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这类油气成矿系统的源岩有机质丰度指

标较高
,

它的油气产率达 1 40
, 0 00 桶 /英里

2 。

储集层产于盆地所有的砂岩中
,

盖层常为进

积型前三角洲页岩
。

裂谷发育的早期阶段都有较高的热流

值
,

沉降和沉积速率也较高
,

使早期沉积的源

岩快速成熟
。

东海西湖凹陷平湖组一花港组

( !) 油气成矿系统平湖组源岩仅历时 4 OM a

年埋深 2
,

o o o m 左右即 已完全进入生油门

限
。

正断层 网的存在且经常重新活动
,

有利于

烃的垂向运移
,

侧向运移距离短
。

垂向运移经

常导致不同源岩的烃混合以及不同层位的油

气藏的分布
。

快速堆积导致地层压力增高
,

易

于形成异常高压油气圈闭
。

诸如西湖凹陷平

湖组普遍地具有异常高压油气藏特征
。

这类

油气成矿系统通常具有断块
、

地垒或者披盖

式背斜圈闭的特点
。

笔者据大陆裂谷型油气成矿系统特征建

立其简化地质模型 (图 1 )
。

在裂谷早期的裂

陷阶段
,

区域地热流高
,

沉积速率快
,

形成一

套暗色泥岩或碳酸盐岩的源岩沉积
。

之后的

中期阶段盆地以坳陷为主
,

易于发育储集条

件良好的砂岩体
。

裂谷发育末期挤压作用所

裂陷阶段

浑岩沉积

坳陷阶段

葵缩阶段

油气藏

一油气运移方向

图 1 大陆裂谷型油气成矿系统地质棋型

产生的萎缩阶段
,

使得油气发生运移和聚集
,

油气藏形成和定位
。

位于盆地中部隆起区是

该类油气成矿系统油气勘探的有利地区
。

三
、

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特征

就全球范围而言
,

这类油气成矿系统形

成于志留纪一纪盆纪和侏罗纪一白坚纪两个

主要的地质时期
。

该类油气成矿系统空间上具有轴对称展

布特征
。

油气田自轴心呈放射状分布
,

它们在

垂向上分带明显
,

下部区带通常以天然气藏

为主
,

上部区带以油藏为主
。

多套垂向封隔

层
,

有利于在一个克拉通盆地内形成多个油

气成矿系统
。

克拉通盆地延续时间较长
,

一般为 15 0

~ 70 OM a ,

大多数克拉通盆地发育一系列 以

不整合为界的层序
。

这些层序可为储集层一

圈闭组合提供多种可能
。

这些层序受控于全

球海平面变化的旋回
。

每一个层序内在超极

层可以形成良好的源岩层或盖层
。

所谓退覆

层可以形成储集条件最佳的砂岩体
。

克拉通

型油气成矿系统就是由这样一个或多个层序

所构成
。

同样
,

一个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也需

要经历较长的时间
,

这是由地热梯度值
、

沉降

和沉积速率低等原因所致
。

诸如美国北堪萨

盆地
、

衣阿华盆地和福里斯特盆地源岩达到

生烃高峰经历了 20 0 百万年的时间
。

它们的

油气成矿系统层序发育
,

不整合面
,

地层界面

成为侧向运移的最佳通道
,

而运移距离较长
。

又如威林斯顿盆地中油气成矿系统的厚油侧

向运移达 1 60 公里之远
,

远离成熟源岩区
。

该

类系统发育多套广泛分布 (阻止垂向运移 )的

封隔层
,

且沉降速率低
,

易于形成正常压力下

地层圈闭型油气藏
。

它的持续时间较长
。

笔者根据以上分析
,

建立克拉通型油气

成矿系统的简明模型 (图 2 )
。

该系统地层上

具有多旋回的层序性
,

不整合面发育
。

垂向上

油气分带性明显
,

以侧向运移为主
,

形成以地

层一岩性圈闭的油气藏为特征
。

该系统产生



的油气丰度不高
,

属于欠补偿型的油气充注
。

其平均石油丰度为 18
,

0 00 桶 /英里
2 。

就油气

勘探战略而言
,

该类系统最有利的油气聚集

区位于克拉通盆地的中部
,

它最适合于生烃

且具有避免破坏的最佳保存条件
。

在盆地 中

央最大的单一构造上进行勘探
,

成功的可能

性最大
。

图 2 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地质模型

四
、

前陆盆地型油气成矿系统特征

这类油气成矿系统一般形成于石炭纪和

第三纪二个地质时期
。

该系统空间分布呈一定规律变化
,

平面

上沿造山带向台地方向呈
“

扇形
”
展布

。

剖面

上沉积体明显不对称
,

靠近造山带一侧地层

厚度大
,

向台地方向逐渐变薄
,

沉积体呈
“

楔

状
”

