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0-0550( 2013) 02-0291-11

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编号: 2011ZX05032-002) 资助
收稿日期: 2012-03-04; 收修改稿日期: 2012-05-24

远源缓坡型薄层细粒浊积岩沉积规律
①

———以松南西斜坡大布苏地区青一段地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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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松南西斜坡大布苏地区青一段薄层细粒浊积岩地层为例，以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和沉积学理论为指导，

建立了五级层序的高精度等时地层格架，并用最大熵频谱分析进行验证。利用岩芯、测井和地震手段，总结了研究区

浊积岩的沉积特征及与三角洲前缘沉积相的区别，通过单井、连井以及 RMS 振幅确定了坡折带的位置及浊积岩沉积

分布规律，得出该区浊积岩属于三角洲前缘河口坝远源缓坡滑塌成因，为线物源、砂泥混合型。薄层细粒浊积岩沉积

规律研究表明:①滑塌浊积体主要分布于基准面下降期，靠近层序界面，厚度较大，垂向上表现为叠加或与浊积水道

呈互层，且向上厚度增大;②上升期浊积水道往往靠近层序界面，厚度较大，表现为“箱状”水道主体，下降期浊积水道

靠近湖泛面，厚度较小，表现为“尖指状”水道侧翼; 浊积水道随基准面上升厚度减薄，随基准面下降厚度增加; ③浊积

席状砂主要分布在较深水、最大湖泛面附近，厚度较薄，或表现为垂向上叠加，或与湖相泥岩、浊积水道侧翼及滑塌浊

积体呈互层关系。勘探实践表明研究区薄层细粒浊积岩可以获得较高的油气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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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深水浊积岩有关的各种油气藏引起了

不少专 家 和 学 者 们 的 关 注，例 如 Shanmugam G 在

2000—2006 年之间发表的一系列针对“鲍玛序列”浊

积岩成因的论著［1 ～ 12］，Mulder T 在 2001—2003 年之

间有关浊积岩层序划分的著作［13 ～ 17］，以及 Walker、
Shanmugam ＆ Moiola 以及 Reading ＆ Richards 对浊积

扇沉积模式的一系列讨论［18 ～ 22］。又如我国东营凹陷

沙河街组［23］和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24］各种成因类

型的浊积扇，大多集中在厚层粗粒的浊积扇或砂质碎

屑流沉积。对于薄层细粒浊积岩，由于不能形成较大

规模的常规油气藏，往往缺少足够的重视。松辽盆地

南部西斜坡大布苏地区青一段地层中的浊积岩粒度

细，厚度薄，储层均质性差，但北部大 56 井区青一段

钻遇近 10 m 的油水同层，获日产油 100 m3 以上的高

产油流，在浊积岩砂体的勘探上获得了重大突破，因

此探讨此种类型的浊积岩成因和沉积规律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松南西斜坡大布苏地区青一段地层为例，

针对薄层细粒浊积岩储层，以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和

沉积学理论为指导，利用岩芯、测井和地震响应，综合

浊积岩沉积特征、古地形、气候因素，建立了五级层序

的高精度等时地层格架，半定量化研究了各种浊积岩

砂体的沉积规律。

1 地质概况

工区位于松辽盆地南部，横跨松辽盆地西部斜坡

与中央坳陷，展布面积约 1 400 km2，处于四大水系交

汇前缘 带 ( 图 1 ) ，包 括 西 北 部 白 城 水 系 ( 距 离 约

77． 22 km) 、西部通榆水系( 距离约 45． 40 km) 、西南

部保康水系( 距离约 78． 55 km) 和东南部长春水系

( 距离约 57． 83 km) 。据前人对大布苏地区青山口组

沉积研究表明，西南部通榆和保康三角洲展布面积合

约5 000 km2，是研究区主要物源［25，26］，西北部白城三

角洲近 1 000 km2，为次要物源，南部长岭三角洲近

2 100 km2，由于被中央凹陷带分隔，研究区内很少发

育碎屑岩沉积。大布苏地区沉积经历了西部斜坡带

和西南隆起带，搬运距离远，属于远缘物源。
工区大部分位于中央坳陷区，部分位于西部斜坡

带，此种构造地形为浊积岩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地质

背景。白垩系是松辽盆地的主要研究目的层，由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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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林大布苏地理位置及综合柱状图( 注: 图中线段表示物源与研究区搬运距离)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column of Dabusu area，Jilin

