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0550(2006)05-0747-09

①基金项目: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重点项目(010201-6-j)资助.
收稿日期:2005-10-18;收修改稿日期:2006-01-16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二次生烃及成藏条件特征
①

张英利
1 　赵长毅 2 　朱炎铭 3

(1.西安石油大学油气资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100083;3.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徐州　221008)

摘　要　华北地区是我国东部的主要含油气区 ,其上古生界烃源岩主要以煤系和暗色泥岩为主。由于石炭—二叠系

烃源岩埋藏深 , 热演化程度高 ,且古生代以来构造条件复杂 ,为上古生界烃源岩的二次生烃提供了条件。一次生烃多

数发生在印支期 , 而二次生烃发生在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烃源岩主要分布于本溪组 、太原组和山西组中 , 且南北厚 、

中间薄 , 据参数分析属于中等—好烃源岩。其储层分布于下古生界的白云岩和上古生界的碎屑岩中 , 原生孔隙不发

育 , 储集空间以次生孔隙为主。物性差 ,为低孔低渗储层。峰峰组碳酸盐岩 、本溪组铝土岩及铝土质泥岩及上覆煤系

地层 、石千峰组及下三叠统紫红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是华北地区的有效盖层 , 与储集层匹配形成多套储盖组合。圈

闭以断背斜 、断鼻和断块为主 ,大部分圈闭形成于主要生烃期之前 ,是有效圈闭。通过成藏条件分析认为 ,华北地区的

成藏主控因素是生排烃史和构造发育史的匹配以及成藏后的保存条件 , 因此将来应主要寻找那些二次生烃区的古构

造或喜马拉雅期形成的新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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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区指燕山以南 、大别山以北 、太行山以东

和鲁西山区所包围的地区
[ 1]

,包括冀中 、黄骅 、济阳 、

临清等坳陷 ,是我国东部主要的油气勘探区域 。近年

来 ,无论是从实验上还是从理论上 ,华北地区上古生

代煤系地层的二次生烃都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 2 ～ 9]

。

由于华北地区是我国东部的主要含油气区
[ 9 ～ 14]

,其

成藏条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本文根据有机

质的热演化重点阐述华北地区的二次生烃特征;从华

北地区上古生界烃源岩入手 ,结合储集条件和盖层及

有利的生储盖组合和有效圈闭研究上古生界成藏条

件 ,并确定油气藏形成的控制因素及有利油气区。

1　区域构造沉积演化

黄骅坳陷作为华北地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构造

沉积演化与整个华北地区十分类似 ,因此以黄骅坳陷

构造发育史为例阐述华北地区的构造沉积演化 (图

1)。

华北地区中晚元古代 —早古生代属于稳定地台 ,

沉积一套广阔的海相碳酸盐岩为主的灰岩 、泥质岩和

白云岩岩系 。中奥陶世末加里东运动造成区域隆升 ,

遭受剥蚀 ,普遍缺失晚奥陶世—早石炭世沉积 。至中

石炭世 ,地壳再次下沉 ,形成石炭—二叠纪的海陆交

互相含煤地层和陆相碎屑岩地层 。

三叠纪沉积作用在华北地区广泛发生 ,沉积厚度

大 ,古生界埋藏深 ,但由于受印支运动的影响 ,大部分

地区抬升 ,三叠纪以及上古生界遭受剥蚀 ,个别地区

的上古生界甚至全部被剥蚀殆尽 。早 、中侏罗世华北

地区沉降 ,以含煤岩系为主 。晚侏罗 —早白垩世 ,华

北地区在 SE—NW 区域构造挤压应力的作用下 ,一

系列的 NNE向断裂发生左行走滑 ,发育若干个小型

断陷盆地 。整个盆地沉降埋深 ,是重要的成盆期 。早

白垩世末 ,盆地隆升遭受剥蚀。大部分地区缺失晚白

垩世地层 。在古近纪 ,由于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北

西西向俯冲 ,使华北大部分地区进入断陷发育阶段 。

新近纪 ,断裂活动减弱 ,在热沉降和重力均衡作用下 ,

全区整体沉降 ,进入坳陷型盆地发展阶段。

总的来说 ,华北地区在基底之上 ,自下而上发育

中上元古界(Pt2 -3 )、寒武系 (∈ )、奥陶系 (O)、上古

生界石炭 —二叠系 (C-P)的本溪组 、太原组 、山西组 、

下石盒子组 、上石盒子组和石千峰组 、中生界 (M z),

古近系(E),新近系(N)和第四系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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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北地区烃源岩的二次生烃特征

