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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地堑岔路河拗陷

下第三系岩相与油气关系探讨

周景田 何志国

(吉林油 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

一
、

构造及地质概况

伊通地堑属 于中
、

新生代沉积拗陷区
,

呈 N E一 s w 向展布
,

长约 1 5 0 km
,

宽 12 一 2 k0 m
,

面积近 300 OKm
2 ,

南东和北西边缘为一系列深大断裂带所控制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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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岔路河地区 T G 反射层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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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陷基底 由花岗岩
、

大理岩
、

片岩
、

蚀变晶屑凝灰岩 ( C一 )P 组成
。

地堑周边出露石炭至

二叠系地层和华力西期
、

燕山期花岗岩
。

盆地南西缘还有晚侏罗世火山熔岩与含煤系地层出

露
.

在一拉溪和双阳为早白至世地层
,

在昌
。

井近底见类似地层
。

在测线 3 3 4 6 处可以清楚地

见有 (E 与 K
、

K 与 J
、

J 与 C一 P 间 )三个不整合面
,

表明本区燕山运动是强烈的
,

同属于松辽

盆地范畴
,

但它主要是在燕山运动中产生的
。

拗陷发育分为三个阶段
:
( l ) J一 K 时期

,

断陷盆地内的隆起部分遭受剥蚀
,

晚侏罗世堆

积了火山岩
、

熔岩和含煤碎屑岩
,

而早白至世在本区再次接受沉积
。

本区凹隆幅度大
,

使洼地

保留了一些沉积物 ; ( 2) 早第三纪早期接受了大量沉积
。

新安村组 ( eE )沉积时期基本处于盆

地内夷平时期
,

主要为河流
、

湖泊相的陆源碎屑物
,

一般厚度 1 1 00 多米
。

舒兰组 ( E c ,

dE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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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时
,

区内差异升降反转
,

西南下降速度大于东北的下降速度
。

水曲柳组 ( aE 二bE )的沉积厚

度可相差 20 Om 左右 (表 l ) ; ( 3) 第三纪末的喜山运动
,

使拗陷周边古陆上升
,

整个盆地形成

了南东高
,

北西低的斜
“

箕状
”

陆相盆地
,

堆积了一套洪积相的粗碎屑物
,

一般厚度为 220 一

3 5 0m
,

最大沉积厚度可达 5 6 0 0m
。

表 1 岔路河及邻区断生界地层对比表

T a b l . 1 C o r
er 场 d o n of 寸抽 ( 撼” 幻口。 k 翻 r a扭 加 t恤 C恤 lu抽

. n d 肠st . d加说 n吐 . 刊, ,

冷冷冷
大民屯屯 岔 路 河河

8888888 6年分层层 本 报 告 分 层层 地地
.......................................................................................

展展
第第四纪纪 第四系系 第四系系 第四系系 上部黄土

、

腐植土
.

下部棕色砂砾岩
。。

界界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晚晚第三纪纪 上第三系系 上第三系系 上第三系系 灰绿色砂砾岩
、

砂岩
、

砾岩与砂质泥岩互层
。。。

早早早 东营组组 水水 aaaE 灰绿色泥岩为主
,

夹粉砂岩
、

砂岩
。。 T扭扭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T bbb
纪纪纪 沙沙 沙一段段 柳柳 E bbb 灰绿色

、

灰色泥岩
、

砂质泥岩与棕色砂砾岩
、、

cccT

河河河河 沙二段段 组组组 砾岩
、

砂岩不等厚互层
,

下部间夹薄煤层
。。 T DDD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T GGG

组组组组 沙沙 舒舒 CCCE 上部深灰色泥岩
.....

段段段段段 组组组 中部灰白色砂砾岩与灰色泥岩互层
。。。

下下下下下下下部灰黑色泥岩夹砂层
、

砂砾岩
.....

dddEEEEEEEEEEE 灰黑色泥岩为主夹泥质粉砂岩
、

砂岩岩岩

沙沙沙沙沙 新新 eeeE 上部
、

中部灰色砂砾岩
、

砂岩与深灰色泥岩互互互

四四四四四 安安安 层
.

