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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相分析在白家海—五彩湾地区
苍房沟群沉积相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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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白家海—五彩湾地区苍房沟群沉积相分析中建立了优势相的划分标准, 同时得出上苍房沟群的优势相为冲

积扇—辫状河和曲流河,下苍房沟群的优势相为扇三角洲 、滨浅湖和曲流河等。综合优势相分析和地震资料进行了

沉积相的平面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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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的东部,

北以滴水泉断裂为界,南至阜 2—阜 4井一线, 东界

为沙西断裂, 西至彩35井一线, 面积约5000km
2
。区

域范围包括五彩湾凹陷 、白家海凸起和东道海子北

凹陷的一部分(图 1) 。

该区苍房沟群自下而上又可细分为梧桐沟组 、

韭菜园子组和烧房沟组, 其中梧桐沟组为下苍房沟

群,韭菜园子组和烧房沟组为上苍房沟群[ 1] 。上二

叠统梧桐沟组上部为棕褐 、褐色泥岩夹灰色细砂岩 、

粉砂岩,中下部为灰色 、灰白色泥岩 、砂质泥岩与细

砂 、粉砂岩 、泥质砂岩呈不等厚互层, 与下伏地层为

不整合接触。下三叠统韭菜园子组为一套厚层—巨

厚层棕褐 、褐色 、棕色泥岩夹灰色 、灰绿色粉砂岩 、泥

质砂岩,与下伏地层为假整合接触。下三叠统烧房

沟组上部为棕褐色 、棕色 、棕红色泥岩 、砂质泥岩 、含

砾泥岩夹灰色 、灰绿色 、灰白色细砂岩 、粉砂岩 、泥质

图 1　研究区构造单元分区示意图

1.构造分区线;2.断裂

Fig.1　Sketch to show the division of structural units in the

study area

1=structural boundary;2=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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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下部为厚层 —巨厚层灰色 、灰白色 、灰绿色砂

岩 、含砾砂岩 、砂砾岩夹棕褐色泥岩 、砂质泥岩 。该

组地层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与上覆地层呈假整

合接触。

笔者总结了“优势相”分析方法的研究思路和具

体步骤为:( 1)在单井和剖面对比相分析的基础上,

统计各井各层序中各种相带所发育的地层厚度和比

例 、岩石类型及比例 、砂岩百分含量等;( 2)依据统计

数据作出各井沉积相统计直方图 、岩石类型分区图

和砂岩百分含量图等;( 3)综合考虑研究区物源供

给 、岩石类型 、砂岩百分含量 、沉积速率和沉降速率,

制定划分各地质历史时期优势相的标准并确定其优

势相;( 4)利用研究区中每口井所确定的优势相结合

地震相及其它资料进行平面相分析 。

2　苍房沟群优势相分析

研究区苍房沟群经历了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在上 、下苍房沟群中发育了多种沉积相类型。

2.1 　岩石类型

研究区苍房沟群发育的岩石类型可以分为砾

岩 、砂岩 、泥岩三大类(包括过渡类型诸如砂砾岩 、砂

质泥岩 、泥质砂岩等) 。笔者统计了研究区钻穿苍房

沟群的各井三大类岩石的百分含量, 并作出了该区

的岩石类型分区图(图 2 、图 3)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上苍房沟群的滴西 2 、滴西3 、彩 26 、彩32 、彩 33等井

