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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０６０１Ａ０１０２、２０１１Ａ０２０１、２０１４Ａ０２１１）资助。
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陈建平，男，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生，１９８３年获山东矿业学院学士学位，２００３年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油气地球化学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ｊ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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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生成与分布规律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与生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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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噶尔盆地南缘发育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古近系５套可能的烃源岩，并在很多构造圈闭发现了不同物理化学性
质的油气。长期以来对该地区有效烃源岩及所发现油气的来源存在很大争议。通过对南缘地区２４条地面剖面及２８口探井烃源
岩岩心系统采样分析研究认为，不仅二叠系与侏罗系是南缘地区重要的烃源岩，三叠系是可能的烃源岩，白垩系与古近系也是非常
重要的烃源岩。二叠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很高、类型好，以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三叠系与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变化大，且类型
较差，以ＩＩ、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白垩系和古近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中等，但有机质类型好，以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５套烃源岩目前成
熟度差异较大，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烃源岩处于低成熟—高、过成熟阶段，白垩系烃源岩处于未成熟—高成熟阶段，古近系烃源
岩处于未成熟—成熟演化阶段。５套烃源岩大量生烃时期明显不同：中二叠统烃源岩主要在晚侏罗世—古近纪，侏罗系在晚白垩
世—新近纪；白垩系从始新世延续现今，在上新世初达到生油高峰；古近系中新世末期进入生油门限开始生油，目前仍未达生油高
峰。白垩系在南缘中部地区为有效生烃源岩，古近系在南缘西部地区是有效的生油源岩。
关键词：准噶尔盆地；南缘；烃源岩；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有机质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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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存在的问题
准噶尔盆地南缘是指盆地南部坳陷带（图１），发

育有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古近系５套可
能的烃源岩，是准噶尔盆地中烃源岩层系最多的地
区［１］。同时，南缘地区构造十分复杂，背斜圈闭众
多［２７］，并在很多圈闭中均发现了油气［８，９］。但是，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大油气田，与其发育多套烃源岩的
物质基础不相匹配。这一方面意味着该地区仍然具有
很大的油气勘探潜力，但同时也意味着还有很多石油
地质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其中关于有效烃源岩及其生
烃潜力问题，尤其是白垩系与古近系是否是有效烃源
岩的问题，即是长期存在很大争议的石油地质与地球
化学基础问题。

有学者认为南缘地区存在二叠系、三叠系、侏罗
系、白垩系、古近系５套烃源岩，分布于不同的区
域［２，４，８１１］；也有学者认为南缘地区有效的烃源岩只有
二叠系、侏罗系２套或者二叠系、侏罗系及古近系３套

烃源岩［１２１５］；还有学者认为主要的烃源岩为侏罗系，其
次是白垩系和古近系，二叠系可能不是主要的烃源
岩［１６］。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南缘地区地质构造复
杂，地层埋藏很深，而且地温梯度低［１７，１８］，钻井揭露烃
源岩很少，难以直接评价烃源岩的有效性或者未达到
成熟生烃阶段；其次南缘地区很多背斜构造多层系含
油及原油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性形成了十分复杂的
油源关系［２，４，９，１１，１５，１９２４］，难以确定究竟那套烃源岩生
成了油气。

为了深入认识该地区烃源岩的有效性及其生烃潜
力，笔者对南缘地区２４条地面剖面及２８口探井烃源
岩岩心进行了系统采样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
南缘地区５套烃源岩的分布、有机质丰度、类型与成熟
度等地球化学特征，尤其针对白垩系与古近系烃源岩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不仅二叠系、侏罗系是
南缘地区重要的烃源岩，白垩系和古近系也是南缘地
区非常重要的烃源岩，尤其在南缘中西部地区已经达
到了生成大量原油的热成熟度，也是有效烃源岩。

图１　准噶尔盆地南缘构造圈闭、油气田分布、地面露头采样及构造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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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本地质背景
２１　构造地质背景

准噶尔盆地南缘东起阜康断裂带，西至四棵树凹
陷，北与昌吉凹陷相接，南邻北天山，东西长５００ｋｍ，南
北宽４０～６０ｋｍ，面积为２１×１０４ｋｍ２，构造位置属于北
天山山前坳陷（图１）。南缘是准噶尔盆地最年轻也是最
复杂的褶皱带，是经历３个构造期（晚海西期、印支—燕
山期、喜马拉雅期）发展起来的次一级构造单元，现今构

造呈现“东西分段、南北分带”的面貌［３，４，６，７］。根据构
造形成机理及构造样式，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４个二
级构造单元：四棵树凹陷、山前断褶带、昌吉凹陷、阜康
断裂带（图１），其中：山前断褶带由南向北又可划分为
山前推举带（第１排构造）、凹中背斜带（第２排构造）
和凹边背斜带（第３排构造）（图２）。根据构造特点与
差异性，本文将盆地南缘分为西、中、东３段讨论，独山
子以西为西段，独山子到乌鲁木齐为中段，乌鲁木齐以
东为东段。

图２　准噶尔盆地南缘不同位置南北向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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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沉积地层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发育有二叠系、三叠系、侏罗

系、白垩系、古近系和第四系６套沉积地层，自二叠纪
以来地层持续性沉积，最大沉积厚度达１５ｋｍ，一般厚
度也在１０ｋｍ以上［１］。可能的烃源岩层系有二叠系、
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古近系５套，是盆地中发育
生油岩层系最多的地区（图３）。

准噶尔盆地二叠系为一套残留局限海湾—
湖—内陆湖相沉积［１，１２，２５２８］。其南缘地区下二叠统
主要为一套绿灰色凝灰质、钙质砂砾岩、砂岩与粉砂
岩交互层沉积，厚１６００～３３００ｍ。中二叠统下部主

