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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ctic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a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gion
 

for
 

the
 

future
 

petroleum
 

exploration.
 

On
 

the
 

basis
 

of
 

up
 

to
 

date
 

data
 

from
 

IHS
 

and
 

USGS
 

as
 

well
 

as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other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at
 

documenting
 

the
 

basin
 

types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35
 

sedimentary
 

basins
 

in
 

the
 

Arctic,
 

which
 

consist
 

of
 

five
 

rift,
 

sixteen
 

passive
 

margin,
 

five
 

intra-cratonic,
 

five
 

forland
 

and
 

four
 

oceanic
 

basins.
 

Rift
 

basin
 

is
 

the
 

type
 

with
 

the
 

most
 

abundant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followed
 

by
 

the
 

forland,
 

passive
 

margin
 

and
 

cratonic
 

basin
 

types.
 

The
 

proved
 

and
 

probable
 

oil
 

and
 

gas
 

reserves
 

in
 

rift
 

basins
 

amount
 

to
 

44. 112
 

billion
 

tons
 

of
 

oil
 

equivalent
 

and
 

accounts
 

for
 

74. 6%
 

of
 

the
 

total
 

reserves
 

in
 

the
 

Arctic.
 

Most
 

of
 

the
 

oil
 

and
 

gas
 

reserves
 

in
 

the
 

Arctic
 

are
 

reservoired
 

in
 

the
 

clastic
 

reservoirs
 

in
 

the
 

Cretaceous,
 

Jurassic
 

and
 

Permian
 

with
 

a
 

minor
 

proportion
 

in
 

the
 

Carboniferous
 

and
 

Devonian
 

carbonates.
 

The
 

age
 

and
 

lithogogy
 

of
 

main
 

reservoir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etroliferous
 

basins.
 

Hydrocarbons
 

in
 

the
 

Arctic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Jurassic
 

and
 

Cretaceous
 

mudstones
 

and
 

shales,
 

followed
 

by
 

Triassic
 

and
 

Devonian
 

mudstones
 

and
 

shales.
 

The
 

trap
 

types
 

are
 

dominated
 

by
 

combination
 

trap,
 

followed
 

by
 

structural
 

trap.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establish
 

a
 

sound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rograms
 

of
 

Chinese
 

oil
 

companies
 

in
 

the
 

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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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潜力大, 且油气勘探开发尚处于初期, 是未来国内外油气工业发展的重要战

略领域。 文中综合运用全球领先信息服务公司埃信华迈 ( IHS) 和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的最新资料

及已有研究成果, 对北极地区的盆地类型和油气资源分布规律展开研究。 结果表明: 北极地区至少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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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个沉积盆地, 具体划分为裂谷盆地 (5 个)、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16 个)、 克拉通盆地 (5 个)、 前陆

盆地 (5 个) 和大洋盆地 (4 个)。 裂谷盆地是北极地区油气最富集的盆地类型, 发现油气探明和控制可

采储量 (简称 2P 储量) 441. 12×108
 

t 油当量, 占北极地区油气总储量的 74. 6%, 其次为前陆盆地、 被动

大陆边缘盆地和克拉通盆地。 北极地区大部分油气储于白垩系、 侏罗系和二叠系的碎屑岩储集层, 仅有

小部分油气储于石炭系和泥盆系碳酸盐岩储集层, 且不同国家、 不同含油气盆地的主力储集层存在明显

差异。 北极地区的油气主要源自侏罗系和白垩系的烃源岩, 三叠系和泥盆系烃源岩次之。 此外, 复合圈

闭是北极地区油气藏的主要圈闭类型, 其次是构造圈闭。 北极地区盆地类型和油气宏观分布规律的研究

将为中国石油公司在北极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北极地区; 盆地类型; 油气资源分布; 石油地质

中图分类号: P624; P548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传统油气产区勘探程度的提高, 发现油

