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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绥滨坳陷 “滴道组”与东荣组岩性特征 、地震反射特征和层序发育特征的对比分析 , 发现在岩性方面这

两套地层下部均含有砂砾岩 、砾岩 , 中部以细砂岩 、粉砂岩为主 , 上部沉积岩中均有火山岩夹层 ,不同的是 “滴道组”含

煤 , 东荣组不含煤;地震剖面上东荣组振幅及连续性好于 “滴道组”;层序发育过程中均经历了两次海平面升降变化 ,

在时间上具有可对比性 。平面上 ,绥滨坳陷东北部为东荣组纯海相沉积 ,而西南部为 “滴道组” (扇)三角洲沉积。因

此 , 原 “滴道组”应划归东荣组 ,认为 “滴道组”为东荣组的异相沉积。据此进一步揭示其具有良好的生储盖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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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三江盆地绥滨坳陷东荣组建组剖面在三江盆地

86-11井下 ,根据东荣组产有菊石 、双壳类 、沟鞭藻化

石 ,时代定为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早期
[ 1 ～ 3]

。滴道组

原建组剖面在鸡西盆地滴道区露头 ,产有沟鞭藻 、孢

粉 、植物化石 ,时代为早白垩世
[ 4, 5]

。由于滨参 1井

3 014 ～ 3 464m岩性及孢粉化石与鸡西盆地滴道组

建组剖面相似 ,因此 ,将滨参 1井 3 014 ～ 3 464 m划

归 “滴道组 ”,这样就将鸡西盆地滴道组引用到三江

盆地。针对三江盆地 “滴道组 ”的有无 ,一直存在争

论 。本文通过岩性特征 、地震反射特征和层序发育特

征分析 ,认为绥滨坳陷内 “滴道组 ”应划归东荣组更

为合适 ,并进一步分析了三江盆地绥滨坳陷东荣组

(包括 “滴道组”)沉积相展布 。

1　区域地质概况

绥滨坳陷位于黑龙江省绥滨县城以西 ,东西围限

于三江盆地的佳木斯隆起与富锦隆起之间
[ 6]
,南北

限于黑龙江与笔架山之间 ,是三江盆地最西部的一个

一级负向构造单元(图 1),面积 6 440 km
2
,盖层厚度

5 000 m ,发育的地层从下至上为绥滨组 、东荣组 、“滴

道组 ”、城子河组 、穆棱组 、东山组 、新近系和第四

系
[ 7]
。

图 1　三江盆地绥滨坳陷位置示意图

F ig. 1　Loca tion ske tch m ap o f SuiB in Depre ssion

in SanJiang B asin

2　“滴道组 ”与东荣组岩性特征

2. 1　东荣组

整合于绥滨组之上 ,绥滨坳陷内 86-11、80-312、

84-37孔见到该套地层。在东荣区底部有 3 ～ 5 m的

花岗质砾岩;下部以灰白 、灰色粉砂岩和细砂岩为主 ,

夹灰白色 、深灰色泥岩;上部以灰 、深灰色粉砂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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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夹深灰色泥岩及灰绿色凝灰岩。灰绿色凝灰岩发

育是本组的重要特征 。

2. 2　滴道组

三江盆地 “滴道组 ”目前仅仅见于滨参 1井 3 014

～ 3 464m井段 ,为陆相沉积。陆相 “滴道组”岩性自

下而上为:底部为 52m厚的深灰色泥质粉砂岩;下部

为深灰色砂砾岩 、黑灰色泥质砾岩 、灰白色细砂岩夹

薄层黑色泥岩及煤层 ,局部夹薄层凝灰岩;中部为灰

白色细砂岩 、粉砂岩与黑色泥岩互层 ,夹数层煤;上部

为灰白色蚀变安山岩 、灰白色细砂岩 、粉砂岩与黑色

泥岩互层(图 2)。陆相 “滴道组 ”下部煤层发育 ,上

部安山岩发育是其重要特征。

对比 “滴道组 ”和东荣组岩性组合 ,其下部均含

有砾岩 ,中部均以细砂岩 、粉砂岩为主 ,上部都含有火

山岩夹层 ,不同的是 “滴道组”含煤 ,东荣组不含煤。

图 2　滨参 1井单井分析柱状图

F ig. 2　Sing le-w e ll ana ly sis histog ram o fW e ll B incan1

3　“滴道组 ”与东荣组地震反射特征

根据绥滨坳陷内 86-11、 80-312、84-37孔揭示东

荣组 ,滨参 1井揭示 “滴道组” ,利用地震资料对东荣

组和 “滴道组”进行层位标定及追踪闭合 ,钻井分层

数据见表 1。

依据井资料 ,结合大庆油田地球物理勘探公司

2000年对绥滨地区二维地震资料的解释成果 ,对本

区进行层位标定的结果为:T5—基底顶面;Ts—绥滨

组顶界;T4 - 3′—东荣组顶界;T4 -3—“滴道组 ”顶界;

