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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资料表明，构造演化、原型盆地叠合改造过程是冀中坳陷深层油气成

藏的基本条件和主控因素; 有效烃源岩和油气保存条件是评价和预测不同类型油气

成藏区带的两个关键因素; “古生界自生自储型”与 “新生古储潜山型”是冀中坳

陷深部油气勘探的两个重要领域，具有巨大的油气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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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的不断深入，陆续发现了以上古生界煤系地层为主要

烃源岩的深层油气藏，石油资源量达 37. 48 × 108 t，天然气 21200 × 108m3①，充分显示出古

生界深层油气具有巨大的油气潜力。此外，以冀中坳陷任丘与黄骅坳陷千米桥等为代表的新

生古储潜山型油气藏也是渤海湾盆地重要的勘探目标。
冀中坳陷位于渤海湾盆地西北部，冀中坳陷北起燕山，南止邢衡隆起，西邻太行山，东

到沧县隆起，面积约 31700km2。冀中坳陷是发育在华北地台上的一个中、新生代断陷盆地，

在太古宇和古元古界深度变质的片岩、片麻岩之上覆盖有华北地台全套沉积盖层。中、新元

古界 － 下古生界主要为海相碳酸盐岩，厚 4000 ～ 6000m; 上古生界为海陆交互相 － 陆相砂泥

岩和煤系地层，厚 0 ～ 1300m。中生界为含火山岩的陆相碎屑岩，厚 1000 ～ 3000m，新生界

为河湖相碎屑岩，最厚可达万余米。冀中坳陷古生代以地台型整体升降为主; 中生代中期开

始，本区成为大型褶皱区，在局部地区发生断陷活动; 新生代以来，经历古近纪以基岩块体

翘倾活动为特征的裂陷期，新近纪整体沉降，使本区和渤海湾盆地连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

的坳陷盆地。
近年来，对华北盆地 和 渤 海 湾 盆 地 油 气 地 质 特 征 和 含 油 远 景 进 行 了 深 入 地 研 究［1 ～ 23］，

但对深层油气较少涉及。本文通过盆地叠合改造对深层 ( 古生界和元古宙，尤其是上古生

界) 油气成藏影响的分析、对冀中坳陷古生界油气成藏基本条件的分析以及成藏主控因素

的综合研究，预测了古生界油气成藏有利区以及新生古储潜山型油气藏有利勘探区，为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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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勘探部署提供依据。

1 冀中坳陷构造演化和盆地叠加改造基本过程

冀中坳陷构造上隶属于华北盆地，主要经历了加里东、海西、印支 － 燕山和喜马拉雅等

构造运动阶段，相应形成了不同类型原型盆地的叠加改造 ( 图 1 ) 。

图 1 华北盆地及周缘层序地层格架及盆地演化过程

Fig. 1 Framework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basin evolution of North China Basin and the peripheral

( 1 ) 加里东期: 随着华北板块热沉降，形成早古生代克拉通盆地，以碳酸盐台地层序

发育为主要特征，后期形成碳酸盐 － 蒸发岩台地，沉积厚度横向稳定，厚约 1200 ～ 1500m。
加里东晚期冀中坳陷随华北地台整体抬升，经历了长达 1 亿多年的风化剥蚀，整体缺失晚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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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至早石炭世地层。
( 2 ) 海西期: 晚石炭世 － 二叠纪开始海水向华北板块上超，广泛发育陆表海沉积，进

入了海陆交互相 － 大型陆相盆地的发展阶段。盆地类型为克拉通盆地 ( 振荡期) ，岩性以海

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陆相碎屑岩，红色或杂色碎屑岩组成。
( 3 ) 印支 － 燕山期: 印支期是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对接时期，印支运动使秦岭洋

最终封闭，秦岭 － 大别造山开始隆升，南华北前陆盆地形成; 燕山运动在阴山 － 燕山带形成

陆内造山及褶皱 － 冲断带，同时发育前陆盆地，后期转化为陆内裂谷盆地。
印支运动对冀中坳陷构造的改造以形成宽缓褶皱为特征。燕山期为古构造主要形成期，

涉及面更广、强度更大，使得冀中坳陷进一步发生坳断和差异抬升，总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

