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0-0550( 2008) 04-0593-09

收稿日期: 2007-11-27;收修改稿日期: 2007-12-26

二连盆地白音查干凹陷下白垩统腾格尔组沉积相

岳信东
1  林春明 1  李艳丽 1  徐深谋 1  张志萍1

漆滨汶
1, 2  王秀林 3  张放东 3

( 1.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成矿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

2.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勘探部  上海  200030;

3.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河南濮阳 457001)

摘 要 根据岩心、电测曲线、录井、分析化验、地震等资料,研究了白音查干凹陷下白垩统腾格尔组沉积相类型和沉

积特征, 以及腾格尔组沉积相分布规律。结果表明, 腾格尔组发育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湖泊和浊积扇 4种沉积

相, 扇三角洲分布在北部陡坡,辫状河三角洲分布南部缓坡,从盆地边缘到盆地中心, 沉积相由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

洲沉积渐变为半深湖 ) 深湖相沉积,在三角洲侧翼发育滨 ) 浅湖相沉积,在三角洲前缘以及前三角洲和半深湖中发

育浊积扇, 整体呈南北分异、东西分化, 这种沉积格局受盆地周边断层和古地形控制。扇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亚相带仍然是油气聚集的重要相带,而与断层相关的其前缘近岸浊积扇是岩性油气藏勘探的有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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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白音查干凹陷是二连盆地西缘川井拗陷西北部

的一个次级构造单元,是在上古生界海西褶皱基底上

发展起来的中生代沉积盆地,形态狭长,长轴呈 NE)

W E展布,长约 127 km,宽约 12~ 33 km,面积约 3 200

km
2
;在构造上为一北陡南缓、东西分区、南北分带、

受边界正断层控制形成整体北断南超的箕状凹陷; 基

底岩性为上太古界 ) 上古生界变质岩和不同期次岩

浆岩, 其上自下而上沉积有下白垩统巴彦花群的阿尔

善组 ( K1ba)、腾格尔组 ( K1 bt)、都红木组 ( K1 bd
1

/ K1

bd
2

/ K1 bd
3

)、赛汉塔拉组 ( K1 bs )和厚度不大的上白

垩统二连达布苏组 (K 2ber) ,局部发育古近系、新近系

(图 1)。

  据前人研究 [ 1~ 3 ]
,二连盆地白音查干凹陷的沉积

具有物源多、物源小、沉积变化快, 岩性、岩石成分复

杂等特点。但随着新钻井和新地震资料的实施,一些

认识也有待深化,因此,笔者根据岩心、录井、测井和

分析化验资料,结合地震资料, 运用沉积学基本原理

和方法,对白音查干凹陷下白垩统腾格尔组沉积相类

型和特征及其控制因素进行了研究, 这对于该区油气

藏的进一步勘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地层特征

  白音查干凹陷下白垩统腾格尔组发育广泛,埋藏

深度在 150 ~ 2 600 m之间, 其钻遇视厚度在 112 ~

1 157 m之间,是该凹陷主要勘探开发目的层之一。

  腾格尔组基本沉积特征为下粗上细, 下灰上红。

岩石颜色有深灰色、灰色、紫红色、棕红色, 以灰色、深

灰色为主;岩性有泥岩、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白

云质泥岩、浅灰色砾状砂岩、含砾不等粒砂岩、细砂

岩、粉砂岩、白云质粉砂岩等, 横向变化比较大, 整体

表现为由凹陷边缘往凹陷中心沉积物由粗变细。

  腾格尔组介形虫类化石种类丰富, 但数量较少;

孢粉化石丰富,以克拉梭粉为主;遗迹化石较常见。

  腾格尔组与下伏阿尔善组呈不整合接触,与上覆

都红木组都一段整合接触, 依据岩性、电性和生物资

料可以区分。

2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根据 24口井的岩心观察和描述, 结合 77口井的

录、测井资料和 15口井的分析化验结果,以及钻井所

处地理位置、岩石形成机制、岩石组成等因素综合分

析,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沉积以扇三角洲 ) 湖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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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音查干凹陷早白垩世构造略图及其地理位置和沉积地层格架

