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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陷湖盆缓坡带高位三角洲体系与油气成藏

组合特征分析
①

———以二连盆地吉尔嘎朗图凹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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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连盆地由为数众多的早白垩世小型断陷湖盆组成，其缓坡带普遍发育的高位三角洲体系与特定的构造背

景配置可形成多种类型的成藏组合，发育多个有利的油气成藏区带，构成立体含油、叠加连片的态势。以二连盆地吉

尔嘎朗图凹陷为例，以层序地层分析为基础，在缓坡带的湖泊层序高位体系域识别出了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等两

种粗碎屑三角洲体系。根据储层发育的层位和不同类型圈闭在缓坡带的分布特征，结合已发现的油藏类型，划分出

了 3 个与高位三角洲体系密切相关的成藏组合。按照不同成藏组合在平面上的分布特点，指出缓坡内带是岩性地层

油藏形成的有利成藏区带，而缓坡中、外带构成了构造油藏的有利成藏区带。不同成藏组合和成藏区带在缓坡带纵、
横向上的分布规律，为缓坡带实施油气整体评价和立体勘探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以缓坡带高位三角洲体系为主

要勘探目的层，在缓坡内带、中带和外带已经发现了规模整装储量，取得了良好的勘探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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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盆地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北部，是在

内蒙古—大兴安岭海西褶皱带基底上发育起来的中、
新生代陆相断陷盆地。在燕山期拉张翘倾构造作用

下，50 余个大小不等的早白垩世断陷湖盆应运而生。
断陷湖盆结构大多以单断箕状为主，以边界断层为界

可划分为陡坡带、洼槽带和缓坡带。其中，缓坡带分

布面积大、各种类型的三角洲体系发育好，是断陷湖

盆油气勘探的主体
［1］。

由于断陷湖盆中的低位体系域砂体成藏条件好，

尤其是在坡折带控制下有利于形成岩性地层油藏，因

此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重视
［2 ～ 6］。但对于高位体系

域砂体的油气成藏问题则研究的较少，大多认为高位

体系域砂体的侧向遮挡条件差
［7］

而不利于油气藏，

特别是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形成，直接制约了高位体系

域砂体的油气勘探。多年来的研究发现，二连盆地小

型断陷湖盆缓坡带的低位体系域砂体一般分布较局

限、砂体规模小，而高位体系域砂体常以各种进积型

的三角洲发育为特征，往往构成了缓坡带的主要储集

体类型。缓坡带高位三角洲体系
［8］

与特定的构造背

景配置，可形成多种类型的成藏组合，发育多个有利

的油 气 成 藏 区 带，构 成 立 体 含 油、叠 加 连 片 的 态

势
［9 ～ 11］。本文以二连盆地最具代表性的吉尔嘎朗图

凹陷为例，深入分析了缓坡带高位三角洲沉积特征及

成藏条件，以期对深化断陷湖盆缓坡带油气勘探有一

定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1 地质背景

吉尔嘎朗图凹陷夹持在苏尼特隆起和大兴安岭

隆起之间，为一个西北断、东南超的单断箕状凹陷，下

白垩统 最 大 埋 深 约 3 500 m。该 凹 陷 沉 积 面 积 约

1 000 km2，自东向西可依次划分为东、中、西三个次

级洼槽区，由南向北分布有缓坡带、洼槽带和陡坡带

( 图 1) 。其中，中洼槽拉张断陷幅度大，早白垩世湖

盆发育多期源岩，油气资源最为丰富，是该凹陷的主

力生油洼槽。
位于中洼槽东南部的缓坡带受宝饶断层、锡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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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尔嘎朗图凹陷结构示意图

