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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
。

波组为顶界
,

T子波组为底界
,

对应于雷 口 坡组
,

由 2一 3 个具一定连续性
、

强和弱

振幅的同相轴组成
。

层序内部为平行反射
,

透镜状
、

楔状外部形态
。

1
.

2 1
。

层序反射特征

以 T ; 波组为顶界
,

T 手坡组为底界
,

对应于嘉陵江组
,

由 2一 3 个具一定连续性的强
、

弱

相间的同相轴组成
,

在一定范围内能连续追踪
。

层序内具透镜状外形
,

平行及斜交前积结构
。

川中北部
,

波组逐渐变成杂乱状或波状以及不稳定的反射特征
。

1
.

3 1
。

层序反射特征

以 T 手波组为顶界
,

T 。 波组为底界
,

对应于飞仙关组
。

由 4一 6 个不连续弱振幅同相轴组

成
,

波形不稳定
,

西部及西北部具顶超终止构成长条状透镜外形
,

其余为近平行反射
,

反射波

在区域上有所变化
。

2 反射波组地质属性的确定

连续的地震反射波代表了地层层面或不整合面
,

因此
,

其具有时代意义
。

据川中地区在不同构造部位所钻深井及人工合成地震记录
、

声波测井等实际资料
,

在通

过钻井的地震剖面上
,

经过时深转换
,

其计算深度与实际钻井分层深度相近
,

如女基井雷 口

坡组顶钻井深度为 2 2 71
.

o m
,

计算深度为 2 2 5 6
.

s m ; 嘉陵江组顶钻井深度为 2 7 2 2
.

01 二
,

计算

深度为 2 7 1 9
.

g m
。

其它井也具上述特点
,

这表明在过井的时间剖面上读取的时间以及地震

测井提取的速度所计算的反射波深度与实钻地层分层深度吻合较好
,

据此
,

确定了地震反射

波的地质属性
。

3 地震相与沉积相分析

地震相分析是根据地震资料提供的各种参数解释环境背景和岩相条件
。

具体方法是根

据地震波组反射的连续性
、

振幅的强弱
、

波组的几何形态以及反射波组与顶
、

底层序接触关

系和反射波的内部结构等参数
,

综合划出一定的地震相单元
,

再根据地震剖面所通过的钻井

岩相划分
,

这就使得地震相与沉积相通过钻井而联系在一起
。

3
.

1 一

飞仙关期 (图 l
,

2)

.3 L I 区域构造及古地理轮廓

晚二叠世末
,

川中周边及邻区继续隆起
,

西侧康滇古陆在玄武岩喷溢之后
,

继续隆起成

陆
; 西北侧龙门山一九顶山一带呈岛链状

,

限制了扬子海西部海域与川西槽海的沟通
,

不时

提供了陆源沉积物
;
北部汉南一带则以水下隆起影响了东北边缘的沉积并限制了东北端 的

边界
。

在区域构造上
,

川中一带处子稳定上隆状态
,

表现了台地沉积特点
。

在古陆
、

岛链的前

缘形成补偿沉积凹地
,

大致在华荣山及其以东为飞仙关砂泥岩相区与大冶碳酸盐岩相过渡

地带
。

在上述古地理和古构造条件控制下
,

构成了飞仙关期沉积时古地势西高东低
,

沉积厚度

西薄东厚以及西浅东深的水域
。

3
.

1
.

2 地震相与沉积相分析

根据 I 。
层序超覆

、

尖灭特征所控制的外部形态组成的二个相互联结的
“

舌状
”

外形所

展布的地震相大区界线
,

大致代表了斜坡地震相与盆地底形地震相单元边界
,

其主要特 征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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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r 。