F ig. 1 Tecton ic ske tch m ap of the ear ly C retaceous BYCG Depression w ith its sedim entary stra ta pattern and geog raph ica l location

辫状河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系为主, 发育扇三角洲

相、辫状河三角洲相、湖泊相、浊积相 4种沉积相。

2. 1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属成因类型名词,是三角洲的一种特殊

类型。 1885年 G ilbert最早对其沉积模式进行研究,

其后 1965年 H o lm es把扇三角洲定义为, 临近高地直

接进入稳定水体中的冲积扇
[ 4 ]

, 与断陷湖盆陡岸有

关
[ 5]
。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 扇三角洲沉积属于陡

地形、近物源背景下快速沉积的粗碎屑岩
[ 6~ 8]
。

  根据扇三角洲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特征以及岩心

观察,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扇三角洲相分布于凹陷

北坡, 可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扇三角洲前缘和前扇

三角洲 3个亚相;在地震剖面上, 地震反射同相轴呈

楔形向湖盆方向收敛, 而向陆地方向、断层根部反射

较为杂乱。

2. 1. 1 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根据本区岩心和录井资料,扇三角洲平原发育有

分流河道和分流间湾沉积。岩性以灰白色厚层块状

砂砾岩为主,夹灰色泥岩, 砾径一般多在 5~ 20 mm,

最大可达 10 cm及以上, 无定向性, 次棱角状, 分选

差,内部无层理, 颗粒 ) 杂基支撑, 基质为无粘性的

砂,泥质胶结,较为致密 (图 2, 查 4井 )。砾石成分复

杂,有石英、长石、燧石、灰岩、泥岩以及火成岩。电阻

率曲线呈高值,伽马曲线数值较低, 自然电位曲线异

常幅度非常低。

  一般认为,厚层状砂砾岩的形成有泥石流、颗粒

流和牵引流三种方式
[ 9]
。颗粒流成因的砂砾岩主要

依靠颗粒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水基质的浮力来支撑粗

碎屑和保持流体运动,一旦这些作用力解除, 流体迅

速停止, 颗粒没有优选方位的机会而杂乱地堆积下

来,形成厚层状砂砾岩
[ 10 ]
。

2. 1. 2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

  本区扇三角洲前缘亚相粒度较其平原亚相细一

些,颜色以灰色、深灰色为主, 砂质含量明显增加,层

理类型和含有物丰富, 其内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

水下分流间湾微相, 偶尔发育河口坝微相, 沉积微相

岩电特征明显。扇三角洲前缘砂体孔隙度多在 10%

以下,但也有极少数砂体孔隙度能达到 20%左右,平

均孔隙度仅为 8. 9%, 渗透率多在 100 Lm
2
以下,也有

少量样品渗透率可达 200 Lm
2
以上, 平均渗透率为

87. 6 Lm
2
,孔隙度与渗透率有较好的正相关性。

  1)水下分流河道微相 扇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

入湖后, 由于河流与湖泊相互作用, 分流河道流速减

缓,下切作用变弱,侧向侵蚀作用变强, 水道加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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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钻井取心沉积特征

F ig. 2 Sed im en tary charac teristics o f drilling co res in Tengger Fo rm ation, BYCG Depression

