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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叠纪延长期长 7沉积期是鄂尔多斯盆地中生代湖盆发育的鼎盛时期,沉陷幅度大, 湖盆范围广。通过研究

明确了长 7沉积期物源来自盆地周边五个方向,其中东北部、西南部为主要物源方向,西部、南部、西北部为次要物源

方向; 长 7主要发育三角洲相和湖泊相,进一步划分出 5种亚相 10种微相, 其中长 73期湖盆面积最大 ,半深湖 ) 深湖

相浊积砂体不发育, 暗色泥岩及高阻泥岩发育, 为中生界主要优质烃源岩;长 7
2
期, 半深湖 ) 深湖相沉积面积明显减

少, 浊积砂体较发育;长 71期 ,湖盆面积及半深湖 -深湖相沉积面积继续减少,浊积砂体最为发育, 是长 7油藏的主力

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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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地台的西部, 是我国第二

大沉积盆地,古生代属于大华北盆地的一部分, 中生

代晚期才演化为一独立的坳陷盆地, 具有典型的克拉

通沉积盆地的特点。区域构造呈现为西倾的平缓大

单斜
[ 1]
。根据盆地重磁电特征、基岩埋深、现今构造

等基本地质特征,结合盆地的构造演化, 将盆地划分

为六个次级构造单元
[ 2]
。按沉积旋回将延长组从上

到下划分为 10个油层组
[ 3]
, 长 1) 长 10在盆地不同

地区均有油藏分布和发现, 长 7、长 9段发育优质烃

源岩。

  长 7沉积期是鄂尔多斯盆地延长期湖盆发育的

鼎盛时期, 气候温暖潮湿
[ 4]

, 湖盆范围最广, 坳陷最

深,暗色泥岩最大厚度 120m,一般 70~ 80 m, 湖水环

境最为安静,泥岩中有机质丰富, 母质类型以腐殖 )

腐泥型为主,为一套优质的源岩
[ 5 ]

;依据沉积旋回长

7油层组自上而下划为长 71、长 72和长 73三个小层。

  近年来随着盆地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长 7油藏

不断获得突破,发现了多个含油富集区,打破了 /长 7

沉积水体较深,砂体规模小,物性差, 不能形成规模油

藏 0的传统观念, 而前期对长 7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烃

源岩的层面上,有关延长组长 7油层组物源方向、沉

积相类型、砂体形态和平面展布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至今还未进行过详细的专题研究。本文通过对盆

地野外露头剖面 (中生界延长组露头剖面 )、岩心、测

井和粒度分析等资料综合分析, 分别对延长组长 7物

源、沉积相类型、沉积相展布及其演化特征进行了详

细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沉积模式, 为盆地中生界

延长组长 7油层的勘探评价提供了地质依据。

1 物源分析

  通过对轻重矿物及岩屑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甄
别,明确了长 7重矿物、轻矿物和岩屑平面分布特征

(图 1~ 图 3), 分区性较为明显, 可划分出东北 ( Ñ
区 )、西南 ( Ò 区 )、西北 ( Ó 区 )、西部 ( Ô 区 )、南部

(Õ区 )、中部 ( Ö区 )六个区, 反映五个物源方向,其

特征概括如下:

  Ñ区: 位于盆地东北及东部, 向西南延伸至吴

起 ) 志丹南 ) 黄陵一线,重矿物表现为锆石 +石榴子

石组合, 石榴子石含量一般大于 50%; 轻矿物表现为

高长石区,长石含量占主导地位, 含量大于 50%, 石

英含量小于 30% ,岩屑含量 10% ~ 15% ;岩屑特征表

现为火成岩屑 +变质岩屑区, 沉积岩屑较少, 岩屑总

含量 10% ~ 15%。该区由于石油勘探主要集中在长

6层, 钻至长 7及以下层位的井较少,无含油显示,取

芯较少, 但至今为止, 东北物源为盆地中生代沉积主

要物源方向的观点已得到研究学者的一致认可
[ 6, 7]
。

  Ò 区:位于盆地西南部镇原 ) 宁县地区, 向东北

方向前端延伸至华池 ) 正宁一线,重矿物表现为石榴

子石 +电气石 +高锆石组合区, 由西南向东北盆地中

心方向不稳定矿物硬绿泥石含量减少至消失,稳定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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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重矿物分布图

