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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陇东地区以往对油气地质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三叠系，侏罗系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散，缺乏整体性、系统性;

限于当时的基础资料、研究目的及认识，研究的精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局限性，精细地质刻画及与生产实践的结合程度

较低。对陇东地区古地貌特征和成藏规律的研究，作为对全盆地地质资料的补充和佐证，无疑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

性。本文采用残留厚度和补偿厚度印模法及沉积地质综合方法恢复出陇东地区前侏罗纪古地貌形态，并首次做出其

三维模拟还原图; 依据已探明油藏空间分布，结合地貌形态、成藏条件等分析，总结出研究区古地貌油藏六种成藏模

式。勘探实践证实，古地貌油藏受控因素多，古地貌形态特征仅仅是受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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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地区北起洪德，南至早胜，西抵三岔，东达张

岔，地处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面积约 20 000 km2，属

伊陕斜坡构造单元。富县组是侏罗纪最早沉积的地

层，其发育在由印支运动所造成的凹凸不平剥蚀面

上，沉积以填平补齐为特点，与下伏三叠系延长组呈

不整合接触关系［1］。它不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含

油，而且对后期的主力油层延安组有重要的影响和控

制作用。近年勘探实践表明，延 9 和延 10 是延安组

的主力油层，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而前侏罗纪古地

貌是控制延安组下部延 9—延 10 油藏的基础［2 ～ 7］。
本文在对陇东地区前侏罗纪古地貌精细刻画的基础

上，依据已探明油藏空间分布，结合成藏条件分析，总

结出研究区古地貌油藏六种成藏模式。

1 古地貌研究

古地貌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目前在较

广的学科范围内得到应用［8 ～ 10］。不同的古地貌单元

对应着不同的沉积体系。正如毕的钟指出:“沉积环

境的分析基本上就是古地貌学。而沉积学者在从事沉

积环境的重建时，实际上就成为一位地貌学者”［11］。
古地形地貌是控制一个盆地后期沉积相发育与分布的

一个主要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后期油藏的

储盖组合; 地质历史中各构造期所产生的不整合面古

地貌更是油气地质工作者关注的一大热点。

1． 1 研究思路

三叠纪末，印支运动使鄂尔多斯盆地整体抬升，

延长组顶部遭受强烈风化及河流侵蚀等地质作用，形

成水系广布、沟壑纵横、丘陵起伏的古地貌景观［7］。
盆地的沉积演化研究表明，侏罗系富县组和延安组延

10 期属于河流充填型沉积，延 9 期为广覆型补偿沉

积，延 10 期末至延 9 期始古地形被夷平( 图 1) ，演化

为沼泽化平原环境。延 9 段底至富县组的厚度与前

侏罗纪古地貌成镜像关系，利用其厚度可以反演前侏

罗纪古地貌形态。因此，延 10 + 富县组的厚度及岩

性变化是前侏罗纪古地貌的记录和印模。
鉴于研究区侏罗系油气的聚集受古地貌控制，本

文对前侏罗纪古地貌的研究思路是在基础地质分析

( 鄂尔多斯盆地区域构造背景、沉积背景及沉积地层

发育特点的研究) 的基础上，根据各层组的砂层厚

度、地层厚度等厚线( 特别是延 10 + 富县组的地厚

图) 的变化趋势，通过获取关键参数( 如古地形高差、
坡度等) ，结合地震测线资料等，采用残留厚度和补

偿厚度印模法及沉积地质综合方法来恢复前侏罗纪

古地貌形态。
1． 2 古地貌单元的确定

( 1) 沉积背景

印支运动在鄂尔斯盆地的地史发展中是一次重

大变革，在沉积上实现了由海相、过渡相向陆相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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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陇东地区侏罗系横剖面图

Fig． 1 Cross section in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本性转变，自晚三叠世以来发育完整和典型的陆相碎

