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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油气藏 (田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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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乌鲁木齐 830() 1 l)

摘要
:
塔里木盆地 目前已发现 39 个油气田

,

其中大中型油气田 21 个
,

特别是塔河大油田和克拉 2 大气田的发现
,

进一 步证明塔里木

盆地油气前景十分广阔
,

油气 田 (藏 )纵向分布具多时代
、

多层段复合叠加的特点 ;油气藏类型丰富多彩
,

可分为 3 大类
、

8个亚类
、

14

种类型 ;具成截期多(早海西期
、

晚海西期
、

印支
一
喜山期 )

、

成藏 (田 )模式多样的特点 ;油气田空间分布主要受古克拉通盆地和中新

生代前陆盆地及构造体系控制
。

上述特征对当前和今后油气勘探有重要指导作用
。

关扭词
:油气田 ;油气藏 ;成藏期 ;

塔里木盆地

中圈分类号
: 丁E 122

.

3 文献标识码
: A

国外亦罕见
。

1 油气藏 (田 )现状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含油气盆地
,

面

积约 5 6 x 10
4
km 2

。

自 1952 年开展油气勘探 以来
,

特别是 1984 年塔北沙参 2 井实现油气重大突破后
,

原地矿
、

石油等部门才开始空前规模的油气勘探大

会战
,

并取得 了辉煌的成果
。

目前 已发现 39 个油气

田
,

其中大中型油气田 (大于 10 00 x I O4 t 油 当量 ) 21

个 (表 1 )
,

特别是超亿吨级塔河大油 田和大于 300 x

10
8

衬 天然气的克拉 2
、

雅克拉
、

和 田河等大气 田的

发现
,

进一步证明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丰富
,

前景广

阔
。

从已发现的油气 田 中
,

气 田 (包括凝析气 田 )巧

个
,

油田 巧 个
,

油气 田 9 个
。

从油 田储量与气田储

量之比看
,

气 田略大于油田
,

即 1
.

2 : 1
。

油气 田相 态类型 齐全
: 重油

、

中油
、

轻油
、

挥发

油
、

凝析气
、

天然气
、

干气
。

单个油气 田相态分布亦

十分复杂
,

如
: 油 + 凝析气

、

凝 析气 + 挥发油
、

油 +

气
、

带油环的凝析气
、

重油 十油 + 凝析气
。

油气田的产出层位
:
据目前资料分析

,

塔里木盆

地油气产出层位十分广泛
,

从震旦系 一 上第三系 (除

泥盆系外 )均发现 了油气藏
。

按油气藏数和规模统

计
,

油气藏集中产出层是奥陶系
、

石炭 系
、

三叠系和

上第三系 (表 1 )
。

这样多 的产层不但居全 国之首
,

2 油气藏类型

塔里木盆地油气藏类型十分丰富
,

可划分为 3

大类
、

s 个亚类
、

1 4 种类型 [’
,

2 ] (表 2 )
。

2
.

1 背斜油气藏亚类

该亚类有褶皱背斜油气藏
、

披覆背斜油气藏
、

牵

引背斜油气藏及基岩内幕背斜油气 田藏 4 种类型
。

2
.

1
.

1 褶披背料油气藏

这类油气藏以依奇克里克南
、

克拉 2 油气藏
、

柯

克亚 中新统及雅克拉下白至统等油气藏为代表
。

其

特点是
:
受逆冲断裂影响

,

致使中生界上抬挤压形成

褶皱背斜 ;储集层 为层状孔 隙型砂岩
,

盖层 为泥岩

层
,

具统一的压力系统及气水界面 (图 1 )
。

2
.

1
.

2 披覆背科油气藏

这种圈闭都出现在海西期后的中
、

新生界之中
。

它是在古生界突起部位的上覆沉积物因压实作用的

不均衡性所形成 的背斜圈闭
。

其特点是背斜平缓
、

顶部较薄
、

翼部较厚
、

闭合高度小
,

均为砂岩储层
、

储

集性能一般较好
。

通常有统一的压力系统及油 (气 )

水界面
。

该类油气藏是盆地覆盖区最主要和分布最广的

油气藏类型
。

如阿克库木构造 的三叠 系油藏
,

塔 中

石炭系油气藏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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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塔里木盆地大中型油气田表

T ab le 1 11能 】对罗 田日 . 甘 d i u n卜 s正双月 io 】f’w lds in t卜 T ar 七n B as in

油气田名称 含油气层位 储层岩性
高点深埋

南
1

油气截类型 储 t 规模 成 藏 期 发现时间

1990199219901984199319941987198819911990190019931994199819891999199419941997199719981998
雅克拉

牙 哈

大涝坝

轮 南

阿克库勒

桑塔木

西达里亚

Z 一 q
、

T 一 K , 白云岩
、

砂岩
.

