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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下第三系碎屑岩微观相标志

陈 淑 珠

( 胜利油田 地质科学研究院 )

济阳坳陷系陆相断陷湖盆
,

具有近物源
、

多物源的特点
。

它位于 山东省北部
,

包括

东营
、

沾化
、

车镇和惠民等四个凹陷 ( 图 1 )
。

东营凹陷下第三系沙河街 组 第 三 段的

中
、

下部大段暗色泥岩中夹有多种砂岩体
,

是形成岩性油气藏的重要 含油 层 系
,

是高

压
、

高产的良好储集层
,

为当前增加新油气储量 的主要 目的层
。

作者选择东营
、

沾化凹

陷中的 7 口系统取心井
,

并着重观察分析了 32 口井的 60 0 多个薄片
,

综合应用岩心
、

电

性
、

粒度
、

古生物及砂岩体形态等资料进行单井微相分析
,

即从 已知到未知
,

总结出两

个沉积体系
、

四种水流性质 的五个相
、

八个亚相
、

十一个微相的九项十五种微观相标志

和其他标志
。

图 1 济阳坳陷 I 区主要井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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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与我国东部的其它断陷盆地相似
,

其沉积环境受构造的升降运动和古地貌

的控制
,

在不同的古地理环境中形成各种不同成因类型的砂岩体
。

( 表 2 ) 分别属于四

种水流性质 ( 包括重力流
、

波浪一湖流
、

河流和水下重力流 )
。

它们的沉积特征和微观

相标志有明显的差别 ( 表 1 )
,

现分别概述于下
。

表 2

T a b l e

沉积环境与砂体成因类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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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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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三种水下重力流砂岩体的沉积特征和微观相标志

区内见到三种重力流沉积类型 即深水重力流水道沉积
、

半深水浊积扇沉积和浅水扇

( 水下扇 ) 沉积
。

它们各自具有不 同的特征和微观标志
:

在纵向上
,

多层碎屑岩夹在大套湖相泥岩和薄层白云岩中
。

其 自然 电位曲线呈筒形

或箱形
,

有完整的或不完整的鲍马层序
;
常见递变层理和平行层理

;
沉积韵律一般在下

部为反韵律 ( 由若干个正粒序层组成 ) 和在上部为正韵律组成的完整韵律 ( 图 2 一 2 ) ,

碎屑沉积物为递变悬浮搬运方式
,

表现在粒度 C一 M 图象为平行放 C = M 基线
。

而且概

率曲线也无牵引总体
,

悬浮总体曲线较平缓 ( 图 2 一 1 , 2 一 2 , 2 一 3 )
。

在镜下
,

水下重力流沉积具有 5 个典型的共同的微观相标志
:

“ 混杂
” 组构 在粗碎屑之间混杂细碎屑

,

多见朴鲍马层序的 A 段含砾不等粒砂

岩中 ( 图版 I
, 1 )

。

这是因大量沉积物在重力作用下快速沉降
,

粗细粒沉积物来不及彻

底分异而形成
。

似斑状组构 斑状碎屑比其周围的碎屑大而少得多
,

故颇似斑状
。

常见龄鲍马层

序的 B
、

C 段的细砂岩和粉砂岩中 ( 图版 I
, 2 )

。

撕裂屑 即盆内同生泥屑
,

以往在镜下曾误认为泥质胶物和录井图描述中的泥质

条带
。

其颜色
、

层理等特征与盆 内泥岩相同
,

但形状特殊
,

多呈不规则的片状
,

无滚动

搬运 的痕迹
。

多分布放粉细砂岩中 ( 图版 I
,
5 )

,

这是重力流侵蚀湖底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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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胶结类型
“
灰泥杂基

”
胶结

,

是
“
隐晶灰质或 白云质 十 泥质 + 粉砂

”
充填

赞粗碎屑之间
,

亦称碎屑充填基底式或碎屑充填孔隙式胶结
。 “

串珠
”
状胶结

,

是显微

晶白云石或铁白云石围绕碎屑胶结 ( 图版 I
, 3 )

