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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露头、岩心、钻测井、地震资料, 进行层序界面识别,建立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的层序地层格架,将其划

分为 5个二级层序、19个三级层序,并分析了层序的体系域构成及其基本特征。二级层序对应于特定的构造 ) 沉积

演化阶段: SS1) 裂陷海湾与局限海共存阶段; SS2) 统一陆表海阶段; SS3) 近海平原沼泽、三角洲阶段; SS4) 近海湖

盆沉积阶段; SS5) 内陆红色碎屑岩沉积阶段。建立了三种层序格架中的沉积砂体发育模式 (包括太原组的海陆交互

相潮坪 ) 三角洲模式, 山西组的近海平原沼泽 ) 三角洲模式、下石盒子组的辫状河 ) 辫状三角洲模式 ), 并对层序格

架中的主要砂体类型及分布进行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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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具有多物源、相变快, 沉

积速率低的特点
[ 1]
。在宽缓斜坡背景下, 发育石

炭 ) 二叠系海陆交互相、陆相煤系地层, 煤系烃源岩
及河流、三角洲砂岩储集体分布广泛,为大型岩性气

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 2]
。在层序地层研究方面却面

临较大的挑战,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层序地层划分方

案
[ 3~ 9]

,但这些划分方案分歧较大, 最少的仅划分 3

个层序,最多的划分 28个层序。究其原因,除了层序

地层划分标准不同外
[ 10 ]
,研究范围局限于盆地局部,

所用资料较为单一也是造成层序地层划分分歧较大

的主要原因。

  为了开展全盆地上古生界沉积储层与岩性气藏

研究,我们制定了层序地层划分对比的基本原则: ¹

界面间断原则,即层序内部不存在比层序界面更重要

的沉积间断; º统一性原则, 即通过地震大剖面网的

层序标定、追踪, 通过连井剖面对比、闭合, 以便在全

盆地进行统一的层序地层划分对比; »等时性原则,
突破岩石地层单元的束缚,将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及

年代地层统一于等时的层序地层格架中; ¼ 从低频

到高频逐级划分对比原则: 盆地充填序列 ) 二级层

序 ) 三级层序 ) 体系域 ) 准层序组 ) 准层序 ) 砂体
成因组合; ½ 实用性与综合性原则: 通过露头、岩心、

钻测井、地震资料四位一体, 综合分析、相互标定, 确

保层序格架的可靠性;层序划分适应于含油气盆地工

业制图的需要,确保层序划分对比的实用性与可操作

性;进行单井分析 ) 联井剖面对比 ) 平面系列成图,

建立全盆地上古生界层序地层立体格架; 在旋回对

比、分级控制的原则下, 分别进行层序、体系域、乃至

准层序组沉积制图,分析沉积体系及有利储集相带的

展布。

1 层序地层划分与界面识别标志

1. 1 层序地层划分

  对地震、钻井、测井、露头、岩心及古生物资料进行
综合研究,建立层序界面识别标志,分析沉积旋回的组

合关系。通过点 (关键井分析 ) ) 线 (井震剖面 ) ) 面

(平面图 )的分析与编图,全面、系统地对整个鄂尔多斯

盆地上古生界进行层序地层划分对比,建立了全盆地

的上古生界层序地层划分、对比格架 (表 1)。

  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沉积地层可划分 5个二

级层序、19个三级层序。其中,山西组、石盒子组、石

千峰组发育陆相碎屑岩沉积层序,三级层序的延伸年

限为 2~ 3M a;本溪组、晋祠组和太原组发育海相、海

陆交互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含煤沉积, 三级层序延伸

年限约 5M a。主要含气层段山 2段 ) 盒 8段划分为

5个三级层序,即 SQ8) SQ12。

1. 2 地震反射界面特征

  区内可以识别的主要地震反射界面包括 T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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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层序地层划分

