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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部地区第三纪的断陷盆地中发

育着一种特殊类型的沉积一水下冲积扇
。

近

年来
,

我们先后在黄哗拗陷下第三系 的沙三

段
、

沙二段的滨 W油组
,

以及河南泌阳拗陷

下第三系核三段等层位的湖盆沉积中都见到

水下冲积扇沉积或类似性质的 沉 积 物
。

目

前
,

在这些地区的这类沉积物中已发现丰富

的油气资源
,

可能为找油提供一个新的领域

和方 向
。

因此
,

水下冲积扇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一
、

水下冲积扇的沉积特征

水下冲积扇是近源 的山间洪水携带大量

陆源碎屑直接进入湖盆所形成的水 下 扇 形

体
。

当含有大量负载的洪水进入湖盆时
,

除

具有沉积物密度流 (或浊流 ) 的特性外
,

仍然

表现出一定的冲积性质
。

因此
,

我们把它称

之为水下冲积扇
,

以便区别于深海盆地中所

发育的海底扇
。

对泌阳拗陷核三段和黄弊拗

陷沙二段滨 开油组沉积时期所发育的水下冲

积扇进行了解剖研究和综合分析
,

现将其沉

积特征概括如下
:

1
.

水下冲积扇是分布在湖盆底部的扇形

砂砾岩体
。

它们常呈裙边状分布于毗邻山区

的湖盆陡岸地带
。

就单个水下冲积扇而言
,

其平面形态一般呈扇状
;
而在纵剖面 中则呈

楔形或下凸上 凹的透镜状伸入到湖盆内
。

另

外
,

水下冲积扇与山地源区之间往往有边界

同生断层发育
,

从而使湖盆边缘形成具有一

定坡度的断崖陡岸
。

例如
,

泌阳拗陷核三段

沉积时期所发育的水下冲积扇就呈裙边状分

布于湖盆边缘同生断层的下降 盘 一 侧 ( 图

1 )
。

黄哗拗陷沙二段滨正油组的水下扇亦

有类似的产出特征 (图 2 )
。

图 1 泌阳拗陷核三段时期水下冲积幼的形态

和分布简图 (据河南石油地质研究所

1 9 7 8年资料简化修改 )

注
:
文帝的作者还有郑浚茂

、

王德发
、

李蕙生

图 2 黄奔拗陷沙二段滨 l 油组时期水下冲积扁

的形态和分布简图



水下冲积扇在形态和分布特征上类似于

陆上冲积扇
,

但前者都发育在湖盆的底部
,

岩性主要为粗粒碎屑沉积物
,

夹在湖相暗色

泥岩之间
,

构成砾岩
、

砾状砂岩
、

砂岩和泥

岩的韵律沉积
。

单个韵律 的厚度变化较大
,

一般为 5厘米一 2 米不等
。

砂砾岩中含有少

量碳化植茎和植屑
。

暗色水平纹理泥岩含有

以淡水组合为主的介形虫
、

鱼骨和瓣鳃类化

石
,

夹有薄层状灰质或泥质白云岩 和 油 页

岩
。

砂岩和砾状砂岩 中往往含有少量的外来

鲡粒和内碎屑
。

应当指出
,

在水下扇的根部

沉积中有时见到具泥裂 的黄绿色泥岩
。

这种

现象表明
,

水下冲积扇有时尚露出水面
,

遭

受风吹日晒
,

产生干缩裂纹
。

2
.

