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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店凹陷油气化探异常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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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钱家店凹陷地球化学场分析，揭示化探异常与油气运移、富集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研究区应依托胡

力海洼陷斜坡带的成烃成藏条件，进一步落实胡力海洼陷至东喜伯营子洼陷化探有利区带的砂体及圈闭情况，以
近源区域作为主要勘探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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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家店凹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

和通辽县境内，是开鲁盆地一个次级负向构造单元，
位于开鲁盆地的东北部。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凹陷

北部，且时间节点多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 笔者对 １９９３
年原地矿部合肥 １０１ 队采集的化探数据和使用的化

探指标进行重新梳理，运用新的数据处理和计算机

成图方法，从已知到未知，从宏观到微观，结合现今

物探、钻井资料，探讨油气化探异常成因。 另外，酸
解烃和蚀变碳酸盐等化探指标的稳定性和重复

性［１－２］，使得 ２０ 年后对早先化探数据进行的重新处

理与解释仍有现实意义。

１　 研究区自然地理及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西辽河平原

中部，通辽市以东。 工区呈北东—南西向展布，覆盖

整个钱家店凹陷。 测区总面积约 １ ７００ ｋｍ２（图 １）。
区内大部分地区地形宽阔平坦；局部地区，如测区北

部、木里图—钱家店—角干镇一线以南地区为沙坨

地，地形具波状起伏。 工区属北寒温带半干旱大陆

气候，冻结期由 １１ 月初至翌年 ３ 月末，土壤冻结深

度 １．８～ １．９ ｍ，年降水量 ２８８ ～ ３８８ ｍｍ，且多集中于

６、７、８、９ 四个月（占全年 ５０％～８０％）。
区内第四系极其发育并分布广泛，为一套风积、

冲积等叠加而成的松散堆积层，其主要沉积砂土和

亚砂土，局部有黏土和亚黏土，地貌成因大致可分为

图 １　 钱家店地区油气化探采样点分布［３］

两类：河谷冲积平原和风积冲积平原。
钱家店凹陷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境内，是开鲁

盆地的一个次级负向构造单元（图 ２） ［４－５］。 该凹陷

呈 ＮＮＥ—ＮＥ 向窄条状展布，长约 １００ ｋｍ，宽为 ９ ～
２０ ｋｍ，面积约 １ ３００ ｋｍ２。 凹陷的西侧以木里图凸

起和龙湾筒凹陷相隔，其东北、南侧受架玛吐—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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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开鲁盆地次级凹陷分布示意［５］

格隆起、哲东南隆起所围，与宝格吐、安乐凹陷相望。
凹陷由宝龙山、胡力海、西伯营子、衙门营子洼陷组

成，其中胡力海洼陷最为有利。 凹陷内 ＮＥ 向断裂

发育，断距达 ２００～２ ０００ ｍ，发育期为早白垩世到新

近纪，第四纪仍在活动，可作为深部油气向上运移的

通道。 含矿层为下白垩统姚家组辫状河流相沉积，
岩性以浅灰—灰白色细粒砂岩为主，含少量中细粒

砂岩及粉砂岩、泥岩［６－９］。
钱家店凹陷在晚侏罗世是一个西断东超的典型

箕状凹陷，盆地充填物及其展布明显受盆地边界断

层活动的制约。
由测井和地震资料可知，钱家店凹陷白垩系下

统自下而上包括义县组、九佛堂组、沙海组和阜新

组［１０－１２］（表 １）。 钻井揭示义县组岩层与下伏基岩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九佛堂组最大揭示厚度１２４０

ｍ（钱 ２１ 井），与下伏义县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其
下段在全区均有分布，上段主要分布在凹陷中央，在
凹陷边缘地层遭受部分剥蚀。 沙海组沉积厚度可达

