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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色盆地百岗组的聚煤

模式及其预测意义

林畅松
(武 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

内容提要
:

本文 研究广西百色盆地百岗组的聚煤古地理和古沟造条件
,

捉 出该组l的聚煤盆地

模式
,

并讨沦了地震相分析的初步应用
。

研究表明
,

可分出北缘盆缘断裂一 侧 的扇一扇二角洲
、

南缘

滨浅湖一小型滨湖三角洲以及中部的浅一深湖等三个沉积相带
。

不对称的相配 置受 控 于半地堑的构造

格架
。

富煤带与盆内次级坳陷部位相吻合
,

并沿盆缘两侧的相带展布
。

地震相分析有 助 于 圈定相带的

分布
,

进而具有预测富煤带的意义
。

扇三角洲具向上变粗的三层结构
,

顶积层以 含扇沉积为 特征
。

其

间湾为富煤中心的分布部位
,

而其砂体则是盆内重要的储集层
。

主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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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煤盆地中沉积环境的配置和古构造条件直接影响着含煤性和煤质的变化
。

在百色

盆地的研究工作表明结合沉积和构造 因素
,

阐明沉积相带与富煤带的关系而建立的聚煤

模式将有可能在预测和勘探中取得具体的收益 ; 而地震相分析的方法则是使模式更有效

地应用在富煤带预测实践中的可行途径之一
。

一
、

盆地概况

百色盆地位于广西 自治区西部
,

面积约 80 0 平方公里
,

含有石油
、

煤和膨润土等多

种沉积矿产
,

是区内数十个第三纪断陷盆地的重要代表
。

盆内充填 了 3 0 0。多米 的早第

三纪内陆碎屑岩
,

自下而上可划分为红色岩组
、

那读组
、

百 岗组
、

伏平组
、

建都岭等五

个组
,

大体经历了 ( 1 ) 冲积扇一河流沉积 ( 红色岩组 ) ; ( 2 ) 滨浅湖含煤沉积 (那

读组一段和二段 ) ; ( 3 ) 深湖沉积 ( 那读组三段泥岩 ) ; ( 4 ) 滨浅湖含煤沉积 (百

岗组和伏平组下段 ) , 〔 5 ) 冲积扇一河流沉积 (主要为建都岭组 ) 的充填过程
。

深湖

发育时期形成的那读三段泥岩为盆内的主要生油岩
,

其上覆的百岗组和下伏的那读二段

为盆内两个主要的含煤
、

含油段
。

百岗组厚2 00 一4 00 多米
,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层段
。

该盆地为一长条形的 (宽 7 一16 公里
,

长90 多公里 ) 半地堑
,

走向N W 3 00
” ,

位于

右江断裂的西南侧
。

盆地北缘的同沉积断裂是追踪先存的右江主干断 裂和伴生的张性
二

字型断裂系发育的
。

在地震时间剖面上可清晰地看出其断面倾向盆内 ( 图版 I
, 7 ) 并

形成断阶构造
。

另一组规模较大的基底断裂
,

走向近北 东
,

雁行状排列
:

盆地的基底由

三叠纪摺皱岩系构成
,

总体向北东方向倾斜
。

沿盆地长轴方l6J 可划分出
“三坳两隆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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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构造单元
,

其中的田阳和 田东坳陷是本文主要的工作区 ( 图 4 ,
)

。

通过对比地层

层序发现坳陷明显地影响着地层厚度的变化
。

盆地的地层格架在纵向剖面上呈上超的样

式
,

且沉积中心有由西向东迁移的趋势
。

盆地的构造和地层格架样式以及盆外构造形迹

的分析表明
,

盆地 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盆缘断裂的左旋张扭作用的控制
。

二
、

沉积环境和相的辨认标志

百 岗组是一套淡水的湖盆碎屑岩沉积
,

含有大量螺蚌
、

轮藻 以及介形虫等淡水的动

植物化石
。

发育的沉积相类型包括冲积扇
一
扇三角洲

、

小型湖滨三角洲
、

滨浅 湖和深湖

以及沼泽沉积等
。

(一 ) 冲积扇
一
扇三角洲沉积

1
.

冲积扇沉积 沿盆地北缘发育的冲积扇形成了宽 约 0
.

5一 1
.

