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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科技重大项目“准噶尔盆地二叠系全油气系统地质理论与勘探实践”（２０２２ＤＪ０１０８）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天山英才”培养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项目“北疆地区二叠系超级盆地全油气系统地质理论研究与战略接替
领域优选”（２０２２ＴＳＹＣＬＪ００７０）资助。

第一作者：宋　永，男，１９７８年９月生，２０２０年获西南石油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盆地油气勘探开
发管理工作。Ｅｍａｉｌ：ｓｙｏｎｇ＠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通信作者：何文军，男，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生，２０１３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博士
研究生，主要从事油气资源评价及非常规油气综合勘探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ｆｃｈｗｊ＠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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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油气勘探新领域、新类型及勘探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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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摘要：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发育石炭系、二叠系和侏罗系３套主力烃源岩，储集层类型多样，岩性包括火山岩、砾岩、砂岩及碳
酸盐岩型混积岩等，其中，分布于盆地富烃凹陷边缘及斜坡区的砾岩是盆地规模增储上产的主体。盆地发育３套区域性泥岩盖层，
与储层呈纵向叠置，形成“三层楼”结构，并由此构建３大油气系统，即石炭系油气系统、二叠系油气系统和侏罗系油气系统。近年
来，通过地质认识创新，突出风险勘探，强化集中勘探与精细勘探，准噶尔盆地“下凹进源”，走向深层—超深层领域的勘探取得了丰
硕成果。围绕新区、新领域、新层系与新类型，通过继承前期研究工作、深化含油气系统成藏条件分析，创新了“全油气系统”“他源
型煤层气”“石炭系自生自储与新生古储”等成藏认识，在南缘冲断带下组合天然气、西部坳陷风城组全油气系统、富烃凹陷周缘古
隆起以及盆地内侏罗系煤层气４个领域取得了重要新突破。通过系统梳理近期的勘探新成果，综合分析各领域特征，指出了未来
的勘探方向及重点领域，明确了盆地未来应坚持“常非并重、油气并举、全油气系统”的综合勘探思路，围绕准噶尔盆地南部中—下
组合天然气、西部坳陷深层—超深层常规构造—非常规轻质油气以及侏罗系煤层气开展深化勘探。
关键词：准噶尔盆地；全油气系统；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深层—超深层；勘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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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噶尔盆地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叠合含油气盆地，
面积约为１３×１０４ｋｍ２，已探明石油资源量超过３０×
１０８ｔ，探明天然气资源量超过１５００×１０８ｍ３，油气综合
探明率为２４３％［１２］。２０世纪，按照传统的“含油气系
统—顺藤摸瓜”的找油思路［３４］，围绕正向构造单元及
其周缘，发现了新中国第１个百万吨级油田。准噶尔
盆地２００２年的原油年生产能力超过千万吨，并连续
２０余年保持千万吨稳产上产，目前已累计生产原油
４×１０８ｔ，是中国六大陆相超级含油气盆地之一。

随着准噶尔盆地油气勘探开发进程持续推进，油
气的发现逐渐走向深层—超深层领域，勘探开发目标
由浅层常规高效油气藏逐渐转变为深层非常规致密油
气藏，这些致密油气藏整体表现为“低品位、埋深大、难
发现、难动用”。随着勘探开发目标的转变，勘探思路
也逐渐由“单一含油气系统”转变为“复合含油气系统”
“全油气系统”［５６］。在相关勘探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石
油新疆油田公司围绕“新区带、新层系、新类型”开展风
险勘探部署工作，取得了多个新领域与新资源类型的
突破，主要有盆地南缘冲断带下组合天然气［７８］、西部
坳陷风城组全油气系统［９１０］、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１１］

３个新领域以及侏罗系煤层气［１２］１种新类型。笔者基
于前人对盆地油气形成条件的认识，结合近期勘探取
得的新突破，总结了准噶尔盆地新领域的油气富集规
律，以期为盆地未来勘探方向的选择提供参考。

１　油气勘探开发简况
准噶尔盆地的油气勘探开发可追溯到２０世纪初

期。早期，为查明盆地的隆坳格局，开展了大量的地
质踏勘、重力以及磁力等非地震工作。１９０９年，新疆
商务总局在盆地南缘独山子地区开展钻探工作，开启
了盆地油气勘探的序幕［１３］。１９３６年，按照地表“油气
苗”进行勘探，发现了盆地可供规模开发的独山子油

田。１９５０年，按照“扇控论”和“断控论”的找油理念，
采用“定凹选凸”的方法发现了克拉玛依大油田。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盆地西北缘开展了大量钻井工作，相
继发现了３个油田。１９６０年，准噶尔盆地内的油田达
到了１６６×１０４ｔ／ａ的产油高峰。１９６３年之后，油气有
机成因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源控论”的找油思想，并发
展出成油系统［１４］、原油系统［６］及含油气系统［１５１６］等相
关理论。按“源控论”的找油思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油
公司在准噶尔盆地东部发现了彩南、三台等油田；按含
油气系统“由源到圈”的找油思路，在盆地腹部相继发
现了陆梁、石西、莫北等百万吨级高效油气田。基于这
些油田的发现，准噶尔盆地的油气产量快速增长，至
２００２年，克拉玛依油田成为中国西部第１个千万吨级
大油田。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准噶尔盆地的油气勘探与开发进

入千万吨级稳产上产良性循环新阶段，可供上产的新
发现储量成为盆地面临的现实需求。油公司基于准噶
尔盆地为多期叠合的综合研判，按照本土化的复合含
油气系统思想［５］，一方面深化老区滚动勘探，另一方
面加大新领域的勘探力度，勘探方向开始“跳出断裂
带、走向凹陷区”。２０１７年，随着克拉美丽气田、玛湖
凹陷百口泉组１０亿吨级新油区以及吉木萨尔凹陷
芦草沟组亿吨级非常规油区先后被发现，准噶尔盆
地形成了“油气并举、常非并重”的勘探开发新局面，
原油产量持续保持千万吨级以上稳产。２０１７年以
后，受非常规油气勘探思路的冲击，全油气系统［１７１８］