区的砾岩百分比大于15%, 为砾岩区;彩 5 、彩11 、彩

16等井区的砾岩百分比虽小于15%,但含有砾石, 定

为砂砾岩区;其中彩 4 、彩25 、彩27等井区的砂岩百

分含量大于25%, 且不含有砾石,为砂岩区;而彩22 、

彩34等井区的泥岩含量大于75%, 为泥岩区 。下苍

房沟群的滴南 1 、滴南 2 、彩11及彩30等井区为砾岩

区,彩22 、彩参 1等为砂砾岩井区, 砂岩区分布于东

道海子北凹陷的滴西 1 、滴西 2 、彩 4 、彩25 、彩26和彩

27等井区,泥岩区分布局限,仅分布于彩 5井附近 。

2.2　砂岩百分含量分析

通过分析研究区的砂岩百分含量分布, 去分析

砂体的分布规律, 为物源分析和沉积相分析奠定基

础。从图 4 、图 5可以看出, 其砂岩百分含量分布与

岩石类型分区有较大的吻合之处,在砾岩区 、砂砾岩

区和砂岩区的砂岩百分含量较高,一般大于30%, 且

上 、下苍房沟群的砂岩百分含量分布有一定的继承

性, 表明其物源和砂体分布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上苍

房沟群在白家海凸起和东道海子北凹陷的砂岩百分

含量较高, 大于 40%, 向东北 、西南方向减小, 下苍

房沟群的砂岩百分含量在滴南1 、滴南2 、彩11 、沙

图 2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上苍房沟群岩石类型分区图

1.砾岩—砂砾岩区;2.砂岩区;3.泥岩区;4.砾岩;5.砂岩;6.泥岩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rock types from the Upper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caiwan region

1=conglomerate-sandstone field;2=sandstone field;3=mudstone field;4=conglomerate;5=sandstone;6=mu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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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下苍房沟群岩石类型分区图

(图例见图 1)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rock types from the Lower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caiwan region.See Fig.1 for the explana-

tion of symbols

图 4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上苍房沟群砂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图

Fig.4　Isogram for the percentage contents of the sandstones from the Upper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caiwan region

9等井区较高, 大于50%, 个别井大于60%, 其余井

的砂岩百分含量小于 40%。

3.3 　优势相分析

根据上述的优势相分析研究思路和方法, 同时

结合上面的岩石类型分析和砂岩百分含量分析,综

合考虑地层厚度等, 制订了优势相划分标准[ 2～ 4]

(表 1) ,并依据该标准对该区进行了优势相分析, 并

且作出了上 、下苍房沟群的优势相(图 6 、图 7) 。从

图中可以看出,上苍房沟群的优势相基本上以辫状

河—冲积扇 、曲流河相为主, 其它类型的相带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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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下苍房沟群砂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图

Fig.5　Isogram for the percentage contents of the sandstones from the Lower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caiwan region

图6　上苍房沟群优势相分析图
1.优势相为冲积扇 、辫状河;2.优势相为曲流河;3.冲积扇 、辫状河;4.曲流河

Fig.6　The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Upper Cangfanggou Group

1=alluvial fan and braided stream as a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2 =meandering stream as a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3=alluvial fan and braided stream;4=meandering stream

或分布较局限, 下苍房沟群的优势相为扇三角洲 、滨
浅湖 、泛滥平原和曲流河等。为了突出边滩 、砂岛 、
道间洼地 、扇间洼地 、河漫滩等相区, 主要用砂岩百
分含量或岩石类型作为其优势相的划分标准, 在表

中不再列出。

3　沉积相平面展布

利用上 、下苍房沟群的优势相分布图, 结合地震

等资料[ 5～ 8] ,进行了上 、下苍房沟群沉积相的平面展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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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白家海—五彩湾凹陷苍房沟群优势相划分标准表

Table 1　The criteria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

caiwan region

优 势 相

特 征
砾岩厚度/m 砂岩含量/ %

剖面上优势相

厚度比/ %
沉积背景 岩石类型分区

冲积扇—辫状河
>4 >15 >28

>30 >60
近物源 、地势较陡 砾岩区、砂砾岩区 、砂岩区

泛滥平原 >20 >40 湖盆边缘 砂岩区 、泥岩区

曲流河 <30 >90 地形平坦 砂岩区 、泥岩区

滨浅湖 >25 >24 水深不大 砂岩区 、局部泥岩区

湖底扇及近岸水下扇 >7.5 >20 >50 近物源 、地形坡度大 砂砾岩区

扇三角洲 >10 >50 >25 湖盆陡岸 砾岩区

图7　下苍房沟群优势相分析图
1.优势相为冲积扇 、辫状河或湖底扇 、扇三角洲;2.优势相为曲流河;3.优势相为滨浅湖;4.优势相为河湖交替;5.冲积扇 、辫状河;6.曲流

