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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影响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采

用盆山结合$地质与地球物理结合的工作手段"在石炭纪!二叠纪盆地形成与演化$沉积体系与沉积相展布$石炭

系!二叠系烃源岩评价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新认识# 明确了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纪!二叠纪为典型的裂谷裂陷

盆地"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为盆地发育的鼎盛时期"以浅海陆棚相沉积为主)发现多套厚度大$横向分布稳定"且

有机质丰度中等!高"并以KK型干酪根为主的成熟!高成熟烃源岩"不存在区域变质)于上古生界风化壳钻获的

天然气和原油地球化学特征指示与石炭系烃源岩具有显著亲缘关系)初步预测研究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

前景"圈定了有利勘探区和较有利勘探区#

关键词!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油气资源)有利勘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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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银额盆地及其邻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中部"包

括了多个以古生界为基底的中生代盆地群"即包括

银额盆地群'银根!额济纳旗盆地群($北山盆地

群$河西走廊盆地群等# 工作的重点地区是银额盆

地及其邻区# 地理位置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阿

拉善盟全部"巴彦淖尔盟西部"乌海市西部"甘肃河

西走廊地区和北山地区# 坐标范围为*/1M))N!中

蒙边界) 5,M))NO!),M))N'图 !(#

该项成果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

中心承担的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 #)),!#)!) 年成

果"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的我国陆域新区$新层

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前人在区内进行的油

气勘探是以中生界为目的层"未针对石炭系!二叠

系开展油气资源调查与勘探# 本项目采用油气地

质与基础地质结合$地质与地球物理结合"产$学$

研结合的工作方法"首次在研究区开展以石炭系!

二叠系为目的层的油气远景调查"针对区内石炭

系!二叠系工作程度低的特点"加大了地表剖面测

量力度"共完成 !-! ))) 地质剖面测量 ,,'1, P8"

完成路线地质调查设计 #)) P8)样品采集以解决基

础地质问题和满足关键地质问题研究和油气地质

条件综合评价为原则"实际完成!) .#!件+次)完成

高精度重力测量和高精度磁测 ! /3# P8)完成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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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工作区位置图

#$%&!"'()*+$(,-*.(/0$,12*3$,*,4$+33566(5,4$,% *61*3

式电磁法剖面测量 # 5/3 个物理点"完成土壤油气

化探 # ,/1 个化探点)完成!-.)万遥感地质解译 .)

Q!)

*

P8

#

"!-. 万遥感地质解译 !'. Q!)

*

P8

#,!-

#

!"主要进展和成果

针对影响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油

气资源潜力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联合攻关"设置银

额盆地及其邻区层序地层与沉积体系研究$银额盆

地及其邻区石炭系!二叠系划分与对比$银额盆地

及其邻区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研究$银额盆地

及其邻区盆地形成与演化研究$银额盆地及其邻区

地球物理特征与盆地基底结构构造研究等 . 个专

题开展综合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影响油气地质条件

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获得了一系列新

进展与新成果#

!&!"区域构造与盆地演化研究认为银额盆地及邻

区石炭纪"二叠纪为典型裂谷盆地

对石炭纪!二叠纪盆地演化与盆地基底特征

有了明确的认识"认为南华纪!晚古生代中泥盆世

研究区处于洋陆演化阶段"红柳河!牛圈子!洗肠

井缝合带$阿尔金东延断裂$恩格尔乌苏断裂带是

分割塔里木板块$哈萨克斯坦板块和华北板块边界

断裂# 中泥盆世古亚洲洋闭合"额济纳旗及其邻区

晚泥盆世!二叠纪形成统一的裂谷盆地!!!北

山!巴丹吉林裂谷盆地,# 6*-

#

明确将额济纳旗及其邻区构造演化划分为 .

个阶段*

!

