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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曼盆地发育多套成藏组合，油气资源丰富。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盆地内古生界和中生界成藏组合，对新生

界成藏组合研究较少。结合区域构造演化、烃源岩分布、埋藏史等资料，以原油组分、岩心、测井和地震等资料为基

础，对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Umm Er Radhuma组碳酸盐岩储层开展研究，分析其储层特征、生烃来源、运移途径、成

藏特征，建立成藏模式，探讨其成藏主控因素。结果表明：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Umm Er Radhuma组碳酸盐岩储层

埋藏浅、压实作用弱、孔隙发育，上部Rus组石膏层为其盖层，储盖条件优越；烃源为白垩系Natih组富含有机质的泥

灰岩，生烃中心位于工区东部法胡德盐盆内。岩心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工区内烃源并未成熟，Umm Er Radhuma组
油藏原油是法胡德盐盆烃源生烃后沿断层和不整合面向上、向西运移而来；白垩系顶部不整合面、溶蚀断裂塌陷通

道及局部微构造是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Umm Er Radhuma组碳酸盐岩油气成藏的关键因素，具有断裂沟通、沿不整

合面运移、局部微构造控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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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Paleogene carbonate

reservoir，north of Om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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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ch in hydrocarbon resource，Oman Basin develops multiple set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The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ource-reservoir assemblages in the Paleozoic and Mesozoic reservoirs，but less on those in
Cenozoic reservoirs. In this paper，the Paleogene Umm Er Radhuma carbonate reservoir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had
been studied to analyze th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hydrocarbon resource，migration path，and accumulation features and
establish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patterns to discuss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based on data about crude oil composi⁃
tion，core，logging，and seismic combined with documents on regional tectonic evolution，source rock distribution and burial
history. The results show the favorable reservoir-cap conditions. On one hand，the Paleogene Umm Er Radhuma carbonate
formation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is buried shallowly and compacted weakly with developed po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s gypsum horizon in the upper part can be used as the high-quality caprock. Also，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 hy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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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source is the organic-rich marl in the Cretaceous Natih carbonate formation and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center
is located in the Fahud salt basin in the eastern work are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ochemical analysis of core，the hydro⁃
carbon source in the work area is not mature；the crude oil in the Umm Er Radhuma carbonate reservoir is from the Fahud
salt basin in which the generated hydrocarbon is migrating upwards and westwards along the fault and plane of unconformi⁃
ty. The plane of unconformity on top of the Cretaceous system，the collapse channel of dissolution fault，and local micro⁃
structure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the Paleogene Umm Er Radhuma carbonate reservoir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fault communication，migration along the plane of unconformity，and local
microstructure in control”.
Key words：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carbonate；plane of unconformity；fault system；Paleogene；Oman
Basin

海相碳酸盐岩油气资源丰富，中外学者对海相

碳酸盐岩储层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认为影响海相

碳酸盐岩油气富集的主要因素包括：储层发育程度

与连通性、断裂系统分布、油气运移方向与通道、成

藏时间及成藏期构造格局等［1-4］。断裂系统、不整合

面等因素不仅影响储层质量，而且作为油气运移的

有效通道，对油气聚集成藏产生较大影响，纵向上

控制油气富集层位，平面上影响油气富集区带［5-12］。
阿曼盆地油气资源丰富，主要含气层系为古生

界二叠系和寒武系—奥陶系的碎屑岩地层，主要含

油层系为白垩系和侏罗系的碳酸盐岩地层，前人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古生界和中生界的成藏组合。近

年来中国石油公司在阿曼盆地北部工区首次发现

了新生界古近系 Umm Er Radhuma组（以下简称

UeR组）碳酸盐岩油藏，但对其油气成藏过程、成藏

特征及主控因素均不甚清楚，而实际上该区构造变

化和油气运移过程复杂，严重制约了下一步勘探开

发工作。笔者结合阿曼盆地构造演化、烃源岩分

布、埋藏史等资料，利用工区内原油组分、岩心、测

井和地震等资料对古近系UeR组碳酸盐岩油气成

藏特征及主控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其成藏过程，以

期为下步勘探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1 区域地质特征

阿曼盆地位于阿拉伯板块东南部，临近伊朗和

非洲板块，绝大部分位于阿曼境内，向南延伸至也

门，向北延伸至阿联酋和伊朗，面积约为 15.3×104
km2。阿曼盆地北部以阿曼山前缘推覆体为界，南

部以阔若隆起为界，东部以侯格夫隆起为界，西部

边界与著名的鲁卜哈利盆地接壤，具有“四隆三盆”