东倾态势，并对石炭 － 二叠纪地层进行了较明显改造。石炭 － 二叠系在西部因抬升而出露地

表，并由西向东广泛遭受剥蚀，形成了一个大剥蚀面［24 ～ 25］。
( 4 ) 喜马拉雅期: 构造格局主要 以 NE-NEE 走 向 为 主，多 为 断 块 构 造，强 烈 的 断 裂 作

用产生了一系列掀斜断块和半地堑、地堑。渤海湾盆地属于断陷盆地，古近纪为断陷期，沉

积了沙河街组、东营组等大套优质泥岩烃源岩; 新近纪属于坳陷期，区域性整体坳陷沉降，

以湖泊相和冲积平原相沉积为主［26］。

2 叠合改造对冀中坳陷深层油气成藏的影响

中新生代是华北克拉通盆地遭受变形和改造的阶段，也是华北陆块壳内变形的 重 要 时

期，形成了各式形变样式和面貌各异的构造表象。通过对盆地叠合改造以及盆地叠合样式的

横向差异性对比研究，对于认识和评价古生代克拉通盆地发育的海相碳酸盐岩和海陆交互相

煤系烃源岩的热演化历史和二次生烃、成藏潜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渤海湾地区古生代以来主要存在 4 期成盆作用［27］，分别以 1 代表中新元古 － 古生代克

拉通盆地，2 代表中生代三叠纪克拉通 － 大型坳陷盆地，3 代表中生代侏罗纪 － 白垩纪小型

坳陷 － 断陷盆地，4 代表新生代古近纪以来的断陷 － 坳陷盆地。那么，冀中坳陷盆地叠合具

有 1 ～ 4 两层 ( 廊固、饶阳、深县与束鹿凹陷) 与 1 ～ 3 ～ 4 层 ( 霸县、晋县、石家庄与保定

凹陷) 结构特征 ( 表 1 ) 。
廊固、饶阳与深县、束鹿凹陷同为 1 ～ 4 两层结构，但是廊固与饶阳凹陷印支及燕山运

动剥蚀更为强烈，大部分地区古生界都被剥蚀殆尽，呈现新生界覆盖在中新元古代沉积上，

另外，廊固与饶阳凹陷新生界烃源岩比深县与束鹿凹陷更为发育，烃源岩条件更好。1 ～ 4
叠合结构使得古生界储层与中、新元古界储层 ( 饶阳与廊固凹陷) 改造强烈，储层条件好，

也使得古生界烃源岩晚期生烃有利，因此，1 ～ 4 结构容易形成 “新生古储” ( 深西与清辉头

潜山油气藏) 、“新生古储” ( 任丘油田等) 、古生界 “自生自储”以及混源油气藏 ( 河西、
台家庄以及荆丘潜山油气藏) 。

霸县、晋县、石家庄与保定凹陷同为 1 ～ 3 ～ 4 层结构，但各有各的特点。霸县凹陷古生

界剥蚀较为严重，呈现新生界直接覆盖在中、新元古界、奥陶系以及中生界的三分格局，上

古生界残存仅在目前文安斜坡及凸起部位，中生界在文安斜坡几乎为继承发育，新生界盆地

几乎与下伏地层呈 “反向倾翘”叠合特征。霸县凹陷 1 ～ 3 ～ 4 层结构使得上古生界晚期生

烃有利，也使元古界与古生界储层条件得到改善，在加上新生界烃源岩的发育以及新生界盆

地 “反向倾翘”叠合，使得霸县凹陷易形成多种成藏组合油气藏类型 ( 如苏桥 － 文安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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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冀中坳陷盆地结构样式及石油地质条件对比图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in structure styles and petro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Jizhong depression

