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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晚期层

序地层模式及其应用

丘东洲 赵玉光

(中国地质科学院沉积地质与能源地质研究中心 )

〔内容提要〕 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从晚石炭世到侏罗纪的发育与演化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

前

陆盆地早期 ( c ,

一 )P 和晚期 ( T一)J
,

后者为陆相沉积
。

本文对前陆盆地晚期的成生机制及其演

化进行了定性研究与探索
,

并建立了盆地生长序列模式和建立了三叠一侏罗纪前陆盆地的层序

地层模式
。

阐述了陆相压陷盆地 I
、

I 型层序界面的标型特征以及前陆盆地晚期沉积体系域和

湖水面升降曲线图版用于油气储集空间的预测 ,并建立了油气预测的储集层序格局模型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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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思路与方法

80 年代
,

层序地层学随着以 P
.

R
.

v al l 等人为代表的地震地层学和以 G al fo w ay 等人为

代表的成因地层学发展
,

使其理论体系 日臻完善
,

成为一门较完整的独立学科
,

倍受地学界

同仁
,

尤其是油气地学者的极大关注
。

这种理论已成功地用于指导欧美及东南亚地区的油气

勘探与开发
,

国内地质学家也用于华南 (刘宝礴
、

许效松
,

1 9 9 1 )和鄂尔多斯 (李思田等
,

1 9 9 1)

等地区层序地层学研究
`层序地层学起源于对海相被动大陆边缘地区的沉积地层的研究

,

应

用于前陆盆地晚期有一定难度
,

然而仍可根据地震
、

钻井和露头等资料
,

分析地层分布型式
、

沉积环境和相
,

识别出盆地范围发育的不整合或与之相对应的整合面为界的层序
。

因此
,

层

序地层学的基本理论
、

方法亦可用于陆相前陆盆地中
,

但需要考虑更多的参数
,

除构造沉降
、

沉积物注入速率
、

湖水面升降变化外
,

还应考虑局部构造运动
、

气候
、

事件沉积
、

沉积单元的

坡降比等因素
。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提出了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层序地层研究的思路与方

法 (图 l)
。

其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是建立层序地层模式
,

建立油气分布预测模型
,

指导油气勘

探与开发
。

地震地层学理论自 1 9 7 9 年以来在区内开始进行数字技术勘探
。

1 9 8 9 年以前
,

地震勘探

主要集中在油气分布的西北缘断裂区
; 1 9 8 9 年以后

,

人们注意到 了东南斜坡区
,

并开始加强

该区的地震勘探
,

把层序地层学理论首次用于该区
。

所有这些研究
,

对油气资源勘探提供了

有意义的信息
,

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

. 本文于 1 9 0 3年 4 月 6 日收稿
,

1 9 9 3 年 8 月 2 0 日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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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年 ( 6 ) 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晚期层序地层模式及其应用

缘前陆盆地
。

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地区从石炭纪至中生代的演化经历 了四个阶段 (图 2 )
:

( 1) 早
、

中石

炭世为被动大陆边缘时期 (图 Z a ) ; ( 2) 晚石炭世至二叠纪是前陆盆地发育早期 (图 b2
、

2。 )
。

本期准噶尔
一

吐鲁番板块的周边大洋逐渐消失
,

围绕板块边缘形成褶皱隆起带及与隆起带相

邻的碰撞前陆型沉积坳陷
。

前陆盆地发育早期
,

沉积物常常是浊流沉积
,

聚集在大陆架以下

的水深范围内
,

基本上全为深水沉积
。

一般认为
,

前陆盆地早期为沉积未填满期
,

可能是由于

初始拉张岩石圈外加重荷的自然结果 ( P
.

A
.

A ll e n ,

P
.

H o m e w o o d 和 G
.

D
.

