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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重大专项“海相碳酸盐岩油气规模增储上产与勘探开发技术研究”（２０２３ＺＺ１６ＹＪ０１）资助。
作者简介：王清华，男，１９６８年８月生，２００７年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油气勘探研究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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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
油气勘探突破及意义

王清华１，２，３
（１．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新疆库尔勒　８４１０００；

２．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超深层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技术研发中心　新疆库尔勒　８４１０００；
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超深层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工程研究中心　新疆库尔勒　８４１０００）

摘要：２０２３年９月，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雄探１井在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获重大油气勘探突破，继白垩系、
古近系后，塔北地区又获一重要层系发现，标志着塔北地区具备多层系立体成藏特征。基于构造样式、断裂特征及雄探１井钻井、测
井、测试资料的综合分析，明确了喀拉玉尔衮构造带烃源岩条件、油源通道和储、盖条件及圈闭类型，系统梳理了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
武系下丘里塔格组的油气成藏要素及成藏模式。塔北隆起深层发育两套烃源岩，其中，寒武系玉尔吐斯组为主要烃源岩层，前寒武系
裂陷槽烃源岩为潜在烃源岩。研究区构造运动活跃，发育加里东期、海西期和喜马拉雅期断裂，ＮＮＷ向走滑断裂叠加ＮＷ向及ＥＷ
向逆冲断裂，形成相互交错的断裂体系，垂向沟通深部烃源岩与储集层。研究区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具有早期成圈、多期成藏的特
点，晚海西期受强烈挤压作用的影响，多条通源断裂及相关构造圈闭雏形形成，后期构造运动叠加，研究区持续隆升，形成上寒武统大
面积连片分布的构造圈闭，捕获多期油气充注。建立了下丘里塔格组“下生上储、断裂输导、近源成藏”的构造油气成藏模式。研究认
识揭示，塔北西部寒武系下丘里塔格组具有巨大的油气勘探潜力，有望成为盆地台盆区新的油气增储上产战略接替区。
关键词：构造圈闭；储盖组合；裂陷槽烃源岩；成藏期次；下丘里塔格组；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塔北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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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北地区是塔里木盆地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增储上
产的主战场之一［１３］，然而位于塔北隆起西部南喀—英
买力低凸起的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却一直未获得海相油
气突破，碳酸盐岩油气勘探程度较低，特别是寒武系白
云岩领域的勘探尚未涉足。前人针对塔北西部地区碎
屑岩陆相油气成藏特征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徐桂芬
等［４］、王俊鹏等［５］、苏洲等［６］讨论了薄砂层沉积作用及
地质、地震储层预测，张君峰等［７］基于新苏地１井的勘
探突破分析了沙井子构造带志留系油气地球化学特征
并开展了油源对比，张斌等［８］利用生物标志化合物讨
论了奥陶系上覆地层陆相与海相油源的区分。但当前
尚未有塔北西部寒武系油气成藏特征研究的报道，且
尚无钻井钻揭寒武系，因此，寒武系是塔北西部地区一
个全新的、尚未引起重大关注的勘探与研究领域。
２０２３年９月，雄探１井在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

内幕白云岩储层获得油气突破，首次在塔北西部地区
获得海相高产油气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勘探层系与
富油气区带，是塔北西部海相油气勘探的一个转折点。
雄探１井的勘探突破揭示：①塔北西部寒武系烃源岩
广泛发育，烃源岩条件有利，具备规模成藏的物质基
础；②塔北西部主要发育构造油气藏，油气沿断裂在构
造高部位富集成藏；③塔北西部—英买力地区上寒武

统海相油气具备良好的勘探前景和巨大的勘探潜力，
有望成为台盆区新的油气增储上产战略接替区。雄探
１井在上寒武统的油气发现表明，有必要加强对塔里
木盆地上寒武统白云岩领域的探索。

