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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构造
一

砂体

复合油气藏类型划分与分布特征

段俊玻

(地质矿产部石 油地质 综合大队 )

为了促使油气普查勘探的深入发展
,

注入新的活力
,

作者从我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荃

本特征
,

以及油气普查勘探的实践出发
,

提出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的新类型
,

以期达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
,

供同志们讨论
。

一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的提出和含义

油气藏的分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
,

这里所讨论的中新生代陆

相盆地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是其中的一部分
。

所谓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
,

是指盆

地二级构造带和有利沉积相带相结合的一种分类方法
,

具体来讲
,

就是将构造条件和不同

类型沉积相带发育的砂体相结合的分类
。

如大庆油田
,

过去称大庆长垣油田 (包括 7 个局

部构造 )
,

实际上是强调了构造条件
,

忽略储集层的因素
。

按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分类
,

应

该是属于长垣背斜
一

三角洲 油气藏
,

还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次一级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 (见

表 1)
。

还有断层
一

三角洲油气藏和断层背斜
一

三角洲油气藏
,

估计在大庆长垣背斜翼部断层

油气藏区 ( 图 l )
,

可能存在相应的油气藏类型
,

说明三角洲砂体控制着油气藏和油气聚集

带的展布
,

是油气聚集最重要的场所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的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
,

它是

和盆地有利沉积相带
、

二级构造带相联系的
。

表 l 大庆长垣姚家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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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松辽盆地拗陷阶段油气藏平面分布图
(据杨万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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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构造一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的划分

从油气普查勘探的实践来看
,

准确而客观的划分油气藏类型
,

对油气藏的勘探开发以

及新油气藏的预测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

作者所提出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和前人所叙

述的复合油气藏有相似之处
,

但是更重要的区别是把不同沉积相带发育的砂体引进了油气

藏的分类
,

它不但考虑了形成油气藏构造条件的成因
,

而且充分考虑 了储集层 〔砂体 ) 形

成的沉积环境
、

沉积相以及水动力条件
。

根据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
,

将

构造条件划分为背斜
、

断层
、

断层背斜三个亚类分别与不同沉积相带相应发育的砂体相复

合
,

组合成以下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 (表 2 )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可划分为五大类三十三种 油气藏类型
。

根据盆地形成的构造机制

不同
,

以及区域构造特征
,

还可进一步将形成的构造条件细分为挤压背斜
、

披复背斜
、

滚

动背斜
、

底辟背斜
、

压实背斜
、

长垣背斜 (与古隆起有关 )
、

正断层和逆断层等
。

它们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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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沉积环境形成的砂体 (包括次一级砂体 )相复合
,

划分出众多成因类型更具体的构造
一

砂

体复合油气藏类型
。

不同类型的盆地其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亦有区别
,

可以设想拗陷

盆地
、

断陷盆地和过渡类型盆地都有它们各具特色的油气藏序列
,

认真研究不同类型盆地

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
、

特色
、

分布规律
,

对促进油气普查勘探和开发是一个重要的

途径
。

表 2 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截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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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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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浊积透悦体体 断层
一

浊积透镜休休 断层背斜
一

浊积透镜体体体

三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条件

根据中
、

新生代陆相盆地沉积相带呈有规律的分布特点
,

可分为边缘以砂砾岩为特征

的山麓洪积相
,

向盆地内部依次为泛滥平原相一三角洲相 /湖岸相一湖相 (浅湖一深湖 ) 五

个相带
。

其相应发育的砂体与盆地不同构造单元的二级构造带相复合
,

则形成构造
一

冲积扇

油气藏
、

构造
一

河道砂体油气藏
、

构造
一

三角洲油气藏
、

构造
一

滩
、

坝砂体油气藏
、

构造
一

浊积

砂体油气藏五大类 (图 2)
。

1
.

构造
一

冲积扇油气藏 盆地边缘由于断裂差异运动
,

形成山麓洪积相的冲积扇沉积
,

以较粗的砂砾为主
,

平面上呈扇状
,

剖面上呈楔形体
,

多为裙带状展布
,

以后 由于盆地沉

积中心的转移
,

沉积环境的改变
,

在其上部形成扇三角洲沉积
。

有些盆地
,

在断裂的一侧

发育了冲积扇
,

进入拗陷阶段后
,

上面沉积 了深湖相暗色砂泥岩
,

二者之间有时存在沉积

间断
。

根据油气运移
、

富集条件
,

冲积扇为整体陆上沉积
,

远离生油凹陷
,

断层
、

不整合

是油气运移聚集的输导层
,

一般扇中和扇根到扇中的过渡带含油较丰富
,

扇缘和扇间洼地

沉积较细
,

含油性差或不含油气
。

后期构造运动 (主要聚油期 ) 形成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

克拉玛依油田克下组
“

下生上储
”