水下冲积扇的主要岩石成因类型和沉

积序列与浊流成因的海底扇相类似
。

根据岩

性和沉积构造的特点其岩石成因类型归纳为

以下六种
,

即基质支撑的 ( M a t r i X一
s u p p -

o r t e d )块状混杂砾岩
、

碎屑支撑的 ( C l a s t一

s u p p or t e d ) 块状和递变状砾岩
、

递变层理

砾状砂岩
、

块状砂岩
、

水平纹理砂岩以及具

似包马序列的
“
古典

”
浊积岩 ( lC as s i c

t o r ib id t e )
。

但有时在砾状砂岩中也 可见到

大型交错层理
。

上述各种岩石成 因类型按照一定形式组

合成不 同类型的沉积序列
。

水下冲积扇不同

部位的沉积序列是不 同的
。

扇根的沉积序列

自下而上为混杂的块状砾岩和递变层状砾岩

一砾状砂岩
。

扇中水下网状河道的沉积序列

从下到上由递变层理砾状砂岩和水平纹理砂

岩或块状砂岩组成
。

扇端的沉积序列主要为

具似包马序列的
“
古典

”
浊积岩

,

其中以 C
、

D和 E段组成 的沉积序列为主
。

3
.

水下冲积扇沉积 的粒度分布很独特
,

它表现出密度流和牵引流沉积的组合型式
。

根据黄弊拗陷沙二段滨 弃油组和泌阳拗陷核

三段的粒度分析资料
,

扇中沉积的C / M图为

急流型的牵引流沉积图式 ; 而在扇中前缘和

扇端部分则显示了浅水浊流沉积 的 C / M 图

式
。

扇中沉积的概率曲线具有特殊型式
。 `

臼

以悬浮总体为主
,

但含有一定数量的跳跃和

滚动总体
.

,

而且其细截点较粗
* 。
上述粒度分

布特征显示了急流型的洪水性质
。

但扇端沉

积的概率曲线表现出浊流型的较细粒悬浮沉

积图式
。

4
.

水下冲积扇成因的砂砾岩主要属成熟

度
* *

低 的
、

具混杂结构的岩屑砂岩或砾状砂

岩
,

有时尚与一定数量 的外来鲡粒和内碎屑

共生 (见表 1 )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在岩

石类型上它们主要为成熟度低 的岩屑砂岩或

砾状砂岩
,

岩屑含量一般大于 25 %
,

个别可

达 50 %以上
,

其成分因物源不同而 变 化 很

大
。

岩石结构成熟度亦较低
,

主要为大小混

杂
,

分选较差的混杂结构
;
粗大的碎屑颗粒

可与云母
、

长条状石英
、

长石等漂浮矿物共

生
。

与典型浊流成因的杂砂岩不同之处在于

粘土基质
「

的含量很少
,

其平均含量一般少于

2 %
。

上
.

述岩矿特征说明
,

水下冲积扇成因

的砂砾岩具有近物源
、

搬运距离短和迅速堆

积的沉积
.

特点
。

值得指出的是
,

具混杂结构的砂砾岩有

时尚见有一定数量的鲡粒和内碎屑 与 之 共

生
,

其最高含量可达 10 %左右
。

鲡粒类型主

要为表鲡和不对称鲡
,

而且常见有程度不同

的磨损现象
。

内碎屑主要是泥晶灰岩和表鲡

灰岩的砂
、

砾级岩屑
。

混杂结构与盆屑共生

的这种反常现象不仅证明冲积扇砂砾岩的水

下成因
,

而且还反映了鲡粒和内碎屑主要是

从湖盆边缘由洪水水流冲刷搬运而来
。

当然
,

这并不排除部分鲡粒是在湖盆内部波浪所及

长 引自武汉地院
、

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的
“

黄烨拗陷下第三系两体成因及沉积环境标志
” 。

料 成熟度即颗粒的分选磨圆程度
.

.

; 多



的浅水条件下形成的
。

衰 1 黄释翔陷8一“ 井沙二段澳丁油组砂岩成分和结构
、、

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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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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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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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空间上
,

水下冲积扇沉积从根部到

端部岩性由粗变细
,

分选性由差变好
,

厚度

由厚变薄
。

随着岩性的变化
,

沉积构造和沉

积序列也有规律地发生变化
。

二
、

水下冲积扇各个带的沉积特征

根据其地貌和沉积特征可将水下冲积扇

划分为扇根
、

扇中和扇端三个带
。

现将其各

个带的沉积特征分别描述如下
:

.