综合雄探１井钻井、试油、测井和地球化学测试资
料以及三维地震资料、储层与成藏演化史等，分析了塔
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的烃源岩条件、油源通道、
储盖组合与圈闭类型，建立了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
武统下丘里塔格组油气成藏模式，以期为资源潜力评
价、勘探有利区优选提供依据和有益参考。

１　区域地质背景及勘探开发历程
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位于塔北西部英买力低凸起的西

部，走向为ＮＷ—ＳＥ向，其东北侧为秋里塔格构造带，西
南部为阿瓦提凹陷及温宿凸起。构造带古生界主要由喀
拉玉尔衮逆冲断裂控制的多个宽缓的断背斜、断鼻构造
组成。受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喜马拉雅多期构造
运动影响，特别是海西期和喜马拉雅期构造挤压活动强
烈，喀拉玉尔衮构造带的古生界—中生界与新生界发生
明显分层变形，逐渐形成现今构造格局。喀拉玉尔衮构
造带寒武系顶面构造为一大型断背斜，被多组次级断裂
分割成多个断块，形成多个局部构造高点（图１）。

图１　塔里木盆地西北部构造纲要及勘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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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北西部的油气勘探工作起始于塔里木油田会战
初期，至今有３０余年，总体可分为３个阶段。

（１）油气发现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
该阶段是塔北西部油气勘探初始阶段，１９８９年，

第一口发现井英买１井在奥陶系裸眼酸化测试获得
３３８ｔ／ｄ高产油流，油气来源于海相烃源岩。１９９２年，
英买２井也获得了海相油气发现，并于２０１０年提交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但此后３０余年间，除英买２井区滚
动扩边勘探获得零星发现以外，英买力低凸起再未获
得海相油气勘探突破，尤其是位于英买力低凸起马纳
火成岩以西的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仅见个别海相油气
勘探苗头。

（２）陆相油气勘探阶段（１９９４年至今）
１９９４年，羊塔１井、羊塔５井在古近系、白垩系先

后获得工业油气流，其油气均来源于库车坳陷陆相烃
源岩，塔北西部进入陆相油气勘探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１８
年，先后完钻８口预探井，除却勒４井、玉中１井和玉
中２井失利外，玉东２井、却勒１井、玉东１井、玉东５
井和玉东７井均获得了工业油气流。其中，１９９７年完
钻的玉东２井除在白垩系获得高产油流外，在下部的
奥陶系灰岩潜山也见良好油气显示，４９３８～４９６４ｍ段
酸化测试获稠油产量６４ｔ／ｄ，首次在塔北西部发现海
相油气。随后玉东１井和玉东７井分别以奥陶系和志
留系为海相油气兼探目的层，其中，玉东１井奥陶系测
试为含气水层，玉东７井在志留系柯坪塔格组发现沥
青与轻质油包裹体，均未获得油气发现。

（３）海相油气重大勘探突破阶段（２０２３年至今）
２０２２年，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在塔北西部喀

拉玉尔衮构造带部署风险探井———雄探１井，完钻井深
为６９４７ｍ，完钻层位为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图２），该
井是塔北西部目前为止唯一一口在寒武系获得勘探突破
的井。雄探１井在下丘里塔格组见气测显示５８ｍ／１５层，
全烃含量最高达５３２％，组分全。２０２３年９月，雄探
１井下丘里塔格组储层经酸压改造后选择８ｍｍ油嘴，
油压为４０ＭＰａ，获得高产油气流，折合产油量为２０１ｔ／ｄ，
折合产气量为１７７８９９ｍ３／ｄ，不含水，测试结论为凝析
气层，海相油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此外，该井在志留
系柯坪塔格组上段３亚段见到较好的油气显示，荧光
显示为两期油气充注，推测为早期重质油充注、晚期轻
质油充注，测井解释为差油层３ｍ／１层，初步展现出良
好的勘探苗头。雄探１井的突破证实塔北西部具有巨
大的海相油气勘探潜力，该地区一跃成为塔里木盆地
增储上产的重要领域。

