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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粒度、岩性、沉积构造、测井曲线以及沉积微相平面图等资料的综合分析，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对埕海

油田张东地区沙河街组沙三段、沙二段、沙一段进行了详细的划分、描述。研究区沙三段沉积呈典型的正粒序结构，

上细下粗，为三角洲前缘亚相，主要砂体类型包括河口坝、水下分流河道及前缘席状砂。储层特征表现为中孔-中渗、

中孔-低渗、低孔-特低渗，孔隙以粒间、颗粒和粒内溶孔为主，于晚成岩 A 阶段形成;沙二段形成于三角洲沉积环境

(滨浅湖)，属于低位体系域，砂体发育，规模大，为张东地区最为有利的储集层，是今后勘探的重点靶区;沙一段主要

为白云岩、泥灰岩、和油页岩的互层沉积，局部地区发育薄层粉砂岩，可以作为很好的盖层和烃源岩，沉积环境为比

较闭塞的静水澙湖环境。

关 键 词: 张东地区;沙河街组;沉积特征;砂体类型

中图分类号: P512． 2 文献标识码: A

埕海油田张东地区在构造上位于埕海油田滩

海区的埕北断阶区，地理上处于河北省黄骅市张巨

河村东的滩涂极浅海区域
［1-2］。埕海二区主要发育

张东构造。张东构造为一个受断层控制的在中生

代潜山背景上发育起来的二级构造带
［3］，主要由断

鼻、背斜构成，面积 75km2。研究区及周边地区已发

现了关家堡、赵东、羊二庄、张东东、张北等含油气

构造，区域构造十分有利
［4］( 图 1)。研究区内古近

系地层主要为沙河街组和东营组，沙河街组由沙三

段、沙二段、沙一段组成，在本区缺失沙四段沉积;

东营组由东三段、东二段、东一段组成。其中，沙河

街组为最为有利的油气勘探区段，因此对沙河街组

沉积特征进行详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5-6］。

图 1 大港埕海油田构造位置图

Fig． 1 Tectonic setting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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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层特征

1． 1 区域地层层序

根据钻井资料，研究区主要钻遇地层有:上古

生界二叠系、中生界三叠系以及中 － 下侏罗统;新

生界主要由沙河街组 (Es)、东营组(Ed)、馆陶组

(Ng)、明化镇组(Nm)和平原组(Qp)组成。
沙河街组三段直接覆盖在前新生代地层之上，

其间缺失古近系始新统、上侏罗统和下白垩统，不

整合面上、下地层变化比较明显;在新生代地层中，

馆陶组(Ng)与东营组(Ed)也为区域性的角度不整

合接触(表 1)。

表 1 埕海二区地层发育特征表

Table 1 Stratigraphic division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

1． 2 沙河街组地层特征

埕海油田张东地区沙河街组地层发育特征及

分布层位如表 2。
(1)红层:岩性为棕红色-紫红色泥岩夹砂岩、

杂色砂砾岩，主要分布于沙三段底部，是沙河街组

与中生代地层的分界线。本区已有 13 口井均钻遇

该套地层。
(2)沙三段顶部的低阻稳定泥脖子段是沙三段

与沙二段分界的标志层。在埕海油田张东开发区

沙三段顶部普遍发育厚层块状泥岩段，局部夹薄层

砂岩，表明这一时期水体不断扩张，湖平面升高，为

湖侵时期。
(3)沙一段下部的岩性比较典型，主要发育互

层的白云岩、泥灰岩和油页岩，是研究区地层对比

的标准层位之一。这一标准层在张东地区分布稳

定，除张参 1-1、张海 2-1、张 36-60、张 14-1 井未见

外，其余井均钻遇沙一段下部的这一特殊岩性段;

