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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格气田苏 6井区下石盒子组盒 8段沉积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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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 6井区是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主要产气区,主产层为中二叠统下石盒子组第 8段, 其沉积相类型及特

征长期倍受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争议。根据钻井、测井及岩芯分析化验资料,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认为苏 6井区盒

8段属河流沉积体系, 其中盒 8下段为辫状河,盒 8上段为曲流河。在深入细致的微相分析基础上, 分别建立了缓坡型

辫状河与多河道低弯度曲流河两种沉积模式,认为最有利的储集砂体主要为高能水道心滩和边滩叠置砂体, 其次为

河床滞留砂体。上述沉积相类型划分和沉积模式的建立为包括苏 6井区在内的整个苏里格气田储集相带预测、储层

评价以及大规模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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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里格气田是长庆油田公司于 2000年 5月钻获

苏 6井等高产气井以来所发现的大型砂岩气藏,其含

气面积约 6 000 km
2[ 1]

,然而近年来的开发效果并不

十分理想,原因与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储层属于陆相

沉积, 储集砂体具有岩性、岩相和厚度变化大, 平面分

布复杂和连通性差,以及储层物性偏低和非均质性严

重等特征有关。其中苏 6井区虽是苏里格气田最有

利的天然气富集区和重点开发区
[ 2]

, 但同样面临沉

积相以及砂体分布复杂、开发难度大等难题, 特别是

针对该区最主要的产气层位盒 8段
[ 3]
的沉积相类型

及特征,一直倍受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众多学者的瞩目

与争议, 如魏红红
[ 4]
和何自新

[ 5]
认为盒 8段属于三

角洲沉积体系;李文厚
[ 6]
将研究区盒 8段确定为辫状

河 ) 三角洲沉积体系;尹志军
[ 7]
认为盒 8段属于辫状

河三角洲沉积体系;斯伦贝谢公司研究认为苏 6井区

盒 8段为河流沉积体系, 并进一步确定盒 8下段为辫

状河, 盒 8中段为网状河, 盒 8上段为曲流河; 兰朝

利
[ 8]
、邹新宁

[ 9]
和何顺利

[ 10 ]
则认为整个盒 8段都属

于辫状河相。本文根据钻井、测井及岩芯分析资料,

结合区域构造和沉积演化特征, 并对比前人研究成

果,对苏 6井区盒 8段沉积环境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

了不同于前人的沉积相类型划分方案,即认为盒 8下

段为辫状河,盒 8上段为曲流河,并在细致的沉积相特

征分析基础上,分别建立了适合于包括苏 6井区在内

的整个苏里格气田储集砂体预测和评价的缓坡型辫

状河与多河道低弯度曲流河两种沉积模式。

1 区域地质概况

苏里格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西北侧,

地理范围为东到桃利庙,西达定探 1井,北起伊 9井,

南至安边,东西宽 100 km, 南北长 196 km, 总面积约

2 @ 10
4
km

2
,构造形态为宽缓西倾的单斜,区内除有少

数鼻状构造外,大都十分平缓,平均坡降为 3~ 5 m /

km。苏 6井区位于苏里格庙地区中偏北部 (图 1) ,

晚古生代地层主要由上石炭统本溪组、太原组和下二

叠统山西组、中二叠统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至上

二叠统石千峰组组成, 经历了泻湖、障壁岛、潮坪和三

角洲的陆表海盆, 到以发育河流 ) 湖泊三角洲为主的

内陆湖盆沉积的演变历史。苏 6井区上古气藏储层

主要发育于中二叠统下石盒子组盒 8段和盒 7段等

层位,其中盒 8段厚度约 80 ~ 100 m, 为苏里格气田

主力产层,有多口井在该层位钻获高产气流
[ 11]

, 可划

分为盒 8下段和盒 8上段两个砂层, 并可进一步细分为

盒 8
2
下、盒 8

1
下和盒 8

2
上、盒 8

1
上四个小层 (图 2)。苏 6井

区受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构造活动及沉积演化影

响,晚石炭世本溪期至太原期以沉积海相地层为主,

并平行不整合超覆于下奥陶统风化夷平面之上;早二

叠世早期属陆缘近海盆地, 中期由于海西构造使华北

地台抬升,在北高南低古地形的控制下, 海水全部退

出,从而接受巨厚的冲积 ) 河流相沉积,至晚二叠世

  



