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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克明、朱宏权、叶军、张克银、柯光明
等所著的《川西致密砂岩气藏地质特征(精)》以川西前陆盆地为例，全面分析了多旋回盆地致密砂岩
大中型气田形成的地质条件，论述了不同成藏组合天然气成藏机理与动态成藏模式，总结了前陆盆地
致密砂岩领域天然气富集规律，提出了多旋回盆地叠覆型致密砂岩气区成藏地质理论，形成了前陆盆
地“二元体系域结构”、致密砂岩储层评价和目标优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川西致密砂岩气藏地质特征(精)》可供广大从事油气勘探的科研人员及大专院校油气地质专业师生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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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克明，男，汉族，1955年7月6日生，四川仪陇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工，现任中国石化西
南油气分公司副总经理。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国家储量评审专家，中国
石油学会理事，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石油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矿业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
议委员会专家，中国石化第一层次学术带头人，成都理工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石化
西南油气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组组长。
 主持完成了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大型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
出版专著7部，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培养博士研究生11名。
 “七五”至“八五”期间，主要在西北和塔里木盆地从事石油地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多个国
家科研项目，在《西北主要盆地类型、演化历史及其与天然气（油）分布关系的初步研究》
（75-54-01-12-01）中指出：“塔里木盆地古生代始终保持着一种有利于沉积的沉降作用，为烃源岩的
发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充填场所，在克拉通拗陷型盆地中发育数个大型生油气拗陷，寒武系—奥陶系
是最重要的烃源岩系，因此塔里木盆地古生界具备形成大油气田的坚实物质基础”。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断裂系统、不整合面控油作用研究》（85-101-02-03）中指出：“由于受加里东期
、海西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在沙雅、卡塔克隆起及其古斜坡地带形成以大型复合不整合面为特点的大
型地层圈闭，这些不整合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古生界的油气分布，为亟待开拓的巨大潜在领域。
”这些认识为后来塔里木盆地油气突破发现和储量快速增长提供了支持。
 “九五”至“十一五”期间，主要在四川盆地从事勘探管理和石油地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十
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000年3月，在云南大理中国石化勘探潜力论证会上，代表西南石油局，作了题为“四川盆地勘探方向
和目标分析”的大会报告，指出：“加快川东北通南巴构造带和达县—宣汉地区的勘探工作，促进海
相碳酸盐岩领域的勘探进程，达县—宣汉地区海相发育多种类型的优质储层，其中长兴组为孔隙性生
物礁储层，三叠系飞仙关组等为滩相孔隙性储层，该区进一步的勘探方向为区块东部的清溪场构造和
位于区块北部的毛坝场构造，以及东岳寨构造北倾没端极有可能发育良好的孔隙性储层，应作为近中
期勘探的首选目标”，并参与组织了普光1井、毛坝1井和河坝1井的论证，为该区后来的重大突破提供
了技术支持。
在《川西及邻区碎屑岩大中型气田勘探新目标研究》中指出：“侏罗系发育于长期基准面缓慢上升或
下降过程中的三角洲体系是最有利的储集相带，如果在高部位与须家河组烃源断层相接，将形成天然
气的富集区带。
”在《川西上三叠统气田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中指出：“大型古隆起和斜坡区是天然气区域成矿
带，继承性发育的局部构造是天然气富集的有利地区；具有一定基质孔隙空间的储层是控制气藏分布
和稳产的最主要因素；裂缝是控制气井高产的主要因素；今构造对油气调整、富集有重要控制作用。
”这些认识为川西陆相致密砂岩天然气勘探指明了方向。
 “十二五”期间，提出了“满盆富砂，满拗含气”的叠覆型致密砂岩气区成藏地质新理论，突破了构
造控藏的传统观念，实现了成都凹陷勘探的重大突破，发现了数千亿立方米的成都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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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后山推覆构造变形带 位于青川一茂汶断裂和北川—映秀断裂之间的区域，该构造
带走向为NE—SW，在地表上表现为北宽南窄，宽度在8～40km。
地表出露前震旦系、古生界和三叠系，地层发生强烈的褶皱变形，形成大量复向斜和复背斜，地层甚
至发生直立或者倒转，形成倾竖褶皱、倒转向斜，倒转背斜等构造，整体上表现为明显的塑性变形。
 2.前山推覆构造变形带 位于北川映秀断裂和马角坝通济场一双石断裂之间的区域，地表出露古生界、
中生界及新生界白垩系，变形强烈，发育大量逆冲断裂带、叠瓦冲断带和飞来峰构造，主要有河湾场
、矿山梁、天井山、通济场一磁峰场和云华山等构造。
 3.前锋滑脱构造变形带 位于通济场断层与关口断裂带之间。
该构造变形带主要由三叠系须家河组一白垩系构成。
构造变形以褶皱和冲断滑脱为主，形成延伸较长、规模较大、轴向北东向的断展褶皱和背冲断块构造
，主要有下寺、中坝、沸水、大园包、雾中山、高家场和张家坪等构造。
构造亚带具有北宽南窄并向南逐渐消失。
该构造亚带在研究区宽约7.5km，向南到苟家一怀远一线只有约5km。
 川西前陆盆地大致以彭县断裂、熊坡断裂及龙泉山断裂为界，自西向东分别是前陆拗陷隐伏冲断带、
前陆拗陷和前陆斜坡带。
 （1）夹持于关口断层、彭县断层之间的区域，地表出露侏罗系一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
由于构造作用力减弱或者消亡，断裂不甚发育，变形特征以褶皱变形为主，发育地层的倾斜或者低缓
褶皱等构造，主要有双鱼石、白鹿场、鸭子河、金马、聚源、大邑及平落坝等构造。
 （2）夹持于彭县断层及熊坡断裂之间的区域，地表出露侏罗系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由于构造
作用力减弱或者消亡，断裂不甚发育，变形特征以褶皱变形为主，发育大型向斜及局部凹中隆等构造
，如老关庙、马井、白马庙、新都等构造。
 （3）夹持于熊坡断裂与龙泉山断裂之间的区域，地表出露侏罗系一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构造
变形以滑脱、逆冲推覆变形为主，发育了瓦山、名山、周公山、汉王山、熊坡、盐井沟、龙宝梁、石
泉场、知新场、中江—回龙、文兴场及九龙山等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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