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卷 第 2期

2010年 6月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SedimentaryGeologyandTethyanGeology　　　

Vol.30 No.2
Jun.2010

文章编号:1009-3850( 2010) 02-0061-05

鄂尔多斯盆地华庆地区长 6期物源分析

李鹏飞, 徐论勋, 李建明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3)

收稿日期:2009-07-14;改回日期:2009-10-04
作者简介:李鹏飞 ( 1982-) ,男,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沉积学

摘要:物源分析是开展沉积相研究的基础,物源区母岩性质和物源方向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基础地质研究内容。本文

根据鄂尔多斯盆地华庆地区 220口井砂岩中的轻 、重矿物及粒度资料 ,结合研究区沉积相分析 、陆源碎屑成分和重矿

物成分对比,以及平面上粒度粗细变化和沉积相展布规律等诸多因素综合分析, 认为华庆地区长 6期物源供给主要

来自正北和北偏东两个方向, 以正北方向为主要物源方向。主物源区母岩性质以变质岩为主, 母岩岩石类型为由低-

中级变质岩和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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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源分析是盆地沉积相研究中最基本 、最重要

的工作,在恢复原盆地古地理环境 、限定造山带的侧

向位移量 、确定地壳升降特征 、验证造山带演化模

型 、绘制沉积体系图 、进行区域地层对比以及储层评

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物源分析的主要方法有:

重矿物法 、碎屑岩类分析法 、孢粉分析法 、沉积法 、裂

变径迹法 、地球化学法和同位素法等。近年来,在物

源分析过程中引入了电了探针 、质谱分析 、阴极发光

等先进技术,并运用沉积 、构造 、地震 、测井等地质方

法与化学 、物理 、数学等学科交叉结合的新思维, 使

物源分析更具科学性
[ 1 ～ 3]

。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华

庆地区 220口井长 6砂岩中的轻 、重矿物及粒度资

料, 结合研究区沉积相分析 、陆源碎屑成分和重矿物

成分对比,以及平面上粒度粗细变化和沉积相展布

规律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开展华庆地区长 6

物源分析 。为该区的沉积体系展布研究 、区域地层

对比以及储层评价预测提供有力支持。

1　区域地质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以太古界 、元古界结晶岩与变质

岩系为基底,其上被古生界 、中生界 、新生界覆盖,具

明显的二元结构 。盆地四周皆以断裂带与周缘构造

单元相连接,其中东部以离石断裂带为界与山西地

块吕梁山隆起带相接,南 、北两侧分别以渭河地堑北

界断裂和河套地堑南缘断裂为界, 西部则以桌子山

东和惠安堡 —沙井子断裂带分别与河套弧形构造带

西南翼和六盘山弧形构造带东翼相接 。盆地边缘断

裂褶皱发育,盆地内部为陕北斜坡, 构造相对简单,

以鼻状构造为主,无二级 、三级构造, 地层平缓,倾角

一般不足 1°。鄂尔多斯盆地现今的构造形态总体

表现为东翼宽缓 、西翼陡窄的不对称大向斜 。按其

现今构造形态特征,该盆地可划分为伊盟隆起 、渭北

隆起 、晋西挠褶带 、伊陕斜坡 、天环向斜及西缘逆冲

断裂构造带等 6个一级构造单元 (图 1) 。从总体上

看,盆地构造性质以长期稳定为特征, 具有整体抬

升 、持续沉降 、坡度宽缓 、低隆起的特点
[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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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位于鄂尔多斯盆地陕北斜坡带的西部, 具体研究

区范围:西起白马, 东到马家砭,北自长官庙,南抵城

壕-悦乐一带,研究区范围约 5500km
2
(图 1) 。截止

2008年 12月, 该区钻遇 (穿 )长 6油层组的探井 、评

价井共有 250余口。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及研究区位置图

1.研究区边界;2.盆地边界;3.构造单元边界

Fig.1　 TectonicdivisionoftheOrdosBasinandlocationof

thestudyarea

1=limitofthestudyarea;2 =basinboundary;3 =tectonic

boundary

华庆地区三叠系延长组地层以内陆湖相沉积为

主, 沉积格局和沉积体系的分布受长期继承性整体

升降运动下形成的广阔斜坡构造背景的控制, 属于

北边靖边 -吴旗主河湖三角洲体系和安边三角洲体

系向南延伸部分。延长组的湖盆地质演化经过了由

兴盛到衰亡的过程,长 8为湖进期,长 7为湖盆发育

的全盛时期, 长 6为湖盆的建设与逐渐萎缩时期。

长 6期主要发育三种沉积相类型, 即三角洲前缘相 、

湖底滑塌浊积扇和浅湖 -半深湖相, 以三角洲前缘亚

相分流河道微相砂体为主,向前过渡为河口坝微相,

向南过渡为滑塌浊积扇亚相
[ 7 ～ 9]