屑岩沉积体系，进入了大型内陆差异沉积盆地的形成

和发展时期。陇东地区在侏罗纪富县期及延安组的

沉积经历了完整的由下切、充填到抬升的演化的过

程。下侏罗统富县组与下伏三叠系呈角度不整合接

触，中侏罗统延安组与下侏罗统富县组呈沉积间断接

触; 早侏罗世富县期地形切割差异大，以河谷下切充

填沉积为主，到中侏罗世延安期，地形差异逐渐变小，

形成河流、湖泊三角洲沉积为主、三角洲平原上广泛

发育平原沼泽，沉积了厚 2 ～ 14 m 的一套含煤岩系。
( 2) 沉积前古构造特征

三叠纪末，印支运动使盆地抬升遭受剥蚀变形，

盆地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构造运动。沉积学分析证明

了这一古构造面为一起伏不平的剥蚀面，并对后期的

沉积有明显的控制作用。通过研究古构造发育特点

可以揭示出构造抬升区块和沉降区块。抬升区块一

般为遭受剥蚀的高地区，而沉降区块则是接受沉积的

地貌( 如坳陷区、谷地平原等) 。研究区西侧的构造

作用强烈［1］，属于抬升区，侏罗系沉积前以遭受剥蚀

为主。
( 3) 地震识别古地貌

根据地震资料，发现各古地貌特征在地震剖面上

有明显的识别标志。如具有明显沟谷地貌特征的、并
对古水流体系的发育起着通道作用的带状延伸的低

凹地貌单元，地震剖面上显示为宽缓的沟谷特征; 对

沉积格局起明显的分隔作用的古凸起，其厚度明显厚

于两侧，在地震上可见到两侧地层的上超现象; 在局

部地貌形态中，下切沟谷是发育广泛、并控制后期水

系发育的重要地貌单元，由于沟谷下切深度不同，在

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可以通过波形特征和

剖面形态特征进行辨识［12］。综合分析陇东地区地震

剖面图，97ML1B 测线可识别出庆西二级古河、贺旗

支河，98YC1 测线识别出甘陕一级古河、斜坡及古高

地，04GLQ04C 测线识别出甘陕一级古河、河间丘等

古地貌单元。把从地震剖面上所识别出的古河道、阶
地、斜坡、高地等古地貌单元用不同颜色的线段标识

在平面图上，成为下一步结合钻井资料进行井—震联

合分析古地貌单元的基础。
( 4) 地层等厚图、相对最小地形高差及坡度

侏罗纪早期的沉积体系发育状况和沉积物分布

主要受控于沉积前古地貌与古地形特点，因此，研究

侏罗系早期沉积地层发育特点和沉积体系时空配置

特征是进行沉积前古地形地貌恢复的重要依据。在

利用镜像关系恢复古地貌的时候可以根据上覆地层

向高地的超覆关系，计算出两点间当时地形的最小高

差。经计算研究区内的相对最小地形高差为 150 ～
200 m。根据地层等厚图( 图 2 ) 、砂岩累积厚度图可

以具体地勾画出当时的剥蚀区和沉积区，利用地层等

厚线图还可以定量计算出沉积区的坡度，使古地貌的

恢复更为真实。经计算，富县期环县及子午岭以北一

带的沉积区，最小坡度为 0． 5o ～ 4o，在白豹以北和演

武以北一带的沉积区，最小坡度为 1o ～ 5o。
( 5) 古流向

河流一般是由高地势流向低地势的，因此河流的

古流向也是判别古地形的重要依据，可以通过指向标

志的测量统计、物源区分析、沉积物粒度变化趋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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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陇东地区延 10 + 富县期重矿物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graph of heavy mineral of Fuxian and Yan10 stage in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析等来标定。根据陇东地区重矿物分析，延 10 + 富

县期重矿物组合及含量平面变化趋势( 图 2 ) 可分为

二大重矿物组合区，即Ⅰ: 自西向东稳定矿物锆石含

量逐渐增加，其中电气石 + 锆石 ＞ 85%，含量相对较

高，金红石少见;Ⅱ: 自南向北稳定矿物锆石含量逐渐

增加，不稳定矿物石榴子石含量逐渐减少，其中锆石

+ 电气石 + 金红石 ＞ 85%，含量相对较高。上述重矿

物组合变化规律，表明具有两大物源方向: 西—东向

和南—北向。通过对古流向的分析，且各支流河谷应

与甘陕河谷呈锐角相交，结合当时古构造格局控制的

古地势西高东低，研究区两条古河水流方向如图 2 所

示: 甘陕古河—自西向东，庆西古河—自南向北汇入

甘陕古河中。
1． 3 前侏罗纪古地貌特征

沟壑纵横的盆地，总体显现为西高 ( 盐池—镇

原) 中陷( 吴起、华池) 东缓( 靖边—富县) 的古地貌特

征［12］。根据印模法及沉积地质综合方法恢复出研究

区前侏罗纪古地貌形态如图所示( 图 3a) ，并首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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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侏罗纪古地貌的三维模拟还原图( 图 3b) 。
1． 4 古地貌单元的划分