２　油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油源分析
精细油气源对比是成藏体系复杂垂向叠加分析的

重要手段，对于油气成藏分析和成藏模式建立具有重
要意义［８］。前人关于英买力低凸起的油气来源观点不
一：肖晖等［９］认为英买力低凸起的海相油气源自满加
尔坳陷寒武系—奥陶系烃源岩；张科等［１０］等通过分析
轮探１井原油生物标志化合物认为，塔里木盆地超深
层轻质原油主要来源于下寒武统玉尔吐斯组；张斌
等［８］根据英买力低凸起原油生物标志化合物分析认
为，该区海相原油主要来自于中—上奥陶统烃源岩。
但尚无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系海相油气来源的相关
报道，系统分析对比雄探１井、玉东２井原油的测试资
料，可为研究区油气藏解剖、油气输导体系识别提供直
接证据。

玉东２井奥陶系潜山原油的密度在２０℃和５０℃条
件下分别为１０４９５ｇ／ｃｍ３、１０３３６ｇ／ｃｍ３，凝点＞６４℃，蜡
含量为１９０％，具有低蜡的特点，胶质含量为２４８２％，沥
青质含量为３１６％（表１）。
　　雄探１井下丘里塔格组１件原油样品的地面密度在
２０℃和５０℃条件分别为０８０９６ｇ／ｃｍ３、０７８７３ｇ／ｃｍ３，运
动黏度为２０８２ｍＰａ·ｓ，动力黏度为１６３９ｍＰａ·ｓ，凝
固点为－２６℃，硫含量为０４１９％，蜡含量为２１％，胶
质含量为０３４％，沥青质含量为００９％，属于“低黏
度、低含硫、低胶质＋沥青质、低含蜡”的轻质油。雄探
１井下丘里塔格组１件天然气样品的相对密度为
０７３５５，ＣＨ４含量为７５９７％，ＣＯ２含量为４００％，Ｈ２Ｓ
含量为０３２％，Ｎ２含量为００３％，干燥系数为０８２，
表现为偏湿、ＣＯ２含量中等的特征。

不同沉积环境中形成的烃源岩生成的原油表现出
不同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地球化学特征。张斌等［８］基于
姥植比（Ｐｒ／Ｐｈ）和重排化合物与规则化合物的比值认
为，塔北西部油源为奥陶系海相烃源岩。姜乃煌等［１１］

认为海相原油的似甲基二苯并噻吩含量远大于陆相原
油，应用该指标判断塔北西部寒武系油气来源也取得
了良好效果。

雄探１井原油具有一定的姥鲛烷优势，Ｐｒ／Ｐｈ比
值为０４２，原油δ１３Ｃ值为－３１５‰（图３），生物标志
化合物具有“高Ｃ２８三环萜含量、低Ｃ２９三环萜含量、低
Ｃ３０未知藿烷含量”的特征（图４），均指示其为典型海
相原油。原油∑甲基二苯并噻吩（ＭＤＢＴ）／∑甲基
菲（ＭＰ）比值和甲基菲比率与寒武系玉尔吐斯组烃源
岩相近（图５），表明其油源岩为玉尔吐斯组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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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雄探１井寒武系—奥陶系综合地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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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玉东２井、雄探１井海相原油的物理性质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狊狅犳犠犲犾犾犢狌犱狅狀犵２犪狀犱犠犲犾犾犡犻狅狀犵狋犪狀１

井号密度（２０℃）／
（ｇ／ｃｍ３）

密度（５０℃）／
（ｇ／ｃｍ３）

含水量／
％

凝点／
℃

残碳／
％

灰分／
％

蜡／
％

胶质／
％

沥青质／
％

含砂／
％

玉东２ １０４９５ １０３３６ ５０００＞６４０２２４７９３４ １９０２４８２３１６２０８０
雄探１ ０８０９６ ０７８７３ ０２２５－２６０ ０ ０ ２１０ ０３４００９ ０

