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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大型盆地差异演化与碎屑岩油气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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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碎屑岩油气成藏体系为核心，将中西部大型盆地（四川、鄂尔多斯、准噶尔和塔里木）置于统一时空体系，分析晚古生代以

来原型及其更迭对成藏体系形成、分布的控制与油气响应，明确勘探方向。 研究认为，构造体制转换期的原型沉降结构差异约束

了主力烃源岩及源内、内源近源成藏体系的形成与分布，原型更迭产生的构造形变决定了内源远源、外源与混源成藏体系的时空

展布。 不同成藏体系的油气行为受中、新生代陆内体制原型的叠加改造控制，表现为：①转换期前渊叠加产生的差异性构造沉降

控制了内源近源成藏体系大面积岩性油气藏的形成和近隆起 ／ 斜坡相对富集；②燕山晚期以来的掀斜隆升改造致使早期近源油

气藏发生调整与贫化；③燕山期以来的断裂改造控制了近源成藏体系油气局部富集高产与内源远源、外源成藏体系油气藏的形

成。 中部盆地碎屑岩油气勘探主攻方向为燕山期隆起斜坡区内源近源、源内成藏体系，西部盆地优先选择活动隆起压扭性断裂

发育区的内源远源、外源成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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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部大型盆地碎屑岩层系（四川盆地 Ｔ３－Ｎ、
鄂尔多斯 Ｃ－Ｋ、准噶尔 Ｃ－Ｎ、塔里木 Ｄ－Ｎ）具有良

好的油气资源基础［１－３］，是我国油气勘探开发重要

领域和资源储备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年以来，油公

司在中西部碎屑岩领域的油气勘探取得了多项重

大成果，发现了春光、红河、姬源、川东北等多个大

中型油气田。
　 　 国内学者对中西部各主要盆地碎屑岩油气成

藏特点和富集规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

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如“岩性—地层油气藏与

大面积成藏” ［４－５］、“大面积连续型油气聚集” ［６－７］、
“叠覆型致密砂岩油气藏” ［８－１０］ 等油气地质分析理

论及有利区评价方法。 然而，随着勘探的不断深入

和拓展，勘探对象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油气富集

影响因素增多，碎屑岩领域油气富集有利区统一评

价与优选面临新的理论和技术瓶颈，急需从中西部

大型盆地碎屑岩领域整体的高度分析并提出具有

普遍适用性的油气地质理论与评价方法体系。 郑

和荣等［１１－１２］通过对 ４ 大盆地碎屑岩油气成藏总体

规律与评价方法的持续攻关研究，取得了理论新认

识，并提出了基于油气成藏体系的评价新思路、新
方法：以碎屑岩层系油气藏的烃类来源及路径为核

心，“源—储”时空配置为依据，提出了内源（指烃

类来源于碎屑岩层系，依“源—储”配置样式细分

为源内、近源、远源）、外源（指烃类来源于下伏海

相层系）、混源（指烃类为内外混合来源）等 ３ 大类

５ 亚类的成藏体系划分方案与分类评价方法。
盆地是地史阶段不同原型的并列叠加组

合［１３－１５］，也是碎屑岩油气成藏体系物质基础发育

和油气生成、运移、聚集与散失的场所。 本文以碎

屑岩油气成藏体系分类评价为核心，将中西部 ４ 大

盆地置于统一的时空体系，分析盆地原型及其更迭

对油气成藏体系的形成、分布及其油气响应，进一

步揭示碎屑岩油气成藏与富集的普遍性规律，明确

勘探有利方向。

１　 成盆演化差异控制油气成藏体系

盆地原型的并列反映了同期盆地内空间结构

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沉积环境、物质的横向变化

关系，以及碎屑岩成藏体系要素的形成和分布。 原

型的叠加演化及其地区差异则决定不同油气成藏

体系的分布。
１．１　 成盆演化的差异性特征

晚古生代以来，中西部地区大型盆地的发展可

分为陆缘向陆内转换的过渡构造体制与中、新生代

板内构造体制 ２ 个演化阶段［１４－１５］。 此合彼张以及

陆块增生等构造活动的不同步性，决定了中西部地

区构造—成盆具有“同序异时”的演化序列以及多

样式的同序转化形式（图 １） ［１１，１６］。 在晚古生代“北
聚南离”与中、新生代“三面会聚”的运动体制转换

图 １　 中国中西部 ４大盆地“同序异时”的成盆演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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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下，由于大型盆地基底物质组成、古陆块

