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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以下简称塔西南坳陷）

自 1952年开始勘探，目前已发现了阿克莫木、柯克

亚、和田河、巴什托普、柯东 1、玉北 1等多个油气田

（含油气构造）[1-4]，但该区的石油地质研究与油气勘

探程度仍偏低，与前人对该区油气资源规模和勘探

前景的预测（常规油气资源量 20～70 亿 t）极不相

称[5-7]。塔西南坳陷具有资源量丰富、油气显示多、

勘探程度低的特点，但由于受山前逆冲带影响，前

陆区构造变形强烈，坳陷内部目的层位埋藏较深，

存在地质条件复杂、认识程度低、油气富集规律不

清、工业突破难的特点。通过 4年对塔西南坳陷油

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工作，对该区油气成藏

条件和成藏模式有了进一步整体认识，本文对该区

烃源岩、储层、生储盖组合、输导体系的最新认识和

提出的5种成藏模式对加快塔西南坳陷的油气勘探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地质概况

塔西南坳陷为盆地一级构造单元，面积约 12×

104 km2，位于盆地西南部，东北以色力布亚—玛扎塔

克断裂为界，与中央隆起区分开，北临天山褶皱带

以南天山山前大断裂——柯坪塔格断裂为界，西南

与昆仑山构造带北缘铁克里克隆起相连接（图1）。

塔西南坳陷是一个经长期发展形成的复合型前

陆坳陷[8,9]，发展演化受不同时期板块构造背景控制，

具有明显东西分带和南北分段性，不同凹陷表现为

不同的构造特征（图2）。山前冲断带分布于周缘造

山带山前，大致沿造山带的走向展布，发育大量向盆

地逆冲的断层及断层相关褶皱，形成逆冲推覆构造、

双重构造、叠瓦冲断构造、堆垛式背斜、三角带构造

等。断裂叠加程度和构造变形强度自山前向凹陷内

逐步减弱，山前多为冲断层，中部多为叠瓦状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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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块的相互叠置构成堆垛构造并引起上覆新生界层

序褶皱形成被动顶板双重构造，山前冲断带前缘因

构造变形程度相对较弱，只发育断面低缓的延伸距

离较短的滑脱断裂及与之相伴生的小面积低幅度的

断层转折褶皱。盆地凹陷带主要是新生代形成的前

陆盆地构造凹陷，断裂不发育，基底的最大构造埋深

为16500 m（喀什凹陷）。盆内斜坡带也是新生代前

陆盆地形成的前缘斜坡，局部发育断裂构造。除了

这3大构造带外，局部还可以带内分亚带，根据其构

造的分带分段性将塔西南坳陷总体从山前向盆地依

次划分为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Ⅰ）、和田—喀什凹

陷带（Ⅱ）、麦盖提斜坡带（Ⅲ）和于田凸起（Ⅳ）4个二

级构造单元，可以继续划分12个亚二级构造单元和

若干三级构造带（图1）。

图1 塔西南坳陷构造分区
Fig.1 Tectonic divisions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图2 塔西南坳陷ht00-104-ht97-410-ht00-100-ht96-100s测线地震解释剖面（AA’）
Fig.2 Seismic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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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地层发育较为齐全，从古元古

界—第四系均有发育，从下至上依次为滹沱系、长城

系、蓟县系、青白口系、寒武—奥陶系、志留系、泥盆

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

新近系、第四系[10,11]；岩石类型复杂多样，经历了多期

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的叠加、置换和改造。在层组的

命名上，分为喀什小区、麦盖提小区、叶城—和田小

区，在山前带与盆地内层组划分和对比上尚存争议。

2 油气成藏条件

2.1 烃源岩

塔西南坳陷面积大，沉积岩厚度大，坳陷内主要

发育寒武—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及中下侏罗统烃

源岩[12-19]，但一直以来盆地内因缺乏钻井资料致使研

究不够深入。本次研究通过露头样品采集和收集最

新钻井资料，评价了上述烃源岩特征（表1，图3）。

图3 塔西南坳陷烃源岩厚度分布
a—寒武—奥陶系；b—石炭系；c—二叠系；d—侏罗系

Fig.3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southwest depression of Tarim Basin
a-Cambrian-Ordovician; b-Carboniferous; c-Permian; d-Jurassic

