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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叠系作为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含油气层系已逐渐被近几年来的油气勘探实践所证实。 本文采取综合研究的

技术思路和方法, 通过取心分析 、测井划相,结合开发动态资料,精细刻划各单油砂体在平面及空间上的微相展布。

研究表明轮南油田三叠系砂岩,以含砾中粗粒砂岩为主, 粒度较粗,重力流沉积特征较突出, 以河湖相为主的碎屑岩

沉积, 其烃源岩主要发育于深湖-半深湖 、浅湖和三角洲亚相,从大的韵律到小的层理都显示粒序递变的构造特征, 为

重力流悬浮搬运沉积的主要标志,存在辫状分支河道微相砂体, 分支河道侧缘微相砂体和分支间湾微相砂体三种类

型。中上三叠统粗碎屑岩, 以及泥岩 、粉砂岩 ,是以半深湖 、浅湖至滨岸相环境为主的沉积,自下而上沉积环境分别

发育有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前扇三角洲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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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盆地是震旦系到新生界长期发育的叠合

盆地, 塔中地区经历了加里东期 、海西期 、印支期 、燕

山期和喜马拉雅期等多期构造运动 。中奥陶世末

期 、晚奥陶世末期 、泥盆纪末期三次构造抬升形成三

期风化壳岩溶,而今保存规模最大的是泥盆纪末 、石

炭系沉积前的海西早期风化壳。轮南油田 2、3井区

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带塔中低凸起。塔中低凸

起是长期继承性发育的大型稳定古隆起, 具有油气

长期运聚的优越地质条件,勘探实践已经证实该地

区具有石炭系 、志留系和寒武系-奥陶系三套重要的

含油气层系,具有多目的层含油的特点,是塔里木盆

地大油气田勘探的主攻地区之一。

三叠系作为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含油气层系已逐

渐被近几年来的油气勘探实践所证实 。目前位于塔

北地区的几个主要产油气区,如轮南 、桑塔木 、解放

渠-吉拉克,以及英买力等油气田中的三叠系均是非

常重要的含油气层位。此外, 三叠系也是塔里木盆

地非常重要的烃源岩之一 。据报道,三叠系烃源岩

分布面积在塔里木盆地可达 34×10
4
km

2
, 暗色泥岩

累计厚度为 200 ～ 800 m
[ 1]
。仅在满加尔凹陷和唐

古孜巴斯两大坳陷带内, 三叠系烃源岩的分布面积

就达 13×10
4
km

2
。这说明, 三叠系在塔里木盆地生

烃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图 1) 。目前勘探程度

比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塔东北 、塔西南 、库车和塔

中的部分区块,而盆地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尚未进

行过钻探 。对三叠系的研究更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

探工作中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最近几年, 天然气

勘探在库车坳陷取得的重大突破,已经从勘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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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轮南 2、3井区区域构造位置图

1.盆地边界;2.一级单元界限;3.二级单元界限;4.断层;5.井位

Fig.1　TectonicsettingofthesecondandthirdwellfieldsintheLunnanOilField, TarimBasin

1=basinboundary;2=first-ordertectonicboundary;3=second-ordertectonicboundary;4=fault;5=wellsite

的角度证实了塔里木盆地中生代地层对塔里木盆地

油气资源的重要贡献 。随着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工

作的进一步深入,三叠系在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工

作中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得到证实
[ 2]
。

本区的沉积相研究前人已作过大量工作,钻井

取心相对较多较长,有较齐全的地质分析化验资料 。

目前, 有关沉积环境及砂体成因类型主要有 5种:①

水下扇砂体 (塔指地质研究大队, 1990);②河流 -三

角洲沉积体系 (张纪易, 1991);③辫状河-扇三角洲

沉积体系 (顾家裕等, 1993);④浊流沉积体系 (塔指

地质研究大队, 1993 );⑤湖底扇沉积 (塔指地质研

究大队,华北勘探开发研究院, 1993)等 。

1　微沉积类型

由于轮南三叠系油藏的取心 、测井 、钻井和开发

动态资料较齐全,本次采取综合研究相互验证的技

术思路和方法, 通过取心分析 、测井划相, 结合开发

动态资料,精细刻划各单油砂体在平面及空间上的

微相展布。

1.1　岩性特征及组合

岩心描述及化验分析资料证实, 本区三叠系砂

砾岩储层主要有以下几种岩石类型:

1.砾岩类

砾岩成分复杂, 为典型的复成分砾岩。砾石成

分包括各种侵入岩, 变质岩及沉积岩砾屑。砾石粒

径的变化范围很大, 大者可到 10cm以上,一般都在

1.0cm以内。砾石的磨圆度普遍不好, 为次圆级 。

不同粒级混杂,充填物主要为中粗砂岩, 碎屑支撑,

粒间孔发育。砾岩主要于中上三叠统的底部及每个

沉积旋回的底部发育。属于河道或重力流沉积成

因。

2.砂岩类

砂岩矿物成分复杂,结构成熟度低, 除长石 、石

英外,岩屑含量较高 。岩屑成分主要包括花岗岩 、霏

细岩 、流纹岩 、安山岩 、凝灰岩 、变泥岩等岩屑 。石英

含量较少,多在 10% ～ 60%之间。长石含量一般在

20%左右。岩屑含量较高, 镜下鉴定多属混合砂岩

或岩屑砂岩 (图 2)。砂岩的圆球度均较差, 多呈棱

角状或不规则的多面体状 。砂岩的分选也较差, 标

准偏差一般在 1.22 ～ 1.32φ之间,按照分选级别的

划分标准,轮南油田三叠系砂岩的分选级别均属较

差类 。

除此之外,轮南油田三叠系砂岩还包括含砾砂

岩类,以含砾中粗砂岩为主 。其成分和结构介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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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轮南油田 2、3井三叠系砂岩成分三角图

Fig.2　TriangulardiagramoftheTriassicsandstonesin

thesecondandthirdwellfieldsintheLunnanOilField,

TarimBasin

述二者之间,为发育在三叠系每个沉积旋回或韵律

层中下部的产物 。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在三叠系储

层中虽然所占比例不高, 但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储

集岩类,一般位于每个沉积旋回或韵律层的上部或

顶部。因粒径细泥质含量高,一般又被钙质胶结,因

此,含油级别普遍较差,油斑级较常见 。此种储层一

般孔隙度小,渗透率低,喉道微细, 往往容易形成低

渗透夹层
[ 3]
。

1.2　粒度分布特征

该区三叠系砂岩的粒度一般均较粗, 60%的样

品的粒度均在中砂级以上,粒度概率曲线多呈以悬

浮总体为主的双段式或单段弧形, 缺少牵引总体部

分,粒度分布带较宽 。反映了以高密度重力流沉积

为主的特点 (图 3)。 C-M图分布大致与 C=M线平

行,重力流沉积特征较突出 (图 4)。

1.3　韵律性

轮南油田 2、3井区中上三叠统的沉积旋回性非

常明显 。依据三套沉积旋回将其划分为 3个油层

组,每个油层组厚度在 70 ～ l00m之间 。均以砾岩段

图 3　三叠系砂岩粒度概率图

Fig.3　Grainsizeprobabilityaccumulationcurvesforthe

Triassicsandstonesinthesecondandthirdwellfieldsin

theLunnanOilField, TarimBasin

图 4　三叠系砂岩 C-M图

Fig.4　C-M patternsfortheTriassicsandstonesinthe

secondandthirdwellfieldsintheLunnanOilField, Tarim

Basin

开始,厚层暗色泥岩段结束。从下向上的 3个沉积

旋回中,砂泥比逐渐减少 。 Ⅲ油组砂泥比为 2∶1,Ⅱ

油组砂泥比为 1∶1, I油组砂泥比为 1∶4。表明中晚

三叠世的构造运动由强变弱。陆缘粗碎屑物质的供

给不断减少。

在每个沉积旋回内部又可见到许多数量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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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不同的次级旋回式韵律层 。即砾岩※含砾砂岩