2. 1　二次生烃的一般特征

所谓的二次生烃系指烃源岩在受热温度降低导

致一次生烃历程被终止之后 ,当受热温度再次增高并

达到有机质再次活化所需的临界热动力学条件时 ,烃

源岩发生的再次生烃演化
[ 15]

。综合前人的研究发

现
[ 2 ～ 6, 15]

:无论起始成熟度如何 ,二次生烃历程均存

在一个生烃高峰 ,而且生烃高峰出现的成熟度与一次

生烃相比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特征 ,即二次生烃

存在明显的迟滞性;如果生烃作用进行的比较彻底 ,

则二次生烃量与二次生烃起始成熟度密切相关;在起

始成熟度进入一次连续生烃 “生油门限”的前提下 ,

二次生烃历程中普遍存在两个生油高峰;二次生烃作

用的生烃 “死线”与一次连续生烃基本一致 , R o均在

3. 5% ～ 4. 0%之间 。

2. 2　华北地区二次生烃特征

华北地区的石炭 —二叠系烃源岩埋藏深 ,热演化

程度高 ,且古生代以来构造条件复杂 ,为上古生界烃

源岩的二次生烃提供了条件 。本文以黄骅坳陷和冀

中 —冀南地区为例来说明整个华北地区上古生界烃

源岩的二次生烃 。

黄骅坳陷和冀南地区石炭 —二叠系沉积后逐渐

埋深 ,至印支期末 ,有机质的成熟度受控于三叠系的

沉积分异 , R o在 0. 6%左右 (图 1),进入生烃门限而

发生一次生烃 ,该期生烃结束时一般只达到成熟早期

阶段 ,生烃量较少 。在印支期末的抬升剥蚀使得有机

质的成熟度降低 ,一次生烃结束。在燕山期末 ,地层

再次大规模的埋深 ,有机质成熟 ,开始二次生烃的过

程 。在中生代地层沉积后 , R o >0. 6%, 最高达到

1. 0%(图 1)。在早白垩世末 ,整个华北地区再次抬

升 ,有机质成熟度降低 ,二次生烃结束。在喜马拉雅

期 ,华北地区进入断陷 、坳陷发展阶段 ,上古生界地层

深埋 ,有机质成熟 , Ro >0. 8%(图 1),又一次二次生

烃开始 。

冀中地区在中生代末期 ,开始一次生烃作用 ,但

生烃量有限 ,难以形成工业性油气聚集。随着后期的

抬升 ,生烃作用停滞 。在早第三纪 ,冀中地区强烈下

陷 ,地温和有机质成熟度迅速增加 ,开始二次生烃 ,晚

第三纪油气大量生成 。

　　在鲁西 、徐怀等地区 ,上古生界烃源岩热演化和

生烃作用主要发生在古生代—早中生代 ,由于其埋藏

深度浅 ,有机质演化程度低 , R o分布在 0. 6% ～ 0. 8%

左右 ,并且新生界沉积的厚度较薄 ,也难以具备二次

生烃的基本条件
[ 16 ～ 17]

。在临清 、丘县等坳陷几乎是

一个连续生烃过程 ,主要生烃期是在中生界沉积时

期 ,R o值已达 2. 5%左右 ,此时油气大部分已经生成 。

由于有机质成熟度在此时演化程度过高 ,导致在后续

喜马拉雅期的埋深过程中难以进一步演化 ,即有机质

现今成熟度已定型。早白垩世末的抬升和剥蚀使得

其生烃结束 ,在随后的构造运动影响下也不存在二次

生烃
[ 15, 16]

。在华北地区的济阳 、东濮等坳陷个别井

存在有机质的二次成熟演化 , 但是不存在二次生

烃
[ 15]

