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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南凹陷沙河街组重力流水道砂体成岩作用

和孔隙演化模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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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储层物性既受沉积相平面分区性的控制 ,又受成岩作用的垂向分带性的控制。因此 ,根据不同地质背景与微

相类型 , 建立具体的成岩作用模式 , 对储层评价具有指导作用。本文在分析歧南地区沉积相平面展布和垂向层序特征

的基础上 , 对该地区沙河街组的 42块样品进行铸体薄片 、扫描电镜 、阴级发光 、X-衍射 、古地温分析 , 总结了重力流主

水道砂体和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的成岩作用特征以及孔隙演化模式 , 指出在进行重力流水道砂体进行勘探

部署时 , 应选择主水道中心部位进行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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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油气储层的物性是储层评价和预测的核心内容。

储层物性既受沉积相的控制 ,又受成岩作用的强烈影

响 。其中沉积相控制储层物性的平面分区性;而成岩

作用决定其垂向上的分带性
[ 1]
。砂岩成分 、埋藏历

史 、成岩环境 、成岩作用序列的差异是影响储层物性

的主要地质因素 。因此 ,根据不同地质背景与微相类

型 ,建立具体的成岩作用模式 ,对储层评价具有指导

作用。

大港油田歧南地区随着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 ,人

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该区储层横向变化快 ,分油组

的沉积微相及储层研究欠缺 ,有利储层预测难度大。

凹陷区所钻探的歧南 2、6、7、8等井均见到较好的油

气显示 ,但均因物性较差未获得成功 。现今歧南地区

油气田勘探开发集中在寻找优质储集性能的砂体上。

本文运用铸体薄片 、扫描电镜 、阴级发光 、X-衍射 、古

地温分析等技术 ,对大港油田歧南地区沙河街组的取

芯井的 42块样品进行分析 ,通过对不同沉积相成岩

作用的分析 ,弄清成岩作用的强度 ,建立该区砂岩成

岩演化模式 ,为进一步储层评价和预测提供可靠的依

据 。

2　地质概况

工区位于埕北断阶带张巨河构造与羊三木构造

之间 (图 1),即南大港断裂以南 ,孔 5井以东的歧南

2、6、7、8井区与友谊油田地区 。研究区东南侧为埕

宁隆起 ,是沙河街组的主要物源区域 。北部的歧南凹

陷是一长期发育的生烃凹陷 ,凹陷内下第三系地层分

别向西 、东 、南三个方向抬起 ,依次形成西部缓坡带 、

南部羊二庄断阶带 、东部张巨河构造带 ,其中西部缓

坡带在近两年的地层岩性油气藏勘探中取得很好的

勘探成果 ,南部羊二庄断阶带的友谊油田 、东部张巨

河构造带的张东油田也是大港油田的主要产油区块 ,

其主要含油层系为下第三系沙一段 、沙三段。受古地

理背景的控制 ,本区沿埕北斜坡发育的羊二庄 、赵北 、

赵东等断层 (图 1),向凹陷内下掉 , 断层落差均在

300 m以上 ,在沙三段 、沙一段沉积时期活动强烈 ,形

成了埕北断阶带的沉积陡坡 ,有利于重力流等阵发性

水流的活动 。研究区在沙河街组沉积时期沉积坡度

大 ,而且处于沙三段—沙一段沉积时期发育的沉积沟

槽内 ,为重力流水道活动提供了天然场所
②
。



图 1　歧南凹陷构造位置

F ig. 1　S tructura l site of Q inan depression

3　沉积特征

研究区发育湖岸滩坝相沉积 、重力流水道沉积和

近岸水下扇沉积 。以重力流水道沉积 、近岸水下扇扇

端和扇中沉积为主 ,本文主要针对重力流水道砂体展

开研究 。

重力流水道砂体是指由重力流或浊流在湖盆内

的断凹或沟槽中所形成的带状碎屑砂体 ,它可以堆积

在浅水和深水中 。本区的重力流水道砂体是近岸水

下扇砂体沿水下断槽 、洼地滑动 、滑塌 、再搬运沉积于

歧南凹陷深水区的碎屑岩体。

3. 1　重力流水道砂体特征

通过对沙一段地震属性的提取 ,发现砂体对均方

根振幅 、平均能量 、平均绝对振幅响应明显 。平面上

水道分 3支 ,主要沿歧南 2—歧南 6—歧南 7—歧南 8

井一带分布;剖面上砂体形态在地震反演图上显示呈

条带状不连续透镜状展布 (图 2),为多个透镜状砂体

叠置的侧积复合体 。水道砂体位于赵北断层下降盘

或水下扇前方 ,由南向北延伸。

　