Fig． 1 Structural sketch map of Jiergalangtu Sag

断层等两条顺倾向二级断层分割，可进一步细分为缓

坡外带、中带和内带，分别大体与缓坡带上的锡林构

造带、宝饶构造带和宝饶内带等三个二级构造带相对

应。派生的三级、四级小断层在缓坡带上的中带和外

带较发育，使宝饶构造带和锡林构造带进一步复杂

化，局部可形成“棋盘状”复杂断块群。

2 层序地层特征

断块掀斜旋转是断陷盆地产生不整合层序界面

的重要原因
［12］，在缓坡带这类不整合较发育，主要构

成了三级层序或部分二级层序界面
［13］。吉尔嘎朗图

凹陷下白垩统大体经历了侏罗纪末期、阿尔善末期、
腾一末期、腾二中及末期和赛汉塔拉末期等 6 次规模

较大的构造沉积事件，相应形成了 6 个区域性不整合

面和沉积间断面，分别对应于 T11、T8、T6、T5、T3、T2
等地震反射界面

［14］。自下而上，沉积演化表现为初

始断陷、断陷扩张、断陷萎缩、断坳扩展和断坳抬升消

亡等 5 个沉积充填阶段。
以构造发育和沉积演化为基础，采用单井—连

井—地震层序划分对比方法
［15］，把缓坡带下白垩统

自下而上划分为 SQ1、SQ2、SQ3、SQ4、SQ5 等 5 个三

级层序( 图 2) ，分别大体与阿尔善组、腾一段、腾二下

段、腾二上段和赛汉塔拉组相当。其中，SQ1、SQ2、
SQ3、SQ4 为湖泊层序，表现为低位体系域、湖侵体系

域和高位体系域的依次叠加
［16］。但对于我国陆相断

陷盆地而言，由于多数情况下不存在明显的坡折
［17］，

因此低位体系域一般发育差，导致湖泊层序发育不完

整。缓坡带勘探实践表明
［18］，SQ1、SQ2、SQ3 等 3 个

湖泊层序的高位体系域砂体含油性较好，目前已经发

现了Ⅲ、Ⅳ、Ⅴ、Ⅵ、Ⅶ、Ⅷ等 6 个油层组，探明石油地

质储量占缓坡带总储量的 96%。而低位体系域砂体

在 SQ1、SQ4 局部分布且含油性较差，仅发现了Ⅰ、Ⅱ
油层组，油气储量规模也较小。

3 高位三角洲体系划分及其展布特征

3． 1 高位三角洲体系划分

依据岩电组合特征、岩芯观察、单井相和地震相

分析，该凹陷缓坡带的湖泊层序高位体系域可识别出

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等两种粗碎屑三角洲体系。
以缓坡带东南部边缘的大兴安岭隆起区为主要物源

区，高位扇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体系均表现为由细

变粗的进积型垂向层序，并且随古地形坡度、物源供

给距离等因素变化而呈现出特定的时空演变规律

(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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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高位扇三角洲体系

主要形成于湖盆初始断陷沉积充填阶段，在缓坡

带的 SQ1 高位体系域较发育。此时，中洼槽边界断

层开始强烈下陷，单断箕状结构始见雏形，缓坡带翘

起幅度大，形成大坡降的单斜状地貌。加之，该期湖

盆相对狭小且近临大兴安岭隆起区，具有近物源、短
水系的特点，为扇三角洲的发育提供了基本条件。本

区的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发育较好，而扇三角洲平原亚

相因后期剥蚀而难于保存，造成扇三角洲相序不完

整。前扇三角洲亚相因与滨浅湖亚相较难区分，在此

不再细分。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可依次进一步细分为扇三角

洲内前缘和外前缘两部分。其中，扇三角洲内前缘以

辫状水道构成砂体骨架，河口坝不发育
［19］。岩性主

要为块状砂砾岩，最大单砂层厚度可达 25 m，自然电

位曲线主要是箱状、钟形负异常组合。沉积序列以略

图 2 吉尔嘎朗图凹陷缓坡带层序地层分析与成藏组合分布图

Fig． 2 Column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play distribution in the gentle slope，Jiergalangtu Sag

587第 4 期 梁宏斌等: 断陷湖盆缓坡带高位三角洲体系与油气成藏组合特征分析



图 3 吉尔嘎朗图凹陷湖泊层序及沉积剖面示意图

Fig． 3 Sketch map of lacustrine sequence and sedimentary section，Jiergalangtu Sag

图 4 SQ1 高位扇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序列

Fig． 4 Sedimentary succession of highstand fan delta
front subfacies of Sequence 1

