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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构造湖盆三角洲的特点

中
、

新生代时期
,

中国东部发育了许多构造湖盆
,

如松辽盆地白要纪的拗陷湖盆
,

渤海湾盆地早第三纪的断陷湖盆
。

这些湖盆深水区的暗色泥岩是良好生油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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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在加 拿大第十一届 国际沉积学会上宣读



6 沉 积 学 报 1 卷

必饥止
一

、

甲牛
�吮

(6卜61

八O卜6洲

Pl‘�J一�。。。益
口。买的犷的
。口ozqsn�。ou一1。。的

卜

掌煌淤
;

纷华岑璐�

幕旧恶震位长暇暇旧哩协成田用公胡

闪
·
叶l�一

9N91的

决三
。

一守
-一�七�是 已

N父l贫l�

钊圈

卜性u二1一Z一.111�闷

Pu招一rI拱�
��几�。4JV�‘41。P。,�比尸z。11的J的。�。卜沈一

的力O�奋

的切二�旨。渭的
1”。淤l洞的浏落

华 于

?队代|11

o己一N1
.

11
111�个三

。

| 尸卜!l!

⋯
日

产r ~

~ 尸
、J

几 口 J

毛

\

勇

N戈己一

互
N

.

誉��协孟

一�。一

彩一军

, 钾

了
梦

丫忆
万

几人护知
卜-

- 一一 六;卜耳 飞
·

反、 ~ 丘一
飞

月
-

一

�一二

洲

\
二

到 价才 护」

介 J 二 J萦
二匀川匀

卜一!N门丫

、 、口

冲叭、J

委率乐

.�尸1

.
1

东介

走犷
·

引
{ 至

泛生经兰注扛生二s
;三生三

尔|一

一�代到民
一

��叶钊刹
�一洲引到

魄长
一�

作
一�之�为



l 期 吴崇垮
:

构造 湖盆 三角 洲与油气分布 7

已�工��己污P
u比。二只。己z一,一�一叻�已口名�喊�o任忿

忆洞二q一�-仍�P�。d一t�s‘o��记l。�口三1沈。01
口如。�的‘毖J。。��o一的。刃�匕。

八6L6归
卜

梢片杂

,

案州选聋)

嘟蛤牵圈
.

心

�寸卜16
小u一r

巴。乙P.�毕�PO芝)�)产��1丈�‘二二功Pz一1�
‘

�。口u沈月。卜粕韶�口q��州”��
��一一(�)�尸口已上一-s。

三以
[工�毖。国叻

.uo�价沪‘�(�毛丘一
。已�
、

一�。quJ。内日l巴上的�c口�
�
��
-
获叭幼。�弓

邪昧载御
.

的孚周侧厦匕妥
。

N一井居忿叼一任浏卿之
.

旧茹彩徐以军食徐洲寸翅米11自界帐凉翻目箭脚演目门田

乙
口亡

梦



只
沉 积 学 }咚 l 卷

区的砂体是储油层
。

湖盆 中的砂体有三大成门类型
.

三 角洲砂沐
、

浊流砂体和滩坝砂休
,

其 中以三角洲砂体最为发育
,

油 气最富艾
。

湖盆 与海盆相比
,

面积小
,

水浅
,

湖浪和湖流都较弱
,

无潮汐作用
,

物源近
,

地形

起 伏大
,

入湖河流急促
.

携带泥砂量高
,

所 以河流作用影响大
。

三角洲 属于河流作用为

主的类型 河流类型中除常年河流外
,

有许多是中小型的季节性间歇河
,

三角洲特点有

听差别
。

溯泊三角洲是在河流入湖的 湖盆边缘缓坡浅水地带形成的向湖突出的略呈三角形的

砂泥沉积体
。

河流入湖后
,

流速骤减
,

携带的碎屑物质迅速堆积下来
,

其 中泥和细粉砂

等物 质多呈悬浮态向前搬运至较深湖地区沉积
,

形成前三角洲泥带
。

较粗的物质在河口

堆积
.

