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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煤成油形成的地质条件①

赵长毅 赵文智 程克明 牛嘉玉 张 研 李 伟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北京

提 要 吐哈盆地是典型的煤成油气盆地。通过对该盆地煤成油形成的地质条件分析 ,认为煤成油藏的形成是特定地质

条件下的产物。 盆地构造演化控制了煤系生储油岩系发育 存在低成熟成烃母质以利于烃类排出 成煤沼泽氧化还

原环境与成煤植物差异造成了煤原始富氢程度的不同。下三角洲平原沼泽及分流间湾沼泽是煤成烃发育的有利场所 流水沼

泽相是煤成烃最有利的相带 适合古地温梯度及后续盆地继承发展以保持源岩熟化 ,上夜湖相沉积发育以利于烃类的保存

适合的构造挤压条件以利于煤成油的排驱与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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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虽然人们对煤油共生现象早有认识 ,但煤成油

研究起步于 年代晚期 。 玛 〕̀、 和

〕等最早论证了澳大利亚吉普斯兰盆地

群上白奎统一下第三系煤系地层的生油能力 。
随后在澳大利亚库拍 埃罗曼加盆地 ' 、印度尼西

亚马哈坎姆三角洲 、加拿大马更些一波弗特盆

地 、新西兰的塔拉那基盆地 、尼 日利亚 三

角洲 、北海 默里盆地和挪威 近海豪坦班肯地

区 ,以及美国的圣胡安盆地 〔̀。〕等等都相继发现了

重要的煤成油聚集 。在我国 ,虽然在 一 年代期

间曾发现了鸳鸯湖油田 、中坝凝析油气 田 、冷湖油

田 、齐古油田和七克台油田 ,但却是吐哈盆地煤成油

勘探实践 ,揭开了在含煤盆地寻找油气田的序幕 ,并

先后发现了彩南油田和库车坳陷煤成油气田 ,同时

在珠江口盆地 、东海拉尔盆地 、三塘湖盆地及焉誉盆

地等也相继发现了煤成油气田。

我国煤炭资源极为丰富 ,探明储量和预测资源

量总计约 万亿吨 〔”〕。地史上从寒武纪到第四

纪都有煤层形成 。重要的成煤期有石炭纪 、二叠纪 、

三叠纪 、侏罗纪 、白里纪和第三纪 ,侏罗纪是最重要

的成煤期 。尽管我们已经在含煤盆地发现了一批煤

成油气田 ,但是煤成油盆地与煤盆地总量相比微不

足道 ,并非所有聚煤盆地都具有形成油气盆地条件 ,

一些聚煤盆地的发展结局并未有工业性油气的聚
积 。因此 ,形成煤成油气田的基本地质条件与要素

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

煤及含煤有机质形成的地质条件与湖相生油岩

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 ①湖相有机质形成于相对闭塞

的静水环境 ,湖生生物群在种类和种属上较沼泽生

物显得异常丰富 ,水生生物繁茂 ,以藻类 、动物浮游

生物及细菌等以富含蛋白质 、脂肪等类脂化合物为

特征 ,同时湖盆主要河流和溪流所携带的陆源高等

植物中抗氧化分解能力较强的成分如抱子花粉 、角

质等陆源有机质的输入 ,也大大丰富了湖相有机质

组成 ,这是湖相富氢有机质形成的物质基础 而煤及

含煤有机质形成于沼泽相与河流相沉积体系中 ,生

物群落以陆源高等植物为主 ,伴以少量的藻类等低

等水生生物 ,植物的木质纤维组织以富含芳香族结

构为特征 。 ②湖相为稳定的较深静水的还原环境 ,

沉积速率适中 ,为有机质埋藏 、保存和转化创造了十

分有利的条件 。其生油岩母质类型好 ,以腐泥型和

混合型为主 ,岩石学组成以藻类及其降解产物和壳

质组为主 ,贫氧低碳富氢 而煤和含煤有机质形成于

沼泽的弱氧化一弱还原水介质到河流的氧化环境 ,

植物残体氧化分解合成以腐殖型为主的 型有机

质 ,岩石学组成以镜质组和惰质组为主 ,富氧高碳贫

氢 。 ③湖相生油层厚度大 ,生储盖组合配置好 ,有机

质丰度和类型由湖盆边缘向湖盆内部逐渐变好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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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带状展布 而煤及含煤有机质则无此特点等等 。

