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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风化粘土层相对富含 A l2O3 、Fe2O3和 T iO 2。根据风化壳的成熟度将风

化壳分为两类:Ⅰ类成熟度高 ,其硅铝率(SiO2 /A l2O3)在 2. 7 ～ 4之间;Ⅱ类成熟度低 , 其硅铝率在 4. 0 ～ 5. 0之间。风

化壳的成熟度差异由构造和时间的不同引起。受车莫古隆起的影响 , 其脊部的风化壳不断向下伏地层发育 , 成熟度

低;古隆起的脊部以外的地区 ,风化壳发育的构造环境相对稳定 ,风化壳的成熟度高;董 1井区由于后期发育齐古组的

沉积 , 风化壳的发育时间相对较短 ,成熟度低。根据风化壳的成熟度发育机制和成熟度差异 , 将风化壳在腹部分为 4

个区。其中 , 古隆起的脊部的风化壳发育于三工河组砂体之上 , 易于形成地层削截型油气藏。其余地区的风化壳主要

起遮挡作用 , 是油气成藏的重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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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与风化壳相关的油气藏是隐蔽油气藏勘探的重

要领域
[ 1 ～ 3]

。风化壳的结构 、发育机制及油气成藏效

应的研究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 4 ～ 6]

。对于碎

屑岩风化壳自下而上可以划分出三层基本结构:半风

化壳 、风化粘土和底砂岩层 (覆盖在风化粘土层上

部 ,常为砂岩和砾岩 )
[ 7]
。碎屑风化壳发育机制影响

风化壳三层结构特性的差异 ,从而导致不同的油气成

藏效应 。文章利用风化壳剖面上泥岩的氧化物组成

的变化 ,并结合风化壳发育的构造背景和气候条件等

剖析了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发育机

制及油气成藏效应。

1　地质背景

准噶尔盆地位于新疆北部 ,夹持于北天山和阿尔

泰山之间 ,平面形态呈南宽北窄的三角形。本文所指

的腹部西起莫索湾 、沙湾地区 ,北至莫北 、陆南地区 ,东

至彩南地区 ,南到阜康 、呼图壁和石河子地区 (图 1)。

腹部地区侏罗系发育的地层自下而上有:八道湾

组 (J1b)、三工河组 (J1 s)、西山窑组 (J2 x)、头屯河组

(J2 t)和齐古组 (J3q)。其中 J1b、J1 s、J2x和 J2 t之间为

连续沉积 , J2 t和 J3 q之间为非连续沉积 ,且 J3 q仅在

阜东斜坡地区发育 。侏罗系之上是白垩系的吐谷鲁

群 (K1 tg)。侏罗系顶部的地层主要有 J1 s、 J2 x和 J3 q

(图 1)。

　　中晚侏罗纪 ,准噶尔盆地发生整体隆升
[ 8]
,并沿

车排子至莫索湾地区发育了车莫古隆起 。腹部发育

了区域性的角度不整合和平行不整合 ,使得侏罗系顶

部地层普遍发育了古风化壳。其中阜东斜坡区因后

期 J3q的沉积 ,发育了 J3 q /J2 t和 K /J3 q多层风化壳 ,

且以 J3 q /J2 t为主。晚侏罗纪 ,准噶尔盆地处于亚热

带半干旱—干旱气候
[ 9]
。

2　方法与实验

风化壳剖面上的泥岩的氧化物组成具有一定特

征:风化粘土层段相对富含 A l2O3 、Fe2O3和 TiO 2
[ 10, 11]

。

本次通过测试风化壳剖面上的泥岩样品的 A l2O3等 7

种主要氧化物的百分含量 ,来识别风化壳的结构 ,利用

各结构层泥岩的氧化物含量变化及相关参数特征 ,来

分析风化壳的发育机制。

本次采集了准噶尔盆地腹部永 1井 、征 1井 、庄

101井 、庄 4井 、董 1井和董 2井侏罗系顶部风化壳剖

面上的泥岩岩芯和岩屑样品共 87个 ,其中董 1井的

样品取自于 J2 t的顶部。岩屑样品经严格挑选。样品

测试在核工业新疆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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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准噶尔盆地腹部主要井位 、断裂和侏罗系顶部地层分布图