同时经受波浪 (包括沿岸 流 ) 的簸选改造
,

形成较纯净的河 口砂坝砂体和席状砂

体
,

为三角洲前缘带
。

河流继续输入碎屑物质
,

三角洲前缘砂 体不断地向湖延伸
,

覆盖

在括忿三角洲泥之上
,

同时逐渐长高
,

堵塞水流
,

致使河流分又或切穿河 口 砂坝而过
,

形

成分流河道
,

这些水面以上的分流河道及河道 间的漫滩沉积
,

复盖在前缘带之上
,

形成

三角洲平原带
。

随着河流继续输入碎屑物质
,

上述三带呈阶梯状迭复式地不断向湖延伸
,

i祝岸线 阳应地向湖推进
。

因此
,

无论从平面上从湖心 向岸
,

还是垂向剖面上从底向顶
,

都 二: 仁
、 、

夕
、

出砚 灼三角洲 i尼带 ( 层 ) 一三角洲前缘带 (层 ) 一三角洲平原带 (层 ) 这样的

三
.

扩
_

一

、 _ _ 一

层结肯一沌宜 代表沏泊沉积一河湖共同沉积一河流沉积的反旋回性质
,

这是湖

泊三 , 洲华!
;

!
.

刁的足蕊卞的特 汽
,

与入海的河流作用为卞的三 角洲类洲 (图 1
、

2
、

3 )
。

;
’

{日三
’; :

户

川的 万 几角洲泥带与周日的半深 印深湖 万泥岩 于连洲 过渡的
,

无法 严格 区

分
:

前缘
一

带是三 角洲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有三类砂休
,

从湖岸厂J湖心方向依次是水下分流

侧
.

过砂 {{:
、

河 口砂
.

贝沐和席状砂砂沐
,

图 3 示水下水道砂沐
、

河 口砂坝和席 状 砂 休 的

电洲山线 , 专点和分布关系
,

后部砂体作者 认为大六;分 涟 伙下河心
。

可以看出
,

水下分流

河道占湖补、三 用洲中很发育
,

它们是水上三角洲平京 匕分 会}亡河过在水下的继续
,

呈狭窄

的 条带砂 沐
,

垂直岸线分市
,

周围是灰 色
、

灰绿 色富含全物 化石的洲相泥岩
,

正韵律
,

竺:
育单自水流 忆型交错层理

,

岩性与分流河道类似但粒度稍细
。

河 口砂坝
几

呈前缘带最有 代表性的砂体
,

一般 由粉细砂组 成
,

但顶部可出现少量粗砂

讹
一

绍砾 1 讨之
‘

二物碎屑薄层
。

反韵 {华向上变祖
,

层序很洁竺
.

匕部可有小至中型交错层理
,

以低倾角和倾向多变为其待点
:

席伏砂砂 沐为细 的粉细砂组成
,

反韵律特点 不如河 口 砂坦明显
:

三角洲平原带的主要沉积是分流河道的条带砂体 ( 乡为中
、

细砂组 成 ) 及河漫席状

薄砂泥 互 巳和泥炭夹 层
,

剖面上呈明显 的向上变细的层序
,

与曲流河剖面类似但粒变稍

细
。

有些湖泊三角洲的三角洲平原沉积物的粒度比上述粗 得多
,

如辫状河沉积
。

当河流荃本稳定在同一位置时所形成的三角洲的三带 、层、组合
,

称为三角洲叶体
,

略呈薄透镜体
。

在某一段地 质时期
,

由于相邻地区沉积的不均匀或其它原因引起河流改

道
,

造成新三角洲叶体的前后左右迁移甚至向上多个叶体的选置
,

形成三角洲复合 体
,

简称三角洲
。

叶体之 间有薄层湖进式的席状砂
、

泥和泥炭层
。

可见
,

湖泊三角洲的三层结构组成的反旋回性质是最基本的特点
,

其次是前缘带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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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反韵律性质
,

