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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鄂尔多斯盆地杭锦旗区域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依据化探异常特征及评价，结合油气地质条件，对

该区进行含油气远景评价，指出了该区有利天然气聚集区带，为下一步天然气勘探部署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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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古生界天然气勘探是新星公司

华北石油局的勘探重点，为加快天然气勘探步伐，在杭

锦旗地区进行了油气化探详查工作，根据油气化探特

征进行含油气远景评价。

) 区域地质及自然地理概况

杭锦旗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伊盟隆起区，

古生代以来基本处于隆起状态，现今构造轮廓呈东北

抬升，向西南倾斜的平缓斜坡。该区具有上古生界煤

系地层和下古生界碳酸盐岩两套油气源岩，具有较好

的油气物质基础，古生界沉积相带有利，储层单层厚度

大、物性好，并发育局部构造、不整合、岩性等多种类型

的圈闭，基本具备了形成大中型天然气藏的基本地质

条件，具有良好的天然气勘探前景。

本区地形总体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北部为低缓的

侵蚀丘陵区，白垩系地层裸露较为普遍，在山地两侧发

育有厚度不等的第四系地层，植被稀少，南部地形相对

平坦，主要为波状沙丘地，第四系沉积分布广泛，但很

薄，局部有基岩裸露。本区测量面积 ) ### -.’，以 # / "
-. 0 #/ " -. 正方网格布置化探点。选用土壤酸解烃、

物上气、蚀变碳酸盐（!1）、热释汞、热释烃方法进行化

探勘查。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化探指标含量较低（表 )），酸解烃甲烷平均

含量仅为 "! /&!"2 3 -4，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黄土区酸解

烃甲烷平均含量为 &+& / ,#"2 3 -4，酸解烃甲烷含量明

显低于南部黄土区。相对于整个鄂尔多斯盆地而言，

本区属地球化学低背景范畴。

表 ! 化探指标含量特征

指 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酸解烃甲烷 #/$’ )5&"/#+ "! /&! "$ /,5 ) /#"
酸解烃重烃 #/#+ +!5 /&+ " /"+ $ /#’ ) /#+
物上气甲烷 )/!, &)5&/## & /", 5 /#’ ) /,$
物上气重烃 #/#" )!" /5+ ) /!, ’ /’) ) /!,
蚀变碳酸盐 #/#! " /’# # /$" # /&, # /$#
热 释 汞 ’/&# !& /5$ )# /)5 & /+’ # /&+
热释烃甲烷 #/’+ ))+ /## + /&’ & /"’ # /!’
热释烃重烃 #/)$ 5# /5, ! /&# ! /)! # /,$

含量单位：酸解烃和热释烃的甲烷、重烃为"2 3 -4，物上气甲烷、重

烃为 )# * $，蚀变碳酸盐为 )# * ’，热释汞为 )# * ,。表 ’、表 & 同。

在区域性低背景特征下，由于地貌条件影响，本区

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由北向南烃类指标浓度逐渐降

低，与地貌单元分布相吻合。南部波状沙丘地烃类指

标浓度低，北部烃类指标浓度高于南部，且具有一定的

东西向分带性。因此，以地形地貌单元为基础，依据地

球化学背景特征，烃类指标浓度分布，并考虑石油地质

条件，将本区由北向南划分为 ! 个地球化学分区，各分

区特征见表 ’。

表 " 地球化学分区特征

地球化学分区 ) ’ & !
地 貌 单 元 侵蚀丘陵 过 渡 区 波状沙丘 波状沙丘
背 景 特 征 高 背 景 中高背景 中低背景 低 背 景

酸解烃甲烷
平 均 值 ))’/5& "" /," && /,& )5 /)#
标准偏差 5#/+$ !5 /!& !& /)# ’, /&,

酸解烃重烃
平 均 值 )#/&’ " /$) & /++ ’ /’&
标准偏差 5/’’ ! /,& $ /"$ & /$!