３　油气成藏条件
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白云岩

储层油气富集条件相对复杂，油气分布不均一。平面

上，油气主要集中在断裂带及构造高部位，在雄探１井
区最为富集；纵向上，油气多层叠置，主要沿构造等值
线分布。分析下丘里塔格组油气藏剖面产状特点和侧
向遮挡条件，认为其主要为断背斜油气藏。



　第４期 王清华：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油气勘探突破及意义 ６１９　　

油气分布规律及其主控因素分析对于深化油气成
藏认识、指导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１２１３］。综合分析
认为，研究区下丘里塔格组油气富集主要受控于烃源
岩发育特征、逆冲走滑断裂输导和喀拉玉尔衮构造上
盘古生界构造三大要素。

３１　玉尔吐斯组烃源岩与前寒武系裂陷槽烃源岩是
油气形成的物质基础
充足的油气来源是油气富集成藏的物质基础［１４１５］。

周俊峰等［１６］、张水昌等［１７］基于露头和岩心资料分析认
为，塔北西部下古生界主要发育寒武系玉尔吐斯组及

图３　雄探１井原油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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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雄探１井原油与典型海相、陆相原油生物标志物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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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注：ＭＤＢＴ—甲基二苯并噻吩；ＭＰ—甲基菲；ＭＰＲ—甲基菲比率。
图５　雄探１井原油油源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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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系萨尔干组和印干组３套烃源岩［７］。雄探１井原
油与玉尔吐斯组烃源岩具有相近的饱和烃生物标志化
合物特征：高含长链三环萜烷含量、低伽马蜡烷含量、低
Ｃ２８甾烷含量和较轻的碳同位素值（δ１３Ｃ小于－３１‰）。雄
探１井原油的∑ＭＤＢＴ／∑ＭＰ比值为１１６，与玉尔吐
斯组烃源岩（∑ＭＤＢＴ／∑ＭＰ比值＞０４０）相近，与奥
陶系烃源岩（∑ＭＤＢＴ／∑ＭＰ比值＜０１０）差异明显，
表明该井的油气源自玉尔吐斯组烃源岩。玉尔吐斯组
烃源岩在阿瓦提—塔北地区广泛发育，厚度多在１０～
４０ｍ，在塔北西部的厚度较大，可达３０～７０ｍ（图６）；
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平均值介于３％～１２％。地震标
定资料显示，研究区前震旦系“两凹一隆”特征明显，阿
满古梁将阿瓦提凹陷分割为２个生烃中心，其中，满西
凹陷向西北部延伸至塔北西部；塔北西部前寒武系裂
陷槽烃源岩反射特征明显，且厚度大（图７），是潜在的
有利烃源岩发育区。
３２　油气运移通道

断裂发育是影响构造形成、储层改造及油气运移
的关键因素［１８１９］，断裂输导体系的时空展布控制着含
油气流体的运移方向、路径及分布［２０］。却勒—玉东区
块在不同地质时期主要受３种构造应力作用，发育３
组断裂体系。第１组是弧形逆冲断裂，主要活动于晚
海西期，受马纳火成岩侧向挤压影响、沿中寒武统盐层
滑脱所致，垂向上断开中寒武统—二叠系，平面上呈弧
形展布，控制了两个弧形构造带分布。第２组是走滑

