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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柴达木盆地跃进地区下干柴沟组上段（  2）为一套碳酸盐岩与泥岩互层或夹层的地层。研究揭示这套碳酸

盐岩形成于滨浅湖环境，岩石类型有陆屑泥晶灰岩、藻团块灰岩、藻泥晶灰岩、颗粒灰岩、藻纹层灰岩及藻叠层灰岩。

其中，藻纹层灰岩及藻叠层灰岩（藻丘）储集物性极佳并含油，混合水白云化及大气淡水淋溶是该套储层形成的主要

原因。特大孔 （微）细喉组合、大孔 （微）细喉组合是主要的孔喉组合类型。自然电位高负值、视电阻率极高值、过

井地震剖面强反射特征是追踪这套含油藻丘灰岩时空展布的重要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对跃进地区的油气勘探和开

发均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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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跃进地区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南缘，是青海油田的

主要产油气区。南以十三号断裂为界与切克里克凹陷

相邻，切克里克凹陷以南为昆仑山北缘山区。北以阿

拉尔断裂为界与跃进一号构造相邻，跃进一号构造以

北为祁连山南缘山区。西与阿尔金山相接壤，地势西

高东低，向东开口进入柴达木盆地腹部。!号断裂将

跃进地区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跃东构造位于同沉积逆

断层的下盘，  1 底埋深达 800 m，跃西构造位于同

沉积逆断层的上盘，  1 底埋深仅1 800 m。跃西构造

又可划分为跃进二号西高点、跃进二号东高点、跃进三

号、跃进四号次级构造单元（图1）。

跃进地区  2 为一套湖相碳酸盐岩与泥岩互层或

图1 研究区位置及地质背景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yueji n area and its geological sett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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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的地层，跃东地区厚近600 m，跃西地区厚近300
m，灰／泥为1／40 至1／5 。钻井及岩芯资料均已证实这

套碳酸盐岩地层的局部层段物性极佳并含油，平均孔

隙度达25 % ，平均渗透率近百个毫达西。该套碳酸盐

岩优质储层的成因、物性特征、孔隙结构及储层时空展

布研究对跃进地区E3
2 碳酸盐岩油气藏的勘探和开发

均具重要的意义。

2 储层岩类学特征

根据跃西4 井、跃西16 井及跃69 井取芯井段岩

石薄片及铸体薄片的观察和鉴定，工区E3
2 碳酸盐岩

主要有以下六种岩石类型：

陆屑 泥 晶 灰 岩（图 版!-1 ，2 ）：陆 屑 含 量 2 % "
50 % 不等，5 % "10 % 常见。陆屑可零星散布于灰泥

中，也可顺层分布，出现富陆屑层与贫陆屑层的分异；

陆屑粒径为细、粉砂级，少量粘土，成分有石英、长石及

花岗岩屑，分选磨圆均较佳。陆屑含量与孔渗呈负相

关，物性差，往往不含油。主要分布于跃西4 井的1

365"1 382 .5 m、1 384 "1 387 m 及1 391 .8 "1 398
m 井段及跃西16 井的1 700 "1 711 .85 m、1 714 .42
"1 718 m 井段。

藻纹层灰岩及藻叠层灰岩（图版!-3 ，4 ）：藻呈水

平或波状生长则形成藻纹层灰岩，呈叠锥状生长则形

成藻叠层灰岩，中国枝管藻常见。填充在藻锥体之间

的往往为藻泥晶灰岩、陆屑泥晶灰岩和颗粒灰岩。藻

纹层灰岩及藻叠层灰岩往往白云化并强烈溶蚀，次生

溶孔十分发育。主要分布于跃西4 井的1 382 .5 "1
384 m、1 387"1 391 .8 m 井段。

藻团块灰岩（图版#-5 ）：藻粘结灰泥形成藻团块，

团块粒径0 .2"0 .5 mm 不等，1"2 mm 常见。藻团块

紧密相接，团块之间发生淡水淋溶形成粒间次生溶孔，

溶孔十分发育，但藻团块自身几乎不溶解。主要分布

于跃西4 井的1 382 .5 "1 384 m、1 387 "1 391 .8 m
井段及跃西16 井的1 711 .85 "1 714 .42 m 井段，跃

69 井藻团块灰岩也常见。

藻泥晶灰岩（图版#-6 ）：藻纹层及藻叠层构造不

图2 跃进地区跃西4 井取芯井段储层岩类学特征

Fig .2 Core column of well yuexi 4 showing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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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但具藻结构，跃西4 井整个井段均有分布，但次