。

2　物源分析

2.1 　重矿物组合特征

重矿物是判断物源方向及物源区的重要标识之

一 。前人对鄂尔多斯盆地长 6油层组砂岩的物源分

析认为:重矿物组合在平面分布上主要存在东北 、西

部 (西南 )和南部三大物源区, 其中正北和东北方向

的三角洲沉积体系主要为锆石 +石榴石组合,西南

方向的三角洲沉积体系为锆石 +金红石 +电气石 +

石榴石 +硬绿泥石组合,南部方向的三角洲沉积体

系主要是锆石 +电气石 +金红石 +石榴石 +绿泥石

+榍石
[ 10, 11]

。本研究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中偏南

部,与北部和北东部的物源方向有较强的相关性,重

矿物组合特征应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在重矿物鉴定

成果上与前人研究成果认识基本一致, 但也有一定

的差异性,简述如下:

本次研究共统计了华庆地区白 182井 、山 156

井 、午 65井 、元 410井等 80余口井长 6地层重矿物

成分及含量情况,主要包括锆石 、金红石 、电气石 、石

榴石 、磁铁矿 、白钛矿 、绿帘石 、硬绿泥石 、黄铁矿 、赤

褐铁矿 、硬石膏 、重晶石 、榍石等,其中检测出较多的

为锆石 、金红石 、白钛矿 、赤铁矿 、电气石 、黄铁矿 、其

次为石榴石 、偶见榍石 。

图 2　华庆地区长 6期重矿物组合分布特征

1.井位;2.组合边界;3.组合类型

Fig.2　 Distributionoftheheavymineralassemblagesfrom

theChang-6 oilmeasuresintheHuaqingregion

1 =wellsite;2 =limitofheavymineralassemblages;3 =

typeofheavymineralassemb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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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重矿物组合分布特征图上 (图 2)可以看出,

长 6重矿物组合呈环带状分布特征,研究区中心和

正北方向最稳定组分为高锆石 、赤铁矿 、金红石组

合, 这个组合由北向南直达华池一带;东北方向来的

重矿组合主要为锆石 +金红石 +白钛矿组合;西北

方向来的为锆石 +电气石 +白太矿重矿组合;西南

方向主要为锆石 +白钛矿 +石榴石组合;东南方向

来的重矿组合,主要为锆石 +电气石 +石榴石组合;

正南方向主要为锆石 +金红石 +石榴石组合 。从长

6重矿物组合看, 明显分为四大沉积物源区, 即东

北 、北面物源区,西北物源区, 西南物源区和南部物

源区 。

2.2　轻矿物组合特征

长 6沉积期, 鄂尔多斯盆地西南沉积体系与东

北沉积体系延长组在砂岩成分上存在很大差异, 其

中华庆地区具高长石 、低石英的特点,为高长石含量

区,长石含量一般为 55% ～ 60%, 石英含量一般为

25% ～ 35%,岩屑含量仅 10% ～ 15%, 矿物成熟度

相对较低。而西南部体系相对具有高石英 、低长石

的特点,矿物成熟度较高。

1.长石 、石英碎屑组分

砂岩中的骨架矿物组分主要为长石, 含量为

41% ～ 73%, 其次是石英,含量为 18% ～ 36%,而岩

屑含量低,一般小于 10%,砂岩中的这种长石 、石英

和岩屑含量组合特征, 说明物源区存在富长石的母

岩类型 。大量的钠长石出现是确定母岩区为低 -中

级变质岩区的依据 。而研究区西南部, 石英含量由

20%增加到 60%,长石含量由 65%减少到了 25%,

岩石矿物成熟度有增高趋势 。表明研究区西南部与

研究区东部 、北部存在不同方向的母岩物源区 (图

3) 。

图 3　华庆地区长 6期西南部 ( a)和东部 、北部 (b)砂岩分类三角图

Ⅰ .石英砂岩;Ⅱ .长石石英砂岩;Ⅲ .岩屑石英砂岩;Ⅳ.长石岩屑石英砂岩;Ⅴ .长石砂岩;Ⅵ .岩屑长石砂岩;Ⅶ .长石岩屑砂岩;Ⅷ .岩屑砂

岩

Fig.3 Triangulardiagramsofthesandstonesfromthesouthwesternpart(a) andeasternandnorthernparts(b) oftheChang-6 oil

measuresintheHuaqingregion

I=quartzsandstone;II=feldspathicquartzsandstone;III=lithicquartzsandstone;IV=feldspathiclithicquartzsandstone;V=

feldspathicsandstone;VI=lithicfeldspathicsandstone;VII=feldspathiclithicsandstone;VIII=lithicsandstone

