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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分析了油气藏形成的四个重要时期，即加里东、印支、燕山、喜马拉雅油气聚集期，和两个主要的油

气藏破坏期，即中燕山运动期和晚燕山—喜马拉雅运动期，依据生烃期的早晚和油气在完成初次聚集后至最终成

藏定型是否突破了原始封闭体系，提出了新的成藏模式划分方案，将中国南方海相油气成藏模式划分为原生型、次

生型和再生型成藏模式３种类型，并分析了各类成藏模式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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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成藏模式是对油气藏形成机制与赋存特征

的高度概括和解释，是描述油气藏形成过程中生、

储、盖、圈、运、聚、保等基础要素在时空关系上的相

互匹配历史，以及在相同地质条件下不同相态类型

的油气藏的共生和制约关系，并对其作出科学的解

释（马力等，２００４）。由于不同的研究者的侧重点和

出发点不同，对油气成藏类型划分的方法也有很大

差别，有的强调成藏的烃源方式，有的则看重生储盖

组合关系，有的注重运聚机制，有的则综合其演变过

程。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油气藏

形成、聚集与破坏时期分析，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案。

１　成藏模式的划分依据

目前，对成藏模式没有统一的划分依据。通常

依据某一项或几项主要控制成藏的要素或成藏作用

划分或总结成藏模式。概括起来，代表性成果主要

有以下５类：

（１）以聚集期和定位为依据的划分方案：胡光

灿等（１９９７）将川东石炭系天然气藏划分为一次成藏

模式和二次成藏模式；二次成藏模式又进一步划分

出早期聚集早期成藏模式和早期聚集晚期成藏模

式。该方案可以比较好的用于川东地区乃至四川其

他地区、其他层系的天然气成藏的解释和分类，但对

构造运动明显比四川盆地区要强烈而复杂的南方其

他地区来说，难以推广。

（２）以成因为依据的油气藏类型划分方案：王

根海等（２００１）、王庭斌（２００３ａ）、赵宗举等（２００２ａ，

２００２ｂ，２００２ｃ，２００４）从强调油气藏成因的角度，将南

方海相中、古生界油气藏划分为原生油气藏、次生油

气藏和再生烃油气藏３种类型。该方案将已经破坏

了的“古油藏”均作为“原生油气藏”、四川盆地天然

气藏主要属次生气藏的归类是欠妥的，古油藏本身

就是地质历史时期油气藏遭受破坏的产物，不应作

为“原生”看待，而在原始成藏系统内调整的气藏就

划为次生，则与前述“原生”相矛盾，“次生”调整过度

而被破坏则变成“原生”，这显然是不妥的。

（３）以供烃方式和含油气系统内条件变更为依

据的划分方案：马力等（１９９７，２００４）针对南方高热演

化、烃源条件的特殊性和油气藏在含油气系统内的

赋存和形成条件，对南方海相油气成藏模式提出了

两种划分方案：①按油气藏供烃方式划分烃源岩直

接供烃成藏模式、原油裂解气成藏模式、水溶脱气成

藏模式和煤层气或深盆气的解吸成藏模式；②按天

然气藏在含油气系统内赋存位置和形成条件的变

更，划分内生和外生油气成藏模式。内生油气成藏

又分原生和次生成藏模式。他们同时还认为两类成



藏模式划分方案应互补应用。

（４）依据气源及油气聚集程度与油气藏改造程

度的划分方案：梅廉夫（２０００）?从气源与改造程度

两个方面出发，将鄂西渝东区天然气的成藏模式划

分为原生弱改造型、原生强改造型、次生弱改造型和

次生强改造型４种成因类型。２００３年他又从油气

聚集程度和油气藏改造程度两方面?，将川东北天

然气藏分成“高聚集－强改造型”、“高聚集－弱改造

型”、“低聚集－强改造型”和“低聚集－弱改造型”成

藏模式等。该方案主要基于鄂西渝东、川东北等变

形相对简单地区。

（５）“分级多因素”成藏模式划分方案：杨方之

等（２００４）?从研究整个中国南方的角度提出了“分

级多因素”的成藏模式划分原则。他们考虑了三级

因素：第一级因素：成藏流体（油、气）源。包括原生

烃源、二次生烃源、次生烃源、水溶气源和无机气源。

第二级因素：成藏期次。大体分为原生成藏、次生成

藏两大类型。第三级因素：油气输导与遮挡、圈闭类

型、要素及封闭机制、储盖条件、地层流体压力等等

控制油气成藏的具体因素，被作为成藏模式划分的