上依次发育沙河子组、营城组、登娄库组、泉头组、青
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四方台子组和明水组，青山

口组—嫩江组沉积时期，构造运动趋于减弱，断层活

动极少，湖盆整体表现为稳定下沉，水体逐渐加深，湖

面不断扩大，沉积地层展布范围扩大，超覆在下伏地

层之上，盆地由断陷转为坳陷期［25，27，28］。

2 高精度层序地层划分

2． 1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据研究区地震资料显示和前人研究成果［29，30］，

研究区青一段地层厚度较薄，在 50 ～ 90 m 之间，一般

为 70 多米，在地震剖面上仅为两根或三根同向轴。
对于粒度只有细砂—粉砂，甚至是泥质粉砂级别的细

粒沉积地层，其颗粒与泥质相同，具有较大的比表面

积，吸收放射性元素的能力依然很强，自然伽马曲线

分辨的精度往往有限，或因地层矿化度、离子类型异

常而出现“反常”现象，即 GR 低值指示泥岩，都造成

薄层细粒沉积地层的对比难度较大。因此仅仅依靠

一种手段难以对研究区薄层地层进行精细划分和追

踪，需综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区青一段沉积处

于三级层序下部，即基准面旋回上升期［32］，以厚层泥

岩、粉砂岩为主，选取稳定沉积的厚层泥岩发育段，即

全区可进行对比的洪泛面、湖泛面或海泛面作为标志

层［33］，为了对比方便，选取青二段下部靠近目标层段

最大湖泛位置，岩性上表现为蓝灰色半深湖相泥岩或

绿色油页岩，测井上表现为高伽马、低电位、高声波时

差和低电阻率，地震上表现为强振幅、中频率，强连续

性特征( 图 2) 。将标志层拉平，针对不同构造背景、
沉积环境、井震信息和旋回变化将青一段地层精细划

分为青一上亚段和青一下亚段，具体操作如下:

① 依据地震剖面上坡折带，将研究区分为不同

的构造区块: 坡折带上部、坡折带和坡折带下部; ②
坡折带上部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等浅水沉积，沉积地

层旋回性强，易于识别。青一段整体可划分为 1 个中

期旋回，即四级层序，顶、底界面以具反旋回和正旋回

特征、具冲刷面、粒度相对较粗的粉砂岩为界，其上升

和下降半旋回转换面为最大湖泛泥岩处( 图 3 中花

2—花 19 井) 。依据测井曲线在纵向上变化特征，可

进一步划分为 2 个短期旋回，即五级层序; ③ 坡折带

下部主要发育浊积岩等半深水沉积，沉积地层旋回性

差，表现为厚层泥岩加薄层孤立分布的浊积砂体，电

性变化不明显。此时应考虑物源方向，一般选取顺物

源方向剖面砂体连续性较好，在平面上局部范围内能

够追踪，确定层序顶底界面，以 2 ～ 3 m 炭质粉砂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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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级坡折带坡折与坡脚

Fig． 2 Break points and toes of the 1st grade slope break belts

图 3 花 2—黑 109 层序地层对比剖面

Fig． 3 Correlation profile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from Well Hua 2 to Well Hei 109

界，依据电性曲线，判断最大湖泛面和短期基准面旋

回，其 旋 回 界 限 与 地 形 相 一 致 ( 图 2 花 9—黑 109
井) ;④ 坡折带区段内，地层变化较快，一般上部薄，

下部地层厚，且上下砂体纵向旋回性变化极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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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图 2 花 19 井至花 7 井之间) 。

3 浊积岩沉积特征及沉积模式

3． 1 浊积相类型

研究区沉积相类型包括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

( 水下分流河道、分流河道间、河口坝和席状砂) 、湖

相沉积( 滨浅湖和半深湖) 和浊积岩沉积。前人对研

究区三角洲前缘沉积和湖相沉积已经做过相关研

究［31，37］，本文着重讨论浊积岩沉积。
早在 1979 年纳丁［33］等对沉积重力流进行了分

类，并认为从岩崩、滑坡、块体流到流体流，在力学性

质上均可构成弹性、塑性、黏性块体运动过程的连续

统一体。赵澄林［34］分别从物源、形成机制、组构和形

态四个方面对沉积物重力流进行了详细分类。按其

沉积环境可分为陆上重力流( 如冲积扇等) 、过渡型

重力流( 如扇三角洲) 和水下重力流( 如各种湖底和

海底重力流沉积) 。广义的浊流是水下重力流。狭

义的浊流是水下重力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由湖

水或海水和大量细粒、呈自悬浮、以湍流机制支撑的

砂泥物质相混合，在水体底部( 浪基面以下的较深水

区) 运动的密度流。据浊积岩泥质含量和砂体展布

形态将研究区远缘沉积浊积砂体分为 3 类:

( 1) 滑塌浊积体( slumps)
此种沉积是在一定外界触发条件( 如地震作用)

及自身重力作用( 如压实沉陷作用) 下，斜坡高部位

先存的沉积物沿斜坡以连续或不连续块体形式向斜

坡底部滑动，在斜坡下部平缓地带堆积形成的沉积

体，平面上呈扇状、团块状或不规则形状。该类型的

浊积体分为两种，一种为与物源相连的滑塌，另一种

是与物源相离的滑塌［38］，其中与物源相连的滑塌分

布较广，平面上呈扇状、舌状或狭长不规则状，砂质含

量较高，粒度相对较粗; 与物源相离的滑塌分布相对狭

窄，平面上呈长条状或带状，砂质含量较低，粒度较细。
研究区主要表现为与物源相离的远缘滑塌，其特

征如下:①岩性以相对较粗的蓝灰色、灰色及灰绿色

细砂—粉砂为主，夹暗色泥质薄层，偶尔可见炭质夹

层;②据王英民［35］研究，其典型层理包括: 包卷层理、
以拉断扭曲纹层为特征的滑塌变形层理、滑动破裂碎

块杂乱堆积，长条状碎块的长轴杂乱排列、泥质岩中

杂乱排列的砂质碎块、砂质条带、泥质岩中拉断的砂

质薄层，砂质薄层内可见纹层、砂质碎块、泥质碎块、
泥质基质混杂堆积、底部具侵蚀面，内部具不规则高

角度倾斜纹层;③测井曲线上呈反旋回特征，即 GR、

SP 和 AC 呈漏斗形，R25 呈钟形; ④地震剖面上表现

为弱振幅，连续性差的蠕虫状反射;⑤厚度变化较大，

在 2． 4 ～ 9 m 之间。
( 2) 浊积水道( turbidite channels)
此沉积是在一定外界触发条件( 如地震作用) 或

自身重力作用( 如压实沉陷成因) 下，来自陆源三角

洲前缘斜坡带的砂体不断堆积，沿着一条主沟道( 水

动力较弱) 或多条沟道( 水动力较强) 向湖盆或海盆

中心移动，形成的条带状浊积岩沉积，剖面上表现为

凹槽状、条带状。
研究区浊积水道沉积特征主要表现为: ① 岩性

主要为粉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② 发育泥岩

撕裂片、枕状构造、负荷模、液化构造等; ③ 层理类型

包括块状层理、变形层理和波状层理( 图 4A) ; ④ 粒

度概率累积曲线呈两段式，与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

道相比，悬浮总体所占比例明显偏大，一般为 30% ～
40%左右( 图 4B) ，C—M 图上明显处于浊流沉积区

域，且偏于浅水浊流区域 ( 图 4C ) ; ⑤ 测井曲线上

GR、SP 和 AC 呈钟形或块状箱型，R25 呈漏斗形或箱

型，底突变式，顶渐变式( 图 4A) ; ⑥地震剖面上表现

为弱振幅，连续性差的蠕虫状、丘状反射;①纵向上常

具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或复合正旋回特征;②单层厚度

变化不一，大多为 2 ～ 5 m，厚度变化较大，在 2． 3 ～ 7
m 之间。

( 3) 浊积席状砂( turbidite sand sheets)
此类沉积是在一定外界条件( 如波浪、湖流等)