物上气甲烷
平 均 值 !/)! ! /!) & /!! & /,&
标准偏差 $/&# ’ /’! )& /&+ )& /")

物上气重烃
平 均 值 ’/&$ ’ /)" # /," ) /&)
标准偏差 &/+’ & /!, ) /’! ’ /",

热 释 汞
平 均 值 &/+5 & /+, & /$& & /55
标准偏差 )/$+ )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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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化探综合异常特征

序

号
异常名称

面积

!"#

化探指标异常特征

酸解烃甲烷 酸解烃重烃 物上气甲烷 物上气重烃 热释汞 蚀变碳酸盐

强度 衬度 强度 衬度 强度 衬度 强度 衬度 强度 衬度 强度 衬度

指标组合特征

异
常
级
别

$ %&$ ’ ()$ 井 #*+, $-. +/. $ +0/ $- +.* $ +0/ $, +*# 1 +,, , +.2 # +,# , +*. $ +** $ +$1 $ +,$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好 !
# 阿布柴登南 *,+- .* +,# 1 +$0 / +2- # +1- $2 +-, # +$2 1 +1$ # +21 2 +-# $ +,2 - +0* $ +/*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好 !
1 3$ 井 *$+, 22 +,* # +,- 0 +*/ # +./ $. +,$ # +*0 $ +0* $ +,* , +0, $ +,, - +02 $ +/2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好 "
* 阿布柴登南东 #*+, 1/ +/. $ +*1 2 +-0 $ +., $/ +-# # +#0 1 +*1 1 +-1 2 +*/ $ +/- - +0/ $ +.-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好 "
, 边家坡西 #,+, #-# +*. $ +/# 1# +*- # +./ . +/- # +-1 * +.1 $ +20 , +,/ $ +*$ $ +$$ $ +*$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差 "
2 %#- 井南 ##+, $01 +./ $ +2, #- +.* $ +.* $$ +/* # +/, / +22 # +2. , +2- $ +*# $ +$/ $ +*.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差 #
/ %#2 ’ ()# 井 *,+- 0. +#0 $ +/. $- +2# $ +.. $# +,- # +.. 2 +*, # +// , +#0 $ +10 $ +## $ +21 主要指标齐全、配置较差 #
. 苏布尔嘎西北 $/+, ,0 +21 # +#. / +#1 # +## #$ +0- # +$- 1 +*0 # +.# , +.2 $ +,* - +.1 $ +,* 主要指标不全、组合零乱 #
0 阿彦布鲁南 $,+, *2 +., $ +// * +.$ $ +*2 $, +-2 $ +,. $ +0$ $ +,# 2 +-2 $ +,/ - +.$ $ +,- 主要指标不全、组合零乱 #
$- %#- 井西北 #/+- #-/ +*$ $ +// #- +1, $ +.- $- +#/ # +*- 2 +1* # +## , +10 $ +12 $ +#$ $ +,- 主要指标不全、组合零乱 #

