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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相白垄系三分及其含油气性

江 圣郑 哀凤抽 许鸣光 关士聪 哀 捷
带

人们已经注意到世界上有大量石油储存于自坚系的这一事 实
。

欧 文 等 �������，

�����曾指出已知油藏的���以上赋存于距今��一���百万年的地层中 �齐顿阶一 舟 麦

阶 �
，

而已知石油产量的���则产于距今约��一���百万年的地层中 �阿尔必阶一 康 雅

克阶 �
。

地质学家们认为
，

世界各地海相白垄系的大量石油
，

主要来 自巴列姆一阿尔必

期及晚赛诺曼一早土仑期的两次 “海洋贫氧过程 ” 的祝积中
。

我国海相白坚系仅见于西藏改则一昌都以南
、

塔里木盆地西南及台湾省等地区
，

它

虽有生
、

储油岩的发育和具有一定远景
，

但占我国白里系的比例毕竟较少
。

我国陆相白

垄系十分发育
，

并同样具有良好的生
、

储油岩和丰富的油气资源
，

如大庆油田
。

陆相白

垄系油气的形成有其 自身的特征
，

继续研究它的划分
、

对比
，

探讨其沉积特征与其发生

发展
，

对开拓和继续寻找其含油气性
，

无疑是有意义的
。

我国陆相白翌系主要分布在几个大
、

中型中
、

新生代沉积盆地中， 在某些中
、

新生代

隆起区和主要褶皱山系中也有不同规模的分布
。

其现今展布的规模和形态
，

一般与陆相

沉积盆地的类型有关
，

大面积的展布区
，

往往是当时沉降区内广盆沉积的主要场所
。

分

散的条带状展布区
，

则是隆褶带内受控于褶皱断裂和火山岩带的槽盆沉积的主要场所
。

前者如松辽盆地泉头组一明水组
，

后者如永康盆地馆头组
。

但是
，

那些分散的条带状展

布的白蟹系 ，
并非均属槽盆式沉积

，

有些因受到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
，

遭受分割与剥蚀

而残存的广盆式沉积的反映
，

如湖南衡阳盆地及其邻近的若干小型盆地等
。

我国东部中
、

新生代陆相沉积
，

虽因岩性
、

岩相与厚度上的差异
，

所含古生物由于

本身富集程度
、

演化变异或其它原因而使地层时代的确定与对比发生困扰
，

但总的说来
，

它们均可从旋回性
、

古生物组合
，

并最终从构造地层学入手
，

以沉积物间的构造运动幕

进行划分与对比
。

因此
，

我国陆相白垄系顶
、

底界的确定似可按此原则进一步的划分
。

我国陆相白里系一下第三系主要为一套红色地层
，

它与下伏的侏罗系煤系及其红
、

绿相间的杂色
、

暗红色碎屑岩比较
，

不仅岩性
、

岩相差别明显
，

而且在古生物组合方面

劳参与本文工作的尚有邹汉成
、

邓茨兰
、

舒志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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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易于区分
。

