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卷 第 1期

2009年 3月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SedimentaryGeologyandTethyanGeology　　　

Vol.28 No.4
Mar.2009

文章编号:1009-3850( 2009) 01-0027-05

蒙古国东戈壁盆地万利特凹陷石油地质新认识

刘传鹏
1, 2
, 李晓清

2
, 杨慧臣

2

( 1.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2.中国石化股份胜利油田分公司 东

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东营　257000)

收稿日期:2008-04-15;改回日期:2008-06-04
作者简介:刘传鹏, 男, 高级工程师,博士生, 主要从事油气地质勘探与开发工作。 Tel:( 0546) 8688678

摘要:万利特凹陷是蒙古国东戈壁盆地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凹陷,此前, 因勘探程度低, 凹陷内部的地层层序和构造层

不清楚,含油气远景不被看好。通过近期在凹陷内的一口深探钻井, 对该凹陷的石油地质情况有了新的认识:万利

特凹陷与二连盆地 、宗巴音凹陷具有相同的地层层序,凹陷的主体沉积为下白垩统陆相沉积, 与邻近的宗巴音凹陷

一样,具有较好的含油气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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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万利特凹陷位于蒙古国东戈壁盆地的西南部,

东部紧邻宗巴音凹陷,面积约 2400 km
2
(图 1)。

万利特凹陷油气勘探工作开始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先后完成了 1∶10万和 1∶2.5万地质调查, 区

域重力普查和磁法勘探 。地震勘探开始于 1991年,

1993 ～ 1999年, 完成了二维地震勘探测线 33条, 长

度约 1200km,测网密度为 1.5×4.5 ～ 8×10km。

万利特凹陷边缘区从 1950年开始钻探,到 2005

年共完钻浅井 15口, 其中西南部浅井 11口,最深的井

只有 625m;东南部钻浅井 1口 。从地震资料分析这

些井均分布于凹陷边部的凸起上, 没有钻遇可能具

有良好含油气远景的下白垩统沉积层。

前苏联和澳大利亚 ROC公司在对蒙古国东戈

壁盆地的勘探期间,只把钻探重点集中在东部的宗

巴音凹陷,一直未对万利特凹陷开展有效的勘探,也

未在凹陷内部钻探井。

澳大利亚 ROC公司的研究人员, 根据地震 、凹

陷边缘的钻井资料认为:①万利特凹陷内没有下白

图 1　蒙古国东戈壁盆地主要凹陷分布

Fig.1　DistributionofmajordepressionsintheDornogobi

Basin, Mongolia

垩统,凹陷沉积主体为侏罗系 (图 2);②油气勘探主

要目的层系为侏罗系和上白垩统;③主要烃源层为

侏罗系夏宁组 、咯马库夫组;④相对于邻近的宗巴音

凹陷丰富的下白垩统油气资源, 万利特凹陷的含油

气远景不被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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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万利特凹陷与宗巴音凹陷地质剖面 (据 ROC公

司 )

1.基底;2.下白垩统;3.侏罗系;4.上白垩统

Fig.2　GeologicalsectionacrosstheUnegtandZuunbayan

depressions(afterROCCompany)

1=basement;2 =LowerCretaceous;3 =Jurassic;4 =

UpperCretaceous

2　油气地质特征

2006年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胜公司在万利特

凹陷内部 (靠近东北部斜坡 )钻了一口深探井—万

利特 1井, 井深 2900m。通过该井岩心的观察与研

究, 对万利特凹陷有了新的认识。

2.1　地层时代确定

1.下白垩统宗巴音组的确认

万利特 1井 880.00 ～ 1598.00m段岩性以厚层

深 灰 色 /灰 色 泥 岩 、 砂 质 泥 岩 为 主;

1598.00 ～ 1809.50m岩性以深灰色 /灰色泥岩 、砂质

泥岩为主 。其中 966 ～ 1844m发现有较丰富的孢粉

化石,根据其属种含量变化特征,划分出三个组合:

( 1) 966.00 ～ 1096.00m以被子植物花粉为主,

裸子植物花粉次之, 蕨类孢子较少 。被子植物花粉

以桤木粉属 、变形桤木粉 、桦粉属 、拟桦粉属 、拟榛粉

属等桦科花粉和壳斗粉属为主,网面三沟粉属 、三沟

粉属 、三孔沟粉属等含量较高;裸子植物花粉中单束

松粉属 、云杉粉属 、双束松粉属等松科花粉和杉粉

属 、破隙杉粉含量较高。以被子植物花粉占优势的

组合,在晚白垩世和古新近纪常见, 裸子植物花粉

中, 也出现一些古老松柏类, 这些分子在白垩纪较繁

盛
[ 2]
。因此,该孢粉组合的时代属早白垩世晚期-晚

白垩世早期。年代地层为上白垩统 。

( 2) 1096.00 ～ 1606.00m为单缝类孢子 -海金砂

科-松科组合 。其特征为裸子植物花粉明显高于蕨

类孢子,被子植物花粉仅零星见到,裸子植物花粉中

以单束松粉属 、云杉粉属 、双束松粉属等松科花粉为

主,古老松柏类分子明显增多, 拟云杉粉属 、冠翼粉

属 、四字粉属 、二连粉属 、原始松粉属 、假瓦契杉粉属

等均较多出现。蕨类孢子中光面单缝孢属 、粒面单

缝孢属 、瘤面单缝孢属等单缝类孢子含量最高,其次

为海金砂科和新叉瘤孢属。海金砂科分子有海金砂

孢属 、瘤面海金砂孢属和无突肋纹孢属等 。另外,还

见有少量的三角孢属 、膜环弱缝孢属等 。本组合中

海金砂科占有较高的比例, 还见有膜环弱缝孢属,这

些都是白垩纪的典型分子
[ 3]

,与宗巴音凹陷的 光面

单缝孢属-刺毛孢属 -非均饰孢属-松科组合和克拉梭

粉属-无突肋纹孢属组合可以对比,相当于下白垩统

的上宗巴音组和下宗巴音组上段;与二连盆地的连

参 1井早白垩世孢粉组合也可以对比, 相当于巴彦

花组中段上部。

( 3) 1606.00 ～ 1844.00m为苏铁粉属 -古老松柏

类 -周壁粉属组合 。组合特征为裸子植物花粉占绝

对优势,蕨类孢子较1096.00 ～ 1606.00m明显减少。

该组合以蕨类孢子含量明显少于上一组合,且古老

松柏类分子更为丰富, 其中原始松粉属 、拟云杉粉

属 、拟瓦契杉粉属 、冠翼粉属较多且连续出现,二连

粉属 、古松柏粉属 、假松粉属 、脑形粉属等常见,周壁

粉属 、苏铁粉属较上一组合有所增加 。该组合与宗

巴音凹陷的 “苏铁粉属 -有孔孢属-古老松柏类组合”

可以对比,相当于下白垩统的下宗巴音组中下段,与

二连盆地的腾格尔组 “苏铁粉属 -古老松柏类组合”

也可以对比 。

印支运动后,蒙古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进入内

陆演化,白垩纪盆地广泛分布于蒙古国南部
[ 1]
。

根据以上三个生物孢粉组合可以判定万利特 1

井 966.00 ～ 1844.00m井段存在下白垩统宗巴音组

(图 3) 。

2.下白垩统查干组的确认

万利特 1井 1809.50 ～ 2900.00m井段岩性以

杂色 /紫红色细砾岩 、砾状砂岩 、含砾砂岩为主夹紫

红色泥岩 、砂质泥岩。在 1844 ～ 2204m井段见到较

丰富的孢粉化石, 可建立云杉粉属-克拉梭粉属 -皱

球粉属 -古老松柏类组合, 组合中裸子植物花粉占绝

对优势,蕨类孢子少见 。裸子植物花粉中以松科为

主,云杉粉属含量明显增高, 古老松柏类分子次之;

克拉梭粉属明显增高,周壁粉属含量明显减少,皱球

粉属含量高 。

该组合与二连盆地的阿尔善组的克拉梭粉属高

含量组合和无突肋纹孢属-光面三缝孢属 -皱球粉属-

原始松柏粉属组合"大致可以对比
[ 3]

, 可以确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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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万利特凹陷特 1井岩性柱状剖面

1.泥岩;2.灰质泥岩;3.砾岩;4.砂砾岩;5.沙质泥岩;6.泥质砾

岩

Fig.3　LithologiccolumnthroughtheT1 wellintheUnegt

depression

1 =mudstone; 2 =limemudstone; 3 =conglomerate;

4=sandstoneandconglomerate; 5 =sandymudstone;