。

薄壳状胶结
,

是隐晶白云石或灰质围

绕碎屑胶结
。

这三种类型是浅水扇 ( 水下扇 ) 沉积的常见标志
。

其最基本的形成条件是

在浅水沉积环境中含有碳酸盐和低价铁离子
。

此外因碎屑粗
、

分选差
、

沉积速度快而形

成前一种胶结类型
。

当碎屑沉积物较细
,

分选较好
,

在较弱的波浪作用下则形成后两种

胶结类型
,

其中薄壳状胶结
,

近似表鲡
。

特殊显徽构造 显微粒序递变层理
,

常见于重力流沉积 的中一下部
,

相当于鲍马

序列的 A 到 B 段
,

因递变悬浮沉积而形成 ( 图版 I
, 4 )

。

滑动变形构造
,

常见于重力流

抓积的上部
,

相当于鲍马层序的C 段
,

在重力作用下滑动而成
。

负荷构造
,

常见于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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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中 ( 图版 I
, 6 )

,

因滑动或压实作用使碎屑嵌入撕裂屑而形成
。

各种重力流宏观沉积特征及其明显的区别叙述如下
:

1
.

深水盆力流水道沉积
:

它位于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带的边缘
,

砂岩体的形态呈透镜状
,

与近东西向断裂走向

平行
。

产在深灰色泥岩中
,

物源区以东面青沱子凸起为主
。

Y 67 井沙三中砂岩体沉积层

序具有远源深水重力流水道沉积特点 (图 3 )
:

( 1 ) 碎屑沉积物较细
,

鲍马层序齐全
。

砂岩以细砂级和粉砂级为主
,

次棱角状
,

少数次圆状
,

分选较差到中等
。

在 C一M图中 I m

值和 C / M 最大值较小
。

概率曲线的悬浮总体的斜度较高 (图 2 一 1 ) ; ( 2 )粉砂岩中含较

多撕裂屑
,

常与植物茎
、

叶屑形成波状纹层 ; ( 3 )常见冲刷构造
、

滑动变形构造和负荷

构造
; ( 4 )异化颗粒极少

,

偶见砂屑或介形虫碎片等浅水区沉积物
。

泥岩多系深灰色
、

灰黑色
,

具平行层理
,

并罕见介形虫和螺化石等底栖生物
,

而常

见鱼骨
、

鱼鳞化石
。

表明其沉积环境的水较深
。

具有还原条件
。

综上特点可知
:
本区碎屑沉积物主要由三角洲沉积区滑塌作用

、

次为洪水作用搬运

到深湖内形成重力流水道沉积
,

砂体呈透镜状
,

分布方向与物源方向一致
,

因而不是河

口砂坝沉积
。

2
.

半深水浊积扇沉积

位于东营凹陷南部靠近南坡与凹陷中心之间的梁家楼地区沙三中段
,

其砂岩体形态

从南到北 ( C 51 井到 L 28 井 ) 由长条形转变为扇形
,

即从浅水一半深水重力流水道沉积

到半深水浊积扇沉积
。

砂岩体厚度由42 米变为 27 米
,

粒度也相应变细
。

表明沉积区的水

体由浅变深
,

物源方向是由南向北
。

宏观和微观相标志主要是
:

( 1 ) 鲍马序列 A
、

B段发育 ( 图 4 )
,

递变层理在岩心和镜下均常见 ( 图版 I
, 4 )

。

( 2 )异化颗粒和正化组份 的含量很少
。

但比深水重力流水道的多见
。

( 3 )碎屑粒度粗
,

组份复杂
,

多为不等粒砂岩
。

颗粒既有次棱角状
,

又有少量次圆状
。

表明其不但有洪水

搬运来的石炭系碎屑砂岩沉积物
,

又有沿岸三角洲滑塌 的沉积物
。

这种被圆化的碎屑是

再沉积的
。

( 4 ) 分选性差
,

但比浅水扇的好
。

表现在 C M图中 I m 值和 C /M值较小
。

而且
,

概率曲线也较陡 (图 2 一 2 )
,

具有半深水浊积扇沉积特征
。

在 C 51 井 2 9 70
.

2 米的

灰色泥岩中局部为红色
,

且粒度概率曲线有少量牵引总体
,

因此有人认为是水上河道沉

积
。

但是
,

浅水水下河道沉积由于有牵引流的影响
,

可有少量滚动沉积
。

根据介形虫
、

螺化石的壳壁较厚
,

可指示其浅水沉积环境
。

综上所述 ( 图 5 )
,

解释为浅一半深水重力

流水道沉积较合适
。

3
.

