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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羌塘盆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陆上面积最大、勘探程度最低的油气勘探新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油气

科学钻探井的验证,对盆地油气地质条件认识不清。 最近,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在北羌塘中北部的半

岛湖地区组织实施了第一口深达 4696. 18 米的油气科学钻探井—羌科 1 井,本文对该科探井的油气地质成果进行了

报道。 钻遇了从上侏罗统至上三叠统的连续地层,其中下 - 中侏罗统雀莫错组与下伏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地层为

整合接触,沉积环境为三角洲 - 局限台地环境。 羌科 1 井在雀莫错组中首次钻遇了烃源岩,并发现 13 层气测异常,
其中,3 层为重要含气层,此外还识别出两套重要的区域性盖层和一套直接封盖层。 这些成果表明半岛湖地区油气

保存条件较好,是盆地油气勘探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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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青藏高原位于特提斯构造域的东段,与之毗邻

的西段是著名的波斯湾油气区,东南则是东南亚等

含油气盆地分布区[1]。 羌塘盆地位于青藏高原腹

地,是东特提斯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中生代海相盆

地,也是我国陆上面积最大、勘探程度最低的油气

勘探新区。 开展羌塘盆地资源潜力调查对于寻找

我国油气资源战略后备基地、缓解国家能源安全、
提升青藏高原油气地质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对羌塘盆地油气地质调查主要基于盆

地周缘及盆地中部地表露头资料开展的,特别是盆

地及中央隆起带周缘发育大规模泥火山[2鄄3],盆地

南部发育大规模古油气藏[4鄄5],这些特征表明盆地

油气成藏之后经历了大规模的破坏作用。 一些学

者提出了羌塘盆地油气保存条件较差的认识[6]。
然而,盆地周缘与盆地腹部相比,在沉积古地理条

件和油气保存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
不能根据盆地周缘的古地理环境和浅地表油气保

存条件评价盆地的油气地质条件。 羌科 1 井的实施

为了解盆地腹部的沉积环境和构造沉积演化提供

了宝贵资料,使得客观评价羌塘盆地的石油地质基

本条件成为可能。

图 1摇 羌塘盆地构造格架及羌科 1 井位置图

Fig郾 1摇 Simplified tectonic map of the Qiangtang Basin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the QTKT1 well

摇 摇 羌科 1 井位于在北羌塘中北部的半岛湖地区

(图 1),羌科 1 井井深 4696郾 18 米,钻遇了从上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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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至上三叠统的连续地层。

1摇 北羌塘下侏罗统地层时代新认识及盆地

侏罗系地层格架的建立

1郾 1摇 北羌塘坳陷下侏罗统时代新认识

羌塘盆地晚三叠世 - 早侏罗世经历了一个从

碰撞剥蚀到伸展拉张的过程,盆地的伸展拉张以那

底岗日组火山 -火山碎屑岩的广泛沉积为特征,其
时代为晚三叠世[7 - 11]。 盆地伸展拉张早期,在周缘

沉积了雀莫错组冲洪积相砾岩、砂岩。 由于该套地

层下部缺乏生物化石,其时代归属存在较大的争

议。 早期的研究认为,北羌塘坳陷缺乏早侏罗世地

层,雀莫错组时代归属为中侏罗世[12],Yan et al郾 [13]

的研究也沿用了这一认识。 Fang et al郾 [13]进一步通

过该套地层中上部的双壳和腕足化石确定了雀莫

错组地层时代归属为中侏罗世巴通期。 然而,双壳

和腕足化石的时代跨度较大,难以较为准确地确定

地层时代。 近年来,那底岗日组火山 - 火山碎屑岩

最新的锆石 U鄄Pb SHRIM 测年结果表明,该套地层

时代归属为晚三叠世,而不是前人归属的早侏罗世

或中侏罗世[14鄄17],因此,对沉积于那底岗日组地层

之上的雀莫错地层时代也提出了早侏罗世的新认

识[18]。 然而,上述认识并没有准确的同位素年龄、
沉积或可靠的化石证据。 羌科 1 井成果为雀莫错组

地层时代的确定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
在羌科 1 井中,钻遇了 1500 余米厚的雀莫错组