显正韵律的叠置层为主( 图 4A) ，底部发育冲刷面或

突变面。单韵律层厚一般为 0． 8 ～ 1． 5 m，最厚达 3． 2
m。沉积构造相对不发育，以块状层理和隐见纹层的

板状交错层理为主，纹层主要通过粒级变化和砾石定

向显现。
扇三角洲外前缘则主要由楔状砂和湖泥组成，岩

性表现为灰色薄层砂砾岩、细砂岩与深灰色泥岩不等

厚互层，自然电位曲线呈波状起伏。楔状砂的沉积序

列以薄正韵律层发育为特征( 图 4B) ，单韵律层厚度

一般仅 10 ～ 20 cm，最厚不足 30 cm。韵律层底部多

为突变面，局部见小型冲刷面。沉积构造以块状层

理、板状交错层理、波状交错层理和波状层理为主，较

富含炭屑和暗色泥砾，偶见虫孔。湖成内碎屑流成因

的沉积构造也较常见，表现为揉皱构造、变形层理和

泥岩撕裂屑，甚至见直立状漂浮砾石。
3． 1． 2 高位辫状河三角洲体系

主要在缓坡带的 SQ2、SQ3 的高位体系域发育。
缓坡带宝饶断层、锡Ⅱ号断层等顺倾向二级断层的构

造调节作用，导致缓坡带的坡降逐渐变小、沉积层序

逐层向缓坡边缘超覆，相对宽缓的古地貌和物源区的

有限后退为辫状河三角洲体系的发育提供了基本条

件。本区的辫状河三角洲体系在纵向上具有较明显

的三层结构特征，横向上也呈现出较好的三分性，可

依次划分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和

前辫状河三角洲等三个亚相。
1)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

主要分布于缓坡外带，垂向上表现为杂色砂砾岩

与浅灰色、棕红色砂质泥岩不等厚互层，砂 /地比一般

高达 60% ～ 70%。砾石质辫状河道发育好，以块状

韵律和略显正韵律的砂砾岩层频繁叠置而成( 图 5) ，

单韵律层厚度变化大，最厚达 3． 5m。沉积构造不发

育，主要为块状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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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Q3 高位辫状河三角洲相沉积序列

Fig． 5 Sedimentary succession of highstand braided
delta facies of Sequence 3

2)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

是辫状河三角洲体系的主体，并在缓坡中带和内

带集中分布，依此可细分为辫状河三角洲内前缘和外

前缘两部分。辫状河三角洲内前缘是分流河道发育

区，岩性以砂砾岩和含砾粗砂岩为主，单砂层厚度一

般为 5 ～ 10 m。沉积序列主要表现为正韵律叠置层

为主( 图 5) ，底部发育冲刷面，单韵律层厚一般为 0．
4 ～ 0． 6 m，自然电位曲线呈钟形和齿化箱状负异常。
沉积构造多见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槽状交错层

理和波状交错层理。而分支河口坝发育差，且常因分

流河道的反复冲刷而保存不完整。
辫状河三角洲外前缘发育席状砂、远砂坝，二者

呈薄层状粉细砂岩夹于湖泥中。单砂层厚一般仅 1
～ 3 m，自然电位曲线为平直背景下的指状、波状负异

常。席状砂的沉积序列为小正韵律层，底部发育弱冲

刷面或突变面，单韵律层厚 10 ～ 30 cm。沉积构造发

育小型板状交错层理、波状交错层理、波状层理，在韵

律层顶部常见炭屑层，以及虫孔等生物扰动构造。远

砂坝的沉积序列一般为小反韵律或复合韵律层，单韵

律层厚度与席状砂相当( 图 5 ) 。沉积构造常见波状

层理、波状交错层理，局部见平行层理和变形层理。
3) 前辫状河三角洲亚相

主要分布于洼槽带，岩性主要为灰色泥岩、粉砂

质泥岩夹薄层粉砂岩，其前端常见滑塌而成的浊积

岩。
3． 2 高位三角洲体系平面展布特征

以区内 100 余口已钻探井和三维地震资料为基

础，在三级层序地层格架约束下，单井相与地震相分

析相结合，分析了 SQ1、SQ2、SQ3 高位扇三角洲和辫

状河三角洲体系的平面展布特征。其中，SQ1 高位扇

三角洲在吉 45、吉 36 井区彼此孤立分布，且以扇三

角洲前缘发育为特征( 图 6 ) 。SQ2、SQ3 高位辫状河

三角洲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且相带发育齐全，在吉 45、
吉 36 井区形成横向叠加连片之势( 图 7) 。上述两种