砂体 中具牵引流沉积构造
,

水下分流河道发育
。

沉积环境处于正对河

流入 口的浅水缓坡地带
,

以区别于陡坡深水地带的浊流砂体和远离河流入 口 的沿岸滩坝

砂体
。

三角洲适于在湖盆及四周地形 比较平缓的地方发育
。

湖盆发育过程中可有多期三角

洲发育
,

特点有些差异
,

其中以湖盆发育早中期两次大湖进之间的湖退阶段所形成的三

角洲的生储盖条件最好
。

如松辽盆地白奎系青山 口组至姚家组的大庆三角洲和渤海湾盆

地下第三系渐新统沙河街组沙三上至沙二段 的三角洲
。

本文以它们为例来说明其沉积特

点和分布规律
。

二
、

构造湖盆内三角洲的平面分布特点

湖盆中砂体的发育受区域构造活动
、

气候
、

物源和地形等 因素 的控制十分明显
。

在

同一盆地同一时期 气候和物源条件类似的情况下
,

地形是控制砂体发育的主要因素
,

而

构造活动又是控制地形 的基础
,

这在构造湖盆中表现得尤为清楚
。

拗陷及断陷湖盆
,

地形上多为不对称的伸长状
。

如渤海湾盆 地在早第三纪时被许多

断块分割 成众多的断陷湖盆 ( 图 4 )
,

呈簸箕形或 V 形裂谷
,

湖盆长轴平行主断 裂
,

深

湖区靠近主断裂一侧
。

湖盆长轴的一端或两端有长而缓的斜坡
,

入湖河流较长
,

物源较

远
。

短抽靠主断裂一侧的斜坡较陡
,

水较深
,

物源较近
,

短轴另一侧为较宽缓的斜坡
。

松辽盆地在白奎纪时虽 已由断陷转化为统一的拗陷型大湖盆 ( 图 6
、

7
、

8
、

g )
,

地

形大为简化
,

但整个地形仍具有北高南 低
,

西陡东缓
,

南北伸长的不对称特点
。

由于湖

盆 四周地形条件不一样
,

输入物质和水动力条件不同
,

形成三角洲的特点也有差别
,

可

分为长轴三角洲
、

短轴陡坡三角洲和短轴缓坡三角洲三类
。

1
.

长轴三角洲

分布于湖盆
一

长轴高的一端面对碎屑物源的长缓斜坡上
。

如大庆三角洲
,

它位于松辽

湖盆北郊长缓斜
一

凌
_

仁
.

地层属白工系青山 口 组至姚家组
,

介于青山 口 组 段和嫩江组两

次大的湖进之 间的湖退阶段
。

物源来 自北面小兴安岭的花岗岩
,

从山麓至湖岸
.

冲积扇
、

河流泛滥平原到三角洲依次发育齐全
。

河流较长
,

与三角洲紧邻
。

三角洲从黑鱼泡开始
,

向南延伸到葡萄花
,

伸入深湖区
。

三角洲叶体呈伸长的鸟足状或舌状
,

三带齐全
。

山 2的

多个叶体组成的三角洲复合体其总面积达 2 万多平方公里
,

最厚达 5 00 米以上
。

向南推进

最远的姚一段葡 I一 4 砂层组沉积时的延伸距离约20 0公里
,

河流区的坡度小于 0
.

5米 /公

里
,

三角洲平原区的坡度小于 0
.

1米厂公里
,

前缘带坡度是 0
.

8米 /公里
。

大庆三角洲的沉

积特点可归结为体积大
,

形状长
,

厚度大
,

相带齐全
,

粒度适中
,

伸入生油 区
。

大庆三角洲的三角洲平原带发育很好
,

分流河道砂体特别发育
,

多呈较稳定的近于

平行的条带
,

三 角洲长轴平行湖盆长轴 (图10 )
。

剖面上呈底凸顶平的较对称 的透镜体
,

主要成份为中细 砂
,

具 向上变细的层序
,

砂层单层厚度一般 4 一 8 米
,

最厚 10 米
。

河道

间为灰色或灰绿色夹红色斑块 的泥岩
。

三角洲前缘的河 口砂坝主要为粉细砂组成
,

具有

向上变粗的层序
。

砂层一般厚 5 一 10 米
,

最大厚度20 米
,

岩性均匀
,

席状砂粒度更细
,

层薄
。

水下分流河道砂
,

呈向
_

L变细的层序
,

常与河 口砂坝砂迭合组成由细 到粗再到细

的复合韵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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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渤海湾盆地下第三系断陷与隆起分布

( 据李德生
,

1 9 8 1 )

