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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乌什凹陷白垩系冲积扇 —扇三角洲
沉积相及有利储盖组合

杨　帆1 　贾进华2

(1.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102249;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通过对乌什凹陷南缘坳陷乌参 1井及北缘露头剖面地详细观察 ,结合测井曲线形态和地震剖面综合分析 ,乌

什凹陷北部和南部由于受构造条件 、古气候和物源的影响 , 发育了截然不同的沉积相类型 , 北缘露头区以滨浅湖相沉

积为主 , 南部坳陷区则发育了典型的冲积扇—扇三角洲粗粒沉积相 。这套沉积碎屑岩颗粒粒度悬殊且不连续 ,砾岩

和砂岩间常显示粒度不连续的现象 ,剖面中巨厚层砾岩常与中厚层细砂岩 、粉砂岩 、泥岩沉积层直接接触 , 无过渡性

粒级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缘露头区处于相对稳定的构造条件及较远的物源条件 , 而南缘坳陷区

由于靠近温宿凸起物源并受断裂控制。乌什凹陷发育两套较好的储盖组合 , 分别是亚格列木组—舒善河组中下部砂

砾岩与舒善河组泥岩 、含膏泥岩和巴什基奇克组—库姆格列木群底砂砾岩与库姆格列木群盐层 、含膏泥岩。乌参 1井

已在第一套储盖组合中的舒善河组中下部的扇三角洲砂体中获得重大发现 , 这些砂体为扇三角洲前缘的砂坝 、辫状

河水道充填可形成较好的储层。第二套储盖组合中巴西盖组和巴什基奇克组的砂体分布广泛 , 岩性较致密;储层厚

度较大 , 纵向发育集中 ,但物性较差 ,总体上属于一套中等储盖组合 , 预测离物源区一定距离应分布有优质储集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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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乌什凹陷位于库车前陆盆地的最西端 ,西起阿合

奇的柯坪断隆 ,东接吐孜阿瓦特构造带—秋立塔格构

造带 ,北靠南天山构造带 ,南为温宿凸起。凹陷呈近

北东向展布 ,面积约 3 400 km
2
(图 1)。 2003年 5月 ,

该凹陷的乌参 1井在白垩系获得重大突破 ,展示出其

巨大的勘探潜力 ,同时也证实该凹陷具有十分有利的

油气成藏条件 ,但是由于凹陷内白垩系沉积的复杂性

和特殊性给砂体的预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导致了储

层横向变化较大 ,从而制约了对乌什凹陷的下步勘探

的认识 。

近年来 ,塔里木油田公司和中油股份公司对乌什

凹陷进行了多轮研究 ,对盆地的性质及其石油地质特

征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
[ 1, 2]

。基本确定了盆地的结

构和断裂构造格架 ,指出了中生代地层分布特征。对

乌什凹陷白垩系沉积相的研究 ,最早是基于北缘山前

露头的研究
[ 1]

,并认为盆地内有可能为北缘山前沉

积向南的延伸;但随着乌参 1井钻井后及一些新地震

剖面的重新解释 ,发现乌什凹陷南缘的乌参 1井白垩

系的沉积相与北缘露头相比差异较大 ,在物源上存在

着南北差异
[ 2]

;在沉积相认识方面 ,王招明 、贾进华

认为乌什凹陷以冲积扇 -扇三角洲沉积为主 ,张振红

认为以河流 、湖泊沉积相为主
[ 2, 3]

。

在乌参 1井钻井之后 ,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对乌参

1井进行了单井综合评价 ,本文即为其中沉积储层评

价的部分研究成果 。采用岩芯 、测井及露头沉积相详

细描述与室内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从乌什凹陷地

质背景入手 ,对凹陷南缘的乌参 1井和北缘露头区剖

面沉积相进行对比 ,展示了乌什凹陷沉积相的平面分

布及演化特征 ,并预测了有利储集相带分布区。

2　地质背景

2. 1　构造特征

乌什凹陷是在古生代 —中生代南天山俯冲造山

带基础上 ,又经历了新生代南天山碰撞造山带叠加作

用的结果
[ 1, 4]

