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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曲流点坝形成过程、洪水事件的水动力条件及冲淤机制分析，结合大庆长垣曲流点坝垂向层序、侧积

体类型与组成、岩石相、粒度、储油物性，建立了单一侧积体横向与垂向沉积模式和点坝侧积体沉积迭式，由此建立了

点坝三维构形，进而对点坝砂体内部非均质控制格架、层次性、各级实体规律性、空间形态进行研究，建立三维非均质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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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曲流点坝沉积被较早并较清楚的认识，且侧

向加积已成为经典模式，但对构成点坝的侧积体沉积

过程、特征及模式仍需进行深入研究。这对建立更为

详尽的曲流点坝沉积模式，特别对用于三次采油甚至

四次采油的点坝三维非均质模型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沉

积理论基础。本文结合大庆长垣P"2 点坝垂向层序、

侧积体类型与特征、岩石相、粒度、孔隙度及渗透率等，

通过曲流点坝形成过程、洪水事件的水动力特征及冲

淤机制分析，建立了单一侧积体横向与垂向沉积模式

和点坝侧积体沉积迭式，由此建立了点坝三维构形，进

而对点坝砂体内部非均质控制格架、层次性、各级实体

规律性、空间形态进行研究。

单一曲流点坝是由曲流河侧向迁移（蚀凹增凸）过

程中形成的若干个侧积体侧向迭加组合而成，每个侧

积体则是从洪峰开始到洪峰退去的一次洪水事件全过

程所形成的侧向加积沉积物单元体。因此，反映砂体

外部几何形态、内部结构样式、界面层次、实体构架与

特征的点坝单砂体三维构形主要取决于侧积体沉积模

式、侧积体沉积迭式与侧积轨迹、点坝几何外形三个层

次，而其又受控于每次洪水事件的水动力及沉积机制、

河道侧向迁移动态及方式、曲流部位河流起始与废弃

形态与方式等。

1 河流洪水事件与侧积体沉积模式

!"! 河曲段螺旋流与蚀凹增凸作用

在洪水期河曲段内，由于凹岸陡凸岸缓的河道不

对称性及向凹岸的离心力作用，使水流最高流速线向

凹岸偏移，形成水堆并构成凹岸高凸岸低的水面斜坡，

从而产生不对称流速场〔1〕（图1 ）。并由此导致河曲水

体中螺旋流的形成和凹岸侵蚀凸岸沉积，从而控制着

河道迁移及点坝形成的全过程，成为曲流侧蚀和点坝

沉积的根本原因。

图1 曲流河断面流速分布（据Allen）
（a）沿程纵向流速分布 （b）横向环流流速分布

Fig .1 Velocity distri bution i n asymmetric
streamchannels（from Allen）

横向环流是导致点坝沉积的重要原因，并由在曲

率半径为!处密度为!沿程流速为"的单位水体所

受的垂直流线指向凹岸的离心力!"2／! 与由水面斜

坡横比降（#）产生的同一单位水体在向心方向的分力

!$#所产生〔2〕。因为"由水面向河床逐渐减小，致使

离心力随"成平方关系降低，而分力!$#则自水面至

河底都是均匀分布的，则二者的合力由上而下减小，形

成了由水面指向凹岸的最大值逐渐降到河底指向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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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值，从而形成了表层水流向凹岸，底层水流向凸

