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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阜康凹陷是准噶尔盆地的一个负向构造单元，主力烃源岩侏罗系八

道湾组分布面积广，厚度大，丰度高。具有优越的油气源条件。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 2004 在阜康凹陷蔡家湖构造带利用二维地震部署的首

口预探井，在侏罗系头屯河组获得高产油气流，首获成功，但接下来的

近 10 年间，利用三维地震部署的 8 口预探井、评价井，钻探效果均不

理想。 

    勘探实践证实，阜康凹陷油气地质复杂程度远远超乎想象，胜利油

田接手该区油气勘探工作以来，在虚心学习、认真吸收中石油在邻区勘

探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利用承担的十二五国家重大专项、集团公司课题

潜心研究准噶尔盆地腹部负向构造单元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富集规律，

系列研究成果有效指导了油气勘探实践，2015 年再次在阜康凹陷侏罗

系头屯河组获得高产商业油流，为该区持续高效油气勘探提升了信心，

提供了理论技术支撑。 

本书是在总结胜利油田近年来承担的“十二²五”国家重大专项课

题、集团公司课题部分理论、技术研究成果与实际钻探成果分析的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本书首次针对近年来胜利油田在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中

部 4 区块油气勘探实践中遇到的复杂地质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

指出了阜康凹陷侏罗系头屯河组油气成藏存在在圈源分离、时空匹配差、

储层物性变化快等不利地质因素，详细阐述了头屯河组油气成藏要素的

评价技术、方法、关键参数，明确了阜康凹陷侏罗系头屯河组油气成藏

主控因素及其有利时空配置关系。该成果来源于生产，应用于生产，对



 
 

阜康凹陷的油气勘探部署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具有类似石油地质

条件的油气勘探区带也能够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阜康凹陷地层发育和构造演化特

征。第二章在烃源岩及原油地球化学特征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阜康凹

陷中 4 区块侏罗系头屯河组油气主要来自侏罗系八道湾组而非二叠系

的观点，根据储层流体包裹体荧光薄片及均一温度实验结果，提出了头

屯河组具有与主力烃源岩生排烃成期不匹配的两期成藏期次。第三章首

次进行了侏罗系成藏动力学子系统的划分，并通过研究不同成藏动力学

子系统流体地球化学特征，剖析了阜康凹陷中 4 区块侏罗系头屯河组油

气成藏过程。第四章利用三维地震资料，通过对断层进行闭合和参数求

取，明确断层参数特征及差异性，优选断层输导评价方法，定量评价区

不同时期断层的开启性，指出了有利断裂发育区。第五章融合岩芯相-

测井相-地震相和岩石地球物理分析技术、优化储层地震属性预测技术，

刻画了不同期次砂体的平面展布，并评价了头屯河组砂体的输导性能。

第六章在成功井和失利井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圈源分离、时空匹配性

差的头屯河组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建立了与勘探实践相符的阜康凹陷侏

罗系油气成藏模式。 

此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胜利油田高级专家、林会喜教授的指导，

以及魏恒飞、任新成、程长领、刘德志、王侠、刘振阳等同志的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 

鉴于编者在理论水平和工作领域的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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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域地质概况 

 
 
 

准噶尔盆地是位于北天山以北，夹持在扎依尔和青格里底山、克拉

美丽山之间的内陆盆地，呈三角形，面积约 13×104km2。准噶尔盆地可

划分为乌伦古坳陷、中央坳陷、陆梁隆起、东部隆起、西部隆起、北天

山山前冲断带等七个一级构造单元。各坳陷和隆起分别由若干个凹陷、

凸起或断褶带、断阶构成（图 1-1）。 

本次研究的区块是中部 4 区块，勘探面积 2891.1km2，三维覆盖面

积 2109.51 km2。目前区内完钻探井 12 口，以侏罗系构造—岩性复合油

气藏为主要勘探目标。中 4 区块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构造上处于

中央坳陷阜康凹陷及其东、北斜坡带，北邻白家海凸起，南邻北天山山

前第三排构造带的阜康断裂带。目的层埋藏深，构造形态相对比较简单，

但构造演化和埋藏历史比较复杂。因此，目标评价和勘探难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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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准噶尔盆地构造分区图（据张善文，2013；隋凤贵，2015）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分布非常广泛，具有多沉积、沉降中心的特点，