。根据乌什凹陷的地震构造特征 、断裂

性质 、展布及其发育特征 , 将乌什凹陷划分出 3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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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什凹陷地理位置图

F ig. 1　G eog raphic loca tion o fW ush i sag

裂体系 ,即北部边界断裂体系 、北缘断裂体系 、南缘断

裂体系
[ 2]

。断裂发育控制了乌什凹陷的形成演化 ,

构成了乌什凹陷挤压 、扭动和构造分区分带的特

点
[ 2]

。总体上 ,乌什凹陷构造格架具有 “南北分带 、

东西分块”的特征
[ 2]

。构造样式在东西方向有一定

差异:在凹陷西部 ,主要为受南东逆冲断层控制的第

三纪小型坳陷盆地;在凹陷中部 ,温宿凸起北坡较陡 ,

在中部次凹南北两翼发育对冲的双向构造和断阶带;

在凹陷东部 ,温宿凸起北坡较缓 ,表现为较缓的断坡

构造
[ 2]

。凹陷东部中新生界的残留凹陷 ,是乌什凹

陷的沉积主体 ,地层埋深较大 ,最深可达 9000 m ,乌

参 1井钻探在乌什凹陷东部呈马鞍装构造的低隆带

上 ,即伊拉克圈闭上。

2. 2　地层特征

新近纪以来 ,受强烈的压扭应力背景控制 ,乌什

凹陷作为库车前陆盆地的一部分 ,进入了快速沉陷和

快速充填期 ,沉积了近 6 000 m厚的中新生代地层 。

根据钻井 、野外露头剖面对比 、地质填图和地震解释

结果 ,乌什凹陷主要发育有前中生界基底和中生界 、

新生界三大沉积层
[ 1、2]

。

白垩系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前和乌什凹陷东部 ,向

西呈削蚀尖灭 ,向南在古木别孜断裂以南缺失 。早白

垩世舒善河组 —巴西盖组沉积时期 ,湖盆范围扩大 ,

湖盆中心位于北部山前一带 ,为滨浅湖相 。沿乌什凹

陷南缘分布有粗粒扇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 ,说明物源

主要来自南部的温宿凸起 (图 2),与邻区却勒地区和

北缘露头区均有很大差异 。①

位于凹陷南部的乌参 1井白垩系缺失上统 ,下统

发育齐全 ,自下而上分为亚格列木组 、舒善河组 、巴西

盖组和巴什基奇克组 ,自西向东和剖面的对比情况如

表 1。

表 1　乌什凹陷乌参 1井及周缘露头白垩系厚度分布表

Tab le 1　The th ickness d istribution ofWucan 1 w ell and

surround ing ou tcrops ofW ush i sag

组 乌参 1 卡普沙良河 阿瓦特河 克拉苏河 库车河

巴什基奇克 108. 5 236 33 191 224. 39

巴西盖 274 94. 11 490 133 164

舒善河 197. 5 1099. 76 475. 9 4463. 76 694. 2

亚格列木 20. 5 243. 1 75. 8 76. 38 60. 7

2. 2. 1　亚格列木组

乌参 1井亚格列木组下部岩性以细砂岩和小砾

岩为主 ,向上变为细砂岩 、粉砂岩 ,厚度为 20. 5 m ,与

北缘自西向东露头剖面的岩性特征可以对比 。该组

在北部山前露头区自西向东厚度变化明显
[ 7]

。卡普

沙良河剖面亚格列木组最厚 ,为 243. 1 m ,反映卡普

沙良河一带为当时的沉积中心 。阿瓦特河剖面的亚

格列木组厚度为 75. 8 m ,与卡普沙良河剖面相比厚

度减薄 ,岩性变细 。卡普沙良河向东至克拉苏河一带

亚格列木组岩性变粗 ,但厚度减薄至 76. 38 m ;库车

河剖面白垩系亚格列木组厚 60. 7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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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乌什凹陷乌参 1井沉积相剖面

F ig. 2　W ucan 1 we ll sedm entary facies in W ushi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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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舒善河组