F ig. 1 H eavy m inera ls distribution ofM ember 7 o f

Yanchang Fo rm ation in O rdos B asin

图 2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轻矿物分布图

F ig. 2 L ight m ine ra ls distribution ofM ember 7 o f

Yanchang Fo rm ation in O rdos B asin

图 3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岩屑分布图

F ig. 3 De tritus d istr ibution o fM em be r 7 of Yanchang

Fo rma tion in O rdos B asin

物电气石出现;轻矿物表现为高石英、低长石区,与Ñ

区不同的显著特点是石英含量大幅增高,而长石含量

却降低, 石英含量为 45% ~ 60% , 长石含量 20% ~

30% ,岩屑含量 20% ~ 30% ;岩屑特征表现为火成岩

屑 +沉积岩屑 +变质岩屑区, 岩屑总含量高于 Ñ区,

为 20% ~ 30%,沉积岩屑含量高。

  Ó 区:位于湖盆西北盐池 ) 定边地区, 重矿物表

现为高石榴子石区,锆石次之,含有少量硬绿泥石;轻

矿物表现为石英、长石含量近等,岩屑含量低;岩屑特

征表现为高变质岩屑区,含量 10% ~ 20%, 沉积岩屑

含量低, 变质岩屑含量高达 5% ~ 15%。

  Ô区:位于盆地西部环县地区, 重矿物表现为石

榴子石 +高锆石组合区,以锆石为主, 石榴子石次之,

含有少量的电气石、绿帘石, 锆石含量大于 60%; 轻

矿物表现为高石英区, 石英含量一般大于 50%, 而长

石、岩屑含量偏低;岩屑特征表现为火成岩屑 + 变质

岩屑 +沉积岩屑区,岩屑含量 10% ~ 35%, 向盆地中

部岩屑含量减少。

  Õ区:位于盆地南部正宁 ) 旬邑地区, 重矿物表

现为石榴子石 +锆石组合区,由南向北次稳定矿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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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子石含量减少,不稳定矿物绿帘石消失, 稳定矿物