煤及含煤有机质与湖相生油岩形成的地质条件

差异性 ,也决定了在含煤盆地寻找油气田 ,不能简单

照搬湖相油气成藏理论 。此文对吐哈盆地煤成油气

田形成地质条件进行剖析 ,以期为西北侏罗纪乃至

在各时代含煤盆地寻找油气田提供借鉴 。

盆地构造演化性质控制了煤系生储

油岩系发育

从而保证了侏罗系油气藏形成所需的生储盖组合的

完整性 。晚侏罗世中期以后 ,地壳活动加剧 ,区域应

力场由拉张转为挤压 ,在盆地东部 、西南 、了墩隆起

与北缘山脉区都发生幅度较大的抬升 ,周缘山脉趋

于高耸 ,从而改变了早期盆地的沉积面貌 ,盆地开始

缩小并被分割 ,气候随之由温暖潮湿转为干燥炎热 ,

沉积范围大大缩小 ,开始了挤压拗陷型盆地的演化

阶段 。

盆地的基底性质与结构直接控制和影响上覆沉

积岩层的展布与岩性岩相变化 ,对生储油岩系的发

育 、质量与组合关系有控制作用 。吐哈盆地前侏罗

系盆地凹入与凸出的形态和现今凹陷 、山系及主要

构造带延展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即反映了这种深部

构造对浅层构造形迹的控制作用 。吐哈盆地前侏罗

纪晚二叠世一三叠纪为前陆一再生前陆盆地发育阶

段 。在中三叠世以前盆地表现出造山期后地貌反差

比较强烈 ,沉积的分隔性比较明显并具有填平补齐

性等特点 。中三叠世以后 ,盆地表现为地貌反差小 ,

沉积连续性与范围比较广泛 。早 、中侏罗世 ,沉积演

化面貌体现伸展拉张型盆地的沉积特征 。气候湿润

温暖 ,植物繁盛 ,植物群由戴类植物的节藏类及真酸

类和裸子植物的银杏类 、苏铁类及松柏类组成 ,以裸

子植物占优势 ,高大松柏类及银杏类相当繁盛 。湖

泊淤浅作用导致的滨湖一三角洲平原沼泽和河流岸

后沼泽发育 ,形成煤系烃源岩 。八道湾组煤层总体

形成于盆地充填演化过程中的湖泊扩张阶段 ,泥炭

堆积后未接受充分的氧化分解 ,厌氧细菌降解作用

强烈 ,表现为煤中镜质组分含量尤其是富氢基质镜

质体含量高 ,煤层相对富氢 西山窑组煤层总体形成

于盆地充填演化过程中的湖泊萎缩阶段 。与早侏罗

世早期水体逐渐加深背景下的三角洲充填相比较 ,

中侏罗世早期为湖泊淤浅的泛盆沉积阶段 ,沉积区

普遍沼泽化 ,聚煤作用更强 。煤岩组成在盆地范围

内各区存在明显差异 ,如哈密坳陷有富惰质组煤而

台北凹陷仍然分布富氢煤 ,表现了西山窑组煤层富

氢程度的不均衡性 。此阶段由于湖盆汇水小 、水浅 ,

汇水分隔性强 ,湖盆振荡频繁 ,造成入湖三角洲砂体

在纵向和横向上与湖沼共生 ,从而构成了良好的生

储组合 。中侏罗世后期 七克台期 盆地进入第二个

湖侵期 ,是盆地侏罗纪以来水体最深 、水域最广的时

期 。凹陷内湖相泥岩发育 ,构成了盆地区域性盖层 ,

低成熟成烃母质的存在与富集有利

于烃类排出

煤孔隙分布特征决定了煤中烃类斌存状态与

排驱难易程度

煤在热演化过程中 ,其大分子由于内部键能的

差异导致随热力学条件的变化而逐渐降解脱落小分

子烃类 ,脱落的烃类首先与有机固体颗粒表面相互

作用 ,被煤孔隙表面质点所 “捕捉 ”。 由于微孔孔壁

对烃类分子引力场的重叠作用 ,造成煤微孔中填充

的烃类分子与孔壁之间的键合力更强 ,微孔对烃类

优先吸附 ,使得煤中烃类的赋存及脱附与煤孔隙分