地层,自下而上发育三角洲平原亚相 - 泻湖相 - 潮

坪相沉积,下部岩性主要为棕红色粉砂质泥岩、浅
红棕色含泥粉砂岩、紫红色细 - 粉粒砂岩夹灰白色

细粒岩屑石英砂岩、紫红色粉砂岩。 在羌科 1 井中,
雀莫错组底部为浅灰绿色陆缘近海湖相凝灰质粉

砂岩,那底岗日组顶部为灰绿色沉凝灰岩(年龄为

201Ma),显示整合接触的特征,因此,推测雀莫错组

地层时代为早侏罗世。 雀莫错组二段发育泻湖相

沉积,岩性以白色石膏岩为主,偶夹灰色灰岩、白云

质灰岩;三段为潮坪相沉积,岩性为灰色、黄灰色灰

岩、白垩化灰岩与灰色泥岩及泥质粉砂岩不等厚互

层。 值得注意的是,在雀莫错组三段地层层中,识
别出了负的碳同位素异常(未发表成果),通过对

比,确定了这些碳同位素异常与全球早侏罗世托尔

期缺氧事件的负偏碳同位素异常能够完全对比。
早侏罗世托尔期缺氧事件的负偏碳同位素异常在

南羌塘地区也已经被广泛识别,其托尔期特征的菊

石化石显示,时代为早侏罗世[19 - 20]。 上述资料表

明,雀莫错组地层时代归属主体应该为早侏罗世,
而不是中侏罗世。 当然,雀莫错组地层顶部地层是

否跨时,尚缺乏充分的证据,本文沿用前人的资料。
1郾 2摇 盆地上三叠统 -侏罗系地层柱的建立

羌科 1 井由上至下钻遇上侏罗统索瓦组(J3 s)、
中侏罗统夏里组(J2x)、中侏罗统布曲组(J2b)、下 -
中侏罗统雀莫错组(J1 - 2 q)及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

(T3nd),共五套地层。
羌科 1 井钻遇上侏罗统索瓦组视厚度为 59 米,

岩性主要为灰色 - 深灰色薄 - 中层状泥晶灰岩、泥
灰岩。 该套地层与下伏夏里组间存在明显的岩性

差异,该井段表现为较低的伽玛值,符合碳酸盐岩

的自然伽玛测井特征,其物性特征也与下伏夏里组

地层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图 2)。
羌科 1 井钻遇中侏罗统夏里组视厚度为 991

米,该套地层总体为一套局限台地相的碎屑岩沉

积,下部以深灰色泥岩为主,偶夹泥质粉砂岩,中部

为灰色泥岩、泥质粉砂岩互层夹少量灰岩,上部为

灰色泥岩夹泥质粉砂岩、泥灰岩、泥晶灰岩及石膏。
夏里组测井曲线总体为齿化线形特征(图 2)。 细碎

屑岩段表现为高自然伽玛值、锯齿化线形;碳酸盐

岩段表现为自然伽玛为低值、箱状、微齿化。 因此,
夏里组的测井曲线的齿化线形特征与主要岩性为

细粒碎屑岩一致。
羌科 1 井钻遇中侏罗统布曲组视厚度为 1450

米,岩性主要为灰色 - 深灰色泥晶灰岩、泥灰岩,夹
鲕粒灰岩、藻砂屑灰岩、生屑灰岩、泥岩、泥质粉砂

岩,偶夹白色石膏。 布曲组中下部以局限台地相的

灰岩、泥岩为特征,上部以开阔台地相的颗粒灰岩

为特征,与上覆夏里组存在明显的岩性差异。 在测

井曲线上,上部自然伽玛为低值、曲线呈箱形,微齿

化;中下部自然伽马为高值、曲线呈锯齿化线形(图 2)。
羌科 1 井钻遇下侏罗统雀莫错组视厚度为

1557 米,岩性组合特征显示,下部以碎屑岩为主,中
部以膏盐为主,上部为灰岩夹石膏、泥岩、粉砂岩,
总体显示向上变深的海侵序列。 雀莫错组与上覆

布曲组地层岩性差异明显,在界线附近,布曲组地

层以泥晶灰岩为特征,而雀莫错组地层则以紫红色

泥岩为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羌科 1 井雀莫错组

中钻遇了厚度超过 360 米的膏岩地层,这与前人[6]

