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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 4个露头剖面、35口井的岩心和 302口井的测井资料,按照基准面旋回的原理对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

山西组进行了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作为晚古生代长期基准面下降旋回的组成部分, 山西组构成一个中期基准面

旋回 ( MSC2), 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短期旋回 ( SSC1、SSC2、SSC3、SSC4、SSC5); 探讨了各短期旋回的层序结构、叠加样

式和空间变化; 建立了研究区山西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对比格架。通过对基准面旋回期间体积分配和相分异的分析,

讨论了短期基准面旋回过程中有利储集砂体的沉积相类型和控制因素; 指出中期基准面旋回的早期的短期基准面上

升半旋回形成最有利储集砂体,沉积微相为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和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应用单因素综合作图

法, 研究了储集砂体的空间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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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基准面变化为驱动机制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
学

[ 1]
自提出以来, 其理论、概念和方法经过沉积学家

和地层学家的研究
[ 2~ 9]
日臻完善,为非海相地层进行

层序地层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在中国广泛分

布的陆相含油气盆地的油气地质研究中已经得到了

应用
[ 10~ 12]

。

  山西组是鄂尔多斯盆地陕 141气田的主要含气

层位
[ 14]
。随着勘探开发的深入, 要求对储层的空间

展布和控制因素进行细致的研究。山西组为一套陆

相碎屑岩含煤建造。应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可以

准确地划分和对比地层,研究储集砂体的展布及预测

有利区块。

  研究区北至鄂尔多斯市, 南达靖边 ) 米脂, 西迄

苏里格庙,东抵晋西挠褶带, 面积 50 000 km
2
。构造

单元包括伊盟隆起 ( a)、晋西挠褶带 ( b)和陕北斜坡

( c) (图 1)。

1 地质背景

  晚古生代,鄂尔多斯盆地是大华北盆地的组成部

分。山西组发育于太原组广泛海退的背景上
[ 14, 15]

,

盆地的古地理境观是北高南低,北部为伊盟古陆, 南

部为近海内陆湖泊。盆地的沉积充填在北方为陆、南

方为湖的古地理背景上展开, 古地形坡度小于 1b。

沉积类型为具典型的陆相三角洲沉积
[ 16]
。物源主要

图 1 研究区井位、露头分布图
1.地层厚度; 2.剖面位置; 3.井位; 4.露头; 5.物源方向;

6.构造单元; 7.研究区位置

F ig. 1 W ell and outcrop loc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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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盆地北部的浅变质岩结晶基底
[ 17, 18]

, 气候温

暖湿润
[ 19, 20 ]

,陆生植物繁盛。

2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和对比

2. 1 层序界面的识别

  层序界面的识别是层序地层划分和对比的关键,

按照中期旋回和短期旋回的界面识别标志
[ 11, 12]

, 山

西组可识别出 2个中期界面和 6个短期界面:

2. 1. 1 中期旋回界面

  ( 1) 中期旋回底界面 MS1

  MS1为北岔沟砂岩之底, 在地震剖面上不易识

别。该界面代表了沉积环境由海到陆的沧桑剧变。

界面之下太原组岩性为灰岩、泥岩、煤层偶夹纯石

英砂岩和粉砂岩, 含 、海百合茎、珊瑚和腕足类化

石
[ 19]

, 属于海相沉积。界面之上山西组岩性为砂砾

岩、砂岩、泥岩夹煤层, 化石以华夏植物群的典型分

子真蕨、种子蕨和楔叶纲为主, 鳞木繁盛
[ 21, 22]

, 属于

陆相沉积。北岔沟砂岩对下伏太原组进行了冲刷,

底部滞留砾石发育, 代表了基准面下降于地表之下

时的侵蚀冲刷面。该界面有铁质结核、风化壳粘土等

陆上暴露特征, 是一个沉积间断面。在界面附近, 褐

铁矿、黄铁矿等特殊成分的矿物有明显的含量变化。

在测井响应上自然伽玛及自然电位曲线在界面附近

均有明显变化,自然伽玛电位曲线突变为箱状、指状

或钟形。该界面既是海相和陆相的重要转换面, 也

是构造变动面, 具有平行不整合的性质。在研究区

乃至全盆地 MS1界面特征明显,分布稳定, 可以进行

追索和对比。

  ( 2) 中期旋回顶界面 MS2

  顶界面为骆驼脖子砂岩的底面, 在地震剖面上为

T
2
8反射界面。界面之下山西组为灰色细砂岩、粉砂

岩、泥岩,含丰富植物化石, 种类繁多
[ 21, 22 ]