浅水扇 ( 水下扇 ) 沉积
:

它是浅水重力流沉积之一
。

位于凹陷陡坡大断裂带的近湖盆边缘
。

由洪水暴发携带

的碎屑物质
,

在湖水下快速堆积成的一系列扇群
。

如东营凹陷北坡从西到东有 5 32 井沙

三及沙四段
、

T 6 井沙三段
、

3 一 4 一 3 井沙二段 1 砂组
,
Y 53 井沙四段和沽化凹陷义东断裂

带下盘 的 D 8 1一 6井沙二段等砂层都属这类扇群砂体
。

其沉积相标志有近源的
,

冲积的和

浅水沉积
,

又有扇根一扇中的重力流沉积的特点沉积
。

( 1 ) 砂岩结构成熟度低
:

粒度范围宽
,

组份复杂
,

常见砾状不等粒砂岩
。

磨圆度

差
,

棱一次棱角为主
,

罕见次圆状
,

分选性极差一差
,

概率曲 线平 缓 (图 2 一 3 )
。

C M



1 12 沉 积 学 报

井井井 岩 性性 鲍鲍 火火 撕撕 湖湖 堤堤 水水
深深深深 马马 焰焰 裂裂 相相 岸岸 道道
米米米米 层层 构构 屑屑屑 相相 相相

序序序序序 造造造造造造
333 0 6 6

一 尸尸

— lll . EEE

厂厂「「田田口口口

333 0 70
---------------------------------------------------------

333 0 7 6 ---心升
,

lll
CCC

压压区区口口团团团交交 O 只夕...

泥 lllllllllllllll

………
’ ·

……} ””

「「口口口口 !!!.....

’ ·

:
·

{{{}
·

B
}}}口口口口口口口

夕夕夕 ,,, CCCCC +++++

lllll
.....

………………………二二二 祷
·

}}}}
万万
口口国国口口口口国国

夕夕夕
’’

EEE

口口口口田田口口口
CCCCCCCCCCCCCCCCCCCCC +++ +++++

lllll
心心心盖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

..... ,

泥
. ,,,,,,,,,

.....

………
BBBBBBBBBBB

}}}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二二亡二二口二二亡〕〕〕

`̀̀ ; ,,, CCCCC +++++

lllll.....

………………………
BBBBBBBBB

门门口口盯盯「「团团
一一一 lll 一 。

月月口口口口汗汗「「日日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门门尸州州「一
... r- 叫叫『, 尸尸

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 111亡门门尸州州 r T

...

r ~ 11111
CCCCCCCCCCC 十十十

!!!!!1111111 D III「门门尸门门门门门

}}}}}}}
E

}}}口口口口 1 1
’

{{{{{

...

井井 岩 性性 鲍鲍 递递 平平 变变 斜斜 湖湖 堤堤 纲纲
深深深深 马马 变变 行行 形形 层层 相相 岸岸 状状
夕夕.....

层层 层层 层层 层层 理理理 相相 水水
米米米米 序序 理理 理理 理理理理理 道道

222 8 2 0
-------

EEE

!习习口口口口!门门团团日日日日一一

2 83 0
-------------------

叫 B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22 84 0---

誓誓
八八

同同冈冈门门口口口口 lll`̀̀
’ . .

………
BBB 十十 +++++++++++++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CCCCCCCCC

门门门门冈冈门门门门团团团EEEEEEEEE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团团口口口
!!!!!!! BBB 「 ,, 厂厂厂【一了了「 ,,,,

}}}
!!!!! o

` 一
’

·

iii !二百二二 r勺rrr 【, ,, l, ,, 「- ,,,,,
···

l
’’

厂 B ,, 「了了「不不「一一厂,,,,,
。。。 `

一 }}}「凳
··

厅厅四四口口口口口口口
00000 0 0 000 AAA

门门「,,口口亡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B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份份份半为
_____

「宝宝口二二〔二 {{{【三 ]]]]]]]]]
一一一一 八
歹歹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B -------------------------------------------lllll。
, 、

二【【一 ^
.

EEE

口口国国口口口口口口口
卜卜卜书洲尸甲门

’’’ r es es - ,, .