要为灰绿色、暗红色砂砾岩、砂岩、粉砂岩夹泥岩沉
积，厚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ｍ。中二叠统芦草沟组（Ｐ２ｌ）下段
主要为砂岩、粉砂质泥岩与薄—中厚层油页岩的交互
层沉积，厚４１６～６１６ｍ；上段为灰黑色油页岩、粉砂质
页岩夹薄—中层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粉砂岩沉积，
厚２５０～１０００ｍ。中二叠统红雁池组（Ｐ２ｈ）主要为绿
灰色、灰黑色泥岩、粉砂质碳质页岩夹薄层泥灰岩沉
积，厚０～７３３ｍ。上二叠统泉子街组为山麓洪积扇的
碎屑流堆积或河流相沉积，厚１３７～３７２ｍ；梧桐沟组
主要为灰绿色砂砾岩、砂质泥岩、碳质泥岩和薄煤线互
层沉积，厚１５５～４１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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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地层及烃源岩分布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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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三叠统主要为山麓相棕红色、紫红色、灰绿色砾
岩、砂岩、泥岩沉积，厚３０～７００ｍ［１］。中三叠统主要
为灰绿色细粒杂砂岩、含砾粗砂岩、砾岩和灰色泥岩、
灰黑色碳质泥岩交互层夹煤线、薄层泥灰岩、砂岩沉
积，厚１５０～６５０ｍ。上三叠统下部主要为灰色泥岩夹
薄层状细砂岩、砂岩、泥灰岩沉积，为三叠纪最大水进
时期的较深水广湖沉积，局部夹有沼泽相的碳质泥岩
薄层和薄煤线，厚２５０～４４２ｍ；上部为滨湖沼泽和三角
洲相沉积，残厚２０～３７０ｍ。

侏罗系是准噶尔盆地最发育的地层单元之一，遍
布全盆地［１，２９］。中下侏罗统是一套以河沼相、湖沼相
沉积交替出现的含煤建造，最大厚度近３０００ｍ，包括
八道湾组、三工河组、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基本上
为一套灰绿色、灰黑色沉积。上侏罗统为红色建造，

厚０～３５０ｍ。
白垩系在盆地内其岩性、岩相、厚度变化都不大，

主要是杂色砂、泥岩建造［１］。下白垩统广布于全盆地，
是一套以泥质岩为主的湖相和湖沼相沉积［１４］，盆地南
缘最发育，最厚达１６００ｍ。上白垩统主要为山麓河流
相粗碎屑沉积，厚８０～８００ｍ。
　　新生界很发育，主要为陆相碎屑沉积，盆地北部厚
度小而南缘厚度巨大［１］。古新统—始新统紫泥泉子组
厚１５～８５５ｍ，主要为暗红色、棕红色泥岩，砂质泥岩，
局部夹薄层石膏和膏泥岩；始新统—渐新统安集海河
组厚４４～８００ｍ，为较稳定的浅湖—深湖相泥质沉
积［１４］；渐新统—上新统以浅水湖沼相暗棕红色泥岩、
砂质泥岩及河流相浅黄色、褐黄色砂砾岩为主，纵向和
横向变化都很大。

３　南缘地区烃源岩分布
３１　以往对烃源岩分布的认识

以往研究表明，南缘地区存在二叠系、三叠系、侏罗
系、白垩系、古近系５套可能的烃源岩，分布于不同区
域［２，４，１０，３０］，其中二叠系、三叠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南缘东
段和中段东部，侏罗系主要分布于南缘中段和西段，白垩
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在霍尔果斯—玛纳斯—吐谷鲁地区，
古近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四棵树凹陷。然而，也有学者
认为南缘地区虽然有５套可能的烃源岩，但有效的烃源
岩只有二叠系、侏罗系２套或者二叠系、侏罗系及古近系
３套烃源岩［１２，１３，１５，３１］，或者主要的烃源岩为侏罗系，其次是
白垩系和古近系，二叠系可能不是主要的烃源岩［１６］。
３２　南缘地区烃源岩分布特征

通过对南缘地区东至大黄山、西至阿尔钦沟２４条
地面剖面系统采样分析以及南缘地区２８口钻揭不同
时代烃源岩探井岩心样品的分析，结合地震勘探解释
资料（图２）以及南缘很多个构造所发现原油油源精
细对比的结果［８，９］，南缘地区不同层系烃源岩的分布
范围有较大变化（图４）。

二叠系烃源岩不仅仅发育在南缘东段，在南缘中
部也有发育，在西部可至独山子、西湖地区。独山子油
田存在来源于二叠系的原油［８，９］充分表明在南缘西段
也有二叠系烃源岩分布。南缘地区二叠系烃源岩的厚
度一般在５０～２５０ｍ［９，１０］，东部博格达山前芦草沟组烃
源岩最厚达６００ｍ以上［２８，３２］。

三叠系烃源岩在南缘地区的分布尚不很清楚，除
了以往认为在南缘中部及东部阜康凹陷存在三叠系烃
源岩外［９，３３３５］，在南缘中西部也存在三叠系烃源岩。
例如，南安１井中上三叠统有４００ｍ以上泥岩的有机
碳含量在１０％以上［３６］；托斯台剖面也发育有机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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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以上的三叠系烃源岩。因此，在南缘地区三叠系
烃源岩也可能广泛分布。

南缘地区是侏罗系沉积中心［２９，３７，３８］，侏罗系烃源
岩分布广泛，从东部推覆带至西部四棵树凹陷均有侏
罗系烃源岩分布。下侏罗统八道湾组暗色泥岩厚度一
般为２００～３００ｍ，碳质泥岩厚１～１０ｍ，煤层厚５～６０ｍ；
三工河组暗色泥岩厚５０～３００ｍ；中侏罗统西山窑组暗
色泥岩厚度一般在７５～１５０ｍ，碳质泥岩厚２～１５ｍ，煤
的厚度在５～３０ｍ［９］。古牧地、齐古油田、卡因迪克油
田均有侏罗系来源的原油［８１０，１６，３０，３７４２］，充分证实了南
缘地区侏罗系烃源岩的广泛存在。