生溶孔仅见于填充在藻锥体之间的藻泥晶灰岩中。跃

西16 井仅见于1 711 .85!1 714 .42 m 井段，次生溶孔

十分发育。

颗粒灰岩（图版"-7）：颗粒含量80 % !95 %，组

份有内碎屑（0 . 25 mm）、藻屑（粗枝藻）、生屑、表鲕

（0 .30 mm）等，颗粒支撑，粒间往往充填亮晶方解石，

含量5 %!20 % ，但局部可见颗粒含量明显偏低呈基

底式胶结的泥粒岩，这时颗粒呈漂浮状散布于灰泥中。

跃西4 井分布于1 365 !1 382 m、1 384 !1 387 m、

1 391 .8!1 398 m井段的颗粒灰岩往往含有少量的陆

屑，次生溶孔不发育，分布于1 382 . 5 !1 384 m 及

1 387!1 391 .8 m井段的颗粒灰岩往往充填于藻锥体

间，次 生 溶 孔 较 发 育。跃 西 16 井 分 布 于1 700 !
1 711 .85 m、1 714 .42!1 718 m 井段的颗粒灰岩往往

含有少量陆屑，次生溶孔不发育，分布于1 711 .85 !
1 714 .42 m井段的颗粒灰岩不含陆屑，次生溶孔较发

育。

总之，工区E32 碳酸盐岩主要有上述六种类型，形

成于滨浅湖环境。钻井资料揭示藻纹层灰岩及藻叠层

灰岩侧向连续性差，代表藻丘而非藻席微相的产物。

它们在纵向上的分布特征见图2（以跃西4 井为例）。

3 储层成岩变化及孔隙演化

!." 主要成岩作用类型

工区E32 碳酸盐岩主要成岩作用类型有湖水潜流

带胶结作用、混合水白云化作用、淡水渗流带溶解作

用、淡水潜流带胶结作用、浅埋藏有机溶蚀作用及浅埋

藏白云化作用。

湖水潜流带胶结作用：通过图版"-6，8 比较，说

明湖水潜流带亮晶方解石胶结物是存在的。淡水渗流

带溶解作用形成的次生溶孔在图版"-6，8 中普遍可

见，图版"-8 淡水淋溶孔中充填的亮晶方解石有可能

形成于淡水淋溶前的湖水潜流带或淡水淋溶后的淡水

潜流带，但假如是后者，很难解释图版"-6 同为淡水

淋溶孔却没有淡水潜流带亮晶方解石充填。最为可能

的解释是湖水潜流带亮晶方解石充填藻骨架孔，随后

发生淡水淋溶作用，亮晶方解石也发生淋溶但不彻底

的缘故。

混合水白云化作用（图版#-4）：随相对湖平面的

升降变化，藻丘很容易暴露于混合水作用带而发生混

合水白云化〔1，2，3〕，陆屑泥晶灰岩白云石平均含量为

16 %!20 %，藻纹层或藻叠层灰岩白云石平均含量为

35 %!55 %。白云石为泥粉晶它形，呈团斑状或零星

状分布于各类灰岩中。白云化自身对孔渗的贡献不

大，但藻纹层及藻叠层灰岩优质储层的形成与白云化

关系密切。

淡水渗流带溶解作用（图版"-6，8）：藻纹层或藻

叠层灰岩发生强烈的非组构选择性淡水淋溶作用，可

以溶解藻骨架，也可以溶解充填于藻骨架中的亮晶方

解石，与藻纹层或藻叠层灰岩共生的藻泥晶灰岩淡水

淋溶作用也较强烈，藻灰泥被溶解，淡水淋溶的结果是

形成形态不规则、大小不一、孔隙与喉道无明显分异和

联通性极好的储集空间，平均孔隙度达25 %；平均渗

透率近百个毫达西。藻团块灰岩往往沿藻团块周缘发

生淡水淋溶作用，藻团块自身几乎不溶解（图版"-5）。

颗粒灰岩局部可见粒间亮晶方解石或灰泥被溶蚀形成

