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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积型三角洲交汇区沉积模式
———以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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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碎屑岩储层发育的最主要沉积相类型之一，进积型三角洲在油气勘探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

对进积型三角洲沉积模式的研究，对于油气储层预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古近纪湖盆内发育的

东营三角洲和永安三角洲在沙河街组三段中亚段沉积期发生了交汇，而有关两个三角洲的交汇方式、沉积特征及交

汇区储层的预测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岩芯观测、录井和地震资料为基础，分析了东营凹陷古近系沙三段中亚段

三角洲交汇区沉积特征，探讨了沉积期次、交汇过程，建立了三角洲交汇区沉积模式。 研究表明，东营凹陷沙河街组三

段中亚段主要发育湖泊、进积型三角洲沉积；储集砂体主要形成于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微相次之，浊积

岩主要分布于深湖区。 认为此前界定的东营三角洲的分布范围可能被夸大，而永安三角洲的沉积规模可能被低估。
东营凹陷古近系沙三中亚段可划分为 ９ 个期次，其作用过程可分为局部交汇阶段和完全交汇阶段。 三角洲水下交汇

区是水流汇聚和沉积物卸载的有利场所，叠置砂体可成为有利的油气储层，因而具有重要的油气勘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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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碎屑岩储层而言，进积型三角洲是储集砂体

发育的最有利相带；对于多物源方向供给的陆相湖泊

三角洲，进积型三角洲的交汇作用尤为显著。 但目前

对于进积型三角洲交汇区的沉积模式研究仍较薄弱，
因此，加强该方面的研究对于三角洲沉积地质学研究

和储集砂体预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角洲沉积体系是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古近系沙河

街组主要的储集相类型之一［１］，其中沙河街组三段

中亚段发育了东营三角洲和永安三角洲两个大型三

角洲。 然而，有关其发育规模、展布范围、控制因素、
旋回划分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较大争议［２⁃７］，两个三

角洲的交汇方式及交汇区储层的预测尚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从而影响了对交汇区储层展布规律的认识及

油气勘探。 故本文以钻井资料分析统计为基础，结合

地震资料、岩芯观测和分析测试，分析了东营凹陷古

近系沙三段中亚段三角洲交汇区沉积特征，探讨了沉

积期次、交汇过程，建立了三角洲交汇区沉积模式，以
此为今后的勘探部署和地质研究提供参考。

１　 区域地质概况

１．１　 地层特征

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古近系由老至新为孔店组、
沙河街组和东营组，其中沙河街组为其主要产油层，
地层连续，自下而上可分为沙四段、沙三段、沙二段、
沙一段。 其中沙三段是烃源岩和岩性圈闭最发育的

层段，可进一步分为沙三下、沙三中和沙三上 ３ 个亚

段。 沙三下亚段主要为泥岩与灰褐色油页岩的不等

厚互层，夹少量灰岩及油页岩；中亚段为泥岩、油页

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细砂岩组成的互层结构，沉
积厚度为 ４００～５００ ｍ；上亚段以泥岩为主，含泥质灰

岩，沉积厚度为 ４００ ～ ４５０ ｍ［２］。 本文重点研究沙河

街组三段中亚段，简称沙三中亚段（Ｅｓｍ３ ）。
１．２　 构造特征

古近纪渤海湾断陷盆地济阳坳陷东南部东营凹

陷，是一个大型的宽缓箕状凹陷［１］，其东西长 ９０ ｋｍ，
南北宽 ６５ ｋｍ，面积约 ５ ７００ ｋｍ２。 研究区北邻陈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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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构造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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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起，南靠鲁西隆起，西邻滨县凸起和青城凸起，东接