( 一 ) 扇根的沉积特征

扇根位于水下冲积扇的根部
,

分布范围

不大
。

其沉积物主要由砾岩和砾状 砂 岩 组

成
,

中夹灰绿
、

黄绿色泥岩
,

岩性横向变化

大
。

扇根 的沉积序列一般
一

F部为基质支撑的

或碎屑支撑的块状混杂砾岩
;
上部为递变层

状砾岩和砾状砂岩 ( 图 3 )
。

其顶部有时出

以上
,

其成分随源区的母岩性质而变化
;
在自

然电位曲线上表现为幅度不大的筒状
,

其顶

底呈渐变形 (图 4扇根部分测井曲线的上部 )
。

碎屑支撑砾岩的特点是
,

砾石之间皆为

大小不等的砂或细砾所填隙
,

与基质支撑的

砾岩相比
,

其分选性明显变好
。

递变层状砾岩和砾状砂岩
,

一般皆为正

递变
,

自下而上 由粗砾递变为中砾
、

细砾和

砾状砂岩
。

偶见有 中间粗而上
、

下都变细的

双向递变砾岩产出
。

值得指出的是
,

砾石之

间一般无较细的碎屑或粘土基质充填
。

上述碎屑支撑的砾岩与正递变层状砾岩

和砾状砂岩往往连续出现
,

构成下粗上细的

沉积序列
; 因而在自然电位测井曲线上反映

为浅齿的正陀形 ( 图 4 扇根部分测井 曲线的

下部 )
。

而双向递变砾岩的测井曲线特征为浅

齿 的反陀形 (见 图 4 扇根测井曲线的中部 )
。

现灰绿
、

黄绿色具泥裂

的泥岩
, 底部则与下伏

岩层呈突变冲刷接触
。

单个沉积序列 的厚度一

般在 2一 3 米以上
。

但

有时基质支撑的混杂砾

岩可单独产出
。

基质支撑的砾岩主

要由泥
、

砂和砾石混合

而成
,

分选很差
,

有时尚

图 3 扇根部分的

沉积序列示意图
图 4

见有同生期 的泥砾
。

砾石最大直径在 10 厘米

泌阳拗陷核三段水下冲积扇测井曲线特

征图 (据河南石油地质研究所资料 )



从岩性
、

接触关系和横向变化等特征来

看
,

基质支撑的砾岩属泥石流或水下泥石流

成因
,

有时尚可伴有滑塌作用发生
。

而碎屑

支撑的砾岩和递变层状砾岩可能是洪水水流

沉积作用的结果
。

由块状混杂砾岩
、

递变层

状砾岩
、

砾状砂岩和灰绿一黄绿色泥岩所组

成的下粗上细的沉积序列反映了由洪水水流

所造成的水下河道的冲刷和充填过程
,

而且

其水流强度逐渐衰减
。

当下一次洪水水流来

临时
,

可将其顶部的泥岩冲刷侵蚀掉
,

而使

块状混杂砾岩直接与下伏的递变层状砾岩呈

突变冲刷接触
。

上述沉积作用在水下冲积扇 的形成发育

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发生
。

因此
,

扇根部分的

地层剖面主要由基质支撑的或碎屑支撑的块

状混杂砾岩和递变状砾岩一砾状砂岩中夹灰

绿
、

黄绿色泥岩而构成 ; 在电测曲线的组合

特征上则表现为参差不齐的
、

低幅度的陀形

和筒状曲线 (图 5 )
。

场耳爪
扇 ,
一卜一一一一

扇中

—
一一 -

一

十
-
扇:

一
b

圈 5 黄释拗陷沙二段演 l 油组水下冲积脚的侧

井曲线特征圈

(二 ) 扇中的沉积特征

扇中是水下冲积扇 的主体部分
,

它占据

了水下扇的大部分面积
。

其岩性主要 由砾状

砂岩
、

砂岩和泥岩的互层组成
,

而且岩性横

向变化较大
。

据泌阳拗陷核三段和黄葬拗陷

沙二段滨万油组数口井的岩心观察和研究
,

扇中部分的沉积序列基本上有三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自下而上由块状混杂砾岩
、

递变层理砂砾岩
、

水平纹理砂岩和块状或水

平纹理的灰绿色泥岩组成
,

单个沉积序列的

厚度一般为 0
.

