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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扇比较沉积学
-

—
地下水和油气的富集规律

任明达
( 北京大学 )

一
、

比较沉积学概述

沉积相是沉积物形成条件的物质表现
。

各种沉积环境受构造
、

气候等条件的控制
,

各 自具有特殊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 过程
,

从而产生具有各种沉积特征的沉积物
。

沉积相

分析是对地层单元进行环境解释的基础
。

由于沉积岩都已脱离其形成时的环境条件
,

因

此进行沉积岩相分析的前提是建立沉积特征与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
。

这一任务主要通过

现代沉积相的研究来完成
。

这类研究的意义早在十九世纪就 由W al th e r ,
J 提 出

,

并 命

沉积相

一沉 积物形成 条件的 物质表 现

沉积环境

各种地貌单元
’

一 J黔有一 特殊 的物 化生物过 程 一产生一 具 有各种特证的沉积物

地貌学与沉积学 一
” 现代相

各种环境中沉积物 的形成过程

” 比较沉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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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比较沉积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相铭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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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扇比较沉积学—地下水和油气的富集规律 7 ,

名为 《比较岩石学 》 ( C o m p a : at iv e h th ol o g y )
,

苏联至今沿用此名
,

西欧各国大多

改称为 《比较沉积学 》 ( C o m p a 邝 tiv e s e d im e n t o lo g y )
。

比较沉积学的核心是 利 用

现代沉积环境的比较资料对地层单元的古地理环境作综合解释
,

它是在地貌学
、

沉积学

和沉积岩石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科学
,

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可

用图 1 表示
。

近年来
,

比较沉积学的方法在油田沉积相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许多现代沉

积模式 已用于指导寻找油砂体和预测沉积岩体中油
、

气
.

水的富集规律
。

还可以根据现

代沉积物中地下水的斌存规律来预测沉积岩中油气的富集规律
。

石油和地下 水 同 属 液

态
,

都需要有生
、

储
、

盖条件
。

除了油源和水源条件有本质不同外
,

作为油 田的储油层

和地下水的富水层
,

都取决于储层孔隙度
、

渗透率和盖层条件
。

1 9 7 8年
,

北京大学地貌教研室部分教师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研究院勘探室合作研究

二叠系乌尔禾组的沉积岩相
。

这是一套冲积扇相的巨厚砾岩
,

岩 电关系不显著
,

标志层

不明显
,

工作难度很大
。

为此
,

我们与山西省水利系统协作开展
“

现代冲积扇的基底构

造
、

沉积岩相与水文地质条件评价
”
课题的研究

。

本文是用 比较的方法对上述两个研究

课题的初步总结
。

二
、

现代冲积扇沉积特征及地下水赋存规律

主要研究地区是山西省津沱河流经的代县盆地
、

桑干河贯穿的大同盆地和新疆天山

北麓精河县的托托河冲积扇
。

1
.

冲积扇堆积体的非均质性模式

代县盆地是个北东
一
南西向延长的断陷盆地

,

北靠恒山
,

南接五台山
,

两侧山地河流

注入盆地处
,

形成一系列冲积扇
。

在恒 山南麓的北冲积扇群和五台山北麓的南冲积扇群

之间布分着津沱河冲积平原 (图 2 )
。

经调查
,

南
、

北冲积扇的性质有显著差异
。

S

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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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代县盆地荟雇构造
、

地貌类型与沉积岩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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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扇面地貌 南冲积扇 由扇顶至扇缘的纵比降小
,

水平宽度也小
。

山地河流下切

很深
,

出山后进入平缓的冲积扇面
,

河槽浅缓
,

侧向频繁摆动
,

形成放射状水系
,

每条

河槽的平面形态则呈辫状
,

系辫状河型
。

北冲积扇的扇面纵比降大
,

水平宽度也大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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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河流下切较浅
,

出山后切入扇面
,

形成单一水系的辫状河槽
。

河槽的纵 比降较扇面为

小
,

故在冲积扇的下部
,

两者的纵剖面线相交
,

形成交叉点
。

河槽在交叉点以下抬出扇

面
。

根据河流地貌的理论
,

河流发生下切或者堆积
,

取决于侵蚀基准面 ( 河流注入的海

面
、

湖面或河面 ) 状况
。

侵蚀基准面长期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

河流的纵剖面趋于均衡
,

这时对每个河段来说
,

上游来的冲积物与该段水流将冲积物搬走的能力相当
,

河流既不

侵蚀也不堆积
。

若侵蚀基准面抬升
,

河流从河 口起发生溯源堆积
,

使河流纵剖面变缓
。

若侵蚀基准面下降
,

河流近河口 段的比降加大
,

水流搬运能力增强
,

河流发生下切
。

这

种下切作用不断溯源进行
,

使河流纵剖面的比降加 大
。

对于代县盆地两侧出山的冲积扇河流来说
,

它们的侵蚀基准面都是溥沱河河面
,

又

为何南
、

北冲积扇河流出现堆积和下切的差异呢 ?