一
飞飞「 --- . 一 -

~~~

『 .「 ,, .

---
口 -- - - 门门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渔叫叫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四四

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胃 「「「「司司司 }}} {{{l 111I }}}lllll

圈 3 营 7S 井深水贯力流水道沉积

F 19
.

3 S e d im e n t s o f a b y s s a l

9 r a v i t y e u r r e n t o f W e l l Y i n g 6 7
.

图 4 梁 28 并半深水浊积扇沉积

F 19
.

4 S e d i m e n t s o f s e m i 一 a b y s s a l

t u r b i d i t e f a n o f W e l l L i a n g 2 8
.

井井
`̀

岩 性性 鲍鲍
.

递递 平平 变变 湖湖 堤堤 主主

深深深深 马马 变变 行行 形形 相相 岸岸 水水
米米米米 层层 层层 层层 层层层 相相 道道

序序序序序 理理 理理 理理理理理

(((2 48 000

鑫孰
...

EEE

口口口口门门mmm门门门

222 4 90
·························

222 5 0 0
···

[ 星二二口口口口田田口口国国国

222 5 10
---------------------------------------------------

BBBBBBBBB

口口序序序序序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B ~~~~~~~~~~~~~~~~~~~~~~~~~~~。。。

· ,

…
’

·

lll
AAA

口口区区区区区区

龚龚龚龚
BBB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又又
+++

下下下下下下
OOOOOOOOO BBB +++ 十十十十十十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一一一一认丫一一口子勺勺勺勺勺勺勺.....

... 了AAA

同同同同同同同00000 0 0 00000000000000000

………
`

((( 巨刀刀〔二二 l下州州州州州州州
lllll 。 。

二
0 一一〔 二沪沪̀二二仁宝勺勺勺勺勺勺勺.....

`

…
lllll 〔二更更「二二! , ,, r年 ,,,,,,

.....

………
又又

咔咔 +++++++++++
OOOOO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口

…
’ .

二二二 L 又口口口口冈冈冈冈冈冈
……… …

户 ,,,

BBB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甲甲甲

………
BBB +++ 啥啥啥啥啥啥

口口口

二
, .....

AAAAAAAAAAAAAAA

lllll

…
`

!!! A }}}「二二『勺勺勺勺勺勺
}}}}}

· ` , `
二

“ · ’

}}} 钊钊口口团团团团团团
卜卜卜寸1 !!!l 门门口口口口口口团团口口口口

图 5 纯 51 井浅水一半深水贡力流主水道沉积

F 19
.

5 S e d i m e n t s o f t h e m a i n e h a n n e l

o f s h a l l o w w a t e r a n d s e m i一 a b y s s a l

g r a v i t y e u r r e n t o f W e l l C h u n 5 1
.



2 期 陈淑珠
:

济阳坳陷下第三系碎屑岩微观相标志 11 3

忿

佛

蜘
.

切口。P助璐口的月J。口。喇55。ó众。 Q助口̀卜渭月 s渊。oó。喇妇 s璐工。卜ó目川妇J。卜ó。卜。闷。月祠J。 s。一。̀J卜ó月利口。一日P器Jo sóo祠璐。喇P口工T 月 q月卜

他肠理初霹暇睡茸峪川城理卜纷巴斑偌曰尸琳



11 4 沉 积 学 报

图中 l m 值和 C / M 值比其他重力流沉积的大
。

( 2 ) 成分成熟度低
:

含较多不稳定的岩

块
,

如古生代的碳酸盐岩块
,

细粉砂质岩块等
。

( 3 ) 递变层理发育 ( 图 5 )
,

在 岩 心

和镜下均可见到
。

此外还有滑动变形构造
。

( 4 ) 异化颗粒的种类和数 量 较 多
,

有 的

砾屑具干裂缝
,

部分鲡粒呈破碎状 ( 图版 I
, 6 )

,

表明其为浅水区的沉积物
,

并曾露出

水面
。

( 5 ) 正化组分较多
,

并具特殊的胶结方式
,

如前所述
。

( 6 )相的共生组合
:
有

浅滩相鲡状 白云岩
、

生物白云岩及浅湖相泥岩等
。

湖相泥岩中的化石种类和数量较多
,

有华北介
、

螺和鱼骨等
。

二
、

波浪一湖流沉积

由于水动力是以波浪和波浪与湖岸斜交所产生的湖岸流为主
,

并有程度不同的牵引

流影响
。

所 以沉积特征既与浊流
、

河流沉积有明显差别
,

又有相似之处
,

特别是宏观沉

积特征— 沉积层序
、

沉积韵律和沉积构造等都不很典型
,

但却具有六个独特的微观相

标志
:

1
.

结构成熟度很高
,

碎屑 的磨圆度较好
,

长短轴比小
,

尤其在正韵律的上部和反韵

律的下部更为突出
。

磨圆度除以次棱角状为主外
,

还有次圆状
,

轴比为 1 : 1一 1 : 1
.

5 ,

标志波浪作用强
,

而河流作用较弱
。

2
.

碎屑分布均匀
,

无明显的定向排列
。

3
.

粒度组份简单
,

粒度范围小
,

一般为细砂和粉砂
。

分选性好到中等
,

一般泥质含

量少
。

4
.

成分成熟度高
,

石英含量一般大于 50 %
,

岩块含量较低
。

碎屑表面洁净
。

而重力

流和河流沉积 的成分成熟度均较低
,

碎屑表面不干净
。

5
.

反韵律为主
。

由于各微相所处的沉积环境不 同
,

也有正韵律出现 ( 如湖滩砂和浅

滩砂 )
。

6