T h e d is t r ib 廿 t工o n o f d o w n fa u lte d b a s主n a n d : : p lif ts
,

e a : 1丁 T o r t ia r 手
一 ,

B o h a i B a y b a s i n ( A f te r D e s e n L i
,

1 9 8 1 )

大庆三 角洲由于仲入深湖区
,

顶底又有 良好的生油层和盖层
,

生
、

储
、

盖
、

保条件都

很好 由于砂泥差异压缩
,

三角洲听在地区呈低角变背斜雏形突出于周围泥岩区之上
,

使后 行所尘的 油气从旦期就开始 向这里运移
,

加之后期继续隆起形成大型背斜构造
,

造

成油气聚集的最理想条件
。

大庆三角洲 中分流河道 (包括水下分流河道 ) 砂体很发育
,

油 气储量最 多
,

物性也好
,

故油井高产
。

由于非均贡性较大
,

并具向上变细的正韵律层

序
,

注水时水下沉
,

底部 出水快
,

水洗厚度小
。

河 口砂坝的岩性物性较均匀
,

具反韵律

性质
,

注水开发的效果最好
,

油井高产稳产时间长
。

2
.

短轴陡坡三角洲

目前发现较多的是在渤海湾断陷盆 地的一些箕状湖盆短轴陡坡一侧或 V 型裂谷湖 盆

短 轴两侧 (图 1 1
、

1 2 )
。

如辽河西部凹 陷是一近北北东向延伸的狭长裂谷
,

北高南低
,

北窄南宽
,

东西两侧斜坡都较陡窄
,

西斜坡稍宽缓
,

长轴北端 因无碎屑物源
,

不发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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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松辽盆地大庆油田北部姚二

、

三段项河床砂体几何形态

( 据大庆研究院
、

南京地理所
, 1 9 7 7

F 至9
.

9 G e o m e 之r ie f e a t 仪 r e o f d e lta i e s a n d b o d ie s o n t o p o f S a 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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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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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lfie 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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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洲
。

东西两侧均有前震旦系花岗片麻岩和其它碎屑物源
,

有多期三角洲发育
,

以沙二

时期的三角洲规模最大
。

其特点是单个三角洲叶体较短小
,

侧向有多个三角洲并 列联结
,

形成顺斜坡走向伸展的相当大的砂质条带
,

紧邻中央深湖区
。

三角洲前缘带很发育
,

三

种砂体都有 ( 图 4
、

n )
。

三角洲平原带目前钻井尚未钻到
,

或是因遭受剥蚀而不存在
。

前缘带砂体如河口 砂坝和席状砂向上变粗 的反韵律特点很清楚
。

在西斜坡
,

河 口砂坝主

要为中细砂岩和粉砂
,

水下分流河道砂体粒度较粗
,

以砂岩和砂砾岩为主
,

少量粉砂岩
,

泥质含量少
。

正韵律
,

平行层理
、

大型单向斜层理清楚
,

砂层为厚层块状
,

多层迭置
。

东斜坡三角洲 的特点与上述类似
,

但粒度较粗
,

如河 口砂坝的组成是砂岩和砾状砂岩
,

甚至有细砾岩
、

粉砂岩很少
。

辽河凹陷的东西两侧沙二段的三角洲砂体由于紧邻中央深

湖区
,

下伏沙三段的深湖泥岩
,

上盖沙一段的湖进层
,

故生
、

储
、

盖条件很好
,

尤其是

西斜坡三 角洲面积较大
,

砂层粒度较适中
,

目前是主要油田分布区
。

从辽河三角洲
,

尤其是东斜坡三角洲的特点来看
,

说明当时物源近
,

入湖河流可能

是季节性的较短河流或冲积扇上的辫状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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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湖盆短轴缓坡三角洲

