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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岩石薄片、铸体薄片、扫描电镜等镜下特征分析,对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克百地区三叠系溶蚀作用特征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三叠系溶蚀作用发育普遍、现象丰富、对储层改造作用明显,是研究区最为重要的成岩作用类型。

/成分成熟度低、结构成熟度中等偏下0的岩石学特征是成岩作用的沉积基础。长石的溶蚀在该区最为常见,胶结作用

弱、局部见方解石和方沸石溶蚀, 碱性条件下石英弱溶蚀。溶蚀作用对储层的改造决定了克百断裂上、下盘三叠系储层

的孔隙空间类型和孔隙的垂向演化。岩石类型、泥质含量和沉积微相等因素控制储层中溶蚀作用的发育程度及分布。

关键字  准噶尔盆地 三叠系 储层特征 溶蚀作用 孔隙演化

第一作者简介  朱世发 男  1982年出生 博士研究生 沉积学与层序地层学  E-m a i:l zhush ifa_zs@f 163. com

中图分类号  P588. 2 TE122. 2+ 3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储集层中次生孔隙普遍存在的发现, 改变了储层

质量随深度增加一定变差的观点,从理论上为寻找较

深部油气藏提供了依据, 拓宽了勘探的领域, 对油气

勘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自 1979年 Schm idt提

出砂岩次生孔隙这一概念以来
[ 1]
, 国内外学者对其

产生的机制及应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Bo les研

究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德克萨斯州中新世盆地, 认

为斜长石是形成次生孔隙的重要矿物,斜长石沿解理

面比垂直解理面的溶解快 2 ~ 3倍,溶解后析出高岭

石和形成石英次生加大
[ 2]
。 Surdam研究了美国墨西

哥湾地区上侏罗统储层,认为烃类储层中硅酸盐骨架

颗粒的溶解可构成孔隙的重要部分
[ 3]
。朱国华研究

了陕甘宁盆地三叠系储层,特别强调浊沸石胶结物溶

蚀型次生孔隙对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 4]
。邱桂强

研究了东营凹陷古近系成岩层序特征,探讨层序界面

附近和层序内部成岩作用特别是溶蚀作用发生的一

般规律,认为油气储层的物性受成岩相和成岩层序控

制
[ 5]
。钟大康和朱筱敏对塔里木盆地满加尔凹陷志

留系砂岩研究发现,早期碳酸盐胶结作用对次生孔隙

的形成及孔隙演化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6]
。综上所

述,储层次生孔隙的形成受控于成岩作用, 而其中溶

蚀作用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

  三叠系是准噶尔盆地主要的油气储集层º
, 油、

气总资源量分别为 17. 524 @ 10
8
t、3102 @ 10

8
m

3
。其

中,近一半的石油资源分布在西北缘断裂带, 而克夏

断阶带又占绝对优势。在西北缘,三叠系的石油发现

率最高为 37%, 天然气为 2%, 大量的油气资源尚未

发现。因此, 三叠系的油气勘探潜力不容忽视。前人

对西北缘克 ) 百地区三叠系储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但对孔隙类型和次生孔隙成因缺乏针对性和系

统的分析。该区近源粗粒碎屑岩储层非均质性强,原

生孔隙破坏严重, 次生孔隙发育程度决定储层质量。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7~ 10]

, 对全区 96口井的

1163块铸体薄片、45口井的 310块扫描电镜等样品

镜下观察,首次深入分析研究区三叠系成岩溶蚀作用

特征,明确其造成储层质量差异的成因机理和控制因

素,预测次生溶蚀孔隙发育相带及优质储层分布,为

西北缘在斜坡区中深层进行精细油气勘探研究,提供

科学的地质依据。

1 地质背景

  克 ) 百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属于盆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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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隆起区内的克 ) 夏断阶带二级构造单元,勘探面积

2 005 km
2
。克 ) 夏逆掩断裂带属挤压 ) 推覆型断

裂,形成于海西中晚期,印支期构造格局定型, 活动终

止于燕山运动中期。形成早、活动期长, 使其兼有逆

掩性质和同生断裂性质, 为油气形成、储盖和运移聚

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形成宽阔的西北缘油气富集

带
[ 11~ 13 ]