找油新理念形成，这加快了勘探思路由单一凹陷向
全盆地、由单一类型油藏向多类型油藏、由单一层系
向多层系综合兼顾转变，在上乌尔禾组、玛湖凹陷风
城组、盆地南缘深部构造等地区相继发现多个亿吨
级油气储量区（图１），为盆地的增储上产奠定了坚实
的资源基础（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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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准噶尔盆地勘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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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准噶尔盆地历年石油储量、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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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本油气地质条件
２１　烃源岩

准噶尔盆地受石炭纪残留海相盆地、早二叠世前
陆盆地、中—晚二叠世至古近纪稳定坳陷盆地以及新
近纪以来再生前陆盆地控制［１９］，在石炭系、二叠系和
侏罗系分别形成了３套主力烃源岩。已发现的油气田
围绕着３套源岩呈环带状分布（图１）。

前人对３套源岩及地球化学特征开展了研究并取
得丰硕成果［２０２１］。石炭系有效源岩主要分布在准噶尔

盆地东部，面积约为３×１０４ｋｍ２，以海陆过渡相细粒沉
积为主，母质类型以Ⅱ２型—Ⅲ型为主，是重要的气源
岩。二叠系烃源岩受博格达海槽内高盐度海水自西向
东退出影响，在准噶尔盆地形成西部下二叠统风城
组（咸化碱湖型）和东部中二叠统芦草沟组（咸化湖型）
２类湖相烃源岩［２２］；二叠系烃源岩整体表现为高丰度
菌藻类、大厚度沉积，母质类型以Ⅰ型—Ⅱ１型为主，
是准噶尔盆地最重要的油源岩，目前盆地已发现的油
气有８７％来自该套源岩；二叠系烃源岩覆盖了准噶尔
盆地中央坳陷的５大次级凹陷，面积约为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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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ｋｍ２。侏罗系烃源岩是稳定坳陷湖盆期沉积的淡
水湖盆源岩，以侏罗系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的煤系烃
源岩为主，达到成熟的有效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准噶尔
盆地南缘山前，面积为１４×１０４ｋｍ２［２３］。
２２　储盖组合

准噶尔盆地储集层的发育有其特殊性，受火山作
用、湖盆水体盐度变化以及物源供给的差异性影响，发
育火山岩、砾岩、砂岩及碳酸盐岩型混积岩等多类型储
集层［１９］。火山岩主要发育在石炭系及下二叠统，岩性
以中性—酸性岩为主（图３），部分地区发育熔结凝灰
岩及与之相关的凝灰质砂砾岩［２４］；砾岩是盆地规模增
储和上产的主体，主要发育在中—上二叠统及三叠系，
以百口泉组砾岩大油区的发现为典型代表，分布于盆
地富烃凹陷边缘及斜坡区；砂岩主要发育于侏罗系—
白垩系，目前已发现的侏罗系砂岩储层在全盆地广泛
分布，以盆地腹部的高效油气藏为典型代表；碳酸盐岩
型混积岩则主要发育于中—下二叠统，是咸化湖盆的
特征沉积，为“内源化学、陆源碎屑以及火山物质”三端
元组成的细粒混合沉积［１］，以白云质、灰质砂岩—泥岩
为主，既具备生烃能力，又具备储集能力，往往表现为
源储一体／源储紧邻，是致密（页岩）油储集层的主
体，多发育裂缝和溶蚀孔，且有效储集层在深埋条件下
依然发育，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玛湖凹陷—沙湾凹陷
下二叠统风城组和东部阜康凹陷—吉木萨尔凹陷中二
叠统芦草沟组。

准噶尔盆地发育３套区域性泥岩盖层，厚度大，封
盖能力强，主要为中二叠统下乌尔禾组、三叠系白碱滩
组以及下白垩统吐古鲁群泥岩。３套区域盖层与储层
在纵向上叠置，形成“三层楼”结构。此外，局部发育的
烃源岩及部分层系中的湖相泥岩也可作为局部盖层对
油气形成封堵。
　　综上所述，准噶尔盆地整体发育３套储盖组合，
即上组合（侏罗系—白垩系砂岩储层与上覆白垩系
泥岩盖层）、中组合（上二叠统—三叠系砾岩储层与
上三叠统白碱滩组泥岩盖层）、下组合（石炭系—下
二叠统火山岩、混积岩储层与中二叠统泥岩盖层），
成藏条件极为有利。需要注意的是，在准噶尔盆地
南缘地区，受埋深影响，３套储盖组合与盆地主体部
分有差别［７］（图４）。
２３　油气系统

准噶尔盆地发育３套烃源岩，储盖配置形成“三
层楼”结构。从油气系统生—排—运—聚的角度分析，
单一油气源生成的油气受断裂和不整合输导体系控
制，在纵向上可以跨不同组合运移成藏。以玛湖凹陷
二叠系风城组烃源岩为例，风城组生成的油气不仅在

下组合聚集，受贯穿石炭系—三叠系的通源断裂影响，
还在中组合储层中聚集，其中以百口泉组和上乌尔禾组
的大面积成藏最为典型，其在纵向上的跨度近２０００ｍ。
此外，受三叠系—侏罗系内三级断裂控制，油气可形成
纵向接力，风城组生成的油气运移至侏罗系—白垩系
储层中，在上组合中聚集。总体而言，围绕３套源岩、３
套盖层以及多套储层，形成了３大油气系统，分别为石
炭系油气系统、二叠系油气系统以及侏罗系油气系
统（图４）。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盆地“进源勘
探”的推进，传统源外的“由源岩到圈闭”的勘探已逐渐
拓展到源外源内协同勘探，并逐渐形成了全油气系统
理念［１７］。每一个生烃凹陷的同一套源岩具有常规—
非常规有序成藏的全油气系统特征［１，２５］。