粒间次生溶孔的现象（图版"-9）。淡水潜流带亮晶方

解石可充填淡水淋溶孔（图版"-10）。

浅埋藏有机溶蚀作用（图版"-11）：成烃和排烃过

程中源岩所释放的有机酸可对碳酸盐岩发生有机溶蚀

形成非组构选择性次生溶孔，并与油浸和油斑相伴生。

有机溶蚀作用对孔隙贡献的大小仍是个有争议的问

题，但跃西地区E32 碳酸盐岩有机溶蚀孔甚微。

浅埋藏白云化作用（图版"-12）：往往表现为生物

选择性或组构选择性白云化〔3〕，与早期混合水白云化

相比，白云石的晶粒变大（0 .05 !0 .1 mm），晶形变好

（半自形晶），对孔隙的贡献甚微。

!.# 成岩序列及孔隙演化

成岩作用序列依次为：湖水潜流带胶结作用!混

合水白云化作用!淡水渗流带溶解作用!淡水潜流带

胶结作用!浅埋藏有机溶蚀作用及浅埋藏白云化作

用。其成岩阶段划分、成岩环境、孔隙类型及成岩—孔

隙演化史见图3。由图3 可知，湖水潜流带胶结作用

使大部分显孔消失，仅残留10 %  的微孔隙。混合水

白云化自身对孔隙的贡献并不大，但为随后的淡水淋

溶提供了通道。由于藻丘灰岩与藻坪灰岩的白云化程

度不同，导致两者的孔隙演化史大相径庭，前者发育成

优质储层，后者却为差或极差的储层。大气淡水淋溶

所形成的次生溶孔对孔隙的贡献是最大的，90 % 以上

的孔隙均属此类孔隙，浅埋藏有机溶蚀作用和浅埋藏

白云化作用对孔隙的贡献并不大。

!.! 储层成因机理分析

沉积相、成岩相和同沉积逆断层共同控制了这套

藻丘灰岩优质储层的形成。这套藻丘微相的藻纹层或

藻叠层灰岩主要分布于滨湖及浅湖相带的水下隆起

区，水浅清澈，温度适宜，为藻的生长及碳酸盐岩的形

成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同沉积逆断层的活动导致相对

湖平面的频繁升降为藻丘灰岩不时地暴露于混合水及

大气淡水成岩环境提供了契机。早期混合水白云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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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跃进地区E32 碳酸盐岩成岩—孔隙演化史

Fig .3 Diagramshowing porosity evolution controlled by diagenetic seCuence f or E32 carbonate rock i n yueji n area

图4 跃进地区跃西4 井、跃西16 井孔渗关系图

Fig .4 Diagramshowing relation bet ween porosity and per meability f or well yuexi 4 and 6 i n yueji n area

图5 跃进地区跃西4 井、跃西16 井白云石与孔、渗关系

Fig .5 Diagramshowing relation bet ween dolomitization and porosity and per meability f or wells yuexi 4 and 6 i n yueji n area