图 2　沉积相图和地震反演砂体平面及剖面形态对比图

(a:沙一中沉积相图 , b:沙一中砂体形态地震反演图 , c:过歧南 8井东营底层拉平地震剖面)

F ig. 2　Sed im en ta ry facies m ap, seism ic inve rsion c rossection and profile o f g rav ity-flow channe l

(F ig. a Sedim entary faciesm ap in m id-E s1 m ember, Fig. b the seism ic inversion plan of gravi ty-flow channel in

m id-Es1 m em ber, F ig. c the seism ic inversion profi le of gravity-flow channel in m id-Es1 member)

3. 2　沉积相垂向特征

研究区共取样 42块 ,分属不同沉积类型 (表 1),

以重力流主水道和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沉积为

主 。其中重力流主水道沉积在沙一中以庄 90井 、庄

41井为代表;在沙一下以庄 65井为代表;在沙三段

以庄 47井为代表。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在沙

一上以庄 41井 、歧南 8井 、歧南 7井为代表;在沙一

中以歧南 6井 、歧南 8井为代表 ,沙一下以歧南 8井

为代表 。

从取芯段岩石测井 、岩性资料 、样品位置汇编图

(图 3)中可以看到 ,重力流主水道砂体的岩性主要由

相互叠置的块状砂岩 、递变层理砂岩 、混积岩组成 ,与

下伏岩层呈侵蚀突变接触 , SP和 GR曲线特征为箱

形或钟形。

重力流水道侧翼砂体分布于水道的两侧 ,或水下

台地 ,由浊流漫出水下堤岸而形成。岩性主要为粉细

砂岩 、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与泥岩的互层沉积 , SP或

GR曲线特征为微幅漏斗形或微幅齿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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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数据表
Tab le 1　 Inform ation about sam p le s

样品号 井号 深度 /m 层位 微相类型 样品号 井号 深度 /m 层位 微相类型
QN-1 庄 90 2821. 46 Es1中 重力流主水道 QN-22 歧南 6 3203. 86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2 2826. 51 Es1中 重力流主水道 QN-23 3294. 45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3 2830. 46 Es1中 重力流主水道 QN-24 3296. 36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4 庄 65 3002. 88 Es1下 重力流主水道 QN-25 3298. 99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5 3006. 25 Es1下 重力流主水道 QN-26 3300. 59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6 庄 47 3008. 55 ～ 3008. 64 Es
3 重力流主水道 QN-27 3302. 79 Es

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7 3009. 56 ～ 3009. 61 Es
3 重力流主水道 QN-28 3398. 85 Es

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8 3009. 77 ～ 3009. 83 Es3 重力流主水道 QN-29 3401. 91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9 3010. 2 ～ 3010. 33 Es3 重力流主水道 QN-30 歧南 7 3064. 75 Es1 上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10 3010. 61 ～ 3010. 69 Es3 重力流主水道 QN-31 3072. 31 Es1 上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11 3011. 11 ～ 3011. 20 Es3 重力流主水道 QN-32 庄 41 2353. 54 Es1 上 扇端相

QN-12 3008. 99 ～ 3009. 06 Es3 重力流主水道 QN-33 2524 Es1 中 重力流主水道

QN-13 庄 52 3033. 23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34 歧南 8 2973. 63 Es1 上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14 3033. 99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35 3143. 85～ 3144. 03 Es1 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15 3035. 39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36 3358. 34～ 3358. 55 Es1 下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16 3033. 54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37 3363. 11～ 3363. 42 Es1 下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17 3034. 78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38 扣 46 2560. 99 Es3 滩坝相沉积

QN-18 3035. 91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39 2629. 35 Es3 滩坝相沉积
QN-19 3046. 72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40 扣 47 2616. 57 Es3 滩坝相沉积