３　近期勘探重大突破
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围绕３大油气系统，按照“全油气

系统”理念重新调整勘探思路，油公司“跳出正向构造，
走向凹陷区，走进源岩，走向深层”，立足中—下组合，
开启了盆地“油气并举、常非并重”勘探的新征程，取得
了４项重大突破。
３１　新领域、新类型勘探重大突破
３１１　南缘冲断带下组合天然气

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油气勘探由中—上组合逐步向
下组合转变，陆续部署的６口探井均见到丰富的油气
显示。２０１９年，高探１井在白垩系清水河组的产油量
为１００３３６ｔ／ｄ、产气量为３２１７×１０４ｍ３／ｄ，实现了南
缘下组合油气勘探重大突破，开启了准噶尔盆地南缘
前陆冲断带大型油气富集区勘探的新里程［２６］。２０２０
年，围绕下组合天然气勘探领域，陆续部署了４口风险
探井，其中，位于盆地南缘中段的呼探１井、天湾１井
在白垩系清水河组分别试获６１９×１０４ｍ３／ｄ和７５８×
１０４ｍ３／ｄ的高产工业气流，长期试产的压力和产量稳
定，展示出该层系巨大的勘探潜力。在围绕呼探１井
区开展的评价中，部署的呼１０１井和呼１０２井均试获
高产工业油气流：呼１０１井在侏罗系喀拉扎组的产油
量为３０３１ｔ／ｄ、产气量为２３３５×１０４ｍ３／ｄ，在白垩系
清水河组的产油量为５１０５ｔ／ｄ、产气量为３９２３×
１０４ｍ３／ｄ；呼１０２井在侏罗系喀拉扎组的产油量为
８７４７ｔ／ｄ、产气量为８００３×１０４ｍ３／ｄ。呼探１井、呼
１０１井、呼１０２井的先后勘探突破开辟了侏罗系厚层
规模气藏勘探新层系，展现了准噶尔盆地南缘冲断带
下组合天然气勘探的广阔前景（图５）。
３１２　西部坳陷风城组全油气系统

西部坳陷主要包含玛湖凹陷、盆１井西凹陷和沙湾
凹陷３大凹陷，其主要烃源岩赋存在风城组。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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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准噶尔盆地综合地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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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Ｎ１ｔ—塔西河组；Ｅ２—３ａ—安集海河组；Ｋ２ｄ—东沟组；Ｋ１ｔｇ—吐谷鲁群；Ｔ３ｂ—白碱滩组；Ｐ２ｗ—下乌尔禾组。
图４　准噶尔盆地地层结构与源储盖关系（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４　犛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狊狅狌狉犮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犮犪狆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图５　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勘探成果
犉犻犵．５　犗犻犾犵犪狊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按照常规—非常规油气有序成藏的全油气系统勘探思
路，先浅后深，取得了玛湖凹陷风城组全油系统１０亿
吨级非常规新油区的发现［１８，２７２８］。由玛湖凹陷向盆１
井西凹陷及沙湾凹陷拓展，在车排２４井、湾探１井等
多口探井的勘探中取得了新突破，揭示西部坳陷“南油

北气”的成藏特征，并提出了西部坳陷风城组全油气系
统的新认识（图６）。
　　（１）玛湖凹陷全油系统：玛湖凹陷全油系统的发
现以２０１９年玛页１井页岩油和玛湖２８井区致密油的
勘探突破为契机，连续３年累计落实储量５４×１０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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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Ｔ１ｂ—百口泉组；Ｐ３ｗ—上乌尔禾组；Ｐ２ｗ—下乌尔禾组；Ｐ２ｘ—夏子街组；Ｐ１ｆ—风城组；Ｐ１ｊ—佳木河组。
图６　准噶尔盆地西部坳陷风城组勘探成果

犉犻犵．６　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犉犲狀犵犮犺犲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玛湖凹陷的风城组埋深为４５００～６０００ｍ，烃源岩的镜
质体反射率（犚ｏ）普遍分布在０７％～１２％；受控于热
演化程度，流体相态整体以油为主；近两年相继在玛
５１Ｘ井、夏２０５Ｘ井、玛页１Ｈ井等多口井取得了百
吨高产的突破。基于这些成果，研究者在玛湖凹陷
建立了全油气系统成藏模式［１０，２９］。同时，随着钻探
的深入，提出全气系统概念。根据风城组的热演化
模拟研究，锁定埋深更大的盆１井西凹陷与沙湾凹
陷的风城组，提出二者具备探索风城组全气系统的
条件。

（２）盆１井西凹陷全气系统：借鉴玛湖凹陷风城
组勘探经验，对比玛湖凹陷风城组的成藏条件，系统剖
析已发现的油藏特征，开展储层相带分布预测，建立了
常规气—致密气—页岩气的有序分布模式［３０］。优先
在凹陷边缘构造高部位部署的石西１６井，在风城组试
获产油量为１２４１４ｔ／ｄ、产气量为２１６×１０４ｍ３／ｄ；之
后部署的提产水平井———石西１６１Ｈ井，获产油量
８２８２７ｔ／ｄ、产气量１０４３８×１０４ｍ３／ｄ的高产工业油
气流，打破了盆地单井高产的历史记录，开辟了盆１井
西凹陷风城组勘探的新领域。根据取心及钻后地质综
合分析，结合地震相反射特征，建立了风城组退覆式扇
三角洲沉积模式：风城组在构造高部位物源区分布砂
岩—砾岩沉积，斜坡部位分布白云质砂岩沉积，凹陷区

分布白云质泥页岩沉积。据此构建了全气序列成藏模
式并依据新模式部署了湾探１井。湾探１井的风城组
一段（风一段）底部埋深为７５００ｍ，发育受波浪改造的
灰质／白云质砂岩优质储层，厚度为３５ｍ，壁心平均孔
隙度为１０％；在埋深为７５１２～７５４０ｍ的层段开展压
裂试油，６ｍｍ油嘴的产油量为２５７ｔ／ｄ、产气量为
１３７８×１０４ｍ３／ｄ，实现了源内致密气勘探重大突破。