锆石含量增加,电气石出现;轻矿物表现为高石英、长

石岩屑近等区, 石英含量 40% ~ 50% ,长石、岩屑含

量近似相等,约 20% ;岩屑特征表现为火成岩屑 + 变

质岩屑 +沉积岩屑区,岩屑含量约 20%。

  Ö区:位于盆地中部吴起 ) 华池 ) 宜君地区, 为

混源区,轻重矿物及岩屑组合比较混杂, 说明该区为

周边物源交汇区。

  综上所述,长 7沉积期, 物源来自盆地周边五个

方向: 东北、西南、南部、西北和西部, 其中东北和西南

是主要的两个物源方向,其余三个为次要物源方向。

2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通过岩性、沉积构造、沉积序列、电性组合特征、

野外露头和粒度特征等多种分析方法,结合区域沉积

背景、垂向沉积序列和沉积相共生组合关系, 从岩心

观察入手,建立单井沉积微相综合柱状图, 进行井间

相剖面对比,最终在平面上划分相区。鄂尔多斯盆地

延长组长 7油层组主要由湖泊相和三角洲相组成, 进

一步分为 5种亚相, 10种微相 (表 1,图 4), 在盆地西

缘还发育有冲积扇沉积。

表 1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层沉积相类型

Tab le 1 Sed im en tary facies type s ofM em ber 7 of

Y anchang Form ation in Ordos Basin

相 亚相 微相

冲积扇

三角洲平原 分流河道、分流间洼地

三角洲 三角洲前缘
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天然堤、分流间湾、

河口坝、远砂坝、席状砂

前三角洲

湖 泊
浅 湖 滩砂

半深湖 ) 深湖 浊积岩

2. 1 冲积扇沉积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冲积扇主要发育在盆

地西南缘崆峒山和策底坡一带。

  平凉崆峒山冲积扇主要发育扇根碎屑流沉积。

剖面底部为一套红色泥岩与粉细砂岩互层的洪泛沉

积。序列下部主要为片流和辫状水道沉积,表现为扇

端和扇中沉积的特点, 剖面向上主要为扇根沉积, 以

挺拔俊秀的崆峒山为主体,几乎全部由扇根碎屑流组

成 (图 5), 不具任何层理构造, 大套砾岩中偶夹砂岩

透镜体,厚度几十厘米到 1m左右。崆峒山砾岩的碎

屑组合与盆地内部延长组相比, 与长 7以上地层类

似,均含白云岩屑;但重矿物组合特征则明显不同,盆

地内部长 7以上地层均表现为高锆石、中等白钛矿、

低石榴石和磁铁矿的特征, 而崆峒山砾岩则表现为低

锆石、高磁铁矿的特征。

  华亭策底坡剖面主要为扇中辫状水道沉积,为三

套灰、灰绿色砾岩、厚层块状细砂岩、粉砂岩向上渐变

为薄层深灰色、灰黑色泥岩的正旋回组成, 每个旋回

底部为砾岩与泥岩冲刷接触,砾岩单层厚度由下向上

由 0. 3m增加到 5m (图 6) ,反映出扇中进积序列;砾

岩呈透镜状, 为多期水道叠加迁移的产物, 砾石的磨

圆、分选与崆峒山相比明显变好,圆度、球度中 ) 好,

砾径 1~ 2 cm。泥质、粉砂质沉积物中植物茎杆、叶

片非常发育, 穿层富集。

2. 2 三角洲相沉积

  三角洲沉积为河流与湖泊沉积的过渡地带,在河

流入湖地区, 因坡度减缓, 水流扩散, 流速降低, 水流

携带的泥砂迅速沉积, 形成三角洲沉积体。晚三叠世

鄂尔多斯盆地周边地区主要发育河控三角洲。根据

入湖河流的性质又可细分为曲流河三角洲和辫状河

三角洲。盆地坡度较缓的东北地区主要发育曲流河

三角洲沉积, 而位于陡坡带的西南、西北地区主要发

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 1) 三角洲平原沉积

  三角洲平原为三角洲沉积的水上部分,以分流河

道和河漫滩砂、泥岩互层及分流间湾沉积为特征。其

中分流河道沉积最为典型, 底部具有冲刷面, 内部具

向上变细的沉积序列, 底部砂岩含有零星分布的泥

砾,向上为中 ) 细砂岩, 发育槽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

理,顶部为沙纹交错层理的粉 ) 细砂岩与泥岩互层。
砂岩分选较好, 厚度几米到几十米, 横向延伸可达

100m。河道间沉积为粉砂质泥岩、黑色泥岩及煤线,

见植物根化石。三角洲平原亚相沉积主要发育在盆

地东北部横山以北地区。

  ( 2) 三角洲前缘沉积

  三角洲前缘亚相是三角洲沉积的主体部分。鄂

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沉积期三角洲前缘亚相以水

下分流河道和分流间湾沉积为主,河口坝不发育。

  水下分流河道为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的水下延

伸部分, 具有河流沉积特征, 砂体呈上平下凸的透镜

体,平面上呈朵状或鸟足状向湖内伸展, 砂体在纵向

剖面具有下粗上细的正旋回特点,反映其随着沉积物

的不断加积, 水体变浅,水动力条件减弱。其沉积特

点是厚层的砂体与前三角洲泥或分流间湾泥岩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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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置, 砂岩底部具冲刷面, 含有磨圆度较好的泥砾, 底

部砂岩一般不显层理, 为块状; 向上出现平行层理

(图 7-1)、板状交错层理、槽状交错层理 (图 7-2)、沙

纹交错层理、变形层理和水平层理。水下分流河道粒

度概率图为三段式,以跳跃总体为主, 悬浮总体极小,

反映沉积时水动力条件较强。

图 4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综合柱状图

F ig. 4 Co lumn ofM ember 7 o fY anchang Forma tion in O rdo s B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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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平凉崆峒山冲积扇沉积序列

F ig. 5 Sedim entary sequence of a lluv ia l fan in

Kongdongshan section, P ing liang

图 6 华亭策底坡剖面扇中沉积序列

F ig. 6 Sedim en tary sequence of a lluv ial m id- fan

in C ed ipo section, H ua ting

  分流间湾主要指位于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

之间的、向下游方向开口并向上游方向收敛的小型洼

地环境。岩性为深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

岩的韵律薄互层组合。沉积构造以水平层理为主

(图 7-3) ,波状层理次之, 表明该微相主要处于安静

的低能环境并有间歇湖浪改造作用。所含化石以碳

化植物为主。生物扰动作用强烈, 垂直、水平虫孔较

为发育,变形、包卷构造常见 (图 7-4)。

  河口坝微相在鄂尔多斯盆地三叠世延长期长 7

沉积期不太发育,只是在半深湖 ) 深湖区的三角洲前
缘局部出现,分布在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入湖的河口

