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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滨里海盆地东缘中区块油气成藏特征和勘探实践》由徐可强主编。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介绍了：石炭系层序地层与沉积相，碳酸盐岩储层特征，石炭系碳酸盐岩储层测
井识别方法，石炭系油气成藏特征，盐下碳酸盐岩油气藏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等内容。

本书的出版，将大大丰富中亚地区油气勘探开发专家们的知识，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中亚地区
特殊的油气成藏条件和富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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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滨里海盆地盐下油气运移的通道主要是不整合面、断层和孔、洞、缝。
如上生下储型、下生上储型等生油层与储层连续紧密接触时，油气可通过孔、洞、缝和小型断层渗流
到储层中。
生油层与储油层为分割型时，油气运移通道多为不整合面和大的断裂。
油气运移的距离也有长有短。
长者如沿区域不整合面和大断裂远距离运移(如盆地东部古生代油气运移至中生代储层内)，短者则为
向邻近储集体内的运移。
5.4.3.2 中区块油气运移时期区域研究表明，中区块位于盐下古生界隆起区，成为早期油气运移的重要
指向。
中区块烃源岩埋深大，有利于成熟原油的生成。
根据盆地南缘和东缘在晚石炭世的区域性隆起以及此后的构造发展史，结合含盐构造成因和空谷阶含
盐层普遍不整合超覆在不同时代沉积之上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在盐下层系至少存在三个油气聚集期。
第一期包括晚石炭世之前的时期(早二叠世之前的时期)，个别地区包括中石炭世之前的时期，油气主
要来源于研究区东侧陷区。
这一阶段在靠近强烈坳陷区(可能的生油气区)的近隆起地段，在泥盆系、下石炭统和个别地区的中石
炭统中发生了第一次液态、气态烃类聚集，形成了早期原生性油藏。
第二期包括晚石炭世，个别地区还包括中石炭世，还可能有早=叠世(空谷期之前)。
在此时期由于东部乌拉尔褶皱带引起的剧烈上升运动，在地表条件的影响下早期的原生油藏发生烃类
的重新分布，许多油气藏遭受破坏，同时残余油气藏的物理化学成分也产生了变化。
第三期包括空谷期以后的整个中生代漫长时期，油气主要来自于西侧盆地中心坳陷。
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厚层的含盐盖层，形成一些盐丘和盐槽，其上覆盖着晚二叠世和中生代沉积。
此阶段的特点是重新形成新的油气藏，造成现今石油、天然气、凝析油聚集的格局，其中有不少是在
钻井可打到的盐下层内发现，如在盆地边缘形成许多带油环凝析油气藏，例如乌里赫套油气藏、阿里
别克莫拉油气藏。
在第三期聚集时，生油层和储层相互隔离，有大量的烃类聚集，因此可认为此期的油气生成和聚集最
活跃。
在此阶段，由于生油层显著下沉，创造了有利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并形成了一些适于聚集油气的构造
圈闭(包括被盐丘和礁体而复杂化的局部隆起在内)和地层型、岩性型和岩性一地层型圈闭(位于不整合
超覆储层带，储层相变和尖灭带内)。
构造演化结果表明，中区块石炭系构造在石炭纪末期已具雏形，在早二叠世空谷期之前基本定型，而
大量油气生成是在三叠纪以后，因此圈闭与油气即具有良好的空间配置关系，又具有良好的时间配置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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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滨里海盆地东缘中区块油气成藏特征和勘探实践》是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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