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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

核三组上段沉积微相研究

胡受权
(西南石油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

【内容提要〕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可划出三个陆相层序
,

其沉积相由

南而北表观为冲积扇一扇三角洲一湖相配置型式
。

在明确研究区物源方向
、

物源区及其大地构

造性质的基础上
,

综合利用研究区 目的层段的钻井
、

测井及地质资料
,

根据其地震相平面展布特

征
,

将地震相转换为沉积相
,

并由此归纳出研究区核三组上段的沉积模式
.

在研究区所划的三个

陆相层序中
,

共发育四类 13 个小层序组
,

其中可识别的小层序达 50 多个
.

在这些众多的小层序

中
,

可识别的沉积微相达十余种
、

岩性相共 33 种
.

关扭词 陆相层序 沉积徽相 泌阳断陷 下第三系

1 沉积相分析

.1 1 地震相与沉积相

图1 中
,

A 地震相区为差连续
、

中振幅
、

低频
、

杂乱反射相 (相参数特征见表 1 )
,

其反射结

构杂乱
,

内部缺少有序的波阻抗界面
,

彼此相位关系不明
,
频率很低 ( 1 3H : 一 1 7H : )

,

反映粗

杂沉积物的快速堆积
,

可解释为冲积扇或近岸水下扇或扇三角洲平原的偏砾岩相
。

该相区中

泌 18 井冲积扇的沉积相特征见图 2所示
。

表 1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核三组上段地吸相参数特征
T a b l e 1 S e is m i e f a e i e s P a r a刃n e t e r s f o r t h e u PP e r m e m悦 r o f E o g e n e H e s an F o r m a t i on in t he s ut d y ar e a

参参 数数 级 别别 特 征征 说 明明

振振 幅幅 强强 卜^ > DDD D
:

显示道间距距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 :

波峰幅度度
中中中中 D > h ^ > 1 / ZDDDDD

弱弱弱弱 1 / ZD > h ^̂̂̂̂

濒濒 率率 高高 f > 3 0H名名 f
:

叔率率

中中中中 3 0H名> f > 2 0 H
二二二

低低低低 2 0 H z > fffff

连连续性性 好好 l > I k mmm l
:

同相轴连续长度度

中中中中 I k m > l > 0
.

3 kmmmmm

差差差差 0
.

3k m > lllll

O 本文 19 9 7
`

年 8月 1 8 日收稿
。



岩 相 古 地 理

`̀ 、、

一珠姚姚
曰曰

户户
_护尹

子 .

叫叫
、、

火火
裂裂 相相

. 日翻 444
吞吞 日日日 卜卜 \\\ 〔

,

相 区区 、 、、 区区 OOO 一一
州洲
尸尸 区区

前前杜楼楼楼 」」 、 、 、、 、 、 _ _ 一产产 : 墨墨墨 、 、 、 ~~~~~
一

、

一一
... 肠466666 CCCCC 相相 二 曰曰曰曰曰曰

侣侣卜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尹石石
:::::::::::

zzzzzzz 产尸 ~~~~~~~
八八八八八八

/////
一/

尹尹 . 日 4夕夕夕

\\\
、 、 、、 t 已吸3 ,,,

/// 一一/ 一一

白白白白白白白几 2 3̀̀

哎哎哎哎哎杯杯间间间 aaaaa 相
’ `
碧

,, . 旧习222
区区 、 、 一洲洲洲洲

LLL .供 . 幽幽幽
.................

一一 -
`
~

一

一
-----------------------

一一 /// 分\\\
fff

------- ....... 一 - - ~ - - , r - - ---
『『『『『『『『『『『『『『『『3333333 的 22 ,,,, l, I幼555

lllllllll ....... . 下乞!月 2222222 ...

日日日日日 t lllllllllllll
甘

,

二 沪沪

....... 、 、、 、 、
...........

一
8 曰 石

一一的的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公翻 555555555
.

~ 、 、、、、、、
,, 【一一-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II
、、

\ \ ~~~~~ / /// 夕` 一一一
EEEEE I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尸才公公

图 1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 I 。
地震层序 (核三组上段 )地震相平面图

A 相区
:

差连续
、

中振幅
、

低颇
、

杂乱反射相
;

B 相 区
:

中连续
、

变振幅
、

低频
、
S 形前积反射相

,

C 相区
:

中一好连续
、

中振幅
、

中频
、

平行一亚平行反射相
,

C
,

相区
:

丘状反射相
; D 相区

:

连续
、

强振幅
、

高频
、

平行反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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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震相 区中为连续
、