浅、分叉增多,沉积物堆积速度加快, 向湖方向与湖成

泥岩互层
[ 11]
。同时, 水下分流河道受湖浪、湖流、水

流动力、风暴浪、浮力等多种地质营力的作用, 其分选

性一般较好。

  本区水下分流河道以砾状砂岩为主, 含少量泥质

沉积物,发育块状层理、平行层理、交错层理、同生变

形构造,以及波痕、充填沟、侵蚀面等,沉积构造类型

丰富, 含有物中有较多的云母 (图 2,查 9井 )。本区

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多在 1~ 3 m。其自然电位曲线特

征较为明显,根据自然电位曲线形态和光滑程度, 可

以推断水下分流河道主轴位置
[ 12]
。查 9井水下分流

河道自然电位曲线以钟型为主, 1 152 m处水下分流

河道为靠近主河道位置, 1 140 m和 1 144 m处中心

偏边部,而电阻率曲线受流体影响,不能较好地反映

岩性特征 (图 3)。

  2)水下分流间湾微相 该微相主要由灰色泥岩

组成,偶夹薄层泥质粉砂岩,水平层理发育,见有变形

层理,层理面上含较多的云母, 可见植物炭屑。由于

水下分流河道冲刷力强,水下分流间湾泥岩往往被冲

刷减薄, 以至完全被冲刷掉,因此,水下分流河道间泥

岩一般较薄,多以夹层形式出现 (图 2, 查 9井 )。其

自然电位测井曲线为或接近泥岩基线,伽马曲线为块

状或指状高值,如查 9井 1 150 m和 1 146 m (图 3)。

  3)河口坝微相 河口坝分布于水下分流河道入

湖末端, 其上下与湖相或水下分流间湾相邻, 其自然

电位测井曲线为漏斗状,从查 9井 1 147 m和 1 153

m处 (图 3) ,河口坝保存下来的规模较小, 可能与水

下分流河道能量较大和经常改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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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音查干凹陷查 9井腾格尔组扇

三角洲前缘岩 ) 电特征

F ig. 3 L itho log ical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 istics o f fan de lta front

ofW e ll Cha 9 in Tenggeer Form ation, BYCG Depression

2. 1. 3 前扇三角洲亚相

  前扇三角洲亚相主要由深灰色泥岩组成, 夹有砂

质条带或砂质团块,水平层理为主,偶有波状层理、透

镜状层理, 含有炭屑和云母, 岩性致密 (图 2, 查 7

井 )。自然电位曲线平直,伽马曲线值较高, 电阻率

值,视有机质含量,可较高。

2. 2 辫状河三角洲相

  辫状河三角洲的概念最早是指发育在断陷盆地
缓坡一侧,由辫状河进积到滨浅湖而形成的浅水型三

角洲, 与扇三角洲同属粗粒三角洲
[ 13]
。在国内岱

海
[ 14]
、鄂尔多斯

[ 15]
等盆地均发现有辫状河三角洲沉

积,其水上平原和水下前缘部分相互叠置, 沉积厚度

可较大,尤其是水下分支河道较为发达
[ 16]

, 沉积面积

可达数十平方千米,甚至更大。

  据岩心观察,白音查干凹陷辫状河三角洲分布在

凹陷南部缓坡带,总体岩性较扇三角洲细,由平原、前

缘和前三角洲三个部分组成。辫状河三角洲的鉴别

标志为入湖的是辫状的分支河道。辫状河三角洲的

地震反射形态与扇三角洲不同, 总体呈雁行式, 其内

部前积反射特征最为明显。

2. 2. 1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沉积时期, 由于气候干

旱,缺少泥炭和褐煤沉积,而且湖盆规模较小,河流流

程较短, 水流能量大,分流河道侧向迁移频繁,正常三

角洲中的天然堤、决口扇等不发育。据岩心观察,白

音查干凹陷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沉积由辫状河道和越

岸沉积组成。辫状河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砂体平均

孔隙度为 16. 8% ,平均渗透率为 76. 5 Lm
2
,较扇三角

洲前缘孔隙度大, 但渗透率低,反映其分选稍差一些。

  1)辫状河道 具有河道沉积的特点, 常含有泥

砾、炭屑等
[ 17]