处,其特征是具有向上变粗的沉积序列, 主要为厚层

块状砂岩,分选较好,具槽状、板状、沙纹交错层理、平

行层理和水平层理, 层面上有时见波痕, 泥质粉砂岩

中见生物逃逸遗迹, 生物化石较少, 有时见炭化植物

碎片。

  远砂坝是由河流所携带的细粒沉积物在三角洲

前缘河口坝与浅湖过渡的地带所形成的坝状沉积体;

席状砂是由河口坝和远砂坝经湖浪改造,沿岸侧向堆

积而成, 其特点是砂体分布面积广泛, 厚度薄, 砂质

纯,与滨浅湖相泥岩呈互层。由于湖浪改造作用较

弱,因此研究区内远砂坝及席状砂沉积微相不发育。

  ( 3) 前三角洲沉积

  前三角洲是指河流携带入湖沉积的泥质和细粉

砂等细粒部分, 在河口处由于水动力强不能沉积下

来,继续呈悬浮状态向前搬运到较安静环境才沉积下

来。岩相主要为深灰色、黑色、灰色泥岩或页岩夹粉

砂岩薄层,发育水平层理。

2. 3 湖泊相沉积

  延长组长 7沉积期,由于盆地不均衡强烈拉张下

陷,为湖盆最大扩张阶段,湖盆面积达到最大,浅湖亚

相和半深湖 ) 深湖亚相沉积最为发育。

  浅湖亚相沉积物粒度较细, 研究区浅湖亚相的主

要岩性为深灰色 ) 灰黑色泥岩、粉砂质泥岩、泥质粉
砂岩, 局部夹薄层状粉 ) 细砂岩, 具浪成沙纹交错层

理,通常在几十米范围内即可尖灭。泥岩中水平层理

发育,含沥青及大量植物碎片和垂直虫孔, 此外可见

介形虫、叶肢介和双壳类等动物化石。其滩砂沉积微

相岩性以灰色薄层细砂岩为主, 间夹薄层暗色泥岩,

滩砂的分布面积广, 呈席状产出, 大致与岸线平行。

其成因和发育位置与湖浪作用相对较强的湖底正地

貌有关。在研究中,由于这种沉积亚相与湖泊三角洲

前三角洲亚相相邻, 亚相标志区分难度大, 都划归为

三角洲前缘亚相。

  半深湖 ) 深湖亚相在盆地延长组长 7油层组中

十分发育, 其中长 73期分布范围最广。岩性主要为

深灰 ) 灰黑色碳质泥岩、纹层状粉砂质泥岩、页岩和

油页岩夹浊积岩。泥岩含介形虫、方鳞鱼 (图 7-5)等

动物化石,植物化石较少。半深湖 ) 深湖区是低洼地

带,易形成沉积物重力流,主要为浊流、碎屑流和液化

流,其中浊流最为发育, 浊积岩也是长 7油层的主要

储集体。

  根据盆地 34口井长 7的 66个样品粒度资料分

析,浊积岩在粒度概率曲线上表现为两段式或三段

式,主要由跳跃总体组成;在 C ) M图上为平行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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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油层组岩心照片

F ig. 7 Co re photographs o fM ember 7 o f Yanchang Fo rm ation in O rdos Basin

1.安 65 2307. 56m 长 71平行层理; 2.高 22 1908. 53 m 长 71槽状交错层理; 3.峰 4 2140. 05 m 长 72水平层理; 4.安 83

2133. 0m 长 71包卷构造; 5.岭 79长 71 1740. 5m 鱼鳞化石; 6.宁 43 1626. 0 m长 72槽模 ; 7.里 78 2099. 72 m长 72印模;

8.宁 33 1671. 4 m长 72重荷模; 9.宁 43 1634. 5 m 长 72火焰状构造; 10.正 7 1678. 3 m 长 72滑塌变形构造; 11.庄 80