。

华北地区各坳陷内生烃率的展布存在南北差异 ,

南部生烃率总体上高于北部 , 等生烃率带主要呈

NEE向展布 。

华北地区内燕山期太原组的二次生烃显著埋深

变化较大 。冀中坳陷为 1 100 ～ 5 500m ,冀南地区为

1 500 ～ 6 500 m(图 2);黄骅坳陷为 2 100 ～ 5 000 m ,

平均 3 049m(图 3)。总体上来看 ,在各个坳陷内存

在南深北浅的展布趋势 。分布深度变化较大的特征 ,

显然是喜马拉雅期构造分异对太原组显著深度现今

分布影响更为显著的直观反映 。山西组燕山期二次

生烃显著深度埋藏与太原组类似 ,受区域构造演化的

控制 ,显著深度分异性明显 ,其同样表现为南深北浅

的分布特征。太原组喜马拉雅期二次生烃显著埋深

冀中—冀南地区都 <3 500 m ,黄骅坳陷平均为 4 010

m;山西组喜马拉雅期二次生烃显著埋深与太原组仍

然类似 ,只是深度略浅而已 。

3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成藏条件

3. 1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烃源岩特征

上古生界烃源岩主要发育在本溪组 、太原组和山

西组 ,个别地区下石盒子组也有发育。烃源岩岩石类

型为暗色泥岩 、碳质泥岩和煤 ,其中煤层和暗色泥岩

为主要烃源岩 。煤系烃源岩分布在下石炭统的太原

组和下二叠统的山西组地层中 。前者以滨海沼泽相

煤系沉积为主 ,后者则以三角洲平原及河流相煤系沉

积为主。

在平面上 ,黄骅坳陷和冀中 —冀南地区的烃源岩

呈现出南北部厚 、中间薄的分布趋势 ,整个华北地区

也是如此 。煤层南北一般厚 20 ～ 30 m ,中部一般厚 5

～ 15m;暗色泥岩北部的黄骅坳陷最厚超过 300 m ,

南部最大厚度超过 400 m , 而中部一般为 100 ～

150 m
[ 18]

。上古生界干酪根碳同位素值 ( -2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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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骅坳陷有机质热演化史剖面图

F ig. 1　P ro file o f org anic m atte r the rm a l evo lutiona ry history fo rHuanghua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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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冀中冀南地区太原组燕山期二次生烃门限显著埋藏深度等值线图

F ig. 2　Con tourm ap o f se condary hydrocarbon-generation buria l dep th of Ta iyuan Fo rm a tion in Jizhong-Jinan areas

- 25. 6‰)①、氯仿沥青 “A ”的族组成及岩石热解分

析数据均表明烃源岩的有机质类型多数为腐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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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铁冠 ,王飞宇.大港探区古生界烃源岩演化特征 、生烃潜力及

油气资源评价.大港油田地质勘探开发研究院报告 , 1998



图 3　黄骅坳陷太原组燕山期二次生烃显著埋藏深度等值线图

F ig. 3　Con tourm ap o f secondary hydrocarbon-genera tion burial dep th of Ta iyuan Form a tion in Huanghua Dep ression

(Ⅲ ),小部分为混合型 (Ⅱ );烃源岩的有机碳多数 >

1. 5%,同时结合各层位的氯仿沥青 “A”认为太原组

为好的烃源岩 ,本溪组和山西组烃源岩属于中等 —

好 。烃源岩的多数 Ro值位于 0. 5% ～ 1. 3%之间 ,已

处于低成熟 —成熟阶段 ,只有少数 R o值 >1. 3%。

3. 2　华北地区的储集条件

3. 2. 1　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储层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储层分布于亮甲山组 、马家沟

组和峰峰组 ,岩石类型为灰岩 、白云岩 、泥质碳酸盐

岩 。但白云岩类较石灰岩类储层孔隙度高 、渗透率

高 、含油性好 ,是最重要的类型。

奥陶系碳酸盐岩因埋藏深 ,经成岩作用的改造 ,

原生孔隙大部分消失 ,产生大量的溶蚀孔和溶蚀缝 。

因此 ,一般常见的储集空间为洞 、缝 、孔 。碳酸盐岩的

孔隙度一般为 2% ～ 6%,渗透率为 1 ×10
-3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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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3