气储量的难度不断加大, 油气勘探面临着严峻挑

战。 在国内外现有油气区勘探程度逐年提高的形

势下, 蕴藏着丰富油气的北极地区将成为未来油

气勘探与开发的战场 ( Gautier
 

et
 

al. , 2009; 卢景

美等, 2010; 奚 源, 2017; Ross, 2019; 孙 九 林

等, 2020) 。 开展北极地区油气地质及资源潜力研

究可为未来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提供必备信息

储备 ( Spencer
 

et
 

al. , 2011) 。 目前, 北极大部分

地区仍然属于油气勘探的前缘地带, 研究基础相

对薄弱 ( 杨静懿等, 2013; Stephen, 2013; 曹婧

等, 2020) 。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 对北极地区的认

识也不断的丰富, 相关学者对北极地区沉积盆地

的地质构造特征、 沉积盆地的演化及控制作用进

行了研究 ( Grantz
 

et
 

al. , 2011; 李学杰等, 2012;
王哲等, 2020) , 例如王哲等 ( 2020) 归纳出北极

地区沉积盆地演化主要受控于三类构造因素, 分

别为后造山伸展垮塌, 地体增生前陆收缩, 洋盆

扩张作用; 这些因素同时也控制了沉积盆地类型,
进而也拟定了北极 35 个主要沉积盆地的分布和边

界。 但目前对北极地区沉积盆地类型划分与认识

尚显不足, 且油气资源时空分布规律数据信息亟

需更新。 因此, 在系统总结已有含油气盆地分类

基础上, 对 35 个北极地区沉积盆地类型进行详细

划分, 并进一步依托公开发表的文献和商业数据

资料, 开展北极地区内油气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

研究, 以期探寻北极地区油气资源潜力, 为深入

利用、 开发北极油气资源提供参考依据。

1　 北极地区自然地理概况

北极地区是指北极点以南和北极 圈 ( 北 纬

66°34′) 以北至北极点之间的广大区域 (张侠等,

2009; 卢景美等, 2010), 包括了北冰洋、 北美大陆

和欧亚大陆的北部边缘陆地及岛屿。 北极地区总面

积 21×106
 

km2 , 占地球表面积的 6. 0%。 其中, 北冰

洋水域面积 13×106
 

km2 , 环绕北冰洋周边分布的陆

地及其岛屿由北美大陆 (包括格陵兰岛)、 欧亚大

陆的北部苔原带和部分泰加林带组成, 全部陆地和

岛屿面积约 7. 95×106
 

km2 。 北冰洋中心海域为一广

阔的深海盆地, 水深 3000 ~ 5000
 

m, 最大深度为

5527
 

m ( 位 于 格 陵 兰 海 东 北 部), 平 均 深 度 为

1225
 

m (李学杰等, 2010)。 北极地区除北极点周边

为冰所覆盖的以外的所有陆地及岛屿 (包括边缘海

在内), 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于俄罗斯、 加拿大、 美国

(阿拉斯加)、 丹麦 (格陵兰岛)、 挪威 (包括斯瓦

尔巴德群岛)、 瑞典、 芬兰及冰岛等 8 个北冰洋沿岸

国家 (图 1; 张侠等, 2009; 曹婧等, 2020)。
北冰洋位于地球的最北端, 是北极地区的主体

部分, 其面积占北极地区总面积的 60%以上。 北冰

洋为欧亚大陆、 北美大陆 (包括格陵兰岛) 所环

绕, 几乎是封闭的, 仅通过狭窄的白令海峡和太平

洋连接, 通过格陵兰海与大西洋连接 (李学杰等,
2010)。 按自然地理特点, 北冰洋分为北极点周围的

中心海域和边缘海域, 后者可分为北极海域和北欧

海域。 这些边缘海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林肯海、 加

拿大北极群岛众多海峡、 波弗特海、 楚科奇海、 东

西伯利亚海、 拉普捷夫海、 喀拉海 (北极海域)、
巴伦支海、 挪威海、 格陵兰海 (北欧海域) (图 1)。

2　 北极地区沉积盆地分类

目前国际上有关沉积盆地分类的标准和相关

概念主要受 Dickinson ( 1974, 1976) 与 Bally
 

and
 

Snelson (1980) 的影响。 Dickinson ( 1974, 1976)
最早提供了与板块-构造过程相关的盆地综合现实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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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极地理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the
 

Arctic

分类法。 这一分类方案后来被 Ingersoll ( 1988) 所

修改、 补充和更新。 此外, 还有一些颇具影响的

盆地 分 类 方 案, 例 如 Klemme ( 1971, 1974 ) 、
Kingston 等 ( 1983 ) 、 Klein ( 1987 ) 、 Mann 等