1980. 2m 长 7
2
薄层浊积岩; 12.庄 42 1842. 88 m 长 7

1
中层浊积岩; 13.宁 33AAAA层序 长 7

1
1638. 2~ 1638. 8 m; 14.宁

43 1615. 0 m 长 71泥岩撕裂屑; 15.环 74 2536. 94m 长 71液化砂岩脉

=M 基线的直线段,表现为浊流沉积的特征; 萨胡函

数判别值为 6. 8147< Y< 9. 9500,平均值 Y= 8. 4295,

判别为浊流沉积环境。同时通过盆地 50余口井的岩

心观察发现,浊积岩在剖面上表现为深水泥岩中间夹

具有递变层理的砂岩, 见鲍马序列,与浊流伴生的沉

积构造现象丰富多样。

  延长组长 7浊积岩中层理类型发育, 以块状为

主,多见变形层理,平行层理、水平层理和沙纹层理较

少。变形层理主要见于泥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中,

显包卷状和小褶皱状, 主要是由于沉积物未固结前水

下滑动所致。沙纹层理主要在细砂 ) 粉砂岩中见到,

水平层理主要发育于泥岩中,而在粉砂 ) 细砂岩与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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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的互层段发育丰富的槽模、沟模、印模 (图 7-6、7-

7)等底层面构造; 与此同时,还发育有重荷模 (图 7-

8)及伴生的泥岩火焰构造 (图 7-9)、包卷层理和滑塌

变形构造 (图 7-10)等同生变形构造。

  结合岩石类型、沉积构造、结构特征, 识别出盆地

长 7三种类型的浊积岩, 即薄层浊积岩、中层浊积岩

和厚层浊积岩。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薄层浊积岩: 一般厚度小于 10 cm, 有的不到 1

cm。通常由下部的细 ) 粉砂岩和上部粉砂质泥岩或

泥岩组成多个韵律层,常以砂泥岩薄互层出现。细 )

粉砂岩底部平整,岩性突变,常有微型重荷模出现, 具

有正粒序,上部水平层理, 少量岩心可见沙纹层理, 其

组成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B段、ADE段或 DE段 (图

7-11)。

  中层浊积岩: 厚度几厘米到 30 cm, 一般常见十

几厘米的中层浊积岩,一种通常可见到较完整的鲍马

序列 ABCDE段或不完整的鲍马序列组合 (图 7-12) ,

还有一种夹于暗色泥岩中的中层浊积岩, 该浊积砂岩

顶底界面突变, 底部可见微冲刷, 略显正粒序。砂岩

为细砂岩,多饱含油,底面具有较清楚的槽模、沟模、

重荷模。

  厚层浊积岩: 砂层厚度一般大于 0. 5 m, 有的可

达 10m以上。厚层浊积岩通常不具任何沉积构造,

呈块状,泥岩夹层极薄或缺失, 经常出现多个递变层

的重复出现,其间有微冲刷现象, W alker R G ( 1979 )

称之为叠覆冲刷砂岩,他认为块状砂岩主要形成于沟

道环境,不像典型浊积岩那样呈层状稳定分布。厚层

浊积岩中每个递变层类似于鲍马序列的 A段, 可用

鲍马序列 / A, A, A, A0序描述 (图 7-13)。

  碎屑流是含水的粘滞性或非粘滞性砾石级碎屑

的块体流,借助砾间的碰撞力和流体的粘度进行支撑

和悬浮,在重力作用下进行块体搬运和沉积作用, 碎

屑流属于沉积物重力流的一种,不仅形成于陆上冲积

扇环境,而且也广泛发育于深水沉积体系中。碎屑流

的沉积物通常表现为厚层或块状,沉积层底面不具侵

蚀性, 内部板条状砾石一般顺层排列,有时在块状砂

岩内可见泥岩撕裂屑 (图 7-14)。

  液化沉积物流是结构松散的砂被液化后产生超

孔隙压力 (向上的粒间流 )支撑的液体流,在重力作

用下进行的块体流搬运和沉积作用, 发育泄水构造、

砂岩脉
[ 8]