常出现于箕状断陷湖盆短轴缓坡
,

如东营凹陷的南斜坡
。

这种三角洲的特点是面积

大
,

砂层薄
,

粒度细 (粉细砂 )
,

三带齐全
。

边缘河流沼泽沉积发育
,

岩性与长轴三角

洲类似
,

也为较长河流输入的沉积
。

由于斜坡宽缓
,

砂粒分散
,

不如沿长轴流入的河流

那样能集 中堆积
。

这种三角洲由于离深湖区较远
,

本身砂层薄
、

物性差
,

对油气的聚集

不如上述两种三角洲有利
。

在一个湖盆中
,

长
、

短轴方向都可同时发育三角洲
。

如东营凹 陷 (箕状凹 陷 )
,

除

了南面缓坡三角洲外
,

北面陈家庄大断层下发育短轴陡坡的胜佗三角洲
,

长轴东端有东

辛三角洲
,

长轴西南端有高青三角洲
。

其中东辛三角洲和胜佗三 角洲相邻
,

初期 (沙三

上 ) 是相连的
,

物源主要来 自东北方向青佗子凸起的前震旦系斜长片麻岩和北面陈家庄

凸起的前震旦系花岗片麻岩
。

后期 ( 沙二 ) 逐渐分开
,

东辛三角洲地区抬升消失较早
,

胜垃三角洲继续向西
、

向南扩展
。

这两个三角洲的岩性有些近似
,

三带齐全
。

三角洲平

原带上炭质页岩和泥岩很发育
。

东辛三角洲的河 口 砂坝为粉细砂
,

顶部可出现中粗砂
。

胜佗三角洲的粒度稍粗
,

河 口砂坝为粉砂至粗砂
,

顶部可 出现砂砾岩
。

三角洲顶部均逐

渐过渡为河流相
。

东辛三角洲的发育受胜佗三角洲的阻挡
,

向深湖区延伸不远
,

生储盖

条件不及胜佗三角洲
。

高青三角洲的前缘带很发育
,

为巨厚 的粉细砂层
,

也是长河流输

入物的沉积
,

由于离深湖区远
,

油源不足
,

油气较少
。

由此可见
,

构造湖盆三角洲的分布具有如下特点
:

1 >长轴三角洲在大拗陷湖盆中发育最好
;

2 >短轴三角洲在狭长断陷湖盆中发育最好
;

3 >靠近深湖区的三角洲油气聚集条件较为有利
;

4 >三角洲的发育和分布除受湖盆本身地形控制外
,

还和全区构造活动的差异有关
,

受到沉积盆地的总地势和物源条件的制约
。

三
、

构造湖盆三角洲的旋回特征

根据三角洲在垂向剖面上叶体出现的多少分为多旋回和少旋回两类
。

每个旋回包括

一个三角洲叶体的三层结构
,

用 A
、

B
、

C分别代表前三角洲泥层
、

三角洲前缘砂层和三

角洲平原层
。

1
.

多旋回三角洲

三角洲复合体 由多个叶体迭合组成
,

如大庆三角洲
。

( 图13 ) 所示的综合柱状图上

三角洲复合体总厚 5 00 米
,

共 3 8个叶体
,

每个叶体厚 10 一 3 0米
,

最厚50 米
,

其中A 层在剖

面下部较厚
, 5 一 10 米

,

少数20 一 30 米
,

向上变薄为 1 一 3 米
。

B层在剖面下部和 上部

厚
,

中间薄
,

一般 5 一 10 米
,

少数20 一 30 米
。

C层在下部 常缺失
,

上部出现
,

厚度一 般

不超过 10 米
,

中部姚一段时最厚
,

达 4 0米
。

青山 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段两次大的湖进之

间为大的湖退阶段
,

三角洲形成过程中次一级的湖进和湖退交互频繁
,

湖退开始时湖水

犹深
,

中期强烈湖退
,

后期湖进水逐渐加深
。

胜佗三角洲沉积 也是多旋回
,

沱 3 一 5 一 n 井三角洲复合体总厚 5。。米 ( 图 1 3 )
.

11 个

旋回
,

每个旋回厚加一30 米
,

少数50 一 60 米
,

b层 10 一20 米
,

少数 3 0米
。

可分为两个阶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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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回 1 一 5 和 6 一 1 1 )
,

每阶段的下部旋回都只有A 层和B层
,

上部才有 C层出现
。

顶

部逐渐过渡为河流相
,

其上为湖进泥岩层 听覆盖
。

说明三角洲形成过程中湖盆曾有两次

升降波动
,

晚期继续抬升
,

以后又湖进
。

2
.

