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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

奥陶系马家沟组白云岩成因研究
黄擎宇,张哨楠,丁晓琪,段暋杰,向暋雷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成都暋610059)

摘要:基于岩石薄片的系统鉴定,将钻井岩心和地表露头样品相结合,运用多种分析、测试手段对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奥陶系马

家沟组白云岩的成因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该组白云岩主要由准同生白云岩和埋藏白云岩组成。准同生白云岩主要发育于马家沟

组一、三、五段,受古地理环境限制明显,由蒸发泵白云石化形成;埋藏白云岩厚度大、分布广、岩石类型多,构成马家沟组白云岩

的主体,成因模式包括浅埋藏期的回流白云石化以及中—深埋藏期的压实水流白云石化和地形驱动水流白云石化。热液白云石

在盆地西缘的定边地区、南缘的富县、黄陵、麟游均有发现,通常呈脉状充填裂缝,其成因与深部热流体沿断裂系统上涌有关,而

且对储层的发育具有指示意义。在上述成因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类白云石的结构演化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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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OFDOLOMITEOFORDOVICIANMAJIAGOUFORMATION,
WESTERNANDSOUTHERNMARGINOFTHEORDOSBASIN

HuangQingyu,ZhangShaonan,DingXiaoqi,DuanJie,XiangLei

(StateKeyLaboratoryofOilandGasReservoirGeologyandExploitation,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Chengdu,Sichuan610059,China)

Abstract:AlargeamountofdolomiteisdevelopedintheOrdovicianMajiagouFormationinwesternand
southernmarginoftheOrdosBasin.Themassivedolomitewhichhaslargeexplorationpotentialmainly
distributesinthenorthernTianhuanDepressionandWeibeiUplift.Basedonthestudyofoutcropsec灢
tionandboreholecore,thelithologyandmineralogycharacteristics,thegeochemicaldataandsedimen灢
tarydiagenetic-structuralsetting,thedolomiteinstudyareacanbedividedintothreetypes:penecon灢
temporaneousdolomite,burialdolomiteandhydrothermaldolomite.Penecontemporaneousdolomitede灢
velopedinMajiagouFormationMember1,3and5.Itsoriginisevaporativepumpingdolomitization.
ThegenesisofburialdolomitewhichformsmainbodyofthedolomiteofMajiagouFormationcanbeex灢
plainedasseepage灢refluxdolomitizationduringshallow灢burialstageandcompactingflowdolomitization
andlandform灢drivenflowdolomitization.Hydrothermaldolomitewhichfillsinfracturesisdiscoveredin
Dingbian,Fuxian,HuanglingandLinyouarea.Thedeepthermalfluidrisingalongfaultsandfracture
systermisrelatetotheoriginofhydrothermaldolomite,itplaysanimportantroleinformingreservoirs
inthisarea.Inaddition,thisarticledescribesthetexturalcharacteristicandevolutionofthedolomite,
forhavinganintuitivecognitionwiththeformingprocessofvarioustypesofdolomite.
Keywords:dolomitization;textureevolution;MajiagouFormation;Ordovician;OrdosBasin

暋暋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白云岩分布范

围广,沉积厚度大,对该组白云岩的研究无疑会加

深对盆地下古生界储层发育规律的认识。因此,许
多专家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大量论证,提出了各种

白云岩成因机制,如蒸发泵白云石化[1]、渗透回流

白云石化[2]、混合水白云石化[3-4]、埋藏热水白云

石化[5]。但对于盆地西缘和南缘白云岩的研究仍

不够深入,尤其是南缘块状白云岩的成因,由于钻

井岩心比较少,地表露头不连续,加之对该套白云

岩的储集性能认识争议比较大,因而研究欠深入。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白云岩成因研究的不断

加强,欧美学者对混合水白云石化模式能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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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块状白云岩储层提出了广泛质疑[6-7];同时,
埋藏白云石化和受构造控制的热液白云石化逐渐成