形态与规模等条件差异，决定了原型在同一构造环

境下产生的沉降、沉积和构造等风格特征的不同。
晚古生代，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均位于“南

离”的古特提斯构造域［１６－１７］，原型沉降受控于地幔

热流上涌引发的陆壳引张减薄和地幔蠕动热收缩

产生的补偿沉降复合［１４］。 因此，四川盆地与塔里

木盆地在晚古生代原型盆地沉降机制与构造型式

上存在可对比性，但其沉降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限不

同，由此产生各自的原型并列特征及其控制下的沉

积型式差异。 塔里木陆块相比上扬子陆块规模大，
塔里木盆地为克拉通内坳陷与陆缘坳陷的并列，陆
缘坳陷区发育深水海相沉积间夹基性火山岩，坳陷

区以海相碳酸盐岩夹碎屑岩沉积组合。 四川盆地

具有明显的裂谷型与拗陷型并列的海相沉积组合，
裂谷控制了深水陆棚相烃源岩层系发育和分布。
而此时的鄂尔多斯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处于“北聚”
构造环境，主要形成会聚构造环境下的克拉通内坳

陷、陆缘坳陷，为深部地幔物质下潜引起的热收缩

沉降。 组成盆地基底物质组成的巨大差异直接决

定了 ２ 个盆地原型风格迥异。 鄂尔多斯盆地结晶

基底物质主要由太古宇与元古宇强磁性深变质火

山岩组成［１８］，物性相对均一且具有较强的刚性特

征。 在 ＳＮ 向构造挤压环境下，形成陆内不对称式

碟形沉降结构，发育稳定平覆式海陆过渡相沉积体

系。 准噶尔盆地基底具有褶皱基底与结晶基底的

“双层基底”结构，但分割性强［１９］，具有多微地块拼

合及弱固结的特征［２０］。 在近 ＳＮ 向会聚构造环境

下，深部热物质易沿早期微地块拼合带快速喷溢，
导致地壳发生裂陷式沉降，形成类似裂谷式的沉降

结构［１４］，最终形成上石炭统—下二叠统碎屑岩夹

火山岩的沉积组合型式。
古生代末期至中、新生代，随着古亚洲洋、古特

提斯洋的逐步闭合，组成中国内地大陆的古陆块完

成最后拼贴，４ 大盆地所处的中西部地区相继进入

了陆内体制的变格盆地阶段［１６，２１］。 中国大陆内部

构造变格作用及不同类型陆内变格盆地的形成，是
中国大陆当时所处的三面受挤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下，特别是东西“两条锋线”的产物［２２］。 西部地区