并且区域可比性强，成组出现，旋回性强，电性特征

上自然电位曲线无明显异常。
(4)张东地区沙一段的底部是一套厚层泥岩细

脖子段，是本区沙一下亚段与沙一中亚段的分界，

电性特征上表现为低阻(Ω)、高伽玛(γ)，高声波时

差(AC)，自然电位近平直(E)。
上述 4 个标准层在埕海二区张东地区均分布较

稳定，从而将沙河街组的主力含油层系划分为三

段:沙一下亚段、沙二段、沙三段。
1． 3 层序地层学特征

1． 3． 1 层序界面

区内古近系可识别出 4 个层序界面(SB1、SB2、
SB3、SB4)。

SB1是新生界与中生界的分界面(Mz /Es3 )，是

黄骅坳陷岐口凹陷滩海区中生界-新近系的一个大

的区域性不整合接触面。岐口凹陷古近纪时最先

接受沙河街组沙三段沉积，沙三段地层直接覆盖在

前新生界之上，不整合面上下地层出现比较明显的

变化。地震剖面上显示界面之下有明显的削蚀现

象，界面之上有超覆存在。从岩性特征上看，不整

合面之下发育紫红色泥岩、砂岩;不整合面之上为

灰色的砂泥互层韵律沉积(图 2)。
SB2 界面是沙三段和沙二段之间的局部不整

合。黄骅坳陷沙三段是一个粗-细-粗的沉积旋回韵

律。研究区位于埕宁隆起向岐口凹陷过渡的埕北

断阶带，致使沙三段顶部在该地区遭受强烈剥蚀，

形成了张东地区沙三段和沙二段之间的局部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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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接触。不整合面上、下岩性突变，不整合面之下

为深灰色泥岩，不整合面之上为灰色砂泥岩互层。
地震剖面上界面之上有上超现象。界面上下微体

化石与孢粉组合明显不同。

表 2 埕海二区沙河街组主力含油层系地层特征表

Table 2 Description of the oil-bearing series in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

图 2 F-1 井-张海 15 井 SW-NE 向地震层序地层剖面

Fig． 2 SW － NE-trending seismic sequence stratigraphic profile
through the F-1 well to the Zhanghai-15 well

SB3是沙河街组与东营组的分界面。在盆地的

边缘地区为不整合接触，在张东地区为整合接触，

界面上下均为泥岩与粉砂岩互层沉积。
SB4是古近系与新近系之间的区域性角度不整

合，即 Ed /Ng。渐新世晚期，区域构造进入隆升阶

段，期间有相对沉降。之后经历了更为强烈的抬升

剥蚀，形成东营组与馆陶组之间的不整合。不整合

面之下发育岩性为灰色砂、泥岩互层，不整合之上

发育杂色砾石层以及灰绿色泥岩、泥质粉砂岩。
1． 3． 2 层序地层格架

研究区沙河街组可以识别出两个三级层序( 图

3)。层序Ⅰ(SQ1) 相当于沙三段，下边界是 Mz /Es3

的区域不整合面，上边界为 Es3 与 Es2 的不整合面。
由于沙三段顶部在该地区遭受剥蚀，仅保留了两套

正旋回层序组，具下粗上细的特点。从构造演化上

看，在沙三早期，区内断裂活动强烈，湖盆内高差加

大，坡度变陡，凸起的地方风化剥蚀作用强烈，提供

了充足的物源。因此沉积物主要以低位体系域的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为主，沉积粒度相对较粗;沙三

中期时湖泊扩张，湖水变深，沉积范围扩大，高差也

逐渐变小。因此在张东地区绝大多数井沙三段顶

部发育有一层稳定的泥岩段，即湖侵体系域中的密

集段，这也是井震标定的一个标准层(图 3)。密集

段上下发育有三角洲、扇三角洲前缘等储集体，形

成有利的生、储、盖组合。层序Ⅰ缺失高位体系域，

形成沙三段顶部的不整合。
沙二段沉积相当于层序Ⅱ( SQ2 ) 的低位体系

域
［7］。沙二段沉积时期，该区气温升高，气候干燥，

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内沙二段以陆相淡水生物化

石组合为特征，岐口凹陷为一淡水闭流湖盆。沙三

段和沙一段以及整个东营组沉积时期，由于海水的

入侵，导致了研究区及临区普遍发育半咸水的生物

化石种属。由于盆地基底整体构造沉降对闭塞湖

盆的湖平面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沙二时断层虽持

续活动，但并不控制沉积地层的发育，对地层发育

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气候因素(图 4)。由气候作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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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形成的沉积地层一般在干旱条件下占优势，因此

