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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湖盆三角洲砂体是中国陆相盆地最重要的油气储集层，进行湖盆三角洲骨架砂体的分析，对于三角洲

砂体分布预测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露头剖面以及粒度分析，对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三叠统延长组长 7—长 4 + 5 三

角洲沉积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沉积物粒度与河型之间的关系，识别出曲流型分流河道、辫状型分流河道沉积

微相以及近缘水下分流河道、远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和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并且认识到长 7—长 4 + 5 三角洲

沉积体系内河道形态、砂体结构发生有规律的变化。研究表明，粒度因河型不同而迥异，偏度—峰态在不同河型中表

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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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湖盆三角洲砂体是中国陆相盆地最重要的

油气储集层，进行湖盆三角洲骨架砂体的分析，对于

三角洲砂体分布预测有重要意义。目前，鄂尔多斯盆

地上三 叠 统 延 长 组 曲 流 河 三 角 洲 沉 积 的 研 究 众

多［1 ～ 7］，但对延长组三角洲骨架砂体的类型及其演化

认识均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粒度与河型之间关系研

究甚少。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延河、清涧河、淮
宁河以及大理河露头剖面综合研究为基础，通过对粒

度特征的分析，阐明陕北地区晚三叠世延长组长 7—
长 4 + 5 三角洲骨架砂体结构特征，探讨了骨架砂体

的演化，揭示了沉积物粒度与河型之间的关系。

1 区域地质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地台的西部，是一个多构

造体系、多旋回演化、多沉积类型的大型盆地［1 ～ 3］。
从晚三叠世开始进入内陆坳陷盆地发育阶段［2 ～ 4］，湖

盆在发生—发展—消亡沉积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完

整的湖泊—三角洲相沉积演化旋回，沉积了一套由湖

相—三角洲相约 1 000 m 的碎屑岩建造，即闻名中外

的上三叠统延长组含油层系［5］。根据岩性及古生物

组合，将延长组自上而下划分为长 1—长 10 等 10 个

油层组。陕北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晚三叠

世延长组长 6 期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发育盐定、吴

旗、志靖、安塞等 5 个大型曲流河三角洲［4，6，7］，曲流

河三角洲前缘砂体上覆于湖盆最优质的长 7 暗色泥

页岩之上，是鄂尔多斯盆地最重要的烃源岩发育层

位，同时也是中生界主力产油层位之一。其上长 4 +
5 大套泥岩形成了区域盖层，构成了有利的生储盖组

合。安塞三角洲东北物源方向的延河、清涧河、淮宁

河及大理河剖面长 6 曲流河三角洲砂体出露良好

( 图 1) 。
晚三叠世鄂尔多斯盆地已经是一个大型内陆汇

水盆地，表现在其四周的古水流流向盆地中心，沉积

物从盆地边部向中心搬运。研究区南部延长—宜川

地区沉积物搬运方向由东向西; 北部的延川、绥德、米
脂、榆林一带古水流呈北东向( 图 1) 。

2 曲流河三角洲骨架砂体分析

对延河、清涧河、淮宁河及大理河露头剖面的综

合研究，将陕北地区延长组长 7、长 63、长 62、长 61、长
4 + 5 几个岩性( 亚) 段，通过对剖面研究和粒度分

析［8 ～ 10］( 图 2 ) ，综合古水流 ( 图 1 ) ，并结合前人研

究［2，4，6，7，11，12］，表明晚三叠世延长组长 7—长 4 + 5 主

要发育北东向的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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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鄂尔多斯盆地区域概况及其古水流( 左图) 研究区位置图( 右图) ( 据王岚，2008; 张虹等，2008 修改)

Fig. 1 Palaeocurrents analysis ( left) of Yanchang Formation of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 right)