,以杂色砂砾岩为主, 颗粒支撑, 整体表

现为块状构造,局部显递变层理 (图 2,达 6井 )。

  2)越岸沉积 是指洪水季节水流携带来的砂泥

混合物质中的悬浮成分,越过河道而沉积形成, 一般

以灰色泥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为主的细粒沉积物,

也见有紫红色泥岩,含植物炭屑 (图 2,达 6井 )。

  在测井曲线上, 辫状河道表现为较高的电阻率

值,低伽马值,其曲线形态为高幅箱状,自然电位曲线

为齿状箱形, 越岸沉积电阻率值相对较低, 伽马值较

高,其曲线形态为低幅指状。

2. 2. 2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

  受多种地质营力的影响,沉积作用和再沉积作用

活跃,为辫状河三角洲沉积的主体, 其垂向沉积主要

由多个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水下分支河道和水下支流

间湾叠加而成。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平均孔隙度

为 17. 5%, 与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辫状河道砂体

相差不大,但平均渗透率为 134. 2 Lm
2
, 比其平原亚

相辫状河道砂体要高,与扇三角洲前缘砂体相比,辫

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物性要好得多。

  1)水下分支河道微相 与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

流河道的沉积原理相似。本区水下分支河道砂体厚

度多为 0. 5~ 3 m,其岩性与辫状河道相似,但岩性变

细,颜色以灰色、浅灰色为主, 岩性以砾状砂岩、粉细

砂岩为主,砾径 2~ 4 mm, 次圆状为主, 发育块状层

理、平行层理、槽状交错层理、波状层理、变形层理,同

时,浪成对称波痕、冲刷、侵蚀面较常见, 偶尔含有泥

砾 (图 2,达 28井 )。自然电位曲线多为钟型,伽马曲

线反映其中含有较多的泥质条带,可根据自然电位的

光滑程度,推断水下分支主河道的位置, 如达 25井

1 285 m和 1 310 m (图 4)。

  2)水下支流间湾微相 岩性为泥岩、粉砂质泥

岩,夹粉砂质条带, 其颜色为灰、浅灰、绿灰、黑色等,

泥岩层面上富含云母、炭屑 (图 2,达 28井 )。水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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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白音查干凹陷达 25井腾格尔组辫状河