由 3一遭个同相轴 组成
,

与上覆和下伏层均为整合接触
,

层序除近顶部相当飞仙

关组
_

L部碳酸盐岩层段同相轴为强振幅
、

高连续外
,

其余均以不连续弱振幅为特征
,

显示了

飞仙关期早时沉积为单一的泥质岩
,

中
、

晚时随海侵扩大
,

发育了碳酸盐岩
。 ·

地震波组沿仁寿
、

简阳
、

三台
、

盐亭一线为界
,

西北侧普遍分布岩性单一的细一粉砂
、

含

砂质泥岩及分布局限的碳酸盐岩
,

代表了河流至三角洲平原或滨岸潮坪环境
;
而东南侧以泥

质岩为主夹碳酸盐岩
,

陆源砂及粉砂少见
,

属三 角洲前缘一台地斜坡环境沉积 (以川 5 井
、

威

15 井为代表 )
。

(2 )层序 内各终止反射

层序内各上超终止反射的联线
,

大致显示了本区斜坡上带与下带以及斜坡与盆地底形

等地震相单元分 区界线
。

大致沿广汉
、

金堂
、

中江
、

三台一带
,

由北西至南东存在一系列顶超

终止反射
,

在横剖面上呈一相互叠置的
“
下凸上平

”

的似丘状或长条形透镜状
、

以弱一变振幅

为特征
,

代表斜坡或斜坡边缘充填型细一粉砂及泥质物沉积
。

从 已知峨眉一带飞仙关期属河

流相沉积的含砾细一中砂岩
、

含泥质砂岩组 合
,

由川西峨眉至川中的上述地 区
,

必然有由河

流经三角洲平原而进入海相的相序结构
。

上述反射特征
、

几何外形都表明这种充填沉积的碎

屑物为近滨岸环境特征
,

而在上述地区东南侧
,

则渐为潮坪
,

潮下环境所代替
,

岩石组合则由

女基井为代表的泥岩
、

含灰质泥岩
,

以含丰富的瓣鳃
,

腹足类的潮下环境
。

蓬溪至盐亭一带
,

存在一侧向北西方 向上超
,

另一侧往南东方 向下超的终止反射
,

为长

条形透镜状
,

属前积型泥质沉积
,

为斜坡带较典型的反射结构
,

代表了潮下斜坡环境并预示

碳酸盐岩渐次增多的沉积类型
。 一

层序上部以平行较连续强一变振幅为主
,

在女基井至关基井联结的地震剖面上更为突

出
,

显示了飞仙关组上部层位沉积厚度
、

岩性等分布稳定的石灰岩及粒屑灰岩以及局部为泥

质岩的组合
,

属潮下环境及台盆和浅滩相沉积
。

(3 )层序有二种外部几何形态

一为北西向敞开
、

南东向收敛的
“

楔状
”

外形
;
另一为不连续的波状外形

。

这些几何形态

显示了边缘斜坡沉积特征
。

层序内部 由下部亚平行至上部平行的反射结构
,

反映了反射层呈

水平延伸或微有倾斜
,

同时也显示这套岩石组 合形成于潮下环境的斜坡及其边缘
。

据区内地震剖面所显示的振幅变化
,

在高连续强振幅中出现了不连续的变或弱振幅
,

大

致在梓憧县关基井及三台县川苏 97 井一带
,

正好出现了振幅变化
,

显示了在上述地 区及其

以北
,

有一套分布局限的习称
“
汪家坝灰岩

” ,

代表 了飞仙关组第一段在区域上的相变
。

依据层序的物理参数并可划分出次一级地震相单元
。

i) 斜坡上带地震相

呈一向南东伸出的似舌状展布
,

其相单元的主要特征以上超
、

下超终止为代表层序上
、

下部接触形式
,

斜交
一

充填内部结构
,

不连续弱振幅等参数
。

仁寿油 工井位于该相区一侧
,

飞仙关组厚约 3 4 om
,

除该组第一段为厚度不大的灰岩
、

鲡粒灰岩夹泥质岩外
,

其余层位均 由泥质岩夹细至粉砂岩
。

川西飞仙关具斜层理
、

交错层理

等河流相特征
;
川中地区相继发现了海相双壳类生物

,

反映了仁寿
、

资 中等地已 由河流相至

三角洲前缘或滨岸环境
。

il )斜坡下带地震相

相单元分布于上斜坡地震相以东及南部
,

其地震响应与斜坡上带地震相极为近似
,

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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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者是砂
、