根据各地貌单元的特征将陇东地区的古地貌划

分为以下几个地貌单元:

( 1) 侵蚀河谷: 为侏罗纪时的长条带状低凹地

区，为研究区内最低的古地貌单元。按河谷形成时河

流的规模大小、切割深度，划分为甘陕一级古河，庆西

二级古河以及斜坡上发育的三级支河( 图 3b) 。古河

谷构成古地貌划分的骨架，将研究区分割为演武高

地、姬塬高地及子午岭高地，其延 10 + 富县组地层厚

度大于 100 m，河谷中发育典型的河流充填剖面结

构，充填有巨厚层块状河床砂砾岩，内部层理发育。
①甘陕一级古河谷: 属于典型的一级古河谷，流

经距离长，流域广，对基岩切割深度大。在陇东地区

自西向东斜穿图幅，一直向东延伸，河谷的宽度一般

12 ～ 24 km。从钻井剖面分析填平的富县及延 10 段

砂岩累加厚度，最大厚度可达 266 m( 白 243 井) ，与

高地高差在 150 ～ 200 m 之间，因此推测当时河谷下

切作用非常强烈，河道较窄。
②庆西二级古河谷: 呈近南北向分布于研究区西

南部，河谷宽约 10 ～ 15 km，与高地高差 100 m 左右，

河流深切处出露地层由南至北为长 3、长 2。庆西古

河在里 47 井—岭 53 井处与甘陕古河汇合。
③三级河谷( 也称河沟) : 在一、二级古河谷两侧

发育多条次一级的支河谷如贺旗和庆合三级河谷，其

长度短，切割深度小( 一般小于 100 m) ，这些河谷规

模小，它的展布与主河谷呈锐角相交，将斜坡分割，使

斜坡地形变得丘陵起伏，高低相间，其河谷窄，流域面

积较小，坡降相对较大。三级古河对延长组地层的冲

蚀及古高地、斜坡的支解起着重要作用，不但对古地

貌起着复杂化的作用，同时对油气的富集也起着重要

作用。
( 2) 古高地: 研究区内地形处于相对较高的地貌

单元，分布有演武高地、姬塬高地和子午岭高地，富

县、延 10 期长期遭受风化剥蚀，缺失沉积。其中姬塬

高地为区内最高地区，是由于构造抬升而形成的古地

貌单元，面积 566 km2 ; 演武高地位于研究区西南部，

约 1 800 km2 ; 子午岭高地位于研究区东南部，面积约

1300 km2。
( 3) 古隆起斜坡带: 位于高地与河谷之间具有一

定坡度的过渡地带。研究区发育有姬塬南坡、演武北

坡和子午岭北坡古隆起斜坡带，其中姬塬南坡较为宽

缓，每千米坡降约 5． 7 ～ 6． 3 m。斜坡延 10 + 富县组

图 3 研究区前侏罗纪古地貌特征图

A． 平面图; B． 三维模拟还原图

Fig． 3 Palaeogeomorphology of Pre-Jurassic in the study area
A． Plain Figure; B． Simulation restored maps

地层厚度 0 ～ 60 m，斜坡靠近河谷的位置坡度大，易

受一级古河冲刷切割而肢解破碎，其形态为指状，习

惯称之为坡嘴。姬塬南坡宽为 1． 5 ～ 2． 0 km，发育 10
个坡嘴; 演武斜坡和子午岭斜坡宽为 1． 0 ～ 1． 2 km，

发育 21 个坡嘴。斜坡坡嘴处发育延 10 期边滩沉积，

二元结构明显，若有合适的圈闭条件，即可富集成藏。
( 4) 古阶地: 为原先河谷的谷底，由于河流下切

作用，原先的侵蚀面相对抬升到洪水位以上，呈阶梯

状顺河谷分布于河谷两侧。河流阶地并不是连续的，

常保留在河流的凸岸，这是河流向凹岸侵蚀的结果。
延 10 + 富县组地层厚度为 60 ～ 100 m，在富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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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早期未接受沉积，只在延 10 晚期因河谷的填平，