的塔里木、准噶尔盆地主要受来自北侧西伯利亚板

块向南楔入和南侧印支板块期次性地向北俯冲、碰
撞所引起的远程构造效应控制。 中部的四川盆地

与鄂尔多斯盆地则处于来自东部拉张、挤压交替与

西部挤压引起的古陆块向东逃逸挤压 ２ 种环境的

复合地带。 构造环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各自的陆

内盆地原型风格及其相应盆地结构演化的差异。
晚二叠世—中三叠世，随着古亚洲洋的最终闭

合，西部准噶尔盆地及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率先进

入陆内体制盆地发育阶段［１６］，上叠前陆坳陷盆地，
发育陆相碎屑岩沉积体系，多沉降中心并列及迁移

演化控制了大面积分布的粗细碎屑岩交错叠置的

沉积型式。
晚三叠世—早白垩世，中西部地区均已进入陆

内构造体制，此时的盆地发育主要由来自南侧印支

板块的俯冲碰撞控制［１４－１５，１７］，并受古陆块几何形

态和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４ 大盆地的原型风格特

征迥异。 塔里木盆地为典型的压扭性盆地，沉降中

心随山前带走滑方向侧向迁移，形成窄带式沉积相

带。 塔西南中生代压扭性前陆坳陷带受左行走滑

影响，沉降中心由西向东侧向迁移，侏罗系含煤层

系仅分布在山前地区。 准噶尔盆地在空间上远离

板块会聚边缘，受到的构造挤压作用力相对较弱，
形成类似碟形的热收缩沉降结构，发育典型的粗碎

屑与细碎屑交互的广覆式“二元体系域”特征［２３］。
四川与鄂尔多斯盆地受向东逃逸的挤压影响，沿古

缝合带发生岩石层增厚强烈挠曲沉降，发育压性前

陆坳陷盆地。 沉降、沉积中心沿山前冲断带横向迁

移，发育了一套“缘厚覆薄”的广覆式粗细交错叠

置沉积组合。 同时，该期强烈的挤压冲断活动塑造

了四川、鄂尔多斯盆地“盆缘复杂、盆内稳定”的地

质结构基础，并延续至今。
晚白垩世以来，印支陆块与欧亚大陆发生强烈

的陆—陆碰撞，西部与中部地区盆地进入了新一轮

的差异演化阶段。 由南往北的强烈构造挤压作用

致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周缘山系再次复活，发生强

烈的山系隆升与盆缘挠曲沉降，形成过补偿型沉

积，同时也奠定了今盆地结构特征。 而鄂尔多斯与

四川盆地同时活动主要表现为局部的压扭和构造

隆升。
１．２　 烃源岩的形成环境及其时空分布

晚古生代以来，中西部大型盆地经历了海相—
海陆过渡相—陆相转化的沉积序列，不同原型代表

的成源环境控制了烃源岩的形成与分布。 据统计，
海陆混积、盐碱湖及深水湖泊是中西部 ４ 大盆地碎

屑岩领域优质烃源岩形成的主要成源环境（表 １）。
海陆混积是现代和地史时期的一种普遍沉积

现象，缓倾沉积斜坡是此类沉积形成和发育的必要

条件。 过渡构造体制形成的克拉通内坳陷、陆缘坳

陷坡折带是陆源碎屑岩与碳酸盐岩混积形成的主

要盆地构造环境，频繁海侵 ／ 海退为陆源有机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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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中西部大型盆地主要成源环境及其烃源岩发育模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成源环境 形成条件 分布特点
盆地类型及
发育部位

典型实例

海陆
混积

　 板间—板内过渡构造体制；
具备稳定的构造环境，湖水 ／
海水频繁交替进退，陆源有机
质与海洋低栖生物丰富，生产
力高；周期性咸化环境易于形
成有机质大量富集

　 海水、湖水交替进退形成暗
色泥页岩、煤系烃源岩与砂
岩、灰岩层状交互分布，大面
积交错式展布；黏土质泥页
岩、煤岩与砂岩、碳酸盐岩岩
性组合

　 大型克拉通
内坳陷、陆缘坳
陷沉积斜坡坡
折带

　 鄂 尔 多 斯 盆 地 石 炭
系—二叠系；四川盆地小
塘子组—须家河组三段；
塔西南石炭系；准噶尔盆
地下石炭统

盐碱湖

　 板间—板内过渡构造体制；
环境相对稳定，生物种群单
一，浮游藻类生产力高，形成
富生物白云质泥页岩、泥质白
云岩；高碱缺氧环境，水体分
层，有利于有机质保存

　 断续式海侵形成周期性蒸
发沉积环境，致使白云质泥页
岩与膏盐岩在纵向上叠置分
布；含凝灰质白云岩、白云质
泥岩及膏盐岩组合

　 强火山活动
的裂陷 （塌陷）
沉降中心区

　 准噶尔盆地下二叠统
风城组

深水
湖泊

　 板内构造体制，构造环境变
化快，湖盆形态多样；陆源有
机质与水生混合输入，生产力
高；湖底弱底流或静水环境，
有利于有机质保存

　 沉降中心迁移变化，富有机
质泥岩与砂岩交互分布，大面
积指状交错式展布；黏土质泥
页岩、煤岩与砂岩岩性组合

　 前陆坳陷前
渊深洼区

　 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
五段、下侏罗统；鄂尔多
斯盆地延长组长 ７；准噶
尔盆地上二叠统、侏罗系