青坨子凸起，内部包括北部陡坡带、南部缓坡带、中央

隆起带、利津洼陷 、牛庄洼陷、民丰洼陷等次级构造

单元（图 １）。 在古近纪区域拉张的地质背景下，研究

区内发育一系列 ＮＥＥ 向正断层，断面整体向北倾斜，
造就了北陡南缓的盆地地形特点，而这种古地貌特征

控制了东营凹陷的沉积格局［１⁃２］。
１．３　 物源方向与沉积演化

物源来自东南部的鲁西隆起方向以及东北部的

青坨子凸起方向。 构造地质特征、古地形及物源方向

共同控制了古近纪沉积特征与地理格局。 古近纪东

营凹陷主要发育湖泊、三角洲沉积体系。 前人对东营

凹陷东营三角洲、永安三角洲作了大量沉积学与储层

地质学研究［２⁃１３］。 东营三角洲沿东营凹陷长轴方向

自东向西推进，沙三中亚段沉积时为其发育鼎盛时

期，主要分布在牛庄洼陷、中央隆起带以及利津洼陷

部分地区，分布范围及厚度均较大。 永安三角洲主要

自青坨子凸起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推进，并在古近纪中

期与东营三角洲发生交汇，交汇区主要分布在中央隆

起带以及部分利津洼陷和牛庄洼陷。
但两个三角洲的分布范围、交汇区的位置与交汇

方式等仍存在较大争议：通过古地磁方法确定的古流

向，认为东营三角洲的范围应扩大，其东北端甚至抵

达青坨子凸起附近［３］；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的骨架

砂体主要形成于东西轴向的东营三角洲［７］；扇体在

中期基准面旋回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换位置附近最发

育［１４］；永安镇三角洲受东营三角洲的影响［１１］。

２　 沉积相分析

２．１　 沉积相标志分析

研究区沙三中亚段沉积相标志主要有岩性标志、
沉积构造与序列、测井曲线特征、地震反射特征及古

生物化石等沉积相标志。
岩性特征方面，主要表现为深灰色泥岩、灰褐色

页岩、浅灰色细砂岩、灰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等岩石

类型的组合；沉积物粒度整体较细，中砂岩及更粗粒

沉积在研究区较少发育；灰黑色炭质泥岩较发育（图
２），偶见厚度 ２～３ ｃｍ 薄煤线。 细砂岩中常含有较多

的泥质，泥质既可呈分散状充填与碎屑骨架颗粒之

间，也常呈薄层状、脉状夹于砂岩内部；细砂岩中可见

零星分布的泥砾，泥砾一般有较好的磨圆（图 ３）；砂
岩层内部常含炭化植物碎片、炭质泥岩砾屑；表明沉

积流体对堤岸体系具有一定冲刷侵蚀作用，且泥砾经

过了一定距离的搬运。 泥岩质地不纯，常含一定量粉

砂，多呈块状构造，反映其沉积速率较快。 反映沉积

水动力条件介于弱—较强之间，其特征符合三角洲平

原、三角洲前缘及湖泊等沉积特征。
砂岩单层厚度变化较大，从 １ ｃｍ 至 ８ ｍ 不等，但

以 １０～ ５０ ｃｍ 中薄层为主；单层厚度＞２ ｍ 的砂岩较

少。 沉积构造可见冲刷面、中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平
行层理、块状层理、压扁层理、沙纹层理、植物根迹、泥
质滞留沉积、包卷变形构造、小型槽模构造等（图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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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Ｘ３０１ 井沙三中亚段三角洲平原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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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沉积构造与岩性序列常见向上变细、水动力

条件减弱的正粒序特征，常见小型冲刷面—槽状交错

层理—块状层理—平行层理—压扁层理—沙纹层理

等组合序列。 可见向上粒度变粗的逆粒序特征，岩性

多从泥质粉砂岩向粉砂岩、细砂岩渐变。
自然伽马、自然单位等测井曲线特征常见齿化钟

形、指状形态（图 ３，５），漏斗形、齿化漏斗形测井曲线

及其组合也较为常见（图 ４）。 地震反射特征多为

中—弱振幅，同相轴连续性中等—较好，Ｓ 形前积结

构较明显 （图 ６Ａ）。 古生物化石常见 Ｈｕｏｂｅｉｎ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Ｏｂｓｃｕｒａ， Ｈ． Ｃｏｓｔａｔｉｓｐｉｎａｔａ 和 Ｌｉｒａｔｉｎａ
ｔｕｏｚｈｕ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组合［７］。
２．２　 沉积微相类型与特征