第三级因素考虑。该方案过于复杂，仅考虑一、二级

因素就达十二种类型之多。同时，如仅考虑一、二级

方案，则似乎可以看成是马力等（１９９７，２００４）提出的

两套划分方案的“乘积”。

２　成藏模式形成的地质背景分析

２．１　地史时期４个重要的油气聚集期

近半个世纪的勘探和研究成果表明，南方海相

中、古生界油气的生成、运移、聚集成藏、保存和破坏

经历了多期次、阶段式发展和演化的复杂过程（郭彤

楼等，２００２；肖开华等，２００６；马永生等，２００６；沃玉进

等，２００６）。综合构造特征、沉积特征、油气生成史、

区域性盖层和海相地层本身的保存—改造史、上覆

陆相盆地的发育与演化特征，可以将中国南方海相

中、古生界的油气历史分为４个重要的成藏期（王根

海，２０００）及随后进行的改造破坏期。

２．１．１　加里东期末油气聚集期

２．１．１．１　加里东期末的构造面貌

　　加里东期末的广西运动是加里东期以来最强烈

的一次构造运动（赵宗举等，２００２ｄ），中止了自晚震

旦世以来的海侵历史。南华及秦岭加里东地槽强烈

褶皱回返，使得后期沉积的泥盆系角度不整合于下

伏地层之上，下古生界区域变质，并伴有花岗岩侵

入。由加里东早期的拉张裂陷转变为强烈的分别由

南和由北向地台的挤压褶皱、逆冲，强度由地槽区向

地台区逐步减弱，以致地槽区在加里东期末呈现出

复杂的构造面貌。而在江南断裂以北和城口断裂、

嘉山响水断裂以南的广大扬子地区，广西运动表现

较为缓和，主要为区域性抬升，有大面积志留系分

布，除局部地区外，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主要超覆

假整合于志留纪地层上，其总构造趋势为上、中扬子

区隆起幅度较下扬子区高，反映在上、中扬子区分布

有中、下志留统，而下扬子区分布有上志留统。

上扬子区西部及南部的川中隆起及黔中隆起在

加里东早、中期发展的基础上进—步加强并持续发

展到华力西期，同时受到较剧烈的侵蚀，以至在早二

叠世前其隆起幅度达到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在黔中隆

起与江南断裂间的都匀、凯里一带有局部微弱褶皱

及伴随规模不大的断裂，并形成了加里东期油气圈

闭。

２．１．１．２　加里东油气成藏期的油气聚集特征

（１）被动大陆边缘为下古生界主要烃源区：在

扬子准地台南缘的早古生代的宽约２００ｋｍ的被动

大陆边缘长期稳定地处于半深海的还原环境，发育

着厚余千米的黑色含碳质硅质岩、碳质泥岩以及部

分泥晶灰岩，其中生油岩厚度可达数百米，有机质丰

富。如在贵州三都—湘西风凰一带，下寒武统含碳

质、硅质泥岩、碳质泥岩有机碳平均为２．５３％～９．

１６％，下寒武统泥灰岩为０．３２７％～０．６０５％，碳质

页岩为０．９７５％～１．５６％，有机质类型为腐泥型。

本区内及其北侧发育大量的沥青脉，储量巨大的古

油藏亦发育在此区边缘。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的断坳

中，下古生界发育着盆地相滞流还原环境的含碳质

泥岩、硅质岩、碳质灰岩、泥质条带灰岩等，寒武系—

志留系有机碳含量均＞０．４％，一般为０．３５％～１．

５８％，下寒武统可达３．０２％。在此区内亦常见沥青

脉，并发现了沥青显示带及古油藏。

（２）台缘转折带为加里东期主要油气聚集带：

沿扬子准地台南缘的江南大断裂为控制早古生代各

期的相变带，亦为台地相区与盆地相区的转折带。

南侧的盆地与台地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北高南低的

斜坡，极有利于油气由南向北的区域运移。沿此带

集中了扬子区绝大多数古油藏及沥青显示带，如麻

江古油藏、瓮安古油藏以及下古生界的若干沥青显

示带，全部分布于这个转折带附近，富集的沥青储量

（下古）约１３．５亿ｔ，折算原油储量约２１．６亿ｔ。因

此可以认为这个转折带是加里东期扬子区最重要的

油气聚集带。在扬子准地台北缘具有与南缘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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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地质条件，沥青显示带、古油藏的分布特征显示

该区也是一个加里东期有利油气聚集带。四川盆地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此时业已形成，并成为重要的

