前者具有品质好、厚度巨大、分布范围

广等特点，页岩气成藏物质基础条件优越，但底板条件差，构造变形强烈，页岩气保存条件受到挑战；后者达到了基本烃源岩标

准，虽单层厚度薄，但具有纵向发育层段多、顶底板条件良好、构造变形弱等特点。 高演化程度影响了暗色泥页岩的含气性，不利

于页岩气富集成藏；顶底板条件是页岩气气藏早期形成的前提；构造条件是页岩气藏后期得以保存的关键。 勘探有利区为盆内

绵阳—乐至—隆昌—长宁地区及周缘城口—巫溪、鄂西宜恩—鹤峰、湘西花垣—张家界、贵州镇远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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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寒武统是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勘探的重要

层系之一。 ２０１２ 年四川盆地内 ＪＳ１ 井压裂求产获

２．８８×１０４ ｍ３ ／ ｄ 页岩气流，２０１５ 年 ＪＹ１ＨＦ 井获 ８．４×
１０４ ｍ３ ／ ｄ 页岩气工业气流，给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

下寒武统页岩气勘探突破带来了希望， 但仍面临

诸多困难。 众多学者对该区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

基本特征、富集条件及页岩气资源潜力等进行了研

究［１－１０］，但对被动大陆边缘沉积背景和拉张槽沉积

背景下沉积的 ２ 种暗色泥页岩缺乏对比认识，对高

演化、复杂构造背景下的下寒武统页岩气成藏主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２５；修订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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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化科技部项目（Ｐ１３１２９）和中国石化油田部重大导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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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尚不明确。 本文对不同沉积背景下的下寒武

统暗色泥页岩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明确了高演化

背景下复杂构造地区下寒武统页岩气成藏主控因

素，以期推动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页岩气

的勘探。

１　 沉积背景

从震旦纪晚期开始，上扬子地区逐步进入稳定

的热沉降阶段，并形成“两盆夹一台”的构造格局，
在台地南北两侧发育被动大陆边缘和一些海湾体

系。 大陆的裂解和海底的扩张作用，促进了热液和

火山的活动，浮游生物和藻类繁盛，为有机质的富

集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大陆的裂解为下寒武统暗

色泥页岩的沉积提供了足够的容纳空间，且长期处

于稳定的深水环境，形成了一套沉积厚度大、有机

质含量高、岩性均质性强的“被动陆缘型”暗色泥

页岩沉积建造。
同时从梅树村期到筇竹寺期，上扬子碳酸盐岩

台地内发生了以地壳不均衡升降为主的兴凯地裂

运动，发育了绵阳—长宁拉张槽（图 １）。 一方面，
拉张槽的形成为下寒武统的沉积提供了容纳空间，
另一方面，拉张槽周缘的古陆为其巨厚碎屑岩沉积

提供了充足的物源。 当拉张槽与广海水体循环不

畅时，在拉张槽内形成滞留的沉积环境，水体安静，
沉积了“拉张槽型”富含有机质的暗色泥页岩。

通过对盆内 ＪＳ１、ＪＹ１ 等井与盆外 ＨＹ１、ＥＹ１ 等

井的研究发现，发育于盆内、外的下寒武统暗色泥

页岩特征存在明显差异，２ 种暗色泥页岩沉积于截

然不同的环境，分属不同的岩石类型。为方便讨

图 １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早寒武世沉积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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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文称之为“拉张槽型”泥页岩和“被动陆缘

型”泥页岩。

２　 页岩气成藏基本地质条件

２．１　 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发育特征

最新钻井揭示，上扬子地区南北两侧的被动大

陆边缘下寒武统总体为一个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
“被动陆缘型”富有机质泥页岩主要发育在下部，
沉积厚度大、分布范围广、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高、
岩性均质性强。 鄂西渝东 ＥＹ１ 井、黔南坳陷 ＨＹ１
井优质泥页岩厚度分别为 １１２ ｍ 和 ７９ ｍ （图 ２），
其平面上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东北部南江—镇