其沉积厚度相对传统地层而言较薄 ( 比如蒸发盐

岩)。以张 5 井岩心为例，从钻井和录井资料可以

看出，张东地区沙二段为复合韵律沉积，沉积物颗

粒由细变粗再变细，反映了沉积水体的深-浅-深的

旋回变化，在沉积相上为典型的三角洲沉积体系。

图 3 张东地区古近系层序地层特征

Fig． 3 Sequenc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the Palaeogene strata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沙二段下油组岩性主要为砂岩夹薄层泥岩，为

典型的建设性三角洲沉积相;沙二段上油组沉积

时，由于湖平面升高以及波浪作用的增强，主要发

育砂泥互层沉积。并且沙二上亚段表现为超覆退

积，与上覆地层为整合接触关系(图 4)。
沙一下亚段地层为层序Ⅱ(SQ2) 中的湖侵体系

域，岩性主要为油页岩、泥灰岩和白云岩，呈互层沉

积，为井震标定的标准层位。到了沙二段沉积末

期，闭流湖泊转变为敞流湖盆。该体系域沉积时，

气候温湿，雨水充沛，物源区母岩物理风化相对减

弱，物源供给减少，主要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2 沉积特征

2． 1 岩石学特征

2． 1． 1 沙三段

根据研究区内的钻井资料，不难发现粗碎屑岩

多分布于岩心剖面的底部，上部主要以细粒的大段

深水暗色泥岩为主，为相对较深的水流沉积。沙三

段下部的储层岩性主要为砂砾岩、细砾岩、含砾不

等粒砂岩、细砂岩;砂砾岩砾石的粒径 2 ～ 25mm，一

般 4 ～ 8mm，砾石成分约 25%左右;含砾不等粒砂岩

的砾石粒径 1 ～ 60mm，以 3 ～ 4mm 粒径为主，砾石成

分占 15% ～ 20%。砾石以石英为主，长石次之，伴

有少量燧石质砾石。根据岩心观察(图 5)，底部的

砾石排列无序，其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都相对

较低，分选较差，中等磨圆
［8］。成分成熟度和结构

成熟度较低说明了沉积环境具有近物源、沉积速率

快的特点。颗粒接触关系为线接触，胶结类型为孔

隙式胶结，主要孔隙类型以粒间溶孔为主。
由于沙三段底部沉积物颗粒较粗，主要以冲刷

构造、正递变层理以及块状层理为主。在垂向上可

以看见韵律-反韵律型及块状序列。
2． 1． 2 沙二段

张东地区沙二段岩性主要为含砾砂岩、细砂

岩、粉砂岩，其中夹有深灰色泥岩，岩心中富含泥砾。
沙二段砂岩岩石类型主要以岩屑长石砂岩为

主，其中石英含量 15% ～ 63%，长石含量 20% ～
53%，岩屑主要为岩浆岩屑，占 3% ～ 28%。岩石颗

粒分选中等，次尖-次圆状，为接触-孔隙式胶结，接

触关系以线-点、点接触为主。胶结物主要为方解

石、白云石、硅质以及云母泥，次生方解石、白云石

分散状充填粒间，泥碳酸盐主要分布在颗粒边缘，

在局部相对富集，见 1% ～ 6% 的鲕粒。孔隙发育分

布较均匀，连通性较好，主要见粒间溶孔和长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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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张东地区古近系沙河街组地层柱状图

Fig． 4 Stratigraphic column through the Palaeogen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溶解形成的次生粒内溶孔和颗粒溶孔。
在张东断层下降盘，沙二段砂岩以灰色、褐色

细砂岩、粉砂岩为主，泥岩主要呈黑色块状。岩性

单一但岩性组合复杂，一般是泥岩、砂岩交互频繁

出现。沉积颗粒分选好-中，磨圆度好-中，砂岩、泥

岩分异较好。在张海 9 井 2131 ～ 2142m 处出现了

鲕粒灰岩，表明沉积时张海 9 井处于为动荡水动力

条件的滨岸沉积环境。
2． 1． 3 沙一段

研究区沙一段岩性主要为灰质白云岩、白云质

粉砂岩、钙质泥岩和油页岩呈互层沉积，旋回性强。

白云质粉砂岩陆源碎屑含量平均为 58． 3%，碎屑成

分主要为石英、长石，次尖棱角状-次圆状，分选较

好。岩石原生孔隙基本不发育，主要以长石、方解

石、白云石等易溶矿物形成的次生孔隙为主。油页

岩、泥质灰岩发育微裂缝和微破裂( 约 2% ～ 5% )，

部分裂缝被有机质充填。
2． 2 沉积相类型

2． 2． 1 沙三段

根据岩心观察、电性、地震等资料综合分析得

出，张东地区沙三段属扇三角洲沉积
［9-11］。主要发

育有 4 个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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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张东地区沙三段张海 503 井(3351． 01m)岩心照片

