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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断层型构造坡折带对沉积相和储层控制作用
——以玛湖凹陷西缘八道湾组厚层砂砾岩为例

王辉，王智强，罗淦，周伟军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新疆克拉玛依 834000

摘 要 玛湖凹陷西缘坡折带控制着古地貌、沉积相类型和展布、油气藏分布等，但目前缺少该坡折带形成机理、演化的研究，

制约了该区油气勘探进程。在岩心、测井和地震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该区八道湾组为湿润型冲积扇相和辫状河三角洲相。

八道湾组下段为冲积扇和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组合，地震剖面中可见清晰的扇体前积结构；上段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和前缘

的组合，以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为主。八道湾组沉积过程受坡折带控制，坡折带的形成与逆冲推覆体派生逆断层有关。分析表

明：多条逆断层形成的坡折带阻碍沉积物向盆地搬运，而单断层形成的坡折带在风化侵蚀作用下消失殆尽，利于沉积物的搬运。

坡折带靠近物源的一侧为构造高部位，常发育冲积扇和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坡折带之下为构造低部位，常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前

缘，体现了坡折带对沉积相的控制作用。坡折带对储层物性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物性较好的储层分布在坡折带东南侧，且

易于形成上倾尖灭的油气藏，坡折带东侧是油气勘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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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构造坡折带是由于构造长期活动引起地形坡度

发生明显变化的地带，形成构造坡折带的构造活动

包括断裂和饶曲[1⁃3]。构造坡折带可划分为正断层型

坡折带和逆断层型坡折带，前人对正断层型坡折带

研究的较多，且成果丰富。正断层型坡折带对沉积

和储层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4⁃6]，我国东部断陷盆地

沉积受多阶坡折带的控制[7⁃10]，而该类由正断层形成

的坡折带不利于沉积物向盆地搬运，断层间的调节

带是沉积物搬运的主要通道。由于控凹断裂活动具

有幕式性，由其控制的岩性、沉积相类型和展布变化

较大，并呈现幕式性，体现了构造坡折带对沉积的控

制作用[11⁃12]。如珠江口盆地珠一凹陷诸洼陷边界断

裂均为正断层，前人根据边界断裂演化，把这些正断

层活动阶段划分为初始断陷期、快速断陷期和断陷

萎缩期等，不同构造活动阶段中沉积相类型和展布

特征存在显著差异[3,6,10]。近年来，对于逆断层型坡折

带的研究较少。这种由逆断层控制的构造坡折带在

玛湖凹陷西缘广泛存在，不仅影响了八道湾组沉积

相、储层特征，还控制着油气藏的类型和分布。

因此，开展该类构造坡折带的形成机理分析具有理

论和现实意义。

近些年，准噶尔盆地发现的大型油气田均与砂

砾岩有关[13⁃20]。八道湾组是玛湖凹陷西缘重要的油

气产层，该组发育厚层砂砾岩，且集中分布在靠近物

源的一侧，并向盆地方向突变为细粒沉积。砂砾岩

虽然厚度大，粒度粗，但并不是物性最好的储层，这

套砂砾岩的成因、储层特征、控制因素等需要深入研

究。前人对该组砂砾岩沉积特征做过一定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是辫状河三角洲相[21]，而一些学者认为

属扇三角洲相和湖泊相等[22⁃23]。实际上，这套砂砾岩

是在特殊的构造背景下沉积的，八道湾组沉积前研

究区经历多期次应力挤压[24⁃25]，形成研究区逆断层复

杂化的单斜地貌。独特的地貌特征和多物源控制了

八道湾组沉积相和高质量储层的分布。

1 区域地质背景 
玛湖凹陷西缘位于扎伊尔山东侧（图1），整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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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倾单斜。玛湖凹陷西缘为准噶尔前陆盆地前陆冲

