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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物质来源综合研究

—
以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为例

焦养泉 李 珍

(中国地质 大学
,

武汉 )

周海民
(冀东石油勘探开发公 司

,

唐 山 )

「内容提要〕重矿物分析对于判断沉积盆地的物源方向和物源区的母岩性质是有效的
,

但具有局

限性
:

①对无重矿物或者仅能提供极少量重矿物的母岩判别力较差 ; ②它不能准确判断物源区

沉积物的主要运移通道
。

因此
,

进行盆地物源分析还需要重视综合研究
,

即①通过重矿物的矿

物学
、

重矿物组合研究
.

判断物源 区的母岩类型
,

推测母岩岩性演化
; ②通过沉积岩矿物成分

与结构研究
,

判别物源区是否存在重矿物无法辨认的母岩类型和沉积物的搬运距离
; ③通过沉

积体系分析
,

尤其是砂分散体系的编图
.

能有效地判断物源区的方位和圈定各物源的具体影响

范围
;

④利用古构造图判别物源 区的主要沉积物运移通道及其方位 ; ③编制沉积盆地
一

物源区古

环境图
,

以此来弥补重矿物分析物源所带来的缺陷
。

关键词 物源分析 沉积盆地
一

物源 区古环境

在含油气盆地分析中
,

物源研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

对沉积盆地
一

物源区系统的正

确分析
,

将有助于对沉积体系的准确恢复
,

和对远景区油气储层的准确预测
。

常规的重矿物分析对于物源研究是非常有效的
,

它可以判断物源方向和物源区的母岩

性质
,

但具有局限性
。

例如
,

利用重矿物类型
、

组合等信息推测和鉴别物源 区为岩浆岩
、

变

质岩及部分沉积岩的母岩类型是最有效的
。

可是它对灰岩
、

白云岩及部分碎屑沉积岩物源

区的判别能力却较差
,

这是因为这些母岩无重矿物或者仅能提供极少量的重矿物
。

但在通

常情况下
,

物源区又恰恰包含灰岩
、

白云岩或碎屑沉积岩等
。

另外
,

重矿物研究亦不能准

确判断物源 区沉积物主要运移通道
。

面对这种事实
,

作者认为进行盆地物源分析还需要重视综 合研究
,

即利用沉积体系编

图
、

古流分析
、

岩石矿物成分与结构
、

古构造高程图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

来弥补重矿物分

析物源所带来的缺陷
。

这一研究思路通过在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 1[] 中的应用证 明其具

有可操作性
。

1 沉积岩重矿物分析

沉积岩中的重矿物分析是进行盆地物源研究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

通过重矿物的矿物学

研究以及统计学分析
,

可以确定有成因联系的重矿物组合
,

并借此判断物源区的母岩类型
;

.
“
冀东油 田南堡凹陷下第三系层序地 层

、

沉积体系与储层预测
”
项 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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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主要重矿物的相似性与亲疏关系判断属多物源或单物源
,

