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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与典型前陆盆地类比

及其油气勘探前景

雷振宇 何登发 张朝军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摘 要 中国中西部广泛发育中新生代类前陆盆地，其地质结构和石油地质条件等方面与典型前陆盆地既有类似

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演化历史复杂：石炭纪以前均为构造性质各异的海相盆地，二叠纪为海相盆地向

陆向盆地的转换过渡时期，三叠纪以后基本为陆相盆地（仅塔里木西南盆地晚白垩世—早第三纪有短暂海侵），侏

罗纪—白垩纪为断陷$坳陷盆地（西部），第三纪以后，逐渐转变为类前陆盆地（西部）。在生烃条件方面不仅发育海

相烃源岩，且普遍存在煤系烃源岩，进一步增加了其生烃潜力。同样，在储集条件方面，中国类前陆盆地除发育海

相储集层外，还广泛分布陆相储集层。因此，中国类前陆盆地基本石油地质条件与国外富油气前陆盆地相比，除海

相烃源岩的质量不及后者外，其它方面并无明显不足，且具有发育陆相烃源岩和储集岩的优势。因此，中国中西部

类前陆盆地具有较好的勘探前景，特别是陆相层序具有更为现实的勘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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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基本地质特

征及与典型前陆盆地的区别

!"! 基本地质特征

中国中西部广泛发育挤压构造背景下的中新生

代陆相盆地与典型前陆盆地，其形成机制有一定的

相似性；但其大地构造背景和沉积特征与+,-.,/0,1/
等（%(’#）定义的两类前陆盆地（周缘前陆盆地和弧

后前陆盆地）仍有明显差别（图%），因而，一些学者

分别称其为“陆内前陆盆地”（陈发景，%((’）、“再生

前陆盆地”（卢华复等，%((#）及“2型前陆盆地”（罗

志立，%(*!；车自成等，%((*）等。胡见义、赵文智等

（%((3）认为，中国西部盆地为多旋回叠合盆地，一些

国外学者似乎也已注意到了中国中西部盆地成因类

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称其为“中国型盆地”或“喜马

拉雅型盆地”。研究表明，中国中西部中新生代前陆

盆地与板块俯冲碰撞作用在成因机制和时间上并无

直接联系，一般产生于已拼合的古造山带和古板块

（陆块）的接壤部位，由于板内构造运动的重新复活，

并沿其边缘（或在其内部）某一断裂向原始陆块（或

新生陆内盆地）一侧逆冲，在其前缘产生挠曲载荷作

用，形成巨厚的沉积，此类盆地一般来讲缺乏下部前

陆海相沉积发育阶段。川西龙门山前前陆盆地虽然

下部发育海相沉积（马鞍塘组）和海陆过渡相沉积

（小塘组），但其构造背景应属弧后盆地沉积，真正的

前陆盆地沉积须家河组（4&&），是松潘$甘孜（4%!!& ）弧

图% 典型前陆盆地（5）与类前陆盆地

（6）结构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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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盆地褶皱造山以后向扬子克拉通一侧逆冲的结