结构
。

油气田在平面上分带明显
,

靠近造

山带一侧为气区带
,

远离造山带一侧为油区

带
。

我国四川盆地中生代前陆盆地和美国阿

拉斯北坡的 C ol vi n e
盆地都具有此规律

。

此类油气成矿系统的源岩是较古老的克

拉通或被动大陆边缘内存在的富含有机质的

地层
,

源岩的成熟度向克拉通台地方 向逐渐

降低
。

例如 C ol vi ll e
盆地靠逆冲带一侧的源

岩 已进入气窗阶段
,

而挤压线以北的地区则

仍处于生油阶段
。

该类系统的储集层一般也

是克拉通或被动大陆边缘的富含石英砂岩或

碳酸盐岩滩和生物礁
。

前陆盆地的沉积物堆

积厚度可超过 1 0
,

o o o m
,

形成巨厚的促使源

岩成熟的上覆岩层
。

据估计
,

此类油气成矿系

统生油岩潜力大约为 1 20
,

0 00 桶 /英里
2 。

该类油气成矿系统的沉降沉积速率相当

高
,

其地热流值也较高
,

因此烃源岩也能在较

短 的 时 间 内 成 熟
。

如 C o l v il l e 盆 地 内

E l l e s m e r ia n
油气成矿系统

,

在 K i n g a k 组源

岩沉积之后的较短时间里堆积近三千米的上

覆岩层使之较快成熟
。

已生成的油气沿着逆

冲带界面
,

不整合砂岩体向克拉通方向运移
。

既可以形成克拉通一侧的构造圈闭
,

也可以

形成前陆盆地地层 内碎屑岩组成的地层 圈

闭
,

以及与逆冲断层有关的圈闭
。

此类油气成

矿系统的持续时间不太长
,

其油气形成的高

峰期与造山期强烈活动紧密相关
。

D
·

G
·

H o w e l l 和 K
.

J
.

B i r d ( 1 9 9 2 )提出了

前陆盆地油气成矿系统的地质模型 (图 3 )
。

据以上分析
,

可以制定前陆盆地油气勘探的

方向
,

在远离造山带的地区找以油为主的烃

类圈闭
,

而在邻近造 山带的地区则可发现以

天然气为主的烃类圈闭
_。

岩石圈上隆区 前陆盆地 造山带

同造山期
含油区 , , ,

气钾~ 一
、

尸三父二
,

运移通道

~ 逆冲方向

图 3

造山后期

前陆盆地型油气成矿系统地质模型

( D
.

G
.

H o w e ll
,

K
.

J
.

B i r d
,

1 9 92 )

五
、

三种不同类型油气成矿系统的时空

关系

就全球构造演化而言
,

裂谷型油气成矿

系统
、

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
、

前陆盆地型油

气成矿系统在时空上都统一于前寒武纪末和

显生 宙两个 I 级全球构造旋 回的演 化 (图

4 )
。

裂谷型油气成矿系统分别形成于前寒武

纪末一寒武纪和早三叠 世一侏罗纪两个时

期
,

它对应于两个全球构造旋回早期阶段的

联合古陆的解体
。

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形

成时期为志留纪一泥盆纪和 (下转第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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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代表团库尔斯腾院长等一行 4人来华
,