白垩系清水河组广泛分布于南缘地区，不仅分布于

以往认识的霍尔果斯玛纳斯吐谷鲁地区，向东可延伸
至呼图壁、昌吉地区，甚至达阜康地区；向西则可达四棵
树凹陷，北部则可达莫索湾凸起以北；南部在清水河露
头剖面有良好烃源岩出露。四参１井、盆参２井及清水
河剖面均发育有机碳含量在１０％以上的烃源岩。清水
河组烃源岩的厚度一般在５０～２５０ｍ，南缘中部一般在
１５０～２５０ｍ。但是，呼图壁—昌吉以东地区地面剖面泥
岩有机碳含量较低，属于非烃源岩；莫索湾等北部地区
及盆地南缘地区等白垩系成熟度低，属于非有效烃源
岩。南缘中部安集海至呼图壁背斜均有来自白垩系的
原油［８，９］，充分表明白垩系清水河组有效烃源岩主要分
布在南缘中段地区。

图４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不同时代有效烃源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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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近系沉积地层虽然遍布南缘地区，但达到烃源
岩有机质丰度下限的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南缘西段，中
段西部可能有少量分布，其分布范围与以往认识变化
不大。烃源岩的厚度一般在５０～２００ｍ。南缘西段广
泛存在来自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的原油［８，９］，充分表明
西部是古近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区。

由此可见，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总体上存在５套
烃源岩，但在不同的区域有差异，南缘中部地区烃源岩
层系最多可达５套，东部和西部是２～４套。

４　烃源岩基本地球化学特征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发育了二叠系、三叠系、侏罗

系、白垩系和古近系５套烃源岩，其中二叠系、中下侏
罗统（八道湾组、三工河组、西山窑组）、下白垩统清水
河组、古近系安集海河组是主要的烃源层（表１），其为
南缘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奠定了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二叠系、侏罗系是准噶尔盆地２套主要
的烃源岩，以往也已有很多研究［９］；三叠系烃源岩在南
缘出露及钻井揭示很少［３５，３６］，可获得的样品相对比较
少，而白垩系与古近系是否是南缘地区有效烃源岩的
问题一直是存在很大争议的石油地质与地球化学基础
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简要讨论二叠系、侏罗系及三叠
系烃源岩的基本地球化学特征，而将讨论的重点放在
白垩系和古近系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生烃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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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方面。
４１　二叠系烃源岩

准噶尔盆地二叠系为深湖
!

半深湖相沉积，是该
盆地最主要的烃源岩［９，１２，２５，２６］。南缘地区除西段四棵
树凹陷外一般均有二叠系烃源岩分布（图３），是一套
有机质丰度很高的优质烃源岩［８，９，２５，２７，２８，３７，４３，４４］。根据
对南缘中东部１９０个芦草沟组烃源岩样品统计（表１，
图５），有机碳含量在０５０％～３４２７％，平均达到
６６０％，９２％的样品有机碳含量大于２０％；热解生烃

潜量为０４０～２２６４３ｍｇ／ｇ，平均达到３６９９ｍｇ／ｇ，
８７％的样品在６０ｍｇ／ｇ以上。无论是有机碳含量还
是热解生烃潜量，芦草沟组烃源岩是该盆地二叠系烃
源岩中最高的。

芦草沟组烃源岩干酪根Ｈ／Ｃ原子比主要在０９～
１４，热解氢指数主要分布２００～９００ｍｇ／ｇＴＯＣ，干酪
根镜检表明腐泥无定型和藻类体是主要的有机质、含
量在６０％～７５％［９，２７，２８，３７，４３，４４］，显然以腐泥型（Ｉ型）和
腐殖腐泥型（ＩＩ１）有机质为主。

表１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不同层位烃源岩有机质丰度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狋犲狉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犵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层系 层位 岩性 有机碳／％ 有机碳＞０５／％ 生烃潜量／（ｍｇ·ｇ－１） 氯仿沥青Ａ／‰ 总烃／‰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古近系 Ｅ２３ａ 泥岩 ００６～７５５０８９／３１７０５１～７５５１０８／２３９００３～７０６７４１８／２３６００３～４８８０７０／２１００１～２７７０３／２１
白垩系 Ｋ１ｑ 泥岩 ００６～１８１０４３／１７１０５０～１８１ ０９２／４３０１１～１０７１１７４／４２０１４～１１４０４３／１１００２～０６７０２０／１１

Ｊ２ｘ 泥岩 ０４０～５１１ １８６／２３ ０５２～５１１ １８１／１８ ０１３～９８６ ２８１／１８０３０～１４８０７４／４０２０～０９７０４７／４
Ｊ１ｓ 泥岩 ０４６～３５１１２６／５３０５３～３５１１２９／５１００４～９００ １９０／３５００４～２２８０５６／５００２～０５２０１８／５

侏罗系 Ｊ１ｂ 泥岩 ０４３～５８６ １７２／６８ ０５０～５８６ １８５／５９００８～２９６７３４８／５００３１～０７９０６０／３０１３～０５４０２９／３
Ｊ１ｂＪ２ｘ碳质泥岩６６０～３９９６１９４３／２６６６～３９９６１９４３／２６６５０～１２７４２３７１１／２０ － － － －
Ｊ２ｘ 煤 １５７～７９９ ５６６／２３ １５７～７９９ ５６６／２３ ７３８～９８４ ６８９／４５１９～９２３６９４／３２５４～５１５３５６／３
Ｊ１ｂ 煤 １５１～９１９５０１／１３１５１～９１９５０１／１３２９６～１８９２ ９４２／６ － ２８５／１ － ９４３／１

三叠系 Ｔ３ｈ 泥岩 ０４０～８３８ １７８／８３ ０５０～８３８ １８０／７９００８～１７９４２８４／８３００４～２９４１０１／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０８／４
二叠系 Ｐ２１ 泥岩 ０５０～３４２７６６０／１９００５０～３４２７６６０／１９００４０～２２６４３３６９９／１９０２４１～６５５４４８／２１２４～４９３３０９／２
　注：“／”之后为样品数量。

　　南缘地区出露及目前钻遇二叠系烃源岩的探井主
要分布在中段边缘乌鲁木齐山前，其中妖魔山露头剖
面芦草沟组油页岩目前处于低成熟阶段［９，２８，３７］；小渠子
地区小１井、小３井芦草沟组泥岩干酪根镜质体反射率
在０５％～０７５％。在南部坳陷中没有钻井揭示二叠系
烃源岩，但按照目前其上万米的埋藏深度与地温梯
度［１７，１８］来推测，其应该处于高—过成熟演化阶段。
４２　三叠系烃源岩

