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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对成藏动力学系统的概念重新描述的基础上，选择经历了多旋回构造与沉积演化的准噶尔盆

地进行成藏动力学系统划分。准噶尔盆地发育６套烃源岩、多套储集层、２套区域性盖层和数个局部盖层，它们构成
６套生、储、盖组合。同时，钻井揭示盆地超压发育，结合测井与地震资料，将地层压力在垂向上划分为２个常压系统
和３个超压系统。该盆地垂向通道众多，构造活动期流体上下连通性好，整体可划为一个复杂的成藏动力学系统。
然而，断裂活动具幕式特征，相对盆地演化史，大部分时期处于静止封闭状态。因此，进一步将准噶尔盆地划分为６
个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①二叠系自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②三叠系他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
统；③侏罗系混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④白垩系—侏罗系混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⑤古近
系—白垩系混源超压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⑥新近系他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不同的子系统，成藏
条件、成藏动力和成藏规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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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成藏动力学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特别
是国内石油地质界和勘探界的重视。该研究是在含

油气系统理论（Ｍａｇｏ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从源岩到圈
闭”的思想启发下针对油气是一种流体矿产这一基

本事实提出来的（施凤成等，２００４），主要以流体成
藏的动力学环境、过程与结果完成命题，试图解决成

藏的宏观机制问题（田世澄等，１９９６；２０００）。成藏
动力学研究的核心是成藏动力学系统的划分，正确

的成藏动力学系统划分对于油气富集规律研究及勘

探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赵靖舟等，

２００３）。准噶尔盆地为一晚古生代—中、新生代大
型挤压复合叠加盆地（陈新等，２００２；吴根耀等，
２００３），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的改造和多旋回地层
的沉积，发育多套生、储、盖组合，具有良好的油气成

藏条件。同时钻井揭示，在盆地腹部、东部及南缘均

见到明显的超压现象（查明等，２００２；刘震等，
２００２），而且不同地区异常压力的深度、层位及压力
系数不同（李铁军，２００４）。以上特征显示，准噶尔
盆地具有发育多个成藏动力学系统的条件。本文将

从生、储、盖及其组合分析入手，结合超压的分布特

征，对该盆地的成藏动力学系统进行划分。

１　成藏动力学系统的概念

１．１　成藏动力学系统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历史
田世澄等（１９９６）在“中国、东南亚湖相盆地油

气勘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最早提出成藏动力学系

统这一概念，认为成藏动力学系统包括两个最基本

的部分：一是成藏动力学条件；二是动力学过程和结

果，但其对成藏动力学系统的范围未作明确界定。

张树林等（１９９７）则称之为成藏动力系统，认为它是
指具有统一油气运移和聚集动力源的地质单元，其

核心是研究油气运移和聚集的动力条件，但这种具

有统一运聚动力源的“地质单元”的范围仍然是模

糊的（赵靖舟等，２００２）。田世澄等（１９９７）进一步指
出“成藏动力学系统是盆地内流体运移的一个客观

存在的复杂天然系统，它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个是若干个成藏动力学的子系统；二是联系这些

子系统的连通体系”。此刻的成藏动力学系统已是

一个高级别的“系统”了，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含油

气盆地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成藏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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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金晓辉等，２００５）。与成藏动力学系统相似，
康永尚等（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先后提出“含油气系统油气
成藏动力学”和“油气成藏流体动力系统”的概念，

并认为一个油气成藏流体动力系统是由固体格架和

其中的流体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它具有特定的功

能和相对稳定的边界，其中的流体构成一个流动单

元，受控于一个统一的压力系统。该论述使成藏动

力学系统的轮廓进一步清晰。在此基础上，郝芳等

（２０００）提出成藏动力学是综合利用地质、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手段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在盆地演化历

史中和输导格架下，通过能量场演化及其控制的化

学动力学、流体动力学和运动学过程分析，研究盆地

油气形成、演化和运移过程及聚集规律的综合学科。

另外，杨甲明等（２００２）、张厚福等（２００２）也先后给
予油气成藏动力学系统不同的定义。目前成藏动力

学系统的概念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１．２　本文对成藏动力学系统概念的描述
成藏动力学系统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理论体

