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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侏罗系烃源岩

特征与页岩气勘探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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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页岩油气正在成为中国油气勘探的重要对象之一。准噶尔盆地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叠合盆地之一，盆

地中是否存在页岩油气是能否打开油气勘探新局面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其最大的生烃凹陷（阜康凹陷）的侏

罗系烃源岩特征与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来评价准噶尔盆地页岩油气的勘探潜力。阜康凹陷侏罗系烃源岩与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有
以下相似性：① 烃源岩规模稍大。阜康凹陷侏罗系主要发育八道湾组、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三套泥质烃源岩层，累
计厚度（最大９５０ｍ）大于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② 干酪根类型相当。阜康凹陷干酪根类型在纵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下部
八道湾组以Ⅱ型—Ⅲ型为主，中上部以Ⅲ型为主。③ 有机质的丰度偏小，但是存在厚层的煤。阜康凹陷有机质丰度
分布符合正态分布，主要分布在１２％～２５％，与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相比略微偏小。但是从页岩气的角度来看，阜康凹陷
发育多层单层厚度＞５ｍ的煤层，总厚度超过５０ｍ，最大单层厚度超过２０ｍ，弥补了泥岩丰度不足的缺憾；④ 烃源岩
已经进入中—高成熟阶段。表征烃源岩成熟度的Ｒｏ＝１６％，与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相当。上述对比结果表明阜康凹陷具有
生成页岩油气的潜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生烃潜力法的残留烃量评价本区页岩油气的勘探潜力，评价结果

表明残留烃的规模为８７４６亿吨，展示出阜康凹陷良好的页岩油气勘探潜力。

关键词：烃源岩；页岩油气；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侏罗系；阜康凹陷

　　页岩油气（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ｇａｓ）是指主要以
游离或吸附方式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砂岩和

碳酸盐岩夹层中的石油资源 （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０２；Ｂａｒｎｅｔｔ，
２００３；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Ｊａｒｖ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张
金川等，２００８；李玉喜等，２００９；王飞宇等，２０１１；董
大忠等，２０１１）。页岩油气在美国 Ｗｉｌｌｉｓｔｏｎ等盆地
Ｂａｋｋｅｎ页岩的勘探成功将改变北美的能源市场，也
将影响全球能源格局（Ｗｅｂｓｔｅｒ，１９８４；Ｓｏｎｎｅｎｂｅｒｇｅｔ
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ｍｕｄｉｔｏ，２００９）。准噶尔盆地是中国西部最
大的含油气盆地之一，在该盆地中是否存在相同类

型的页岩油气是打开油气勘探新局面的关键问题。

本文通过对比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烃源岩特征与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的异同点，评价准噶尔盆地页岩油气的
勘探潜力。

１　地质背景
准噶尔盆地为中国西部的典型叠合盆地，盆地

的形成，经历了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的海相、残留海

相前陆盆地，中晚二叠世陆相前陆盆地，中生代振荡

型陆内坳陷盆地和新生代再生前陆盆地四个构造演

化阶段（向鼎璞，１９５９；赵白，１９７９；何登发等，
２００４）。受复杂构造运动的影响，盆地充填了从上
石炭统至第四系较为齐全的巨厚沉积盖层，最大沉

积岩厚度达万米以上。

阜康凹陷处于准噶尔盆地一级构造单元中央坳

陷内，是准噶尔盆地最大的生烃凹陷（图１），被认为
是准噶尔盆地东部、南部及腹部的主要油气源。阜

康凹陷从下至上发育了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和侏

罗系四套主要的烃源（陈建平等，２００３ａ，ｂ；陈建平
等，２００４；王传刚等，２００３；贺凯等，２００８；李剑等，
２００９）。对于石炭系、二叠系以及三叠系烃源岩已
做过详细的研究（贺凯等，２００８；李剑等，２００９；况昊
等，２０１２）。相对于其他三套烃源岩，侏罗系烃源岩
具有埋深相对较浅，压实和成岩作用较弱的优势。