断带的一部分[26⁃27]。该大型逆冲推覆系统形成于西

准噶尔洋在晚古生代向哈萨克斯坦板块俯冲、消减

乃至发生碰撞的过程。由于逆冲推覆作用，在玛湖

凹陷西侧和西北侧发育大量逆断层带，如克—乌断

裂带、白碱滩断裂等。研究区位于克—乌断裂带下

盘一侧，物源来自紧邻的逆冲推覆带[28⁃29]。八道湾组

与下伏三叠系克上组呈不整合接触关系，与上覆三

工河组呈整合接触关系，整体岩性以块状砂砾岩为

主，平均厚度可达 180 m。平面上，砾岩主要分布在

研究区西部靠近物源的一侧，砾质砂岩、砂岩、煤岩

分布在研究区中东部，厚度分布呈由东向西逐渐减

薄的趋势。

2 沉积相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八道湾组岩石类型多样，包括砾岩、砂岩、泥岩

和煤岩，其中以砾岩和砂岩为主[30-31]。根据岩性和区

域对比分析，八道湾组可细分为 2个岩性段，自下而

上分别为八道湾组下段和八道湾组上段（图 1）。八

道湾组岩石粒度在纵向和横向上均变化较大。野外

露头、岩心和测井资料分析表明砾岩、砂质砾岩和

中、粗砂岩等粗粒沉积岩主要分布在八道湾组下段。

砾石成分为岩浆岩，色杂，砾石呈次圆状，分选性差，

砂泥质支撑（图 2a）。砂质砾岩中砾石以细砾为主

（图2b），呈悬浮状分布在砂岩中，砾石的成分亦为岩

浆岩，砾石呈次圆状。砂岩以长石岩屑砂岩为主，

中、粗砂岩多呈灰色，块状，常侵蚀下伏泥岩或煤层，

岩心中砂岩与上覆的深灰色泥岩形成正韵律。砂岩

分选性中等—较差，次棱角状，砂岩的成分成熟度和

结构成熟度均较低。

八道湾组泥岩多呈深灰色，距物源较远的盆地区

发育黑色碳质泥岩，泥岩中常见植物碎片和植物根系

化石（图2c，d）。盆地边缘泥岩多呈块状，常夹有砂岩

透镜体。煤岩包括煤层或煤线，主要分布在八道湾组

下段，黑色（图2e），污手，平均厚度为4 m。煤岩纵向

上分布在泥岩中或砂砾岩底部，平面上多分布在斜坡

区东部。八道湾组下段和上段之间分布一套稳定的

煤岩，厚度约为2.5 m，该套煤岩是八道湾组下段和上

段重要的分层标志。

2.2　沉积相类型　

根据岩心、测井和地震等资料分析，八道湾组可

识别出冲积扇相和辫状河三角洲相，其中，冲积扇相

进一步细分为扇根、扇中和扇缘等亚相。

2.2.1　冲积扇　

（1） 扇根

主要分布在斜坡区西部靠近物源的一侧，面积

较小，但厚度大，粒度粗。扇根亚相多为中砾岩和

细砾岩，夹块状含砾泥岩。测井相表现为钟型和漏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综合柱状图
（a）准噶尔盆地构造单元分布图；（b）玛湖凹陷西缘构造略图；（c）八道湾组综合柱状图

Fig.1　Lo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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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型（图 3a）。厚层的砂砾岩实际为多期次泥石流

叠加形成，单次泥石流平均沉积厚度约为3.5 m。漏

斗型测井相为扇体不断前积下形成，易与三角洲河

口砂坝混淆，但通过地震资料和沉积相平面组合特

征可以有效区别两种类型的沉积相。地震剖面中，

盆地边缘区域发育叠瓦状前积反射结构（图 4），向

盆地方向变为亚平行反射和波状反射结构。岩心

和录井资料显示具前积反射结构实为砾岩、砂质砾

岩等，且具有下细上粗的反旋回；亚平行和波状反

射结构为砾质砂岩和砂岩，且夹若干煤层。因此，

盆地边缘的前积反射结构以及反韵律应为扇根亚

相，而非前人认为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该亚相向

盆地过渡为扇中—扇缘以及辫状河三角洲相

（图5）。

（2） 扇中

扇中亚相广泛发育辫状河道和煤层。辫状河道

以砂质砾岩、砾质砂岩为主，具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图 2b）。河道间主要为泥岩和煤岩等细粒沉积物，

其中煤层最多可达 5 层，煤层总平均厚度为 2.8 m。

泥岩中可见植物叶片和植物根茎等化石。扇中亚相

分流河道测井相为多河道复合叠加的钟型和箱形，

根据测井曲线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单河道，单个河

道平均厚度约为8.5 m。

（3） 扇缘

岩性为含砾砂岩和泥岩，根据岩性及其组合特

征，扇缘亚相可进一步识别出分流河道和河道间等

微相。分流河道岩性主要为含砾砂岩，测井相呈钟

型，单河道厚度约为2 m。

图 2　八道湾组岩性特征
（a）中砾岩，冲积扇扇根泥石流，研究区周边吐孜阿克内沟；（b）砂质砾岩、含砾砂岩，具板状交错层理，冲积扇扇中辫状水道，研究区周边吐孜阿克内沟；