系，因此对其概念的描述必须明确，可操作性强，而

且要体现以下三点：①成藏动力学系统是含油气系
统理论的新发展，主要针对我国陆相多旋回的断陷

湖盆而提出的；②成藏动力学系统研究的主体和核
心应是地下流体动力场及其所依存的环境，这也应

成为划分成藏动力学系统的主要依据；③对油气勘
探具指导意义。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

认为：成藏动力学系统是应用系统论的思想将成藏

静态要素与动态过程紧密结合，以盆地地下流体动

力场及其所依存的环境为核心，探讨油气生成、运

移、聚集及分布规律的综合研究体系。地下流体动

力场主要指盆地的温度场、压力场和应力场，其中压

力分布是划分成藏动力系统的基本参数（张树林

等，１９９７）；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输导体系、流体封隔
体等，盆地构造—沉积旋回是划分成藏动力学系统

的基础（田世澄等，１９９６）。
对于断陷湖盆，总有切穿盖层的大断裂，而且油

气成藏期往往对应着构造运动期，这时断裂常呈开

启状态，构成流体运移的通道，同时盆地将处于统一

的流体动力场中，因而此时整个盆地就是一个复杂

的成藏动力学系统（田世澄，２０００）。断裂活动具有
幕式特征，当处于间歇期时，在流体封隔层作用下，

盆地垂向上，平行于沉积层面可划分出两个或两个

以上具有统一油气运聚动力源的地质单元，本文将

其称为成藏动力学子系统。因此，一个盆地就是一

个成藏动力学系统（田世澄等，２０００），除非该盆地

发育有全盆地分布的致密封隔层和两套以上已成熟

的烃源岩，且很少有断裂沟通，这样，内部才可划分

出两个或两个以上成藏动力学系统。在一个成藏动

力学系统内部可划分出多个子系统（施凤成等，

２００４），油气在其内部进行分配与聚集。

２　准噶尔盆地生、储、盖及其组合
２．１　烃源岩

准噶尔盆地自下而上主要发育有下二叠统、中

二叠统、上三叠统、中—下侏罗统、下白垩统和古近

系等六套烃源岩。二叠统烃源岩包括佳木河组和风

成组，其中佳木河组分布局限，Ｒｏ值为 １１８％ ～
１９％；风城组主要岩性为黑灰色泥岩、白云质泥岩，
其残余有机碳含量平均为１２６％，有机质类型多为
Ⅰ～Ⅱ型，Ｒｏ值为０８５％～１１６％。中二叠统烃源
岩主要指分布于西北缘、腹部和南缘西部的下乌尔