。界面之

上的下石盒子组为黄褐色含砾砂岩、粗砂岩、细砂岩,

基本不含化石或仅见少量化石。在该界面之下,山西

组以三角洲平原沼泽相为主
[ 14]

, 在界面之上,石盒子

组底部是典型的河流沉积
[ 22]
。该界面代表了气候由

温暖湿润向干旱炎热的转换,以及沉积环境由近海湖

盆向内陆湖盆的转换
[ 15 ]
。骆驼脖子砂岩底部含有大

量的滞留沉积,对山西组顶部的细碎屑岩地层进行了

强烈的冲刷, 是基准面下降于地表之下的侵蚀冲刷

面,但是由于基准面下降幅度小,而且地形平缓,所以

在盆地内不是形成深切谷, 而是以河道的横向迁移形

成叠加连片的席状砂体。具有Ⅰ型层序界面性质。

在界面附近自然伽马由山西组的低幅度锯齿状变为

下石盒子组的高幅度箱状。该界面在直观上特征明

显,易于识别,在测井响应上表现为多个测井参数所

反映的测井相组合的转换面和突变面, 标志明显, 可

以在全区域进行追索的对比。

2. 1. 2 短期旋回界面

  短期旋回的界面在露头上表现为小规模的冲刷

面和间歇暴露面,在缺乏明显冲刷和暴露的区域表现

为基准面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换面,在测井剖面上表现

为同一沉积体系的进积 ) 推进组合的测井相突变面

和转换面。顶底界面限定短期的的基准面上升 ) 下
降旋回。在山西组可识别出 6个短期界面 (图 2)。

图 2 柳林成家庄剖面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1.分流河道; 2.洼地; 3.沼泽; 4.水下分流河道; 5.分流间湾

F ig. 2 P ro file o f high reso lu tion sequence stra tigraphy

d iv ision o f Chen jiazhuang in L iu lin County

2. 2 最大湖泛面的识别

  最大湖泛面是基准面上升到最高点时的沉积界

面。在三角洲沉积体系中, 基准面上升到最高点时,

可容纳空间最大,而沉积物供应极少, 或无沉积物供

应, A /S比值达到最大,湖盆整体处于欠补偿沉积状

态,沉积速率缓慢,此时如果覆水较深,则形成广布的

前三角洲泥质沉积。如果覆水较浅则形成三角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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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粉砂质、泥质沉积。如果基准面与地表接近一

致,并能在较长时期内缓慢持续上升, 则形成区域性

分布的厚煤层
[ 31]
。煤层与泥岩、粉砂岩在垂向上紧

邻,横向上逐渐过渡, 标志清晰,层位稳定, 是进行等

时地层对比的重要标志。在测井响应上最大湖泛面

的自然伽马、自然电位、声波时差、深感应、电阻率、密

度、井径等测井曲线均有十分明显的反映。如自然伽

玛在该段中多表现为高值, 声波时差和深感应高幅度

正异常,低电阻率,低密度,大井径。

2. 3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2. 3. 1 露头剖面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露头剖面是最直观、最完整的地层记录, 它比测

