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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地区区域构造与油气地球化学场的关系

荣发准，孙长青，张彦霞，吴传芝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无锡214551)

摘要：盆地或地区的油气地质条件是形成油气地球化学场特征的物质基础，构造运动是烃类离开油气源区，向储集

层运移和纵向运移的主要动力，而近地表沉积物性质和地形地貌景观条件是影响油气化探效果的重要因素。若尔

盖地区的弧形构造对化探指标浓度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表明地质构造对近地表地球化学场的分布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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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地区地处特提斯含油气带的东段，东邻

我国天然气工业基地——四川盆地，西接柴达木盆

地及塔里木盆地。本区具有与扬子地块共同的基

底，早古生代为向北缓倾的被动大陆边缘，发育厚逾
5 000 m以上的盆地．陆棚相的黑色岩系，晚古生代

发展为碳酸盐台地，并为海相三叠系大面积覆

盖⋯，为一具有油气前景的重要地区。但该区块地

质研究程度较低、石油地质研究尚未系统进行，尤其

是对前陆盆地的构造特征及其与油气关系的研究相

对薄弱，而勘实践表明多组构造的叠加部位常常是

大油气田发育的地区口“1。

1区域构造特征

若尔盖地区从区域构造位置上看，处于2个主

要造山带(秦祁加里东造山带和三江地区印支造山

带)以及龙门山褶皱-冲断带所围限的三角地区。该

区具有扬子陆块共同的基底，盆地实际上是在稳定

变质基底上发育起来的沉积盆地，并非造山带。盆

地演化大致可分为：基底形成阶段；早古生代为被动

大陆边缘盆地发育阶段；泥盆纪前陆盆地发展阶段；

晚古生代一中三叠世张裂演化阶段；晚三叠世前陆

盆地发育阶段；中、新生代造山期后断陷、隆升阶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印支运动期间，该区由南北的

张性应力起主导作用转变为东西的挤压应力为主，

这一时期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和断裂地质活动，在张

性应力和压性应力双重作用下形成弧形断裂和弧形

褶皱pJ。在弧形断裂控制的大背景下，局部构造受

断裂遮挡而形成断背斜或断陷，如研究区东北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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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断陷、南部的红原断背斜等。

2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

若尔盖地区油气化探指标，尤其是烃类气体指

标的绝对含量差异较大，变化幅度值较大，变异系数

较高(表1)。在空间展布上有明显的分异现象，在

丰度特征上属于低背景非均匀地球化学场的范畴，

区内化探指标浓度整体上表现为非均衡变化特点。

就烃类气体的组构特征分析，本区烃类组成以轻组

分为主，重烃含量较低。激发荧光A。=265nm所检

测的二、三环芳烃强度很低。显示了本区浅层地球

化学场的形成，主要决定于天然气或轻质油，与本区

烃源岩演化程度高相印证。

表1若尔盖地区化探指标浓度特征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甲烷 O．40 560．25 34．00 55．65 1．64
酸解烃

重烃 O．00 47．36 3．53 5．74 1．63

甲烷 O．74 164．99 33．70 23．39 O．69
热释烃

重烃 O．oo 105．26 11．76 12．15 1．03

228nm

340m
O．00 344．oo 53．05 32．76 O．62

荧光
265m
360nm

0．30 236．10 15．23 16．84 1．11

热释汞 1．60 361．00 18．76 21．55 1．15

蚀变碳酸盐 O．04 6．26 0．44 O．43 0．98

若尔盖区块地球化学场丰度特征虽属于低背景

场，但其变异性已达到非均匀场的范畴，说明盆地内

存在与低背景并不匹配的异常区段，存在油气运移

与富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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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地球化学场是由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形成的，它是油气分布的纬度效应被地表诸因

素复杂化的结果。气候条件是其主要因素，它是决

定区域地球化学场的先决条件。地貌条件是引起地

球化学场复杂化的主导因素，在我国开展油气化探

的盆地涉及诸多地貌，主要有：水流地貌、风沙地貌、

黄土地貌、气候地貌以及构造地貌等。上述气候与

地貌条件在不同的含油气盆地差异较大，因此，进行

地球化学场的特征对比时，必须谨慎地分析地球化

学场特征与含油气远景的关系。

3 区域构造与油气地球化学场的关系

3．1区域构造与油气地球化学场的关系

该区区域构造与地球化学场关系密切，主要表

现在地球化学场高值区受断裂活动控制较为明显，

在坳陷区强烈褶皱和断裂带上各化探指标表现出不

同的分布特征。

测区内部断裂少，周边断裂活动强烈，尤以北部

最甚。烃类指标浓度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表明虽

然烃渗漏引起的地表地球化学场受诸如岩性、细菌

等多种因素影响，但地下断裂、裂隙等运移通道的发

育状况对烃的地表显示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这也

是烃地表显示的一种最常见的控制因素MJ。

鉴于化探指标浓度分布与地质构造关系密切、

变化明显的特点，油气化探异常确定时，应当高度重

视工区中部受弧形构造影响相对较弱的区域，弧形

构造对近地表地球化学场的分布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图1)。从整个工区的热释烃重烃浓度分布来看，