（３）沙湾凹陷全油气系统：沙湾凹陷与玛湖凹陷
在风城组沉积期均为前陆坳陷带。沙湾凹陷具有与玛
湖凹陷相似的沉积结构，砾岩—白云质砂岩—白云质
泥页岩的序次沉积［３１］。按照“先常规后非常规、先浅
后深”的部署思路，在构造高部位砾岩区部署井位，车
排２４井、沙排１２井等井取得了高产油气突破，并于
２０２２年落实控制储量近５０００×１０４ｔ，从流体相态分
析，沙湾凹陷的原油具有轻质、气油比高的特征，由此
推测其深部存在致密气和页岩气。
３１３　盆地侏罗系煤层气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的多套煤
层呈广覆式分布，埋深为１０００～４５００ｍ。其中，西山
窑组煤层的厚度一般为５～４０ｍ，最厚达到１８７ｍ；八
道湾组煤层的厚度一般为５～２０ｍ，最厚达１００ｍ。侏
罗系两层煤岩富煤区的叠合面积为１９１７０ｋｍ２（图７）。
支东明等［３２］研究认为，准噶尔盆地１０００ｍ以深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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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气资源量为１７×１０１２ｍ３，占全国中—深部煤层气资
源总量的２９％，深部煤层气是准噶尔盆地乃至中国煤
层气的重点勘探领域。２０２０年，针对准噶尔盆地腹部
白家海凸起部署了彩探１Ｈ井，该井在侏罗系西山窑
组煤岩水平段压裂后，１２ｍｍ油嘴试获产气量为５７１×
１０４ｍ３／ｄ，开辟了准噶尔盆地天然气勘探新领域。自
此，准噶尔盆地深部煤层气研究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２０２３年，白家海凸起彩６１Ｈ井在侏罗系西山窑组煤
层试获产油量为７１８ｔ／ｄ、产气量为１２７０ｍ３／ｄ；滴南
凸起美００１井在侏罗系西山窑组老井区复试，抽汲
２８ｄ见气，折算最高产气量为４０００ｍ３／ｄ。盆地腹部
多井在西山窑组背斜型煤岩目标层中相继获气，证实
准噶尔盆地煤层气的成藏条件优越，具有广阔的勘探
前景。

注：ＧＲ—自然伽马；ＣＡＬＩ—井径；ＳＰ—自然电位；ＲＴ—地层电阻率；ＲＩ—侵入带电阻率；ＲＸＯ—冲洗带电阻率；ＤＥＮ—密
度；ＡＣ—声波时差；ＣＮＬ—补偿中子；ＴＧＡＳ—全烃；ｉＣ５—异戊烷；ｎＣ４—正丁烷；ｉＣ４—异丁烷；Ｃ３—丙烷；Ｃ２—乙烷；Ｃ１—
甲烷。

图７　准噶尔盆地腹部煤层气勘探成果
犉犻犵．７　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犮狅犪犾犫犲犱犿犲狋犺犪狀犲犻狀狋犺犲犺犻狀狋犲狉犾犪狀犱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３１４　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
近年来，油公司围绕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部署了

多口风险探井和预探井（图８），取得了一系列勘探突
破。２０２０年，针对夏盐凸起的石炭系背斜构造部署
了夏盐２６井［３３］，在石炭系—三叠系多个层系见油气
显示；该井的石炭系主要发育安山岩和凝灰岩２套
火山岩储层，岩心见油迹—荧光级油气显示，实测平
均孔隙度为４７％；在埋深为５３５０～５３６０ｍ的层段
试油，获得产油量为２３６３ｔ／ｄ、产气量为０３５６×
１０４ｍ３／ｄ。２０２１年，针对达巴松凸起的石炭系古潜山
背斜部署了盆北１井，在石炭系角砾凝灰岩和安山岩
段取心１６ｍ，均见荧光显示，实测孔隙度达２５８％；在
埋深为６１２７～６１３５ｍ的层段试油，获得产油量为
２７１１ｔ／ｄ、产气量为５２１３×１０４ｍ３／ｄ，证实石炭系富
集自生自储型天然气，但存在烃源岩分布难以落实的
瓶颈问题。

图８　准噶尔盆地西部坳陷石炭系构造面貌
犉犻犵．８　犆犪狉犫狅狀犻犳犲狉狅狌狊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

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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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发现态势及重点领域优选
随着新区新领域的快速突破与落实（表１），准噶

尔盆地的油气勘探呈现出３个鲜明特点：①富烃凹陷
中—下组合成为储量增长的主体，近１０年油气三级储
量当量共计３３５３×１０８ｔ，占比为８１％，且比例逐年提
高（近３年高达９０％），标志着盆地已进入富烃凹陷
中—下组合勘探新时代。②中—下组合以深层领域为
主，表现为轻质油与天然气富集。盆地前期勘探主要
集中在北部中—上组合，盆地南深北浅的格局（图４）
决定了“南气北油”的分布规律。近年来，随着勘探目
标向南部深层—超深层的下组合转移，高成熟—过成
熟凝析油、天然气的占比持续提升，其核心原因是盆地

南部的侏罗系、二叠系烃源岩埋深普遍超过６５００ｍ，
犚ｏ普遍超过１６％，达到规模生气的热演化阶段。
③结合生产实际资料，近几年突破的油气新领域、新类
型虽然整体处于深埋状态，但油气普遍高产高效。综
合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深埋油气的相态以凝析
油气—干气为主，另一方面是由于盆地深部的地层压
力系数明显升高［３４３５］，如盆地南缘地区呼探１井的地
层压力系数高达２１，玛湖凹陷风城组页岩油的地层压
力系数普遍高于１４，整体处于高压—超高压环境，试油
过程中地层能量充足。此外，深部钻遇的储层普遍发育
微裂缝［３６３７］，这较大地改善了储集性能，造就了深层勘
探的高产高效，也坚定了勘探向盆地深部进军的信心。

