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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提斯构造带油气资源丰富 ,从特提斯演化来分析盆地油气成藏具有重要的意义。西北非位于特提斯构造

带西段, 具有三叠 、锡尔特 、伊利兹等多个超大型含油气盆地, 主要有以撒哈拉地台为主的古生界成藏组合和北部大

陆边缘为主的中新生界成藏组合。特提斯构造演化对西北非油气成藏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特提斯洋开启以及海

侵阶段, 控制盆地烃源岩 、盖层发育;特提斯洋关闭阶段, 构造运动活跃,发育含油气圈闭 ,控制油气运移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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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提斯构造带是指欧亚大陆南部一条全球性呈

纬向展布的构造带 。该构造带有 80余个沉积盆地,

拥有 1500×10
8
t以上的油气探明储量

[ 1]
。诸多学

者对特提斯构造带油气勘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

Klemme和 Ulmishek
[ 2]
将全球已探明的油气可采储

量分为特提斯 、北方欧亚 、南方冈瓦纳 、太平洋四大

油气域,认为面积仅占 17%的特提斯域是横亘于欧

亚与冈瓦纳大陆之间的一个油气富集带, 油气储量

占世界的68%。我国学者
[ 1, 3 ～ 5]

对中国西部特提斯

构造带沉积盆地油气成藏特征 、控制因素等的研究

表明, 特提斯构造带的形成和演化对该区的盆地形

成和发育起到控制作用, 从特提斯的演化来分析盆

地油气成藏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西北非地质概况

西北非位于特提斯构造带西段, 北靠地中海 、欧

亚大陆,西连大西洋板块, 构造运动活跃, 构造特征

复杂
[ 6, 7]
。根据区域地质特征,可将西北非划分为 4

个区:

1.1　北部褶皱带

该带包括泰勒 -里弗区 (Tell-Rif)和阿特拉斯区

(Atlas),是非洲板块和欧洲板块 (地中海次级板块 )

在中新生代碰撞所形成的, 属于阿尔卑斯褶皱带的

一部分,地质构造复杂, 南部以向北倾斜的挠曲断层

带与撒哈拉地台分开。

1.2　撒哈拉地台

地台位于非洲板块西北部, 地台南界为前寒武

纪地盾,北界为阿特拉斯断层挠曲带。撒哈拉地台

前寒武系结晶基地上有很厚的古生代 (寒武系—石

炭系 )地层和厚度较小的中生界及新生界沉积。

1.3　大西洋被动边缘区

大西洋被动边缘区位于西北非西部, 发育较厚

的中生代地层,局部被盐构造所变形。

1.4　前寒武纪地盾

该地盾由瑞桂巴特 ( Reguibat)地块和霍加尔

(Hoggar)地块组成。瑞桂巴特地块属于前寒武结晶

基底的克拉通地块,西部为毛里塔尼亚海西褶皱带,

东部为撒哈拉地台, 南部为陶丹尼 (Taoudenni)坳



2008年 ( 4) 特提斯构造演化对西北非地区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陷,北部为廷杜夫 (Tindouf)盆地 。霍加尔地块是撒

哈拉沙漠中部的火山高地,位于阿尔及利亚南部,由

南北向延伸的平顶山构成 。

非洲大陆的演化经历了前寒武纪非洲大陆形

成,古生代稳定陆块演化和中新生代裂谷作用等多

阶段复杂的过程
[ 8, 9]
。但相比非洲其他地区, 西北

非受特提斯构造域叠加改造作用更为明显。受泛

非 、加里东 、海西和阿尔卑斯运动的影响, 西北非构

造演化经历了泛非期基底形成 、古生代稳定陆块演

化 、中生代裂陷和新生代反转隆升的复杂过程 。中

新生代构造活动在西北非北部表现尤为突出,导致

阿特拉斯造山带隆升 。

2　西北非油气成藏特征

西北非油气资源丰富,具有三叠 、锡尔特 、伊利

兹等多个超大型含油气盆地 (图 1)
[ 10]
。油气成藏

特征差异明显,可划分为古生代和中新生代两个成

藏组合 。

图 1　西北非含油气盆地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ofthepetroliferousbasinsinNorthwest