(图 7-15)、火焰状 ) 重荷模构造、旋圈纹

层,常与碎屑流、浊流沉积共生,研究区液化流与碎屑

流都发育在浊流启动初期。

3 沉积相展布及演化

  在各种沉积相标志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岩心观察

描述及野外露头剖面资料,对其中 18口井进行单井

相分析, 选取了五纵四横九条剖面进行连井相分析,

同时结合砂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图编制长 7各小层沉

积相平面图 (图 8) 图 10)。从这些图中可以看出,

延长组长 7沉积相类型比较丰富,其空间展布具有一

定规律性。

图 8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3沉积相分布图

F ig. 8 Sedim en tary fac ies o fM em ber 73 o f

Yanchang Form a tion in O rdo s Bas in

3. 1 长 73沉积时期

  长 73沉积时期鄂尔多斯盆地湖盆面积最大, 东

北部地区湖岸线位于横山一带, 西南部地区冲积扇直

接过渡为三角洲前缘沉积; 半深湖 ) 深湖相沉积面积
最大。

  在盆地东北部地区,主要发育三角洲沉积体系,

其中横山一线以北地区主要由分流河道组成,沿主河

道方向, 砂体厚度 5~ 10 m, 砂地比 10% ~ 40% ,分流

河道间发育大面积的泛滥平原和分流间洼地。而在

横山一线以南和吴起 ) 志丹 ) 宜川一线以北地区,则

由上游平原相多个交汇的三角洲向下游逐渐分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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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2沉积相分布图

F ig. 9 Sedim entary fac ies ofM ember 72 of

Yanchang Fo rm ation in O rdos B asin

朵体呈裙带状分布的三角洲前缘亚相,主要由水下分

流河道和分流间湾组成,河道砂体厚度 5~ 15 m, 砂

地比 10% ~ 40%。

  在盆地西南部环县 ) 泾川 ) 灵台 ) 彬县一线以

南地区分布着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 水下分流河道由

中细粒岩屑砂岩、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砂岩组成, 砂

体厚度 5 ~ 25 m, 砂地比 10% ~ 70%, 最高可达

80%。

  湖盆中部地区为半深湖 ) 深湖亚相沉积, 浊积岩

不发育, 砂体规模小,零星分布, 砂体厚度 5~ 30 m,

砂地比 10% ~ 50%; 该亚相主要沉积了具有高阻、高

伽马、高时差、低电位、低密度特征的一套油页岩和高

阻泥岩,其中油页岩及其底部凝灰岩测井响应的特征

组合是盆地延长组地层对比的最主要标志层, 其厚度

由几米到几十米,往往由厚层深灰、灰黑色泥岩或碳

质泥岩与灰绿色、深灰色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粉、细砂岩的薄互层、韵律层组成, 反映深水沉积特

征,这套以泥质为主的深水沉积俗称 /张家滩页岩 0,

为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主力烃源岩。

3. 2 长 72沉积时期

  长 72期的岩相古地理是在长 73的基础上进一步

演化而成的,分布特征继承了长 73期的格局, 盆地湖

水面积有减少趋势, 显示湖侵作用逐渐减弱, 三角洲

平原相带变化不大, 而前缘亚相带向湖盆中心扩大,

半深湖 ) 深湖相沉积面积较长 73明显减少, 沉积中

心位于姬塬 ) 华池 ) 塔儿湾 ) 黄陵一线。三角洲分

流河道砂体较长 73发育,半深湖 ) 深湖浊积砂体发

育,平行于湖岸线展布, 砂体厚度 5~ 25 m, 砂地比

10% ~ 60%;从平面上看,盆地南部发育的浊积砂体

较西南部和西部浊积砂体规模大, 延伸距离长, 浊积

砂体宽度 10 ~ 20 km, 砂体厚度 5 ~ 25 m, 砂地比

10% ~ 60%;而在湖盆中部东北地区浊积岩不发育,

主要沉积物为暗色泥岩。

图 10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1沉积相分布图

F ig. 10 Sed imentary fac ies ofM ember 71 of Yanchang

Fo rma tion in O rdos B asin

3. 3 长 71沉积时期

  长 71期的岩相古地理基本继承了长 72期的格

局,盆地内总体上湖水面积比长 72明显减少, 显示湖

侵作用进一步减弱,相应的三角洲平原相带进一步变

宽;前缘亚相带较长 72向湖盆中心萎缩, 与平原相带

的界限位置明显向湖盆中心进一步位移; 长 71明显

的特征是浊积砂体和前缘相砂体较长 72、长 73发育。

与长 73、长 72相比, 平原亚相分流河道增多,砂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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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大, 分流河道宽 10~ 20 km,泛滥平原沉积面积