巴—巫溪、鄂西—渝东、黔北地区。
与长期处于稳定的深水被动陆缘沉积环境相

比，上扬子克拉通内拉张槽沉积环境则呈现出相对

变化动荡的特点，暗色泥页岩主要在水体安静的滞

留沉积环境时期沉积，“拉张槽型”暗色泥页岩纵

向上发育层段多，单层厚度不大，ＴＯＣ 相对较低，
岩性非均质性强，其范围主体限制在拉张槽内。 如

ＺＹ１ 井下寒武统共发育 ４ 套富有机质泥页岩，自下

向上厚度分别为 ６０，６２，８，７ ｍ； ＪＹ１ 井也发育 ４ 套

富有机质泥页岩，自下向上厚度分别为 ２１，１５，２４，
４３ ｍ（图 ２）， 暗色泥页岩分布范围限于拉张槽发

育的地区。
２．２　 ＴＯＣ 和硅质含量特征及相关关系

２．２．１　 ＴＯＣ 和硅质含量分布特征

根据四川盆地及周缘 １０７ 个下寒武统暗色泥

页岩岩心样品统计， ＴＯＣ 位于 ０．４３％ ～ ７．０５％，平
均达到 ３．７２％。 ＴＯＣ 统计分布频率显示，ＴＯＣ 大于

２％样品数占了全部样品数的 ７２％（图 ３），表明下

寒武统暗色泥页岩 ＴＯＣ 整体含量高。 代表“被动

陆缘型”的 ＨＹ１ 井 ４１ 个样品 ＴＯＣ 平均值达到了

６．９７％，ＪＱ１ 井 ５１ 个样品 ＴＯＣ 平均达到了 ６．１３％；
而代表“拉张槽型”的 ＪＹ１ 井 ５ 个暗色泥页岩发育

层段 ＴＯＣ 值为 ０．３３％ ～ ４．６３％，平均值为 ０．６３％ ～
１．８７％，ＪＳ１ 井暗色泥页岩发育层段 １０ 个岩屑样品

ＴＯＣ 平均值 ０．５６％， 表明“被动陆缘型”暗色泥页

岩有机质含量比“拉张槽型”暗色泥页岩的高。
对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 １７８ 个泥页

岩样品硅质含量统计，最高可达 ８０％，平均 ４２．８％，
硅质含量 ４０％ ～ ６０％占了样品数量的 ５６． ７％（图
４），其中位于拉张槽内的 ＪＹ１ 井硅质含量为 ４４．９％
（ＥＣＳ 测井），ＪＳ１ 井为 ３７％（８ 个样）；而位于被动

陆缘的 ＨＹ１ 井石英含量为 ４４．７％（６２ 个样），ＥＹ１
井为４９．７％（９９个样） ，ＪＱ１井为３１％（９个样）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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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厚度对比

Ｆｉｇ．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图 ３　 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有机碳含量

Ｆｉｇ．３　 Ｔ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图 ４　 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硅质含量

Ｆｉｇ．４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张槽型与被动陆缘型泥页岩硅质含量基本相当，但
硅质含量整体都高，表明岩石的可压性好。

２．２．２　 ＴＯＣ 和硅质含量相关关系

通过研究发现，不同沉积背景下沉积的暗色泥

页岩 ＴＯＣ 和硅质含量相关关系有所不同。 代表

“被动陆缘型”沉积的 ＪＱ１ 井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

ＴＯＣ 与硅质含量相关性好，耦合特征明显（图 ５ａ），
表明“被动陆缘型”暗色泥页岩品质好，有利于页

岩气“双甜点”的形成；而代表“拉张槽型”沉积的

ＪＹ１ 井暗色泥页岩 ＴＯＣ 和硅质含量关系不明显，
耦合特征不明显［１１］（图 ５ｂ），推测拉张槽内的石英

可能以外源成因为主。
２．３　 储集条件

根据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寒武统 １９４ 个暗色泥

页岩心样品孔隙度统计，深水陆棚优质页岩孔隙度

主要分布于 １．０％ ～ ４．０％，平均 １．９％ ，其中 ２％ ～
４％的样品占了整个样品数量的 ４２．３％，表明下寒

武统泥页岩孔隙度较为发育。
根据王玉满等［１２］ 的孔隙构成百分比计算模

型，对 ＪＹ１ 井和 ＨＹ１ 井进行了孔隙度构成计算。
ＪＹ１ 井泥页岩中黏土矿物孔占了总孔隙的 ８０％以

上，有机质孔不到总孔隙的 ２０％，剩余的为脆性矿

物孔［１１］（图 ６ａ）；而 ＨＹ１ 井泥页岩黏土矿物孔只占

了总孔隙的 ３０％左右，有机质孔达到了 ６０％，脆性

矿物孔 １０％（图 ６ｂ）。 由此可见，“拉张槽型”泥页

岩与“被动陆缘”泥页岩由于矿物成分的差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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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 ＴＯＣ 和硅质含量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图 ６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孔隙度百分比构成

