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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浅水湖盆三角洲与一般三角洲具有明显的差异, 为弄清浅水三角洲的沉积特征和砂体分布规律, 以现代沉

积、地震属性反演和密井网区解剖,确定了两种特征截然不同的浅水湖盆三角洲, 即枝状的分流河道型三角洲和连片

的分流砂坝型三角洲 (现代洞庭湖和鄱阳湖、尕斯 N1) N2
1油田、BZ28和 BZ26区块三维地震属性 )。枝状三角洲骨

架砂体发育的主体为天然堤,三角洲呈现出明显的树枝状, 各朵体分散、朵体间不连接或通过决口水道连接。三角洲

整体上不具备广阔的平原相带,呈现出窄条状的特征。分流砂坝型三角洲发育的主体是分流砂坝,砂呈现朵状、坨状,

朵体发育集中, 基本上呈现片状分布, 在各朵体之间部位会发育分流间湾沉积, 但常常因朵体增长而被填充, 最终常

表现为浅水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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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洲被定义为河流入海 (湖 )后形成的常具有

扇形特征的沉积体。基于水体类型分为湖泊三角洲

和海洋三角洲,而基于水动力特征,又划为河控、浪控

和潮汐三角洲,基于三角洲的沉积特征构成又划分为

细粒和粗粒三角洲。从流域盆地特征、沉积物供给、

水体深度、沉积粒度等方面总结三角洲的控制因

素
[ 1, 2]

,特别是基于基准面旋回的可容纳空间分析,

为三角洲形成过程分析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 3~ 6]
。三

角洲沉积机理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河口区沉积过程, 主

要讨论了湖盆 (洋盆 )顶托作用下的分流作用和波

浪、潮汐的改造作用
[ 7~ 9]

, 着重强调了分流作用和河

口坝的形成,尤其是河流进积和波浪对河口沉积物筛

选形成反粒序河口坝的传统观点, 得到了广泛的认

可,并被用于三角洲形成的解释。然而在河流入湖

区,河流并不一定能够像所期望的那样不断分流, 形

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外形的河口砂坝, 而对于已有的现

代沉积的观察也表明,在不同的沉积背景下有可能在

一次分流中形成一系列小的河口坝, 进而发育成天然

堤
[ 9, 10]
。而湖泊波浪强度到底有多强,对沉积作用到

底有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尽管对形成于不同水深的三角洲已有所认识, 明

确了在较浅水环境下三角洲与较深水的特征存在差

异
[ 11]

,但还没有能够真正地将浅水湖盆三角洲单元

作为一种独立端元来进行深入的研究。甚至由于对

浅水认识的不统一,对浅水湖盆三角洲的界定也还不

统一。国内研究者将大庆油田、鄂尔多斯盆地的主力

储层段界定为浅水湖盆三角洲沉积,讨论了该类湖盆

水动力特征、三角洲模式及其控制因素
[ 12, 13~ 18]

, 然而

从目前的研究看, 这些层段都存在半深湖沉积, 与渤

海海域新近系、青海油砂山组所发育的以滨浅湖为主

的极浅水湖盆三角洲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应归入一般

三角洲范畴。而对于真正的以浅湖、滨湖为背景的浅

湖三角洲,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末端扇或末端分流河道

体系
[ 19~ 22]

,将其与扇体系进行类比,基本上忽略了湖

盆水体对其的作用,这显然也有失真实。渤海海域浅

水湖盆三角洲研究中尽管已识别出了浅水湖泊和三

角洲,并对其特征和成藏特点进行了一定研究
[ 23]

,但

对于其成因和模式还没有深入的讨论,而浅水湖盆三

角洲广阔的油气勘探前景需要明确的模式指导砂体

分布预测。在现代沉积、密井网砂体解剖及地震储层

预测的基础上,笔者对浅水湖分三角洲的特征和模式

进行了讨论, 以期为后期的勘探提供指导。

1 河口区沉积特征

  河流入湖 (海 )后,其环境的能量特征与陆上发

生了显著变化。陆上主要是受水的惯性力、河床的摩

擦力、地形坡度造成的由重力而形成的附加驱动力及

河面之上的空气摩擦力, 其中河流水体本身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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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形坡度造成的附加动力起着决定作用。入湖

后,河流的前端出现了停滞水体, 对河水流动具有明

显的阻挡作用。在湖 (海 )水的阻挡下, 基于河水与

湖 (海 )水的密度不同,其有三种混合和流动的方式:

即高密度河水的底部异重流、低密度河水的上部漂浮

流及具有相近水体密度的快速混合流,在三种方式下

河流向湖 (海 )的推进能力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差

别
[ 24]
。但无论在那种方式下, 湖水本身对入湖水体

都具有很强的阻挡作用, 导致其流速快速降低、携带

沉积物能力很快下降,沉积物在河口区大量堆积而形

成河口区沉积体。

  河口区沉积物沉积的最明显特征是分流砂坝

(河口砂坝 )的出现与分流河道的发育与演化。传统

观点认为河口砂坝是河流在入湖后其河流入海 (湖 )

的河口区,水流展宽和潮流的顶托作用使流速骤减,

河流底负载下沉而堆积成水下浅滩, 浅滩淤高、增大,

露出水面,形成新月型河口砂坝
[ 25]

, 即拦门砂坝。河

口坝出现后,水流便从砂坝顶端 (近岸端 )分成两股,

形成两个分支河道 (分流河道 ) , 并向外侧扩展。分

支河道向前发展,在河口处又会出现新的次一级河口

砂坝。这一过程不断重复,就形成了一个喇叭形向海

延伸的多叉道河网系统,这一系统的不断重复和推进

便形成了三角洲。这一观点的核心是分流区形成多

级河口坝构成了三角洲的主体,应该成为三角洲砂体

的骨架,即在多级展布的河口砂坝的基础上, 河流沉

积因分流作用而弱化,成为砂坝沉积的背景沉积。在

现代的沉积中此种类型的河口也确实非常普遍,特别

是在宽展的河口,笔者在三门峡水库宏农涧入水库的

河口区便观察到了这一非常明显的特征, 而现代长江

口沉积的特征将这一特点更清晰地展现于人们眼前

(当然长江口的河口坝还受潮汐的影响 )。

  基于现代沉积的观察,不少学者建立起了各种河

口区的沉积模式,特别是菲斯克的河口坝形成模式更

是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
[ 25 ]
。此模式中将河口坝与

分流河道融合为一复合砂体,河道作为砂体的供砂通

道,仅分布于河口坝顶部的中心部位,而砂体主体则

是河口坝。这一模式与笔者所观察的实例有较大的

差异, 主要体现在现代沉积地貌上河坝共处, 分流河

道展布区内部分区域为分流砂坝所占据, 这至少说

明,此类模式并非河口区沉积的唯一模式。Dona ld-

son所总结的河口区模式与此模式极为相似
[ 26 ]