.

异化颗粒和正化组分较多
。

异化颗粒中有砂屑
、

鲡粒和生物化石 ( 介形虫
、

螺
、

鱼骨及软体动物碎片 )
。

正化组分有显微晶一隐晶的白云石
、

铁 白云石和灰质
。

根据微观相标志本区的波浪
一
湖流沉积又可细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

湖滩砂 位于滨湖区的洪水期水面和枯水区水面之间
,

有洪水的影响
,

又有拍岸浪

和回流的作用
。

其沉积特点介于湖相与河流相之间
,

如东营凹陷胜佗油 田 3一 5 一n 井沙二

段 1砂组
,

其微观相标志主要是
:

( 1 ) 异化颗粒和正化组分较多
,

泥质较少
。

原生白

云石常被铁方解石交代
。

介形虫
、

表鲡
、

螺碎片较多
,

还偶见虫孔
。

( 2 )正韵律沉积
,

从中砂到粉砂
。

( 3 ) 分选中等
,

尤其是砂岩的分选性比河流相好
。

( 4 ) 圆度较差
,

成分成熟度较低
。

这两个特点与河流相较相似
。

浅滩砂 位于浅湖区
,

正韵律沉积
,

与滨湖相为过渡关系
,

两个相带的具体界限

不易区分
。

其微观相标志主要是
:

( 1 ) 岩石类型以粉砂岩为主
,

磨圆较多为次圆状
。

( 2 ) 含较多表鲡和隐晶白云石
,

其中含较多泥质
。

( 3 ) 介形虫碎片较丰富并组成平

行波状层理
。

河 口砂坝 它属于三角洲前缘相
,

在东营凹陷胜沱油 田沙三上地层中普遍发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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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型三角洲砂岩体
。

微相标志较明显
:

( 1 ) 粒度组分简单
,

以细砂粉砂为主
,

并呈厚

层状反韵律
,

自然电位曲线呈漏斗状
。

( 2 ) 磨圆度好
,

较多次圆状
,

在C M图上
“
滚

动
” 一 “

递变
”
段很短 ( 图 2 一 6 )

,

mI 值很小
。

石英含量高
,

但随着反韵 律 的变 化 含

量向上降低
。

分选性和磨圆度也相应变差
。

( 3 ) 泥质较少
,

碎屑表面 干 净
,

这 与 波

浪淘洗作用有关
。

而且概率曲线有双跳总体也表明有波浪的冲流和回流作用
。

( 4 ) 碎

屑和胶结物分布较均匀
,

原生孔隙性较好
,

但也常见碳酸盐次生溶孔或亮晶方解石充填

孔隙
。

( 5 ) 原生隐晶碳酸盐较少
,

常见个别生物碎片和砂屑
,

罕见鲡粒
。

( 6 ) 相 的

共生组合
:

与该微相共生的有水下分流河道 (具低角度波状交错层理 )
、

水下天然堤 ( 具

爬升层理 ) 和砂坝末端沉积
。

砂坝末端沉积在纵向上位于河口砂坝底部
,

特点与河 口砂

坝相似
,

不同的是隐晶白云质和泥质一般大于 10 %
。

此外还可见到完整 的介形虫化石
。

粒度 C M图以
“
均匀悬浮

”
为主

。

水下砂堤
:
位于砂质供应充分的浅湖区

,

如东营凹陷北部 2 一 2 一17 8井 沙三上第 8“

砂层组的水下砂坝
,

系河 口砂坝经波浪改造而成
。

砂岩体平行湖岸分布
。

微观相标志与

河口砂坝相似
,

但根据韵律性
、

相序组合
、

粒度特征和砂体形态亦可以 区 分
。

水下 砂

堤的特点是下部为正韵律
,

上部为反韵律
,

以细砂为主
,

次为中砂和粉砂
。

下部分选性

和圆球度比上部差
。

上部反韵律沉积特点与河 口砂坝相似
,

不 同的是 含 有 少 量滚动组

分
,

因而表现在粒度 C M图上中值分布范围小而集中
,

说明分选很好
。

但由于 C 值变化

大
,

因此图象几乎垂直于横座标 ( 图 2 一 5 )
。

三
、

水上牵引流沉积

这里指的是冲积平原河道和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沉积
,

普遍发育在胜佗油田沙二上

和沙二下
,

由于河流的水动力是单向的推力和载荷力
,

侧向侵蚀和侧向加积作用强
,

故

其微地貌单元多
,

沉积物变化大
,

其主要沉积特征为
:

1
.

在纵向上
,

冲积河道一天然堤一河漫滩为正韵律沉积层序
,

自然电 位 曲线 呈钟

形
。

分流河道和沼泽相等为共生组合
。

电阻率曲线呈锯齿形间夹指形 ;

2
.

粒度粗细的变化使各微相的沉积特征发生改变
,

即从冲积河道一分流河道一天然

堤
,

粒度从粗到细
,

粒度组分及矿物成分由复杂到简单
,

泥质含量由少变多
,

分选性由

差变为中等
,

矿物成熟度也相应变高
。

3
.

冲积河道沉积
,

层序以砾岩
、

砾状粗砂岩
、

中砂岩和细砂岩为主
,

为 正 韵 律 沉

积
,

成层性清楚
,

碎屑具定向排列
。

分流河道沉积以细砂岩为主
,

有较多云母和炭屑
,

定向分布明显
。

而天然堤为粗粉砂和细粉砂
,

分布不均匀
,

云母和 炭 屑 较 多
,

略具定

向性
。

四
、

水 上 泥 石 流 沉 积

它也是重力流沉积之一
。

系由大量的
,

高密度的砾
、

砂和泥等沉积物被洪水带到山

尾而快速堆积在冲积扇的根部而成
。

东营凹陷陈家庄凸起胜佗地区的 3一 4一 3井沙二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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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第三砂层组属此
,

它是接近扇中的扇根泥石流沉积
。

其沉积特征如下
:

1
.

纵向层序上每个单层由底向顶部粒度有变细的趋势
,

一般为不太明显的正韵律
,

自然电位曲线呈齿形一钟形
,

表明层序变化快
。

2
.

岩石类型主要为细砾岩和不等粒砂岩
。

3
.

碎屑排列杂乱
,

无定向性
,

多呈
“
杂基

”
胶结 ( 图版 I

, 7 )
。

4
.

结构成熟度很低
,

分选性极差
,

mI 与 C / M 值很大 ( 表 1 )
,

分选 系 数 为 2一

4
.

63
。

概率曲线平缓
,

无牵引总体