T4 -2—城子河组顶界;T4 - 1—穆棱组顶界;T4—东山

组顶界;T3—上白垩统顶界。

表 1　滨参 1、86-11井分层数据表(据大庆研究院 , 2005)

Table 1　Data of stratum c lassification ofW ell B incan1 and 86-11

地层 滨参 1井 86-11井

系 统 组 底深 /m 厚度 /m 底深 /m 厚度 /m

第四系 89. 5 89. 5 327. 4 327. 4

第三系
中新统 富锦组 195. 0 105. 5 481. 3 153. 9

渐新统 宝泉岭组 / /

白 上白垩统 / /

东山组 870. 0 675. 0 /

垩
下白垩统

穆棱组 2246. 0 1376. 0 /

城子河组 3014. 0 768. 0 /

系 滴道组 3464. 0 450. 0 /

侏罗系
上统 东荣组 / 768. 5 292. 1

中统 绥滨组 / 773. 4▽

基底 3500. 0▽ 36. 0

　　备注:▽完钻 ,未钻穿该层;/剥蚀或没有沉积层位

　　在层位闭合过程中发现 , T4 -3和 T4 -3′总是发生

“头碰头 ”现象 。 T4 - 3和 T4 - 3′下部均可见削截现象 ,

上部也存在上超现象 ,表明城子河组沉积之前 ,本区

曾遭受隆升剥蚀。滨参 1井 ～ 80-312井联井折线剖

面表明陆相 “滴道组”与海相东荣组追踪闭合为同一

层位(图 3)。东荣组为强振幅较连续—断续亚平行

地震反射结构 , “滴道组 ”反射特征与其相似 ,只是连

续性稍差些。二者相遇处界面上下没有明显的削截

或上超现象 ,但反射结构发生变化 ,表明这两套地层

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构造运动 ,只是相变造成的岩性

有所不同 。

平面上东荣组与 “滴道组”均为北东 、北北东向展

布。陆相 “滴道组”仅分布在绥滨坳陷西南部滨参 1井

周围 ,东荣组分布在绥滨坳陷东部 、北部 ,面积明显大

于陆相 “滴道组”,且有从南向北加厚的趋势。二者在

平面上分布范围轮廓有些地方能够拼合在一起 ,有些

679　第 5期　　　　　　　　　　　陈秀艳等:三江盆地绥滨坳陷 “滴道组”与东荣组地层及沉积相研究



图 3　滨参 1井及 80-312井联井折线剖面

F ig. 3　L inked seism ic pro filew ithW e ll Bincan 1 and 80-312

地方又会发生重合现象。这进一步说明 ,目前所揭示

的 “滴道组”很可能是东荣组上部的一部分。

4　“滴道组 ”与东荣组层序发育特征

由于 “滴道组 ”和东荣组时代老 ,残存厚度变化

较大 ,利用地震资料进行层序划分有一定困难 。因

此 ,本文根据滨参 1井及 86-11井测井曲线对这两个

地层进行层序地层学分析 (图 2,图 4)。 86-11井揭

示的东荣组经历了两次海平面升降变化 ,可识别出两

个层序 。层序Ⅰ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完整的体系域 ,

即低水位体系域 (LST),水进体系域 (TST),高水位

体系域 (HST)和水退体系域 (RST)
[ 8, 9]

