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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羌塘盆地沉积和油气地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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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塘盆地是我国陆上新区勘探程度最低、面积

最大、地层序列最完整的中生代海相含油气盆地。
大地构造位置上,羌塘盆地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

构造域之东段,与之毗邻的西段是著名的中东油气

田,东南段则是东南亚油气区。 这一大地构造背景,
使得羌塘盆地油气远景备受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的

高度关注(王成善等,1996)。
国家对青藏高原油气普查与油气资源战略调查

工作非常重视。 早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地质部

就成立了首支西藏石油普查队伍,随后对伦坡拉盆

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发现了工业油流。 20 世纪 90 年代,地质矿产部新

星石油公司中南石油局在伦坡拉盆地继续开展了石

油普查工作,提交了罗马迪库和红星梁两个小型油

田的控制储量。 1993 ~ 1998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首次对青藏高原羌塘、措勤、比如、昌都、岗巴—
定日等盆地开展了石油地质普查和评价工作,获得

了大量的地质、地球物理及油气化探等资料,出版了

青藏高原地层、构造、石油地质等石油地质学丛书

(赵政璋等,2001a、b、c、d、e)。
近 20 年来,国土资源部先后组织了多轮油气资

源战略选区和调查评价工作,在完成全区 1 ∶ 25 万

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对羌塘盆地开展了基

础地质、石油地质、地球物理、油气化探、地质浅钻、
油气参数井等大量工作,并于 2016 ~ 2018 年在羌塘

盆地半岛湖地区实施了第一口参数井:羌科-1 井

(井深 4696. 18m)。 这一时期羌塘盆地油气地质调

查累计完成二维反射地震勘探 2700
 

km、科探井 1
口、岩芯地质浅钻 17 口(总进尺 13687. 72

 

m)、1 ∶ 5
万构造详查及化探 3423

 

km2、1 ∶ 2. 5 万和 1 ∶ 5 万

油页岩评价 800
 

km2,综合研究路线地质调查 5071
 

km,实测地层剖面 192
 

km,采集各类样品 23230 件、
地质走廊大剖面综合调查 810

 

km(宽 20
 

km)、电磁

测量 2574
 

km、微生物化探 700
 

km2 等。 通过上述地

质—地球物理工作,特别是羌科-1 井科探井工程,
羌塘盆地在基础地质、油气地质、地球物理及勘探技

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资料、新认识(王成善

等,2001;王剑等,2004,2005,2009,2018;丁俊等,
2009)。 归纳起来,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如下。

(1)
 

科探井及地质资料揭示羌塘盆地深部存在

较好的区域性封盖层,证实羌塘盆地具有良好的保

存条件;地质—地球物理及地质浅钻证实,上三叠统

巴贡组(或肖茶卡组) 前三角洲—陆棚相泥质岩是

羌塘盆地最重要的烃源岩;羌科-1 井及多口地质浅

钻均发现了低级别油气显示;二维反射地震方法技

术攻关获得了信噪比较高的地震资料,经科探井验

证羌塘盆地具稳定的沉积层序和完整的圈闭构造。
(2)

 

羌塘盆地油气地质调查也取得了一系列新

发现:在北羌塘拗陷新发现了胜利河—长蛇山早白

垩世海相优质油页岩带,通过槽探工程验证,结合音

频大地电磁测量(AMT)测量及剖面路线地质调查,
认为该油页岩矿床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海相油页

岩矿床(Fu
 

Xiugen
 

et
 

al. ,
 

2010);通过地质浅钻及

槽探剖面,结合地球物理勘探资料及地表地质调查,
证实南羌塘盆地布曲组油砂带西起隆鄂尼,东至鄂

斯玛地区,东西长约 150
 

km,南北宽约 40
 

km。
(3)

 