2) 基底构造 盆地基底构造活动性质会影响冲积扇沉积过程
。

为了查清盆地的基

底构造
,

开展了地面 电法勘探
,

用 电测深法测量基岩的埋藏深度
。

测得的视 电阻率曲线

为 H 型 (。
:

> 。 : < 。 。
)

,

其中顶层为冲积扇相的砂砾岩
,

电阻率值约 1 00 欧姆米
。

中层为

河湖相的砂泥岩
,

电阻率值仅20 一25 欧姆米
。

底层为太古界片麻岩
,

电阻率值在1 0 0 0欧

姆 / 米以上
。

因此
,

基岩顶板是非常明显的电性界面
,

若计算电反射系数 K
,

基岩顶板附

近的K 二 0 ,

电测深剖面上的K 零值线就相当于基底起伏面
。

在盆地短轴方向的电测深剖面上
,

南
、

北冲积扇的下伏基底形态截然不同(图 3 )
。

南冲积扇的基底面向盆地方 向急剧降落
,

直至 2 0 0 0多米的沉降中心
。

造成这种基底形态的

原因是盆地南 侧发育一条继承性的深断裂
,

属于高角度的正 断裂
。

断层下盘的五台山岩

体不断抬升
,

作为断层上盘的南 冲积扇下伏基底大幅度地整体陷落
。

北冲积扇的基底则

攀镰翼经舒
二 (几二

_

。 吸界乡夕
厂 乏了亡

端溯啊刚1800米

来 、10 2 0

9 8 (争

9‘

叮卜澎派
\

:降馨群钾⋯
上

:

电反射 系数 (K )等值线图
,

左下角为基底构 造示意图
。

下
:

沉积断面图

图 3 代县盆地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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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波状缓缓向盆地中心倾伏
,

