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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依据地层基准面原理进行开发调整阶段储层精细对比的方法, 总结了地震、钻/测井基准面界面及地

层响应特征和识别方法。以湖泛面为层序界面,在濮城油田沙三中 6- 10 油藏内识别出超短期、短期、中期和长期四级

界面和基准面旋回, 其中长期旋回相当于水下扇复合体, 中期旋回相当于水下扇朵体, 而短期旋回相当于水下扇叶

体,短期旋回是油藏细分开发调整的最小单元。在原来 5 个砂组的基础上, 经研究划分了 6 个中期旋回和 27 个短期

旋回。在对断陷湖盆及水下扇形成的水动力过程分析的基础上, 总结了水下扇形成过程中基准面旋回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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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以其独特的方法和较高的地

层分辨率
11~ 52

, 在引入国内后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

用16~ 82。然而从已有的文献看, 对于依据此原理进行

地层对比阐述都不够深入,没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

方法。笔者依据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原理对濮城油田

沙三中 6-10油藏研究进行了层序地层研究,划分了层

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濮城油田沙三中 6-10油藏位

于东濮凹陷东北缘, 储集砂体为深湖相环境下的水下

扇粉细砂岩。东濮凹陷为一中新生代裂陷盆地,东侧

以兰考 ) 聊城基底断裂与鲁西隆起上的荷泽凸起为
界,西侧为内黄隆起,南隔兰考凸起与开封凹陷为邻,

北以马陵断层与莘县凹陷相连,呈北北东向展布, 北窄

南宽(图 1)。兰聊、长垣、黄河三条基岩断裂控制了断

陷的形成与发展,凹陷早期为箕状凹陷,后发展成为双

断式的断陷。凹陷演化从形成到消亡经历了由沉降到

抬升两大沉降旋回( Ek ) E s2
下 )、( Es 2 ) E d )共六个发

展阶段, 包括初期裂陷( Ek ) E s4
下

)、强烈裂陷 ( E s4
上

) E s3)、萎缩( E s2)、稳定下沉( Es 1)、收缩( Ed )和消亡

) 坳陷( N)等º。在东濮凹陷形成的过程中,多期旋回

形成了多套生储盖组合, 形成了多个多层系油田。濮

城油田为其中最大的一个。

1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建立方法

建立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的资料包括钻井、测

图 1 东濮凹陷构造纲要图

F ig. 1  Schematic map of local structur e in Dongpu Depression

井、地震等,基于各种资料的尺度和精度不同, 在不同

的规模上其应用也有所不同, 将适用于开发阶段高分

辨率层序地层格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地震资料标定研究层位: 地震的分辨率较

低,只能解决长期基准面旋回的识别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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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岩心分析:主要解决沉积相、辨别地层的叠

加型式、划分单井基准面旋回。

( 3)  标定测井曲线:包括选择合适的测井曲线系

列和岩电关系转换。

( 4)  辨认地层叠加型式: 通过相序转换的分析,

推测地层加积方向的变化。

( 5)  分析单井剖面 A / S 比变化: 划分出各种规

模的 A / S 旋回(即基准面旋回)。

( 6)  测井曲线高分辨率地层对比:在每口井进行

高分辨率层序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对比。

进行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研究之前还需解决层序界

面选取方法和层序级次划分与命名。

层序界面的选取涉及到基本作图单元的问题, 选

取不同的界面, 其制图单元内的内容及特征也不同。

一般有两种: ¹ 不整合面及其对应的整合面, º海(湖)