南缘地区三叠系烃源岩主要发育于上三叠统黄山
街组，是一套黑色泥岩夹碳质泥岩互层沉积［８，９，３５，３６］，有
机质丰度与生烃潜力明显低于二叠系烃源岩（表１）。
据南缘中东部８３个泥岩统计（表１，图５），有机碳含量
在０５０％～８３８％，平均１７８％；热解生烃潜量００８
～１７９４ｍｇ／ｇ，平均为２８４ｍｇ／ｇ；氯仿沥青“Ａ”与总
烃分别为１０１‰和００８‰。三叠系烃源岩干酪根显
微组分组成变化很大，多数地区以镜质组和惰质组为
主，有一定数量的壳质组，腐泥组的含量相对较低，但
东部地区也有以腐泥组为主的烃源岩；干酪根Ｈ／Ｃ原
子比均小于１２，９０％样品的热解氢指数在２００ｍｇ／
ｇＴＯＣ以下，有机质以ＩＩ２型和ＩＩＩ型为主，但在东部存
在Ｉ、ＩＩ型有机质烃源岩［８，９，３３３６］。南缘地区露头剖面
及探井中三叠系干酪根镜质组反射率在０６％～
０７５％，热解犜ｍａｘ值均在４４０～４４６℃，主要处于低成
熟演化阶段，但在坳陷中埋藏深度达到９０００ｍ以上，

推测应该处于成熟—高成熟甚至过成熟演化阶段。
４３　侏罗系烃源岩

侏罗系广泛分布于南缘地区（图２、图４），纵向上
厚度也很大，主要是一套黑色泥岩夹碳质泥岩与灰绿
色砂岩互层，属于辨状河—三角洲—湖沼相含煤沉
积［９，２９，４５］，烃源岩主要发育于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和下
侏罗统三工河组与八道湾组。
４３１　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总体上，中下侏罗统泥岩的有机碳含量在０４％～
６０％，有机碳含量＞１０％的烃源岩占６０％以上；
热解生烃潜力在０～３０ｍｇ／ｇ，且以４ｍｇ／ｇ以下为
主（表１，图５），不同层系之间也比较相似。其中：下侏
罗统八道湾组泥岩有机碳在０４３％～５８６％，ＴＯＣ＞
０５％的５９个样品平均为１８５％，５０个样品热解生烃
潜量平均为３４８ｍｇ／ｇ，氯仿沥青“Ａ”与总烃分别为
０６０‰和０２９‰（表１）；下侏罗统三工河组泥岩有机
碳含量和热解生烃潜力均低于八道湾组，平均分别为
１２９％和１９０ｍｇ／ｇ，氯仿沥青“Ａ”与总烃分别为
０５０‰和０１８‰；中侏罗统西山窑组泥岩平均有机碳
含量与八道湾组泥岩相似，但热解生烃潜力略低，氯仿
沥青“Ａ”与总烃分别为０７４‰和０４７‰。

此外，中下侏罗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碳质泥岩，其
有机碳含量一般在６％～４０％，平均有机碳含量为
１９４３％，热解生烃潜量在６５０～１２７４２ｍｇ／ｇ，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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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３７１１ｍｇ／ｇ。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煤的平均有机碳含量为

５０１％，热解生烃潜量在２９６～１８９２ｍｇ／ｇ，平均为
９４２ｍｇ／ｇ；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煤虽然有机碳平均含量
达５６６％，但热解生烃潜量仅在７３８～９８４ｍｇ／ｇ，平
均为６８９ｍｇ／ｇ，明显低于八道湾组煤的生烃潜力。
总体上，侏罗系煤虽然有机碳含量很高，但其热解生烃
潜力并不高，按照煤的烃源岩评价标准［４６］，这些煤生
油潜力低，主要为生气源岩。
４３２　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烃源岩中有机质主要来源于陆
源高等植物，因而其热解氢指数总体比较低，绝大多数
样品在４００ｍｇ／ｇＴＯＣ以下。按照全盆地３５３个泥岩样
品统计，氢指数低于２００ｍｇ／ｇＴＯＣ的ＩＩＩ型有机质占
８５％以上，２００～４００ｍｇ／ｇＴＯＣ的ＩＩ２型有机质占１１％，
大于４００ｍｇ／ｇＴＯＣ的ＩＩ１型或Ｉ型有机质不足３％。

图５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烃源岩
丰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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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缘地区中下侏罗统泥岩有机质类型与盆地中其
他地区侏罗系非常类似。干酪根显微组分鉴定表明，
中下侏罗统泥岩有机质中类脂组的含量分布在０～
８０％，镜质组的含量在１０％～１００％，类脂组平均含量
约３３５％，镜质组平均含量在５６％～５８％。碳质泥岩

中有机质的显微组分中类脂组的含量略低于泥岩，中侏
罗统与下侏罗统平均含量分别为２５％和３１％。煤的显
微组分组成中类脂组含量比泥岩及碳质泥岩更低一些，
且中侏罗统与下侏罗统煤很相似，平均约１１％。干酪根
元素分析表明，泥岩、碳质泥岩及煤的干酪根Ｈ／Ｃ原子
比普遍小于１２，大多数样品在０５～１０，同样显示了
有机质类型以ＩＩＩ和ＩＩ２型为主的特点。
４３３　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成熟度