为研究的热点[8-9];在本次研究中也发现盆地西南

缘存在大量异形白云石。因此,有必要深化对盆地

西南缘马家沟组白云岩成因的研究,对不同成因白

云石的结构演化进行探讨,以便真实地认识白云岩

的储集特征,准确地预测白云岩储层分布规律。

1暋地质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地台西部,是我国第二

大沉积盆地,面积约25暳104km2。根据盆地的地

质演化史及构造特征,可划分为伊盟隆起、伊陕斜

坡、渭北隆起、晋西挠褶带、天环坳陷和西缘逆冲带

6个构造单元[10-11]。本文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天

环坳陷、伊陕斜坡南侧和渭北隆起全部,呈“L暠形
分布于盆地西南缘(图1)。

马家沟组沉积环境主要受基底构造隆起、坳陷

及海平面变化的控制[12]。盆地西缘的天环地区在

马家沟期位于中央古隆起与乌兰格尔古陆之间,是
华北海和祁连海与盆地中部相通的唯一通道,沉积

环境相对开阔,浅滩发育[13]。在定边—靖边一线

白云岩呈西厚东薄的楔形席状展布,其中 DT1井

厚度最大,达400m 以上。盆地南缘,特别是中央

古隆起以南的广大区域,以发育末端变陡的碳酸盐

图1暋鄂尔多斯盆地马家沟期岩相古地理

Fig.1暋ThemapofLithofaciespalaeogeography,
MajiagouFormation,south灢westernOrdosBasin

岩缓坡环境为主[14]。钻井取心发现,白云岩发育

范围广、厚度大,在旬邑—彬县—淳化一带最厚,均
大于300m,向西白云化作用减弱,陇县地区白云

岩厚度为零。总体上,研究区马家沟组白云岩在天

环凹陷北部和渭北隆起带最为发育。

2暋白云岩岩石学特征

根据研究区白云石的晶体大小及组合可将该组白

云岩分为5种类型:泥微晶白云岩(晶粒小于0.03
mm)、粉晶白云岩(0.03~0.10mm)、细晶白云岩

(0.10~0.25mm)、中—粗晶白云岩(0.25~2.00
mm)、不等晶白云岩。各类白云岩的特征如下:

2.1暋泥微晶白云岩

主要分布于马一段、马三段及马五段的潮坪环

境中。在野外剖面,该类白云岩呈深灰色薄层状产

出。镜下晶体细小,以它形为主,晶面较脏,泥质含

量高。多见鸟眼构造、干裂、水平或波状纹层等(图

2A)。岩石中含有石膏假晶及黄铁矿,石膏一般呈

针状、板状或结核状分布(图2B)。

2.2暋粉晶白云岩

粉晶白云岩在马一段到马六段中均有分布,占
该组白云岩的50%以上。在露头上呈灰黄色、浅
灰色薄层或中层状产出。镜下白云石晶体为它形

或半自形,晶体之间紧密接触(图2C),孔隙不发

育。此外,该类白云岩中常见残余幻影结构,且局

部存在石膏假晶。该类白云岩往往发育于蒸发岩

之下,成因可能与高盐度卤水的回流有关,其后又

经历了埋藏期重结晶作用的改造。

2.3暋细晶白云岩

细晶白云岩在马四段、马五段和马六段最为发

育。一般呈浅灰色厚层或块状产出。晶体自形程

度较高,多为半自形—自形,点—线式接触,晶间孔

发育(图2D)。白云石晶体多具雾心亮边结构,雾
心粗大,呈褐色,亮边窄小;部分晶体呈自形菱面体

增长。在阴极发光下见环带结构,可能为多期白云

石化流体活动的产物[15]。

2.4暋中—粗晶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分布较局限,一般见于马四段及马

六段。镜下晶体较大,晶面脏,部分晶体解理发育,
以凹凸接触为主,主要充填裂缝或溶蚀孔洞。

组成粗晶白云岩的矿物中常常含有鞍形白云

石(图2E),这种白云石晶体粗大,晶面弯曲,具波

状消光特征,表面解理缝发育,富含包裹体,沿断层

或不整合面发育,常与黄铁矿、石英等矿物共生。
鞍状白云石往往形成于较高的温度,是热液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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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马家沟组各类白云岩镜下特征

Fig.2暋Characteristicsundermicroscopeofdifferentdolomitetypes
inMajiagouFormation,WesternandSouthernMarginoftheOrdosBasin