图 1 苏里格气田下石盒子组盒 8段顶面构造

及资料点分布图

F ig. 1 The top structure and the datum po int d istribution of the

8th m em ber o f L ow er Sh ihezi Fo rm ation in Sulige gas fie ld

图 2 苏里格气田苏 4井下石盒子组盒 8段沉积剖面图

(图例同图 5)

F ig. 2 Sed im entary pro file o f the 8 th m ember o f Low er Shihezi

F orm ation in Su6 area o f Sulige gas field ( from Su4)

石千峰期则以湖相沉积为主。其中中二叠世下石盒

子期沉积时,气候已由温暖潮湿转为干旱炎热, 初期

(盒 8沉积期 )北部内蒙古陆进一步抬升
[ 12]

, 坡度变

陡,沉积物供给充分,整个盒 8段以发育大型河流 )

冲积平原体系并大幅度向南推进为典型特征, 盒 8沉

积期早时, 物源相当丰富, 则形成盒 8下段辫状河沉

积,晚时随着北部内蒙古陆抬升相对减弱, 沉积物补

给通量减小,河流进积作用相应减弱,本区河流类型

由盒 8下段辫状河转变为盒 8上段曲流河沉积。

2 沉积相标志

2. 1 颜色

苏 6井区盒 8段的砂岩呈灰白色、灰绿色和灰

色,泥岩主要为杂色、灰绿色、褐色、灰色和棕色,次为

灰黑色和深灰色, 其中棕色、褐色和杂色多见于盒

8上、盒 8下段的中、上部, 并且杂色或棕色 (褐色 )泥岩

往往与灰色、灰绿色泥岩呈互层产出, 反映研究区盒

8段沉积作用主要发生在季节性干旱气候中, 沉积水

体流量变化大和经常暴露, 并具备频繁变化的氧化与

还原物理化学条件。

2. 2 粒度分布特征

砂岩薄片鉴定和粒度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盒 8

段砂岩粒度分布以粗砂和中砂为主, 占样品总体的

71. 31%, 其次为细砂, 占总体的 26. 64%, 砾石和粉

砂含量较少; 粒度标准偏差为0. 51~ 3. 8,尖度为0. 51

~ 5. 46,几乎所有粒度分析样品都为正偏态, 表明研

究区砂岩分选改造较差, 总体反映距离物源区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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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苏 6井区下石盒子组盒 8段河道粒度概率曲线和 CM图

F ig. 3 G ranular ity probability curves and CM diag ram of sandstone o f the 8 th m em be r o f L ow er Sh ihezi Forma tion