禾组，分布在南缘东部的芦草沟组，南缘山前和东北

缘克拉美丽山前东道海子北凹陷和大井凹陷的平地

泉组，它们的分布范围较风城组有所扩大。下乌尔

禾组为暗色泥岩、粉砂质泥岩，残余有机碳含量平均

为０７％～１４％，有机质类型为Ⅲ型，处于成熟—
高成熟阶段；芦草沟组以油页岩和黑灰色泥岩为主，

残余有机碳含量平均为７４５５％，有机质类型大多
为Ⅰ～Ⅱ１型，Ｒｏ值为０５０％ ～０９１％；平地泉组
岩性为黑色白云岩夹灰色泥岩，残余有机碳含量平

均为 ３１２％，有机质类型以Ⅱ１型为主，Ｒｏ值为
０５４％～１２１％（何登发等，２００４）。

三叠系烃源岩主要指西北缘、腹部和北部乌伦

古凹陷的白碱滩组，东部的黄山街组和郝家沟组，南

缘的黄山街组，有机质丰度主要在较低—较高范围，

类型以Ⅱ２～Ⅲ为主，大部分烃源岩处于未熟—低熟
阶段（马哲等，１９９８），目前在盆地内尚未发现与此
套烃源岩有密切关系的油气。中—下侏罗统烃源岩

包括八道湾组、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等三个组，其中

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既发育暗色泥岩，又发育碳质

泥岩和煤岩，暗色泥岩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变化较大，

有机质类型以Ⅱ２～Ⅱ１型为主，Ｒｏ值为 ０４６％ ～
１０％（魏辉等，１９９８；何登发等，２００４）。下白垩统
吐谷鲁群烃源岩主要发育在盆地南缘，岩性为灰绿

色泥岩夹泥质粉砂岩，有机质丰度和成熟度均较低

（Ｒｏ值一般小于０５％）（王屿涛，２０００）。古近系安
集海河组烃源岩主要分布在盆地南缘，岩性以暗色

泥岩为主，有机碳含量为０４％ ～４５％，有机质类
型为Ⅱ１型和Ⅱ２型，在埋深较大的地区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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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登发等，２００４）。因此，从现有资料分析，二叠
系、中—下侏罗统和古近系安集海河组为盆地主要

的烃源岩，其中又以二叠系烃源岩最为重要，侏罗系

次之，古近系安集海河组成熟烃源岩分布局限（杨

斌，１９８１）。

表１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实测地层压力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井 号 井 段（ｍ） 层 位 压力（ＭＰａ）
压力梯度

（ＭＰａ／ｍ）
压力系数

石西２３２６０～４５７８ Ｊ１ｓ ４０．２～６６．８ ０．００９８～０．０２０３ １．２３
石西３３２００～４８８９ Ｊ１ｓ ４０．１～７９．６ ０．０１０～０．０１６３ １．５４

莫北２
３９９６～４００６ Ｊ１ｓ ４５．１～４５．１８ １．１３
４３９７～４４０５ Ｊ１ｂ ６６．８４ １．５２

盆参２
４４６８～４６１３ Ｊ１ｓ ６６．８～９６．４ ０．０２１ １．４９～２．０９
５１２３～５１７７ Ｊ１ｂ １０７．０～１０７．９ ０．０１６７ ２．０８～２．０９

莫２ ４５５４～４５８８ Ｊ１ｓ ８９．６２ １．９６
台１１２５５５～２７２５ Ｊ１ｓ １．５５
北７４３１２９～３２００Ｊ１ｓ—Ｊ１ｂ １．３５

２．２　储层
盆地内储集层从石炭系至古近系各层位均有分

布。石炭系储集层均为火山岩相，包括熔岩类和火

山碎屑岩类，储集空间以裂缝—孔隙型为主，储集性

能较差，孔隙度多数小于７％，渗透率小于１×１０－３

μｍ２（张朝军等，２００５）。二叠系的夏子街组至新近
系的塔西河组以三角洲相、河流相及滨湖相砂体为

主要储集类型，属中等—好的储集层（常秋生，

２００３）。其中，侏罗系储层厚度大、平面展布广，是
盆地尤其是腹部地区主要储集层之一（庄锡进等，

２００２）；而白垩系吐谷鲁群底部砂体颗粒粗，物性好
（平均孔隙度达 １４３１％，渗透率为 １２８０８×１０－３

μｍ２），是盆地最好的储集层。
２．３　盖层

准噶尔盆地发育的区域性盖层主要有２套：三
叠系的白碱滩组和侏罗系的三工河组（刘文国等，

２００１）。白碱滩组的大套泥岩在全盆地均有分布，
其厚度在１００～４００ｍ之间；三工河组泥岩总厚度在
１００～２００ｍ之间，其中上段（Ｊ１ｓ

１）单层泥岩厚达６０
～８０ｍ，在盆地内分布稳定。除以上两套区域性盖
层外，腹部侏罗系八道湾组和白垩系吐谷鲁群，南缘

古近系安集海河组和塔西河组发育的灰色、灰绿色

泥岩，以及在玛湖凹陷、盆１井西凹陷、沙湾和阜康
凹陷内发育的二叠系风城组与下乌尔禾组烃源岩也

可作为良好的局部盖层（王旭等，１９９７）。
２．４　生、储、盖组合

多旋回的构造与沉积演化，在准噶尔盆地垂向

上形成了多套生、储、盖组合。尽管盆地东、西部地

层命名不同，但同一时代的地层岩性相似。因此，以

地层综合柱状图的形式，在垂向上将准噶尔盆地划

分出６套生、储、盖组合（图１）。

３　地层压力系统
准噶尔盆地南缘超压多在沙湾组、安集海河组

等发育泥岩的层位开始出现（李铁军，２００４；李忠权
等，２００１），向下迅速增大，但到白垩系底部压力又
逐渐降低至正常（王震亮等，２００３）。另外，在山前
推覆带侏罗系及中—上三叠统中实测的地层压力系