的代表性产物之一[9]。
2.5暋不等晶白云岩

在马家沟组的6个段中均有分布,以马四、马
五段含量较多。根据镜下观察,不等晶白云岩可分

为3种类型:一种是由富含颗粒或生物骨架的灰岩

交代而成,晶体大小和结构都保留了原岩的结构特

征,只是完全云化了(图2F),即残余拟晶白云岩

(relictmimeticdolomite)[16];第二种是与残余结

构有关的不等晶白云岩,如残余砂屑白云岩、残余

鲕粒白云岩等,晶体大小明显受控于原岩组构(图
2G);第三种是与原岩结构无关的不等晶白云岩,
各种大小的晶体并存,多为中—粗晶与粉晶的组

合,晶体自形程度较差,镶嵌接触(图2H)。该类

白云岩多形成于埋藏成岩环境中,由于原岩组构的

多样性以及白云石化流体的不稳定性,极易形成不

等晶白云岩。

3暋地球化学特征

3.1暋微量元素

白云石中铁、锰含量往往反映成岩强度和埋藏

深度,埋藏越深,成岩强度越高,铁、锰含量就越高,
反之则低[17]。这主要是因为在近地表淡水条件

下,铁、锰很难以低价形式进入到晶格中,而只有在

埋藏条件下的还原环境中,铁、锰才有可能作为类

质同象离子置换白云石晶格中的钙、镁离子[18]。
研究区不同地区各类样品的铁、锰元素含量变化较

大(图3)[19],其中以粉细晶为主的基质白云岩中

铁、锰含量中等偏高,反映了埋藏成岩环境的特征;
而孔洞中充填的白云岩,铁锰含量高于其它碳酸盐

数倍,则很可能是受外来流体的改造所致。

3.2暋包裹体特征

本次研究中,对岩心中充填孔洞和裂缝的方解

石、白云石的包裹体进行了镜下观察及均一温度测试

(表1)。结果表明:J1井中充填裂缝的方解石均一温

度为112~119曟;FG3井中鞍形白云石的均一温度

最小157.1曟,最大205.2曟,平均187.5曟。根据当

地的地温梯度3.98曟/hm计算[20],设地表温度为30
曟,则与现今埋藏深度相当的地温应为95.1曟,而白

云石中包体的均一温度最低也达到157.1曟,体现了

明显的地热异常。考虑到盆地边缘构造活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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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岩石中不同成分的铁、锰微量元素含量分布[19]

Fig.3暋ScatterdiagramofcontentoftraceelementMn-Fe2+

表1暋鄂尔多斯盆地马家沟组白云石、方解石包裹体数据

Table1暋Dataofthedolomiteandcalcite
inclusionsinMajiagouFormationoftheOrdosBasin

序号 井名 深度/m 主矿物
大小/
毺m

均一温
度/曟

1 J1 3158.97 方解石 6暳8 112
2 J1 3158.97 方解石 6暳9 119
3 FG3 3142.7 白云石 6暳6 157.1
4 FG3 3142.7 白云石 5暳6 160
5 FG3 3142.7 白云石 6暳9 165
6 FG3 3142.7 白云石 5暳9 180.5
7 FG3 3142 白云石 5暳8 197.7
8 FG3 3142 白云石 5暳8 197.7
9 FG3 3142 白云石 8暳10 199.6
10 FG3 3142 白云石 8暳10 198.5
11 FG3 3142 白云石 8暳10 198.5
12 FG3 3142 白云石 7暳10 199.5
13 FG3 3142 白云石 10暳16 205.2
14 FG3 3142 白云石 7暳9 190.5

暋暋注:样品由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暠国家重点实
验室激光拉曼光谱室测试,仪器型号LinkamTHMS600,检
测依据:EJ/T1105-1999(矿物流体包裹体温度测定)。

因此该类白云岩的形成与后期热液改造有关。

3.3暋碳氧同位素

对研究区马家沟组白云岩的碳氧同位素进行

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白云岩碳氧同位素的分区现象

明显(图4)。

3.3.1暋微晶白云岩

微晶白云岩的碳氧同位素分布范围为毮18OPDB

最大-7.1曤,最小-9.0曤,平均-7.92曤,毮13CPDB

最大-1曤,最小-2.4曤,平均为-1.74曤。该类白

云岩的岩石学特征显示其成因应为准同生白云

岩,但是其碳氧同位素值与典型的准同生白云岩

相比明显偏负,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原岩中的藻类

有关。

图4暋研究区不同类型白云岩碳、氧同位素交汇图

Fig.4暋Cross灢plotforcarbon-oxygen
isotopedataofdolomiteinthestudyarea

3.3.2暋粉—细晶及具残余结构不等晶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的毮18OPDB值明显偏负(最大-4.5曤,
最小-8.6曤,平均-6.41曤)。温度的升高和淡水