河床摆动才接受了边滩沉积( 20 ～ 60 m) ，常与延长

组裂缝系统一起构成石油的输导体系。
( 5) 河间丘: 是一、二级古河中剥蚀厚度相对较

小的残丘，四周被古河包围，相对较高的河中高地，其

特征是河谷中延 10 + 富县组地层厚度突然减薄，延

长组顶面构造抬高，显示为洼槽背景上的局部隆起，

与河谷之间的高差约 45 ～ 80 m，延 10 + 富县组地层

厚度为 20 ～ 100 m。研究区共发育六个河间丘和一

个台地，四周的古河切割深度达 200 m，三叠系生成

的油气可沿河道砂岩向上运移，在河间丘砂岩中聚

集、富集、成藏。因此，河间丘亦是侏罗系勘探的重点

靶区。

2 成藏条件

2． 1 生油条件

侏罗系延安组自身缺乏油源岩，其石油也来自于

底部延长组［13，14］。主要生油岩为长 9—长 4 + 5 地层

中的暗色泥岩，其中以长 7 生油岩最好，具有有机质

丰度高、母质类型好( Ⅱ类占 88． 6% ) 特征，是盆地主

要烃源岩。
2． 2 运移条件

通过前人对中生界古构造演化、异常过剩压力分

布、原油物性、地化指标、储层地质特征及古地貌形态

等研究分析，认为延安组石油的运移聚集具有以下特

征: 运移动力以压实水动力( 异常压力) 为主; 早白垩

世大量生烃、排烃期为油气主要成藏期; 主要运移通

道为侏罗系古河道切割所形成的叠置复合砂体; 油气

运移以垂向运移为主［15，16］，油气分布层系多。
2． 3 储盖组合条件

中生界鄂尔多斯盆地的发展演化史奠定了其在

纵向上发育了多套储盖组合，陇东地区延安组为下生

上储式储盖组合( 图 4) 。下伏湖泊发育鼎盛时期( 长

7) 形成的盆地中生界最好的生油岩系; 长 7 之上储

层发育，不仅有三叠系延长组湖泊—三角洲相储层，

受印支运动的影响，在侏罗系富县、延 10 期及延 9、
延 8 期还发育了大规模的河道砂坝和三角洲平原砂

岩储集体，富县、延 10 期以岩屑质长石砂岩为主，延

9、延 8 层为亚长石砂岩，具有粒度相对较粗、储层物

性好的特征( 表 1) ; 延安组除延 10 上部细粒泥质沉

积可作盖层外，延 9—延 6 期研究区沼泽平原化，沉

积物以泥质沉积为主，其与砂岩储集体呈互层形成良

好的遮挡条件，构成延安组油藏的区域性盖层，生储

盖配置良好。不足之处是油源相对较远，垂向运移距

离达 400 ～ 500 m 左右，运移至延安组的油气应该较

有限。

图 4 陇东地区中生界埋藏—热史及含油系统事件图

Fig． 4 Burial-thermal history and hydrocarbon system
of Mesozoic in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表 1 陇东地区侏罗系储层物性分析

Table 1 The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statistics of
Jurassic reservoir in the eastern Gansu area

地貌单元 储层 孔隙度 /% 渗透率 /10 － 2μm2

古高地 延 8、延 9 14． 9 126． 1
古河道 延 10、富县 15． 3 21． 3
河间丘 延 10 17． 1 135． 5

阶地 延 8、延 9 18． 5 56． 9
河谷边缘 延 10、富县 16． 2 99． 8

2． 4 运聚成藏条件

在含油气系统中，就成油配套史分析，重点是成

油气关键时刻的确定，成油关键时刻控制了油气的运

移聚集成藏期的时限。盆地生烃史研究表明( 图 4) ，

中生界含油气系统只有一个关键时期———早白垩世，

即三叠系烃源岩在早白垩世进入生、排烃高峰期。此

时，盆地内主要的岩性圈闭、构造—岩性圈闭也已形

成，盖层封闭性较好; 同时孔隙演化史研究表明，该时

期延安组砂岩有次生溶蚀孔隙发育，为油气储存创造

了良好的空间。在上述地质条件的良好配置下，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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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运移聚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 古地貌油藏成藏模式