输入及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该类烃源岩在 ４ 大

盆地广泛发布，岩性以暗色泥岩、煤岩为主，单层厚

度小，与砂岩、灰岩呈大面积交错式展布，有机质类

型以Ⅱ２、Ⅲ型为主。
钙碱性火山物质卷入及海水周期性侵入可促

使湖水含碱度提高，并促使浮游藻类富集与保存，
形成优质烃源岩。 下二叠统风城组是准噶尔盆地

的主力烃源岩，岩性以含火山物质的白云质泥岩、
泥质白云岩及膏盐岩为主，具有有机质丰度高、类
型好、分布较为稳定的特征［２４］。 晚石炭世至早二

叠世，准噶尔地区强火山活动的塌陷裂谷及西缘残

余洋盆海水周期性侵入，为风城组优质烃源岩的形

成和发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前陆坳陷前渊深水湖泊环境是中西部地区中

新生界主力烃源岩的主要形成环境。 有机质为陆

源与水生生物的混合来源，深湖、半深湖的静水环

境有利于有机质保存。 烃源岩层的横向分布受前

渊沉降中心迁移变化控制，纵向上富有机质泥岩、
煤岩与砂岩交错叠置分布；有机质类型以Ⅱ２、Ⅲ型

为主。
１．３　 “源—储”配置样式及其时空分布

“源—储”配置样式是油气成藏体系类型划分的

主要依据，其形成与分布受原型沉降结构约束的地

质作用和原型体制转换导致的结构变异共同控制。
原型沉降结构约束可形成具有自身特性的油

气地质要素及配置模式（表 ２），主要形成内源成藏

表 ２　 中国中西部大型盆地成藏体系类型及其“源—储”配置类型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原型及其
叠加转换类型

主要类型

烃源 供烃 源储配置

典型
分布

克拉通内
坳陷

前陆坳陷

陆缘坳陷

体制
叠加转换

内源

内源

内源

外源

混源

近源

远源

源内

近源

远源

源内

近源

远源

远源

叠覆接触式 　 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 Ｃ－Ｐ、塔里木盆地西北缘 Ｃ
侧向分离式 　 鄂尔多斯盆地伊盟隆起区 Ｃ－Ｐ
源储一体式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长 ７、四川盆地西部坳陷 Ｔ３ｘ５

叠覆接触式
　 四川盆地 Ｔ３ｘ４－６、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长 ６－８、塔里木盆
地北部 Ｐ３－Ｔ、准噶尔盆地 Ｐ

叠覆跨越式
　 四川盆地西部坳陷 Ｊ、鄂尔多斯盆地南部 Ｊ、准噶尔盆
地中部 Ｊ－Ｋ

源储一体式 　 四川盆地西部坳陷 Ｔ３ｘ３

叠覆接触式 　 准噶尔盆地 Ｃ１、四川盆地西部坳陷 Ｔ３ｘ１－２

叠覆跨越式 　 塔里木盆地塔河上古生界

侧向分离式 　 塔里木盆地塔中围斜 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 Ｃ－Ｎ
叠覆跨越式 　 四川盆地东北部 Ｐ－Ｔ
侧向分离式 　 塔里木盆地西南部麦盖提斜坡 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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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及“源—储”一体式、叠覆接触式和侧向分