凹陷 盆地结构 特征描述
对古生界

烃源岩的影响

对古生界

储层的改造作用

中生界盆地

烃源岩条件

新生界

烃源岩条件

廊固

饶阳

两层结构

1 差异性强

4 披覆叠加

晚期生

烃有利
强 差 优

霸县

晋县

三层结构

1 差异性强

晚期生

烃有利
强 差 优

深县

束鹿

两层结构

1 差异性强

晚期生

烃有利
强 差 良

石家庄

保定

三层结构

1 有差异性

3 继承发育

主要是早中期生

烃，晚期生烃不利
弱 良 差

带与信安镇潜山带混源油气藏) 。晋县凹陷大致与霸县凹陷相似，只是剥蚀程度没有霸县凹

陷强烈，仅北部上古生界被完全剥蚀，另外，新生界与侏罗 － 白垩系为披覆式叠加。而石家

庄凹陷中生界沉积较厚，厚层的中生界对古生界的叠加致使古生界早期生烃消耗严重，晚期

二次生烃不利，石家庄凹陷新生界沉积薄或蒙受侵蚀，新生界烃源岩不发育。保定凹陷与石

家庄凹陷大体相似，印支运动剥蚀较为强烈，大部分地区上古生界基本被剥蚀。
盆地叠合改造对古潜山成藏也有较大的影响。古近系深断陷盆地有利于形成古近 － 新近

系烃源岩，而且古潜山被强烈剥蚀改造的地区储层条件好。冀中坳陷中、新元古界或寒武 －
奥陶系与古近系接触良好; 古近系烃源岩厚度大，其有机质丰度高; 油源和盖层条件很好，

有利于古潜山成藏。

3 深层古生界生、储、盖及其组合特征

3. 1 上古生界烃源岩二次生烃潜力

在历经了印支 － 燕山和喜马拉雅期多次构造运动改造后，冀中坳陷现今的石炭 － 二叠系

残留分布区，主要分布在霸县凹陷文安斜坡与大城凸起、武清凹陷 ( 包括杨村斜坡) 、廊固

凹陷东部以及南部的深县凹陷和晋县凹陷的局部地区，束鹿凹陷也有零星分布。
上古生界烃源岩包括煤系暗色泥岩、煤岩和炭质泥岩。太原组和山西组是主要含煤组，

也是主要的烃源岩层，次为本溪组和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和石千峰组不具生烃条件。冀

中坳陷上 古 生 界 煤 层 厚 约 10 ～ 25m， 有 机 碳 含 量 达 30. 22 ～ 50. 14% ， 氯 仿 沥 青 “A”为

2. 3% 左右，S1 + S2 为 11 ～ 50kg / t; 暗色泥岩厚约 80 ～ 200m，有机碳含量为 2. 03 ～ 7. 44% ，

S1 + S2 为 3. 16 ～ 14. 75kg / t，煤和泥岩有机质类型均为Ⅲ、Ⅱ2 型①。勘探已经证实冀中坳陷

上古生界煤系地层为一套有效生烃层系，展示了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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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坳陷石炭 － 二叠系烃源岩自埋藏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不同凹陷有不同

的埋藏史类型，使得上古生界烃源岩经受的构造 － 热演化历程不同，造成了其对成藏的贡献

差异较大 ( 表 2 ) 。苏桥 － 文安斜坡、晋县凹陷、廊固凹陷、深县凹陷与束鹿凹陷埋藏史类

型为 “早期浅埋，中期剥蚀 － 补偿，晚期深埋型”。即其成熟度和生烃史在印支期末，有机

质基本已经发生初次生烃。燕山期由于埋藏深度变化不大 ( 甚至浅于印支期) ，有机质基本

处于停滞阶段。喜马拉雅期，石炭 － 二叠系被进一步深埋，有机质发生大幅度成熟，并发生

了广泛的晚期二次生烃作用，且生烃量巨大。而石家庄凹陷为早期浅埋，中期深埋，晚期浅

埋型，主要生烃类型为早期一次生烃，早期有机质消耗大，对晚期成藏不利。

表 2 冀中坳陷盆地叠合样式与上古生界烃源岩埋藏类型及其评价表

Table 2 Superimposed basin styles，Upper Paleozoic source rock buried types

and the evaluation form in Jizhong depression

凹陷 ( 洼陷)

