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内加尔盆地是叠置于古生代盆地之上的大西

洋型被动边缘盆地，位于非洲的西北海岸，是一个面

积逾 1 040 000 km2 的大型盆地.

1 构造特征及演化

塞内加尔盆地是一个向西朝大西洋敞开的典型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盆地主要经历了裂谷期 （古生

界—下三叠统）、过渡期（三叠系—下侏罗统）和被动

陆缘期（中上侏罗统—现今）. 它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亚

盆地或南北向的分区，相互之间由东西向断裂或与同

裂谷期构造有关的其他构造断层分隔开.
塞内加尔盆地以主要转换断层为界划分为 3 个

主要的次盆（图 1）［1］，分别是：1）毛里塔尼亚次盆，范

围从塞内加尔河到西撒哈拉南部；2）北部次盆，位于冈

比亚河与塞内加尔河之间；3）卡萨芒斯次盆，从冈比亚

河南部经过卡萨芒斯地区一直延伸至几内亚比绍［1］.

2 沉积地层特征

塞内加尔盆地是发育在古生代和太古宙基底之上

的中、新生代大西洋型被动陆缘盆地，以中生界为主，

新生界在陆上较薄，从陆上向海域新生界逐渐变厚. 在

塞内加尔北部陆上，中、新生界向西变厚.
沉积地层组合具有明显的三分性，包括盐下层系、

盐膏层和盐上层系，分别对应盆地前裂谷期、同裂谷期

和被动陆缘期. 盐下层系属下三叠统及之前的古生界

地层，地层厚度 3 000～7 500 m，以陆相碎屑岩为主；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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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层为三叠系—下侏罗统沉积膏盐层，最大厚度约

2 000 m，沉积相为 湖复合体，盐层内可划分出多个

沉积旋回，是良好的区域性盖层；盐上层系属中上侏罗

统—新近纪沉积地层，地层厚度 1 000～25 000 m，以海

相碳酸盐岩为主，局部位过渡相和陆相［2］.
中、新生界在陆上较薄，从陆上向海域新生界逐渐

变厚. 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都有沉积，不同时代沉积

中心不同. 古生界残留主要分布在盆地东部陆上；中生

界沉积中心主要在中部陆上近海区；新生界沉积中心在

盆地西部海上，沉积中心最大厚度达 10 000 m（图 2）.

3 烃源岩

塞内加尔盆地主要源岩为赛诺曼-土仑阶的富有

机质页岩，次要源岩包括森诺阶页岩和可能的阿普

特-阿尔布阶页岩，志留系页岩是另一个可能源岩.
塞内加尔盆地源岩主要为白垩系赛诺曼-土仑阶

海相页岩. 赛诺曼-土仑阶源岩在 2 个不同的次盆被

发现（图 3）. 第一个位于 Cape Verde 北部，包括毛里塔

尼亚和北部次盆，源岩厚达 380 m，有机质类型为 II 型

和 III 型，生烃潜力在 3×10-3～21×10-3 之间. 第二个地区

位于达喀尔南部卡萨芒斯次盆内，研究认为该地区有

机质类型主要为 III 型，其中包含少量 II 型有机质. 生

烃潜力在 5×10-3～75×10-3 之间，源岩厚度 330～490 m. 土

仑阶地层中的含沥青质页岩沉积厚度达 150 m，可能

沉积于缺氧环境下. 卡萨芒斯海上资料显示，主要为 II
型干酪根，TOC 值从 7%到大于 10%［3］.

深海探井地化资料显示纽康姆-赛诺曼阶潜力源

岩在塞内加尔盆地内沉积等厚线超过 2 m，源岩主要

为 II 型干酪根，TOC 值从 3%到超过 10%（图 4）.
塞内加尔盆地另一套源岩是主要为下伏在三叠系

盐岩之下的上二叠统—下三叠统湖相页岩.
在塞内加尔盆地，由于局部地质和地热参数的不

同，生油带的深度为 1 000～3 000 m. 毛里塔尼亚次盆

中阿尔布阶源岩在晚始新世开始生油，而土仑阶和赛

诺曼阶源岩在中新世开始生油（图 5, V-1 井）. 上白垩

统源岩在中新世开始生油（图 5, COP-1 井）. 在毛里塔

尼亚海上古新世源岩未成熟（图 5, COP-1 井）.
由于盐底辟的存在使地温梯度升高，因此卡萨芒

图 1 塞内加尔盆地构造格架图

（据 ARL/Beicip/Psa，1987，修改）

Fig. 1 Tectonic framework of the Senegal Basin
（Modified from ARL/Beicip/Psa, 1987）

1—塞内加尔盆地陆上部分（Senegal Basin above the sea level）；2—盐丘（salt dome）；3—海山（seamount）；4—地堑（graben）；

5—次盆边界（boundary of secondary basin）；6—国界（national boundary）；7—河流（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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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次盆和毛里塔尼亚次盆（图 1）的生油带埋深较浅，

Cape Verde 附近由于火山作用生油带埋深较浅，约

900～1200 m. 油气运移可能开始于晚中新世，并一直持

续至今.