Tab le 1 Sequence stratigraph ic division ofU pper Paleozoic in Ordos Basin

¹ 袁效奇,解丽琴,贺静,等.鄂尔多斯油气区石炭 ) 二叠系划分对比、古环境研究及油气远景评价.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2003

290

 沉  积  学  报                    第 27卷  



T9- 2、T9- 1、TS、T8及 T7地震反射同相轴。据此可将上

古生界划分为 5个地震层序, 相当于二级层序 SS1)

SS5,它们分别对应于一定的构造 ) 沉积演化阶段。

二级层序界面特征描述如下:

  SS1底界,奥陶系顶部不整合面为一个区域性上

超 /削蚀界面,对应地震反射波组 T10 c, 为一个波谷,

当波谷变宽时,它对应于波谷的下拐点,当为复波时,

T10 c对应于下波谷。其上 20~ 80 ms处有 T9- 2波峰相

伴,在伊盟隆起附近缺失本溪组, T10 c与 T9- 2合二为

一。

  SS2底界,对应于 T9- 2波组,为一个区域稳定, 易

于追踪对比的强振幅、高连续性反射同相轴, 对应于

石炭系 9
#
、8

#
主力煤层反射, 代表广泛泥炭沼泽化事

件及区域构造体制转换面
[ 3, 11]
。区域构造格局由南

隆北倾、沉积相东西分异转变为北升南降, 沉积相南

北分异。

  SS3底界, 区域性海退面, 为太原组顶界或山西

组底界, 对应 T9- 1) 山西组主力煤层反射 ( 4
#
、3

#
煤

层 ) ,具上超 /顶超特征。T9 - 1与 T9 - 2形成平行的强振

幅高连续反射,以前的研究资料中统称 T9反射。在

工区北部地层厚度较薄, 山西组煤层不太发育时, 形

成复合波组。T9 - 1煤层反射之下为北岔沟砂岩, 砂岩

底界的侵蚀不整合面为严格的 SS3底界, 但在地震剖

面上 T9- 1反射更易于识别,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识别

标志。

  SS4底界,对应 Ts) 石盒子组底界, 由于骆驼脖
子砂岩的密度较低, 与下伏泥岩形成低阻抗界面, 表

现为一个连续性较差的波谷。在伊盟隆起区可见到

其对下伏地层的削蚀作用,在苏里格、天环北等地区

的地震剖面上可以看到充填上超, 反映侵蚀充填作

用。

  SS5底界,对应 T8波组,石千峰组底界 /上石盒子

组顶界,该界面对应一个较弱的反射波峰,具有上超 /

削蚀特征,其上部为不连续的叠瓦状反射 (石千峰组

河道砂岩的响应 ), 其下部为弱反射 (上石盒子组大

套泥岩的地震响应 )。

  SS5顶界,即石千峰组顶界,对应 T7反射同相轴,

中 ) 弱振幅, 连续性较差, 代表二叠系与三叠系之间

的区域不整合面。

1. 3 钻测井层序地层划分步骤

  ( 1)分析自然伽马曲线台阶, 本溪组 ) 太原组高

峰跳跃,山西组泥岩处于一个较高台阶, SQ11(盒 8 )

为过渡带, 盒 7开始泥岩稳定在一个低自然伽马基

线;

  ( 2)区内石炭 ) 二叠系可识别出 K 1 (石盒子组

顶部硅质层 )、K2 (上下石盒子分界,即桃花泥岩 )、K3

(石盒子组底部骆驼脖子砂岩 )、K4 ( 6
#
煤层底 )、K5

( 9
#
煤层底 )等测井标志层, 根据测井曲线台阶及标

志层划分二级层序;

  ( 3)根据自然伽马、电阻率、声波时差、密度等测

井曲线组合特征进行岩性归位, 识别砂岩、灰岩、泥

岩、泥灰岩、煤层、炭质泥岩等各种岩性, 结合录井资

料,建立粒序及岩性序列;