（c）泥岩中发育的植物化石，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河道间，W1 井，1 807.35 m；（d）泥质粉砂岩中发育的植物根茎，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河道间，W1 井，

1 815.22 m；（e）煤岩，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河道间，W2井，1 973.35 m；（f）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底部侵蚀面，研究区周边吐孜阿克内沟；（g）具平行层

理粗砂岩，W12井，1 873.25 m；（h）具滑塌变形构造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W8井，2 644.81 m
Fig.2　Lithology of the Badaowa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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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八道湾组沉积韵律特征
（a）泥岩、砂岩和砾岩组成反韵律；（b）砂砾岩、泥岩、煤岩组成正韵律；（c）泥岩与砂岩组成的反韵律

Fig.3　Sedimentary rhythm of Badaowan Formation

图 4　八道湾组下段靠近物源区前积反射结构

Fig.4　Progradational reflection structure of lower member of Badaowan Formation near provenance area

图 5　八道湾组平行物源方向沉积相连井对比

Fig.5　Sedimentary correlation of Badaowan Formation along sources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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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辫状河三角洲　

研究区辫状河三角洲相仅识别出平原和前缘

亚相。

（1） 平原亚相

以灰色、灰绿色厚层砾质砂岩、砂岩、泥岩和煤

层为主，其中煤层具有层数多，累计厚度大的特点。

砾质砂岩中砾石呈次圆状，分选性较差，砂岩中岩屑

含量最高，长石次之，以长石岩屑中—粗砂岩为主。

垂向韵律多为正韵律，韵律层底部发育侵蚀面（图

2f），其上为砂砾岩，向上变为粗砂岩和中砂岩。砂岩

中可见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图 2g），发育

透镜状炭屑层，且多与岩层面平行。测井相呈箱型

或钟型（图3b），靠近物源的区域测井曲线光滑，盆地

区齿化严重。

（2） 前缘亚相

岩性以中、细砂岩和泥岩为主，夹薄层煤线。

中、细砂岩成分以岩屑为主，长石次之，次棱角状、分

选性较差。砂岩中可见槽状交错层理和滑塌变形构

造（图2h），另外，薄层砂岩中可见沙纹层理。测井相

以钟型和漏斗型为主（图3c），齿化中等，漏斗型下部

为灰色、深灰色块状泥岩、粉砂质泥岩，上部为粉砂

岩和细砂岩，属河口砂坝微相。

2.3　沉积相平面分布特征　

八道湾组发育冲积扇相和辫状河三角洲相，沉

积相在平行物源方向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图 5）。八

道湾组下段靠近物源区域发育冲积扇相，以泥石流

和辫状水道为主，沉积物为砾岩和砂质砾岩。由于

研究区受两个方向的物源影响，因此发育东北部和

西北部两个大型冲积扇。受物源和古地貌影响，西

北部源—汇系统沉积物粒度较东北部大。向盆地方

向，冲积扇相演变为辫状河三角洲相（图6a），分布在

盆地斜坡区，面积广，平原亚相是八道湾组下段的主

要沉积相类型。八道湾组上段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平

原和前缘亚相，平原亚相分布在靠近物源的区域，由

于距物源近，该亚相不但沉积物粒度较粗，而且沉积

厚度较大。前缘亚相分布在研究区中东部（图 6b），

距物源较远，沉积物粒度较粗。八道湾组上段沉积

期仍然发育东北部、西北部两个物源，形成南部和北

部两个大型辫状河三角洲。

2.4　沉积相演化　

受构造活动减弱以及湖平面上升的影响，八道

湾组沉积相发生规律性变化。八道湾组下段沉积

期，研究区西北部为冲积扇相，向盆地方向相变为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上段沉积期，研究区西北

部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向盆地方向相变为前

缘亚相。根据沉积相在纵、横向的变化以及地震资

料，可以判断八道湾组自下而上湖平面不断上升。

地震资料也反映出这种沉积相的变化规律，地震剖

图 6　八道湾组下段（a）和上段（b）沉积相平面图

Fig.6　Sedimentary facies plan of lower (a) and upper (b) members of Badaowa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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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可以清晰识别出地层由湖盆内部向盆地边缘