及凸起等

主要叠

合样式
埋藏史类型 主要生烃类型 现今成熟程度

评价

好坏

文安 － 杨村斜坡 1-3-4 早期浅埋，中期补偿，晚期深埋 晚期二次生烃 成熟 好

晋县凹陷 1-3-4 早期浅埋，中期补偿，晚期深埋 晚期二次生烃 成熟 － 高成熟 好

廊固、深县及束鹿凹陷 1-4 早期浅埋，中期剥蚀，晚期深埋 晚期二次生烃 成熟 － 高成熟 好

石家庄凹陷 1-3-4 早期浅埋，中期深埋，晚期浅埋 早期一次生烃 成熟 － 高成熟 差

3. 2 上古生界储集层特征

冀中坳陷上古生界储集层主要为砂岩。本溪组至下石盒子组主要发育三角洲砂体、潮坪

砂体、潮汐水道砂体及滨岸砂体，上石盒子组至石千峰组主要发育砾质河流砂体和砂质河流

砂体。其中，山西组三角洲分支河道 － 河口坝砂体和石盒子组 － 石千峰组河道亚相砂岩为有

利的储集相带。储集层孔隙类型基本上以次生粒内溶蚀孔隙和粒间溶蚀孔隙为主，储集层物

性较好，具有孔隙度中等、渗透率相对较高的特点。其中，文安斜坡，尤其是苏桥地区的储

集层物性最好，其 孔 隙 度 一 般 为 10% ～ 20% ， 最 高 可 达 35. 8% ; 渗 透 率 一 般 为 ( 1. 72 ～
235. 87 ) × 10 － 3 um2 ，最高可达 947 × 10 － 3 um2［25］。纵向上，上古生界顶面不整合在中生代

抬升期间的抬升剥蚀幅度是影响次生孔隙形成的关键，一般低于剥蚀面附近 80 ～ 150m 内的

砂岩储集物性被明显改善。
3. 3 上古生界盖层特征

冀中坳陷上古生界发育两套区域性盖层，以铝土质泥岩 － 铝土岩和泥岩为主，对油气具

有较好的封盖能力。上古生界风化形成的铝土层及泥质层是奥陶系顶面的古风化壳良好的盖

层。上古生界二叠系石千峰组 － 上石盒子组泥质岩为上石盒子组下部 － 下石盒子组砂岩储层

的直接盖层，其岩性致密、质纯，具有较强的封盖能力，如: 苏桥 － 文安斜坡上古生界泥质

岩厚度为 0 ～ 120m，其 泥 质 岩 厚 度 占 地 层 厚 度 的 最 高 达 64. 5% ～ 85% ，突 破 压 力 约 8. 3 ～
9. 8 MPa①。
3. 4 上古生界生储盖组合时空配置关系

华北盆地由于印支运动的影响，上古生界与上覆地层的时间连续性反映了上古生界天然

气成藏条件的优劣［28］。冀中坳陷在苏桥 － 文安斜坡留有部分三叠系与中生界，保留了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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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东部区域地质综合研究与油气聚集带评价，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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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界生、储、盖与上覆地层三叠系所构成的成藏组合，另外，其构造圈闭大多在燕山期和古

近纪形成，古近纪为烃源岩大规模生烃期，因此圈闭形成期与油气运移期时间配置关系优

越。

4 深层油气成藏类型和成藏潜力分析

4. 1 油气成藏类型分析

冀中坳陷经历了多次叠加复合，其形成演化的阶段性和多旋回性［29］。造成了该坳陷存

在上古生界、下古生界、新生界等油气成藏系统，各油气系统自身作用或相互作用可以形成

多种生储盖组合类型 ( 表 3 ) 。其中，上古自生自储 － 上古及中盖组合与新生 － 古储 － 新盖

组合是冀中坳陷深层最主要的成藏组合类型。

表 3 冀中坳陷深层生储盖组合类型

Table 3 Deep generation-reservior-cover combinations in Jizhong Depression

油气藏 ( 井) 构造带 油气显示 烃源岩 储层 盖层 组合类型

文安斜坡

( 苏 20 等)
霸县凹陷 工业油气流 E、C-P O、P、E

本溪组铝土矿、

C-P、Mz 及 E 泥岩
古生古储、古生新储

河西务地区

( 务古 1 井等)
武清凹陷 工业油流 C-P O、E Mz 与 Kz 的泥岩 古生古储、古生新储

任丘 ( 任 19、23 等)