井和地震剖面具有更高的分辨率,是基准面旋回, 尤

其是高分辨率的短期基准面旋回 (成因层序 )识别的

基础
[ 3]
。本次工作测制 4条野外剖面,描述了 35口

井的岩心。露头剖面和岩心可以识别出 9种沉积微

相 (表 1)。依据岩相类型或相组合在垂向剖面上的

转换位置、地层剖面中的冲刷现象及其滞留沉积、砂

泥岩厚度的旋回性变化
[ 3]
, 对露头剖面进行了高分

辨率层序地层的划分 (图 2)。划分了 5个短期旋回,

构成一个中期旋回
[ 23]
。

表 1 露头、岩心沉积微相的岩性及主要特征

Tab le 1 L ithology and m ain features of outcrop and core m icrofac ies

露头、岩心沉积微相 岩性 主要特征

分流河道
含砾粗砂岩,粗砂岩,

中砂岩,少量泥岩

板状和槽状交错层理砂岩,向上变细,底部为冲刷面,见滞留砾石,顶部夹泥质条带,以冲积和点

砂坝为主,砂体厚度 1~ 5m,多个砂体可以叠加成巨厚砂体

决口扇 细砂岩,泥岩 波状层理和块状层理,砂泥互层,向上变粗变厚,砂层厚度 5~ 20cm

天然堤
泥质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泥岩

透镜状层理和压扁层理,爬升沙纹层理和水平层理细砂岩、粉砂岩夹泥岩和砂泥岩薄互层组成,

见植物碎片。

古土壤 根土岩 灰色块状或角砾化泥岩,结构不均匀,发育垂直裂缝,见植物根系

泥炭沼泽 煤,碳质泥岩 块状层理,水平层理。由煤层、煤线和碳质泥岩组成,最大厚度可达 10m

洼地 泥岩,泥质粉砂岩 发育包卷层理和火焰状构造,砂泥岩薄互层构成。见植物碎片、黄铁矿颗粒

水下分流河道 中砂岩,细砂岩
板状和槽状交错层理、粒序层理砂岩,向上变细,底部渐变或发育小型冲刷面。厚度 0. 8~ 3 m。

砂岩结构成熟度高。多个正韵律砂体构成厚度很大的砂体。

河口坝 中砂岩,细砂岩 低角度斜层理,局部见波状层理,向上变粗,厚度 1~ 6 m。受河流水动力改造往往保存不完整。

分流间湾 泥岩,泥质粉砂岩
水平层理,透镜状层理,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为主,夹煤线和碳质泥岩。见流水波痕和浪成波痕,

发育虫孔和生物扰动构造

2. 3. 2 测井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测井曲线资料丰富, 连续完整, 包含多方面的地

质信息,对垂向上的岩性变化反映明显,能够很好的

显示旋回结构。测井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的划分,首先

是在对取心井段进行大量的细致的岩心描述的基础

上,进行岩心标定建立测井资料的岩性响应模型, 以

岩电响应模型为标准,进行全区域所有井的基准面旋

回划分和等时对比。图 3为根据测井曲线确定的短

期旋回及依据短期旋回相组合的变化和叠加样式识

别的中期旋回。每一个短期旋回的顶底都以自然伽

马和自然电位的突变为特征,以声波时差和深感应的

高幅度异常指示的煤层作为基准面上升和下降的拐

点。

  结合露头剖面和单井的研究,山西组的 5个短期

旋回有如下特征:

  中期基准面旋回的上升半旋回由 3个短期旋回

SSC1、SSC2、SSC3构成, 在区域上普遍发育 3 ~ 5层

煤,旋回的对称性向上变好。

  中期基准面旋回的下降半旋回由 2个短期旋回

SSC4、SSC5构成,旋回不对称,以下降半旋回为主,基

本不含煤。

  SSC1: 底部为北岔沟砂岩, 顶部为 5#煤, 厚度 5~

38. 8m,构成一个向上变细的序列。只发育上升半旋

回,下降半旋回缺失。自然伽马呈钟状, 声波时差和

深感应由下部的低幅平缓变为上部的高幅度正异常。

自下而上沉积相由三角洲平原的分流河道向泥炭沼

泽微相过渡。

  SSC2: 由一个基本对称的上升半旋回和下降半

旋回构成, 厚度 3~ 31. 5m, 上升半旋回底部为中砂

岩,向上为粉砂岩、煤层 ( 4#煤 )。煤层形成于基准面

上升的最大时期。下降半旋回由粉砂岩砂质泥岩和

泥岩组成。自然伽马由下部的钟状变为上部的漏斗

状,在上升半旋回和下降半旋回的转换位置, 声波时

差和深感应为密集的高幅度锯齿状。属于三角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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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217井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F ig. 3 H 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 raphy