的断阶
一

冲积扇油气藏
、

断层背斜
一

冲积扇油气藏
。

华北盆

地冀中拗陷的列李庄
、

赵兰庄油田孔店组则形成
“

上生下储
”

的披复背斜
一

冲积 扇油气藏
、

滚

动背斜
一

冲积扇油气藏
。

柴达木盆地孕斯地区跃进一号
、

砂西
、

油砂山油田第竺系冲积扇群
,

主要 由 E二及 N基两个冲积扇组成
,

中间类有 E蓦
一

N .

深湖相暗色砂泥岩生油层
,

形成具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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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序列的挤压背斜
一

冲积扇油气藏
。

2
.

构造
一

河道砂体油气藏 一般分布在盆地河流泛滥平原相区
。

这类油气藏包括 网状河

滨河浅滩砂体和曲流河点砂坝油气藏
,

前者往往发生在盆地两个沉积旋回不同阶段相接触

的地 区
,

二者存在较大的沉积间断
,

剥蚀程度较大
。

上旋 回的底部
,

网状河滨河浅滩砂体

发育 (相当河道砂体的侧体部位 )
,

为下旋回形成的油气 (包括古油气藏的破坏 ) 再分配创

造了储集条件
,

往往形成大面积的
“

古生新储
”

跨越式的生储盖组合
, 后者多产生在盆地

回返震荡阶段
,

河流湖泊相频繁交替沉积
,

以条带状或透镜体状曲流河点砂坝 (相当边滩

砂体 ) 发育为特征
,

形成
“

自生自储
”

的生储盖组合
。

在后期构造运动 (主要聚油期 ) 的

影响下
,

在鄂尔多斯盆地西部断褶带
,

形成挤压背斜
一

滨河浅滩
、

曲流点砂坝油气藏
,

如摆

宴井油田延安组油气藏
。

中部拗陷带形成短轴背斜
一

滨河浅滩
、

曲流点砂坝油气藏
,

如马岭

油田延安组油气藏
。

东部斜坡区形成鼻状构造为主的滨河浅滩
、

曲流点砂坝油气藏
,

如吴

旗油田延安组油气藏等
。

华北盆地以形成滚动背斜
一

河道砂体 (网状河 ?) 油气藏
,

如北大港

断裂构造带的港西
、

港东油田馆陶组油气藏和潜山凸起披复背斜
一

河道砂体油气藏
,

如孤岛

油田馆陶组油气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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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
一

三角洲油气藏 盆地水体歹
:

缘 以河流作用为主形成的三角洲砂体
,

尤其是大型

三角洲砂体的展布往往和油气田
、

油气聚集带相一致
。

根据三角洲在盆地 中的位置及沉积特

点
,

可划分为叶状三角洲和扇三角洲两种类型
,

一般都具有三角洲平原相
、

三角洲前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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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三角洲相的三层结构
。