(2003) 的盆地分类方案以及贾东等 (2011) 的盆

地分类方案等。
为了在北极地区的沉积盆地之间建立一个客

观统一的类比分析方案, 此次研究将沉积盆地类

型简化为广泛使用的 8 种类型: 发育于离散拉张构

造背景下的克拉通、 裂谷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以

及发育于俯冲挤压构造背景下的前陆、 弧后、 弧

前、 走滑和大洋盆地 ( 图 2; 刘池 洋 等, 2002,
 

2015; 刘池洋, 2007) , 并应用该方案进一步对北

极地区的沉积盆地类型进行划分。

图 2　 沉积盆地类型划分示意图 (据刘池洋等, 2015 修改)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sedimentary
 

basins (modified
 

after
 

Liu
 

et
 

al.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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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地区盆地演化总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

主要 阶 段: ① 古 生 代 块 体 之 间 的 碰 撞 与 拼 贴;
②泛古陆解体, 裂谷作用和洋底旋转拉张; ③ 新

生代地壳重新调整; ④从泛古陆解体以来持续的

裂谷作用一直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 不同构造阶

段导致北极区发育众多不同类型和特征的沉积盆

地。 有关北极地区沉积盆地发育的个数和边界,
不同机 构 的 研 究 成 果 不 尽 相 同 ( Grantz

 

et
 

al. ,
2011; 李 学 杰 等, 2012; 王 哲 等, 2020 ) 。 综 合

IHS 和 USGS 最新的研究成果, 北极地区至少发育

35 个沉积盆地, 且依据上述盆地分类方案, 北极

地区沉积盆地可划分为 5 种沉积盆地类型 (图 3) 。

P1—沃令盆地; P2—巴伦支陆架边缘盆地; P3—巴伦支台地盆地; P4—东巴伦支海盆地; P5—北喀拉盆地; P6—西北拉普捷夫海陆架盆

地; P7—拉普捷夫海陆架盆地; P8—东西伯利亚海盆地; P9—维尔基茨盆地; P10—北楚科奇盆地; P11—南楚科奇 -霍普盆地; P12—马

更些三角洲盆地; P13—斯维尔德鲁普盆地; P14—西格陵兰-东加拿大 (巴芬湾) 盆地; P15—北格陵兰剪切边缘盆地; P16—东格陵兰盆

地; R1—西西伯利亚盆地; R2—叶尼塞-哈坦加; R3—济良卡盆地; R4—朗加海峡盆地; R5—育空地坪盆地; F1—梅津盆地; F2—季曼-

伯朝拉盆地; F3—前新地岛盆地; F4—勒拿-维柳伊盆地; F5—阿拉斯加北坡盆地; C1—通古斯盆地; C2—勒拿 -阿纳巴尔盆地; C3—西

北加拿大内部台地盆地; C4—富兰克林盆地; C5—福克斯盆地; O1—美亚盆地; O2—欧亚盆地; O3—罗蒙诺索夫-马卡罗夫盆地; O4—扬

马延盆地

图 3　 北极地区沉积盆地分布及类型图

Fig. 3　 Distribution
 

and
 

types
 

of
 

sedimentary
 

basins
 

in
 

the
 

Arctic

(1)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 16 个) : 这类盆地

是北极地区最常见的盆地类型, 主要分布于北冰

洋和大西洋沿岸地区 ( 图 3 ) 。 分别为沃令盆地

( P1) 、 巴伦支陆架边缘盆地 ( P2) 、 巴伦支台地

盆地 ( P3) 、 东巴伦支海盆地 ( P4) 、 北喀拉盆地

( P5) 、 西北拉普捷夫海陆架盆地 ( P6) 、 拉普捷

夫海陆架盆地 ( P7) 、 东西伯利亚海盆地 ( P8) 、
维尔基茨盆地 ( P9) 、 北楚科奇盆地 ( P10) 、 南

楚科奇 - 霍普盆 地 ( P11 ) 、 马 更 些 三 角 洲 盆 地

( P12) 、 斯维尔德鲁普盆地 ( P13) 、 西格陵兰-东

加拿大 (巴芬湾) 盆地 ( P14) 、 北格陵兰剪切边

缘盆地 ( P15) 和东格陵兰盆地 ( P16) 。
(2) 裂谷盆地 ( 5 个) : 分别为西西伯利亚盆

地 ( R1) 、 叶尼塞 -哈坦加盆地 ( R2) 、 济良卡盆

地 ( R3) 、 朗加海峡盆地 ( R4) 和育空地坪盆地

( R5) , 这类盆地多位于陆上地区, 向大洋一侧的

盆地多为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图 3) 。
( 3 ) 前 陆 盆 地 ( 5 个 ) : 分 别 为 梅 津 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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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 季曼 - 伯朝拉盆地 ( F2) 、 前新地岛盆地