三角洲前缘岩 ) 电特征

F ig. 4 L itholog ica l and e lectr ica l character istics of

braided channel delta front o fW ell Da 25 in

Tenggee r Forma tion, BYCG Depression

流间湾泥岩多以薄夹层形式出现,自然电位曲线为泥

岩基线,伽马曲线以指状为主, 如达 25井 (图 4)。

  3)河口坝和远砂坝或席状砂 河口坝是位于水

下分支河道末梢,因水流能量减弱而沉积形成, 远砂

坝位于河口坝的前端, 与河口坝是一体的, 总体为向

上变粗的反韵律沉积,如达 28井 1 076~ 1 077 m (图

2)和达 25井 (图 4),是三角洲中最具特色的沉积体,

其分选性较好;河口坝和远砂坝砂体以及水下分支河

道砂体容易受到波浪和沿岸流的改造, 发生侧向迁

移,使之呈席状或带状广泛分布于三角洲前缘远端,

形成前缘席状砂,与深灰色泥岩、页岩交互沉积,如达

49井区。

2. 2. 3 前辫状河三角洲亚相

  前辫状河三角洲岩性主要为暗色泥岩、粉砂质泥

岩,局部井段有黑色泥页岩,偶尔含少量细砂, 常夹一

些粉砂质条带,局部富集炭屑、云母, 以水平层理为主

(图 2,达 36井 ) ,此外,达 34井 1 259~ 1 262 m井段

见有黄铁矿。伽马测井曲线数值较高。

2. 2. 4 辫状河三角洲与扇三角洲在水动力特征上的

差别

  粒度曲线能够较好地反映分流河道沉积的水动
力特征, 辫状河三角洲与扇三角洲粒度概率累积曲线

均为两段型, 偶有三段型, 以典型牵引流的跳跃搬运

为主,悬浮搬运为次,一般缺乏滚动组分,二者悬浮组

分占总组分的比例均为 20% ~ 30%, 但扇三角洲粒

度概率累积曲线跳跃段较辫状河三角洲跳跃段缓,扇

三角洲跳跃组分段斜率为 50b左右, 辫状河三角洲跳

跃段斜率接近 70b, 反映扇三角洲分选性较辫状河三
角洲差; 而且两者跳跃次总体与悬浮次总体的截点 <

值不同, 扇三角洲的截点 <值为 2. 0,而辫状河三角

洲的截点 <值为 3. 5~ 4(图 5) , 跳跃次总体与悬浮

次总体的交截点 < 值可反映搬运介质的扰动强度,

交截点 <值越大 ( 3. 3~ 3. 5) , 搬运介质的扰动强度

越低,说明辫状河三角洲的水动力条件较扇三角洲

弱,沉积物粒度总体较细。而一般河流相的跳跃次总

体段斜率为 60b~ 65b、交截点 <值为 2. 75~ 3. 5
[ 18]
。

2. 3 湖泊相

  湖泊相沉积物与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相比,

岩性整体偏细,砂岩百分含量低,分布于扇三角洲和

辫状河三角洲的侧翼和远端,由滨 ) 浅湖亚相和半 )

深湖亚相组成。湖泊相在地震反射剖面上,同相轴清

晰、稳定,反映沉积水体相对宁静, 但向湖盆边部位,

反射有些杂乱。

2. 3. 1 滨 ) 浅湖亚相

  滨 ) 浅湖亚相受波浪作用较大,砾质、砂质供应

充分时, 可形成砾质、砂质湖滩沉积, 若湖滨地形平

缓,水动力较弱,波浪作用不能波及岸边,物质供应以

泥质为主,可形成泥滩沉积。处于枯水期,滨 ) 浅湖

亚相局部暴露,可出现氧化现象。砂岩含有较多白云

质、灰质成分。

  据白音查干凹陷达 24井 960~ 1 040 m录井岩

性,滨 ) 浅湖亚相岩性以粉砂岩为主, 见有细砂岩,砂

岩百分含量低于 20%, 这是区别于三角洲前缘的特

征之一。

2. 3. 2 半 ) 深湖亚相

  半深湖 ) 深湖亚相沉积物主要受湖流和风暴浪

的作用, 处于弱还原 ) 还原环境 [ 19]
。该相带岩性特

征表现为粒度细、颜色深、有机质含量高。岩石类型

以暗色泥岩沉积为主, 常夹粉砂岩、细砂岩、化学岩、

少量砾状砂岩的薄层或透镜体, 泥岩有机质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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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扇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粒度概率累积曲线特征

F ig. 5 Charac teristics o f probab ility accum ulation cu rves o f gra in sizes in Tenggeer Form ation, BYCG Depression