※粗砂岩※中砂岩※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泥岩,如此有规律的全重复或部分重复,又依次做

周期性的变化。粒度递变是韵律性的最主要标志 。

在含砾砂岩 、粗砂岩及中细砂岩中普遍见有粒序递

变构造,以正递变为主 。从大的韵律到小的层理都

显示粒序递变构造特征, 为重力流悬浮搬运沉积的

主要标志 (图 4) 。

1.4　无序混杂构造

无序混杂构造是三叠系粗段的重要沉积特征之

一 。每个沉积旋回底部均有冲刷面, 冲刷面之上大

小砾石混杂,砾石的扁平面大多平行层面分布,常见

有直立的砾石和泥砾存在。偶见砾石叠瓦状分布 。

为重力流水道底部的沉积标志 。在中细砂岩中块状

层理较常见 。偶见较大的漂砾分布在砂岩之中 。

1.5　层理构造

在粗碎屑岩中,以平行斜层理为主,少见大型板

状斜层理,在细粉砂岩中, 平行层理较发育 。各种类

型的层理均以粒度递变的形式显示出来。在粉砂质

泥岩中见有搅混构造,为较深湖至滨浅湖的特征 。

砂岩层理不发育,多数为块状, 部分由颗粒粗细及杂

基含量变化稍显微层理构造,一般为平行层理,少见

波状和交错层理 。泥岩顶面见有冲刷沟槽, 泥岩中

常见植物炭屑夹层,夹层厚一般在l～ 5mm。

1.6　砂体形态

砂体的几何形态也是重要的沉积相标志之一,

不同成因的砂体往往具有不同的几何形态 。根据对

本区三叠系各层的对比结果综合划相分析, 砂体在

剖面上多呈顶平底凸的透镜状;平面上,分支河道成

因的条带状砂体展布十分明显 。分支河道间湾片流

沉积的泥质砂岩沉积面积较多,局部可见分布一些

粗的边滩和心滩 。

轮南油田 2、3井区三叠系存在三种砂体类型,

即辫状分支河道微相砂体,分支河道侧缘微相砂体

和分支间湾微相砂体 。

1.辫状分支河道微相砂体

轮南油田 2、3井区三叠系的Ⅲ油组砂体 、Ⅱ油组

1小层砂体及轮南 2井区 I油组砂体基本上属于此

类砂体 。均为随分支河道的侧向摆动, 形成了分布

广泛, 横向连续性好, 厚度分布稳定的砂砾岩体 。在

每个砂体内部的顶底部, 由部分井区的透镜状泥岩

或泥质砂岩等低渗透夹层,形成分布稳定的泥岩或

非渗透性夹层或隔层 。这些低渗透夹层一般为河道

间湾的沉积物。

2.分支间湾微相砂体

由于水道的侧向摆动, 在水道间形成了一些粒

度细泥质含量高, 偶见砾屑的河道漫溢沉积物 。显

然此类砂体具有粒度细, 分选差, 泥质含量高等特

点,横向分布范围受河道摆动距离的控制。从目前

的资料分析,轮南 2、3井区三叠系除Ⅱ油组 2小层水

道间沉积体分布面积较大外, 其他未见一定规模和

厚度的地质体 。只是在厚层中扇河道砂砾岩体中间

形成了一些低渗透的分布规模较小的夹层。其夹层

的厚度大部分在1.0m左右 。平面上呈透镜状分布 。

每个低渗透夹层的延伸范围或分布面积尚待进一步

研究 。

3.扇三角洲前缘微相砂体

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此类砂体不仅厚度薄, 粒度

细,而且横向延伸范围小 。如轮南 3井区 I油组的

砂体,不仅厚度小, 粒度细,且均匀为细砂层 。Ⅰ油组

2小层砂体在LN205井方向尖灭, 因此, 使轮南 3井

区Ⅰ油组 2小层成为独立的储集单元。而 3小层砂

体通过LN205井与轮南 2井区 I油组主力砂体连结

成同一储集单元。

2　沉积微相划分和演化特征

2.1　单井测井相分析

通过观察 LN2、LN203等 11口取心井的岩心,

总结其岩石特征,进行岩石相分析,并对其进行了组

合,结合测井资料, 对轮南三叠系进行了细分亚相 、

微相 (表 1)工作。

表 1　沉积相类型

Table1　Typesofsedimentaryfacies

沉积相 沉积亚相 沉积微相

扇三

角洲

扇三角洲平原
分支河道 、河道侧缘 (边滩 、心滩 ) 、分
支间湾

扇三角洲前缘 水下分支河道 、河道侧缘 、分支间湾

测井相是指表征地层特征的测井响应的总和 。

不同的沉积微相具有不同的测井响应形式, 换言之,

不同的测井响应形式是不同沉积微相的体现 。

测井相分析是沉积相研究不可缺少的一方面,

通过测井相分析可以重塑沉积相。对于没有取心的

井段,可以借助测井曲线分析其沉积相,然后研究沉

积微相的平面和在三维空间的分布 。在对轮南三叠

系沉积相的研究过程中, 主要借助自然电位和电阻

率两种测井曲线。它们能很好的反映地下的实际情

况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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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沉积微相特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轮南中上三叠统粗碎屑岩