留西 － 大王庄
饶阳凹陷

工业油流 E Pt2-3 E 新生元古储

工业油流 E Pt2-3 E 新生元古储

深西、清辉头

河庄、河庄西
深县凹陷

工业油气流 E O E 新生古储

工业油气流 E、C-P O C-P
新生古储

古生古储

荆丘、台家庄 束鹿凹陷 工业油气流 E、C-P O C-P
新生古储

古生古储

( 1 ) 上古自生自储 － 上古及中盖组合

该组合以石炭 － 二叠系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的煤层和暗色泥岩为主力烃源岩。二叠

系石盒子组河道亚相砂体和山西组三角洲分支河道 － 河口坝砂体为储层。上石盒子组上段至

石千峰组大套泥岩是主要的区域封盖层。中生界的河流相杂色泥页岩与暗色泥岩也具一定的

封盖作用。
( 2 ) 新生 － 古储 － 新盖组合

冀中的任丘潜山带已证实了主要以中、新元古界碳酸盐岩为储层的类型组合，该类组合

多构成潜山型油气藏。从孔店组至东营组各生烃岩系可直接披覆于规模和幅度不等的古地貌

潜山山头之上。从发现的碳酸盐岩潜山油气藏来看，油气主要储集在裂缝和溶蚀孔隙中，由

古近系直接覆盖的潜山油源条件要优于新近系直接覆盖的潜山，且奥陶系和中新元古界碳酸

盐岩潜山储集性能明显好于石炭 － 二叠系潜山。
( 3 ) 上古生 － 下古储 － 上古及中盖组合

在冀中坳陷的文安斜坡带 ( 上古生界和古近系混源，下古奥陶系储) 和武清凹陷都已

证实了该组合的存在。该组合中，烃源岩为石炭 － 二叠系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的煤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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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色泥岩，奥陶系顶部古风化壳为储集岩。本溪组铝土岩和上石盒子组上段至石千峰组大套

泥岩是主要的区域封盖层，中生界的河流相杂色泥页岩与暗色泥岩也具一定的封盖作用。
( 4 ) 上古生 － 新储盖组合

该组合以石炭 － 二叠煤系为烃源岩，以新生界为储集层，新生界的膏岩层和多套泥岩是

区域性盖层，运移通道多为断层和不整合面。
( 5 ) 下古自生自储 － 上古盖组合

该组合中，奥陶系上马家沟组和峰峰组灰色泥晶石灰岩、藻石灰岩和泥灰岩为有利烃源

岩，而奥陶系顶面的古风化壳则是有利的储集层。同时风化形成的铝土层及泥质层可作为良

好的盖层。上古生界上石盒子组上段和石千峰组大套泥岩与页岩 ( 厚度达 100 多米) 是很

好的区域性盖层，目前在冀中坳陷还未发现此类型的油气藏。
4. 2 深层油气成藏潜力与勘探方向

通过对冀中坳陷深层沉积构造演化特征、盆地叠加改造、烃源岩演化、生储盖层组合配

置关系的综合研究，认为古生界油气资源潜力较大，成藏类型具有新生古储、新生中储、古

生古储等组合特征。
对于冀中坳陷，无石炭 － 二叠系沉积区主要以新生界烃源岩为主，而有石炭 － 二叠覆盖

区油气一般以混源为主，从而形成了深层古生界 “自生自储”及 “新生古储”等多种油气

成藏类型，构成复式油气成藏系统。现就主要油气藏类型与勘探方向简要阐述:

4. 2. 1 上古自生自储型油气勘探方向

形成上古生界 “自生自储”油气藏首要条件是有一定厚度的上古生界。
霸县凹陷文安斜坡: 勘探证实文安斜坡生储盖组合良好，具备优良油气成藏条件。文安

斜坡存在石炭 － 二叠系有效烃源岩，而且临近霸县富生油凹陷。文安斜坡主要储层是奥陶系

顶部风化带、二叠系下石盒子组及上石盒子组大套砂岩层和古近系砂岩; 奥陶系储层直接盖

层为石炭系本溪组下部 30m 左右的铝土岩; 二叠系储层的区域盖层为上石盒子组上部至石

千峰组大套泥岩，中生界盖层泥岩发育，甚至局部地区有三叠系盖层，总体来说，其盖层条

件好。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断块潜山和披覆构造中，易形成 “新生古储、古生古储”以及