数高达 １２７～１６０（李铁军，２００４；罗晓容等，
２００４），说明盆地侏罗系及以下仍有异常高压的存
在。该超压系统在腹部钻井过程中已得到证实。莫

索湾凸起钻井钻至侏罗系三工河组时开始出现超

压，八道湾组压力系数高达１７０～２０４（吴晓智等，
１９９４），封隔层位于三工河组中—下部（查明等，
２００２；刘震等，２００２）。同时，盆参２井井旁地震层速
度随深度变化规律显示，在４４８５ｍ处（相当于三工
河组）层速度开始偏离正常趋势线，这种异常持续

到５２５０ｍ处开始恢复正常，超过５４００ｍ（大致相当
于三叠系上部）后层速度再次出现异常（见图１）。
推测上三叠统白碱滩组可能构成盆地异常高压的第

三套封隔层。晚三叠世是准噶尔盆地演化历史上最

大的湖泛期，接受了一套几乎覆盖全盆地的滨浅

湖—半深湖甚至深湖相的泥质岩沉积，厚度达１００
～４５０ｍ（陈建平等，２００３）。这种厚度巨大的泥质岩
层无疑对异常高压的形成和保存非常有利（李铁

军，２００４）。另外，二叠系下乌尔禾组也是一套厚层
泥岩，能够对流体的运移起封隔作用，但在盆地腹部

及南缘缺乏钻井证实，因此将其统一划入三叠系以

下超压系统中。据以上分析，准噶尔盆地地层压力

在垂向上至少可以划分为五套系统（吴孔

友等，２００６；见图１）：①安集海河组以上为
正常地层压力系统；②安集海河组与白垩
系之间为超压系统，具有压力封存箱的特

点（吴晓智等，１９９４；李忠权等，２００１；罗晓
容等，２００４）（简称上部超压系统），分布于
盆地南缘；③白垩系与侏罗系三工河组之
间为正常地层压力系统；④侏罗系三工河
组与八道湾组为超压系统，因不具有统一

的压力梯度（表１），应属顶封滞排型异常
压力系统（简称中部超压系统），分布于盆

地腹部及南缘；⑤三叠系白碱滩组以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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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准噶尔盆地生储盖组合、地层压力系统及成藏动力学系统划分图
Ｆｉｇ．１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ａｐｒｏｃ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ｏｏ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１—砂岩；２—粉砂岩；３—泥质粉砂岩；４—泥岩；５—白云质泥岩；６—煤层；７—安山岩；８—流纹岩

１—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２—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３—ａｒｇｉｌｌａｃｅｏｕｓ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４—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５—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６—ｃｏａｌｂｅｄ；７—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８—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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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准噶尔盆地超压系统平面分布范围叠置图
Ｆｉｇ．２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测为顶封滞排型异常压力系统（简称下部超压系

统），该系统除乌伦古凹陷、西北缘及东部隆起区

外，盆地内均有分布。根据实测地层压力数据，结合

地震研究成果，作出的各超压系统平面分布见图２
（吴孔友等，２００６），而正常压力系统的平面分布范
围与盆地边界一致。

４　成藏动力学系统划分及其特征

４．１　成藏动力学系统划分
准噶尔盆地发育多条区域性大断裂，这些断裂

主要位于周缘山前，也紧邻生烃凹陷。西北缘和东

北缘发育的大断裂从石炭系断至侏罗系（王伟锋

等，１９９９），南缘断裂自石炭系断至新近系（李忠权
等，１９９８）。在盆地腹部，三叠系以下发育逆断层为
主的深层断裂体系，在三叠系以上发育以正断层为

主的浅部断裂体系，它们在空间上组成“Ｙ”字形、
“＜”形（李振宏等，２００２）及“花状构造”（吴孔友
等，２００５）等样式。众多的垂向通道，导致盆地流体
运移异常活跃。勘探实践证实，从石炭系到侏罗系