F ig. 1　M ain w e lls, fracture s and stra ta distribution at the top of Jurassic, hin te rland o f Junggar Basin

　　样品经初碎和细磨至 160目以上 ,低温烘干。

Fe2O3和 CaO用 EDTA滴定 , A l2O3用 Cu2 SO 4滴定 ,

S iO 2用 N aOH滴定 , TiO 2用比色法 , K2O和 N a2O用原

子吸收法分别测得其百分含量 。

3　实验结果

　　测试分析结果显示 ,氧化物的百分含量在风化壳

的纵向剖面上具有如下特征:风化粘土层段相对富含

A l2O 3、Fe2O3和 TiO2 ,而缺少 S iO 2、CaO和 Na2O。以

永 1井的风化壳剖面最为典型 (图 2)。根据这些氧

化物在剖面上的这种特征 ,对各氧化物在剖面上的含

量进行了总结(表 1)。与永 1井 、庄 101井和庄 4井

不同的是 ,董 1井 、董 2井和征 1井的 SiO2的含量在

风化粘土层段较下部半风化岩石层段的泥岩富集。

图 2　准噶尔盆地腹部永 1井 K /J不整合剖面泥岩的典型氧化物组成 (%)

F ig. 2　Varia tion o f typica l ox ides content of mudstone, in ver tical se ction o f K /J uncon fo rm ity,

Yong 1 w e ll, in the hinter land of Jungga 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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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O 2的含量在风化壳剖面上展布的差异是由氧

化物在风化淋虑过程中的迁移特性决定的 。刁桂仪 、

文启忠总结出黄土风化成土过程中主要元素的迁移

序列:CaCO3 >FeO >MgO >N a2O >K 2O >SiO2 >A l2

O 3 >TiO 2 >Fe2O3
[ 12]
。董 1井 、董 2井和征 1井的风

化壳的粘土层段其 S iO 2表现为富集状态 ,表明其 S iO 2

还没有来得及向下迁移。这反映了风化壳在演化程

度上的差异 。

风化壳 (古土壤)的演化程度一般用成熟度来描

述 。硅铝率 (S iO 2 /A l2O3)是刻画古土壤的成熟度的

重要参数
[ 13 ～ 15]

。土壤的成熟度是指土壤个体的发育

程度或演化阶段 ,即土壤接近于环境条件达到平衡的

程度。它是气候 、母质 。地形 、生物 、时间各种因素的

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古土壤的高度综合的描述词。它

是针对整个土壤剖面而言的 ,而不是指剖面上某一个

点的土壤成熟度。因 S iO 2较 A l2O 3容易迁移 ,故随着

古土壤的成熟度的增加 ,硅铝率降低 。

　　从腹部几个单井的风化壳的硅铝率 (表 2)来看 ,

腹部 K /J不整合古风化壳的硅铝率在 2. 7 ～ 4. 8之

间 ,变化范围比较大 ,反应了古风化壳发育的程度的

不均一性。大部分的井揭示的该风化壳古土壤的硅

铝率在 3 ～ 5之间 ,反映了该古土壤的成熟度比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 ,董 1井 、董 2井和征 1井的风化壳的

硅铝率大于 4. 0,而庄 101井 、庄 4井和永 1井的硅铝

率小于 4. 0。这说明董 1井等风化壳的成熟度相对

要低 ,与 S iO 2的含量在剖面上的分布是相吻合的。由

此 ,可以将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分为两

类:

Ⅰ类成熟度高 ,其硅铝率在 2. 7 ～ 4之间;

Ⅱ类成熟度低 ,其硅铝率在 4. 0 ～ 5. 0之间 。

表 1　准噶尔盆地腹部单井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氧化物含量在纵向剖面上的变化

Tab le 1　The conten t of ox ides in weather ing crust sec tions, top of Jurassic, h in ter land of Junggar Basin

井号 剖面结构
氧化物的重量百分含量 /%

Fe2O3 A l2O 3 S iO 2 C aO K 2O Na2O T iO 2

A 6. 2 ～ 6. 29 15. 15～ 15. 55 56. 97～ 58. 4 2. 83 ～ 3. 93 3. 11～ 3. 25 2. 45～ 2. 72 0. 62 ～ 0. 67

庄 101 B 6. 13 ～ 6. 69 15. 68～ 16. 78 59. 64～ 61. 7 1. 25 ～ 1. 53 3. 25～ 4 2. 67～ 3. 05 0. 63 ～ 0. 68