这是 由于北侧盆地发育一系列平行的轴向断裂
,

将基底分

割成阶梯状之故
。

因此
,

从控制纵长断陷盆地性质的轴向断裂的差异性来看
,

代县盆地

是个不对称的地堑盆地
。

3) 河流过程 单一深断裂带的冲积扇
,

其下伏基底是整体陷落
,

扇面河流的纵比

降保持不变
,

水流的搬运能力恒定
。

深断裂带另一侧的山地差异性抬升显著
,

河流下切

能力强
,

将大量粗碎屑物带出山外
。

对于水流搬运能力恒定的扇面河流来说
,

上游来的

碎屑物增加
,

必然引起快速堆积
,

从而导致扇面河流不断改道
,

形成放射状水系
。

阶梯

状断裂带的冲积扇
,

其下伏基岩不均匀断陷
,

使扇面河流的纵比降增大
,

水流搬运能力

增强
,

河流切入扇面形成单一的深槽
。

断阶带附近的山地相对抬升幅度小
,

河流下切的

能力弱
,

带出山的碎屑物较细
。

4 )非均质性 单一深断裂带的抬升山地 中
,

河流深切
,

水流集中
,

出山的碎屑物

较粗
,

以砾砂为主
,

含泥少
。

洪水季节
,

山地河流带出的粗碎屑沿冲积扇的辐射方向分

散堆积
,

故沉积物粒径 的横向变化不大
,

但在纵向上由扇顶向扇缘则迅速减小
,

粒径等

值线绕扇顶呈圆弧状分布
。

整个冲积扇堆积体是一个巨大的块状砂砾岩体
,

孔隙度和渗透

率的空间分布比较均匀
,

非均质性弱
,

缺乏理想的隔水层
。

断阶带的冲积扇受出山河流

的切割
,

形成单一的河 槽
,

它是洪流的主要通道
。

洪流发生时
,

首先在河槽中堆积大量

粗碎屑物
,

形成槽洪亚相的带状砂砾岩体
。

但洪水漫出河槽时
,

流速迅速降低
,

形成漫

洪亚相的片状砂泥岩体或泥砾岩体
。

洪峰过后
,

水流归槽
,

将河槽中的细粒物质带走
。

因此
,

断阶带冲积扇堆积体的非均质性强
。

其中
,

带状槽洪亚相的碎屑 物 粗
,

分 选 较

好
,

含泥少
,

储层物性好
,

是地下水的主要通道
。

片状漫洪亚相的碎屑 物 较 细
,

分 选

差
,

含泥多
,

可作为隔水层处理 ( 图 3 )
。

5) 地下水的分布 单一深断裂带冲积扇堆积体的含水层通常比较厚
,

含水层的空

间分布比较均匀
。

在这种冲积扇上布置地下水井孔位置比较容易
,

几乎在冲积扇的各个

地貌部位上都能打出水来
,

只是孔深要求不同而已
。

断阶带冲积扇堆积体的含水层比较

薄
,

其空间分布很不均匀
,

井孔布置须十分谨慎
,

需要地面 电法仔细勘测
。

若能找 到槽

洪亚相带
,

就能打出好水
; 若不慎把并孔布在漫洪亚相带

,

则会滴水不获
。

2
.

冲积 扇堆积休的几何形态

一个现代冲积扇往往具有凸形的横剖面
,

因此冲积扇堆积体的厚度分布
,

从横向上

看
,

轴部较大
,

两侧较小
,

两者的厚度差可达几十米至百余米
。

从纵向上看
,

厚度 的变

化方式有两种
,

一种是向盆地方向逐渐加厚
,

呈楔形
,

它们多出现在阶梯状断裂带的冲

积扇中
。

另一种是向盆地方向厚度分布均匀
,

或略为减薄呈透镜状
,

它们多出现在单一

深断裂带的冲积扇中
。

从整体看
,

楔形冲积扇堆积体的厚度较小
,

从扇顶到扇缘的宽度

较大
; 而透镜状冲积扇堆积体的厚度较大

,

宽度则较小 ( 图 2 )
。

3
.

冲积扇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对于冲积扇沉积物的粒度特征
,

我们分别计算了粒度正态概率曲线和河槽最大砾石

粒径的纵向分布
。

1) 粒度正态概率曲线 在托托河冲积扇上采集了八个样品
,

每个样品重 2 一 5 公

斤不等
。

在野外先用大于 0
.

1毫米孔径的标准筛分级称重
,

小于 0
.

1毫米的样品带回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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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用移液管法分析
。

将粒度分析资料绘制成正态概率曲线
,

均呈平缓的四段型 ( 图 4 )
。

其 中
,

悬移组分占 2 一 3 %
,

跃移组分 占 9 一 8 %
,

推移组分 占89 %
。

托托河冲积扇沉

积的动力机制属于拖曳流性质的快速洪流堆积
,

拖曳流作用使沉积物兼有推移
、

跃移和

悬移组分
,

而快速堆积过程使沉积物分选极差
,

曲线形态极为平缓
。

沉积物以推移和跃

移为主
,

两者的百分含量 占绝对优势
。

跃移组分的粗截点粒径和细截点粒径都较粗
,

分

别为粗砂
一细砂和中粉砂

一极细砂
。

推移组分又以中
一细砾为界分成两部分

。

采 自扇 顶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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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样品
,

其截点粒 径都比冲积扇
‘

1
‘

一

卜部的样品粗
,

说明从扇顶到扇缘
,

洪流力量明显

减弱
。

2) 河槽最大砾石粒径的纵向变化 对冲积扇的动力条件反应最敏感的碎屑颗粒是

砾石
。

我们在托托河冲积扇扇顶至扇缘的现代河槽中
,

每隔6 00 米布一个测点
,

每个 测

点在任意圈定的 1 平方米范围内选取50 块最大的砾石
,

测量其 b轴长度取作砾石的粒 径
,

然后求出各测量点的平均粒径
。

若以测量点与扇顶的距离 为横坐标
,

各测量点的平均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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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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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纵坐标
,

绘制河槽最大砾石平均粒径纵 向变化曲线 ( 图 5 )
,

可见
,

砾石粒径由扇

顶向扇缘逐渐减小
。

给这条曲线配一条最佳的直线
,

它的回归方程为
:

Y = 1 5
。

4 一 1
。

1 5 X

其中Y是50 块最大砾石的平均粒径
,

X 是测量点与扇顶的距离
,

系数
a = 15

.