QN-20 3048. 65 Es1中 水下扇间湾 QN-41 2618. 63 Es3 滩坝相沉积

QN-21 歧南 6 3202. 12 Es1中 重力流水道侧翼 QN-42 2620. 39 Es3 滩坝相沉积

图 3　取芯段岩石测井 、岩性资料 、样品位置汇编图
F ig. 3　Comp ila tion o f pe trophysica l logs, lithostratig raphy, and samp le location fo r the cored in te rva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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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流水道末梢分布在水道前方台地斜坡区或

水道进入开阔湖区 ,属事件性砂体能量减弱消失所

为 ,岩性以泥岩为主夹薄层细粉砂岩 , SP或 GR曲线

为平直段偶夹齿形组合形态。

4　储层岩石特征

根据岩石薄片资料统计分析 ,根据余素玉砂岩分

类方案
[ 3]
,本区沙一段重力流水道砂体的砂岩以岩

屑砂岩为主 ,其次为长石岩屑砂岩 (图 4),岩屑主要

成分主要为灰岩岩屑 ,其次为变质岩与火成岩岩屑。

砂岩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 ,水道末梢沉积

易溶矿物组分含量较大 ,为溶解产生次生孔隙提供了

物质基础。经分析本区重力流水道砂体中发育孔隙

类型主要为粒间溶孔和粒内溶孔。

图 4　歧南凹陷沙河街组沙一段重力流水道砂体的砂岩分类

F ig. 4　Sandstone classification of g rav ity-flow channe l

sandstone in Es1 segm en t in Q inan depression

5　重力流主水道砂体的成岩特征

5. 1　溶蚀作用较强烈

溶蚀作用形成次生溶蚀孔隙 ,是油气的主要储集

空间。溶蚀孔隙是矿物溶解后产生的 。矿物溶解是

在碳酸和有机酸的作用下发生的 。其中有机酸较碳

酸有更强的侵蚀能力 ,尤其是对铝硅酸盐类矿物。本

区溶蚀孔隙发育于 75 ～ 120℃的古地温范围 ,在该温

度段 ,泥岩中蒙脱石迅速向混层矿物转化 ,混层比由

50%降至 20%,有机质处于成熟阶段 。有机质泥岩

脱羧形成大量的有机酸 ,加上大气水溶解的 CO2以及

有机演化产生的 CO2 ,导致长石和灰岩岩屑的溶解 。

在庄 41井 、庄 65井和庄 90井的样品中可见长

石和灰岩岩屑溶解较明显。通过铸体薄片的显微镜

观察到 ,长石溶解形成的高岭石呈分散状分布于粒间

孔隙内 (图版 Ⅰ-1),对储层物性的影响较小。通过庄

90井的 SEM观察显示 ,长石淋漓形成蜂窝状的粒内

孔隙(图版Ⅰ -2)。在庄 65井可见灰岩岩屑局部溶解

后 ,颗粒边缘参差不齐 ,形成扩大的粒间孔隙 (图版

Ⅰ -3)。在庄 90井通过 SEM可以观察到灰岩岩屑组

分内部溶解 ,形成粒内溶孔 (图版Ⅰ -4, 5)。

上述溶蚀作用形成的溶蚀孔隙 ,是重力流主水道

砂体油气的主要储集空间 ,灰岩岩屑的溶解 ,不仅增

大了有效孔隙空间 ,同时消除了砂体内部对流体的隔

挡 ,增大了孔隙连通程度 ,有利于油气开发。

5. 2　胶结作用较弱

常见的自生胶结交代矿物包括石英 、长石 、碳酸

盐 (方解石 、白云石 、菱铁矿等)、粘土矿物 、其次还有

石膏及铁质矿物 。本区重力流主水道砂体中 ,偶见石

英次生加大胶结。通过 SEM观察 ,自生石英外缘晶

面平直 ,棱角分明 ,呈完好的晶形存在于粒间孔隙中 ,

破坏原生粒间孔隙 (图版 Ⅰ -6, 7),在显微镜下观察 ,

加大部分与原颗粒间有一条粘土膜边界 (图版 Ⅰ-1),