in Su6 area of Su lige g as fie ld

的特点。在粒度概率曲线中 (图 3) ,大多数样品为跳

跃组分与悬浮组分的两段式组合, 滚动、跳跃和悬浮

组分组合的三段式次之;在 CM图中 (图 3) , 样品点

多落在递变悬浮沉积段 (QR段 ) ,其次在悬浮和少量

滚动搬运段 ( PQ段 ) ,由此说明研究区沉积水动力条

件虽然较强,但沉积速率较快, 导致沉积物分选改造

变差, 沉积负载虽包括了滚动、跳跃和悬浮三种组分,

但以跳跃和悬浮组分为主,为河道沉积特征。

2. 3 岩石组分
研究区盒 8段岩性以岩屑砂岩为主, 次为岩屑石

英砂岩,而石英砂岩非常少见; 砂岩碎屑组分以石英

和岩屑为主, 石英含量在 26. 8 ~ 87% 之间, 平均

65. 43% ,岩屑含量在 2~ 42. 6%之间,平均 13. 95% ,

长石含量很少, 通常不超过 3%; 对盒 8段砾岩和砂

岩的成分统计表明,含砾砂岩或砾岩中砾石的成分主

要为石英岩、燧石及变质岩,其次为泥砾。由此可见,

盒 8段砂岩矿物成分成熟度较低,说明沉积环境对沉

积物的改造程度较低,为近源快速堆积作用的产物。

2. 4 岩石结构特征

本区盒 8段砂岩颗粒磨圆度较差,多呈次棱角状,

少见次圆状,分选性中等 ) 较差,从磨圆度和分选性特

征上显示较低的结构成熟度,但杂基含量却较低, 以颗

粒支撑为主,接触方式以线状和近镶嵌状为主,偶见杂

基支撑结构,从杂基含量考虑却有较高的结构成熟度。

这种内在结构特征的矛盾, 说明这些砂岩是近物源区

的高能沉积环境下快速堆积作用的产物。

2. 5 沉积构造
苏 6井区盒 8段层面构造中底冲刷非常发育,砂

体底部常见大型底冲刷构造, 冲刷面起伏不平, 其上

可见石英砾石与泥砾组成的定向排列构造,指示单向

水流发育特征,而反映低流态水流条件下的小波痕层

理很少见;层理构造也非常发育, 尤其在含砾中 ) 粗

粒岩屑砂岩中以反映高流态沉积特征的槽状交错层

理、楔状交错层理、块状层理为主, 板状交错层理、平

行层理和粒序层理次之 (图 4) ,以上沉积构造充分反

映了能量较高的河流沉积特征。

2. 6 古生物标志
研究区盒 8段动物化石稀少,但砂岩交错层理面

上或泥岩中含有丰富的炭屑、植物茎干、孢粉或植物

叶片印模等化石, 其类型多样,主要包括石松纲、苏铁

纲、真蕨纲、楔叶纲和种子蕨纲等半湿地和旱地植物

化石,其局部富集可形成煤线, 甚至形成薄煤层。此

外,在废弃河道静水沉积区堆积的泥岩中, 偶尔发育

底栖动物钻孔觅食形成的潜穴和生物扰动构造。

3 沉积相特征

3. 1 辫状河沉积相特征

3. 1. 1 河道亚相

河道亚相为辫状河沉积主体,由心滩和废弃河道

两微相韵律交替组成, 两微相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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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苏 6井区下石盒子组盒 8段河流相典型沉积构造岩芯照片

F ig. 4 Pho tog raphs o f typ ica l sedim en tary structures of the 8 th m em ber o f Low er Shihez i Form a tion in Su6 area o f Su lige gas field

1.上部粗 ) 中细粒岩屑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 ( A) , 下部粗粒岩屑砂岩中发育板状斜层理 ( B ) ,上、下呈岩性突变的冲刷接触关系 ( C ) ,苏 38-16-7

井, 3300 m,盒 82
下 ; 2.含砾中粗 ) 中细粒岩屑长石砂岩具下粗上细正粒序,底部发育冲刷面 ( A) ,冲刷充填构造 ( B ),苏 38-16-2井, 3328m,盒 81

下 ; 3.