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羌科 1 井雀莫错组测

井曲线总体为锯齿化线形,局部呈箱形特征(图 2)。

61



2020 年(1) 羌塘盆地第一口油气科学钻探井油气地质成果及勘探意义

图 2摇 羌科 1 井钻井综合柱状图

Fig郾 2摇 Synthesis column map of the QTKT1 well

摇 摇 羌科 1 井钻遇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视厚度为

639郾 18 米,岩性以灰绿色凝灰岩为主,夹沉凝灰岩、
凝灰质粉砂岩、碳酸盐岩。 测井曲线总体为弱锯齿

化线形,自然伽玛为中 -低值(图 2)。

2摇 单井地震标定及新认识

用羌科 1 井井深 500 ~ 4696 m 测井声波资料制

作合成地震记录(图 3)进行标定。 总体分析表明,
与钻井标定前相比,标定后构造的整体形态和地层

层序是一致的。
从羌科 1 井现阶段的标定结果来看,较纯的厚

层泥岩在常规地震剖面上表现为空白反射、内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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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弱断续同相轴,反演剖面表现为低阻抗、分布

连续稳定;纯碳酸盐岩段表现为平行 - 亚平行中强

振幅波组特征,如果碳酸盐岩中发育优质储层,则
会出现变振幅 -杂乱反射、反演剖面上表现为高阻

抗中的相对低阻抗;碎屑岩层段表现为变振幅、中
低频、弱连续、前积 - 丘形 - 杂乱反射;碎屑岩与碳

酸盐互层的层段对应地震剖面的平行 - 亚平行中

强振幅的波组,见图 4。
与钻井标定前的地层记录相比,钻井标定后在

地震解译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羌科 1 井标定之

前,依据其他地区的经验和羌塘盆地地表地质综合

解译,认为空白反射、内部存在微弱断续同相轴的

地震记录为布曲组灰岩的特征,然而,钻井标定之

后发现,该套地层为中侏罗统夏里组泥岩。
钻井标定之前,地震剖面表现为中强振幅、中

低频率杂乱反射的地层解译为那底岗日组火山 -
火山碎屑岩沉积,然而,钻井标定之后表明,该套地

层为下侏罗统雀莫错组膏岩地层,该套膏岩在北羌

塘中部地区是首次发现。

3摇 羌科 1 井石油地质条件及气测异常

3郾 1摇 羌科 1 井气测异常

羌科 1 井在钻井过程中共发现 13 层较为明显

的气测异常(表 1),发育于 1237m ~ 4254m 井段,涉
及中侏罗统布曲组、下侏罗统雀莫错组和上三叠统

那底岗日组三套地层。 其中,布曲组气测异常 6 层

22郾 7m(灰岩 3 层 15郾 7m、泥质粉砂岩 2 层 5m、泥岩

1 层 2m),雀莫错组气测异常 6 层 21郾 0m(灰岩 4 层

17m、灰质白云岩 1 层 2m、泥岩 1 层 2m),那底岗日

组气测异常 1 层 7郾 7m(钙质凝灰岩);总体上气测

异常的数值较低,异常最高的井段为那底岗日组的

4246郾 0 ~ 4253郾 7m 井段、其异常全烃值为 3郾 54% 。
摇 摇 综合钻井过程中实时钻进及取芯钻井时的气

测异常情况、H2S 显示情况、后效显示情况、显示层

岩性及缝洞发育情况、录井现场岩芯及岩屑实物含

油气试验情况、测井解释结论等,认为羌科 1 井较重

要的油气显示层有:
(1)布曲组井深 1219郾 3 ~ 1226郾 1m,厚 6郾 8m,岩

芯岩性为深灰色含溶孔洞含砂屑 - 砂屑灰岩。 钻

井过程中出现 H2 S 异常 18鄄210 PPM,含甲烷气体,
工程节流循环后液气分离器排气管线出口点火橘

黄色火焰高 50cm,该套含气层作为 H2S 气层。
(2) 布曲组井深 1237郾 0鄄1249郾 3m,厚 12郾 3m。

岩性为深灰色含生屑亮晶藻砂屑灰岩及深灰色含

生屑 藻 砂 屑 泥 晶 灰 岩。 气 测 全 烃 由 0郾 028 尹
0郾 074% 、C1 由 0郾 021尹0郾 068% ,显示时钻井液相对