不断上超的现象（图 7）。这种上超现象实际上就是

湖平面逐渐上升过程中沉积物向物源方向不断退

积的反映。

3 逆断层坡折带形成机理 
3.1　逆断层坡折带特征　

坡折带可划分为构造型坡折带和沉积型坡折

带，研究区为构造型坡折带。三叠纪末期，准噶尔盆

地西缘受到强烈的挤压作用，形成逆冲推覆构造[26]

（图 8），研究区位于推覆体的前缘。受此影响，研究

区发育多组北北东向逆断层，这些断层为构造坡折

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侏罗纪初期，挤压构造活动

停止，研究区进入风化侵蚀阶段，直至八道湾组开

始沉积。后期的风化和侵蚀作用决定了八道湾组

沉积期的古地貌特征。研究区坡折带呈北北东向

分布，与逆冲推覆带延伸方向一致。坡折带分布并

不连续，坡折带之间分布有地势低洼的断层调

节带。

3.2　逆断层坡折带分类　

地震资料分析表明，研究区发育两类构造坡折

带，一种为由单断层形成的坡折带，一种为多断层形

成的坡折带（图9，10）。

图 7　八道湾组上段上超反射结构

Fig.7　Reflection structure of the upper member of Badaowan Formation

图 8　准噶尔盆地西缘前陆盆地中逆断层成因坡折带分布位置

Fig.8　Distribution of slope break zone caused by reverse fault in foreland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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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剖面解析表明，单断型坡折呈北北东向

分布在研究区北部，断层面向西倾斜，西侧地层

上升，断距较小；多断型坡折带呈北北东向分布

在研究区南部，断层面向西倾斜，断层面西部地

层抬升，多条逆断层由西向东叠置形成阶梯状

结构。北部和南部断裂带中间为断层调节带，

由于其两侧断裂带的抬升，调节带形成局部负

地形。

图 9　地震剖面中八道湾组单断型坡折带（a）和多断型坡折带（b）
Fig.9　Badaowan Formation seismic profiles showing (a) single⁃fault type slope break zone; (b) multi⁃fault type slope break zone

图 10　八道湾组沉积期前陆盆地逆断层型坡折带形成过程
（a）单断层型；（b）多断层型

Fig.10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verse⁃fault type slope break in foreland basin of Badaowa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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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逆断层坡折带演化　

（1） 单断型坡折带。由于单断型坡折带断层面

附近地层受到侵蚀作用，原来的构造高点逐渐消失，

因此，单断型坡折带不能阻碍沉积物向盆地方向搬

运。由于断层面西侧地层整体抬升，因此，风化后坡

折带西部仍处于构造高部位，东部为构造低部位

（图10a）。
（2） 多断型坡折带。多断型坡折带由多条逆冲

推覆的逆断层组成，由于坡折带西侧多条断层的抬

升和叠加作用，地貌上形成北北东向的大型隆起区

（图10b）。虽然经历了后期的风化作用，但隆起的古

地貌一直存在，因此，多断型坡折带影响了沉积物向

盆地方向的搬运和沉积相带分布。

4 逆断层坡折带对沉积储层控制作用
及与正断层坡折带差异 
4.1　对沉积相的控制作用　

坡折带不但控制了八道湾组沉积期的古地貌，

也控制了不同沉积相类型的分布特征，但两种类型

的坡折带对沉积相的控制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1） 单断型坡折带。八道湾组下段沉积期，坡折