南缘露头地区侏罗系的成熟度一般均较低，镜质
组反射率犚ｏ值为０６１％～０７２％，处于低成熟演化
阶段。但是，在坳陷中侏罗系埋藏深度很大，达到了成
熟—过成熟演化阶段。例如，南缘西部四棵树凹陷四
参１井八道湾组烃源岩埋藏深度在４５００ｍ以下，镜质
体反射率犚ｏ值为０６２％～０８１％［３０，３７］；卡６井八道
湾组烃源岩埋藏深度４１７０～４４０６ｍ，其镜质体反射率
犚ｏ值为０７２％～１０８％，平均为０８８％。南缘中部
地区清１井和齐８井钻遇的侏罗系烃源岩埋藏深度分
别为１５００～３５００ｍ和７００～２０５０ｍ，镜质组反射率基
本上在０５％～０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口井侏罗
系烃源岩的埋藏深度虽然相差千米以上，但其镜质组
反射率却没有太大的差异，这表明两井侏罗系是在其
被抬升以前已经达到了目前的成熟度。在南部四棵树
凹陷—霍玛吐构造带—昌吉—阜康凹陷带，侏罗系的
埋藏深度大于８０００ｍ，持续埋藏与升温作用使烃源岩
的热演化程度逐渐增高，推测目前总体处于成熟—过
成熟演化阶段［９，２９，４５］。
４４　白垩系烃源岩

白垩系烃源岩广泛分布于南缘中西段，其有利生
烃区分布在玛纳斯—昌吉凹陷一带（图２、图４），纵向
上主要集中在清水河组，为一套暗色泥岩，属半深湖—
深湖相沉积［８，４７］。
４４１　白垩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清水河组泥岩有机质丰度存在较大差异。据１７１
个泥岩样品统计（表１），有机碳含量在００６％～
１８１％，平均含量仅为０４３％，其中约７５％的样品有
机碳含量小于０５％（图６）。１０８个样品的热解生烃
潜力在００５～１０７１ｍｇ／ｇ，平均１４０％，其中７９％的
样品小于２０ｍｇ／ｇ。如果仅统计ＴＯＣ大于０５％的
烃源岩样品，其平均ＴＯＣ为０９２％，平均热解生烃潜
力为１７４ｍｇ／ｇ。
　　从上述统计数据看，白垩系清水河组烃源岩有机
质丰度不高，但是由于上述统计的样品主要来源于南
缘露头剖面，风化作用可能使有机质丰度降低。在盆
地中探井揭示的清水河组烃源岩丰度要高于露头剖面
样品，例如：四参１井泥岩有机质丰度普遍较高，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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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含量为０３７％～１６３％，平均为０９５％；盆参２井
泥岩有机碳含量在０５２％～１５８％，平均１０６％。然
而，这两口井也不在白垩系烃源岩最好的地区，其有机
质丰度仍然可能偏低。

图６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白垩系与古近系烃源岩丰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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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南缘中部清水河剖面，清水河组泥岩
厚度很大，其下部有５０ｍ以上的泥岩有机碳含量基
本上在１０％以上，平均ＴＯＣ达到了１４３％，平均
热解生烃潜量达到７１９ｍｇ／ｇ，属于中等至好烃源
岩。由此可以推测，在白垩系烃源岩主要发育区沙
湾—昌吉凹陷应该存在较厚且有机质丰度较高的良
好烃源岩。
４４２　白垩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清水河组泥岩干酪根镜下鉴定表明主要为水生生
物有机质，有部分陆源有机质，有机质类型为腐泥型（Ｉ
型）与腐殖腐泥型（ＩＩ１型）。干酪根具有较高的Ｈ／Ｃ
原子比和较低的Ｏ／Ｃ原子比，Ｈ／Ｃ原子比一般都在
１１～１６，Ｏ／Ｃ原子比值在００４～０１４，主要分布在Ｉ
型和ＩＩ１型演化区内（图７），只有少数样品为ＩＩ２或ＩＩＩ
型。但是，泥岩热解氢指数分布范围为４０～６５０ｍｇ／
ｇＴＯＣ，从Ｉ型到ＩＩＩ型均有分布（图８），其中Ｉ型与ＩＩ
型有机质只占５０％。此外，清水河组烃源岩在南缘西
段至中段有机质类型相对较好，Ｉ型与ＩＩ型有机质占
多数，而东段相对较差，以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
４４３　白垩系烃源岩有机质成熟度

南缘地区不同探井清水河组烃源岩处于不同的成
熟演化阶段（图９）。西部四棵树凹陷四参１井清水河
组埋藏深度３５１３ｍ样品的镜质体反射率犚ｏ为
０５２％，卡６井清水河组烃源岩埋藏深度在３４５２～

３９５２ｍ，镜质体反射率犚ｏ为０５６％～０７０％，处于低
成熟演化阶段。凹陷南部高泉１井清水河组烃源岩被
埋藏至５４００ｍ以下，镜质组反射率达到了０７３％，已
经处于成熟演化阶段。然而，该井钻遇的仅仅是推覆
断层上盘的清水河组地层（图１），其下盘的清水河组
埋藏应该在６５００ｍ以下，成熟度更高。南缘中部安集
海至昌吉地区钻遇白垩系清水河组的探井很少，仅在
吐谷鲁背斜的吐谷１井钻遇。该井烃源岩镜质组反射
率为０８５％，达到了成熟演化阶段。实际上，在南部
昌吉凹陷中清水河组埋藏深度可达６０００～８０００ｍ，地
温应该达到１２０～１５０℃，处于生油窗的温度范围。另
一方面，从来源于白垩系的原油均为成熟、甚至高成熟
原油来看［８，９］，这些烃源岩应该达到了成熟甚至高成
熟阶段。油源对比表明南缘中部很多构造存在白垩
系清水河组烃源岩生成的原油［８，９］，进一步证实白垩
系烃源岩是有效的烃源岩。

图７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白垩系与古近系烃源岩干酪根
元素组成

犉犻犵．７　犓犲狉狅犵犲狀犲犾犲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狉犲狋犪犮犲狅狌狊犪狀犱
犈狅犮犲狀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
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４５　古近系烃源岩
古近系烃源岩主要分布于南缘中段与西段（图２、