细粒岩屑长石砂岩中的板状斜层理,苏 38-16-7井, 3309 m,盒 82
下 ; 4.粗粒岩屑砂岩中的槽状交错层理,苏 6井, 3303 m,盒 82

上 ; 5.含砾粗砂岩中的楔

形交错层理,苏 4井, 3284 m, 盒 82
上 ; 6.底冲刷构造,泥岩顶部被砂岩冲刷,苏平 1井, 3301 m,盒 82

上

  ( 1)心滩微相: 本区盒 8下段辫状河道绝大多数

由心滩砂体连续叠置而成,平面上砂体呈弯曲的短条

带状或串珠状分布,剖面上常呈透镜状产出。单个砂

体厚度一般为 1. 0~ 3. 0 m, 而连续叠置砂体厚度可

达十数米以上,其底部几乎均发育有底冲刷构造、截

切充填构造和滞留砾岩, 向上过渡为具大、中型槽状

和板状交错层理的中 ) 粗粒砂岩、细粒砂岩, 顶部一

般缺少堤岸沉积,这是与边滩发育的曲流河道亚相的

重要区别。心滩砂岩成分比边滩更为复杂,以成分成

熟度低的长石岩屑砂岩为主,粒度变化范围较大, 局

部含有细砾石, 自然伽玛曲线呈高幅箱形或齿化箱

形。

( 2)废弃河道微相:广泛发育盒 8下段, 厚度很小

但较为常见, 出现在心滩的上部或顶部, 与下伏心滩

砂体呈岩性和岩相突变关系。由于该微相常年被水

淹没,以接受洪水期悬移沉积为主,为非常适宜动、植

物生存的低能环境, 易于沼泽化,因而岩性以暗色的

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和炭质泥、页岩的薄互层组合为

主,局部夹有黑色炭质泥、页岩和薄煤层或煤线,自然

伽玛曲线为中、低幅指形和细齿形。偶尔夹有洪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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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的细 ) 中粒砂岩,砂岩中发育有板状交错层理和

沙纹层理,底部常常含有少量泥砾,对应的自然伽玛

曲线为中、高幅齿化钟形。

3. 1. 2 河漫滩亚相

泛滥平原微相:泛滥平原微相的堤泛沉积偶尔出

现在辫状河旋回的上部或顶部,主要由粉砂质页岩夹

粉砂岩和炭质页岩组成, 普遍发育沙纹和水平层理,

产丰富的植物化石,与下伏心滩砂体呈岩性和岩相渐

变关系而构成下粗上细的二元结构, 虽有一定发育规

模,但其分布范围和厚度远小于曲流河平原中的泛滥

平原, 自然伽玛曲线为典型的低幅齿形, 往往与上覆

钟形或箱形呈突变关系。

3. 1. 3 剖面结构特征

研究区盒 8下段辫状河沉积具有类似W a llker
[ 13]

提出的典型辫状河沉积序列,以苏 6井为例, 在盒 8下

段由多个辫状河心滩砂体连续叠置而成, 偶夹薄层

泥、粉砂岩, 厚度达 34 m。剖面上可识别出两个非常

相似的辫状河沉积旋回,旋回自下而上的沉积演化序

列都为: 底部砂砾岩组成的河床滞留微相→多个 (含

细砾 )粗 ) 细砂岩连续叠置组成的心滩微相→粉 ~

细砂岩和泥岩组成的泛滥平原 (或废弃河道 )微相。

其中以心滩为代表的河道砂体之间相互截切的底冲

刷作用也非常发育, 砂体内部所发育的层理类型多

样,这些层理构造除底部多见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外,

向上层理的叠置无一定规律,甚至出现从底部到顶部

都由槽状交错层理构成的河道序列,类同于永定河现

代辫状河心滩沉积特征
[ 14]

,反映河道的迁移、废弃和

复活非常频繁。处于沉积序列下部的心滩沉积更易

保存,而上部的漫滩细粒沉积物在新的辫状河旋回过

程中由于河道复活易遭受下切冲刷作用而很难得到

较好的保存, 这可能是解释以往的辫状河模式多强调

心滩沉积而忽视河漫滩沉积的原因
[ 15 ]

, 因此连续叠

置的心滩砂体往往表现为底冲刷面非常发育,或底冲

刷面下偶尔残留有泥质夹层的大砂体,但溢岸沉积不

发育的宏观特征, 总体表现为非常典型的辫状河沉积

演化序列 (图 5)。

图 5 苏 6井区下石盒子组盒 8下段辫状河沉积序列及剖面结构特征 (以苏 6井为例 )

F ig. 5 Sedim en tary sequence and profile character istics o f bra ided channe l o f the low er part o f 8 th

m em ber o f L ower Sh ihezi Fo rm ation in Su6 area of Su lige gas fie ld ( from Su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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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曲流河沉积相特征