表１　准噶尔盆地深井—超深井生产数据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狅犳犱犲犲狆犪狀犱狌犾狋狉犪犱犲犲狆狑犲犾犾狊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序号 井号 深度／ｍ 层位 压力系数产油量／（ｔ／ｄ）产气量／（１０４ｍ３／ｄ）
１ 呼探１ ７３６７～７３８２ 清水河组 ２０２ ８７１０ ６１００
２ 高探１ ５７６８～５７７５ 清水河组 ２３７ １００３３６ ３２１７
３ 康探１ ５１１６～５１２１

４９９４～５０６６
上乌尔禾组
上乌尔禾组

１７８
１７８

１３２０１
１１４５４

１１２
０６０

４石西１６１Ｈ５０２８～５５２８ 风城组 １５０ ２３１４０ ２１７２
５ 石西１８５００３～５０１８ 风城组 １５０ ３２０９ ６０６
６ 车排２４４６０６～４７０８ 风城组 １４２ １２１１４ １５６
７ 玛５１Ｘ ４７９１～５８１６ 风城组 １９２ ７９６６
８ 盆北１ ６１２７～６１３５ 石炭系 １８３ ２７１１ ５２１３
９ 天湾１ ８０６６～８０９２ 清水河组 ２１８ １０５３４ ７５８２

　　立足３大油气系统，基于地质条件及近期勘探发现
开展综合研判，明确了４个首选重点领域：①石炭系油气系
统———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②二叠系油气系统———西部
坳陷风城组全油气系统（“常非并重、油气并举”）；③侏罗系
油气系统———盆地南部中—下组合天然气；④侏罗系煤系
地层致密气。除以上重点领域外，３套源灶周缘的成熟探
区、中—上组合浅层等为可纵向兼顾的勘探领域。

４　重点新领域油气富集规律
４１　西部坳陷风城组全油气系统

西部坳陷风城组发育淡水—微咸水—碱湖背景下
的泥岩、白云质泥岩和泥质白云岩全类型烃源岩，以及
砂砾岩—白云质砂岩—白云质泥岩全类型储集层。按
照“源储耦合、有序聚集”的理念分析，油气藏具备全油
气系统特征。整体上，受烃源岩成熟度与岩相结构的序
次变化控制，风城组在生油窗内形成常规油—致密油—
页岩油的序次分布特征，在生气窗内则形成常规气—致
密气—页岩气的序次分布特征；在局部构造作用下形成
的具备圈闭形态的目标区，还可形成常规油气藏（图９）。
此外，整个西部坳陷围绕风城组烃源岩形成的油气系统
受通源断裂控制，具有“多层楼”结构特征。宏观上形成２
套油气子系统：源内全油气系统子系统和源外传统含油

气系统。钻探实践已证实，由于热演化程度的差异，烃源
岩的生、排烃时间不同，油气在空间上呈现露头—浅埋区
发育低成熟重质油（含生物降解石油）、中—深层斜坡区
发育成熟中质油、深层凹陷区发育高成熟轻质油以及超
深层发育过成熟凝析油／天然气［９］的分布特征，其成藏过
程表现为烃源岩生、排烃的全过程与储集层成岩演化的
全过程耦合［１８］。目前，源外系统以及源内全油系统均已
被证实，全气系统已实现常规气藏与致密气藏的突破；未
来，页岩气及高成熟凝析油气是主要勘探攻关领域。
４２　盆地南部中—下组合天然气

盆地南部中—下侏罗统煤系优质烃源岩的犚ｏ＞
１３％，面积超过１５０００ｋｍ２，中东段主体进入了生气
高峰，具备雄厚的天然气资源基础。下组合发育白垩
系清水河组和侏罗系喀拉扎组、头屯河组、西山窑组、
三工河组、八道湾组６套碎屑岩储集层，与上覆湖泛泥
岩均构成了有利的储盖组合。钻探已证实，在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ｍ以深仍发育规模化的有效储层，具备天然气规
模成藏的储集条件。从构造演化背景上看，盆地南缘
冲断带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具有“东西分段、南北分
带、垂向分层”的基本特征，自南向北发育３排构造带，
垂向上形成了深、浅３套滑脱层及断裂系统［３８］。基于
盆地南缘烃源岩圈闭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勘探成效开



　第１期 宋　永等：准噶尔盆地油气勘探新领域、新类型及勘探潜力 ６１　　　

展的分析认为：盆地南缘冲断带具有多期充注、立体成
藏的特点；深、浅断裂的发育及组合样式控制了油气的
分布特征及富集规律［３９４０］。其中，深部的中生代断裂
对于下组合油气的规模输导、成藏具有重要意义。深
部断裂向上一般难以断穿白垩系吐谷鲁群近千米厚的
封盖层；而自吐谷鲁群泥岩滑脱层向上发育的浅部断

裂系统则可能对下组合油气进行调整。前期勘探实践
也证实，对于深、浅断裂系统相互独立且垂向上不连通
或深部断裂系统被遮盖在浅部断裂系统之下的构造组
合，其下组合是油气规模成藏富集的有利场所，如天湾
１井（图１０）。而深、浅断裂系统以高角度断裂相连则
会导致深部油气遭到破坏，油气向上运移调整。综上

图９　准噶尔盆地西部坳陷全油气系统成藏模式
犉犻犵．９　犃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狊狔狊狋犲犿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注；Ｑ—第四系；Ｎ２ｄ—独山子组；Ｎ１ｔ—塔西河组；Ｎ１ｓ—塔沙湾组；Ｅ２—３ａ—安集海河组；Ｅ１—２ｚ—紫泥泉子组；Ｋ２ｄ—东
沟组；Ｋ１ｌ—连木沁组；Ｋ１ｓ—胜金口组；Ｋ１ｈ—呼图壁河组；Ｋ１ｑ—清水河组；Ｊ３ｋ—喀拉扎组；Ｊ２ｔ—头屯河组；Ｊ２ｘ—西山
窑组；Ｊ１ｓ—三工河组；Ｊ１ｂ—八道湾组；Ｔ—三叠系。