密度为 1郾 10。 有一次明显的后效,气测全烃由

0郾 049尹4郾 467% 、C1 由 0郾 012尹3郾 577% ,后效显示

时钻井液相对密度 1郾 11。
(3)布曲组井深 2059郾 0 ~ 2061郾 0m,厚 2郾 0m,岩

性为深灰色泥质粉砂岩及灰色泥晶灰岩。 气测全

烃由 0郾 161尹0郾 541% 、C1 由 0郾 143尹0郾 527% ,显示

时钻井液相对密度为 1郾 09。 现场录井统计该显示

层有 13 次后效,最大的一次后效气测全烃由 0郾 024
尹2郾 894% 、C1 由 0郾 001尹2郾 786% ,后效显示时钻井

液相对密度 1郾 28。
(4 ) 那底岗日组井深 4246郾 0 ~ 4253郾 7m,厚

7郾 7m,岩性为灰白色钙质凝灰岩。 气测全烃由

0郾 044尹3郾 544% 、C1 由 0郾 005尹3郾 35953% ,显示时

钻井液相对密度为 1郾 25。 钻井液相对密度提至

1郾 44 后仍然有后效,共见 8 次后效,最大的一次后

效气测全烃由 0郾 0郾 421尹0郾 559% 、C1 由 0郾 005尹
0郾 068% ,后效显示时钻井液相对密度 1郾 32。
3郾 2摇 羌科 1 井烃源岩特征

羌科钻遇了多套烃源岩层,主要分布于中侏罗

统布曲组和下侏罗统雀莫错组地层中。 尽管从区

域优质烃源岩展布预测及羌科 1 井最下部含气层分

析,主力烃源岩发育于上三叠统巴贡组,但该井未

能钻进到巴贡组,因此未能揭示羌塘盆地的最优质

烃源岩。
羌科 1 井布曲组以碳酸盐岩特别是泥晶灰岩为

主,局部夹泥岩,有利于烃源岩发育。 羌科 1 井布曲

组发育烃源岩 5 套,第一套为井深 1143 ~ 1159m,岩
性为深灰色生屑泥晶灰岩,视厚度为 4m,TOC 含量

为 0郾 61 ~ 1郾 04% ;第二套为井深 1216 ~ 1232m,岩性

为深灰色含生屑藻砂屑泥晶灰岩,视厚度为 4m,
TOC 含量为 0郾 51 ~ 0郾 90% ;第三套为井深 1444 ~
1484m,岩性为深灰色含生屑微 - 亮晶粉屑灰岩,视
厚度为 6m,TOC 含量为 0郾 67 ~ 2郾 99% ;第四套为井

深 2044 ~ 2056m,岩性为深灰色含钙粉砂质泥岩,视
厚度为 4m,TOC 含量为 0郾 50 ~ 0郾 87% ;第五套为井

深 2076 ~ 2120m,岩性为深灰色含钙粉砂质泥岩,视
厚度为 11m,TOC 含量为 0郾 52 ~ 0郾 77% 。

通过羌科 1 井,首次在下侏罗统雀莫错组地层

发现烃源岩, 包括 4 套, 第一套为井深 3172 ~
3140m,岩性为灰色泥岩,视厚度为 6m,TOC 含量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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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郾 51 ~ 0郾 59% ;第二套为井深 3284 ~ 3340m,岩性为

粉砂质泥岩,视厚度为 11m,TOC 含量为 0郾 51 ~
0郾 56% ;第三套为井深 3766 ~ 3790m,岩性为深灰色

泥岩,视厚度为 24m,TOC 含量为 0郾 51 ~ 1郾 58% ;第
四套为井深 3846 ~ 3858m,岩性为粉砂质泥岩,视厚

度为 12m,TOC 含量为 0郾 53 ~ 0郾 67% 。
值得注意的是,雀莫错组地层在区域上以冲洪

积相沉积为主,有机碳含量非常地低,羌科 1 井首次

在雀莫错组地层中发现了烃源岩,表明了半岛湖地

区的沉积环境与盆地沉降中心存在较大的差异。
尽管羌科 1 井仅在布曲组和雀莫错组地层中发

现了多套烃源岩,而且,这些烃源岩以差的烃源岩

为主,但在下部那底岗日组沉凝灰岩地层中钻遇了

厚达 7郾 7m 的气测异常,通过研究表明,这些气测异

常为正常裂解气,因此,推测其气源来自下部地层,
可能为上三叠统巴贡组烃源岩。 我们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巴贡组泥岩是羌塘盆地的一套优质烃源岩。
3郾 3摇 羌科 1 井储层特征及新认识