岸的横向环境（图l（b）），并在河水中部形成一个横向

流速 值面。横向环流与沿程纵向水流（图l（a ））构
成螺旋流。

在洪水期，因河水最高流速线向凹岸偏移，使沿河

曲运动的快速沿程水流及其携带负载沿流线的切线方

向对凹岸进行冲顶、磨蚀、刨削；以及横向环流由上而

下对凹岸掏蚀；加之因凹岸下部被刨空、洪水浸泡使岸

强度降低及重量增加、落洪后岸质的高孔隙压力和失

去河水的侧向撑托压力等致使凹岸坍塌，最终导致河

道向凹岸迁移，这一侧蚀作用在河曲转折端的凹岸下

游侧最为强烈。而凹岸一侧在纵向流及横向环流（构

成螺旋流）的共同作用下，含沙量较小的表层水流不断

流向凹岸并插向河床，而含沙量较高的河床底流又不

断向凸岸爬升，从而形成了输沙不平衡。并在向凸岸

爬升过程中，因纵向流速和横向环流底流流速向凸岸

逐渐降低，以及落洪时整体河水流速的渐降从而导致

河水不能继续搬运某些组份负载而沉积于凸岸，形成

向凸岸粒度变细的侧向增生体。由此形成凹岸侵蚀凸

岸沉积（蚀凹增凸）。

!"# 侧积体横向（同时异位）沉积模式

为研究侧积体横向沉积特征，现对一次洪水事件

中的某阶段（以最大洪水位期为例—同一时间）在河曲

（如转折端处的）横断面上不同部位的水动力条件及沉

积特征进行研究。由前述蚀凹增凸作用可知，横断面

上由凹岸向凸岸，由于河水渐浅、纵向流速及横向底流

流速渐降，致使流动体制下降、沉积粒度渐细、主要沉

积负载由滚动!跳跃!悬浮、底形及形成的沉积层理

类型与规模渐变，而在不同部位形成不同岩石相，由此

构成如下侧积体横向沉积模式（图2（a ））。
凹岸（AB）：为上部流动体制且流速最大，使凹岸

遭受侧向侵蚀（冲顶、磨蚀、刨削及掏蚀），河道向外侧

图2 侧积体沉积模式

l . 平行层理；2 . 大型槽状交错层理；3 . 中型槽状交错层理；4 . 小型槽状交错层理；5 . 波状交错层理；

6 . 波状层理；7 . 水平波状层理；8 . 小型楔状交错层理；9 . 冲刷面

（a ）侧积体横向（同时异位）沉积模式 （b）侧积体垂向（同位异时）沉积模式

Fig .2 The depositional model of lateral accretion body
迁移。

凹岸深潭（BC）：为上部流动体制且流速接近最

大，使河床遭受冲蚀，形成河道底部冲刷面。因流速最

大，携带颗粒最粗，当流速稍有降低时，最粗的滚动负

载（砾石）及跳跃负载中的最粗组分（粗中砂）大小混杂

的沉积于冲刷面之上，构成（含砾粗中砂岩）底部滞溜

沉积。

点坝底部（CD）：为上部流动体制，但因开始偏向

凸岸并开始变浅，而流速有所降低但仍很大，致使跳跃

负载中的最粗组分（粗—中砂）成为主体沉积物，并产

生平底底形，形成平行层理，由此构成平行层理粗—中

砂岩岩相的下点坝底部沉积。当实际流速较小而不能

形成平底底形时，常缺少该类型。

点坝下部（DE）：开始变为下部流动体制，因进一

步偏向凸岸变浅，流速降低，致使跳跃负载中的较粗组

分（中砂）沉积，并产生沙丘相的大型沙丘底形。由于

螺旋底流与最大流速方向存在一个夹角使总体指向下

游方向的沙丘峰与水流方向也存在一个夹角，约为

6  〔l 〕。大型沙丘的移动形成大型槽状交错层理，由此

构成大型槽状交错层理中砂岩岩相的下点坝下部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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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点坝中部（EF）：同理，流速渐降，形成中型槽状交