图 2 淮宁河和大理河剖面结构参数散布图

Fig. 2 Structure parameter dispersal map of
Huaininghe Rive and Dalihe River

2. 1 三角洲平原骨架砂体

陕北地区晚三叠世延长组构成大型曲流河三角

洲平原骨架砂体类型可以分为曲流型分流河道沉积

和辫状型分流河道沉积( 图 3) 。
( 1) 曲流型分流河道沉积

曲流型分流河道主要发育在长 63、长 61 上部以

及长 62 下部。以大理河阎王砭、延河潭家湾和淮宁

河马家坪剖面较为典型。河道相序下部单元发育，底

部侵蚀明显，内部多期河道切割叠置，砂体为席状或

透镜状( 图 4 ) 。岩性为淡黄色、浅灰色、肉红色厚

层—块状中砂岩、粗砂岩，与淡黄色、青灰色粉砂质泥

岩和泥质粉砂岩互层。
大理河阎王砭剖面长 62下部，纵向上下粗上细，

韵律变化明显，横向上延伸有限，沉积变化较快。颜

色由浅灰过渡到青灰色、灰绿色，沉积构造由下部的

块状层理、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到

波状交错层理、变形层理，上部垂直生物钻孔和植物

化石常见。
总体而言，河道沉积正韵律明显，河道底床充填

以块状和大型交错层理砂岩为主; 点坝侧积结构明

显，砂坝增生单元为大型单层系交错层理，细粒单元

不发育。侧向加积砂岩层内部发育低角度交错层理

以及小型的水流波痕纹理。曲流河道砂岩中发育楔

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及槽状交错层理。砂岩底部见

灰绿色长 6 ～ 8 cm，最长为 20 cm 泥砾及植物茎干化

石，近底部有铁质结核。向上泥质增多颜色变浅，发

育植物根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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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陕北地区淮宁河长 7 － 长 4 + 5 露头沉积相剖面综合柱状图

Fig. 3 Outcrop sequence stratigraphic section of Chang7 － Chang 4 + 5 Yanchang Formation
along Huaininghe River in North of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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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延河潭家湾露头曲流型分流河道砂体内部叠置关系

Fig. 4 Meandering distributary channel sandbody and filling architecture at the Yanhe River Tanjiawan Outcrop

粒度概率累计曲线以二段式和三段式为主，三段

式多见( 图 5) ，其中 B 段最发育，斜率在 75° ～ 85°左

右，分选较好。粗、细截点分别为 3 和 4 ～ 5。粒度

分布基本具有对称性。C 段较发育，A 段发育稍差，斜

率都在 50° ～ 60°，但 C 段斜率更大些。下部截点在 2
～3间，上部截点在 4 ～5间。这种类型的概率曲线

与密西西比河分流河道沉积的粒度曲线相类似［9］。
这种类型的概率曲线可能是由于古坡度相对小、

图 5 大理河剖面粒度概率累积曲线( 长 62下部)

Fig. 5 Probability cummulation curve of DL-4-B1 at

Dali River outcrop ( Chang 62 )

水流相对减弱，介质中滚动组分含量低，而以跳跃式

搬运的组分为主。它代表了接近于分流河道的主河

道位置的沉积。
另外，在本区长 62 普遍发育另外一种曲流型分

流河道，缺少河道砂体的下部单元，泛滥平原面积扩

大，砂体为席状薄层，横向上砂体延伸距离远。底面

平整微侵蚀或者无侵蚀，粒度较细，以粉砂为主。代

表了地形平缓、水流能量较小、河道宽深比大的沉积

背景。典型剖面有淮宁河田庄剖面和大理 － 河沙滩

坪及延河董家河剖面。
淮宁河田庄剖面长 62 亚段，整体上表现为中细

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的席状互层，

底部侵蚀微弱，顶部平缓。河道正韵律不明显，砂体

的非均质性向上增强，河道规模和宽 /厚比明显变小，

河道间的泛滥平原沉积增加。砂体单层厚度为 1 ～ 3
m，薄者不足 1 m。横向延伸稳定，局部与废弃河道充

填沉积相连。主要为洪水衰退期，大量悬浮物质沉积

而成。内部由槽状交错层理逐渐过渡到平行层理及

水平层理和沙纹层理。
粒度分布概率累积曲线为二段式( 图 5) ，可以区

分上下两段，由跳跃和悬浮两部分组成。截点的变化

很宽( 3. 0 ～ 5. 0) ，接触关系为过渡型，说明水流的

变化较小，强度高的在较粗粒度上发生截断。其中下

段斜率为 70° ～ 80°，部分达到 85°，说明颗粒分选较

好。上段斜率为 30° ～ 60°，分选差。粒度范围 1. 5 ～
6. 0，其中粒径 2. 5 ～ 3. 5 含量最多。

( 2) 辫状型分流河道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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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延河朱家湾露头辫状型分流河道砂体内部叠置关系