。在断裂带上盘地区,缺失二叠系,部分地区

缺失三叠系、侏罗系。研究层段三叠系埋深 60 ~

2 290 m,沉积厚度 0~ 600m; 在下盘地区, 地层整体

发育完整,三叠系埋深在 1 200~ 3 750 m范围, 沉积

厚度 500~ 1 000m。上、下盘地层沉积厚度、埋藏深

度差异明显 (图 1)。

2 岩石学特征

  克百地区三叠系从老山至玛湖凹陷主要发育冲

积扇、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三角洲和滨浅湖 5类储

层
[ 9 ]
。岩性总体为近物源、粗碎屑岩, 主要以不等粒

砾岩、砂质砾岩和砂岩为主, 储集砂体空间展布受沉

积相控制。三叠系自下而上发育百口泉组、克拉玛依

组和白碱滩组,其中百口泉组和白碱滩组上段在断裂

上盘缺失,下盘发育冲积扇、辫状河等近源沉积。其

他层段上盘为粗岩相沉积;下盘砂体搬运距离增加,

粒度略细,岩性以 (辫状河 )三角洲中 ) 细砂岩为主。
  三叠系储层碎屑颗粒中含有大量各类岩屑,包括

凝灰岩、花岗岩、弱变质泥岩和弱变质砂岩岩屑等,组

分大于 50%。长石含量一般在 11%左右。储层磨圆

次棱角 ) 次圆、分选差, 接触关系以点 ) 线接触为主,

压实强度中等 ) 弱。结构组分中,填隙物含量少,其中

胶结物平均含量为 2. 3%;杂基平均含量不到 6. 5%。

图 1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克 ) 百地区位置图及构造剖面图

F ig. 1 Geo log ica l ske tch and tecton ic section o f NW m arg in,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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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盘地层与上盘相比, 岩屑组分有所降低, 但岩性仍

为岩屑砂岩,少量为岩屑长石砂岩;在机械分异作用

和沉积微相控制下,成熟度略有增高。总体三叠系储

层具有 /成分成熟度低、结构成熟度中等偏下 0的岩
石学特征。

3 成岩溶蚀作用特征

  受工区内断裂和酸性地下水 [ 7, 14]
的影响,三叠系

溶蚀现象普遍发育,对储层的成分、结构、构造及次生

孔隙的形成影响十分突出。其中,对矿物成分的改造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¹ 不稳定组分 (长石、火