为扇三角洲相沉积 。泥岩 、粉砂质泥岩为滨浅湖扇

三角洲前缘亚相至深湖沉积。均属滨浅湖重力流至

较深湖沉积体系。轮南油田 2、3井区完钻的 103口

井钻遇的砂体基本上位于扇三角洲平原至扇三角洲

前缘的中扇部位 。轮南扇三角洲, 包括扇三角洲平

原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前扇三角洲亚相 。

1.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主要包括辫状分支河道微

相,河道侧缘微相和分支间湾微相,是扇三角洲的陆

上部分,属辫状河发育地带,以三叠系 III油组为主,

岸线大致在轮南 2-轮10井一线。

轮南 2井发育一套辫状分支河道砂体沉积,由

一些分选差,结构和矿物成熟度低的砾石 、砂和少量

泥岩组成。砂岩具正韵律特点,其中包含若干次一

级正韵律,每个韵律层底部具有冲刷面,其上主要为

砂岩向上渐变为细砂岩或粉砂岩;沉积构造在粗碎

屑中以平行层理 、斜层理 、交错层理为主, 细粒部分

具有波状层理 、脉状层理等 (图 6) 。泛滥平原主要

沉积绿灰色 /灰褐色不纯的泥岩 、粉砂质泥岩及泥质

粉砂岩,部分地区有棕红色泥岩及薄层煤线沉积 。

沉积构造以水平层理 、波状层理为主
[ 5]
。

( 1)辫状分支河道微相

具有叠复冲刷沉积特征,以砾石充填为底界,发

育混杂构造,向上粒序递变特征普遍。块状层理及

斜层理发育 。自然电位曲线一般呈箱型钟型,向下

自然电位异常幅度增大, 如LN2井 III油组砂砾岩层

正好位于辫状分支河道部位。剖面上岩性组合为小

砾岩和砂岩等,砾岩含量通常在 20%以上, 厚度数十

厘米至 1m多,底部还可见颗粒支撑的高密度颗粒流

沉积,可见冲刷-充填构造,这是一种高能沉积, 可作

为主水道沉积的识别标志之一 (图 5)。

( 2)分支河道侧缘微相

该微相分布于分支河道边部或之间。由于水体

的流速和能量降低,沉积物以细砂岩或粉砂岩为主 。

夹有泥质粉砂岩薄层 。发育水平层理和小的交错层

理,砂体呈条带楔状分布 。砂砾岩含量在 60% ～

80%之间,含泥量较高,分选也差,电阻率中高值,自

然电位中幅负偏,曲线锯齿明显 。

( 3)分支间湾微相

该微相以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沉

积为主,一般呈夹层的形式存在, 发育水平层理,含

炭屑, 主要为河道的漫溢沉积物 。

图 5　轮南 2、3井辫状分支河道砂体正韵律层序图

Fig.5 　 Normallyrhythmicsuccessionsofthebraided

distributarychannelsandstonesinthesecondandthird

wellfieldintheLunnanOilFields, TarimBasin

2.扇三角洲前缘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是受河 、湖共同作用的沉积

相带 。可细分为水下分支河道 、河道侧缘边滩及分

支河道间湾三个微相, 主要为暗灰色 /灰色泥岩 、粉

砂质泥岩夹少量粉砂岩 。粉砂岩中见有不完整的鲍

玛序列。泥岩 、粉砂质泥岩中发育有水平层理,波状

层理或透镜状层理。并见有搅混构造
[ 6]
。各微相

特征如下:

( 1)水下分支河道微相

水下河道实际上是陆上辫状河道向湖盆延伸的

一部分,沉积以砂岩为主,其岩性和沉积构造与辫状

河道有许多相同之处,如砂体呈正韵律,平行层理及

斜层理较发育等, 所不同的是, 砂岩分选性相对较

好,在粒度概率图上常以两段式为主;在砂层底部常

见定向排列的泥砾,在砂层顶部细粒部分常富集炭

屑;砂层之间所夹泥岩常表现质较纯 、色较深 、水平

层理及季节纹层发育等湖相沉积特征。

( 2)水下分支河道侧缘微相

该微相特点在于砂岩和泥岩呈间互层状, 砂岩

粒级较细,多为细砂岩 、粉砂岩, 沉积构造以波状层

理 、水平层理为主。泥岩中水平层理较发育,常见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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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叶茎及碎片。