Fig. 6 Braided distributary channel sandbody and filling architecture at the Yanhe River Zhujianwan outcrop

辫状型分流河道沉积主要发育于长 61，以清涧

河营田村、延河朱家湾剖面最为典型( 图 6) 。
辫状型砂体具有很小的宽 /厚比值以及有限的泛

滥平原，在垂向上表现为一种泛连通结构。不同期

次、不同级次砂体叠置，砂体内部发育各种形式的冲

刷面，砂体之间存在有细粒沉积单元。水动力较强，

河道沉积物的粒度相对较粗。砂岩内部发育大型槽

状交错层和楔状交错层理砂岩为主，发育大量炭化植

物茎干及泥砾。
粒度分布曲线为三段结构，其中 B 段最发育，斜

率在 65° ～ 80°左右，粒度范围为 2 ～ 6，分选较好。
粗、细截点分别为 2 ～ 3 和 4 ～ 5。

这种类型的概率曲线代表了水动力较强，河道沉

积物的粒度相对较粗。岩性为浅肉红色、浅灰色中砂

岩、浅灰色、灰绿色细砂岩，主要发育槽状交错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层系底面常有冲刷面出现。
2. 2 三角洲前缘骨架砂体

三角洲前缘骨架砂体主要为水下分流河道和河

口坝，其发育程度较差。根据分流河道发育形态、岩
性及内部构成，可以识别出三种类型，即近缘水下分

流河道、远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及席状化水下分流河

道沉积。
( 1) 近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近缘水下分流河道发育于三角洲近端前缘，以延

河潭家河、清涧河刘家湾及大理河石角露头较为典

型，发育在长 7 顶部。
延河潭家河露头长 7 段顶部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厚约 4 m，横向不稳定，向西厚度增大后没入地下，底

面侵蚀切割形态明显，主体为发育槽状交错层理与楔

状交错层理的细砂岩，为多个坝体的叠加，侧翼相变

成水下决口扇或河口坝沉积。与三角洲平原分流河

道相比，水下分流河道底部及内部泥砾少见，砂体风

化色更偏向于绿灰或青灰色，而三角洲平原砂体风化

后多呈黄灰色。清涧河刘家湾露头长 7 段顶部水下

分流河道沉积叠置于河口坝之上，厚约 2 m，底部侵

蚀形态明显，内部发育平行层理及槽状交错层理。
( 2) 远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远缘水下细粒分流河道发育于三角洲远端前缘，

以清涧河露头较为典型。沉积体底部侵蚀形态明显，

剖面上呈透镜状，平面上呈舌状，内部为泥质粉砂岩

与细砂岩互层充填，横向上多个朵叶体间隔分布。该

类河道沉积与具细粒沉积河口坝及席状细砂岩伴生，

为远端前缘小型低能分流河道沉积。
( 3) 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发育于延河长 7 段上

部，属于水下分流河道向席状砂的过渡类型。剖面形

态为席状，厚度 2 ～ 4 m，出露宽度 300 ～ 500 m，与席

状砂及水下决口扇沉积相伴生。砂体下部发育槽状

交错层理，上部发育低角度交错层理。

3 粒度参数特征

3. 1 粒度参数分布

不同的沉积环境由于搬运介质及动力条件的差

异，造成粒度分布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对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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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布研究可了解沉积物所处的沉积环境。表征

粒度特征的主要参数有: 平均值( 中值) Mz、标准偏差

σ、偏度 SK、峰态 KG 等［8，9］。
对该区淮宁河剖面和大理河剖面三角洲骨架砂

体的粒度特征统计表明( 表 1) ，该区粒度特征存在平

均值( 中值) 偏粗以中细砂岩为主、选中等—分选好、
正偏的特征，即沉积物粒度跨度大，并主要集中于粗

粒部分，表现出变化幅度较大的特点，说明整个剖面

粒度组成不太均一，显示了水动力发生较大的变化

( 图 7) 。

表 1 淮宁河和大理和粒度参数的分布特征

Table 1 The change of grain-size characteristic of Huanninghe River and Dalihe River section