形成的部分孔隙为大气淡水在藻丘灰岩中的通畅提供

了通道，并最终导致大量淡水淋溶孔的形成。

孔渗之间的相关性较好（图4），并可明显分两类。

一类渗透率小于5 > 1 -3!m2 的陆屑泥晶灰岩，孔隙

度变化区间为 "35 %，相关性偏差；另一类渗透率大

于5 > 1 -3!m2 的藻丘灰岩，孔隙度变化区间为2 %

"4 %，相关性较好。白云化与孔渗之间的相关性虽

不明显（图5），这正说明了白云化本身对孔渗的贡献

并不大，而是为随后的淡水淋溶提供了通道。

4 储层孔隙结构及评价

根据跃西4 井、跃西16 井近2  个铸体薄片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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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料及相应的压汞资料，工区跃西4 井、跃西16 井

E32 碳酸盐岩孔隙按孔隙半径大小可划分为五种类

型，分别为特小孔（!3 *m）、小孔（3 ~5 *m）、中孔（5
~15 *m）、大孔（15~25 *m）及特大孔（"25 *m）。跃

西4 井小孔和特小孔在陆屑泥晶灰岩段（不含油）占绝

对优势（近100 %），中孔、大孔、特大孔仅见于含油藻

丘灰岩段，并占绝对优势（近100 %）；跃西16 井小孔

和特小孔在陆屑泥晶灰岩段（不含油）占绝对优势（近

100 %），大孔、特大孔仅见于含油藻丘灰岩段，并占绝

对优势（近100 %）。工区跃西4 井、跃西16 井E32 碳

酸盐岩喉道按喉道半径大小可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

为微细喉（!1 *m）、细喉（1 ~5 *m）、较细喉（5 ~10

*m）、中喉（10~50 *m）和粗喉（"50 *m）。跃西4 井

微细喉和细喉在陆屑泥晶灰岩段（不含油）占绝对优势

（近85 %），另有少量的较细喉和中喉（近15 %）；跃西

16 井以微细喉占绝对优势（96 .92 %）。

各类碳酸盐岩储层孔隙结构组合特征见表1。跃

西4 井陆屑泥晶灰岩段（不含油）以小孔+ 特小孔+ 微

细喉组合为主（56 .39 %），小孔+ 特小孔+ 细喉组合次

之（28 .15 %），小孔+ 特小孔+ 较细喉、小孔+ 特小孔

+ 中喉也有一定的比例（15 %）；跃西16 井陆屑泥晶灰

岩段（不含油）小孔+ 特小孔+ 微细喉组合占绝对优势

（96 .92 %）。二者均具微孔微细喉组合特征，这是导致

该套储层物性差不含油的根本原因。跃西4 井含油藻

丘灰岩段特大孔+ 微细喉组合、特大孔+ 细喉组合、大

孔+ 微细喉组合、大孔+ 细喉组合、中孔+ 微细喉组

合、中孔+ 细喉组合均占一定比例，孔喉组合类型复杂

多样；跃西16 井含油藻丘灰岩段则以大孔+ 微细喉组

合、特大孔+ 微细喉组合占绝对优势（90 %以上），孔隙

组合类型简单。前者具特大孔、大孔细喉的组合特征，

后者具大孔微细喉的组合特征。

含油藻丘灰岩段的平均孔隙度25 %，平均渗透率

表1 跃进地区跃西4 井、跃西16 井孔喉组合类型统计表

Table 1 Assemblage types of pore and pore-t hroats in well yuexi 4 and yuexi 16 in yuejin area
井号 孔隙类型 喉道类型 孔喉结构 结 构 岩 石 类 型