( F3) 、 勒拿-维柳伊盆地 ( F4) 和阿拉斯加北坡

盆地 ( F5) , 这类盆地位于古陆的碰撞周缘或古陆

与地块的碰撞边缘。
(4) 克拉通盆地 ( 5 个) : 分别为通古斯盆地

( C1) 、 勒拿-阿纳巴尔盆地 ( C2) 、 西北加拿大内

部台地盆地 ( C3) 、 富兰克林盆地 ( C4) 和福克

斯盆地 ( C5) , 这类盆地发育于西伯利亚古陆和劳

亚古陆内。
( 5 ) 大 洋 盆 地 ( 4 个 ) : 分 别 为 美 亚 盆 地

( O1) 、 欧亚盆地 ( O2) 、 罗蒙诺索夫-马卡罗夫盆

地 ( O3) 和扬马延盆地 ( O4) , 这类盆地主要发

育于北冰洋和大西洋洋底之上。
北极地区沉积盆地的形成、 演化与类型受区

域大地构造背景和板块演化控制。 自晚二叠世起,
主要经历了拉伸构造作用, 因此, 主要发育以裂

谷盆地 和 被 动 大 陆 边 缘 盆 地 为 主 的 张 性 盆 地。
中—新生代前陆盆地仅在局部挤压构造区发育,
如阿拉斯加北坡前陆盆地的形成主要与落基山造

山运动有关。 其他的前陆盆地主要为古生代前陆

盆地, 其形成演化与潘基亚泛大陆形成时的陆陆

碰撞挤压作用有关。 克拉通盆地主要发育于古陆

地, 而大洋盆地则主要发育于大洋海底之上。

3　 盆地类型与油气分布

有关盆地类型对油气分布的控制作用有着两

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盆地的含油气

性和油气富集程度与盆地类型无关, 而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盆地类型与油气的富集程度有着一定的

相关 关 系。 有 关 该 问 题 的 探 讨, Demaison
 

and
 

Huizinga (1994) 及其引证的参考文献有比较深入

的阐述, 在此不再赘述。
尽管同一类型盆地的含油气性差异很大, 但

是同类型的含油气盆地具有一系列的共性油气地

质特征 (康玉柱等, 2019; 吕古贤, 2019) , 北极

地区油气资源的统计分析表明盆地类型与油气的

富集程度有关, 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盆内的成

烃、 成藏过程以及油气的分布与富集状态。 依据

此次研究提出的盆地分类方案, 北极地区发育 5 类

含油气盆地: 裂谷盆地、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克

拉通盆地、 前陆盆地和大洋盆地。
油气最为富集的西西伯利亚盆地归入了裂谷

盆地, 因此尽管仅 5 个含油气盆地归入了裂谷盆

地, 该类盆地依然是北极地区油气最富集的盆地

类型。 裂谷盆地内已发现 236 个油气田, 发现石油

(含凝析油) 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 60. 88 × 108
 

t 和

47. 35×1012
 

m3 , 合计 441. 12×108
 

t 油当量, 占北极

地区油气总储量的 74. 6%, 其他富集油气的盆地

类型依次为前陆盆地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油气

储量分别为 93. 42×108
 

t 油当量和 56. 39×108
 

t 油当

量 (表 1) , 占北极总量的 15. 8%和 9. 5%、 克拉通

盆地内发现的油气仅为 0. 71×108
 

t 油当量, 占北极

总量的 0. 1% ( 图 4 ) , 大洋盆地内尚未有油气

发现。

表 1　 北极地区各盆地类型探明和控制油气储量分布一

览表

Table
 

1　 Proved
 

and
 

probable
 

oil
 

and
 

gas
 

reserv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asins
 

in
 

the
 

Arctic

盆地
类型

发现油
气田数

石油

/ ×108
 

t
天然气 /
×1012

 

m3

凝析油 /
×108

 

t

合计 /
×108

 

t
油当量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223 9. 73 5. 54 2. 15 56. 39
克拉通盆地 17 0. 52 0. 02 0. 01 0. 71
前陆盆地 316 62. 39 3. 53 2. 70 93. 42
裂谷盆地 236 43. 40 47. 35 17. 48 441. 12
合计 792 116. 04 56. 45 22. 34 591. 64
注: 油气储量数据来自 IHS,