但是
，

除此之外
，

在这两套地层之间尚有一套巨厚的火山岩夹沉积岩 �热

河群和建德群 �的时代归属问题认识不同
，

故两者间的界限便产生了有三种划分意见
�

一是全属白里系� 二是全属侏罗系岁二是下部属侏罗系
，

上部属白垄系
。

由于热河动物群的某些分子在我国西部的志丹群
、

六盘山群及赤金堡群也有出现
，

故也存在着划分问题
。

我们认为
，

我国东部的侏罗系与白垄系的界限按上述第三种意见
，

划在热河群和建

德群之内较妥
，

即把当中的大套块状火山岩夹沉积岩及火山喷发后的湖相沉积 �或夹火

山岩 �为上侏罗统
，

如九佛堂组‘�和建昌组
，

大灰厂组和东岭台组
，

寿昌组
、

磨石山组

等� 而把发育于其上的呈北东一北东东向槽形盆地堆积的一套暗色碎屑岩 �夹有煤层和

油页岩或夹火山碎屑岩 �划为下白坐统
，

如登娄库组
，

沙海组和阜新组
，

葛村组
、

馆头

组和周家店组等
。

上述两者之间存在的不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关系
，

反映了燕山运动二幕的作用
，

应是

划界的地质构造依据� 而界面之上的上述地层 中
，

除含有威尔登植物群 �茹福德藏一拟

金粉藏中期组合 �外
，

原始类三角蚌和三角蚌动物群
、

鹦鹉咀龙以及女星介的开始发育

繁盛
，

均有别于晚侏罗世化石组合
，

故应是划界的生物化石依据
。

西南和西北地区
，

虽与东部没有相类似的岩性
、

岩相的地层发育
，

但从其岩性
、

层

序
、

古生物及接触关系分析
，

滇中妥甸组与高峰寺组
、

四川蓬莱镇组与天马山组
、

西北地

区的喀拉扎组与吐谷鲁群
、

赤金堡组与新民堡组以及志丹群的环河一华池组与罗汉洞组

等地层之间的不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关系
，

也应是燕山运动
�

二幕的反映
，

也可作为侏罗系

与白翌系划界的地质构造依据
。

它们的古生物化石组合显示明显的差异
，

界面以下为侏

罗纪为主的侏罗一白垄纪混生组合
，

以上则除产有与东部相同的威尔登植物群和介形类

组合外
，

恐龙类的演变尤为突出
，

故是划界的生物化石依据
。

上 白坚统与下第三系的界限
，

以往各家意见差别不大
，

但近年来地质及古生物工作

的研究
，

证明部分原划为下第三系的应改为白里系 � 有的应一分为二
，

下部为白垄系
。

对于原划为白垄系的红层
，

由于在其上部发现了属第三纪的化石
，

故将其上部改为第三

系
，

然而均缺乏划界的明显的地质构造依据
。

目前上 白奎统与下第三系的分界问题
，

由于存在含有中
、

新生代生 物分子 混 生层

位
，

有化石依据的古新统的不断发现
，

以及它在岩性
、

岩相和古生物上多与上白里统为

连续过渡关系
，

使地层跨代跨纪
，

因而便增加 了划界的困难
。

我们认为
，

当前各家对上

白要统与下第三系的界限的划分意见差别不大的趋势
，

实有进一步探讨之处
。

如南雄盆

地原划为古新统的上湖组
，

因在其底部采到了恐龙蛋化石
，

原来的假整合接触关系实际

上是局部侵蚀作用造成的错觉
，

从而使这个界限再次产生疑问� 如四川灌 口组
、

安徽望

虎墩组与海形地组 �或王河组 �等也有类似情况
。

相反
，

始新统与下伏地层之间的不整

合或假整合接触关系
，

则在不少地区见及
，

故燕山运动末幕似应定在这个时期 更 为 恰

当
。

综上所述
，

本文的陆相白奎系三分
，

实际上是将 目前的白圣系一古新统进行三分
。

��九佛堂组产鹦鹉咀龙
，

但从构造运动角度考虑
，

划为上侏罗统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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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除了有岩性
、