带西侧（上侧）紧邻物源区，沉积以砾岩和砂质砾岩为

主，属冲积扇相。坡折带东侧（下侧）距离物源较远，

发育砂岩、含砾砂岩、煤岩等(图6a)。坡折带两侧在岩

相和沉积相方面存在明显变化，体现了坡折带对八道

湾组下段的控制作用。八道湾组上段沉积期，坡折带

上侧为砾质砂岩、粗砂岩、煤岩等，下侧为砂泥岩，粒

度较细。坡折带之上为陆上沉积（辫状河三角洲平

原），之下为水下沉积（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坡折带

上、下岩相和沉积相也发生较大变化（图6b）。
（2） 多断型坡折带。八道湾组沉积早期，坡折带

上侧发育砾岩、砾质砂岩等，为冲积扇沉积区。但该

扇体受北北东向隆起的阻挡，沉积物向北东方向搬

运，并通过断层调节带搬运至研究区中东部（图

11c）。多断型坡折带下侧为河道间泥岩、砂质泥岩

等细粒沉积物，多断型坡折带两侧岩性和沉积相也

存在较大差异。

（3） 断层调节带。分布于单断型和多断型坡折

带之间，由于该地带为隆起之间的低洼区，因此常为

沉积物搬运通道（图11），侵蚀作用强烈，沉积物粒度

较粗。

4.2　对储层的控制作用　

八道湾组碎屑组分包括岩屑、长石、石英。石英

的含量较低，一般在15%以下；长石的含量略高于石

英，约为 35%；岩屑的含量最高，平均约为 55%。砂

砾岩以次圆状—次棱角状为主，砾石的磨圆度较好，

但分选差。

八道湾组沉积期坡折带西侧位于湖平面之上，

沉积物以砾岩、砂质砾岩为主，沉积相为近物源的冲

积扇和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图 6a，b）；坡折带东侧主

要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和前缘，以砾质砂岩和砂岩

为主。由于坡折带东、西两侧在物源和水动力等方

面差异较大，造成储层物性变化也较大。统计分析

表明，坡折带上侧冲积扇砾岩样品数为 210块，孔隙

度最小值为3.5%，最大值为18.2%，平均值为10.6%。

坡折带上侧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砾质砂岩样品数为

385块，孔隙度最小值为4.9%，最大值为26.5%，平均

图 11　八道湾组沉积期坡折带与沉积相带分布关系

Fig.11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lope break zone and 
sedimentary facies zone in foreland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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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5.3%。坡折带下侧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岩样