4 储盖组合及圈闭类型

塞内加尔盆地中生代—新生代沉积包括几个主要

的储层和盖层组合：侏罗系—下白垩统碳酸盐岩储层

被赛诺曼阶或其他下白垩统页岩封盖；上白垩统砂岩

储层和上覆页岩盖层；古近系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储层

及上覆的页岩夹层［5］（图 6）.
（1）上白垩统储层

土仑期后（森诺阶）储层以下森诺阶砂岩和碳酸盐

岩以及马斯特里赫特阶砂岩为代表 . 孔隙度 15%～
35%，渗透率在数百毫达西范围. 沿盆地边缘地区，上

马斯特里赫特阶砂层出现在陆上深度不足 600 m 处，

为淡水含水层. 在外陆棚至上斜坡带，底层含分散细粒

砂层的页岩地层，厚度达 5 m，孔隙度为 17%［2］. 与浊

流沉积环境有关，局部具有储层潜力.
（2）古近系—新近系储层

古近系—新近系地层中既有碳酸盐岩储层，也有

粗碎屑岩储层.
在盆地南部，古近纪—新近纪碳酸盐岩储层限于塞

内加尔南部几内亚比绍和几内亚地区的海上范围［5］. 在

图 3 塞内加尔盆地赛诺曼阶－古新统源岩生烃等值线图

（据 Reymond & Negroni，1989）

Fig. 3 Hydrocarbon contour of the Cenomanian-Paleocene source
rock in the Senegal Basin

（After Reymond & Negroni, 1989）
1—生烃潜力等值线（hydrocarbon contour, 1000 t/km2）；2—勘探井（drill

hoke）；3—次盆边界（boundary of secondary basin）

图 2 塞内加尔盆地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2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Senegal Basin
1—碳 酸 盐 岩（carbonate rock）；2—粉 砂 岩（siltstone）；3—砾 岩

（conglomerate）；4—火山岩（volcanic rock）；5—泥岩（mudstone）；6—
泥质粉砂岩（pelitic siltstone）；7—盐（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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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古近系—新近系出露于盆地边缘，向下包括古新

统灰岩在内的多孔带通常为含水地层. 盆地最有意义

的储层是中新统浊积砂岩和马斯特里赫特阶的砂岩.
马斯特里赫特阶砂岩在东部孔隙度达到 35%，渗透率

一般为几百毫达西. 向西为砂岩和页岩互层，砂岩孔隙

度为 15%～30%. 在盆地南部储层厚 25 m，轻质油浸，

孔隙度 20%～30%. 中新统中到粗粒砂岩为浊积砂岩，

已在毛里塔尼亚盐盆的部分油田被证实为优质储层.
中生代—新生代被动陆缘期存在多种油气圈闭类

型，包括盐构造圈闭、断层圈闭、沿盆地东部边缘的砂

岩尖灭圈闭、侏罗系—下白垩统碳酸盐岩滩圈闭、以及

浊积岩地层圈闭等.

5 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分析

盆地内侏罗系—新近系具有较好的储盖层基础.
由于同裂谷期盐岩沉积，盆地裂谷期之后的盐相关构

造较发育，易形成盐相关构造油气藏和盐相关构造地

层复合油气藏.

图 4 塞内加尔盆地内两口井 TOC、生烃潜力（S2）及干酪根类型

（据文献［4］）

Fig. 4 The kerogen type, TOC and S2 in the Senegal Basin
（From Reference［4］）

图 5 塞塞内加尔盆地油气成熟度演化

Fig. 5 Maturity evolution in the Senegal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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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油气发现证实油气成藏主控因素为烃源

岩发育，上白垩统赛诺曼阶—土仑阶海相页岩富含丰

富有机质，局部源岩厚度达 490 m，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II 型和 III 型，生烃潜力在 3×10-3～75×10-3 之间. 由于

中新世火山活动，源岩成熟度较高，有机质类型和成

熟度共同作用，盆地中发现气比油相对较多.