岩相
、

古生物组合和构造运动幕的依据外
，

还与我国陆相盆地类型的演

变相关
，

因为盆地类型的演变
，

或许对哑层或化石难以确定年代的地层有所帮助
。

据盆地成因类型和岩性岩相分析
，

自垄纪的沉积可分为广盆和槽盆两大类型
。

广盆式沉积多发育于东部地区的中
、

晚白坐世
，

一般以沉积类磨拉石粗 碎 屑 岩 开

始
，

逐渐过渡到稳定条件
一

『的砂
、

泥岩沉积
，

继之为红色砂
、

砾岩沉积
，

构成一个由粗

到细到稍粗的完整沉积旋回
，

其中砂岩成分简单
，

多为石英砂岩或长石石英砂岩
，

分选

性及磨圆度均较好
。

沉积范围较为开阔
，

岩性岩相常呈环带状展布
，

由河流三角洲相及

其间的洪积相环绕湖相沉积物所构成
，

相带连续宽阔
。

当深水湖盆发育时
，

地层向外超

覆
，

边缘依次出现浅湖相
、

河流一三角洲相及洪积相
。

按沉降速度和堆积速度的关系可

分为若干亚类
�

第一亚类
�

具有暗色泥
、

页岩的半深一深水湖相沉积
。

它是在盆地发展过程中
，

物

源区逐渐侵蚀夷平
，

均衡代偿作用逐渐减弱
，

湖盆沉降速度超过堆积速度
，

逐渐向
“饥

饿 ” 状态发展
，

形成了有利沉积物中有机质的保存和转化的还原环境
，

如松辽盆地的中

白垄统
。

第二亚类
�

具有少量暗色泥
、

页岩沉积
。

它是在盆地的沉降速度有时超过 沉 积 速

度
，

有时在 “半饥饿 ” 状态下形成的
，

故只能在某些短暂的时期内
，

提供有利于有机物

质保存与转化的还原环境
，

如衡阳盆地的神皇山组
。

第三亚类
�

具浅水湖相的红色砂
、

泥岩沉积
。

它是在盆地发展过程中
，

沉降速度与

沉积速度基本相适应
，

湖盆一直保持浅水环境
，

沉积物处在氧化环境之下
，

对生油岩发

育不利
，

如苏北的赤山组
，

江汉的罗镜滩一红花套组等
。

在气候十分干燥
，

湖盆又比较

闭塞时
，

常有盐类沉积
。

槽盆式沉积多发育于东部地区的早白要世
，

一般以有大量岩屑成分的砂岩
、

复理石

建造的沉积物发育为特征
，

多属短距离搬运的快速沉积
，

堆积速度大于沉降速度
，

此时

可达 “过饱状态
” ，

沉积物厚大
。

岩性岩相展布具方向性
，

沿短轴方向及近山一侧变化

急剧
，

纵向上常有跳相现象
，

一般缺乏宽阔的半深一深水湖相
，

暗色泥
、

页岩不及广盆

式沉积
。

由于槽盆的发育与区域性的断裂和火山活动有关
，

故常有火山岩或火山碎屑岩

沉积
，

沉积间断也较频繁
。

槽盆式沉积同样可分为若干亚类
�

第一亚类
�

具半深一深水湖相的暗色泥
、

页岩沉积
，

具成油条件
，

但相带较窄
，

有

利油气形成的岩系的厚度和分布范围一般不及广盆沉积
，

如酒泉盆地的下新民堡组
、

松

辽盆地的登娄库组
、

六盘山地区的六盘山群等
。

第二亚类
�
具夹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的碎屑岩沉积
，

有时还可发育厚度不大的生油

岩
，

但储油性能较差
，

如华东地区的馆头组
、

坂头组等
。

第三亚类
�

具河流沼泽
、

湖泊沼泽相的沉积
，

常发育有煤层和劣质油页岩
，

一般分

布于褶皱山系之中
，

如大青山的固阳群
、

秦岭的东河群等
。

第四亚类
�

具红色砂砾岩的山麓河流相沉积
，

缺乏生油岩形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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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我国陆相白垄纪的沉积
，