羌科 1 钻遇的多套地层中,储层类型包括裂缝、
溶孔、岩性储层等。 溶孔储层主要见于上三叠统那

底岗日组碳酸盐岩化凝灰岩及布曲组中,裂缝型储

层在各个地层中均有发育。 岩性储层主要见于布

曲组颗粒灰岩,包括生屑砂屑灰岩、藻灰岩、鲕粒灰

岩等。 孔隙类型有晶间孔及溶蚀孔,发育程度较

低,孔隙比较孤立;孔隙周缘的颗粒表面有明显的

溶蚀痕迹;粒状方解石晶体之间呈紧密镶嵌状接

触,见个别晶间微孔隙,细晶结构方解石晶体之间

呈镶嵌状接触,见晶间溶蚀孔隙(图 5)。

图 5摇 羌科 1 井布曲组灰岩显微镜下特征

Fig郾 5摇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qu Formation limestones in the QTKT1 well

摇 摇 物性分析结果表明,羌科 1 井布曲组灰岩储层

孔隙度分布范围 0郾 1% ~2郾 4% ,平均 0郾 7% ;渗透率

主要分布在 0郾 0001mD ~0郾 2136mD,平均 0郾 0011mD
左右,属特低孔特低渗储层。

通过单井相分析,羌科 1 井布曲组为局限台地

潮坪 - 泻湖相沉积。 井南侧的长水河西剖面布曲

组为开阔台地和局限台地沉积,其上部发育台内浅

滩储层,局部发育点礁,整体储层厚度较大。 地震

剖面上,在羌科 1 井西南侧发现明显“底平顶凸、内
部杂乱变振幅反射冶地震异常(图 6),初步推断为滩

相灰岩,分布面积 42郾 4km2。
3郾 4摇 羌科 1 井盖层及生储盖组合

羌科 1 井实钻在中侏罗统夏里组及布曲组中各

发现了 1 套泥质岩集中发育的井段,在下侏罗统雀

莫错组中发现了 1 套厚度较大的石膏。

在夏里组的下部即井深 788 ~ 1050m 钻遇泥质

岩集中发育段,岩性为灰色 - 深灰色泥岩夹薄层白

色石膏、厚度 262m (图 7);在布曲组中部井深 1904
- 2105m 钻遇泥质岩集中发育段,岩性为深灰色泥

岩、厚度 201m (图 7)。 该两个段地质录井资料及

测井资料均证实为致密地层,具有一定的封盖性。
雀莫错组下部井深 3397 ~ 3752m 井段发育泻

湖相白色膏岩,累厚 296m,膏岩集中发育段厚

270m。 膏岩实验室分析孔隙度 0郾 6鄄2郾 1% 、渗透率

0郾 0342鄄0郾 161 伊 10 鄄3滋m2,岩性比较致密。
羌科 1 井夏里组泥质岩累厚近 700m,其底部泥

岩段(厚 262m)在地震时间剖面上为弱反射、波阻

抗反演剖面上为低阻抗特征,横向上分布较稳定

(图 7),可作为区域盖层;布曲组中段的泥质岩累厚

201m,其在地震时间剖面上同样表现为弱反射、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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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半岛湖地区布曲组地震相异常图

Fig郾 6摇 Seismic facies anomalies of the Buqu Formation in the Bandao Lake area

图 7摇 羌科 1 井盖层地震反演剖面特征

Fig郾 7摇 Seismic inversion profile ofregional caps based on the QTKT1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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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反演剖面上为低阻抗特征,横向上具有一定范