d iv is ion o f S217W ell Logs

原的分流河道、泥炭沼泽和分流间洼地微相。

  SSC3: 是中期基准面上升到最大期的沉积, 短期

基准面上升半旋回发育,下降半旋回受船窝砂岩的冲

刷保存不完整。厚度 3. 8~ 28. 6 m,上升半旋回由 2

~ 3个从中砂岩到细砂岩的向上变细的序列构成, 单

层砂岩的厚度向上变薄。下降半旋回由细砂岩和粉

砂质泥岩的韵律构成,反映了基准面上升到最大时沉

积以加积和进积为主。自然伽玛在下部表现为低幅

度钟状,中部为锯齿状,反映了煤层和泥岩互层,上部

为漏斗状,但是往往不完整。以三角洲平原的洼地、

沼泽微相为主,发育天然堤和决口扇, 分流河道分布

局限。

  SSC4:底界为船窝砂岩,厚度 9. 9~ 49. 2 m,由粗

砂岩、中砂岩、细砂岩和泥质粉砂岩构成两个向上变

细的沉积序列。自然伽玛呈钟状,声波时差和深感应

反映不明显。沉积微相为三角洲平原的分流河道和

河间洼地。

  SSC5: 底界为铁磨沟砂岩, 顶界为骆驼脖子砂岩

底部, 厚度 4. 8~ 32. 1m。在成家庄剖面上,由 11个

厚度为 0. 65~ 1. 38 m的粉砂岩和泥岩的韵律构成短

期基准面下降半旋回, 不发育上升半旋回,反映了低

可容纳空间时沉积作用的进积和加积。在 S217井上

表现为基本对称的旋回。自然伽玛呈钟状。沉积微

相为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和洼地。

2. 4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对比格架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的对比有时是岩石与岩石,有

时是岩石与界面,有时是界面与界面的对比, 不是简

单的厚度对比和岩性地层对比
[ 23]
。在露头、岩心和

单井的层序划分的基础上,选择平行和垂直物源的两

个方向连井剖面进行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对比, 分析了

旋回性在纵向和横向的变化,建立了高分辨率层序地

层对比格架。

  在平行物源的连井剖面上 (图 4), 旋回的对称性

随离物源的远近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在研

究区北部,离物源区较近, 短期旋回发育上升半旋回,

下降半旋回时由于无新增可容纳空间, 发生冲刷剥

蚀,下降半旋回不发育乃至缺失,沉积物粒度粗、分选

差为特征。向盆地方向, 从三角洲平原到三角洲前

缘,短期旋回的下降半旋回由冲刷剥蚀 ) 沉积物过路

不留 ) 保留沉积物的趋势变化, 使旋回的对称性逐步

变好,由不对称旋回向对称旋回过渡。在垂向的演化

上,受不同时期可容纳空间和沉积物供应的影响, 旋

回的结构也发生变化。中期旋回的上升半旋回早期,

即 SSC1整体上呈以上升半旋回为主的不对称旋回,

反映了 SSC1时可容纳空间较小。中期旋回上升半

旋回的中期, 即 SSC2的旋回对称性明显变好, 中期

旋回上升半旋回的晚期,即 SSC3也是一个基本对称

的旋回,在研究区南部 SSC3已处于湖平面之下, 沉

积微相类型为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和分流间湾。

中期旋回的下降半旋回也是由两个发育完整的基本

对称的短期旋回构成。其中, SSC4的对称性明显好

于 SSC5。

  在垂直物源的连井剖面上 (图 5), 旋回的对称性

也随地貌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在分流河道分布区, 由

于河道对下伏地层的冲刷, 沉积物保存程度差, 使短

期旋回的下降半旋回不发育,因而对称性差。在分流

间湾分布区, 沉积物保存程度高, 旋回的对称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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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召 8) 陕 171井山西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对比剖面图

F ig. 4 Correlation fram ew ork o f h igh- reso 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 o f Zhao 8) Shan171

图 5 陕 240) 神 7井山西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对比剖面图

F ig. 5 Correlation fram ew ork o f h igh) reso 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 o f Shan 240) Shen7