不同类型的高位三角洲具有多期继承性发育的特点，

并在缓坡带南北两端形成了吉 45、吉 36 两个砂体发

育区。

图 6 吉尔嘎朗图凹陷中洼槽 SQ1 高位体系域沉积

相及油藏分布图

Fig． 6 Sedimentary facies and reservoirs distribution of HST
of Sequence 1 of the middle subsag，Jiergalangtu Sag

4 高位三角洲成藏组合特征

4． 1 油气藏类型

针对中洼槽缓坡带高位三角洲砂体，历经稠油—
构造油藏勘探( 1984—1992 年) 、稀油—构造油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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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吉尔嘎朗图凹陷中洼槽 SQ2 高位体系域沉积相

及油藏分布图

Fig． 7 Sedimentary facies and reservoirs distribution of HST
of Sequence 2 of the middle subsag，Jiergalangtu Sag

探( 1993—2000 年) 、岩性地层油藏勘探 ( 2001 年至

今) 等三大勘探阶段
［9，17］，在缓坡带已经发现了构造

油藏、岩性地层油藏等两大类、8 种油藏类型( 表 1) ，

探明了规模富集、较整装的稠油和稀油地质储量。
4． 2 油气成藏组合特征

成藏组合自提出至今一直是地质勘探研究的热

门话题之一，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20 ～ 24］。

但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即成藏组合是指相似地质背

景下的一组远景圈闭或油藏，一般按照储层层位和圈

闭类型进行成藏组合命名
［20］。本文根据储层发育的

层位和不同类型圈闭在缓坡带的分布特征，结合已发

现的油藏类型，划分出了 4 个成藏组合 ( 图 1 ) 。其

中，与高位三角洲体系密切相关的成藏组合有 3 个，

分别为 SQ1 地层圈闭成藏组合、SQ2 岩性圈闭成藏

组合和 SQ3 构造—复合圈闭成藏组合。
4． 2． 1 SQ1 地层圈闭成藏组合

由于湖盆处于初始断陷沉积充填阶段，缓坡带构

造简单且坡降较大，SQ1 在缓坡带的沉积范围极为有

限。高位扇三角洲内前缘砂体依次超覆于缓坡带的

侏罗系地层之上，且顶部遭受局部剥蚀，在缓坡带形

成地层超覆剥蚀带，有利于地层圈闭的发育。以高位

扇三角洲内前缘辫状水道砂砾岩为主要的产油层，目

前已经发现了沿缓坡带边缘分布的吉 45 等地层油藏

( 图 6) 。另外，扇三角洲外前缘楔状砂在缓坡内带相

变快，也可形成岩性圈闭和油藏，但因埋藏较深而导

致物性较差，至今仍无岩性油藏发现。
4． 2． 2 SQ2 岩性圈闭成藏组合

发育于缓坡内带的辫状河三角洲外前缘的席状

砂、远砂坝砂体一般呈透镜状分布，有利于形成岩性

圈闭群，是SQ2岩性油藏发育的主要区带。目前已

表 1 吉尔嘎朗图凹陷缓坡带油藏类型划分

Table 1 Division of oil pools in the gentle slope，Jiergalangt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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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现的林 5 等岩性油藏，大多围绕辫状河三角洲外