,

C M图象平行于 C = M 基线 ( 图 2 一 8 )
,

表明其为

递变悬浮沉积
。

5
.

成分成熟度很低
,

成分很复杂
,

石英含量很低
,

岩块含量很高
,

常见喷出岩块
,

粉砂质岩块和泥质岩块等与母岩一致的不稳定成分
。

此外
,

还 有 较 多片 状 矿 物 ( 黑

云母 )
。

总之水上沉积具有共 同的微观相标志
:

无异化颗粒和正化组分
。

磨圆度以棱角一次

梭角状为主
,

罕见次圆一圆状
。

正韵律为主
,

结构成熟度比波浪
一
湖流沉积 的 差

,

而与

水下重力流沉积的相似
。

综观各类砂岩体沉积相标志的分析
,

说明本区断盆砂岩体的形成条件是复杂的
,

母

岩类型多
,

物源近
,

沉积速度快
,

特别是湖盆内的古地形和水动力条件变化大等
,

因而

分析砂岩体成因较困难
。

但是
,

只要从宏观和微观各种资料综合分析
,

砂岩体的成因还

是可以识别的
。

五
、

结 论

通过碎屑岩微观相标志的初步探索研究有以下几点认识
:

1
.

在具备一定勘探程度的地区单独应用碎屑岩的岩心
,

岩屑或井壁取心薄片镜下观

察
,

可以建立起沉积相的微观标志
,

并可用它来划分沉积体系
、

不同水流 性 质 沉 积的

相
、

亚相和部分微相
。

裹 3 东营
、

沾化凹陷沙三中一下砂岩体预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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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几个实例分析结果 ( 从略 )表明
:

应用碎屑岩微观相标志可以进行砂体成因分析

及新砂体的预测
,

扩大新的勘探领域将有实际指导意义 ( 表 3 )
。

3
.

在新探区建立一两 口岩心井标准相剖面
,

在此基础上可大量采用岩屑薄片做相分

析
,

以便开展区域性岩相古地理研究
。

因为取心井毕竟不多
,

只要保证岩屑录井质量
,

应用岩屑薄片做相分析较之岩心具有速度快
、

成本低
、

经济效益大的优点
。

本文承蒙周自立高级工程师
、

吴崇绮教授审阅
,

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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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d i m e n t a r y

p r e l im i n a r y

t h e

t o s e e k

.

J i了a n g S a g
, i t h a s b e e n a m a i n t a s k

i m p o r t a n t w a y t o s e a r e h l i t h o l o g i e a l r e s e r V O l r S

e x p l o r a t i o n a n d

n o n 一 a n t i e l i n e

a e e o r d i n g t o

d e v e l o p m e n t

r e s e r V O l f S
。

t h e t y P e s

I t

o f

o f t h e

1 5 a n

g e n e s l s

a n d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o f V a r 1 0 住 S k i丈主d s o f s a n d b o d i e s
.

u n k n o w n a r e a s i t 15 a n u r g e n t s u b j e e t t o s t u d y t il e m i e r o f a e i e s

C o n s e q u e n t l y
,

i n

m a r k e r s i n t h e

P r e e e n t 0 11

t h e w r i t e r

a n d g a s e x p l o r a t i o n b y t il e t h i n s e e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o f e u t t i n g s
.

T h e r e f o r e ,

h a s o b s e r v e d
o v e r 6 00 t il i n s e e t i o n s o f C o r e S

a n d e u t t i n g s

w e l l s a n d 2 5

i n e l u d i n g 15

e l a s t i e r o e k s

e u t w e l l s i n D o n g y i n g a n d Z h a n h u a d e p r e s s i o n s
.

B a s e d O n

f r o m 7 e o r e d

t h e m
,

9 t y P e s

m i e r o f a e i e s

i n t h i s a r e a

m a r k e r s a n d o t h e r

( T a b l e l )
.

W i t h

o b t a i n e d i n T e r t i a r y

f o l l o w i n g h a s b e e n

e l a s s i f i e d : t w o s e d i 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s a b o v 巳

m a r k e r s h a v e b e e n

t h e s e m a r k e r s ,
t h e

月 。
d b e l o w w a t e r a n d 1 1

( i n e l u d i n g d e e p 一 l a k e e h a n n e l o f g r a v i t y
,

S e l l l l d e e p 一 l a k e t u r b i d i t e f a n