东部地区一般有从早白奎世的槽盆式 沉 积 向

中
、

晚白垄世的广盆式沉积发育的演变历史� 西部地区的则明显受到构造单元的控制
，

在褶皱带内或前缘一般为槽盆式沉积
，

稳定地台或地块上则往往为广盆式沉积
。

广盆式

和槽盆式沉积均可发育有良好的生
、

储油岩系和找油前景
。

四

我国陆相白平系在岩性建造序列
、

沉积旋回
、

接触关系及所含古生物的发育与演变

上
，

均显示其三分性
，

并受两次重要构造运动幕 �燕山运动三
、

四幕 �的控制
，

与前述

盆地的成因类型—广盆和槽盆
—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

白奎系的岩性建造序列
，

东
、

西两部分有所不同
。

东部的可 自下而上概括为
�

�
�

沉积岩夹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的含油建造或杂色碎屑岩夹煤层
、

油页岩的含煤建

造
。

�
�

暗色泥
、

页岩夹砂质岩的含油建造或红色砂
、

泥岩含膏盐建造
。

�
�

红色碎屑岩建造
，

顶部有时发育有暗色泥
、

页岩含油建造
。

西部的白翌系可 自下而上概括为
�

�
�

杂色砂
、

泥岩建造或暗色泥
、

砂岩含油建造
。

�
�

红色细碎屑岩建造
。

�
�

红色粗碎屑岩建造
。

上述每一岩性建造序列
，

除均有其 自身的沉积旋回
、

岩性岩相和古生物组 合 特 征

外
，

还为两个重要的构造运动界面 �燕山运动三
、

四幕 �所分隔
，

如松辽盆地泉头组与

登娄库组和四方台组与嫩江组之间的不整合面
。

燕山运动三幕在东部是一次结束了早白

至世槽盆沉积历史和揭开中
、

晚白奎世广盆沉积序幕的重要构造运动
。

古生物的繁殖与演化
，

是沉积环境和地壳构造运动的物质反映之一
。

我国陆相白至

系中的古生物—介形类
、

瓣鳃类
、

抱粉
、

轮藻和恐龙类等—
的繁殖

、

演化 及 其 组

合
，

基本上与岩性建造特征
、

地质构造界面所限的三分性相一致
。

如介 形 类 可分为早

期的��������一����������一������ ��� 组 合� 中 期 的 ��������一�������������

一��������������� 组合 和 晚 期的��������一��������������一������������组合
。

抱粉可分为下部的�����������一�������������������组合 �中部的�����������������一

������������ 组合 和 上 部 的 �����������������一������������一����������������

组合
。

轮 藻自下而上可分四个组合 带
，

其中的一带 产于下白 垄 世
，

二带 产于 中白坚

世
，

三
、

四 带 产于晚 白 垄 世
。

第一组 合 带 主 要 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第二组合带主要

有� ����������� ���������， ������������� ���������� ���， �
�

����������， ��� �

����������� ��������
，
����������� ����������� 等� 第三组合带主要有���������

������ ���
， �

� ��������� ， �
�

����������� ���等� 第四组合带 主 要 有 ���������

������� ， �������� ��� ���， �������� ���琴������ ���
， ����之。���� ���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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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白垄系 以松辽盆地发育较全
，