  ( 4)根据测井曲线特征、粒序及岩性序列, 划分

沉积旋回,判断加积、退积、进积等沉积地层叠置样

式,依此划分三级层序及体系域;

  ( 5)通过交叉剖面检查层序划分的合理性。

1. 4 层序界面类型与识别标志

  三级层序界面类型丰富 (表 2), 除了与二级层序

界面相同的: ¹ 区域不整合面 ( T10 c、T8、T7 ) , º构造

体制转换面 ( T9- 2 ) , »区域海退面 ( T9- 1 )外, 还发育

¼ 河道下切面 (表现为箱型、钟型测井曲线底部突变

面,岩心及露头上可见到砂岩底部的冲刷侵蚀面,如

SQ11底界 ), ½ 区域暴露面 (古土壤层发育, 因赋存

较多放射性元素, 测井响应表现为自然伽马高异

常 ) , ¾煤层顶界面 (如 SQ3顶部的 8
#
、9

#
煤层, SQ5

顶部的 7
#
煤层, SQ6顶部的 6

#
煤层, 这些煤层一般位

于沉积旋回的上部, 代表 HST晚期海退 /湖退, 沼泽

化的产物 ) , ¿灰岩底界 (灰岩 ) 黑色页岩 ) 粉砂岩

及细砂岩 ) 煤层构成约旦尔旋回,灰岩经常直接覆盖

于煤层之上, 代表新的海进 ) 海退旋回的开始 ), 以

及 À地层叠置样式转换面。

  图 1列出了几种典型的层序界面 ( A) SQ11底

部河道侵蚀面, B) SQ9底部暴露面, C) 地震剖面上
的上超与削截 )。

2 层序结构及演化

2. 1 层序结构

  SQ1) SQ7为海相及海陆交互相层序, SQ8)

SQ19为陆相湖盆沉积层序。

  海相层序 ( SQ1) SQ7)发育于克拉通陆表海环

境、该时期沉积地形坡度平缓,研究区不发育滨岸地

形坡折带、因而低位体系域不发育 (图 2A )。海水较

浅且进退频繁,大范围内为泻湖、潮坪环境,东南部发

育潮下带灰岩,中南部发育孤立的障壁岛。北部靠近

物源区发育扇三角洲沉积。海侵体系域主要发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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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带灰岩及泻湖泥岩, 形成退积序列,高位体系域发

育潮坪相砂质泥岩、煤层及障壁岛砂岩、呈弱进积或

加积序列。一般而言,灰岩底界反映出大规模的海侵

已经开始,首次海泛面应该位于灰岩底界之下的某个

位置
[ 11, 12]

。分布面积最广、岩性最纯的灰岩层位代

表最大海泛面位置, 灰岩顶界海水已经变浅, 其上的

碎屑岩及较厚煤层反映海平面降低, 发生陆源碎屑物

质进积与沼泽化事件。

  陆相层序 ( SQ 8) SQ19)发育低位、湖侵及高位体

系域。低位体系域一般为砂砾岩、砂岩组成的冲积 )

河流沉积,底界为河道侵蚀面, 河道砂岩与河漫泥岩

构成下粗上细的序列,具二元沉积结构。湖侵体系域

一般为河漫、决口扇、三角洲平原及前缘泥岩, 煤层及

炭质泥岩、泥质粉砂岩沉积,砂岩厚度薄, 构成向上变

细的退积序列,湖岸线向陆迁移。高位体系域主要为

砂泥薄互层夹煤层组成的滨浅湖及三角洲沉积,在三

角洲前缘河口坝区发育向上变粗的进积序列 (图

2B)。北部高位体系域沉积多被冲刷侵蚀, 保存较

少。首次湖泛面可以见到高伽马泥岩或泥炭沉积,为

退积 /加积转换面。最大湖泛面为进积 /退积转换面,

一般发育黑色泥岩、煤层或炭质泥岩。总体而言,低

位体系域分布局限, 有些地段层序底界为土壤暴露

面,首次湖泛面与层序底面界重合。

2. 2 层序地层演化

  上古生界可划分为 5个二级层序,分别对应不同

的构造 ) 沉积演化阶段。

  就古气候而言,本溪 ) 太原期 ( SS1) SS2)为湿

热 ) 温湿气候,在奥陶系灰岩风化壳之上形成灰色、

表 2 层序地层界面类型及识别标志

Tab le 2 Iden tification and c lassif ication of sequence stratigraph ic boundaries