８６７ ｍ，与下伏九佛堂组整合接触，在凹陷内稳定分

布，仅在凹陷周边见顶界剥蚀现象。 阜新组以灰色

泥岩为主，主要分布在钱 ２１—钱参 １ 井区，厚度逾

２００ ｍ，与下伏沙海组整合接触。 钱家店凹陷白垩系

下统平面分布具有明显继承性，沉积和沉降中心继

承性发育于钱家店凹陷西侧边界断层的下降盘。
钱家店凹陷自 １９９４ 年大规模开展地震、钻探以

来，首钻钱参 １ 井在九佛堂组见油气显示，第一口预

探井钱 ２ 井便获工业油流，到 １９９６ 年共完成各类探

井 １４ 口，其中 １１ 口井见油气显示，并解释有油层。
测试有油井 ９ 口，在钱 ２、钱 ２０２ 井获工业油流，白
兴吐、钱 ２ 两区块预测石油地质储量 ２ ６８４×１０４ ｔ。

２　 测区地球化学场特征

２．１　 化探浓度指标统计分布特征

表 ２ 为钱家店地区油气化探指标特征值统计结

果。 从酸解烃和蚀变碳酸盐的特征值（均值和变异

系数）来看，该区地球化学场具有高丰度、低变异的

均匀性特征。
２．２　 区域地球化学场分布特征

２．２．１　 酸解烃甲烷与重烃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为酸解甲烷与酸解重烃浓度及

趋势等值线分布。 由图可见，全区酸解烃地球化学

场表现为以钱家店为中心的高势区，向四周呈辐射

状态逐渐减弱，整体呈 ＮＥ—ＳＷ 走向，东西两边弱、

表 １　 钱家店凹陷白垩系下统地层特征［１１］

地层 钻井提示厚度 ／ ｍ 岩性综述

阜新组 ０～２１９．５ 浅灰色泥质粉砂岩、细砂岩

沙海组 ０～１２３１ 灰黑色泥岩夹浅灰色泥质粉砂岩、粉细砂岩

九佛堂组 ３２４．５～１２４０
上段

上部：深灰色泥岩夹油页岩、薄层粉细砂岩

中部：粉砂岩、黑色泥岩

下部：砂砾岩、含砾砂岩

下段 灰褐色凝灰质砂岩、砂砾岩夹泥岩、凝灰质泥岩

义县组 ７８ 玄武岩、安山质凝灰岩

表 ２　 钱家店凹陷油气化探指标特征参数

参数 酸解甲烷 酸解重烃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荧光 ４０５ ｎｍ 热释汞 蚀变碳酸盐

样本数 ７９５ ７９５ ７９５ ７９５ ７３５ ７９５
最小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最大值 ２６９．７０ ５３．４６ ３８３．００ １５７９．００ １８．９１ ５．１３
均值 ２２．９２ ４．８０ ５４．６５ １９．２４ ３．１４ １．０４
中值 １７．３５ ３．８８ ４７．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６ ０．７４

标准偏差 ２３．９２ ４．９９ ３１．２９ ５６．１７ １．８０ ０．９２
变异系数 １．０４ １．０４ ０．５７ ２．９２ ０．５７ ０．８８

　 　 注：酸解烃含量单位为 μＬ ／ ｋｇ；荧光光谱无量纲，为相对强度；热释汞含量单位为 １０－９；蚀变碳酸盐含量单位为 １０－２。 表 ３～表 ６ 同。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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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钱家店凹陷酸解烃甲烷等值线　 　 　 　 　 　 　 　 　 　 　 图 ４　 钱家店凹陷酸解烃重烃等值线

