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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油气盆地陆相沉积模式的探讨

安 作 相
( 中国 石 油学会)

我国含油
、

气盆地中
,

陆相沉积广泛分布
。

目前原油生产儿乎全部是由陆相沉积中

产出的
,

所 以陆相沉积模式 的研究
,

是各个油
、

气勘探地区有关人员十分关心的科研项

目之一
。

1 9 8 0年 中国石油学会和 中国地质学会在西安召开了碎屑岩沉积相模式及相标志学术

讨论会
,

初步总结了我国含油区陆相沉积近年来的研究工作
,

对河流相
、

三角洲相
、

湖

泊相和浊流沉积都作了讨论
。

经过了二十多年之久的发展过程
,

现在可以提出来一个我国含油区陆相沉积模式
,

代表了中
、

新生代各时期的沉积相类型
,

现在这个模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但是目

前是很需要的
。

一
、

陆相含油
、

气盆地沉积模式

陆相含油气盆地的沉积可 以归纳为水下沉积环境
、

过渡沉积环境和陆上沉积环境三

种
,

现分述于下
:

1
.

水下沉积环境

包括有深湖相
、

较深湖相
、

浅湖相
、

滨湖相
、

盐湖相和浊积相
。

从石油地质的观点

晋
,

一个沉积湖盆地中
,

深湖相或较深湖相的存在与否是甚为重要的
,

深湖相 ( 较深湖

相 ) 是尘油毋质存在的基本环境— 还原环境分布的重要场所
。

深湖相 沉积环境是经常处在浪基面以下
,

湖泊浪基面的深度与湖泊面积 的大小

似乎有直接关系
,

如美 国的密执安湖面积为 s g O0 0 k n : 已 ,

浪基面约 30 米
,

我国的青海湖

( 只 50 k m :
)

、

都阳湖 ( 5 1 6 0 k m
“

)的浪基面约为 15 米
。

由于湖水微弱的运动状态 ( 图

l ,

A )
,

沉积物形成水平层 理
,

有机物质 在还原环境下保存下来
,

如松辽盆地青山口

组的暗色泥岩
。

并有浮游的微体古生物化石成层分布
。

较深湖相 位于浪基面附近并随着湖水深度的变化而改变
,

沉积物以灰色和深 灰

绿色泥质沉积物为主
,

除水平层理以外
,

还有小型的波状层理
。

浅湖相 在浪基面至枯水期湖面之间
,

沉积物受波浪作用和湖水的环流作用的影

响
,

所以分选较好 ( 图 1
,

B )
,

多波状交错层理
。

底栖生物成生物滩
。

如四川盆地 侏

罗系大安寨组的介壳灰岩
。

沉积物经常处在弱氧化环境之 中
,

颜色常为浅灰绿色
、

浅灰

色或棕色等
。

滨湖相 包括枯水期湖面至湖岸地带
,

处于湖泊最外带
。

山于波浪作用强烈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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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暴露于大气之中

,

为强还原环境
。

沉积物以砂岩为主
,

有时有砾岩
;
在泥 质 湖 岸 地

带
,

则以泥岩为主
,

层面有大量的泥裂
、

雨痕和虫迹
。

沉积物的层理以中型斜交的交错

层理为特征
。

底栖生物的壳常被波浪击碎
,

有时夹有植物化石
。

岩层颜色 以红色和棕色

为主
,

砂岩分选好 ( 图 1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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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湖相 沉积粒度概率图 1
.

酒泉盆地下白全统
2

.

华北盆地黄弊拗 陷下第三系 B

— 浅湖相砂岩粒度概率图
1

.

酒泉盆地下白至统 2
.

华北盆地黄弊拗 陷下第三系 3
.

青梅

湖现 代沉积 C

—
滨湖 相砂岩粒度概率图 1

。

酒泉盆地下 白至统

2
.

华北盆地黄葬拗 陷下第三系

田 1 湖泊沉积
( 引用朱莲芳等资料改 编 )

F 1 9
.

1 T h e I a e u s t r i n e f a e i e s d e P o s
i t

s

-\

—
粒度概率 图 1

.

酒泉盆地下白生 统
2

.

辽河拗陷下第三系沙三段 3
。

冀中拗陷下第三

系沙三段 4
.

泌 阳 凹陷下第三系核桃园组

B

—
辽河拗陷下第三系沙三段浊积岩 C

一

M 图

图 2 浊租相沉积
( 引用朱莲芳等资料改编 )

F 19
.