变振幅
、

低频
、

S 形前积反射相
,

其反射界面具一定的连续性
,

但

连续性相对较差
:

振幅可变 (中强振幅夹弱振幅 ) ;
视频率低 (1 SH : 士 )

,

具 S 形前积结构
,

顶积

层发育
,

代表扇三角洲的偏砂岩相
。

该相区中泌 2 1 7 井及泌 22 3 井扇三角洲沉积相特征见图

3 所示
。

C 地震相为中一好转续
、

中振幅
、

中频
、

平行一亚平行反射相
,

其波阻抗界面连续性较

好
;
中振幅偶夹较弱振幅 ;视频一般为 20 H z 士 ;

同相轴较为光滑
、

平直
,

且彼此近于平行
,

反

映一种低能沉积环境
,

可解释为半深湖的偏泥岩相沉积
。

该相区中尚可见三维丘状反射体

( 图 l 中 C
`

相 区 )
,

其顶面有席状披盖反射出现
,

能为前扇三角洲斜坡带滑塌性重力流扇

体 [ ,〕
。

如泌 2 1 5 井 1 2 0 2
.

s m ~ 14 4 4
.

4m 井段
。

D 地震相区为连续
、

强振幅
、

高频
、

平行反射相
,

其同相轴平直
、

光滑且互相平行
;
视频率



1 9 9 7年 ( 6 )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沉积微相研究

自自然电位位 井井 视电视率率 岩性结构剖面面 岩岩 粒度度 C一夕 图图 亚亚 微微
((( S P ))) 深深 ( R ))))) 性性 概率曲线线线 丰目目 丰目目

、、、

m
,,,,

相相相相相相

!!!

{
--- 13 0000 :

{
’

---

藻藻
)))

O mmm 《另 JJJ

C ` 尹 ))) 扇扇 泥泥

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

:
口口…回

---

根根 石石

11111 3 5 00000000000000000 ` 】 盆 : 一 侣 百百 4 2 0 一 2 一 4 一 666 ( F F F))) 流流

0000000000000 mmm 吸今
...........

娜 笋、
’’’

(欲F )))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洲争争争 一

声声声声声
】】】4 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

团团团团团团团办办办办办办
回回

` 二 2 名 嗯

“““““““““““““ 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毛 . JJJJJJJJJ

扇扇 辫辫
SSSSSSSSSSS ppp 一 ` ,奋诀诀诀诀诀诀诀

中中 状状

:::::::::::::::::::::::::::::::

匕匕匕
(MFF))) 河河

莺莺莺莺莺莺莺莺莺
【画二二

一 ` 二 之 盏 . ` 知知知知

道道
lllll月5 〔〔〔〔〔 人 .......

(BC )))

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 席席
SSSSSSSSSSS ppppppppppppp 端端 状状

///////////////

///////
( EF F ))) 漫漫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 S F )))
FFFFFFFFFFFFFFFFF rrrrrrrrrrr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

图 2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泌 1s 井核三组上段冲积扇沉积微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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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主频变化于 28 H : 一 35 zH
,

最高可达 42 H
z ,

属断陷湖盆深水泥页岩及深水碳酸盐岩相沉

积
。

如泌 9 4 井 1 8 6 0
.

gm ~ 1 9 8 6
.

g m 井段
。

1
.