中部强的分布格局，只在研究区的西北角形成自 ＳＥ
向 ＮＷ 逐渐增强的高势场。 这种分化的地球化学场

分布格局应该与大地构造密切相关。 研究区北部，
即十间房—白兴吐一带为环块结合的高值区，以环

形为主；研究区中部自高家街村—钱家店—角干镇，
形成 ＮＥ—ＳＷ 向的高值带。 这种既宽又长的高值

带，推测可能是烃类自喜伯营子洼陷向 ＮＥ 方向扩

散运移，以及烃类自胡力海洼陷向 ＳＥ 方向扩散运

移双重作用的结果，使得地下油气运移在地表留下

微渗漏痕迹，也可能是存在 ＮＥ—ＳＷ 向的深大断

裂，导致油气沿断层向外输导而在地表形成扩散的

结果。 在这个 ＮＥ—ＳＷ 向的高值带内，存在两个环

形的高值区，即高家街西和钱家店西北；在南部的木

里图有一环形高值区，规模很小。
２．２．２　 蚀变碳酸盐

图 ５ 为蚀变碳酸盐浓度及趋势等值线分布。 蚀

变碳酸盐地球化学场分区明显，主体仍呈 ＮＥ—ＳＷ
走向，东西两边弱、中部强的分布格局，但南北有差

异：北高南低，南部东西分带明显，北部地球化学场

呈反转现象，其高势场向西北收敛，与酸解烃地球化

学场总体趋势一致，与全区的地球化学场一脉相承，
反映了大地构造对地球化学场分布的控制作用。 高

值分布具有与酸解烃相似的特点，只是北部的环形

高值带和中部的宽泛高值带更为明显。 这可能是烃

类自喜伯营子洼陷向 ＮＥ 方向扩散运移，以及自胡

力海洼陷向ＳＥ方向扩散运移的双重作用，使烃类

图 ５　 钱家店凹陷蚀变碳酸盐等值线

在地表形成蚀变的结果；也可能如前所述，下部存在

断裂，是烃类物质沿断裂运移到地表残留的痕迹。
在高值带内，高家街西边仍然存在环形高值区。 这

一附属的环形高值带，事实上并不能称之为环形，而
是两条并行的 ＮＥ—ＳＷ 向高值带，因此也有可能是

油气首先沿 ＮＥ 向断裂运移，遇到储层砂体而聚集

成藏。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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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图 ６ 为荧光 ３６０ ｎｍ 浓度（强度）及趋势等值线

分布，主体地球化学场分布格局仍为 ＮＥ—ＳＷ 走

向，即东西两边弱、中部强的特点，只是高势区收敛

于钱家店—胡力海一带。 这种分布格局明显受断层

的影响，反映出本区油气的渗漏和运聚受到沙体和

断层的双重控制。 在研究区北部白兴吐以西区域，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呈现出环形高值带，且与蚀变碳酸盐高

值区位置大致相吻合；而在胡力海以北至白兴吐以

西的高值带南环，又有一环形高值带，但该环形高值

带没有轻烃类异常出现，推测油气自胡力海凹陷先

向东运移，因受到外在影响因素（如侧向压力、断层

封堵等）而改变了油气运移方向，转到向北运移。
中部的高家街村—钱家店—角干镇一线，仍形成向

东南弯曲的弧形高值带，反映出油气运移在高家街

以西有一条并行的 ＮＮＥ—ＳＳＷ 向高值带，其分布特

征与蚀变碳酸盐相似；在木里图周边有高值分布，因
处于工区边界，环形不明显。

图 ６　 钱家店凹陷荧光 ３６０ ｎｍ 等值线

２．２．４　 热释汞

图 ７ 为热释汞浓度及趋势等值线分布，地球化

学场具有与上述各指标相同的分布格局。 汞具有很

强的挥发性、穿透性和游离性，因此汞会在地势较高

的地方富集，或者在深大断裂带附近富集。 从热释

汞在钱家店—高家街村的浓度异常及其在以西的浓

度异常带分布格局来看，热释汞能够很好地指示该

区的断裂走向，即研究区极可能存在一深大断裂，断
裂主体走向为 ＮＮＥ—ＳＳＷ。 与荧光 ３６０ ｎｍ 一样，热
释汞在木里图周边有高值分布，形态不规则。

图 ７　 钱家店凹陷热释汞等值线

　 　 综上所述，研究区地球化学场总体表现为 ＮＥ—
ＳＷ 向，即东、西两边弱，中部强的分布格局。 这种

分布格局与本区的地质构造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

系，即本区存在 ＮＥ—ＳＷ 向的深大断裂。

３　 综合异常解释与评价

依据化探综合异常确定和评价原则［１３］，共获得

３ 个综合异常，分别是Ⅰ号白兴吐西综合异常、Ⅱ号

高家街村综合异常和Ⅲ号木里图综合异常（表３），

表 ３　 钱家店地区化探综合异常评价

异常名称 参数 酸解烃甲烷 酸解烃重烃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热释汞 蚀变碳酸盐 异常形态 异常面积 ／ ｋｍ２