界面 类型 地 震反 射 测井 曲 线 露头、岩心 典型 实例

区域不整合面
削蚀、上超,

T10c、T8、T7

自然伽马台阶,曲线

形态突变

风化壳, 低角度不整合, 区域性河道侵

蚀面

奥陶系顶风化壳, 石千

峰、石盒子顶底不整合

区域海退面

顶超、下超、高连续

强振幅煤层 反射

T9- 1

自然伽马台阶
山西组底部煤层,局部被北岔沟砂岩冲

刷
山西组底 /太原组顶

构造体制转换面

(海侵方向转化面 )

顶超、下超、高连续

强振幅煤层 反射

T9- 2

低伽马、低密度、高

电阻、高声波时差的

测井曲线尖峰,上下

为高峰跳跃

本溪期南高北低,海侵来自东北方向;

太原期南低北高,海侵来自东南方向,

由南向北灰岩厚度减薄,层数减少

SQ3顶部的 8#、9#煤层

河道下切面

双向上超、下切充

填,低连续弱振幅反

射 Ts

箱型、钟型测井曲线

底部突变面
砂砾岩底部的冲刷侵蚀面 SQ11(底界 )

区域暴露面
孤立的自然伽马高

尖峰
根土层或古土壤层 SQ8) 19

灰岩底界

低伽马、高密度、高

电阻、低声波时差的

测井曲线尖峰

作为约旦尔旋回的底界,代表海进 - 海

退旋回的开始。灰岩底界反映大规模

的海侵已经开始。严格的层序界面应

位于灰岩底界之下的某个位置

SQ1) 7

煤层顶界 高连续强振幅反射

低伽马、低密度、高

电阻、高声波时差的

测井曲线尖峰

煤层顶界面, 一般位于沉积旋回的上

部,代表 H ST晚期水退、沼泽化的产物

SQ8顶部的 3#、4#煤层,

SQ6顶部的 6#煤层

地层叠置样式转换

面

SB) 低连续弱振幅、

充填上超, MFS) 高

连续中强振幅反射

SB) 钟型、箱型曲线

底界, M FS) 漏斗型

曲线底界

SB界面由下至上一般出现进积向加积

(或退积 )的转换, M FS界面由下至上

表现为退积向进积 (或加积 )的转换

各层序均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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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层序地层界面特征

F ig. 1 Characteristics of typ ica l sequence stratig raph ic boundary

深灰色泻湖相铝土岩、潮下带生物灰岩、含生物屑泥

晶灰岩及黑色潮坪相泥炭沉积; 山西期 ( SS3)为温湿

气候, 发育深灰泥岩、黑色炭质泥岩及煤层,形成最重

要的含煤层系;石盒子组 ( SS4)岩性为灰色、绿色、褐

灰色夹紫色、杂色,反映半干旱气候;石千峰组 ( SS5)