油气运移批向区。

２．１．２　印支油气聚集期

华力西期的构造运动在扬子区表现并不十分强

烈，对古生界油气藏的形成与破坏影响相对较小。

然而印支运动（及其后的燕山、喜马拉雅运动）对古

生界石油地质条件却有重要影响。

２．１．２．１　印支期的构造面貌

印支运动是发生在中三叠世与晚三叠世之间的

一场使中国南方发生重大变格的构造运动，使中国

南方结束了海相沉积的发展历史。它不仅使中国南

方大部分地区的中古生界发生褶皱，形成以梳状、箱

状为特征的过渡型褶皱带，同时导致华南地区这一

时期显著的岩浆活动和变质交代作用。在中国南方

的不同地区，其发生的时段略有差异，东部地区发生

于中三叠世末期，滇黔桂地区、川西地区则发生于晚

三叠世早期末。

在华南褶皱区内，中三叠统几乎已被剥蚀殆尽，

仅在江西萍乐坳陷的万载—丰城地区、湘中耒阳坳

陷的永兴、阳山地区、福建永梅坳陷的漳平地区以及

十万大山盆地等局部地区尚有保存，上三叠统普遍

以角度不整合覆于早、中三叠世或古生代及元古宙

地层之上。在湘中地区，上三叠统紫家冲组或三丘

田组不整合于石炭系及二叠系之上，在古陆边缘可

超覆于更老的地层之上，不整合面上、下地层间一般

呈低至高角度不整合。赣中南及广东地区，上三叠

统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于晚古生代或更老的地层

之上，印支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其形式以ＮＮＥＮＥ

ＮＮＥ或ＥＮＥＮＥＥＮＥ向反“Ｓ”型、“Ｓ”型为主，其

类型以梳状、箱状等过渡型褶皱为主。在闽西南地

区，褶皱表现为呈ＮＥ向展布的、相互平行的线性复

式背斜和复式向斜。岩浆活动主要发育在湘中南、

粤西及桂东南地区。

扬子区内印支运动主要表现为隆升运动，以中

三叠统雷口坡组或巴东组为主体，形成大的北东向

隆起和坳陷，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假整合于中三叠统

不同层位之上，而褶皱运动在本区内表现不明显。

在中、上扬子区，可以看到由雷口坡组或巴东组组成

的一隆两坳：一隆即泸州隆起，隆起顶部由嘉陵江组

三段至五段地层组成；两坳为川西坳陷和湘鄂西—

黔西南坳陷，川西坳陷轴部由雷口坡组五段组成，湘

鄂西—黔西南坳陷由巴东组四段组成，在黔西南的

郎岱、贞丰地区，上三叠统与下伏中三叠统为连续沉

积，其他地区表现为假整合接触。下扬子地区，在印

支运动作用下，盆地两侧隆起，仅在沿长江一带形成

一北东向的坳陷，坳陷中晚三叠世范家塘组整合覆

于中三叠统黄马青组之上。

２．１．２．２　印支油气成藏期的油气聚集特征

印支运动结束了扬子区自震旦纪以来的海浸历

史，上、中扬子区发生区域性平缓褶皱，上三叠统与

下伏的中三叠统或下三叠统多呈微角度不整合或假