已发现的油气大多数来自二叠系烃源岩（王绪龙

等，１９９５；王屿涛等，１９９９）。因此，宏观上将准噶尔
盆地整体划为一个复杂的成藏动力学系统。然而，

断裂活动具幕式特点，相对于盆地演化史，大部分时

期断裂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根据盆地构造—沉积旋

回（生、储、盖组合）、异常压力分布、区域性不整合

面（吴孔友等，２００２）及不同层系油气成藏特征，进
一步划分为６个成藏动力学子系统（图１）：①二叠
系自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②三叠系
他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③侏罗系混
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④白垩系—侏
罗系混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⑤古近
系—白垩系混源超压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⑥
新近系他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

４．２　成藏动力学子系统的基本特征
４．２．１　二叠系自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

动力学子系统

　　二叠系自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位
于盆地最深部位，以二叠系下乌尔禾组（东部地区

为芦草沟组）为封隔层与上部子系统分开，平面分

布范围受下乌尔禾组尖灭线控制，与下部超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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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分布范围相近。其内发育的风城组和下乌尔禾

组是盆地的主力烃源岩，有机质含量高，成熟度也

高，不仅能给本系统提供充足的油源，也是上部各子

系统的主要油源。该系统地层压力系数较大，在石

西地区为 １４左右（石西 ４井），在玛湖凹陷为
１６６，到南缘山前凹陷据地震层速度推算，压力系数
可达２０。由于埋藏深，地层压力大，流体主要以压
实流的形式，一方面沿断裂或裂缝向上呈幕式排放，

另一方面沿储层和内部不整合面作长期的侧向运

移。

４．２．２　三叠系他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
动力学子系统

　　三叠系他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以
上三叠统白碱滩组与上部子系统分开，平面分布范

围与下部超压系统分布范围相当。地层异常压力明

显，压力系数大，玛湖地区为１３５，石南地区为１５０
（石南１井），夏盐地区为１６９（夏盐２井），向南压
力系数进一步增大，在莫索湾地区的盆参２井处利
用地震层速度预测压力系数高达２１１４。该系统烃
源岩不发育，且热演化程度低，主要由下部子系统提

供油源。由于三叠系构造简单，其下为盆地深部断

裂体系，上为浅部断裂体系，而内部断裂较少，流体

受封隔层限制，主要沿三叠系内部储层和底部不整

合面向外排放。

４．２．３　侏罗系混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
动力学子系统

　　侏罗系混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主
要发育在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以三工河组下部致密

岩性段为封隔层与上部子系统分开，平面分布范围

与中部超压系统分布范围相当。八道湾组泥岩和煤

层本身可以作为烃源岩，只是在盆地大部分地区处

于低熟或未熟状态，成熟烃源岩主要分布在阜康和

沙湾凹陷。该系统地温和地层压力均较高，盆参２
井八道湾组地温达 １２０℃，地温梯度为 ３３９～
４５℃／１００ｍ，实测地层压力系数高达２０９，地层压
力为１０７９ＭＰａ（见表１），介于封隔层突破临界值
之间（ＧｒａｕｌｓＤ，１９９９），流体容易进行幕式排放（查
明等，２００２）。这也许正是箱内的八道湾组普遍含
油但又难成规模，而位于箱缘的三工河组中部富集

油气的关键因素之一。

４．２．４　白垩系—侏罗系混源常压开放型成藏
动力学子系统

　　白垩系—侏罗系混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
系统发育在侏罗系三工河组与白垩系胜金口组之

间。三工河组的泥岩和西山窑组的煤层在阜康和沙

湾凹陷部分已达成熟，可为本系统提供油源，但主要

的油气来自于下部二叠系烃源岩。该系统断裂发

育，流体与外界交流活跃，一方面沿断裂作近距离垂

向运移，另一方面沿侏罗系顶部不整合和白垩系底

部连通砂体作长距离侧向运移。地层温压系统基本

属正常，构成准噶尔盆地重要的成藏动力学子系统，

尤其在盆地腹部，发现的绝大部分油气均集中在该

系统内。

４．２．５　古近系—白垩系混源超压封闭型成藏
动力学子系统

　　该系统发育在白垩系胜金口组与古近系安集海
河组之间，侧向依靠断层遮挡构成一个封闭型成藏

动力学子系统（罗晓容等，２００４；吴晓智等，１９９４），
主要分布在盆地南缘，与上部超压系统分布范围相

当。油砂、油苗和原油的地化指标显示，该系统有来

自古近系安集海河组泥岩和侏罗系煤系烃源岩的油

气（郭春清等，２００５），具有混源特征。其内部地层
超压严重，吐谷１井在塔西河组至吐谷鲁群砂岩中
实测压力系数为１６５～２０５，安６井在紫泥泉子组
至东沟组砂岩中实测压力系数高达２０８～２３３。
４．２．６　新近系他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