,也是

将河口坝作为主体,而河道仅是主体沉积中沉积物搬

运通道,而且在河口坝形成中一直保持活动, 这一模

式的实质是将同期砂体都归入到河口坝沉积,这虽解

释了河口坝的形成过程,但却不利于区分河口区各种

砂体,而且也未能将河口坝的形成过程和机理阐述清

楚。

  关于河口区沉积讨论的另一重点是河道外动力

的影响, 或者说是波浪和潮汐对三角洲形成的影响,

而且基于这两种能量对三角洲的改造将三角洲进行

了分类, 传统中也将三角洲中河口坝反粒序和席状砂

的形成归因于波浪改造作用。然而在内陆湖盆三角

洲研究中也发现, 河口坝粒序并不是只具有反粒序特

征,此时的波浪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就不会象原来认为

的那么大。

  对于河口区沉积演化特征传统观点之一是认为

随着分流砂坝的发育和河道的多级分流,形成多级分

流砂坝, 构成三角洲骨架。另一观点则是分流砂坝下

陷埋藏, 分流河道跨越砂坝, 在更近湖盆中心区形成

新的分流砂坝。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出现,然而却没

有解释分流河道进一步发育是如何形成的、在其发育

的过程中其地貌形态或沉积环境是如何转换的、原来

沉积物如何进一步演化最终形成三角洲的等一系列

问题。

  对现代河口区沉积观察时笔者发现,原来的模式

过于理想化, 事实上河口区的发育尽管是沿着两种模

式发育, 但其发育形式与传统观点还是有差异的。一

是河口坝的发育, 并不是在河口形成一个河口坝,促

使河道分流, 然后再进一步形成次级或更次级的河口

坝,而是在河口形成一系列的小型底形, 这些小型底

形形成了河口坝的雏形,随分流河道中沉积物的进一

步沉积, 部分底形连片形成河口坝, 而部分底形则被

破坏成为河道的河床, 而次一级的河口坝的形成则是

更远处的底形进一步发育的结果,这些处于不同地区

的河口坝有可能是不同时期的, 正如传统观点的远离

河口形成更晚的特征, 也可能是同时或近同时形成

的,但其形成时同时也接受改造。二是关于分流河

道,传统观点中分流河道的形成是局限于分流砂坝坝

核中,作为远距离运砂的通道,这与枝状三角洲的特

征相匹配,但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河道侧缘的堤岸沉

积,传统中是河道切过分流砂坝而直接向前推进,此

时并不形成堤岸, 后期在水体上涨时在分流砂坝的侧

缘部位形成泥质堤岸。在实际观察中发现堤岸的形

成并不是后期的结果,而是同期沉积的产物, 也是河

口小型分流砂坝底形进一步发育的产物,那些在河道

分流较弱的方向, 沉积物堆积较快,易于连片,当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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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将河道与外部水体完全割裂开时, 便形成了分流河

道的堤岸。同时另一种模式下的分流河道发育,还没

有文献探讨,即在非限定性的河口区,并没有形成连

片的堤岸, 而是形成一系列的相对分隔开的分流河

道,此时分流河道是什么特征, 具有什么样的展布特

点? 对于现代沉积观察及地下砂体发育的分析,表明

此时的模式是在片状河道沉积背景下,分流砂坝镶嵌

于河道砂之中,分汊河道是砂体沉积的背景, 大面积

的分流河道砂连片分布, 但由于是过水环境, 可能沉

积厚度不会很大,只有在局部地形较低或下沉较快区

会形成较厚的砂体,此时处形成的分流河道砂体具有

传统的正粒序的特征。若整个河口区废弃,那么便会

在河道中填积后期的悬移沉积,整体上形成分流河道

以泥质为主,分流砂坝构成优势储层的特点。

  若将观察的时窗开的更大一些, 那么在研究中又

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同一时窗中不同相的叠置及

相归属的确认问题。在前面的讨论中谈到堤岸的形

成是由河口坝进一步发育的结果,而一部分的河口坝

在沉积后可能会因为水位下降出露成洲,沼泽化构成

三角洲平原, 这些相转化问题会使三角洲内部相构成

分析更为复杂,难于界定其归属。

2 浅水三角洲的识别与砂体形态追踪

2. 1 密井网砂体形态剖析

  利用密井网对浅水砂体进行解剖,发现了两种类

型砂体分布样式, 具有完全不同的砂体形态, 代表了

不同沉积环境,从而预示了不同的沉积模式。

  研究表明, 尕斯 N 1) N
1
2和跃进 Ò 号新近系沉积

为砂泥岩地层,砂岩粒度为以中细砂到粉砂, 具有水

下沉积特征, 泥岩颜色相对较浅,不发育深水沉积,属

浅水三角洲沉积。对该区的砂体展布特征研究表明,

该区的砂体特征各不相同, 具有独特的分布样式。

2. 1. 1 连片分布砂体

  尕斯 N1 ) N
1
2上盘及跃进 II号油藏砂体解剖中

图 1 尕斯上盘密井网砂体解剖及沉积相分布

F ig. 1 Sed im enta ry facies m ap o fG asiN1 ) N1
2 ( upthrow ), am ature oil field,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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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砂体具有较好的连片性,基本上全区分布, 基于

三角洲前缘的沉积背景, 其砂体应归为分流河道、河

口坝和席状砂,详细研究表明这些连片砂体具有一定

的厚度,多具正韵律, 尽管面上连片分布, 但厚度并不

稳定, 具有较大的变化, 内部沉积构造具有河道常见

的交错层理,说明其沉积时具有一定的底形。除此之

外,在连片砂体中的很多部位, 砂体在一定的区域内

尖灭, 表明其沉积时或由于底形或由于剥蚀而没有明

显的砂体沉积。这表明其不具有席状砂特征, 应主要

为分流河道砂体,但进一步研究表明,砂体厚度变化

较大, 局部部位厚度可厚达一般部位的 2~ 3倍,而且

这些厚度大的区域的分布并不具有连片性,而是以一

种间断的方式出现,喻示这些地方可能具有不同的成

因。从分流河道本身的沉积看, 在宽广河口区, 河道

分散其流量后,前缘分流河道应是相对均匀的、连续

的,而本区显然与此不太相适应。局部厚度成因应与

原始底形有关, 而这可能与分流砂坝相关。据此思

路,将厚度较大区作为分流砂坝, 那么砂体所揭示的

原始沉积的底形和微相构成便具有如图 1所示的特

征。

2. 1. 2 局限分布砂体

  在解剖中也发现有另外一种相对局限、窄条带状
展布的砂体类型。与前一种相比,其分布不具有连片

性,仅在局部区域分布,而且分布方向与湖岸线垂直,

密井网控制下,在垂直于走向方向难于被两口井同时

钻遇, 宽度多在 200 m以内,显示其沉积受限, 并非是

一种宽展的河口形态, 而是一种限定性的河道沉积,

基于此认定其应为窄条带分流河道沉积为骨架的沉

积格局 (图 2)