中央坳陷的阜康凹陷和乌伦古坳陷是主要的沉降中心，最大厚度分别在

3500m 和 2500m 以上，沉积厚度由中心向陆梁隆起及盆地四周地层逐

渐减薄。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主要厚度中心位于阜康凹陷、盆参 2 井西、

乌伦古坳陷，可达 800m 以上；下侏罗统三工河组主要厚度中心与八道

湾组基本相似，可达 700m 以上；中上侏罗统主要厚度中心发生了一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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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主要位于阜康凹陷和乌伦古坳陷，最大厚度分别在 2 000m 和

1 500m 以上。 

侏罗纪时期沿车排子-莫索湾-滴西形成一系列的低凸起，并在侏罗

纪晚期遭受剥蚀，形成沿该带分布的一系列中上侏罗尖灭带。经过喀拉

扎期盆地抬升后，白垩纪整个盆地下沉，结束了盆地南北分隔的局面，

形成了以盆地西南部为沉积中心的统一整体。虽然不同地区由于接受沉

积的时间和环境上的差异，致使各地区的地层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别，但

各地区在沉积的响应上仍具很大的相似性，特别是吐谷鲁群在各地的沉

积厚度均很大。沉积厚度中心阜康凹陷西南部最厚可达 3 000m 以上，

并且地层厚度向北和周缘逐渐减薄。 

准噶尔盆地自下而上发育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

系、古近系、新近系。侏罗系可进一步划分为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三工

河组，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头屯河组，上侏罗统齐古组、喀拉扎组（表

1-1）。下面主要叙述研究区内侏罗系发育特征。 

1. 八道湾组 

八道湾组总体结构为上、下两套含煤地层，中部为湖泊相或湖泊-

三角洲相暗色泥岩夹薄层砂岩，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八道湾组一段（J1b1）、

八道湾组二段（J1b2）和八道湾组三段（J1b3），盆地内大部分地区有此

特点。该套地层在盆地腹部向西、东北、东南逐渐减薄，并在庄 1 井北、

屯 1 井南存在两个厚度中心，最厚可达 700m 以上，与下伏三叠系不整

合接触。 

八道湾组一段为一套河流相沉积序列，由灰白、浅灰绿色砾岩，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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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灰绿色中粗砂岩与灰绿、黄绿色细粉砂岩组成多个岩性正旋回，

每个旋回的上部或顶部夹有碳质泥岩或夹煤层、煤线，局部夹菱铁矿、

铁质砂岩，由下往上煤层逐渐增多增厚，产植物化石； 

八道湾组二段为深灰色泥岩、含砾泥岩夹深灰绿色泥质细、粉砂岩

及薄层泥灰岩、叠锥灰岩，泥岩具水平层理，纹理；自下而上岩性逐渐

变粗，上部以灰绿、黄绿色泥质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夹深灰色粉砂质泥

岩、薄层泥灰岩，顶部出现少量中粗粒砂岩和碳质泥岩，产双壳类和大

孢子等。 

八道湾组三段为黄绿、灰绿色中—厚层状中粗粒砂岩与同色细、粉

砂岩，深灰色、灰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不等厚互层，夹灰黑色碳质泥

岩、煤层或煤线以及菱铁矿、铁质砂岩、泥灰岩，砂岩发育大型交错层

理，粉砂岩、泥岩具水平层理，富含动植物化石。 

表 1-1  盆地腹部地层发育特征表 

界 系 统 地层 主要岩性 

新

生

界 

第四系  西域组 灰色砾岩夹灰黄色砂泥岩 

新
近
系 

上新统 独山子组 黄褐色泥岩、砂岩夹灰黄、灰绿色砂岩、砾岩 

中新统 
塔西河组 灰绿色泥岩、砂岩夹介壳灰岩 

沙湾组 褐红色泥岩夹灰绿色砾岩及灰白、褐黄色砂岩 

古近系 

渐新统 
安集海河组 西部为深灰绿色、灰黑色泥岩夹介壳灰岩；东部为灰绿、

黄绿、褐红等杂色泥岩、砂岩夹少量砂砾岩 
始新统 

紫泥泉子组 红色、褐色泥岩及灰色砾岩夹砂岩；底部为灰质砾岩 古新统 

中

生

界 

白垩系 

上统 东沟组 砖红、褐红色砂质泥岩、砂岩、砾岩互层 

下统 吐谷鲁群 灰绿、棕红色泥岩、砂岩组成不均匀互层；底部为灰绿

色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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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