　　2.岩屑组分

大多数砂岩中含有少量的岩屑组分, 其成分主

要是千枚岩 、变质粉砂岩 、变石英岩 、云母石英片岩

和石英云母片岩等低级变质岩, 含量一般在 3% ～

5%之间, 个别可达 9%,虽然含量总体不高,但很稳

定, 说明物源区存在低级变质的细碎屑沉积岩,从岩

屑含量总体不高的物质组分特征, 可确定该类岩石

不是物源区母岩的主要岩石类型。

3.云母类矿物

砂岩中含有较丰富的云母类矿物碎屑,含量一

般在 3% ～ 8%之间, 最高可达 12%, 说明母岩中有

富云母的岩类存在,如中深变质成因的云母片岩 、片

麻岩等 。

2.3　粒度特征

碎屑颗粒粒径变化也能指示物源方向
[ 2]

。沉

积物的粒度性质主要受物源和沉积环境两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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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不同沉积环境有着不同的水动力条件,从而

造成不同的粒度分布。

华庆地区长 6储层以细砂岩 、极细砂岩占绝对

优势 。薄片鉴定结果和粒度分析资料表明, 粒度分

布绝大多数为细砂,其次为粉砂,极少量中砂。长 6

储层砂岩中细砂级占 85.63%,粉砂级占 8.94%, 中

砂级占 0.89%。在研究区北缘 、东北缘碎屑颗粒最

大, 以细砂岩为主, 见少量中砂岩, 粒径可达 0.

5mm,向研究区中心及南部有由粗变细的趋势,粉砂

岩含量增加, 粒径逐渐过渡到 0.05mm。研究区西

南缘沉积物粒度也相对较粗, 最大粒径 0.15mm, 向

东北方向逐渐减少到 0.05mm。可以判断在华庆地

区长 6沉积期,东北 、北部方向物源是主要的, 占有

明显优势,而西南方向物源影响有所减弱,只是对局

部有影响 。

2.4　物源区分析

上述重矿物 、轻矿物 、岩屑的特征表明, 研究区

长 6沉积时期主要发育东北 、西南两大物源。从重

矿物特征看,研究区东北部表现为向南不稳定组分

减少 、稳定组分逐渐增加;盆地东北部的砂地比值则

显示向南逐渐减小;从东北部长石含量较高 、岩屑含

量甚少且基本不含白云岩屑, 而西南物源以较高的

石英含量和高的白云岩屑含量的情况看, 两大物源

区母岩性质是有本质差别的 。东北物源的母岩主要

是大青山一带太古界高级变质的浅粒岩或片麻岩,

而西南物源可能主要是发育在西部陇西古陆的中浅

变质岩与火成岩和部分沉积岩, 且以富含碳酸盐沉

积物为特色。

从华庆地区长 6矿物分类三角图上看,本区也

有两个物源方向,其一是北 、东北方向, 为长石砂岩 、

岩屑长石砂岩;另一个是西南方向, 石英 、岩屑含量

较高,为长石岩屑石英砂岩 、长石岩屑砂岩。但本区

长 6地层的物源绝大部分来自北 、东北方向物源,所

以本区以长石砂岩为主 、次为岩屑长石砂岩。虽然

也有西南方向和南部方向的物源, 但其处于次要位

置。

3　结语

( 1)华庆地区长 6期物源区母岩性质以变质岩

为主,母岩岩石类型为低-中级变质岩和花岗岩 。东

北物源的母岩主要是大青山一带太古界高变质的浅

粒岩或片麻岩,而西南物源可能主要是发育在西部

陇西古陆的中低级变质岩 、火成岩和部分富含碳酸

盐的沉积岩 。

( 2)华庆地区长 6地层物源绝大部分来自北和

东北方向,西南方向和南部方向的物源处于资要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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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ancesofthe Chang-6 oilmeasuresin the Huaqing region,
OrdosBasin

LIPeng-fei, XULun-Xun, LIJian-ming
( SchoolofGeosciences, YangtzeUniversity, Jingzhou434023, Hubei, China)

Abstract:Inthelightofthelightandheavymineralassemblagesandgrainsizedataofthesandstonesfromabout

220 wellsintheHuaqingregion, OrdosBasin, incombinationwithsedimentaryfaciesanalysisandcomparisonof

terrigenousclasticandheavymineralcompositions, theprincipalsourcesofdetritusintheChang-6 oilmeasureslay

tothenorthandnortheastoftheBasin.Theparentrocksinthesourceareasaremainlycomposedoflow- to

medium-grademetamorphicrocksandgranites.

Keywords:Huaqingregion;Chang-6 oilmeasures;provenance;heavymineral;parent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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