太古宙!古元古代结晶基底形成阶段)

"

中$新元古代陆壳裂陷阶段)

#

南华纪!中泥盆

世洋陆演化阶段)

$

晚泥盆世!二叠纪海陆演化阶

段)

%

中生代陆内盆山构造演化阶段#

根据沉积建造特征$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以

及区域构造特征"结合地球物理资料"分别对研究

区早古生代!晚古生代中泥盆世$晚古生代晚泥盆

世!晚二叠世的构造单元进行了划分# 并将北

山!巴丹吉林地区石炭纪!二叠纪裂谷盆地进一

步划分为 / 个二级构造单元'图 #("即*黑鹰山!

额济纳旗坳陷带$马鬃山!拐子湖中间隆起带和柳

园!巴丹吉林坳陷带"表现为%两坳一隆&的构造格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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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纪!二叠纪构造单元划分图

#$%&!"'()*+,-./.01*23(04*5$+.0*67,.8,*5$865$,7$59$5.4(7$5(5:$,77600*65:$5% (0.(7

;&!"在厘定研究区石炭系!二叠系主要岩石地层

单元关系"层序地层划分的基础上#明确了沉

积演化特征与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

以古生物化石为依据#按新的中国地层典和国

际年代地层表#重新厘定了研究区石炭系"二叠系

主要岩石地层单元的关系#明确了时代归属$表

"%& 分区建立了石炭系"二叠系标准地层柱#并进

行了层序地层划分'##$(

&

在层序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了石炭纪"二

叠纪沉积演化特征#纵向上石炭纪"二叠纪沉积演

化划分为 % 个阶段#表现了 % 次海侵过程)横向上

具有典型超覆沉积特征#早石炭世"早二叠世早期

表现为由北向南的上超沉积#早二叠世中期"晚二

叠世表现为由南向北的下超沉积'!#&(

&

根据岩性地层与沉积构造特征#按层序地层单

元编绘了沉积相平面展布图& 银额盆地及其邻区

石炭纪"二叠纪沉积相平面展布受*两坳一隆+构

造格局的控制#沉积物源南部以敦煌"阿拉善"狼

山古陆为主要物源#中部和北部以马鬃山"拐子湖

中间隆起带为物源& 由南向北碎屑岩粒度变细#南

部以发育河流相"滨岸相碎屑岩为主#北部以浅海

陆棚相和碳酸盐岩台地相为主''(

& 表明额济纳旗

及其邻区石炭纪"二叠纪裂谷盆地为一大型盆地&

广泛分布的浅海陆棚相泥页岩为良好的烃源岩&

早石炭世"早二叠世紫松阶#表现为由西北向

东南的上超沉积#早石炭世大塘阶沉积范围较小#

到早二叠世紫松阶沉积范围达到最大& 早二叠世

隆林阶"中二叠世冷坞阶#表现为显著下超沉积特

征#沉积范围逐渐缩小& 早石炭世"中二叠世冷坞

阶沉积相纵向演化与平面展布特征类似#纵向演化

特征为正沉积旋回下部$或底部%以滨海相为主#上

部以浅海陆棚相$或碳酸盐岩台地相%为主&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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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研究区岩石地层对比关系

=*2>1!"=91>$+9(3+6*+$%6*.9$))(661>*+$(,$,+913+54? *61*

相平面展布特征以大范围浅海陆棚相沉积为特征"

靠近敦煌!阿拉善!狼山古陆或马鬃山!拐子湖

中间隆起带等物源区则以滨海相为主# 晚二叠世

吴家坪阶!长兴阶海水退出西部和南部"大部分地

区以河流相沉积或陆相火山岩为主"滨!浅海相沉

积范围仅分布在额济纳旗及其以北地区# 晚石炭

世!早二叠世早期'图 /(为银额盆地演化的鼎盛

时期"沉积了广泛分布的浅海陆棚相暗色泥岩"也

是优质烃源岩发育的主要时期"对油气地质条件有

利"为油气地质条件评价奠定了基础#

!&@"明确了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不存在区域

变质$而且中生代盆地沉积区石炭系"二叠

系变形较弱$对油气地质条件有利

传统认为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已发生区

域变质"也是前人从未针对石炭系!二叠系开展油

气地质工作的重要原因# 本项目在地质调查与地

球物理勘查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性编制了银额盆地

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变质变形图,1-

"明确了银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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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银额盆地及其邻区晚石炭世晚期"早二叠世早期%干泉期&沉积相图