下部深褐灰色泥岩
.

底部灰色
、

灰绿色泥泥泥

段段段段段 村村村 岩与砂砾岩
、

砂岩互层层层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孔孔孔店组组组组组组

岔路河拗陷经过四年初勘
,

做了大量的地震工作
,

勘探网络测线基本达到 2 义 2 ( k m )
,

局

部可达到 2 x l ( k m )
,

已完井九口
。

1 9 8 6 年首次在万昌构造昌
:

井获工业性油气流
,

只也是在

东北地区首见天然气和凝析油
。

1 9 8 8 年 3 月在五星构造上的昌
, 0

井钻遇获日产 1 20 吨的高

产原油
,

邻井东南 ( l l OOm )的昌
, ,

井又钻遇获 1 0 0 m 以上的巨厚油层
,

其余 7 口井都有油气

显示
,

初步认为该区是很有前景的地区
。

二
、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经综合分析研究
,

岔路河拗陷的沉积物可分为两种类型及四个沉积相序
。

I 河流型

1
.

冲积扇相 (图 2)

分布于盆地边缘
,

东南侧尤为发育
,

主要层位是下第三系水曲柳组 (E b) 的下部
、

舒兰组

(E
。 、

dE )和新安杖组 ( eE )
.

岩性为杂色砂砾岩与灰绿色泥质岩
,

二者略呈等厚互层
,

砾石大小

杂乱分布
,

大者 15 义 1 0 (
c m )

,

一般为 3义 1 ( c m )
,

分选性极差
,

多为次棱角状
.

砾石成份为石

英砂岩
、

石英岩
、

花岗岩
、

板岩等
,

偶见煤砾
,

并含有大量的植物树枝
、

树干碎屑 ( 已炭化 )
,

但

未见动物化石
。

岩层无明显层理
,

多呈块状结构
。

碎屑岩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往往缺失牵引总

体
,

跳跃总体占 69 %
,

悬浮总体占 16 %
,

并常见过渡带 (图 3 )
。

粒度概率曲线的斜率小
,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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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选性差
,

水动力能量强
。
c M 图 (图们 中

,

反映 M 值在 1 60 一 6 3 0帅
, C 值在 6 0。一

2 1 0 0随 线区间
,

粒级间距比较宽
,

反映样品 (昌
:

)分散
,

它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弗雷斯诺郡

西部现代冲积扇相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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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扇随着地形坡降的减少而水动力能量也随之降低
,

遵循从扇首至扇缘相粒级由粗

至细的沉积规律
。

为此我们尝试将砂
、

砾岩加粉砂岩与泥质岩比值 (简称砂泥 比 )成 1
,

砂砾与

地层厚度之 比值 (简称砂地比 )含量 > 钊 %者归为冲积扇相 (表 2 )
。

根据砂泥 比和砂地 比
,

可

进一步把冲积扇细分为扇中亚相 (砂泥 比值为 2
,

砂地 比值 65 一 70 % )和扇缘亚相 (砂泥 比值

为 0
.

8一 1
,

砂地 比值含量为村一 50 % )
。

表 2 岔路河地区各井层段砂泥比和砂地比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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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准锐锐
垫铲土粤笋岌岌 喂箭黔黔

亚 相相

昌昌
。。 E b 3

一

月月 2
.

3 333 7 0
.

73%%% 扇 中中

昌昌
,, E b l 一 222 1

.

8 555 6 4
.

9 8%%% 扇 中中

昌昌
::: E b ZZZ 0

.

9 888 4 9
.

5 6%%% 扇 中中

昌昌
... E b 333 0

.

7 999 4 4
.

2 8%%% 扇 缘缘

万万参
::: E b ZZZ 0

.

9 999 4 8
.

1 6%%% 扇 缘缘

冲积扇系网状河流成因
,

扇首往往被侵蚀殆尽
,

难以保存
.