2. 2 地震属性砂体识别与追踪

  渤海海域新近系明化镇组下段为一套浅水湖盆

砂泥岩互层沉积,整体上具有较低的砂地比, 砂体在

地震上可得到较好的识别。依据地震属性特征对砂

体发育进行识别和追踪,在该地区同样发现两类不同

的砂体类型。研究中以划分的砂组为基础,将研究时

窗细化,时窗大约为 40 ~ 50 m s, 很好地体现了短时

段砂体发育特征。

  在对 BZ26-3三维地震区的属性分析发现三角洲

砂体有明显的分异和变化, 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类型

(图 3) ,一种呈现出明显的枝状, 另一种则呈现出较

连续的片状。

  如图 3上图该时窗内高幅值基本上在区内都有

发育, 但分布相对零散, 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在图中

图 2 尕斯下盘密井网砂体解剖及沉积相分布

F ig. 2 Sed imentary fac ies map of Gasi N1 - N 1
2

( down block), a ma ture o il fie ld, Qa idam Bas in

部东西方向相对较为连续, 基本上呈条带状, 可能是

较连续的河道带的响应特征。而上部和下部高幅带

相对更为分散,但在分散的背景下, 仔细观察又表明

具有方向性, 砂体发育呈窄条带状特征, 其条带的方

向变化较大, 而且具有向中间汇聚的特征。这种振幅

响应特征可能与局限发育的分流河道相关。条带状

高振幅异常代表了局限分流河道,中间高幅缺失及高

幅方向的指向可能喻示了分流河道向低洼地区的汇

聚。

  图 3下图时窗中的砂体高振幅响应更为连续,基

本上呈现出连片特点。尤其是图的右上部高振幅异

常基本连片分布, 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朵体特征。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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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部相对较为分散,特别是在西部, 高幅响应区虽分

图 3 BZ26-3三维区三角洲砂体形态追踪

F ig. 3 RM S se ism ic attributes o f BZ26-3 show ing d ifferen t de lta ic sand pattern

分布较广,但内部连续性较差, 呈现出一定的窄条带

状特点。这表明在这一时窗区间内, 工区整体上发育

的是以连片状砂体为主,特别是中、北部更为明显, 砂

体主要经北西向推入盆内, 而中南部可能是低洼地,

砂体发育相对较差,砂体由周缘各个方向汇向此处。

3 现代沉积中的浅水三角洲特征

  用 Google Earth平台提供的卫星照片, 对洞庭

湖、鄱阳湖现代沉积进行了研究, 发现了两种类型的

三角洲。一是以天然堤为主体的枝状三角洲, 另一是

以分流砂坝为主体的朵状三角洲,这两类三角洲在沉

积上各具特点,显示了不同的内部结构特征。

3. 1 洞庭湖现代沉积解剖

  在洞庭湖现代沉积中,东洞庭湖与南洞庭湖发育

了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浅水三角洲。东洞庭湖主要

发育分支河道型浅水三角洲 (图 4) ,三角洲的前缘呈

枝状展布,河道为顺直型分流河道,向湖内延伸较远。

其沉积主体为各个河流砂坝连接而成的天然堤,而水

下天然堤快速沼泽化出露。天然堤较河道要宽许多,

有的可达河道宽度的 4~ 5倍。此种三角洲的发育与

东洞庭湖河口区水动力条件相关。该区波浪作用较

弱,基本不能对入湖沉积进行改造, 泥砂沿河道堆积

延伸,形成长条形伸入湖中。同时比较稳定的河道两

侧发育有天然堤, 天然堤又起着约束水流的作用,使

得河道能继续向湖里推进。东洞庭湖的湖水较浅,天

然堤沉积后迅速的成沼泽化出露水面。天然堤一旦

被洪水冲毁, 就形成了新的汊流。在河口处发育少量

的分流砂坝。

  而在南洞庭湖,主要发育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

(图 5)。其特点是前缘呈朵状展布, 这是河流与湖泊

共同改造的结果, 而且前缘相带相比东洞庭湖的分支

河道型三角洲的前缘相带要窄许多。此类三角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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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骨架为砂坝,在后期不断接受沉积或遇枯水期后