岩性以红色、紫红及杂色为主, 为典型的干旱气候。

  就海 (湖 )平面及水深变化而言, 本溪期 ( SS1)经

历一个完整的海平面升降旋回, 盆地总体沉降, 海平

面升高导致华北海、祁连海东西对进、融合连通,而后

又发生大规模海退、沼泽化,形成区域广布的 8
# ) 9

#

煤层; 太原期 ( SS2)从庙沟期开始海侵, 毛儿沟期海

侵范围迅速扩张;鄂尔多斯地区的岩性编图表明, 斜

道灰岩的厚度最大, 分布范围最广,反映斜道灰岩沉

积期可能达到最大海侵; 东大窑期迅速海退, 海水向

盆地东南方向退出;反映本溪期 ) 太原期 ) 山西期沉
积格局由东西分异向南北分异的演化; 至山西早期,

北部物源区显著抬升,河流三角洲大规模向盆地中央

进积, 进入近海沼泽、三角洲阶段; 山西期 ( SS3)在近

海湖盆背景的基础上发生湖进 ) 湖退旋回,山西中晚

期湖平面最高,沉积较厚的湖相泥岩, 山西末期南北

物源区再一次强烈抬升;石盒子 ( SS4)早期河流三角

洲向湖盆进积,形成重要的储集砂体, 中期湖盆扩张,

形成上石盒子巨厚的湖相泥岩, 而后湖平面迅速下

降;石千峰期 ( SS5)与石盒子期类似,因为气候干旱,

水体极浅,成为间歇性湖泊。

  ( 1) SS1(本溪组 ) 晋祠组沉积期 )裂陷海湾与局

限海共存阶段

  晚石炭世早期,鄂尔多斯西缘早古生代活动并闭
合的贺兰古坳拉槽因发生横向拉张再次复活,形成狭

窄的北东向张剪性裂陷盆地,并接受了靖远组和羊虎

沟组以泻湖 ) 潮坪沉积为主的、巨厚的裂陷海湾充

填;晚石炭世末,随地台的持续沉降,华北海海水自北

东东方向侵入本区形成受限陆表海, 本溪组 (相当于

盆地西缘羊虎沟组上段 )沉积时以中央古隆起相隔,

西缘的裂陷活动已经减弱, 裂陷盆地已逐渐得到补

偿,厚度差别逐渐缩小转化为坳陷盆地, 海湾持续发

育但沉积地层厚度变薄, 羊虎沟组上段潮坪沉积发

育;古隆起以东本溪组在奥陶系风化壳基底之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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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层序地层划分及沉积相特征

F ig. 2 Sequence stra tigraphic div ision and sed im entary facies o fUpper Pa leozo ic in O rdos Basin

填平补齐式的陆表海障壁砂坝 ) 泻湖 ) 潮坪沉积充

填;本溪组晋祠段沉积期, 中央古隆起部分潜入水下,

华北海域与祁连海域开始连通, 晋祠段沉积末期, 形

成广泛分布、区域上可对比的 8
# ) 9

#
煤层。

  ( 2) SS2(太原组沉积期 )统一陆表海阶段

  晚石炭世末,由于西伯利亚板块向南拼合挤压,

兴蒙海槽向南俯冲、消减, 包括本区在内的华北地台

出现了北升南降的构造格局。早二叠世早期, 华北

海、祁连海东西对进, 汇合形成统一的华北陆表海盆

地,来自北缘大青山脉的陆缘碎屑物自北而南源源不

断的涌入盆地中来, 平面上形成三角洲与潮坪相交

错,剖面上出现陆相碎屑岩、煤层、浅海灰岩共存的特

有的约旦尔旋回。在东部的陆表海盆地中,岩性岩相

类型复杂,自北而南依次出现冲积扇 ) 河流 ) 三角洲

平原及前缘 ) 潮坪泻湖 ) 浅海陆棚相等。该期中央隆
起已经没入水下,全区连成整体。太原组包括庙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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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毛儿沟灰岩、斜道灰岩和东大窑灰岩等多套海陆交