的特征。从北到南分别发育费胡德盐盆、哈巴盐盆

和南阿曼盐盆，这些盐盆是阿曼盆地最重要的油气

产区；其他构造单元包括：莱克威尔隆起、苏雷纳赫

前渊、卜塔布欧—皂里耶隆起、中阿曼台地、侯格夫

隆起、东翼区、胡丹—哈斯法赫隆起等，这些构造单

元将盐盆分开或位于盐盆的翼部［13-16］（图1）。

图1 阿曼盆地构造分区与研究区位置

Fig.1 Structures of Oman Basin and location of work area
1.1 构造演化特征

阿曼盆地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其发育始于前

寒武纪的克拉通裂谷，随后于古生代演化为内陆凹

陷；中生代随着冈瓦纳大陆的解体而发展成为被动

大陆边缘盆地；晚白垩世—新近纪，由于阿曼山的

逆冲推覆作用，在盆地东北部形成前陆盆地。前后

共经历了 6个主要阶段［16-19］：①前寒武纪—寒武纪

早期同裂谷演化阶段（距今 930∼654 Ma）。在阿拉

伯板块内北西—南东走向的纳吉得断裂带左旋应

力场和扎格罗斯构造带右旋应力场的共同作用下，

阿曼境内发育多个盐盆，盐盆内广泛分布富含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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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烃源岩沉积物和盐岩，盐岩的后期运动和部分

溶解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盐盆内的构造形态。②
寒武纪—志留纪克拉通内拗陷阶段（距今 654∼550
Ma）。随着裂谷活动的停止，阿曼盆地经历了一次