错层理的中—细砂岩岩相的下点坝上部沉积。

点坝中上部（FG）：为下部流动体制，但流速进一

步降低，跳跃负载中的中粒组分（细砂）成为主体沉积

物，并产生沙丘相的小型沙丘底形，形成小型槽状交错

层理，构成小型槽状交错层理细砂岩岩相的上点坝下

部沉积。

点坝上部（GH）：为下部流动体制，河水已较浅，而

流速较低，跳跃负载中的细粒组分（细—粉砂）沉积，并

产生波纹底形，形成波状交错层理，构成波状交错层理

细—粉砂岩岩相的上点坝中部沉积。

点坝顶部（HI ）：仍为下部流动体制，河水已很浅，

流速很低，跳跃负载中的最细粒组分（粉砂）发生沉积，

产生波纹或平底底形，形成小型波状层理或水平纹层，

构成波状或水平层理粉砂岩岩相的上点坝顶部沉积。

以上为河道内沉积，而在大洪水期洪水越岸时，将

形成河道外沉积：

天然堤（IJ ）：洪水越岸，但水体很浅，流速低，致使

跳跃细粒负载（粉砂）及部份悬浮负载（泥）沉积，产生

小型沙丘或波纹底形，构成小型交错层理及波状层理

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相的天然堤沉积。

决口扇（J K）：当冲开堤岸决口时，随水流发散，流

速降低，将在小型冲刷面或岩性突变面之上沉积小型

交错层理粉砂岩的决口扇沉积。

泛滥平原（KL）：溢岸水流在广阔的泛滥平原形成

片流，由于流速低并速减，使其悬浮泥质发生淤积，形

成具氧化色的块状泥岩。在特大洪水期，溢岸片流流

速大，携带粉砂组分时，将沉积溢流席状砂。

侧积体横向沉积模式反映了侧积体横向沉积的总

体规律，但因河曲不同横断面（如上游坝头、转折端、下

游坝尾）的形态（特别是凸岸河床起伏、陡缓）及流速场

不完全相同，具体沉积特征将有差别，如某一岩石相的

宽度和厚度，甚至缺少其中某个或几个岩相类型。

另外，侧积体横向沉积模式的岩相变化也将相应

导致储集物性的变化，从而也可成为物性横向模式。

!"# 侧积体垂向（异时同位）沉积模式

一次洪水事件从涨洪!落洪!枯水期分为不同阶

段，每一阶段都可形成向凸岸粒度渐细、层理类型与规

模渐变的前述横向沉积规律，但由于每一阶段都有不

同于其它阶段的水动力特征，因而在同一位置将形成

粒度、层理不同（或稍不同）于其它阶段的沉积。由此

各阶段形成的具不同特征的横向沉积则构成侧积体垂

向（异时同位）沉积模式（图2（b））。

I 型：涨冲落淤正韵律侧积体垂向模式

涨冲落淤多在含沙量偏低、挟沙能力一直大于来

沙量、且洪峰涨落较缓时发生，是河流沉积的基本规

律。

①涨洪期：因河水不断上涨，流量、流速增加，总体

处于上部流动体制，特别是至最大洪峰时，河水侧蚀凹

岸并向凹岸迁移；同时流速较大的深潭及下点坝部位

被冲刷形成小型冲刷面即侧积面，使上次洪水形成的

侧积体顶部的侧积泥岩及其下部砂岩被冲蚀，因上点

坝流速相对较小，前期沉积物得以保存，这正是侧积泥

岩在上点坝常见而下点坝少见形成半连通体的原因。

②最大洪峰始落洪期：总体为上部流动体制。由

于洪峰时的最大流速所携带的沉积物最粗，因此开始

落洪且流速开始降低时，最粗沉积物首先沉积，而在每

个位置沉积了该次洪水的最粗沉积物。其横向变化详

见侧积体横向模式（图2（a ））。

③中落洪期：随水流进一步下降，水中负载按机械

分异作用由粗至细依次沉积于始落洪期粗沉积物之

上。同时，在横剖面上，向凸岸方向粒度、层理规模减

小，层理类型发生变化。

④后落洪期：河水降至低速时，水面下降且粗负载

搬运停止，很细沉积物可从悬浮状态沉积于始、中落洪

期沙质为主的沉积物之上，形成微波层理泥质粉砂至

水平纹层或块状泥的非渗透层覆盖即侧积泥。侧积泥

一般较薄，多为几～三十厘米，倾角视河曲段、横断面、

上下点坝位置不同而不同，多4 ～20 ，宽度小于侧积

砂体宽度（其为满岸河宽的2／3 ）。

⑤低水位枯水期：河水紧靠凹岸并沿对角线斜穿

于两河曲间，凸岸点坝出露水面，河水搬运及沉积作用

基本停止。

由上可见，一次涨冲落淤型洪水事件形成一个正

韵律侧积体，而落洪的快慢也将直接影响这一正韵律

的特征。当水动力缓减（I l ）时，侧积体由下而上粒度、

层理渐变：侧积面!大型槽状交错层理中沙!小型槽

状交错层理细砂!波状交错层理细—粉沙!爬升层理

（微波层理）粉砂!微波层理泥质粉砂!水平纹层泥或

块状泥!侧积面。当水动力骤减（I 2 ）时，侧积体垂向

序列表现为砂泥突变，如在上述序列中缺少爬升层理

粉砂!微波层理泥质粉砂。如大庆长垣GJ45 井PI 2
点坝中侧积体LA4 、LAl 为明显的I l 型，LA3 为明显

的I 2 型（图3 ）。

对同一侧积体在不同部位也表现为不同正韵律特

征（图2（b））：如在深潭处为：河床冲刷面!含砾粗中

砂底部滞溜沉积!平行层理粗中砂!大中型槽状交错

层理中细砂!小型槽状交错层理或波状层理含泥粉砂

!侧积面；在点坝中下部：似上述I l 或I 2 序列；而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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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GJ -45 井PI 2 单元曲流点坝垂向沉积层序

及侧积体类型与构成

Fig .3 The vertical sedi mentation succession of poi nt bar
and the type of lateral accretion body of