4是扇顶砾石的

平均粒径
,

系数 b 二 一 1
.

15 反映了砾石粒径纵向变化的速率
。

Y 与X 呈负相关
。

系 数
a和 b

是冲积扇发育的环境指标
,

若能大量收集和统计各种地质和地理条件下冲积扇河槽砾石

粒径纵向变化拟合直线的回归系数
,

找出这些系数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

定会有

益于古 冲积扇沉积岩相的研究
。

表 1 是我国和 日本一部分冲积扇的统计资料
。

表 1 我国和日本部分冲积扇河相砾石粒径纵向变化趋势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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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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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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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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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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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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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日 本

Jo g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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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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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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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u r o b e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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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
T ·t。 ·1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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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本 { o ; : 3
.

1 6 · 0
.

5 5

关 日本的 回归系数是 作者根据原 文所列的资料算得 的
。

4
.

洪流沉积韵律

沉积韵律的测量工作是在托托河冲积扇的上部剖面中进行的
。

为了使测量工作能包

括不 同规模的韵律层
,

测点密度分两种
,

一种是垂向每隔 5 厘米布置一个测点
,

测量其

中最大50 块砾石的b轴
,

并求平均
。

另一种垂向测点间距为50 厘米
。

图 6 可见
,

规模 较

小的是一种正韵律
,

砾石粒径 由下向上逐渐变细
,

无明显的纹层
,

具有粒度递变的特征
,

每个递变层的厚度为20 一 30 厘米
,

图 7 这种递变的正韵律层在剖面中重复出现
,

反映了

洪流作用周期性变化的性质
。

砾石粒径还具有较长周期变化的特征
。

在 18 米厚的测量剖

面中
,

出现许多 1 一 2 米厚的递变反韵律 ( 旋回 ) 层及个别 6 一 7 米厚的递 变 反 韵 律

( 旋回 ) 层
。

这可能是冲积 扇向盆地方 向超复沉积的结果
。

5
.

冲积扇相组 与相序

在冲积扇的纵剖面上可 以分出三个亚相
,

块状砾石层的扇顶亚相
、

砂砾互层的扇 中

亚相和沼泽化亚粘土层的扇缘亚相
。

随着冲积扇向盆地方向扩展
,

这三个亚相在垂 向上

依次叠置
,

构成一个反韵律 ( 旋回 ) 的相序
。

这种相组和相序在大同盆地南缘的冲积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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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左
:

测点间距 5 0厘米 ; 右
:

侧点间距 10 厘米
,

图 6 托托河冲积扇砾石较径垂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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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楚可见 ( 图 8 )
。

这里的大王峪冲积扇前缘受桑干河河曲的侧蚀作用
,

切出一个高

度约3 0米的冲积扇剖面
。

整个剖面以砾石透镜体和砂层为主
,

砾石的粒径往剖面下部明

显变细
,

然后过渡为底部的亚粘土层
。

由于上部砂砾层的透水性强
,

底部的亚粘土层透

水性差
,

因此在砂砾层的底部普遍有泉水出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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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沉积
,

系一套灰绿色不等粒砾岩
,

胶结物中含大量砂质
,

故中下部地层的电阻特别

高
。

上部地层是构造旋回末期接近均衡状态下的缓慢的细粒沉积
,

以褐色或灰黑色泥岩

为主
,

电阻值最低
。

中上部是砂岩与砾岩的交互层
,

电阻值界于前两者之间
。

1 )地层厚度的分布 电测井资料中由低阻到高阻的深度区间构成了上乌三段的总

厚度
。

将五区23 口井的厚度资料作一次趋势面分析
,

从厚度趋势图(图 9 )看
,

沉积地层

的厚度由西北的山地 向东南的盆地方向逐渐增大
。

可见
,

在上乌三段沉积时期
,

冲积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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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克拉玛依油田五区上乌三段地层厚度一次趋势与残差图 (左 )和厚度摸式示意图 (右 )

F 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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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i s t r i e t o f K la m a i i 0 11 F i e ld