通过岩芯观察、地震资料、测井资料等综合分析，
认为研究区沙三中亚段发育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

缘、滨浅湖、半深湖及浊积扇沉积，以三角洲前缘、滨
浅湖和半深湖沉积为主，发育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

道、河口坝、席状砂、支流间湾、天然堤、决口扇、沼泽、

深湖泥岩、浊积岩等沉积微相类型。 分流河道岩性以

中、细粒砂岩为主，底部发育小型冲刷面、小型槽状层

理、底部可见泥质滞留沉积，测井曲线以齿化的钟形

为主，反映分流河道的多期冲刷与砂体叠置（图 ２）。
水下分流河道是分流河道在水下的自然延伸，其沉积

特征、测井曲线特征与分流河道相似，由于流速降低、
水动力减弱，砂岩粒度逐渐变细、泥质含量增加（图
３）。 河口坝沉积以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细砂岩为

主，岩性序列上与泥岩、页岩、粉砂质泥岩互层，整体

具有向上变粗的逆粒序特征，测井曲线特征上常表现

为漏斗形、齿化的漏斗形，中、厚层砂岩内可见交错层

理、沙纹层理、压扁层理等沉积构造（图 ４）。
　 　 席状砂沉积的岩性以薄层状粉砂岩、细砂岩为

主，单层厚度较小，常夹于泥、页岩之中，测井曲线常

呈指状；常由河口坝、水下分流河道砂体经波浪改造

而成，常与河口坝、水下分流河道共存（图 ４）。 天然

堤岩性以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可见沙纹层

理、水平层理等沉积构造，测井曲线多表现为平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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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Ｗ５４１ 井沙三中亚段三角洲前缘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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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齿状特征。 决口扇岩性以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和细砂岩为主，常发育于河漫滩、沼泽或天然堤沉积

之上，可具逆粒序特征。 沼泽微相以炭质泥岩、煤线

为特征，多为块状构造（图 ４）。 从垂向序列来看，三
角洲前缘具有明显的向上粒度变粗、砂体变厚的沉积

序列特征，表明三角洲前缘在不同期次的进积作用强

弱不同或朵叶体在空间上发生的迁移。
浊积砂岩的沉积特征表现为以泥页岩深水沉积

背景下的薄层粉、细砂岩，底部常见沟模、槽模等底模

构造，正粒序特征明显；测井曲线上常表现为指状、钟
形特点（图 ５）。 深湖相泥岩一般质地较纯、颜色较

深，发育水平层理，反映滞留还原沉积环境。

３　 沉积期次划分与沉积微相对比

在三角洲期次划分方面，早期的研究将沙三中亚

段划分为七个期次［４，１５］；利用古水深或古地貌变化界

定沉积相平面分界，将沙三段中亚段东营三角洲划分

出 ９ 期沉积，发育特征明显的三角洲进积单元［１６］；有
学者将沙三中亚段东营三角洲划分为八个准层序组，
各期三角洲分流河道砂体、河口坝、席状砂向湖盆进

积，其前缘伴生重力流沉积，而各期三角洲之间发育

小型湖泛作用沉积泥岩楔［１７］。
通过对 ９０ 余口井的分析，结合地震资料和测井

资料，结合层序地层发育模式，将研究区古近系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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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段自下而上划分为 ９ 个期次（Ｚ９—Ｚ１）。 根据地

震资料中的上超、下超、顶超和削截 ４ 种地层接触关

系，发现受古气候、构造演化、盆地地形、湖平面升降

及物源供给联合控制，三角洲进积作用不断增强，期
次之间界限明显，朵叶体堆积中心范围变化较大。 地

震剖面上，同相轴较连续，可见大型“Ｓ”形前积结构；
自沙三中 ９ 砂组（Ｚ９）至沙三中 １ 砂组（Ｚ１），三角洲

前积层范围不断扩大，各期次的三角洲逐渐进积（图
６）。 沿 Ｗ２３１ 井向湖盆方向，可见沉积坡折带，该坡

折带之下，地层厚度显著增大，表明三角洲前缘朵叶

图 ４　 Ｓ１２６ 井沙三中亚段三角洲前缘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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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Ｓ１２２ 井沙三中亚段浊积岩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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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堆积主要发生于坡折带之下。 这与坡折带之下

