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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喜马拉雅运动是指新生代以来的构造运动%是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构造及其圈闭形成

的主要动力%对库车坳陷油气成藏起重要的作用’喜马拉雅运动强烈的构造挤压作用造成的

快速沉降和埋藏促使油气开始生成"喜马拉雅运动产生的大量裂缝是致密低渗透储集层的主

要渗流通道和有效的储集空间%对改善储集性能有重要的作用"喜马拉雅运动不仅形成了油

气运移的通道和油气聚集的场所%而且还是油气运移的主要驱动力%控制了油气藏成排成带

的分布规律"喜马拉雅晚期产生的断层和构造抬升作用%是该区天然气散失和盐上次生油气

藏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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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B)’!!!!!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B?B#!))!$)#>)"A*>)A
作者简介!曾联波#*@#">$%男%副教授%*@@!年获中国地质大学构造地质学专业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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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运动是指新生代以来的构造运动%它
包括B个主要的构造幕’*(%不仅对西部地区前陆盆

地及其构造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控制作用%而且还

对西部含油气盆地油气的成藏与分布有重要影响’
因此%研究喜马拉雅运动对西部含油气盆地油气成

藏的影响%对深入了解西部盆地油气藏的成藏模式%
探讨油气分布与形成富集规律%有效指导油气勘探

具有重要的意义’
库车坳陷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天山造山带南

侧%西起温宿%东至库尔勒%南在轮台!库车!阿克

苏公路一线%与塔北隆起相邻’库车坳陷经历了多期

构造运动%其中喜马拉雅期运动是该区构造的主要

形成期和定格期’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库车坳陷

的构造及其圈闭绝大多数是在喜马拉雅运动的作用

下形成的%尤其是喜马拉雅中晚期的构造运动对该

区构造变形与最终定型起了决定性作用’!!A(’喜马

拉雅构造期是库车坳陷油气生成&运移聚集和保存

的主要时期’E(%对该区油气成藏起主导作用’喜马拉

雅运动对库车坳陷油气成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

E个方面’

*!对油气生成的影响

"王振宇%王招明’塔里木盆地北部前陆区石油地质综合研究

#内部研究报告$%!)))’

!!喜马拉雅运动对库车油气生成的影响主要通过

控制沉积和埋藏速率来影响烃源岩向烃类转化’在
喜马拉雅中晚期强烈的构造挤压作用下%天山山体

快速抬升%位于天山山前的库车坳陷快速沉降%使烃

源岩被巨厚的上覆岩层快速埋藏%地温增高%烃源岩

开始演化#图*$’另外%喜马拉雅中晚期强烈的逆冲

推覆作用在断层带附近产生的大量摩擦热以及巨厚

膏盐岩对下伏地层地热的保存作用也对烃源岩的成

熟度有一定影响’
库车坳陷的烃源岩主要分布在阳霞凹陷&拜城

凹陷和乌什凹陷%烃源岩主要为三叠!侏罗系的湖

相泥岩和煤相地层’拜城凹陷烃源岩的演化程度最

高%其次为阳霞凹陷%而乌什凹陷最低%目前仍处于

生油阶段"’拜城凹陷烃源岩在不同地区生烃史有

明显不同%在凹陷的北部及西部地区%燕山晚期开始

生油%喜马拉雅早期达到生油高峰期%喜马拉雅中期

生油结束%喜马拉雅晚期生凝析油湿气结束%并开始

生干气"在凹陷的中心地区%喜马拉雅早期开始生

油%喜马拉雅中期达到生油高峰期%喜马拉雅晚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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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拜城凹陷侏罗系地层埋藏史和热演化史"##

F2G’* H6-2,&,4I./3-J,&/2;.%-23;%7./356-,;;2124
H,21/34G;,G"##

油结束$在凹陷的南部%喜马拉雅中期开始生油%喜
马拉雅晚期达到生油高峰期%侏罗系烃源岩目前生油

尚未结束’喜马拉雅期是该区油气的主要生成时期’

图!!库车坳陷不同层位岩心裂缝密度统计

F2G’! F-,1.6-3I34;2.<1%64.3IK<1%-3;24I2773-34.
;.-,.,24L6M,I3N-3;;2%4

!!对储集性能的影响

喜马拉雅运动对储集性能的影响主要是在致密

低渗透储集层中产生大量的裂缝%对改善该区的储

集性能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库车坳陷*@口取心井

**)B’#EJ岩心&野外露头剖面和测井资料的分析

统计%该区以中高角度构造裂缝为主%裂缝一般与岩

层面近垂直分布%并受岩层的单层厚度和岩性控制’
以白云岩中裂缝密度最大%而粗砾岩中裂缝密度较

小’在纵向上%三叠系&下侏罗统阿合组&下白垩统巴

什基其 克 组 和 下 第 三 系 库 姆 格 列 木 群 裂 缝 发 育

’图!(’在平面上%库车坳陷+*O!层位裂缝发育区主

要分布在克拉>大北一带%L*O!层裂缝主要在克依

构造带细砂岩中发育%5*O!层裂缝在依南构造带也

发育$(*!层裂缝的整体发育程度较差%但在依南地

区相对发育$根据依南E的岩心和野外露头资料%三
叠系砂岩中的裂缝也比较发育’