少旋回三角洲

三角洲复合体在剖面上只有少数甚至单个叶体
。

例如东营凹陷长轴西南端的高青三

角洲
,

厚 7 00 多米
,

大部分是粉细砂组成的前缘砂层
,

砂层连续厚度可达几 十 米
,

甚至

30 0米 (青 5 井 )
,

暗色泥岩夹层少
,

三角洲平原层只在顶部出现
,

东辛三角洲也类似
。

对油气运移的研究表明
,

生油层中的油气向上运移进入储层 的距离不过 1 5米左右
,

向下不过 5 米左右
。

因此
,

储层单层很大
,

不一定都被油气充满
。

生油层或储层太薄又

会造成生油量不足或油气分散
,

比较理想的是适当厚度的生油层与储油层的多次频繁交

互
。

大庆三角洲和胜佗三角洲均具有这种条汁
,

故油气富集
。

高青三角洲的砂层虽厚
,

但暗色泥岩较少
,

生油量少
,

油气贫乏
。

三角洲的旋回特点反映了湖盆的升降
,

物源区的抬升剥蚀
,

河口 区 的沉积与沉降比

率
,

以及区域气候等因素的变化
。

湖盆内同期三角洲比较
,

旋回特点与平面分布位置有

一定关系
,

那些伸入湖内较远的长轴三角洲或邻近深湖区的陡坡三角洲
,

发展持续时间

长
,

厚度大
,

旋回数 目较多
,

生油层插入砂体 内较深
,

二者频繁交互
,

接触面积大
,

最

有利于油气聚集
。

反之
,

离深湖生油区较远的短轴缓坡三角洲或长轴的仄小三角洲
,

或

因单层过薄
,

或 因旋回数目少
,

油气聚集条件较差
。

四
、

构造湖盆中与三角洲共生的砂体

1
‘

平面上相邻共生的砂体

湖盆 内郁和四周砂体有多种类型
,

它 们之 间有一定共主规律 ( 图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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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渤海湾地区沙河街组沉积相演化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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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角洲向陆侧的相邻砂体

有两种砂体
,

一是河流泛滥平原砂体
,

一是冲积扇砂体
,

前者多见于长轴及短轴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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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三 角洲
,

后者见于短轴陡坡三角洲
。

分别称为河流一三角洲体系或冲积扇一三角洲体

系
,

当冲积扇直接盖在三角洲前缘砂层之上时
,

称扇三角洲
,

或简称前一种为长河流 (或

远源 ) 三角洲
,

后两者为短河流 (近源 ) 三角洲
。

2) 三角洲向湖侧的相邻砂体

三角洲向湖侧可产生滑塌型浊积砂体
,

在长轴三角洲或短轴缓坡三角洲前面
,

由于

地形坡 度较小
,

滑塌作用较弱
,

产生的浊积砂 体为体积较小 的串珠状透镜沐
,

或为较薄

的席状砂
,

粒度均为较细的粉细砂
,

甚至无浊积砂体发育
。

短轴陡坡三角洲前面
,

由于

坡度较陡
,

滑塌作用较强
,

有可能形成较大的浊积扇或其它形态的粒度较粗的浊积砂体
。

3) 三角洲侧 向相邻的砂体

在三角洲之问
,

不正对河流入 口的沿岸
,

可有沿岸滩坝砂体
。

如辽河西斜坡三角洲

之 间常有滩坝砂体 (图 1 1 )
。

2
.

垂向上相邻共生的砂体

湖盆从开始发育到衰亡的过程中
,

由于构造活动
、

地形
、

物源和气候条件的变化
,

会产生 不同的沉积物及相应的砂体 (表 1
、

图 15 )
。

渤海湾盆地第三纪早期的扩张深陷

T a b le

表 1 渤海湾盆地第三系的演化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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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初 陷充填
‘

倪
沙四末

‘

仍有小
’
诞三 角 洲

期 (沙三段 ) 坡度陡湖水深
,

是浊积砂体的最好发育期
。

随之而来的回返收缩期 (沙三

上至沙二段 ) 地形变缓水变浅
,

是三角洲最佳发育期
。

其后为湖盆再次微陷扩张期 ( 沙

一段 )
,

地形更平缓
,

湖泊面积大
,

而水不深
.