加大边呈栉形 ,对孔隙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本区重

力流主水道砂体中石英的总体含量较低 ,石英加大边

仅在个别井可见 ,加之次生加大边窄 ,故对岩石孔隙

影响较小 ,大约使孔隙减少 2 % ～ 3 %。此外 , 本区

砂岩中碎屑颗粒表面附着粘土膜 (图版 Ⅰ-6, 9, 10),

粘土膜是富含悬浮物质的水介质向砂质沉积体内下

渗过程中 ,在碎屑颗粒的表面形成的粘土包
[ 2]
。粘

土膜的存在能够阻止石英压溶作用的进行 ,对深部储

层孔隙的保存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自生粘土矿物在重力流主水道砂体中胶结

不强烈 。根据显微镜与扫描电镜观察可识别出高岭

石 、伊利石 、绿泥石与伊 —蒙混层等几种粘土矿物;

伊 /蒙混层在庄 90井 、庄 65井 、庄 47井以及歧南 8

井的沙一下含量较高 ,相对含量大于 49%(图版 Ⅰ -

11)。前人研究表明蒙脱石在富含钾的水介质条件

下向伊 /蒙混层转变
[ 3]
,本区所取样的 X衍射资料显

示 ,重力流水道砂体的主要粘土矿物组合为绿泥石 +

伊蒙混层 +伊利石 ,几乎没有蒙脱石 ,而伊 /蒙混层的

相对含量 >49%,说明本区的蒙脱石已经完全转化成

了伊 /蒙混层。在沙一中的庄 41井的样品中可见绿

泥石(图版Ⅰ -12)呈竹叶状或叶片状 。绿泥石一般会

减小孔隙的孔喉半径 ,但是早期成岩形成的绿泥石的

薄膜厚度大于 3μm时 ,能通过抑制石英的胶结的生

长来保护储层 ,因而大量的绿泥石能增加储层的微孔

性
[ 4, 5]
。此外在庄 47井沙三段 、歧南 8井沙一下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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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可见少量书状或蠕虫状的高岭石 ,对孔喉的堵塞

较小 ,对储层物性影响小 。总而言之 ,粘土矿物对储

层物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孔喉的弯曲程度和粗

糙程度 ,特别是桥状和衬垫产状样式的粘土矿物严重

堵塞孔喉 ,大大降低储层渗透率 。本区粘土胶结的产

状样式为分散状的 ,对储层物性影响较小 。

碳酸盐在重力流主水道砂体中的胶结不强烈。

在我国陆相湖盆的砂体中 ,碳酸盐胶结作用具有以下

特征:薄层砂岩比厚层砂岩的碳酸盐含量高 ,厚层砂

岩顶底部碳酸盐含量较中部高
[ 6]
。重力流主水道砂

体具有砂厚泥薄的特点 ,其顶底碳酸盐胶结较好。如

庄 47井在深度 3002 ～ 3018 m段 ,砂体顶 、底部由于

碳酸盐胶结孔隙度介于 5% ～ 10%;而在砂体中部

3010 ～ 3012 m 的砂岩段 ,孔隙度高达 20% ～ 25%。

钙质胶结砂岩在电阻率曲线上表现为明显的钙尖峰

(图 5)。上述碳酸盐胶结物是泥岩在压实过程中释

放出大量的饱和碳酸盐压实流体 ,当它们进入邻近的

砂体内时 ,砂体内的压力骤降 ,使得过饱和碳酸盐发

生沉淀 ,形成不同形式的 “顶钙 ”与 “底钙 ”现象
[ 7]
。

此外粘土矿物的转化 ,尤其是伊 /蒙混层演化过程中

产生大量的 C a
2 +
、M g

2+
、CO

2 -
等离子 。且随埋深的

增加 ,释放的 Fe
2+
、M g

2 +
、M n

2+
等也增加 ,使碳酸盐

胶结物从无铁向贫铁和富铁方向演化 。在重力流水

道砂体的取样中庄 90的 2830 m有发现发现晚期成

岩作用产物铁白云石和铁方解石 (图版 Ⅰ-7, 8)。上

述资料表明 ,重力流主水道砂体的顶 、底部与砂泥岩

接触处 ,碳酸盐岩胶结强烈 ,使顶底砂岩物性变差。

图 5　砂岩顶底发育的钙质胶结砂岩(钙尖峰)