山岩屑、云母等 )及胶结物溶蚀; º自生矿物 (自生石

英、石英自生加大、自生粘土矿物 )析出。

3. 1 长石和胶结物溶蚀

  1)长石溶蚀现象普遍发育

  长石的溶蚀在本区最为常见。表现为酸性地层

水沿解理缝或双晶结合面开始渗透、溶解, 然后向中

心扩展,形成斑点状、蜂窝状、条纹状、长条状粒内溶

孔 (图 2a, b)。本区的粒内溶孔大部分为长石溶蚀贡

献。部分孔隙水沿颗粒边缘继续溶蚀, 形成扩大的粒

间孔。长石部分溶蚀后尚见长石残晶, 而有的颗粒大

部分或完全溶蚀, 最后形成铸模孔。这种铸模孔或特

大溶孔的形成是因为在有机酸溶液中形成的络合物可

将 A l
3+
带走,使孔隙水对长石的溶解程度不断提高。

长石的溶蚀常与高岭石沉淀和石英次生加大共生。

  2)胶结作用弱,局部见方解石和方沸石溶蚀

  研究区胶结物含量较少, 平均含量小于 2. 3%。

其中以碳酸盐胶结物为主,相对含量大于 85%, 包括

方解石,菱铁矿, 其次为黄铁矿胶结物、沸石类胶结物

和硅质胶结物。沸石类胶结物出现在富火山物质及

长石的五八区和七区东部,见方沸石和浊沸石, 以方

沸石较为常见。沸石形成于低温、强碱性环境中, 在

火山岩气孔中常可见到沸石
[ 15]
。本区火山凝灰岩受

蚀变时可大规模形成沸石, 因为火山凝灰岩粒度细,

并含有大量低温时不稳定的矿物,在受溶液作用迅速

分解后可放出大量 K
+
、Na

+
、Ca

2+
、Mg

2+
等离子, 使

溶液呈强碱性,很有利于沸石的形成。在本区二叠系

含火山岩层系,沸石及沸石溶蚀现象更为常见。

  方解石和方沸石胶结物在本区酸性水作用下, 发

生溶蚀, 溶蚀量受胶结物含量限制而较少 (图 2c,

d)
[ 16]
。

  3)碱性条件下石英弱溶蚀

  在溶蚀作用的后期,流体由酸性转化为碱性
[ 7]
,

稳定的石英颗粒也被选择性溶蚀,其特征表现为晶体

具有不规则的外缘,边脊磨钝;表面有溶蚀凹坑,呈桔

皮状 (图 2e, f)。一般酸性溶蚀作用发生在前期, 碱

性溶蚀作用发生在晚期;酸性溶蚀为进一步碱性溶蚀

提供了良好的 /通道0。

  本区孔隙水以酸性溶液为主,局部地区转为弱碱

性,因此,石英的溶蚀对孔隙空间的贡献较小,只是一

定程度上改造了喉道的大小。

3. 2 自生矿物的形成

  在次生溶蚀孔隙发育带附近,高岭石的含量有增

高趋势, 这是因为伴随颗粒、杂基等不稳定组分的溶

蚀,释放出大量化学组分加入孔隙水中, 如 Si
4+
、

A1
3+
、K

+
、Ca

2 +
等离子, 孔隙水性质发生明显的改变,

形成如高岭石等一系列的自生矿物。在薄片中主要

根据附近存在有充填孔隙的高岭石以及自生石英或

石英加大边来说明有铝硅酸盐颗粒 (包括长石和多

种岩屑 )溶解。长石溶蚀后向高岭石转变现象在本

区十分常见 (图 2g)。

  由铝硅酸盐溶解产生的次生孔隙,很大程度上改

善了储层储集空间, 但局部地区增孔较少, 可以认为

是原有孔隙的 /重新分布0。这是因为自生矿物的形

成常对储层起破坏作用,新生的粘土矿物可能阻塞喉

道,使渗透率大为降低
[ 17 ]

;自生石英晶体和石英的次

生加大抢占了新增或原有的孔隙空间 (图 2h)。本区

石英次生加大和自生石英虽然分布广泛,形成时间也

延续较长,但是含量甚低, 发育不完整, 因此, 它们对

储层孔隙空间影响不是很大。

4 次生溶蚀孔隙及孔隙演化

4. 1 次生溶蚀孔隙

  克百地区三叠系储层以中孔中渗为主要特征,孔

隙度平均值为 14%, 渗透率平均为 140 @ 10
- 3
Lm

2
。

孔隙空间按成因可划分为原生孔隙和次生孔隙两种

类型。次生孔隙又可细分为溶蚀型次生孔隙和非溶

蚀型次生孔隙,后者主要为构造、成岩或粘土矿物脱

水而成。

  通过对全区 96口井 1163块铸体薄片孔隙类型

的研究, 认为三叠系整体以次生溶蚀孔隙为主, 其中

粒间溶孔、粒内溶孔占储集空间的比例最大, 累计近

70% ;而原生孔隙 (包括晶间孔 )相对含量较少, 不足

20%。非溶蚀型次生孔隙类型如界面孔、收缩孔、微

裂缝等, 所占比例为 14. 3% (图 3 )。这里主要讨论

与溶蚀作用相关的次生溶蚀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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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北缘克百地区三叠系储层典型溶蚀作用镜下照片

a.长石溶蚀, 538井, 1 339. 61m, @ 650; b.长石溶蚀,克 88井, 2 930. 93m, @ 1 700; c.方解石溶孔,克 91井, 72. 04m, @ 25 ( - ) ; d.方沸石

溶孔, T8084井, 2251. 81m, @ 40 ( - ) ; e.石英晶体遭受溶蚀,黄 4井, 1 579. 62m, @ 3 000; .f石英表面溶蚀与叶片状绿泥石,克 015井,

1 949. 78m, @ 3 090; g.长石y高岭石转化,克 015井, 1 986. 97m, @ 1 490; h.粒间孔及自生石英,克 015, 2 035. 1m, @ 4 000