#$%&@"A14$-1,+*6? /*)$13-*.(/>*+1.16$(4(/'*+1<*62(,$/16(53;1*6>? .16$(4(/B*6>? :16-$*,

'C*,D5*,:16$(4( $,0$,12*3$,*,4$+33566(5,4$,% *61*3

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演化以成熟!

高成熟为主"不存在区域变质"局部受构造动力作

用影响或受华力西期岩浆热接触作用的影响"烃源

岩演化过成熟# 尽管北山地区和洪果尔山地区石

炭系!二叠系强烈变形"但银额盆地中生界覆盖区

地震及钻井揭示石炭系!二叠系变形较弱"对油气

地质条件有利#

!&E"发现石炭系"二叠系多套厚度大#横向分布

稳定$有机质丰度中等"高$干酪根类型以
!

型为主的烃源岩

发现石炭系!二叠系阿木山组'干泉组($埋汗

哈达组'双堡塘组($阿其德组'菊石滩组!金塔

组(和哈尔苏海组等多套厚度大"横向分布稳定"有

机质丰度中等"以KK型干酪根为主的烃源岩,5-

# 烃

源岩演化程度主要受埋藏史的影响"以成熟!高成

熟为主"局部受热变质和构造动力变质作用的影响

达到过成熟# RSTP) 6! 井阿木山组下段暗色泥岩

!/) 8'未穿("#, 件样品 UVE平均 /'./W"总烃

'JE(平均含量 * /#/ Q!)

63

"生烃潜量'C

!

0C

#

(平

均含量 !#'1! 8AXA"达到好!最好的烃源岩标准#

!'*'!"烃源岩展布特征

晚石炭世!晚二叠世暗色泥页岩分布受沉积

相控制"各剖面$各层组泥岩发育程度存在差异'表

#("总体由南向北泥页岩厚度'或泥岩X碎屑岩(增

大"盆地南部靠近敦煌!阿拉善!狼山古陆的努尔

盖剖面几乎没有泥岩分布"乌兰敖包剖面泥岩仅占

碎屑岩厚度的 #'#W# 距敦煌!阿拉善!狼山古陆

较远的剖面泥岩厚度均大于 !3) 8# 通常每个沉积

旋回'正(下部泥岩X碎屑岩较小"中上部泥岩X碎屑

岩增大"泥岩集中层段泥岩X碎屑岩可达 5)W以上#

参照卢双舫等陆相碎屑岩烃源岩评价标

准,!)-

"并考虑 UVE含量受热演化影响"将 UVE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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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作为好的烃源岩")'.W O!')W为中等烃源岩"

)'/W O)'.W为差烃源岩"

"

)'/W为非烃源岩"对

各剖面烃源岩的发育特征与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

'表 #("烃源岩展布特征受石炭纪!二叠纪构造单

元与沉积相控制"由南向北烃源岩厚度增大"中

等!好的烃源岩比例增加# 烃源岩纵向分布受沉

积旋回控制"中等!好的烃源岩主要发育在正沉积

旋回的中上部泥岩单层厚度大的层段"单层厚度最

大可达 .) 8以上"大部分剖面中等!好的烃源岩

累计厚度大于 *) 8"最厚可达 #!1 8#

表 7"主要剖面的烃源岩分类统计表'!!(

=*2>17"=*2>1(/3(56)16()F3)>*33$/$)*+$(,$,+91-*$,.6(/$>13

,!!-

剖面 地层
碎屑岩厚

度X8

暗色泥页

岩X8

泥页岩X

碎屑岩

烃源岩分类评价

好烃源岩 中等烃源岩 差烃源岩

厚度X8 比例XW 厚度X8 比例XW 厚度X8 比例XW

累计厚度

X8

雅干霍东哈尔 哈
!