减小,沿河道主流方向, 砂体厚度 5 ~ 20 m, 砂地比

10% ~ 50%, 砂岩主要为长石砂岩。泛滥平原内部以

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为主。

  盆地东北部三角洲前缘微相类型以水下分流河

道和分流间湾为主,分流河道宽 5~ 40 km,砂体厚度

5~ 30 m, 砂地比 10% ~ 70%。其中吴起三角洲是长

71延伸最远的三角洲, 直接抵达盆地腹地白豹地区与

西南三角洲体系末端的浊积砂体交汇,形成湖盆中部

的混源区。与长 72相比, 前缘亚相还有一显著特征

就是西部分流河道砂体发育, 河道宽 5~ 20 km, 砂体

厚 5~ 25 m, 砂地比 10% ~ 50%。

  长 71沉积时期半深湖 ) 深湖沉积浊积砂体规模

较长 72大, 平行于湖岸线展布, 浊积砂体厚度 5~ 30

m,砂地比 10% ~ 70%, 长 71浊积砂体也是长 7油藏

的主力储层,目前已发现的长 7油藏主要集中分布在

长 71浊积砂体储层中。

图 11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世长 7期沉积模式图

F ig. 11 Sedim entarym ode l ofM ember 7 o fY anchang

Epoch in O rdos Basin

  根据以上研究,建立了鄂尔多斯盆地延长期长 7

沉积期沉积模式图。在晚三叠世内陆湖盆的演化过

程中, 区域构造运动不但控制着盆地的性质、湖盆的

兴衰历史,而且也决定着盆地的沉积格局和岩相古地

理的时空变化。长 7沉积期湖盆沉积主要物源来自

盆地东北和西南方向,多条水系同时发育 (图 11), 盆

地的主要储集体是由西南陡坡带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体系和东北缓坡带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砂体在湖

盆中部形成的厚层浊积砂体, 为长 7油层主要储集

体。

4 结论

  ( 1) 延长组长 7沉积期物源主要来自盆地周边

五个方向:东北、西南、南部、西北和西部,其中东北和

西南是主要的两个物源方向,其余三个为次要物源方

向。

  ( 2)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沉积期沉积类型

主要为湖泊相和三角洲相, 在盆地西缘发育有冲积扇

沉积。

  ( 3) 延长组长 7三个岩性段沉积时期,受印支期

盆地西南缘构造运动的影响,沉积相变化具有明显的

规律性, 长 73沉积时期, 盆地湖盆面积最大, 半深

湖 ) 深湖相浊积砂体不发育; 长 72沉积时期, 半深

湖 ) 深湖相沉积面积明显减少, 三角洲前缘砂体和半

深湖 -深湖相浊积砂体较为发育;长 71沉积时期,湖

盆面积继续收缩减少, 三角洲前缘砂体与半深湖 ) 深

湖浊积砂体最为发育。

  ( 4) 延长组长 7沉积期三角洲前缘砂体和半深

湖 ) 深湖浊积砂体发育, 特别是长 71和长 72的浊积

砂体,厚度大,分布面积广, 对于盆地中生界石油勘探

和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进行勘探部署的首选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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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positiona l stage o fmember 7 o fYanchang Forma tion in Triassicw as themax imum ofM esozo ic lake

basin in Ordos basin, the subsidence of lake basin w as the largest and the lake basin scopew as ex tensive. it has been

clarified that the source sedimen ts w ere from five d irections of basin circum ference, them ainly source w a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area . In add ition, there are three secondary source areas that w as located in the w es,t

south and northw es.t The sedim entary facies of member 7 of Yanchang Format ion are the delta and lacustrine fac ies,

w hich can be further sub-div ided into five sub-fac ies and ten m icrofacies. During the deposit ion ofM ember 73 o f the

Y anchang Format ion, the lacustrine areaw asm ax imum, the turb id ite o f hal-f deep lake and deep lake facies w ere not

deve loped, but the dark and h igh resistancemudstone w ere developed, w hich w ere main high qua lity source rock of

M esozoic, the depositional area o f hal-f deep lake and deep lake fac ies w ere c learly reduced during the deposition of

M ember 72 of theYanchang Format ion, the turb iditew ere re lat ive ly developed; the lacustrine area and the deposition-

al area of ha l-f deep lake and deep lake facies continua lly reduced during the deposition ofM ember 71 of theY anchang

Formation, the turb id ite w as ex tensively developed, w hich w as the main reservo ir ofM ember 7.

K ey words sedim entary facies; delta facies; lake facies; Chang-7 o il reservo ir se;t O 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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