断裂，主要为ＮＮＷ向区域Ⅰ级断裂，活动于晚加里东
期—晚海西期，以晚加里东期为主，是塔中、塔北地区
大型走滑断裂的一部分，垂向上断开基底—二叠系，是
研究区重要的油源断裂。第３组断裂是基底卷入逆冲
断裂，主要为ＮＷＷ向、近ＥＷ向，是北部构造应力挤
压所致，平面上发育喀拉玉尔衮断裂和却勒４断裂两
条断裂，控制了却勒—玉东区块西部两排构造带的展
布，其中，喀拉玉尔衮断裂形成于加里东期，持续活动
至燕山期，在研究区内延伸约５０ｋｍ，垂向上断开基
底—三叠系，断距约为２０００ｍ，断面倾角大于２０°，是
该地区重要的油源断裂；却勒４断裂形成于海西期，自
基底向上断至三叠系底，平均断距约为５００ｍ，断面倾
角大于４０°，在研究区内的延伸长度为４０ｋｍ（图８）。
３３　构造格局

雄探１井位于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盘穹隆背景上
的一个断鼻构造，构造整体被喀拉玉尔衮断裂及其反
冲断裂夹持，其中，喀拉玉尔衮断裂呈ＮＷ—ＳＥ向，控
制形成了断裂带上盘的穹隆背斜构造。整个构造表现
为断鼻形状，其ＮＷ方向发育一个近ＥＷ向展布的断背
斜构造，形成面积较大的构造圈闭，雄探１井位于该圈
闭西高点的东翼斜坡位置，构造条件较好（图１、图９）。
３４　储集层条件与储盖组合
３３１　储集层特征

塔北地区寒武系下丘里塔格组发育岩溶改造型储
集层［２１］，主要包括具不同地质背景和成因的潜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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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系玉尔吐斯组烃源岩厚度
犉犻犵．６　犛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狅犳犆犪犿犫狉犻犪狀犢狌犲狉狋狌狊犻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注：ＴＺ—震旦系底；ＴＺ２—上震旦统底；Ｔ∈—寒武系底；Ｔ∈２—中寒武统底；Ｔ∈３—上寒武统底。
图７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裂陷槽烃源岩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７　狋狉犲狀犱犻狀犵狊犲犻狊犿犻犮狆狉狅犳犻犾犲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狅犳狋犺犲狉犻犳狋狋狉狅狌犵犺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溶、内幕层间岩溶及埋藏热液岩溶等岩溶类型［２２２４］。
岩溶作用通常形成规模不等的溶孔、溶洞及溶缝，因此，
岩溶改造型储层具有极强的非均质性［２５］。近年来，在
塔里木、四川等盆地的勘探实践表明，岩溶储层的发育
主要受３个因素影响：高能沉积相带是岩溶储层发育
的基础，顶部大型不整合面发育是岩溶储层发育的关

键，断裂和裂缝网格是大气淡水的主要渗滤通道［２６２９］。
　　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下丘里塔格组与上覆奥陶系鹰
山组之间存在岩性突变，由下部的白云岩直接突变为
灰岩，自然伽马测井曲线在岩性突变处表现出明显的
峰值，揭示上、下地层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整合面。地
震解释剖面显示，下丘里塔格组顶界面的地震同相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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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断裂纲要
犉犻犵．８　犉犪狌犾狋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犝狆狆犲狉犆犪犿犫狉犻犪狀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注：ＴＴ—三叠系底；ＴＰ—二叠系底；ＴＳ１ｔ—志留系塔塔埃尔塔格组底；ＴＳ—志留系底；ＴＯ—奥陶系底；ＷＢ—完钻井深。
图９　过雄探１井犛犖向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９　犛犖狋狉犲狀犱犻狀犵狊犲犻狊犿犻犮狆狉狅犳犻犾犲犮狉狅狊狊犻狀犵犠犲犾犾犡犻狅狀犵狋犪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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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较好，可大范围追踪，表明研究区寒武系与奥
陶系之间为平行不整合，层间岩溶发育（图９）。加里
东期，喀拉玉尔衮构造带整体属于岩溶储层发育区，
下丘里塔格组为局限—半局限台地沉积，台内高能
滩广泛发育，为后期层间岩溶改造提供了较好的物
质基础。
　　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系下丘里塔格组岩性主要
为晶粒白云岩，储集空间以溶蚀孔洞、晶间（溶）孔和裂
缝为主。岩心上可见针孔状基质溶孔较均匀分布，孔
径最大为５ｍｍ，最小为１ｍｍ，多在２～３ｍｍ。此外，
岩心整体破碎严重，表明裂缝发育。电成像测井图像
上，溶蚀孔洞表现为不均匀分布的暗色斑块，被中—高
角度裂缝沟通（图１０）。白云石晶体以细晶为主，呈他
形—半自形晶粒状较紧密镶嵌，显微镜下可见晶间孔、
晶间溶孔和裂缝，部分薄片可见残留颗粒幻影，推测原
岩为颗粒灰岩。综合岩心、岩石薄片特征和测井响应，
将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下丘里塔格组白云岩储层划分为
孔洞型、裂缝孔洞型２种类型（图１１）。

