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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侏罗统沙溪庙组沉积体系的研究对川西拗陷中段气藏的勘探和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物源研究、
地震分析得出该区沙溪庙组可划分为东、西两个沉积体系，西部龙门山短轴物源控制的沉积体系主要由冲积扇冲积
平原（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湖泊等亚相组成；东部的长轴物源控制的沉积体系主要由冲积平原（曲流河）曲流河
三角洲湖泊等亚相组成。这一新的认识对川西拗陷中段中侏罗统沙溪庙组的深入勘探和已发现气藏的开发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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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侏罗统沙溪庙组是川西拗陷重要的产气层，

以发育岩性气藏和构造岩性气藏为主。因此，对沙
溪庙组沉积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人对川西拗陷侏罗系沙溪庙组的沉积体系
及物源特征有过诸多研究，但存在较大争议［１～ ６］。
有学者认为沙溪庙组沉积体系是受龙门山北段单
一物源控制的，自北西向南东依次为冲积扇相河流
相三角洲相湖泊相展布［７］；也有学者认为沙溪庙
组以三角洲前缘沉积为主［８］；还有学者认为沙溪庙
组发育有湖泊三角洲沉积体系，主要有曲流河三角
洲沉积相和辫状河三角洲沉积组成［３、６］，且分法不
一［９１４］。由于这些研究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川
西拗陷中侏罗统沙溪庙组有利储层的预测和评价。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２８５口井的钻
井资料、２８条野外露头观察记录、３６口岩心观察资
料和１５条井震联合大剖面，对川西拗陷中段中侏罗
统沙溪庙组沉积的物源进行更为深入综合的研究，
从而对该地区的沉积体系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１　 区域地质概况
川西拗陷的构造上位于上扬子地块西北边缘

的川西前陆盆地西缘，南起峨眉荥经，北至米仓山
大巴山冲断推覆带，西以龙门山冲断推覆带为界，
东以龙泉山构造带为界，外形似菱形。川西拗陷中
段探区共有绵竹绵阳，彭州大邑和温江中江３个
勘探区块，面积共约１０ ０００ｋｍ２（图１ａ）。

川西拗陷作为晚三叠世以来形成的前陆盆地，
充填上三叠统至全新统地层，累积厚度达１０ ０００ｍ
以上。三叠系上统地层厚度达２ ６００ｍ左右，侏罗系
地层总厚可达２ ６００ｍ，其中沙溪庙组地层厚度可达
８００ｍ，侏罗系地层齐全（图１ｂ）。以“嘉祥寨砂岩”
之底为分界标志，将目的层沙溪庙组一分为二，其
下为下沙溪庙组，其上为上沙溪庙组。下沙溪庙组
由２ ～ ４套灰色、紫灰色厚层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长石砂岩与紫红色泥岩、粉砂岩不等厚韵律互层组
合叠加而成。根据岩心资料显示，下沙溪庙组地层
具有自三角洲相到河流相沉积向浅半深湖相沉积
连续过渡加深的演化特点；上沙溪庙组下部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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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层砾岩、砂砾岩和厚层砂岩，中部以红色暗红色
泥岩和灰红色泥质粉砂岩为主，上部主要表现为中
厚层中细砂岩和红紫红色泥岩。上沙溪庙组总体

上显示了由半深湖、浅湖向三角洲和河流相沉积连
续变浅过渡的演化特点。整个沙溪庙组的气藏具
有低孔渗、低丰度的特点。

图１　 构造分区图及地层序列图
ａ．川西拗陷中段构造分区示意图［２０］；ｂ．侏罗系地层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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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沉积物源分析
根据川西地区侏罗系的钻井资料及薄片鉴定

资料，结合轻、重矿物分析、成像测井数据、砾岩的
分布特征、砂岩岩性的分布特征、古地貌特征及周
缘野外剖面古流向测量资料，对川西侏罗系沙溪庙
组的沉积物物源及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研究
区沙溪庙组的主要分为西部龙门山短轴物源和东
部米仓山大巴山长轴物源。东部物源明显，沉积中
心由北向南迁移，从沙溪庙组沉积期开始，成都拗
陷为沉积汇聚中心区。龙门山物源显示突变，东部
物源显示渐变。
３　 沉积体系分析

通过对野外剖面和井下岩心的观察与对比，结
合前述的物源分析成果，将研究区沙溪庙组划分为
东、西两个沉积体系，即西部龙门山短轴物源控制
的沉积体系，依次发育冲积扇冲积平原辫状河三
角洲湖泊等沉积亚相；东部米仓山大巴山长轴物
源控制的沉积体系，在研究区依次仅发育冲积平原