图１０　准噶尔盆地南部冲断带下组合油气成藏模式（据文献［１０］，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０　犃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犾狅狑犲狉犪狊狊犲犿犫犾犪犵犲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犫犲犾狋犻狀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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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位于规模高成熟源灶之上的隐伏构造带具有充
注强度大、保存条件好的优势，是南缘冲断带下组合油
气富集的主要场所。
４３　玛湖凹陷—盆１井西凹陷周缘古隆起

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的主要勘探目标为石炭系—
下二叠统火山岩圈闭。优质的火山岩储层是油气藏富
集高产的前提。整体而言，该领域具有２类成藏关系，
以二叠系为烃源的新生古储和以石炭系为烃源的自生
自储／古生新储。前者“围凹近源”，在莫深１井、达探
１井以及石西１６井等井的研究中已证实成藏的关键
是具有良好的源储空间配置关系［４１］，二叠系烃源岩
与鼻凸构造带中的石炭系以断裂大跨度对接，油气富
集在伸入主生烃槽内的古鼻凸构造中，靠近源区发育

的大供烃窗的构造目标是深层石炭系油气勘探成功的
关键。后者一方面受石炭系有效源岩控制，另一方面
受火山岩风化壳与内幕储层品质控制。２０２３年，盆北
１井在石炭系获得勘探突破，天然气干燥系数为０９８，
甲烷的碳同位素（δ１３Ｃ）为－３０１４‰，乙烷的δ１３Ｃ为
－２３０５‰，反映石炭系发育腐殖型高成熟—过成熟烃
源岩（图１１），与克拉美丽地区的石炭系气源一致。受
控于钻探程度，对这套源岩的认识程度低，源灶有效性
刻画难度大。总体而言，石炭系古隆起因受不同程度
的风化淋滤作用以及构造裂缝改造，风化壳储层的物
性普遍较好，而钻井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油气充注程度
低、含油饱和度低。因此，围绕圈闭和源岩关系对石炭
系古隆起开展研究是下一步勘探的首要任务。

图１１　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盆１井西凹陷油气甲烷、乙烷碳同位素指标
犉犻犵．１１　犆犪狉犫狅狀犻狊狅狋狅狆犲犻狀犱犲狓犲狊狅犳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犿犲狋犺犪狀犲犪狀犱犲狋犺犪狀犲犻狀犕犪犺狌狊犪犵犪狀犱犠犲犾犾犘犲狀１犠犲狊狋狊犪犵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４４　侏罗系煤层气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煤层气与中国其他盆地不同，

其演化程度较低，除盆地南缘为中—高阶煤外，盆地腹
部的煤岩演化程度均较低，为中—低阶煤。从煤层气
的碳同位素分布特征来看：盆地腹部煤岩天然气甲烷
的δ１３Ｃ值为－３０‰～－３２‰，乙烷的δ１３Ｃ值为－２６‰～
－２８‰；盆地南缘煤岩天然气甲烷的δ１３Ｃ值为－３２‰～
－３５‰，乙烷的δ１３Ｃ值为－２２‰～－２５‰。甲烷、乙烷的
碳同位素差异表明准噶尔盆地的煤层气存在不同的成
因。结合盆地烃源岩及油气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建立了
准噶尔盆地南缘“自生自储”型和腹部“古生新储”型２种
成藏模式（图１２、图１３）：①盆地南缘西山窑组煤层气为侏
罗系“自生自储”型气藏，煤层气的富集成藏受“高成熟烃
源灶、有效储层、顶底板条件、构造变形程度”控制；②盆地
腹部西山窑组煤层气因自身侏罗系煤系烃源岩的热演化
程度低，主要为石炭系他源型“古生新储”型气藏，煤层气
的富集成藏受“优质储层、顶底板条件、近源断输”控制。
因此，圈闭的有效性对煤层气探索至关重要。

５　勘探方向与潜力
５１　盆地南部中—下组合天然气

准噶尔盆地南缘冲断带面积为２３×１０４ｋｍ２，据
第４次油气资源评价结果，其石油资源量为４２６×
１０８ｔ，天然气资源量为９８００×１０８ｍ３。截至２０２３年，
石油探明率为１４％，天然气探明率仅为５％，表明南缘
冲断带仍处于油气勘探的初期阶段，总体表现出资源
潜力巨大、勘探前景广阔［７］。从纵向的储盖组合分布
及勘探程度来看，南缘下组合自上而下发育清水河组／
喀拉扎组砂岩＋白垩系泥岩、头屯河组砂岩＋齐古组
泥岩、三工河组砂岩＋西山窑组泥岩、八道湾组一段砂
岩＋八道湾组二段泥岩等４套储盖组合。剖面上，目
前盆地南缘钻探的主体目标为最上部的第１套储盖
组合，下伏的３套储盖组合在山前推覆带及露头区均
已证实发育规模储层并有油气显示，是南缘冲断带未
来勘探的重要拓展方向。平面上，受喜马拉雅期推
覆作用影响，南缘主体发育３排构造带。综合考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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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Ｊ２ｔ—头屯河组；Ｊ２ｘ—西山窑组；Ｊ１ｓ—三工河组；Ｊ１ｂ—八道湾组；Ｔ—三叠系；Ｐ—二叠系；Ｐ３ｗ—上乌尔禾组；Ｐ２ｐ—
平地泉组；Ｃ—石炭系。