的注入都可能导致氧同位素值偏负,但是在岩石学

特征上很难找到淡水改造的证据,而且该类白云岩

的毮13C主要在零值附近分布(毮13CPDB最大0.9曤,
最小-0.6曤,平均-0.06曤),与正常海相灰岩的

毮13C值相近,说明白云石化流体与海水有关,很可能

是来自正常海水或轻微浓缩了的海水[21]。因此氧

同位素值偏负应该是埋藏增温所致,粉—细晶白云

岩、不等晶白云岩具有埋藏白云石化作用的特点。

3.3.3暋中—粗晶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的氧同位素明显偏负。已有研究

证实,毮18OPDB值在低于-7曤时,此类白云石通常

形成于高温条件下[22];而且该值与北美地区奥陶

系 Trenton-BlackRiver组热液白云岩的碳氧同

位素值相似[23];包体均一温度(表1)也说明该类白

云岩的形成温度明显高于正常地温,因此应属热液

白云石化作用的产物。

4暋成因分析

白云岩的形成机理历来都是碳酸盐岩研究方面

最为复杂、争论时间最久的问题之一。在白云石的

形成过程中,不同的温压条件和流体性质以及 Mg2+

的供给量将决定白云石在流体中交代、结晶和溶解

的速率,因此所形成的白云岩在岩石结构和地球

化学特征上往往具有较大差异,同时也造成了白

云岩成因模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综合马家沟

组白云岩的岩石结构类型、地球化学特征以及沉

积背景和构造演化,认为该组白云岩主要由准同

生白云岩、埋藏白云岩及少量热液白云岩组成。
下面分别论述这3类白云岩的成因模式以及岩

石结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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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暋准同生白云岩成因模式

该类白云岩主要发育于盆地南部马家沟组

一、三、五期;岩性以泥微晶云岩、含膏微晶云岩、
含生屑微晶云岩为主。原岩中的显微沉积层理、
石膏假晶均说明其原始沉积环境具有水浅、低能

和盐度高的特点;白云石晶体细小,自形程度较

差说明其结晶(交代)速度快,这些都是准同生白

云岩化的标志。此类白云岩的成因多用蒸发泵

白云石化模式加以解释(图5A),即在干旱炎热

的气候条件下,在礁、滩顶部或受障壁的潟湖—潮

坪环境中,由蒸发浓缩形成的高镁卤水交代灰泥所

引起白云石化作用。

4.2暋埋藏白云岩成因模式

埋藏白云岩构成马家沟组白云岩的主体。岩

性以粉—细晶白云岩和不等晶白云岩为主。根据

已有的地球化学测试数据可推测白云石化流体与

海水有关,结合本区的沉积背景、流体驱动机制及

成岩环境的差异,可将该类白云岩的成因分为浅埋

藏期的回流白云石化以及中—深埋藏期的压实水

流白云石化和地形驱动水流白云石化。浅埋藏期

是大规模白云石化发生的基础,而中—深埋藏期则

是白云石化过程的延续阶段,使得白云石化程度得

到加强或调整[21-24]。

4.2.1暋浅埋藏期白云石化模式及岩石结构演化

浅埋藏期的白云石化以回流模式为主 (图

5B),根据马家沟组的沉积环境分析,在奥陶纪时

期,研究区属于一种极浅的陆表海沉积环境,潮坪

及浅滩发育,局部水体受限,而且由于当时气候干

热,导致海水盐度升高、密度增大,与下伏沉积物中

的正常海水形成密度差,从而使高盐度流体向海方

向发生回流,在回流过程中不断替代原来的孔隙水

或与之混合,将原先沉积的碳酸盐岩矿物交代形成

白云岩。
该模式下形成的白云岩多以粉晶为主,通常具

雾心亮边结构及残余结构。现以颗粒灰岩为例,简
述其在白云石化过程中的结构演化。

图5暋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马家沟组白云岩成因模式及结构演化

Fig.5暋Dolomitizationmodelsandtextureevolutionofdolomite
inMajiagouFormation,WesternandSouthernMarginoftheOrdos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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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浅埋藏早期的低温环境下,由卤水回流所形