跃西4
井（E32）

跃西16
井（E32）

微孔

（100 %）

中孔

（25 %）

大孔

（25 %）

特大孔

（50 %）

微孔

（100 %）

大孔

（33 %）

特大孔

（67 %）

微细喉（56 .39 %）

细喉（28 .15 %）

较细喉（7 .26 %）

中喉（8 .20 %）

微细喉（56 .39 %）

细喉（28 .15 %）

较细喉（7 .26 %）

中喉（8 .20 %）

微细喉（56 .39 %）

细喉（28 .15 %）

较细喉（7 .26 %）

中喉（8 .20 %）

微细喉（56 .39 %）

细喉（28 .15 %）

较细喉（7 .26 %）

中喉（8 .20 %）

微细喉（%）

细喉（0 .36 %）

较细喉（0 .51 %）

中喉（2 .21 %）

微细喉（96 .92 %）

细喉（0 .36 %）

较细喉（0 .51 %）

中喉（2 .21 %）

微细喉（96 .92 %）

细喉（0 .36 %）

较细喉（0 .51 %）

中喉（2 .21 %）

微孔+ 微细喉

微孔+ 细喉

微孔+ 较细喉

微孔+ 中喉

中孔+ 微细喉

中孔+ 细喉

中孔+ 较细喉

中孔+ 中喉

大孔+ 微细喉

大孔+ 细喉

大孔+ 较细喉

大孔+ 中喉

特大孔+ 微细喉

特大孔+ 细喉

特大孔+ 较细喉

特大孔+ 中喉

微孔+ 微细喉

微孔+ 细喉

微孔+ 较细喉

微孔+ 中喉

大孔+ 微细喉

大孔+ 细喉

大孔+ 较细喉

大孔+ 中喉

特大孔+ 微细喉

特大孔+ 细喉

特大孔+ 较细喉

特大孔+ 中喉

56 .39
28 .15
7 .26
8 .20
14 .10
7 .04
1 .82
2 .05
14 .10
7 .04
1 .82
2 .05
28 .20
14 .08
3 .64
4 .10
96 .92
0 .36
0 .51
2 .21
31 .98
0 .12
0 .17
0 .73
64 .97
0 .24
0 .34
1 .48

陆屑泥晶灰岩（不含

油）为主，局部含颗

粒灰岩及藻灰岩。

藻纹层灰岩、藻叠层

灰岩及少量藻团块

灰岩。

陆屑泥晶灰岩（不含

油）为主，局部含颗

粒灰岩及藻灰岩。

藻纹层灰岩、藻叠层

灰岩及少量藻团块

灰岩。

注：微孔= 小孔+ 特小孔

100 > 10  3*m2，具高孔高渗特征，属I类储层；陆屑泥

晶灰岩段的平均孔隙度15 .5 %，平均渗透率0 .56 >
10  3*m2，具中孔低渗特征，其中绝大部分孔隙为微孔

隙（小孔+ 特小孔），属I- ]类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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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储层预测

跃进地区E3
2 主体为大套的碳酸盐岩与泥岩互层

或夹层，优质藻丘灰岩储层呈单层或多层被夹于大套

碳酸盐岩地层中，横向展布不稳定，这给储层预测带来

了困难，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和手段进行预测。

5 .1 藻丘灰岩“四性”关系的建立

这套物性极佳的含油藻丘灰岩在电性上表现为自

然电位高负值和视电阻率极高值，而与非藻丘灰岩在

电性上形成截然的差异（图2 ），这为我们从大套 E3
2

碳酸盐岩地层中标定含油藻丘灰岩提供了依据。通过

20 余口井E3
2 碳酸盐岩电性解释，共有8 口井含有单

层或多层含油藻丘灰岩（表2 ），单层厚度1 !10 m 不

等，层位由东向西逐渐升高，单层厚度逐渐变厚。

5 .2 含油藻丘灰岩的地震响应特征

碳酸盐岩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一套同相轴连续性

较好、低频、低幅、低能的弱反射，而一遇到含油藻丘灰

岩则反射能量增强，甚至达到强反射，过井地震剖面含

油藻丘灰岩井段的强反射特征已经验证了这一认识

（图6 ）。根据这一认识可以利用三维地震资料对含油

表2 跃进地区部分井含油藻灰岩层统计数据表

Table 2 Statistics of oil- bearing algal li mestone beds distributed in some wells in yuejin area
井号 岩性 井段／m 井号 岩性 井段／m