m i e r o f a e i e s

s h a l l o w l a k e

f a n , s a n d i n l a k e b a n k
, s a n d i n

s h a l l o w b a n k
, e s t u a r i n e b a r

.

s u b a q u e o u s s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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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r r i e r ,

d i s t r i b u t a r y e h a n n e l
,

l e v e e , a l l u v i a l e h a n n e l a n d a l l u v i a l f a n , e t e
.

) o f f o u r t y P e s

o f e u r r e n t s ( s u b a q u e o u s g r a v i t y e u r r e n t
,

w a v e 一 l a k e e u r r e n t
,

d r a g
e u r r e n t a b o v e w a t e r

a n d m u d一 r o e k f l o w )
.

T h e i d e n t i f i e a t i o n o f t w o s e d i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s a n d s e d i m e n t s

o f f o u r t y P e s o f e u r r e n t s o f t h e T e r t i
a r y e l a s t i e r o e k s i n t h e s t u d丁 a r e a a r e

d i s e r i b e d a s f o l l o w
s : V a r i o u s d i s s i m i l a r g r a i n s a n d e r y p t o e r y s t a l l s n e e a r b o n a t e

e e m e n t s e a n n o t b e s e e n i n s e d i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a b o v e w a t e r
.

O n t h e e o n t r a r y
,

t h e y

a p p e a r i n s u b a q u e o u s s e d i 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

T h e s e d i坦 e n t s o f s u b a q u e o u s g r a v
i t y

e u r r e n t a r e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b y
“
m i x e d

”
f a b r

i
e , “

p o r p h y r
i t i

e ”
f a b r i

e , “
l im e 一饥 u d

m a t r
i x ” s u p p o r t

,
t e a r

i n g f r a g m e n t s ,

m i x
e d t y p e s o f d i s s i m i l a r g r a

i n s w i t h s m a l l

q u a n t i t y
, s l i d i n g d e f o r m e d b e d d i n g

,
g r a d e d b e d d i n g o r l o a d t e x t u r e , e t e 二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t h e s e d im e n t s o f t h e e u r r e n t a l o n g t h e s h o r e a r e a h i g h m a t u r i t y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f a b r i e , u n i f o r m l y a r r a n g e d f r a g m e n t s a n d r e v e r s e d r h y t h m
.

a n d

m o r e d i s s im i l a r g r a i n s a n d e r y p t o e r y s t a l l i n e e a r b o n a t e e e m e n t s
.

T h e f l u v i a l a n d

m u d一 r o e k f l o w s e d im e n t s h a v e a l o w m a t u r i t y o f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t e x t u r e ,

f r a g m e n -

t s w i t h o r i e n t e d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r u n i f o r m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a n d m a r k a b l e n o r m a l

r h y t h m
.

E s P e e i a l l y
,

t h e m u d一 r o e k f l o w s e d i m e n t s h a v e l o w e r m a t u r i t y o f t e x t u r e

a n d e o m p o s i t i o n ,

d i
s o r d e r e d f r a g m e n t s a n d

“
m a t r i x