出露水面,逐渐演化成砂洲、沼泽。此类三角洲平原

为前缘沼泽化的结果,而并非是像常规三角洲的同期

沉积。

  在南洞庭湖,湖水的改造作用增强, 河流和湖泊

共同作用,常形成扇形三角洲。河流携带了大量的泥

砂入湖,在入湖处迅速堆积,形成了分流砂坝, 由于湖

水较浅,砂坝出露水面, 两个或两个以上砂坝相连形

成较大的砂洲,与河道一同形成三角洲前缘。三角洲

上河道变迁频繁,分流砂坝被冲刷或形成新的分流砂

坝。

3. 2 鄱阳湖现代沉积学解剖

  在鄱阳湖现代沉积中, 浅水三角洲沉积同样非常

发育,与洞庭湖发育的浅水三角洲非常类似。在鄱阳

湖东部主要发育分支河道型浅水三角洲 (图 6)。三

角洲前缘呈条带状展布,分流河道以顺直型为主,并

向湖内不断延伸且有些河道延伸较远。其沉积主体

为天然堤,是由各个砂坝相连而成, 而水下天然堤则

快速出露并沼泽化。在此类三角洲中,水上天然堤较

分流河道宽许多, 有的可达河道宽度的 4 ~ 5倍。鄱

阳湖的分支河道型三角洲形成过程与东洞庭湖分支

河道型三角洲形成过程类似。由于河口区较弱的波

浪作用, 泥砂的堆积量超过了波浪的侵蚀量, 泥沙沿

着河道向前堆积延伸, 形成了长条形沙嘴伸入湖中。

图 4 东洞庭分支河道型浅水三角洲沉积微相图

F ig. 4 D istributary channel type sha llow wa ter de lta from East Dongti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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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洞庭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沉积微相图

F ig. 5 D istr ibuta ry bars-dom ina ted sha llow wa ter de lta from South Dong ting Lake

两侧发育天然堤,由于湖水较浅, 河道后端先接受沉

积的天然堤最终出露水面并沼泽化, 前段仍然发育水

下天然堤。天然堤被冲毁,就产生了新的分流河道与

天然堤。在河流入湖处,泥砂堆积发育少量的分流砂

坝。

  而在鄱阳湖的南部则主要发育分流砂坝型浅水
三角洲 (图 7)。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的前缘呈朵

状展布, 推测是河流与湖泊共同改造的结果, 在三角

洲前缘, 分流河道有许多分支,并且前缘相带与鄱阳

湖东部的分支河道型三角洲的前缘相带相比要窄许

多。砂坝是此类三角洲的沉积骨架,并在后期不断接

受沉积后出露水面, 逐渐演化成砂洲、沼泽。此类三

角洲平原并非是像常规三角洲的同期沉积,而是前缘

沼泽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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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鄱阳湖分支河道型浅水三角洲沉积微相

F ig. 6 D istr ibutary channe l type sha llow w ater delta from Poyang Lacustr ine

  鄱阳湖南部的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与南洞庭
湖的浅水三角洲形态上并不相似。鄱阳湖南部的波

浪作用较弱,地势较为平缓,在入湖处泥砂成片堆积,

形成了分流砂坝。由于河流水动力较强, 河流改道频

繁,形成了许多的分支河道并对分流砂坝不断的冲

刷,因此三角洲不断的向前推进, 并在入湖处发育了

大量的分流砂坝。由于湖水较浅的缘故,一些砂坝快

速成沼泽化出露水面, 形成砂洲。

4 浅水三角洲沉积模式

4. 1 分流河道型浅水三角洲

  分流河道型三角洲发育的主体为天然堤,三角洲

呈现出明显的树枝状,各朵体分散、朵体间不连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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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决口水道连接 (图 8)。三角洲整体上不具备广