;层序 Ⅱ仅发

育水进体系域(TST),高水位体系域 (HST)和水退体

系域(RST),缺少低水位体系域 (LST)。表明层序 Ⅰ

水退体系域发育时 ,未等海平面下降到最低点 ,即刻

发生下一次海泛事件。从测井曲线准层序组叠加方

式来看 , TST退积特征 , HST加积特征及 RST进积特

征很明显 ,表明 86-11井层序严格受海平面变化所控

制 。相反 ,滨参 1井测井曲线旋回特征不明显 ,岩性

变化频繁 ,单层厚度薄 ,结合岩性剖面 ,可识别出层序

Ⅰ的 HST和 RST以及层序Ⅱ完整的四个体系域 。对

比这两口井的层序 ,发现第一次海进 ,层序 Ⅰ之所以

在 86-11井附近发育完整 ,是因为海侵最先波及 86-

11井一带 ,向南推进 ,当海平面上升到最高点时 ,滨

参 1井附近开始沉积 HST和 RST,在此基础上 ,发生

第二次海进 。由于未发生强制性基准面(海平面 )下

降 ,因此层序 Ⅱ不发育 LST,而滨参 1井位置靠近绥

滨坳陷的边缘 ,对海平面下降反映明显 ,又有外来物

源供给 ,因此发育 LST。综合分析 ,这两口井在层序

发育时间上具有相关性 。

图 4　86-11井层序分析柱状图

F ig. 4　Sequence ana ly sis columnar map ofW e ll 86-11

5　“滴道组 ”与东荣组沉积环境分析

5. 1　沉积相类型

86-11、84-37、80-312井揭示东荣组岩性以石英

砂岩 、长石砂岩为主 ,稳定成分较高 ,发育水平及波状

层理 ,少量斜层理 ,见海绿石及黄铁矿 ,含丰富的双壳

类化石 Buchia及菊石 、沟鞭藻等化石。表明其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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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弱氧化—还原的滨浅海环境 。根据岩性变化进一

步划分为近滨及浅海陆棚 (图 4)。近滨以灰白色粉 、

细砂岩为主夹砾岩 ,砾石成分以粉砂砾为主。浅海陆

棚以深灰色厚层粉砂岩为主夹泥质沉积 ,发育水平及

波状层理 、斜层理 。

滨参 1井揭示 “滴道组 ”岩性以岩屑长石砂岩为

主 ,夹煤层及泥质沉积 ,含孢粉化石 Cicatricosisporites。

岩矿鉴定石英 23% ～ 30%、正长石 25% ～ 32%、斜长

石 4% ～ 10%,火成岩岩屑 20% ～ 28%,此外黑云母

0 ～ 77. 1%、绿帘石 1. 7% ～ 8. 6%、电气石 0 ～ 8. 7%,

自生矿物以褐铁矿 、菱铁矿为主 ,泥质胶结。表明是

近源快速堆积的产物 ,为 (扇 )三角洲还原环境 。进

一步划分为水下分流河道及河道间微相。水下分流

河道微相 ,以中 、细 、粗砂岩为主 ,垂向上表现为正粒

序 (图 2),发育小 —中型槽状交错层理 、变形层理及

平行层理。水下分流河道间微相往往以粉砂岩 、粉砂

质泥岩及泥岩为主 ,有时沼泽化发育煤层 。水下分流

河道及河道间共同构成钟型曲线特征 。

5. 2　沉积相平面展布

根据煤田钻孔及油田钻井资料 ,结合地震和古生

物资料 ,分析可知从绥滨 86-11井到滨参 1井 ,是一

个完整的由东荣组浅海相—滨海相 , 过渡到 “滴道

组 ”(扇 )三角洲相的沉积体系(图 5)。本区中部 、北

部为浅海 、滨海相粉砂岩 、细砂岩细粒沉积;东南部 、

西南部有物源供给 ,为 (扇 )三角洲相沉积;中西部为

海陆过渡相沉积 。形成这种南西陆北东海沉积相平

面展布特征的原因是绥滨坳陷属于俄罗斯境内中阿

穆尔盆地在中国南延的一部分。东荣组(包括 “滴道

组 ”)沉积时期 ,绥滨坳陷整体处于海湾环境
[ 10]
,海水

来自北部额霍茨克海 ,向南远离海岸环境 ,逐渐过渡

到陆相 (微咸水 )沉积
[ 11]
,发育含煤地层 ,向北不含

煤 ,并且海相地层在北部比南部厚度大 ,这与东荣组

地层向北逐渐增厚的地层特征相吻合 。因此 ,目前所

揭示的陆相 “滴道组”应为东荣组上部的同时异相沉

积地层 。其后本区发生隆升剥蚀 ,直至再次沉降 ,沉

积城子河组 ,并且城子河组下部也存在多次海侵事

件 。

6　“滴道组 ”与东荣组石油地质意义

绥滨坳陷绥滨组 、东荣组 、“滴道组 ”主要为一套

海相 、海陆交互相地层 , 因此 ,一直为地质学家所关

注 。受海平面频繁升降变化的影响 ,在绥滨地区西北

部 ,绥滨组和东荣组暗色泥岩发育 ,累厚可达 17 ～

图 5　陆相 “滴道组”及海相东荣组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F ig. 5　Sedim entary fac ie s distribution m ap o f continenta l