5 公 里的扇砂砾岩

带
,

主要由来 自盆缘断裂外侧的三叠系的泥岩
、

砂岩和少量火山岩
、

灰岩岩屑组成
。

可

识别出泥石流和水携沉积两种相类型
:

l) 泥石流沉积 主要由块状的
,

分选极差的岩屑副砾岩和含砾泥岩组成
。

漂砾直

径可达 60 厘米
,

有些长轴直立
,

显示一种在砂泥为基质的背景上漂浮着粗大角砾的支撑

类型 ( 图版 I
,

2 )
。

其接触边缘明显
,

但缺少强烈的冲刷现象
。

这些特征表明是一种

块体流的堆积物 〔1 〕
。

2 )水携沉积 在扇顶和扇 中地带主要为分选较好的细砾岩 和 含砾 砂 岩
,

成层性

好
,

常与泥石流副砾岩共生
。

河道充填的砂砾岩透镜体具有明显 的冲刷充填构造
。

砾石

叠瓦状
,

并呈水平层状排列
。

洪泛片流沉积由席状或板状的砂岩和泥岩交互组成
。

砂岩

层一般厚0
.

5一0
.

2米
,

底界呈席状冲刷或突变
,

块状或发育不明显的交错层理
;
砂质泥

岩层较薄 ( 0
.

2 米左右 )
,

发育水平层理或波状层理
。

在扇尾地带
,

辫状河沉积物粒度

明显变细
,

层理发育
,

与沼泽和滨浅湖沉积薄层共生
,

成为扇三角洲的水上组成部分
。

2
.

扇三角洲沉积
“
扇三角洲

”
是指

“
前积到湖泊或海洋中的 冲积扇

妙 〔2 〕
。

近

年来这 一概念 已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应用 〔“〕
。

百岗组沉积时期
,

以扇上辫 状河沉积为

主的扇沉积在湖岸带形成了一系列扇三角洲朵体
。

根据大量垂向层序分析和平剖面图的

研究表明
,

它们具有一定的砂体形态和向上变粗的三角洲层序
,

并可发育多个旋 回
。

1) 垂向层序和沉积特征 完整的扇三角洲层序在垂向上可划分出顶积
,

前积和底

积层
,

每一旋回厚约 3 0一9 0米 ( 图 3 ( 1 ) )
。

层序下部发育各种小型交错层理
、

波状或薄互层理
、

滑动小褶皱或重力生长断裂
、

菱铁矿条带和植物化石碎屑等
。

可见薄的递变砂层和滑塌夹层
。

这些沉积和深湖泥岩交

互出现
,

代表了浪基面附近的堆积物
。

前积层 中可识别出河口坝和水下河道两种主要砂体类型
。

河 口坝砂体以粒度总体向

上变粗
、

砂层厚度和层理规模向上增大为特征
。

其测井曲线形态为倒
“
圣诞树

”
型

。

砂

体上部的中粗粒或含砾砂岩含有较多的内碎屑泥砾
,

发育大型前积层理 (图版 I
,

4 )

和板状交错层理等
。

其下部的远端砂坝 以砂泥互层为特征 ( 图版 I
, 4 )

。

砂层中发育

平行层理
,

小型交错层理等
;
粉砂或泥岩薄层中则多见水平或波状层理和 虫迹等 ( 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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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5 )

