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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北缘冷湖一南八仙构造带
油气成藏条件及成藏模式

高长海，查 明

(中国石油大学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山东东营257061)

摘要：冷湖一南八仙构造带是柴达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点地区之一。综合地质、地震和分析化验等资料，应用现代油

气成藏、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等理论和方法，对该地区油气成藏的地质条件及成藏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

区带油源丰富。储集条件好，发育多套有效的储盖组合，多种类型圈闭(尤其是构造圈闭)发育且成排成带分布，各成

藏要素配置良好，具有形成大中型油气田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区带油气有近源断层输导纵向成藏、

远源不整合输导侧向成藏、近源不整合输导纵向成藏和近源混合输导成藏4种模式。其中．近源断层输导纵向成藏

模式和近源混合输导成藏模式是本区主要的油气成藏模式，而近源不整台输导纵向成藏模式的油藏可作为本地区

下一步勘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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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gas reservoir-forming conditions and patterns in Lenghu-Nanbaxian

structural belt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GAO Chang-hai．ZHA Ming

(Faculty ofC．eo-Resource andlnfornuaioninChina UniversityofPetroleum，Dongymg 257061，ShaodongPr∞／nce，Ch／na)

Abstract：I￡“ghn—Nanbaxian structural belt．an important region for oil—gas exploration．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The gealogic conditions and pattern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were researched by us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ofmodem reservoirformation，geophysics，geochemistry，andthe dataof geulogT，seismics and analysis assa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a is likely to be large or medium—sized oil-gas field with abundant oil-sources，good reservoirs，devel-

oped several昱et8 of effective reservoir—eaprock assemblage．multiple types of trap(especially stractural trap)distributing in

lines and belts，and good allocatlan of various reservoir-forming factors．Based oll these researches，the reservoir-forming pat-

terns of the Lenghu—Nanbaxian structural belt Call be classified鹊fo吐kinds：near—SOlll℃e fault translocaftOn vertical reservoir-

forming pattern，far—Sotlrce unconformity translocation lateral reservoir-forming pattern，near-s011／12e mixed translocafion reser-

voir—forming pattern and near一$otllce mmotffomfity traaslocation vertical reservoir-forming pattom The near-source fault U,ⅢrlS-

location vertical reservoir-forming pattem and near-SOUYCe mixed translacation reservoir—forming pattern are main resell'air-

forming patterns of the area．Near-source unconformity translocation vertical reservoir-forming pattern cKil be looked oil且s exo

pforafion direction in future．

Key words：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benghu·Nanbaxian structural belt；hydrocarbon reservoir；reservoir-forming

condition；reservoir-formlng pattern

·地质概况 盖骂蒹差言磊；毒蒜薹喜冀翥；耄竺譬萼鬻
冷湖一南八仙构造带是柴达木盆地油气勘探的 南八仙构造和马海构造。目前，研究区内已发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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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断裂是本区的主控断裂，直接影响和控制着本区

的构造演化、沉积和油气成藏，形成以构造控制为主

的圈闭类型。

油源分析表明，南八仙构造的油源来自于西南

方向的伊北凹陷的侏罗系烃源岩，由f邻近伊北生

烃凹陷，所以油气比较容易运移至南八仙构造，运移

距离约20 km。伊北凹陷于E，一N。处于生排烃的高

峰期，生成的油气沿不整合面和砂岩E倾方向运移

并聚集于陵间断裂下盘及其附近，之后油气沿仙南

断裂发生垂向运移，于南八仙构造古近系物性较好

的储层中聚集成藏，形成成熟度较低的原生油气藏；

新近纪末的喜马拉雅运动三幕，导致仙北断裂形成，

并使得早期的断层也处于活动期，早期聚集在古油

藏中的低熟石油与侏罗系烃源岩二次生成的成熟石

油进入古近系储层后发生混合，再通过仙北断层向

上运移到新近系储层中，在仙北断层处于封闭状态

时，于断层下盘聚集成藏，形成断层遮挡油气藏。

图5近源断层输导纵向及远源不整合输导侧向成藏模式

5．2远源不整合输导侧向成藏模式 接向下进入基岩裂缝或基岩风化壳，受上部侏罗系

钻井和地震资料表明，马海构造是在基岩古隆 泥质岩盖层的遮挡而聚集成藏。该模式主要发育在

起基础上形成的同沉积构造。马海构造位于马仙地 马仙地区，南八仙构造仙11井在3232—3 239 1"11井

区东部，西面以一鞍部与南八仙构造相接，北以马仙 段初测试产气9000 m3；马海构造马北3、马北101

断裂与马海平滩鼻状潜伏构造为界。油源分析表 和马北·102，井获工业油流，岩性主要是花岗岩和花

明，马海气田高成熟的油气不是来自F马仙地区的 岗片麻岩，油气显示丰富(图6)。该模式可作为下

下侏罗统烃源岩，而是来源于周围的侏罗系深凹陷 一步勘探的方向。

高一过成熟烃源岩。研究表明，马海气田的天然气来

自其西南方向的伊北凹陷和西北部的赛什腾凹陷。

新近纪束的喜马拉雅运动三幕，使得本区抬升，马海

的抬升最高，顶部剥蚀了大量韵地层，南八仙一马海

古隆起解体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构造圈闭。伊北凹陷

生成的油气可沿中生界顶不整合面、砂岩上倾方向

以及该区断裂形成的输导体系首先运移至南八仙构

造中，然后部分油气向隆起幅度更高的马海构造沿

区域不整合面发生长距离的侧向运移，运移距离约
30 km，或于不整合面之下聚集形成地层超覆油气

藏，或于断层下盘及其附近聚集形成断层遮挡油气

藏，或于物性较好的储层中聚集成藏(图5)。

5．3近源不整合输导纵向成藏模式

柴北缘地区发育的深部断裂，直接断至基底，导

致基岩顶部断裂发育，或在古隆起阶段遭受风化剥

蚀形成基岩风化壳，使基岩上部物性变好，成为油气

聚集的有利储集空间。侏罗系烃源岩生成的油气直

一
。?{

i爿乒埝以、 ≥
囝运穆方向 <＼＼ ≤
日油气藏 八、E》gj＼ ＼E

32

0

1

2

3

4

5

6

7

8

j裔襞

  万方数据



第31卷第4期 高长海，等：柴选木盐地北缘冷湖一南^仙构造带油气成藏条件厦成藏模式

被封堵于断层下盘聚集成藏，部分油气则穿过马仙

断裂向马海构造(即马仙断层上盘)运移，通过不整

合面、砂岩输导层以及断层组成的运移网络，在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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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部构造的有利部位聚集成藏，形成近源混合输

导成藏模式(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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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7近源混合输导成藏模式

(1)柴北缘冷湖一南八仙构造带具有形成大中

型油气田的有利条件。该区带油源丰富，储集条件

好，发育多套有效的储盖组合，多种类型圈闭发育

(尤其构造圈闭)且成排成带展布，保存条件好，各

成藏要素配置良好。

(2)研究区主要存在近源断层输导纵向成藏模

式、远源不整合输导侧向成藏模式、近源不整合输导

纵向成藏模式和近源混合输导成藏模式。其中近源

断层输导纵向成藏模式和近源混合输导成藏模式是

本区主要的油气成藏模式，而近源不整合输导纵向

成藏模式可作为本区下一步勘探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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