确定多物源的主次关系
,

并

评估各物源对盆地影响程度
;
应用重矿物或重矿物组合的稳定性

,

推测沉积物的搬运距离

(属远程搬运还是近程搬运 ? ) ; 利用主要重矿物
、

重矿物组合及不同稳定性的重矿物空间分

布特征
,

确定物源方向
; 还可以应用重矿物及其组合的数量和性质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

,

推

测物源区母岩岩性的演化
。

这一常规分析法的成功应用不乏实例 0 . 2[]
。

在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 中
,

应用重矿物进行物源研究的方法与专题成果将有专文

论述
,

本文仅将其主要结论归纳于沉积盆地
一

物源区古环境图 中
。

2 沉积岩矿物成份与结构分析

通过对沉积岩矿物成分鉴定
,

可以判别物源区是否存在重矿物无法辨认的母岩类型
。

利

用砂岩的成分成熟度与结构成熟度判别沉积物的搬运距离
。

可以根据沉积物粒度的变化趋

势推测物源方向等
。

在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 中
,

柳赞地 区岩石薄片中存在大量偏基性火山岩
,

岩心中

还普遍存在花岗岩
、

白云岩和变质石英砂岩等砾石
,

这些直观信息预示着柳赞东部物源 区

含有这些母岩
;
高 尚堡地区部分钻孔岩心中存在花岗岩岩屑及沉积岩岩屑

,

并零星出现灰

岩岩屑和偏基性火 山岩岩屑
; 北堡地 区东营组薄片中零星出现白云岩和大量花岗岩岩屑等

。

这些都揭示了其物源 区均存在这些母岩类型
。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
,

灰岩与白云岩的岩屑化

学稳定性较差
,

其岩屑能在盆地中零星出现
,

说明物源区具有一定规模的灰岩与白云岩母

岩
。

在研究区内部
,

沉积物的矿物成分成熟度
、

结构成熟度和沉积物粒度等的变化是以各

自的沉积体系为系统的
,

通常从沉积体系的上游向下游方向粒度变细
、

矿物成分成熟度和

结构成熟度提高
。

通过大量统计和分析而得到的这种信息将有助于判别物源方向
。

以沉积

体系为单位
,

能代表其整体矿物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的信息
,

则具有判别沉积物搬运

距离的能力
。

3 沉积体系分析

通过沉积体系编图
,

尤其是砂分散体系的编图
,

可以有效地判断物源区的方位和圈定

各物源的具体影响范围
。

图 1是高尚堡
一

柳赞地区 sE ; + ’
主力油层段 的含砂率 图

,

其几何形

态展示了该沉积时期在研究区共发育了三个扇三角洲朵体
.

即柳赞陡坡型扇三角洲
、

拾场

缓坡型扇三角洲和高西南缓坡型扇三角洲
「3〕 。

这种格局预示着该时期研究区主要受三大物

源的影响
,

另外可结合含砂率的变化及朵体展布方向判断物源的具体方位
。

这样就很容易

得到如下结论
:

①柳赞扇三角洲的物源位于柳赞地 区东部 ; ②拾场扇三角洲的物源位于拾

场次凹北部
;③高西南扇三角洲的物源推测来自唐海一杜林一带

。

这些结论与重矿物分析得

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

由此而恢复的各时代古环境图都蕴藏了这方面的有用信息
。

4 古构造分析

通过古构造图的分析
,

可以判别物源 区具体的沉积物主要运移通道 (古 山间河 )及其方

焦养泉
、

周海民等
, 《冀东油区南堡凹陷下 第三系层序地层

、

沉积体系分析与储层预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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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中高尚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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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外围物源区
,

从柳赞~ 柏各庄~ 唐海~ 杜林一带的馆陶组

底界 (即下第三系顶界面 )构造高程图中
,

明显地展示了由周围高地所限定的两个古山间河
,

其中之一位于蚕沙口北部
,

呈 N E
一

S W 向展布
,

作者称之为蚕沙口古 山间河
;
另外一个位于

杜林北部
,

总体呈 N W
一

S E 向展布
,

作者称之为杜林古山间河 (图 2
、

3 )
。

图 2 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 sE 盆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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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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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讲
,

现今构造高程图中显示的两个地下古山间河的发育时间为东营组沉积期
,

它

们应该与东营组沉积体系关系密切
。

事实上
,

通过与主要重矿物组合及沉积体系分布的空间对

比
,

发现它们确实具有很好的吻合性 ( 图 3 )
。

所以
,

作者认为蚕沙口古山间河主要提供了拾

场扇三角洲朵体的沉积物
,

而杜林古山间河主要提供了高西南扇三角洲朵体的沉积物
。

主要母岩
:

中酸性岩浆岩

次要母岩
:

变质岩
、

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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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东营组的盆地
一

物源区古环境综合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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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营组沉积之前的沙河街组而言
,

两个古山间河是否与其沉积体系具有联系
,

答

案是肯定的
。

因为从沙河街组到东营组
,

研究区北部的主要几个扇三角洲发育空间始终具

有 良好的继承性闭
,

这显示出沉积物源及其方位的持续稳定性
。

因此
,

逆时间序列推断两个

古山间河也分别是沙河街组拾场和高西南扇三角洲的主要沉积物供给通道 (图 2 )
。

5 盆地物源综合研究表现方法

沉积盆地
一

物源区古环境图能有效地反映盆地物源综合研究的最终成果
。

图 2 和图 3 分

别为通过重矿物分析
、

沉积岩矿物成分与结构分析
、

沉积体系分析和古构造分析的综合研

究面得到的高尚堡
一

柳赞地区 E蜡+3 段和全盆地东营组沉积时期的沉积盆地
一

物源区古环境

分析图
。

图中明确表示了物源区的母岩类型与分布区域
、

主要的古山间河道及 由其控制的

沉积盆地中沉积体系的几何形态
、

空间配置与展布特征以及沉积体系内部重矿物共生组合

和优势分异方向等信息
。

这种图件的编制对于进行大尺度的储层预测是非常有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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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物质来源综合研究在南堡老第三纪亚断陷盆地中应用
,

尤其是最终成果图的

编制对物质来源研究是有效的与可行的
,

此种方法可以借鉴于其它盆地研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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