F ig. 2 Typ ica lm icroscope pho tog raphs o f T r iassic d isso lution in Ke-Ba i area, northw estern m arg in o f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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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克百地区三叠系孔隙类型及相对含量

F ig. 3 C lassfica tion and re lative content o f rese rvo ir pores

in the T r iassic reservo ir in Ke-Ba i area

  1) 粒间溶孔

  由三部分储集空间组成,包括溶蚀扩大孔、基质

溶孔和碳酸盐胶结物溶孔。

  溶蚀扩大孔又称改造粒间孔隙, 主要指在原生粒

间孔基础上, 铝硅酸盐组分被部分溶蚀而形成的孔

隙,见明显的溶蚀边界, 是混合成因的孔隙类型 (图

4a)。又因这种孔隙主体为原生粒间孔, 只是边缘溶

蚀了部分颗粒而使其扩大,也有人将其划为原生孔一

类
[ 7]
。溶蚀扩大孔是本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孔隙类

型,对提高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质溶孔或杂基溶孔,一般为一些较为细小的微

孔,在铸体薄片上基质显示为不均匀的浅蓝色, 主要

见于填隙物高含量层,对于储集空间贡献不大。

  胶结物溶孔,在本区不发育, 仅部分地区和层段

出现, 这与胶结物含量少且碳酸盐类矿物相对长石等

硅酸盐矿物难溶蚀有关。

  2) 粒内溶孔

  本区粒内溶蚀主要表现为岩屑的筛状溶蚀和长

石沿解理缝的溶蚀;其中,长石的沿其解理缝溶解、残

余现象最为普遍 (图 4b)。因此,长石的粒内溶孔也

是本区发育最为重要的孔隙类型。但粒内溶孔发育

地区局限,其对孔隙空间的贡献小于粒间溶孔。镜下

观察,本区铸模孔少见。

  在本区见交代物溶蚀现象, 表现为早期易溶矿物

交代了颗粒后被溶解形成粒内溶孔。这种溶蚀主要

是对碳酸盐交代物的溶蚀。粒间的方解石或白云石

交代石英和长石颗粒, 将颗粒边缘溶蚀成锯齿状或鸡

冠状的不规则外形。后期这些交代物被酸性孔隙水

部分或全部溶解, 形成粒内溶孔。

4. 2 储层孔隙演化

  克 ) 百逆掩断裂带上、下盘三叠系因埋藏史不

同,其现今所处的成岩阶段也有差异 (图 1)。上盘地

层长期遭受风化剥蚀, 埋深一般小于 2 200m,伊蒙混

层比多介于 15% ~ 50%,现今处于早成岩 B亚期;下

盘地层发育完整, 埋深在 1 200~ 3 600 m之间, 由镜

质体反射率 R o值多介于 0. 5% ~ 1. 3%判断, 下盘地

层现今大部分处于中成岩 A亚期。

  随着埋深的增加,压实作用增强, 原生孔隙空间

损失量越来越多。克百地区三叠系储集层中发育的

强烈的溶蚀作用, 改变了储层质量随深度增加逐渐变

差的趋势,使储集空间在垂向上由原生孔隙过渡为原

生 ) 次生混合孔隙,再到以次生孔隙为主。由于断裂

带上下盘地层沉积环境、埋藏史、储层成岩作用的差

异,造成储层孔隙垂向演化及其分布规律在断裂带

上、下盘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 断裂上盘孔隙演化特征

  断裂上盘埋深浅,压实作用强度弱, 原生粒间孔

保存相对完整,溶蚀孔隙多以溶蚀扩大孔形式出现。

在断裂上盘以原生孔隙为主的储层主要分布在 500

m以上 (图 5)。储集空间以压实剩余原生孔隙为特

图 4 克百地区三叠系储层溶蚀孔隙铸体照片

a.粒间溶孔,克 801井, 1 844. 92 m, @ 40( - ) ; b.粒内溶孔,克 303井, 3 532. 99 m, @ 40 ( - )

F ig. 4 Typ ica l casting th in sections of T r iassic d isso lved pores in Ke-Ba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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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克百地区断裂带上、下盘三叠系储层孔隙垂向演化与分布特征