新近系他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主要

发育在新近系沙湾组以上地层中，位于准噶尔盆地

最上层，埋藏浅，与外界沟通广泛，因而，除独山子地

区外，地层总体处于常压状态。该子系统没有烃源

岩，油气来自下部系统，发现的油气藏较少，主要分

布在南缘山前，常以油砂和油苗的形式出现。

５　结论
（１）成藏动力学系统是应用系统论的思想将成

藏静态要素与动态过程紧密结合，以盆地地下流体

动力场及其所依存的环境为核心，探讨油气生成、运

移、聚集及分布规律的综合研究体系。一个成藏动

力学系统可划分出多个子系统，油气在其内部进行

分配与聚集。

（２）准噶尔盆地多旋回的构造与沉积演化，在
垂向上形成了６套生、储、盖组合，同时发育３套超
压系统，将地层压力分隔为５套系统。

（３）准噶尔盆地整体上为一个复杂的成藏动力
学系统，进一步可划分为６个子系统：① 二叠系自
源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② 三叠系他源
超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③ 侏罗系混源超
压半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④ 白垩系—侏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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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⑤ 古近系—白
垩系混源超压封闭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⑥ 新近系
他源常压开放型成藏动力学子系统。不同的子系

统，成藏条件、成藏动力和成藏规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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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澄，陈建渝，张树林，毕研鹏，张继国．１９９６．论成藏动力学系统．
中国石油勘探，１（１）：３１～３４．

田世澄．１９９７．论成藏动力学系统的划分和类型．见：中国含油气系统
的应用与进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田世澄．２０００．论成藏动力学系统．北京：地震出版社．
王伟锋，王毅，陆诗阔．１９９９．准噶尔盆地构造分区和变形样式．地

震地质，２１（４）：３２４～３３３．
王旭，袁洪，李兴平，王国司，许国民，杨惠明．１９９７．准噶尔盆地东部

石炭－侏罗系油气储盖层特征及评价．石油实验地质，１９（１）：
１２～１８．

王绪龙，刘得光．１９９５．准噶尔盆地腹部马桥凸起侏罗系原油油源分
析．新疆石油地质，１６（１）：３３～３７．

王屿涛，徐长胜，王静．１９９９．准噶尔盆地石南油气田成藏史分析．石
油勘探与开发，２６（１）：２８～３１．

王屿涛．２０００．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资源潜力和富集规律．勘探家，５
（１）：４９～５１．

王震亮，孙明亮，耿鹏，宋岩，李耀华．２００３．准南地区异常地层压力
发育特征及形成机理．石油勘探与开发，３０（１）：３２～３４．

魏辉，金奎励，姚素平．１９９８．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生烃特征有机岩石学
研究．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６（３）：１８～２２．

吴根耀，马力．２００３．“盆”“山”耦合和脱耦在含油气盆地分析中的应
用．石油实验地质，２５（６）：５３３～５４５．

吴孔友，查明，柳广弟．２００２．准噶尔盆地二叠系不整合面及其油气
运聚特征．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９（２）：５３～５７．