的水深较大、可容纳空间较大以及充足的物源供给有

关。 在坡折带之下，不仅地层厚度最大，而且三角洲

前缘砂体最为发育，砂体层数多，单层厚度和累积厚

度均较大，例如，图 ６ 所示 Ｎ４８ 井，地层厚度和砂岩

厚度明显大于相邻的 Ｗ２３１ 井和 Ｎ１１７ 井。
三角洲前缘沉积微相主要以水下分流河道、河口

坝为主，在测井曲线上，水下分流河道常表现为齿化

的钟形，河口坝多表现为漏斗形，如 Ｎ１１７ 井；至三角

洲前缘末端，砂层厚度变薄，测井曲线常表现为指状、
尖峰状，席状砂、浊积岩等薄层砂体较发育，如 Ｎ１１７
井（图 ６）。

４　 相带分布与盆地充填演化

依据 ３０ 口井的岩芯观察、钻井资料统计，在小层

划分与对比基础上，以单井沉积相分析、沉积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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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进积三角洲沉积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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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分析、砂岩厚度分布及砂地比平面图等基础图件

的编制为基础，结合地震反射特征、物源方向等，绘制

了研究区各小层的沉积相平面分布图（图 ７）。 研究

发现，研究区沉积相带分布主要受两大物源体系控

制，三角洲平原主要沿东部近物源方向呈带状或扇形

展布；三角洲前缘呈朵状、鸟足状向西推进；半深湖—
深湖主要沿东营凹陷西部分布。

自 Ｚ９ 期次至 Ｚ１ 期次，东南部的东营三角洲呈近

东西向展布；东北部的永安三角洲沿西南方向不断向

前推进；至 Ｚ６ 期次，两个三角洲的侧缘交汇作用增

强；至 Ｚ４ 期次，两个三角洲侧缘全面交汇；Ｚ３ 期次之

后，三角洲快速向西部湖泊推进，尤其是东营三角洲

的进积作用显著增强。 三角洲前缘在牛庄洼陷发生

交汇，三角洲朵体不断向西推进，湖盆范围也不断向

西萎缩；交汇区大部分被三角洲前缘朵体占据，三角

洲平原相带随之向西迁移（图 ７）。 自 Ｚ９ 期次至 Ｚ１
期次，均有浊积岩沉积，主要分布于三角洲前缘朵叶

体的前方；其中，Ｚ４、Ｚ２ 期次浊积岩最为发育，可能与

三角洲的快速进积作用有关。

５　 沉积模式

研究区古近系沙三中亚段物源供给区主要为东

南部鲁西隆起（包括潍北凸起）、以及东北部青坨子

凸起。 受系列北东向正断层及东营凹陷中央断裂带

的控制，古地貌表现为东南高、东北高、中西部低洼的

整体特点。 沉积相带分布上，靠近潍北凸起、青坨子

凸起的构造—古地貌较高部位至盆地缓坡带，主要发

育三角洲平原亚相；沿物源方向往凹陷中心，分别以

滨浅湖、三角洲前缘、浊积扇和深湖沉积为主。 受盆

地构造活动间歇、湿润古气候及充足的物源供给控

制，湖平面在沙三中亚段沉积时整体处于高位期；由
于三角洲前缘浅水地区可容纳空间较小，三角洲前缘

向前快速推进。
在进积方向上，受同沉积断层的控制，三角洲前

缘常出现构造坡折带，坡折带之下沉积物坡度较大，
松散、快速的沉积物堆积在斜坡地带存在失稳滑塌的

趋势。 受断裂活动、地震和火山的触发，较深水区的

三角洲前缘斜坡带松散沉积物易于产生滑动、滑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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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 Ｚ９－Ｚ１ 期次沉积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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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进而产生碎屑流、浊流等重力流沉积［１８］。 重力