白兴吐西
强度 ８９．３９ １５．９７ ６１．００ ５．９９ ３．１１
衬度 １．４９ １．３９ １．２１ １．２８ １．３３

环状 １２４

高家街村
强度 １５３．６９ ４５．７５ ５７．００ ３．８７ １．２６
衬度 １．８７ ２．２８ １．２０ １．２６ １．０７

环状 ３８

木里图
强度 ８９．１０ ９．５０ ６８．００ ４．３６ ２．３９
衬度 １．５７ １．１９ １．１３ １．２５ １．３４

环状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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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钱家店凹陷化探综合异常分布及评价

其中白兴吐西异常已经得到了勘探验证。 图 ８ 为化

探综合异常分布及评价。
勘探实践表明，油气富集和分布明显受生油中

心、生储盖配置关系以及盖层封盖性的制约。 钱家

店凹陷下白垩统义县组、沙海组和阜新组由于缺乏

良好的烃源，储集和保存条件均不太利于形成油气

富集区，而九佛堂组发育了低位湖侵和高位体系

域［１０］，这套完整的沉积层序与油气富集具有良好关

系。 湖侵体系域界于初始湖泛面与最大湖泛面之

间，此时湖平面快速上升，水体加深，湖泊范围较大，
沉积了厚逾 ２００ ｍ、质纯、分布广的暗色泥岩。 该泥

岩的有机质类型好（Ⅱ型），丰度高（有机碳含量为

１．４２％～１．９８％），构成了钱家店凹陷的主力烃源岩。
凹陷东西两侧发育的近岸水下扇和辫状河三角洲沉

积体物性相对好（孔隙度一般为 ９．６％ ～ １３％，渗透

率一般为 ２．３×１０－３ ～ １５．５×１０－３ μｍ２），且邻近生油

层，总体上构成了自生自储的生储盖组合。 钱 ２ 井

和钱 ２０２ 井均在其中获得了商业性油流。
综上分析可知，钱家店凹陷在湖侵体系域发育

时期，整体形成了良好的生储盖组合，是油气富集的

良好场所。 下面结合石油地质、钻井等资料，对 ３ 个

综合异常分别进行解释和评价，其中，重点分析了位

于胡力海凹陷的Ⅰ号白兴吐西综合异常。
３．１　 Ⅰ号白兴吐西综合异常

白兴吐西综合异常特征参数见表 ４。 异常成环

形分布，异常面积为 １２４ ｋｍ２，整体异常覆盖了胡力

表 ４　 白兴吐西综合异常特征参数

参数
酸解烃
甲烷

酸解烃
重烃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热释汞

蚀变
碳酸盐

异常点数 ２８ ３０ ４０ ３５ ５３
极小值 ３７．５４ ７．８７ ８２ ４．４５ １．８８
极大值 １２６．９３ ２３．８４ １４３ １０．４４ ４．２７
均值 ６２．６７ １２．９６ １００．８３ ６．４２ ２．６８

标准差 ２２．４７ ４．２０ １６．９８ １．７２ ０．５１
变异系数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１７ ０．２７ ０．１９

海洼陷北部及东北部斜坡。 各指标叠合程度高，配
置好，蚀变碳酸盐强度在全区的三个综合异常中最

高，反映了烃类在白兴吐西区蚀变强烈，同时也表明

相对于该区其他地方，油气在近地表渗漏更多、更明

显，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油气富集程度更高。
储层岩石学研究表明，胡力海洼陷东西两侧物

源不同，胡力海洼陷与喜伯营子洼陷沉积物源也存

在着差异。 胡力海洼陷西侧储集岩中，碎屑的成分

主要为变粒岩、石英岩、千枚岩、板岩，反映来自前震

旦系和石炭—二叠系变质岩系的物源特征，此类储

层物性较好。 胡力海洼陷东侧的储集岩中，碎屑成

分除上述变质岩屑外，常夹有基性—中基性火山岩

岩屑，反映东侧火山活动较强，凝灰质成分较多，使
得沉积物的抗压实能力进一步减弱［１４］。

胡力海洼槽呈西断东超的典型半地堑结构，平
面上分为东部斜坡带、中央洼槽带和西部断阶带。
东部斜坡构造带中南部与断层和中央洼槽带接触，
北部界限不明显，总体上以缓坡过渡，走向 ＮＮＥ，面
积约 ７０ ｋｍ２。 目前该带仅钻探钱 ３０ 井和钱 ５５
井［１５］。