进行中德 ▲十一月七 日
,

张宏仁副部长会见加拿大 T ec k

地学台作年度会晤并签汀了 94 年度会晤会谈纪要
,

公司黄事长 W ir g ht 等一行
。

宋瑞祥部长会见了代表团 J 行
。

`

一
血十一月十四 日

,

张宏仁副部长会见澳大 利亚

▲九 月二十三 日
,

宋瑞祥部长会见冰岛前总理 BH P 公司勘探部副总裁 P u m m et 一行
,

商谈 B H P 公

赫尔显松
,

探讨双方合作开发地热事宜
。

司在华投资开发有色金属矿产事宜
。

▲ 九月二十七日
,

陈洲其副部长会见荷兰 S h el l ▲十一月十七日 ~ 十 二 月十一 日
,

陈洲其副 部

公司勘探总裁 S rP
a g u e

一行
。

长率团访问丹麦
、

荷兰
、

英国
、

法国和尼日利亚五 国
。

▲九月三 十日
,

宋瑞祥部长会见澳 大利亚 戴比 ▲ 十一 月 十八 日
,

张宏 仁副 部长会 见美 国

尔公司金刚石代表丹庆博士等
。

P hel p s D o
d g

e
公司总裁 叶尔利

,

探讨台作开发玉龙

▲十月七 日
,

陈洲其副部长会见美国联合石 油 铜矿事宜
。

公 司总裁 Im le 一 行 12 人
,

双方探讨了在东海进行 ▲十一月 二十四日
,

宋瑞祥部长和张宏仁副 部

石油勘探开发的事宜
。

长 会 见南 非 eD eB er
s
金 刚 石 公 司 D o o n e 一 行

,

▲十月十一 日
,

应地矿部邀请
,

毛里塔尼亚 工矿 D
o o n e

先生提出 与我湖南
、

辽宁
、

贵州
、

四 川等省开

部部长瓦尔率团来华
,

宋瑞祥部长和瓦 尔部长就发 展金刚石勘查台作的意向
。

展两国地矿台作举行了会谈
。

▲十一 月三 十日
,

张文岳 副部长会见 英吉利海

▲十月十七日
,

张宏仁副部长和陈洲其副部长 峡隧道法国施 工 专家 L E B L A IS 一 行
,

双方就 今后

会见美国雪佛龙海外石 油公 司总裁麦斯奇
。

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

▲十月二 + 二 日~ 十一 月三 日
,

张文驹 (前 ) 副 ▲十 二 月六日
,

宋瑞祥部长参观日本 石油资源

部长率团赴印尼参加第四届亚太采矿大会
。

株式会社举办的 G D a b s 一 4 型地震仪展示会
。

▲十月二十四 日
,

C C O P 第 2 4 次指导委员会会 人十 二 月十 三 日
,

陈 洲 其 副 部长 会见 美国

议和第 31 届年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

我国常任 A m co
o
东方石油公司总裁 U br

a n
一行

。

代表汪熊麟等出席了会议
。

( 国际合作司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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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 页 )侏罗纪一白垄纪
,

它对应于全

球构造旋回的中期阶段的海底扩张和收缩阶

段
。

前陆盆地型油气成矿系统形成于石炭纪

和第三纪两个时期
,

它对应于二次全球构造

旋回晚期大陆碰撞的阶段
。

MMM a
时代代 袖气成矿系统统 被动边缘 主动边缘缘

大大大大陆拉张 l海底扩张 海底收缩!大陆碰位位
一一 U一一

厂厂 第三纪纪
~ - ~ . ,

-
一 - ~ 一 . . . . 曰 ...

彝找找
1110 0000000 前陆盆地型型型

222 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33 0 000 中中 白蟹纪纪 竟拉通型型

淤蒸蒸蒸444的的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代代代代 侏罗纪纪纪纪纪

三三三三 . 纪纪 大陆裂谷型型 瑟要少少厂
一

护 ,, 尸尸
古古古古 l 二 . 纪纪 前陆盆地型型型型 /引引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代代代代 石炭纪纪纪纪 一一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泥泥泥泥盆纪纪 克拉通型型型

志志志志留纪纪纪纪 / JJJ丫丫
奥奥奥奥奥奥奥内纪纪纪纪纪纪JJJ V 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6660 00000 寒武纪纪 大陆裂谷型型型型

,,,,

前寒武纪纪纪纪纪

图 4 三个类型油气成矿系统的时间关系图

这三种类型油气成矿系统在油气形成的

地质要素方面各有所长
,

只有它们在时空间

方面相互 良好配置才可能形成大型油气田
。

裂谷型油气成矿系统一般可以提供丰富的油

气烃源岩
。

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通常具有

最佳的储集
、

盖层条件
。

前陆盆地型油气成矿

系统具有使源岩成熟厚的上覆岩石
。

前陆盆

地型油气成矿系统上覆于克拉通型油气成矿

系统形成 良好的取长补短的配置关系
。

例如

马拉开波盆地
、

东委 内瑞拉盆地和波斯湾地

区
。

此外
,

克拉通型油气成矿系统迭置于大陆

裂谷型油气成矿系统之上也是一种有利的组

合
,

诸如苏伊士湾和北海侏罗系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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