流在盆地坡度变缓的坡脚或凹陷中心地带流速减缓，
碎屑流快速堆积；与湖盆水体的混合、稀释作用使得

浊流在更大范围内弥散，最终逐渐自悬浮状态发生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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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常形成深湖背景下的浊积席状砂。
而在三角洲侧缘，随着沉积物的不断堆积，湖水

深度变浅，岩性组合常从深湖泥岩、粉砂质泥岩，向泥

质粉砂岩与泥岩的互层过渡，沉积微相由深湖向滨浅

湖湖湾、前三角洲或分流间湾转变；随着三角洲朵叶

体的侧向堆积和迁移，水体逐渐变浅，水动力条件增

强，依次出现席状砂、河口坝和水下分流河道砂体。
受不同的三角洲推进速度与朵叶体迁移的影响，不同

期次的三角洲前缘分布范围不同，造成三角洲前缘砂

体的交互、叠置。 因此，在进积型三角洲的交汇区，可
以形成储集砂体的堆叠，成为有利的油气勘探目标区

（图 ８）。

６　 讨论

６．１　 三角洲交汇区分布范围与影响因素

三角洲前缘水下交汇区的分布范围受构造、盆地

地形、水深、物源供给以及三角洲朵叶体的迁移等多

重因素影响。 构造相对稳定期，盆地基底缓慢沉降，
盆地构造与沉积格局一般不会有大的改变，因而有利

于三角洲前缘的交汇。 河口水道的扩张或萎缩、决
口、岸线的堆积或侵蚀等机制是一个对沉积物和水流

供应复杂变量的综合反应［１９］，三角洲长期的进积作

用速率表明沉积物供给的增加［２０］。 盆地沉积底形主

要受构造活动和沉积充填两方面因素控制；凹陷中部

地势低洼，来自不同物源的水系向此汇聚；沉积物可

容空间大；因而有利于三角洲前缘发生交汇。 水深相

对较浅的背景，有利于三角洲前缘快速向前推进，前
缘朵叶体易于发生交汇。 碎屑物源的供应充足，三角

洲前缘进积作用增强，相邻或相对方向上的三角洲前

缘更易于发生交汇。 此外，三角洲前缘水下交汇还受

三角洲朵叶体迁移的影响，若两个来自不同方向的三

角洲朵叶体向同一个区域汇聚，有利于三角洲前缘

交汇。
　 　 沙河街组三段沉积期，随着来自不同物源方向的

东营三角洲与永安三角洲进积作用的不断增强，在滨

浅湖、前三角洲区域，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和泥岩

等细粒沉积首先发生交汇。 在构造和湖平面相对稳

定的情况下，水体逐渐变浅，三角洲前缘逐渐抵近，水
下分流河道、远砂坝砂体前端接触。 随着三角洲前缘

的进积与交汇，水体不断变浅，可容空间减小。 不同

期次、不同物源方向的三角洲前缘水流也可能相互影

响。 汇入盆地的水流减缓，会改变流向，进而改变湖

盆水体的流向。

通过物源分析与沉积相分析，发现东营三角洲的

沉积范围主要在凹陷的东南、南部，构造单元上主要

分布于牛庄洼陷，其主体位于中央断裂带以南，并未

达到前人认为的更大范围。 东营三角洲的展布方向

受来自东北部永安三角洲的影响。 因此，三角洲的展

布方向出了受构造、地形、物源方向、水深等因素控制

之外，来自不同方向的汇入水流的流向会影响湖盆内

的水流方向，进而影响三角洲前缘朵叶体的展布

方向。

图 ８　 进积型浅水三角洲交汇区沉积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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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交汇区储集砂体发育特征