。

这些粗细的互层可能记载了河流底负载量供给的季节性 变 化〔凌〕
。

它们得 以

完整保存反映了湖浪作用较小
,

沉积速度较快的堆积条件
。

这些河口坝砂岩的粒度概率

曲线上跳跃和悬浮总体之间也存在着特征的
“过 渡带

” ( 图 1 )
。

水下河道砂体粒度相

对较粗
,

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

分选差
,

含大量内碎屑泥砾
。

偶尔可见豆粒或螺蚌碎

屑
。

其顶面发育的浪成波痕常被菱铁矿层覆盖
。

底界常切割河 口坝造成内冲刷现象
。

侧

向上过渡为较深水的湖相泥岩而区别于水上的分流河道砂体
。

顶积层实际上是冲积扇向湖泊延伸的水上部份
。

河道砂体具有明显的冲刷底界
,

侧

向上与植物根系发育的河道间细粒沉积和煤层或炭质泥岩共生
。

其概率曲线上各个次总

体分异不明显
,

反映了洪水期流量大
、

水流急的沉积特点
。

有时可见细砾岩的河道充填

或角砾岩夹层
,

这与紧邻扇顶区有关
。

2) 砂体形态和旋 回性 扇三角洲的发育具有明显的旋 回性
。

在废弃时期整个朵体

后退
,

湖水漫侵
,

并 以生物贝壳碎屑沉积
、

滨浅湖细粒沉积或厚层煤层出现为标志
。

湖

面的升降和沉积物供给量的变化可能是控制旋 回发育的直接因素
。

其砂体的平面形态多

为扇形 ( 图 4 (c ) )
。

单个面积约16 平方公里
。

在横剖面上为多层砂组成的复合透镜体
;

在倾向上与扇砂砾岩组成楔形体
,

向湖泊方 向与煤层和湖相沉积指状交错 ( 图 2 )
。

图 1

F 19
.

1 P r o b a b ilit丁

不同沉积相的砂体拉度概率曲线
c u r v e s o f g r a i n s iz e o f s a n d b o d ie s in d iffe r e n t

d e p o s it io n a l f a e ie s

3) 扇
一
扇三角洲体系的层序分布 在百岗组沉积期

,

扇三角洲与上 游的扇沉积组

成了一个
“
扇

一
扇三角洲体系

” 。

这种情形与我国东部某些断陷含煤盆地相似〔5 〕,

可以

和 V 。 : ( 19 81
,

G a n 。 w a y修改 ) 提出的模式类比〔3 〕
。

在这一体系中
,

从扇顶到扇三角

洲沉积层序作有规律的总体变化 ( 图 3 ( 1 ) )
。

扇顶为泥石流和水携沉积交互 ; 扇 中出

现向上变粗的扇层序
,

厚 10 一20 米
,

扇尾为砂质的辫状河沉积
,

发育薄的煤层或煤线
。

扇三角洲具有向上变粗的三层结构
。

(二 ) 小型湖滨三角洲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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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杏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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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耀猛猛

影
匣习 匡互} 巨习
岩屑副砾 岩

匹二」 【习
觑

雇到 巨月 宜三」
泥宕 波状层理 虫迹

( l 、

平行层理 大型交

错层理

图 3 扇一扇三角洲和小型湖滨三角洲的层序组合

F 19
.

3 A s s o e ia t io n s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s e q u e n e e s o f t h e

fa n 一fa n d e lt a a n d th e s rn a ll一s e a le sh o r e d e lt a
.

盆地南缘的小型湖滨三角洲与北缘的扇三角洲相比
,

具有粒度细
、

砂岩层数少
、

厚

度小
、

旋 回性不明显等特点
。

其砂体形态为裙边状或伸长朵状 ( 图 4 (。 ) )
,

在 剖面上

为透镜状 ( 图 2 )
。

据钻井岩心 ( 1 4 0 0多米 ) 的观察可把其垂向层序特点和组合综合于

图 3 (2 )中
。

完整的层序也具有三层结构
。

河口坝砂体具有向 上 变粗的反粒序
,

厚 3 一
4 米

,

主要由细粒砂岩组成
。

发育大型交错层理或块状
,

下部常见厚互和薄互层理 (图

版 I
, 3 )

。

远端坝和底积层相对较薄
。

分流河道砂较粗
,

具正粒序
,

有 明显冲刷底界

( 图版 l
, 6 )

。

其粒度概率曲线由两个次总体组成
,

缺少牵引总体
,

相似于曲流河或

分支河道的曲线
1 ) ,

与北缘急流的扇三角洲上的辫状河不同
。

在三角洲的远端
,

较薄的

河 口坝砂之上常发育薄的滨浅湖沉积以后才发生沼泽化 ( 图 3 (2 ) )
。

同时
,

还识别出

几种间湾或湖池被充填形成的小层序
:
(a) 决口扇充填

,
(b )席状泛滥充填和 (。 )碎屑物

供给缺少的湾充填层序 ( 图 3 (2 ) )
。

(三 ) 湖泊沉积

湖滨三角洲已在前面论述
,

这里主要是讨论在三角洲间地带或废弃期发育的滨浅湖

和盆地 中部的深湖沉积
。

1
.