苏海组上段 /!*'5 !15'5) )'3)/ !/'3 !#'. 1#'3 ,.'5 !#'3 !!'3 !)1'1

雅干南 *,1 哈
!

苏海组下段 # ./!'.5 /15'!1 )'!.* ! ! !,#'3* ,/', 3!'*1 #3'/ #/*'!#

埋汗哈达 阿其德组 ! !#)'#! #.1'5! )'#/! /1',. !3') !,5'.# ,/'5 #*'./ !)'! #*#'1

古硐井 菊石滩组 1.1'. 335'/) )',1) #1'#. !)) #1'#.

芦草井 菊石滩组 /5*'/ !3.'!) )'*!5 1'3/ ,'3 3!'35 .*'# */'*. /1'# !!/',,

埋汗哈达 埋汗哈达组 3##', #53'5) )'*,, 3'/3 #'3 !/)'.1 ./'3 !)1'3# **'# #*.'.3

杭乌拉 埋汗哈达组 **5', !3)'!) )'/.3 ##'# #3'* *.'. .*') !3'. !5'3 1*'#

大狐狸山 干泉组下段 513'/! #/!'/) )'#/. 3/') #,'# !#!'3 .#'3 *3', #)'# #/!'/

#3! 阿木山组上段 5,,'*! #1!'*) )'#11 ! ! ,)'/3 11'# 5'** !!'1 ,5'1

#3* 阿木山组中段 !./'1, *1'*) )'/!. #')# /'1 *.'. 1*'5 3'). !!'/ ./'.,

查古尔 阿木山组下段 #.3'., .#')/ )'#)/ ! ! *)'1. ,1'. !!'!3 #!'. .#')!

乌兰敖包 阿木山组下段 ,))'#. !.'3* )')## #'1. !*'/ !,'!* 1.', ! ! #)')

芒罕超克 阿木山组 3*.'11 !1)'1/ )'#1) *,'!5 /1'1, *!'5/ /*'.* /#'#, #3'.1 !#!'/5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有机质丰度

UVE'总有机碳(含量是评价烃源岩有机质丰

度的最直接指标"通过大量实测剖面采集的泥页岩

样品的 UVE含量分析"除古硐井剖面菊石滩组

UVE含量较低以外"其他剖面 UVE含量均值分布

在 )'*5W O)'1*W之间'表 /(# 考虑到地表剖面

受风化作用的影响"以及区内整体演化程度较高对

表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2>1@"=91%1()91-$)*>)9*6*)+16$3+$)(/3(56)16()F3

地区

或剖面
层 位

UVE

XW

C

!

0C

#

'8A烃X

A岩(

氯仿沥

青%4&

XW

!

!/

E

'2YI(

XZ

!%

XW

"

89R

X[

饱和

烃X

W

芳烃X

W

饱X

芳

非烃0

沥青质

XW

2SX

2>

甾烷相对含量

有机质类型划分XW

&

'

!

'

#

(

雅干""" 哈尔苏海组上段 )',/'//( )')# )'))#'#*( 6#)'/ /'1 **! #5'# !.') #'3 *3'1 )'31 ! !)) ! !

雅干南 *,1 哈尔苏海组下段 )'.3'/!( )')# )')!/'3( 6##'! #') .)/ //'! 3'# .'/ 3)', )',) ! !)) ! !

埋汗哈达" 阿其德组 )',#'#!( )')# )')/3'3( 6##'*, !',) .!) .)'. 1'5 .', *)'3 )'11 ! .) .) !

古硐井"" 菊石滩组 )'#!'3,( )')/ )'))#'3( 6#/'* #'! *35 /3', !3', #'/ *!'1 )'*! ! ! 33', //'/

芦草井"" 菊石滩组 )'*5'*.( )'), )'))!'1( 6#!'. #'! **5 /,'1 !/'* /'5 *#') )'/5 ! ! 1,'. !#'.