与鄂尔多斯盆地内相邻其它油田一样，陇东地区

的油气聚集主要受晚三叠世以来的沉积相控制。构

造—岩性油藏是研究区最重要和最常见的油藏类型。
由于油藏大多与低幅度构造相关，构造幅度越高、越
完整形成油藏规模就越大，单井产量也越高［17］。依

据已探明油藏空间分布，结合地貌形态、上覆层沉积

环境、砂体展布、运移通道类型等多种因素总结出研

究区古地貌油藏六种成藏模式( 图 5) 。
3． 1 深切河谷边缘—三角洲前缘组合成藏模式

这类油藏出现在古地貌的深切河谷边缘，上覆地

层延 9 期( 或上覆延 8 期) 为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相

泥岩为油气很好的局部盖层，延 10 期河道砂坝砂体

是主要的储集体，且易形成披盖压实构造，有利于油

藏聚集。以南梁地区的油藏为代表，由于甘陕古河对

下伏地层的下切作用，长 2 地层仅剩几十米，因此缩

短了延 10、富县组渗透性很好的砂岩与下部延长组

生油层( 长 7、长 4 + 5) 的距离，减小了油气从下部向

上运移的阻力，起到了沟通油源的作用，延长组油气

通过延 10、富县期古河道向上运移并在延 10 段顶部

成藏( 图 5A) 。该油藏以储层发育、油藏充满程度

高、边水较活跃为特征。

图 5 陇东地区古地貌油藏六种成藏模式图

A． 深切河谷边缘—三角洲前缘组合成藏模式; B． 深切河谷边缘—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C． 古河道—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D． 古阶地—三角洲平原( 或前缘) 组合成藏模式; E． 古高地—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E． 古高地—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F． 河间丘—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Fig． 5 Palaeogeomorphic reservoir models in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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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深切河谷边缘—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该油藏在陇东地区分布面积广，尤其在研究区北

部非常多，例如贺旗、华池、元城、环县地区。此类油

藏成藏模式与上述 A 模式相似，以延 10 + 富县期河

道砂体为储集体，不同的是，其盖层为上覆地层延 9
期( 或上覆延 8、延 7 期) 三角洲平原沼泽相泥岩，延

长组油气沿古河道向上运移并在延 10 段顶部成藏

( 图 5B) 。
3． 3 古河道—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这类油藏下部为延 10 + 富县组河道砂坝，成藏

模式与上述 B 模式相似，不同的是，此时延 10 + 富县

期古河道充当了输导层的角色，并不是储油层。延长

组油气通过延 10、富县期古河道向上运移，延 9 期三

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砂体成为很好的储集体，其上覆地

层延 8 发育的沼泽相泥岩，对油气起到封闭作用，圈

闭成藏( 图 5C) 。以研究区北部五蛟地区的油藏为代

表。
3． 4 古阶地—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该油藏的形成与古阶地的发育有密切关系，例如

华池油田、马岭油田的油藏。阶地区底部通常出露延

长组地层，与延长组裂缝系统一起构成石油的输导体

系，其上覆地层三角洲平原相分流河道砂体是主要的

储集体( 图 5D) ，油藏紧邻一、二级古河谷，好的保存

条件是油藏形成的基本条件。由于延 9、延 8 期分流

河道储集体，横向迁移频繁，分布规律性差，油藏多出

现在构造的高部位，此类油藏勘探难度较大。
3． 5 古高地—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陇东地区子午岭高地此类油藏最为发育，古地貌