大的断裂构造活动，盆地再次伸展拗陷，形成了由

海进和海退沉积序列组成的 6个沉积旋回，发育一

套陆相碎屑岩。③泥盆纪—石炭纪前陆盆地演化

阶段（距今 550∼404 Ma）。冈瓦纳大陆北部被动大

陆边缘变为活动大陆边缘，特提斯板块俯冲其下或

是仰冲至冈瓦纳大陆，造成了阿拉伯板块大范围

（包括阿曼盆地）的隆升和剥蚀，早志留世—晚石炭

世地层严重剥蚀。④晚石炭世—早三叠世克拉通

内拗陷阶段（距今 404∼310 Ma）。挤压和热穹隆作

用随着海西事件的结束而停止，阿曼盆地又回到了

拉张和轻微沉降的构造背景下，沉积作用重新开始。

受板块运动影响，阿拉伯半岛南部漂移至中纬度地

区，直到早二叠世末，区域性微沉降与低纬度地区

之间的板块运动相互作用，在阿曼盆地形成了广泛

的浅海相灰岩、白云岩和页岩沉积。⑤三叠纪—晚

白垩世被动大陆边缘演化阶段（距今 310∼230 Ma）。

这一时期，整个阿拉伯板块北缘形成和发育了宽广

稳定的碳酸盐岩台地，广泛沉积了均一性良好的碳

酸盐岩、页岩和蒸发岩，发育了完整的多套生储盖

组合，形成了阿拉伯板块最重要的含油气单元。⑥
晚白垩世—新近纪前陆盆地演化阶段（距今 230 Ma
至今）。在晚白垩世，逆冲推覆体与蛇绿岩复合体

向西南方向被挤压到阿曼被动大陆边缘北东翼上，

阿曼山开始隆起，持续的俯冲和区域性挤压导致前

陆盆地发育。在坎帕阶—早麦斯里西特阶，欧亚板

块向南持续插入引起地壳下降、物质快速沉积，造

成北阿曼盐盆的扩张；在晚麦斯里希特阶，阿曼盆

地变形终止。古新世—始新世阿曼盆地相对稳定，

直到早渐新世由于欧亚板块和阿拉伯板块碰撞造

成的第 2次阿尔卑斯运动开始，盆地的沉积作用才

得以终止。

1.2 沉积充填特征

阿曼盆地不同时期的沉积与构造活动密切相

关，总的来看，古生界盆地以海相、海陆过渡相的碎

屑岩沉积为主，中生界到新生界中期以海相碳酸盐

岩沉积为主，新生界中晚期为陆相碎屑岩沉积。前

寒武纪—寒武纪早期，阿曼盆地内发育的盐盆沉积

了浅海碳酸盐岩、碎屑岩和蒸发岩，最早的碎屑岩

沉积为冰川碎屑岩。晚奥陶世—早志留世和晚石

炭世—早二叠世，盆地内又沉积了两期冰川沉积

物。泥盆纪—石炭纪，阿拉伯板块向北移动导致阿

曼盆地发生轻微挤压，淡水被冰体阻塞造成盐的溶

解。晚二叠世—古新世，新特提斯洋张开，阿曼盆

地所在的阿拉伯板块北缘发育成为被动大陆边缘，

形成了广泛的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发育稳定的碳酸

盐岩和泥岩。晚白垩世，随着阿曼山隆起，阿曼盆

地北缘形成快速沉降的前陆盆地，发育一套稳定分

布的碳酸盐岩、白云岩和膏岩。晚中新世，阿拉伯

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达到顶点，阿曼盆地发生隆

升，海相沉积环境被陆相沉积环境所替代［18-19］（图

2）。

1.3 含油气系统分布特征

阿曼盆地具有良好的生储盖条件，盆地内主要

发育 4套烃源岩、7套盖层和 12套储层，组成了 5套
较大的含油气系统［17-21］（图 3）：①寒武系—奥陶系

Huqf含油气系统。烃源岩为前寒武系—寒武系

Huqf群页岩和沥青质白云岩，储层为寒武系Huqf
群、奥陶系Haima群碎屑岩，盖层为寒武系Ara组膏

岩层。Huqf群烃源岩是阿曼盆地最重要的烃源岩，

在盆地内广泛分布，埋藏深，目前已进入生气窗口。

该套含油气系统是阿曼盆地主要的产气层系。②
寒武系Dhahaban含油气系统。烃源岩为Ara组膏岩

层中的 Dhahaban泥页岩，所生成的原油也被称为

“Q”油。Dhahaban烃源岩在阿曼盆地广泛分布，生

成的原油具有“早期垂向运移，后期长距离横向运

移”的特点，其含油气组合在阿曼盆地各盐盆中各

不相同：在南阿曼盐盆，储层为二叠系Gharif组碎屑

岩，其上Khuff组致密灰岩为盖层，以气藏为主；在

中部哈巴盐盆和北部法胡德盐盆，储层为白垩系

Shuaiba组碳酸盐岩层，上部 Nahr Umr组泥岩为盖

层，主要为油藏。③奥陶系 Safiq含油气系统。烃源

岩为奥陶系 Safiq组海相页岩，储层为二叠系Haushi
群碎屑岩，盖层为其内部的页岩层。该套含油气系

统在阿曼盆地分布范围有限，仅在盆地西部有发

现。④侏罗系—白垩系Diyab含油气系统。烃源岩

为侏罗系Diyab组沥青质灰岩。该套烃源岩在阿曼

盆地没有分布，而是分布在盆地西部的鲁卜哈利盆

地内（主要分布在沙特和阿联酋境内），储层为白垩

系 Shuaiba组碳酸盐岩，其上 Nahr Umr组泥岩为盖

层。阿曼盆地西部莱克威尔隆起带大部分油田白

垩系 Shuaiba组油藏即属于此套含油气系统。⑤白

垩系Natih含油气系统。白垩系Natih组从上至下分

为A—G共 7段，其中Natih—B富含有机质的泥灰岩

地层为烃源岩层；储层包括各段的生物碎屑灰岩，

盖层为上部 Fiqa组泥岩。该套含油气系统是阿曼

盆地北部最重要的含油气系统之一，具有典型的自



·50· 油 气 地 质 与 采 收 率 2021年1月

生自储特征。

2 油气成藏条件

阿曼盆地北部已有 2口井在UeR组油藏投产，

原油品质好，具有低密度、低黏度、低含硫特征：地

层原油密度平均约为 0.764 g/cm3，为轻质原油；地层

原油黏度为 1.008~1.66 mPa·s，平均值为 1.126 mPa·
s，流动性好；原油含硫量为 0.08%~0.21%，平均值为

0.17%，为低含硫原油。

图2 阿曼盆地地层综合柱状图（据文献［18］修改）Fig.2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Oman Basin（Modified by Reference［18］）



第28卷 第1期 陈 杰等.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碳酸盐岩油藏成藏特征及主控因素 ·51·