由于水流速度降低，三角洲前缘交汇区发生沉积

物的卸载，形成砂质沉积物的大面积分布。 当两个来

自不同方向的水流相遇之后，一方面，流速会降低；另
一方面，两股水流汇合后可改变流向继续向盆地较深

水区域流动，可形成新的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其分布

范围可依据古流向和砂岩分布规模预测。
因此，三角洲水下交汇区可以形成砂质沉积物的

分布，其沉积特征与三角洲前缘一致。 其沉积微相可

以从前三角洲泥、席状砂、远砂坝向水下分流河道及

水下天然堤的组合演变，特征沉积物粒度自下而上逐

渐变粗。 由于交汇区沉积受两个不同物源方向的三

角洲共同作用，在碎屑物质组分上具有混源的特点；
而且在三角洲交汇区，由于不同期次、来自不同三角

洲的水系大小、朵叶体进积方向的不同，朵叶体及砂

体的分布范围、规模会产生较大差异，来自不同方向

的砂体可以发生交互沉积，在空间上产生交切、叠置。
由于沉积作用发生频繁变化，砂体常具层数多、厚度

小、分布广的特点。 但叠置砂体的厚度可以较大，可
以形成较有利的油气储层发育区。 砂体常与下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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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间湾、湖湾泥页岩等烃源岩直接接触，形成理想

的生储组合，因而具有重要的油气勘探价值。

７　 结论

东营凹陷古近系沙河街组三段中亚段主要发育

湖泊、三角洲沉积，随着进积作用的不断增强，三角洲

前缘、三角洲平原不断向湖盆方向推进；储集砂体主

要形成于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微相次

之，浊积岩在深湖区分布，浊积砂岩单层厚度较小；研
究区西部发育以深灰色泥岩或粉砂质泥岩为主的半

深湖—深湖相沉积。
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三角洲沉积的物源主要来

自东南部的潍北凸起方向、东北部的青坨子凸起方

向，分别形成研究区东南部的东营三角洲以及东北部

的永安三角洲。 研究表明，前人界定的东营三角洲的

分布范围可能被夸大，永安三角洲的沉积规模存在被

低估的可能；三角洲沉积范围的界定将会对储层预测

和油气勘探产生重要的影响。
根据三角洲建设作用的阶段性，结合地震剖面资

料，可将东营凹陷古近系沙三中亚段划分为 ９ 个期

次，东营三角洲与永安三角洲在不同期次的分布范

围、建设作用强度表现不同。 两个三角洲的侧缘自

Ｚ６ 期次交汇作用增强；至 Ｚ４ 期次，侧缘发生全面交

汇；Ｚ３ 至 Ｚ１ 期次，两个三角洲在全面交汇后，向西部

的深湖区快速进积，受古地形、水深及碎屑物质供给

等因素的影响，东营三角洲的进积作用更加显著。
三角洲水下交汇区是水流汇聚和沉积物卸载的

有利场所，其沉积特征与三角洲前缘沉积特征一致，
垂向上，自下而上沉积物粒度总体变粗、单层厚度增

大，表现为三角洲的进积作用序列；不同期次、来自不

同三角洲的水系大小、朵叶体进积方向的不同，砂体

可以在空间上产生交切、叠置；砂体常具层数多、厚度

小、分布广的特点；三角洲前缘交汇区发育累积厚度

较大的叠置砂体，可成为有利的油气储层；砂体常与

烃源岩直接接触，形成理想的生储组合，因而具有重

要的油气勘探价值。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李丕龙，姜在兴，马在平． 东营凹陷储集体与油气分布［Ｍ］．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７⁃８０． ［Ｌｉ Ｐｅｉｌ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 Ｍａ Ｚａｉｐ⁃
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４７⁃８０．］

２　 孔凡仙． 东营凹陷北带砂砾岩扇体勘探技术与实践［ Ｊ］ ． 石油学

报，２０００，２１ （ ５）：２７⁃３１． ［ Ｋｏｎｇ Ｆａｎｘｉ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ａｎｄｙ⁃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ｃ ｆ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０， ２１（５）： ２７⁃３１．］

３　 范代读，邱桂强，李从先，等． 东营三角洲的古流向研究［ Ｊ］ ． 石油

学报，２０００，２１（１）：２９⁃３３． ［Ｆａｎ Ｄａｉｄｕ， Ｑｉｕ Ｇｕｉｑｉａｎｇ， Ｌｉ Ｃｏｎｇｘ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Ｐａｌｅ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０， ２１（１）： ２９⁃３３．］