生

界 

侏
罗
系 

上统 

喀拉扎组 棕褐色砾岩，底部褐红色砂岩，向北变为灰绿色砂岩 

齐古组 
棕红色、紫色泥岩与砂岩互层。上部以泥岩为主，底部

夹有凝灰岩薄层 

中统 
头屯河组 杂色泥岩、砂岩互层夹煤线和泥灰岩 

西山窑组 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夹砾岩与煤层 

下统 
三工河组 灰黑、灰绿色泥岩夹薄层砂岩与叠锥灰岩 

八道湾组 
上部砂、泥岩互层夹煤层；中部深灰色泥岩；下部砂砾

岩及煤层 

三
叠
系 

上统 
小泉

沟群 

郝家沟组 黄绿、灰绿色砂岩、砾岩夹泥岩、灰质泥岩 

黄山街组 
上部为黄绿、灰绿色砂岩、砾岩夹泥岩、碳质泥岩；下

部灰黄、暗灰绿色泥岩，局部地区有底砾岩 

中统 克拉玛依组 
灰绿、黄绿砂岩、泥岩夹碳质泥岩；下部杂色泥岩条带；

底部见砾岩，局部含火山岩夹层 

下统 
上仓

房沟

群 

烧房沟组 紫红色砂岩、砾岩夹棕红色泥岩 

韭菜园子组 棕红色泥岩夹灰绿色、紫灰色砂岩 

锅底坑组 
灰绿色、黄绿色、灰黑色夹紫红色粉砂质泥岩、泥岩夹

粉砂岩及少量细砂岩 

古

生

界 

二
叠
系 

上统 
下仓

房沟

群 

梧桐沟组 
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夹灰岩、泥灰岩，局部夹砾岩，

红色泥岩 

泉子街组 紫红色砾岩、褐色泥岩夹灰绿色泥岩、砂岩 

中统 
上芨

芨槽

子群 

红雁池组 
以灰绿、灰黑色泥岩、页岩为主，夹灰绿色砂岩，中部

夹薄层灰岩 

芦草沟组 
上部灰黑色页岩、油页岩互层，夹多层白云质灰岩；下

部黑褐色中细粒砂岩、砂质泥岩与油页岩互层 

井井子沟组 灰、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夹凝灰质砂岩和砾岩 

乌拉泊组 灰绿色长石砂岩夹灰质砂岩、砾岩 

下统 
下芨

芨槽

子群 

塔什库拉组 灰绿色、深灰色泥岩及砂岩夹鲕粒灰岩、碳质泥岩 

石人子沟组 深灰、灰绿色砾岩、砂岩、泥岩、灰岩 

石炭系 上统 
祁家沟组 灰、深灰色灰岩、生物灰岩夹泥岩 

柳树沟组 以厚层块状中酸性火山喷发岩为主，夹薄层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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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组煤系地层在盆地不同地区发育程度不同，以南缘较为发育，

煤层厚度大，在吉木萨尔、吉尔加特河等地区煤层最厚；西北缘、东北

缘八道湾组煤层不发育，仅见到薄煤层和煤线。除盆地南缘东部及腹部

部分地区八道湾组与下伏地层连续沉积外，盆地大部分地区八道湾组不

整合于三叠系之上。八道湾组岩性岩相比较稳定，厚度变化较大，在中

部 I 区块一般厚度在 550～750m，玛纳斯河地区厚度为 625m，向东西

减薄，在头屯河地区增大至 796.28m，南缘东部厚度在 167～1000m，

东北缘西大沟剖面厚 210.54m，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厚度为 182.75m。 