1 化探异常特征

根据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数据处理结

果，并结合指标地球化学意义，选择物上气甲烷、物上

气重烃、酸解烃甲烷、酸解烃重烃、蚀变碳酸盐、热释汞

等指标圈定单指标异常，并根据其分布特征及组合关

系划分出 $- 个综合异常。其中，!级异常 # 个、"级

异常 1 个、#级异常 , 个（表 1）。

! +" 综合异常分布特征

综合异常分布主要集中在南、北两区：北区地表主

要为侵蚀丘陵和过渡区，地球化学背景相对较高，共发

现 , 个化探综合异常，其中!级异常 $ 个、"级异常 $
个、#级异常 1 个；南区地表主要为波状沙丘地，地球

化学背景较低，共发现!级异常 $ 个、"级异常 # 个、

#级异常 # 个（表 *）。

表 # 化探综合异常分布

位置
地球化学背景

酸 解 烃 物 上 气
化探综合异常分布

$%&$ ’ ()$ 井!级异常

北 %边家坡西"级异常

中高—高背景 中高背景 &%#2 ’ ()# 井#级异常

区 ’%#- 井西北#级异常

(%#- 井南#级异常

$阿布柴登南!级异常

南 %3$ 井"级异常

中低—低背景 中低背景 &阿布柴登南东"级异常

区 ’阿彦布鲁南#级异常

(苏布尔嘎西北#级异常

! +$ 综合异常指标组合特征

根据化探各指标异常出现的齐全程度和叠合方

式，本区综合异常指标组合特征大致分为 1 种：$主要

指标出现齐全，配置较好；%主要指标出现齐全，但配

置较差；&主要指标出现不齐全，配置较差。

! +! 综合异常形态特征

本区综合异常形态有 1 种：$环状异常，各指标异

常均呈环状分布，环状形态明显；%以环状异常为主，

兼有块状异常特征；&异常形态不清晰，单指标异常配

置较零乱，无明显异常形态。

* 含油气远景评价

# +" 化探异常与油气的关系

现有的地质研究成果表明，盆地北部乌审旗一带

为上古生界生气中心，生气强度大，是盆地北部古生界

天然气藏的物质基础。从酸解烃指标特征看，遵循 !4$
5 !4# 5 !41 5 !4* 5 !4,序列，各指标之间存在良好的相

关关系；物上气分析结果表明，相当多的样品重组分齐

全，因此，化探异常不可能是地表环境的产物，应是深

部热成因气体扩散、渗漏所形成。

本区勘探程度较低，已落实或基本落实的构造圈

闭上均有化探异常显示，其中!、"、#级异常各 $ 个，

反映化探异常与构造圈闭关系密切。在!、"级异常

的构造上获油气流，因此，化探异常与地下油气关系密

切，是有利油气富集区的反映。

# +$ 有利含油气区预测

依据化探异常的分布与评价，结合油气地质条件，

评价出南、北 # 个有利含油气区。

南部有利含油气区位于泊尔江海子断裂两侧，局

部构造较发育，目前落实或基本落实了柴达木南和柴

达木北 # 个构造圈闭，该区临近乌审旗上古生界中心，

储层发育，又有泊尔江海子断裂作运移通道，极有利于

天然气聚集成藏。该区共发现化探异常 , 个，综合异

常与构造相吻合，特别是阿布柴登南综合异常和 3$
井综合异常，虽然受地貌条件影响，地球化学背景较

低，但异常形态清晰，指标组合关系好，化探评价级别

高，并在 3$ 井综合异常内获工业气流，显示该区具有

较好的天然气勘探前景。

北部有利含油气区的地球化学背景相对较高，共

发现 , 个化探综合异常。其中，!、"级异常各 $ 个，

#级异常 1 个。区内已落实的什股壕构造，其化探异

常显示好，是测区内最好的异常之一，并获工业气流，

显示该区具有较好的天然气勘探前景。

下转 ""# 页

·,-$·# 期 王凤国：鄂尔多斯盆地杭锦旗地区油气化探特征及含油气远景评价

万方数据



查的方法，有利于加速异常评价的进程。本次工作

中，运用上述原则筛选出 ! 处综合异常，根据第 " 类

样品的特征对不同的异常布置了不同的查证方法，!
处异常上均找到了异常源，并在其中 # 处发现了矿

化体，且矿化类型与异常检查前的预测相符。

以上分析说明，在不明显加大投入的情况下，采

用上述基岩测量方法，可以大大丰富找矿信息，极大

地增强了地球化学普查的效果。

本文是笔者在“安徽石台—九华山地区 $ % & 万

地球化学普查成果报告”的基础上提炼而成。该方

法是我队多位地球化学工程师对以往工作方法的总

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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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1 3.1.)(2/ 4)(*0，5+,+1*(0 "6 7),8 ),8 3.1"9(2.1，:.,;<9 "##44&，=/+,)）