曲流河三角洲湖泊等沉积亚相，因远离物源区而缺
失冲积扇亚相。上沙溪庙组和下沙溪庙组在沉积
体系上大体相似，仅在各相带的分布位置上存在差
异，上沙溪庙组的沉积规模明显大于下沙溪庙组
（图２）。
３ １　 西部短轴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主要受龙门山短轴物源控制，沿龙门山发育５
个规模不等的冲积扇，向盆地延伸方向依次发育以
辫状河为主的冲积平原、辫状河三角洲朵体入湖。
各亚相的岩相特征、测井相标志和地震相标志总结
见表１。上述两大沉积体系在川西拗陷中心带交汇
形成混源的沉积特征。
３ ２　 东部长轴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物源主要来自盆地北部的米仓山大巴山，沿北
东向南西向入湖，依次发育冲积扇曲流河冲积平
原曲流河三角洲朵体。由于受川中古隆起的影响，
盆地东部在古地形上为一大的缓坡背景。研究区
发育的３个曲流河三角洲朵叶体为由一支主河道所
控制的３个分支河道所形成。各亚相的岩相特征、
测井相标志和地震相标志总结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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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川西拗陷中段沙溪庙组沉积相图
ａ 下沙溪庙组沉积相；ｂ 上沙溪庙组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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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川西拗陷侏罗系沙溪庙组沉积相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ｈａｘｉｍｉ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 ３　 沉积相类型及其岩石相组合特征
３ ３ １　 冲积扇

该区冲积扇主要发育于龙门山前，其典型的沉
积相标志是极其发育的洪积层理。颗粒一般较粗，

大小混杂，圆度不好，多呈次棱角状，分选性差。有
斜层理和交错层理发育，但层理面不清晰。冲积扇
沉积在自然伽玛测井曲线上表现为块状低值。地
震上沙溪庙组层序中有断续、大倾角短轴、中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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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积反射。
３ ３ ２　 辫状河

辫状河沉积体系主要发育于龙门山前。野外
剖面中以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和侧积交错层理的广
泛发育为标志，底部见明显的冲刷充填界面。前者
为不稳定河道频繁改道所形成的心滩沉积，后者则
为相对稳定河道所形成的边滩沉积。同时还可见
大型板状交错层理、斜层理、平行层理和块状层理
等。测井曲线上表现为下部低值块状曲线，向上逐
步过渡为正旋回的钟形曲线。在沙溪庙组地层中，
地震反射呈连续、顶超、中振幅前积等反射特征。
３ ３ ３　 曲流河

曲流河主要发育于川西拗陷东部，以沙溪庙组
最为发育。其沉积物粒度较辫状河细，主要发育侧
向加积交错层理，冲刷充填构造较发育，且冲刷面
上一般为泥砾。还可见槽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和
水平层理。沙溪庙组层序中具有断续、较稀疏、小
倾角短轴前积反射层。
３ ３ ４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该沉积体系是辫状河入湖的产物，发育辫状河
三角洲平原、前缘和前三角洲等亚相，其沉积物主
要有水上（平原）、水下（前缘）分流河道砂体、泛滥
平原泥岩（水上）、分流间湾泥岩（水下）、决口扇砂
（水上）、河口坝砂（水下）、前三角洲泥等。沉积构
造有冲刷面和泥砾、波状层理、变形层理。地震反
射具有密集较连续中弱微下超振幅特征。
３ ３ ５　 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曲流河三角洲是曲流河入湖的产物，主要发育
于川西拗陷东侧，主要沉积岩石类型为灰绿色、灰
褐色细砂岩夹灰绿色泥质砂岩、薄层炭质泥岩、绿
灰色泥岩。地震反射特征为断续，中弱振幅。沉积
构造有冲刷面、泥砾、滑塌构造、泥质团块、交错层
理、平行层理、波状层理和水平层理。
３ ３ ６　 湖泊相

该区的湖泊沉积较广泛，岩性主要为灰色灰质
粉砂岩、灰黑色灰质泥岩、深灰色灰岩、黑色页岩
等。沉积构造一般为水平层理。在滨浅湖亚相中
发育有湖相砂坝砂体。湖泊相具有层状较密集较
连续中弱振幅反射特征，北端沙溪庙层序中，也可
明显看到层状、稀疏、较连续变振幅上超反射层，属
湖（间）湾相反射。
４　 结论

（１）研究区主要发育冲积扇、冲积平原、三角洲

平原、辫状河三角洲、曲流河三角洲、湖泊相等沉积
相类型，这些沉积相构成了沙溪庙组东西两大沉积
体系：西部为冲积扇冲积平原（辫状河）辫状河三
角洲湖泊沉积体系；东部为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
（曲流河）曲流河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两大沉积
体系在成都凹陷中心部位交汇，在新繁马井孝泉
新场一线形成混源。

（２）现有的勘探成果表明，沙溪庙组的气藏主
要发育在东部长轴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中，最早
发现的新场气田也处于混源带。究其原因，是长轴
曲流河三角洲沉积储层的物性明显好于短轴辫状
河三角洲沉积储层。因此，上述沉积体系的新认识
对研究区下一步的深入勘探和已发现气藏的开发
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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