μm
2
,为低孔 、低渗储层 。碳酸盐岩储层的储集

空间主要由溶蚀作用形成 ,其物性主要受岩溶的发育

程度控制 ,岩溶发育的地区就是有利储层发育带。

3. 2. 2　上古生界碎屑岩储层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储层分布于上 、下石盒子组及

山西组 ,主要是一套河流 —三角洲砂岩储集体 ,以长

石砂岩 、岩屑砂岩或石英长石砂岩为主 ,填隙物含量

低 ,主要为结晶高岭石 、后生方解石等 。

上古生界砂岩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成岩作用后 ,已

经进入了晚成岩期 ,原生孔隙正逐渐消减 ,储集空间

以次生孔隙为主 ,其类型有粒间溶孔 、粒内溶孔以及

微孔隙等。砂岩物性特征表现出低孔 、低渗的特点 。

据华北东部统计 , 孔隙度在 2. 5% ～ 10%的占

65. 2%,渗透率主要分布在 0. 01 ×10
- 3

μm
2

～ 10 ×

10
- 3

μm
2① 。

上古生界砂岩储层物性主要受岩性和成岩作用

控制。储层砂岩以长石砂岩和岩屑砂岩为主 ,成分成

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 ,同时成岩作用强 ,已经进

入晚成岩期 ,原生孔隙不发育 ,物性差。上古生界砂

岩储集层虽然物性较差 ,但仍不失为较好的储层。当

局部地区存在风化溶蚀或构造缝发育等特定条件时 ,

其储集性能有可能变好。

3. 3　盖层条件与生储盖组合

对于古生界的油气藏 ,由于其形成的时间长 ,经

历多期的构造运动 ,且油气的演化程度高 ,更需要有

良好的盖层条件 。华北地区经历了多次的构造运动 ,

导致沉积上的旋回性 ,形成多套储盖组合 。

下古生界峰峰组上部地层本区分布范围较广 ,上

部的 35 ～ 140m可作为峰峰组下部及马家沟组上部

的直接盖层 ,形成上生下储的生储盖组合;石炭系本

溪组铝土岩及铝土质泥岩及上覆煤系地层是下古生

界碳酸盐岩储集体系的重要区域性盖层 ,其具有很好

的封闭性 ,煤系地层对流体的隔挡作用非常突出 ,且

有异常高压存在 ,盖层的质量极佳 ,也形成上生下储

的生储盖组合;石千峰组及下三叠统紫红色泥岩及粉

砂质泥岩是上古生界石盒子砂岩储集层系的重要盖

层 。早期欠压实现象的出现 ,有利于其下部砂岩储层

的保存 ,同时也说明该套泥岩早期泻水条件差 ,为盖

层形成奠定了基础 ,形成自生自储的生储盖组合。

华北地区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主要以张性为主 ,

形成一系列断陷盆地 ,一方面使得原来形成的油气藏

遭到破坏 ,另一方面断层的侧向封堵对油气的形成也

起决定性作用。此外 ,华北地区中生代的泥岩和火山

岩 、第三系的泥岩 ,和古生界储层配套也可以构成有

利的生储盖组合。

3. 4　圈闭条件

华北地区古生界地层沉积之后 ,经历了印支 、燕

山 、喜马拉雅三次大的构造运动 ,形成复杂的构造格

局和多种圈闭类型 。经过印支期和燕山期的挤压 ,形

成一系列的背斜 ,后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对早期形成的

背斜有一定的改造作用 ,使得原来的背斜遭到破坏 ,

形成一些断背斜 、断鼻和断块构造 ,成为喜马拉雅期

二次生烃油气聚集的场所。

在华北地区由于加里东运动使得奥陶系顶面遭

受风化剥蚀 ,形成风化壳 ,其与上覆的石炭—二叠系

盖层组合形成良好的地层不整合遮挡圈闭 。

圈闭的形成时期与生烃期的匹配关系 ,对油气藏

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华北地区的的主要生烃期是燕

山期和喜马拉雅期 ,大部分圈闭已经或正在生成 ,是

有效圈闭 ,形成相应的油气藏。

3. 5　典型的油气藏解剖

以黄骅坳陷的孔古 4井和冀中地区的苏 49井为

例 ,阐述成藏条件 。

1)孔古 4井油藏

孔古 4井潜山为一北东走向被断层复杂化的狭

长型背斜带(图 4)。东西两侧分别被两条北东向断