整合。下扬子区褶皱抬升相对较强，表现在上三叠

统乃至整个三叠系在很多地区保存较少或缺失。

中三叠世末，厚逾千米以上的中、下三叠统含膏

区域性盖层覆盖了扬子区海相古生代地层。此时上

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高家边组）黑色

泥岩已进人生油高峰、上古生界源岩在部分地区也

已成熟、加里东期后保存下来的先期原油及氧化沥

青随各地不同的沉降埋藏进一步演化也提供部分烃

源，这些烃源在适当的条件下于古生代地层（包括

中、下三叠统）中聚集便构成了印支期油气藏。如泸

州、开江古隆起周边的卧龙河、沙罐坪、建南、孔滩、

榕山镇等处地腹发现了Ｃ２、Ｐ１、Ｐ２犮犺、Ｔ１等多层位印

支期油源的储层沥青，南丹大厂Ｄ２礁型古油藏、平

塘卡洛Ｃ１ 砂岩古油藏等。

２．１．３　燕山油气聚集期

２．１．３．１　早燕山期前陆盆地的发育对油气成藏的

影响

　　（１）前陆充填沉积层序与下伏海相地质实体构

成构造上的双重结构，对下伏海相含油气系统起到

过整体封存作用，如四川盆地、江汉盆地的晚三叠

世—侏罗纪—沉积，南盘江盆地的三叠纪沉积，十万

大山盆地的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沉积，均对下伏

海相含油气系统起过整体封存作用。中、下扬子区

现今的上三叠纪—中、下侏罗统为局部残留分布，这

是由于中燕山事件（晚三叠世末）使其受到强烈剥蚀

的缘故，但在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前陆盆地阶

段的分布范围应广泛得多，对海相含油气系统起过

建设作用。

（２）随着前陆盆地沉积的增厚、深埋，促进下伏

海相烃源岩热演化并使古油气聚集带的原油裂解成

天然气，发生相态转换，使原始海相含油气系统向纯

含气系统转化。

（３）从前陆盆地构造—沉积角度来看，平面上

可分四带：冲断—推覆带、前渊带、斜坡带、隆起带，

后两带是较有利的油气聚集带。

８３２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２．１．３．２　晚燕山期重建了中、下扬子区含油气系统

早、中燕山期构造运动使得中、下扬子区海相中

古生界内部的区域盖层肢解、破碎，在空间上已不可

能成为统一区域盖层，尤其在下扬子区基本上已失

去了整体封盖保存条件。但晚燕山期运动在中、下

扬子区主要表现为拉张活动，在苏北、江汉地区形成

了两块较大型的Ｋ２（含Ｅ）覆盖的整装断陷盆地，在

这一新的统一盖层作用下又重建了新的整体封闭保

存系统，中、下扬子区广布的 Ｋ２—Ｅ箕状断陷沉积

层序作为有效的区域盖层（常含膏盐）对油气保存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巨厚的上白垩统的沉积叠加给