或自身重力作用( 如压实沉陷成因) 下，来自陆源三

角洲前缘斜坡带的砂体在波浪向岸边拍打作用下，在

其前端附近形成砂泥混合( 液化现象) 沉积，或由于

压实沉陷作用而在浊积水道远端形成的舌状、席状或

椭圆状细粒砂泥质混合沉积，此种沉积往往粒度较

细，厚度较薄，展布面积较广。该沉积微相可与滨浅

湖沉积中的砂滩对比，但所不同的是泥质含量更高，

且纵向上砂体的连续性较差; 与三角洲前缘席状砂成

因类似，均为主干砂体向远端延伸的细粒沉积物，区

别在浊积席状砂粒度更细，且纵向上与泥岩组合，表

现为孤立的薄层砂体; 而后者纵向上往往表现为砂泥

互层，呈现出各种沉积微相砂体的接替。
研究区浊积席状砂的沉积特征主要表现为:①岩

性多为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并向泥岩过渡;②层理类

型包括变形层理及波状层理，发育搅混构造; ③测井

曲线上 GR、SP、AC 和 R25 表现为明显的薄层指状特

征( 图4A) ; ④地震剖面上表现为弱振幅，连续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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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花 30 井典型浊积岩岩芯沉积特征

Fig． 4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turbidite cores in Well Hua 30

的蠕虫状反射，但往往因其层薄，不易识别;⑤纵向上

表现为多期叠置现象，旋回性不明显; ⑥单层厚度较

薄，大多小于 1 m，累计厚度在 1． 5 ～ 4． 3 m 之间。
3． 2 浊积岩分布

浊积岩的形成和展布与古地形密切相关［39］，对

此，Zulfiquar A Reza 采用 ModDRE 方法，依据地貌和

地层来模拟深水浊积砂体沉积规律［40］，Pyrcz M J 利

用地质统计方法归纳出各种浊积砂体的三维展布规

律，并与河流相对比［41］。根据对浊积岩的形成和分

布的影响以及水槽试验成果( 图 5) ，笔者将坡折带划

分为两级: 一级坡折是指三角洲前缘沉积与滑塌浊积

体之间的滑坡，位于较浅水处，规模相对较大，坡度较

陡，影响浊积岩的形成及类型; 二级坡折是指浊积岩

沉积内部的地形起伏，位于较深水处，规模较小，坡度

极缓，影响浊积岩的分布及厚度。该区标志层以蓝灰

色半深湖相泥岩或绿色油页岩为主，测井上表现为高

伽马、低电位、高声波时差和低电阻率，地震上表现为

强振幅、中频率，强连续性特征( 图 6) ，将该区标志层

拉平，针对研究区浊积岩，分别沿顺物源和垂直物源

方向选取两条剖面:

顺物源剖面西北—东南向( 图 6) 砂体连续性较

好，西北主要为三角洲前缘沉积，地震剖面上地形坡

度较明显，沉积略向南倾斜，物源主要来自西北方向，

沉积微相主要以水下分流河道和前缘席状砂为主，砂

体连续性较好，基准面上升期水下分流河道发育，表

现为河道垂向叠加，河道厚度在 3 ～ 4 m 之间，下降期

以薄层席状砂为主，夹少量河口坝，砂体厚度较薄，多

在 2 ～ 3 m 之间。剖面上可见明显的三角洲前缘进退

旋回，如青一下亚段基准面下降期，花 19 与花 7 井之

间河口坝穿过坡折带在较深水处沉积，而在青一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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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浊积岩水槽试验( 注: 实验来自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初始坡度为 8°)

Fig． 5 Flume experiments and conceptual model of turbidites ( Notes: this experiment has been don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and initinal gradient is 8°)