“ Didao Fo rm a tion” and m arine Dong rong Fo rm ation

217 m ,局部可达 300 m ,是很好的烃源岩 ,同时在绥

滨坳陷西南部滨参 1井附近 “滴道组 ”为快速堆积的

粗碎屑(扇)三角洲及海陆过渡相沉积 ,以砂岩夹泥

为主 ,可作为储集层 ,而且 ,这种海陆交互环境形成的

砂泥互层 ,具有较强的封闭能力 ,能够形成区域性盖

层 。在对滨参 1井薄片进行研究时 ,发现滨参 1井

3 379. 1 m处玻屑凝灰岩沥青缝中有油的浸染现

象
[ 12]
,说明在 “滴道组 ”中曾有过油的运移 。综合分

析 ,绥滨坳陷 “滴道组 ”与东荣组具有较好的油气勘

探前景。

7　结论

(1) “滴道组 ”和东荣组岩性组合相似 ,其下部

均含有砾岩 ,中部均以细砂岩 、粉砂岩为主 ,上部都含

有火山岩夹层 ,不同的是 “滴道组 ”含煤 ,东荣组不含

煤 。

(2)根据煤田 、油田钻孔资料 ,结合地震资料分

析可知 ,绥滨坳陷内 “滴道组 ”与东荣组剖面上 “头碰

头 ”,平面上形态相吻合 ,层序发育也具有相关性 ,认

为 “滴道组”应相当于东荣组上部沉积 。三江盆地内

原滨参 1井 3 014 ～ 3 464m“滴道组 ”,应归入东荣组

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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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滴道组 ”及东荣组沉积时期 ,绥滨坳陷整

体处于海湾环境 ,导致沉积相平面展布由北向南为浅

海 —滨海相过渡到海陆交互相 、(扇)三角洲相 。

(4) “滴道组 ”及东荣组沉积时期 ,受海平面频

繁变化影响 ,西北部暗色泥岩发育 ,南部滨参 1井附

近为粗碎屑 (扇)三角洲前缘相沉积 ,可作为储集层 ,

整体具有良好的生储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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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atum and Sedmi entary Facies of “D idao Formation ”

and Dongrong Formation in Suib in Depression of Sanjiang Basin

CHEN X iu-yan1　LIU Zhao-jun1　CHEN Yong-cheng1　HE Yu-ping1

WANG W e i-tao1　WANG Shi-hui2　YANG Jian-guo2

(1. C ollege o f Earth Sciences, J ilin U nivers ity, Changchun 130061;

2. Exploration＆ Developmen tR esearch Institute of DaqingO ilfield, DaqingHe ilong jiang　163472)

Abstract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litho logy, the seism ic ref lection fabric and the sequence deve lopment

charac te ristics be tw een “D idao Forma tion” andDongrong Forma tion in Su ib in dep ression, it is found tha t the litho logy

of the low er part o f “Didao” and Dongrong Fo rmation are sandy cong lome rate and cong lome ra te;the m iddle part are

ma in ly of fine sandstone and siltstone;the uppe r pa rt sediments a ll includes vo lcanic rocks. “D idao Forma 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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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des coal bed , butDongrong Forma tion doe s no.t In se ism ic profile the amp litude and con tinuity of Dong rong Fo r-

ma tion are be tte r than “D idao Fo rmation”. Both “D idao” and Dong rong Forma tion experience tw ice sea level changes

in sequence developmen t proce ss and they have pertinence. It ismarine sediments of Dong rong Fo rmation in no rtheast

of Suibin depression and in the southw est“D idao Form ation” is fan de lta lake sediments. So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D idao Fo rmation” should be inc luded in Dong rong Forma tion , and it is hete ropica l deposits of Dong rong Forma tion

and hereby ind ica tes that Didao and Dong rong Fo rmation have w e ll source rock-rese rvoir-cap combina tion.

K ey words　Su ib in depression, Didao Form ation, Dongrong Fo rmation, heterop ica l deposits,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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