跃参2 含油藻灰岩

跃东118 含油藻灰岩

跃东110 含油藻灰岩

跃12 含油藻灰岩

3601 .5!3602 .5
3605 .0!3606 .5
3538 .5!3539 .5
3328 .5!3329 .5
3320 .5!3321 .5
3294 .5!3296 .0
3271 .5!3273 .0
3313 .5!3314 .5
3288 .0!3290 .0
3276 .5!3280 .5
3105 .5!3108 .5
2653 .5!2655 .5
2585 .0!2590 .0
3161 .0!3165 .0
3098 .5!3100 .0
3078 .0!3078 .8
1576 .5!578 .0
1574 .0!1575 .5
1263 .0!1266 .5
1211 .0!1212 .5

跃地1 荧光、沥青

跃深11
沥青、

含油岩屑

跃30 含油藻灰岩

跃75

1398 .5!1399 .5
1391 .5!1392 .5
1381 .5!1386 .5
1376 .0!1379 .3
1366 .5!1368 .0
1331 .0!1332 .5
1317 .0!1322 .0
2408 .0!2409 .5
2305 .0!2307 .5
2294 .0!2296 .0
2270 .0!2271 .0
2242 .0!2245 .0
2224 .0!2226 .0
2213 .5!2216 .0
2172 .5!2174 .5
2127 .0!2130 .0
3516 .0!3517 .8
1765 .0!1767 .0

图6 跃进地区过井地震剖面含油藻丘灰岩层位标定图

Fig .6 Seismic section showing lateral distri bution of algal-reef micrite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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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跃进地区E32 含油藻丘灰岩平面展布图

Fig .7 Map showing the distri bution of E32 algal-reef micrite reservoir i n Yueji n area

藻丘灰岩的平面展布进行预测。首先，利用钻井资料

标定含油藻丘灰岩的层位，然后进行平面闭合，只要是

同一个藻丘体，平面上应该是闭合的。

跃进地区含油藻丘灰岩的时空展布见图7，藻丘

灰岩沿断层带展布，层位由东向西偏高。

6 结论

（1） 跃进地区E32 碳酸盐岩地层与泥岩地层往

往呈互层或夹层，形成于滨浅湖环境。不同井位的灰／

泥不同，这与古沉积基底的水深有关。碳酸盐岩的主

要岩石类型有六类，其中代表灰坪微相的岩石组合（陆

屑泥晶灰岩、颗粒灰岩、藻泥晶灰岩、藻团块灰岩）往往

不含油，而代表藻丘微相的岩石组合（藻叠层灰岩及藻

纹层灰岩）往往含油。藻丘灰岩呈单层或多层被夹于

大套碳酸盐岩地层中，单层厚数米不等，层位由东向西

逐渐偏高。

（2） 藻丘灰岩是工区最为优质的碳酸盐岩储层，

这套优质储层首先经历混合水白云化，再经过大气淡

水淋溶才得以形成。混合水白云化所形成的少量孔隙

为大气淡水在藻丘灰岩中流畅提供通道，淡水淋溶才

是大量次生淋溶孔形成的直接原因。

（3） 灰坪微相陆屑泥晶灰岩、颗粒灰岩、藻泥晶

灰岩组合以微孔隙（小孔+ 特小孔）为主，平均孔隙度

15 .5 %，平均渗透率 .56 > 1 -3*m2，属中孔低渗的

I- ]类储层，以微孔+ 微细喉组合为主，微孔+ 细喉

组合次之；藻丘微相藻团块灰岩、藻叠层灰岩及藻纹层

灰岩组合以次生淋溶成因的特大孔、大孔为主，平均孔

隙度25 %，平均渗透率1  > 1 -3*m2，属高孔高渗的

I类储层，大孔细喉组合占绝对优势。

（4） 大套碳酸盐岩的自然电位及视电阻率曲线

变化幅度平缓，但一遇到含油藻丘灰岩段自然电位突

变为高负值，视电阻率突变为极大值。大套碳酸盐岩

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弱反射，但一遇到含油藻丘灰岩

段则表现为弱反射背景下的强反射。根据这一认识，

综合地质、测井及地震资料对工区含油藻丘灰岩的时

空展布进行预测，指明了勘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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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E3
2 Algal- reef reserVoir

i n yueji n Area ，Oaidam basi n ，Nort hwestern Chi na

SUN yan1 SHEN An-jiang2 XU yang2 LI N Nian-tian2

1（China mineral uniVersity ，beiji ng 100083 ） 2（Hangzhou lnstit 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CNpC，Hangzhou 310023 ）