砂质泥岩常系分散状
,

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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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砾岩与砂质泥岩互层
,

反映在电性上为高尖锯齿状或箱状高值
。

冲积扇因辫状河流经常

改道而废弃
,

在纵
、

横向上表现不稳定多变性
,

在地震相上反映为振幅强
,

变频率连续性差的

特征
。

2
.

联扇平原一泛滥平原相

主要分布于 aE
、

Eb
、

eE 层段中
,

在横向上往北东过渡为滨一浅湖相
。

岩性为灰绿色泥质

岩和灰色粉砂岩夹杂色含砾砂岩不等厚互层
。

砂泥 比值为 0
.

26
,

砂地 比含量在 40 一 20 %
。

层理结构多见波状层理及泥砾
,

见大量的植物根系及树枝干 (炭化 )
,

同时见大量的虫穴 (如

万参
:

井 )
。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表现为跳跃
、

悬浮总体
,

但见有过渡带
,

斜率大
,

说明碎屑物质

分选较好
,

水动力能量较冲积扇低
。

电性多呈小锯齿状低值
。

地震反射为变振幅连续反射地

震相
。

l 湖泊型

3 滨湖
一

浅湖相

主要发育于 cE
、

eE 层段及盆地南东的 aE 层段 (图 5)
。

岩性为灰一深灰色泥岩
、

粉砂质

泥岩间互层
。

层理结构为水平层理和波状层理
,

并见透镜体状层理
,

岩层中含煤线
,

局部见介

形虫化石碎片 (昌
3 、

昌
7
)

。

概率累积曲线为跳跃和悬浮总体
,

见过渡带
,

反映了水动力较弱
。

砂泥 比值为 0
.

2
,

砂地 比含量为 6
.

7一 28 %
`

电性为明显的平直形低值
。

地震反映为弱振幅

不连续反射地震相
。

奢岭口 子。

图 5 丘 时期的沉积相图
1一物派方向

; 2
一

岩相线
, 3

一

断层
. 4

一

等厚线 (百米 ) ; 5
一

植物化石
; 6

一

植物碎展
. 7一砂砾岩

; 冬泥质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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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扇三角洲前缘相及浊积岩相

扇三角洲前缘相主要分布于 Ec
、

Ee 层段及 E b 层段的底部 (图 6 )
.

岩性为灰色含砾细一

中粒砂岩与浅灰
、

黑灰色泥岩间互层
,

见煤线
。

在沉积韵律上具反或正韵律特点
。

电性呈
“

漏

斗
”

形和
“

桶
”

形 (图 7 )
。

岔路河拗陷具有与正常三角洲不同的沉积环境
,

属于断陷型
,

并位于

同生断裂的下降盘一侧
,

具有较大的坡度
,

河流短促
,

物源近
,

沉积速度快的特征
。

它多与扇

缘相连
,

缺乏分流平原相
。

在地震反射方面
,

反映前积结构比较明显
。

卜叹冠杯
团

2

团
3

口
;

团

困
。

团
7

围
。

曰

图 6 欣 时期的沉积相图
1
一

物探方向
; 2

一

岩相线 , 3
一

等厚线 (百米 ) , 4
一

断层
; 5

一

泥质粉砂岩
. 6

一

植物碎屑
. 7一植物根系

. 8
一

泥砾岩

F逗
.

6 5 对 lm e n at r y fa iC es 血
r i n g d e lx玲 it io n o f 珍喊 CE

1~ ,司 i m e n r s u叩一y d i r ec r i o n ; 2~ il t ho f a e ies b o u n da yr
, 3 = isO伸

e h il n e
( i

n 叨 e h u n d r de m at r es ) , 4~ fa u lt .