４　 邱桂强，王居峰，张昕，等． 东营三角洲沙河街组三段中亚段地层格

架初步研究及油气勘探意义［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０１，１９（４）：５６９⁃５７４．
［Ｑｉｕ Ｇｕｉ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ｕ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Ｓｈａｓａ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１， １９（４）： ５６９⁃５７４．］

５　 邱桂强，王居峰，李从先． 东营凹陷沙三中东营三角洲地层格架与

油气勘探 ［ Ｊ］ ． 同济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２９ （ １０）：１１９５⁃１１９９． ［ Ｑｉｕ
Ｇｕｉ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ｕｆｅｎｇ， Ｌｉ Ｃｏｎｇｘｉａｎ．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Ｓｈａｓａ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ｈ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１， ２９
（１０）： １１９５⁃１１９９．］

６　 王居峰，贾光华，刘军锷，等． 史南地区沙三段浊积砂体成因模式探

讨［Ｊ］ ．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０３，１０（４）：８⁃１０． ［Ｗａｎｇ Ｊｕｆｅｎｇ， Ｊｉａ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Ｊｕｎ’ｅ，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ｉ⁃
ｄｉｔｅｓ ｏｆ Ｅｓ３ ｉｎ Ｓｈｉｎａｎ ａｒｅａ［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２００３， １０（４）： ８⁃１０．］

７　 林会喜，鄢继华，袁文芳，等． 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古近系沙河街组

三段沉积相类型及平面分布特征［ Ｊ］ ．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５，２７
（１）：５５⁃６１． ［Ｌｉｎ Ｈｕｉｘｉ， Ｙａｎ Ｊｉ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Ｗｅｎ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
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
ｌｅｏｇｅ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ｗ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ｅ ［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２７（１）： ５５⁃６１．］

８　 庄丽． 东营凹陷永安镇三角洲层序地层与沉积体系［ Ｊ］ ． 石油实验

地质，２００６，２８（６）：５４４⁃５４６． ［ Ｚｈｕａｎｇ Ｌ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Ｙｏｎｇａｎｚｈｅｎ ｄｅｌｔａ，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２８（６）： ５４４⁃５４６．］

９　 刘军锷，王天正，许淑芳，等． 民丰洼陷沙三中亚段永安镇三角洲沉

积特点［Ｊ］ ． 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２（２）：９⁃１１． ［Ｌｉｕ Ｊｕｎ’
ｅ，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ｇ， Ｘｕ Ｓｈｕ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ｌｔ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Ｙｏｎｇ＇ａｎ Ｚ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ｓ３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Ｍｉｎｆｅ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２００８，
２２（２）： ９⁃１１．］

１０　 苏明，刘军锷，贾光华，等． 地震分频解释技术在三角洲体系中的

应用———以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东营三角洲为例［ Ｊ］ ． 地球物理

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９（３）：１２４８⁃１２５６． ［Ｓｕ Ｍｉｎｇ， Ｌｉｕ Ｊｕｎ’ｅ， Ｊｉａ Ｇｕａｎｇ⁃
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ｄｅｌ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ｕｂ⁃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３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２９（３）： １２４８⁃１２５６．］

１１　 刘杰，操应长，樊太亮，等． 东营凹陷永安镇三角洲层序地层及其

控砂模式［Ｊ］ ．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１３，２０（６）：２３⁃２８，３４． ［ Ｌｉｕ
Ｊｉｅ， Ｃａｏ Ｙ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Ｆａｎ Ｔａｉ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ｎｄｂｏｄ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ｎｇａｎｚｈｅｎ ｄｅｌｔａ，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６９１１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４ 卷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０１３， ２０
（６）： ２３⁃２８， ３４．］

１２　 刘军锷，简晓玲，康波，等． 东营凹陷东营三角洲沙三段中亚段古

地貌特征及其对沉积的控制［ Ｊ］ ．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１４，２１
（１）：２０⁃２３． ［Ｌｉｕ Ｊｕｎ’ ｅ， Ｊｉａ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Ｋａｎｇ Ｂｏ， ｅｔ ａｌ．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３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０１４， ２１
（１）： ２０⁃２３．］