成的白云石化流体往往选择性交代灰泥基质中的

高镁方解石、文石等。因为这些矿物表面较大,且
比正常方解石更易溶解,因此优先被交代形成白云

石晶核[16](图5a),这些晶核在白云石化流体持续

供给下不断增长,形成半自形—自形粉晶白云石呈

漂浮状分布于原岩中(图5b)。当这种白云石化流

体过饱和时,原始灰岩中的颗粒也将发生云化,最
终形成具残余结构的不等晶白云岩(图5c);当这

种流体欠饱和时,颗粒一般不发生云化(主要是因

为欠饱和的白云石化流体难以在由粗晶方解石组

成的化石颗粒中成核[16]),但基质中的白云石晶粒

继续生长,从而形成灰质粉晶白云岩,在后期的成

岩改造过程中,这些灰质组分常被溶蚀形成铸模孔

(图5d)。
在浅埋藏阶段的晚期,地层温度略有升高,如

果白云石化流体继续供给,基质中的白云石晶粒将

继续增生或发生重结晶,由于回流交代的过程中白

云石化流体逐渐淡化,因此在白云石晶粒生长的过

程中经常会出现明亮晶壳围绕晶核不断增生的现

象[25],最终形成自形—半自形、具雾心亮边结构的

粉—细晶白云岩(图2D,图5e),这类白云岩往往

发育大量晶间孔;如果孔隙空间未被油气及时充

注,在埋藏后期则会因为重结晶或是胶结物的充填

而完全堵塞孔隙[26](图5f)。

4.2.2暋中—深埋藏期白云石化模式及岩石结构演化

据 Machel[27]的埋藏成岩环境划分标准,中埋

藏深度为600~3000m。在这样的埋藏深度下,
白云岩形成的动力学障碍大大降低,多数流体都可

能成为白云石化流体[6],所不同的是流体的驱动机

制以及运动方向。
盆地南缘在马家沟组沉积之后继续接受中奥

陶统平凉组的沉积,由于古地理格局的变迁,该区

水体变深,沉积物以细粒为主,且厚度巨大,封存了

大量粒间水。进入中埋藏阶段后,受差异压实作用

以及地形变化的影响,这些粒间海水在深层水头压

力和区域应力场的控制下顺层渗流;由于深埋藏环

境中的地温较高,这些流体逐渐演化为白云石化流

体,一方面对原始灰岩进行交代,另一方面导致早

期形成的白云岩发生重结晶。因此,中—深埋藏条

件下白云石化模式应该包括压实水流白云石化模

式和地形驱动水流白云石化模式(图5C)。
中—深埋藏期形成的白云岩晶体较大,多为细

晶到中晶,以它形为主,镶嵌接触。该类白云岩一

般由早期形成的白云岩演化而来。随着埋深增加,

温度升高,达到晶体它形生长的临界温度时,白云

石晶体快速生长,晶面发生曲面化[16]。如果过饱

和的白云石化流体继续供给,往往会造成过度白云

石化[28],使晶体之间紧密接触,最终形成曲面、半
自形—它形细晶云岩(图5g);而当白云石化流体

欠饱和或是供给不均匀时,晶体之间产生竞争性生

长[28],在原岩组构和局部重结晶作用的影响下,形
成具斑状结构的不等晶白云岩(图2H,图5h)。同

时,灰岩局部发生交代的现象在深埋条件下也比较

常见,常常形成灰质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

4.3暋热液白云岩成因模式

与热液作用有关的白云岩分布局限,主要沿断

层或裂缝孤立存在,与围岩呈突变接触;镜下常见

鞍形白云石充填于裂缝或溶蚀孔洞中。Smith和

Davies(2006)在对该类白云岩的阐述中认为,热液

白云岩往往发育在张扭性断层附近。但对于西南

缘马家沟组的白云岩来讲,与典型热液白云岩发育

区的构造背景所不同是,鄂尔多斯盆地周缘自古生

代以来的构造运动多以挤压为主,盆地西缘和南缘

均发育大型逆冲带[29]。虽然构造样式不同,但这

些与基底断层有关的深大断裂仍是热液流体运移

的主要通道。尤其是在中生代晚期,祁连构造域的

挤压作用导致盆地西缘发生强烈逆冲推覆、断裂活

动,同时伴随3次大规模的深部流体上涌,这些流

体在构造应力作用下沿不整合面及构造裂缝向盆

地内部运移[30]。航磁、重力、大地电磁等多种研究

成果表明,盆地内部及周缘存在多组基底断裂

带[31],其中对研究区影响较大的定边—绥德基底古

断裂和庆阳—富县—宜川古断裂仍存在着不定期的

活动,对深部热源的形成和部分热液的上升具有重

要作用。前人认为受热液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