沿盆地长轴方向往往发育大型的叶状三角洲
,

平行盆地短轴方向

的陡其则发育扇三角洲
,

盆地缓翼一般发育小型三角洲
。

由于它们濒临深湖相生油凹陷
,

形

成生油层和储油层的频繁交互
,

生储油组合优越
,

尤其是沿盆地长轴发育的大型叶状三角

洲
,

是油气运移
、

聚集最重要的场所
。

油气勘探的实践证明
,

三角洲平原相分布的分流河道

砂
、

前缘相发育的河 口坝砂
、

席状砂
,

储油物性较好
,

其中分流河道砂储油物性最佳
。

在后

期构造运动 (主要聚油期 ) 的变动下
,

不同构造单元的二级构造带与三角洲砂体相复合
,

形

成不同类型的油气聚集带和主要生油凹陷油气运移
、

聚集的指向区相吻合
,

形成大油气田

和油气聚集带的展区
。

拗陷盆地在山前拗陷的陡翼
,

多产生挤压背斜
一

三角洲油气藏
,

如酒西

盆地老君庙背斜带的老君庙
、

鸭几峡油田上第三系白杨河群油气藏
。

断陷盆地则发育滚动背

斜
、

断层遮档
、

断层背斜
一

三角洲油气藏
,

如华北盆地济阳拗陷的肿佗
一

永安镇逆牵引背斜带
,

有肿佗
、

永安镇
、

东辛油田下第三系沙河街组油气藏
。

松辽盆地北部中白垄统大庆长垣背斜
一

三角洲油气藏
,

它是大庆长垣背斜和黑鱼泡三角洲砂体相复合的油气藏
,

再加上长垣背斜

的同沉积条件
,

形成松辽盆地巨大的油气聚集带
。

构造
一

扇三角洲油气藏
,

一般分布在盆地的陡翼
,

与大断裂有关
,

以坡度大
、

相带窄
、

沉

积厚
、

规模小为主要特点
。

从含油气情况看
,

扇三角洲平原相类似于冲积扇
。

三角洲前缘砂

体较正常三角洲发育差
。

由于多发育在盆地回返阶段
,

成油条件较差
,

尤其是干旱气候条件

下形成的扇三角洲
,

则主要靠断层
、

不整合输导层的配合才能形成油气藏
。

前者以华北盆地

下辽河拗陷区西部凹陷形成的断层遮挡
、

断层背斜
一

扇三角洲油气藏
,

如曙光
一

欢喜岭汕田沙

河街组 (二段 ) 油气藏为例
;
后者有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克拉玛依油田克上组形成的断阶

、

断

层背斜
一

扇三角洲油气藏
。

4
.

构造
一

滩
、

坝砂体油气藏 主要分布在断陷盆地缓岸和 岛屿边缘的滩
、

坝砂体
,

属于

湖岸相沉积
。

一般发育在盆地 回返后的微陷扩张期
,

平面上呈带状或串珠状
,

剖面上呈底平

顶凸的透镜体
,

往往平行湖岸分布
。

由于长期经受湖浪和岸流的冲洗
,

储油物性较好
,

向湖

一侧储油物性更好
。

后期构造运动 (主要聚油期 )在湖盆边缘形成逆牵引背斜
、

断层背斜
一

滩
、

坝砂体油气藏
,

断鼻
一

滩
、

坝砂体油气藏
。

前者有华北盆地黄弊拗陷板桥油田沙一段滩 (坝 )

砂油气藏
、

王徐庄油田沙三段堡坝砂油气藏
; 后者有江汉盆地钟市油 田潜三段 坝砂油气

藏
。

5
.

构造
一

浊积砂体油气藏 主要分布在断陷盆地深凹部位的浊积砂体
。

在拗陷盆地的山

前拗陷带
,

由于前缘断裂的活动
,

沉积中心转移
,

局部地区有浊积砂体分布
。

它包括水下扇
、

浊积扇
、

浊积透镜体三种类型
。

主要由陆源碎屑
、

滨浅湖陆源碎屑组成
。

它们突破了盆地边

缘相中间细的相带展布格局
,

在深湖相也沉积了浊积砂体
,

为油气勘探指出了新的领域和

类型
。

浊积砂体一般沿断陷盆地的陡翼发育水下扇
,

平行盆地长轴的端部发育大
、

中型三角

洲
,

浊积扇则发育在水下扇
、

三角洲的前面
,

浊积透镜体的分布则和盆地水体旋涡流沉积

机制有关
,

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凹陷带
。

从油气勘探的实践来看
,

水下扇以扇中和扇中到扇

缘的过渡带
、

浊积扇的主体部位
、

浊积透镜体的脊部 (沿长轴最厚部位 ) 储油物性好
,

为

油气运移
、

聚集的有利相带
。

在后期构造运动 (主要聚油期 ) 的作用下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

藏在平行盆地长轴方向分带
、

平行盆地短轴方向分块的特征
。

华北盆地的东营凹陷
,

在凹陷

的陡翼与断裂相联系的断裂背斜带
,

主要发育断鼻
一

水下扇油气藏
,

如单家寺油田沙河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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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划分与分布特征 13

三
、

四段油气藏 , 中央隆起带形成一系列背斜
、

鼻状构造
,

发育有背斜
、

鼻状构造
一

浊积透

镜体油气藏
,

如东辛油田沙河街组三段油气藏
; 凹陷带则主要发育浊积透镜体油气藏

、

鼻

状构造
一

浊积扇 (缓岸 ) 油气藏
,

如梁家楼油田沙河街组三段油气藏
;
斜坡带发育断层遮档

、

鼻状构造
一

滩
、

坝砂体油气藏
,

如王 19 井
,

金家庄沙河街组三段油气藏
;
在凹陷的端部主要

发育逆牵引背斜
一

三角洲油气藏
,

如肿利
、

永安镇
、

东辛油田沙河街组三段上部油气藏 (图

3 )
。

由于浊积砂体主要发育在盆地拗陷期
,

它与深湖相暗色砂泥岩生油层交互沉积或处于包

围之中
,

油层灌满系数高
,

往往形成小而富的油气藏
。

111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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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华北盆地箕状凹陷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分布示意图