单元为高地，缺失延安组延 10 及富县组地层，延 9 地

层与三叠系延长组直接接触，裂缝网络输导体系沟通

油源，同时古河道使油气垂向运移聚集，在压实构造

的鼻隆部位成藏( 图 5E) 。
3． 6 河间丘—三角洲平原组合成藏模式

这类油藏与古河谷中河间丘的发育密切相关，河

间丘的出现使得此处的储层在油源方面具有“近水

楼台”的先天优势，油气沿河道向上运移，它可以优

先捕获油气，上覆地层延 9、延 8 期三角洲平原沼泽

相泥岩为油气很好的盖层。油层厚度薄、石油充满程

度低、油藏底水和边水活跃是该类油藏的基本特征

( 图 5F) 。研究区白豹油田就是此类油藏的代表。

4 结论

( 1) 采用残留厚度和补偿厚度印模法及沉积地

质综合方法恢复出陇东地区前侏罗纪古地貌形态，并

首次做出其三维模拟还原图。研究区存在 3 个古高

地，发育 4 条古河，6 个河间丘和 1 个台地，古高地与

古河之间由高到低依次分布有斜坡和阶地，且该种古

地貌景观严格控制了富县组和延安组下部的沉积相

及压实披盖构造的形成。
( 2) 针对陇东地区古地貌油藏总结出六种成藏

模式。勘探实践证实，古地貌油藏形成条件十分复

杂，受控因素多，古地貌形态特征仅仅是受控因素之

一。除了油源、圈闭等基本成藏条件外，油气运移通

道，储集砂体形态分布特征、上覆地层沉积环境等都

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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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laeogeomorphic Features of Pre-Jurassic
and Accumulation Regularity of Oil Reservoir in the

Area of Eastern Gansu，Ordos Basin

ZHU Jing1，2，4 LI Wen-hou1 HAN Yong-lin2，4 YUAN Zhen3 LI Wei-cheng2，4

( 1． Geology Department of North 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Xi’an 710021;

3． Institute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Xi＇an Shiyou University，Xi＇an 710065

4．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w-permeability Oil-Gas Fields，Xi’an 710018)

Abstract In previous achievements，depositional system，paleogeomorphology，geological evolutionary and sedimen-
tary characteristics of Ordos basin has been quite clearly recognized． However，the research precision and depth in lo-
cal area still has certain limitation． As geological data＇s supplement and corroborative evidence of Ordos basin，the re-
search on precise depiction of geological features，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ir matching relationship
with practical production in local area，undoubtedly，has its necessity and inevitability．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petroleum geology in the eastern Gansu were focused on Triassic，and the re-
search on Jurassic is few，scatter，and lacking of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cness．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history on
Jurassic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most of the achievements are mainly on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ing，researches
on Jurassic are few ( before 1970s) ; Several oil fields of Jurassic，such as Maling，Yuancheng，were successively
founded in study area，and Fuxian Formation，Yan' an Formation of Jurassic become the major explorative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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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1970 to 2000) ; New oil reservoirs of Y10，Y9 and Y8 member of Yan'an Formation are founded continuously in
local regional ( from 2000 to now) ． In the past few years，exploration practice indicated that Y10 and Y9 members are
the main oil-bearing layer of Yan'an Formation，owning great resource potential． Paleogeomorphic form is the basic
factor of Y8-Y10 oil reservoir．

In view of petroleum accumulation of Jurassic controlled by paleogeomorphic forms，this paper will rebuild the
paleogeomorphic formwork of pre-Jurassic，and first make up the 3D simulation restored maps，which are based on ge-
ological analysis( such as sedimentary background，tectonic setting) ，changing tendency of sand layer thickness and
formation thickness of each members( especially the formation thickness of Y10 Formation) ，calculating key parame-
ters( such as ancient landform evaluation difference，slope gradient，paleocurrent direction) ，combining with seismic
data and so on，adopting remnant thickness-compensation cast and synthesis method of sedimentary geology．

First，according to the stratum development features，five paleogeomorphic units are divided: erosion valley，pa-
leo-upland，paleo-slope，paleo-terrace，interchannel mound． There are three paleo-uplands，four ancient rivers，six
interchannel mounds and one platform in eastern Gansu area． Between paleo-uplands and ancient rivers，there are
slopes and terraces from high to low in order，which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sedimentary facies and compaction-drape
tectonic of Fuxian formation and lower Yan＇an formation．

Second，according t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il reservoir already founded and combined with analysis of paleogeo-
morphic features and reservoir forming conditions，six paleogeomorphic reservoir models are summed up in the study
area: edge of deep dissection valley-delta front，edge of deep dissection valley-delta plain，ancient valley-delta plain，

paleo-terrace-delta plain，paleo-upland-delta plain，and interchannel mound-delta plain combination models． Explo-
ration practices shows that formation conditions are very complicated，which is controlled by many factors，and paleo-
geomorphic features is o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Key words Eastern Gansu; Pre-Jurassic; Yan’an Formation; palaeogeomorphic features; oil reservoi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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