表1 塔西南坳陷烃源岩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注：分式代表：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样品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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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奥陶系烃源岩形成于海相局限台地环

境，西南缘为斜坡相沉积，主要分布在麦盖提斜坡

东北部和巴楚隆起上，是坳陷东北部及麦盖提斜坡

地区的重要油源层系；西南缘采到的样品有机质丰

度低，有机碳含量最高为0.287%，为非烃源岩，根据

坳陷、麦盖提斜坡、巴楚隆起等资料，推测叶城地区

烃源岩条件较好，厚度为150～200 m。

石炭系烃源岩在塔西南坳陷全区广泛发育，为

浅海混积陆棚沉积，最厚达 400 m，一般为 100～

200 m，岩性为灰岩和泥岩互层，有机碳丰度（TOC）

为 0.04%～5.98%，平均为 1.02%，有机质类型为Ⅱ

型，干酪根最大裂解温度（Tmax）平均为520℃，处于过

成熟阶段，以生气为主。

二叠系烃源岩在全区分布广泛，一般厚度为

50～400 m，以暗色泥岩为主，在叶城—和田凹陷尤

为发育，阳1井最厚达467 m，整体具有南厚北薄、西

厚东薄的分布特征；TOC 在南部昆仑山山前带较

高，达1.5%以上；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Ⅱ型，为中等偏

好烃源岩；烃源岩热演化程度高，现今处于成熟—

高成熟晚期阶段，以生气为主。

侏罗系烃源岩受沉积环境控制，为湖相和沼泽

相沉积，主要分布在坳陷西南边缘山前凹陷中，呈

带状分布，苏 2井以西老山侏罗系广泛出露。该套

烃源岩在喀什凹陷北部为湖相暗色泥岩沉积，有机

质类型为Ⅱ型，为中等—好烃源岩；向叶城方向，侏

罗系逐渐向以河流相为主的沉积环境过渡，有机质

类型逐渐变差，以Ⅲ型有机质为主。库山河剖面的

侏罗系杨叶组、康苏组岩性主要为泥岩和页岩，TOC

值为 0.03% ～5.36% ，平均为 1.71% ，Tmax 主要为

440～460 ℃，相当于Ro值为0.7%～1.2%，烃源岩处

于成熟阶段，以生轻质油为主。

2.2 油气来源

研究区地质、地球化学条件复杂，油源问题一

直是争论的焦点，但随着该区不同油气层的继续发

现和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多名学者开展了油源对

比工作（表 2）[12,14,16,19-31]，结论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

的，但认识逐步清晰，归纳起来主要有寒武—奥陶

系、石炭系、二叠系和侏罗系4套地层。

表2 塔西南坳陷油气来源分析统计
Table 2 Oil and gas sourc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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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塔西南坳陷盖层发育情况
Table 3 Caprock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从该表可以看出，油源从东到西（从斜坡带到