泛面。一般地对于大规模的具有明显侵蚀作用的地

层,前者较合适,若选后者会忽略或低估沉积过程中所

发生的剥蚀作用所造成的地层缺失而产生错误。而对

于侵蚀作用不明显、没有明显地层缺失的地层,选取不

整合面或湖泛面均可, 关键是易于识别、追踪和对比。

深湖相泥岩展布稳定, 标志明显, 易于追踪对比,常被

选作对比的标志层。砂岩相对泥岩变化较大,易于产

生尖灭而缺失, 而且侵蚀面大多不易识别,在测井曲线

上更难识别,因而本研究选取湖泛面作为层序界面。

层序层次性是地质事件本身层次性的结果和表

现,级次划分应以沉积成因为依据,长、中、短三级旋回

命名不一定对所有层序都合适172。本文针对沙三中

6-10砂组,选取了长、中、短、超短四级旋回划分和命

名方案。

超短期旋回:相当于单一沉积事件的沉积,由沉积

事件中所形成的单一岩性或相关岩性组成的地层叠加

样式,一般反映一期水体的变浅和加深的过程, 垂向上

由一种地貌要素组成,在本区相当于朵叶体内一期沟

道作用过程内的沉积。

短期旋回:一组沉积事件的产物,反映一期明显的

水体变化过程,形成一个小规模的进积 ) 退积样式, 在

本区,相当于水下扇扇朵体中的一个叶体形成过程, 垂

向上由含一种或两种地貌要素所构成的湖进 ) ) ) 湖退

地层叠加样式所组成。

中期旋回:一个较明显的水体变化,为一系列较小

幅度水体变化组成,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区域性进积(退

积)地层叠加样式,在本区为一个完整的水下扇朵体的

形成及衰亡过程。

长期旋回:一套较大水深变化幅度的、彼此间具成

因联系的地层所组成的代表区域性湖进一湖退沉积序

列的沉积过程,在本区为水下扇复合体所组成的一种

进积 ) ) ) 退积型地层叠加样式,反映了整个扇复合体

的形成。

2  地震层位标定

东濮凹陷东部凹陷带为箕状,东陡西缓,中央部位

略上隆为中央降起带, 隆起带被一组正断层复杂化, 研

究区位于中央隆起带上。地震剖面上下第三系顶部与

上第三系馆陶组不整合接触, 下部不整合于三叠系地

层之上(图 2) , 地震反射以平行、亚平行为主。

地震剖面上可识别并进行对比的界面有三个: ¹

沙三中 6砂组顶界面( F1) , 其向岸方向与下伏地层呈

现明显的上超特征,为一向岸推进的最大湖泛面; º沙
三中 8砂组内上部,有一向湖进积和退积的转换面, 为

基准面下降与上升的转换面( S1) ; »沙三中段底界面

图 2 研究层段地震层序划分与对比( L566测线)

Fig. 2  Seismic correlation profile of the targ et zone ( Line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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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 为两向湖进积单元之间的转换面, 反映一次湖

水的加深,应为一湖泛面。另外还可识别出 FF1、FF2

两个湖泛面, 但其连续性较差, 不易追踪。FF1 位于

S1之下,反射连续平直、强反射, 为湖泛泥岩; FF2位

于F2之上, FF1之下,有时为强振幅平直反射,有时为

上超面;