6 勘探潜力分析

（1）塞内加尔盆地面积大,勘探程度较低，盆地横

向具有良好的勘探潜力.
盆地东西宽 400～800 km，南北长达 1500 km，面

积大于 104.2×104 km2. 盆地的大部分勘探活动很有

限，新区野猫井钻井密度约为 1 口/8274 km2，地震密

度为 1 line-km /5.5 km2.
（2）盆地沉积盖层厚，沉积层系全. 盆地纵向具备

丰富的勘探层系.
塞内加尔盆地是发育在古生代原盆之上的中、新

生代大西洋型被动陆缘盆地. 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

界都有沉积，不同时代沉积中心不同. 古生界残留主

要分布在盆地东部陆上；中生界沉积中心主要在中部

陆上近海区；新生界沉积中心在盆地西部海上，沉积

中心最大厚度达 10 000 m.
（3）盆地中有已证实的裂谷后含油气系统.
裂谷后含油气系统的主要源岩为上白垩统赛诺

曼-土仑阶页岩. 局部源岩厚度达 490 m，有机质类型

主要为 II 型和 III 型，生烃潜力在 3×10-3～75×10-3 之间.
由于中新世火山活动，源岩成熟度较高. 由于有机质类

型和成熟度共同作用，盆地中发现气比油相对较多. 盆

地最有意义的储层是中新统浊积砂岩和马斯特里赫特

阶的砂岩［6-7］. 马斯特里赫特阶砂岩在东部孔隙度达到

35%，渗透率一般为几百毫达西. 向西为砂岩和页岩

互 层 ， 砂 岩 孔 隙 度 约 为 15% ～30% . 在 盆 地 南 部

Casamance-Bissau 地区钻遇马斯特里赫特阶储层厚

25 m，轻质油浸，孔隙度 20%～30%. 中新统中到粗粒砂

岩为浊积砂岩，已在毛里塔尼亚盐盆的 Chinguetti 等油

田被证实为优质储层. 由于同裂谷期盐岩沉积，所以在

塞内加尔盆地裂谷期之后的盐相关构造较发育，容易

形成盐相关构造油气藏，也容易形成盐相关构造地层

复合油气藏.
根据生储盖组合、配套的成藏条件以及油气保存条

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塞内加尔盆地有较好的勘探前景.

图 6 含油气系统剖面图

（据 Bungener）

Fig. 6 Cross section of the petroleum system
（After Bungener）

1—页岩（shale）；2—碎屑岩（clastic rock）；3—砂岩（sandstone）；4—碳酸盐岩（carbonate rock）；5—盐岩（rock salt）；6—硬石膏（anhydrite）；

7—不整合（unconformity）；8—断层（fault）；9—井位（drill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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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2 号矿体

位于 I－1 号矿体东南侧，呈层状与 I－1 号矿体平

行产出. 二者间隔约 60 m，中间无工程控制. 走向近南

北，倾向东，倾角 60°. 平均品位 TFe 40.3％，Ti 7.8％.
3）II 号矿体

呈层状产出，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 56°，地表

控制宽度 24.4 m. 刻槽样化学分析结果：TFe2O3 27.4%
～48.9%，TiO2 14.98%～29.28%. 平均品位 TFe 33.3％，Ti
8.98％.

矿区矿体获得 333+334 储量铁矿石资 源 总 量

2.75×108 t，伴生金属钛约 2000×104 t，伴生钒约 100×
104 t，显示该区超大型矿床前景.

6 矿床成因

矿体产在稳定太古宙地台区，含矿岩体受区域深

大断裂控制，成因类型为典型的岩浆岩型铁矿床，含矿

母岩为镁铁—超镁铁质杂岩体，与我国攀枝花钒钛磁

铁矿类似. 根据成矿特征又可分为 2 种成因类型. 1）
岩浆晚期分凝型矿床：矿体呈层状产出，矿石具典型

的海绵陨铁结构，浸染状和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

由钛铁矿、钛磁铁矿、磁铁矿组成，并伴有钒等多种有

益元素，矿体与围岩界线呈渐变关系. 2）岩浆晚期贯

入式矿床：矿体产于含磁铁辉长岩体内部，呈脉状、细
脉状，矿石为稠密浸染状和致密块状，矿石矿物主要

由钛铁矿、钛磁铁矿、磁铁矿组成，矿石中有用矿物颗

粒粗大，出现钛铁晶石、磷灰石及少量硫化物，矿体与

围岩界线清晰.

7 找矿前景分析

该矿区钒钛磁铁矿成因类型为典型的岩浆岩型铁

矿床. 鉴于目前控制的矿体形态范围，参考国内已知该

类型矿床的储量和该区化探成果，笔者认为该区成矿

地质条件优越，是寻找与镁铁—超镁铁岩体有关的钛、
铁等矿产最有利的靶区，具有大型以上矿床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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