Fig． 5 Photograph of the core from the Zhanghai-503 well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sampling depth: 3351． 01 m)

(1)水下分流河道微相:主要岩性为灰色-杂色

砂岩、含砾砂岩、中粗粒砂岩以及中细粒砂岩。扇

三角洲水下分流河道是水上辫状河道入湖后向湖

盆中央延展的部分
［12］，由于受到湖水阻挡作用，其

能量有所降低，所携带的沉积载荷很快卸载沉积。
因此砂-砾岩结构成熟度低，杂基支撑，颗粒多为次

棱角状，分选较差，磨圆度为次棱角状-次圆状。砂

体中韵律层理比较发育，以大-中型槽状交错层理、
平行层理和砂体频繁侧向迁移加积形成的侧积交

错层理为主，也发育冲刷充填构造，在砂体底部可

见泥砾。单一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为明显的正韵律，

即由下往上粒度逐渐变细。在电测井曲线上表现

为箱型、钟形(图 6)。
(2)河口坝微相:表现为明显的复合韵律层，主

要由灰色-深灰色细砂岩、粉细砂岩和粉砂岩构成。
形成扇三角洲河口坝微相的河道一般相对稳定，并

且湖流作用较弱
［12］。因此沉积构造规模相对较小，

可见浪成沙纹层理、液化变形层理、平行层理及中、
小型槽状以及波状交错层理等。在岩心柱子上表

现为明显的沉积反韵律，自下向上粒度变粗，由粉

砂岩变为细砂岩、中砂岩。电测井曲线为典型的漏

斗型。
(3)席状砂微相:发育于扇三角洲前缘的最前

端，常表现为粉砂岩、泥岩的薄层交互出现。扇三

角洲前缘受湖流的改造形成，主要以灰色、深灰色

粉砂岩、泥质粉砂沉积为主，夹深灰色-灰黑色泥岩。
常见由负载和滑塌作用形成的变形层理，电测井曲

线多呈指状。
(4)分流间湾微相:分流间湾微相是指在沉积

平面上夹于两个水下分流河道之间，砂体粒度变

细、沉积厚度变薄的部分，一般受到湖盆地形的影

响，多发育在水下低凸起上。其岩性多以灰色-灰绿

色粉细砂岩、泥质粉砂岩为主。沉积构造可见水平

层理及小型波纹层理。

图 6 张东地区沙三段沉积微相的测井相特征

Fig． 6 Well logs for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2． 2． 2 沙二段

通过对沙二段岩心观察，结合电性特征、地震

资料等综合分析后认为，张东地区沙二段是较为典

型的三角洲沉积
［14］。也可分为 4 个微相。

(1)水下分流河道微相:主要为泥岩、粉砂岩、
粉细砂岩以及细砂岩组成的正粒序结构，在其底部

多含泥砾和泥屑，偶见炭化植物碎块。沉积构造由

上到下主要发育波状层理，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平

行层理，较大型槽状交错层理以及水平层理，可见

生物扰动构造及植物碎片。自然电位曲线为典型

的钟形、箱形及箱形-钟形( 图 7)，粒度概率曲线大

多由跳跃和悬浮二段组成
［13］。因坡度较缓，水动力

较弱，所含滚动组分含量很少(图 8)。

图 7 张东地区沙二段沉积微相的测井相特征

Fig． 7 Well logs for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图 8 张东地区沙河街组沙二段概率累积曲线图

Fig． 8 Grain-size probability accumulation curves for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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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口坝微相:是三角洲前缘亚相中最为典