侏罗系沉积期主要以沼泽相和滨浅湖相沉积为主，

物源多来源于陆生高等植物，从下至上发育了八道

湾组（Ｊ１ｂ）、三工河组（Ｊ１ｓ）和西山窑组（Ｊ２ｘ），岩性
主要有暗色泥岩、碳质泥岩和煤（图２）。前期研究
表明侏罗系为一套具有较大的生烃潜力和供烃能力

（陶国亮等，２００８；郭继刚等，２０１３；邵雨，２０１３）的烃
源岩，为页岩气的评价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

此基础上，开展侏罗系页岩气的系统评价，对指导阜

康凹陷及其周边地区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图１准噶尔盆地构造单元划分以及阜康凹陷成熟烃源岩分布范围
Ｆｉｇ．１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ｋａｎｇＳａｇ

２　烃源岩特征对比
本次研究对阜康凹陷的烃源岩特征开展了系统

的取样和分析，在５口井垂向上取样５０１个，开展了
热解模拟（Ｒｏｃｋｅｖａｌ）、元素分析和镜质体反射率
（Ｒｏ）实验，分析了烃源岩的类型、丰度和成熟度。
在此基础上，对比了侏罗系烃源岩与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的
异同点。

２．１　烃源岩规模对比
阜康凹陷侏罗系纵向上主要发育了八道湾组、

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三套主力烃源岩，岩性主要为

泥岩、碳质泥岩和煤层。其中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

煤层发育。按照层位及岩性的不同，可以认为阜康

凹陷中下侏罗统发育了三组两类五套烃源岩。根据

上述统计结果，在细致分析异常统计数值，并结合各

时期沉积相发育状况，编绘了三组两类五套烃源岩

的厚度平面分布图，并分析了这五套烃源岩的平面

展布特征。综合展布特征研究认为：五套烃源岩都

具有一定的规模，尤其是泥质烃源岩，规模大；相较

于第三次资源评价，这五套烃源岩的规模均有所增

加，这主要是２０００年以来，下组合勘探工作的加强，
钻井数量的增加；根据泥质烃源岩和煤展布特征的

分析，泥岩的规模要比煤大很多，对于侏罗系中下组

合的勘探，烃源岩要坚持以泥质烃源岩为主，煤层为

辅。

泥质烃源岩作为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主要的源

岩类型，下面重点将阜康凹陷泥质烃源岩规模与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做一个对比（图３）。从
厚度分布来看其中八道湾组泥质烃源岩最大厚度大

于 ４５０ｍ，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最大厚度则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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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准东地区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Ｔｈ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ｓｌｏｐｅ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２５０ｍ，总的累计厚度大于９５０ｍ（图３ａ）。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
盆地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相对于阜康凹陷侏罗系烃源岩总

的厚度来说偏小。但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厚度（图３ｂ）与侏
罗系八道湾组以及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的泥质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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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准噶尔盆地 （ａ）和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ｂ）烃源岩厚度对比图 （后者据ｐｏｌｌａｓｔ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修改）
Ｆｉｇ．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ｂａｓｉｎ（ｂ）．Ｆｉｇ．（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ｌａｓｔ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岩厚度具有可比性。

２．２　烃源岩的类型和丰度对比
通过干酪根元素分析以及源岩热解资料分析认

为阜康凹陷侏罗系八道湾组、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

三套主要的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以Ⅱ２型和Ⅲ型为主
（图４）。有机质类型在宏观上与沉积环境有关，近
滨浅湖—深湖相的沉积的有机质偏Ⅰ型Ⅱ１型，三
角洲相沉积的以Ⅱ２型和Ⅲ型为主。在平面上，阜

图４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分析图
（ａ）ｎ（Ｈ）／ｎ（Ｃ）—ｎ（Ｏ）／ｎ（Ｃ）关系图；（ｂ）侏罗系烃源岩ｔｍａｘ－ＨＩ关系图