层所夹持 ,内部被三条逆冲断层切割。孔古 4井中生

界油层顶界构造为被北东向断层所控制的顺向断鼻

圈闭。孔古 4井煤层厚度大 , 10 ～ 12 m ,氯仿沥青

“A”多数 >2%,总烃多数 >10 000 ×10
- 6

,属于较好

的烃源岩。据 P r /Ph、碳同位素 、气相色谱等指标表

明 ,油气主要来源于石炭—二叠系
[ 19]

。

石炭 —二叠系沉积后 ,烃源岩 Ro <0. 6%,未进

入生油门限。三叠纪时期经过了长期的剥蚀 ,此时烃

源岩刚成熟 ,一次生烃 ,但生烃量少。燕山期 ,孔古 4

井石炭系煤系地层在中生代中期埋深达到 2 000多

米 (图 1),构造运动强烈 , R o可达 0. 6% ～ 1. 0%,烃

源岩已达到成熟阶段 ,为二次生烃期 ,生成的油气沿

构造裂缝由烃源岩排出 ,进入储层 ,聚集成藏 。随后

在白垩纪末 ,由于抬升剥蚀 ,二次生烃中止 。在孔店

组沉积后 ,石炭—二叠系烃源岩再次达到了生油门

限 ,尤其是到了新近纪时构造反转后 ,石炭系埋深达

到 3 000余米 ,再次进入二次生烃阶段 。到了新近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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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孔古 4井油藏剖面图

F ig. 4　M ap o f o il rese rvoir o fW ellKonggu 4

石炭—二叠系所处深度位置为 >2 800 m ,石炭—二

叠系地温和有机质成熟度大幅度增加 ,烃源岩进入生

烃高峰 。

　　孔古 4井中白垩系砂岩次生孔隙是油气聚集的

有效空间和运移通道 。孔隙类型以次生溶孔为主 ,

高孔高渗 , 是好储层;在中生代末 —古近纪沉积前

的沉积间断期间 ,孔西潜山遭剥蚀 ,形成风化淋滤

带 ,孔古 4井处于较高部位 ,储层形成溶蚀孔 ,大大

改善了储集性能 。孔西潜山白垩系红色泥岩 、较厚

的古近系地层使油气的保存条件变好 ,是成藏的有

利因素 。

　　2)苏 49井油气藏

　　苏 49井位于冀中坳陷内 ,其生烃特征与前述冀

中地区的生烃特征类似 。在中生代末期 R o 为

0. 62%,开始一次生烃 ,生烃率仅为 5 mg /gTOC。随

后遭受剥蚀 ,一次生烃近于停滞 。古近纪 ,强烈下陷 ,

有机质成熟度迅速增加 ,开始二次生烃 。新近纪 ,地

温和有机质成熟度大幅度增加 , R o达 0. 8% ～ 1. 5%。

油气大量生成。总之 ,在古近纪 —新近纪苏 49井已

大量生烃 。在古近纪苏 49井处于晚成岩阶段 A期 ,

储层次生孔隙发育 ,盖层封闭性能好 ,烃源岩进入排

烃门限且大量排烃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油气藏 。

图 5　华北地区成藏综合事件图

F ig. 5　Ana ly sis on the poo l-fo rm ing events o fH uabei a 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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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成藏主控因素及有利地区预测

由上述华北地区的生储盖来看 ,生储盖组合发育

俱佳 ,且圈闭为有效圈闭 ,可形成有效油气藏 。通过

对孔古 4井和苏 49井为代表的油气藏研究 ,总结出

华北地区的成藏综合事件图(图 5):有利的二次生烃

条件是成藏的基础 ,中等埋深形成的次生孔隙是油气

聚集的有利空间 ,古高今低的构造背景是成藏的关

键 。由此可见 ,华北地区的成藏主控因素是生排烃史

和构造发育史的匹配以及成藏后的保存条件。所以 ,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原生油气藏的勘探 ,应主要寻找那