( 3)河道间湾微相

该微相特点在于其岩性组合是以泥岩为主夹薄

层粉砂岩及泥质粉砂岩或呈薄互层。

3.前扇三角洲亚相

前扇三角洲亚相是以湖泊作用为主的相带,厚

层块状深灰色泥岩发育, 有机炭含量高,分布广,水

平层理及块状层理发育等为特征。主要发育在每个

沉积旋回的顶部,形成了油藏的盖层 。

从图 6选取相互垂直的两条纵向剖面, 做出沉

积相垂向分布图,即可以分析垂向上沉积相的变化

情况。如图 7是轮南 2井区中横剖面上Ⅰ油组的纵

向沉积相展布图,从图左至右是西至东方向的砂体

展布, 可见从西往东砂体变厚, 泥岩厚度减薄。从底

往上, 岩性变细。具体是分支河道 、河道侧缘砂体厚

度往西减薄 。说明从东往西粗粒砂体减少, 直至其

上 、下部由含泥质高的支流间隔层隔开,形成很好的

储层
[ 6]
。因此,轮南三叠系的砂体展布规律是, 顺

物源方向,即从北部至西南方向,总体是一个大的楔

形砂体,砂体由厚变薄,

上部有较好的泥质盖层封闭,含油性通过轮南

地区岩心观察及测井曲线分析, 地层旋回性非常明

显, 三叠系可划分为 7个岩性段,由泥岩 -砂砾岩出

现 4个旋回,在每个旋回中又可划分为多个小韵律 。

整个三叠系划分成 3个油组, 这 3个油组以及 4个

沉积旋回与韵律性在相邻井之间可以对比。这种旋

回性和韵律性是由于基准面 (湖平面或河流平衡剖

面 )的相对变化或由之引起的可容纳空间增长速率

的变化控制了地层的分布型式 。虽然基准面的变化

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但这些影响因索最终

以基准面相对变化表现出来。沉积地层的规律性变

化,就是相特基准面变化的物质记录
[ 7]
。

二叠纪末期所发生的强烈海西运动, 结束了塔

里木地台发育史,而转入一个新的内陆湖盆发育史。

三叠系即是在此背景上开始接受沉积。

三叠纪早期,是湖浸的早期,接受一套深灰色泥

岩沉积。由于受古地形北高南低的影响, 其泥岩厚

度总趋势是由南向北逐渐减薄, 以致在轮南 2井一

带的高部位,处于未接受沉积的 “孤岛”的状态。

三叠纪中期 (Ⅲ油组 、Ⅱ油组 ) , 由于构造活动

图 6　轮南 2井区 LN2沉积相柱状图

Fig.6　SedimentaryfaciescolumnoftheLN-2 wellinthesecondwellfieldintheLunnanOilField, 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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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轮南三叠系 TI油组剖面纵向沉积相图

Fig.7　VerticaldistributionofsedimentaryfaciesinTIoilmeasuresoftheTriassicsandstonesintheLunnanOilField, TarimBasin

