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下辽河坳陷青龙台地区辉绿岩油气藏的确定 

及其意义*
 

王震宇 1，吴昌志 1，陈振岩 2，顾连兴 2，李  军 2，杨光达 2
 ，赵  明 1

 

（1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2 中油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辽宁 盘锦 124010） 

 

世界上许多生产石油的盆地，特别是位于汇聚板块边缘和裂谷地区的盆地，均发现有火山岩和潜火山

岩。有研究表明，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对烃源岩中有机质的热演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Galushkin，1997；

Othman et al.，2001；Monreal et al.，2009），其低孔低渗特性还可以作为油气藏的盖层，并可引发构造上

和地层上的变化形成有利的油气圈闭 (Wu et al.，2006；Filho et al.，2008；Wu et al.，2010)。辽河油田的

地质工作者于 1977年首次在层状的火山岩中发现了高产量的油气藏(Chen et al.，1999)。自此，在下辽河

坳陷，特别是东部凹陷，越来越多与岩浆岩有关的油气藏相继被发现和报道。 

青龙台油气藏位于下辽河坳陷东部凹陷北段的青龙台地区，该油气藏发现于 2000年，日产油 31.96 t，

日产气 7856 m
3，面积为 1.3 km

2，已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为 75×10
4
 t。最近，作者等对该油田钻井岩芯作

了系统观察和薄片研究，并对其油气成藏机制做了初步的研究。 

 

 

 

 

青龙台地区侵入岩体地震发射特征整体表现为低频、强振幅和连续的强反射，岩体以较大的角度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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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龙台辉绿岩产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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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沉积层内，对下部地层产生强烈屏蔽作用，且在沙三段地层中具有明显的穿时现象。岩体的地震相主要

具楔状、蚯蚓状反射或“S”形反射特征。纵横上均可分为三段式，纵向上包括顶底蚀变变质段、上下过渡

段和中心段，过渡段地震特征表现为以强振幅与顶底变质段接触，中心段地震特征同过渡段。横向上中心

亚相地震特征表现为低频强振幅，过渡亚相表现为板状低频强振幅，边缘亚相顶底特征不明显，反射层似

有减薄的趋势。 

与油气密切相关的青龙台辉绿岩呈顺层状侵位于古近纪沙河街组第三段烃源岩中，沿茨东断层展布，

主要分布在龙 606井区和龙 63井区，位于茨东断层与牛青断层之间，主要呈现三个厚度中心，分别为房 4

井区、龙 63井区和龙 606井区，房 4井区和龙 63井区侵入岩厚度在 100 m左右，龙 606井区侵入岩厚度

大于 190 m（图 1）。 

青龙台岩体中心相辉绿岩为深灰到绿黑色，受后期蚀变影响，手标本上辉石和斜长石斑晶边界因蚀变

作用而变模糊，在龙 47-253和龙 607井的岩芯中的辉绿岩发生了明显的浸染状黄铁矿化。辉绿岩在显微镜

下可见明显的辉绿结构，主要矿物为斜长石（50%）、普通辉石（40%～45%）并含有少量榍石、磁铁矿、

磷灰石等副矿物。辉石普遍发生绿泥石化，而长石常受绢云母化、高岭土化和碳酸盐化。中心相辉绿岩孔

隙以构造裂缝和溶蚀孔缝为主，其中构造裂缝占 33%，溶蚀孔缝占 30%，表明次生储集空间是辉绿岩的主

要储集空间类型。岩体其它相带因无钻孔岩芯而未观察。但青龙台地区的测井曲线表明，辉绿岩的储层物

性参数以中心相最佳，过渡相次之，而边缘相和其外的变质相最差。 

青龙台辉绿岩中的油气主要富集于岩体的中心相部位，少量位于岩体的边缘相部位（图 1）。辉绿岩由

于侵位浅、体积小而冷却快，一般只形成少量的晶间孔、解理缝和冷凝收缩缝等原生孔隙。但岩体侵位深

度变深，体积变大时，特别是侵位于高地温梯度的火山岩盆地时，岩体发生由外向内的缓慢冷却，挥发份

等也因较大的围岩压力无法逸散并而向岩体中心相聚集。在岩浆期后的冷却结晶过程中，这些挥发份必然

对早期结晶的矿物，如辉石、斜长石进行强烈的交代蚀变作用。经历强烈蚀变作用的岩石一方面会形成一

些溶蚀孔隙，另一方面由于强度明显下降, 更容易在后期构造运动中发生破碎、变形和进一步的溶蚀（陈

振岩等，2002；Wu et al.，2006）。 

在辉绿岩体的边缘相，由于岩体直接和冷的围岩接触，岩浆发生淬冷而形成致密的细粒结晶的岩石，

而在岩体与围岩的外接触带，由于岩浆的热烘烤作用，沙三段碳质泥岩均发生角岩化而更加致密。因此，

岩体的边缘相和接触变质带又可以作为侵入岩中心相油气藏的良好封闭层。在后期二次排烃过程中，伴随

着构造运动，岩体边缘相和过渡相易发生脆性破碎而形成油气的良好通道，使得油气注入到孔隙较为发育

的辉绿岩中心相，并得以保存，最终形成圈闭于辉绿岩中心的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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