Africa

2.1　古生代成藏组合

西北非撒哈拉地台是古特提斯洋的被动大陆边

缘,含油气盆地主要为古生代成藏组合 。沉积了寒

武系—石炭系以碎屑岩为主的海相地层, 海西运动

和后期中生界差异性沉降,使这个大型盆地分割成

若干次级盆地。

该成藏组合主要由志留系 —泥盆系供油, 寒武

系 、奥陶系 、泥盆系砂岩, 以及海西不整合面上的三

叠系底部陆相砂岩为储集层, 上三叠统—下侏罗统

的页岩和蒸发岩以及古生代页岩为盖层。储油圈闭

主要为构造圈闭和地层圈闭。

三叠盆地位于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和突尼斯东南

部,面积约350, 000km
2[ 11]
。地层以下古生界的页岩

和砂岩为主,构成主要的源岩和储层。下志留统的

黑色页岩是主要的烃源岩, 厚达 150m, Ⅱ型干酪根

含量高;其次是中泥盆统的黑色页岩。古生界砂岩

以及古隆起上的风化壳和裂缝石英岩为良好的储集

层。这一成藏组合被上部的不整合的三叠系厚层岩

盐地层所封盖 (图 2) 。油气聚集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古生代的构造隆起,另一类为中生代构造 。

图 2　三叠盆地生储盖组合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ofthesource-reservoir-sealrock

associationsintheTriassicBasin

　　伊利兹盆地位于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古生界

为寒武系至中石炭统,岩性主要为砂岩和页岩,仅在

石炭系有泥灰岩和石灰岩
[ 12]
。盆地烃源岩主要为

志留系的黑色页岩, 干酪根为 Ⅱ型, 厚达 250 ～

300m, 其次为中上泥盆统灰岩 。储层为寒武系 、志

留系与上下泥盆统的浅海相砂岩,局部储层为下石

炭统砂岩 。盖层为古生界页岩夹层 。圈闭为穹隆 、

背斜 、断背斜和不整合下的尖灭,油气沿断层进行纵

向和横向运移,具较强的水动力圈闭。

2.2　中新生代成藏组合

西北非的北部大陆边缘的阿特拉斯造山带山间

盆地,以及利比亚北部锡尔特等盆地为中新生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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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组合 。白垩系泥页岩 、始新统页岩为主要的烃源

岩;白垩系砂岩 、渐新统—中新统碳酸盐岩 、砂岩为

储集层;上白垩统和古新近系的石膏层和页岩为盖

层 。中新生代构造运动活跃,断层发育,油气运移条

件较好,构造圈闭发育,背斜和断块及相关圈闭是油

气聚集的主要场所。

锡尔特盆地是西北非中新生代成藏组合的典型

代表,位于利比亚中北部陆上和近海区,面积约 47×

10
4
km

2
, 是在古生代侵蚀面上发育的中新生代断陷

盆地
[ 13]
。海侵时沉积了含有大量浮游生物的沉积

物,在一系列规模巨大而良好的储层圈闭条件下,形

成了巨大的油气藏 。白垩系砂岩为主要产层,古新

近纪早期形成了许多大型的碳酸盐岩油气田

(图 3) 。

4　特提斯构造演化对油气成藏的控制

3.1　古特提斯阶段

古生代时属于劳亚大陆内部的海槽或洋壳且后

来拼合成为古生代褶皱的部分, 在北美与欧洲之间

的称为古大西洋,在西伯利亚及欧洲与哈萨克块体

之间的称为乌拉尔洋, 在冈瓦纳大陆体系与劳亚大

陆体系之间的大洋体系称为古特提斯
[ 5, 14]

。

早志留世以及中-晚泥盆世,古特提斯洋发生大

规模的海进,由陆到海大体上为 SSE至 NNW向,西

北非地区以富含有机质的黑色页岩沉积为主,成为

撒哈拉地台含油气盆地主要的烃源岩 (图 2) 。

石炭纪 -二叠纪, 发生海西运动, 冈瓦纳和劳亚

两个大陆拼合成为联合大陆,古特提斯洋逐渐缩减,

只剩下了一个向东呈喇叭状张开的海湾。西北非受

挤压应力作用,古生代地层侵蚀, 生烃作用被破坏;