布密切相关 。当煤微孔发育时 ,烃类多被微孔吸附 ,

不易流动 反之 ,当煤中大孔发育时烃类易排驱运移

出母体 。煤的吸附性强弱及烃类排驱难易程度取决

于煤中微孔隙发育程度 。后者与煤成熟度密切相关

图 。低 、中演化阶段 ,煤中 人的孔隙体积含

量较低 , 而大孔隙含量相应较高 , 孔隙度可达

﹄︸一

次

图 煤孔隙分布特征与成熟度关系

以上 而在气煤晚期至焦煤阶段 ,煤中 加人的微孔



沉 积 学 报 卷

孔隙体积可达 左右 ,大孔隙体积降至 以

下 ,孔隙度降至 以下 。因此 ,具相同生烃量的

煤 ,低中演化阶段生成的烃类易于满足微孔对烃类

吸附所需的阀值 ,多余的烃类易于排出母体 而烃类

主要形成于中高成熟阶段时 , 由于微孔增加因而消

耗于孔隙吸附的烃类相应较低演化阶段要多 ,因此

不易满足微孔对烃类吸附所需的阀值 。换句话说 ,

当达到煤孔隙饱和吸附阀值时 ,低煤阶煤所需的生

烃量较高煤阶煤所需的生烃量要小 ,因此 ,低成熟时

期 相当于镜质体反射率 ' 以前 有利于煤成

油的排驱与运移 。

吐哈盆地煤中含量占 的具暗褐色荧光的

基质镜质体具有早期生烃的特征 ,是吐哈盆地

煤成烃主要贡献组分

一般而言 , 由高等植物木质纤维组织在正常凝
胶化作用条件下形成的典型镜质体 ,其化学结构主

要由具短脂肪链与含氧官能团联结的芳香网络结构

组成 ,不是成油的主要母质 。但吐哈盆地煤中基质

镜质体由于生物化学阶段细菌等微生物的强烈改造

作用 ,使得其先质得以 “改良” ,形成富氢镜质体 ,使

其结构中具有氢化芳香结构 ,比较富含烃基团 ,有生

成液态烃的能力 ,显微荧光行为和热解气相色谱特

征均表明基质镜质体生烃高峰在 ' ,具早期

生烃特征 〔̀ 〕。虽然单位体积的基质镜质体生成液

态烃能力较壳质组低约一至二倍 ,但其在煤中的高

含量则大大弥补了单位生烃量低的不足 ,而成为吐

哈盆地煤成烃贡献最主要组分 。图 为吐哈盆地煤

中基质镜质体含量与生烃潜力关系 ,二者基本呈正

相关关系 。

成煤作用差异造成了煤原始富氢性

的不同

价价扮扮
︵、,刊

段 质体 体权百分

图 吐哈盆地煤中基质镜质体含量与生烃潜力关系图

雌

成煤沼泽氧化还原条件与成煤植物的差异造

成了煤富氮程度的不同

盆地类型 、沉积水介质条件 、成煤植物群落及古

地理 、古气候条件控制了煤的富氢程度 。事实上 ,煤

的前身物即泥炭的形成条件与环境 ,决定了煤的富

氢程度 。高等植物转化为泥炭的过程称作泥炭化阶

段 ,泥炭化作用实质是沼泽中有微生物参与下植物

残体的复杂的生物化学作用过程 。

泥炭的表层即泥炭形成层空气流通 ,存在大量

的喜氧性细菌 、真菌 ,植物残体的氧化分解和水解作

用 ,基本是在泥炭沼泽的表层进行的 。此时植物残

体转变为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并形成部分腐殖酸 ,是

腐殖化作用过程 ,得到的产物一般是贫氢的 。该过

程如果进行得充分彻底 ,植物成分将全部分解成水

和二氧化碳而不能形成泥炭 。实际上由于以下原因

使得氧化分解往往是不充分的 〕。 ①地壳沉降或

潜水面缓慢上升 ,致使沼泽覆水程度增强和植物遗

体堆积厚度的不断增加 ②植物遗体产生的酸性产

物抑制了需氧细菌和真菌的生存和活动 ③某些植