2. 三工河组 

在盆地南缘三工河剖面三工河组为 4～5 套巨厚的灰绿、黄绿色块

状砂岩夹砾岩与大套深灰、灰绿色粉砂质泥岩，灰黄、灰绿色薄-中厚

层状细、粉砂岩互层，上下两套细粒沉积中夹有灰黑色碳质泥岩或煤线，

底部尚有薄煤层，总体上以湖泊—三角洲相沉积为主体，无工业煤层。

在准噶尔盆地边缘地带，其底部普遍夹碳质泥岩或煤线。在三工河至玛

纳斯河以及盆地内大部分地区井下，该组可进一步划分为三工河组一段

（J1s1）、三工河组二段（J1s2）和三工河组三段（J1s3）三个岩性段。

三工河组三段为大套暗色泥岩、粉细砂岩交互沉积；三工河组二段为多

发育一套巨厚的砂岩夹砾岩、砂质泥岩条带，局部为砾岩，纵横向上分

布稳定，是地层对比的良好标志；三工河组一段以半深—深湖相暗色泥

岩、页岩为主，夹细砂岩、粉砂岩，局部夹中粗砂岩或砾岩透镜体，中

部岩性细，上、下部相对较粗，底部常夹有碳质泥岩或煤线，纵向上构

成一个完整的水进水退沉积旋回，横向分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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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地表和东北缘地区三工河组层序不完整，只发

育一个水进水退沉积旋回，缺失相当于准噶尔盆地南缘三工河组下段的

沉积。该组在三工河—玛纳斯河地区厚度较大，三工河剖面 749.74m，

郝家沟剖面 487.47m，玛纳斯河达 882m，向东西减薄，东北缘西大沟

剖面厚度为 165.32m，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剖面本组厚 136.25m。产孢

粉、双壳类、叶肢介、植物等化石，上段与下段化石面貌差异较大，局

部地区三工河组下段见到相当丰富的介形类和腹足类化石，另外，在该

组上段的深灰或灰黑色页岩中含数量极多但分类位置不明的类似“昆虫”

的化石，其特征与八道湾组中段所含小个体“昆虫”有些类似。 

3. 西山窑组 

为一套湖沼相的煤系地层，主要岩性为灰色、深灰、灰绿色泥岩、

粉砂岩与黄绿、浅灰、灰白色砂岩或含砾砂岩互层，夹灰黑色碳质泥岩、

煤层及菱铁矿，底部一般为灰白色或浅灰色厚层—块状砂岩或砂砾岩，

局部地区为杂色砾岩，因此其底界岩性标志明显，界线清楚。厚煤层普

遍集中在中下部，是良好的区域性对比标志，上部则多为薄煤层或煤线，

西北缘克乌断裂带上盘煤层不发育，盆地腹部莫索湾凸起上地层很薄，

局部缺失。盆地南缘及东北缘可见大面积煤层自燃并形成烘烤层，是准

噶尔盆地的主力煤层。该组岩相岩性比较稳定，厚度变化大，玛纳斯河

地区厚达 1019m，向东西减薄，乌鲁木齐郝家沟剖面厚度为 244.91m，

三工河剖面厚度 611.59m，东北缘西大沟剖面减至 137.45m，西部颗粒

粗，砾岩显著增加，西北缘地面和莫索湾凸起缺失该组。富产含植物、

孢粉以及双壳类、大孢子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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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头屯河组 

岩性总体上为一套河湖相砂砾岩、细-粉砂岩、泥岩交互而上、下

粗中部细的杂色沉积，中部夹泥灰岩及碳质泥岩或煤线。盆地南缘地区

可进一步划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岩性主要为河流相的黄绿、灰绿色砂

砾岩与杂色泥岩、细、粉砂岩不等厚互层，化石稀少；上段为灰绿、灰、

深灰色泥岩、细砂岩、粉砂岩夹泥灰岩、钙质砂岩，底部附近尚夹碳质

泥岩或煤线，上部夹紫红、褐红色泥岩、粉砂岩条带。含较丰富的动植

物化石，常见化石有双壳类、叶肢介、介形类、植物和孢粉。 

 
 

 
 

1. 区域构造演化特征 

准噶尔盆地是一个在古生代地体之上形成的以晚古生代—中、新生

代陆相沉积为主的大型叠合盆地，纵向上为多期不同性质盆地的叠加。

从二叠纪到第四纪，准噶尔沉积盆地构造发展演化在海西期褶皱基底之

上，经历了晚海西、印支—燕山、喜山三次大的构造运动，根据区域地

质资料、较大的不整合和沉积演化特征可以将盆地划分为三个构造演化

阶段，即：晚石炭世—二叠纪碰撞前陆盆地阶段、三叠纪—早第三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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