该区阜新组、沙海组、九佛堂组暗色泥岩发育，
累计厚度超过 １ ｋｍ。 据临近胡力海凹陷的钱参 １
井的地球化学指标分析，有机质热成熟门限为 １ ４００
ｍ，低熟带在 １４００ ～ １７００ ｍ，１７００ ｍ 以下进入生、排
烃高峰阶段。 九佛堂组生油岩有机质丰度较高，母
质类型为ⅡＡ、ⅡＢ 型；沙海组段为较好生油岩，母
质类型为ⅡＢ ～ Ⅲ型；它们是凹陷的两套主力烃源

岩。 凹陷东坡的钱 ３０ 井区 １ ３５０ ｍ 处，镜质反射率

Ｒｏ 已达 ０．７％，证明了以上观点。
钱家店凹陷的储层类型属孔隙型碎屑岩储层，

是凹陷的主力储层，碎屑岩储层的空间分布和储集

性能受岩石类型、成岩作用和沉积相带 ３ 个因素的

控制。 沉积相控制着储层的平面分布，沿东斜坡发

育的扇三角洲前缘是砂岩储层分布的有利相带。 依

附于陡翼边界的断层下降盘，发育了一群小型水下

扇。 沿东斜坡发育了 ３ ～ ４ 个扇三角洲。 洼槽中心

是半深湖—较深湖相。 在南次洼陷，因为古地形坡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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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局部发育有滑塌浊积扇插入湖泊深处，不同组段