PI 2 ti me unit i n well GJ -45

坝上部为：侧积面!波状交错层理粉砂!波状层理含

泥粉砂!水平纹层粉砂质泥或块状泥!侧积面。

!型：涨淤落冲反韵律侧积体垂向模式

形成于河水负载超载的涨慢落快的小型洪水事

件。在低速开始涨洪期，其超载泥淤积，随涨洪增速，

搬运负载增粗，并依次沉积，至高洪峰期因快速落洪，

使悬载刚或尚未沉积，便形成冲刷，而构成：侧积面!
块状泥!爬升层理泥质粉砂!波状层理粉砂!小型交

错层理细砂!侧积面的反韵律。其也可由缓慢波动涨

洪快速落洪形成。

"型：涨淤落淤复合韵律侧积体垂向模式

由前述涨淤形成反韵律和落淤形成正韵律机制复

合而成（如图3 ，LA5 ）。在此不再赘述。

#型：涨冲落冲无或很小沉积的冲刷型

一个完整的侧积体是一次洪水事件全过程的产

物，洪水事件中某一阶段（同时）在河曲断面不同位置

（异位）的横向沉积模式和同一洪水事件不同洪水阶段

（异时）在同一位置的垂向沉积模式综合构成侧积体沉

积模式（图2 ）。

2 点坝侧积体沉积迭式

由1. 1 所述的蚀凹增凸作用可知，一次洪水事件，

河曲凹岸被强烈侵蚀，相应地在凸岸侧积面之上就沉

积一个侧积体，河道就发生一次迁移。由于洪水事件

周期性发生，则使后期洪水事件形成的楔状新月形侧

积体呈叠瓦状侧向迭加于前一侧积体之上，至河流废

弃 时，则由若干个侧积体迭加组合为一个点坝，每个

侧积体即是一个等时间单元，其间存在一侧积面，正韵

律侧积体的侧积泥岩位于后期侧积面之下，反韵律侧

积体的侧积泥岩位于本期侧积面之上。由此构成点坝

侧积体沉积迭式（图4（d ）、（e ））。而不同洪水事件形

成的河道外沉积则为垂向加积模式。

点坝沉积垂向层序（图4（f ））正是这一不同时间

侧积体沉积迭式在同（井）点的垂向反映，它是该（井）

点在河道向凹岸迁移过程中依次位于凹岸深潭!下点

坝!上点坝!堤岸!泛滥平原等不同位置而引起的流

速降低和流动体制下降的结果。且该（井）点由不同时

间形成的侧积体迭合组成的点坝垂向序列与1. 2 中所

述的同时间形成的侧积体横向（断面）序列相同或相

似，并符合沃尔索相序定律，并可由垂向层序按横向沉

积模式建立横向序列。大庆长垣GJ45 井PI 2 单元为

8 m 厚正旋回点坝砂体（图3 ），其垂向上由5 个主侧积

体和顶部3 个薄而不明显的顶尾部次侧积体构成，其

间被7 个在岩心图上难以表示的极薄（几$十几厘米）

的小型波状交错层理、波状层理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

岩的非或特低渗透侧积泥岩隔开。侧积体LA1 、4 、6 、

7 、8 为I 1 型（涨冲落淤水动力缓减型），LA3 为I 2 型，

LA2 为I 1 -I 2 过渡型，LA5 为"型，说明每次洪水涨

落速度、冲淤机理不同。自下至上由LA1!LA8 ，侧积

体特征渐变，粒度渐细、层理类型与规模渐变：底部的

1. 8 m 厚I 1 型LA1 为：冲刷面!含泥砾中砂岩（底部

滞留）!平行层理中砂岩!大型槽状交错层理中- 细

砂岩!小型槽状层理细砂岩!岩性突变面!微水平波

状层理含泥粉砂岩!岩性突变面，反映水动力渐弱；中

部0. 97 m 厚I 2 型LA3 为：岩性突变面!中型槽状交

错层理细砂岩!岩性突变面!小型楔状交错层理含泥

粉砂岩!岩性突变面，反映水动力骤减；顶部0. 25 m
厚I 1 型LA7 为：岩性突变面!小型楔状交错层理含角

砾粉砂岩!小型波状交错层理含泥粉砂岩。侧积体厚

度总体为中部大，底部小，顶部最小，由此可推测凸岸

点坝的地貌特征。

由于向凹岸偏移的最高流速线对河曲转折端凹岸

强烈冲顶侵蚀及其后产生的反射侧向力，导致一个向

下游及侧向的曲线迁移趋势，此外点坝侧向增生（或曲

流侧蚀迁移）轨迹受古地形、河道起始形态、岸质、水动

力条件等众多条件影响，John R .L . Allen 将其划分为

（a）简单对称；（b ）简单不对称；（c ）复杂对称；（d ）复杂

不对称；（e）返回环（Reboumdi ng loop）；（f ）相位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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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曲流点坝沉积模式及内部三维构形模式图

（a）曲流河道侧向迁移及点坝增生轨迹平面图 （b）曲流河道侧向迁移纵剖面图 （c ）曲流河道侧向迁移横剖面图

（d）点坝单砂体内5 、4 级（侧积泥岩）界面空间构形（I !I/ ）（e）点坝单砂体内5 、4 级（侧积泥岩）界面空间构形（"!"/ ）

（f ）曲流点坝垂向层序及l !5 级界面

Fig .4 The depositional model and 3 -darchitecture model of poi nt bar i n meanderi ng channels