逆冲推覆构造带）年代逐渐变新，麦盖提斜坡的油

源主要来自寒武-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也有一部

分贡献，逆冲推覆构造带南部油气源主要以石炭

系、二叠系烃源岩为主，柯克亚油源主要以二叠系

为主，北部齐姆根凸起-喀什凹陷气源主要来自石

炭系，油苗主要来自侏罗系烃源岩。油气显示层位

也基本上保持了这一东老西新的规律，麦盖提斜坡

以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为主，山前逆冲推覆构造

带南部主要以古生界的石炭系、二叠系为主，柯克

亚以中生界白垩系、新生界古近系、新近系为主，北

部齐姆根凸起以新生界的古近系和中生界的白垩

系、侏罗系为主，而在最北端的喀什凹陷则主要以

中生界的侏罗系、白垩系和新生界新近系为主。

2.3 储盖层特征

2.3.1 储层

塔西南坳陷储层条件非常优越，储集层岩石类

型有碳酸盐岩和碎屑岩 2大类，碳酸盐岩储层主要

有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巴楚组和小海子组、二

叠系克孜里其曼组、古近系卡拉塔尔组和乌拉根

组，岩性为白云岩、生屑灰岩等，多形成于局限台

地、开阔台地、台内浅滩环境；碎屑岩储层主要有石

炭系巴楚组、二叠系普司格组、侏罗系、白垩系克孜

勒苏群[9,32]、新近系安居安组、克孜洛依组，岩性为石

英砂岩、粉砂岩、砾岩等，多形成于冲积扇、扇三角

洲、河流和河流三角洲沉积环境。孔隙类型多样，

碎屑岩的储集空间主要以次生孔隙、原生粒间孔和

溶蚀孔隙为主，碳酸盐岩的储集空间主要有晶间

孔、粒间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和裂缝等[33-35]。碎

屑岩储集物性上，侏罗系及以下地层由于压实作用

和胶结作用影响，孔渗条件普遍较差，表现为低孔

低渗，侏罗系以上地层孔渗条件相对较好，多为中

—好储层；已有钻遇的碳酸盐岩储层表明，该区碳

酸盐岩储层具有良好的储集能力。

2.3.2 盖层

塔西南坳陷的盖层因沉积环境不同而类型多

样，并且发育范围广，可形成多套良好的区域盖层

（表3）。盖层类型有：泥质岩类（泥岩、粉砂质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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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塔西南坳陷生储盖组合示意图
Fig.4 Sketch map of source-reservoir-cap combination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炭质泥岩）、碳酸盐类、蒸发岩类（盐岩、膏岩、泥膏

岩）等类型，这些盖层的存在为塔西南坳陷油气运

聚成藏提供了良好的封盖条件。

2.3.3 储盖组合

自早古生界至新生界，都有油气发现或油气显

示，广泛分布在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储层和陆相

碎屑岩储层中，按烃源岩层、储层、盖层形成的先后

顺序及其在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初步分析有 7套有

利储盖组合（图4）。

2.3.3.1 下生上储式

该类型在塔西南坳陷最为普遍，主要表现为下

古生界生油，上古生界或中、新生界储油以及上古

生界、中生界生油，新生界储油。具体实例为：（1）

寒武—奥陶系生油，石炭系储油，石炭—二叠系致

密碳酸盐岩和泥质岩为封盖层，已发现巴什托普石

炭系油气藏为这种组合类型；（2）石炭系—下二叠

统或侏罗系生油，古近系砂岩储油，新近系膏盐岩、

泥质岩为盖层，柯克亚袖气田属此种类型。

2.3.3.2 自生自储式

自生自储式是区内重要的组合方式之一，是指

生油层、储层、盖层形成于同一地质时期。石炭系

和什拉甫组、卡拉乌依组是主要的烃源岩系，同时

其内部及其侧缘发育的砂体也是主要的储集体，形

成两套主要含油层系。这种生储盖组合以形成自

源型岩性油气藏为特点，巴什托普油田石炭系储

层、胜和 1井石炭系阿孜干组原油有石炭系烃源岩

成分，为此种类型。

2.3.3.3 上生下储式

上生下储式组合是指储集岩早于主要烃源岩

而存在，上覆烃源岩与下伏储层直接接触，油气侧

向或向下运移，烃源岩既是油源层，又是盖层，不整

合面和断层是重要的运移通道。这种生储盖组合

往往形成他源型地层油藏，如泥盆系东河砂岩的油

气可能来自石炭系，为此种类型；另外，在坳陷东南

部，石炭系直接覆盖在奥陶系之上，不整合面之下

也有形成这种组合的可能。

2.4 输导体系

塔西南坳陷的输导体系主要为断层、不整合

面、渗透性地层 3种（图 5），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存

在并起着输导作用，它们往往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不

同的组合方式发挥着不同的输导作用。

2.4.1 断层

如前所述，塔西南坳陷发育多套厚层的膏岩、

泥岩盖层，由于其具有较低的孔渗性质，排替压力

高，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其内部还会存在异常高

压，致使在正常地质条件下油气是无法通过膏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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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进行垂向渗滤运移的。裂缝和断裂的出现均