W i l l i a m s , 1 9 8 6 ) ;

( 3) 三叠纪至侏罗纪为前陆盆地发育晚期 (图 2。 )
。

晚石炭世开始发育的推覆体进一步向盆

地方向推进
,

前陆盆地内广泛发育一系列向陆挤压的低角度逆掩断层系
,

以及 由此而派生的

构造
。

区内前陆盆地发育晚期 (早三叠世 )主要为一套陆相粗碎屑沉积
,

具 “
磨拉石相

”

特征

(秦苏保
,

1 9 8 6 ) ; (4 ) 白里纪为坳陷性盆地
。

此时
,

推覆体处于相对静止阶段
,

前陆盆地消失
,

出现坳陷性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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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演化
、

生长序列模型图
a

.

早
、

中石炭世
,

被动大陆边缘时期
; b

.

晚石炭世海相期
,

前陆盆地开始形成
,

出现前部水下隆起 ( f or eb ul g e ) ;

c
.

二亚纪过渡相
、

陆相
,

前陆盆地发育早期
, d

.

三盛一侏罗纪
,

前陆盆地发育晚期
,

主要为磨拉石建造
,

与海洋完全隋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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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陆盆地的成因机制一直是地质学家关心的焦点
,

目前
,

可分为两大流派
:

一是 以 Jor
-

d a n ( 1 9 8 1) 为代表的纯弹性模式
,

它圆满地解释了美国西部落基 山前陆盆地的沉降史
;二是

B ea u m o nt ( 1 98 4 )通过地质模拟提出的粘弹性模式
,

它很好地解释了加拿大阿尔伯达盆地的

地层及沉降问题
。

该模式可较好地解释区内前陆盆地的成生机理
。

粘弹性模式认为岩石圈对荷载的初始弹性反应不依赖于任何假定的与时间有关的流变

性
,

而是在荷载附近产生下坳陷的挠曲盆地
,

以及沿盆地克拉通边缘产生上翘 (图 3 )
。

准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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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年 ( 6 ) 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晚期层序地层模式及其应用

高
,

并以推覆体为物源区形成中三叠统克拉玛依组的快速堆积的扇三角洲沉积
。

每当一新推

覆体岩席向前运移
,

叠加于以前张驰形态上时
,

引起另一个初始弹性弯曲反应
。

前部隆起移

至生长断裂带附近
,

形成了晚三叠世 白碱滩组的湖盆三角洲沉积
。

上述过程重复发生
,

完成

了整个前陆盆地的生命史
。

3 层序地层学与沉积体系域
3

.

1 地震地层学与测井相分析

3
.

1
.

1 层序界面划分及其识别

层序界面系指层序与层序之间的相关界面
,

即不整合或相关的整合界面
。

笔者认为陆相

盆地的层序界面可能是由于湖水面大规模上升或下降而形成的
,

并参照海相层序地层学
,

将

湖相层序界面分为两类
: I 型 (s B

,
)和 I 型界面 (S B

Z
)

。

I 型 ( S B
,

)界面 (水上一水下 )是由湖水面快速下降所产生
,

分布范围大于整个湖盆面积

的三分之一以上
。

界面之上河流回春
,

形成深切谷地充填及与之相伴的侵蚀
,

以过境河流沉

积为主
。

当沉积体向湖心推进时
,

浅水相直接盖在深水相之上
。

I 型 ( S B
Z

)界面 (水上 )是 由

于湖水面缓慢下降时形成
,

如克
一

乌断裂上盘的侵蚀不整合面和断裂下盘与之相对应的整合

面
。

界面之上河流不发育
,

多以网结河
、

泛滥平原相或三角洲相出现为特色
,

湖相泥岩层往往

直接盖在其上
。

湖泊最大洪水面 (fl oo id gn
s ur f a c e )为湖水面快速上升的产物

,

为无沉积作用或很缓慢

沉积作用的重要记录
。

湖水面下降至风暴浪基面之下形成低位体系域
;
随后湖水面开始上升

并出现首次湖泛面
,

它是低位体系域与湖进体系域的界限
;
当湖水面上升越过

“

坡折
”

时
,

形

成高位体系域
。

此时凝缩层形成并向克
一

乌断裂上盘推进到最大距离
,

出现了湖泊最大洪水

面
。

I
、

I 型层序界面在地震资料上表现为削蚀和湖岸上超的特征
;
在测井曲线上

, I
、

I 型

界面表现为明显的
“
跳相

”
现象

,

水上沉积物与湖相泥岩直接接触
;
岩心和野外露头表现为地

层不连续或缺少化石带
。

湖泊最大洪水面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下超面 ( do w n laP
,盯 f ac e )