其总体趋势自西北向东南辐射，含量向周边逐渐增

大，在断裂带附近最甚，全部趋势线呈弧形；而指示

图l若尔盖地区地球化学指标分布趋势与构造关系示意

断裂的标志性化探指标热释汞，其趋势值由盆地中

心向盆地边缘逐渐抬高，高值点收敛于工区东北和

西南两断裂处，且北部的含量高于南部，这与整个工

区内部断裂少，而靠近盆地边缘断裂活动强烈，有着

直接的联系。研究区内上古生界储集层系的埋深呈

中间深周边浅，周边区域长期接受油气向其运移；同

时构造活动强烈，断裂和裂隙相对发育，储集层系中

的油气易于向近地表逸散。这是形成化探指标在盆

地内由内向外逐渐升高的弧形分布的根本原因所

在。

在图1中作一南北向剖面(图2)，穿越工区东

南的F2号断裂和工区北部的F6、F7、F8号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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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南北向剖面化探指标浓度变化

从图2中可以看出化探指标热释烃甲烷、热释

烃重烃和热释汞在断裂带附近都有较强烈的反映，

酸解烃甲烷和酸解烃重烃虽没有以上3项指标表现

得那么明显，但在控盆断裂F：、F，正上方均有较强

显示。除南部断裂带附近指标浓度较高外，总的趋

势是化探指标浓度由南到北逐渐增大，这与全区的

化探指标浓度分布特征是一致的。在研究区周边有

零星油气苗出现，可以说这是断裂活动强烈造成的，

表明断裂带是优先迁移的通道，地表的渗漏显示往

往集中于活动断层以及隆起的盆地边缘等构造特征

上方。有专家指出，断裂可以使异常离开引起它的

油气藏而发生侧向位移[7]。其实，许多地球化学异

常的位置和形态不仅受控于油气藏的位置和形态，

更由于后期地质运动，地质构造发生变化，受到局部

构造的控制。因此，在油气勘探过程中，必须采用多

种勘探技术方法相结合，才能获取真实的油气藏地

理信息。

弧形构造对化探工区的影响强度是有差异的。

坳陷区内的局部构造控制了其周边化探指标浓度的

高值分布。从局部构造上看，酸解烃甲烷和蚀变碳

酸盐在隆起区或凹陷的缓坡带上含量较高，有异常

显示；而热释烃在构造的隆起区反映微弱，反而在隆

起区的周边和凹陷区形成异常；热释汞相对高值点

主要分布于凹陷区。

可以说地质构造是控制近地表地球化学场分布

的一个重要因素。

3．2含油气远景评价

通过深入研究区域地球化学特征及变化规律、

近地表干扰因素影响程度和抑制措施、地质构造特

征与烃类分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优选了适合本

区找气为目的的有效指标，采用趋势面分析、空间滤

波分析、梯度分析、综合评价指数等手段，综合确定

了6个化探概查异常区带，即：曼日玛乡一辖曼乡I

类异常区带，瓦切乡东南Ⅱ类异常区带，若尔盖南、

唐克乡西南Ⅲ类异常区带，及位处工区边界附近的

玛曲一大水一墨溪、阿坝一牧场西侧的异常区(文

后彩图3)。

I、Ⅱ、Ⅲ类异常区带，指标组合较好，异常显示

清晰，是油气较有利勘探区域。结合该区MT成果

分析，异常区带在盆地中所处的构造部位较为有利，

反映了地质构造特征和油气运移富集的信息。

3．3下一步工作

3．3．1 深入研究若尔盖地块油气地质基本条件

由于本区目前尚无钻井资料和地震资料供参

 

 万方数据



4期 荣发准等：若尔盖地区区域构造与油气地球化学场的关系 ．301．

考，并受化探概查样点密度较稀的限制，本期工作在

近地表烃类分布与油气成藏要素的关系方面无法深

入开展研究，异常区带的确定主要采用的是其他地

区的工作经验，认识肯定带有局限性。

建议进行综合地质、地震、非震资料，研究和总

结若尔盖地块地腹各地质实体空间展布规律、构造

区划、各成藏要素的有效性研究，对本区生、储、盖及

构造演化等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为进一步的油气

勘探提供依据。

3．3．2采日玛一辖曼I类异常区可作为近期勘探

的重点区域

采日玛一辖曼I类异常区受若尔盖地块周边弧

形构造的影响强度较小，有效化探指标(尤其是轻

烷烃指标)虽属低背景，但异常显示清晰，该异常区

带与2002年MT中期成果提供的构造高部位相印

证，可作为本区油气勘探的重点区域。同时，瓦切东

南Ⅱ类异常区带、唐克西南化探Ⅲ类异常区带、若尔

盖南部Ⅲ类异常区带等区域也非常值得重视，应列

为重点勘探区域，积极开展有关的油气地质分析。

3．3．3对重点区域继续开展物、化探工作

对采日玛一辖曼异常区带继续开展大地电磁测

深(MT)和油气化探工作。建议将该异常区带及其

周边(约3500km2)的油气地球化学精度提高到

l：5万，用较短的时间查清该区带的异常结构和组

合类型，与地震、MT资料结合，优选圈闭，为后续的

油气勘探特别是钻探提供目标。

4结论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该区的地表地球化学场分布趋势与该区的弧形

构造基本一致，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地质构造对化探

异常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构造运动是烃类离开油气源区，向储集层运移

和纵向运移的主要动力，而近地表沉积物性质和地

形地貌景观条件是影响油气化探效果的重要因素。

该区所确定的I、Ⅱ、Ⅲ类化探异常区带，指标

组合较好，异常显示清晰，是油气较有利勘探区域。

结合该区MT成果分析，异常区带在盆地中所处的

构造部位较为有利，反映了地质构造特征和油气运

移富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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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圈3若尔盖地区化探鼍蠢异常区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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