缘的定边地区和南缘的XT1井附近,但在本次研究

中发现,富县、黄陵地区的探井中均有热液活动的痕

迹,而且在麟游苜蓿河剖面中也观察到了大量热液

脉贯穿围岩的现象,因此热液活动的区域可能更为

广阔一些(图6)。这些深部热流体为白云岩的形成

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对围岩造成一定溶蚀,使
原岩孔隙度增加,有利于优质储层发育。

热液白云岩一般以发育鞍状白云石为特征。这

种白云石既可做为胶结物充填孔洞,也可以交代方

式出现。鞍形白云石胶结物一般直接从热液流体

中结晶而成,由于生长速度较快,晶体内富含气液

两相包裹体;再加上高温高压的影响,导致晶体生

长过程中晶格发生扭曲,同时使晶体表面微裂缝发

育(图5i);而且鞍形白云石常与石英、黄铁矿、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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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鄂尔多斯盆地基底断裂带及热液白云岩分布区

Fig.6暋Thedistributionofbasementfractures
andhydrothermaldolomiteintheOrdosBasin

石、萤石等矿物共生。从储层的角度来看,交代基

质的热液白云岩是最广泛和最重要的,不过对于这

种交代的成因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

5暋结论

1)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马家沟组白云岩分布广

泛,其中以西缘的天环北段和南缘的渭北隆起区是

块状白云岩的集中发育区,具有巨大的勘探潜力。

2)马家沟组白云岩主要包括准同生白云岩、埋
藏白云岩以及少量热液白云岩。准同生白云岩一

般发育于马家沟组一、三、五段的顶部,受沉积环境

限制明显;热液白云岩主要与构造作用有关,常分

布于断层等裂缝系统内,对优质储层的发育往往具

指示意义;埋藏白云岩构成马家沟组白云岩的主

体,具有厚度大、分布广、岩石类型多、成因模式复

杂的特点。

3)导致盆地西南缘马家沟组发生白云石化的

流体主要为高盐度的海水、封存的残余海水以及深

部的热流体。不同的流体性质及驱动机制构成了

多样化的成因模式:准同生白云岩主要为蒸发泵白

云石化;埋藏白云岩分为浅埋藏期的回流白云石化

以及中—深埋藏期的压实水流白云石化和地形驱

动水流白云石化;而热液白云岩主要与深部热流体

沿断裂系统上涌有关。

4)受构造控制的热液白云岩在鄂尔多斯盆地

西缘的定边地区、南缘的富县—黄陵—麟游一线均

有发现。与典型热液白云岩发育区的张扭性构造

背景所不同是:鄂尔多斯盆地周缘自古生代以来多

以挤压运动为主,如何在这种构造特征下寻找有利

储层发育区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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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析,隐蔽油藏约占60%~70%。由此推测,准噶

尔盆地隐蔽圈闭勘探潜力十分巨大。从构造演化史

分析,准噶尔腹部西部为车莫古隆起控制区,东部为

单斜发育区,因此勘探重点应放在西部。从油层发

育、圈闭潜力分析,今后勘探重点层位应为与车莫古

隆起相关的白垩系与侏罗系大型地层不整合—岩性

复合圈闭、侏罗系岩性圈闭。车莫古隆起外围是寻

找残留构造油气藏与岩性油藏的有利部位。
东部地区是小型岩性圈闭发育区,一方面加强

在薄层砂体中找厚砂层,低渗透储层中找相对高渗

透储层的工作,另一方面寻找砂体与断层复合圈

闭,或来自南部的砂体形成的上倾尖灭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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