庄 47井 ,沙三段 , 2295. 5～ 3025m与 3025 ～ 3045m

F ig. 5　Ca lcareous cem ent in top and bo ttom part of sandbody(ca lcium pinnac le)

Zhuang 47, Es3members, from 2295. 5 m to 3025 m , from 3025m to 3045m

6　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的
成岩特征

6. 1　胶结作用强烈

通过对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铸体薄片和阴极

发光观察 ,此类砂体石英略具加大边 (图版 Ⅱ-1),自

生粘土矿物胶结物较少 ,可见书页状自生高岭石和少

量伊利石。孔隙充填物多为碳酸盐胶结物。通过

SEM观察 ,碳酸盐胶结多为泥晶方解石和亮晶方解

石 。部分孔隙及粒间充填部分球粒状钙质颗粒 (图

版 Ⅱ-2)。碳酸盐胶结中 ,亮晶方解石具晶粒结构 ,晶

粒间结合紧密 ,晶间微孔少 (图版Ⅱ-3)。而泥晶方解

石胶结物呈薄膜式 、板块状充填粒间 (图版 Ⅱ-4, 5);

如歧南 8井沙一段位于重力流水道砂体侧翼 ,砂体侧

面 、上下均与泥岩接触 ,砂体与泥岩接触面积大 ,对应

的碳酸盐岩含量较高 ,砂岩物性明显变差 ,孔隙度一

般只有 5% ～ 10%。上述碳酸盐胶结强烈的原因 ,一

是由于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均比较薄 ,与泥岩充

分接触 ,使得泥岩中的过饱和的碳酸盐压实流体进入

砂体所致。其二由于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

中孔隙水不流畅 ,为胶结物沉淀形成良好的环境。

除碳酸盐胶结物外 ,在歧南 6井的 9个样中 ,在

3202. 12 m和 3401. 91 m两个深度段电镜扫描的图

片显示存在少量花朵状的硬石膏胶结(图版Ⅱ-6),表

明沙一段沉积时期较深湖区出现间歇性盐湖沉积环

境 ,湖盆较为闭塞 ,水动力条件总体上较弱。

6. 2　溶蚀作用较弱

在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中 ,长石和岩

屑少量溶解 (图版Ⅱ-7),局部发育溶蚀微孔隙 (图版

Ⅱ-8),对储层物性改善不大。

6. 3　机械压实作用弱

重力流水道侧翼和水道末梢砂体与重力流主水

道砂体相比 ,机械压实作用相对较强 。通过 SEM观

察可见 ,颗粒局部有粒间微裂隙 (图版Ⅱ-9)。

7　成岩作用阶段和成岩序列

根据裘怿楠等
[ 8, 9]
、A laa等

[ 10]
成岩阶段划分方案

及其标志 ,对研究区成岩阶段进行了划分 。表明歧南

水道沙河街组沙一段砂岩成岩阶段处于晚期成岩 A

阶段 ,歧南 2井沙三段处于晚期成岩 B阶段 ,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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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