型的沉积微相，分布于分支河道的河口处。物源充

足，沉积速率高，是河流注入湖泊水体中时由于湖

水的顶托作用或地形地貌的突然改变，河流携带的

大量沉积载荷快速堆积而成
［12］。随着分支河道持

续供应碎屑物质，以致河口坝的规模较大，成为三

角洲前缘重要的砂体类型。岩性主要以细砂岩、粉-
细砂岩和粉砂岩为主，多具反韵律特征。沉积构造

主要发育低角度交错层理、平行层理、斜层理和斜

波状交错层理，偶尔出现浪成波纹层理，生物扰动

构造基本不发育。
(3)前缘席状砂微相:席状砂的形成主要受波

浪搬运再沉积作用的控制，是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

河道形成的河口砂坝受到波浪和岸流的改造后重

新分布而形成的。主要位于河口砂坝前缘和侧翼，

呈带状或席状展布于三角洲前缘。其特点是具有

较大的分布面积，沉积特征也与河口坝明显不同，

粒度相对变细，砂层减薄。沉积构造中缺乏大型交

错层理，主要发育平行层理和低角度斜层理，有时

出现波状层理和波状交错层理。自然电位曲线为

指状(图 7)。
(4)分流间湾微相:分流间湾为水下分流河道

之间相对低凹的湖湾地区。沉积物主要以粘土岩

为主，夹少量粉砂岩和细砂岩。相对较粗的砂质沉

积主要是洪水期河道漫溢沉积的结果，常以薄透镜

状分布于粘土夹层中。主要发育水平层理和透镜

状层理，可见浪成波痕、生物介壳和植物残体，虫孔

及生物扰动构造发育。自然电位曲线上表现为平

直段夹局部微齿化特征(图 7)。
2． 2． 3 沙一段

研究区沙一段沉积时期为相对封闭的静水澙

湖环境，主要发育一套白云岩、泥灰岩、油页岩的互

层沉积，局部发育薄层粉砂岩。通过岩心观察，结

合录井、测井信息可识别出白云岩、泥灰岩、油页

岩、砂泥互层等不同的岩相区。
2． 3 沉积相平面展布与垂向演化

2． 3． 1 沙三段

该区物源主要受埕宁隆起东部物源控制，沙三

段发育扇三角洲前缘亚相，砂体类型主要为水下分

流河道砂体、河口坝砂体和前缘席状砂。受古地貌

的控制，沙三段砂体主要分布于张海 503 井区-张海

15 井区的凹槽部位。研究区沙三段主要为一套下

粗上细的正旋回沉积。在第 3 小层发育时期，张海

15 井区、张海 503 井区、下降盘张海 19 井区均发育

河口坝微相(图 9)。第 2 小层为该区扇三角洲发育

的鼎盛时期(图 10)，来自东南方向的分流水道不断

向前推进，张海 15 井区、张海 503 井区为水下分流

河道发育区，延伸至下降盘张海 19 井区，但河道宽

度变窄。第 1 小层发育时期，水体逐渐变深，物源供

给减少，张海 503 井区发育分流间湾微相，张海 15
井区、下降盘张海 19 井区发育席状砂微相。之后，

沙三段中期，水体逐渐变深，发育半深湖-深湖相，岩

性以大段泥岩为主，局部夹薄层砂岩。沙三期末，

研究区抬升，遭受强烈剥蚀，形成了沙三段与沙二

段之间的不整合。

图 9 埕海二区 Es3-3第 3 小层沉积微相平面图

Fig． 9 Plan of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third bed of

Es3 － 3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

2． 3． 2 沙二段

张东地区沙二段为砂泥岩互层，具复合韵律沉

积，为层序Ⅱ的低位体系域，属三角洲前缘沉积。
整个沙二下亚段为一反序韵律，沙二下亚段时期，

水体由深变浅，三角洲不断向湖推进。沙二下油组

由下往上是三角洲的进积演化。沙二下油组第 3 小

层沉积时期，该区为三角洲前缘前端，张东断层的

上升盘为水下分流河道的末端，受同沉积断层的影

响，下降盘张海 6 井区发育分支水道，其它井区发育

大片席状砂。第 2 小层沉积时期，水体略有加深。
至第 1 小层沉积时期(图 11)，为三角洲发育的鼎盛

时期。张参 1 井区、张海 502 井区、张海 5 井区均发

育水下分流河道，其中张海 5 井区单砂体厚度达

24. 5m。沙二上油组沉积时期，水体逐渐变深，形成

退积三角洲沉积。总体来看，厚层砂体主要集中在

张海 5 井区的沙二下亚段，张海 5 井西侧砂体多呈

薄互层形式展布。

15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4)