（phase growth only）7 种类型；该轨迹对点坝三维构形

很重要，这一增长轨迹也形成了旋涡状的脊和沼的地

形。

侧积体迭加规模：一个点坝砂体能够发育多少个

侧积体，取决于河流相特征中的多种关系，对同一曲流

而言，在流槽截直、曲流截直和冲裂不同废弃情况下，

其发育的侧积体个数显然不同。国外研究表明，河弯

的曲率半径与河宽之比可用来表示曲流段的平面几何

形态〔2〕，是控制曲流河发育型式的一个主要因素。

3 单一点坝砂体几何外形

一个侧向及上部没有被切蚀的保存完整的单一点

坝砂体的外部几何形态，在侧向四周取决于该河曲起

始河道和最终废弃河道的位置、形态展布；底部取决于

各洪水期下切点连成的河道侵蚀面；上部取决于点坝

增生轨迹形成的旋涡状脊和沼的旋涡状波面形态（图

4（a）、（d）、（e））。

4 曲流点坝三维构形与非均质性

曲流河储层具极强的非均质性，而引起其内部流

体渗流及驱油剂驱油的非均匀性，使油气采收率很低，

也成为油田高含水期强化采油及三次采油的重要挖潜

对象。对同一曲流点坝砂体，因其面积相对较小，埋深

差异很小，所经历的成岩作用相同或相近，因此成岩作

用引起的非均质性相对较小，其关键影响因素是点坝

复杂的沉积过程，因此，弄清点坝的形成过程、沉积特

征、内部结构模式、界面层次、实体构架成为打开点坝

非均质性的钥匙，而反映点坝各级形成过程及内部结

构样式的三维构形极好的揭示了点坝砂体的各级次的

三维非均质性。

由曲流点坝形成的单一侧积体横向及垂向沉积模

式、侧积体沉积迭式及点坝砂体外部形态并据

A. d. mall 等的构形理论〔3 ，4 ，5〕来研究点坝砂体三维构

形及其等级界面（图4（a）（d）（e）（f ））：

5 级界面：为河道充填复合体的大型砂席或砂体

界面。它通常为平坦状或稍上凹状，底部滞溜砾岩及

局部被切割和充填是其识别标志。其与点坝顶界面反

映了保存完整的单一点坝砂体的三维外部几何形态，

其上下左右被泛滥平原泥岩包围，它构成了一个相对

独立的油水运动单元，即决定了其中油水运动的外部

边界，是单一点坝砂体的最高非均质性界面。

4 级界面：对曲流点坝而言，其是大洪水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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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底部冲刷侵蚀面，是河曲蚀凹增凸的主要阶段。