①该区地层水以 NaHCO3为主 ,显示处于水文地

质环境相对活跃的地区 。②现有泥岩的 R o值较低 ,

热演化程度不高 ,歧南 2井镜媒反射率介于 0. 46%

～ 1. 0%之间 , 表明研究区砂岩进入晚期成岩 A阶

段 。③岩石古地温在 90 ～ 122℃之间 ,歧南 2井在沙

三段达到 153℃,歧南 2井沙三段处于晚期成岩 B阶

段;④沙一段砂岩埋藏深:1800 ～ 3000 m;⑤早期成岩

阶段产物常见:庄 47沙三段的铸体薄片中有粘土边 、

泥晶方解石胶结 、长石淋沥与高岭石充填;⑥晚期成

岩 A期产物 —石英加大局部发育。 ⑦研究区砂岩中

长石与灰岩岩屑溶解 、高岭石沉淀常见 ,晚期成岩 B

期产物呈星点状分布 ,主要包括亮晶方解石胶结 、铁

白云石 、铁方解石沉淀 、绿泥石 。

综合上述资料分析得出 ,成岩演化序列为:长石

淋滤→粘土膜→泥晶方解石胶结→石英加大→灰岩

岩屑与长石溶解 、淀晶高岭石充填→亮晶方解石 、铁

方解石沉淀 、绿泥石 、铁方解石 、铁白云石沉淀 。

8　孔隙演化模式

重力流主水道砂体在早期成岩作用阶段 ,由于受

压实作用的破坏和早期自生碳酸盐胶结对孔隙的堵

塞 ,使得砂岩的孔隙度迅速降低;进入晚成岩 A期 ,

由于泥岩的压实形成的有机酸 ,使长石和灰岩岩屑大

量溶解;产生大量的粒间溶蚀孔隙和粒内溶孔 ,储层

孔隙度增加 3% ～ 8%,达到 20%左右。进入晚期成

岩作用阶段 ,埋藏深度大于 3500 m ,该期处于弱超压

体系内 ,是储层中次生孔隙的有利发育阶段 (图 6)。

重力流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 ,在早成岩阶段压实

作用和自生碳酸盐胶结作用均较强烈 ,致使储层物性

大大降低 。在晚成岩 A期末期至晚成岩 B期 ,虽然

由于有机酸及碳酸的溶解作用 ,对储层物性有所改

善 ,孔隙度只增加了 1% ～ 2%左右 ,但是由于自生碳

酸盐胶结强烈 ,且处于主导地位 ,此时储层孔隙度仅

10%左右(图 7)。

9　结论

(1)通过对取芯井的 42块样品的分析 ,认为研

究区域沙河街组成岩作用类型多样 ,经历了压实作

用 、胶结作用 、溶蚀作用 ,多处于晚成岩 A期 ,少量进

入晚期成岩 B期。

(2)重力流水道砂体作为本区有利的勘探开发

目标 ,重力流主水道砂体侧向连通性较好 ,孔隙流体

图 6　重力流主水道型成岩—孔隙演化模式图

F ig. 6　D iagene sis-pore evo lution m ode l of

gravity-flow channel

图 7　水道侧翼 、末梢型成岩—孔隙演化模式图

F ig. 7　Diagenesis-po re evo lu tion model o f flank-dista l

o f g rav ity-flow channe l

顺砂体走向活动 ,溶蚀现象较普遍 ,次生孔隙较发育;

水道侧翼 、水道末梢砂体侧向连通性不好 ,孔隙流体

活动弱 ,碳酸盐岩胶结与高岭石沉淀普遍 ,交代现象

普遍 ,次生孔隙不发育 ,储层性能不好。从而也解释

了早期勘探的歧南 2、6、7、8井储层物性较差的原因。

故对重力流水道砂体进行勘探部署时 ,应选择主水道

中心部位进行钻探。

(3)打破了勘探早期认为歧南地区碳酸盐岩岩

屑是导致部分水道砂体物性较差的主要原因的观点;

提出了碳酸盐岩由于在沉积相带分布部位不同 ,导致

胶结强度和溶解强度不同 ,对储层物性影响不同;对

于透镜状水道砂体来说 ,水道侧翼往往钙质胶结强

烈 ,物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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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agenesis and Pore Evolution ofGravity-flow Channel Sandbody
in Shahejie Formation, Q inan Depression

LIU Zheng-hua　YANG X iang-hua　WANG G ui-feng　HUANG Hai-long　ZHANG Fan
(Departm ent of P etro leum, Ch ina Un iversity of Geo sciences, 　W uhan　430074)

Abstract　Sedim entary facies con trols plane d istribu tion of reservo ir and diagenesis con trols its ve rtical zona tion. E s-

tablish ing de tailed diagenesis pa tte rn acco rding to d istinc tive geology backg round and m icrofacies types is crucia l for

reservo ir evaluation. In this pape r, accord ing to the analy ses of sedim enta ry facies distribution and vertica l sequence,

by using rock thin sec tions, scann ing electron m icroscope (SEM), cathodo lum inescence, X-diffraction, pa leogeotem-

perature fo r the 42 sandstone sam ples o f Shahe jie Form a tion, it is summ arized that there are 2 types of diagenesis-pore

evo lutions m odel , .i e. m ain grav ity-flow channe l sandbodies, and f lank-distal sandbodies of grav ity-flow channe l,

w hich ind ica ting that the cente r part of them ain grav ity-flow channel sandbodies is po tential explora tion targe ts.

Key words　g rav ity-f low channel sandbody, diagenesis, pore evo lu tion pa tte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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