当前，塔北西部仅雄探１井在下丘里塔格组取心，
但由于岩心破碎，仅１件样品符合常规孔渗测试标准，

实测孔隙度为３４４％，渗透率为２６４ｍＤ；另有３件岩
心样品基于工业ＣＴ扫描分析，平均孔隙度约为
３５０％。雄探１井下丘里塔格组测井解释平均孔隙度
为５００％、平均渗透率为０８３ｍＤ。综合分析认为，喀
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系下丘里塔格组白云岩储层为低
孔、特低渗储层。
３３２　盖层特征

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系下丘里塔格组储层上覆两
套盖层［３０３１］：①研究区稳定发育的奥陶系鹰山组致密灰
岩，厚度为１００～３００ｍ，测井孔隙度为０１０％～１０４％（平
均为０２０％），测井渗透率为０００２～０２５７ｍＤ（平均为
００１２ｍＤ）。②致密碎屑岩，受多期构造运动和奥陶
系上覆地层遭受不同程度剥蚀的影响，该套盖层在研
究区不同构造带差异发育，其中，雄探１井区为厚约
８０ｍ的志留系柯坪塔格组中段泥岩，玉东２井区为厚
约８０ｍ的白垩系卡普沙良群泥岩，玉东１井区为二叠
系以泥岩和细砂岩为主的砂泥岩段。整体上，雄探１
井区、玉东２井区第２套盖层的油气封堵效果优于玉
东１井区，其与第１套盖层叠置可与寒武系下丘里塔
格组形成有效的储盖组合（图１２）。

图１０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成像测井溶蚀孔洞特征
犉犻犵．１０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犺狅犾犲狊狅犳犝狆狆犲狉犆犪犿犫狉犻犪狀犡犻犪狇犻狌犾犻狋犪犵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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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细晶白云岩，具晶粒结构，主要由细晶白云石组成，含少量粉晶、中晶白云石，部分白云石晶粒内见泥质，晶面较
脏，白云石呈他形—半自形晶粒状紧密镶嵌，发育不规则状白云石晶间孔、晶间溶孔，孔径为００４～１００ｍｍ，雄探１
井６７０９０ｍ；（ｂ）、（ｃ）细晶白云岩，具晶粒结构，主要由细晶白云石组成，含少量粉晶、中晶白云石，部分白云石晶粒内
见泥质，晶面较脏，白云石呈他形—半自形晶粒状紧密镶嵌，见１条未充填的不规则溶蚀缝，雄探１井６７９００ｍ；（ｄ）
细晶白云岩，岩心较破碎，裂缝较发育，雄探１井６７０８５ｍ；（ｅ）细晶白云岩，岩心较完整，表面见溶蚀孔及白云岩基质
孔，斜裂缝、垂直缝发育，雄探１井６７０９０ｍ；（ｆ）细晶白云岩，岩心较破碎，裂缝较发育，岩心表面可见针孔状基质孔，
雄探１井６７１００ｍ。