变好。另一方面, 受差异压实作用的影响, 在同一短

期旋回内,分流间湾泥质沉积分布区的可容纳空间增

加大于河道分布区,这种受自旋回机制控制的可容纳

空间变化,往往造成河道的迁移改道和三角洲前缘叶

状体的废弃和横向摆动。旋回对称性的好坏受体积

分配和 A /S比值所决定的沉积物保存程度控制。

3 基准面旋回对储层发育的影响

  在勘探阶段,进行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研究的目的

是阐明生储盖组合在纵向上 (即时间上 )的配置关系

和研究储层在横向上 (即空间上 )的展布规律, 为进

一步的勘探开发选择靶区。

3. 1 有利储层在旋回中的位置

  储层的发育受基准面旋回期间沉积物供应和可

容纳空间的变化有关。 SSC1早期, 由于新增可容纳

空间低,而沉积物供应充足,低 A /S比值导致三角洲

平原分流河道沉积发育,由于新增的可容纳空间不足

以接纳源源不断的沉积物, 使沉积向盆地方向进积,

河道改道频繁,沉积了以巨厚的砂砾岩、砂岩为主的

地层, 即北岔沟砂岩, 成为山西组最主要的储层。砂

体内部具自旋回结构,发育高流态水动力条件下的低

角度的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常冲刷或不完全切割河

口坝乃至先期形成的较深水沉积物,河控作用显著。

SSC2和 SSC3时期,可容纳空间持续增加, 沉积物供

应相对减小, 不利于储层的形成。 SSC4和 SSC5时

期,沉积物供应充足, 可容纳空间较小,河道频繁改道

和泛滥,形成的砂体亦可以成为储层, 但是非均质性

强,储集性能差。

3. 2 生储盖组合的配置关系
  储层往往发育于短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的早期,

其中以中期基准面旋回上升半旋回早期形成最有利

储层,中期旋回下降半旋回也能形成较有利储层。基

准面上升半旋回和下降半旋回的转折部位,可容纳空

间的增加和沉积物的供应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平衡状

态,形成区域性分布的煤层和炭质泥岩
[ 24, 25]

, 而成为

良好的烃源岩。基准面上升最大时期的泥岩、炭质泥

岩和煤层又是良好的盖层。三角洲平原的分流间洼

地和沼泽在侧向上和上倾方向上的遮挡, 构成了局部

的圈闭。差异压实形成的披覆盖层和成岩作用造成

的地层内的非均质性又强化了局部圈闭。炭质泥岩

和煤层即具有物性圈闭又具有烃浓度圈闭的特点。

因而山西组气藏具有多因素的封盖保存条件, 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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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岩性圈闭, 也有构造圈闭和烃浓度圈闭
[ 26~ 28]

。

储层沉积微相为三角洲平原的分流河道和三角洲前

缘的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在垂向上和横向上与气源岩

相互叠置和穿插,煤层具有持续的生气能力, 加之临

界泥岩盖层的封堵及区域盖层的存在,形成良好的生

储盖配置关系。

3. 3 储层的物性

  储层的物性与源岩类型、沉积时的水动力条件、
成岩作用和后期改造有关。对于具有同样的源岩类

型和经历了相同成岩作用和后期改造的碎屑岩储层,

沉积时的水动力条件所决定的碎屑岩结构成熟度和

成分成熟度对储层物性影响最大。研究表明, 孔隙度

和渗透率与石英含量呈正相关, 而与岩屑含量呈负相

关
[ 29]
。SSC1的北岔沟砂岩在 S207S) 220一线为纯

石英砂岩, 在其他井区也是石英砂岩或岩屑石英砂

岩,具有很高的成分成熟度。碎屑分选较好,磨圆呈

次圆, 孔隙度 3. 47% ~ 9. 8%,渗透率达 0. 4 @ 10
- 3

~

3. 2 @ 10
- 3
Lm

2
。由于基准面变化直接影响沉积时的

水动力条件,因此也直接影响储层的物性。中期基准

面上升半旋回早期的短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 水动力

强,对下伏地层进行冲刷。较强的水动力条件使得碎

屑颗粒的分选性升高,泥质难以保留。在中期基准面

上升半旋回的晚期,水动力弱,不能形成良好的储层。

在中期基准面下降半旋回期间,沉积速率快, 碎屑颗

粒的分选性差,泥质含量高,储层的物性差。在砂层

厚 度大,碎屑岩成熟度高的区域天然气产能高, 如

S141、S211、Y30井无阻流量均大于 70 @ 10
4
m

3
/d。

3. 4 储层的空间展布

  山西组的气藏属于岩性气藏,天然气成藏的关键

因素是有利砂体的展布。因此, 勘探的有利区块应当

是在选择有利相带主体部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与

微相、岩性有关的高质量储集岩发育带。

  在层序划分和基准面旋回分析的基础上, 对研究

区的所有勘探井和部分开发井的测井资料进行短期

旋回的分析和沉积微相的识别, 用单因素优势相综合

作图的方法
[ 30]