从F2 到 S1 湖面积减小, 沉积物向湖心推进, 基

准面下降; 由 S1 到 F1沉积物向岸方向退积, 反映湖

面积扩大,基准面上升, 由 F1到 F2 基准面完成了一

个完整的下降 ) ) ) 上升过程, 形成一个完整的旋回,本

研究将其定为长期基准面旋回。

由于中、短期旋回界面特征不明显,在地震上未对

其进行划分和对比。

3  钻井岩心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3. 1  旋回界面的识别

岩心上可以直接识别五种沉积面: ¥ 岩石相内部

的层理面; ¦不同岩类之间的接触面; § 侵蚀面; ¨沟
道底部的岩性突变面; ©深湖泥岩所代表的基准面旋

回转换面。

层理面是碎屑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水动力改变或

流态变化形成。水动力强度、河床底形及层理构造具

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随着水流速率的增大, 河床形态

从最初的平坦河床到凹凸不平, 然后又到平坦再到凹

凸不平河床,而对应的形成的层理类型从水平层理到

砂纹层理和小型交错层理,再到平行层理,最后到大型

交错层理。在水流态相似情况下, 随着水动力增强,形

成的层理规模增大。而水流能量的强弱与基准面位置

紧密相关,可借助层理的类型、组合关系、层理面的角

度及其切割关系等来分析基准面变化。一般可将反映

水动力减弱的层序与基准面上升旋回对应起来,而反

映水动力增强的层序与基准面下降旋回相对应。

侵蚀面反映基准面下降到最低位置后上升过程的

开始。岩心中侵蚀面常见,多为低幅,起伏大多在 2~

3 cm,大多表面凹凸不平,部分表面较为平坦。从其下

伏岩石类型可分为两类: 一种是下伏岩石为深湖泥岩,

这一类上覆砂岩厚度较小,一般多在 2~ 5 cm, 砂岩块

状或正粒序,层理不发育; 另一种是下伏为砂岩,一般

侵蚀面规模较大, 起伏可达 5~ 10cm, 上覆大套砂岩,

厚度较大。

岩石类型转换面反映了可容空间与沉积物供给相

关关系的跃变。岩石类型界面较多,如泥砂界面、泥岩

与盐岩、泥岩与膏盐的界面等。砂泥界面有渐变和突

变两种,泥岩与盐岩、膏岩界面为突变。砂岩向泥岩的

转换说明基准面下降, 而泥向砂的转换则相反, 盐、膏

盐的出现说明基准面的下降, 一般预示着一个基准面

下降和上升的转换点的出现。

沟道底部的岩性突变面说明一期新的沟道沉积的

开始,表现为两种样式: 一是沟道底部的泥砾层, 二是

沟道底部的粒序层。

深湖泥的出现表明基准面上升到较高位置, 预示

该处有一基准面上升与下降的转换面。

在以上各种沉积界面中, 深湖泥的出现一般可以

确定一期基准面的上升下降转换过程,而侵蚀面则代

表了基准面下降到上升的一个转换点,其它自然界面

则需具体分析。

3. 2  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3. 2. 1  超短期旋回的识别

单个地层增量,越过其界面有水深增大或减小的

证据,而在其内部的每一半旋回内,水深的变化都是单

向的;一般表现为一套连续的岩石相组合, 如鲍玛层

序、河流的单一的二元结构、席状砂的向上变粗粒序

等;超短期基准面旋回的识别只能在岩心中进行,井间

无法进行对比。依据岩石相组合内部所记录的基准面

变化信息来完成, 即通过寻找岩石序列中水深变化或

沉积地貌保存程度或沉积物被侵蚀的趋势确定基准面

变化方向,一般是先确定转换点,进而在层序内部确定

基准面变化方向。

( 1)  沟道层序中超短期基准面旋回的识别:先确

定沟道底界面(侵蚀面、沟道底部粒序、泥砾层等,表明

基准面已达较低位置处, 预示新的一期沟道开始形

成) ;然后确定相序终止位置,其终止方式有两种:一是

沟道废弃,粗粒物质供给减少到停止, 向上变为泥岩;

二是另一期沟道作用将此期沟道顶部层序剥蚀, 以上

覆侵蚀面为特征; 最后确定层序内部的基准面变化方

向。在岩心中可辨识出两种类型沟道旋回(图 3) : 不

对称上升半旋回, 不对称下降半旋回。上升旋回最为

常见,而基准面下降半旋回则较少见。

( 2)  沟道间层序中沉积基准面旋回识别: 沟道

间沉积有两种,湖中悬浮质在水体安静时沉积下来的

较细粒沉积,以及沟道携带的碎屑物越出沟道, 在沟道

间沉积而成的较粗粒沉积。沟道间没有水流直接冲

刷,冲刷面不发育。沟道活动的周期性,使得沟道间沉

积也具有多期性的特点。随沟道活动能力的加强, 沟

道间形成单个向上变粗的粒序; 随着沟道活动能力的

减小,沟道间沉积则显示出一种向上变细的粒序。表

现为基准面上升不对称半旋回和基准面下降不对称半

旋回两种旋回样式。而在基准面周期中也有可能形成

一种对称的旋回样式。

( 3)  席状砂层序超短期基准面旋回识别: 席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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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濮 6-33井,底部沟道储依据沉积构造,

中部两个沟道依据单层厚度和沉积构造,

上部依据沉积构造的垂向变化; B.濮 63井,

下部半深湖由向上变粗的粒序显示基准面下降,

席状砂以其沉积构造序列和粒序显示基准面变化,

深湖中以盐类的出现及砂质纹层的出现反映基准面的下降。

图 3 超短期基准面旋回识别

Fig . 3  Super- short- term base- level cy cle determinat ion

位于沟道前端深湖区,由沟道携带的碎屑物扩散后,在

其前缘及侧缘沉积而成。水下扇席状砂与三角洲、扇

三角洲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基本未受湖浪改造,几乎完

全受控于沟道活动及湖水扩散作用。席状砂有两种相

序:基准面上升期, 沟道作用减弱, 形成向上变细粒序

的上升半旋回, 层序自下而上为砂纹层理粉砂岩 ) ) )

水平层理粉砂岩与泥岩互层(或泥质粉砂岩) ) 泥岩;