中、下扬子地区创造了“二次生烃”的有利条件。

２．１．３．３　燕山期稳定沉降形成了四川盆地区特殊

而良好的保存条件

　　当中下扬子大部分地区于燕山早、中幕强烈褶

皱逆冲抬升，海相油气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四川盆地

却仍处在前陆沉降的环境之中，随着上覆地层的增

加，地层压力增高，地层水将大量吸收天然气，形成

水溶气。因此，四川盆地在燕山期是一个重要的转

折时期，烃类不仅由液态转为气态，而且早先游离聚

集成藏的气态烃类也逐步在深埋的过程中退化成分

散状态，并在地层水中大部保存，形成了特殊的保存

条件。

与四川盆地相邻的滇黔桂地区在燕山早中期也

大多处于沉降状态，随着沉积的增厚、深埋，同样也

促进下伏海相烃源岩热演化。

２．１．４　喜马拉雅油气聚集期

喜马拉雅晚期是四川盆地结束沉降转向褶皱抬

升的转折期。起始于印支运动的连续性的板内构造

形变，分别从北西、南东和北３个方向传递进入盆地

内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数以百计的背斜和断裂、裂

缝圈闭系统。在中下三叠统膏盐岩区域盖层及上三

叠统－侏罗系区域性盖层的整体封闭条件下，除游

离气外，燕山期以来保存于水溶系统中的混源气也

随各区不同的褶皱隆升幅度，在减压条件下陆续发

生游离脱气，并聚集成藏。

中、下扬子区此时则由于上覆新生界的沉积叠

加，使得在第三纪盆地发育区的大部分范围内发生

古生界烃源岩的“二次生烃”作用（赵宗举等，２０００），

为在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中新生并定型的圈闭提供

烃源。

２．２　地史时期两个最主要的油气藏破坏期

２．２．１　 中燕山运动

中燕山运动（Ｊ３—Ｋ１－２）造成陆内基底拆离和Ａ

型俯冲、强烈翻转以及抬升，使前陆盆地发生强烈形

变、缩短、抬升和剥蚀以及花岗岩浆活动，是对南方

海相含油气系统改造、破坏最重要的一次运动。

前陆盆地的强烈形变和缩短，破坏了原先前陆

期整体封闭保存系统的以天然气为主的成藏环境。

除四川盆地外南方各前陆盆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使前陆盆地Ｔ３—Ｊ及其下的海相中古生界普

遍强烈形变，逆冲推覆并抬升隆起。前陆的变形强

度、构造缩短量、抬升幅度和剥蚀厚度由厚皮构造

带—薄皮构造带—前陆隆起依次减弱、减小。由于

强形变导致盆地缩短，前人根据平衡剖面成果及其

他研究成果计算，前陆盆地大体平均缩短了３０％～

５０％，四川龙门山前、南大巴山前缩短量分别为

６７．１４ｋｍ 和４６ｋｍ；中扬子５９ｋｍ、下扬子４０．５

ｋｍ。推测南盘江（那坡和八布）为５６ｋｍ，十万大山

为３０ｋｍ。盆地强变形和构造缩短必然使海相中古

生界在前陆期已形成的以天然气藏为主的聚集带发

生迁移、变位、抬升和剥蚀，含气系统受到不同程度

的改造、破坏和逸散。如中扬子巴—洪逆冲构造带、

四川南大巴山逆冲构造带、南盘江坳陷南侧逆冲构

造带等皆处于前陆盆地邻近造山带的基底卷入型厚

皮构造带，使海相含油气系统基本被破坏。处于前

陆盆地内部的逆冲构造隆升区（如中扬子乐乡关—

潜江逆冲构造隆起，下扬子宁镇山隆起、建湖隆起

等）海相含油气系统直接受到剥蚀和破坏。

前陆期的 Ｔ３—Ｊ沉积盖层受到不同程度的剥

蚀。但在四川盆地，Ｔ３—Ｊ地层未遭受破坏剥蚀，加

上连片分布的Ｔ１＋２膏盐层叠合而具备良好的封存

条件。在中扬子区，燕山运动明显比四川盆地强，

Ｔ３—Ｊ仅在鄂中当阳与沉湖—土地堂南部保存，四

周皆已剥蚀殆尽。再向东到下扬子区，Ｔ２—Ｊ（周家

村组、黄马青组、范家塘组及象山组）大部分地区被

剥蚀，仅零星残留分布在沿长江一线。南盘江坳陷

Ｔ１－３盖层（按犚ｏ推算可能还包括Ｊ地层）受到强烈

的长时期抬升剥蚀，剥蚀厚度达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ｍ，

并使Ｄ—Ｐ地层在隆起带大范围暴露和在一些局部

构造上暴露。现有资料表明，前陆Ｔ３—Ｊ区域盖层

受到强烈逆冲推覆和肢解、破碎将会失去对天然气

的有效盖层的作用和整体封存条件，进而也会影响

到内部的志留系等区域盖层的整体封存条件。

伴随Ｔ３—Ｋ１时期陆内造山运动而广泛产生的

花岗岩岩浆活动，对前陆盆地海相中古生界含油气

系统也是不容忽视的破坏因素。如下扬子苏南苏

州—太湖地区和皖南地区广泛发育的燕山期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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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再如南丹大厂龙头山Ｄ２生物礁古油藏在地史上