物特有的防腐和杀菌成分等等 。当沼泽表面比较干

燥 ,氧气供应充分 ,但又能适时地被上覆植物残体埋

藏而未彻底分解时 ,常常形成富氧贫氢高碳的丝炭

化物质 。泥炭层底层处于还原环境中 ,泥炭形成层

中形成和保存下来的各种简单 、性质活泼的有机化

合物 ,在缺氧和有矿物质参与下 ,进行复杂的合成作

用 ,转变为腐殖酸及其新化合物 ,是富氢的过程 。该

过程中沼泽水愈还原 ,厌氧细菌愈发育 ,并对有机质

的改造愈强烈 ,氢的富集程度亦愈高 ,因此 ,生物化

学作用过程中 ,沼泽水介质的还原程度决定了煤的

富氢性 。

另一方面 ,成煤植物的不同也可以造成煤富氢

程度差异 。在有水参与下的高压釜模拟实验表明 ,

由纤维素产生的腐殖酸几倍于木质素产生的腐殖

酸 ,而且在一定压力下 ,纤维素受热可形成沥青 ,而

木质素则转变为芳香酸和酚类化合物 。同时 ,纤维

素转化为腐殖组所需的温度只需 ℃,而木质素

则需 ℃的高温 。不同门类的植物其纤维素与木

质素含量比例不尽相同 ,因此便造成煤的富氢程度

有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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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角洲平原及其上发育的分流间湾沼泽 ,是

煤系烃源岩发育的有利场所 流水沼泽相是煤

成烃最有利的相带

有机质高度富集的煤可以形成于各种沉积体系

中 ,煤的沉积环境决定了煤的富氢程度 。吐哈盆地

煤沉积环境研究表明①,在辫状河及辫状河三角洲

体系 、上三角洲平原河流体系 、下三角洲平原 、三角

洲间湾和湖泊体系中均有煤层的聚集 。但不同沉积

环境中形成的煤层 ,其发育程度包括煤层层数 、煤层

厚度和煤层稳定性等均有差异 ,同时 ,成煤植物和沼

泽水介质氧化还原程度亦有较大的差异性 ,因而造

成了煤成烃潜力差异性 。

辫状河及辫状河三角洲体系发育于构造活动

期 ,沉积环境不稳定 ,一般不利于成煤 。只有当构造

宁静期 ,辫状河或辫状河三角洲废弃后 ,才能在河漫

滩或分流间湾上发育泥炭沼泽而成煤 ,或者演化成

曲流河及曲流河三角洲体系 ,发生聚煤作用 。若构

造稳定期持续时间较长 ,则可形成厚煤层 。成煤植

物以裸子植物为主 ,林下蔽类植物含量较低 。哈密

三道岭露天矿和大南湖煤矿 号煤层 ,属于此类沉

积环境下的产物 。由于该类沉积体系发育于构造活

动期中的相对宁静期 ,沉积环境不稳定 ,泥炭沼泽表

面常出露于潜水面之上 ,泥炭层常处于氧化环境 ,因

此煤中惰质组分含量常常很高 可达 一 以

上 ,富氢组分含量相对较低 ,属于干燥森林沼泽相 ,

成烃性很差 。

沼沼泽泽 典型岩性组合合 沉积旋回回匕地势与与 植被组合合 生烃显徽组合合 生烃潜力力 氮指数数 实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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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吐哈盆地侏罗系不同成煤沼泽环境的煤之成烃性比较