 

2020; 资料截至 2020 年 8 月

图 4　 北极地区不同盆地类型 2P 储量分布直方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4 　 Histogram
 

of
 

2P
 

reserve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type
 

basins
 

in
 

the
 

Arctic (data
 

from
 

IHS,
 

2020)

4　 油气储量层系分布
 

北极地区油气储集层分布于前寒武系—新生

界的多套层系, 但绝大部分油气储量储于中生界

储层中, 中生界的石油 (含凝析油) 和天然气 2P
储量分别为 91. 83×108

 

t 和 54. 07×1012
 

m3 , 合计为

525. 96× 108
 

t
 

油当量, 占北极油气总 2P 储量的

88. 9%。 古生界和新生界储层中储集的油气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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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油气 2P 储 量 分 别 占 北 极 总 储 量 的 10. 2% 和

0. 9%。 按系为统计单元, 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储集

层系依次为白垩系 ( 占总量的 76. 4%) 、 侏罗系

(11. 0%) 、 二叠系 ( 4. 9%) 、 石炭系 ( 2. 8%) 和

泥盆系 ( 2. 3%) , 其他层系的油气储量占总量的

2. 4% (图 5) 。

图 5　 北极地区不同层系油气 2P 储量分布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5　 2P
 

reserves
 

of
 

different
 

strata
 

in
 

the
 

Arctic (data
 

from
 

IHS,
 

2020)

　 　 考虑到西西伯利亚盆地的油气主要富集于白

垩系储集层, 若在统计分析中不包括西西伯利亚

盆地, 那么油气的分布要相对均衡的多, 新生界

和上古生界储层为盆地主要含油气层系, 其中侏

罗系、 白垩系和二叠系储量分别占比为 30. 9%、
21. 2%和 18. 5% (图 6) 。

图 6　 北极地区 (不含西西伯利亚盆地) 不同层系油气 2P 储量分布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6　 2P
 

reserves
 

of
 

different
 

strata
 

in
 

the
 

Arctic
 

( exclude
 

the
 

West
 

Siberia
 

Basin) (data
 

from
 

IHS,
 

2020)

　 　 按储集层岩性统计, 北极地区油气储量的

96. 0%储集于碎屑岩储集层, 其余的 4. 0% 储集于

海相碳酸盐岩储集层 (图 7a) 。 北极地区 (不含西

西伯利亚盆地) 油气储量的 84. 6% 储集于碎屑岩

储集层, 其余的 15. 4% 储集于海相碳酸盐岩储集

层 (图 7b) 。 不同层系储集层的岩性不同, 古生界

储集层以碳酸盐岩为主, 而中—新生界的油气储

层几乎全部是碎屑岩 (图 8) 。
据统计,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储量主要源自

侏罗系、 白垩系、 三叠系和泥盆系烃源岩, 源自

这 4 套烃源岩的油气储量分布占油气总储量的

49. 5%、 36. 4%、 7. 1%和 4. 4% (图 9) 。 烃源岩岩

性以泥页岩为主,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储量的

99. 5%源自泥页岩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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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极地区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中已发现油气 2P 储量占比; b—北极地区 (不含西西伯利亚盆地) 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中已发现油气 2P 储量

占比

图 7　 北极地区不同岩性储层中油气 2P 储量分布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7　 Percentage
 

of
 

2P
 

reserves
 

of
 

different
 

lithology
 

reservoirs
 

in
 

the
 

Arctic (data
 

from
 

IHS,
 

2020)

图 8　 北极地区不同层系中不同岩性储层油气 2P 储量分布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8　 2P
 

reserves
 

of
 

different
 

lithology
 

reservoirs
 

in
 

different
 

strata
 

in
 

the
 

Arctic (data
 

from
 

IHS,
 

2020)