大 型 喜山晚期

砂 岩

砂 岩

砂 岩

中 型 喜山晚期

中 型 喜山晚期

中 型 燕山 一 喜山期

NINIT

q
、

q
、
T 中 型 海西晚期

一

燕山期

q

灰岩
、

砂岩

灰岩
、

砂岩 中 型 海西晚期

东河塘

东达里亚

塔 河

英买 7

英买 2

羊塔克

哈 德

塔中 l

塔中 4

塔中 16

塔中 6

塔中 45

和田河

柯克亚

克拉 2

砂 岩

砂 岩

砂 岩

中 型 喜山晚期

中 型 海西晚期

中 型 喜山晚期

40730
尸、à
62
一衬旧,̀6,

矛尸O,̀40834D182
飞曰3473
r、à

5
11à4咤
月呀̀J4气
à
44

q
、

T

q
、

q
、
T 砂岩

、

灰岩 大 型 晚海西 一喜 山期

0 一
、

K 一 N I 灰岩
、

砂岩 52 12 (q ) 中 型 喜山期

灰 岩 12 4 5 中 型 海西晚期

砂 岩 530() 中 型

砂 岩 4 9 55 中 型

喜山期

海西晚期

白云岩 3 5 66 中 型 喜山期

砂 岩 3 30() 中 型 海西晚期

砂 岩 3 8 0 5 中 型 海西晚期

砂 岩 中 型 海西晚期

灰 岩 中 型 海西晚期

01Kq01qcco

0 1
、

C I 白云岩
、

砂岩 2 0 1 7 (q )

凝析气藏

油气藏

油气藏

油 截

油 截

油 藏

油 藏

油 藏

凝析气藏

油 藏

油气截

油 藏

油气藏

油 藏

凝析气藏

油 藏

油 藏

油 藏

油 藏

气 藏

油气藏

气 藏

大 型 喜山期

砂 岩 中 型 喜山期

K 一 E 砂 岩 大 型 喜山期

2
.

1
.

3 牵引背料油 气藏
,

这类油气藏主要发育于逆冲断裂作用在其上盘

形成的背斜圈闭中
,

如麦盖提斜坡 的巴什托油气藏

和沙雅隆起的东河塘油 田
。

2
.

1
.

4 基岩 内幕背抖油 气藏

这类构造形成于海西晚期
,

使奥陶系 一 寒武系

发生褶皱
、

后被中
、

新生界所覆
。

如沙西 2 号构造的

奥陶系油藏 (图 3 )
。

2
.

2 断裂遮挡油气藏亚类

由于断裂遮挡形成的油气藏
,

如 巴楚隆起上的

和田河 石炭系气田及库车坳陷克拉 2 气藏等 (图

4 )
。

2
.

3 膏盐拱起背斜油气藏

在库车坳陷大宛齐上第三系背斜是由于其下的

下第三系盐体上隆作用而成
,

在其背斜的东部形成

油气藏
。

2
.

4 地层油气藏亚类

2
.

4
.

1 潜丘油 气藏

奥陶系长期风化剥蚀形成残丘
,

后被中生代盖

层所覆
,

从而形成 圈闭
。

这类油气藏一般有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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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塔里木盆地油气藏类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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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气 藏 类 型

—
发育地区及层位 油气藏实例

大类 亚 类 类 型

挤压背斜油气藏 库车坳陷 (M 址
、

KZ ) 依奇里克 ()J

( 1 1) 雅克拉断凸 (施 ) 雅克拟 K l
)

、

柯克亚 (N
l
)

披扭背斜油气藏 阿克库勒凸起 (施 ) 阿克库木 (几 )

( I 子) 沙西凸起 (吨 ) 雅克拉( J
l
)

牵引背斜油气藏

( I 矛)

库车坳陷 (M
z
)

雅克拉断凸西部 ( zP )

沙西凸起 (zP )

波斯坦 ( q )

巴什托 ( q )

背斜油气藏11

内幕背斜油气藏

( I 寸)

沙西 凸起

( 0
、

e )

沙西 2 号

(q )

底辟背斜油气藏 ( 工
库车坳陷 ( M

z
、

KZ )

拱塔克 (儿)