(据石油勘探开发设计研究院略加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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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的分布

在不同类型的中
、

新出代陆相盆地中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的分布亦有差异
。

由于中生

代以来
,

印度陆块向北挤压
,

太平洋洋块向西俯冲
,

亚洲陆块相对向南推挤
,

构成并控制

了我国区域构造格局
,

形成了西部以挤压剪切活动为主的拗陷盆地
,

东部以断裂拉张活动

为主的断陷盆地和中部的过渡类型盆地
。

西部的拗陷盆地 ( 包括山间拗陷和中问地块盆地 )
,

一般山前拗陷比较发育
,

沉积厚度大
,

有利于有机质的堆积和保存
,

生油层较发育
。

沉积中

心随着地质时代的变新而迁移
,

形成多时代的生油凹陷
。

靠近盆地边缘断裂活动发育
,

往往

形成以挤压构造类型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
:

有断阶
一

冲积扇
、

扇三角洲油气藏
;
断层背斜

一

冲积扇
、

扇三角洲油气藏
;
挤压背斜

一

水下扇
、

扇三角洲油气藏
;
挤压背斜

一

冲积扇迭置油

气藏和挤压背斜
一

三角洲油气藏等
。

在山前拗陷向中部凹陷带预计有构造
一

浊积扇
、

浊积透镜

体油气藏
。

斜坡带或古隆起的边缘可能有构造
一

三角洲 (小型的 ) 或滩
、

坝砂体油气藏
。

东部

断陷盆地
,

沉积中心多偏向陡翼
,

沉积厚度大
,

生油层分布广
。

分割性较强的盆地
,

则存在

多沉积中心
,

盆地边缘往往和大断裂相联系
,

沉积中心一般偏向大断裂的陡翼
,

形成 以断

块构造 (张性 ) 为主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
,

具有平行盆地长轴分带
,

平行盆地短轴方 向

分块的特点 (如松辽
、

华北盆地 )
。

在盆地拗陷的陡翼往往发育背斜
一

扇三角洲油气藏
,

鼻状

构造
、

逆牵引背斜
一

水下扇油气藏
,

断层遮挡
一

水下扇
、

扇三角洲油气藏
;
中部凹陷带发育有

断层
、

断层背斜
一

浊积扇
、

浊积透镜体油气藏
;
在盆地或拗陷的斜坡带则发育鼻状构造

、

背

斜
一

(,J
、型 ) 三角洲和滩

、

坝砂体油气藏
;
平行盆地 (拗陷 ) 长轴方向的端部发育以逆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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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斜
、

长垣背斜
一

大
、

中型三角洲油气藏
。

中部过渡类型的盆地
,

盆地演化 比较复杂
,

拗陷中

心与沉积中心多不一致
,

油气运移
、

聚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

但是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的

分布仍和拗陷带相联系
,

形成以挤压构造为特征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
,

如鄂尔多斯盆地
,

靠近盆地边缘西部断褶带以挤压背斜为主的河道砂体油气藏 ; 中部拗陷带以短轴背斜为主

的河道砂体油气藏 , 东部斜坡带则主要为鼻状构造的河道砂体油气藏
。

根据中
、

新生代陆相盆地演化的多旋回特征
,

每个含油旋回一般又可以划分为断陷
、

拗

陷
、

回返
、

衰亡四个阶段
,

每个阶段都发育有相应的砂体 (表 3 )
。

如果出现两个以上含油旋

回不同阶段的组合
,

一般以拗陷阶段和回返阶段重复出现的盆地
,

其生储盖组合多
、

含油

丰富
。

相反
,

如果出现两个以上含油旋回的盆地
,

其沉积中心随着地层时代的变新而迁移
,

不同沉积中心存在不同时代的含油旋回
,

生储盖组合多而分散
,

含油性较差
。

如果其卞潜伏

有老的生油拗陷
,

则含油丰富
。

前者有华北
、

松辽盆地
,

后者有准噶尔
、

柴达木盆地
。

表 3 华北盆地第三系沉积演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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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r . ia r y s ed i一,一e n *5 i n .h e N o r .h C h i n a

aB
s in

地地 层层 发育阶段段 主要 (I勺淘I泊
、
l叭妇lll l三要的砂休类划划 旋 iillll

上上三三 明化镇组组 快速沉积期期 小的 }l)J 歇湖湖 河流泛滥书旅小型 二角洲洲 新旋回回

第第系系 馆陶组组组组组组

下下下 东营组组 第二次收编与衰亡期期 滨浅湖湖 河流
、

几角洲洲 222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系系系 沙沙 一段段 第二次扩张与微徉】期期 滨浅湖湖 滩
、