滨浅湖沉积 主要为灰褐
、

灰色的粉砂岩
、

泥岩
,

薄层钙质砂岩和生物碎屑泥

灰岩等组成
。

透镜状
、

波状
、

薄互或厚互层理
、

浪成交错层理和波痕发育 ; 生物扰动构

造
、

遗迹化石
、

螺蚌和轮藻及植物叶化石丰富 ; 这些是滨浅湖沉积的主要识别标志
。

滨

1 ) 郑浚茂
,
19 8 2

,

陆源碎屑沉积环境的粒度标志
,

武汉地院北京研究生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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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沉积中有时可见泥裂
, “

U ,, 型虫迹等 ( 图版 I
, 1 )

。

由各种粒级的螺蚌碎屑组成

的生物碎屑岩透镜体与现代滨岸带的贝壳堤堆积相似
,

代表了一种
“
岸线相

” 的沉积
。

常见的浅湖沉积有如下几种类型
:

( 1 ) 层理发育的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和粉砂岩
,

多见

波痕多 ( 2 ) 具生物扰动构造或觅食迹的砂质泥岩
, ( 3 ) 含螺 蚌 化 石 的泥岩和粉砂

岩
,

含菱铁矿结核
; (

‘

l ) 薄层泥灰岩或钙质粉砂岩
,

多见于三角洲问湾或较深水湖地

带
。

2
.

深湖沉积 主要为深灰色的泥岩
、

钙质泥岩和泥灰岩
。

可见薄的递变砂层
。

泥

岩多为块状
,

含有机质高 ( 2 一 4 % )
。

介形虫化石丰富而缺少宏体的螺蚌化石
。

偶尔

见鱼化石
、

小盘螺 以及小的黄铁矿晶体等
。

( 四 ) 沼泽沉积

百岗组的沼泽沉积可划为泥炭沼泽和覆水沼泽
。

覆水沼泽沉积为炭质泥岩或含炭的

砂质泥岩
。

见大量植物化石碎屑和根化石
。

发育由粉砂质条带或炭屑显示的水平或波状

层理等
。

球粒状和 团块状的菱铁矿结核丰富
,

有时交代植物树杆
。

含螺蚌化石和碎屑
。

常作为煤层的顶底板出现
。

有时厚达几米而缺少煤层
。

泥炭招译中也存在许多表明覆水较深的标志
。

如煤层中的螺蚌化石和生物贝壳堤堆

积
,

煤岩组分中的无结构或碎屑镜质体含量很高 ( 95 % ) 等都反映了覆水较深的沉积条

件
。

这些特征显然与滨岸沼泽化的古地理背景有关
。

三
、

沉积相的配置和古构造的控制

根据主要的岩相组合可把百岗组的沉积相划分为三个沉积相带
:
( 1 )盆地北缘的冲

积扇
一
扇三角洲沉积相带

, ( 2 )盆地中部的深
一浅湖相带和 ( 3 )盆地南部的滨浅 湖

一小 型

湖滨三角洲沉积相带
。

这种不对称的配置样式与不对称的构造格架有关
。

盆缘断裂的活

动为冲积扇的发育提供了条件
。

而南缘则由于坡度小
,

只发育小型河流和湖滨三角洲
。

从地震时间剖面
.

上还可看出
,

北缘断阶内侧的基底断裂控制着盆地的最大沉降带和扇三

角洲的沉积中心 ( 图版 I
, 7 )

。

四
、

地展相分析

地震地层方法已成为含油气盆地勘探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但在含煤盆地分析
,

尤其是相分析中还缺少应用
。

众所周知
,

盆地分析中沉积相的配置 分 析 是 一个中心问

题 〔6 〕
。

着眼于盆地整体依据反射结构
、

振幅和连续性等参数分析地震相单元与 沉 积相

带的关系
,

可能为含煤盆地沉积相配置的分析提供了有利方法
。

研究表明百岗组的地震相可划为三个单元
: I单元为中强振幅

、

低频
、

不连续一中

等连续反射相
。

具杂乱的
,

乱岗斜坡状的 以及发散前积结构 (图版 1
,

7 )
。

外形为楔

状或斜坡充填状
。

从盆缘断裂向盆内的发散前积结构表明了一个古水流系统
。

这一结构

是扇一扇三角洲沉积体的特征标志
1 )

。

这些特征表明是属于一种高能的沉积环境
,

与北

.