5 ” m u dd y s i lt s t o n e . 6~ p扭 n t f r a g 节 e n t息` 7 ” p l a o t t o o 宝s ; 8~ m u ds t o n e a
耐 OOn 砂o m吧 r a t e

浊积岩相主要分布于南西的齐家凹陷的 cE 层段
,

即测线 3 3 5 0一 3 3 54 与纵测线 2 1 7 4一

2 1 8 8 间
。

地震反射为透镜状
,

丘状或波状反射地震相
,

其内部结构弱或杂乱
。

平面所处位置

正在三角洲泥相内
。

它与渤海湾盆中浊积岩发育的地质条件与地震波形相同
。

从本区沉积类型和特征来看
,

反映了多物源
,

且物源近
、

短河流搬运的特点
。

主要物源区

为南东侧的吉林那丹哈达岭一带的海西期花岗岩
。

昌
2

井砂体沉积累计厚度为 88 5 m
,

可分

3 7 5 层
,

平均层厚度 2
.

35 m
,

单层砂厚一般为 1
.

3 5m
,

而万参
,

井平均层厚度为 3
.

1 5m
。

据轻
、

重矿物含量统计表明
:

稳定重矿物由南向北减少
,

如长石含量由昌
;

井的 38
.

3 %减少至万

参
:

井的 2 4
.

8%
,

石英从 打%减少至 38
.

8%
,

而岩屑含量反而增加 2 倍多 (表 3 )
。

泥岩厚度

由南向北几米增加至 2 0 0m
。

综上所述
,

本区物源是由南东缘注入盆内的
,

也说明属多水系

小河流域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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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昌
:

井配层扇三角洲相电性曲线
R g

.

7 曰Ce t r i司
e ur v

es f o r th. af n 一

血 lat fa e

治 of 肠刃 CE OZf Bo
r e h o el C 3

表 3 各井层段轻
、

, 矿物百分含 t 统计衰

.T lb
e 3 P州陀兑 n恤 ge

c o n t e n st of 】地 h它 . n d h .e Vy m ln
e
. h

tr o m 妞he d lt fe找渝 t翻月 s
of 心映 卜甘 e h 0 I翻 加 吸h e s加 d y a r e .

黯黯岸逻逻
长石石 岩屑屑 石英英 相对稳定定 相对不稳定定

(((((% ))) (% ))) (写 ))) 重矿物 (% ))) 重矿物 (% )))

昌昌
...

压压 3 8
.

333 7
。

888 4 7
.

000 3 2
.

444 0
.

5 777

昌昌
:::

eeeE 28
.

222 2 2
.

444 4 3
.

111 32
.

9 555 0
.

3 555

万万参
:::

压压 2 4
.

888 19
.

000 3 8
.

888 3 0
.

5 333 I
。

5 555

公 `

三 从
.

沉积相与油气关系探讨

l
、

油气显示现状

本区已钻的九口井中
,

均有油气显示
,

层段累计厚度 2 2 0 0nJ 以上
,

但级别显示都低
,

荧光

一般 6一8级
,

最高达 15 级 (昌
;

井 )
.

产气井有 昌
2 、

昌
; 、

昌
。 、

昌
1。

等井
,

其中昌
。

井日产天 然气

x X 义方 (中测 )
,

昌
, 。
井 日产原油 x 义 x 吨

、

气 义 又 万方
,

昌
2

井日产汽 义 万方
、

凝析油 义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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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 :

井见 I OOm 以上的巨厚油层
。

2
、

生
、

储
、

盖组合

本区生油原始有机丰度最好是昌
,

井 反 层段
,

平均有机碳含量为 1
.

85 %
,

生油母质类型

以 n 。

型为主
,

次为 l 型 (壳质组合3 0一 50 %
,

热演化阶段高
,

埋深 2 5 0 0一 2 8 0 0m 为低成熟

带
,

2 8 0 0一 3 3 0 0m 为成熟带
.

eE 层段为较好一好生油岩
,

它可与辽河大民屯凹陷有机地化数

据进行比较 (表 4 )
。

暗色泥岩厚度 > 7 29 m
,

有效生油岩比大民屯厚 89 m
。

本区 cE
、

cE 层段物性

好
,

为储集层
。

孔隙度一般平均为 n
.