前缘呈环带状分布( 图 7 ) ，主要产油层是席状砂、远
砂坝砂体。虽然辫状河三角洲内前缘分流河道、平原

辫状河道砂体在斜坡中、外带大范围分布，但由于阶

梯状输导体系中的顺倾向断层使其与上覆的砂体直

接沟通，导致油气在缓坡中、外带直接发生垂向运移

而难于聚集成藏。目前，缓坡中、外带仅在吉 62 井区

发现了一个小型断块油藏。
4． 2． 3 SQ3 构造—复合圈闭成藏组合

SQ3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及内前缘砂体在后期构

造反转作用下被次级断层复杂化，在缓坡中、外带形

成众多的断块、断鼻等构造圈闭( 图 8) 。油源主要来

自 SQ1 ～ SQ2 湖侵体系域的成熟烃源岩层，通过阶梯

状输导体系发生垂向、侧向运移并聚集成藏。目前，

在宝饶构造带和锡林构造带已经发现了吉 18、吉 46
等 SQ3 构造油藏，构成了 SQ3 构造圈闭成藏组合。
另外，缓坡内带的辫状河三角洲外前缘席状砂和远砂

坝砂体在断层切割并沟通下部油源的情况下，也可形

成 SQ3 复合圈闭成藏组合，已经发现的林 4、林 9 等

断层—岩性油藏即属于复合油藏。

5 有利成藏区带预测

在不同成藏组合内寻找有利成藏区带，更能反映

油气的分布规律
［20］。以本区缓坡带 SQ1、SQ2、SQ3

高位三角洲体系与构造背景配置关系研究为基础，按

照不同成藏组合在平面上的分布特点，预测了构造油

藏、岩性地层油藏等不同勘探领域的有利成藏区带

( 图 9) 。

图 8 吉尔嘎朗图凹陷中洼槽 SQ3 高位体系域沉积相、
油藏与构造叠合图

Fig． 8 Overlapping map of sedimentary facies，reservoirs
and structure of HST of Sequence 3 of the middle subsag，

Jiergalangtu Sag

图 9 吉尔嘎朗图凹陷缓坡带成藏模式图

Fig． 9 Model of petroleum accumulation in the gentle slope，Jiergalangt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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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岩性地层油藏有利成藏区带

主要分布于缓坡内带，岩性地层油藏的形成普遍

具有“相控”特征
［25］。储层类型以 SQ2、SQ3 高位辫

状河三角洲外前缘亚相孤立状分布的砂体为主，常形

成砂岩透镜体、上倾尖灭等岩性圈闭群; 受早期陡倾

的古地貌控制，SQ1 高位扇三角洲体系的内前缘亚相

砂体可发育地层超覆、地层不整合圈闭群。烃源岩热

演化研究表明，生油门限一般为 1 350 m，缓坡内带

SQ1、SQ2 烃源岩均已成熟且处于生排油高峰期，SQ3
烃源岩部分也达到了低熟阶段。因此，上述岩性地层

圈闭均处于有效烃源岩区内，油源条件好，可形成多

套自生自储型成藏组合相互叠加、立体含油的态势。
5． 2 构造油藏有利成藏区带

主要分布于缓坡中、外带，勘探目的层较集中，在

SQ3 常发育高产富集的构造油藏。储层类型主要为

SQ3 高位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和内前缘亚相砂体，因埋

藏较浅而具有较好的储集性能。制约缓坡中、外带油

气成藏的主控因素是油源和圈闭条件。
由于缓坡中外带发育宝饶断层、锡Ⅱ号等顺倾向

断层，构成了多条油源断层和阶梯型的输导体系，因

此油气可通过垂向和侧向运移提供充足的油源。同

时，有利的构造背景与之有机配置，也有利于高位辫

状河三角洲体系在缓坡中、外带形成有效圈闭。本区

发育的宝饶构造带、锡林构造带等两大鼻状构造带，

后期普遍发育顺倾向和逆倾向次级断层，使断层上、
下盘的砂岩和泥岩侧向对接，可以发育为数众多的断

块、断鼻和断背斜等构造圈闭。

6 勘探成效分析

本区缓坡带以高位三角洲体系为主要勘探目的

层，按照不同成藏组合和成藏区带的分布规律，油气

勘探整体部署、分阶段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勘探成效。
迄今在缓坡已钻探井 100 余口，早期在缓坡中、外带

开展构造油藏勘探，先后发现了缓坡外带的锡林稠油

油田和中带的宝饶油田，探明稠油和稀油地质储量达

3 000 万吨。后期在缓坡内带积极探索岩性地层油藏

勘探新领域，油气勘探再获新突破，在宝饶内带新发

现了又一个 3 000 万吨级的规模储量区块。

7 结论

二连断陷湖盆缓坡带发育高位扇三角洲、辫状河

三角洲等两种粗碎屑三角洲体系，可以形成与之有关

的 3 个成藏组合，分别为 SQ1 地层圈闭成藏组合、

SQ2 岩性圈闭成藏组合和 SQ3 构造—复合圈闭成藏

组合。缓坡内带是岩性地层油藏有利成藏区带，可形

成多套自生自储型成藏组合相互叠加、立体含油的态

势。在有利的构造背景下，缓坡中、外带常发育高产

富集的构造油藏，并形成了构造油藏有利成藏区带。
以缓坡带高位三角洲体系为主要勘探目的层，在不同

成藏组合和成藏区带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勘探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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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Highstand Delta System and Play in Gentle Slop of
Faulted Lacustrine Basin: A Case Study of Jiergalangtu Sag，Erlian Basin