Abstract E3
2 lacustri ne strat um，located i n yueji n area ，Gaidam basi n ，nort hwestern chi na ，is mai nly com-

posed of i nterbedded ／i ntercalated carbonate rock f mudstone . terri genous debris- beari ng micrite ，algea-ori gi nated
lami nated micrite ，algea-ori gi nated stromatolitic micrite ，algea-ori gi nated micrite and grai nstone could be recognized
i n t he carbonate rock ，of which algea-ori gi nated lami nated micrite and algea-ori gi nated stromatolitic micrite devel-
oped i nto good reservoir（oil- beari ng ）wit h a mean porosity of 25 % and mean per meabilit y of proxi mate 100 X 10 -3

!m2 . meteoric water-seawater mi xi ng dolomitization and dissolution i n meteoric vadose zone were t he mai n courses
f or reservoir development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iagenetic seCuence ，porosity evolution of t he algea-ori gi nated
lami nated micrite and algea-ori gi nated stromatolitic micrite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 furt her more ，pore and t hroat
diameters and t heir combi nations have been discussed ，which play an i mportant role i n petroleum development .
the deter mi nation of spatial distri bution f or E3

2 algal-reef micrite reservoir is very i mportant i n petroleum explo-
ration i n yueji n area . Log and seismic data also play i mportant roles i n prediction of algal-reef micrite reservoir .
High Sp and SN values i mply t he exist of petroleum-beari ng algal-reef micrite reservoir ，while strong seismic re-
flection shows the lateral distri bution of t hem.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spatial distri bution of E3

2 algal-reef
micrite reservoir i n yueji n area have been mapped .
Key words Gaidam basi n ，yueji n area ，algal-reef micrite ，meteoric water-seawater ，mixi ng dolomitization ，dis-
solution i n meteoric vadose zone ，pore and pore-t hroat assemblages

图版"说明 1 . 陆屑泥晶灰岩，陆屑呈零星状散布于灰泥中，跃西4 井，1367 .81m，单偏光X 25 ；2 . 陆屑泥晶灰岩，陆屑顺层分布形成富陆屑层

与贫陆屑层分异，跃西4 井，1395 .25m，单偏光X 25 ；3 . 藻纹层灰岩，跃西4 井，1387 .47m，单偏光X 25 ；4 . 藻叠层灰岩，混合水白去化，跃西4 井，

1387 .40m，单偏光X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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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5 . 藻团块灰岩，跃西16 井，1712 .74m，单偏光> 100 ；6 . 藻泥晶灰岩，藻架孔不发育，缺湖水潜流带亮晶方解石，淡水淋溶藻灰泥形

成次生溶孔，跃西4 井，m，单偏光> 100 。7 . 颗粒灰岩，跃西4 井，1379 .86m，单偏光> 100 ；8 . 藻纹层灰岩，湖水潜流带亮晶方解石充填藻架孔、淡

水淋溶藻架孔的同时也溶解其中的亮晶方解石，跃西4 井，1382 .95m，单偏光> 100 ；9 . 颗粒灰岩，粒间灰泥或亮晶方解石被淋溶，跃西4 井，1387 .
82m，单偏光> 100 ；10 . 藻泥晶灰岩，淡水潜流带亮晶方解石充填次生溶孔，跃西4 井，1383 .49m，单偏光> 100 ；11 . 藻泥晶灰岩，有机酸溶蚀亮晶

方解石或灰泥形成与油浸或油斑伴生的有机溶蚀孔，跃西16 井，1713 .47m，单偏光> 100 ；12 . 颗粒灰岩，粗枝藻被选择性白云化，跃西4 井，1387 .
20m，单偏光>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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