乌参 1井舒善河组岩性自下而上可以分为泥岩

段 、砂砾岩段和砂泥岩段。泥岩段为滨浅湖相的泥

岩;砂砾岩段和砂泥岩段为以砂砾岩为主的扇三角洲

相沉积 。与北缘露头区的塔拉克剖面和阿瓦特河剖

面 、卡普沙良河和库车河剖面以泥岩 、粉砂质泥岩为

主的浅湖相相比 ,从岩性上看来 ,差别较大 ,说明位于

乌什凹陷南缘的乌参 1井靠近物源区 (图 2、3)。

2. 2. 3　巴西盖组

乌参 1井巴西盖组岩性较粗 ,根据岩性特征的旋

回性将巴西盖组分为二段 (均为一个正旋回):第一段

岩性主要由褐色泥岩 、粉砂岩 、细砂岩及杂色砾岩组

成;第二段岩性顶部为褐色泥岩 ,中下部为杂色砂砾

岩 、细砾岩 ,夹薄层褐色泥岩。这种冲积扇 -扇三角洲

相沉积与北缘露头剖面塔拉克和阿瓦特河以泥岩为

主 ,岩性较细的浅湖相沉积存在较大差别(图 2、3)。

2. 2. 4　巴什基奇克组

乌参 1井的巴什基奇克组岩性为上部以泥岩为

主 ,下部以砂砾岩为主夹粉砂质泥岩 ,成一个正旋回

沉积。其岩性特征可以与北缘露头塔拉克和阿瓦特

河剖面对比(图 2、3)。

3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乌什凹陷北部和南部由于受构造条件和物源的

影响 ,发育了截然不同的沉积相类型 ,北缘露头区以

滨浅湖相沉积为主 ,南部坳陷区则发育了典型的冲积

扇 —扇三角洲沉积相(图 2,图 4)。

　　白垩系沉积时的地质背景为干热的气候条件 、宽

而浅的湖泊环境 、相对稳定的构造条件及北缘较远的

物源条件
[ 3、5]

。从塔拉克 、阿瓦特河剖面观察 ,北缘

露头区白垩系舒善河组和巴西盖组以滨浅湖相为主 ,

滨浅湖沉积物频繁交互 ,水体极浅 ,湖泊面积巨大 。

由于湖岸地形平缓 ,在湖盆边缘地带滨湖与浅湖亚相

界限难以确定 ,可统称为滨浅湖亚相 ,主要由滨浅湖

泥 、和滨浅湖砂坝组成 (图 5)。

　　根据对阿瓦特河剖面观察 ,亚格列木组主要是一

a.乌参 1井 ,岩心照片 ,砾石大小混杂 ,分选极差;b. 阿瓦特河舒善河组生物潜穴;c.乌参 1井 ,岩心照

片 ,巨厚砂砾岩与泥岩直接接触;d.阿瓦特河舒善河组沙纹交错层理。

图 3　乌什凹陷钻井及露头剖面典型沉积相特征

F ig. 3　 Typical sedim en ta ry fea tu re o fw e lls and outcrops inW ushi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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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乌参 1井白垩统舒善河组取芯段沉积相序图

F ig. 4　 Fac ie s sequence o f co ring section, Shushanhe Fo rm ation (C re taceous) inW ucan 1 w ell

套陡坡带湖底扇—扇三角洲相沉积 。底部砾岩以扇

三角洲沉积为主 ,其上的中厚层状砂岩发育粒序层

理 、重荷模 、槽模 、包卷层理 、砂岩墙等为重力流沉积

构造 ,属于斜坡—湖底扇沉积体系。上部的薄层砂岩

见波痕构造 ,为浅湖相沉积 。

根据乌参 1井钻井剖面 ,结合测井曲线形态和地

震剖面综合分析 ,乌什凹陷南部坳陷区发育了典型的

冲积扇 —扇三角洲—湖泊沉积相(图 2)。

3. 1　冲积扇 (或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总体上以砾岩为主 ,部分含砾砂岩 ,颗粒大小混