埋汗哈达" 埋汗哈达组 )'./'1.( )')/ )')!#'!/( 6#/') !') .)# #5'. 5'3 /', .,'. )'35 ! 3!'. /1'. !

杭乌拉"" 埋汗哈达组 )',#'*#( )')* )'))/'3( 6##'3 )'1 *51 #,'! !3'3 !'5 .#', )'.* ! 33', //'/ !

大狐狸山" 干泉组下段 !')!'/3( )')* )')!)'!.( 6##'3 *'3 *1, /1'3 !/'# /'* *1'# )',, ! 5!', 3'/ !

#3! 号界标 阿木山组上段 )'*5'*.( )')* )')).'!#( 6#!'5 !') *1, *,'5 !.'/ *') /3'/ )',* ! .) .) !

#3* 号界标 阿木山组中段 )'.1'*#( )'). )')!/'!*( 6#!', )'1 .)! *#'* !!', /'5 *.'5 )',3 ! ,1'3 #!'* !

查古尔"" 阿木山组下段 )'.3'*)( )')/ )')!1'!)( 6#!'1 #'# *53 *.'/ !!'/ *') */'* )'1/ ! 3/'3 /3'* !

乌兰敖包" 阿木山组下段 )'1*'!)( )'). )')#3'*( 6#3'! )'1 .!, .)'! !)'! .') /5'1 )'*, ! !)) ! !

芒罕超克" 阿木山组下段 )',/'55( )')# )')!1'##( 6#.'# /'/ *31 /1'3 .'1 3'3 ..'3 )'.) ! !*'/ 1.', !

"备注*数据为样品分析平均值"括号内为样品数" C

!

0C

#

$"

89R

$UVE样品数相同"

!

!/

E$!%$饱和烃$芳烃$非烃0沥青质与氯仿沥青%4&样品

数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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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E含量的影响,!! 6!/-

"取有机质丰度下限为

)'/W"则多数剖面UVE含量平均值可达到中等丰

度# 各剖面内部 UVE含量差别较大"部分层段

UVE含量中等!较高# 如芒罕超克剖面阿木山组

下段UVE平均含量为 )'3.W"第 !# O## 层暗色泥

岩厚度为 ..'1 8"/# 件样品 UVE含量平均为

!'/3W"UVE含量大于 !W的样品占 1#'3W#

热解产油潜量'C

!

0C

#

($氯仿沥青%4&等也是

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评价的重要指标# 对地表剖面

采集的样品"受风化作用的影响产油潜量'C

!

0C

#

(

和氯仿沥青%4&较钻井岩心样品低许多"仅作为地

表剖面样品评价烃源岩有机质丰度的参考指标#

研究区内采集的样品产油潜量'C

!

0C

#

(分布范围

为 )')# O)'), 8AXA"氯仿沥青%4&含量分布范围

为 )'))!W O)')/3W"较烃源岩评价标准低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5!#)!) 年样品采集过程中尽可

能剥离风化严重的岩石"采集较新鲜样品"氯仿沥

青%4&含量较 #)),!#))1 年采集的样品高出一个

数量级# 前者分布在 )')!)W O)')/3W之间"后者

分布在 )'))!W O)')).W之间# 对比已证实为烃

源岩的三塘湖地区石炭系地表剖面样品"氯仿沥青

%4&主要分布在 )'))#W O)'))*W之间"剥离风化

岩石后的氯仿沥青%4&含量较三塘湖盆地石炭系

地表剖面样品氯仿沥青%4&高很多,!*"!.-

"而三塘湖

盆地石炭系钻井岩心样品氯仿沥青%4&含量达到

正常烃源岩评价标准#

!'*'#'#"有机质类型

区内样品受地表风化作用的影响"许多常规评

价烃源岩有机质类型的指标难以进行有机质类型

评价# 如干酪根元素 JXE6VXE和氢指数!!!最

大热解温度'"