是滩坝最好发育期
。

后期湖泊抬升收缩
,

发育河流泛滥平原和三角洲
,

直到湖盆消亡
。

从表 1 还可看 出
,

三角洲的发育有多次
,

但其中生储盖条件最好的是两次大湖进(沙三和沙一 、之间的湖退阶段 (沙三
_

七至沙二 )

形成的三角洲
,

它处于湖盆发育的早
、

中期
,

三角洲砂体的下面
,

是深水或半深水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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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泥岩
。

在短轴陡坡三角洲之下常有近岸洪水浊积扇或其它形态浊积砂体垫 底的现象
,

由于这些浊积砂体的发育
,

使湖底坡度变缓
,

水变浅
,

造成有利于三角洲形成的条件
。

如辽河西部凹陷沙二段三角洲之下都有沙三段的浊积岩
,

胜沱三角洲之下也有一些小的

浊积砂体
。

这种三角洲的顶部
,

或直接被湖进泥岩覆盖如大庆三角洲
,

或先覆盖河流相沉

积
,

再度湖进泥岩覆盖如东营凹陷的三角洲
.

这主要取决于三角洲形成末期的构造背景
。

掌握湖盆中三角洲的平面和垂向上的分布规律以及和其它沉积相和砂体 的 共 生 关

系
,

不仅有助于从一类砂体的发现
,

去追索相邻的砂体
,

扩大勘探的领域
,

还有助于老

区挖潜和新区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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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o r t一 a x is g e n tle 一s lo p e d e lta s a ls o a P p e a r o n th e d u s t p a n s fi o p o d d o w n 一 f o u Zt o d

la k e b a s i n , s u e h a s t h e s o u th g e n t le s lo p e o f s h o r t 一 a x i s o f D o n g 3
,

1 11 9 D o p : e s s io n
.

T h e s e d o lta s a r e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b丁 la r g e s r e a ,
t h in la了 e r ,

f in e g r a i n ,

lo w p o z
·

o s i t J
,

a n d

p e r m e a b ilit y a n d r a t h e r fa r a w a 丁 f r o m d e e p w a t e r a r e a , 5 0 th e y a r e le s s a d 、 a : l ta g
-

e o u s fo r 0 11一 g a s a e e u m u la t i o n
.

In D o n g y in g D e p r e s s io n ,
t h e r e a r e a ls o lo n g 一 a x is d e lta s s u e h a s th e D o n g x in d e -

1ta a n d G o a q i n g d e lt a ,

b u t t h e y a r e a ls o le s s a d v a n t a g e o u s th a n t h e S h e n g t u o d e t a
.

T h e d i s t r ib 住 t io n a l p r o p e r t ie s o f d e lt a s i n s t r u e t u r a l la k e b a s i n s e a n b e s u rn m a -

r 1z e d a s fe llo w s : ( 1 ) L o n g 一a x is d e lta s a r e m o s t p r o m in e n tl了 d e v e lo P e d i n s u b s id e 己

la k e
b

a s i n s ; ( 2 ) S h o r t 一a x is d e lt a s a r e m o r e p r o m i n e n t ly d e v e lo p e d in n a r r o w e lo n -

g a t e d d o w n 一 f a u lt e d la k e b a s i n s ; ( 3 ) 0 1 1一 g a , a e e u m u la t io n 1 5 m o r e p r o m in e n t i n d e l-

t a s e ] o s e to d e e p w a t e r a r e a s
.

111
.

C y e li e it y

D e lta s e a n b e e la s s ifi e d
, a e e o r d in g t o t h e n u m b e r o f o 、

一

e r la , }n g lo b o s in 、
一

。 r t i e a l

s e e : io n s ,

i n t o p o l手
一

e y e li e d e lta s a n d m o n o e y e lie o r fe w 一 e丁e
li

e d e lt a s
.

A p lo y e y e lie d e lt a 1 5 a d e lta e o 瓜 p le l e o m p o s e d o f m a n 了 。 、
,

e r la p in g d e lt a lo b e s

a n d 5 0 e o n s is t s o f a n u m b e r o f e y e le s
.