基准面下降期, 沟道作用加强,形成向上变粗的基准面

下降不对称半旋回, 层序一般自下而上为泥岩- 水平

纹理砂岩质泥(泥质粉砂岩) ) 砂纹层理粉砂岩。而对

称旋回也有发育(图 3B)。

( 4)  深湖层序超短期基准面旋回识别: 深湖相基

准面旋回的确定主要依据深湖泥岩中其它岩性段及深

湖泥岩纹理发育程度。基准面下降期, 湖水浓缩, 湖水

中盐类发生沉淀,泥岩中云质、灰质成分增加,湖水浓

缩到一定程度还会沉积盐岩、膏盐等,若此时碎屑物供

给较为充分,则会沉积粉砂质纹层和夹层。前缘大量

碎屑物的堆积, 使前缘坡度变陡, 易于滑塌形成滑塌

体。这些特殊沉积预示了基准面下降。沉积速度和化

学沉积对泥岩纹理的发育程度的影响是一致的:快速

沉积、化学沉积多时纹理不发育, 慢速沉积、化学沉积

少时纹理发育, 纹理多表明基准面处于较高位置, 纹理

不发育表明处于基准面较低位置(图 3B)。

3. 2. 2  短期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依据超短期旋回所组成的地层叠加样式来确认,

由向湖推进、稳定沉积和向陆后退三阶段组成。旋回

顶底是基准面上升到下降的转换面,相当于湖泛面,岩

心上以较厚的泥岩为标志, 易于识别,旋回内基准面变

化方向依据超短期旋回的叠加样式来判别(图 4)。研

究区发育 3种短期旋回:对称型、上升不对称型和下降

不对称型。

图 4 短期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63 井)

F ig. 4  Short-term base- level cycle determination

对称型短期旋回沉积时可容空间与沉积物供给比

稳定,上升期与下降期均有沉积, 包括三种样式: ¹ 湖

泥 ) ) ) 席状砂 ) ) ) 沟道(沟道间) ) ) ) (席状砂) ) ) ) 湖

相泥型,主要发育在沟道发育区,厚度较大, 以上升半

旋回为主; º湖泥 ) ) ) 席状砂 ) ) ) 湖相泥型,发育于前

缘前端及深湖区, 对称性较好; »湖相泥 ) ) ) 盐岩 ) ) )

湖相型,主要发育于深湖区。

上升不对称旋回有两种:席状砂 ) ) ) 湖泥与沟道

) ) ) 湖泥。前者形成于朵叶体边部与深湖相邻区域,

后者形成于沟道发育区。

下降不对称旋回包括湖泥 ) ) ) 席状砂和湖泥 ) ) )
沟道间两类。前者形成于朵叶体边缘,而后者则形成

于朵叶体中部沟道之间的位置。

3. 2. 3  中期旋回的识别

由短期旋回的叠加样式所决定和识别, 识别出六

个,自下而上依次为A、B、C、D、E、F。A中期基准面旋

回由四个短期旋回组成, 为一不对称的上升半旋回;

A1、A2组成一个向陆阶进的叠加样式, A3、A4组成另

一个向陆阶进的叠加样式, 上部样式较下部粒度细、砂

岩含量低,反映水体变深,组成一个向陆阶进的叠加样

式(图 5)。B 中期基准面旋回包含四个短期旋回, B1

到 B2向湖阶进, B2、B3、B4 向陆阶进叠加样式。C 中

期旋回由八个短期旋回组成, C1、C2、C3向湖阶进,

C3、C4向陆阶进, C5、C6、C7向湖阶进, C7、C8组成一

个向陆阶进叠加样式。D中期基准面旋回 5个短期旋

回中 D1、D2、D3、D4向陆阶进, D4、D5向湖阶进, 组成

中期基准面下降半旋回。E 中期基准面旋回 3个短期

旋回中下部旋回与中部旋回为进积,而上部旋回与中

部旋回为向陆阶进。F中期旋回3个短期旋回构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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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中期旋回钻井岩心识别(濮 6- 33)

Fig . 5 A medium- term base- level cycle determination

湖阶进的叠加样式。

3. 2. 4  长期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长期基准面旋回由中期基准面旋回构成的地层叠

加样式来识别。由 A1 至 C6基本上为一种地层向湖

推进的地层叠加样式,而由 C7至 F3 则反映出向岸退

积的地层样式特征, 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湖退 ) ) )
湖进的长期地层基准面旋回。该旋回在地震剖面上特

征明显,易于识别和对比。

4  测井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4. 1  测井基准面旋回界面识别
测井曲线上侵蚀面一般从砂岩与下伏地层的突变