3. 2. 1 河道亚相

边滩微相:边滩又称 /点砂坝0或 /内弯坝0,在苏

6井区盒 8上段普遍发育。其岩性一般较辫状河道心

滩细, 主要由细 ) 中粒岩屑砂岩组成, 局部为含细砾

的中 ) 粗粒岩屑砂岩,其矿物成分复杂,成熟度较低,

不稳定组分多,显示流速较急但流向较稳定的牵引流

沉积环境特征。自下而上出现由粗变细的粒序或岩

性韵律,但常因侵蚀而保存不完整。单个边滩砂体自

然电位曲线呈 /钟形 0, 多个边滩砂体的连续叠置呈

/圣诞树形 0。常见大型板状和槽状交错层理, 其中

作为边滩的标志性层理是向河心方向侧向迁移的大

型板状交错层理 (又称 P型层理 )。

3. 2. 2 河漫滩亚相
研究区内盒 8上段河漫滩亚相以发育泛滥平原微

相为主,其次为天然堤、决口扇、河间湖泊, 岸后沼泽

偶尔也有发育。

( 1)泛滥平原微相: 岩性以粉砂岩为主, 亦有粘

土岩的沉积,平面上距河床愈远粒度愈细, 垂向上亦

有向上变细的趋势。波状层理和斜波状层理 (洪水

层理 )为主, 亦见水平层理,另见不对称波痕, 泛滥平

原常因间歇出露水面而在泥岩中保留干裂和雨痕。

化石稀少,一般仅见植物碎片。

( 2)天然堤微相:主要由细砂岩、粉砂岩、泥岩组

成,粒度较边滩沉积细, 比泛滥平原沉积粗。在垂向

剖面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砂、泥岩组成薄互层, 下部砂

岩中小型波状交错层理、沙纹层理非常发育, 上部泥

岩则发育水平纹层。由于天然堤平时出露地表,洪水

期才间歇性淹没,故常含有蒸发成因的钙质结核, 泥

岩中可见干裂、雨痕、虫迹以及植物根化石等。在垂

向剖面上,天然堤砂体具正粒序, 往往直接覆盖在边

滩砂体之上,自下而上岩性自然过渡,容易识别。

( 3)决口扇微相:主要由细砂岩、粉砂岩组成, 粒

度比天然堤沉积稍粗, 具小型交错层理、波状层理及

水平层理,冲蚀与充填构造常见, 常有河水带来的植

物化石碎片。岩体形态呈舌状或扇状,向泛滥平原方

向变薄变尖,在垂向剖面上, 决口扇砂体大多数具有

不明显的逆粒序,多数以直接覆盖在泛滥平原之上为

区别天然堤的主要标志。

( 4)河间湖泊微相:平面上此微相与泛滥平原微

相密切共生,发育于泛滥平原中相对开阔、低洼和常

年积水的部位,以接受洪水期漫流携带的泥质沉积为

主,岩性主要为暗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炭质页岩、煤

线和煤层组合,但比辫状河泛滥平原中的河间湖泊分

布范围更加宽阔, 水体要深一些,更有利于植物生长

而容易沼泽化,因此,又可称之为洪漫湖、河漫湖泊和

岸后沼泽。

3. 2. 3 剖面结构特征

本区盒 8上段曲流河沉积具明显的下粗上细二元

结构,下部河道滞留和边滩沉积中常见斜层理及含有

较多泥砾,向上变细呈正粒序,自然伽玛曲线呈典型

的钟形, 边滩上部被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组成的废弃

河道、天然堤等溢岸沉积覆盖,另外还被粉砂质泥岩、

暗色泥岩组成的河间湖泊与决口扇韵律交替沉积组

成的河间蓄水洼地沉积覆盖,共同构成厚度很大的漫

滩垂向演化序列, 其细粒组分在整个垂向序列中占很

大比例, 表示漫滩沉积在曲流河垂向序列中是很重要

的组成部分, 表现出明显与盒 8下段辫状河泛滥平原

与河间湖泊完全不同的沉积序列 (图 2)。

4 沉积模式

4. 1 缓坡型辫状河沉积模式

通过对研究区单井剖面沉积微相分析和各小层

砂体沉积微相平面编图①,结合苏里格庙地区宽缓西

倾的单斜构造形态, 证实苏 6井区盒 8下段为多条河

道频繁交互汇聚而形成的缓坡型辫状河沉积环境。

河道主体以发育心滩为主, 此外还发育有一定规模的

废弃河道, 河道带之间发育有地势相对较高的古地

貌,这些高地貌在洪泛期可形成包括决口扇、泛滥平

原、河间湖泊和沼泽在内的漫滩沉积, 据此特征,提出

苏 6井区盒 8下段缓坡型辫状河沉积模式 (图 6)。该

模式对储集砂体有如下几点解释:①辫状河砂体的发

育规模和几何形态受河道的宽度控制,其中粗粒砂体

分布主要受心滩分布控制,考虑到苏 6井区有效储集

体多为粗粒沉积, 说明心滩微相对有效储层的控制作

用明显; ②辫状河交汇处易形成较宽的河道带和较大

规模的心滩, 是有利储集砂体的发育位置; ③心滩分

布不均、大小不一,而且各个心滩在侧向相互叠置的

同时,砂体之间往往被充填河床或废弃河道的细粒砂

岩和泥岩分隔,从而使砂体的横向连续性和连通性受

到限制, 同一河道内的储集砂体非均质性也非常严

重,单砂体发育规模限于千米级范围内。④河道带之

间往往发育一定规模的泛滥平原、河间湖泊和决口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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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 它们对发育于各河道中的储集砂体有强烈的分