89R

(等# 干酪根碳同位素受热演化

作用影响显著偏大"亦不宜作为干酪根类型评价指

标# 氯仿沥青%4&族组分分析受演化程度较高的

影响饱和烃含量偏大"评价的干酪根类型偏好# 生

物标志化合物作为干酪根类型评价的指标越来越

受到重视"本文采用甾烷相对含量进行有机质类型

划分,!3"!,-

#

指示高等植物生源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具有 E

#5

甾烷优势,!/ 6!.-

# 因此"人们通常将 E

#,

)))

6

'#)\($E

#5

)))

6'#)\(的相对含量进行干酪根类

型的划分"K

!

型干酪根E

#,

)))

6'#)\(相对含量
!

..W"E

#,

)))

6'#)\(XE

#5

)))

6'#)\(

!

#)KK

!

型

干酪根E

#,

)))

6'#)\(相对含量 /.W O..W"E

#,

)))

6'#)\(XE

#5

)))

6'#)\( ]!'# O#)KK

#

型干

酪根 E

#,

)))

6'#)\(相对含量 #)W O/.W"E

#,

)))

6'#)\(XE

#5

)))

6'#)\( ])'1 O!'#)KKK型

干酪根 E

#,

)))

6'#)\(相对含量
"

#)W"E

#,

)))

6'#)\(XE

#5

)))

6'#)\(

"

)'1#

通过对 !# 条剖面 !/! 件样品的统计"区内以

KK

!

!KK

#

型干酪根为主"KK

!

型干酪根占 ..',W"KK

#

型干酪根占 *#')W"KKK型干酪根占 #'/W'图 *("

KKK型干酪根全部分布在研究区西部的古硐井和芦

草井剖面'表 /(#

图 E"甾烷相对含量干酪根类型划分图

#$%&E"G16(%1,+?.14$*%6*-H$+93+16*,161>*+$I1)(,+1,+

!'*'#'/"烃源岩演化程度

由于研究区面积大"各剖面埋藏史与构造改造

史差别亦大"有机质演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镜质

体反射率'!%(分析结果显示"在构造变形相对较

弱的区带"主要受埋藏史的控制"!%分布在 )'1W

O!',W之间"处于成熟!高成熟阶段# 在构造变

形较强或强烈的区带"有机质演化程度除与埋藏史

有关外"受构造动力作用的影响显著"有机质演化

达到过成熟"!%̂ #')W"其中"芒罕超克剖面阿木

山组下段和雅干哈尔苏海组上段 !%分别为 /'/W

和 /'1W#

各种生物标志化合物在热演化过程中向 C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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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转化,!3-

"形成\0C构型的混合物"E

#,

6E

#5

甾烷

的 #)CX'#)C 0#)\(随成熟度的升高而增大# 因

此"E

#5

#)CX'#)C 0#)\(作为成熟度分析指标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通常认为"E

#5

#)CX'#)C 0

#)\( )'/1 O)'.) 为成熟阶段")'.) O)'.# 为高成

熟阶段" )̂'.# 为过成熟阶段# 根据区内 !!! 件样

品饱和烃色谱分析成果所作的 E

#5

#)CX'#)C 0

#)\(与E

#5

**

X'

**

0

))

(关系图"E

#5

#)CX'#)C 0

#)\(分布于 )'* O)'.) 之间的样品占,,'.W")'.