阔的平原相带,呈现窄条状特征的天然堤分水下和水

上两部分,两者宽度上差别不大, 主要差别是水下天

然堤没植被发育, 而水上天然堤则有明显沼泽化特

征,植被繁茂。水下天然堤水下部分延伸不太远, 天

然堤尽头不太连续,为小规模的分流砂坝。天然堤宽

度相对较稳定,单侧宽度一般是分流河道宽度的 1. 5

~ 2倍,最多可达分流河道的 3~ 4倍。

4. 2 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

  分流砂坝型三角洲发育的主体是分流砂坝,砂呈

朵状、坨状,朵体发育集中, 基本上呈现片状分布,在

各朵体之间部位会发育分流间湾沉积,但常常因朵体

增长而被填充,最终常表现为浅水沼泽。而在朵体内

部 , 基本上是连续沉积 (图 9)。三角洲平原沉积发

图 7 鄱阳湖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

F ig. 7 Distr ibutary ba rs-dom inated shallow water de lta from Poyang Lacustr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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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支河道型浅水三角洲沉积模式

F ig. 8 Facies m ode l for distributary channe-l type shallow wa ter de lta

图 9 分流砂坝型浅水三角洲沉积模式

F ig. 9 Fac ies m ode l for distr ibuta ry bars-type shallow w at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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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本上占据了三角洲的 3 /4以上面积, 而前缘相

带不甚发育。平原部位主体有两种沉积, 一种是分流

河道内部区域,主要是分流砂坝进一步发育, 部分河

道淤塞连片进一步沼泽化而成砂洲, 可能是一个也可

能是多个砂洲连片分布。另一种则是分流河道外缘

部位, 由原位于边缘的分流砂坝进一步发育, 分流河

道后淤塞沉积连片而成天然堤。这种天然堤原来位

于水下,随着河流的推进, 逐渐露出水面, 最终沼泽化

而成。

5 结论与讨论

  依据现代沉积调查与密井网解剖和地震反演, 识

别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浅水湖盆三角洲。分流河道型

浅水三角洲骨架砂体为分流河道及其天然堤, 砂体窄

小,连续性差,而分流砂坝型浅水湖盆三角洲骨架砂

体为分流砂坝,砂体相对宽大, 连续性好。

  在三角洲沉积体系中并不是整个分流河道都是

砂体发育的有利部位,砂体并未像以往所期望的在河

道内部呈现出条带状展布,而是分流河道的局部部位

砂体集中发育,其它部位则主要是过水的通道和砂体

运输的通道,早期的砂体雏形应为砂坝, 在后期演化

中发育成天然堤或砂洲或沼泽,而成为砂体的主体部

位。而在地下研究中,经常将较厚的砂体带划分为分

流河道,这显然是对地质现象的一个误解或理解的一

个偏差。

  从现代浅水湖盆三角洲的形成过程分析, 所谓的

天然堤或沙洲和富砂的沼泽,其最初成因有可能是分

流砂坝,即由分流砂坝进一步发育演化而成。在演化

过程中,主要的砂体沉积可能也形成于砂坝形成期前

后,特别是由于砂坝的进一步发育而形成的水下天然

堤沉积,可能构成了砂体主体, 而在这些部位演化为

分流平原期后沉积下来的物质并不多,主要是填充了

原来的决口水道或河道间的洼地,进而使已有的天然

堤沼泽化,形成平原环境, 而这与以往认为分流平原

的砂体与前缘砂体为同期砂体的认识也完全不同。

最终保留下来的三角洲平原、前缘和前三角洲三个组

成部分中,前三角洲与前缘可能是同期的, 而平原部

分只有少量的沼泽化沉积和废弃河道弃填沉积可能

是与前缘同期沉积的,而大量砂质沉积其主体基本上

不是与前缘同期发育的,而是前期前缘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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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Water Deltas andModels

ZHANG Chang-m in Y IN Ta-i ju ZHU Yong- jin KE Lan-m ei
( C ollege o fG eoscience, Yang tze Un iversity, J 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D eltas in shallow w ater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form ed in deeper wa ter. Through modern deposits survey

in Dongt ing and Poyong lacustr ine, detailed corre lation o f sandstone in m ature o il field ( GasiN1 - N
1
2 ) and se ism ic

attr ibutes analysis of BZ28 in Boha iBay, tw o types o f shallow w ater de ltas w ere recogn ized according to the sandbody

type and dist ibut ion. Sand fram ewo rk ism a in ly m ade of d istributary channel in the first one and the o ther one ism a in-

ly m ade of d istributary bar. Sandstones are narrow and iso lated in the deltam a inlym ade of d istributary channe,l wh ile

sandstones are w idespread and cont inuous in the de ltam ade of d istributary bar.

Key words shallow w ater de lta; fac ies m ode;l d istributary bar; d istribu tary channe;l sand geom 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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