图１１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储集空间特征
犉犻犵．１１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狆犪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犝狆狆犲狉犆犪犿犫狉犻犪狀犡犻犪狇犻狌犾犻狋犪犵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

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图１２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盖层对比（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２　犆犪狆狉狅犮犽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犝狆狆犲狉犆犪犿犫狉犻犪狀犡犻犪狇犻狌犾犻狋犪犵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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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圈闭形成与成藏期次
塔北西部地区位于构造转换带，自北向南构造走向

由近ＥＷ向转变为ＮＷ向，ＮＷ／ＮＮＷ向、ＮＥ／ＮＮＥ向
调节断裂共轭发育，圈闭分布受断裂控制，主要沿断裂
走向呈排带状分布，形成规模油气富集区，是一个典型
的多层系含油、多种油源、多次油气充注的复式油气
区［８］。肖晖等［９］综合流体包裹体测试资料和埋藏史热
演化史分析认为，英买力低凸起奥陶系油藏的主成藏期
为晚加里东期和晚海西期；周俊峰等［１６］根据烃源岩热
演化分析认为，晚海西期为奥陶系油藏的主要成藏期。
基于雄探１井实钻、实测资料，从构造与成藏关系入手，
系统分析了该区油气成藏期次。构造在油气聚集及
大—中型油气田形成过程中具有控制作用［３２］，喀拉玉
尔衮断裂及其伴生断裂不仅控制了圈闭形成，也为深部
烃源岩生成的油气提供了良好运移通道。根据构造演
化与成藏期次的耦合关系，笔者将研究区寒武系油气成
藏划分为加里东期、晚海西期和喜马拉雅期３个阶段。

３４１　加里东期
喀拉玉尔衮大断裂形成于加里东期，至晚加里东

期，早期断裂继承性活动，形成北高南低的构造格局。
该时期，寒武系玉尔吐斯组烃源岩已进入低成熟度生
油期，镜质体反射率（犚ｏ）约为０５％，流体包裹体镜下
分析显示，早期形成的油藏遭到破坏形成沥青质，发橙
褐色荧光，志留系储层孔隙中可见形成于加里东期的
重质油［图１３（ａ）］。
３４２　晚海西期

晚海西期，研究区经历了强烈的构造运动，早期发
育的断裂持续活动，马纳火成岩发育，走滑断裂开始形
成，构造发生翘倾，构造格局由早期的北高南低转变为
南高北低，古生界—下部中生界构造层开始形成背斜。
该时期，玉尔吐斯组烃源岩进入热演化成熟期，犚ｏ约
为１０％，镜下可见发黄绿色荧光的油包裹体，其伴生
盐水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７３０～９１９℃，为寒武系油
气的主要成藏期［图１３（ｂ）］。

图１３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包裹体特征
犉犻犵．１３　犐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犝狆狆犲狉犆犪犿犫狉犻犪狀犡犻犪狇犻狌犾犻狋犪犵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犓犪犾犪狔狌犲狉犵狌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犪犫犲犻狌狆犾犻犳狋

３４３　喜马拉雅期
喜马拉雅期，强烈的造山运动使塔北隆起强烈下

沉北倾，古近系向南超覆沉积。晚喜马拉雅期，受近
ＳＮ向挤压应力作用的影响，沿古近系膏盐岩层及上
覆地层发育滑脱断层，深部断层重新活动，使得该地区
构造格局进一步复杂化，古生界—中生界下部构造层
表现为由复杂断块组成的大型断背斜，中生界上部—
新生界构造层表现为向北倾斜的斜坡，喀拉玉尔衮构
造带最终定型。该时期，玉尔吐斯组烃源岩进入高热
演化成熟期，犚ｏ约为１５％，镜下可见少量发蓝绿色
荧光的油包裹体，其伴生盐水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
１０５６～１１２３℃，为主要成藏期［图１３（ｃ）］。
３５　油藏模式