样品编号 层位 厚度 /m Mz σ SK KG 样品 编号 层位 厚度 /m Mz σ SK KG
1-B1 长 7 0. 6 3. 578 1. 032 0. 074 0. 905 DL-2-B1 长 63 9 3. 03 0. 65 0. 166 0. 939
1-B2 长 7 7. 2 4. 163 0. 842 0. 01 1. 096 DL-2-B2 长 63 13 3. 258 0. 846 0. 244 1. 17
1-B4 长 7 12. 6 4. 045 0. 851 0. 004 1. 114 DL-4-B1 长 62 52. 4 2. 813 1. 369 0. 157 0. 943
1-B5 长 7 15 4. 863 0. 632 0. 103 0. 833 DL-4-B4 长 62 69 3. 444 0. 916 0. 104 0. 893
2-B1 长 63 25 2. 815 0. 774 0. 339 1. 115 DL-5-B1 长 62 71 3. 115 0. 883 0. 24 0. 905
2-B2 长 63 28. 2 3. 7 0. 852 0. 244 1. 065 DL-5-B2 长 62 77. 4 3. 276 0. 779 0. 239 1. 122
3-B1 长 63 38. 2 3. 523 0. 848 0. 144 1. 139 DL-5-B3 长 62 95. 4 3. 46 0. 732 0. 268 1. 018
3-B2 长 63 43 3. 226 0. 995 0. 2 0. 975 DL-5-B4 长 62 99. 2 3. 59 0. 779 0. 177 1. 015
3-B3 长 63 49. 2 3. 777 1. 002 0. 049 1. 05 DL-5-B6 长 62 103. 8 3. 807 0. 661 － 0. 021 0. 966
4-B2 长 62 75. 6 3. 05 0. 811 － 0. 038 1. 038 DL-6-B1 长 61 107. 2 3. 041 0. 783 0. 211 1. 035
5-B1 长 62 94. 6 3. 253 0. 729 0. 126 1. 086 DL-6-B2 长 61 115. 8 3. 489 0. 845 0. 209 1. 013
6-B1 长 62 101. 8 3. 522 0. 758 0. 062 0. 929 DL-6-B4 长 61 128. 8 3. 475 0. 888 0. 15 0. 981
7-B1 长 61 112. 8 3. 207 0. 823 0. 077 0. 987 DL-7-B2 长 61 137. 8 3. 191 0. 871 0. 264 1. 043
7-B2 长 61 136. 8 3. 359 0. 757 0. 189 1. 033 DL-7-B3 长 61 148. 4 3. 475 0. 711 0. 153 1. 083
8-B3 长 61 151. 2 3. 462 0. 872 0. 055 1. 006 DL-7-B4 长 61 156 4. 069 0. 77 0. 055 1. 232
8-B4 长 61 156. 2 3. 483 0. 71 0. 076 1. 024

图 7 淮宁河地层剖面及其粒度参数的变化

Fig. 7 Huaining River stratigraphical section and the change of its grain-size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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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宁河剖面 Mz、σ、SK、KG 的分布范围分别是