  白音查干凹陷白参 1井腾格尔组以大段深灰色

泥岩沉积为主,夹有少量粉砂、泥质粉砂, 砂岩百分含

量小于 10%。

2. 4 浊积相

  浊积相是指一些未固结的沉积物在某种外界触

发机制下,发生搬运并重新沉积的沉积体, 或外界陆

源碎屑突然增加而快速沉积的沉积体,多属于事件沉

积,镶嵌在三角洲相、湖相中,多为杂基支撑, 岩心观

察可见包卷层理、滑塌等现象, 沉积机制多为牵引流,

也有重力流。浊积扇的触发机制一般有重力、地震、

波浪、风暴浪以及盆地底形, 改造型三角洲容易发育

浊积扇
[ 20]
。根据其沉积位置, 分为近岸浊积扇和远

岸浊积扇,前者位于三角洲前缘亚相,一般与断层相

邻,岩性相对粗一些, 后者发育于前三角洲亚相和半

深湖亚相中,泥质含量高。浊积扇内也可发育一些浊

积水道,其砂体也有一定的分选性。浊积扇的地震反

射特征为透镜状,内部充填较为杂乱。

  近岸浊积扇如达 17井 1 362 ~ 1 386 m, 岩性比

上下围岩粗,颜色较围岩浅,伽马曲线数值较高,反映

其泥质含量较重,自然电位曲线负异常明显, 反映其

孔渗性较好 (图 6)。远岸浊积扇如查 1井 1 822~ 1

836 m和 1 946~ 1 961 m井段的含砾不等粒砂岩。

在查 3、翁 2、翁 3、达 8等井也发育一些浊积扇。

3 沉积规律及其控制因素

  白音查干凹陷在腾格尔组沉积时期, 沉积有扇三

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湖泊、浊积扇 4种沉积相, 其中

扇三角洲沉积在凹陷北坡霍恩、桑合、古尔、查腊格和

红克等地,与北部边界断层陡坡带相联系, 辫状河三

角洲沉积在凹陷南坡锡 1井区、白音查干 ) 翁特、乌

1井区等地, 相对北坡地势变得平缓, 湖泊相沉积在

图 6 白音查干凹陷达 17井腾格尔组浊积体岩性和电性特征

F ig. 6 E lectr ica l property and litholog ic charac ter o f the turb id ities

ofW e ll Da17 in Tenggeer Fo rm ation, BYCG Depression

凹陷中部和两种三角洲侧翼,如东达、呼热等地,浊积

扇分为近岸浊积扇和远岸浊积扇,呈镶嵌状沉积在三

角洲的前缘以及前三角洲和半 ) 深湖亚相的部位,而

东洼和西洼以毛呼低凸起为分隔, 沉积相分布不同,

东洼以湖泊相为主,西洼以三角洲相为主 (图 7)。

  白音查干凹陷两种三角洲均具有三角洲的三分
特征,其前缘亚相是其主体,但也有一些不同,北坡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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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平面呈朵状, 相带分布相对较窄, 而南坡辫状