图４），纵向上在始新统—渐新统安集海河组，为一套灰
黑色、灰色、灰绿色泥岩，属于浅湖—半深湖沉积［８，９，１４］。
４５１　古近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安集海河组暗色泥岩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很大
（表１），最低为００６％，最高达７５５％。据３１７个样
品统计（图６），有机碳含量大于０５％的样品占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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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平均有机碳为１０３％；有机碳大于１０％的好烃
源岩占３０％，平均有机碳为１５８％。２７４个泥岩热解
生烃潜量在００２～７０６７ｍｇ／ｇ，平均热解生烃潜量为
３７４ｍｇ／ｇ，其中大于２０ｍｇ／ｇ的烃源岩占５７％，６０
ｍｇ／ｇ以上好烃源岩占１７％。有机碳大于０４％的
２４６个泥岩平均热解生烃潜量为４０７ｍｇ／ｇ。

值得注意的是，南缘安集海河组烃源岩的有机质
丰度与热解生烃潜量存在明显差异，由西向东逐渐变
差，好烃源岩基本上分布在西段。例如，西段四棵树凹
陷四参１井至独山子烃源岩的平均有机碳含量与热解
生烃潜量分别为１４１％和５０２ｍｇ／ｇ；中段安集海至
玛纳斯地区烃源岩的有机碳含量与生烃潜量分别为
０９９％和４０１ｍｇ／ｇ；吐谷鲁、呼图壁地区只有少数样
品的有机碳含量大于０５％，基本上属于非烃源岩。
４５２　古近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安集海河组泥岩干酪根镜检结果表明，显微组分

组成中腐泥组与壳质组是主要的组分，其含量一般在
６０％以上，卡６井和独深１井的平均值甚至在８０％以
上，属于ＩＩ１型有机质，西４井属于ＩＩ２型有机质。安集
海河组泥岩干酪根具有高的Ｈ／Ｃ原子比和低的Ｏ／Ｃ
原子比，Ｈ／Ｃ原子比一般都在１２～１８，Ｏ／Ｃ原子比
值在００４～０１４，主要分布在Ｉ型和ＩＩ型演化区内
（图７）。此外，烃源岩热解氢指数一般都在３０～６５０
ｍｇ／ｇＴＯＣ（图８），其中氢指数小于２００ｍｇ／ｇＴＯＣ的
ＩＩＩ型有机质样品占３５％，氢指数在２００～４００ｍｇ／
ｇＴＯＣ的ＩＩ２型有机质样品占４４％，氢指数大于４００
ｍｇ／ｇＴＯＣ的ＩＩ１型有机质样品占１９％，氢指数大于
６００ｍｇ／ｇＴＯＣ的Ｉ型有机质约占２５％。

在区域上，南缘西段四棵树凹陷与中段昌吉凹陷
西部烃源岩的氢指数相对较高，属于ＩＩ型有机质为
主，而中段东部的吐谷鲁、呼图壁地区热解氢指数比较
低，基本上属于ＩＩＩ型有机质。

图８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白垩系与古近系烃源岩热解氢指数氧指数分类
犉犻犵．８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狋犲狉狋狔狆犲犫狔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犪狀犱狅狓狔犵犲狀犻狀犱犲狓狅犳狋犺犲犆狉犲狋犪犮犲狅狌狊犪狀犱

犈狅犮犲狀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４５３　古近系烃源岩有机质成熟度
南缘露头剖面安集海河组烃源岩镜质组反射率一

般小于０５％，处于未成熟阶段，在凹陷中埋藏深度
大，成熟度高于露头剖面（图１０）。例如，四棵树凹陷
西部四参１井和高泉１井钻井揭示的安集海河组顶面

埋藏深度分别大于３１００ｍ和４３００ｍ，镜质体反射率
犚ｏ值为０４８％和０５３％，岩石热解色谱的犜ｍａｘ值为
４３３～４４０℃，处于未熟—低成熟初期阶段。但是，目前
高泉１井钻遇的仅仅是推覆断层上盘的安集海河组地
层（图１），其下盘的安集海河组地层埋藏深度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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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ｍ以下，而且高泉１井处下盘的安集海河组仍然
不是埋藏最深的，最大深度可达６０００～６５００ｍ，地层
温度在１１０～１４０℃。应用盆地模拟软件计算的卡因
迪克与高泉１井之间最大埋深处的镜质体反射率应该
在约０８％。四棵树凹陷东部独深１井钻揭的推覆带

上盘安集海河组烃源岩镜质体反射率已经达到
０８３％，处于成熟阶段。由此可见，四棵树凹陷古近系
安集海河组烃源岩已经处于低成熟—成熟演化阶段，
完全可以生成低成熟—成熟原油。
　　南缘中部霍尔果斯背斜霍１０井、东湾背斜东湾１

图９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白垩系烃源岩成熟度分布
犉犻犵．９　犕犪狋狌狉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狉犲狋犪犮犲狅狌狊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图１０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古近系安集海河组成熟度分布
犉犻犵．１０　犕犪狋狌狉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犈狅犮犲狀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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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吐谷鲁背斜吐谷１井等均钻遇的安集海河组，烃源
岩镜质组反射率在０５３％～０６０％，热解犜ｍａｘ一般在
４２５～４４０℃，属于低成熟演化阶段；玛纳斯背斜川玛１
井２０２０～２１５２ｍ井段３个样品的镜质组反射率为
０６８％～０８５％，平均０７５％；呼图壁背斜呼００２井
３６３６ｍ处２个样品的镜质组反射率为０７３％。从目
前钻井揭示的情况看，安集海河组烃源岩主要处于未
成熟—成熟早期演化阶段。但是，在四棵树凹陷东
部—沙湾—昌吉凹陷中，安集海河组烃源岩埋藏深度
在５０００～６５００ｍ，目前地层温度在１１０～１４０℃，应该
已进入低成熟—成熟生油阶段。

油源对比表明南缘西部很多构造存在古近系烃
源岩生成的原油［８，９］，进一步证实古近系安集海河组
是有效的烃源岩。

５　烃源岩热演化生烃史
盆地南部地区古地温场经历了由高到低的逐渐降

温过程，地温梯度由二叠纪时期的３２０～３６６℃／ｋｍ逐
渐降低，其中三叠纪—侏罗纪时期地温梯度下降幅度最
大，至目前地温梯度基本上在１８～２２℃／ｋｍ［１７，１８］。为了
探索南部烃源岩的热演化生烃过程，在有限样品镜质
体反射率约束下，应用盆地模拟软件计算了昌吉凹陷不
同位置的热演化成熟度与生烃史［图１１］。由图１１（ａ）
可见，在昌吉凹陷沉降与沉积中心，侏罗系烃源岩干酪