三分清楚
，

可作为区域划分
、

对比的代表性剖

面
。

位于上侏罗统之上的登娄库组可归属下白坚统
，

为一厚����余米的杂色砂砾岩和暗

色砂
、

泥岩
，

属槽盆式沉积� 泉头组一嫩江组可归属中白垄统
，

与登娄库组为不整合或

假整合接触
，

由两个粗一细
、

红一黑的沉积旋回组成
，

厚����一����米
，

属广 盆 式 沉

积， 四方台组
、

明水组可归属上白垄统
，

与下伏嫩江组为不整合接触
，

是一 套 厚���一

����米的红色碎屑岩夹少量暗色泥
、

页岩
，

属广盆式沉积
。

松辽盆地白婴系古 生 物 特

征
，

早期生物不发育
，

种属单调� 中期迅速繁盛
，

化石门类和种属数量增多� 晚期则处

于衰退阶段
，

而开始出现第三系分子
，

出现混生现象
。

古生物群的演化大体上与上述构

造幕所划分的三个阶段相吻合
。

华北坳陷区内各盆地的发育与松辽盆地相似
，

也受槽盆一广盆模式所控制
，

亦可对

比
，

其中白圣世一上白坐世广盆式沉积在华北反映分布较局限
，

可能是后期剥蚀所致
。

苏
、

皖
、

浙
、

闽
、

赣
、

粤地区晚侏罗世火山岩发育
，

上覆的白坚系各统
，

在岩性
、

古生物组合上均可对比
，

如下白垄统葛村组
、

馆头组
、

周家店组等
，

均为暗色 或 杂 色

砂
、

泥岩夹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的槽盆式沉积
，

大都含类三角蚌
、

扇轮藻
、

三摺奇异轮

藻化石
。

其上的中白里统浦 口组
、

朝川组
、

沙县组
、

圭峰组等
，

均以红色碎屑岩为主的

广盆式沉积
，

并普遍超覆在下白翌统及其以前地层之上
。

个别呈北东或北东东向长条状

分布
，

可能是后期构造变动后遭受剥蚀的结果
。

上白圣统的泰州组
、

街江组 �或 方 岩

组 �
、

赤石组为一套岩性较粗的红色碎屑岩
，

少数地区为暗色泥
、

页岩沉积
，

也属广盆

式沉积
。

它们含有冠女星介
、

恐龙
、

恐龙蛋化石
，

可以对比
。

这三套地层亦可与松辽盆

地相对比
，

但中白坚统的两个旋回不甚明显 �圭峰组除外 �
，

或者有所缺失
，

同时暗色

泥
、

页岩也很少见及
。

江汉
、

洞庭
、

衡阳
、

南雄
、

三水等盆地
，

一般在 白垄系之下未见晚侏罗世火山岩发

育
，

衡阳盆地的下白里统东井组
，

其岩性及所含化石可与馆头组对比
。

中白要统为一超

覆的广盆式沉积
，

有两个沉积旋回
，

与松辽盆地泉头组一嫩江组的层位相当
，

如南雄盆

地南雄组中
、

下部
，

三水盆地白鹤洞组及三水组
，

衡阳盆地神皇山组及戴家坪组
，

江汉

盆地石门组一红花套组等
，

其暗色泥
、

页岩不及松辽盆地发育
。

上 白里统一古新统可以

南雄组上部
、

上湖组
、

浓山组的竹桂坑段为代表
，

它们不仅在沉积上是连续过渡的
，

而

且含有两个时代的化石
，

因而很难将它们划开
，

车江组
、

大望山组
、

跑马岗组和新沟咀

组等也是如此
。

川
、

滇
、

黔地区的白垄系以云南最为发育
，

滇中地区经郭福祥等研究
，

可 将 其 三

分
，

即下统的高峰寺组
、

普昌河组
，

中统的马头山组和上统的江底河组
。

高峰寺组一普

昌河组为一由粗到细的沉积旋回
，

顶
、

底为假整合界面所限
，

结合所含化石
，

划归下白

垄统是合适的
。

按中白垄统一般存在两个沉积旋回考虑以及与松辽盆地对比
，

马头山组

和江底河组下部划为中白坚统更为合理
。

江底河组上部与上覆属下第三系的赵家店组为

连续过渡关系
，

且被属始新统的路美邑组所不整合
，

故应将它划为上白至 统
。

四 川 盆

地的城墙岩群
、

夹关组
、

灌 口组
，

按接触关系
、

岩性特征和所含古生物
，

也可与滇中对

比
。

因此从云南到四川
，

从岩性者相上分析
，

似乎云南属广盆式沉积
，

四川可能受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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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断裂带的控制而属槽盆式沉积
。