录井、测井和测试显示UeR组油藏油气显示具

有明显的分区性。工区东部和西部油气显示差，显

示较好的井均位于工区中部。已测试投产的 2口井

均位于工区南部，白垩系地层剥蚀线附近（图3）。

2.1 储层条件

晚白垩世—早始新世，整个阿拉伯板块为稳定

的浅海碳酸盐岩台地—蒸发台地环境［23-28］，UeR组

在阿拉伯板块广泛发育，其上为Rus组石膏与膏质

白云岩地层，平均厚度达 80 m以上；下伏白垩系

Fiqa组泥岩或Natih组灰岩，呈不整合接触，平均埋

深为 788 m，厚度约为 310 m，工区内地层分布稳定，

自上而下分为 3段：Upper UeR，Lower UeR和 Sham⁃
mar。储层岩性主要为白云岩、灰岩以及白云质灰

岩，富含生物碎屑，主要有介形虫、货币虫、棘皮动

物等浅海生物（图 4）。UeR组埋藏浅、压实作用弱，

物性良好，测井解释储层平均孔隙度达 25%以上，

平均渗透率为 50 mD以上，为高孔中高渗透孔隙型

碳酸盐岩储层。

2.2 烃源条件

阿曼盆地共有 4套烃源岩，其中在盆地北部发

育 2套烃源岩，生成的原油充注于不同的油藏中。

Huqf群烃源岩生成的原油先通过断层垂向运移、再

长距离横向运移充注进入白垩系Shuaiba组油藏，其

烃源中心位于南阿曼盐盆中心；白垩系Natih组烃源

岩生成的原油充注于Natih组生物碎屑灰岩储层中，

形成自生自储型油藏，其生烃中心位于法胡德盐盆

坳陷，排烃时期在白垩纪末期［19-21］。通过对比UeR
组油藏原油地球化学特征，结合区域烃源岩分布，

综合判断UeR组油藏原油来自于白垩系Natih组烃

源岩（表 1）：①UeR组原油重度为 27 API，与工区内

白垩系Natih组原油（27.8 API）基本一致，与工区内

白垩系 Shuaiba组原油明显不同（38.2 API）。②UeR
组原油碳同位素值为-27.7‰，与Natih组原油接近

（-28.6‰），与 Shuaiba组原油（-34.0‰）明显不同。

③UeR组原油植烷与姥鲛烷比值为 0.98，与Naith组
原油一致。

图3 阿曼盆地北部UeR组油藏油气显示分布

Fig.3 Hydrocarbon shows of UeR reservoir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图4 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UeR组岩屑薄片

Fig.4 Thin slices of Paleogene UeR Formation debris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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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阿曼盆地北部UeR组油藏原油与不同烃源
原油地化指标对比

Table1 Comparison between geochemical indexes of oil
samples from UeR reservoir and different

hydrocarbon sources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阿曼盆地

不同类型

原油

Huqf

"Q"

Safiq

Diyab

Natih

UeR

原油

重度

（API）
25~30

40~50

37~39

<35

<30

27

植烷与

姥鲛烷

比（Pr/Ph）
<1

>1

>1

>1

≈1

0.98

甾烷中

碳数

分布

C29占有

明显优势

C27占有

明显优势

C29占有

一定优势

C29占有

一定优势

C27，C28，
C29相当

C27，C28，C29
基本相当

重排甾

烷含量

低

（<5%）
低

（5%~20%）
高

（30%~39%）
高

（30%~39%）
低

（<5%）

碳同

位素

（‰）

-36.0

-30.5

-30.0

-26.5

-26.9

-27.7

白垩系Natih组烃源岩是阿曼盆地重要的烃源

之一，岩性为黑色富含有机质灰岩，平均厚度达 50
m，有机碳含量（TOC）最高达 15%，平均可达 5%，生

烃潜力优异，为Ⅰ-Ⅱ型干酪根。工区内共有 4口井

在 Natih—B段取心，并开展了相关地球化学分析。

结 果 表 明 ：工 区 内 Natih—B 段 TOC 值 为 0.2%~
7.14%，平均值为 2.45%；生烃潜量（S1+S2）为 1.25~
77.35 mg/g，平均值达 23.8 mg/g，为优质烃源岩。最