杂 ,分选磨园较差 (见图 3a)。岩石具红色色调 , 砾

岩 、砂岩和泥岩均以褐色 、棕褐色 、紫红色为主;碎屑

岩颗粒粒度悬殊且不连续 ,砾岩和砂岩间常显示粒度

不连续的现象。砾岩中砾径可达数厘米至数十厘米 ,

分选较差。砂岩则多以细砂级为主 ,分选相对较好 。

剖面中巨厚层砾岩常与中厚层细砂岩 、粉砂岩 、泥岩

沉积层直接接触 ,无过渡性粒级存在 (图 2、图 3b)。

砂岩中的层理不发育 ,常见重力流成因的粒序层

理和块状层理 ,流水成因的交错层理较为少见 。

自物源区向湖方向 ,沉积物粒径变细 ,厚度减薄 ,

横向上 ,粗粒沉积物分布稳定 ,厚度略有变化;在正对

物源出口的扇体部位与两扇连接部位相比 ,沉积物粒

径略粗 ,厚度略厚 。

3. 2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为扇三角洲沉积的水下部分 。

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 、席状砂和分流间湾沉积 (图

2, 4)。该亚相在白垩系舒善河组最发育。

3. 2. 1　水下分流河道微相

水下分流河道是水上辫状河道在水下的延伸 ,其

沉积特征与砂质辫状河道相似 ,只是水动力稍弱 ,粒

度略细。

水下分流河道是扇三角洲前缘沉积的主体 ,岩性

主要为砂砾岩 、含泥砾砂岩 、砂岩 ,顶部为泥岩 ,下粗

上细是其显著沉积特征 。砾石具较好的磨圆 ,分选

差 ,具有弱的叠瓦状排列。底部有冲刷面 ,发育槽状

交错层理或不显层理。测井曲线呈钟形和箱形 。

3. 2. 2　河口砂坝微相

河口砂坝位于分流河道前缘和侧缘 ,或称为前缘

砂 ,是由于水体深度的增加或地形坡降突然变缓 ,分

流河道带来的碎屑物质在河道前缘沉积下来所形成

的向上变粗的反粒序砂坝 ,随着沉积物的不断供给和

河道的不断改造 ,可形成大面积的厚层砂体 。岩性主

要为褐红色细砂岩 ,粉砂岩。砂体顶底面均较平直 ,

横向分布稳定 。

3. 2. 3　远砂坝微相

远砂坝是沉积物经湖浪和沿岸流的改造而形成

的分布广泛的薄层砂体 ,或称为前缘席状砂 。岩性主

要为褐色细砂岩和粉砂岩 ,砂体顶底面均较平直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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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布稳定 。

3. 2. 4　分流间湾微相

岩性主要为暗褐色块状泥岩 、粉砂质泥岩 、泥质

粉砂岩和粉砂岩 。发育透镜状层理 、脉状层理 、滑塌

构造等三角洲前缘的典型标志 ,还可见少量虫孔。单

层厚度 1. 5 ～ 5 m ,横向分布不稳定 。是洪水期间沉

积物从水下分流河道中溢到河道间沉积而形成 。

3. 3　滨浅湖亚相

3. 3. 1　滨浅湖泥滩微相

岩性主要为褐色 、暗紫红色泥岩 、粉砂质泥岩夹泥

质粉砂岩 。发育水平层理 、波状层理 、生物扰动构造

(见图 3b)。厚度一般 1 ～ 2 m ,最厚约 10 m ,横向分布

相对稳定。泥岩颜色以褐色 、灰色 、灰绿色和灰褐色为

主 ,发育有垂直虫孔等生物扰动构造 、泥裂构造 ,常为

薄层粉砂岩 、薄层泥质粉砂岩互层 (图 2、图 5)。

3. 3. 2　滨浅湖滩坝微相

岩性主要为褐色 、灰绿色含灰质细 —极细砂岩 ,

分选中等 —好 ,杂基含量低。发育沙纹交错层理 、平

行层理和波状层理 (见图 3d),滩坝沉积的砂体常夹

于泥岩中间 ,单层厚 0. 9 ～ 5. 6 m(图 2、图 5)。

4　沉积相平面展布

从乌参 1井—塔拉克—阿瓦特河白垩系南北向

沉积相剖面上反映了乌什凹陷和库车坳陷最西段白

垩系的沉积分布(图 5)。从图上看 ,乌什凹陷做为库

车前陆盆地的最西端 ,其北缘露头区的沉积特征可以

图 5　乌参 1井—塔拉克—阿瓦特沉积相剖面对比图

F ig. 5　 C om pa rison o fW ucan 1W e ll-Ta laka-Aw a te sed im en ta ry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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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库车坳陷其它地区对比 。但在乌参 1井附近有一