隔作用,因此,同一河道内的储集砂体往往可形成相

对独立的气藏,由多个河道砂体的存在可造成多个相

对独立的气藏并存;⑤辫状河砂体横向上连片分布性

好,但其内部砂体结构存在差异, 表现为粗粒心滩沉

积与中 ) 细粒河道和泥粉砂质的废弃河道充填沉积

作用的交替发育。

图 6 苏 6井区下石盒子组盒 8
下
段缓坡型辫状河沉积模式图

F ig. 6 T he g entle slope b ra ided channe l sedim entary m ode l

o f the low er part o f 8 th m ember o f Low er Shihezi

Fo rm ation in Su-6 area of Su lige gas fie ld

4. 2 多河道低弯度曲流河沉积模式

通过苏 6井区盒 8上段单井剖面和平面沉积微相

的研究,认为研究区盒 8上段不能用单河道曲流河沉

积模式加以描述,而是具多河道低弯度曲流河沉积特

征,在沉积记录中则表现为以细粒溢岸沉积物为主的

特点, 其河道沉积物对于油气和煤炭勘探有重要意

义
[ 16]
。依据盒 8上段主要含气层段的河道砂体与泛

滥平原 (河间湖泊 )的平面展布特征, 建立了苏 6井

区盒 8上段多河道低弯度曲流河沉积模式 (图 7)。该

模式显示:①此类曲流河中砂体成因类型较多, 有利

于储层发育的砂体主要为边滩砂体、河床滞留砂体,

局部为大河道中发育的心滩砂体,而天然堤砂体和决

口扇砂体不利于储层发育。②此类曲流河砂体宽度

受河道侧向迁移控制,可形成宽度为千米以上的大砂

体,平面上呈宽带状和席状分布;③受河道摆动、侵蚀

影响, 天然堤沉积易被剥蚀, 垂向上不同时期沉积的

多个边滩砂体可连续叠置发育, 形成有利的储集砂

体;④此类曲流河冲积平原上,往往存在多条河流,河

道之间的河漫沉积阻隔了砂体之间的连通性。

图 7 苏 6井区下石盒子组盒 8上段多河道低弯度

曲流河沉积模式图

F ig. 7 T he m ore-channel and low-sinuosity m eande ring r iver

sed im enta ry mode l o f the upper part o f 8th m em be r o f L ow er

Shihezi F orm ation in Su6 area o f Sulige gas field

5 结论

( 1) 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苏 6井区盒 8下段

属于辫状河相,可识别出河床滞留沉积、心滩、废弃河

道、泛滥平原、决口河道、河间湖泊等沉积微相, 剖面

结构上表现为多个心滩砂体连续叠置,且底冲刷面非

常发育, 溢岸沉积并不发育等特征;盒 8上段属于曲流

河相,可识别出河床滞留沉积、边滩、废弃河道、天然

堤、决口扇、泛滥平原、河间湖泊和沼泽等沉积微相,

剖面上具明显的二元结构, 漫滩沉积在垂向序列上占

很大比例。

( 2) 建立了苏 6井区盒 8段缓坡型辫状河与多

河道低弯度曲流河两种沉积模式,可对储集砂体进行

预测和解释, 认为有利储集体主要是不同时期沉积的

高能水道心滩和边滩叠置砂体, 其次为河床滞留砂

体,个别的废弃河道和决口河道砂体亦具有一定的储

集性,而广泛发育的天然堤和决口扇砂体大多数为岩

性非常致密的非储集体,河道带之间的漫滩沉积对储

集砂体具有一定的分隔作用。

( 3) 上述沉积相类型的划分以及沉积模式的建

立可对包括苏 6井区在内的整个苏里格庙地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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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类型的河流砂体进行解释,为苏里格气田的井位

部署和扩边等大规模开发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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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8 thM ember of Lower Shihezi Formation

in Su6 Area, SuligeGas Field

WEN Hua-guo ZHENG Rong-cai GAO H ong-can DA I Chao-cheng LI Guo- ju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 f Oil and Gas Reservo ir Geology and Exploita tion, Chengdu Univers ity o f Techno logy, Chengdu 610059 )

Abstract Su6 area is the m a in gas-produc ing d istrict in Su lige gas field. There is a lo t o f debate am ong institu tes

and scho lars on the type and character istic of sedim entary facies in the 8th m em ber o f theM idd le Perm ian Low er Sh-i

hezi Fo rm ation w hich is the m a in gas-produc ing strata. According to comprehensive stud ies o f w ell log s, cores and