混合型油气藏，已经发现有苏桥潜山与信安镇奥陶系潜山油气藏等。
武清凹陷: 属于油气资源丰富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凹陷。存在有石炭 － 二叠系有效

烃源岩和 Es4 -Es3 两套烃源岩，其中石炭 － 二叠系烃源岩二次生烃中心位于大孟庄洼槽和杨

村斜坡西南段。务古 1 井 ( 武清深洼陷西侧务东断裂上升盘) 与苏 50 井 ( 杨村余款皮东南

部码头构造带) 于奥陶系发现油气流，证实了武清凹陷存在石炭 － 二叠系生奥陶系储的已

知有效的成藏组合。另外，杨村斜坡与文安斜坡具有相似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勘探潜力，面

临富油气凹陷，长期处于油气运移的主要指向上。石炭 － 二叠系可作为烃源岩也可以作为较

好的盖层，石炭 － 二叠系储层上覆有中生界泥岩盖层发育，盖层条件好。可形成奥陶系碳酸

盐岩 “上古生下古储”断块潜山油气藏和二叠系砂岩作为储层的 “自生自储”油气藏。相

对有利油气富集区为大孟庄构造带及武清北构造带，有望找到整装规模油气资源。
束鹿凹陷: 发育古近系与石炭 － 二叠系两套烃源岩，沙三及沙二段膏盐层是气藏保存的

最佳封盖岩类，可形成石炭 － 二叠系自生自储与上古生下古储以及新生古储油气藏。区内已

经发现有台家庄与荆丘奥陶系潜山油气藏。另外，钻遇石炭 － 二叠系的井均见到有油气显

示。
石家庄凹陷: 部分地区有较厚的石炭 － 二叠系烃源岩与中生界盖层，但烃源岩早期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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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高，对晚期成藏不利，但中生界盖层条件较好，故综合评价为远景区。
大城凸起: 石炭 － 二叠系煤系地层埋藏很浅，属于一次生烃区，可勘探煤层气。
综合评价认为 ( 图 2 ) ，上古生界自生自储油气有利成藏区带位于文安斜坡; 较有利成

藏区带位于武清凹陷、杨村斜坡、廊固凹陷东部、晋县凹陷中南部、束鹿凹陷东南部、深县

凹陷东南部部分地区; 远景区带为石家庄凹陷部分地区。

图 2 冀中坳陷主要凹陷上古生界自生自储油气勘探区带评价

Fig. 2 Evaluation of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zone of Upper Paleozoic

authigenic reservoir in major Sag of Jizhong depression

4. 2. 2 新生古储型油气勘探方向

下古生界分布于廊固凹陷、文安斜坡、饶阳凹陷西南部、深县、束鹿凹陷以及保定凹陷

和石家庄凹陷等，其中除了保定凹陷和石家庄凹陷 ( 下古生界之上有侏罗 － 白垩系覆盖) 、

冀中东北部地区和深县凹陷部分地区 ( 下古生界之上有石炭 － 二叠系覆盖) 之外，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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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新生界直接覆盖在下古生界之上，新生界与下古生界接触面积大，并且在没有石炭 － 二

叠系覆盖的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岩溶储层比较发育，储层条件好，就目前勘探的现状也可以看

出，冀中坳陷中南部潜山油气藏多属于无石炭 － 二叠系覆盖的奥陶系潜山油气藏。另外，新

生界发育的厚层泥岩既可以作为好的烃源岩又可以作为好的封盖层，具备了形成新生古储油

气藏的所需条件。
另外，富油气凹陷斜坡区具备充足的油气源条件，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形成新生界为源二