的基底呈不均匀沉降
。

这种沉积厚度模式 (图 9 右 )类似于前述的阶梯状断裂 带 的 冲 积

扇
。

从厚度残差图看
,

存在一条北西
一
南东向的 正 残差带和两侧的负残差带

,

即五 区上

乌三段的沉积厚度除服从纵向由山地 向盆地增大的变化趋势外
,

还具有横向由冲积扇轴

部向两侧减薄的特征
。

因此
,

上乌三段的冲积扇扇形比较完整
,

与相邻的冲积扇之间有

明显的扇间洼地
。

此外
,

正残差带在10 号井附近有一明显的转折
,

这里的厚度较小
。

再联系到两个负

残差中心恰好在此转折点的两侧
,

推测在 10 号井附近有一条平行山地走向的断层通过
。

2) 岩性特征 根据 电测井与取芯资料对比
,

分别统计区内各井上乌三段地层中的

砾岩
、

砂岩
、

泥岩的累计厚度
。

若将每 口井看作一个样品
,

则每口井的砾岩
、

砂岩
、

泥

岩的累计厚度构成样品的三个特征值
。

根据特征值对样品进行分类的方法
,

在统计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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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聚类分析
。

任何两个样品之间的亲疏关系可用距离 系数 D 来描述
:

{上
D j‘一 习乙 ( x ‘: 一 x s t )

’
(i

、

j= 1
、

2 ⋯ ⋯ n )

t = 1

其中D ii 是
n
个样品中第i个与第 i个样品的距离系数

,

k是特征值的数目
,

X 是特征值
。

用此公式求出所有样品对的距离系数
,

然后用入分类法
1 ) 将所有样品进行归类

,

编出分

类谱系图和聚类分析岩相图 (图1 0 )
。

第一次聚类结果将 25 口井的上乌三段地层分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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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每类的砾岩
、

砂岩和泥岩的平均厚度见表 2
。

将此结果再次聚类
,

整个五区上乌三

段的冲积扇相分为两个亚相
。

中部是粗碎屑类的槽洪沉积亚相
,

这里是洪流的主要通道
,

砾岩和砂岩沉积 占绝对优势
,

( 砾岩 + 砂岩 ) /泥岩的厚度比值为 26 一 1 0
。

这个亚 相 带

的位置恰好与上述趋势面分析的正残差带一致
,

相当于冲积扇的轴部
。

通过实验室分析

全部岩屑样品中的铁染泥质
、

绢云母泥质
、

绿泥石泥质等
,

并算出每口井的胶结物 中泥

质的平均含量
,

发现其低值带的位置与上述厚度正残差带及粗碎屑的槽洪亚相带基本一

致
。

槽洪亚相带的两侧是洪水季节流水漫 出河槽形成的漫洪沉积亚相
,

砾砂岩的厚度较

小
,

泥岩较多
,

两者的厚度比值降为 n 一 5
。

这个相带的位置与厚度趋势面分析的负残

差带一致
,

相当于扇间的洼地
。

这里的岩屑胶结物的泥质含量明显增高
,

而且离河槽越远
,

含量越高
,

在扇间洼地的厚度低值区构成了胶结物泥质含量的高值中心
。

上乌三段地层厚度和岩性的分布规律在古冲积扇的纵向和横向岩电剖面中也很清楚

(图 1 1 )
。

在纵剖面中
,

厚度由上游向下游逐渐加大
。

但在10 号井附近
,

厚度有明显的转

1 ) 任明达
,

沉积相的统计 分析
,

北京大学地理学论文集 ( 19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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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

