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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塔里木盆地急需解决的重大地质问题入手，瞄准多旋回复合一叠合含油气盆地具有多层系
、多凹陷生烃、油气多期充注成藏和油气藏遭受多期改造破坏的特点，集中多学科力量、运用多项技
术，从最基础的岩心描述与实验分析入手，对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气生成进行了全面深人细致的研究。
研究过程以“低中找高”为指导思想，即在总体有机质丰度较低的地层层序中确定高有机质
（TOC>0.5％）层段和展布，从而深化了海相油源区的研究；运用古生物演化和特殊生物标志化合物
检测技术，突破海相油源识别的瓶颈；运用含油气系统的分析方法和烃类流体历史分析技术，深化了
多期构造运动背景下油气藏形成期和成藏演化史的研究。
　　本书内容丰富，观点明确，在多油气源、多期构造运动、多期成藏的海相大型叠合含油气盆地油
气地球化学研究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可供石油地质勘探技术人员、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及科研院所广大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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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塔里木盆地演化的特殊性与海相烃源岩发育的地质背景　　第一节　地质背景再认识　
　自“七五”以来，塔里木板块构造与盆地演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以下重要共识（范成龙
，1986；张凯，1990；贾承造，1990，1992，1995，1997，2002；何登发，1996；康玉柱，1992，1995
，1996）：①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大型叠合、复合盆地；②盆地经历了从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到海陆
交互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再到陆相碎屑岩的沉积史；③盆地演化可划分为古生代海相克拉通阶段和中
、新生代陆相前陆盆地阶段，其中又可各自再分出若干阶段；④盆地演化史中发生过几次板块碰撞与
拼合，几次大规模火山活动，几次沉积中心的转移；⑤盆地构造可划分为“三隆四坳”，几个大型坳
陷是不同时期的生油气中心；等等。
　这些结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作为塔里木油气生成的地质背景，又是不够的。
　　第一，这些结论，对塔里木盆地烃源岩的发育和油气生成，究竟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没有具体指明。
　　第二，特别是，没有回答塔里木盆地油气生成的特殊性问题，或其特点。
例如，同属陆壳基底之上的大型叠合复合盆地，同样经历了大体相似的古生代陆表海碳酸盐岩—碎屑
岩沉积阶段，为什么四川和鄂尔多斯盆地的古生界只有干气，而塔里木却有工业性原油聚集？
可见它的地质结构总有点什么特殊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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