图１２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煤层气及煤系地层的致密气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２　犜犻犵犺狋犵犪狊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犮狅犪犾犫犲犱犿犲狋犺犪狀犲犪狀犱犮狅犪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注：Ｎ１ｔ—塔西河组；Ｎ１ｓ—塔沙湾组；Ｅ２—３ａ—安集海河组；Ｅ１—２ｚ—紫泥泉子组；Ｋ２ｄ—东沟组；Ｋ１ｈ—呼图壁河组；
Ｋ１ｑ—清水河组；Ｊ２ｔ—头屯河组；Ｊ２ｘ—西山窑组；Ｊ１ｓ—三工河组；Ｊ１ｂ—八道湾组；Ｔ３ｂ—白碱滩组；Ｔ２ｋ—克拉玛
依组；Ｔ１ｂ—百口泉组；Ｐ３ｗ—上乌尔禾组；Ｐ２ｗ—下乌尔禾组；Ｐ２ｘ—夏子街组；Ｐ１ｆ—风城组；Ｃ２ｂ—巴塔玛依内山
组；Ｃ１ｓｂ—松喀尔苏组；Ｃ１ｄ—滴水泉组。

图１３　犛犖向过准噶尔盆地南缘冲断带—陆梁隆起地震地质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３　犛狅狌狋犺狀狅狉狋犺狋狉犲狀犱犻狀犵狊犲犻狊犿犻犮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犲犮狋犻狅狀犮狉狅狊狊犻狀犵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狋犺狉狌狊狋犫犲犾狋犪狀犱犔狌犾犻犪狀犵狌狆犾犻犳狋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变形强度、源储配置关系等因素认为，第２排构造带位于
侏罗系源灶的生烃中心，变形强度适中，保存条件好，是
南缘中—下组合天然气勘探的有利区。准噶尔盆地南缘
除西段为相对独立的四棵树凹陷外，中东段发育呼图壁
背斜、东湾背斜、霍玛吐背斜等７个大型构造背斜，发育背

斜、断鼻、断块等多类型构造目标，构造规模大且紧密相
连；基于三维地震资料落实了构造圈闭４２个，总面积为
２４２０ｋｍ２，具备广阔的勘探空间（图５）。除第２排主体构
造带外，还存在两大勘探方向值得探索。一是第１排
构造带的掩伏三角带（图１０），发育多套垂向叠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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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储组合，逆冲＋反冲断裂组合样式的断层封闭性较
好，构成了潜在的有效成藏系统；二是北部的莫南前陆
斜坡区（图１０），该区的侏罗系源岩主体已进入生油生气
窗，受燕山期车莫古隆起影响发育多级大型地层超覆剥
蚀带，构造变形弱，保存条件好，是未来探索斜坡区规模
地层岩性油气藏及致密砂岩气藏的重要勘探方向。
５２　西部坳陷深部高成熟凝析油气
５２１　深部致密（页岩）油气

目前，针对玛湖凹陷风城组的勘探依然围绕现今构
造的斜坡区开展工作，其烃源岩处于成熟—中、高成熟热
演化阶段。向凹陷区方向，风城组埋深增大，烃源岩进入

高成熟—过成熟热演化阶段，存在规模生气的可能。
２０２３年，风云１井在风一段的白云质粉砂岩与白云质泥
页岩段试油，２０ｍｍ油嘴的最高产气量为２×１０４ｍ３／ｄ。
天然气以甲烷为主，甲烷的δ１３Ｃ值为－４４０４‰，乙烷
的δ１３Ｃ值为－２８５６‰，丙烷的δ１３Ｃ值为－２５０７‰，
干燥系数大于９５％。烃源岩的母质类型偏腐殖型，有
机质的犚ｏ为１６５％，达到高成熟生气阶段，证实玛湖
凹陷风城组深部存在高成熟度的腐殖型烃源岩。据风
城组分布、岩性预测和油气地球化学研究推测，埋深更
大的盆１井西凹陷、沙湾凹陷的烃源岩成熟度更高，其
生气潜力可能更大（图１４）。

图１４　准噶尔盆地西部坳陷风城组成熟度与生气强度
犉犻犵．１４　犕犪狋狌狉犻狋狔犪狀犱犵犪狊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犉犲狀犵犮犺犲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５２２　洼中隆起构造型凝析油—天然气新类型
前期勘探证实玛湖凹陷、盆１井西凹陷、沙湾凹陷

等富烃凹陷周缘的石炭系古隆起紧邻风城组生烃中
心，且可能存在石炭系烃源岩，源储对接关系好，成藏
条件十分优越。基于地震资料精细刻画揭示，３大凹
陷内及其周缘存在多个凸起构造，源储对接关系及储
层条件均较有利，叠合圈闭面积为４９３３ｋｍ２，是凝析
油和天然气勘探的重要目标（表２）。
５２３　盆１井西凹陷—沙湾凹陷周缘常规—非常规

天然气
风城组烃源岩在盆１井西凹陷—沙湾凹陷已达高

成熟—过成熟的生天然气阶段，前期因受钻探程度限
制，对其认识程度较低。但据浅层已发现油气的同位
素、流体包裹体等证据反映，风城组烃源岩发育有效的
高成熟油型气源灶。烃源岩在中三叠世进入生油高
峰，在晚侏罗世进入生气阶段，至晚白垩世达到生气高
峰，现今整体已进入生凝析油／湿气阶段［４２］。厚度大
于１５０ｍ的烃源岩面积达１５５×１０４ｋｍ２，生气强度大
于２０×１０８ｍ３／ｋｍ２，具备形成大—中型气田的资源潜
力［４３］。从构造格局来看，盆１井西凹陷的风城组展布
表现为“两凸四洼”，在夏盐地区、石西地区、莫东地区
和莫索湾地区发育４大扇体，这为规模储层的发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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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准噶尔盆地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圈闭评价要素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狆犪犾犲狅狌狆犾犻犳狋狋狉犪狆狊犪狉狅狌狀犱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狉犻犮犺狊犪犵狊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构造带 鼻凸带 面积／
ｋｍ２ 源岩层位

储集层 近源及源储对接方式
岩性 厚度／

ｍ
孔隙度／
％

源储对接
方式

供烃窗口／
ｍ

距离主力
源灶／ｋｍ

①玛中背斜带
玛东１井
西断背斜 １７０ 风城组、石炭系 火山岩５０～１００ ５～１０ 披覆、侧接 ８００ ０
玛北背斜 ３８０ 风城组 火山岩５０～１００ ５～１０ 披覆、侧接 ９００ ０玛湖凹陷