西北地区一般将六盘山群
、

河 口群
、

新民堡群
、

火焰山群
、

吐谷鲁群
、

卡普沙良群

划归两分白蟹系的下统
。

近年来西北地质研究所主张把它们划为三分白噩系的下统
，

我

们同意这种划法
。

由于志丹群上旋回底部的罗汉洞组可追索到六盘山群的三桥组
，

以及

志丹群下旋回含有属晚侏罗世的恐龙化石 �庆阳环河翼龙 �
，

故将其下部归属于上侏罗

统
，

上部归属于下白垄统是可行的
。

以往的两分白里系均将特盖庙组
、

鸟兰呼少组
、

上新民堡组
、

库穆塔克组及苏巴什

组
、

东沟组
、

艾立克湖组
、

巴什基奇克组等划归上 白垄统
。

近年来西北地质研究所把其

中的大部分划归三分白垄系的上统
，

按此划法在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便缺失了三分白垄系

的中统
。

西北地区两分白垄系之间虽有间断
，

但为期不会太长
，

在连续剖面中没有发现

不整合或假整合的接触关系
，

故若认为在西北大部分地区缺失中白翌统的考 虑 是 久妥

的
。

乌鲁木齐山前坳陷的东沟组和吐谷鲁群的关系即为例证
。

考虑到全国不少地区 自中

白翌统时就开始了广盆式的沉积
，

故西北地质研究所所划的上白奎统应包含有中白坐统

在内
，

如东沟组
、

巴什基奇克组等
，

而吐鲁番盆地的库穆塔克组
，

则可能是比较肯定的

中白垄统
。

西北地区是否存在上白至统与古新统不能划分的过渡连续层
，

从 已有资料分析
，

仅

见于吐鲁番盆地的苏巴什组与台子村组
，

但它与上覆始新统巴坎组的关系
，

还 有 待 研

究
。

我国陆相白奎系的划分与对比如表 �见插表 �
。

五

通过对陆相 白里系三分和展布特征的讨论
，

我们认为其生油岩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

盆地
、

河西走廊地区
、

鄂尔多斯西缘的六盘山地区
、

二连浩特盆地
、

松辽盆地等的下统

及中统最为发育
，

并以广盆式的半深水一深水湖相的沉积最佳
，

某些具半深水一深水湖

相的大型槽盆也不逊色
。

其储油岩并不缺乏
，

多以三角洲及滨湖相的砂岩体为最佳
，

常

构成与生油岩系相配套的油气田
。

在缺乏 良好生油岩的地区
，

它们也可构成来 自下伏不

同时代生成的油气的聚集场所
，

如准噶尔盆地的白垄系含油及穿插有沥青脉砂岩等
。

还

有白坚系的油气聚于上覆的第三系砂岩中的情况
，

如酒西盆地
。

在进一步探讨白翌系含

油性时
，

就 目前已知地质资料推论
，

提出以下意见
�

�一 �如何寻找大庆式油田问题

首先应寻找大庆层位的油
，

即寻找新的中白奎统的油气
。

截至 目前为止
，

在全国范

围内还没有找到另一个大庆式油田
，

究其原因
，

应当在白至系三分的基础上
，

根据我国

陆相白要系的沉积类型和成盆成油期的特征
，

去寻找新的大庆式油田
。

应该以中白蛋统

的赋存状况来考虑前景
。

�
�

南方中白垄世沉积盆地面积较小
，

沉积较薄
，

岩性较粗
。

其中较大而具 代 表 性

的
，

如衡阳盆地
、

三水盆地
、

沉麻盆地
，

一般是中白要世发育的广盆� 神皇山组
、

三阳

港组尚有较弱的生油能力
，
但未构成足够的油源

。

南方中白蟹统广盆常为后期地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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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相白翌系三分及其含油气性
·

��
·

所破坏
，

保存不全
，

不能期望找到理想的油田
。

�
�

西部地区中白里统广盆面积较大
，

河流洪积相较多
， 具良好储油性能

，

但 目前较

少见到在还原环境下形成的有利油气生成的岩相带与之相配置
，

未臻含油的理想条件
，

故还不宜作为主要的勘探对象
。

但是
，

在河西走廊以北
、

贺兰山以西
，

以至准噶尔
、

塔

里木
、

柴达木等地区
，

很可能有中
、

上白翌统的生油层存在
，

可布置初查的工作
。

�
�

几个主要的掩盖区
，

如华北
、

苏北一南黄海及江汉一洞庭等地区
，

有可能作为寻

找中白平统油气的探索场所
。

华北王氏组与孔店组是否连续沉积
，

王氏组上旋回上部是

否有暗色生油层系
，

它们在华北平原深部是否为大面积分布
，

都有待进一步查明
。

无极

凸起
�

�的几 口钻井
，

曾揭露一套厚��一���米的杂色碎屑岩
，

含有以希指旅抱的化 石 组

合
，

说明华北平原地腹的隆起和深凹陷都可能保存有白垄系中
、

上统
。

如果北京大灰厂

以东出露的暂定为中统的沱里一夏庄组深埋华北平原之下
，

就应作为探索 对 象
。

苏 北

平原的物探资料解释
，

在东台及淮阴地区
，

有厚达����一����米的中生代沉积凹陷
，

白坚

系中
、

上统浦 口组
、

赤山组曾见油气显示
，

南黄海海域也有类似情况
，

均值得开展工作
。

江

汉一洞庭地区的中白垄统
，

边缘所见多不宜于生油 �何家坡组例外 �
，

但就其沉积规模和

厚度推测
，

尚不能完全否定中部有相变为生油岩的可能
。

目前对寻找大庆式规模的油田
，

看来较为困难
，

是否可寄希望于沿海陆棚区或在西部的几个大型盆地
，

需要进一步探索
。

�二 �寻找下 白至统油气的选区问题

�
�

松辽盆地 除在盆地南部继续寻找松花江群的油气外
，

还应对其下伏的登娄库组

进行探索
。

它虽属槽盆沉积
，

但其规模较大
，

沉积物相对稳定
，

有生
、

储油岩发育
，

应

予 以重视
。

�
�

河西走廊地区 酒西盆地下白坚统下新民堡组发育有良好的生油层
，

上覆第三系

储油或高部位志留系变质岩储油
，

均为大家所熟知
，

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在酒东盆地和民

和盆地存在
。

这几个盆地也需要开展工作
。

�
�

准噶尔盆地 仅下白里统吐谷鲁群胜金 口组有灰
、

灰绿色泥
、

页岩发育
，

最厚在

呼图壁一带
，

约��余米
。

新疆石油管理局及兰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曾认为整个盆地均有

白里纪沉积
，

厚度有向盆地内部变厚趋势
，

后者还认为中心部位为生油岩发育区
。

若如

此
，

对该盆地白要系的生
、

储油性也是值得工作的
。

�
�

华北地区 据钻井揭示
，

下白奎统丘城组有暗色泥
、

页岩发育
，

曾见油气显示
，

因属槽盆沉积
，

分布可能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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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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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