曾经形成数亿吨级的油田，而后裂解为气藏，随着燕

山期的逆冲褶皱和花岗岩侵入、抬升剥蚀，而被完全

破坏。

２．２．２　晚燕山－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

在滇黔桂大部分地区，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强烈改造和破坏，对滇黔桂、湘鄂西、江汉

北部、下扬子南部的海相油气系统改造强烈。随着

印支板块２３～５Ｍａ以来的碰撞和南伽巴瓦峰的楔

入，导致实皆红河断裂之间三江造山带３期强烈挤

出、旋转、走滑，导致楚雄盆地的侏罗系作为整体封

闭保存的区域性盖层基本失效；三江地区的大走滑

作用还影响到南盘江—右江地区，突出反映在右江

走滑断裂的多期活动，使Ｔ１—２盖层剪切形变、糜棱

岩化并成为地表水渗入通道，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南

盘江坳陷覆盖区的整体封盖和保存条件；十万大山

北缘的凭祥东门、上思沙坪断裂，在喜马拉雅期的

走滑—伸展活动，使盆地北缘成为地表水渗入通道。

晚喜马拉雅运动还进一步改造了中、下扬子海相含

油气系统的分布格局。下扬子区表现出以苏北盆地

Ｎ－Ｑ时期的整体沉降，在一定程度保护了 Ｋ２－Ｅ

盆地及其下部海相实体的含油气系统；而苏皖南部

地区的抬升，使Ｋ３－Ｅ盆地及海相地层受到广泛剥

蚀，从而进一步改造了油气保存、分布的格局；中扬

子区以潜北断裂带为界，北部地区为整体抬升区而

南部地区为整体沉降区，油气的保存格局也受到了

明显改造，北部地区已基本失去整体封闭保存条件。

３　３种类型的成藏模式

上述成藏背景分析显示，中国南方海相油气的

成藏模式建立和划分的确十分复杂，难度很大。

笔者认为，作为“油气成藏模式”的总结应该具

备适合研究区所处研究阶段的相应的作用，即能起

到“对比、指南、预测和解释”的作用。为此，基本赞

同按“天然气藏在含油气系统内条件变更”划分为

原生型与次生型两种成藏模式，但对其次生型成藏

模式包含晚期二次生烃型的“从源到藏”成藏类型有

不同意见，笔者更强调“从藏到藏”的次生类型，而将

“二次生烃”这一“从源到藏”的特殊类型单列为再生

型成藏模式；此外，由于实际地质体中除了始终保持

１００％充注的岩性透镜体与生物礁油气藏基本能满

足“内原生”的条件，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的油气藏能

够满足“聚集成藏位置不变”的条件，即便有也很难

与“外原生”类型作准确区分，因此，不再将原生型成

藏模式作进一步划分。

由此，划分的依据是：①生烃期的早晚，即是一

次生烃还是二次生烃；②油气在完成初次聚集后至

最终成藏定型，是否突破了原始封闭体系。划分的

海相油气成藏模式为原生型、次生型和再生型成藏

模式３种类型。

３．１　原生型成藏模式

原生型成藏模式定义为燕山期前生成的烃类在

海相油气系统内形成油气藏，在其赋存历史中，油气

藏的位置、规模和类型基本未遭受大的变动或油气

藏的规模、位置、类型虽有过变动，但未突破原海相

含油气系统范围，并在燕山期后最终定型成藏，即在

整体封存条件下，受良好储盖组合控制的单源或混

源的“早期生烃、早期聚集、长期保存、晚期定型”的

成藏模式（图１）。

图１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构造发展剖面及油气藏

迁移示意图（据戴鸿鸣等，１９９９）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ｏｆＬｅｓｈａｎ—Ｌｏｎｇｎｖｓｉｐａｌａｅｏｈｉｇｈ