吴孔友，查明，王绪龙，郭志强．２００５．准噶尔盆地莫索湾地区断层控
油作用．地质力学学报，１１（１）：６０～６６．

吴孔友，查明，钟建华．２００６．准噶尔盆地超压系统分布及其演化．地
质科学，４１（４）：５６２～５６９．

吴晓智，李策．１９９４．准噶尔盆地莫索湾地区异常地层压力与油气聚
集．新疆石油地质，１５（３）：２０８～２１３．

杨斌．１９８１．克拉玛依－乌尔禾油区原油地球化学特征．新疆石油地
质，２（１）：１９～４１．

杨甲明，龚再升，吴景富，何大伟，仝志刚，吴冲龙，毛小平，王燮培．
２００２．油气成藏动力学系统研究概要（上）．中国海上油气（地
质），１６（２）：９２～９７．

查明，曲江秀，张卫海．２００２．异常高压与油气成藏机理．石油勘探与
开发，１９（１）：１９～２３．

张朝军，石昕，吴晓智，杜社宽，管树巍．２００５．准噶尔盆地石炭系油气
富集条件及有利勘探领域预测．石油地质，１：１１～１４．

张厚福，方朝亮．２００２．盆地油气成藏动力学初探———２１世纪油气地
质勘探新理论探索．石油学报，２３（２）：７～１３．

张树林，田世澄，陈建渝．１９９７．断裂构造与成藏动力系统．石油与天
然气地质，１８（４）：２６１～２６６．

赵白．１９９４．石炭、二叠系是准噶尔盆地的主要油源岩．新疆石油地
质，１５（１）：１０～１４．

赵靖舟，罗继红，吴少波，时保宏．２００２．成藏动力系统的内涵及其勘
探意义．中国石油勘探，７（４）：１５～１７．

赵靖舟，时保宏，罗继红．２００３．论成藏动力系统的划分方法．天然气
地球科学，１４（６）：４２９～４３５．

庄锡进，胡宗全，朱筱敏．２００２．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侏罗系储层．古地
理学报，４（１）：９０～９６．

ＧｒａｕｌｓＤ．１９９９．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ｃａｕｓ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ｖｅ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ｈｙｄｒ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
ＩＦＰ，５４（６）：６６７～６７８．

ＭａｇｏｏｎＬＢ，ＤｏｗＷＧ．１９９４．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ｔｒａｐ．
ＡＡＰＧＭｅｍｏｉｒ．，６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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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度与地质学有关主要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表
①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２ 中国科学Ｄ ２．６９０
４ 岩石学报 ２．５５６
５ 地质学报 ２．４３８
７ 地理学报 ２．１３６
８ 地质科学 ２．００８
９ 冰川冻土 １．９０６
１４ 地球化学 １．８０７
１７ 矿床地质 １．７３４
２０ 古地理学报 １．６７０
２６ 地理研究 １．５４２
２７ 天然气地球科学 １．５３７
３０ 地质论评 １．４７９
３２ 第四纪研究 １．３６８
３４ 石油勘探与开发 １．３６７
３４ 中国地质 １．３６７
３７ 地学前缘 １．３４７
４１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１．３２６
４４ 高校地质学报 １．２６７

①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４６ 岩石矿物学杂志 １．２６０
４７ 地球物理学报 １．２５３
４８ 地球科学进展 １．２４５
５７ 地质通报 １．２０２
５８ 科学通报 １．１８１
６２ 石油实验地质 １．１６７
６８ 工程地质学报 １．１３４
８１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１．０６５
８７ 地理科学 １．０２４
９１ 现代地质 １．００６
９６ 地球科学 ０．９９１
１１５ 沉积学报 ０．９２７
１１７ 岩土工程学报 ０．９１８
１２１ 地球物理学进展 ０．９０４
１４０ 编辑学报 ０．８４６
１４９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０．８１８
１５４ 地球学报 ０．８０８
１５６ 石油物探 ０．８０３

①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１５７ 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０．８０１
１５８ 海洋学报 ０．８００
１６９ 地震地质 ０．７８２
１８４ 地层学杂志 ０．７５２
１９９ 地震学报 ０．７２７
２３２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０．６９３
２３５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０．６９０
２４９ 矿物学报 ０．６７４
２７６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 ０．６４４
２９８ 铀矿地质 ０．６１２
３２９ 岩土力学 ０．５８４
３４１ 自然科学进展 ０．５７０
３８５ 地质与勘探 ０．５３１
４０４ 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 ０．５１５
４１９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０．５００
４３０ 南京大学学报 ０．４９５
４３６ 东北大学学报 ０．４９２
４５５ 岩矿测试 ０．４８０

　　注：① 本栏数据为在中国科技期刊中的总排名。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０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０６年版，核心
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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