围的展布,但从地震时间剖面上可看出其横向稳定

性不如夏里组底部泥岩,可作为其下伏储层的直接

盖层;雀莫错组膏岩累厚 296m,膏岩集中发育段厚

270m,地震反演剖面上为高阻抗特征,横向上分布

较稳定,在半岛湖地区波阻抗预测膏岩厚度 290 ~
330m,可作为下部巴贡组储层的区域盖层。

需要注意的是,在每套盖层的下部,均发现了

较好的油气显示,如:在夏里组泥岩之下,发现了厚

12郾 3 米的气测异常层;在雀莫错组膏盐地层之下,
发现了厚 7郾 7 米的气测异常层。 依据这些主要盖

层、钻井钻遇的烃源岩(或区域有效烃源岩)、储层

特征等因素,建立了生储盖组合,明确了盆地有利

的生储盖组合包括夏里组 - 布曲组、布曲组、雀莫

错组 -巴贡组(或巴贡组上生下储)。 其中,特别是

雀莫错组 - 巴贡组(或巴贡组上生下储)为最有利

的生储盖组合。

4摇 结论与油气勘探建议

(1)羌科 1 井在下侏罗统时代归属方面取得了

新认识,明确了北羌塘中部地区存在下侏罗统,雀
莫错组时代为早 - 中侏罗世,而不是前人归属的中

侏罗世。
(2)钻井标定后在地震解译方面取得了新的进

展,明确了空白反射、内部存在微弱断续同相轴的

地震记录为布曲组灰岩的特征,而不是之前解译的

夏里组泥岩的特征;中强振幅、中低频率杂乱反射

的地层为下侏罗统雀莫错组膏岩特征。 尽管如此,
标定后构造的整体形态和地层层序与钻前解译结

果是一致的。
(3)首次在雀莫错组中发现了烃源岩,尽管该

套烃源岩属于差烃源岩,但该套烃源岩的发现表

明,半岛湖地区沉积环境与盆地沉降中心存在较大

的差异,依据沉积相预测,在羌科 1 井南部的坳陷

区,该套烃源岩较为发育。
(4)储层分析显示,北羌塘地区储层性能总体

较差,但通过连井地层对比分析,岛湖地区布曲组

具备台内浅滩发育条件,羌科 1 井西南侧地震剖面

明显的“底平顶凸、内部杂乱变振幅反射冶,分析认

为是浅滩沉积。 因此,羌科 1 井西南侧的浅滩沉积

区可能为油气勘探的有利目标区。
(5)羌科 1 井发现 13 层气测异常,其中,3 层为

重要含气层,通过羌科 1 井标定和地震的重新联片

解译,识别出了两套重要的区域性盖层和一套直接

封盖层。 这些成果表明,半岛湖地区油气保存条件

较好,是盆地油气勘探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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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ge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explor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oil and gas scientific drilling well in the Qiangtang Basin

FU Xiu鄄gen1, WANG Jian1, SONG Chun鄄yan2, LIU Zhong鄄rong3

(1. School of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2. Chengdu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hengdu 610081, China; 3. Sinopec exploration compan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Qiangtang Basin is located in central Qinghai鄄Tibet Plateau, which is a new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rea with the largest area and the lowest level of exploration in China. Oil and gas geological conditions are unclear
in this basin due to lack of validation of oil and gas scientific drilling wells. Recently, QTKT1 well was drilled by
Chengdu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in the Northern Qiangtang Depression with a depth of 4696. 18 m. This
paper reports the petroleum g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well. The Quemo Co Formation conformably overlies the
Upper Triassic Nadi Kangri Formation in the Badao Lake area suggesting an early鄄middle Jurassic age. Mudstones
and gypsum were well developed in the Quemo Co Formation, suggesting delta鄄restricted platform environments.
The QTKT1 well penetrated the Quemo Co Formation source rocks firstly, although they are poor source rocks.
Shoal on edge of platform was identified on the southwest of the QTKT1 well with an area of 42. 4 km2, where is a
favorable target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the future. Thirteen gas logging abnormal zones and two important
regional cap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QTKT1 well.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Bandao Lake area exhibit good oil and
gas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and is a favorable area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the basin.
Key words: Oil and gas conditions; scientific drilling well; Qiangtang Basin; Seismic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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