（ａｆｔｅｒＤａｉ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１—气藏；２—运移方向

１—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因此，属原生成藏模式的天然气藏大体包括这

样几种类型：

一是油气藏形成后在其赋存历史过程中其位

置、规模和类型基本上保持至今，未发生大的变动，

该类油气藏部分地相当于塔里木盆地研究者们所认

同的一次成藏模式，他们强调的是“只有一次油气充

注的记录”，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油气藏形成后，在

其赋存过程中未遭受大的变动；也部分地相当于四

川石油管理局研究者们所认同的二次成藏模式的早

期聚集早期成藏模式。

二是水溶脱气成藏模式，即圈闭形成过程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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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后，由水溶脱气提供烃源而成藏，如四川威远气

田（邱蕴玉等，１９９４）。

三是气藏在海相含油气系统内形成，并在赋存

过程中圈闭位置、规模、样式经受了较大变更，但未

突破原海相含油气系统范围。该类油气藏部分相当

于塔里木盆地研究者们划分的调整模式和四川盆地

的二次成藏模式的早期聚集晚期成藏模式。

由于南方海相地质构造的不稳定性和天然气的

强烈活动性，特别是在高演化和地下地质情况不甚

清楚的条件下，在实际工作中要严格划分上述成藏

类型，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在南方海相油气成藏模

式研究过程中，可只使用原生型成藏模式来概括在

海相油气系统内，于顶部优质海相区域盖层整体封

存条件下受良好储盖组合控制的单源的或混源的

“早期生烃、早期聚集、晚期定型”的具“两早一晚”特

征的各种类型成藏模式。其地层发育与保存的最大

特征是海相地层保存相对齐全，地层层序未发生重

大改变，后期构造运动未使盖层系统尤其是海相地

层顶部区域盖层遭受大的破坏，油气运移、相态转换

均发生于海相地层系统内部。

该成藏模式主要出现于陆相中生界覆盖、海相

原型盆地保存好的四川盆地范围内，如建南气田、威

远气田、卧龙河气田等等。

３．２　次生型成藏模式

次生型成藏模式是指由于构造运动等改造因素

的破坏，油气突破了原始含油气系统的区域盖层，在

原始成藏系统外的储集层和圈闭内形成、赋存的新

油气藏。强调的是突破原成藏系统，油气的运移是

从“藏”到“藏”方式，因此，不包括从源到藏的晚期生

烃油气成藏方式。由于次生型成藏模式是指油气突

破原成藏系统，具有从“藏”到“藏”的运移与聚集特

点，具有次生成藏的特点，必须强调“从藏到藏”的油

气运移聚集过程（图２）。因此，次生型成藏模式就

可能产生两种产物：一是原始油气藏遭受改造破坏，

部分油气逸散后仍有部分油气残存于原始成藏系统

内而表现为残存型油气藏；另一种产物就是从原始

油气藏中逸散出来的油气，突破了原始含油气系统

的区域盖层，在原始成藏系统外的储集层和圈闭内

形成、赋存的具有“早期生烃、晚期聚集、晚期成藏”

的“一早两晚”特征的新油气藏。在此，我们将残存

油气藏也暂列入次生型成藏模式。

南方海相中、古生界次生型油气成藏模式，一般

具有两种成因类型，即古生界断裂－褶皱形成的背

斜、断背、断块等多种圈闭成藏类型和中新生界块断

图２　次生型成藏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ｍｏｄｅ?

１—油藏；２—断层

１—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２—ｆａｕｌｔ

形成的多种圈闭成藏类型。古生界内幕圈闭又可以

进一步划分２种形式：①早期为已经形成油气聚集

的圈闭，晚期因构造活动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之后，保存下来的残存油气藏；②早期为近邻于油气