LIANG Hong-bin CUI Zhou-qi DONG Xiong-ying LI Hong-en SI Ji-wei WANG Yuan-jie
(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PetroChina Huabei Oilfield Company，Renqiu，Hebei 062552 )

Abstract In the past more than ten years，distribution and prediction of lowstand sandbodies of LST had been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during sequence stratigraphy research and petroleum exploration in continental faulted basins．
However，the questions about petroleum reservoirs formation of highstand sandbodies of HST were rarely studied． As a
result，petroleum exploration of highstand sandbodies of HST was directly restricted． Erlian Basi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midland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and is composed of many small faulted lacustrine ba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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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arly Crataceous． In general，highstand delta system is well developed and formed the main sandstone reservoir in
the gentle slop of faulted lacustrine basins．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practice shows that highstand delta system that
developed widely in gentle slopes，together with specific structural settings，can made many types of play and favora-
ble petroleum accumulation zone． As a result，there is a good prospect that different reservoirs in the gentle slop over-
lap vertically each other and distribute laterally in a large area． The paper takes an example of Jiergalangtu Sag，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aulted sags in Erlian Basin，to discuss thoroughly the depositional characteris-
tics and petroleum reservoirs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highstand delta system．

The Lower Crataceous in the gentle of Jiergalangtu Sag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hird-order sequences that are，

respectively，named as SQ1，SQ2，SQ3，SQ4 and SQ5 from bottom to top． SQ1，SQ2，SQ3 and SQ4 are lacustrine
sequence and the highstand sandbodies of HST of three sequence such as SQ1，SQ2 and SQ3 are the most oil-bearing
reservoir． Based on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alysis of early Crataceous，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haracteristics of
borehole lithology and log，cores observation，sedimentary facies of single well and seismic facies analysis，and so on．
two types of coarse clastic highstand delta system that consist of fan delta and braided delta are divided in lacustrine
sequence． The fan delta system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HST of SQ1 and its sedimentary facies belts are imperfect． Its
main part is the fan delta front subfacies，while the fan delta plain subfacies is difficult to be preserved because of lat-
ter erosion of the top strata of SQ1． The braided delta system is well formed in HST of SQ2 and SQ3． Its sedimentary
facies belts，including braided delta plain，braided delta front and pre-braided delta subfacies，are completely devel-
op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he highstand delta system of above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hasic and inherited for-
mation． In the end，there are two sandbodies concentrating area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Well Ji 45 and Well Ji 36
that located respectively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gentle slop．

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xploration，two types and eight kinds of oil pools，including structural reservoir，
lithologic and stratigraphic reservoir，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gentle slop． According to the stratigraphic position
of reservoirs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different traps in gentle slope，and combing with types of oil pool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three plays that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ghtstand delta system have been respectively di-
vided．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they are named as SQ1 play of stratigraphic traps，SQ2 play of lithologic traps and
SQ3 play of structural and complex traps． On the basis of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the plays，petroleum accumulation
zones in different domains such as structural reservoir，lithologic and stratigraphic reservoir，etc． are finally predic-
ted． It advances that the inner belt of the gentle slope is favorable petroleum accumulation zone of lithologic and strati-
graphic reservoir，while the center and outer belts of the gentle slope are favorable petroleum accumulation zone of
structural reservoir． Vertically and laterally，the distribution laws of the plays and petroleum accumulation zones pro-
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evaluation and exploration on the whole． Now，through petroleum exploration that regard
the highstand delta systems as the main targets，reserves have been discovered on a large scale and a good effect have
been made in the inner，center and outer belts of the gentle slope． This example encourages increased focus on petro-
leum exploration potential of the highstand sandbodies of HST in faulted lacustrine basins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
ence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 of numerous similar faulted basins in the east of China．
Key words Erlian Basin; Jiergalangtu Sag; gentle slope; highstand delta system; play; petroleum accumul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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