图 9　 北极地区不同烃源岩层系生成的油气 2P 储量分布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9　 2P
 

reserves
 

of
 

oil
 

and
 

gas
 

that
 

generated
 

from
 

different
 

stratum
 

source
 

rocks
 

in
 

the
 

Arctic (data
 

from
 

IHS,
 

2020)

　 　 按圈闭统计, 复合圈闭是北极地区最重要的 圈闭类型, 该类圈闭富集了北极地区 69. 2% 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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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储量; 其次是构造圈闭, 该类圈闭富集的油气

储量占北极总量的 29. 2%; 地层型圈闭中油气储

量占北极总油气储量的 1. 6% (图 10) 。
不同国家的主力油气储集层不同, 俄罗斯北极

盆地油气储量的 80%以上发现于白垩系, 挪威 60%
以上的油气储量发现于侏罗系。 侏罗系和新生界是

加拿大最重要的两套储集层, 其储集的油气储量占

加拿大北极油气总储量的 80%以上。 三叠系和白垩

系是美国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储集层系, 其储集了美

国北极地区 90%以上的油气储量 (图 11)。
不同含油气盆地的主力储集层不同, 寒武系

油气藏仅局限分布在通古斯盆地 ( 克拉通型盆地

C1) , 在其他盆地尚未发现寒武系油气藏。 与寒武

　 　

图 10　 北极地区不同类型圈闭油气 2P 储量的分布

图 (数据来源: IHS,
 

2020)
Fig. 10　 Percentage

 

of
 

2P
 

reserv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aps
 

in
 

the
 

Arctic (data
 

from
 

IHS,
 

2020)

图 11　 北极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层系油气储量分布图 (据 Chew
 

and
 

Arbouille,
 

2011 修改)

Fig. 11　 Oil
 

and
 

gas
 

reserves
 

of
 

different
 

strata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Arctic
 

(modified
 

after
 

Chew
 

and
 

Arbouille,
 

2011)

系油气藏的分布类似, 奥陶系、 志留系和泥盆系

油气藏的分布亦非常局限, 这些油气藏均仅分布

于季曼-伯朝拉前陆盆地 ( F2) 。
石炭系油气藏则集中分布在季曼-伯朝拉前陆

盆地 ( F2) 和阿拉斯加北坡前陆盆地 ( F5) 内,
在西西伯利亚裂谷盆地 ( R1) 和马更些三角洲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 ( P12) 中也有少量分布。 其中季

曼-伯朝拉盆地 ( F2) 富集了 87. 9%的石炭系油气

储量, 阿拉斯加北坡盆地 ( F5) 富集了 9. 4%的石

炭系油气储量。
二叠系油气藏分布于四个盆地: 阿拉斯加北

坡前陆盆地 ( F5) 、 季曼-伯朝拉前陆盆地 ( F2) 、
西巴伦支海台地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 P3) 及勒拿-
维柳伊前陆盆地 ( F4) 。 大部分二叠系油气藏分布

于阿拉斯加北坡前陆盆地 ( F5) , 该盆地富集了

89. 8%的二叠系油气储量。

5　 结论

(1) 北极地区盆地发育主要经历了古生代陆

块碰撞、 泛古陆解体、 新生代地壳重整以及泛古

陆解体以来持续裂谷作用, 至少发育 35 个沉积盆

地, 划分为五类: 裂谷盆地 ( 5 个) 、 被动大陆边

缘盆地 (16 个) 、 克拉通盆地 ( 5 个) 、 前陆盆地

(5 个) 和大洋盆地 (4 个) 。
(2)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田 792 个, 已探明

和控制石油储量为 116. 04×108
 

t、 天然气为 56. 45×

1012
 

m3 、 凝析油为 22. 34 × 108
 

t, 合计为 591. 64 ×

108
 

t 油当量。
(3) 裂谷盆地是北极地区油气最富集的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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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其油气探明和控制储量占北极地区油气总

储量的 74. 6%, 其次为前陆盆地 ( 15. 8%) 、 被动

大陆边缘盆地 (9. 5%) 和克拉通盆地 (0. 1%) 。
(4) 北极地区油气主要储于白垩系、 侏罗系

和二叠系碎屑岩储集层, 这些层系储集的油气储

量占总储量的 92. 3%; 已发现的油气藏以复合圈

闭为主, 其次是构造圈闭, 前者富集了北极地区

69. 2%的 油 气 储 量, 后 者 聚 集 了 29. 2% 的 油 气

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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