Ｆｉｇ．４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ａ）ｎ（Ｈ）／ｎ（Ｃ）—ｎ（Ｏ）／ｎ（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ｔｍａｘ－ＨＩｄｉａｇｒａｍ

康凹陷深洼区有机质类型为Ⅱ１型为主，在斜坡部
位及南缘一带由于水体浅、近物源、含砂量多，有机

质类型以Ⅱ２型和Ⅲ型为主。垂向上八道湾组和西
山窑组为一套含煤的湖沼相沉积，对厚层的暗色泥

岩，有机质类型以Ⅱ１型为主，也有少量为Ⅰ型，对
于薄层泥岩或灰绿色含粉砂泥岩等主要为Ⅱ２型和
Ⅲ型。三工河组泥质源岩颜色以灰绿色为主、岩性
以含砂质泥岩为主，有机质类型主要以Ⅱ２型为主，
即使是同一层段由于沉积水体的差异，有机质的类

型也存在着差异，总体来看，颜色为暗色的厚层泥岩

偏腐泥型。颜色较浅，泥岩不纯，为腐殖型。黑色碳

质泥岩和煤主要为Ⅱ２型和Ⅲ型干酪根，可为好的
气源岩。

在典型单井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不同层位有

机碳含量的平面分布图，以八道湾组烃源岩为例，其

泥质烃源岩ＴＯＣ值主要分布在２０％以上，围绕主
生烃凹陷呈环带状分布，并向凹陷的边缘地带逐渐

降低（图５），三工河组泥质烃源岩 ＴＯＣ值主要分布
在小于１２％的区域内，西山窑组泥质烃源岩 ＴＯＣ
＜１０％。
总体上来看，侏罗系三套烃源岩中八道湾组和

西山窑组既发育暗色泥岩，又发育碳质泥岩和煤岩，

以Ⅲ型和Ⅱ型有机质为主，但也有少量的Ⅰ型有机
质（表１）。总体来说侏罗系发育了一套优质烃源岩
（Ｊ１ｂ），两套中等丰度的烃源岩（Ｊ１ｓ＋Ｊ２ｘ）。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侏罗系
烃源岩与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具有一定的
可比性。从有机质类型上来看，两者都主要为Ⅱ型
干酪根，生油气潜力中等。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总有机碳平
均值为３％ ～５％（Ｂｕｓｔｉｎ，２００５），准噶尔盆地阜康
凹陷侏罗系烃源岩有机碳相对于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稍微
偏低，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暗色泥岩厚度上准

噶尔盆地侏罗系具有绝对的优势（图３ａ），可以弥补
单位总有机碳的不足，总碳数量上可以达到对等，原

理上生烃潜力可以匹配。

２．３　烃源岩的成熟度特征对比
对页岩来说，有机质镜质体反射率（Ｒｏ）是热成

熟度的指标，反映了成岩作用的最大古地温和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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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八道湾组泥质烃源岩ＴＯＣ等值线图
Ｆｉｇ．５ＴｈｅＴＯＣ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ｉｌｌａｃｅｏｕｓ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ｔｈｅＢａｄａｏｗ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ｕｋａｎｇＳａｇ，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的生烃条件，是反映成岩作用最合适的参数。在系

统取样分析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芳草１井源岩的成
熟度。从Ｒｏ的纵向分布来看，芳草１井侏罗系 Ｒｏ
与深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６ｂ），随着埋藏深
度的增加逐渐增加，下部八道湾组最高 Ｒｏ为
１６％，表明烃源岩热演化已经进入成熟—高成熟阶
段，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油气。

表１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侏罗系烃源岩综合评价及与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据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０２；
Ｐｏｌｌａｓｔ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Ｂｕｓ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ｋａｎｇＳａｇａｎｄ
ｔｈｅ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０２；Ｐｏｌｌａｓｔ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Ｂｕｓ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盆地 层位 最大累计厚度（ｍ） ＴＯＣ（％） 有机质类型