F ig. 5 Vertica l d istribution and evo lution o f pores on different w alls of the fau lt be lt o f T riass ic in Ke-Ba i area

征,溶蚀孔隙所占比例小于 30%。储层平均孔隙度

为 22%, 平均渗透率为 639 @ 10
- 3
Lm

2
; 在断裂上盘

埋深 500~ 800 m, 次生溶蚀孔隙含量增加,形成混合

孔隙类型即溶蚀孔隙含量为 30% ~ 50% 的孔隙类

型。在埋深大于 800 m, 随着溶蚀作用增强,次生孔

隙含量大于 50% ,以粒间溶蚀和粒内溶孔组合的形

式出现,表现为中等溶蚀强度。

  在断裂上盘储层埋深 500~ 2 500 m深度范围,

发育三期明显的次生孔隙发育带: 900 ~ 1 100 m、

1 200~ 1 350m、1 800~ 2 150 m,平均孔隙度分别为

16%, 14. 4%和 12. 1%, 整体比正常压实高出 3% ~

10%。次生孔隙发育程度与碳酸盐含量不存在明显

的消长关系,而与高岭石含量呈较好的正相关关系。

高岭石含量总体随埋深增加而减少, 但局部层段含量

增多,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石的大量溶蚀。

  次生溶蚀孔隙为主的储层出现在埋深浅 ( < 800

m )的地层中,是由于本区浅层受断裂沟通, 易接受大

气淡水的淋滤;同时下伏二叠系泥岩内有机质开始成

熟并形成有机酸,沿断裂、不整合向上和侧向运移, 加

之储层组分中粘土矿物少,孔喉结构好, 便于流体流

动,遇长石等不稳定矿物, 次生溶蚀孔随之出现
[ 18]
。

  2) 断裂下盘孔隙演化特征

  断裂下盘埋深较深, 压实作用强,原生孔隙所占

比例减少,次生溶蚀孔隙为主要孔隙类型。

  在断裂下盘埋深 1 200~ 3 600m深度范围,也发

育三期明显的次生孔隙发育带: 1 500 ~ 1 800 m、

2 100~ 2 500m和 3 050~ 3 500m, 平均孔隙度分别

为 13. 8% , 11. 5%和 9. 2% ,总体比正常压实高出 5%

~ 10%。次生孔隙发育程度与碳酸盐含量不存在明

显的消长关系, 而与高岭石含量呈较好的正相关关

系,说明断裂下盘溶蚀作用的主要对象也非碳酸盐胶

结物而是长石。高岭石随埋深增加向伊利石转化,但

局部层段含量增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石的大量溶

蚀。

  通过镜下观察发现,三期次生孔隙发育带中前两

期除了与溶蚀作用有关外, 还与构造、成岩及粘土矿

物脱水作用形成的微裂缝、界面孔和收缩孔有关。

5 溶蚀作用影响因素初探

  克百地区三叠系储层中的溶蚀作用发育程度及

分布除受断裂和流体性质控制外, 还受岩石类型、泥

质含量和沉积微相等因素影响。

  1) 岩石类型的影响

  通过对全区 96口井 1163块铸体薄片观察、分析

发现,岩性对溶蚀作用具有明显控制作用。在单因素

分析的情况下,三叠系粒度细 (如细砂岩和粉砂岩 )

的储层中,溶蚀作用难以大规模发育, 孔隙空间中其

溶蚀孔隙比重小于 35%。分析原因是因为粒度细,

抗压实能力差,岩石原生孔隙保存不完整, 酸性流体

不易于进入储层,使溶蚀作用难以进展。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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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砂岩或分选较好的砂砾岩,溶蚀孔隙较为发育, 溶