2. 815 ～ 4. 863，0. 710 ～ 1. 032，－ 0. 038 ～ 0. 339，

0. 833 ～ 1. 115，平均值依次是 3. 56，0. 83，0. 107，

1. 025( 表 1) 。从图 7 中我们可以看出由长 7 到长 63

粒度变小; 长 6 内部粒度相对均一，而长 62与长 63内

部粒度变化更为繁杂，但都有向上变大趋势。对 σ
来说，分选中等—分选好。长 7 分选最好，长 6 内部

分选中等。长 7 到长 63σ 值变化最大，从 0. 632 到

0. 774。偏度近于对称的占 56. 25%，正偏占 37. 5%，

仅有 1 个 属 极 正 偏，反 映 了 分 流 河 道 沉 积 的 特

征［8，9］。从 KG 的变化上，在长 6 油层组由曲流型分

流河道向辫状型分流河道转变过程中发生了跳跃。
在三角洲前缘骨架砂体、曲流型分流河道砂体和辫状

型分流河道砂体的变化过程中粒度参数都发生了变

化，尤其是在长 7 与长 63 以及长 63 与长 62 演化过程

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理河剖面 Mz、σ、SK、KG 的分布范围分别是

2. 813 ～ 4. 069，0. 65 ～ 1. 369，－ 0. 021 ～ 0. 268，

0. 893 ～ 1. 232，平均值依次是 3. 37，0. 83，0. 174，

1. 024( 表 1) 。与淮宁河剖面粒度参数相比分选系数

分布更为复杂，镜下观测到的粒度的大小更悬殊，表

明了古坡度及水流的变化性更大［9］。长 63 垂向粒度

变小，而长 62 与长 61 变化相似，都有向上变大趋势，

在长 61与长 62的界线上由 3. 041 跳到 3. 807。对

σ 来说，剖面分选中等—分选好，长 63垂向分选变差，

而长 61与长 62 都有向上分选变好趋势。偏度 SK 在

本剖面从近于对称到正偏，剖面正偏占 86. 7%，仅有

1 个属负偏近于对称。长 62与长 61变化相似，垂向上

都有向上逐渐对称。在长 61 与长 62 的界线上 SK 由

0. 211 跳到 － 0. 021。

图 8 图解偏度对图解峰态散布图

Fig. 8 Dispersal map of graphical solution SK － KG

3. 2 不同河型粒度参数分布

湖 泊 沉 积 是 区 域 环 境 变 化 的 天 然 档 案 记 录

库［13］，河型的变化可能控制沉积物粒度的变化。依

据河床粒度参数的统计对比，图解偏度对图解峰态能

明显体现河型的关系［14］。赵怡文将长江中下游的河

床类型分为河口段、单一窄河段、单一宽河段和分叉

河段 4 种类型［14］，通过淮宁河图解偏度对图解峰态

散布图( 图 8) ，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区的粒度分布与赵

怡文对现在长江中下游分叉河段粒度分布特征极为

相似。SK 的分布范围集中在 － 0. 038 ～ 0. 339 之间，

而 KG 则在 0. 833 ～ 1. 232 范围内分布。一方面，反

映了研究区的沉积类型与长江中下游分叉河段的性

质性质非常相似，即研究区在长 7 － 长 4 + 5 时期该

砂体类型为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沉积。另一方

面，研究区的图解偏度对图解峰态分布又与赵怡文所

做的有所区别。尽管分布区域相似，但是长 7 砂体粒

度参数 SK 集中分布在 0 ～ 0. 1，而长 61下部砂体粒度

参数 SK 则主要集中在 0. 15 ～ 0. 3 之间，长 63、长 62

和长 61上部砂体粒度参数 SK 分布较为分散。说明

了长 7—长 4 + 5 虽然都属于三角洲前缘 － 三角洲平

原仍然有很多区别。长 7 为三角洲前缘骨架砂体，主

要为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主要分布在图的左侧，SK
分布在 0 ～ 0. 1; 长 61 下部为三角洲平原辫状型分流

河道，主要分布在图的右侧，SK 集中在 0. 15 ～ 0. 3 之

间; 长 63、长 62和长 61上部为三角洲平原曲流型分流

河道，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广( 图 8) 。这与在露头剖面

对砂体河道类型的分析相吻合。

4 沉积演化

通过对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延河剖面、清涧河剖

面、淮宁河剖面和大理河剖面等露头剖面发育的特征

观察，建立了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三叠统延长组长

7—长 4 + 5 沉积体系内砂体结构综合模式。研究表

明，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陆相湖

盆发展过程。湖盆 经 历 了 初 始 沉 陷 期 ( 长 10—长

8) 、鼎盛扩张期( 长 7 ) 和萎缩充填期( 长 6—长 1 ) 。
长 6 期为三角洲的繁盛期，长 7—长 4 + 5 三角洲沉

积体系内河道形态、砂体结构发生有规律的变化( 图

9) 。
长 7 期湖盆发展到全盛期，广大范围被湖水淹

没，深湖区的面积也急剧扩大。南北沉降不均衡，西

南部沉降幅度大，而东北部沉降幅度相对较小。这很

可能就是盆地中心向西南迁移的构造动力学机制，也

是南北沉积体系不对称发育的根源［15］。此时可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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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陕北地区延长组长 7—长 4 + 5 曲流河三角洲砂体骨架结构综合模式图