果，并非直接发育于弧后盆地之上，因而其大地构造

部位和成因与2$+3$%#$.%的弧后前陆盆地仍有明显

不同。因此，我们将此类与传统前陆盆地在成因机

制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形成构造背景有所不同的

盆地称为“类前陆盆地”。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中

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具有以下特征（表4）：!中部

类前陆盆地主要发育于中生代；西部类前陆盆地主

要发育期为新生代；"盆地一般沿（复活）造山带前

缘呈长条状分布（长宽比一般为564#764），部分前

陆盆地在横向上（平面上），即在远离造山带方向上

与同期陆内坳陷盆地相连通，例如川西（北）前陆盆

地（877—9）与川中—川东陆内坳陷盆地沉积边界、

沉积相相互过渡，鄂尔多斯西缘晚三叠世前陆盆地

与同期华北陆内坳陷盆地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一

些盆地横切剖面呈不对称性，靠造山带一侧明显厚

度增大，横剖面呈箕状，此特征与中国东部广泛发育

的箕状断陷盆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除在盆地

形成力学机制方面不同外，在沉积特征方面最明显

的差别为前陆盆地由于造山带不断向盆地方向俯

冲，盆地边界范围不断向盆地方向迁移，尤以冲积扇

或扇三角洲的迁移最为明显（李勇等，4::;；<.=,$，

4::>）；%沉积相以陆相沉积占绝对优势，总体上仍

然显示出沉积相序向上变浅、粒度变粗的逆旋回特

征，但由于受造山带阶段性（间歇）逆冲作用的影响，

冲积扇或扇三角洲粗粒（磨拉石）沉积不连续产于河

湖相沉积序列中，前陆盆地冲积扇中砾岩砾石成分

在垂向上呈现出与物源区地层层序相反的逆序列，

即逆序蚀顶沉积作用（刘和甫，4::;），如前所述，川

西前陆盆地中的砾岩砾石成分的时代自下而上逐渐

变老，这一特征与冲断带中的地层序列恰为相反；&
陆内前陆盆地沉积物源来源极为复杂，既可来源于

复活的活动大陆边缘造山带（如库车、塔里木西南新

生代前陆盆地）也可来源于后期褶皱造山的被动大

陆边缘（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前陆盆地），表现出比典

型前陆盆地物源更为复杂的特征。

表! 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基本特征表

"#$%&! ’&(%()*+#%+,#-#+.&-*/.*+/(0#1#%()(2/0(-&%#13$#/*1/*14*33%&56&/.#-&#(07,*1#