,

在

测井曲线上
,

表现为分布更广的
、

区域性连续的低电阻
、

高伽玛值带
,

显示了湖相泥岩特征
。

最大湖侵期也是陆相生油岩形成的最有利时期
。

运用探井合成记录
,

对过井地震剖面的地震地层界面及其层序进行标定
,

并据地震波组

特征划出 8 个地震层序波组
,

由深至浅分别以 T
, , 、

T
t , 、

T
: , 、

J
t , 、

J
, ,
一

, 、

J
! ,

一
, 、

J
, ,

及 K
t `

表示 ( 图 5 )
。

据区内地震反射界面的性质将界面分为三级
.

:

一级界面为 tT
, 、

ltJ
、

stJ 和 tK
,

(表 1 )
,

这些界面

与下伏地层组呈明显的角度或假整合接触
,

分布范围占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

内部反射

结构为强一中振幅
、

中一低连续
、

低频率的平行层反射
.

这些界面为 I 型层序界面 ( S B
,

) ;
二

级界面为 tT
,

和 tJ’
甲

,

(表 1 )
,

内部反射结构为中一弱振幅
、

中连续
、

低频率的平行层状反射
。

克
一

乌断裂上盘 tT
3

和犷较易识别
,

下盘较难分辨
。

这样的界面为 I 型层序界面 (s B
Z

) ;
三级界面

为 tT
, 、

厂
“

和犷
,

连续性差
,

为低振幅
、

不甚连续
、

低频率的反射
,

为 , 型界面 s( B
3

)
。

三级界面

提出属探讨性 (另文专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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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年 ( 6 ) 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晚期层序地层模式及其应用

3
.

1
.

2 单井和地质剖面

的层序地层学

钻井层序地层学主要依靠

测井相分析
,

采用自然电位
、

电

阻率曲线组合样式
,

并结合岩

心
、

岩屑录井及数字化测井等

对拐 1 4L] 井 (图 6) 和克浅 7一

拐 1 14 井地质剖面 (图 7) 等进

行层序地层学分析探讨
。

.3 L .2 1 可容空间分析

沉积物可容空间的变化反

映了在构造沉降和湖水面升降

综合作用下可供沉积物容纳空

间的变化
。

这一空间是否被完

全充填
,

取决于沉积物对盆地

的供给速率
。

首 先
,

湖相泥岩 楔状体

— 凝缩层的确定
,

陆相盆地

的凝缩层多为一沉积速率相对

表 1 地震反射层序和界面划分以及界面类型一览表

T a U e 1 D i
v is i o n 皿 d t y eP of

g e i s m ie er f l ce it ou
s e q u e n沈 5 a n d b o皿 d ar 让 5 i n t h e s t u d y a er a

地地 层 系 统统 地展反射射 地展反射射 层序划分分 界面面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级界面面 二
、

三级界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类型型系系系 统统 组组组组 准层序序 层序序序

白白里系系下纠纠
吐谷每组组 — K

. 1

一一一一一
户 , 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st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侏侏侏 阵叫叫
齐古组组 一 J

` 1

一一一一 sQ
333

二:
’’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 一
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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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深湖
、

半深湖泥岩沉积
,

缺乏粗碎屑物质注入
,

由悬浮泥质
、

粉砂质泥垂直降落沉积而

成
。

区内三叠一侏罗纪共发育了五套凝缩层
,

从下至上分别编号为 C S
, 、

C S o C S
3 、

C S
`
和 C S S

(图 6
、

7 )
。

C S
,

形成于中三叠世克下组晚期
,

垂向上分布于克下组顶部
,

克上组之下
,

相当于

S
。

砂层底部的 R
。
泥岩层

。

该层为暗紫红色
、

杂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含动物化石
,

块状构造
,

发育水平纹层
,

成分以粘土矿物为主
,

横向上分布稳定
,

厚度一般为 4一 1 5m 左右
,

为准层序

S Q { 的凝缩层 (图 6 )
; C S

:

形成于晚三叠世 sT bj
, ` ’

组早期
,

为灰色
、

暗灰色
、

深灰色泥岩
,

质

纯
,

发育季节性纹层
,

单纹层厚度一般为 2一 10 m m
,

空间上分布稳定
,

为准层序 S Q { 的凝缩

层 (图 6
、

7 ) ; C S
3

形成于早侏罗世三工河组早期
,

分布于三工河组底部
,

为灰色
、

褐灰色泥岩

层
,

矿物成分以高岭石为主
,

水平纹理发育
。

在盆地边缘见有零星分布的硅质棱角状小砾石
,

砾径为 2一 s m m
。

对其成因有多种解释
,

多数人赞同冰块携带成因说
,

系由携带砾石的冰块

向湖盆中心搬运过程
,

因冰块溶化砾石垂直降落沉积而成
;
有人则认为小砾石是由风暴带入

湖盆
。

该泥岩段为准层序 S Q ;的凝缩层
, c s

`

形成于中侏罗世西山窑组晚期
,

为灰色浅灰色
、

褐灰色泥岩
,

自然伽玛值较高
。

横向分布稳定
,

连续性较好
,

可进行区域对比
,

为准层序 s Q落

的凝缩层
; C S

。

形成于晚侏罗世齐古组中期
,

电阻率及电位均低
,

自然伽玛值较高
,

可进行 区

域对比
。

向源区方向仅分布于 5 67 井以南地区
,

属稳定的低速率沉积层段
,

为层序 SQ
3

的凝

缩层 ( 图 7)
。

其次
,

确定凝缩层 自下向上变细
、

变薄的总型式
。

其测井曲线组合样式均为钟型 (图 7 )
,

反映了连续准层序 (向源 )后退作用
。

识别出五套该类总型式 (图 6
、

7 )
,

它们分别为
:

克下组

中下部
、

白碱滩组 S
:

砂层
,

八道湾组 B d
,

砂层
,

西 山窑组和齐古组下部
。

它们发育退积型楔

状砂砾岩体 (图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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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序和体系域边界的识别

构造和沉积背景的不同
,

识别和标定体系域边界的方法也不同
。

V ial 等人对于海相陆

架背景的研究已做过较多工作
,

而对前陆盆地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
。

本区前陆盆地晚期具

有下述特色
。

( l) 盆地边缘断裂具有同生长性质
,

为压性或压扭性构造环境
,

推覆体周期性向盆地腹

部推进
。

(2 )断裂呈多级阶地展布
,

控制着沉积相的空间配置
,

常造成地层在断裂上盘薄下盘厚

的特征
,

沉积相多以多级扇体分布 (水上一水下 )
。

(3 )盆地边缘断裂受区域性构造背景的制约
,

湖水面升降是构造沉降
、

沉积物供给速率

和气候等参数的近似正弦函数
。

笔者提出了如下数学表达式
,

以便更好地运用计算机解决地

质问题
。



岩 才目
一

古 地 理

F 一 f ( x ) 一 si n (
:

+ v
+ Z + w )

其中 ,f (劝为湖水面升降 函数
, : 为构造沉降参数

, 。
表示沉积物的供给速率

, l 为代表气候

参数
,

, 表示特有的局部影响参数
。

漱节凛漂黯濡梨袭黔象糯篡麒裂

爵然戳:戮滤嘟默恕黯

彝曝翠潺燕蒸髯蒸
莎臀溉翻歉怨缎

(2)
I 型层序特征及其沉积体系域

:鳄黔军粼纂粼
嚣猛霉黯器肇

3
.