的水下扇和扇三角洲垂向叠置，横向连片，围绕洼槽

中心成裙边状展布（图 ９）。

图 ９　 胡力海洼陷九佛堂组上段沉积相平面［５］

　 　 本区湖相泥岩发育，形成了良好的区域盖层，与
储层及生油岩配置，可形成 ３ 套生储盖组合：第一套

组合是以阜新组、沙海组上段泥岩为盖层，以沙海组

下段泥岩为生油层，沙海组上段粉砂岩、细砂岩为储

层；第二套组合以沙海组下段泥岩为盖层，沙海组下

段细砂岩为储层，九佛堂组上段泥岩为生油层；第三

套组合以九佛堂组上段泥岩为盖层，九佛堂组下段

砂砾岩为储层，下伏泥岩为生油岩。 钱 ２１ 井在这三

套储层中皆见油气显示，其中以第二套组合显示最

好。
东翼斜坡是胡力海洼槽油气长期优先运移的主

要方向，西界大断层继承活动和凹陷整体上掀斜翘

倾，使下白垩统生油、含油层系从其沉积开始便向凹

陷中心倾斜，朝东翼斜坡高角度抬升，相对于生油中

心，东坡始终处于低位能区。
油气二次运移的主要通道，是夹持在九佛堂组

生油岩系中的砂砾岩输导层，和沙海组与九佛堂组

之间的不整合面。
上述条件决定了凹陷内生成的大量油气，在浮

力和水动力作用下，朝着地层上倾方向，沿最短的途

径向东坡低位能区运移，只有少部分运移到西翼断

阶带。
短距离运移，就近聚集成为胡力海洼槽油气藏

形成和分布的基本规律。 胡力海洼陷规模小，与主

物源方向一致的凹陷宽度只有十多千米，而且古地

形高差大，这便造成沉积相带狭窄，横向变化大，砂
体延伸距离短的缺陷。 又由于九佛堂组砂砾岩输导

层物性差，多为低孔、低渗储层，渗透率大多小于 １×
１０－３ μｍ２，油气运移通道不畅，从而限制了油气长距

离运移［１６－１７］。
以上地质、钻井等资料显示，白兴吐西综合异常

内靠近胡力海洼陷中心的斜坡钱 ２ 井和钱 ２０２ 井均

获得了油气突破，这表明近源砂体优先获得了油气

供给。 由于古地形坡度缓，水系长，能量偏弱，因而

油气的运移距离不会很远，但后期的地质运动使得

原有的输导体系受到破坏，打破平衡。 由前述可知，
胡力海洼槽呈西断东超，西倾东斜的构造格局，使得

东部成为低位能区。 另外，沿东斜坡发育的扇三角

洲前缘，当东部斜坡上倾部位（斜坡北部）经后期大

幅度抬升，三角洲平原亚相被剥蚀，现存下来的主要

是三角洲前缘亚相， 物性相对较好，是砂岩储层分

布的有利相带，当输导体系发生改变，自南而北形成

优势通道，从而使得东斜坡北部地区成为油气富集

区；为此，判定该化探综合异常为有利的异常区。 另

外，在白兴吐西综合异常南边，胡力海镇北边存在荧

光 ３６０ ｎｍ 异常和热释汞异常，蚀变碳酸盐异常向东

退减，但酸解烃甲烷异常没有出现，这说明胡力海洼

陷的油气（主要是油）早期存在着近源扩散和渗漏，
随着输导体系向远处延伸，油气继续向外扩散运移，
当遇到储集层时便聚集成藏。 这些现象进一步表明

油气自洼陷向外运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油气在向

东运移时，由于受到断层、地层压力、水动力等的作

用，使得运动方向发生改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油气

会沿着最优路径（低势能方向）运移［１８－１９］。
３．２　 Ⅱ号高家街村综合异常

高家街村综合异常特征参数见表 ５。 异常位于

东喜伯营子洼陷北东方位，即位于五道木—高家街

村—双宝所围限的三角地带，异常成环形，各指标组

合齐全，叠合程度高，异常面积为 ３８ ｋｍ２。 该异常

靠近东喜伯营子洼陷中心，运移距离短，接受来自近

源的烃类供给充足，如果能落实此处的砂体或构造
表 ５　 高家街村综合异常特征参数

参数
酸解烃
甲烷

酸解烃
重烃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热释汞

蚀变
碳酸盐

异常点数 ２５ １７ ２８ ２１ ２３
极小值 ３７．６５ ７．７１ ５３ ４．４５ １．８６
极大值 １９１．３４ ３３．９１ １４０ ８．３２ ３．０６
均值 ６２．５３ １３．６０ ８９．１４ ５．５１ ２．５２

标准差 ３９．９０ ９．８６ ３０．０６ １．１２ ０．８２
变异系数 ０．６４ ０．７３ ０．３４ ０．２０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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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那么该异常应该是很有利的。 但目前此处的

勘探程度很低，没有相应的地质、钻井资料，因而不

能更深入地探讨异常形成的地质因素及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该异常位于东喜伯营子洼陷—

胡力海洼陷异常区带内，因此，在油气近距离被捕获

的同时，如果输导体系发育，比如开启断层或不整合

面，甚至是松散岩层面，那么油气仍有可能继续向远

处扩散或渗漏。 因为油气的运聚是长期的历史过

程，油气最优运聚的方向遵从最优路径原则，而不是

最小路径原则；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东喜

伯营子洼陷—胡力海洼陷之间存在明显的化探异常

带。 这种化探异常带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区

带存在近南北向的断裂，使得下伏油气藏内的烃类

物质沿着断裂向上运移，而在地表形成油气地球化

学异常；另一种可能是油气自东喜伯营子洼陷向北

东方向运移，以及油气自胡力海洼陷向 ＳＥ 方向运

移双重作用的结果。
目前对于东喜伯营子洼陷区研究较浅，且由于

资料有限，应适时加强对该洼陷的精密勘探研究，以
期获得更多的地质资料，并进一步落实圈闭或沙体

分布范围及形态。
３．３　 Ⅲ号木里图综合异常

木里图综合异常特征参数见表 ６。 异常形态呈

环、块结合，以环为主，各指标叠合程度较高，异常东

强西弱，异常面积为 ４４ ｋｍ２。 该异常位于木里图隆
起的斜坡带上，由于远离生油凹陷，加之本区的油气

运移距离较短，因而该异常的勘探前景不被看好。
表 ６　 木里图综合异常特征参数

参数
酸解烃
甲烷

酸解烃
重烃

荧光
３６０ ｎｍ 热释汞

蚀变
碳酸盐

异常点数 ２０ １９ １３ ２０ １８
极小值 ４０．０８ ７．９２ ８３ ４．５０ １．８９
极大值 １２９．１８ １７．４２ １５１ ８．８６ ５．００
均值 ５６．７２ １１．４４ １１０．９２ ５．８０ ２．３４

标准差 ２５．５７ ３．１７ ２２．５４ １．３１ １．００
变异系数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４３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钱家店地区存在两个