C 6. 52 ～ 7. 26 16. 61～ 17. 35 59. 75～ 60. 48 0. 78 ～ 1. 27 3. 87～ 4 2. 55～ 2. 7 0. 7 ～ 0. 72

A 2. 34 ～ 5. 6 12. 49～ 15. 89 64. 8～ 74. 7 0. 69 ～ 1. 41 2. 42～ 3 3. 02～ 3. 57 0. 45 ～ 0. 6

庄 4 B 6. 86 ～ 7. 73 16. 65～ 18. 72 58. 62～ 62. 13 0. 41 ～ 1. 3 3. 11～ 3. 19 0. 72～ 3. 91 0. 63 ～ 0. 82

C 6. 45 ～ 7. 02 16. 57～ 17. 04 56. 54～ 61. 1 1. 25 ～ 3. 12 3. 95～ 4. 11 1. 94～ 2. 9 0. 63 ～ 0. 73

A 4. 36 ～ 6. 45 13. 85～ 15. 53 55. 77～ 62. 64 3. 36 ～ 4. 16 2. 6～ 3. 32 3. 07～ 3. 72 0. 48 ～ 0. 78

永 1 B 6. 38 ～ 7. 51 15. 72～ 17. 33 55. 26～ 60. 09 1. 72 ～ 3. 44 3. 01～ 3. 6 3. 07～ 3. 38 0. 72 ～ 0. 9

C 3. 7 ～ 7. 46 12. 04～ 20. 41 57. 25～ 69. 57 1. 15 ～ 3. 4 2. 35～ 4. 11 3. 09～ 3. 41 0. 35 ～ 0. 77

A 5. 16 ～ 5. 6 14. 59～ 15. 34 60. 11～ 60. 52 3. 13 ～ 3. 5 2. 72～ 2. 84 3. 26～ 3. 34 0. 57 ～ 0. 6

董 2 B 4. 27 ～ 4. 52 13. 66～ 15. 04 63. 41～ 65. 25 2. 31 ～ 2. 38 2. 51～ 2. 94 3. 65～ 3. 76 0. 53 ～ 0. 58

C 5. 1 ～ 5. 16 15. 02～ 15. 81 63. 82～ 64. 22 1. 46 ～ 1. 87 3. 18～ 3. 6 3. 3～ 3. 49 0. 6 ～ 0. 62

A 5. 68 ～ 6. 13 15. 93～ 16. 59 62. 42～ 63. 47 1. 34 ～ 1. 47 3. 57～ 3. 64 2. 98～ 3. 18 0. 68 ～ 0. 75

董 1 B 5. 16 ～ 5. 98 14. 98～ 15. 61 63. 69～ 65. 57 1. 08 ～ 2. 04 3. 28～ 3. 72 3. 13～ 3. 18 0. 67 ～ 0. 68

C 5. 48 ～ 6. 61 14. 78～ 15. 61 60. 73～ 64. 74 0. 92 ～ 1. 36 3. 08～ 3. 72 2. 84～ 3. 38 0. 67 ～ 0. 88

A 5. 73 ～ 7. 35 14. 74～ 16. 97 57. 35～ 60. 09 1. 96 ～ 3. 51 2. 6～ 3. 48 2. 58～ 2. 87 0. 62 ～ 1. 08

征 1 B 4. 10 16. 27 65. 01 0. 45 3. 11 3. 30 0. 77

C 5. 65 14. 98 62. 72 2. 04 2. 72 2. 75 0. 73

　　注:A.不整合面之上泥岩　　B.风化粘土　　C.半风化泥岩

表 2　准噶尔盆地腹部单井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 SOi 2 /A l2O3在纵向剖面上的变化

Tab le 2　The va lue of SOi 2 /A l2O 3 in weather ing crust sec tion s, top of Jurassic, h interland of Junggar Basin