,以密集的数据编制了山西组主要储

层段的砂体厚度等值线图 (图 6) 。可以看出, 北部

形成三条南北向延伸的砂体, 西部和中部砂体在

S205) S207井处汇合,砂体厚度急剧增加, 该砂体带

南北长 53 km,东西宽 24~ 41 km,形成一个厚度很大

的砂体,厚度普遍大于 12 m, 最厚达 33 m,是该区最

好的储层。在 S217井以南进入三角洲前缘, 发生河

道的迁移、改道和分叉,形成五个呈发射状展开的指

状砂体,砂体厚度大于 10m,碎屑分选好也是最有利

储层之一。东部砂体较薄, 厚度 6 m, 在米脂 ) 子洲

一带进入三角洲前缘,砂体厚度增大,达 8 m,分布稳

定,物性较好,成为良好的储层。

图 6 储层展布图

1.砂体厚度等值线; 2.湖岸线; 3.河道砂; 4.沼泽 5湖相泥

F ig. 6 D istribution of the reservo ir sandbody

4 结论与认识

  按照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的方法, 通过露头、岩

心和测井资料的分析,把研究区山西组划分为 1个中

期旋回 (M SC2)和 5个短期旋回, 从下到上为 SSC1、

SSC2、SSC3、SSC4、SSC5。中期旋回受天文因素的控

制,与偏心率周期中气候波动引起的基准面升降和物

质供给变化有关
[ 12]
。

  储集砂体和生储盖组合受基准面旋回和沉积物

体积分配的控制。储集砂体发育于基准面上升的早

期,其中又以中期基准面上升早期的短期基准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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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形成最有利储集砂体。基准面上升和下降的转

折部位形成烃源岩和盖层。对储集砂体沉积微相研

究表明,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和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

河道砂体为主要储集砂体, 个别区域有残余的向上变

粗河口坝序列。在沉积微相分析和高分辨率层序地

层划分的基础上,以密集数据控制的单因素分析综合

作图方法,研究了储层的空间展布, 指出了 3个有利

区块。研究完成后,喜闻其中一个有利区块中钻遇高

产工业气流,某单井天然气产能大于 100
4
m

3
/d,表明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方法对于预测储层分布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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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gh-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Shanxi Formation( Perm ian)
in Northwestern Portion ofOrdos Basin

LIANG J-i we i L IW en-hou
( State K ey Laboratory o f Continenta lD ynam ics, Departm ent of Geo logy, No rthwest University, X ican 710069 )

Abstract H igh-reso lut ion sequence strat igraphy d iv ision of Shanx i Form ation in northw estern part ofO rdos basin has

been put forw ard acco rd ing to principle of base level cyc le based on 4 outcrops and 35 core descript ion and 305 w ell

logs. A s a component of long- term base- level decreasing cyc le, Shanx i Format ion const itutes a med ium-term cycle,

w hich can be subd iv ided into 5 shor-t term cycles in ascend ing order( SSC1, SSC2, SSC3, SSC4, SSC5). Based on the

sequence structure, and stack sty le and space variation, the h igh-reso lution sequence strat igraphy correlat ion fram e-

w ork is established to d iscuss sedim entary fac ies styles and contro lling factors and physica l property. Themost favo ra-

b le reservo ir bod ies w ere formed during early stage of sem-i ascending cyc le o f short- term base- level cycle. Reservo ir

bod ies are mainly composed o f de lta p lain d istributary channe l and delta front sub-aqueous channe.l Here, themono-

facto rmapp ing method is adopted to study space d istribut ion of the reservo ir bed.

Key words O rdos basin, h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 raphy, base- level cycle, sequence stra tig raphy fram ework,

reservo ir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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