F o r e 叉 a m p le ,
th e S h e n g t u o d e lt a e o m p le x 五a s

a t o t a l th ie k n e s s o f 5 0 0 m e t e r s a n d 1 1 e y e le s ,

D a q in g d e lt a 5 0 0 一 6 0 0 m e t e r s ,
3 8 e y e le s

.

R e e e n t in v e s t ig a t i o n s o n 0 11一 g a s rn i g r a t io n s h o w t h a t t h e t h ie k n e s s o f 0 11 s o u r e e

r o e k fo r e f fe e t iv e u p w a r d m i g r a t io n 15 a b o u t 1 5 m e t e r s a n d d o w n w a r d rn ig r a t i o n a b
-

o u t 5 m e t e r s
.

B e s id e s ,
t o o th ie k a s a n d la y e r m a y n o t b e f让lly fille d

.

5 0 , n e i t h o r t h e

s o u r e e r o e k s n o r r e s e r v o ir r o e k s a r e n e e e s s a r y t o b e v e r y th ie k
,

b u t fr e q u e n t a lt e r -

n a t i o n s o f 功 o d e r a 士e t h ie k la J
尸 e r s a r e o f m o s t im p o r t a n e e .

5 0 th e D a q i习9 d e ] t a a n d

Sh e n g t u o d e lta a r e v e r y a d v a n t a g e o u s fo r 0 11一 g a s m ig r a t io n a n d a e e u m u la t io n
.

o n

t h e o th e r h a n d
,

m o n o e y e lie d e lt a s u e h a s G a o q in g d e lta 15 le s s a d v a n t a g e o u s
.

H o w e v e r ,

e x e e s s n u m b e r o f e y e le s a n d e x t r a s m a ll th ie k n e s s o f s i n g le la y e r w ill e a u s e t h e

0 11一 g a s t o d is p e r s e w id e l手
·

a n d 15 d i s a d 丫 a n ta g e o u s
.

I\’
.

S a n d b o d ie s a s s o e ia t e d w ith s t r u e t u r a l la k e d e lt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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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o r e w a r d
,

d e lt a s m a 丁 a s s o e ia t e w i th u l e a 了ld e : r i丫 。 r e lz a ; 1 八 。1 sa : : d b o d i o s a s f o r

lo n g 一 a x is d e lt a s a n d s h o r t 一a x i s g e n tle s lo p e d e lt a s ; o r a s s o e i a t e d 二
,

i t h a llu v i a l fa n s

a s f o r s h o r t 一a x is s t e e p s lo P e d e lt a s .

L a k e w a r d
,

d e lta s m a 丁 a s s o e ia t e w ith s m a ll tu r -

b id i t e s a n d b o d ie s
.

B e tw e e n d e lt a s ,
th e r e m a 丁 b e s o m e s h o r e lin e s a n d b o d ie s .

V e r ti e -

a lly
, n e a r s h o r e f lo o d in g t u r b id it e fa n s o ft e n a p P e a r u n d e r t h e s h o r t 一 a x is s t e e P s lo P e

d e lt a s ; D e lta s e a n b e o v e r la in b丁 flu v ia l s a n d b o d ie s o r s h o r e lin e s a n d b o d ie s .

T h e e y o lu t io n h is to r手
一

o f t h e s t r u e t u r a l la k e b a s in u s u a ll手
一

s h o w s th a t t h e r e w e r e

s e v e r a l s ta g e s fa v o r a b le fo r th e f o r m a t io n o f d e lta s ,

h o w e y e r ,
t h e d e lt a s b e s t f o r

0 11一 g a s a e e u m u la ti o n w e r e f o r m e d d u r i n g th e r e g r e s s io n a l S t a g e b e t w e e n tw o m a i n

t r a n , g r e s s主o n a l s t a g e s i n th e e a r ly m id d le s ta g e o f th e la k e e 二 o lu t io n h is t o r y
.

K n o w in g t h e d is tr ib u ti o n a n d e y e lie i ty o f d e lt a s a n d t h e i r a s s o e i a t e d s a n d b o d i e s

w o u ld b e v e r y u s e f u l t o fi n d o u t 口 o r e p o t e n t ia l r e s e r v o ir s i n th e e x p lo 主t e d fie ld s

a n d t o p r e d ie a t e n e w a r e a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