羌塘盆地基础地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

展:基本查明了羌塘盆地的沉积充填序列、盆地地

层—构造格架、岩相古地理特征及生储盖基本石油

地质条件等;证实了羌塘盆地具有前寒武系结晶基

底(谭富文等,
 

2008;2009)、羌塘盆地中生代盆地反

转事件及其与特提斯关闭—扩张的响应关系、前晚

三叠世卡尼—若利期古风化壳(王剑等,
 

2007)、那
底岗日组火山岩新的时代归属(晚三叠世卡尼若利

期)及其与中特提斯洋开启的耦合关系(翟庆国等,
 

2007;
 

Wang
 

Jian
 

et
 

al. ,
 

2008)。
然而,对羌塘盆地的油气资源前景目前还存在

“乐观”和“谨慎乐观”两种态度。 首先是羌塘盆地

烃源岩一直存在“好”与“不好”之争,20 世纪 90 年

代,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通过组织开展的羌塘

盆地石油地质普查和评价工作,先后分析了 2400 余

件烃源岩样品,其总有机碳含量( TOC) 通常小于



0. 5%(赵政璋等,
 

2001a),因此认为羌塘盆地没有

优质烃源岩,或者说烃源岩品质较差、甚至缺乏烃源

岩;其次是保存条件,通常认为羌塘盆地保存条件较

差,高原隆升及后期构造活动对油藏的破坏较大,构
造隆升和挤压已使整个羌塘盆地成了“破碎的羌

塘”,因此,对羌塘盆地的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赵政璋等,

 

2001a)。
羌塘盆地是否存在稳定的基底、分布稳定且具

一定的厚度的区域性盖层(如硬石膏层)? 高原隆

升与强烈区域构造挤压条件下,是否存在连续的地

层沉积序列、完整的构造圈闭? 等等这些都是保存

条件评价的关键要素。 因此,系统梳理和综合总结

近 20 年所获得的新资料、新数据、新成果及新认识,
对于持续推进、拓展、指导和引领羌塘盆地未来油气

勘探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地质论评》编委会与西南石油大学等单位的

学者联合组织推出了首个“专题细解”专栏,集中探

讨了羌塘盆地沉积和油气地质,是对以往羌塘盆地

研究工作进行综合总结的重要方式之一。 该专栏收

录了论文共 13 篇,涵盖了羌塘盆地油气勘探最新进

展和远景展望、重大地质事件和沉积作用、岩相古地

理和盆地演化、烃源岩和储层、构造和保存条件、古
油气藏和油源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专栏综述性论文“论羌塘盆地油气勘探前

景”主要以近 20 年来羌塘盆地油气地质调查所取

得的新资料、新进展及新成果为基础,结合最近完成

的羌塘盆地科探井工程(羌科-1 井)所获得的最新

资料,重点围绕烃源岩和保存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内

容,对羌塘盆地油气地质条件和资源前景进行了客

观的论述和评价。 该专栏还有羌塘中生代盆地大洋

缺氧事件及全球对比研究、沉积岩相古地理、沉积盆

地演化及源—汇分析、羌塘地块构造隆升剥蚀—冷

却事件研究、羌塘盆地中—新生代地层划分对比、羌
塘盆地中生代火山岩浆事件及其构造属性研究等;
有关烃源岩研究重点对羌塘盆地中生界上三叠统巴

贡组(土门格拉组)、中—下侏罗统曲色—色哇组、
上侏罗统安多组等泥质烃源岩进行了介绍和综合评

价,探讨了优质烃源岩形成的主控因素,同时通过生

物标志化合物研究,对羌塘盆地油气显示开展了油

源对比研究;有关储层及油气成藏研究重点介绍了

南羌塘盆地布曲组古油藏砂糖状白云岩的成因及其

油气地质意义。
该专栏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羌塘地区野外基础地

质和油气地质研究的项目组成员,对他们在青藏高

原极其艰苦条件下取得如此多的科研成果,表示由

衷的敬意。 本专栏成果的集中出版,对于提高羌塘

盆地乃至青藏高原沉积与油气地质研究程度、探索

新的油气勘探领域、早日实现羌塘盆地油气重大突

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该专栏成果资料对我

国从事沉积地质、能源地质的地质工作者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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