以及气候温湿,雨量充沛, 是一个辫状河扇三角洲的

发育时期。砂岩厚度由南向北逐渐减薄的趋势显示

一个扇三角洲的退积发育过程 。即扇三角洲平原相

带,在湖浸的发育过程中,逐渐向岸边推移, 甚至在

北部较高的轮南 2井一带出现扇三角洲平原相沉

积 。

三叠纪晚期 (Ⅰ油组 ) ,由于气候转暖, 雨量出现

周期性的变化, 造成湖水时进 、时退的局面, 在物源

较丰富的地区,出现明显的湖退现象 。所以,在深水

环境中,所沉积的暗色泥岩,常常出现棕红色 /暗紫

色泥岩以及炭质泥岩或薄煤层的浅水沉积 。同时砂

岩体不断地向湖盆推进, 显示一个进积过程 。三叠

纪晚期,是轮南扇三角洲不断进积的全盛发育期,至

铀泥岩沉积时,出现一个厚度稳定 、分布极广的浅湖

沙滩沉积,意味着扇三角洲发育过程的结束 。在印

支运动的作用下,整个湖盆不断抬升,边缘地区出现

剥蚀夷平现象,在进入侏罗纪时,出现广泛分布的湖

沼平原沉积
[ 8]
。

轮南地区三叠系的沉积环境及砂体成因类型众

说纷云,各种不同的分析均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地

质基础,如塔指地质研究大队从原生沉积构造角度

出发, 认为以重力流为主的沉积构造十分发育,如递

变层理等,结合砂体平面展布为扇形以及砂岩体的

围岩为色调较暗属深湖相泥岩沉积,从而提出轮南

地区三叠系砂岩体属水下扇沉积;又如张纪易等人

从岩性组合及色调等沉积环境出发,认为轮南地区

三叠系属浅湖相沉积,因而指出其砂体为河流 -三角

洲沉积观点之外,其他各观点均属于重力流沉积的

范畴 。

3　相模式及结论

中奥陶世中期,由于塔里木板块由被动大陆边

缘转为活动大陆边缘,在强烈挤压作用下,塔中地区

伴随Ⅰ号断裂及南部断裂逆冲作用而迅速隆起,并处

于暴露剥蚀状态,形成一个总体上由两条断裂控制

的相对隆起区;从晚奥陶世中期开始,伴随大规模的

海侵,塔中隆起逐渐演化成具镶边性质的陆棚环境

(陈景山等, 1999;李宇平等, 2000) 。在前人工作的

基础上,依据岩心观察及测井特征,认为本区上奥陶

统属清水陆棚相沉积,同时建立了相应的相模式,其

中包括清水碳酸盐陆棚和陆棚边缘相
[ 9]
。

扇三角洲是从邻近高地推进到稳定蓄水体 (湖

泊 、海洋 )中的冲积扇, 主要发育在地形高差较大的

陡坡,陡坡的上方即是碎屑物质的供给区,并且以一

种强大的动力将这些碎屑物推进到稳定蓄水体中形

成扇三角洲沉积体系。扇三角洲在整个发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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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以事件性 、突发性和周期性的形式沉积而成