准噶尔盆地

Ｊ２ｘ ＞２５０ｍ ０．６～２．０ Ⅱ２、Ⅲ型为主
Ｊ１ｓ ＞２５０ｍ ０．６～２．０ Ⅱ２型为主
Ｊ１ｂ ＞４５０ｍ ０．８～２．５ Ⅱ１型为主，少量Ⅰ型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 ＞３００ｍ １．０～１３ 主要为Ⅱ型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的现今热演化程度

较高，Ｒｏ值为 １０％ ～２１％，位于生气窗内（图
６ａ）。阜康凹陷侏罗系泥岩现今热演化程度变化较
大，主体上已达到生烃门限，Ｒｏ值平均变化在０８％
～２０％之间。两者热演化程度相当。

３　页岩油气勘探前景讨论
３．１　烃源岩残留烃规模与页岩油气勘探潜力分析

对于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的烃源岩生排烃郭继刚

等（２０１３）已做过详细系
统的研究。本次研究主要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重点

阐述阜康凹陷侏罗系烃源

岩的生排烃量以及残留烃

量的大小规模。

根据生排烃门限理论

（庞雄奇，１９９５；庞雄奇
等，２００３；陈中红等，２００５）
在生排烃模式已建立的基

础上再结合烃源岩有机质

２２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图６准噶尔盆地（ｂ）与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ａ）Ｒｏ随深度变化对比关系图
Ｆｉｇ．６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ｂａｓｉｎ（ａ）（ａｆｔ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ａｎｄ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ｂ）

丰度、密度、厚度等资料，就可以计算出工区各烃源

岩层的生排烃强度及生排烃量。计算出的八道湾

组、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泥质烃源岩的生排烃量见

表２。

表２阜康凹陷侏罗系泥岩生排烃量及残留烃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ｉｎＦｕｋａｎｇＳａｇ

层系 生烃量（×１０８ｔ） 排烃量（×１０８ｔ） 残留烃量（×１０８ｔ） 残烃比例（％）

八道湾组泥岩 ９２６．６ ４６５．８ ４６０．８ ４９．７
三工河组泥岩 ３１０．５ １２０．１ １９０．４ ６１．３
西山窑组泥岩 ３５０．７ １２７．３ ２２３．４ ６３．７
总烃量（亿吨） １５８７．８ ７１３．２ ８７４．６ ５５．１

为了力求比较客观真实评价阜康凹陷中下侏罗

系泥质源岩残留烃量的规模大小，本次研究过程中

则主要是在依据生烃潜力法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出源

岩的生烃量和排烃量。在已经计算出生排烃量的前

提下通过物质平衡理论就可以客观的得到源岩残留

烃量的大小，其数据见表２。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三套泥质烃源岩生排烃量以

八道湾组为主，占一半以上。当然其残留烃量也是

最大的，占整个残留烃量的５３％左右。总的残留烃
量为８７４６亿吨，展示出阜康凹陷侏罗系页岩油气
的远大资源潜力。

３．２　烃源岩的矿物构成与局部储盖组合分析
矿物组成是控制页岩气藏的重要因素（聂海宽

等，２００９；唐颖等，２０１２；王伟锋等，２０１３），页岩气产
层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黏土和碳酸盐，其中黏土矿

物含量一般小于５０％，如北美福特沃斯盆地 Ｂａｒｎｅｔｔ
页岩气产量最高的地区黏土矿物含量平均约为

２７％。泥页岩的矿物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孔隙
度和裂缝发育程度，进而影响页岩气的品质与产能，

富含硅质矿物的页岩比富含黏土矿物的页岩更易于

３２２第 １期 郑金海等：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侏罗系烃源岩特征与页岩气勘探潜力分析



压裂产生裂缝（Ｍａ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１；李新景等，２００７；
邹才能等，２０１０；付小东等，２０１１），同等情况下可以
采出更多的天然气。但与此同时，泥页岩的矿物组