prev ious study, the authors conc lude that the k ind o f deposit iona l system is river in the 8th m ember o f Low er Sh ihezi

Form ation and it cou ld be further c lassified into tw o kinds as the bra ided-river in the low er part and the m eandering-

river in the upper par.t B ased on the de liberate analysis o fm icro fac ies, the authors set up the gentle-grad ient bra ided

river sedim entary m ode l and the m u lt-i channel and low-sinuosity m eandering river sedim entary m ode,l and think that

the m ost favorab le reservo ir is overriding sand bod ies of channe lbar and po int bar and channel bed sand bodies is sub-

favorable reservo ir. The estab lishm ent o f the sed im entary facies type and sedim entary m odel g ives a good m ethod to fa-

vorable facies be lts predict ion, reservo ir eva luation and explo itat ion in Su lige gas f ield including the w ho le Su6 area.

Key words Su lige gas fie ld, the 8 th m ember o fLow er ShiheziForm ation, bra ided channe,l m eandering river, sed-i

m entary m ode,l favorable reservo ir

(Be continued from page 64)

② from late Perm ian to Jurassic w estBogda w as in pos-t rifting stage, eastBogda show ed the rud im ent ofm ounta in w ith

further uplift ing, southern m argin w as in w eak pressure- flexure subsidence stage; ③ from late Jurassic to Quaternary

w est Bogda r ifting w as fo lded into the m ounta ins by inversion, northern and southern m arg ins w ere evo lved into fore-

lands, east Bogda exper ienced further uplift ing. The evo lution of basin form ation,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petro le-

um accum ulat ion of Bogda reg ion suggests: lacustrine source rock deve loped in w est Bogda dur ing pos-t rifting ( P2 ) ,

w hich experienced deep buria l h istory( T-J) , later up lifting from rift ing by inversion destroyed form er reservoir, far-

sourced petroleum accum ulat ing is favo rable before incipient up lifting; southern m arg in of east Bogda experienced

m ult-i phases 'pressure-f lexura l subsidences, mu lt-i in terbedded m udstone and coal hydrocarbon o f lake-sw am p facies

deve loped( P2-J2 ) , form er Jurrasic rise contro ls far-sourced o il and gas accum ulat ion o f upper Perm ian petro leum sys-

tem, the faul-t re lated fo lds traps by orogeny since late Jurassic contro l vertical o il and gas accum u lation in Jurassic

sourc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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