Ｆｉｇ．６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图 ７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孔径分布

Ｆｉｇ．７　 Ｐｏｒ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成了其基质孔隙构成上的差异，“拉张槽型”泥页

岩孔隙以黏土矿物孔为主，而“被动陆缘”泥页岩

以有机质孔为主。 因此，沉积环境决定了岩石特

征，而岩石特征决定了基质孔隙的构成。
从孔径分布特征方面来看，下寒武统泥页岩孔

隙结构以中—微孔为主，孔径在 ２ ～ ５０ ｎｍ 范围分

布。 南江桥亭下寒武统筇竹寺组剖面页岩样品压

汞分析显示，页岩基质微小孔隙、裂隙孔径分布范

围较宽，呈现出双峰的形态（图 ７ａ）；ＪＹ１ 井下寒武

统泥页岩孔径的分布具有同样的特征，孔径分布

广，以 １０～ ５０ ｎｍ 大小孔径为主，其次是 ２ ～ １０ ｎｍ
大小的孔径［１１］（图 ７ｂ）。

３　 成藏主控因素分析

３．１　 ２ 种类型暗色泥页岩成藏差异

通过对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２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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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被动陆缘型”和“拉张槽型”２ 种暗色泥页岩类型特征对比及成藏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特征 被动陆缘型 成藏影响 拉张槽型 成藏影响