互相的灰岩夹碎屑岩及煤岩地层,发育潮下带生物灰

岩、泻湖 ) 潮坪砂泥岩夹煤层、障壁砂坝和三角洲砂

岩。华北海自东南方向侵入,灰岩厚度向北西方向变

薄,毛儿沟灰岩 ) 斜道灰岩沉积期达到最大海侵, 其灰

岩厚度最大、分布最广,至东大窑期海水开始向东南退

却,该期灰岩厚度薄,分布局限于盆地东南部。

  ( 3) SS3(山西组沉积期 )近海平原沼泽 ) 三角洲
阶段

  早二叠世晚期, 鄂尔多斯北缘抬升, 在区域海退

陆表海背景基础上, 发育大面积的近海平原泥炭沼

泽,河流、三角洲大范围向盆内迁移, 形成了山西组自

生自储的含煤碎屑岩组合。该时期气候潮湿, 岩石类

型以灰、灰黑色为主。东南部间或受海侵影响, 在山

西组中发育海相沉积夹层。

  ( 4) SS4(石盒子组沉积期 )近海湖盆沉积阶段

  中二叠世石盒子组沉积期,鄂尔多斯地区仍为大

华北盆地的一部分,南华北地区发育代表海相沉积的

海绵岩
[ 11]
,鄂尔多斯地区亦发育类似的硅质岩

[ 1]
, 反

映该区仍受海水的影响,具有近海湖盆的性质。

  中二叠世早石盒子期,盆地北部构造活动进一步

加剧, 陆源碎屑供给充分, 区域上河流下切充填发育,

河流 ) 三角洲向湖盆推进, 自北而南有序地分布着冲
积扇 ) 辫状河 )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相,三角洲前缘相

带直抵中南部;而该区南缘物源供给相对较弱, 仅发

育规模较小的三角洲平原及前缘相带,湖盆区主要分

布在延安 ) 环县一带, 使整个地区在南北方向上成为

不对称的箕状外形; 至晚石盒子期, 随着南缘构造活

动的逐渐加强,南缘的三角洲相带加宽, 北部的河流

冲积体系萎缩,湖盆自南而北扩展; 下石盒子组由多

个河流旋回组成, 构成了上古生界最主要的储集岩

系,上石盒子组发育巨厚的湖相泥岩, 构成上古生界

区域盖层。

  ( 5) SS5(石千峰组沉积期 )内陆红色碎屑岩沉积

阶段

  晚二叠世晚期,区域上秦岭海槽再度发生向北的

俯冲、消减,兴蒙海槽因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对

接碰撞而消亡,华北地台整体抬升, 研究区转化为内

陆坳陷, 形成内陆湖泊和河流充填,此外,由于气候趋

于干旱, 形成石千峰组红色碎屑岩沉积建造。

3 层序地层模式

  综合重点层段层序格架中的砂体类型及分布特

点,建立了三种层序地层模式 (图 3) 图 5)。

图 3 太原组海陆交互相潮坪 ) 三角洲层序地层模式

F ig. 3 T ida l flat-de lta sequence stra tigraphicm ode l of m arine-continenta l a lternative deposition in Ta iyuan Form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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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太原组 ( SQ4) 7)海陆交互相潮坪 ) 三角洲
层序地层模式:属于克拉通陆表海环境, 区内缺乏滨