井号 剖面结构
S iO 2 /A l2O 3 /%

范围 均值
井号 剖面结构

S iO 2 /A l2O 3 /%

范围 均值
井号 剖面结构

S iO 2 /A l2O 3 /%

范围 均值

庄 101 A 3. 7 ～ 3. 85 3. 75 庄 4 A 4. 08 ～ 5. 95 5. 19 永 1 A 3. 59～ 4. 52 3. 98

B 3. 55 ～ 3. 93 3. 75 B 3. 13 ～ 3. 73 3. 41 B 3. 27～ 3. 63 3. 42

C 3. 45 ～ 3. 64 3. 57 C 3. 37 ～ 3. 75 3. 55 C 2. 75～ 3. 79 3. 87

董 2 A 3. 94 ～ 4. 12 4. 03 董 1 A 3. 83 ～ 3. 92 3. 87 征 1 A 3. 44～ 4. 08 3. 69

B 4. 22 ～ 4. 78 4. 48 B 4. 08 ～ 4. 38 4. 22 B 4 4

C 4. 06 ～ 4. 25 4. 15 C 4. 04 ～ 4. 46 4. 17 C 4. 19 4. 19

　　注:A.不整合面之上泥岩　　B.风化粘土　　C.半风化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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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化壳的发育机制

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成熟度的

差异与风化壳特定的发育机制有关的 。风化壳的发

育主要与构造背景 、时间和气候条件等因素有关
[ 16]
。

4. 1　气候条件及风化作用的类型

头屯河期由温湿气候变为干热的过渡时期 ,表现

为亚热带半干旱—干旱气候。腹部头屯河地层中的

孢粉化石的种类和丰度较下部地层明显减少 ,但是反

映干旱气候的克拉梭粉 (Classopollis)是显著增加

的
[ 9]
。腹部侏罗系顶部普遍发育表现为棕红色 、红

褐色 、黄色的碎屑岩沉积;另外 ,从风化壳和半风化壳

的粘土矿物组成以伊 —蒙混层为主 ,次为伊利石和绿

泥石 ,而高岭石的含量很低(图 3),这进一步表明了

当时半干旱 —干旱炎热的气候环境
[ 17, 18]

。

在这种干旱炎热的气候条件下 ,风化壳的发育过

程是以物理风化作用为主。永 1井的风化粘土层不

含高岭石 、征 1井的风化粘土层的高岭石的含量低于

下部地层以及风化壳的粘土矿物以伊—蒙混层为主

(图 3),就证明了以物理风化作用为主。

图 3　准噶尔盆地永 1井(1)和征 1井(2)风化壳剖面砂岩粘土矿物相对含量和总量的分布及

北海油田 34 /7 -1井的风化壳剖面的砂岩的高岭石的含量的分布

F ig. 3　The re la tive con tent and conten t o f c lay m ine ra ls in the sandstone o f the w eathe ring c rust section of Yong 1 w e ll(1),

Zheng 1 we ll(2) o f Junggar Basin, and the content of kaolinite in the sandstone

o f the wea thering crust sec tion o f 34 /7 - 1 w e ll of No rth Sea, Eng land

　　CIA(Chem ical Index of A lteration)是用来刻画风

化程度的参数
[ 15, 19, 20]