岩石矿物
成分特征

地化特征

储集特征

纵向发育
特征

平面展布
特征

底板特征

　 脆性矿物含量为主，黏土
矿物含量不超过 ４０％；ＴＯＣ
和硅质矿物耦合特征明显

　 硅质以生物成因为主，
利于页岩“双甜点”形成

　 黏土矿物含量为主，脆
性矿物一般不超过 ４０％；
ＴＯＣ 和硅质矿物耦合特
征不明显

　 硅质以化学成因为主，可
成藏

　 岩性均质性好
　 目的层厚度大，利于页
岩气规模成藏

　 岩性非均质性强
　 纵向上发育多套目的层，
虽单层厚度小，仍可成藏

　 ＴＯＣ 含量高
　 烃源条件优越，可规模
成藏

　 ＴＯＣ 达到了基本烃源
岩条件

　 可生烃成藏

　 以有机质孔隙为主 　 提供有效储集空间 　 以黏土矿物孔为主 　 对储集空间基本无贡献

　 单层厚度大，分布在下寒
武统底部

　 大部分地区受震旦系
灯影组和下寒武统之间
不整合面影响，底板条件
变差，不利于页岩气聚集
成藏

　 暗色泥页岩发育层段
多，但单层厚度小，主要
分布在下寒武统中、下部

　 发育在下寒武统中部的
暗色泥页岩层段顶底板条
件良好，页岩气可聚集成藏

　 主体位于四川盆地外
　 构造变形强，页岩气藏
后期保存受到严重影响

　 主体位于四川盆地拉
张槽内部

　 构造运动变形弱，有利于
页岩气藏后期保存

　 大部分地区为震旦系灯
影组和下寒武统不整合接
触，底板条件差

　 不整合面成为油气逸
散通道，页岩气聚集成藏
条件差

　 可选择下伏的碎屑岩
为下寒武统中部的暗色
泥页岩层段底板

　 厚度达 １００ 余 ｍ 的碎屑
岩可作为页岩气成藏的良
好的底板条件

综合评价
　 物质基础好，在顶底板条件良好的前提条件下可规模
成藏，但保存条件是关键

　 有成藏物质基础和良好的顶底板条件，可形成工业
成藏

同类型泥页岩发育特征进行对比发现，“被动陆缘

型”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物质基础好，高 ＴＯＣ 和高

硅质含量两者之间的耦合特征决定了其优良的品

质，可规模成藏，但保存条件成为了下寒武统页岩

气成藏的关键；“拉张槽型”暗色泥页岩虽然只达

到了烃源岩条件，且单层厚度薄，但发育于下寒武

统中部的暗色泥页岩具有良好的顶底板条件，且纵

向上发育多套烃源岩，从量上弥补了泥页岩品质上

的不足，仍可形成工业性气藏（表 １）。
３．２　 高演化程度的影响

泥页岩的热演化程度主要受时间和温度的控

制，其在不同地质时期的热成熟度状态对油气资源

的勘探评价有着重要的意义。 热演化程度对泥页

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含气性方面，具体表现在泥

页岩的生烃能力、吸附能力、有机质孔隙发育等方

面。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热

演化程度整体明显偏高，处于过成熟—高成熟演化

阶段，Ｒｏ 在 ２． ７％ ～ ６． ２％之间，主体在 ３． ０％ ～
３．５％，存在 ３ 个高演化区：通南巴—普光—涪陵地

区、沿河—正安—遵义地区、川西南及滇北地区，其
他地区演化程度相对较低。

通过对 ＪＹ１ 井、威 ２０１ 井、ＣＳ１ 井、ＥＹ１ 井等多

口井下寒武统 ＳＥＭ 照片观测发现，虽然泥页岩

ＴＯＣ 值相当或更高，但随着热演化程度的增高，有
机质孔隙度反而有降低的现象（图 ８ ）。

同时，热模拟实验表明，当泥页岩热演化 Ｒｏ值

在 ０．７％＜Ｒｏ＜３．５％时，泥页岩孔隙以大孔为主；当
Ｒｏ＞３．５％时大孔大幅减少，介孔和微孔增加，孔隙

总体积减少［１３］（图 ９）。 由此认为，高演化程度对

下寒武统泥页岩有机质孔隙有明显的影响，因而进

一步影响其含气性。
泥页岩的高演化程度对其吸附能力也有影响。

模拟实验表明，页岩最强吸附能力出现在 Ｒｏ 在

２．６％左右，此时页岩有机质孔发育，且有机质孔表

面粗糙，页岩吸附的比表面积达到最大；而随着热

演化程度继续升高，虽然有机质孔继续增大，但孔

隙开始变得光滑，比表面积缩小，页岩吸附能力变

差，从而影响泥页岩的含气性［１３］。
但目前热演化对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含气性

的影响机理仍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在进行下寒武

统页岩气勘探选区时应考虑高演化程度对页岩成

藏的影响，在下寒武统整体演化程度高的背景中寻

找低演化程度的地区，采取“高中找低”的原则，提
高评价选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３．３　 保存条件

３．３．１　 顶底板条件

顶底板为直接与含气页岩层段接触的上覆及

下伏地层，其与页岩气层间的接触关系和其性质的

好坏对含气页岩的保存条件非常关键，优越的顶底

板条件是页岩气层具有良好保存条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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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寒武统暗色泥页岩有机质孔扫描电镜图片

Ｆｉｇ．８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ｐｏｒｅ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图 ９　 暗色泥页岩不同热演化阶段孔容与孔径变化［１３］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ｄａｒｋ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前人研究表明，从晚震旦世灯影组沉积期到早

寒武世共发生了 ２ 次不同类型的构造活动，一个为

灯影组沉积期的桐湾运动，特点是以地壳的升降运

动为主，共 ３ 幕，造成了地层的抬升、剥蚀，形成了

在中国南方广泛分布的不整合面［１４］；随后在早寒

武世麦地坪组沉积期到筇竹寺组沉积期发生了兴

凯地裂运动，特点是以地壳的拉张为主，共 ２ 幕，形
成大量的断层和裂缝［１５］。 早期形成的下寒武统页

岩气一部分沿断裂、不整合面、孔洞等构成的输导

体系运移到具有储集能力的上、下储集体中，形成

常规气藏，如威远震旦系灯影组气田、安岳龙王庙

特大型气田等［１６］；另一部分页岩气则沿断裂和不

整合面散失，页岩气藏遭破坏，如 ＦＳ１ 井，虽然其下

寒武统暗色泥页岩厚度 ９９ ｍ， 平均 ＴＯＣ 为 ２．７％，
但测试产微气。 而位于拉张槽内的 ＪＹ１ 井下寒武

统中部的泥页岩距风化壳 ３０５ ｍ， 底板厚 １８０ ｍ，
主要岩性为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及页岩，岩性致密，
形成了良好的底板封闭条件；顶板厚 １０２ ｍ， 主要