9%
,

渗透率4
.

17 又 1 0一 ’ (“ m )
2
(万参

,
)

,

从各 口井的声波

时差值与井深关系图中可知
,

孔隙度随地层埋深而降低
,

在 2 0 0 0m 以下出现变化梯度突变现

象
。

表 4 岔路河拗陷与大民屯凹陷有机地化擞据对比衰

aT hl e 4 C o m砷比扣
n
of or p 刊cI g创况吮 . 山, 】血加 口加 t映 C恤 lu 映朋 d 〔腼 n d n抽 n

血 fP . 目 . .

地地区区地层层 暗色泥泥 有效生油油 C%%%
“ 人 ”

%%% 烃含量量 烃 ccc/
“
人

”
/ CCC 母质类型型 生油门限限

岩岩岩岩厚 (米〕〕 必厚 (米 ))))))) (% ))) (% ))) (% )))))))

大大大 sE
,, 9 2 000 4 4 111 l

·

6 8 / 4 10块块 0
.

5 7 0 / 7 5块块 0
.

0 15 2 / 7 555 0
.

8 0 / 7 555 2
.

8 6 / 7 555 , ... _ , 哎 八八~~~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 ` 口 U 切 皿 .弓弓

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
陷陷陷 aE

`̀̀̀ 1
.

5 9八 1 1块块 0
·

1 15 4八 9块块 0
.

0 50 1八 999 2
.

3 2 / 1999 5
.

6 3 / 1999 , ^一一 一 2 5 0 0 n lll

岔岔岔 cccE 7 2 999 5 3 000 0
.

7 5 / 5 2块块 0
·

02 4 / 3 9块块 0
.

0 13 6 / 2 333 1
.

8 1 / 2 333 3
.

2 0 / 3 999 . 卜 ... 一 2 5 0 0 mmm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河河河 压压压压 1
.

1 1 / 4 6块块 0
·

0 7 3 7 / 4 2块块 0
.

0 3 9 7 / 4 000 3
.

5 8 / 4 000 6
.

6 4 / 4 000 , -B ,, 一 2 5 0 0 mmm

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
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

本区具有三套盖层
,

即 cE
,

中部
、

cE
,

中部
、

bE
’

上部
。

昌
:
井 bE

’

底部储集层之上泥岩厚度

可达 1 5 om
。

经综合分析
,

该区生储盖组合最好的层段是 cE
、

eE
,

多属 自生自储或新生古储
,

埋藏深

度也适中
。

3
、

有利沉积相带及油气聚集区 (带 )

根据昌
: 、

昌
: 。

井的油气产出层段分析
,

认为本区属构造
一

岩性圈闭的油气流
。

昌
:

井的产

油气层段是因处于扇三角洲前缘近尖灭带和万昌鼻状构造西翼斜坡带上彼配
,

它与生油凹

陷近
,

配置好
。

而 昌
; 、

昌
。

井的产气段处 于构造高点的扇缘带
,

配置关系不如前者
。

该区三角

洲及浊积岩相主要发育在 cE
、

eE 层段
,

无论是从埋深适中
,

还是生储盖组合和构造位置的配

置关系上都是最有利的油气富集层段
。

在盆内中部斜坡和南东隆起区是最优越地带 (区 )
,

其

中万昌构造以西斜坡带及 卜家店
一

梁家鼻状构造的前缘斜坡区
,

南东的满家
一

小桥鼻状隆起

斜坡区都是油气富集带 ( 区 )
。

本区类型应是多类型的复式油气藏
、

如古潜山
、

超覆线
、

断块
、

岩性等类型应优先考虑
,

是加速寻找油气勘探成果的有利途径
。

伊通地堑岔路河拗陷沉积相与油气分布的初步研究由于受资料所限
,

认识仍很肤浅
,

错

误之处希帮助指正
。

笔者在撰写中得到了高级工程师邓康龄
、

韩广玲等人的指导和帮助
,

在

此一并致谢 ! (下转 3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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