粉砂含量减少
,

泥质物显著增加
,

夹碳酸盐岩
,

纵向上呈不等厚层状
,

这种相单 元

为三角洲前缘一台地斜坡或潮下坪台至斜坡沉积特征
。

iil )盆地底形地震相

相带分布于斜坡下带地震相外侧及其以南地 区
,

对应于这种地震响应的沉积类型以女

基井为代表岩类及其沉积组合
,

几乎不含陆源砂及粉砂
,

岩石在纵向上除飞一段
、

飞三段几

乎全为微晶灰岩外
,

其余层位亦夹有灰岩及含泥质灰岩
。

生物较丰富
,

以双壳类瓣鳃为主
,

及

腹足
、

腕足等组合
。

上述沉积特征表明盆地底形地震相所显示的沉积环境为潮下 台盆至斜坡及鲡粒滩
,

并

预示 了在盆地边缘沉积区即为大冶相碳酸盐沉积
。

.3 2 嘉陵江期 ( 图 3
、

4)

.3 乐 l 区域构造及古地理轮廓

嘉陵江期继
一

承了飞仙关期古地理轮廓
,

仍保持 了西高东低的古地势及西浅东深的水域

特征
`

周边的古陆
、

岛
、

海隆等在早期仍在缓慢抬升
,

其前缘有陆源碎屑物沉积
,

但与飞仙关

期相比
,

陆源碎屑含量明显地减少
,

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
。

沪州
一

开江古陆的形成
,

不仅对以

南充为中心的膏
、 盐盆地的形成起着良好的屏障作用

,

同时也控制了浅水粒屑滩的形成和分

布
。

.3 .2 2 地震相与沉积相分析

由 T子一 T手反射波组构成的 卜层序代表了川中地区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
。

根据 I 。

层序超
、

尖特征所控制的外部形态
,

圈定了不规则状大区界线
。

这一界线大致代

表了碳酸盐局限台地沉积边界
,

其主要特征是
:

(l )1 , 层序由凌一 6个 同相轴组成
,

与上覆
、

下伏层位为整 合接触
。

其顶
、

底界线表示了

上
、

下有所差异的一组岩石类型
。

层序中
、

下部对应于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第二
、

三段
,

有 1一 2 个同相轴为高连续强振幅

外
,

其余为不连续变一弱振幅组成
,

这种变化与组成波组内不同岩石的速度
、

密度柑关
。

(2 )层序内各种终止反射特征

于广汉
、

中江
、

三台
·

遂宁一带
,

若干个上超终止反射点的连线
,

大致反映了沉积期斜坡

地震相单元的边界
,

层序下部存在一侧下超另一侧顶超的前积反射结构
,

代表了斜坡沉积环

境
,

蓬溪及其附近存在两侧下超终止
,

形如透镜状
,

显示了碳酸盐台地上层序内部充填结构
。

盐亭
、

三
一

台
、

南充
、

武胜一带
,

子层序上部存有一系列大小不等冲目互叠置的 向上终止反射及

下变上弱的振幅特征
,

形如透镜状
·

这种地震响应是嘉陵江组沉积晚期
,

在强烈的蒸发作用

下
,

在碳酸盐坪台上的低凹地区形成的膏
、

盐盆地
,

·

巍霸忽黔瓢粼粼青粼默猛豁翼君共纂
岩以及它们相互交替的岩石组合

。

层序 内部反射结构为平行至亚平行反射
,

显示了组成 I
。

层序的一套岩石组合
,

沿水平

方向延展及分布稳定的碳酸盐台地及其边缘环境的沉积
。

在上述地震相大区界线内
,

根据物理参数及其变化
,

并可划分出次一级地震相单元
。

1) 斜坡充填地震相

以顶超
、

下超代表层序上
、

下部接触形式
,

亚平行
、

充填为相单元内部反射结构的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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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岩及厚层盐岩组合
,