些二次生烃区的古构造或喜马拉雅期形成的新构造 。

4　结论

(1)上古生界烃源岩由于其埋藏深 ,热演化程度

高 ,加上华北构造运动复杂 ,为烃源岩在燕山期和喜

马拉雅期进行二次生烃提供有利条件。黄骅坳陷和

冀南地区二次生烃时期为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 ,而冀

中地区的二次生烃时期为喜马拉雅期 ,且二次生烃存

在迟滞现象 ,太原组和山西组的二次生烃门限埋深变

化较大 。部分地区则不存在二次生烃 。

(2)华北地区烃源岩主要是含煤岩系和暗色泥

岩 ,太原组为好的烃源岩 , 本溪组和山西组属于中

等 —好烃源岩;储集层分布于下古生界的碳酸盐岩和

上古生界的砂岩中 ,原生孔隙不发育 ,储集空间均以

次生孔隙为主 ,且具有孔隙度和渗透率低的特征。盖

层分布广泛 ,形成多套生储盖组合 。圈闭则以断背

斜 、断鼻和地层不整合遮挡为主 ,其与油气的形成时

期匹配关系良好 ,为有效圈闭。

(3)由于上古生界生 、储 、盖 、排俱佳 ,因此形成

以孔古 4井和苏 49井为代表的油气藏 。根据构造演

化史以及成藏条件分析 ,华北地区的成藏主控因素是

生排烃史和构造发育史的匹配以及成藏后的保存条

件 。所以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原生油气藏的勘探 ,应

主要寻找那些二次生烃区的古构造或喜马拉雅期形

成的新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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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Hydrocarbon-generation and Reservo ir-form ing

Cond itions of Upper Palaeozoic in Huabei Area

ZHANG Y ing-li1　ZHAO Chang-y i2　ZHU Yan-m ing
3

(1. School o f P etroleum Resources, X i'an Shiyou Univ ersity, X i'an　 710065;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P etro leum Exploration and D evelopmen 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3. ChinaU niversity o fM ining and Techno logy, Xuzhou J iangsu　 221008)

Abstract　Huabei basin is an important hydrocarbon-generation area in East China. Source rocks in upper Paleozo ic

consist o f coal-measure stra ta and darkmudstone. Because they we re deeply buried and high ly evo lved and structural

conditions are complica ted afte r Paleozoic, there exists secondary hydroca rbon-genera tion in C arbon ife rous-Pe rm ian

source rocks. Prim ary hyd rocarbon-gene ra tion occurred in Y inzhi stage, wh ile seconda ry occu rred in Yanshan stage

and X im alaya stage. Sou rce rocks distribu te in Benx i Fo rmation, Taiyuan Fo rmation, and Shanxi Forma tion. A nd

th ickness in south and no rth areas is b ig while that inm idd le area is smal.l Acco rding to lots of parameters, source

rocks are attributed tom iddle to good. Rese rvoirs ex ist in do lom ite of low er Pa leozo ic and clastic rocks of upper Pa leo-

zoic. Primary po re poo rly deve loped, so rese rvoir space mainly consists of seconda ry po re. And reservo ir rocks are

poo r in physica l prope rties, wh ich are charac terized by low po 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Ca rbona tes in Feng feng

Fo rmation , bauxite and bauxiticmudstone and ove rlying coal-measure strata in Benx iForma tion, reddish purplemud-

stone and silty mudstone in Sh iq ianfeng Fo rmation and low er Triassic are good cap rocks, which fo rmed several rese r-

vo ir-cap assemblages match ing reservo ir rocks. Traps are mostly fau lt an ticline, fau lt nose and fau lt block. And they

are good because they formed before hydrocarbon-gene ration pe riod. Through analysis of reservo ir-formed cond itions,

the forma tion of poo ls in Huabei basin ma in ly depended on the ma tch of hydroca rbon-genera tion h istory, expu lsion

histo ry and structural h isto ry and the prese rva tion conditions of poo ls after their fo rmation. So the future play s of the

Huabei basi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paleostructure and new structure formed X im alaya stagew he re exist secondary

hydroca rbon-genera tion.

Key words　Huabei areas, uppe r Palaeozoic, secondary hydroca rbon-genera tion, reservo ir-form ing cond 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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