同时, 挤压抬升形成的区域不整合面成为油气二次

运移 、聚集的重要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油气的

分布 (图 4) 。

海西运动后,沉积于不整合面上的三叠系底部

陆相砂岩为主要的储集层 (图 2)。

3.2　新特提斯阶段

三叠纪时,晚联合大陆逐步解体,欧亚大陆与冈

瓦纳大陆分离,与此同时, 从原始冈瓦纳大陆的北缘

分离出的若干碎块向北漂移,呈接力式地与欧亚大

陆拼合,这时产生的海槽或洋盆称为新特提斯
[ 5, 14]

。

受新特提斯洋开启影响,西北非北部被动大陆

边缘发育进积序列,沉积物由陆源转变为海陆混合

源,蒸发盐岩发育,为西北非古生代成藏组合有效的

盖层 (图 2) 。

图 3　利比亚锡尔特盆地生储盖组合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ofthesource-reservoir-sealrock

associationsintheSirteBasin

图 4　古德米斯盆地 HassiMessaoud油田构造剖面

Fig.4　StructuralsectionoftheHassiMessaoudOilFieldin

theGhudamisBasin

　　白垩纪时, 新特提斯洋发生海侵 (森诺曼海

侵 ), 西北非北部沉积了一套巨厚的泥页岩 、碳酸盐

岩,成为西北非北部含油气盆地 (锡尔特盆地等 )主

要的烃源岩 (图 3) 。在特提斯东段喜马拉雅鲁藏布

江南侧,有也类似的沉积特征—中生代沉积了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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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复理石建造
[ 15]
。

新生代,新特提斯洋关闭, 非洲板块与欧亚板块

碰撞并褶皱隆升,地层遭受抬升剥蚀, 发育河流相 、

三角洲相和扇三角洲相沉积, 碎屑岩储层发育 。同

时构造活动有利于油气运聚成藏,断块 、背斜等构造

油气藏发育 。

5　结　论

( 1)古特提斯演化对西北非油气成藏具有重要

的影响:志留纪时, 古特提斯洋海侵, 西北非发育黑

色页岩,为古生代成藏组合主要的烃源岩 。晚古生

代,古特提斯洋逐渐缩小, 西北非地层遭受剥蚀,生

烃作用被破坏;同时, 形成的区域不整合面成为油气

二次运移 、聚集的重要通道,控制了油气的分布 。

( 2)新特提斯演化对西北非油气成藏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三叠纪 -侏罗纪,新特提斯洋开启, 西北非

陆缘海边缘蒸发盐岩发育,为古生代成藏组合有效

的盖层 。白垩纪,新特提斯洋发生海侵,西北非北部

发育巨厚的泥页岩 、碳酸盐岩, 为中新生代成藏组合

主要的烃源岩。新生代,新特提斯洋关闭,西北非北

部大陆边缘构造运动活跃,断块 、背斜等构造圈闭发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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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softheTethyantectonicevolutiononthehydrocarbonaccumula-
tioninNorthwestAfrica

WANZhi-feng1, 2
, XIABin1, CAIZhou-rong1, 2

, LIUPing1, 2
, ZHANGYi1, 2

( 1.KeyLaboratoryofMarginalSeaGeology, ChineseAcademyofScience, Guangzhou510640, Guangdong,
China;2.GraduateUniversity,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49, China)

Abstract:NorthwestAfricaliesinthewesternpartoftheTethyantectonicdomain, wherethereoccurabundant

petroleumresourcesandpetroliferousbasinssuchasTriassic, IlliziandSirtegiantpetroliferousbasins.Twotypes
ofplaysarerecognized, includingthePalaeozoicplaysontheSaharaplatformandMesozoicplaysonthenorthern
continentalmargins.ThecontrolsoftheTethyantectonicevolutiononthehydrocarbonaccumulationinNorthwest

AfricaaremanifestedinthedevelopmentofthesourcerocksandsealrocksduringtheopeningstagesoftheTethyan
Seaandsubsequenttransgressions, andthedevelopmentofoiltraps, oilmigrationanddistributionduetoactive

tectonicmovementsduringtheclosurestagesoftheTethyanSea.
Keywords:Tethys;NorthwestAfrica;tectonicevolution;hydrocarbon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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