2 T h e t u r b i d i t
e f a e

i e s d e p o s i t

盐湖相 当湖水的含盐度变浓沉淀盐类物质时
,

即为盐湖
。

是干旱气候条件下的

产物
。

根据沉淀物的性质
,

又分为碳酸盐盐湖
,

硫酸盐盐湖和氯化物盐湖
,

这三种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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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代表盐湖发展的不同阶段
,

其含盐度分别为 35 一 1 5 0%
。 、

15 0一 2 60 %
。
和大于 2 6御 6

。 。

我国江汉盆地早第三纪
,

柴达木盆地晚第三纪
,

华北盆地早第三纪早期和衡阳盆地等都

有盐湖相沉积 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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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砂岩 粒度概率图 1
.

酒泉盆地下 白玺统

2
.

黄弊拗陷下第三系东营组三段 3
.

冀 中拗陷下第三

系沙三段 B

— 砂岩粒度 C
一

习图中酒泉盆地下白工统

图 3 三角洲沉积
( 引起米莲芳等资料改 编 )

1
: 至9

.

3 1
’

h o d e l t a d e p o s i t

浊积岩相 首先在华北盆地济阳拗陷

的营 2 井下第三系中发现
。

此后
,

又在若干盆

地中的含油岩系中找到并找到了相当规模的油

田
,

如南襄盆地泌阳凹陷的下第三系核桃园组

和华北盆地辽河拗陷的下第三系沙河街组
。

2
.

过渡沉积环境

包括三角洲相和沼泽相
。

三角洲相 岩性 以砂岩为主
,

砂岩体为

一个大透镜体
,

有板状交错层理
。

其粒度特征

列于粒度概率图和 C 一 M 图中 ( 图 3 )
。

沼泽相 一般发生在湖盆地发育 的初期

或末期
,

也有在三角洲平原中分布
。

沉积层中

以出现大量的泥炭和含煤层为特征
。

沉积作用

在微弱水动力条件下进行
。

3
.

陆上沉积环境

这是由各种陆上搬运营力产生的沉积物
,

包括河流相
、

洪积相
、

山麓相和风成相
。

河流相 可 以分为河床和河漫沉积
,

在

河床中又分为心滩
、

边滩
、

天然堤和 冲 积 扇

等
。

沉积物以砂岩为主
,

其颗粒分选状况因成

因而异
。

砂岩中有板状交错层理
,

在剖面上沉

积物可出现韵律结构
。

根据河流的形态和侵蚀

沉积作用
,

可 以分为辫状河
、

顺直河和曲流河

等
。

洪积相 沉积物以砾岩为主
,

岩层呈棕

色和红色
,

具洪积层理
,

洪积赓的顶 部 岩 性

相
,

边缘岩性较细
,

是一 种快速堆积
、

分选极

羞
、

相变剧烈的沉积物
。

其分布多在十旱和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剥蚀山区和冲积平原之

间的地带
,

克拉玛依二叠系乌尔禾组属此
。

山趁相 在 山地受剥蚀形成的角砾
,

由重力作用堆于山麓
,

砾石成分 与附近物源

区一致
。

华北盆地冀中拗陷的刘李庄油田和赵兰庄地区山麓相角砾岩构成油层
。

风成相 己发现的因其规模不大
,

暂称此名
。

沉积物为分选圆度均好的砂岩
,

以

发育风成波痕为特征
。

这种沉积在含油盆地中研究甚少
。

笔者把上述各种沉积相归纳在一张平面图上 ( 图 4 )

泽相常在湖盆发展的早期和晚期
,

在平面图上较难表示
。

。

应当说明
,

有的沉积相如沼

1司时在油 z毛盆地中各种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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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 以细分为亚相和微相
,

在这张图上仅在浅湖相中表示 了 生 物 滩
,

其 它 的 都 未表

示
,

有待进一步归纳和研究
。

如果把这张模式图和 19 7 2年 M
.

D
.

皮卡德提出的理想的湖

泊模式比较
,

可 以看出内容充实多了
,

它代表了我国中新生代湖泊为中心的陆相沉积
。

至于在图上左下角标出了海
,

是想说明我国有些含油
、

气盆地的陆相沉积与海有某种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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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讨 论

在含油
、

气盆地陆相沉积模式的研究中
,

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
,

现仅就其中三个重

要问题探讨于下
:

1) 陆相沉积模式研究对油气勘探工 作的意义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指出了深湖相和

较深湖相是生油区
,

它说明 了陆相油田分布的概貌
,

便于勘探工作的部署
。

在 1 9 6 0年 n

月石油工业部召开的油气田分布规律和岩相古地理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 个 意 见
,

指 出
“
在振荡运动以沉降为主的长期拗陷的内陆湖盆地的深水到半深水相沉积区是生油层形

成和发育最有利的地带
” 。

此后
,

在各油区勘探工作中都使用这个观点
,

评价含油气远景

和进行油气田分布规律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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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
,