冶 呷

下三角洲平原由于河道显著分叉 ,因而分流间

湾发育 ,如沉积物供给充分 ,间湾逐渐充填 、变浅 ,充

填至一定程度后 ,其上植物生长发育 ,逐渐形成泥炭

沼泽 ,为流水沼泽相 。此种类型煤层一般厚度大且

层数多 ,分布亦较稳定 ,含煤性较好 。成煤植物中林

下蔗类植物含量较河漫沼泽中升高 。旅类植物多属

草本植物 ,次生木质部不发育 ,其中纤维素含量远高

于裸子植物 ,而木质素含量又远低于裸子植物 ,同时

河流和溪流所携带的上游中未被分解的富氢组分在

此堆积 ,这是下三角洲平原沼泽及其衍生的分流间

湾沼泽形成的煤 ,较河漫沼泽形成的煤更富氢的物

质基础 。另一个方面 ,由于此类沼泽水体相对较深 ,

泥炭表层常在潜水面以下 ,沼泽水介质更加还原 ,厌

氧细菌繁育 ,泥炭沼泽菌解作用强烈 ,因而所形成的

① 张鹏飞 ,金奎励等 吐哈盆地中 、下侏罗统湖沼沉积环境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内部报告 ,



沉 积 学 报 卷

煤氢含量较高 ,这是下三角洲平原沼泽及其分流间

湾沼泽形成的煤更富氢的环境基础 。

湖泊沉积体系因常处于水下 ,因此聚煤作用较

差 ,只是在湖湾处有时可发育一些碳质泥岩和薄煤

层 ,该环境下形成的煤其成烃性最好 ,但由于该环境

成煤性差 ,因此对煤成烃贡献不大 。

曲流河三角洲体系中 ,河流一上三角洲平原以

河流作用为主 ,河道边缘沼泽是最重要的聚煤场所 。

成煤环境可分为岸后沼泽和泛滥盆地沼泽 。岸后沼

泽通常呈线形 ,位于天然堤的外侧 ,并平行于河道展

布 。当岸后沼泽面积逐渐扩展 ,最后占据泛滥盆地

的相当大部分 ,就形成了泛滥盆地沼泽 。这种环境

下形成的煤层厚度较大 ,分布稳定 ,但煤层层数较

少 。此环境形成的煤 , 由于厌氧细菌改造程度和成

煤植物中蔽类植物相对含量 ,均介于河漫沼泽和下

三角洲间湾沼泽之间 ,因此成烃性好于河漫沼泽而

差于下三角洲间湾沼泽 。

图 概括反映了河成沼泽与湖成沼泽环境下形

成的煤之生烃性差异 。

罗统能否独立成凹并与白至纪一第三纪盆地继承发

展 ,直接控制着煤系源岩成熟和排烃的时期 。吐哈

盆地侏罗系与上覆沉积叠置组合 ,可大致分为三种

类型 ,它们在石油地质条件与含油性方面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 。

①侏罗系源岩沉积厚度较大 ,而上覆沉积的厚

度适中 ,如台北凹陷 图 。侏罗煤系源岩沉积厚

度大 ,为煤系油气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上覆沉积

既可使源岩埋藏到足够成熟的深度 ,而又不使 目的

层埋深过大 。此类型叠置组合是含油远景最好的一

类 。

台北凹陷 ,台参 井

村儿

工
一陷一凹一进飞克

一托

村儿

玉

合适的古地温及后续盆地继承发
展 ,以保持源岩递进性受热并熟

化 上覆湖相沉积发育以利于烃类

的保存

侏罗纪煤系源岩沉积后 ,后续盆地的叠置对于

母质熟化和油气保存是必不可少的 。吐哈盆地晚侏