品数为 228 块，孔隙度最小值为 3.4%，最大值为

17.7%，平均值为8.1%。冲积扇砾岩渗透率平均值为

0.52×10-3 μm2；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砾质砂岩渗透率平

均值为 3.9×10-3 μm2；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细砂岩渗透

率平均值为16.8×10-3 μm2。通过对研究区823块样品

的孔隙度与渗透率分析表明，坡折带下侧孔隙度与渗

透率较高（图12），物性较好，是八道湾组的优质储层

分布区。坡折带上侧虽然距物源较近，但粒度和物性

均较差。由于多断型坡折带对沉积物搬运具有阻碍

作用，其东侧多为泥岩、砂质泥岩等，物性较差。而单

断型坡折带下侧和断层调节带利于沉积物向盆地搬

运，多发育物性较好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这也

造成储层物性在南、北方向的差异性。煤岩多分布在

坡折带之下，且具有层数多，分布不连续的特点。由

于煤岩在热演化过程中生成的有机酸对储层具有改

造作用，因此对八道湾组砂砾岩储层具有建设性作

用。但由于煤岩平面分布不连续，且对油气运移具有

遮挡作用，因此造成油水平面分布的复杂性。

油气井平面分布特征证明了坡折带对油气藏也

具有控制作用。八道湾组油气井多分布在坡折带下

侧的区域。由于辫状河道普遍发育侵蚀下切和河流

改道以及冲积扇低孔渗地层的遮挡作用，坡折带下

侧易于形成砂体上倾尖灭岩性圈闭。另外，坡折带

下侧分布大侏罗沟断裂，沟通了油源和八道湾组储

层，因此，坡折带下侧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岩应是八

道湾组岩性油气藏勘探的重点。

4.3　与正断层构造坡折带差异对比　

我国东部古近系盆地多发育由正断层形成的构

造坡折带，而准噶尔盆地西部和西北部多发育由逆

断层形成的坡折带。但这两种坡折带在形成机理，

对沉积相和储层的控制作用方面存在差异。

4.3.1　形成机理存在差异　

正断层坡折带的形成与正断层幕式性活动关系

密切，前人研究发现一期正断层活动划分初始断陷

期、快速断陷期、强烈断陷期和断陷萎缩期，因此正

断层坡折带形成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断裂活动。准噶

尔盆地边缘逆断层活动与逆冲推覆体的活动相关，

常不具幕式性。根据八道湾组沉积期断层上、下盘

地层厚度和岩性分析，逆断层坡折带形成期断裂活

动性微弱，且不具幕式性。逆断层形成后，构造活动

趋于停止，其后长期遭受风化侵蚀作用，从而形成逆

断层型坡折带。

4.3.2　对沉积相的控制作用不同　

两种断层面形成的坡折带的坡度角不同，正断

层坡折带坡度角为60°~70°，而逆断层坡折带坡度角

小于30°。坡度角的大小直接影响沉积物的岩性、规

模和沉积相分布。正断层坡折带粗粒沉积物主要分

布在坡折带之下的区域，分布范围较局限，沉积相类

型以扇三角洲或近岸水下扇为主；逆断层坡折带粗

粒沉积物主要分布在坡折带之上，沉积相类型以冲

积扇和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为主，坡折带之下为细粒

沉积。另外，正断层坡折带向盆地方向常发育湖底

扇，而逆断层坡折带则缺少该类沉积。

4.3.3　对优质储层的控制作用不同　

由于正断层坡折带之上为物源区，因此，坡折带

之下紧邻物源的扇三角洲平原砂砾岩物性较差，而

扇三角洲前缘砂砾岩物性较好，如济阳坳陷古近系

断陷盆地中扇三角洲平原砂砾岩甚至可以作为油气

藏的遮挡层[2,6]；逆断层坡折带之上为冲积扇或辫状

河三角洲平原等物性较差的储层，而坡折带之下的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的砂岩具有物性好、厚度大的特

点，是油气勘探的重点。

5 结论 
（1） 野外露头、岩心、测井和地震资料分析表明八

道湾组下段反韵律是冲积扇前积特征的客观反映，并

非前人认为的河口砂坝，煤岩的异常发育指示八道湾

组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较发育。八道湾组沉积期，

湖平面不断上升，沉积相组合也由冲积扇—辫状河三

角洲平原组合变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前缘组合。

（2） 由坡折带控制的古地貌是沉积相分带的根

本原因，坡折带西部多为冲积扇和辫状河三角洲平

原亚相，东侧多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逆断层

图 12　八道湾组岩性与储层物性关系

Fig.12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hology and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of Badaowa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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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坡折带常不具幕式性，多断层形成的坡折带

对沉积物搬运具有阻碍作用，单断层形成的坡折带

不具有这种作用。

（3） 八道湾组砂砾岩储层明显受坡折带和沉积

相的控制，坡折带下侧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细砂岩物

性较好，而坡折带上侧冲积扇和辫状河三角洲平原

砂砾岩物性较差。玛湖凹陷西斜坡的下一步油气勘

探重点应为坡折带东侧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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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everse Fault Structural Slope Break Zones on 
Sedimentary Facies and Reservoir Development: Example of thick 
sandy conglomerate of the Badaowan Formation at western margin 
of Mahu Sag

WANG Hui，WANG ZhiQiang，LUO Gan，ZHOU WeiJun
No. 2 Oil Production Plant, PetroChina Xinjiang Oilfield Company,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China

Abstract： The slope break zone at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Mahu Sag controls the paleogeomorphology， sedimenta⁃
ry facies type and distribution， oil and gas reservoir distribution， etc.， but to date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of the slope break zone. This restricts the proces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re logging and seismic data，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Badaowan Formation in this area 
comprises wet alluvial fan facies and braided river delta facies. The lower member of the formation is composed of al⁃
luvial fan and braided river delta plain subfacies， and a fan progradation structure is clearly seen in the seismic sec⁃
tion. The upper member is a combination of braided river delta plains and fronts， mainly fronts. The sedimentation 
process in the Badaowan Formation was controlled by the slope break zon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hrust fault derived 
from the thrust napp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lope break zone formed by multiple reverse faults hindered the 
transport of sediments to the basin； the slope break zone formed by single faults has vanished completely due to 
weathering and erosion， and thus does not hinder the transport of sediments. The side of the slope break zone closest 
to the provenance is the highest part of the structure， and alluvial fans and braided river delta plains were often devel⁃
oped； the lowest part of the structure is below the slope break zone， and braided river delta fronts were often devel⁃
oped. The slope break zone thus influences the sedimentary facies， and also plays a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ervoir. The reservoirs with the best physical properties are distributed towards the southeast side 
of the slope break zone， and readily form upward pinchout oil and gas reservoirs. The lower part of the slope break 
zone is therefore the focu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Key words： western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Badaowan Formation； wet alluvial fan； slope break zone；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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