套特殊的白垩系砂砾岩沉积 ,与其北缘露头区和库车

坳陷其它地区都有明显差异 ,它们是受古木别孜断裂

控制形成的一套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 2]

。

本区的冲积扇体系—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形成条

件和特征如下
[ 1, 6, 7]

:

(1)紧靠盆地边缘活动断裂带 ,相对高差大 ,地

形陡 、气候干热 ,是白垩系冲积扇 —扇三角洲发育的

有利条件。

(2)冲积扇—扇三角洲为多个扇体在平面上相

互连接 、多期次扇体由垂向上叠置而成的冲积扇—扇

三角洲复合体。

(3)平面上自岸向湖可分为冲积扇及扇三角洲

平原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露头区以冲积扇沉积为

主 ,井下则以扇三角洲平原 、扇三角洲前缘沉积为主 。

乌参 1井亚格列木组和舒善河组主要发育扇三角洲

平原沉积 ,巴西盖组和巴什基奇克组主要发育扇三角

洲前缘相(图 2、图 5)

4. 1　亚格列木组

早白垩世亚格列木组沉积时期 ,乌什凹陷南缘坳

陷区的乌参 1井附近 ,亚格列木组为一套典型的扇三

角洲前缘相沉积 (图 2、 6)。物源主要来自温宿凸

起
[ 2]

,其底部以厚层状棕褐色砾岩沉积为主 ,为砾质

辫状分流河道沉积 ,向上为泥岩与细砂岩 、粉砂岩不

等厚互层 ,为扇三角洲前缘沉积 。考虑到北缘露头区

受到后期挤压造成的地层缩短的影响 ,推断南缘坳陷

区的扇三角洲相砂体有可能分布较广 。

乌什凹陷北缘露头区的阿瓦特河 、塔拉克剖面亚

格列木组发育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的水下扇沉积 (图

5、6)。

沿温宿凸起北部分布有粗粒扇三角洲前缘沉积 ,

说明物源主要来自南部的温宿凸起 ,同时可能说明南

部边缘存在较陡坡带 。

南缘坳陷区乌参 1井下白垩统舒善河组主要是

一套粗粒砂砾岩和泥岩互层 ,反映了扇三角洲相 -滨

浅湖相沉积 ,物源主要来自南部的温宿凸起 ,其下部

为滨浅湖相厚层泥岩夹褐灰色含砾细 、粉砂岩沉积;

中部为扇三角洲前缘分流河道与分流间湾相杂色砾

岩 、含砾砂岩夹泥岩沉积;上部为滨浅湖相褐红色泥

岩井段 (图 2)。

北缘露头区的阿瓦特河剖面的舒善河组以紫红

色薄层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属于典型滨浅湖沉积 (图

5、7);

4. 2　舒善河组

早白垩世舒善河组湖盆范围扩大 ,湖盆中心位于

北部山前一带 ,为滨浅湖相 (图 5)。

4. 3　巴西盖组

南缘坳陷区的乌参 1井下部主要为杂色 (灰色 、

褐色)、小砾岩 、褐灰色含砾细砂岩沉积 ,夹有薄层褐

色泥岩 ,以扇三角洲平原亚相的泥石流和扇三角洲前

缘亚相分流河道发育为特征;上部为一套厚层褐色泥

岩 ,以湖泊相的滨浅湖泥沉积(图 2)。巴西盖组是早

白垩世中晚期北部古天山山前冲积扇—扇三角洲向

湖盆中央推进时的边缘粗碎屑沉积物 (图 7)。

北缘露头区阿瓦特河剖面巴西盖组为紫红色细—

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 ,为典型滨湖相沉积(图 5)。

图 6　乌什凹陷白垩系亚格列木组沉积相平面图

F ig. 6　 Sed im en tary facies o f YalieM u Form ation

(C re taceous) inW ushi sag

图 7　乌什凹陷白垩系舒善河组沉积相平面图

F ig. 7　 Sedim entary facies o f Shushanhe Fo rm ation

(C re taceous) inW ushi sag

4. 4　巴什基奇克组

早白垩世巴什基奇克组沉积时期 ,北缘露头区为

一套厚层杂色冲积扇—扇三角洲相砾岩。南缘坳陷区

乌参 1井巴什基奇克组主要为冲积扇—扇三角洲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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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乌什凹陷白垩系巴西盖组沉积相平面图