盆地 构造位置 基底性质 构 造 演 化 沉 积 相

准噶尔
西北缘

准噶尔西北缘（扎依
尔山）造山带南

前石 炭 系 褶 皱
基底

?4—@4被动陆缘，@A—87
前 陆，B—9 断 陷C坳 陷，
D—E前陆

@4冲洪积扇、滨浅湖，@A浅湖C半深湖，84#A冲洪积
扇C三角洲，87滨湖C半深湖、三角洲，B滨浅湖、三角
洲，9—F4滨浅湖、河流、冲积扇，FA—E冲积扇

吐哈 天山造山带山间
古生 界 褶 皱 基
底（1%?A）

?A—@4被动陆缘，@A—87
前 陆，B—9 断 陷C坳 陷，
D—E前陆

@4滨浅海（碳酸盐岩C火山岩），@A湖泊、冲洪积扇，

84冲积C河流相，8A#7湖泊、三角洲、扇三角洲、河
流，B湖泊、湖沼相、间湾沼泽，9湖泊、河流，G冲洪
积C河流

库车 南天山造山带南 古克拉通
H—?4 被动陆缘，?A—@4
弧后盆地，@A—87前陆，B
断陷，9—E前陆

@A—87冲积扇、扇三角洲、三角洲、湖泊，B4#A湖沼
相，B7干旱湖泊，9滨浅湖相，D—E滨湖相、河流、
冲积扇

塔里木
西南

昆仑造山带北
天山造山带南

古克拉通
27—?被动陆缘，@4—@4A
弧后盆地，B—D断陷C坳
陷，F—E前陆

@A—84扇三 角 洲、滨 浅 湖 相、河 流，B4 湖 沼 相、河
流，BA—94河流、冲积扇，9A—D浅海C泻湖，F—E
河流、湖泊、冲积扇

酒泉西 祁连山造山带南
古生 界 褶 皱 基
底

B—94断陷C坳陷，9A—E
前陆

B河流相、湖沼相、冲洪积扇，9冲积扇、河流C湖泊
相，G河流相、湖沼相、冲洪积扇

柴达木
北缘

阿尔金山和南祁连
山造山带南

古生 界 褶 皱 基
底

87—9断 陷C坳 陷，D—E
前陆

87湖泊，B4#A冲积扇、湖沼、扇三角洲，B7—9河流、
冲洪积，D4#A冲积扇、河流，D7—F4浅湖C深湖，FA
河湖相、三角洲，E洪积扇

鄂尔多
斯西缘

鄂尔多斯西缘古造
山带东

古克拉通 H—8A 古 克 拉 通 边 缘，

87—9前陆

?4滨海相，?A—@海陆交互相（含煤岩系），84#A滨
湖相、河流，87水下扇、滨浅湖相，B4河流相，BA#7湖
沼相、三角洲，9冲积扇

川西 龙门山前 古克拉通
1%84#A7 古克拉通边缘，

87—B前陆，9—E断陷C
坳陷

@—84#A7 碳酸盐岩台地、滨海沼泽、滨岸潮坪，877冲
积扇、河流、湖泊、湖沼相，B—9冲积C河流、湖泊相，
D河流、湖泊相

!89 类前陆盆地与典型前陆盆地的区别

（4）从前陆盆地基底构造和盆地结构来看，典型

前陆盆地结构较为简单，一般叠置于被动大陆边缘

（如扎格罗斯、乌拉尔和磨拉石盆地）或弧后盆地（如

落基山、马哥达雷纳和南美南部诸盆地）之上。但也

有个别盆地叠置于中生代或古生代褶皱基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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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苏门答拉盆地、卡拉库姆盆地和阿基坦盆地