其实体是两次相邻大洪水期形成的底部冲刷面之间的

主侧积体，空间上呈楔状新月形分布，产生4 级界面的

大洪水期控制点坝形成（凹岸明显迁移，凸岸形成主侧

积体），4 级界面通常是极薄（几~十几厘米）非或特低

渗透侧积泥岩的顶面（I型侧积体）或底面（I型侧积

体），呈新月空间形态以5 ~15 角度向河道侧移方向

斜列分布，其间隔从几十厘米~几米，垂向可达下点坝

（最大2／3 河深），宽度小于2／3 满岸河宽（图4（d）
（e）），其在上点坝引起上倾岩性尖灭、空间阻流、水平

遮挡、垂向分隔等作用，对流体渗流及注入剂驱油产生

极大影响，是控制点坝内流体渗流的最重要的非均质

格架，是研究点坝非均质性的关键，以往由于对在岩心

图上难以表出的极薄侧积泥岩的忽略及侧积体认识的

不足，将这一关键性格架忽略，将点坝非均质性侧重于

渗透率研究，其实侧积泥岩构形对非均质的影响至少

不亚于渗透率的空间分布，并且这一格架控制了渗透

率的空间分布规律。

3 级界面：对曲流点坝而言，其是小洪水形成的填

充体底部小型冲刷面或大洪水事件中的次洪峰沉积或

大洪水事件中不同水动力阶段沉积形成的界面。当为

小洪水填充体且有泥质沉积层时，其作用与4 级界面

相似，只是规模较小。

2 级界面：为交错层系组界面，其反映了水流条件

或水流方向的变化，但无明显的时间间断。其与侧积

体沉积模式（图2）是研究一个侧积体内空间渗透率模

式的关键，因为相邻2 级界面内为同一岩石相，其渗透

率相对均质，不同岩石相则不然，而侧积体沉积模式则

提供了侧积体内岩石相在空间（横向、垂向）上的变化

规律。

1 级界面：为交错层系界面，该面没有遭受明显侵

蚀，其代表一系列相同微型底形的连续沉积。反映了

小规模的非均质性，平行层系界面渗流稍快，垂直层系

界面渗流较慢。

5 结论

（1）一次洪水事件中的某阶段，由凹岸向凸岸，因

河水渐浅、纵向流速及横向底流流速渐降、流动体制下

降，致使沉积粒度渐细、沉积层理类型与规模渐变、形

成不同岩石相，构成侧积体横向（同时异位）沉积模式。

（2）一次洪水事件不同阶段水动力特征不同，而

在同位置形成粒度、层理不同的岩石相，并在垂向上形

成不同韵律性，构成侧积体垂向（异时同位）沉积模式，

共有I、I、]、V型，侧积体横向和垂向沉积模式，构

成侧积体沉积模式。

（3）点坝是由不同洪水事件形成的多个楔状新月

形侧积体呈叠瓦状侧向迭加组合而成。其间被侧积面

（其上或下多有侧积泥）分开，构成点坝侧积体沉积迭

式，点坝沉积垂向层序正是这一沉积迭式在同（井）点

的垂向反映。

（4）由曲流点坝形成机理得到其5 级界面及其间

实体建立其三维构形，从而反映了砂体外部几何形状、

内部结构样式、界面层次、实体构架与特征。

（5）由点坝形成微过程、三维构形研究非均质性，

从形成机理上全面地揭示了点坝砂体内部非均质的控

制格架、层次性、各级实体规律性、空间形态，这是纯数

学方法建模所不能比拟的。5 级界面控制了相对独立

的油水运动单元；4（及3）级界面控制了极薄的非渗透

侧积泥岩格架和侧积砂体格架，及其侧积体沉积迭式

是研究点坝砂体内渗透率空间分布的关键；2 级界面

及侧积体沉积模式是研究单一侧积体内空间渗透率分

布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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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 he f or mi ng process of poi nt bar ，hydrodynamic regi me and scoure-and-fill mechanism of
flood event ，and combi nes t he vertical seCuence of poi nt bar ，t he type of lateral accretion body（LAB），lit hof acies，

granularit y，porosity and per meabilit y，sets up t he tranverse and vertical depositional model and t he sedi mentary
stack of LABi n poi nt bar ，3- D architect ure of poi nt bar ，and t he heterogeneous model .

At a stage i n a flood event ，t he velocity of rich-sand helical bottomfloWfromconcave bank to convex bank de-
creasi ng makes t hat depositional grai n t hi ns，beddi ng f or m changes and beddi ng scale becomes smaller ，tranverse