Fig. 9 Reconstruction diagram of channel-fills architecture in delta sequence framework of Chang7 － Chang 4 + 5 in North of Shaanxi

间较大、三角洲萎缩，主要以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为

主，砂体相对不发育，剖面上呈透镜状，平面上呈席

状; 进入长 6 期，湖盆下降速度变缓，沉积作用大大加

强，东北沉积体系进积而西南沉积体系相对萎缩。长

63时以曲流型分流河道为主，形成单个孤立河道砂体

或者多 个 河 道 侧 向 叠 置，叠 置 河 道 间 发 育 溢 岸 沉

积［16］，河道砂体的叠置宽度可达百余米，厚度约为十

米，内部发育槽状交错层理、楔状交错层理及平行层

理等，砂岩中发育炭化植物叶片，可见到硅化木; 长

62时与长 63相同，以曲流型分流河道为主，分流河道

变宽、宽 /深度变大，河道弯曲度变大，以悬浮负载为

主，席状分流河道砂体与泛滥平原泥页岩频繁发育，

形成席状韵律互层的泛滥平原砂体，偶尔夹有透镜状

分流河道砂体; 长 61时则以辫状型分流河道为主，河

流侵蚀加剧，发育多个辫状河道沉积侧向叠置，时空

上相 互 叠 切，平 面 上 连 片 分 布，形 成 复 合 河 道 砂

体［17，18］。砂体多为土黄色、淡黄色、灰绿色厚层—块

状中砂岩、粗砂岩，发育槽状交错层理、楔状交错层理

及板状交错层理。内部发育复杂的侵蚀面，有时含大

量内碎屑泥砾、炭化碎屑及树干。总体呈现底部较为

平坦的大型河道复合体。长 4 + 5 期开始了次一级湖

泛，河道砂岩发育，在细粒泛滥平原沉积中，河道砂体

彼此孤立、连通性差，形成迷宫状砂体［19］( 图 9) 。

5 结论

( 1) 通过对鄂尔多斯盆地陕北地区上三叠统延

长组露头研究，识别出曲流型分流河道沉积和辫状型

分流河道沉积以及近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远缘水下

分流河道沉积及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 2) 综合分析了陕北地区淮宁河剖面和大理河

剖面延长组沉积物粒度，结合概率累计曲线、粒度结

构参数及其散布图的研究，探讨了沉积物粒度和河型

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偏度—峰态在不同河型中表

现不同，水下分流河道 KG 分布在 0. 83 ～ 1. 23 范围

内; SK 在 0 ～ 0. 1 主要为席状化水下分流河道，SK 在

0. 15 ～ 0. 3 为辫状化水下分流河道，SK 在 － 0. 03 ～
0. 34 为曲流型水下分流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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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Grain Size of Delta Sandbody Framework in
Yanchang Formation Upper Triassic，North Shaanxi

CHEN Fei1 LUO Ping2 ZHANG Xing-yang2

WANG Xun-lian3 LUO Zhong2 LIU Liu-hong2
(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Reservoir Evolution and Hydrocarbon Enrichment Mechanis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Beijing 10008;

3.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iences，Beijing 100083)

Abstract Delta sandbody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rge-scale continental-basin hydrocarbon reservoir in China，The a-
nalysis of delta sandbody framework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prediction of delta sandbody. Based on the synthetical a-
nalysis the outcrops profile and grain size analysis data，delta outcrops along the eastern margin of Ordos Basin. De-
tailed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grain size and river Pattern at the Upper Triassic delta，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
the sandbody architecture and channel morphology should be happen to evolve regularly from the Chang 7 Member to
Chang 4 + 5 Member in Yanchang Formation，and delta sand body framework is build including meandering distributa-
ry channel，braided distributary channel，and submarginal subsurface distributary channel，distant subsurface distribu-
tary channel and sheet-like subsurface distributary channel.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lies different grain size parameter
and Sk-Kg in different river Pattern.
Key word grain size analysis; sdimentary system; delta sandbody framework; Yanchang Formation; North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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