接触关系来判断,而湖泛面以湖相泥岩的出现为标志。

侵蚀面是基准面下降与上升的转换界面, 是层序内部

的界面;而湖泛面是基准面上升与下降的转位置, 为层

序的界面。由于侵蚀面测井响应不明显, 对侵蚀面的

认定相对较难, 而且肯定会漏判部分侵蚀面。相对而

言,湖泛面的判定较容易,而且不大会漏判。由于受测

井分辨率所限, 对于厘米级的超短期旋回的界面一般

难于识别, 而中短期旋回的界面相对较为容易。但仅

从测井曲线的形态特征上却难于区分中期旋回与短期

旋回的界面,对两级界面的区分需依据地层的叠加样

式来确定。

地层叠加样式的判定主要依据: ¹ 自然伽玛值的

变化, º垂向相组合和相替代。自然伽玛值向上增大,

表明水体的总体加深,预示退积地层样式;相反则意味

着水体的向上变浅,为进积地层样式。没有自然伽玛

曲线时, 可参照自然电位曲线判定。相替代反映了地

貌要素的迁移,与基准面的升降密切相关。从湖相泥、

席状砂到沟道反映了地貌要素的向湖迁移, 形成进积

型地层样式,反映了基准面的下降;相反从沟道到席状

砂、湖相泥反映了地貌要素的向岸迁移,为退积型地层

样式,反映了基准面的上升。

中长期基准面内部的转换面位于中(短)期旋回所

组成的地层叠加样式转换位置处, 一般由进积型地层

叠加样式到退积型叠加样式的位置就是中长期基准面

内部的转换面。而短期基准面旋回内部的转换面则由

自然伽玛或自然电位值的变化直接判定。该判定基于

自然伽玛值,与泥质含量和粒度中值成正相关, 当伽玛

值减小时,反映泥质含量减小,粒度中值增大, 反映基

准面的下降,相反则反映了基准面的上升。

一般地短期旋回之间的湖泛面都是组成一种地层

叠加样式内部或几个相似地层叠加样式之间的界面,

而中长期旋回的界面则多为一种或一组地层叠加样式

的顶界面。一般地该面之下地层的叠加样式为退积

式,而其上则为进积式或加积式地层样式,越过该界面

湖水由总体上的向上变深转换为总体上的向上变浅,

而且该处为一阶段性的水体最深的位置。

4. 2  测井基准面旋回识别

超短期旋回难于在测井曲线上识别, 主要是因为

短期旋回的厚度所限, 难于确定其起始位置、结束位置

及内部地层样式。

短期旋回的识别较为容易, 一般地将湖进泥岩确

定为中期旋回的顶界面及底界面,限定了旋回后,在旋

回内部分析其相组成及相转换, 确定基准面的变化方

向,进而确定其内部的基准面转换面,完成短期基准面

旋回的划分。

中期旋回的识别是在短期旋回识别的基础上及地

震标定位置的基础上完成的。在短期基准面旋回划分

的基础上,对短期基准面旋回进行组合,形成不同的地

层叠加样式,确定不同叠加样式的顶底界面,作为中期

旋回基准面转换面的备选位置; 对过井剖面进行井震

对比,确定不同界面地震响应位置,用地震反射特征来

帮助确定中期旋回。

5  层序对比及地层格架的建立

5. 1  层序对比方法

研究区位于水下扇的扇中前部及前缘部位, 基本

上在沉积时都位于基准面之下, 一直接受沉积, 沟道虽

有一定的侵蚀作用,但不强,因而基本上是面与面的对

比和岩石与岩石的对比,很少出现岩石与界面的对比,

岩石与界面的对比仅出现在短期旋回内部, 大多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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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基准面下降期的沉积。

对比遵循以下原则: ¥利用地震对长期基准面旋

回识别进行约束,结合过井地震剖面, 确认长期旋回;