横向上大致以三台
、

遂宁
、

乐至一线为界
,

西侧为不连续一连续同相轴组

成
;东侧同相轴为下变上强组成

,

这与岩性
、

岩相条件在横向上的变化有关
。

( 2) 层序内各种终止反射特征

大致在三台
、

中江
、

遂宁一线
,

层序内各上超点联线是中部席状披盖地震相单元边界
; 金

堂
、

盐亭
、

简阳
、

三台及南充一带构成以顶超
、

卞超终止反射为特征的长条形透镜状
,

这种响

应反映了碳酸盐台地上充填型反射
,

为云岩或泥质云岩堆积
;
在三台

、

蓬溪一带
,

层序上部形

成多个顶超终止
,

下凸上平透镜状反射并由若干小透镜状叠合成
,

这种响应为上部层俘形成
的膏

、

盐盆
,

分布于安岳
、

大足
,

乐至
、

简阳及其附近
。

层序顶部有一系列终止反射
,

且有由北

西至南东被剥截的层位逐层抬高
,

表明中三叠世末印支运动使雷口坡组遭到剥蚀的结果
。

(3)
I 摆序外部几可形态以

“

楔状
”
为主

,

反映了较稳定分布均一的局限浅海台地上灰

岩
、

云岩
、

石膏
、

盐岩的组合类型
。

层序 内部反射结构为下部亚平行
、

上部为平行反射
,

表明组

成的碳酸盐岩层在区内具水平方向延伸
。

在前述地震相大区界线内
,

据层序物理参数及其变化
,

划分出次级相单元
:

1) 中部楔状地震相

由顶超
、

上超代表层序上
、

下部接触形式
;亚平行内部反射结构

、

较连续至不连续变一弱

振幅的物理参数为特征
。

这种地震响应以关基井为代表
,

几乎全为白云岩及薄层石膏组成
。

据关基井西侧江油等

地钻井及地表剖面证实
,

白云岩是蓝绿藻与碳酸盐岩粘结而成
,

其相单元应属局限浅海台地

潮间至潮上环境云坪
、

膏坪等沉积特征
。

2) 上部楔状地震相

位于前述相区界线以南
,

削蚀
、

整合代表层序上部
、

下部接触形式
,

亚平行
一

充填 内部反

射结构
。

根据振幅
、

连续性变化又进一步划分为较连续变振幅相及高连续强振幅相
,

前者位

于中部席状披盖地震相单元之南侧
,

蓬莱镇构造 21 井揭示雷 口 坡组厚约 7 0 1。
,

较前述相

区有减薄之势
,

岩性变为灰岩
、

云岩
、

石膏并有厚约几米盐岩
,

为台盆环境下碳酸盐与蒸发盐

沉积
。

其地震响应为顶超终止的透镜状外形和不连续弱振幅为特征
;后者由女基井揭示本组

仅保存有雷三段及其以下层位约 4 50 m
,

以云质岩类为主和石灰岩组 合
,

其振幅变化在一定

范围内是相对稳定的
。

由强至变振幅交替变化区大致在资阳
、

安岳
_

、

渔南一带存在一弱振幅反射
,

为各种粒屑

结构的碳酸盐岩
,

组成雷 口坡期有利储集相带
,

如磨溪构造在其相应层位已获工业气流
·

地震相在平面展布上有由北西至南东方向上由中部楔状一上部楔状相单元变迁
,

这种

变化与沉积环境由潮间一潮上坪地至潮下
、

潮间育盆及潮上膏
、

盐盆地和 台盆地边缘及斜坡

的变迁相一致
。

妞 结 语

川中地区三叠系中
、

下统是四川盆地主要产气层位
,

它们多属斜坡地震相单元
。

根据各

种地震相标志判别
,

前述层位为局限浅海碳酸盐台地沉积
,

具有潮汐作用又有蒸发作用并存

的岩石组合类型
,

在频繁的海侵
、

海退作用下构成在纵向上的多个生
、

储
、

盖组合
。

研究这些

不同的组合形成环境以及有利的生
、

储相带
,

寻找与地层岩性相关的圈闭及类型
,

对开拓川

中地 区寻找油气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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