可使那些致密、油气无法通过的膏泥岩层出现薄

弱处，形成裂缝型网络通道，使其阻力明显减小，

油气顺利通过作垂向运移。研究区尤其是山前断

裂十分发育，而古生界断裂最为发育，在山前和斜

坡都有发育，中生界—新生界断裂活动较弱，在山

前发育，这些断裂沟通了深部的油气与浅部的储

层，是油气垂向穿层长距离运移的高效通道，直接

控制着油气的纵向分布范围。柯克亚—桑株反冲

断层的前方（北侧），在古近系底部膏岩层之下也

发育叠瓦式逆冲推覆构造或双重逆冲构造，底板

逆冲断层沿着寒武系底面发育，顶板逆冲断层沿

着古近系底部膏泥岩发育。这些断层提供了很好

的油气运移通道。

2.4.2 不整合面

塔西南坳陷晚泥盆世的海西早期运动和晚二

叠世的海西晚期运动使整个坳陷发生了隆升剥蚀，

使之发育了石炭系与前石炭系和二叠系顶部2个区

域不整合面。强烈隆升剥蚀区主体位于古隆起带

上，由古隆起向斜坡和坳陷区剥蚀量逐渐减小，早

期的隆起区主要在东南部，晚期的隆起区主要在北

部和西北部，长期的风化剥蚀之后沉积的地层角度

不整合于下伏地层之上，另外本区石炭—二叠系因

短期暴露地表还存在小规模的不整合面。不整合

面的存在促进了裂缝和孔隙的发育，使得地层渗透

率增大，为油气的长距离运移提供了条件。

2.4.3 渗透性地层

塔西南坳陷的渗透性地层主要为碎屑岩和碳

酸盐岩输导层。分布稳定、连续的渗透性砂岩是油

气侧向运移的通道，砂体的分布范围则决定了运移

的距离，沉积体系是决定其输导能力的主要因素。

碳酸盐岩输导层一般基质孔隙不发育，储集空间主

图6 塔西南坳陷油气成藏模式
近源垂向运移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成藏模式：①—外来推覆体型；②—楔状体型；③—原生体型；

远源侧向运移斜坡带成藏模式：④—断展褶皱型；⑤—古岩溶型

Fig.6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s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Piedmont thrust belt near the source vertical migration accumulation mode: ① Exotic thrust body; ② Wedge-shaped body;

③ Primary body; slope belt far source lateral migration accumulation mode: ④ Fault-propagation fold; ⑤ Paleokarst

a—断层 b—不整合面 c—砂岩 d—碳酸盐岩

图5 塔西南坳陷输导体系类型（据文献[36]修改）
Fig.5 Carrier system types of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modified after referenc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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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与不整合、断层有关的裂缝、各种成因的溶蚀