的 。一个扇三角洲的发育经历了陆上削蚀堆积 、改

造和水下接受沉积的两个不同时期, 发育了陆上以

辫状河为主体的扇三角洲平原砂砾岩体和以水下河

流为主体的扇三角前缘砂岩体,两者的相互作用和

统一就是扇三角洲发育的全过程。

扇三角洲沉积与三角洲以及水下冲积扇沉积有

许多相似的地方,却又有着许多各具特色的不同之

处 。如扇三角洲和河流三角洲都具有三元 (层 )结

构,即以河流作用为主的 (扇 )三角洲平原相带;河

流,湖泊共同作用的 (扇 )三角洲前缘相带;湖泊作

用为主的前 (扇 )三角洲相带。所不同的是扇三角

洲平原相带以辫状河沉积的砂砾岩体为代表;三角

洲平原相带却以曲流河沉积的砂岩体及泛滥平原为

代表;扇三角洲前缘相以水下河道为主,发育一套具

正韵律的砂砾岩体, 三角洲前缘相带以河口坝的形

式发育一套具反韵律的砂岩体 。又如扇三角洲与水

下冲积扇两者发育的位置相同,都处在地形高差较

大,坡度较陡的地带, 但是水下冲积相临近凸起边

缘,冲积扇直接入湖, 缺少出露水面的岸上扇三角洲

平原相,即使有一部分扇根出露水面,但很快被湖水

所淹没,所以水下冲积扇一般呈二元 (层 )结构 。

总之,中上三叠统粗碎屑岩以及泥岩 、粉砂岩,

是以半深湖 、浅湖至滨岸相环境为主的沉积 。均属

半深湖至滨岸 --辫状河流 、重力流沉积体系 。轮

南油田 2、3井区三叠系沉积厚度在 300 ～ 400m, 沉

积厚度由北东厚,南西变薄 。由下至上沉积环境分

别发育有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和

前扇三角洲亚相 。

沉积相是沉积物特征及其赋存环境的总和,它

是不同沉积环境下的沉积物岩性 、地化和物性特征

的综合反映。沉积环境和相决定着地层的岩石类

型 、岩石结构及纵横向组合,决定着储层的发育和分

布 。因此,沉积相特别是沉积微相的研究是进行储

层岩石物理相研究 、储层结构分析 、流体流动单元研

究的重要基础。

通过取心观察总结,轮南扇三角洲沉积特点:

( 1)坡度陡。扇三角洲是冲积扇入湖形成的三

角洲,形成冲积扇必须有较大的地形落差和较陡的

坡降 。根据三叠系Ⅲ油组地层厚度向盆变化梯度估

计 (从LN2-1-15H至LN206井,长度是 3524m, 厚度差

3.48m), 当时古坡降过渡带坡度是 0.988m/km, 而

海底的坡度为 20 ～ 30m/km。

( 2)前缘短 。扇三角洲入湖后动力急剧减退,

河流迅速弥散于静止水体之中,因此前缘相不发育,

仅留下狭窄的裙边状的前缘席状砂,向盆很快过渡

为湖相沉积。

( 3)粒度不粗。扇三角洲平原亚相上的河流大

部分为季节型河流, 沉积物颗粒粗 、分选差 、磨圆度

低是其共同特点。岩心观察统计结果表明, 构成轮

南油田三叠系地层的岩性有泥岩 、泥质粉砂岩 、粉砂

岩 、细砂岩 、中砂 、砾状砂岩和砾岩,从厚度和层数两

方面考察,细粒岩性占70%以上。

参考文献:

[ 1] 　邱中建,张一伟,李国玉,等.田吉兹 、尤罗勃钦碳酸盐岩油气

田石油地质考察及对塔里木盆地寻找大油气田的启示和建议

[ J] .海相油气地质, 1998, 3 ( 1):49-56.