6=muddyconglomerate

为下白垩统查干组 (表 1) 。

2.2　地震层序特征

万利特凹陷内没有钻探深井之前, 凹陷的主体

地质时代存在不同看法,盆地的地层层序尚不清楚 。

通过新钻井的古生物资料,以及地震反射特征的对

比分析,可以判定万利特凹陷的主体沉积为下白垩

统 。通过与宗巴音凹陷
[ 5]
和二连盆地的对比,可以

确定万利特凹陷和宗巴音凹陷 、二连盆地具有相似

的构造演化史和沉积发展史 。万利特凹陷可划分为

四大构造层
[ 6]
:古生界 (基底 )构造层 、侏罗系构造

层 、下白垩统构造层和上白垩统 —第四系构造层

(图 4) 。

图 4　万利特凹陷构造层划分

Fig.4　DivivionofthestructuralsequencesintheUnegt

depression

　　古生界 (基底 )构造层为强变质程度的变质岩

系,在地震剖面上为一套杂乱反射,与上覆地层呈高

角度不整合接触;侏罗系构造层为一套河湖交互沉

积的含煤建造,在地震剖面上特征为上 、下均为高角

度不整合接触,内部反射特征变化大,煤系地层多为

强振幅 、高频 、连续反射,河流相碎屑岩地层多为杂

乱反射;下白垩构造层为断陷湖盆沉积,地震剖面特

征为上 、下均为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反射层强振幅 、

中高频 、连续性好;上白垩统 —第四系构造层为凹陷

发展期,沉积范围不受断陷期湖盆的控制,地震反射

特征以中低频 、中弱振幅 、弱连续反射, 顶部普遍被

削蚀,底部与下伏地层呈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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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万利特凹陷与二连盆地白垩系孢粉组合对比

Table1　CorrelationoftheCretaceoussporopollenassemblegesfromtheUnegtdepressionandErenBasin

系 统 组 段 万利特凹陷 二连盆地 段 组 统 系

白

垩

系

上

统

下

统

上宗巴音组

下宗巴音组

查干组

上段

中段

下段

二段

一段

海金砂科-苏铁粉属-皱球

粉属-三沟粉属

光面单缝孢属-刺毛孢属-

非均饰孢属-松科

克拉梭粉属-无突肋纹孢

属

苏铁粉属-有孔孢属-古老

松柏粉类

拟套环孢属-光面三缝孢

属-凹边瘤面孢属-克拉梭

粉属

希指蕨孢属-三花粉属-高腾粉属-三孔沟

粉属

光面单缝孢属-有突肋纹孢属-被子类花粉

无突肋纹孢属-克拉梭粉属-单 、双束松粉

属

苏铁粉属-古老松柏粉类

拟套环孢属-凹边瘤面

孢属-膜环弱缝孢属
克梭粉属含量高

无突肋纹孢属-光面三缝孢属-皱球粉属原

始松柏粉属

二段

一段

三 、四段

一 、二段

二连达

布苏组

赛汉组

腾格尔组

阿尔善组

上统

下统

白

垩

系

2.3　地层层序特征

1.烃源岩特征

万利特凹陷内未钻特 1井前,前人据凹陷周边

凸起上的钻井结果认为万利特凹陷内沉积主体为侏

罗系 。因侏罗系的烃源岩在邻近凹陷是不发育的,

故认为万利特凹陷烃源岩不发育, 含油气远景不被

看好 。通过特 1井的钻探, 确定了凹陷内沉积主体

是下白垩统。万利特凹陷下白垩统查干组属于断陷

湖盆沉积的早期,以粗碎屑充填沉积为主;中晚期发

育滨浅湖相,局部地区发育较深湖相沉积,形成了凹

陷内第一套烃源岩
[ 4]
。早白垩世下宗巴音期属断

陷湖盆沉积的中期,是在查干期湖盆发育的基础上,

湖水进一步加深,湖相沉积达到了鼎盛期,凹陷大部

分地区则为浅湖相 ～较深湖相沉积,形成了凹陷内

第二套烃源岩 。

从特 1井钻探情况来看, 下白垩统查干组

( 1809.50 ～ 2900.00m)为一套扇三角洲平原沉积,

不发育 烃源岩 。下白垩 统下宗 巴音组上 段

( 880.00 ～ 1598.00m)为半深湖相沉积, 岩性以灰色

泥岩 、粉砂质泥岩为主, 暗色泥岩在整个地层中所占

比例达70%,具备了烃源岩发育的有利条件。而下

宗巴音组下段则演变为扇三角洲前缘及前三角洲沉

积
[ 5]