断裂

遮挡

油气藏

( 1
2
)

断层背斜油气藏

( I 是)
沙雅隆起

和田河 (C
l
)

达里亚 ( T )

克拉 2 (K 一 E )

构造油气截

( I )
地层 一 断裂遮挡油气藏

( I 羞)
沙雅隆起

刺穿接触

油气藏

( 1
3
)

岩浆岩刺穿油气藏

( I 三)

青盐岩刺穿油气藏

( I 子)

潜山 (丘 )油气藏

( 11 1)

沙西凸起中部

(P
z
)

托呼拉

沙西凸起北部 (KZ )

库车坳陷( KZ )

沙西凸起 ( 0 一 e )

卡塔克隆起

英西 ( 0 )
、

塔中一号 (O )

雅克拉 (Z 一 O )

地层

油气

藏

( 11
:
)

断块潜山 (丘 )油气截

( 11子)

雅克拉断凸 (几)

阿克库勒凸起 (O
,
)

沙西凸起北部 (0 一 e )

和田河 (0
:
)

阿克库勒 (O
,
)

阿克库木 ( q )

塔河 3一 4 号

剥蚀楔形体油气截 ( n
沙雅隆起

塔中隆起 ( zP )
雅克拉

地层油气

藏

( 11 )

地层超彼油气藏

( 11 2
)

阿克库勒凸起 ( S 一 D )

沙西凸起 (T
、
K )

生物礁油气藏

( 11
3
)

岩性尖灭体油气藏

( 111
,
)

砂岩尖灭体岩性油气藏

( 111 } )

沙雅隆起

( M
z 、

C
l
)

阿克库勒 (q )

透镜体岩性
油气藏

( 111
2
)

砂岩透镜体岩性油气藏

( m玉)

沙雅隆起

( M
z 、

G )
雅克拉 ( )J

性岩油气截ǎ111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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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雅克拉凝析气田剖面图

1
.

白云岩 ; 2
.

砂岩
; 3

.

砂砾岩 ; 4
.

泥岩 ; 5
.

石青

iF g
.

1 P or fi le of Y ak
e la g as co n d e n s a t e if e ld

压力系统和油 (气 )水界面
。

该类型油气藏主要见于

沙西凸起地 区
,

如英西构造奥陶系油气藏
。

2
.

4
.

2 断块潜丘油气藏

古生界 因断裂隆升受到长期剥蚀后又被盖层上

覆所形成的一类圈闭
,

圈闭顶部为石炭系或奥陶系

组成
,

其上直接被三叠系覆盖
。

在三叠纪沉积前
,

它

们在逆冲断裂作用下成为一地形 突起 (断块潜丘 )
,

后被下三叠统泥质岩所覆盖形成圈闭条件
,

油气聚

集成藏
。

如塔河 3
、
4 号油气 田

、

阿克库勒
、

阿克库木

奥陶系油气藏 3[]
。

这些断块 潜丘圈闭主要形成于

海西期 (图 5 )
。

2
.

5 岩性尖灭油气藏亚类

主要有
:
( 1) 砂岩尖灭油气藏

,

阿克库勒地区这

类油气较发育
,

特别是塔河 3
、

4 号下石炭统砂岩油

气藏均属此类
。

(2) 砂岩透镜体油气藏
,

如雅克拉侏

罗系油气藏等
。

3 成藏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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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具有多期成藏的特点
,

据现有资料

和成果大体可划分为 3 大成藏期图
。

3
.

1 海西早期

寒武 一 下奥陶统烃源岩在盆地的坳陷地区处于

成熟 一 高成熟 阶段
,

可生成大量油气
。

中上奥陶统

的烃源岩属未成熟至刚进人 门限
。

当时有 良好圈闭

即可成藏
,

但该期形成的油气藏可能被后期构造运

动所破坏
。

3
.

2 海西晚期

为第二次成藏期
,

此期寒武系 一 下奥陶统烃源

岩进人高成熟 一 过成熟 阶段
,

中上奥陶统烃源岩处

于生油高峰期
。

`

丰富的油气在该期及以前形成的多

类圈闭中形成油气藏
,

如塔河 3
、

4 号
、

东河塘
、

塔 中

4
、

6 号等油气田
,

这个时期是盆内重要成藏期
。

3
.