离式 ３ 种“源—储”配置样式。 原型更迭表现为地

史演变过程中沉降结构的变化及其沉积实体对构

造应力变化的反应，包括相应的形变、断层，及其在

油气成藏要素中的协调配置，最终控制外源、混源

成藏体系以及叠覆跨越式和侧向分离式“源—储”
配置的形成和分布。
１．３．１　 叠覆接触式

叠覆接触式是指主力烃源岩层系与储集层系在

垂向上大面积接触的配置样式，在 ４ 大盆地中普遍

分布。 主要受控于克拉通坳陷各阶段沉积基底的幕

式升降导致的可容空间周期性变化或压性盆地幕式

冲断 ２ 种盆地构造背景。 克拉通内坳陷沉降斜坡坡

折带和前陆坳陷前渊沉降中心是叠覆接触式配置类

型发育的有利地带，４ 大盆地均有分布。
１．３．２　 叠覆跨越式

烃源岩层系与储集层系在垂向上被非烃源岩

的泥质岩隔层分开，烃源岩与储集岩未直接接触，
主要通过断裂输导体系在空间格架下建立“源”与
“储”的系统关系。 主要发育于可容空间逐步变小

的克拉通内坳陷或前陆盆地晚期阶段，本身缺乏同

期烃源岩，与下部烃源岩层系之间被隔层分开，烃
源只能通过断裂、裂缝垂向输导。 准噶尔盆地腹部

地区二叠系主力烃源岩与侏罗系、白垩系储层之间

被三叠系多套盖层分隔，通过燕山期压扭性高角度

断裂体系共同组成源—储跨越分离配置样式。
１．３．３　 侧向分离式

侧向分离式是指烃源与储集层在横向异地错

位分离，两者主要通过不整合面、断裂、连通砂体构

成的复合输导体系建立油气行为的系统关系。 克拉

通内坳陷或前陆坳陷冲断隆起区是此类源—储配置

样式发育的有利构造背景。 “源”可以是前陆坳陷

或海相盆地期发育的烃源岩、早期油气藏，“储”可以

是沉积上超碎屑岩孔隙、隆起基底裂缝或岩溶孔隙

等。 鄂尔多斯盆地伊盟隆起区上古生界、准噶尔盆

地西北缘中新生界、川东北米仓山前中生界、塔西

南新生界等均发育此类源—储配置样式。
１．３．４　 一体式

一体式是指烃源岩层系内部发育薄砂层或透

镜状砂体储集层，储集层被烃源岩围限其中。 其形

成分布均与“源—储”叠覆接触式配置类型较为相

似，如鄂尔多斯盆地上三叠统长 ７、川西坳陷上三

叠统须三段与须五段。

２　 构造改造及其油气响应

盆地的原型控制了油气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分

布，原型的叠加改造则决定了成烃、成藏和油气富集

位置［１５，２５］。 中西部大型盆地晚期构造改造主要表

现为差异沉降、变形、晚期隆升等 ３ 种主要类型。 海

西晚期至燕山早期，为构造体制转换过渡期，主体表

现为前渊叠加导致的差异性构造沉降；燕山晚期至

喜马拉雅期，为陆内构造变形期，主体表现为差异构

造隆升，伴随地层褶皱、断裂活动等构造变形活动。
构造类型、强度及其地区差异对碎屑岩成藏体系产

生聚集、调整与贫化等不同的油气响应行为。
２．１　 转换期差异沉降控制近源体系油气成藏

构造沉降和快速沉积是地层能量不断积聚并

引起温度场升高的过程，提供了烃源岩埋藏增熟的

生烃动力学环境，源岩生烃增压［２６］。 源岩生烃增

压的同时，源储压差随之增大，提供了烃类由源岩

向储集岩初次运移的动力，使得油气不断排进紧邻

的连片砂体，形成大面积的岩性油气藏。 同时，不
均衡的构造沉降或差异压实作用可导致地层压力

体系（超压）和流体势场的变化，连通砂体内部的

油气在浮力驱动下，不断提升油气在储集体中富集

程度，即在构造高部位形成相对富集区。
中西部大型盆地晚古生代以来的构造主沉降

期发生在构造体制转换过渡期。 沉降特征表现为

幅度大（２ ０００ ｍ 左右），但地区差异极为显著，总
体表现为盆缘前渊叠加区大于盆覆区（图 ２）。 如

此的沉降幅度足以促使各层次烃源岩进入埋藏增

熟的生烃门限，而此时紧邻烃源岩的碎屑岩储集层

未达到普遍致密化程度，拥有良好的孔隙度和渗透

率，早期充注于紧临储集层中的烃类可在浮力驱动

下沿构造上倾方向运移聚集。 川西坳陷须二段储

层致密化发生在晚白垩世中期，稍晚于紧临源岩晚

侏罗世—早白垩世的主生烃期［４，２７］，生成的油气经

充注与短距离横向运移，形成须家河组大面积含气

与新场—丰谷隆起带、中江斜坡带相对富集的特征

（图 ３ａ，ｂ）。 鄂尔多斯西南缘延长组长 ７ 张家滩页

岩上、下长 ６、长 ８ 段河道砂岩的油气富集，也得益

于燕山期构造沉降带来的上千米地层垂向叠加伴

生的源岩快速生烃，并在源储压差驱动下向两侧储

集层聚集成藏［２８－２９］。
２．２　 晚期差异隆升控制近源油气藏调整演化

中西部大型盆地燕山晚期以来由于前陆坳陷

的再次叠加，普遍遭受了以掀斜为主的差异隆升改

造，掀斜隆起端地层遭受剥蚀，倾没端持续沉降。
掀斜隆升对业已形成的油气藏的调整改造是一个

复杂过程，不同的油气地质条件下可产生迥异的油

气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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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中西部大型盆地关键地层界面沉降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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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四川盆地川西坳陷碎屑岩层系油气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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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油气藏的调整与再富集。 储层非致密且