１３　 赵伟，邱隆伟，姜在兴，等． 济阳坳陷民丰洼陷古近系沙河街组三

段中亚段沉积相展布与演化［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１，２９（ ２）：２５５⁃
２６７． ［Ｚｈａｏ Ｗｅｉ， Ｑｉｕ Ｌｏｎｇｗ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ｉｎｆｅ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２９（２）： ２５５⁃２６７．］

１４　 王居峰． 东营三角洲—浊积扇高频层序叠加样式与岩性圈闭［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０５，２３（２）：３０３⁃３０９． ［Ｗａｎｇ Ｊｕｆｅｎｇ．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ｆ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ｐ［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５， ２３（２）： ３０３⁃３０９．］

１５　 方勇，邓宏文，王红亮，等． 东营三角洲高频层序特征与岩性圈闭

分布 ［ Ｊ］ ． 中国海上油气 （地质）， ２００３， １７ （ ３）： １６０⁃１６３， １８０．
［Ｆ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Ｄｅ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ｔｒａ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１７（３）： １６０⁃１６３， １８０．］
１６　 康波，解习农，杜学斌，等． 基于滨线轨迹的古水深定量计算新方

法———以古近系沙三中段东营三角洲为例［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２，
３０（３）：４４３⁃４５０． ［Ｋａｎｇ Ｂｏ， Ｘｉｅ Ｘｉｎｏｎｇ， Ｄｕ Ｘｕｅ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ｐａｌｅｏ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２， ３０（３）： ４４３⁃４５０．］

１７　 陈秀艳，姜在兴，杜伟，等． 东营凹陷沙三中亚段东营三角洲沉积

期次成因及对含油性的影响［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４，３２（ ２）：３４４⁃
３５３． ［Ｃｈｅｎ Ｘｉｕｙ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 Ｄｕ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Ｍｉｄ⁃Ｅｓ３，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３２（２）： ３４４⁃３５３．］

１８　 Ｙａｎｇ Ｒｅｎｃｈａｏ， Ｈｅ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 Ｑｉｕ Ｇｕｉ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４１（６）： ７２４⁃７３３．

１９　 Ｚｈｏｕ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Ｈｅｑｉｎｇ， Ｎａｎｓｏｎ Ｇ Ｃ，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Ｈｕ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ｎ⁃ｓｃａ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２４３： ６５⁃７４．

２０　 Ｇｈａｒｉｂｒｅｚａ Ｍ， Ｈａｂｉｂｉ Ａ， Ｉｍａｍｊｏｍｅｈ Ｓ Ｒ， 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ｏｈｒｅｈ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Ｊ］ ．Ｃａｔｅｎａ， ２０１４， １２２： １５０⁃１５８．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ｓｍ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ｅ１ 　 ＬＩＵ ＣｈｕａｎＨｕ１ 　 ＴＡＮ ＭｉｎｇＹｏｕ１ 　 ＷＥＩ ＨｏｎｇＭｅｉ１

ＬＩ Ｙａｎｇ２ 　 ＬＩＡＯ Ｃｈｅｎ２ 　 ＹＡＮＧ ＲｅｎＣｈａｏ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２５７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６６５９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ｐｒｏｇｒ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ｓ ａｒｅ 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 ｔｏ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ｉｔ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ｓｍ３ ）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ｅｌ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ｇｇ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ｄｅｌｔａｓ ｏｆ Ｅｓｍ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ｄｅｌｔａｓ， ｆｏｒ ｓａｋ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ｗｅｒｅ
ｗｅ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ａｎｄｂｏ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ｍ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ｌｔａ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ｓｉ⁃
ｂｌｙ ｏｖ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ｎｇ＇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ｍ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９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ａｒｔ⁃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Ｓｕｂａ⁃
ｑｕｅｏｕｓ ｄｅｌｔａｓ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ｌｔ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ｌｔ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ｙ⁃
ｉｎｇ Ｓａｇ

７９１１　 第 ６ 期　 　 　 　 　 　 　 　 　 　 　 　 　 　 　 　 陈　 杰等：进积型三角洲交汇区沉积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