徐怀大
,
1 9 83 , 地震地层学

,

武汉地院北京研究生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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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扇
一

扇三角洲沉积相带展布一致
。

l单元为高频密集中等振幅高连续席状 反 射相
。

具有平行的反射结构
。

反映一种低能的沉积环境
,

与盆地中部的浅湖
一
深湖沉 积 相带展

布一致
。

l 单元为中低振幅
、

中等频率低连续反射相
。

具平行一亚平行结构
,

见削截的

接触关系
。

这一 单元与盆地南部的滨浅湖
一
小型湖滨三角洲相带分布一致

。

不 难看出
,

地震相单元的展布反映了沉积相带的分布
。

因此
,

已知含煤性与沉积相带的关系
,

就可

通过分析地震相单元预测含煤性的变化
。

五
、

聚煤作用

百岗组的聚煤作用受到古地理和古构造条件的双重控制
。

由图 4 ( A ) 可见
,

次级

坳陷内富煤带与滨岸的三角洲沉积地带分布一致 ; 其富煤中心又被三角洲朵体分隔在间

湾或边部平原内
。

这里的煤灰分低
,

结构简单
。

很明显
,

扇三角洲或南缘的湖滨三角洲

的发育为沼泽化建造了浅水的平台
。

这 里潜水面较高
,

有利于泥炭沼泽的发育和堆积
。

在三角洲间湾或边部平原上
,

由于扇和河流的破坏作用小
,

地形低洼
,

沼泽化开始早并

能稳定发育
,

形成了富煤中心和低灰分煤
。

在盆地中部深
一浅湖沉积相带 内 由于水深不

利于沼泽的稳定发育
,

只形成薄煤和炭质泥岩
,

造成煤层向盆地中部 分 叉 变 薄和尖灭

( 图 2 )
。

盆内的次级隆起和坳陷对聚煤作用起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

百岗组沉积时
,

沉积中心

已由盆地的西部迁至东部
,

聚煤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迁移
。

西部隆起区的煤层层数少
,

厚度小 , 而东部的次级坳陷部位与富煤带的分布相吻合 (图 4 A
,
B )

。

同时北缘的富煤

带比南缘的厚 2 一 3 倍 ( 图 4 B )
,

这明显是盆缘断裂造成盆地两侧沉降差异的 结果
。

在盆地南缘
,

从百育向东煤层分叉
,

煤组增多
,

可能是受到了北东向一组基底断裂的影

响
。

同时
,

在隆起区由于深
一
浅湖沉积相带窄

,

煤层在盆地中部发育较好
。

六
、

聚煤模式和预测意义

综上所述
,

可得出这一时期的聚煤模式如图 5 所示
。

它反映了沉积相带和古构造条

件对聚煤作用的控制
。

其聚煤盆地类型与李思田教授等提出的
“
浅湖

一
深湖型聚煤盆地

”

相似〔5 〕这一模式在同一盆地的不同部分或不同盆地类似的层段勘探中可作类 比
。

同时

也可通过圈定富煤中心来确定三角洲砂体 (二者相间分布 ) 的可靠部位
。

北缘的扇三角

洲砂体
,

层数多
,

与生油岩频繁交互
,

是重要的潜在油藏〔7 〕
。

通过地震相分析
,

结合有

限的钻井或露头资料研究沉积相带的展布和配置
,

将会有可能使地质模式有效地应用于

勘探实践中 (图 5
,
B )

。

同时应强调
,

在地震时间剖面上追索盆地基底的 起 伏和地层

层序厚度的变化
,

识别各种不同沉积构造
,

应是分析含煤盆地
,

尤其是中新生代含煤古

构造条件和构造格架等参数的有利手段之一
。

据已有的地质资料和地震相分析表明
,

盆地北缘深部那读组下部存在与百岗组北缘

相带相似的地震相单元
,

预测可能存在那读组的含煤段
。

同时指出
,

北缘的 扇
一
扇三角

洲相带应是最有利的油气勘探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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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a r g i n T h is a s y m m e t r ie e o n fig u r a t i o n o f t lz e fa e ie s 15 e o n t r o lle d b y t h e s t r u e t竹 r 。

f r a m e w o r k o f t h e s e m i一g r a b e ” .