2 物源分析与沉积模式

对研究区核三组上段重矿物平面展布规律研究表明
,

重矿物 Z T R 指数呈现由南向北 明

显增高的趋势 (图 4 )
,

这表明物源方向来 自湖盆南部
,

且主要源于研究区南部平 氏物源区及

东南部杨桥物源 区
。

通过对研究区核三组上段砂岩碎屑成份的显微镜薄片鉴定
,

划分出Q (包括Q m 及 Q p )
、

F (包括 P 及 K )
,

L (包括 L v 及 L s )及tL (包括 L 及 Q p )组份并统计其百分含量
。

不同的砂岩碎

屑成份及其含量的变化
,

代表着不同的物源区构造类型
。

对研究区泌 11 井
、

泌 47 井及泌 1 16 井核三组上段砂岩碎屑成份进行iD ck i s on 图解表明

( 图5 )
,

其大部分岩样落入克拉通内部
、

过渡大陆及再旋回造山带 (主要为石英再旋回 )物源区
,

具有Q
、

Q m 含量高及F
、

L
、

L t 含量低的特点
。

由此可以推断
,

物源来自断陷湖盆南部及东部桐

柏山脉
,

其母岩主要为太古界桐柏群和下元古界秦岭群的混合岩
、

片麻岩
、

片岩
、

大理岩
,

以及

古生界二郎坪群和信阳群的细碧角斑岩
、

片岩
、

千枚岩
、

大理岩
,

部分为燕山期花岗岩
。

据岩芯和薄片观察统计
,

泌阳断陷湖盆双河一赵凹地 区碎屑岩的岩屑成份主要为石英

岩
、

花岗岩
、

云英岩
、

千枚岩
、

绿泥石 片岩及大理岩等
,

其陆源重矿物组合主要为石榴子石
、

错

石和云母
、

绿泥石等
,

其次为电气石
、

金红石
、

锐钦矿
、

锡石及少量绿帘石
、

檐石和角闪石
。

因

此
,

推测其物源区的母岩性质主要为变质岩及酸性岩浆岩
,

这与现代桐柏山脉的岩石组成基

本上是一致的
。

在明确了研究区物源方向
、

物源区及其大地构造性质的基础上
,

综合利用研究区目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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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泌 21 7 及泌 223 井核三组上段扇三角洲沉积微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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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钻井
、

测井及地质资料
,

根据其地震相平面展布特征
,

可将地震相转换为沉积相图
,

并由

此可归纳出研究区核三组上段的沉积模式 (图 6 )
。

2 层序划分
、

体系域类型及其小层序组内部沉积相构型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 区核三组
_

匕段可划出三个层序 ( 4S
、

5S
、

5 6 )( 图 7 )
,

其沉积相由

南而北表现为冲积扇一扇三角洲一湖相配置型式
。

按
“
体系域具四分性

”
论点

,

一个完整的层序可划 出低水位体系域 (L S T )
、

水进体系域

( T S T )
、

高水位体系域 ( H S T )及水退体系域 ( R S T ) 0
.

尽管陆相层序的各型体系域中
,

小层

序组组叠置型式不完全遵循R
.

R
.

va il 等人所设计
,

但一个典型的特定体系域有其特征性的

小层序组堆叠型式
。

一般地
,

L S T 呈现低位加积一弱进积小层序组规律性堆叠
,

T S T 为特征

性退积小层序叠置
,
H S T 呈现高位加积一弱进积小层序组规律性堆叠

,

R S T 为特征性进积

小层序组叠置
。

因而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特定的体系域与其所构成的小层序组具有相同的沉

积相内部构型
。

泌阳断陷湖盆小层序有四种类型
,

即进积小层序组
、

低位加积小层序组
、

退积小层序组
、

. 胡受权
.

断陷湖盆陆相层序地层学研究
.

成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1 9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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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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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加积小层序组 〔 3〕
。

现将各型小层序组 内部沉积构型分述如下
:

2
.

1 进积小层序组

沉积速率大于沉降速率
,

反映沉积体系不断向湖盆方向进积的过程
。

冲积体系 (包括冲

积扇
、

扇三角洲
、

三角洲等 )可进积于两种背景
,

即深水环境和浅水环境
。

进积于深水环境的

冲积体系以陡坡型扇三角洲沉积为主
,

前缘沉积物中重力流沉积作用常见
; 进积于浅水环境

的冲积体系以缓坡型扇三角洲或正常三角洲沉积为主
,

朵体前积较远
,

水下分流河道延伸甚

远
。

2
.

2 低位加积小层序组

沉积速率等于或近于沉降速率
,

反映冲积体系不断垂向加积的过程
,

一般常见冲积扇
、

扇三角洲或三角洲沉积
,

湖盆中央大多为浅水湖盆型沉积
。

2
.

3 退积小层序组

沉积速率小于沉降速率
,

反映沉积体系不断后退
,

即每个扇三角洲或三角洲朵体的位置

依次后退
。

退积小层序组的形成既可以是由水进所致
,

亦可是由沉积物供给减少所致
。

总之
,

退积小层序组的出现
,

反映可容空间渐趋减小
。

2
.

4 高位加积小层序组

沉积速率大大小于沉降速率
,

湖盆范围甚大
,

湖水较深
,

但在湖盆边缘地带发育一些小

规模的近岸水下扇 (陡坡带 )或三角洲 (缓坡带 )沉积
,

湖盆 中央发育深水沉积作用
。

该小层序

组相当于 P
.

R
.

V ia l等人的凝缩段 ( co n
de

n s ed s ec it o
)n

。

在大陆边缘盆地由于物源不甚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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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图7 泌阳断陷 下第三系 险三组土段 单少高李辨 率层序地 层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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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凝缩段极薄
,

因而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小层序组闭
.

在陆相断陷湖盆中
,

则可形成相当

厚的深水泥岩段
,

并常夹有湖底扇 (重力流沉积物 )
.