lit hof acies variation（eg .pebbly Crs .grn .sand!parallel- beddi ng Med .grn .sand!trough cross- beddi ng fi ne grn .
sand!ri pple cross-lami nation silt ）f or ms。At diff erent stage i n a floodevent ，diff erent hydrodynamic regi me f or ms
diff erent lit hof acies i n vertical ，t hese can constit ute 4 types of rhyt hm：I .Fi ni ng- upWards rhyt hm（FUR）of Risi ng-
flood Scouri ng（RS）and Falli ng-flood Depositi ng（FD）；!. Coarseni ng- upWards rhyt hm（CUR）of RD & FS；".
CUR of RD & FUR of FD；#.no or little sedi ments of RS & FS.the transverse and vertical models of LABcon-
stit ute t he depositiomal model of LAB.It is t he product i n Whole process of a flood event .

Many Wedge-f or mand lunate-shape LABs deposited i n diff erent flood events laterally stack i n i mbricated shape
and constit ute poi nt bar .this is t he sedi mentary stack of LABs .and the vertical succession of PI 2 poi nt bar i n Well
gJ-45 consists of 8 LABs，t here is 5-15cmthickness lateral accretion mudstone bet Ween LABs .

Accordi ng to above f or mi ng process and mechanismof poi nt bar ，fi vef old hierarchy boundi ng surf ace（BS）and
soli d body bet Ween BSs are divi ded i n a poi nt bar sandstone body（PBSB），sets up 3- D architect ure of poi nt bar
Which reveals geometric external f or m，t he controlli ng f rame，hierarchy，rule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i nter nal
struct ure i n sandstone- body and heterogeneity of poi nt bar . this method of heterogeneous study is better t han
mathematical method .5t h BS controls relati vely i ndependent oil- Water movi ng unit ；4th and 3th BS controls t he
f rame of very t hi n lateral accretion mudstone and sandstone，t he sedi mentary stack of LABs is t he key to study spa-
tial distri bution per meabilit y of i n PBSB；2th BS and depositional model of LAB are t he key to study spatial distri-
bution per meabilit y of i n LAB.
Key words poi nt bar of meaderi ng channels depositiomal model of lateral accretion body lit hof acies hetero-
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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