岩性为粉砂质泥岩和泥岩，岩性致密，顶板封闭条

件良好，因此尽管页岩气层单层厚度小，但由于顶

底板封闭条件良好，仍获 ８．４×１０４ ｍ３ ／ ｄ 页岩气工

业气流。 由此可见，顶底板条件是早期页岩气藏能

否形成的关键，特别是灯影组和下寒武统之间的地

层接触关系将直接影响下寒武统页岩气藏的底板

条件。
但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依然存在不受这 ２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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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运动影响的地区，震旦系灯影组与下寒武统为

连续沉积，地层之间为整合接触关系，下寒武统页

岩气仍具有良好的顶底板条件，为页岩气聚集成藏

的有利区。 川东北城口明月、陕西镇坪屏风寨、湖
南古丈龙鼻嘴、湖南凤凰水打田及贵州镇远镇页 １
井等野外露头和钻井资料揭示，灯影组顶部岩性为

黑色—灰黑色硅质岩、硅质泥岩，与上覆下寒武统

泥页岩呈整合接触关系。 根据相控法则，对四川盆

地及周缘地区灯影组与下寒武统整合接触的范围

进行了判别，将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震旦系灯影组

沉积晚期与早寒武世早期沉积相图进行叠加，２ 个

时期同为深水沉积的重合区即深水沉积连续分布

区为整合分布区，沉积相演化不连续（跳相）的区

域为不整合分布区。 综合判别灯影组与下寒武统

整合接触的范围大致分布在中上扬子克拉通被动

大陆南、北边缘，川东北城口—巫溪、鄂西宜恩—鹤

峰、湘西花垣—张家界、贵州镇远等地区，是下寒武

统页岩气藏底板条件有利地区。
３．３．２　 构造保存条件

后期构造运动改造强度是油气藏破坏与散失

的根本原因，构造运动引起地层隆升剥蚀、褶皱变

形、断裂切割、地表水的下渗以及压力体系的破坏，
同时还因构造动力和应力作用使盖层岩石失去塑

性，封闭保存条件变差。
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下寒武统页岩气藏先后

经历了桐湾运动、兴凯地裂运动、加里东运动、海西

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等多期

构造运动的影响，地层历经了多次构造升降、抬升

和剥蚀，构造运动改造强烈。 从盆外到盆内，由于

构造运动表现出的主滑脱层和构造样式的差异，构
造变形强度逐渐变小，页岩气保存条件也逐渐变

好［１７］。 位于盆外的 ＥＹ１ 井下寒武统岩心高陡裂

缝发育，岩屑普遍见方解石，平均有机碳含量虽然

高达 ６．０９％，但全烃显示微弱，最高仅 ０．０８％。 同

样位于盆外的黔西黄平区块的 ＨＹ１ 井，虽然下寒

武统气测显示活跃，现场含气量最好达到了 １． ８
ｍ３ ／ ｔ，但由于断裂发育，压裂时沟通了断层，产出淡

水，仅获 ４１８ ｍ３ ／ ｄ 的低产气流。 而到了构造作用

影响较弱的盆内，地层变形弱，无通天断层，保存条

件明显变好。 如位于盆内威远地区的 Ｗ２０１ 井获

工业气流 １．０８×１０４ ｍ３ ／ ｄ，ＪＳ１ 井 ２．８８×１０４ ｍ３ ／ ｄ，
ＪＹ１ 井 ４．０５×１０４ ｍ３ ／ ｄ。

由此可见，构造稳定及局部构造弱变形区是页

岩气保存条件的有利区，在下寒武统页岩气选区评

价时，可在构造改造强的背景中寻找构造改造作用

弱的地区作为构造保存条件有利区，即采取“强中

找弱”的原则选取保存条件有利区。

４　 结论

（１）沉积环境决定了页岩气成藏的物质基础，
泥页岩热演化程度和保存条件是下寒武统页岩气

成藏的主要控制因素，于此，拟定了“高中找低，强
中找弱”的基本勘探思路，确定四川盆地及周缘地

区下寒武统页岩气勘探方向。
（２）盆内构造变形弱，可寻找演化程度相对

低，顶底板条件好的下寒武统中上部“拉张槽型”
富有机质页岩作为勘探目的层，其勘探有利区主要

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绵阳—乐至—隆昌—长宁地

区；盆外构造改造强烈，但仍可积极寻找构造变形

相对弱、演化程度相对低、底板条件好的地区，以
“被动陆缘型”下寒武统底部暗色泥页岩为勘探目

的层，其勘探有利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周缘川东

北城口—巫溪、鄂西宜恩—鹤峰、湘西花垣—张家

界、贵州镇远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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