, 砂质沉积物增多, 发育烃源岩的条件变差, 但

局部层段发育有单层厚度近 40m的深灰色泥岩, 有

可能为一套较好的烃源岩。

2.储层特征

万利特凹陷的储集层主要为下白垩统查干组及

下宗巴音组扇三角州的长石岩屑砂岩, 上 、下白垩统

的湖相沉积层为良好盖层。砂岩中石英含量 25%,

磨园度较差,一般呈次棱角状;长石主要包含钾长石

及斜长石,总量在 35%左右;岩屑的含量较多,成分

比较复杂,主要为喷出岩屑 、动力变质岩屑等,岩屑

含量在 40%左右, 岩屑的形状比较规则,多近于等轴

状 。砂岩中胶结物主要为泥质和化学胶结物。泥质

颗粒多被铁质浸染,常见到环颗粒边缘发育;化学胶

结物包含方解石 、铁方解石及硬石膏, 含量变化较

大 。

根据薄片 、电镜等资料,查干组砂岩压实作用较

强,面孔率较低, 以次生溶蚀孔隙为主, 且孔隙内次

生石英 、方解石 、方沸石 、粘土等较多,进一步缩小了

孔隙。除查干组储集层之外,上 、下宗巴音组扇三角

州砂体也是重要的储油层,已经在邻近的宗巴音凹

陷发现了较多的油藏,与查干组储层相比,宗巴音储

层埋藏变浅,物性逐渐变好,椐宗巴音凹陷已发现的

油藏可知,为中孔中低渗透储层 (特 1井没有取到

宗巴音组储层的资料 ) 。

总体评价万利特凹陷的下白垩统储集层为中低

孔中低渗储层。

2.4　油气资源远景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宗巴音凹陷油气资源量

约为 ( 1.0 ～ 1.5) ×10
8
t。万利特凹陷勘探面积达

2400km
2
,比宗巴凹陷 ( 1800km

2
)大, 而万利特凹陷

与宗巴音凹陷具有相同的沉积层序和岩性组合, 可

以推测万利特凹陷的油气资源潜力可能比宗巴音凹

陷大。

在凹陷斜坡带完钻的特 1井在下白垩统查干组

1769 ～ 1804m井段录井和井壁取心见到油斑显示,

电测解释油层两层5.3m,差油层 1层 9.6m。射孔压

裂试油后已经见到油花。虽然特 1井只钻在万利特

凹陷的斜坡上,没有钻在凹陷中心,具体的生油指标

30



2009年 ( 1) 蒙古国东戈壁盆地万利特凹陷石油地质新认识

不好,但万利特凹陷具有生油条件 、储集条件 、盖层

保存条件,随着不断的钻探研究,其良好的含油气远

景定会逐步显现出来。

3　结　论

( 1)万利特凹陷沉积有下白垩统查干组 、下宗

巴音组和上白垩统,凹陷沉积主体为下白垩统。

( 2)万利特凹陷下宗巴音组在 1250m以下已进

入成熟演化阶段,在深凹处或下宗巴音组 、查干组沉

积中心发育具有一定生烃规模的烃源岩 。

( 3)储集层以下白垩统宗巴音组 、查干组砂岩

为主 。总体评价万利特凹陷的下白垩统储集层为中

低孔中低渗储集层 。

( 4)万利特 1井已经钻遇油气显示, 万利特凹

陷与宗巴音凹陷 、二连盆地一样,在下白垩统具有重

要的含油气远景。

( 5)万利特凹陷主要钻探目的层系与宗巴音凹

陷相似,为下白垩统的宗巴音组和查干组 。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丘东洲教授的指导和

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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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progressinpetroleum geologyoftheUnegtdepressioninthe
DornogobiBasin,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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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Xiao-qing2, YANGHui-chen2

( 1.InstituteofGeologyandGeophysics,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29, China;2.ShengliOilField

Company, SINOPEC, Dongying257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TheUnegtdepressionisalargerdepressionintheDornogobiBasin, Mongolia.Thedepressionhaslong

beenlessprospectivefortheoildepositsbecausethestratigraphicandstructuralsequencesarelessstudiedinthis

region.NewresultsofresearchinthisstudyshowthatliketheadjacentZuunbayandepressionandErenBasin, the

mainpartoftheUnegtdepressionconsistoftheLowerCretaceouscontinentaldeposits, andthusmaybeofgoodoil

potential.

Keywords:Unegtdepression;organicassemblage;stratigraphicsequence;sourcerock;reservoir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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