在厚度转折点上下
,

岩性也有很大差别
。

10 号井以上仅一套洪积层
,

10 号井以下则

有两套
,

每套地层的顶部都有比较稳定的泥岩或砂泥岩盖层
。

此外
,

这两套洪积层的上

游方向都是厚层砾岩
,

向下游变为砾岩夹薄层砂岩
。

越往下游
,

砂岩薄层越多
。

在横剖

面中
,

中部的河槽沉积带厚度最大
,

砾岩也最多
。

两侧的漫洪沉积厚度显著减小
,

砂泥

岩层的成份增多
。

纵剖面中厚度和岩性在10 号井附近的突然变化决非偶然
,

这里可能存在着横贯冲积

扇的断裂
,

这与根据地层厚度趋势面分析和岩性聚类分析得到的结论
—

五区上乌三段

的古冲积扇系阶梯状断裂型是一致的
。

3 ) 珠石较径和沉积的伸 槽洪沉积亚相从扇顶至扇缘还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

扇

顶砾石的最大粒径在 90 毫米以上
,

一般为 30 一50 毫米
,

筛滤作用明显
,

胶结物中泥质含

量低
,

加 以冲积扇形成时的堆积部位高
,

地下水位深
,

缺乏钙质胶结
,

故扇顶砾岩的砂泥

质胶结疏松
,

取芯收获率一般都很低
。

扇顶砾岩为厚层块状
,

单层厚度大
,

一般为 60 厘

米
,

分选极差
。

扇中砾石的最大粒径为 80 毫米
,

一般为 20 一 30 毫米
,

分选较好
,

出现致

密的钙质胶结
。

单层厚度较小
,

通常为30 厘米
,

相当于一个由砂砾岩构成的正韵律层
。

扇

缘砾石的最大粒径和一般粒径都比上游小
,

胶结物 中泥质较多
。

漫洪沉积亚相的砾石分

选极差
,

砾岩中具有不明显的粒级递变层理
。

泥岩不纯
,

含砂砾质
,

呈暗 紫 红 或 褐红

色
,

说明扇面 的强氧化环境
。

在扇间洼地中有时可以形成很纯的泥岩
,

不含砾石
,

局部

含砂
。

泥岩的单层厚度可达 2 米多
。

4 ) 油气旅 五区处于玛纳斯湖生油拗陷的西北缘
。

当生油中心 的大量油气生成

后
,

它们在地静压力
、

压实成岩作用及表面张力的作用下运移到冲积扇的槽洪沉积带
,

然

原
原 含迪
豁呆塑
援花亡
尝 一 量
重

月巨

尹夕~ 弓、

。
·

9 0 0。二 整
: {

4

伙
、 、

.

_

印理
一 ‘ 、

一
‘

_ _ _ _ _ _ _ _

价0 }
‘

片
, 二

一 : > ‘万二二二
荞。!

1叫
_

厂~ \一一一二止一0
.

5 0 0 0 } ;
l

了
—5 6 1 0 1 5

圈12 旅油比 ,
,

含 水比和原油初产 . 沿水流

雄的分布 (公坐标橄字为井号 )
。

Fig
.

1 2 T 五e d is tr ib u t io n o f e r u d e 一 0 1 1 d e n s ity
,

m o is t u r e e o n t e n t

a n d fi r s t e r u d e 一 0 11 0 住 tP u t
。

T h e n u m b e r s o n th e a b s e is s a

a r e th e n u m b e r s o f w e lls
。

后再作渗透性运移
。

后一过程与储层物性有密切关系
。

在冲积扇砾岩油田 中
,

扇中和扇

缘的槽洪沉积带是油气主要储集带
。

这里的地层渗透率平均为 3 00 多千分达西
,

原油产量

最高
,

原油的比重小
,

含水百分比较高
。

槽洪带中的油气以渗透方式向上 游 的 扇 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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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

扇顶的槽洪沉积
,

渗透率可达40 0多千分达西
。

这里缺乏泥岩盖层
,

油气遭到氧化
,

原油比重增大
,

故多稠油而缺乏工业性油流
,

含水比最低 ( 图 1 2 )
。

槽洪带中的油气还

向两侧的漫洪沉积带运移
。

后者的地层渗透率仅几十一 10 0多千分达西
,

油气在 地 层中

以扩散运移方式为主
。

因此
,

漫洪沉积带的油层除产油少外
,

油质较槽洪带的稍轻
,

而

且 由于油气的扩散性比水强
,

远离槽洪带
,

含水比很快降低
。

当然
,

原生沉积特征对油

气水分布规律的控制作用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后生成岩等作用的影响而复杂化
。

2
.

继承性深断裂型冲积扇岩体的油气预浦

这种冲积扇的堆积厚度大
,

从扇顶到扇缘的水平宽度较小
,

还由于继承性深断裂比

较靠近构造盆地的沉降中心
,

作为油气储集层的冲积扇岩体接近生油的湖盆拗陷中心
,

因此这种冲积扇堆积体应该具有较好的油源条件
。

岩性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与断阶型冲积

扇的不同
,

以纵向的差异性比较明显
,

横向分布比较均匀
。

因此
,

油气的分布在横向上

较广
,

而在纵 向上变化较大
。

冲积扇堆积体的非均质性弱
,

岩性地层圈闭条件较差
,

会

导致油气逸散
,

但在冲积扇的靠深断裂一侧
,

侧向运移的油气受断层的阻挡
,

可使油气

富集
。

本文经王乃梁教授审阅
,

谨此致谢
。

( 收稿 日期
: 1 9 8 2年 8 月 1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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