高热解峰温（Tmax）为 415~431 ℃，平均值为 424 ℃，

处于未成熟阶段（图5）。

图5 阿曼盆地北部Natih—B段烃源地球化学分析

Fig.5 Geochemical analysis of hydrocarbon source ofNatih-B bed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
2.3 构造条件

工区内古近系 UeR组顶构造形态为一北低南

高的单斜构造，没有明显的完整构造圈闭发育，最

低构造线海拔为-780 m，最高为-600 m，构造倾角

为 0.73o，地形平缓（图 3）。UeR组地层构造形态与

阿曼盆地晚白垩纪以来的构造演化密切相关，特别

是 2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对盆地内中—新生界构

造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18］：①白垩纪末期阿曼盆地

进入挤压和前陆阶段，发育第Ⅰ期阿尔卑斯构造运

动，造成盆地北部白垩系向西抬升，在莱克威尔地

区达到最高，并出露地表遭受剥蚀，地层西高东低，

地层剥蚀线由东向西逐渐剥蚀（图 6）。②古近纪—

新近纪，阿曼盆地处于浅海碳酸岩台地—蒸发台地

环境，沉积发育稳定的Hudramaut群碳酸盐岩地层，

包括UeR和 Simgiua组灰岩、白云岩，后期沉积一套

潟湖相Rus组膏岩层，整体构造形态平稳（图6）。③
新近纪末期，第Ⅱ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开始，受扎

格罗斯构造运动的影响，阿拉伯板块向北俯冲至欧

亚大陆下方，盆地北部阿曼山隆起，造成地层由北

向南逐渐抬升，在盆地北部越靠近阿曼山，构造变

形越强烈，距离阿曼山较远的区域，构造抬升较

图6 阿曼盆地北部白垩纪后构造演化（据文献［18］修改）
Fig.6 Post-Cretaceous 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north of OmanBasin（Modified by Referenc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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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缓（图6）。

阿曼盆地是一个多期叠合盆地，构造运动强

烈，各期次断裂非常发育。这些断裂发育在新生代

之前，具有很强继承性，沟通深部烃源，对中生界油

气成藏过程的油气运移、特别是纵向运移起着重要

作用［16-18］。阿曼盆地自白垩纪以来，进入挤压和前

陆盆地阶段，2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使得早期古生

代、中生代产生的断裂继承性发展，白垩纪断裂系

统异常发育，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特征（图 7）：①白垩

纪断裂系统异常发育。工区内白垩纪断裂是古生

代断裂系统的继承，受 2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的影

响，均为正断层，断距为 20~100 m，主要发育北北西

和北北东 2组走向；断裂纵向延伸大，多为深大断

裂，可贯通整个中生界，部分甚至深达古生界。②
古近纪不同区域断裂发育程度不尽相同。晚白垩

世第Ⅰ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后，阿曼盆地北部地层

向西抬升隆起，东部沉积了厚达数百米的 Fiqa组泥

岩层，阻挡了断层向上发育，而在西部泥岩沉积薄、

甚至没有沉积缺失，断层可以向上发育沟通古近

系。③部分断裂显示出“溶蚀塌陷”特征：一是地震

剖面显示这类断裂具有一定宽度，断裂内地震波形

显示明显的同相轴下拉的杂乱状地震反射特征；在

平面地震相干属性上，显示明显的椭圆形高密度特

征。二是地震剖面显示这类断裂向上发育沟通整

个古近系。分析认为晚白垩世第Ⅰ期阿尔卑斯构

造运动后，白垩系抬升隆起，出露地表，受大气淡水

淋滤作用的影响，淡水沿断裂侵蚀，可形成“溶蚀塌

陷”带。

3 油气成藏模式与主控因素

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 UeR组碳酸盐岩地层埋

藏浅、物性好，上覆Rus组膏岩层作为其盖层，具有

优质的储盖组合。油气来源于白垩系Natih组烃源

图7 阿曼盆地北部东西向地震剖面与相干分析（剖面线见图3）

Fig.7 West-east seismic section and coherence analysis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See Fig.3 for section line）

Naith!"