O)'.# 的样品占 !/W" )̂'.# 的样品为 5W"表明

多数样品为成熟!高成熟阶段#

!&J"获得了一系列与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有关

的油气赋存信息$指示了良好的油气%页岩油

气&资源前景

前人在银额盆地以中生界为目的层的油气勘

探于前中生界钻遇油气显示"部分井获工业油气

流"由于认为古生界缺乏烃源岩"认为古生界油气

藏为新生古储# 本项目通过油气地球化学特征分

析与油_源生物标志化合物对比"明确了银额盆地

前中生界所获得的油气显示及工业油气流均与石

炭系!二叠系烃源岩具有良好的亲缘关系"修正了

新生古储的认识,!1"!5-

# 银额盆地土壤油气化探具

有烃类异常强度大$干燥系数高$甲烷碳同位素重

的特点"指示为与石炭系!二叠系高热演化烃源岩

有关的化探异常# 明确了银额盆地及邻区石炭

系!二叠系具有良好的油气资源前景# 依托该项

成果在居延海坳陷施钻的额探 ! 井$额探 # 井于二

叠系钻遇良好的油气显示#

同时"土壤油气化探具有高的烃类背景和强的

烃类异常显示"并具有甲烷碳同位素偏重$干燥系

数大的特点"指示为与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有关

的高热演化油气信息)地表剖面石炭系!二叠系碎

屑岩孔缝中广泛分布沥青)石炭系!二叠系碎屑岩

和火山岩岩石流体包裹体普遍检测到烃类#

!&K"探索了适合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系"二叠

系地质条件的非地震物探方法组合$解译了

断裂体系特征与主要地层单元分布

以石炭系!二叠系为目的层的综合物探方法"

解译了断裂体系特征与主要地层单元分布# 探索

了适合银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地质条件

的非地震物探方法组合# 尤其是在对不同地层单

元电性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阵列式大地测深

'E7̀ 2(方法能较好地进行石炭系!二叠系解译#

对盆地基底结构构造$断裂体系有了新认识"通过

大量岩石物性特征研究"明确了石炭系!二叠系地球

物理响应"解译了石炭系!二叠系的分布'图 .(

,#)-

#

图 J"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地震剖面

#$%&J"A1$3-$)31)+$(,(/:16-(;<*62(,$/16(53/(6-*+$(,$,0$,12*3$,

""探索了叠合盆地深层二维地震野外采集方法"

通过增加激发能量$提高覆盖次数"加大排列长度"

能有效获取石炭系!二叠系反射信息# 通过综合

物探'重$磁$电(剖面测量"以及区域重磁资料$地

震资料及钻井资料的综合研究"对盆地基底结构构

造$断裂体系"主要地层单元的分布等有了进一步

认识#

!&L"明确了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

气资源前景$预测了有利勘探目标区

通过地质6地球物理勘探资料的综合研究"优

+#*+



第 # 期 卢进才等* 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远景调查主要进展及成果

选有利勘探区面积约 *'3 Q!)

*

P8

#

"较有利勘探区

!', Q!)

*

P8

#

'图 3(# 初步估算银额盆地及邻区石

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量 .)',5 Q!)

1

a'石油资源

量为 **'). Q!)

1

a("天然气资源量为 3 ,/,'/* Q

!)

1

8

/

# 其中"北山地区油气资源量 .'.* Q!)

1

a"银

额地区油气资源量合计为 *.'#. Q!)

1

a# 综合评价

圈定有利勘探区面积约 *'3 Q!)

*

P8

#

"较有利勘探

区 !', Q!)

*

P8

#

#

图 K"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有利勘探目标区预测图

#$%&K"#(61)*3+$,% -*.(/+91/*I(6*2>1:16-(;<*62(,$/16(53.6(3.1)+$,% *61*3$,0$,12*3$,*,4$+33566(5,4$,% *61*3

#"结"论

'!(银额盆地石炭纪!二叠纪为典型的裂谷盆

地"发育多套厚度大$分布广$有机质丰度中等!

高$干酪根类型好的成熟!高成熟的烃源岩"并获

得了油气藏赋存的信息"指示了良好的油气资源前

景# '#(石炭系!二叠系沉积之后虽然经历了多其

次构造改造"北山地区和红果尔山地区石炭系!二

叠系强烈变形或变质"但银额盆地内部石炭系!二

叠系变形弱"而且烃源岩演化适中"对油气地质条

件有利"是有望取得油气勘探突破的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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