周缘凸
起带

玛中背斜 ５３０ 风城组 火山岩５０～１００ ５～１０ 披覆、侧接 ９００ ０
②盆北背斜带 ３５０ 风城组、石炭系 火山岩

碎屑岩５０～１００１０～２５　侧接、自生自储 ４００ ０
③莫索湾鼻凸带 １６０３ 风城组 火山岩５０～１５０ ５～１０ 侧接 ６００ １０～３０
④夏盐鼻凸带 ４５０ 风城组 火山岩１０～３０ ４～８　 侧接 １５０ ３盆１井

西凹陷周
缘凸起带

⑤达巴松鼻凸带 ６５０ 风城组 火山岩５０～１００ ５～１０ 侧接 ８００ ８
⑥石西鼻凸带 ３４０ 下乌尔禾组、风城组火山岩２０～８０ ５～１４ 侧接 ８００ ７
⑦莫北鼻凸带 ４６０ 下乌尔禾组、风城组 侧接 １７００ ６

供了有利条件。风一段至风城组三段（风三段）的
沉积整体为退积型旋回，伴着湖平面上升，砂体逐
层超覆；受岸线控制，按照由浅至深的原则，斜坡区
前缘带发育波浪改造型高孔砂岩，是天然气聚集的
重要场所。风一段的有利储层面积为１８１６ｋｍ２，风
城组二段（风二段）的有利储层面积为１３３３ｋｍ２，风
三段的有利储层面积为２７６４ｋｍ２，叠合面积超过
３０００ｋｍ２。２０２３年实施的湾探１井实现了致密气
的重大勘探突破，进一步证实凹陷区天然气勘探的
资源潜力巨大。

５３　侏罗系煤层气
煤层气作为一种新的天然气类型，是对常规天然气

供应的有力补充。根据煤层的厚度、含气量、烃源岩等指
标，准噶尔盆地深部煤层气按照“自生自储”和“古生新储”
２种类型的控藏要素分别开展评价，并针对２种煤层气成
藏类型优选出滴南—白家海地区和南缘齐古地区两大有
利目标区（图１５），落实煤层气资源规模为１３４９０×１０８ｍ３。
　　自生自储型煤层气分布受侏罗系高成熟气源灶控
制，主要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盆地南缘的断褶带
自西向东划分为托斯台背斜、南安集海向斜、清水河断

图１５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煤层气综合评价
犉犻犵．１５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犮狅犪犾犫犲犱犿犲狋犺犪狀犲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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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构造、齐古背斜带４大构造区，有利勘探面积为
２２３６ｋｍ２。齐古背斜带构造完整，存在正向构造背景
且保存条件好，为Ｉ类区，有利区面积为５６６ｋｍ２，资源
量为４０４０×１０８ｍ３；托斯台—南安地区煤层埋深相对
较浅，是浅部煤层气的重点勘探领域，有利区面积为
５３０ｋｍ２，资源量为１５８０×１０８ｍ３。

古生新储型煤层气的分布受石炭系高成熟气源灶
控制，主要分布在盆地腹部的滴南—白家海地区，按照
目标类型可细分为背斜型、地层型和岩性型３种类型。
其中，背斜型目标的构造位置有利，成藏条件好，为Ｉ
类区，有利区面积为４５０ｋｍ２，资源量为１０５０×１０８ｍ３；
西山窑组和八道湾组２套煤层为地层型和岩性型目
标，有利区面积为３８６０ｋｍ２，资源量为６８２０×１０８ｍ３。

６　结　论
（１）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发育石炭系、二叠

系和侏罗系３套主力烃源岩，储集层岩性包括火山岩、
砾岩、砂岩及碳酸盐岩型混积岩等。盆地发育３套区
域性泥岩盖层，与储层呈纵向叠置，形成“三层楼”结
构，构成了３大油气系统，在每一个生烃凹陷内同一套
源岩具有常规—非常规有序成藏的全油气系统特征。

（２）围绕３大油气系统，按照全油气系统理念勘
探，取得了４项重大突破。准噶尔盆地南缘冲断带下
组合天然气勘探获高产工业气流，开辟了侏罗系厚层
规模气藏勘探新层系；盆地西部，玛湖凹陷风城组全油
系统发现１０亿吨级非常规新油区，盆１井西凹陷和沙
湾凹陷多口探井获得勘探新突破，展现出“南油北气”
的特征；盆地腹部有多口井在西山窑组背斜型煤岩目
标区相继获气；围绕富烃凹陷周缘古隆起，石炭系勘探
获工业油气流。

（３）西部坳陷围绕风城组烃源岩形成的油气系统
具有“多层楼”的结构特征，宏观上形成了源内全油气
系统子系统和源外传统含油气系统。盆地南部中—下
侏罗统的煤系优质烃源岩的热演化程度高，具备天然
气勘探的资源基础，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具有“东西
分段、南北分带、垂向分层”的基本特征。

（４）准噶尔盆地南缘冲断带的地层岩性油气藏
及致密砂岩气藏是未来勘探方向。西部坳陷风城组
的资源潜力大，向凹陷区方向烃源岩成熟度高，坳陷
区内、周缘凸起带及斜坡区是凝析油和天然气勘探
的重要目标。准噶尔盆地的深部煤层气发育“自生
自储”和“古生新储”２种类型，主要分布在滴南—白家
海地区和南缘齐古地区两大有利目标区，资源规模达
１３４９０×１０８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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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孙靖，齐洪岩，薛晶晶，等．准噶尔盆地深层—超深层致密砾岩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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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Ｗｅｎ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ａｎｇ，ＢＩＡＮＢａｏｌｉ，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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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江梦雅，王江涛，刘龙松，等．准噶尔盆地盆１井西凹陷石炭系—二
叠系天然气特征及成藏主控因素［Ｊ］．岩性油气藏，２０２３，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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