叠系砂岩和奥陶系碳酸盐岩为储的新生古储油气藏，如文安斜坡 ( 图 3 ) 与杨村斜坡等。而

霸县凹陷、廊固凹陷西部、饶阳凹陷任丘地区、徐水凹陷、容城凸起、牛驼镇凸起、宁晋凸

起以及大兴凸起等大部分地区缺失下古生界，造成其新生界直接覆盖在中新元古界上。霸县

凹陷、饶阳凹陷任丘地区以及徐水凹陷古近系直接覆盖在高于庄组与雾迷山组的地区易形成

“新生中新元古界储新盖”潜山油气藏，目前已经发现任丘大型潜山油气田、留西 － 大王庄

油气田与霸县凹陷的莫东中新元古界潜山油气藏等。而容城凸起、牛驼镇凸起、大兴凸起和

宁晋凸起其中新元古界之上为新近系，烃源岩与盖层条件较差，成藏条件差。

图 3 信安镇 － 苏桥潜山带油气成藏模式图［30］

Fig. 3 Model graph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Xin’ an-Suqiao buried hill belt

饶阳凹陷: 为富油气凹陷，可形成 “新生下古储”与 “新生元古储”油气藏。任丘大

型潜山油气田证实了饶阳凹陷存在 “新生元古储”成藏组合，而饶阳凹陷南部部分地区新

生界直接盖在的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岩溶储层，易形成 “新生古储”油气藏。
霸县凹陷: 为富油气凹陷，发育新生界与石炭 － 二叠系两套烃源岩，分别有古近系直接

覆盖在中新元古界、奥陶系与石炭 － 二叠系上，易形成 “新生元古储”、“新生古储”与石

炭 － 二叠系 “自生自储”等油气藏。
深西地区: 古近系直接盖在的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岩溶储层，易形成 “新生古储”油气

藏，已发现有清辉头、深西断阶潜山复式油气富集带。
晋县凹陷: 发育石炭 － 二叠系剥蚀缺失的断阶潜山，溶孔较为发育，为古近系生油岩所

覆盖，其 Ek2 + 3 与 Es4 -Es1 段发育的膏盐层是很好的盖层，易形成 “新生古储”油气藏，如

赵县、高村与坊珊潜山等。
通过烃源岩生烃潜力、生储盖配置关系及其保存条件分析，对冀中坳陷 “新生下古储”、

“新生元古储”油气成藏区带进行了评价 ( 图 4 ) 。对新生下古储而言，勘探有利区位于文

安 － 杨村斜坡、廊固凹陷东部、蠡县凸起南部、刘村 － 深泽凸起、饶阳凹陷和深县凹陷部分

地区; 较有利勘探区位于束鹿凹陷、晋县凹陷的西部及深县凹陷部分地区，勘探远景区位于

大厂凹陷。对新生元古储而言，勘探有利区位于饶阳凹陷北部; 较有利勘探区位于 霸 县 凹

陷、徐水凹陷、廊固凹陷西部及饶阳凹陷南部，勘探远景区位于大兴凹陷、容城凸起、牛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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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冀中坳陷主要凹陷新生古储潜山型油气勘探区带评价

Fig. 4 Evaluation of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zone of paleo-storage of

newborn buried hill hydrocarbon reservoir in major Sag of Jizhong depression

镇凸起、宁晋凸起。

5 结论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基本认识:

( 1 ) 盆地的构造演化，即原型盆地的叠加、改造过程是深层 ( 古生界和元古宙) 油气

成藏的基本条件和主控因素; 有效烃源岩和油气保存条件是评价和预测不同类型油气成藏区

带的两个关键因素。
( 2) “古生界自生自储型”与 “新生古储潜山型”是冀中坳陷深部油气勘探的两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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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域，具有巨大的油气潜力; 并指出和评价了其不同类型的油气成藏区带，为研究区新层

系油气资源勘探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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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OF THE DEEP OIL-GAS RESERVIOR-FORMING
AND EXPLOITATION DIRECTION IN JIZHONG DEPRESSION

ZHANG Lin-yan1 ，FAN Kun2 ，HUANG Chen-jun3 ，MENG Qin-wei4 ，LIU He-fu5

( 1. 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CAGS，Beijing 10008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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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u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Wuxi 214151，China;

4.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Beijing 100037，China;

5.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tectonic evolution and superimposing-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prototype basin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deep layer of Jizhong
depression． Effective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and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of oil and gas are the two
key factors for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The modes
of“Paleozoic auto-genous and auto-reserved”and “new bed-generating and old bed-storing buried
hill-type”are the most important two potential fields of deep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in Jizhong
depression．
Key words: Jizhong depression; deep oil and gas; reservoir types; reservoir-forming potential;
exploita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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