根裂解生油阶段发生在中侏罗世早期—始新世初（１７０～
５０Ｍａ），大约在晚白垩世早期（９０Ｍａ）达到生油高峰；
干酪根裂解生气阶段发生在始新世初—现今（５０Ｍａ—
现今），且目前仍处在大量生气阶段。下白垩统清水河
组烃源岩干酪根裂解生油阶段发生在始新世—现今
（５５Ｍａ—现今），大约在上新世初期（５Ｍａ）达到生油高
峰。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烃源岩在中新世末期（５Ｍａ）开
始进入生油门限，至目前仍然处于低成熟—成熟生油
早期阶段。另一方面，地温梯度的降低，对烃源岩的热
演化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二叠系烃源岩开始生烃
的埋藏深度总体上比白垩系与古近系烃源岩开始生烃
的埋藏深度要浅很多，各演化阶段的深度也是早期浅、
晚期深。

昌吉凹陷北部斜坡烃源岩在新近纪以来埋藏速度
相对慢些，二叠系、侏罗系等烃源岩的埋藏深度也相对
浅些，烃源岩开始生烃与达到生烃高峰的时间也相对
晚些［图１１（ｂ）］，其中：中二叠统乌尔禾组烃源岩干酪
根裂解生油阶段发生在早侏罗世末—新近纪初（１８０～
２０Ｍａ），大约在晚白垩世早期（９０Ｍａ）达到生油高峰；干
酪根裂解生气阶段发生在中新世中期—现今（１０Ｍａ—
现今），且目前仍处在大量生气阶段。侏罗系烃源岩干酪
根裂解生油阶段发生在早白垩世晚期—现今（１１０Ｍａ—
现今），目前烃源岩热演化犚ｏ＜１３％，处在大量生油
阶段，同时伴生一定量的湿气。

图１１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烃源岩埋藏与成熟生烃史
犉犻犵．１１　犅狌狉犻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犿犪狋狌狉犻狋狔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张越迁等［４８］对南缘西部四棵树凹陷西参２井的
生烃史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该井侏罗系烃源岩早白
垩世中期（１２５Ｍａ）开始进入生烃门限，但一直处于低
成熟生烃阶段，至古近纪晚期即渐新世才开始进入成熟
生油阶段，目前仍然处于生油高峰阶段。白垩系清水河

组在上新世开始进入生油门限，目前已经进入成熟生油
阶段。古近系烃源岩目前开始进入生烃门限。值得注
意的是，西参２井的埋藏演化与生烃史并不能代表四棵
树凹陷中烃源岩的最高演化程度及开始生烃的最早时
间。该井新近纪以来的沉积地层厚度为３９９０ｍ，而凹



７７８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第３６卷　

陷南部高泉背斜高泉１井的厚度达４８９２ｍ，比西参２
井处深了约９００ｍ，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烃源岩的埋藏
深度达到了４９００～５３５０ｍ。即使如此，高泉背斜仍然
不是该凹陷烃源岩埋藏最深的部位，在沉积凹陷中心
部位烃源岩的埋藏深度更大。显然，四棵树凹陷中侏
罗系、白垩系及古近系烃源岩的演化程度要高于西参
２井处，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烃源岩也已达到了低成熟
生油甚至成熟生油的演化阶段。该凹陷中已经发现的
大量来自于古近系烃源岩的原油，如独山子油田、西湖
构造、高泉构造上一些探井的原油等［８，９］，充分表明该
凹陷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烃源岩已处于低成熟—成熟生
油早期阶段。

６　结　论
（１）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存在二叠系、三叠系、侏

罗系、白垩系和古近系５套烃源岩，不仅二叠系与侏罗
系是重要的烃源岩，而且白垩系与古近系也是非常重
要的烃源岩。二叠系主要分布于南缘东部，有机质丰
度很高、类型好，以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是南缘东部地
区的主要烃源岩；三叠系烃源岩主要分布于东部，有机
质丰度变化大且类型较差，是南缘东部次要烃源岩；侏
罗系烃源岩广泛分布于南缘地区，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变
化大且类型较差，以ＩＩ、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是南缘地区重
要烃源岩层系；白垩系烃源岩主要分布于南缘中部，古
近系烃源岩主要分布于南缘西部，两套烃源岩有机质丰
度中等，但有机质类型好，以Ｉ、ＩＩ型有机质为主，分别是
南缘中部与西部地区非常重要烃源岩层系。

（２）南缘地区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
古近系５套烃源岩目前在南缘沉积凹陷中的成熟度呈
现较大差异，其中二叠系、三叠系处于成熟—过成熟演
化阶段，侏罗系处于低成熟—过成熟阶段，白垩系处于
未成熟—高成熟阶段，古近系处于未成熟—成熟阶段。
各套烃源岩在南缘不同区域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尤
其是白垩系和古近系烃源岩主要在南缘中西部成熟度
较高，达到了成熟生油阶段。

（３）南缘地区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古
近系５套烃源岩沉积时代不同，开始生烃及大量生烃的
时期明显不同。中二叠统烃源岩主要生烃期在晚侏罗
世—古近纪；上三叠统—下侏罗统烃源岩主要生油期在
晚白垩世—新近纪，目前主要处于生气阶段；白垩系清
水河组烃源岩在始新世开始生油一直延续现今，大约在
上新世初期达到生油高峰；古近系安集海河组烃源岩在
中新世末期开始进入生油门限，目前仍然处于低成熟—
成熟生油早期阶段。白垩系在南缘中部地区为有效生
烃源岩，古近系在南缘西部地区是有效的生油源岩。

致谢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管理
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对本文依托项目的完成提供了大力
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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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４．