罗世形成的巨厚湖相泥岩的封盖与白至纪一第三纪

盆地的继承发展 ,是盆地煤系地层油气田得以形成

并具较高含油丰度的重要因素 。

合适古地温及上覆岩层的叠置以利于源岩熟

化

油气生成是一定热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控制烃

源岩烃类生成并排出母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源岩的

热演化程度 。只有源岩成熟度达到大量烃类生成所

需的成熟度 ,即生烃高峰所对应的成熟度 ,所生的烃

类方可克服煤及含煤有机质对其吸附并运移出母

体 。吐哈盆地煤及含煤有机质主要生烃母质为基质

镜质体等富氢组分 ,其生烃高峰相应的成熟度 。在

左右 ,因此侏罗煤系有机质有效烃源岩的成

熟度 。应在 以上 。在 凡 为 以下 ,尽管

煤系有机质生油作用可以发生 ,但数量有限 ,尚不能

满足煤系有机质对液态烃类吸附所需的阀值 。上侏

图 吐哈盆地台北凹陷侏罗系与上覆沉积叠置关系

邓

②侏罗系的源岩发育 ,但源岩自沉积后一直都

未被充分深埋 ,其上或覆盖了白垄系与第三系或仅

覆盖了第三系和第四系 ,但厚度都不大 ,典型的如托

克逊凹陷 图 。由于该类叠置组合煤系烃源岩 ,

在侏罗纪沉积阶段所经受的古地温场高于现今地温

场 ,而且更主要的 ,由于侏罗纪沉积后 ,盆地基本上

处于抬升背景 ,或者未沉积原始地层 ,或遭受剥蚀 ,

上覆沉积厚度小 ,源岩层埋藏过浅 ,使源岩层现今所

经受的热效应仍低于侏罗纪末所经历的热历史 。因

而造成侏罗系中下侏罗统煤系源岩 ,在侏罗纪末期

的热成熟 “钝化 ”,现今成熟度仍然处于侏罗纪末所

达到的水平 。如托克逊中下侏罗统煤源岩 ,现今所

实测的镜质体反射率 为 一 ,在侏罗

纪末即已达到了 。这个成熟度水平尚未能达到煤系

源岩大量生烃的成熟度 ,因此源岩排烃作用尚未发

生 。该类型叠置组合含油气远景较差 。

③侏罗系的源岩厚度较大 ,而后续盆地的沉积

厚度过大 ,尤其是新第三系以来的厚度明显过大的

沉积叠置类型 图 。由于煤系地层富含有机质 ,

在成岩早期陆生植物分解腐化产生大量腐殖酸 ,使



增刊 赵长毅等 吐哈盆地煤成油形成的地质条件

早期水介质常呈酸性特征 ,在成岩早期除局部有菱

铁矿和碳酸盐胶结外 ,常常缺乏碳酸盐胶结 。因此 ,

煤系储层机械压实作用表现得较为突出 。过厚的上

覆地层沉积 ,使得钻探目的层埋深过大 ,储层储集空

间受到压缩 ,储层物性受损 ,勘探找油难度增加 ,只

能以寻找侏罗系作为源岩的次生油气藏为主 。这一

叠置类型有一定的含油气远景 ,但找油难度相应增

大 。

图 吐哈盆地盖层厚度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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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吐哈盆地侏罗系油气产能分布与盖层关系图