¦依据地层叠加样式对比中长期旋回, 对于中期旋回

及其内部地层的对比, 依据中期旋回所组成的地层叠

加样式来完成, 对比的是地层叠加样式; § 在叠加样式

对比框架内,结合短期旋回所处位置,确定短期旋回对

应关系,完成短期旋回对比。

选取垂直沉积走向和平行沉积走向建立对比剖面

可较好反映砂体各个方向的形态特征。研究区中央隆

起带走向基本与沉积走向一致, 选择中央隆起带方向

和垂直隆起带方向建立对比剖面, 形成对比格架, 在骨

架剖面对比基础上, 完成全区对比。

5. 2  对比剖面特征
含油区位于扇中前部 ) ) ) 扇前缘部位, 扇前缘部

位处于被断层高度复杂化的中央隆起带附近,地层缺

失严重,加之在隆起带西部及东部扇中近根部 ) ) ) 扇

根水区基本无钻井资料, 本研究仅对隆起带东部扇中

) ) ) 前缘的含油区域进行测井层序划分和对比。

对比剖面(图 6)表明,在六个中期旋回中, A-B旋

回以上升期沉积为主, 下降期沉积不太发育, 而 C、D

旋回则以下降期沉积为主,上升期沉积发育较差, E、F

两个旋回对称性较好, 但由于所处基准面位置为较高

位置,整体上地层不发育,地层厚度较小。在单个中期

旋回及短期旋回内部可以识别出沟道推进和退缩, 如

在F 旋回内沟道先向湖推进,至 F3中期时, 沟道推进

最远, 然后开始后退, 至 F3 结束时, 沟道前缘退至濮

5-4与濮 110井之间。整个 F 旋回内沟道先进后退,

形成一个完整的旋回, 反映了基准面先降后升的变化

过程。

6  断陷湖盆内水下扇层序形成模式

陆相断陷湖盆最主要特征是快速的构造活动及随

之而来的湖平面周期波动。断层活动是控制断陷湖盆

层序发育的最主要因素。盆地边界断裂的脉动性活

动,控制着陆相层序的发生和发展。一期脉动性运动

形成一期沉积的发展和衰亡, 而一组脉动性活动则形

成一个沉积层序。伴随断层脉动性活动, 周围隆起区

的剥蚀状况、湖面积的相对大小等也发生相应变化, 最

终决定了断陷湖盆基准面变化, 形成了不同地层样式

和储层特征。

形成水下扇的入湖水体具有/ flow follow low0的

特征,入湖后将沿着湖底低地向湖心流动,同时在流动

过程中,随能量的减小及携砂能力的减小,使一部分碎

屑沉积下来,而这种分异, 又使得其密度减小, 稳定性

增大,为其流入更深的湖区创造了条件。水下扇的入

湖流体虽具有重力流性质, 但它同湖底扇在触发机制、

流动特征、沉积特征等方面都都有差异。扇朵叶体发

育过程中,基准面的升降导致了朵叶体形成、壮大及衰

亡,在这一基准面旋回内, 形成的地层应为一复合层

序,自下而上依次由湖相泥 ) 席状砂 ) 向前推进的沟

道 ) 向后退积的沟道或席状砂 ) 半深湖(深湖)泥。考

察断陷湖盆水下扇朵叶体的形成过程中基准面的变

化,具有以下特征:

( 1)  初始基准面处于最高位时, 湖盆广盆浅水,

可容空间较大,同时构造活动较弱, 沉积物供给不足,

A / S 比较大, 主要沉积一些细粒沉积物,扇体不发育;

( 2)  构造活动增强,湖盆下陷时期, 湖盆边缘地

图 6 对比剖面 Ò - Ò .

F ig. 6 High resolution correlation profile

668                   沉  积  学  报                    第 21卷



形坡度增大,可容空间减小, 基准面下降, 同时剥蚀作

用增强,沉积物供给增大, A / S 比减小, 沉积朵体开始

向湖心推进,在原先湖缘部位主要形成扇朵体的扇根

碎屑沉积;

( 3)  构造活动进一步增强, 湖盆下陷到最低点,

基准面进一步下降达到最低点附近时, 湖缘部位可容

空间进一步减小,沉积物供给达最大,推进最远,形成

大量的沉积物堆积;

( 4)  构造活动减弱, 湖盆水位开始回升,基准面

从最低处开始回升, 湖盆边缘可容空间再次增大, 发生

退积,形成一种退积式地层叠加样式;

( 5)  构造活动停止, 湖平面回升到最高,基准面

也回升达到最高点附近时,恢复浅盆广湖的古地理格

局,主要沉积悬浮质的深湖相泥岩,同时可容空间与沉

积物供给相持平,沉积物不再退积,转而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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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cheng oil f ield is located in the Dongpu depress, H enan province. In this study , a method based on

baselevel analysis for stratigraphy correlat ion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is provid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i

g raphic surface and stratigraphy sequence in the seismic, well log and cores are summarized. Four scales of se-

quence cycles are distinguished in the study area, including very short term cycle, short term one, middle term one

and long term cycle. Long term cycle is corresponding to sub- fan complex, and middle cycles to fan slove, and

short one to fan lobe, w hich is the smallest units for adjusting in the product ion. In the study zone, 6 medium

term and 27 short term cycles are dist inguished and correlated.

Key words  sequence stratigraphy,  base- level recognition,  architecture framework,  st rat igraphic pat tern,  
P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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