大面积分布，并具备油气发生横向运移的有效通道

条件，不均衡的构造抬升改变了储层（或输导层）
的产状及其流体势场，打破了原来平衡的能量场，
赋予了业已聚集成藏的油气运移动力，并在构造上

倾方向（隆起边缘带或上倾斜坡）的局部圈闭（如
地层尖灭带）形成油气富集。 塔西南塔中隆起南

部后期均发生了整体性的南倾改造，早期侏罗系油

气藏相应发生调整［３０］。
（２）油气藏的整体贫化。 形成此类油气成藏

效应必须同时具备 ４ 个条件［３１］：快速隆升剥蚀、砂
泥岩交互式配置、具有较高的泥地比、改造期储层

致密。 泥地比高的致密碎屑岩层系强烈隆升与剥

蚀后，由于泥岩的回弹效应比砂岩的回弹效应小，
泥岩在回弹中为了保持孔隙中的流体压力平衡，而
从砂岩中吸取地层水，直接导致气藏或地层产生负

压现象。 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带上古生界低压

气田的形成与泥岩吸水效应有关，同时也是造成气

田区气水关系复杂的主要因素之一［３２］。 准噶尔盆

地腹部侏罗系油藏的晚期调整过程便是典型实例，
早期车—莫古隆起周缘聚集的古油藏在后期南倾

构造改造中被重新调整，油藏被调整与再富集［１６］。
２．３　 晚期断裂控制远源、外源体系油气成藏

改造期新生断裂的发育和先存断裂的活化可

导致深部已聚集油气的突发性穿层运移并在浅部

聚集，形成次生油气藏［３３］。 中西部晚燕山期以来

受不均衡构造挤压作用，断裂活动发育，沿断裂带

形成内源远源、外源成藏体系油气富集带。
川西马井—什邡地区蓬莱镇组气藏成因与马

井构造东南翼及其东部发育的北东向断层（马井

断层）有关［３４－３５］，断层断开层位从深层须家河组至

白垩系，构成马井、什邡地区良好的气源断层。 深

部的气源在高压的驱动下便可沿断层及其破碎带

向上运移，在向上的过程中遇到侏罗系良好储层，
天然气便进入其中，再通过沿层的侧向运移，最后

富集成藏（图 ３）。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镇泾地区侏

罗系延安组延 １０ 录井油气显示与断裂叠合关系反

映两者吻合关系明显，表明油藏的形成与 ＮＷ 向新

都断裂带的垂向输导通道有关。 准噶尔盆地陆梁

侏罗系—白垩系油气田与西缘车排子新生界春光、
春风油田均为内源远源成藏，油气源分别来自于盆

１ 井西凹陷和沙湾凹陷二叠系风城组，燕山期压扭

性高陡断裂体系与不整合面砂体共同提供了油气

远距离运移的通道［３６－３８］。 塔里木盆地是外源成藏

体系发育的典型地区，除库车坳陷外，塔北、塔中等

盆内古隆起碎屑岩油气藏的分布均与通源断裂的

分布相吻合［３９－４１］。
此外，作为内源成藏体系的鄂尔多斯上古生

界、延长组及四川盆地的须家河组砂岩储层均属于

典型的致密碎屑岩储层，已发现的油气高产井均位

于断裂带附近［２７，４２－４４］。 断裂伴生构造裂缝是致密

碎屑 岩 储 层 改 善 储 集 和 渗 流 性 能 的 关 键 因

素［４５－４６］，对油气富集程度的控制作用明显，而断裂

带本身不一定是油气富集高产带。 盆地基底断裂

系统与挤压滑脱断裂均可在沉积地层形成相应的

微裂隙或剪切裂缝，改善致密储层的储集空间与渗

流性能，提高油气的富集程度。

３　 油气聚集及分布

四川、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以来的原型演化