以 田

叩

上理湖相沉积发育利于烃类的保存

盖层发育程度与封闭性能的优劣 ,是已运移聚

集的油气得以保存而成藏的重要条件之一 。煤的物

性特征及烃类与煤孔隙相互作用机理 ,决定了煤成

油以轻质油为主 。与正常湖相油比较 ,煤成油对盖

层的质量要求相应提高 ,因而烃源岩上覆区域湖相

沉积的发育 ,是已运移的油气得以保存的重要条件 。

盖层的封盖能力是相对的 ,其封盖性能与沉积环境

关系密切 。对于泥岩盖层来说 ,滨浅湖相尤其半深

一深湖相泥岩由于质地较纯 ,岩石粒级更细小 ,其对
烃类的封盖能力远高于河流相与沼泽相泥岩 。吐哈

盆地中侏罗统两大湖侵期湖相泥岩 ,构成了侏罗煤

系油气的良好盖层 图 。这二套湖相泥岩发育程

度和分布的连续性的差异 ,确定了它们封闭油气的

有效性的不同 。盆地已获工业油流井原油成藏条件

分析 ,与空井的钻探失利原因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 。

中侏罗统西山窑晚期至三间房早期的湖侵构成了北

部凹陷带第一套盖层 。由于此时湖侵范围小 ,湖域

分布局限 ,水体浅 ,汇水分隔性强 ,因而造成此套湖

相泥岩有效封盖范围局限 ,尚不能构成盆地内的区

域盖层 。中侏罗统七克台期广泛的湖侵 ,是盆地侏

罗纪以来水体最深 、水域最广的时期 。此期湖侵所

沉积的湖相泥岩由于分布广泛 ,发育连续 ,沉积厚度

较大 ,构成了北部凹陷带内最重要的区域性盖层 。

侏罗系煤系油气储量的 以上 ,位于该套盖层以

下的事实 图 ,以及在疙瘩台构造顶部和红台构

造顶部 ,七克组湖相泥岩遭受剥蚀消顶 ,因而导致该

构造带油气逸散实例 ,也确立了七克台组湖相泥岩

区域盖层的封盖作用 。而胜北 井及连 井等喀拉



沉 积 学 报 卷

扎组油气藏的形成 ,皆与后期构造运动形成的断层

对七克台组湖相泥岩的切割相关 ,这种切割作用导

致了该套盖层以下的油气调整其上 。这从另一个方

面证明了七克台组湖相泥岩区域性盖层的重要作

用 。

罗纪中后期和白噩纪末 , 曾经出现过产烃高峰期 。

一 一 肠

适合的构造挤压条件以利于煤成油

的排驱与运移

吐哈盆地侏罗系煤系源岩 ,在成熟和排烃方面

有以下几点特殊性 ①生油门限普遍偏大 ,生油门限

为 一 ,因此 ,源岩在进入生油门限以前一

般都经过了较充分压实 ,这为油气一次运移带来困

难 。 ②煤系源岩对烃类的吸附性较强 ,且煤岩孔隙

与孔隙内在水的损失 ,主要发生于成岩作用的早期 ,

即 。 的低熟阶段 。而在 以后的

成熟阶段 ,煤系源岩保存的孔隙多为微孔 ,而且油气

一次运移的载体缺乏 。 ③煤系源岩本身的封闭性并
不理想 ,在压实过程中产生欠压实的概率极小 ,因

此 , 自身驱烃条件较差 。

正是由于煤系源岩在成熟和排烃条件方面存在

上述特殊性 ,使源岩成熟以后所发生的挤压运动 ,在

油气有效排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对吐哈盆地都善油气 田的解剖分析表明 图

,油气的运聚与构造的挤压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

系 。为都善构造提供油气的丘东和胜北凹陷 ,在侏

头头头萝萝翼滓滓
目目目 沪尸 八 `八 。 ,
卜卜卜 民民民 幼̀ ,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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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 叫叫叫叫叫

铆铆铆铆铆

翻翻翻翻翻

闭供油区埋限史史 口闭史史 生烃史史 排经期期 油气成旅过程程

图 吐哈盆地都善油田形成过程分析图

一 旧 `

恰恰在两期生烃高峰之后 ,发生了燕山晚期和末幕

挤压构造运动 ,这既为油气的聚集提供了圈闭 ,也为

油气运移提供了动力 。先于两次生烃高峰期生成的

都善构造不仅在运动中加强了幅度 ,而且没有遭受

破坏又接受了两次挤压运动中输送的油气 ,从而形

成高油柱 、充盈丰满的油气藏 。

吐哈盆地目前已发现的侏罗系原生油气藏 ,几

乎无一例外地都分布在有一定构造挤压的地区 。相

反在相对稳定的斜坡和坳陷区 ,尚未发现侏罗系油

气藏 图 。

幸幸断糕糕断断层 断层 油气旅 油气截 油气藏主压应力主压应力力

图 吐哈盆地构造应力场与油气田分布关系

一

确立构造挤压在煤系源岩排烃运移过程中的作 坏构造的完整性 ,油源断层发育而又不通至地表的

用 ,可使我们对盆地内不同地区侏罗系的含油性给 区带上去寻找 。

予不同评价 。侏罗系煤系油气田应该在符合上述几

个条件的构造挤压不强不弱 ,能产生圈闭而又不破



增刊 赵长毅等 吐哈盆地煤成油形成的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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