3 层序地层划分方案

通过对区内三叠一侏罗系沉积体系域
、

区域构造背景分析和大量地球物理测井资料的

麒拼粼麟蒸翠
震

序

发

由

全
一

瓮羹篡默署
水
酬降娜积响应

一

自

纂彗粼穿馨裁微篡豁鸳黯箫鬓糕款寡黎髦
肇箕镊霖霭聚于

早
`

呼卿
g
aM

’

属 ` 型层冬准卿呼
成于晚

准层序 SQ I底界面分布广泛
,

盆地范围内均发育
,

从地震剖面上可见削顶现象 (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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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准层序 S Q ; 形成之前印支运动早幕波及全盆地
,

构造活动强烈
,

形成了该准层序的

底界 ( S B
:

)
。

在该界面之上发育冲积扇和河流
,

如百口泉和夏子街地区发育的大型冲积扇体
。

此时期滨线远离推覆体
,

湖水面积很小
,

发育红色
、

棕红色岩性的洪
一

冲积扇相
,

为干旱气候

条件向半潮湿气候转化时期
,

属三叠纪盆地发育的初始化阶段
。

准层序 S Q } 凝缩层为克下

组顶部的泥岩层 R
S ,

该层段在区内分布较稳定
,

并且跨越断裂上盘
,

为一湖进期
。

它反映了

盆地上升速率小于湖水面上升速率
,

湖水面积不断扩大
,

并漫过断裂到达断层上盘
,

显示构

造运动的加强及湖水面的上升
。

准层序 S Q I上部测井曲线组合类型为漏斗型
。

此时
,

推覆体

逆冲作用再现
,

湖水后撤
,

形成了高位体系域的扇三角洲相
。

之后
,

湖水逐渐撤出断裂上盘
,

导致了上盘地层的短期暴露
,

形成侵蚀不整合
,

造成了克上组的顶部 (s
,

砂层组底 )和克下

组底部的 s
。

砂层底部
,

在断裂上盘为侵蚀不整合
,

下盘为整合
,

出现了 I 型界面 ( s B户
。

此时

气候变得较为潮湿
。

准层序 S Q釜底面为 I 型界面
。

此时推覆体逆冲作用再度活跃
,

盆地沉降显著
,

湖水面急

剧上升
,

造成大规模湖侵
,

湖水面积扩大
,

并出现浊积扇沉积
。

之后
,

由于缓慢湖退
,

冲积扇注

入湖盆地
,

形成了扇三角洲沉积
。

由于粗碎物质注入速率的增大
,

盆地的可容空间减小
,

盆地

湖水范围萎缩
,

最终盆地充填结束
。

其顶部发育 I 型界面
,

从地震剖面上 (图 5) 可见极小角

度削顶现象
。

准层序 S Q I和 S Q爹构成了层序 S Q , 。

层序 S Q
:

为一次构造旋回幕的产物
。

该旋回幕中

盆地的发育经历了初始化阶段一~ 发展阶段一 , 首次湖侵一~ 湖盆鼎盛时期的最大湖侵一

~ 湖盆淤浅这一系列生长
、

发展和萎缩的过程
。

4
.

2 层序 S Q
:

沉积建造及其构成

层序 s Q
Z

形成于早
、

中侏罗世
,

约 57 M a 。

据其间的地震反射界面 ltJ
一

,

可将其分为 s Q盖和

S Q鑫两个准层序
:

其中 S Q孟形成于早侏罗世
,

约 3 o M a ; S Q受形成于中侏罗世
,

约 2 7 M a 。

准层序 S Q委底界为 I 型界面
,

是印支运动晚幕的表现
。

盆地被抬升
,

在不整合面上形成

潮湿气候下的湿地扇
,

砾质辫状河沉积
。

八道湾组沉积晚期
,

地形平坦
,

以网结河泛滥平原相

出现为特色
,

煤层发育
。

之后
,

三工河组沉积时
,

由于推覆体继续活动
,

盆地沉降幅度增加
,

湖

侵速率较快
,

湖水快速漫过断裂到达断裂上盘
,

三工河早期的半深湖
、

深湖相泥岩直接盖在

网结河沉积之上
,

出现了
“
跳相

”
现象

,

并形成 C S
。

最大湖侵凝缩层
。

之后
,

逐渐湖退
,

形成了

测井曲线组合类型为漏斗型的高位体系域
。

最终以 I 型界面结束该层序的发育史
。

准层序 S Q委在 区内保存不全
,

顶部有时遭受剥蚀
。

上部头屯河组主要为湖相泥岩
,

顶部

为 I 型界面
;下部西山窑组测井曲线组合类型为明显的钟型 (图 7 )

