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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断裂活动对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的影响 

吕修祥①②, 杨宁①②, 周新源③, 杨海军③, 李建交①② 

①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资源与信息学院, 北京 102249;  
②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02249;  
③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库尔勒 841000  

摘要： 

塔里木盆地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的质量与次生孔-缝-洞的发育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岩溶作用是改善碳酸盐岩储集性

能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与不整合面有关的岩溶作用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相对众多关于不整合风化壳岩溶改造作用的

研究, 探讨了一种新的碳酸盐岩储层改造方式, 在大量野外调查、岩心及其薄片观察的基础上, 探讨了地下断层活动

对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的改造作用. 将断裂活动对碳酸盐岩储层改造的作用方式分为3类: (ⅰ) 断裂活动导致次一级

断裂及裂缝发育进而改善碳酸盐岩储集性能, 可称之为轮南式或塔中82式; (ⅱ) 断裂活动导致深部热流体上涌, 其
中的某些成份与碳酸盐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诸如萤石的次生矿床进而改善碳酸盐岩储集性能, 可称之为塔中45式; 
(ⅲ) 延伸至地表附近的断裂活动导致表生岩溶作用深度加大, 岩溶储层厚度增大, 可称之为和田河式. 塔里木盆地断

层对碳酸盐岩储层的改造作用十分明显, 且主要分布在隆起的边缘或斜坡或隆起的倾没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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