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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若干石油地质问题分析》以全新视角讨论了延长组沉积时期鄂尔多斯原型盆地
分布、盆地构造属性及后期改造、盆地层序划分、湖盆底形及其对沉积的控制作用、天环拗陷形成与
演化、延长组下组合成藏规律等困扰盆地中生界石油勘探的诸多地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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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对鄂尔多斯盆地上三叠统延长组的对比研究中，以往主要利用测井资料，根据凝
灰岩与泥页岩标志层自下而上划分为10、长9、长8、长7、长6、长4+5、长3、长2及长1十个油层组（
杨俊杰，2002）。
但由于陆相地层岩相变化快，标志层横向追踪对比难度大，造成传统分层或多或少存在穿时现象。
因此，开展层序地层学研究，在等时地层格架下研究沉积相和有利砂体分布是当前鄂尔多斯盆地延长
组油气勘探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陈波等，1996；王力、崔攀峰，2003；王平等，2003；付金华等
，2005；吴志宇等，2005；陈洪德、倪新锋，2006；张兴阳等，2006；于兴河，2008）。
 事实上，鄂尔多斯盆地层序地层学研究已历经数十年，但总体而言，前人的研究中着眼于全盆地层序
地层格架建立的少，多数学者都是针对盆地不同地区进行局部性的划分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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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若干石油地质问题分析》由刘化清等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对鄂尔
多斯盆地延长组若干石油地质问题分析，避免了过去“就盆地来研究盆地”的老思路，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地质认识，可供从事盆地石油地质研究的学者、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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