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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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生烃潜力大，烃源条件好，但工区内烃源现今并

未成熟，原油是从东部法胡德盐盆生烃洼陷中沿断

裂和不整合面运移而来，是“下生上储”型油藏（图

8）。

晚白垩世中期，受第Ⅰ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的

影响，阿曼北部地层向西抬升，呈现西高东低的形

态，并在莱克威尔地区达到最高点，白垩系上部地

层由西向东逐渐遭受剥蚀。白垩纪末期，第Ⅰ期阿

尔卑斯构造运动结束，工区东部沉积了逐渐增厚的

Fiqa组泥岩层。古近纪到新近纪早期，阿拉伯半岛

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整个半岛处于宽浅的浅

海碳酸盐岩台地—蒸发台地环境中，稳定发育了

UeR组碳酸盐岩地层，上覆Rus组石膏层。新近纪

末期，由于第Ⅱ期阿尔卑斯构造运动的影响，阿拉

伯板块向北俯冲至欧亚大陆下方，使得阿曼北部阿

曼山隆起，地层向南抬升。与此同时，工区东侧法

胡德盐盆中白垩系Natih组烃源岩开始成熟排烃，受

白垩纪断层发育影响，原油先垂向运移至Natih组顶

图8 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UeR组油气成藏模式（剖面线见图3）
Fig.8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pattern of Paleogene UeR reservoir in the north of Oman Basin（See Fig.3 for se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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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上覆 Fiqa组泥岩的阻挡，原油沿不整合面向

西向构造高部位运移。当原油运移至 Fiqa组泥岩

层沉积较薄或剥蚀殆尽区域附近，断裂系统沟通白

垩系和古近系，原油开始垂向运移，进入古近系UeR
组中，并在局部隆起的圈闭中聚集成藏。

阿曼盆地北部UeR组油藏构造形态简单，但其

成藏过程与下部的白垩系不整合面、断裂系统等发

育密不可分：①白垩系与古近系不整合面是原油横

向运移的重要通道。工区东部法胡德盐盆Natih组
烃源排烃后，原油沿断裂垂向运移至上部 Natih组
中，受到上覆 Fiqa组泥岩遮挡作为盖层，若Natih组
发育有效圈闭则可聚集成藏；若无有效圈闭则继续

沿不整合面向西向高部位运移。当原油运移至白

垩系顶部泥岩层剥蚀殆尽区域，即工区中部，如果

存在断裂系统，则原油继续向上运移。②“断裂系

统”是白垩系原油垂向运移至古近系的关键通道。

阿曼盆地是一个多期叠合盆地，经历多期构造运

动，特别是白垩纪晚期到新近纪的 2期阿尔卑斯构

造运动使得工区内断裂系统异常发育，这些断裂系

统是原油垂向运移的通道。研究表明：古近系UeR
组断裂系统并不是简单的断层，是先期断裂，后期

溶蚀，再塌陷形成的断裂溶蚀塌陷带，地震剖面显

示为一定宽度的破碎带，在相干平面上表现为圆环

状相干异常体（图 7）。强烈的挤压和扭转构造运动

形成断层后，白垩系顶面暴露溶蚀，地表淡水沿断

裂不断溶蚀，而造成一定范围岩层破碎，越靠近断

裂溶蚀塌陷的区域，原油越容易向上运移。③局部

构造圈闭发育控制了油藏规模。内古近系UeR组

分布稳定，为北低南高的单斜构造，没有完整的构

造圈闭发育；储层埋藏浅、压实作用弱，物性良好，

因此岩性圈闭不发育。阿曼盆地晚期构造运动强

烈，局部范围内存在一定的构造隆起，如果这些局

部构造隆起与不整合面、断裂系统空间匹配较好，

原油可运移聚集成藏。

4 结论

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 UeR组碳酸盐岩地层分

布稳定，储层岩性以白云岩、灰岩和灰质白云岩为

主，粒间孔发育，储层物性好，为高孔中高渗孔隙型

储层；构造为北低南高的单斜，无明显构造圈闭发

育。阿曼盆地北部古近系UeR组油藏原油来自于

东部法胡德盐盆中白垩系Natih组烃源岩，古近系末

期开始排烃，原油首先沿断裂系统垂向运移，再沿

不整合面向西横向运移；受白垩系顶部 Fiqa组泥岩

层阻挡影响，在剥蚀面附近，原油沿断裂溶蚀塌陷

带垂向运移至UeR组聚集成藏。阿曼盆地北部古

近系UeR组油藏储层物性好，上部Rus组膏岩层是

有效盖层；不整合面、断裂溶蚀塌陷区域与局部微

幅构造是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具有断裂沟通、沿

不整合面运移、局部微幅构造控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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