坝砂
、

:.l (J洲洲洲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街街街街 二斑二 阶 卜卜 第一次回返收缩期期 滨浅湖
`

卜探湖湖 :.角洲
、

扇 二角洲小咧浊积砂休休 III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lllllll—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三段咋
, 、

下下 第一次扩张与深呀飞期期 探湖湖 浊积砂 }4
`̀̀

四四四四段段
·

断陷拉张裂谷充坑期期 小浅湖湖 坡 积
、

洪积
、

知河流
、

小划
二

:. 角洲洲洲

孔孔孔店组组组组组组

(据吴崇药略加修改
,

19 8 6 )

中部过渡类型盆地
,

在两个陆相含油旋回之问存在有区域性沉积问断 (印支运动 )
。

如

果下部含油旋回属于敞开型 的
,

经过大幅度剥蚀
,

原来形成的油气 (包括古油气藏的破

坏 )
,

经过再分配
,

为上部含油旋回底部形成网状河道砂体次生油气藏创造 了油源条件
。

如

鄂尔多斯盆地庆华吴油区延安组一段 ( 包括延 10 砂岩和富县组 ) 河迸砂体中的油气聚集
,

是

由于延安组底部河道砂体直接复于延长组四段主要含油层和二段
、

三段主要生油层之上的

结果
。

另一种情况属于封闭型的
,

剥蚀幅度小
,

下部含油旋回保留较好的封盖条件
,

后期构

造运动形成的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比较常见
,

如四川盆地八角场
、

遂宁地区须家河组背斜
一

河道砂体
、

三角洲油气藏
。

五
、

结束语

我国中
、

新生代陆相盆地受后期构造变动影响较强
,

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分布广
、

类

型多
,

是油气藏最重要的类型
。

它不但体现了油气藏形成构造条件的成因
,

而且考虑 了储集

层 (砂体 ) 形成的沉积环境
、

沉积相以及水动力条件
。

山于从油气藏形成条件 (储集层
、

盖

层
、

遮档条件 ) 的整体考虑问题
,

较能客观的
、

全面的反映油气藏形成的地质条件
,

这对

老油气区的勘探和开发 (指出高产区 )
,

以及新油气藏的预测
,

尤其是对难度较大的非构造

油气藏 (原生砂体 ) 的预测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

作者把盆地不同沉积相带发育的砂体引进油

气藏的分类
,

提出了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的新类型
,

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

错误和不妥之处



1 9 9 0年 第 4辑 我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构造
一

砂体复合油气藏类型划分与分布特征 3 3

难免
,

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本文是
“

中国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与油气
”

课题中的油气部分— 储集层资料的整

理基础上编写的
,

成文过程中曾得到赵重远教授
、

崔德树高级工程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

作

者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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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布哈硅质碎屑岩中碳酸盐以及随后的硫酸盐和石盐的产出是卤水向上迁移沉淀的结

果
。

九
、

苏丹卡萨拉市季节性枯竭的加什河河道充填和片流相序 17 1

在穿过并沿加什河道的二维剖面上
,

河流沉积物的详细相分析揭示出若干相和两种不

同类型的相序
:

河床充填相序和片流相序
。

看来每一种相序类型都是 由特定的沉积事件产生

的
,

这种相序代表了混合相序组的两个端元
。

相和相序侧向变化迅速
,

并相互结合
,

呈指状

交错
。

由于后来的洪水及阶段性变化
,

它们也部分至全部地被改造
。

看来
,

卡萨拉地区厚大的加什河沉积形成于两个阶段
:

一是通过辫状河道的加积和侧

向迁移而成
;
二是通过河道化及未河道化的片流沉积而成

。

这两个阶段的沉积构成 了卡萨地

区现代加什河河成盆地的沉积物
。

加什河沉积物与季节性及低弯度辫状河流沉积物有某些相似性和差异
。

以片流沉积 为

主
,

这与加什河季节性湍急高流态一致
;
加什河的沉积型式与辫状河流沉积模式的不一致

,

可能是由控制沉积作用和沉积型式的半干旱气候下的季节性枯竭所造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