。

准层序中部出现湖侵

面
,

并发育退积楔状体
。

总之
,

准层序 s Q孟和 s Q里构成的层序 s Q
Z

由 I 型界面限定
,

即由地震反射界面 ltJ 和 stJ

所限定 (图 5
、

7 )
,

它代表一次构造旋回幕
。

在该旋回中
,

盆地生长经历了盆地初始化一~ 发

展阶段一~ 首次湖侵一~ 湖进体系域一 , 再次湖进一 , 最大湖盆期一~ 萎缩
、

封闭阶段
。

4
.

3 层序 S Q
:

沉积建造及其构成

层序 S Q
3

形成于晚侏罗世早期
,

约 21 M a 。

其顶
、

底界均为 I 型界面限定
,

相当于地震剖

面的犷和 tK
,

界面
。

该时期构造运动相对平静
,

盆地边缘推覆体基本停止活动
,

出现了以坳

陷性为主的盆地
。

该层序测井曲线组合类型为马鞍型
,

其底部河流沉积发育
,

而后为水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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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陆盆地晚期层序地层模式

5
.

1 低水位体系域 ( L S T )

当湖水面下降至风暴浪基面之下
,

此时形成的沉积体系域被称为低水位体系域 ( L S T )
。

换言之
,

在湖盆仅存在滨浅湖环境
,

甚至干枯时形成的沉积为低位体系域
.

低水位体系域在

生长断裂上盘为过境河流相
,

发育深切谷地
,

残积风化壳及洪水事件沉积
。

5
.

1
.

1 低水位期洪
一

冲积扇
、

红色残积风化壳杭积体系

盆地形成早期及湖水干枯期
,

在盆地中央或
“

坡折带
”

(图 8, 2号断裂 )下方发育洪
一

冲积

扇体系
,

泥石流极为发育
。

这些沉积物以富含紫红色泥
、

砂质泥岩为特征
、。

由于区域构造活

动以抬升为主
,

侵蚀作用强烈
,

在各个断裂阶地平台之上及盆地大部分地区发育红色残积风

化壳沉积
。

准层序 S Q I的百 口泉组沉积就是洪
一

冲积扇与残积红层沉积体系在平面上交替展

布的体现 (图 8)
。

梦毛熬落立立至
冬一二二卜又

,

二干

之
l

二户
/

咦续见
、 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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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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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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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衬撰

图 8 前陆盆地晚期低水位体系域 (L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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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L Z 低水位期多级断崖扇
一

辫状河流沉积体系

随着推覆体的不断向盆地腹部推进 (图 8) 和水域渐次扩张
,

在多级断裂下盘往往形成

多级断崖扇
,

它们互相拚接形成断崖扇群
,

其前缘常发育辫状河流体系
,

局部还发育泥炭沼

泽
。

多级断崖扇与辫状河流在平面上交替出现
,

构成了低水位期多级断崖扇
一

辫状河流沉积

体系
。

准层序 S Q墓中的八道湾组第四
、

五砂层沉积即属此类沉积体系
。

5
.

2 湖进体系域 ( T S T )

当沉积物注人速度加快
,

大于湖盆基底相对下降时
,

湖水面相对上升
,

湖水逐渐淹过
“

坡

折带
”

(图 9)
。

此时沉积物呈阶梯状后退
,

形成沉积上超
,

构成湖进体系域
。

当湖水面上升到

原风暴浪基面之上时
,

可出现半深湖区
。

3
.

2
.