[ 2] 　DONGJIA, HUARULU, DONGSHENGCAI, etal.Structural

featuresofnorthernTarimbasin:Implicationsforregionaltectonics

andpetroleumtraps[J].AAPGBulletin, 1998, 82 ( 1):147-

159.

[ 3] 　韩宝平,陈锁忠,冯启言.任丘油田古潜山储集孔隙特征研究

[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1997, 26 ( 2 ):46-51.

[ 4] 　魏喜,祝永军,赵国春,等.辽河断陷曙光古潜山古生代储层储

集空间特征及演化 [ J]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2004, 25 ( 4):468

-471.

[ 5] 　王一刚,刘划一,文应初,等.川东北飞仙关组鲕滩储层分布规

律 、勘探方法与远景预测 [ J] .天然气工业, 2002, 22 (增刊 ):

14-18.

[ 6] 　李延钧,李其荣,杨坚,等.泸州古隆起嘉陵江组油气运聚规律

与成藏 [ J].石油勘探与开发, 2005, 32( 5):20-24.

[ 7] 　何登发,贾承造,童晓光,等.含油气区构造学研究进展 [ J] .石

油勘探与开发, 2004, 31( 5 ):1-7.

[ 8] 　李景明,李剑,谢增业,等.中国天然气资源研究 [ J] .石油勘探

与开发, 2005, 32( 2 ):15-18.

[ 9] 　贾承造.塔里木盆地构造演化与区域构造地质 [ M] .北京:石

油工业出版社, 1995.

73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 3)

Triassicsedimentarymicrofaciesinthesecondandthirdwellfieldsinthe
LunnanOilField, TarimBasin

WANGZhong-de
1
, WANGXin-hai

1
, WANGJin-fang

2
, HEYou-bin

1
, HUZhi-hua

1
, FANG

Hai-fei1, LIUHong1

( 1.SchoolofGeosciences, YangtzeUniversity, Jingzhou434023, Hubei, China;2.ResearchInstituteofPetroleum

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 Beijing100083, China)

Abstract:TheTriassicstrataoccurasthemainoilreservoirsintheTarim Basin.Theplanarandspatial

distributionofsedimentarymicrofaciesinindividualoilreservoirsofreservoirsandstonesisexploredonthebasisof

theanalysisofcoresandwelllogs, incombinationwiththepetroleumexplorationinrecentyears.TheTriassic

sandstonesintheLunnanOilFieldarecomposedofgravellymedium-tocoarse-grainedsandstoneswithcoarser

grainsizes, indicatingtypicalgravityflowdeposits, andfluvial-andlacustrine-dominatedclasticdeposits.The

sourcerocksaredevelopedinthedeeplakeandbathyallake, shallowlakeanddeltasubfacies, andtypicalofthe

gravityflowdepositsbysuspensiontransport.Threetypesofsandstoneshavebeenrecognized, includingbraided

distributarychannelmicrofacies, distributarychannelflankmicrofaciesandinterdistributarywaymicrofacies

sandstones.TheMiddleandUpperTriassiccoarse-grainedclasticrocks, mudstoneandsiltstoneareassignedtothe

bathyallake, shallowlakeandlittoraldepositsinthefan-deltaplain, fan-deltafrontandprodeltasubfaciesfromthe

baseupwards.

Keywords:TarimBasin;secondandthirdwellfieldsintheLunnanOilField;Triassic;sedimentarymicro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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