河;7.滨浅湖

Fig.7　The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Lower Cangfanggou Group

1=alluvial fan and braided stream or sublacustrine fan and fan delta as a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2=meandering stream as a dom-
inant sedimentary facies;3=littoral and shallow lake as a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4=alternating river and lake as a dominant sed-
imentary facies;5=alluvial fan and braided stream;6=meandering stream;7=littoral and shallow lake

　　
1.上苍房沟群

上苍房沟群发育冲积扇-辫状河-曲流河沉积体
系(图 8) 。

研究区东北部的五彩湾凹陷,由于物源区的后

退,其沉积物以褐色泥岩占优势, 砂砾岩的含量较
小,砂岩的百分含量均小于 30%, 地震剖面上具有

西南方向的低能前积, 因此推测该区为冲积扇的扇
缘沉积,其物源主要来自克拉麦里山,扇缘前方及白

家海凸起的南斜坡广大地区发育曲流河沉积 。
研究区北部,特别是西北部和中北部,砂砾岩十

分发育, 为冲积扇-辫状河沉积。冲积扇-辫状河沉
积区低凹处可发育道间洼地(扇间洼地) 、扇缘与扇
缘之间可发育扇间滩地, 地震上具丘形反射的区域

可称为砂岛,即辫状河的心滩或冲积扇上的辫流砂
岛。冲积扇-辫状河的西南方向,地震反射显示强振

高连平行席状相, 且厚度较薄,推测以曲流河的泛滥
平原亚相为主 。

2.下苍房沟群

研究区下苍房沟群发育扇三角洲-滨浅湖-半深
湖沉积体系以及曲流河-泛滥平原沉积体系(图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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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下苍房沟群沉积相平面展布图
1.相带边界;2.物源方向;3.山界

Fig.8　Plan view of the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Lower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caiwan region

1=facies boundary;2=provenance;3=mountain boundary

图 9　白家海—五彩湾地区上苍房沟群沉积相平面展布图
(图例见图 8)

Fig.9　Plan view of the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Upper Cangfanggou Group in the Baijiahai-Wucaiwan region.See Fig.8 for the expla-
nation of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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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积相平面展布图上可以看出, 五彩湾凹陷

沿物源方向发育近岸水下扇-滨浅湖沉积体系以及

扇三角洲-滨浅湖-半深湖沉积体系 。在滴南 1井至

彩11井区, 由于沉积物供给充分, 发育扇三角洲沉

积,随着沉积物供给的减少以及水体的加深, 在彩26

至彩24井区发育了滨浅湖和半深湖沉积;由于彩参

1井区紧邻卡拉麦里山, 卡拉麦里山是苍房沟群沉

积时期的主要物源, 发育了近岸水下扇沉积, 在彩

4 、彩 5和彩22井区,沉积物供给不太充分,发育半深

湖沉积。而白家海凸起和东道海子北凹陷由于距离

物源较远,发育曲流河-泛滥平原沉积体系和滨浅湖

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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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analysi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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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analysis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sedimentary facies

that may represent specific sedimentary records.The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consist separately of alluvial fan, braid-

ed stream and meandering stream facies in the Upper Cangfanggou Group, while the fan-delta, littoral and shallow lake,

and meandering stream facies in the Lower Cangfanggou Group.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dominant sedi-

mentary facies is dealted with in detail on the basis of seismic data and criteria for the division of 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

Key words:Junggar Basin;Baijiahai-Wucaiwan region;Cangfanggou Group;dominant sedimentary facies;sedimentary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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