3 高频层序内部沉积微相及岩性相刻划

高频层序除体系域及小层序组之外
,

尚有小层序和小层单元两级
,

其内部构型可分别采

用沉积微相和岩性相刻划之
。

在泌阳断陷湖盆双河一赵凹地 区
,

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发育四类 13 个小层序组
,

其中

可识别的小层序达 50 多个 (图 7 )
,

每个小层序以一次小的湖泛面或与其可对比的相 当界面

为界
,

上下相对整合
、

彼此有成因联系
。

因而一个小层序垂向序列上往往代表一个湖水逐渐

往上变浅 (即粒度渐趋变粗 )的过程
,

然后以一个突然的湖水变深 (即一次湖泛事件 )为界
,

结

束一个小层序的发育 s[]
.

无论是进积
、

加积或退积小层序组
,

其小层序特征均是如此
,

这可从

小层序的沉积微相研究中得以证实 (图8 与图 9)
.

在研究区诸多小层序中
,

可识别的沉积微相达十余种 (表2)
、

岩性相共33 种
。

所谓岩性

相 i(l ht of o ic es )
,

是由一定岩性特征 (包括成份
、

粒度
、

成层性及沉积构造等 )所限定的基本岩

石单元
,

用它可刻划陆相层序最基本单元— 小层单元的内部构型
.

岩性相可用代号表示
,

前面一个或二个大写字母表示含量在 50 %以上的岩性 (第二个大写字母为主要岩性 )
,

后面

的小写字母表示沉积构造 6j[
.

在实际工作中
,

首先根据钻孔岩芯并结合电测曲线
,

对目的层段的岩性相进行观察研

究
;
其次划出陆相层序最基本单元— 小层单元

;
再次对小层单元进行沉积微相研究 ;最后

标定小层序界面并厘定小层序单元
。

按小层序的堆叠方式
,

将其归并为不同的小层序组
,

在

此基础上
,

根据沉积基准面原理
,

便可进行体系域分析及陆相层序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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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进积型小层序组特征 (代号说明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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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退积型小层序组特征 (代号说明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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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泌阳断陷双河一赵凹地区下第三系核三组上段主要沉积微相类型及其岩性相构成
T a b l e 2 S e山me 时

.叮 m i e r of a e le , a dn l i t bOl o g i e f a e i e s In 恤e u P ep
r m e m b er

o f t he E o ge 肚 H e s a n F o r m a t l ou I n th e s t u d y a r e a

小小层序内部沉积微相类型型 小层单元内部岩性相类型型 备 注注

主主河道 (M C ))) G m
、
G r 、 G P

、

SG m
、
S G t 、

S G p 、
G S m

、

G st
、
G S p 等等 G一砾岩

,,

G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一砂质砾岩
;;;

分分流河道 (r犯 ))) Gm
、
G t

、

G p 、

GS m
、
S G t 、 S G p

、

G S m
、
G S t 、

G S p 、
S m

、
S t 、

S p 等等 G S一砾质砂岩
...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一砂岩
,,道道岸沉积 ( O B ))) F Sm

、
F S:

、

FS l e 、
FS I

、
S F r

、

邪卜
、
F r 、

F I等等 F S ee 泥质砂岩
...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F 一砂质泥岩
...

水水下分流河道 ( S D C ))) G S m
、
G st

、
G S p 、

S m
、
S t 、

S p 、

弘
、
S le 等等 P一泥岩岩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一块状层理
;;;

分分流河道间海 ( cI 》》 F Sm
、
F rS

、
F S le

、
F S h

、
F S I

、
S Fm

、
F SI

、
S F r 、

邪卜
、
F m

、

hF
、

rF
、
F l 等等 t 一僧状层理

...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一板状层理
...

河河 口砂坝 ( R M B ))) sI
、

rS
、
S卜

、
5 . 、

S le 等等
r 一波纹层理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e 一透镜状层理
lll

前前缘席状砂 ( P ss ))) 5 1
、
S r 、

S卜
、
S w

、

r s m
、
F S I

、
F S h

、

PS w 等等 1一 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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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一水平层理
,,

远远砂坝 ( D B ))) 5 1
、
S r 、

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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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s m

、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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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 le
、
F S , 等等 , 一波浪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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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一递变层理理

前前扇三角洲泥 (F DM ))) SF I
、
S P r 、 S F h

、
P m

、

F l
、
F卜

、

F r
等等等

湖湖泊沉积 ( L K ))) F S I
、

SF
r 、 S P h

、
F m

、
F h

、
F r 、 F l等等等

盆盆力流沉权 ( G )))F e m
、
e g

、

so m
、
s G g

、
G
sm

、
G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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