” s u p p o r t
,

w i t h o u t n o t a b l e

r h y t h m
.

M o r e o v e r ,

i n l i g h t o f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o f 1 5 m i e r o f a e i e s m a r k e r s i n e l a s t i e

r o e k s a n d t h e e il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o t h e r m a r k e r s a s w e l l
,

1 1 m i e r o f a e i e s e a n b e

f u r t il e r i d e n t i f i e d ( T a b l e l )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i t 1 5 d i f f i e u l t t o a n a l y z e t h e

o r i g i n o f s a n d b o d i e s d u e t o t h e e o m p l e x e o n d i t i o n s o f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s a n d b o -

d i e s i n d o w n f a u l t e d b a s i n i n t h e a r e a , s u e h a s ,

m o r e t y P e s o f m a t r i x
, e l o s e t o

s o u r e e s , r a p i d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a l a r g e e h a n g e o f p a l e o g e o m o r p h o l o g y a n d h y d r o -

d y n a m i e s , e t e 二 T h e o r i g i n a n d r e g u l a r i t y o f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v a r i o u s t y p e s o f s a n d -

b o d i e s h a v e b e e n r e e o g n
i
z e d b y g e n e r a l m a e r o 一 m i e r o a n a l y s

i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

I n e a e h

5 t a g e o f e a e h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p e r i o d

,
t h e b a s i n u n d e r

w e n t e x p a n s i o n 一
e o n t r a e t i o n 一 e

x p a n s i o n ,

d u r i n g w h i e h s a n d b o d i e s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o r i g i n s w e r e f o r m e d
.

T h i s w
a s

e l o s e l y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d e p o s i t o n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o s e i l l a t i

o n o f t h e e a r t h e r u s t

( T a b l e Z )
.

B a s e d o n t h i s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
t h e p r e l i m i n a r y p r e d i e t i o n o n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s a n d b o d i e s 1 5 p r e s e n t e d b y t h e a u t h o r
.

T h e p r a e t i e e i n d i e a t e s t h a t a b e t t e r a n d

f a s t e r r e s u l t e a n b e a e h i e v e d i n t h e r e s p e e t o f b r o a d e r i n g t h e n e w a r e a o f p r o s p e e -

t i n g t h r o u g h t h e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g e n e s i s o f s a n d b o d i e s a n d t h e p r e d i e t i o n o f n e w

s a n d b o d i e s b y e l a s s i f y i n g s e d i 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w i t h t h e m i e r o 一 i n d i e a t o r s o f t h e s e e t i o n s -

翻

o f

t h i s

e o r e s a n d e u t t i n g s ,
t h u s b e e o m i n g a n e f f e e t i v e g u i d a n e e i n 0 11 e x p l o r a t i o n o f

a r e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