成也会影响单位岩石的吸附气含量。因此对于泥页

岩矿物组成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准噶尔盆地侏罗系过渡相煤系富有机质泥

页岩来说，这类页岩的共同特征是有机质以陆源高

等植物为主，页岩与煤层共存、砂岩与页岩互层。其

矿物组成表现为脆性矿物含量小于５０％，黏土矿物
含量略大于脆性矿物含量。与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相比较来说其脆性矿物含量具有一定
的可比性（图７）。

图７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与准噶尔盆地侏罗系泥页岩矿物
组成对比图 （据Ｊａｒｖ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修改）

Ｆｉｇ．７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ａｆｔｅｒＪａｒｖｉｅｅｔ．，２００７）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阜康凹陷侏罗系纵向上发

育多套局部储盖组合，表现为一定的砂泥互层（图

２），暗色泥岩一方面既能够作为有利的生油岩，另
方面又可以作为良好的盖层。对于油气的保存是非

常有利的。可以有效的阻挡油气的逸散。

３．３　烃源岩的成岩作用与可压裂性分析
可压裂性是页岩在水力压裂中具有能够被有效

压裂的能力的性质，是页岩开发中最关键的评价参

数，影响因素包括页岩脆性、天然裂缝、石英含量、成

岩作用及其他因素。另外还包括地应力、沉积环境、

内部构造等其他因素。页岩可压裂性的影响因素彼

此之间不是孤立的，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表现

出页岩的可压裂性特征。

页岩在不同的成岩作用阶段，其矿物形态、粘土

矿物组成以及孔隙类型都有不同，从而使页岩可压

裂性不同（图８）。另外，对于深埋的泥岩、页岩来
说。岩石的压实包括机械压实和化学压实两种作

用。深埋岩石的地质力学特征从一定程度上说受控

于矿物的化学过程。烃源岩在埋藏过程中，随着埋

深的增加和地温的升高，从热动力学讲矿物相开始

变得不稳定并发生溶解，使颗粒骨架紧密压实，同时

矿物的胶结使沉积物发生真正的胶结。而胶结作

用，如碳酸盐和石英等矿物胶结作用的加强会造成

沉积岩的力学性质由相对塑性向脆性转变

（Ｂｊｆｒｌｙｋｋ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随着深度的增加，压实和
成岩效应导致页岩逐渐偏离粘土的典型特征和行

为，岩石将经历从最初未胶结沉积物向脆性岩石的

转化（Ｈｏｒｓｒｕ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图８泥页岩脆性、可压裂性随成岩
作用变化关系图（Ｊａｒｖ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Ｆｉｇ．８Ｔｈｅｂｒｒｉｔｌｅ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ｂｕｒｉａｌａｎｄ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ａｒｖ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成岩作用可能已进入晚成岩

阶段（钟大康等，２００３；蒋忆云，２００５；王芙蓉等，
２００６），一方面矿物转化有利于泥页岩的脆性增加，
但由于埋深较大以及时代较老可能导致压裂难度增

加。不利于页岩气的压裂，可能对页岩气的开发不

利。

４２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４　结论
（１）侏罗系烃源岩丰度低于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但碳

质泥岩和煤的存在可能弥补了烃源岩丰度低的缺

憾。

（２）烃源岩的成熟度偏低，但是有机质的类型
以腐殖型为主，兼具Ⅱ２型，有利于形成页岩油气。

（３）烃源岩的矿物含量脆性矿物略低于黏土矿
物，但可与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脆性矿物含量对比，局部储
盖组合非常发育，有利于形成页岩油气。

（４）烃源岩的残留烃量巨大，为形成页岩油气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５）烃源岩时代老，成岩作用达到了晚成岩中
期，不利于页岩气的压裂，可能对页岩气的开发不

利。

致谢：论文中阜康凹陷岩芯和岩屑样品及部分

单井原始资料由新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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