F ig. 8　 Sedim entary facies o f B ax ig ai Form a tion

(C retaceous) in W ushi sag

图 9　乌什凹陷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沉积相平面图

F ig. 9　Sedim entary facies of Bax ijiq ike Form ation

(C retaceous) in W ushi sag

相的辫状河道 、泥石流和洪泛平原的泥岩沉积 ,反映了

早白垩世晚期湖盆萎缩期沉积产物(图 2、5、9)。

5　有利储盖组合

5. 1　亚格列木组 —舒善河组中下部砂砾岩与舒善河

组泥岩 、含膏泥岩

在乌参 1井钻遇亚格列木组厚度约 20 m ,属冲

积扇相带 、扇三角洲相带 ,这类储层岩性主要为灰褐

色砾岩 、砂砾岩 、含砾砂岩 ,颗粒磨圆 、分选差 ,颗粒间

多为杂基充填。总体上这类储层的物性属中等或偏

差 。但冲积扇相带所夹的辫状河含砾砂岩沉积 、扇三

角洲相带所夹的辫状河三角洲砂体的孔渗性略好。①

乌参 1井舒善河组厚度 197. 5 m ,中下部的扇三

角洲砂体形成了重要的储集砂体 ,是乌参 1井主力油

气层段 。这些砂体为扇三角洲前缘的砂坝 、辫状河水

道充填可形成较好的储层 。砂体厚度占地层厚度

40%左右 ,储层厚度一般在 3 ～ 12 m之间 。岩性主要

为灰色细砂岩 、含砾砂岩 、杂色砂砾岩。这些砂体的

孔隙度一般在 8% ～ 12%之间 ,平均值为 9. 27%。渗

透率为 1 ×10
-3

～ 10 ×10
- 3

μm
2
,平均值为 3. 78 ×

10
- 3

μm
2
,是乌参 1井最好的储层段。而且 ,舒善河

组的厚层湖相泥岩 、含膏泥岩厚度稳定 ,岩石致密 ,形

成区域性的良好盖层。

北缘露头区阿瓦特河剖面的舒善河组属于典型

滨浅湖沉积;巴西盖组为典型滨湖相沉积 ,有较好的

滨湖砂发育。

5. 2　巴什基奇克组 —库姆格列木群底砂砾岩与库姆

格列木群盐层 、含膏泥岩

以古近系库姆格列木群含膏泥岩和盐岩层为盖

层 ,以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岩层和库姆格列木群底

砂砾岩段为储层的储盖组合广泛分布于天山山前和

西北部 ,是一套良好的区域性储盖组合 ,著名的克拉

2气田主要从这套储盖组合中取得突破。

乌参 1井巴什基奇克组的扇三角洲前缘沉积相

带都可发育重要的储集砂层 ,岩性主要为细砾岩 、砂

砾岩 、含砾中砂岩 、含砾细砂岩 、粉砂岩 。该套储盖组

合盖层厚度适中 ,岩性较致密;储层厚度较大 ,纵向发

育集中 ,物性仅次于舒善河组 ,孔隙度一般在 4% ～

8%之间 ,平均值为 5. 17%,渗透率为 0. 1 ×10
-3

～ 10

×10
-3

μm
2
,平均值为 1. 46 ×10

-3
μm

2
;总体上属于

一套中等储盖组合 。

6　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 ,主要取得了以下结论:

(1)乌什凹陷北缘露头区由于相对稳定的构造

条件及较远的物源条件致使白垩系以滨浅湖相为主 ,

滨浅湖沉积物频繁交互 ,水体极浅 ,湖泊面积巨大;南

缘坳陷区的乌参 1井由于离物源近并受断裂控制 ,白

垩系沉积体系主要为冲积扇 、扇三角洲和湖泊相 。

(2)通过乌参 1井及邻近露头剖面对比 ,乌参 1

井附近白垩系为一套特殊的砂砾岩沉 ,碎屑岩颗粒粒

度悬殊且不连续 ,剖面中巨厚层砾岩常与中厚层细砂

岩 、粉砂岩 、泥岩沉积层直接接触 ,无过渡性粒级存在

砾岩和砂岩间常显示粒度不连续的现象。与北缘露

头区和库车坳陷其它地区都有明显差异。

(3)乌什凹陷主要发育两套有利的储盖组合 ,分

别是亚格列木组 —舒善河组中下部砂砾岩与舒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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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泥岩 、含膏泥岩和巴什基奇克组—库姆格列木群底

砂砾岩与库姆格列木群盐层 、含膏泥岩。乌参 1井已

在第一套储盖组合中的舒善河组中下部的扇三角洲

砂体中获得重大发现。北缘露头区阿瓦特河剖面的

舒善河组属于典型滨浅湖沉积 ,预测有优质的滨湖砂

发育。第二套储盖组合中的巴西盖组和巴什基奇克

组的砂体分布广泛 ,岩性较致密;储层厚度较大 ,纵向

发育集中 ,但物性较差 ,属于一套中等储盖组合 。

由于乌什凹陷勘探程度低 ,乌参 1井离物源区

近 ,使得储集体分选 、磨圆等均具有先天不足的特征 ,

推测离开物源区一定距离会有优质储集相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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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luv ial Fan and Fan-delta Sedmi entary Facies and Favorab le Assemblage
ofReservoir and Seal ofWushi Sag (Cretaceous) in Tarmi Basin

YANG Fan　JIA Jing-hua
(1. Un iversity of Petroleum , China, Be ijing　 102249;2. P etro Ch ina Research Institu te of Petroleum Corporat ion, Be ijing　100083)

Abstract　Based onW ucan 1 we ll of the south depression and the no rth outc rop section inW ushi sag, and in com bi-
nation w ith synthe tic ana lysisw ith logging shape and seism ic section, it can be seen tha t the study area developsm uch

diffe rent sedim entary facies o f the no rth and sou th in theW ushi sag due to the structu ra l influence, pa laeoclim ate and

source. The north outcrop section m ainly develops sho re shallow lake sed im en tary facie, ye t the south dep ression de-
ve lops typ ica l course g ra in alluvia l fan and fan-delta sedim entary facies. The c lastic rock grain of this sedim entary fa-
cies is great diffe rent and discontinuous. The extrem ely th ick cong lom e ra te usually contacts direc tly w ith fine sand-
stone, siltstone, m udstonew ithout transition grain. Them a in reason com e from condition o f the no rth outc rop loca ting

on stab le struc ture and having fare r source, bu t the sou th depression ow ing to the close to source ofW ensu swe lling

and being contro lled by frac tures. There are tw o sets o f com bination about reservo ir and seal inW u Shi sag as fo llow s,
one is cong lom erate of m iddle-low er strata of Yageliem u Form ation-Shushanhe Form ation and m udstone and gypsum

m udstone o f the Ku M u Ge LieM u Form a tion, the o ther is the bo ttom g lutenite of the Bashenjiqike Fo rm ation-Ku-
m ugeliem u Fo rm ation and the salt bed and gypsum m udstone of the Kum uge liem u Fo rm ation. It has been acquired oil

and gas form the first set of o f com bination abou t reservoir and seal of the m idd le-bo ttom fan-delta sandstone o f fan-
de lta front facie, wh ich be long to the sand ba r and braided channel and can from better reservo ir. The sandstone of

the second set of com bination abou t reservo ir and seal of the Baxigai Form a tion and Bash ijiqike Form ation has w ide-
sp read distribution w ith dense litho logy and the reservo ir is very thick and long itudina l concentricity, poor po rosity and

perm eability. Genera lly, itbe longs to the m edium reservo ir and sea l com bina tion. Ow ing to the poor explora tion,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re is h igh quality reservoir facies fo rm ed in distal area from the source.

Key words　Ta rim Basin, W ushi sag, north ou tcrop, south depression, sed im en tary facies, re servo ir and sea l as-
semb 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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