裂缝及溶蚀孔、洞，有利的沉积相带是碳酸盐岩输

导层形成的基础，而后期的改造破坏是决定其疏导

能力的主要因素。从油气运移距离上来说，渗透性

地层疏导能力较断裂和不整合面要弱，当渗透性地

层上倾方向被周围相对低孔渗带遮挡时，便可能形

成岩性油气藏。

3 油气成藏模式

油气成藏模式是一组类似的控制油气藏形成

的基础条件、动力介质、形成机制、演化历程等要素

单一模型或者多要素复合模型的概括 [37]。成藏模

式应是基于全部要素的复合分析，但各类成藏模式

的建立方法和适用范围应与不同的勘探程度和研

究程度相适应。“构造控藏”在塔西南坳陷表现得十

分明显，它控制了油气的运移、改造和保存，本文从

主要从构造条件入手，综合考虑油气来源、运移方

式、储层特征等条件，对成藏模式进行分析和归类，

将塔西南坳陷的油气成藏模式划分 2 大类 5 种模

式，分别是近源垂向运移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成藏

模式：外来推覆体型、楔状体型、原生体型，远源侧

向运移斜坡带成藏模式：断展褶皱型和古岩溶型

（图6）。

3.1 近源垂向运移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成藏模式

塔西南坳陷的山前地带，是石炭系、二叠系、侏

罗系烃源岩发育最稳定的地区，从热演化史和生烃

史来看，喀什坳陷和叶城—和田坳陷的山前带已达

成熟—过成熟阶段，至现今已生成大量天然气，该

地区因逆冲推覆构造的存在，断裂十分发育，并发

育有中生界—新生界砂体，油气通过断层和渗透性

地层向上垂向运移，在与断层联通的背斜处或断鼻

处形成油气藏。

3.1.1 外来推覆体型

外来推覆体发育在山前第一排构造带，发育与

昆仑山平行的高角度大断层，距离生烃中心最近，

构造形成时间最早，众多断裂的存在为油气垂向运

移提供了最有利的路径，但同时不利于油气的保

存。该模式主要形成背斜油气藏，相对来说，其成

藏规模因油气破坏和保存等方面的原因，只有处于

构造相对较弱位置才能形成一定规模油气藏，所以

在构造破坏的地区寻找相对稳定、保存较好的区带

成为关键。勘探目的层因逆冲推覆发育广泛，有石

炭—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和新近系，甚

至可能有奥陶系。

3.1.2 楔状体型

楔状体一般为山前的第二排构造带，距离生烃

中心较近，逆冲断层较发育，有利于油气垂向和侧

向运移，该构造带储层发育、圈闭完整且保存好，有

利于形成背斜油气藏和断层-背斜油气藏，是山前

最为有利的勘探领域，能形成大型油气藏。主要勘

探目的层为石炭-二叠系、白垩系和古近系。

3.1.3 原生体型

原生体为原地地层，因逆冲推覆的传播影响形

成褶皱地层，缺少大型断层沟通烃源岩与储层，从

生长地层的发育层位和区域可知，与前两种成藏模

式相比，形成时间最晚，油气运移通道关键靠断层，

渗透性地层也起一定的作用。主要形成背斜油气

藏，勘探目的层应为古近系以上地层，下部白垩系

也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油气藏，但埋藏较深，不适

合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的勘探。

3.2 远源侧向运移斜坡带成藏模式

麦盖提斜坡带北部，油气源主要来自东北方向

巴楚隆起的寒武—奥陶系，斜坡带南部油气源主要

来自西南方向石炭—二叠系或可能的寒武—奥陶

系，以及东北部的寒武—奥陶系，但都距离生烃中

心较远，从热演化史和生烃史来看，现今生油气范

围已达斜坡部位，生油凹陷中生成的油气向斜坡带

侧向运移的主要通道是不整合面，在斜坡带高构造

区形成油气藏。

3.2.1 断展褶皱型

断展褶皱发育在麦盖提斜坡上，是断层扩展过

程中在断层上盘岩层形成的一种褶皱构造。油气

通过不整合面长距离侧向运移，向上通过逆断层垂

向运移至背斜处聚集成藏，油气来源和构造高点是

制约该种模式成藏的关键问题。主要形成背斜油

气藏和断层-背斜油气藏，勘探目的层主要为上古

生界，如石炭—二叠系、泥盆系东河砂岩等。

3.2.2 古岩溶型

海西晚期是麦盖提斜坡原油的主成藏期，此时

奥陶系风化壳之上已经沉积了石炭—二叠系，且厚

度较大，石炭系底部的下泥岩段已能够对烃类形成

有效的封堵，盖层质量较高，不整合面之下的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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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岩经历了长期的风化淋滤形成了以缝、洞系统为