河三角洲平面呈朵叶状, 前缘亚相横向展布面积较

大;在剖面上,两种三角洲三分性明显,三角洲远端与

半 ) 深湖亚相相接, 近岸浊积扇一般与断层相邻, 如

查 3井和达 17井, 而在腾格尔组沉积末期, 湖面扩

张,湖泊相面积略有扩大, 扇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

有向湖岸退积的趋势 (图 7)。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沉积时期,总的地层沉积

特征是地层厚度和暗色泥岩厚度西厚东薄、砂体发育

西富东贫。其地层厚度变化也可反映该时期湖盆沉

降幅度和古地形的基本轮廓,地层厚度数据显示腾格

组沉积时期,达尔其 ) 敖伦地区盆地沉降幅度最大,

而且向湖盆东西两侧延伸, 向南向北地层厚度减薄,

古地形为一凹槽状, 北陡南缓, 推测其沉降中心在达

尔其 ) 敖伦一带, 而东部洼陷在苏乌有一次沉降中

心;暗色泥岩厚度反映沉积中心, 腾格尔组沉积时期

白音查干凹陷沉积中心与沉降中心基本一致; 砂体主

要分布在凹陷边部位,而且呈相对孤立状,与冲积扇、

辫状河入湖位置相对应,砂岩百分比与砂岩厚度趋势

相似, 但在达 8井区, 砂岩厚度仅为 200 m,而砂岩百

分含量可达 60%, 这与达 8井区地层厚度相对较薄

有关 (图 8)。

  白音查干凹陷南北分异、东西分化的沉积格局与

凹陷构造发育和古地貌有关。在白音查干凹陷腾格

尔组沉积之前,白音查干地区地壳抬升, 结束阿尔善

组沉积, 并遭受剥蚀,之后地壳回返,接受腾格尔组沉

积,腾格尔组与阿尔善组呈不整合接触, 此时白音查

干凹陷北坡塔拉断层活动性增强,盆地处于强断陷湖

盆发育期,当时为干旱的亚热带 ) 热带气候, 物源区

风化作用强烈,在山前或大型隆起陡坡带, 冲积扇发

育,向湖盆方向进入水体,在北部陡坡带,沉积物可容

空间大, A /S比值较大, 沉积物沉积迅速, 易于保存,

延伸较短,分选性较差,形成扇三角洲,在南部地形较

缓, A /S比值相对小一些, 沉积物易于发生再次沉积

作用,因此分流河道容易散开,沉积面积较大,延伸较

远,形成辫状河三角洲, 向三角洲侧翼和三角洲远端

分别发育滨 ) 浅湖和半深湖 ) 深湖沉积。此外,腾格

尔组沉积时期,断层活动性北强南弱也是形成南北沉

积分异的原因之一,在断层附近向湖盆方向易于发育

浊积扇 (图 1, 图 7), 以及凹陷南坡坡折带同生正断

层还造成了南部斜坡带局部井区地层超厚的沉积现

象,如达 49) 达 8井之间的区域 (图 8)。

4 总结

  沉积相分析表明,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剖面上

自下而上,岩性由粗变细,颜色由深变浅,横向上从盆

地边缘到盆地中心, 岩性由粗变细, 沉积物颜色由浅

变深,时间上从早到晚, 湖泊面积逐渐扩大的过程。

在凹陷西洼, 以三角洲相为主,从盆地边缘到盆地中

心,沉积相由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逐渐演变为湖

图 7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沉积相分布图

F ig. 7 D istr ibution m ap of sedim en tary fac ies in Tenggeer Form ation, BYC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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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白音查干凹陷腾格尔组地层属性等值线图

F ig. 8 Contourm aps of strata a ttr ibu tes in Tenggeer Fo rm ation, BYCG Depression

泊相, 在凹陷东洼, 以湖泊相为主, 整体为南北分异,

东西分化,这种沉积格局受凹陷周边断层和古地形控

制,它们除了限制湖盆的范围、演化外,还为湖盆提供

大量陆源物质,这些变化可由沉积物组合和沉积相分

布变化得到反映。扇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

相带水下分流河道和水下分支河道砂体物性较好, 是

油气富集的有利相带,而与断层相邻的近岸浊积扇位

于油源断层附近,可能成为下一步岩性油气藏勘探的

目标。

  致谢 本文得到中原油田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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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Early Cretaceous Tenggeer Formation
of Baiyinchagan Depression, Erli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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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ores. descript ion, e lectric log, m ud logg ing, cores. analysis data, seism ic survey, etc. , the

sed im entary fac ies. types and the ir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C retaceous Tenggeer Fo rm ation, Ba iy inchagan ( BYCG )

Depression, w ere stud ied, asw e ll as their d istribut ion rule. The research show ed that fan de lta, bra ided channe l de-l

ta, lacustrine fac ies, and turbidities w ere present in the fo rm ation, o f w hich fan de lta w as located along the steep

north border and braided channel de lta in the gently south slope. In add ition, from them arg in to the depocenter of the

depression, the sed im entary env ironm ents g radually changed from fan delta o r bra ided channel de lta to m idd le depth

lacus and deep lacus, and on the flank of fan delta or bra ided channe ldeltaw ere deposited sho re sed im ents and m eare

sed im ents. The turb id ities w ere distributed in the delta fron t zone as w ell as in the pro-delta and m iddle depth lacus-

trine zone. Generally speak ing, the sedim entary facies w ere different from the east to the w est of the depression and

differentiated betw 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h ich w ere contro lled by the neighbo ring faults and the basin palaeo-

topography. The fronts of fan de lta and bra ided channel delta are st ill the im portant hydrocarbon accum ulat ion area,

and the faults-re lated turb id ities in them are the po tent ia l targets of exploring the litho log ica l hydrocarbon reservo irs.

Key words sedim entary facies, delta, turb id ity, fau lt subsidence basin, B aiy inchagan D 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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