综上分析，建立了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系“构造
控圈、晚期成藏”的油藏模式。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寒武
系生、储、盖、圈、运、保等成藏要素具有良好的互相配置
关系，油气成藏条件非常优越。主力烃源岩为阿瓦提凹

陷深部玉尔吐斯组烃源岩和前寒武系裂陷槽烃源岩；储
集层为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白云岩；广泛发育的柯坪
塔格组中段泥岩与奥陶系鹰山组灰岩组成有效盖层，整
体保存条件优越。受早—中加里东期构造运动挤压作
用影响，喀拉玉尔衮构造带发育一系列ＮＷ—ＳＥ向逆冲
走滑断裂，地势北高南低。加里东期—燕山期，走滑断裂
发育，古生界—中生界下部开始形成背斜构造，圈闭初步
形成，该时期，烃源岩进入热演化成熟阶段，为主要成藏
期。喜马拉雅期，喀拉玉尔衮构造带构造格局进一步复
杂化，圈闭类型最终定型，该时期也是主要成藏期。

综合研究认为，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地区上寒武
统下丘里塔格组主要发育构造圈闭，油气沿断裂垂向
输导至下丘里塔格组形成构造油气藏，且烃源岩主要
排烃期与圈闭形成时间耦合性较好，建立了“下生上
储、断裂输导、近源成藏”的构造油气成藏模式，整体
上，下丘里塔格组油气藏空间上分布有序、平面分布严
格受构造控制（图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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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上寒武统下丘里塔格组油藏样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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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勘探突破的启示与意义
喀拉玉尔衮构造带雄探１井的突破，对塔里木盆

地油气勘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①首次在盆地寒武系
下丘里塔格组内幕获得海相油气，首次在塔北西部地
区获得海相高产油气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勘探层系
与富油气区带，使塔北隆起西段海相油气勘探区由英
买２井向西拓展了近１００ｋｍ。②证实了塔北西部寒
武系烃源岩广泛发育，且具有规模生烃潜力，根据三维
地震资料预测，该套烃源岩的厚度在３０～５０ｍ，ＴＯＣ
含量为５５０％～１１７５％，烃源岩条件与富满地区相
似，具备规模成藏的物质基础；此外，前寒武系裂陷槽
烃源岩可能也是该地区重要的油气来源，因此塔北西
部油气勘探潜力巨大。③证实了塔北西部—英买力地
区上寒武统海相油气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与巨大的勘
探潜力，有望成为塔里木盆地台盆区新的油气增储上
产战略接替区。塔北西部—英买力地区上寒武统构造
圈闭成排、成带分布，已发现１７个圈闭及圈闭显示（图
１），总面积为４７９ｋｍ２，落实石油资源量为５４×１０８ｔ，
天然气资源量为５２００×１０８ｍ３。

５　结　论
（１）塔北西部喀拉玉尔衮构造带雄探１井在寒武

系下丘里塔格组取得油气勘探重大突破，油气源对比

显示油气主要来自寒武系玉尔吐斯组及前寒武系裂陷
槽烃源岩，具备形成原生油气藏的有利地质条件。主
力储层寒武系下丘里塔格组内幕白云岩储层与上覆柯
坪组中段泥岩、鹰山组灰岩构成有利的储盖组合。

（２）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喀拉玉尔衮构造带断
裂演化复杂多样，其中，走滑断裂、逆冲断裂是重要的
油源断裂。研究区加里东期形成的圈闭遭受破坏，晚
海西期、喜马拉雅期为构造圈闭形成期，深部烃源岩的
排烃期与圈闭形成时间耦合性较好，发育“下生上储、
断裂输导、近源成藏”的构造油气成藏模式。

（３）雄探１井油气勘探突破证实塔北西部—英买
力地区上寒武统具有良好的海相油气勘探前景与巨大
的勘探潜力，有望成为盆地台盆区新的油气增储上产
战略接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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