。实际上 , CIA值反映的是原生

矿物和次生矿物的比例 ,从而提供一个化学风化程度

的量度 。一般 ,没有风化的长石 、花岗质岩石的 CIA

(式①)值为 50左右 ,而次生的粘土矿物 (如高岭石 、

三水铝石和绿泥石等 )的 CIA值达 100,蒙脱石和伊

利石的 CIA值在 70 ～ 85之间
[ 21]
。

准噶尔盆地永 1井等的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 CIA

值均在 60 ～ 70之间 ,反映了风化作用的程度很低。同

样证实了该风化壳发育的过程以物理风化为主。

CIA =[A l2O 3 /(A l2O3 +CaO +N a2O +K2O)] ×100

①

4. 2　构造和时间联合控制的风化壳的发育机制

在气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构造背景和时间的差

异就决定了风化壳发育机制的差异性 。腹部风化壳

的发育受车莫古隆起发育和演化的影响 。车莫古隆

起在 J1 s时期开始发育 ,在 J2 t时期剧烈隆升 ,地层遭

受剥蚀 、风化 ,形成了侏罗系顶部的风化壳 。因此 ,受

车莫古隆起影响的地区 ,特别是其脊部 ,受地层不断

剥蚀的影响 ,风化壳不断向下发育 ,剥蚀速率大于风

化速率 (风化壳向下发展的速率),使得风化壳的成

熟度低 。该类风化壳以征 1井为代表 。永 1井 、庄

101井和庄 4井位于车莫古隆起的翼部 ,风化壳向下

发育的速率相对要慢 ,使得风化壳经历的稳定物理风

化的时间要长 ,故风化壳的成熟度要高。征 1井和永

1井的风化壳剖面上的砂岩的粘土矿物的总量以及

高岭石的含量与风化壳的发育没有亲密的空间关系

(图 3),反而在下部地层的含量增加 ,暗示了剥蚀速

率大于风化速率 ,这与英国的北海油田 (图 3(3))和

Gu llfaks油田是相同的
[ 22,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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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董 1井和董 2井 ,其风化壳的发育基本不受

车莫古隆起的影响 ,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 。其风

化壳的成熟度主要受时间的控制。董 1井的 J2 t顶部

风化壳之上沉积了 J3 q地层 ,同样 ,董 2井的 J3q顶部

的风化壳之上沉积了 K1 tg地层 。因此董 1井和董 2

井的风化壳的发育时间较永 1井等要短 ,导致了风化

壳的成熟度较低 。虽然董 1井 、董 2井和征 1井的风

化壳的成熟度都比较低 ,但是风化壳的发育机制是不

同的。

4. 3　风化壳的几种类型的分布

综上 ,可以把腹部侏罗系顶部的风化壳按照发育

机制和控制因素的不同 ,分为四个区域 (图 4):A区 ,

位于车莫古隆起的脊部 ,风化壳的发育受古隆起的影

响 ,处于一种动态的发育环境 ,不断向下发育 ,剥蚀速

率大于风化速率 ,风化壳的成熟度低;B区 ,车莫古隆

起的翼部 ,风化壳的发育受古隆起的影响相对较小 ,

风化壳的发育相对稳定 ,成熟度高;C区 ,董 1井的西

部 ,风化壳的发育基本不受车莫古隆起的影响 ,处于

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 ,风化的时间长 ,其成熟度高;D

区 ,董 1井区有 J3 q地层沉积的区域 ,其风化壳的发

育虽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 ,但风化的时间相对短 ,风

化壳的成熟度低 。

图 4　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的几种类型分布

F ig. 4　W eathe ring cru sts d istribution at the top of Ju rassic, h in te rland o f Junggar Basin

5　风化壳的油气成藏效应

风化壳经历大幅度埋藏之后 ,由于强烈的压实作

用 ,其在地表经风化淋虑作用形成的较高的孔隙度会

大幅度减少
[ 3]
。对于碳酸盐岩风化壳由于其裂隙 、

溶孔和溶洞发育 ,在埋藏之后虽有跨塌等导致压实 ,

但是总有孔隙保存下来。导致了碳酸盐岩风化壳储

集层强的非均质性和相对孤立的储集体
[ 24]
。与碳酸

盐岩风化壳不同 ,碎屑岩风化壳在经历埋藏之后 ,其

表生的较疏松风化粘土层会被强烈压实 ,孔隙度急剧

减小 ,更多的是充当盖层的作用。 Jiao认为风化粘土

层 (古土壤)是一个潜在的封闭层 ,其孔隙度在 5% ～

15%之间 ,渗透率小于 0. 1×10
-3
μm

2
,甚至小于 0. 01

×10
- 3
μm

2
;驱替压力表明古土壤层具有高封闭能

力
[ 25, 26]

。

对于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来说 ,以

物理风化为主 ,风化淋虑作用较弱 ,使得下部半风化

岩石层段成为储集层的可能性降低 。该风化壳更多

的起着遮挡的作用 ,如征 1井的风化粘土层孔隙度明

显低于底砂岩和半风化岩石层(图 5)。因此 ,该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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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是油气成藏的重要界面 ,除非有断裂的发育 ,否则