段基准面上升期，多层前缘席状砂沉积向上逐渐减

薄。图中可见坡折带之下浊积岩主要来源于三角洲

前缘河口坝滑塌成因。此剖面靠近研究区沉积中心，

沉积微相类型以远缘浊积水道和浊积席状砂为主，浊

积岩粒度较细，多为细—粉砂级别，砂体连续性较好，

上升期浊积水道较为发育，厚度在 3 ～ 5 m 之间，下降

期泥岩夹层增多，薄层浊积席状砂主要发育于湖泛面

或上升至下降的转换面附近，厚度较薄，为 1 ～ 2 m。
垂直物源剖面西南—东北向( 图 7) 砂体连续性

较差，将标志层拉平恢复当时沉积时后沉积剖面显示

地形起伏较大，可见多个物源，主要来自西北和西南

方向，沉积微相类型包括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砂

体连续性较好，河口坝较发育，厚度在 4 ～ 6 m 之间，

以及少量前缘席状砂，厚度较薄，多为 1 ～ 2 m。剖面

上可见三个不同方向的物源以及三角洲前缘的进退

旋回。此剖面可见两个较明显的一级坡折带，分别位

于花 28—花 26 井之间和花 8—花 10 井之间，以浊积

砂泥复合体为主，厚度多为 3 ～ 5 m，浊积砂体连续性

差。基准面上升期浊积水道较为发育，厚度在 3 ～ 5
m 之间，基准面下降期泥岩夹层增多，薄层浊积席状

砂主要发育于湖泛面上升至下降的转换面附近，厚度

较薄，为 1 ～ 2 m。
综上所述，滑塌浊积体主要分布于基准面下降

期，靠近层序界面，厚度较大，垂向上表现为叠加或与

浊积水道呈互层，且向上厚度增大; ②上升期浊积水

道往往靠近层序界面，厚度较大，表现为“箱状”水道

主体，下降期浊积水道靠近湖泛面，厚度较小，表现为

“尖指状”水道侧翼; 浊积水道随基准面上升厚度减

薄，随基准面下降厚度增加; ③浊积席状砂主要分布

在较深水、最大湖泛面附近，厚度较薄，或表现为垂向

上叠加，或与湖相泥岩、浊积水道侧翼及滑塌浊积体

呈互层关系。
在地层厚度、砂体厚度及砂地比分析的基础上，

对研究区部分地区提取地震属性，研究表明 RMS 对

坡折带位置的确定及薄层砂体的识别具有较高的精

度。在此基础上，综合剖面相研究，研究区青一段浊

积岩主要分布在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三角洲前缘

沉积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和西南部地区，滑塌浊积

体呈椭圆状、团块状或不规则块状分布，砂体长轴与

物源方向平行，主要分布于基准面下降期( 图 8A) ，

尤其在青一上亚段下降期，花 7 井显示厚度达到 10
m( 图 7) ，而在上升期较薄或不发育; 浊积水道主要

呈弯曲长条状或椭圆状分布于浊积席状砂之中，砂体

长轴与物源方向平行，且基准面上升期较下降期发育

( 图 8) ，花 26 井青一下亚段上升期厚度近 12 m; 浊积

席状砂呈分散面状或席状分布，展布面积受物源供应

及基准面升降影响( 图 8) 。

4 浊积岩沉积模式

研究区浊积岩沉积总体表现为以下特征:①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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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吉林大布苏地区青一段花 2—黑 109 井沉积相连井对比剖面( 说明: 图中花 7 井显示三角洲前缘沉积进退旋回特征，

研究区青一段处于长期基准面上升阶段，早期物源供给较强，尤其是基准面下降期厚层河口坝发育直接冲过

坡折带进入深水区域，晚期表现为较薄层水下分流河道，向上逐渐消失至深水浊积岩)

Fig． 6 Sedimentary correlation profile from Well Hua 2 to Well Hei 109 of the 1st member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in Dabusu area，Jilin

图 7 吉林大布苏地区青一段花 36—花 3 井沉积相连井对比剖面

Fig． 7 Sedimentary correlation profile from Well Hua 36 to Well Hei 3 of the 1st member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in Dabusu area，J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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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松南西斜坡大布苏地区青一段各旋回沉积微相平面展布( 注: 图中白色为坡折带位置)

A． 青一上亚段下降半旋回; B． 青一上亚段上长升半旋回; C． 青一下亚段下降半旋回; D． 青一下亚段上升半旋回

Fig． 8 Micro-sedimentary facies distribution of the 1st member of Qingshankou cycles
in Dabusu area of west slope，south Songliao basin