等。而中国西部的陆内前陆型盆地基底结构十分复

杂，具有多演化阶段、多成因类型特点，前陆盆地叠

加于不同类型的复合盆地之上，盆地基底分别有古

克拉通边缘（塔里木西南盆地、库车盆地）、古生代褶

皱基底（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祁连山前诸盆地）。

（!）中国的“前陆盆地”与典型前陆盆地在演化

特征和构造背景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特别是前陆

盆地之前的地质历史漫长、盆地类型复杂多样，表现

出多个发育阶段，不同构造类型的盆地的叠合特征：

一般说来，石炭纪以前均为构造性质各异的海相盆

地；二叠纪为海相盆地向陆向盆地的转换过渡时期；

三叠纪以后基本为陆相盆地（仅塔里木西南盆地晚

白垩世—早第三纪有短暂海侵）；侏罗纪—白垩纪为

断陷"坳陷盆地（西部）；第三纪以后，逐渐转变为类

前陆盆地（西部），例如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和川西前

陆盆地均是形成于古生代—中生代早期（#!—$!）克

拉通边缘盆地之上的中生代前陆盆地；而准噶尔盆

地西北缘、酒泉西盆地、库车盆地及塔里木西南盆地

在侏罗纪以前经历了数次构造运动，盆地类型复杂，

但在新生代则均表现出前陆盆地的特征。此外，某

些盆地显示出多期前陆盆地叠加，既同一盆地发育

两期以上前陆盆地，如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在晚二叠

世—三叠纪为前陆盆地，侏罗纪—白垩纪为断陷"坳

陷盆地，第三纪以后又演化为前陆盆地。

（%）在沉积特征方面，典型前陆盆地发育深海复

理石"海相磨拉石"陆相磨拉石沉积序列。中国中西

部中、新生代前陆盆地，除塔里木西南前陆盆地外，

几乎均由陆相沉积组成，缺乏前陆盆地下部海相沉

积序列，大多数新生代前陆盆地直接叠加于中生代

陆相断（坳）陷盆地之上，西部新生代前陆盆地尚发

育巨厚的陆相磨拉石沉积。

（&）在盆地规模上，由于中国类前陆盆地的基底

———克拉通（或陆块）规模较小、褶皱带稳定性相对

较差，因而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规模一般较国外

典型前陆盆地小，但沉积速率和沉积厚度较大，沉积

速率一般大于’’()／*+，最高达’’’,)／*+（塔

里木西南-!—.）。

! 类前陆盆地与典型前陆盆地石油地

质条件对比与分析

!"# 生油条件

从盆地整体演化角度来看，前陆盆地的烃源岩

可分为两大套，即前前陆盆地烃源岩和前陆盆地烃

源岩。一般而言，典型前陆盆地发育于被动大陆边

缘、克拉通边缘或弧后盆地之上，因而一般都存在该

期的烃源岩，如前扎格罗斯盆地、加拿大西部的阿尔

伯达前陆盆地，前扎格罗斯盆地中生界被动陆缘烃

源岩有机质丰度为!/!’’/、阿尔伯达盆地前前

陆盆地海相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在!/!!&0%/之

间。从目前国外油气勘探的情况来看，前前陆盆地

阶段富集了主要的烃源岩，而前陆盆地阶段也有一

定的烃源岩形成。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结构的复

杂性，决定了其含有多套烃源岩，而且生烃潜力有一

定差异。与典型前陆盆地不同的是，中国中西部前

陆盆地在前前陆盆地阶段不仅发育了海相烃源岩而

且其上还叠置了一套陆相煤系烃源岩，从目前的勘

探成果来看，后者对油气田的贡献更为明显。库车

盆地发育早古生代碳酸盐岩及泥质岩、烃源岩和中

生代三叠系泥岩和侏罗系泥页岩及煤系烃源岩，三

叠系泥岩有机碳平均值为’0%&/，氯仿沥青“1”平

均值为（’2!!’34）5’(67；侏罗系煤系泥岩有机碳

的质量分数为(02%/!20%/，平均!0&/。塔里木

西南前陆型盆地发育%套烃源岩，寒武系—奥陶系

有机碳的质量分数一般在(0!&/!’0!&/之间；石

炭系—下二叠统海相泥岩有机碳的质量分数一般在

(0&7/!’032/之间；中下侏罗统陆相暗色泥岩有

机碳的质量分数一般在(0!7/!&0’3/之间，并以

腐泥型、腐泥"腐植型为主。鄂尔多斯盆地的烃源岩

主要为前前陆盆地期（8—#）泥质岩和前陆盆地期

（$%）的深湖相"半深湖相泥页岩，前者有机碳的质量

分数一般在’022/!!033/之间，氯仿沥青“1”一

般为(0(&/!(0(,/；后者有机碳的质量分数一般

在(0,&/!’03,/之 间 ，氯 仿 沥 青“1”一 般 为

(0(!/!(0%’/。四川盆地发育多套烃源岩，其下

古生界（86、9、:）页岩有机碳的质量分数大多在

(0’/!(0,%/之间；二叠系在(04!/!!0&/ 之

间 ；上 三 叠 统 须 家 河 组 泥 、页 岩 大 多 在’0(/!
’02/之间；侏罗系泥、页岩有机碳的质量分数一般

为(0&4/!’0%!/。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主要发育

二叠系、侏罗系!套烃源岩，前者有机碳的质量分数

大多在’/!&/之间，平均为’0%/；后者平均为

’044/。酒泉西盆地的油主要来自于断陷"坳陷期

上侏罗统—下白垩统湖沼相（？）泥岩，烃源岩有机质

丰度在(037/!’0,&/之间。上述资料表明，中国

中西部前陆盆地烃源岩不仅产出层位多，而且有机

质类型复杂，给油气田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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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储集条件

从统计资料来看，前陆盆地形成大油气田的机

率要比其它类型的盆地多。这不仅说明前陆盆地不

但具有雄厚的油气形成物质基础，而且具备优越的

油气储集能力。前已述及，前陆盆地油（气）源岩发

育是因为其包括了前陆盆地期和前前陆盆地期形成

的两大套若干层烃源岩，但从储集条件来看，具有较

好储集能力的储集岩则往往形成于前陆盆地发育阶

段，这充分说明前陆盆地的构造和沉积环境有利于

储集岩的形成。这是由于前陆盆地前缘逆冲带的抬

生作用给盆地内储集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碎屑物

质。一般地说，近缘带发育河流相及三角洲相储集

体，而远源带则发育斜坡扇、海底扇和深切谷充填储

层（河道砂体或滨线砂体），特别是低水位盆底扇和

深切谷充填沉积已被勘探实践证明是最优秀的储层

之一，其物性极佳，砂体常被深水泥质岩所包围，具

有良好的圈闭条件，而且在地震剖面中较易识别。

类前陆型盆地的储集体发育特征与典型前陆型

盆地有较大差别。前已述及，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

地沉积物源丰富，沉积厚度巨大，给储集层的形成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般在逆冲活动强烈时期，靠