岸坡折带, LST不发育。盆地中部 TST发育潮下带碳

酸盐岩沉积,东北部和西北部发育三角洲沉积, 其它

广大地区为潮坪沉积。有利储集砂体为 TST三角洲

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及潮道砂体, TST的裂缝

灰岩也发生天然气的聚集。HST主要为潮坪 (灰泥

坪、砂泥坪、泥炭坪 ) ,三角洲萎缩,泥炭沼泽发育, 为

烃源岩及盖层的形成时期。

  ( 2)山西组近海平原沼泽 ) 三角洲层序地层模

式:以山 2段 ( SQ8)沉积为代表, 形成于区域海退、地

形较为平缓的背景之上, 稳定、平缓的克拉通背景决

定了主力砂层发育于 LST时期, 砂体类型主要为曲

流河边滩、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前缘水下分流河道

及河口坝砂体。TST) HST以退积 ) 加积为主, 发育
滨浅湖泥岩及沼泽沉积, TST、HST泥岩向北超覆形

成有效圈闭。

  ( 3)下石盒子组辫状河 ) 辫状三角洲层序地层
模式: 以盒 8段 ( SQ11) 12)沉积为代表, 从北部向中

南部依次发育陡崖区 ) 坡折区 ) 缓坡区 ) 洼陷区等

古地貌单元,其中坡度变化大的陡崖区和坡折区主要

分布于盆地北部,分别发育冲积扇、辫状河心滩、三角

洲平原分流河道、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

前缘滑塌扇等砂体类型, 圈闭类型有下切河谷、砂岩

上倾尖灭、泥岩超覆及透镜状砂体圈闭等。

4 主要结论

  ( 1) 利用露头、岩心、钻测井、地震资料, 建立层

序界面的识别标志, 通过上述资料四位一体, 综合分

析、相互标定,建立了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层序地

层格架。上古生界被划分为 5个二级层序、19个三

级层序。

  ( 2) SQ 1) SQ7为海相 ) 海陆交互相层序, 每个
三级层序可划分为海侵和高位两个体系域;由于研究

区不发育滨岸地形坡折带, 低位体系域不发育;

SQ 8) SQ19为陆相层序, 一般发育低位、湖侵及高位

三个体系域。

  ( 3) 二级层序与构造 ) 沉积演化阶段相对应:

SS1) 裂陷海湾与局限海共存阶段; SS2) 统一陆表海

阶段; SS3) 近海平原沼泽、三角洲阶段; SS4) 近海湖
盆三角洲沉积阶段; SS5) 内陆红色碎屑岩沉积阶段。

  ( 4) 建立了层序格架中的沉积砂体发育模式: 太

原组 ( SQ4) 7)海陆交互相潮坪 ) 三角洲层序地层模

式,有利储集砂体为 TST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

河口坝及潮道砂体, TST的裂缝灰岩也发生天然气的

聚集;山 2段 ( SQ8)近海平原沼泽 ) 三角洲层序地层

模式,有利储集砂体为 LST中的曲流河边滩、三角洲

平原分流河道、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及河口坝砂体;盒

8段 ( SQ11) 12)辫状河 ) 辫状三角洲层序地层模

式,在 LST中发育冲积扇、辫状河心滩、三角洲平原

分流河道、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前缘滑

塌扇等砂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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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D ivision and Evolution of Upper Paleozoic in the Ordos Basin

ZHANG M an-lang LI X -i zhe GU Jiang-ru i X IEW u-ren
( Langfang Branch o f P etroChina Explora tion and D evelopm ent R esearch Ins titute, Lang fang Hebei 065007)

Abstract Through in tegrated stud ies o f outcrops, cores, drilling, w ell logg ing and se ism ic data, sequence interfaces

are ident ified and sequence framewo rk o f theUpper Pa laeozo ic o fO rdos Basin is estab lished. TheUpper Paleozo ic of

O rdos Basin can be d iv ided in to 5 second order sequences and 19 third order sequenc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 ics and

constitut ion of system tracts o fw hich are also analyzed. E ach second order sequence co rresponds to specific tectonic-

deposition evo lu tion stages: SS1 corresponds to rift bay and restricted epiric sea coex istence stage; SS2 corresponds to

unified ep icon tinenta l sea stage; SS3 corresponds to o ffshore p lain sw amp-delta stage; SS4 corresponds to seaside lake

basin deposition stage; SS5 co rresponds to inland red clastic rock deposition stage. Three mode ls are estab lish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dimentary sandbod ies in sequence framew orks ( including tida l fla-t deltamode l o fmarine-cont-i

nental alternat ive deposition in Ta iyuan Fo rmation, o ffsho re p la in swamp-deltamodel in Shanx iFormat ion and bra ided

river-bra ided de lta model in low er Shihezi Formation) . The main sandbody types and the ir d istr ibution in sequence

framew orks are analyzed and pred icated.

K ey words O rdos Basin, Upper Paleozoic, sequence div ision, sed imentary evo lu tion , sandbody types, sequence

stratigraph icmod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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