西斜坡局部地形起伏变化，但总体表现为一西高东倾

的缓坡地形，研究表明坡度在 1° ～ 7°之间［42］;②该区

沉积物距离物源较远［26］; ③青一段沉积时期古水深

较浅，平均在 30 ～ 35 m 之间［44］;④沉积物粒度较细，

以粉砂、泥质粉砂、细砂和厚层泥岩互层为主;⑤浊积

岩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带性，在坡折带以下呈不连续

的团块状分布;⑥青一段沉积时期，构造稳定，断层极

少，沉积地层平面展布稳定; ⑦研究区厚层浊积岩的

形成与下降期河口坝滑塌有关。综合以上 6 点特征，

研究区青一段浊积岩属于三角洲前缘河口坝滑塌成

因的远缘浅水缓坡型浊积岩。据粒度和物源类型，该

区青一段浊积岩属于线物源、砂泥混合型浊积岩模式

( 图 9) 。在研究区北部坡折带之下，吉林油田研究院

项目组部署了大 56 井，在青一段钻遇 8 m 的油水同

层，试油结果获日产近 120 m3 的高产油流，在浊积砂

体的勘探上获得了重大突破。

5 结论

( 1) 以各种地质、测井和地震资料为依据，研究

区浊积岩沉积可分为滑塌浊积体、浊积水道和浊积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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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线物源、砂泥混合型浊积岩沉积模式

Fig． 9 Sedimentary model of linear source and sand /mud rich type turbidite

状砂三种微相: ①滑塌浊积体表现为粉砂—细砂、厚
度超过 3 m、“漏斗状”测井响应特征，主要位于基准

面下降期，垂向上和横向上连续性较差，分布较为独

立;②浊积水道表现为细砂—粉砂、厚度为 2 ～ 5 m、
“钟型”测井响应特征，基准面上升期厚度较大，表现为

水道主体，基准面下降期厚度较小，表现为水道侧翼，

垂向上和横向上连续性较好; ③浊积席状砂表现为粉

砂、厚度大多小于 1 m，“指状”测井响应特征，分布较

为广泛，垂向上和横向上连续性好，表现为多期叠加。
( 2) RMS 属性能够较好地识别薄层细粒砂体，

综合单井相、连井相确定了研究区坡折带的位置，浊

积岩平面分布表明: ①滑塌浊积体呈椭圆状、团块状

或不规则块状分布，砂体长轴与物源方向平行; ②浊

积水道主要呈弯曲长条状或椭圆状分布于浊积席状

砂之中，砂体长轴与物源方向平行; ③浊积席状砂呈

分散面状或席状分布，展布面积受物源供应及基准面

升降影响。
( 3) 通过垂向上、横向上以及平面上浊积岩沉积

规律研究，确定松南西斜坡薄层细粒浊积岩与三角洲

前缘河口坝滑塌有关，属于远缘缓坡、线物源、砂泥混

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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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Laws of Thin-layer，Fine-grain Turbidites of Distant-gentle
Slope: A case from the 1st member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in Dabusu area of west slope，south Songliao basin
ZHAO Ning1 HUANG Jiang-qin2 LI Dong-ming1 WU Xiao-hong1 HUANG Qi-Zhi1

(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frica Department，Beijing 100083;

2． Beijing Agency，Austriliar Laboratory Service CALS，Beijing 100029)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high-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ghy and sedimentology，isochronic stratigraphy
framework of high accuracy in fifth-level has been established，and tested by the analysis of maximum entropy spec-
trum，a case study of the 1st member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in Dabusu area of west slope，south Songliao basin．
Using cores，logging and seismic responses，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with delta front deposits were
concluded． With the analysis of single wells，connective wells amd RMS，the position of slope break belt and distribu-
tion law of turbidte deposites were verified． The turbidite deposits in this area belong to the origin of distant-mild slope
slumping of mouth bars in delta front subfacies，and were also attributed to linear-source and mud-sand rich type． The
sedimentary law of thin-layer，fine-grain turbidites certificated that ①slumps we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falling period
of base-level cycles，near the sequence boundary，thick thickness，superimposed or interlayed with turbidite channels
vertically，and thickening upwards． ②turbidite channels were usually near the sequence boundary，thick thickness，
and conducted as mainbodies of boxing logs in the rising period． But turbidite channels were usually near the flooding
surface，thin thickness，conducted as flanks of aciculate-finger logs in the falling period of base-level cycle． The
thickness of turbidite channels was thinner with the rising of base level，and was thicker with the falling of base level．
③turbidite sand shee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deeper and near maximum flooding surfaces，thin thickness，super-
imposed or interlayed with lacustrine muds，turbidite channel flanks or slumps vertically． Exloration practices indica-
ted that high-oil reserves can be found in thin-layer，fine-grain turbidites of this area．
Key words: west slop of south Songliao basin; thin-layer; fine-grain; turbidites; sedimentar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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