近冲断带一侧发育冲积扇或水下扇沉积，而靠近克

拉通或稳定地块一侧则发育三角洲及河流相沉积，

它们均可构成良好的储集体。前陆盆地期形成的储

集岩及其由其构成的储盖组合在中国中西部前陆型

盆地油气勘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酒泉西盆地的上

第三系白杨河群是该盆地内主要的含油层系，其中

又以下部间泉子组最为重要，由湖相三角洲砂体所

组成。酒泉西盆地南缘发育第三系冲积扇，构成该

盆地主要的储集体之一，石油沟、老君庙油田等均发

育此类储层，孔隙度一般为!"#!!$#，渗透率一

般为（%"!%!""）&%"’(")!。塔里木西南前陆盆

地及其前前陆盆地时期发育多套储盖组合，其中石

炭*二叠系以碳酸盐岩为主，储集空间为各种孔、洞

和缝。上二叠统砂岩储层平均最大孔隙度为!"#，

平均最大渗透率为!+(&%"’(")!。中新生界为河

流砂体、扇三角洲、三角洲及水下扇砂体。这些砂体

孔渗条件好、横向分布广泛，纵向上相互叠置，具有

良好的储集条件。特别是上第三系分布广泛，厚度

巨大，砂岩发育、物性好。柯克亚油田的发现进一步

证实了上第三系的储集性能。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

主要富集于上三叠统延长组和侏罗系富县组和延安

组中。延长统三角洲砂体和河流砂体是该盆地内最

重要的储集体。延长组长,油层组主要为三角洲前

缘沉积，属前缘河口砂坝及水下分流河道砂岩，分布

面积大，含油显示广泛，是本区主要储层，孔隙度平

均为%!-.#，平均渗透率（(!+）&%"’(")!。延长

组长!和长(油层组储集体主要呈/0向展布，长!
属于分流河道相的沉积，孔隙度平均%+-1#，平均

渗透率（("!+"）&%"’(")!。库车盆地北缘下第三

系、白垩系的三角洲、河流沉积和滨浅湖沉积构成塔

里木盆地最重要的储集体之一，例如克拉!号气田

就是产于三角洲*河流相储集岩中。此外，四川盆地

下侏罗统自流井群大安寨段还发育半深湖相*深湖

相介壳灰岩储层，并由其构成大安寨油层。它们均

形成于前陆（型）盆地阶段（解国军等，%222）。

!"# 生储盖组合

!"#"$ 前前陆盆地%前陆盆地海相生储盖组合 该

套组合主要发育于典型前陆盆地，生储盖层均由海

相沉积构成（34567889，%22!），烃源岩主要为盆地

相或陆棚相富有机质的泥页岩、碳酸盐岩，如阿尔伯

达盆地、落基山盆地、扎格罗斯盆地等重要的含油气

前陆盆地均有此类烃源岩产出，储集层有海底扇、深

切谷充填沉积、滨线砂体及台地相碳酸盐岩（阿尔伯

达盆地）等，盖层往往为海相泥页岩和石膏。在某些

盆地中主要发育的生储盖层均产于前前陆盆地海相

层序的油气田，如阿尔伯达盆地中*上泥盆统克拉通

礁灰岩储集了盆地内++#的油气。

!"#"! 前前陆盆地%前陆盆地陆相生储盖组合 该

组合类型在典型前陆盆地中十分少见，一般烃源岩

为前前陆盆地下伏湖沼相含煤岩系，储盖层为覆于

其上的前陆盆地期的沉积序列，中国中西部前陆盆

地以发育该套陆相组合为特色，如准噶尔盆地南缘、

库车、塔里木西南、柴达木北缘和酒泉西等类前陆盆

地的侏罗系—第三系广泛发育此类组合。

!"#"# 前前陆盆地陆相生储盖组合 该套组合主

要发育于中国西部类前陆型盆地，在中国西部类前

陆型盆地油气远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

侏罗系—白垩系组合。该套组合的烃源岩和盖层分

别为侏罗系或白垩系湖泊相泥岩或湖（河）沼相煤系

地层，而储集层多是夹于其中的河流相、三角洲相、

冲（洪）积扇相砂砾岩。如吐哈盆地侏罗系八道湾组

油气系统和西山窑组油气系统（吴涛等，%221），前者

烃源岩为八道湾组煤岩和暗色泥岩，储集层为八道

湾组和三工河组三角洲砂体，盖层为七克台组*齐古

组泥质岩。

!"#"& 前陆盆地陆相生储盖组合 该套组合生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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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层均产于前陆盆地陆相层序中，主要见于中国中