有利区带（块），一是胡力海洼陷北—北东，即十间

房—白兴吐一带，该区块靠近凹陷的斜坡区域已经

获得了突破，需要加强地质勘探，弄清楚该区块的砂

体分布或局部隐伏构造；一是胡力海洼陷—东喜伯

营子洼陷中心轴线以东的宽泛带，尤其是五道木—
高家街村—双宝—钱家店，是比较有利的地区。 在

钱家店地区，应以近源、岩性油气藏勘探为主。

４　 结束语

（１） 研究区地球化学场为 ＮＥ—ＳＷ 向，即东、

西两边弱，中部强的分布格局。 这与本区 ＮＥ—ＳＷ
构造走向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说明本区的地球化

学场分布与地质构造有密切关系。
（２） 确定的 ３ 个异常区带（块）中，白兴吐西综

合异常是最为有利的异常区，胡力海洼陷—东喜伯

营子洼陷中心轴线以东的宽泛带，尤其是位于胡力

海洼陷东北部的斜坡，以及东喜伯营子洼陷东北部

斜坡，也是值得重视的区域。
（３） 钱家店地区应以近源、岩性油气藏勘探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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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夏向华，任春，汤玉平，等．开鲁坳陷茫汉断陷地表油气化探普

详查报告［Ｒ］．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院合肥化探研究中心，２００４．
［５］ 　 田晓玲，汪国文，邹荷丽．钱家店凹陷胡力海洼陷成藏条件分析

［Ｊ］ ．特种油气藏，２００１，８（４）：１３－１６．
［６］ 　 陈方鸿，张明瑜，林畅松．开鲁盆地钱家店凹陷含铀岩系姚家组

沉积环境及其富铀意义［Ｊ］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２００５，２５（３）：
７４－７８．

［７］ 　 蔡煜琦，李胜祥．钱家店铀矿床含矿地层———姚家组沉积环境

分析［Ｊ］ ．铀矿地质，２００８，２４（２）：６６－７１．
［８］ 　 田时丰．开鲁盆地油井资料复查及铀成矿远景评价［Ｊ］ ．特种油

气藏，２００６，１３（５）：４８－５０．
［９］ 　 李宏涛，吴世祥，蔡春芳，等．开鲁盆地钱家店凹陷姚家组砂岩

中烃类地球化学特征及来源探讨［ 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８，３０
（４）：３７５－３８１．

［１０］ 夏毓亮，林锦荣，李子颖，等．松辽盆地钱家店凹陷砂岩型铀矿

预测评价和铀成矿规律研究［ Ｊ］ ．中国核科技报告，２００３，３
（３）：１０５－１１７．

［１１］ 朱筱敏，康安，谢庆宾，等．内蒙古钱家店凹陷侏罗系层序地层

与岩性圈闭［Ｊ］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００，２７（２）：４８－５２．
［１２］ 赵会民．钱家店凹陷胡力海洼陷下白垩统九佛堂组层序地层特

征及其油气勘探意义［Ｊ］ ．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１３，１８（３）：１８－２５．
［１３］ 程同锦，王者顺，吴学明，等．烃类运移的近地表显示与地球化

学勘探［Ｍ］．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２
［１４］ 王璞珺，陈树民，刘万洙，等．松辽盆地火山岩相与火山岩储层

的关系［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３，２４（１）：１８－２７．
［１５］ 许晓宏，李威．胡力海洼陷油气成藏主控因素研究［ Ｊ］ ．长江大

学学报 ：自科版，２０１３，１０（２６）：１－４．
［１６］ 王祁军，昝国军，方炳钟，等．开鲁盆地陆西凹陷九佛堂组油气

成藏特征及分布［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７，２９（４）：３７３－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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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高永富．钱家店凹陷九佛堂组低渗透储层特征研究［ Ｊ］ ．特种油

气藏，２００１，８（２）：１９－２２．
［１８］ 汤玉平，王国建，程同锦．烃类垂向微渗漏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

趋势［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０８，３２（５）： ４６５－４６９．
［１９］ 王国建，唐俊红，范明．油气微渗漏中的随水迁移机制［ Ｊ］ ．物探

与化探，２０１０，３４（３）： ２９４－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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