3 印支 一喜山期

是盆地 内第 三个成藏期
,

该期寒武系 一 下奥陶

统在隆起地区已进人高 一 过成熟 阶段
,

而 中上奥陶

烃源岩已进人高成熟阶段
,

另外 盆内石炭 一 二叠 系

及三叠 一侏罗系烃源岩 已进人生油高峰期
,

大量 的

油气在该期及以前形成的各类 圈闭中形成油气藏
。

这是塔里木盆地主要成藏期
。

如盆 内中新生界的油

气藏
、

雅克拉
、

塔中 1
、

塔河
、

玛 4 等油气田
。

综上所述
,

塔里木盆地成藏期主要有两期
: 一是

海西晚期
,

一是喜山期
。

以 目前 已发现的油气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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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储量分析
,

喜山期形成的油气藏 (田 )占优势
。

4 油气成藏 ( 田 )模式

4
.

1 油气成藏模式

油气的生成
、

运移
、

聚集
、

成 藏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动态过程
,

它受地质
、

物理
、

化学及地下流体势场

的制约和影响
,

油气成藏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

有机

配置的结果
。

成藏模式即是对成藏条件相似的油气藏类型所

作出的成因解释模型
。

它反映的不是单个油气藏的

形成特征
,

而是反映一种类型油气藏最本质的东西
。

研究和建立成藏模式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油气藏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分布规律
,

从已知推未知
,

为进一步勘

探提供依据
。

根据上述成藏诸要素及它们各自的演化过程
,

相互间的时间配置关系
,

初步建立起盆地的成藏模

式系统
,

它们各具特色
,

并有不同的勘探领域
。

( 1) 古生古储
: 古生代烃源岩生成 的油气

,

储集

在古生代地层 中
,

海西期成 藏
,

如英买 7
、

塔河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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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东河塘等油气 田
。

(2) 后生古储
:
古生代烃源岩在中新生代生成的

油气
,

储集在古生代地层 中
,

燕 山 一喜山期成藏
。

如

雅克拉
、

玛 4 等油气 田
。

( 3 )后生新储
:
古生代烃源岩在中新生代生成的

油气
,

储集在中新生代地层 中
,

燕 山 一 喜山期成藏
。

如轮南 一 阿克库勒 一 西达里亚等三叠 一侏罗系油气

藏
。

( 4 )新生新储
:
中新生界烃源岩

,

新生代生成 的

油气
,

储集到中新生 代地层中
,

喜山期成藏
。

如依

南
、

克拉 2
、

牙哈等油气田
。

( 5 )新生古储
:
中新生界烃源岩

,

新生代生成的

油气田
,

储集于古生代地层中
,

喜山期成藏
,

这种模

式的油气藏尚未发现
。

4
.

2 油气田模式

油气田模式系指单一或多种类型油气藏在油气

田中的组合
。

可分为
:
单一结构的

,

如巴什托石炭系

油气田
,

它只在石炭系内发现 ;双层结构的
,

如雅克

拉油气田
,

其下部为下古生界断块潜丘凝析气藏
,

上

部属中生界背斜型凝析气藏 ;多层结构的
,

如阿克库

勒油气田
,

其下部为奥陶系顶面不整合油气藏
,

中部

为石炭系岩性油气藏
,

上部为三叠系背斜油气藏
。

通过研究总结已有油气 田分布特征
,

对预测和发现

新的油气 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现有资料表明该盆地油气 田 (藏 )纵 向分布具有

多时代
、

多层段
、

多旋回叠加的特征
,

即从震旦 系 一

上第三系除泥盆系外均发现了油气田 (藏 )
。

多年研

究和勘探实践证明
,

油气 田 的分布受两类原型盆地

和构造体系控制
。

5
.

1 两类原型盆地

古生代克拉通盆地
: 油气 田主要分布在古隆起

、

古斜坡
、

断裂带及古隆起和古斜坡的区域性不整合

面附近
。

中新生代前陆盆地
:
油气主要分布在前陆盆地

的逆冲带
、

断褶带和斜坡带内
。

但目前还未在逆 冲

带内发现油气 田 (藏 )
。

5
.

2 构造体系控油

构造体系控油主要表现在低序次的各类扭动构

造控制油气田分布 [ `〕。

如
:
帚状构造带控制了塔北

和塔中一批油气 田 ;雁列构造带 控制了柯克亚油气

田
,

旋扭构造带控制轮南 一 阿克库勒 一 塔河 一 达里

亚等油气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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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油气田 (藏 )分布规律

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十分丰富
,

总油气资源量

达 1 93 x 1 0 8一 20 6 只 1 0 8 t 油当量
。

目前已发现的 39

个油气田 (藏 )储量仅是油气资源的 3% 左右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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