$6789:;8：560-7 82 91- 6::;.<69.82 8= >-7?8<@ 0A?B-C 98 91- 3-8<1-D.<6; ?-<8226.0062<- .2 E1.96./F.A1A60162 6?-6，G21A. ,?8B.2<-，91.0 :6:-?
:8.290 8A9 9169 >-7?8<@ 0A?B-C <62 :?8B.7- 6>A27629 .2=8?D69.82 =8? D.2-?6; -H:;8?69.82 627 ?-D6?@6>;C ?6.0- I8?@.23 -==.<.-2<CJ
/<= >?9@7：>-7?8<@ 0A?B-C；3-8<1-D.<6; ?-<8226.0062<-；:?80:-<9.23 .2=8?D69.82；628D6;C 0.-B.23；628D6;C 6::?6.06;
作者简介：程培生（$K!! L ），男，$KMM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化学系，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勘查工作，对不同景观、不

!!!!!!!!!!!!!!!!!!!!!!!!!!!!!!!!!!!!!!!!!!!!!!!
同比例尺的化探方法有较全面的了解，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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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区化探指标浓度较低，相对于整个鄂尔多斯

盆地而言，属地球化学低背景范筹。受地貌条件的

影响，地球化学背景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由南到北

地球化学背景逐渐升高。烃类系列指标在本区具有

异常强度大、衬度高、指标组合稳定和与石油地质条

件对应关系较好等特点，是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油气

化探的有效指标，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区内发现 $4 个化探综合异常，不同赋存形式的

烃类异常吻合性较好、异常强度和衬度较大、分布有

序。化探异常与构造圈闭关系密切，是深部油气聚

集的反映，显示出本区较好的油气勘探前景。

参考文献：
［$］ 程同锦，王者顺，吴学明，等 J烃类运移的近地表显示与地球化

学勘探［N］J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KK&J
［"］ 杨育斌，张金来，吴学明，等 J油气地球化学勘查［N］J 武汉：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KK&J
［#］ 王锡福，陈安福 J鄂尔多斯盆地非地震油气勘探［N］J 北京：地

质出版社，$KK"J

4#)("#5’($& ("$.$(!#.’0!’(0 $*- %.)0%#(!’2# #2$&1$!’)* )+
)’& $*- 4$0 %)!#*!’$&0 ’* "$*44’* D’ $.#$，).-)0 ,$0’*

OG*+ P-23/3A8
（ >,1*+*9*. "6 4’),,+,; ),8 ?.1+;,+,;，!"(*/ =/+,) :9(.)9 "6 4.*("’.9@，!.A B*)( ="(&"()*+", "6 =/+,) 4.*("’.9@ ),8 =/.@+2)’ >,891*(0，C/.,;D/"9

Q&444!，=/+,)）

$6789:;8：560-7 82 ?-3.826; 3-8<1-D.<6; <16?6<9-?.09.<0 60 I-;; 60 =-69A?-0 8= 3-8<1-D.<6; 628D6;.-0 627 ?-0A;9 8= 628D6;C 6::?6.06; .2 (623/
3.2 R. 6?-6，.2 <8D>.269.82 I.91 3-8;83.<6; 0-99.230，91- 6A918?0 <6??.-7 8A9 8.; 627 360 :?80:-<9.B- -B6;A69.82 .2 91.0 6?-6，I1.<1 ;-7 98 91-
7.0<8B-?C 8= ?-;69.B-;C 3887 269A?6; 360 :?80:-<90 627 7-;.2-69.82 8= 6 =6B8?6>;- 269A?6; 360 6<<ADA;69.82 S82-，91A0 :?8B.7.23 ?-;.6>;- 3-8<1-D/
.<6; 3?8A270 =8? =A?91-? 269A?6; 360 -H:;8?69.82 .2 91.0 6?-6J
/<= >?9@7：(6233.2 R. 6?-6；3-8<1-D.<6; 8.; 627 360 -H:;8?69.82；3-8<1-D.<6; <16?6<9-?.09.<0；:?80:-<9.B- -B6;A69.82
作者简介：王凤国（$K!! L ），男，工程师，$KMT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工业分析专业，现从事油气化探研究工作。

·Q$$· 物 探 与 化 探 "T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