［１５］　李学义，王兵，陈杨．准噶尔盆地南缘山前断褶带断裂模式和控
油作用［Ｊ］．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０６，２７（３）：２８５２８７．
ＬｉＸｕｅｙｉ，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ｏｉ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ｂｒｕｃｈｆａｌｔｅｎ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７（３）：
２８５２８７．

［１６］　王屿涛．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资源潜力和富集规律［Ｊ］．勘探家，
２０００，５（１）：４９５１．
ＷａｎｇＹｕｔａｏ．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ｌａｗ
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ｉｓｔ，２０００，５（１）：４９５１．

［１７］　邱楠生，王绪龙，杨海波，等．准噶尔盆地地温分布特征［Ｊ］．地质
科学，２００１，３６（３）：３５０３５８．
ＱｉｕＮａｎ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６（３）：３５０３５８．

［１８］　邱楠生，杨海波，王绪龙．准噶尔盆地构造热演化特征［Ｊ］．地质
科学，２００２，３７（４）：４２３４２９．
ＱｉｕＮａｎ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ｉｂｏ，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３７（４）：４２３４２９．

［１９］　康竹林．准噶尔盆地南缘油气勘探前景［Ｊ］．勘探家，１９９７，２（４）：
３１３４．
ＫａｎｇＺｈｕｌ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Ｊｕｎｇ
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１９９７，２（４）：３１３４．

［２０］　吴晓智，王立宏，宋志理．准噶尔盆地南缘构造应力场与油气运
聚的关系［Ｊ］．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００，２１（２）：９７１００．
ＷｕＸｉａｏｚｈｉ，Ｗ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Ｚｈｉｌｉ．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１（２）：９７１００．

［２１］　康玉柱．准噶尔盆地天山山前油气前景展望［Ｊ］．新疆地质，
２００３，２１（２）：１６３１６６．
ＫａｎｇＹｕｚｈｕ．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ｇａｓ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
Ｔｉａｎｓ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ｒｉ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１（２）：１６３１６６．

［２２］　魏东涛，贾东，赵应成，等．准噶尔盆地南缘原油地球化学特征
［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７，２８（３）：４３３４４０．
ＷｅｉＤｏｎｇｔａｏ，ＪｉａＤｏｎｇ，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
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８（３）：４３３４４０．

［２３］　康素芳，王绪龙，廖健德，等．准噶尔盆地霍尔果斯油气田油气特
征及油气充注次序［Ｊ］．特种油气藏，２００８，１５（４）：２０２３．
ＫａｎｇＳｕ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ＬｉａｏＪｉａｎｄｅ，ｅｔ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ｎＨｕｏ’ｅｒｇｕｏｓｉ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Ｊ］．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００８，１５（４）：２０２３．

［２４］　林小云，覃军，聂婉，等．准噶尔盆地南缘卡因迪克地区油气成藏
模式研究［Ｊ］．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４，３６（３）：３０４３０９．
ＬｉｎＸｉａｏｙｕｎ，ＱｉｎＪｕｎ，ＮｉｅＷａｎ，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Ｋａｙｉｎｄｉ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６（３）：３０４３０９．

［２５］　赵白．准噶尔盆地石炭、二叠系油气勘探前景［Ｊ］．石油与天然气
地质，１９８２，３（１）：７５８０．
ＺｈａｏＢａｉ．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ｆ
ｅｒｏｕｓ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３（１）：７５８０．

［２６］　赵白．石炭、二叠系是准噶尔盆地的主要油源岩［Ｊ］．新疆石油地
质，１９９４，１５（１）：１０１５．
ＺｈａｏＢａｉ．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Ｐｅｒｍｉａｎａｓ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１５（１）：１０１５．

［２７］　ＧｒａｈａｍＳＡ，ＢｒａｓｓｅｌｌＳ，ＣａｒｒｏｌｌＡＲ，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
ｇ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０，７４（４）：４９３５１２．

［２８］　ＣａｒｒｏｌｌＡＲ，ＢｒａｓｓｅｌｌＳＣ，ＧｒａｈａｍＳＡ．Ｕｐｐ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ｏｉｌｓｈａｌｅ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２，７６（１２）：１８７４１９０２．

［２９］　张义杰，贾希玉，吴晓智，等．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石油地质综合研
究及勘探目标选择［Ｒ］．克拉玛依：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
究院，１９９９．
ＺｈａｎｇＹｉｊｉｅ，ＪｉａＸｉｙｕ，ＷｕＸｉａｏｚｈｉ，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
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Ｒ］．Ｋａｒａｍａ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

［３０］　王绪龙，陈建渝，吴晓智．准噶尔盆地南缘四棵树凹陷区含油气
系统形成、演化与评价［Ｒ］．克拉玛依：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勘
探开发研究院，２００２．
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ｕ，ＷｕＸｉａｏｚｈ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ｉｋｅｓｈｕＳａｇ，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Ｒ］．Ｋａｒａ
ｍａ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ｔ
ｒｏＣｈｉｎａ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２．



７８０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第３６卷　

［３１］　李耀华．准南前陆盆地油气成藏条件及有利勘探区［Ｊ］．天然气
工业，２００２，２２（增刊）：５１５５．
ＬｉＹａｏｈｕａ．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
ｃｉ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Ｚｈｕｎｇｅ’ｅｒ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２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５１５５．

［３２］　贾承造，邹才能，李建忠，等．中国致密油评价标准、主要类型、基
本特征及资源前景［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３），３４３３５０．
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ｚａｏ，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ｍａｉｎｔｙｐｅｓ，ｂａｓ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ｇｈｔ
ｏ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３），３４３３５０．

［３３］　陈建平，梁狄刚，王绪龙，等．准噶尔盆地三叠系生源油藏的发现
及其意义［Ｊ］．地球化学，２００３，３２（６）：５８２５９０．
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Ｄ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
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２００３，３２（６）：５８２５９０．

［３４］　陈建平，梁狄刚，王绪龙，等．彩南油田多源混合原油的油源
（一）———烃源岩基本地球化学特征与生物标志物特征［Ｊ］．石油
勘探与开发，２００３，３０（４）：２０２４．
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Ｄｉ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Ｏｉｌｓｏｕｒｃｅ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ｏｉ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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