经历了克拉通内坳陷 ／陆缘坳陷向前陆坳陷的叠加

转换，海陆混积及湖泊沉积体系发育，转换期周缘

山系交替挤压致使扇三角洲前缘河道砂体错落叠

置与大面积连片分布，与烃源岩在纵向上形成

“源—储”叠覆接触式配置连片分布。 而同期产生

的大幅构造沉降与埋藏促使大量生烃，形成临近主

力烃源岩的砂体或烃源岩层系内部砂体获得油气

充注，形成油气大面积成藏与隆起带、斜坡带更加

富集的特征。 因此，燕山期形成的隆起、斜坡带临

近主力烃源岩的储集层系是碎屑岩油气勘探的有

利区。 如川西中江斜坡须家河组、川北坳陷中部褶

皱隆起带须家河组—下侏罗统、伊陕斜坡带长 ６ 与

长 ８。 此外，通源断裂发育的远源 ／外源成藏体系

储集层系构造—岩性复合圈闭也具备油气勘探的

有利条件，如川西马井地区侏罗系浅层、鄂北泊尔

江海子断裂以北的上古生界。
准噶尔与塔里木盆地晚古生代以来经历了裂

谷、陆缘坳陷向压扭性前陆坳陷的叠加转换，海陆

混积、盐碱湖与湖相沉积体系沿盆地边缘迁移分

布，前缘河道砂体与烃源层形成“源—储”叠覆接触

式和“源—储”侧向接触式 ２ 种配置类型。 燕山晚

期—喜马拉雅期强烈的压扭改造，形成多组压扭性

活动断裂，沟通古生界烃源层系与中新生界源外储

集层系，构成区内以内源远源、外源为主的成藏体系

类型。 因此，通源断裂发育的晚期构造上斜坡带碎

屑岩层系地层上倾方向构造—岩性圈闭与地层尖灭

带是油气勘探的有利方向。 如塔西南麦盖提斜坡色

列布亚大型断裂带上倾方向的上古生界—新生界、
塔河残余隆起亚南断裂带碎屑岩层系、准噶尔西北

缘红车断裂西侧斜坡区不同层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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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晚古生代以来，中西部地区大型盆地原型

及其更迭差异性特征受“北聚南离”陆缘—陆内过

渡构造体制向中、新生代“三面会聚”板内构造体

制的转换控制，盆地所处的空间位置、基底陆块属

性与构造体制转换时序共同决定其碎屑岩层系油

气成藏体系类型及其分布。
（２）中西部大型盆地碎屑岩成藏体系对来自

于晚期多类型的构造改造有着不同的油气成藏响

应。 构造体制转换期前渊叠加产生的差异性构造

沉降控制了内源近源体系大面积岩性油气藏的形

成和近隆起带、斜坡带相对富集的特征；燕山晚期

以来强烈的掀斜隆升改造致使近源早期油气藏调

整与贫化；燕山期以来的断裂改造控制了近源体系

油气局部富集高产与内源远源、外源成藏体系油气

藏的形成。
（３）“近源、源内稳定区富集，内源远源、外源

活动带富集”是中西部大型盆地碎屑岩油气分布

的基本特征，依此明确了油气勘探的主要方向。 四

川、鄂尔多斯盆地以不断逼近主力烃源岩内源近源

（包括源内）油气成藏体系为优先勘探方向，同时

兼顾内源远源成藏体系；准噶尔、塔里木盆地以内

源远源、外源成藏体系为优先勘探方向，其次是内

源近源成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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