图 10 埕海二区 Es3 － 3
第 2 小层沉积微相平面图

Fig． 10 Plan of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second bed
of Es3 － 3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

图 11 埕海二区 Es2-2第 1 小层沉积微相平面图

Fig． 11 Plan of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first bed of
Es2-2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

2． 3． 3 沙一下亚段

研究区沙河街组一段下亚段为静水湖湾的碳

酸盐岩台地沉积。平面上，沙一下亚段第 3 小层沉

积时期，白云岩大范围展布。第 2 小层沉积时期，区

内分布碎屑岩沉积和碳酸岩沉积两部分，张参 1-4
井区发育油页岩。第 1 小层时期(图 12)，张海 5 断

块张海 5 井区发育白云岩沉积，其它井区发育泥灰

岩沉积，张参 1-4、张海 2-2 井区发育油页岩。剖面

上特殊岩性段分布稳定，张海 501 井白云岩厚度

19． 4m，张海 15 井泥灰岩厚度 20． 6m，张海 5 井上部

油层断缺，白云岩厚度 7． 2m，张参 1-4 井区发育油

页岩沉积，张参 1 井区发育碎屑岩沉积。向南张海

2-2 井处于白云岩相带的边缘。在测井曲线上表现

为三低一高的特点，即低伽马、低密度、低时差、中

高电阻率，是区内地层对比和井震标定的标准层位。

图 12 埕海二区 Es1 － 1
第 1 小层沉积微相平面图

Fig． 12 Plan of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first bed of Es1 － 1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he Chenghai
Oil Field

3 结论

根据粒度、岩性、沉积构造、测井曲线等以及沉

积微相平面图综合分析，现得出以下结论:

(1)沙三段属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特征为典

型正粒序。主要砂体类型有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

和前缘席状砂，具中孔-中渗、中孔-低渗、低孔-特低

渗性质，孔隙主要为粒间、颗粒和粒内溶孔，于晚成

岩 A 阶段形成。
(2)沙二段属三角洲沉积( 滨浅湖沉积环境)，

低位体系域，砂体较为发育，是张东地区最有利的

储集层，也是今后勘探的重点靶区。沙二段可以细

分为河口坝微相、前缘席状砂微相、分流间湾微相

和水下分流河道微相。
(3)沙一段为一套互层沉积，岩性主要为泥岩-

泥灰岩、白云岩和油页岩，局部发育粉砂岩。在物

性上表现为低孔、低渗，为良好的盖层和烃源岩。
沙一段的沉积环境为相对封闭的静水湖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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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Chenghai Oil Field，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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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Tectonics and Dynamics，Institute of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37，China; 2． 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Ｒ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3． No. 8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Ｒesources of Shandong，

Ｒizhao 276826，Shandong，China)

Abstract: The Zhangdong district，Chenghai Oil Field，Hebei is very complicated in geological structures and thus
less explored in petroleum exploration． The authors in the present paper give a detailed division and description for
the Shahejie Formation as main oil-bearing rock series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on the basis of grain sizes，
lithology，sedimentary structures，sedimentary microfacies and well logs．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displays the typical normal graded structures，and belongs to the delta front subfacies including the
channel mouth bar，subaqueous distributary channel and delta front sheet sands microfacies． The sandstone
reservoirs are characterized by moderate porosity to moderate permeability，moderate porosity to low permeability，

low porosity to extra-low permeability，and intergranular，granular and intragranular solution openings generated
during the A stage of late diagenesis．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s organized in the delta
( littoral to shallow-lake)environment in the lowstand tracts system，and occurs as the best favourable hydrocarbon
reservoirs and target area in the Zhangdong district．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s built up of the
dolostone-marl-oil shale couplets，locally with thin-bedded siltstones as good cap rocks and source rocks deposited
in the relatively enclosed stationary lago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Zhangdong district; Shahejie Formation;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sandston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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