笔者等进行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统沉积相研究时
,

发现深湖相的生油层分布

在盆地的南部
,

虽然当时仅有延长等几个小油 田
,

在进行油气田分布的预测时
,

指出了

在生油区不远的地带可能继续发现新的油田
。

经过二十 多年的勘探工作
,

证实 了这个预

测 ( 图 几 )
,

不仅在三叠 系中发现油田
,

而且在下侏罗统的河道砂岩中还 发现了更多的

油田
。

深湖相和较深湖相沉积是生油地区
,

它控制着油田的分布
,

对于油气勘探起着重大

的作用
,

于是就发展成为 “ 源控论
” 。

同样
,

目前流行
“
选凹定带

”
的指导油气勘探的

原则
,

也是基于选择有生油岩 ( 深湖相 ) 分布的凹陷
,

然后再找合适的构造
。

2 )应 当坚持从全盆地着眼研究沉积相的方法 近年来
,

我国含油气盆地陆相沉积

相的研究工作中
,

由于从 国外引进了些新名词和概念
,

因而在文献中出现一 此 似 是 ilb

非的名词
,

现在有必要探讨
。

例如
“
i尼坪

”
一词就不很明确

,

从叙述来看是湖泊中水体较深地带的沉积物
,

但从

这个 名词本身看不知是海相还是陆相
。

又如
. “

湖盆泥
”
或

`·

湖相泥
气’ ,

它可以包括在

湖泊中各种环境中
.

因此建议 以不用为好
。

还有前
` ,

三角洲泥
”

( 或前三角洲相 )
,

如果

只讨论三角洲环境时
,

可以使用
。

但是
,

因为前三角洲相可能是海相
,

也可能 是湖相
,

因此在描述陆相沉积的专门论文中应当明确
。

由此可见
,

在我国陆相含油气沉积盆地中
,

从全盆地着眼
,

统一划分沉积相
,

确立

沉积模式
。

对于编制全国性的
、

或者大区域性的岩相古地理图是有用处的
。

引关于沉积相分布和变化控制因素的探讨 沉积相的形成是风化
、

搬运和沉积作

用的结果
,

就我国含油气沉积盆地来看
,

影响沉积相分布和变化的因素主要是气候和钩

步查运动两个因素
_
」

如前听述
.

乍于 旱
考〔候下有盐湖相和 风成相沉积

,

在潮湿气候下有沼泽相沉积
,

这

些都是比较一致的 l币沟造运动对于沉积相的控制则意见分歧较大
一

笔者认为盆地的沟

造成因类型决定地形状态
.

J可地形则对沉积相的分布起控制作用
:

我国中
、

祈主代陆相盆地的成因类型的划分
,

依据盆地形成过程中受力的情况较为

合适
,

可 以分为挤压型
、

拉张型和过渡型
。

挤压型盆地 盆地的周围是褶皱形成的高山
,

构造力向盆地内部挤压
,

因此盆地

的边缘常为逆断层或逆掩断层
,

如准噶尔
、

柴达木
、

吐鲁番和酒泉等盆地
。

在盆地周围

山麓相和洪积相比 较发育
,

湖泊在盆地的深拗陷部分分布 河流相分布较窄
.

浊积相常

在陡岸带的深湖相中
,

似规 模不大
:

拉张型盆地 盆地在 板块内
.

由于构造力向外拉张
,

使板块发生裂谷断陷形成
。

盆地边缘常为正断层
。

如松辽
、

华北
、

南黄海和珠江 口等盆地
。

在盆地内断 层 错 综 复

杂
,

造成地形起伏较大 因此沉积相的分布则依据盆地中的拗陷情况而定
,

于是形成了

许多沉积中心
,

湖泊的边界比较复杂
。

河流短促
,

在剥蚀强烈的边缘山区前缘有 山麓相

的分布
,

洪水浊积相分布较 l
` 一 ,

三角洲相也较发育
。

沉积相的种类比较齐全
。

在 务个拗

陷被沉积物填平
,

盆地形成统一的沉积朔盆 时
,

又显示了较完整的陆相沉积模式

过渡型盆地 盆地属于板块 内拗陷的性质
,

}习围受较弱的拉张或挤压力
,

如鄂 尔

多斯
、

四川和楚雄等盆地
。

由于沉积盆地内地形比较平坦
,

周围山区地形相对比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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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湖泊的面积很大
,

各种相带宽度较大
。

山麓相和洪积相不甚发育
,

有时还有面积较

大的生物滩
。

总之在气候和构造运动的作用下
,

在一个沉积盆地形成
、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
,

发

育着前述各种沉积相
,

它们的分布 和变化无不主要是气候和构造运动的反应
。

本文完成后
,

吴崇药教授审阅了全文
,

并提出了重要的修 改建议
,

文中还引用 了朱

莲芳等的一些分析资料
,

特此一并致谢
。

( 收稿 H期
: 1 9 8 2年 5 月 ] 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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