B!对圈闭形成的影响

库车坳陷位于南天山山前%其构造圈闭占绝对

优势%其中在喜马拉雅期形成的断层相关褶皱是最

有利的构造圈闭"A#’从构造发育史分析可知%该区构

造及其圈闭主要在喜马拉雅早期开始形成%从天山

山前到塔北隆起%各构造带的形成发育时间具有由

早至晚的发育规律%但它们都在喜马拉雅晚期定型%
都属于喜马拉雅运动的产物’

#李洪革’库车前陆盆地构造特征及其对油气控制作用’内部研

究报告(%!))*’

A!对油气运聚的影响

喜马拉雅运动对油气运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个方面)一是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了油气运聚的通道

’包括断层&裂缝和不整合面(和油气聚集的圈闭构

造$二是喜马拉雅运动所产生的构造应力提供了油

气运聚的动力%是油气运聚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喜
马拉雅运动是该区油气运聚的重要控制因素’

在库车坳陷油气运移过程中%断层起主导作

用"E%##%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形成的断层是该区油气

垂向运移的主要通道’受喜马拉雅运动近南北向构

造应力场的控制%该区近东西向的逆冲断裂成排成

带分布%它们同时控制了该区的构造圈闭沿断裂带

也成排成带分布%进而控制了该区油气藏成排成带

的分布规律’
根据断裂与油气成藏的关系%将库车坳陷断裂

分为充注断层&散逸断层和无效断裂B种类型#’充
注断层切割了烃源岩和储层%而在区域性的盖层下

终止%是油气向上运移最良好的通道’如大北断裂就

属于此类断层’图B(’散逸断层既断开了烃源岩%同
时也断开了区域性的盖层%使运移来的油气沿断裂

散失掉%从而破坏了油气藏’如吐孜玛扎断层就属于

此类断层’图B(’无效断裂在喜马拉雅晚期形成%向
下没有切到烃源岩%断层对油气运移基本上没有任

何作用’以上第三系膏泥岩为滑脱面的断层都属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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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PQ@@R!!?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F2G’B 032;J2124.3-N-3.,.2%4N-%72&3%7PQ@@R!!?

图A!克拉B号构造剖面示意

F2G’A 0S3.1/J,N%7L3&,B;.-61.6-3;31.2%4

无效断层"如吐孜洛克构造发育的断层’

E!对油气保存的影响

断层既可以作为油气运移的通道"也可以成为

油气散失的通道’喜马拉雅晚期构造运动产生的断

层使早期断层重新活动"破坏早期形成的原生油气

藏"使油气沿断层再次运移"然后在新的圈闭中聚集

和再次成藏"形成次生油气藏"该区分布在上第三系

的盐上油气藏主要属于这种类型’后期活动断层还

可以造成早期聚集的天然气散失"克拉B号构造具

有与克拉!号构造类似的地质条件"但其含气性明

显不如克拉!构造#图A$"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喜马

拉雅晚期形成的散逸断层对气藏的破坏作用"使早

期形成的气藏被破坏掉’另外"喜马拉雅运动强烈的

挤压和抬升作用"使上覆地层被剥蚀"盖层严重破

坏"从而使油气严重散失"也是该区油气破坏的一个

重要因素’库车坳陷丰富的地面油苗就是该区油气

严重散失的结果"反映喜马拉雅晚期运动对油气的

明显破坏作用’

#!结论

喜马拉雅运动对库车坳陷油气成藏起重要的作

用’喜马拉雅期强烈的构造挤压作用造成的快速沉

降和埋藏"使烃源岩开始向油气转化%喜马拉雅运动

产生的大量裂缝"是致密低渗透储集层的主要渗流

通道和有效的储集空间"对改善储集性能有重要的

作用%该区以与逆冲断层相关的构造圈闭为主"主要

在喜马拉雅早期开始发育"在喜马拉雅晚期定型"喜
马拉雅运动形成的断层是该区油气垂向运移的主要

通道"控制了油气藏成排成带分布%喜马拉雅运动对

油气成藏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喜马拉

雅晚期产生的断层和构造抬升作用"是该区天然气

散失和盐上次生油气藏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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