1 辫状三角洲沉积体系

在①号断裂 (图 9) 下盘往往形成冲积扇
,

而在
“

坡折带
”

附近辫状河入湖处形成辫状三

角洲体系
,

为退积型三角洲
。

其前缘见湖盆浊积及风暴沉积
,

如准层序 s Q }中的夏检 1 3 1 4

井克上组沉积 (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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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仁一高水位体系域 ( HS T )

{誉蒸祺蒸撰泽浑
对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三叠一侏罗纪层序地层学研究

,

为西北缘盆地腹部油气勘探与开

发有
、

着曰定的指导意义丈表
一

3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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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层序地层学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油气勘探开发中的应用一览表

T a U e 3 A P川ic a t io n o f s e q u en ce 吕tr 咐g r a P h y t o t h e 0 11
一

g as Pr 韶脚 e t i皿g

皿d e x
Pl o r a t io n o n t h e n o r t h w韶 te r n m a r g i 皿 o f t h e

Ju n g g a r B as i n ,

兀n j i a n g

项项 目目 储集层层 生油层层 盖层层 运移移 圈闭闭 实例例 勘探开发意义义

储储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及勘探布置置
类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设想想

湖湖湖 基 底砂岩储储 湖进体系域域 顶 部盖 层好好 侧向运移移 孤 立 砂 砾砾 克下组组 克下组 已 为三三
进进进 层

,

孔隙度渗渗 顶部 和 盆 地地 往往 以 断 层层层 岩体
,

地层层 西 山 窑 组组 叠 系 主 要 产油油
体体体 透性好一差差 腹部可 以成成 隔挡挡挡 和 断 层 圈圈 为理论论 层

。

建议开发西西
系系系系 为生油层层层层 闭

,

底部为为为 山窑组储集层层

域域域域域域域 不 整 合面面面面
或或或或或或或 岩性 圈圈圈圈
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

高高高 以 冲 积 扇扇 尚未发现 生生 以 不整合面面 油气 沿 生生 构 造圈 闭
,, 4 4 6 井 区区 44 6 井 区 白碱碱

位位位 — 扇三 角角 油层层 ( S B I 面 ) 或或 长断 层 运运 包 括 断 裂裂 bj
,

砂层层 滩组 已获工业业
体体体 洲相为主

,

一一一 断层隔挡挡 移
,

需要断断 和 区 域 不不 齐古组中
、、

油流流
系系系 般位于顶部部部部 层 垂 向通通 整 合面

,

往往 下部部 齐古组 已 为主主
域域域域域域 道道 往 为 S B ::::: 要的稠油产层层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低低 进进 舌状浊 积砂砂 深 层 或顶部部 湖进体 系域域 可 能 来 自自 一般 为构构 白碱滩 组组 S , 已获工业油油
位位 积积 砾岩体

,

周围围 湖进体系 域域 顶部盖 层好好 深 部 油源源 造 圈闭
,

浊浊 S , 砂层层 流流

体体 复复 被泥岩包围
,,

为理 论生油油 浊 积 砂 砾 岩岩 的 断 层 通通 积 扇 为 压压 白碱 滩 组组 bj : 砂层 的浊积积
系系 合合 连续性差差 层

。

湖相泥岩岩 体盖 层 为泥泥 道
。。

实 或地 层层 bj
:

浊积 砂砂 扇体分布 于 斜斜
域域 体体体 生油层层 岩岩 浊 积砂 砾砾 圈闭闭 砾岩体体 坡 区 的 2 24 井井

岩岩岩岩岩岩 周 围为为为为 到检乌 2 6 井之之
泥泥泥泥泥泥 岩层

,

造造造造 间
,

建议 予以勘勘
成成成成成成 聚 中运运运运 探探
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

6
.

1 湖进体系域

` 湖进体系域包括辫状三角洲
、

滨湖砂砾滩坝
、

湖岸风成砂丘等
。

这些相的砂砾岩体有利

于油气储集
,

其原因为
:

( 1) 砂砾岩体进入湖盆后
,

由于湖水淘洗作用
,

结构
、

成分成熟度较

高
; ( 2) 湖水进退以及生长断裂的存在

,

使砂砾体呈阶梯状或与泥岩呈互层状
,

有利于油气运

移和聚集
; (3 ) 由砂砾岩与泥岩互层程度和上超 (图 7

,

西山窑组底部 )性质
,

上超尖灭和生长

逆断裂有利于湖进储集空间向形成地层
一

构造圈闭
; (4 )湖进体系域中的湖相泥岩可以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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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源岩又是油气盖层
`

上述湖进体系砂砾岩体的储集性的差异与粒度和胶结作用关系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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