富集隆起带的低幅度隆起或上覆层系，晚期在油气

富集带解体过程中，具有优先捕获油气的条件，因而

形成的新的油气藏。中生界块断型圈闭次生型油气

藏，依据油气源条件，应只有古生新储型类型。

次生型成藏模式主要存在于四川盆地范围以外

海相原型盆地保存条件较差，受后期构造改造强烈

的地区，在四川盆地内的高陡背斜带也不排除存在

这种类型成藏模式。已发现的句容地区、凯里虎庄

残余油藏应属于该种类型，只是它们应属于残余油

气藏而非新生的油气藏。

３．３　再生型成藏模式

再生型成藏模式主要是指中燕山期构造运动造

成陆内基底拆离和俯冲、强烈翻转以及抬升，使海相

地层系统发生强烈形变、缩短、抬升和剥蚀，原生油

气藏遭受强烈破坏后，于晚燕山期及喜马拉雅期由

于上覆陆相中、新生界的覆盖叠加，使得海相中、古

生界烃源岩再次深埋、增熟、再次生烃，所生烃类于

改造后的海相地层系统内部聚集或经断裂、不整合

等向上覆陆相地层运移聚集并最终成藏的一种中古

生界二次生烃形成的具有“晚期生烃、晚期聚集、晚

期成藏”的“三晚”特征的油气成藏模式（梁兴等，

２００１；王庭斌，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４）。

再生型成藏模式主要出现于有一定厚度的陆相

中、新生界覆盖的中、下扬子区。这些地区发育有巨

厚的陆相中、新生界，尽管在中、新生代沉积覆盖前

经历了较强的构造运动的改造和破坏，保存条件遭

受严重破坏，海相原型盆地、油气系统及油气藏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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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盐城凹陷朱家墩油气藏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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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强烈地改造，但被中、新生代沉积覆盖后，重建

了封闭保存体系，并促使中古生界烃源岩具备增熟

生烃能力。目前发现的下扬子盐城朱家墩气田（图

３）、中扬子沔３１井上白垩统油藏基本属于该种类型

成藏模式。

４　结论

根据油气藏形成、聚集与破坏时期分析，生烃期

的早晚和油气最终成藏定型是否突破了原始封闭体

系，认为中国南方海相具有原生型、次生型和再生型

３种类型成藏模式。

原生型成藏模式定义为燕山期前生成的烃类在

海相油气系统内形成油气藏，在其赋存历史中，油气

藏的位置、规模和类型基本未遭受大的变动或油气

藏的规模、位置、类型虽有过变动，但未突破原海相

含油气系统范围，并在燕山期后最终定型成藏，即在

整体封存条件下，受良好储盖组合控制的单源或混

源的“早期生烃、早期聚集、长期保存、晚期定型”的

成藏模式。

次生型成藏模式是指由于构造运动等改造因素

的破坏，油气突破了原始含油气系统的区域盖层，在

原始成藏系统外的储集层和圈闭内形成、赋存的新

油气藏。强调的是突破原成藏系统，油气的运移是

从“藏”到“藏”方式，因此，不包括从源到藏的晚期生

烃油气成藏方式。由于次生型成藏模式是指油气突

破原成藏系统，具有从“藏”到“藏”的运移与聚集特

点，具有次生成藏的特点，必须强调“从藏到藏”的油

气运移聚集过程。

再生型成藏模式主要是指中燕山期构造运动造

成陆内基底拆离和俯冲、强烈翻转以及抬升，使海相

地层系统发生强烈形变、缩短、抬升和剥蚀，原生油

气藏遭受强烈破坏后，于晚燕山期及喜马拉雅期由

于上覆陆相中、新生界的覆盖叠加，使得海相中、古

生界烃源岩再次深埋、增熟、再次生烃，所生烃类于

改造后的海相地层系统内部聚集或经断裂、不整合

等向上覆陆相地层运移聚集并最终成藏的一种中古

生界二次生烃形成的具有“晚期生烃、晚期聚集、晚

期成藏”的“三晚”特征的油气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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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廉夫，等．２０００．鄂西渝东圈闭类型及成藏富集控制因素研究

（科研报告）．中国石化南方海相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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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研报告）．中国石化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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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研究（科研报告）．江汉油田研究院．

? 沃玉进，等．２０００．苏皖下扬子区海相古生界已钻井资料复查与

勘探效果分析（科研报告）．中石化南方海相油气勘探项目经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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