主要储集空间的碳酸盐岩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

次生孔洞及裂缝，自上而下缝洞由较发育到不发

育，横向有一定连通性，在断层、构造裂缝和溶蚀作

用下形成统一的储集体，呈准层状展布。麦盖提斜

坡自身的寒武系烃源岩已经进入生油窗，成熟度普

遍介于0.8%～1.2%，而此时下古生界古隆起依然存

在，古隆起区发育的多期岩溶及不整合为油气的运

移的聚集提供了条件。由于古隆起的构造变迁，成

藏经历了侧向运移的不断调整。现今勘探方向为

未经调整破坏的古油藏和晚期定型的构造油藏，主

要目的层位是奥陶系鹰山组顶面以下120 m范围内

的岩溶储层。

3.3 勘探方向

以上5种模式具有多期成藏、多期调整、晚期定

型的特点，油气成藏的关键是要有输导体系直接或

间接地将油源层和储层联系起来，以提供油气藏形

成所需的油气来源。新近纪是形成圈闭最多的时

期，此时的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都已达到成熟或

高—过成熟演化阶段，通过输导体系向有利圈闭运

移成藏，随着后期构造运动的发展，油气藏随之破

坏和调整，山前从外来推覆体至原生体，影响逐渐

变弱。根据取得的油气发现和现有认识，认为外来

推覆体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区为甫沙构造带、阿图

什北构造带及和田南构造带，楔状体成藏模式的发

育有利区为柯克亚构造带、和田南构造带和齐姆根

构造带，原生体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区为固满构造

带、英吉沙构造带，断展褶皱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

区为麦盖提上斜坡的巴什托普构造带和玉北构造

带，古岩溶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区为麦盖提斜坡南

部奥陶系岩溶储层。

4 结 论

（1）塔西南坳陷主要发育寒武—奥陶系、石炭

系、二叠系、侏罗系烃源岩，发育了多套层系的碳酸

盐岩和碎屑岩储集层以及多套盖层，按烃源岩层、

储层、盖层形成的先后顺序及其在空间上的组合关

系，可划分出7套有利储盖组合。

（2）提出该区发育2大类5种成藏模式，即近源

垂向运移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成藏模式：外来推覆

体型、楔状体型、原生体型；远源侧向运移斜坡带成

藏模式：断展褶皱型和古岩溶型，分析了各自成藏

特征，认为外来推覆体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区为甫

沙构造带、阿图什北构造带及和田南构造带，楔状

体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区为柯克亚构造带、和田南

构造带和齐姆根构造带，原生体成藏模式的发育有

利区为固满构造带、英吉沙构造带，断展褶皱成藏

模式的发育有利区为麦盖提上斜坡的巴什托普构

造带和玉北构造带，古岩溶成藏模式的发育有利区

为麦盖提斜坡南部奥陶系岩溶储层。

（3）近源垂向运移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成藏模

式中的外来推覆体型、楔状体型、原生体型属首次

提出，它基于客观存在的地质结构将山前逆冲推覆

构造带进行了细分，分别论述了其地质特点和成藏

特征，深化了该带油气地质认识，不同模式应采取

不同的勘探策略，使油气勘探工作更有针对性，该

模式的提出对前陆盆地尤其对山前逆冲推覆构造

带的勘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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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s of the southwest depression in Tarim Basin

LI Shi-zhen1,2, KANG Zhi-hong3, QIU Hai-jun2, MENG Miao-miao3,

FENG Zhi-gang4, LI Shi-chao5

(1.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2. Oil and Gas Resources Survey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2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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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uthwest depression of Tarim Basin has good prospec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it is currently the focus of the

new exploration areas. The depression structure is complicated, which has zonality from east to west, sectional division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form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Henc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econdary tectonic units: thrust belt

in the foreland of the Kunlun Mountains, Hetian-Kashi sag zone, Mageti slope, and Yutian uplift. Four sets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of Cambrian- Ordovician, Carboniferous, Permian and Jurassic and the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oil and gas source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rea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reservoir and cap rock. Seven sets of favorable reservoir- cap combinations were tentatively put forward, the faults, and

unconformities and permeable formations were considered to be good conducting system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bove accumulation condi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such factors as oil and gas source,

migration way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accumulation mode,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major types and

five sorts of modes: one type is piedmont thrust belt near the source vertical migration accumulation mode, which includes exotic

thrust body, wedge shaped body and primary body, whereas the other type is slope belt distant source lateral migration accumulation

mode, which includes fault-propagation folds and ancient karst. On such a basis, favorabl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argets are further

forecasted.

Key words：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s；source rock；reservoir；cap rock；southwest depression；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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