油气很难在白垩系地层聚集成藏 。征 1井和永 1井

在风化粘土层之下直接发育的油气藏已经被油气勘

探实践所证实。

图 5　征 1井风化壳剖面上孔隙度的变化

F ig. 5　Varia tion o f po rosity in the wea thered section,

W ell, Zheng 1, Junggar Basin

　　对于风化壳的发育机制不同而划分出的四个区

域 ,其油气成藏效应也是不一样的 。A区 ,地层的剥

蚀量大 ,风化壳多发育在砂地比高的 J1 s之上 ,容易

形成由风化壳封闭的地层削截型油气藏。另外 ,该区

是应力集中的区域 ,小断层较容易产生 ,故其在风化

壳之上的白垩系成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B区 ,地层

剥蚀量相对 A区要小 ,风化多发育在 J2 x之上 ,形成

由风化壳封闭的地层圈闭的可能小 ,对油气成藏起着

遮挡作用。因此 ,该区的油气藏多发育在风化壳之下

的 J1 s中。 C区 ,地层剥蚀量小 ,风化壳的成熟度高 ,

是重要的油气成藏的遮挡界面 。 D区 ,地层剥蚀量

小 ,风化壳的成熟度低 ,但是发育了多重风化壳 ,同样

是重要的遮挡界面。但是 , C区和 D区在燕山期发育

了近东西向的断裂 ,使得在油气在风化壳之上的白垩

系成藏成为可能 。

6　结论

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顶部风化壳从成熟度可

分为两类:Ⅰ类成熟度高 ,其硅铝率在 2. 7 ～ 4之间。

主要分布在车莫古隆起的翼部和董 1井西部不受车

莫古隆起影响的区域 。 Ⅱ类成熟度低 ,其硅铝率在

4. 0 ～ 5. 0之间。主要分布在车莫古隆起的脊部和董

1井区发育 J3q地层的区域 。

车莫古隆起脊部的风化壳发育一种动态的环境 ,

地层剥蚀量大 ,是形成由风化壳封闭的下部地层削截

圈闭的有利区域 。同时易于发育小断层 ,使得风化壳

上部形成油气聚集的可能性较大 。车莫古隆起的翼

部和不受车莫古隆起影响的区域 ,风化壳更多的起着

油气成藏的遮挡面 。限制了油气在风化壳之上的白

垩系成藏。但是 ,燕山期近东西向断裂的发育使得董

1井区及其西部地区的白垩系的油气成藏的可能性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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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M echanism and Effect on Petroleum Accumulation of the

W eathering Crust, Top of Jurassic, in the H interland of Junggar Basin

LI Ping-ping1　ZOU Hua-yao2　HAO Fang
1 , 2

(1. K ey Labora tory of theM inistry o f Educa tion for theM echan ism o f Petroleum Accumulation, China U nivers ity o f Pertroleum , Beijing　 102249;

2. Facu lty o f Resources, ChinaU nivers ity o fG eosciences, W uhan　430074)

Abstract　C lay-layer o f thew eathe ring crust, top of Jurassic, in the hinte rland o f JunggarBasin, is cha racterized by

enrichedA l2O 3 , Fe2O3 and TiO2. The weathe ring crust can be classified in to two types acco rding to ma turity index

(SiO2 /A l2O3). Type Ⅰ show s highm aturity, w ith S iO 2 /A l2O 3 betw een 2. 7 ～ 4. 0, and typeⅡ show s low m atu rity,

w ith S iO 2 /A l2O 3 between 4. 0 ～ 5. 0. Difference o f them atu rity of weathe ring crust(MWC) is mainly caused by tec-

tonic env ironmen t and geo logica l time. In the ridge area o fChe-Mo Pa leoh igh, MWC is low , as w ea thering crust de-

ve loped progressively down into underly ing strata during up lift o f the Pa leoh igh in Late Jurassic. In the flank area o f

the paleohigh and the a rea unaffected by the paleohigh , MWC is h igh, as weathe red crust deve loped in re lative ly sta-

b le environment and experienced longer time. MWC is low in the area of Dong 1 w e ll, as w eathered time is much

shorter caused by the deposit of J3 q in Late Jurassic. Truncate-reservo irs can be formed in the ridge o f the paleohigh as

w eathe ring crust deve loped upon sandbody o f J1 s direc tly. In othe r area, weathe ring crust is an important sea l for pe-

tro leum mig ration and accumulation.

Key words　Junggar Basin, wea thering crust, forma tionmechanism , pe tro leum accumu 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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