孔含量可大于 60%。

  2) 泥质含量的影响

  在水动力条件较弱的地带,由于砂岩分选往往较

差,含大量外源杂基, 不但砂岩的孔隙度很低, 孔隙之

间的连通性也很差, 使孔隙中流体很难大量通过, 因

此,这类砂岩中次生孔隙常常不发育。由溶蚀孔隙含

量与杂基含量交汇图可知, 数据分布在三个区 (图

6) : Ñ区数据点占总数据近一半, 溶蚀孔隙含量大于

40%, 杂基一般少于 7%; Ò 区溶蚀孔隙含量小于

40%,杂基含量介于 3% ~ 16% ; Ó 区溶蚀孔隙含量
大于 60% ,杂基含量介于 7% ~ 15%。通过分析我们

发现, 溶蚀孔隙含量高, (外源 )杂基含量通常较少

(图 6,见Ñ区 ) ,随着溶蚀量的增加,能够产生一定量

的自生高岭石,使杂基总量增加 (图 6,见 Ó 区 )。这

里的杂基含量为原杂基和淀杂基含量之和。

  3) 沉积相带的影响

  沉积提供了溶蚀作用发生的地质环境和溶蚀孔

隙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通常在水动力作用较强较

稳定的河道沉积, 如六七九区、湖湾区和五区辫状河

河道及 (辫状河 )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支河道沉积, 其

砂岩分选好, 杂基含量低, 沉积构造规律性明显, 长

石、岩屑等骨架颗粒中次生溶孔比较发育 (图 2a、b

和图 4) ,溶孔类型多以溶蚀扩大孔和粒内溶蚀为主。

以克 91井辫状河沉积为例 (构造位置及相带参见图

7,以虚线示出,井位见图 1) ,镜下观察 9块铸体薄片

发现,在平均孔隙度为 20. 2%的砂岩储层中, 57%的

储集空间为溶蚀孔隙贡献。

  在水动力条件并不是很弱但稳定性较差的地带,

如五八区和百口泉南区冲积扇、扇三角洲和滨浅湖砂

体等,砂岩分选性相对较差, 高含量的杂基制约了酸

性流通的流动性和溶蚀强度,溶蚀孔隙发育规模相对

图 6 克百地区三叠系储层次生溶蚀孔隙与杂基含量关系图

F ig. 6 The p lo t of T r iassic d isso lved pores content and m atrix content in Ke-Ba i area

图 7 克百地区三叠系典型沉积剖面及储层溶蚀作用发育相带 (引自参考文献 [ 9] ,有修改;剖面位置见图 1中 BB. )

F ig. 7 Typica l sed im enta ry sections and fac ies of d isso lution in the T r iassic reservo ir in Ke-Ba i a rea

( m odified after references [ 9] ; ( BB. section location see F 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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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除发育部分粒内溶孔外,可见方解石等胶结物

被溶蚀后形成的粒间溶孔。以克 80井滨浅湖砂体为

例,孔隙类型主要为微裂缝、界面孔及少量压实胶结

剩余原生孔,偶见基质溶孔, 未见较大规模溶蚀孔发

育。

  综上, 本区辫状河河道及 (辫状河 )三角洲前缘

水下分支河道砂体中, 泥质含量低、岩性为中砂岩或

分选好的砂砾岩其溶蚀作用和次生溶孔最为发育, 冲

积扇、扇三角洲和滨浅湖砂体次之。在本区近源粗粒

碎屑岩储层非均质性强、原生孔隙破坏严重的情况

下,次生孔隙发育带即为有利储层发育带, 次生孔隙

的发现对本区中深层的油气精细勘探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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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re Evolution of Triassic Reservoir

in Ke-Bai Area, Northwestern M argin of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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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th in-sections, casting thin-sections and scann ing electron photom icrographs

observation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iassic dissolution in Ke-B ai area, northw esternm arg in o f Junggar Basin are sys-

tem atica lly studied. Tr iassic dissolution is genera lly developed in K e-B ai area, w ith abundan t typ ical phenom ena, and

reservo ir is obv iously re- fo rmed, so dissolution is themost important type of d iagenesis in the study area. The litho lo-

gy characteristics of " low compositionalmaturity, low er-m iddle textura lmaturity " prov ide a sedimen tary basis for dia-

genesis. The d isso lution of feldspar is themost common in the area, and cementat ion is w eak, w ith little calc ite and

analc ime dissolution, quartz is slightly disso lved under a lkaline condit ion. The type o f pore space and the vertica l evo-

lut ion o f porosity on d ifferen tw a lls o f the fault be lt are determ ined by dissolution. The intensity and d istr ibution of d is-

solution w as affected by the rock type, matrix conten,t m icrofacies and other factors.

K ey w ords Junggar basin; Triassic; reservo ir characteristics; dissolution; pore evo lu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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