部前陆盆地中，如鄂尔多斯西缘（!"—#）、川西前陆

盆地（!""—#）发育此种类型的组合。烃源岩一般为

前前陆盆地深湖$半深湖相泥页岩（如鄂尔多斯盆地

上三叠统延长组、川西盆地下侏罗统自流井群），储

盖层分别为河湖相和三角洲相砂岩和泥岩。

!%" 油气藏类型及分布规律

前陆盆地靠近造山带一侧受构造活动影响，是

构造扰动带；而靠近克拉通一侧平缓上倾，逐层向克

拉通斜坡上超覆；盆地下部被覆盖的早期被动陆缘

沉积，未受构造影响的部分仍保持原来的区域分布

特征，这种构造格局决定了盆地油气藏具有多种类

型的特点。一般来说，邻近构造活动带一侧多发育

与冲断作用有关的构造圈闭，而另一侧（靠近克拉通

或盆地中的“陆核”）则多发育岩性、地层圈闭（&’($
)*++,，-../）（图/）。

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演化复杂，大多叠合于

图/ 前陆盆地油气藏类型分布模式图

012%/ 3145617*518,8981:’,;2’4<88:1,986+:’,;7’41,
（据#%=%>’6(:’?等，-../）

被动陆缘、克拉通、裂谷或陆内断陷$坳陷盆地之上，

因此，其纵向上包括前陆盆地之前以地层$岩性为主

的油气藏类型和前陆盆地发育时期的断层、背斜等

构造油气藏为主的类型，以及二者构成的复合型（构

造$地层或岩性）油气藏类型。此外，由于前陆盆地

以前的被动大陆边缘或裂陷盆地时期常常形成正断

层，并由此构成断层油气藏；这些正断层在后期挤压

应力作用下有可能转变成逆断层，形成反转构造油

气藏。在平面上，前陆冲断带邻近造山带，受构造

活动的影响，较发育构造油气藏，而在远离造山带的

盆地内部则逐渐过渡为以岩性、地层油气藏类型为

主。但由于中国西部盆地受构造活动干扰较强，盆

地内部也不乏存在构造油气藏，这与典型前陆盆地

和中国中部类前陆盆地的情况有所不同。

" 油气勘探前景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中西部类前陆盆地在地质

结构和石油地质条件等方面与典型前陆盆地既有类

似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在生烃条件方面，烃源岩

的发育程度似乎要优于典型前陆盆地，特别是普遍

发育了一套煤系烃源岩，进一步增加了其勘探潜力，

但前前陆盆地海相烃源岩的质量（有机质丰度）劣于

国外典型富油气前陆盆地，因此，中国中西部类前陆

盆地下伏海相层序的油气勘探前景有赖于烃源岩的

客观评价。从储集条件来看，典型前陆盆地以海相

沉积储集层为主，而中国类前陆盆地除发育海相储

集层外，还广泛分布陆相储集层。从封盖条件来看，

中国类前陆盆地中$新生界广泛发育泥质岩和蒸发

盐，加之断裂构造主要为逆冲断层，因而具有较好的

保存条件。综上所述，中国类前陆盆地基本石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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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与国外富油气前陆盆地相比，除海相烃源岩

的质量不及后者好外，其它方面并无明显不足，并且

具有发育陆相烃源岩和储集岩的优势。因此，中国

中西部类前陆盆地未来的油气勘探方向重点应放在

陆相层序中，尽管目前在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

的海相层序中均已发现可观的天然气，但它们在构

造上应属克拉通盆地的范畴。在勘探领域和方向

上，不同的类前陆盆地或同一盆地的不同部位也应

有所侧重，总的来讲，在库车、塔里木西南、准噶尔昌

吉坳陷等有巨厚新生代沉积或发育!!"型干酪根

烃源岩的前渊坳陷中，以及前陆冲断带推覆体以下

应以勘探天然气为主；在准噶尔西北缘、酒泉西、柴

达木北缘、塔里木北缘等新生代沉积厚度有限，但下

伏地层中发育有#!!型干酪根烃源岩的前陆楔顶

带和前陆隆起!斜坡带则以勘探石油为主要目标。

中国前陆盆地油气勘探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自

"#$%年独山子油田的诞生，迄今有半个多世纪的历

史，但勘探前景依然方兴未艾，克拉&号大气田的发

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类前陆盆地的油

气远景毋庸置疑。我们殷切的希望中国类前陆盆地

的油气勘探在西部大开发中能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王鸿祯、李德生和胡见

义院士的指导，赵文智教授也给予了热忱的鼓励和

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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