T h e r o a r e th r e e s e is m ie f a e ie s u n it s d iv id e d b J
·

d if fe r e n t r e f le e t i o n e h a r a e te -

r i s t ie s
。

U n it 1 d is t r ib u t e d o v e r t h e a r e a o f t h e ( 1 ) fa e ie s 2 0 力 e i, e h a r a e te r is t ie

o f a w e d g e 一 s h s p e g e o m e t r 手
, , e h a o t ie o r d iv o r g e 刀 e e 一 fo r e s e t t e x t zl r 。 ,

】l ig h a m p lit 、l d e
,

m id d le e o n t in u it手
·

a n d lo w fr e q u e n e e .

T h e s e e h a r a e te r is t i e s i n d ie a te t h e h ig h e n e r g y s e d im e n t a t i o n o f fa n s a n d fo n

d e lta s in th e n o r t li e r n m a r g i n
.

U n it 2 i n t he e e n tr a l p a r t o f t h e b a s i n 15 e h a r a e -

t e r i z e d by s h e e t s h a p e
,

p a r a lle l t e x t u r e , h ig h e o n t i n u ity
,

m id d le a ln p li t 一ld e , a n d

h ig h fr e q u e n e J
了 .

T h e s 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i n d ie a t e t h e r e la t iv e ly s t a b le a n d lo w 一 。n e r g y

s e d im e n t a t io n o f t h e d e e p 一 s h a llo w la k e
.

U n it 3 in t h e s o u th o f th e b a s i n 15 d i, -

t i刀 g u is h e d b y s u b p a r a lle l t e x t u r e ,
w e a k o r m id d le a m p lit u d e ,

lo w e o n t i n u it y a n d

m id d le fr e q u e n e e .

T h e d is t r ib u t i o n o f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fa e i e s z o o e s t h e : e fo r 。 , n 飞a 手
·

b e

id e n t ifie d b了 th e a n a ly s is o f s e is m ie fa e ie s .

T h e e o a l a e e u m u la t i o n o f th e B a ig a n g f o r扭 a t i o n i , e o n t r o lle d b 玉
·

b o th th e d is -

t r ib u t io n o f d o p o s it io n a l f a e ie s z o n e s a n d t h e p a le o s t r 一le t u r e c o n d i t io n .

T h e e o a l

一 r 1 e h z o n e s a r e e o i n e id e d w it h s u b o r d in a t e d e p r e s s io n s a n d p a r a lle l t o t h e fa e ie s

z o n 。 , ( i ) a n d ( 3 ) o f t h e b a s io n a n d t h e e o a l一 r ie h e e n to r s a r e s e p a r a t e d b 3
一

t h e

11 t t le f a n d e lt a s ,
w h i e h a r 。 士h e 皿 o s t p o t e n t i o n a l 0 1 1 r e s e r 丫 o ir s .

T h e i n t e r d o lt a ie

b a 了5 o r a r e a s ,

la e k i n g th e e o a r s e d e t r i t u s e a r r i e d b J
·
r iv e r s , a r e i n t e r p r e t e d a s th e

m o s t fa v o u r a ble p la e e s t o p e a t a e e u m u la t i o n 。

A s a r e s u lt o f t h e d iffe r e n t s u b -

5 id e n e e a lo 且 9 b o tli s id e s o f th e b a s in
,

t h e e o a l一r ie h z o n e o n th e 习 o r th e r n s id e o f

th e m a r g in a l fa u lt 1 5 m a r k e d ly th ie k e r th a n t h a t o n th e o t h e r s id e
.

It m a y b e s e e n th a t id e n t ify in g t五e e o n fig u r a t i o n o f d e p o s it io n a l fa e i e s a n d

p a le o s tr u e t u r e e o n d it io n 1 5 m o s t im p o r ta n t i n th e o r e d i e t io 刀 o f e o a l一 r 主e h : o n e s ,

w h ile tli e a n a ly s is o f s e i s m ie fa e i e s u n it s w ill b e e o n d u e t i丫 e t o r o e o n o t r u e t i n g t h e

d is t r ib
u ti o n o f d e p o s it io n a l fa e ie s z o n e s i n e o a l e x p lo r a t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