5一 3米
。

与扇根的沉积序列相

比
,

其特点是块状砾岩和递变状砂砾岩层不

发育
,

粒级较细
。

另外
,

偶尔在递变层理砂

砾岩和水平纹理砂岩之间尚见有大型交错层

理砾状砂岩和滚动砾石
。

第二种类型沉积序列
,

下部为递变层理

砾状砂岩
,

中部为块状砂岩
,

顶部是灰绿色

泥岩
,

其厚度一般在 1 米左右
。

第三种类型从下到上由递变层理的砾状

砂岩或砂岩
,

水平纹理砂岩或粉砂岩组成
。

单个序列的厚度为 5 厘米一 1 米左右
,

其厚

薄变化明显与粒度有关
。

上述三种沉积序列类型在特征上有相似

之处
:

①各种类型的沉积序列都属于下粗上

细的正韵律
; ②其序列的主要组成单位为递

变层理的砂砾岩和水平纹理砂岩或 块 状 砂

岩
; ③与下伏层为冲刷接触或突变接触 , ④

序列顶部的泥岩常因遭受冲刷侵蚀 而 不 存

在
。

但是
,

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
:

从第一种

类型到第三种类型
,

其序列组成由完全到不

完全
,

序列厚度由大变小
,

沉积物的粒度由

粗变细
。

这种变化不仅与源区供给的沉积物

的粒度范围有关
,

而且主要取决于沉积物在

扇 中所处的位置和沉积介质的流动的强度
。

这种变化反映了沉积介质的流动强度从扇根

向扇 中前缘方 向由强逐渐变弱
。

因此
,

在地

层剖面 中
,

上述沉积序列类型往往也是按着

一定的顺序有规律地发育
。

扇中沉积物的粒度分布特征表现出冲积

的性质
。

据黄弊拗陷沙二段滨 W油组水下扇

中部一个沉积成因单元所作的 C /M 图 分 析

( 图 6 )
,

其图形只有 P一Q一R段
,

而 且 C

值变化很大
,

从 75 00 卜到 2 0 0卜 ,

最大搅 动 指

数 C s
值为 90 0协

。

这表明水流搅动能 量较大
,

而且主要是以滚动和递变悬浮方式搬运
。

该

图形和上述结构参数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佛



雷兹诺陆上冲积扇网状河流沉积部 分 所 作

C / M图很相似 ( 图 7 )
。

这说明扇中发育有

间歇性水下河道沉积
。

行于 C =
M基线的密度流沉积

,

则是 由于洪

水水流漫出水道之后所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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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英国加里福尼亚州佛雷兹诺陆上冲积扇

沉积的C / M图 (据布什 )

泌阳拗陷核三段
x x
井扇中沉积物所作

C / M 图
,

虽然从总体来看为一平行 C = M 基

线的密度流
,

但其样品点密集部分却仍然构

成一明显的
,

P一Q一 R一 S完整的河流 型 图

形 ( 图 8 )
。

这说明扇中部分主要还是发育

了水下河道沉积
。

至于河流型图形之外
,

平

另外
,

从扇中水下河道砂岩所作的概率

图来看
,

其曲线可区分为三个总体
,

其中以悬

浮总体最为发育
,

占60 一 80 %
,

分选差 , 也

有跳跃总体出现
,

但含量不大
,

占20 一 30 %
,

分选较好
;
牵引总体则 占 1一 5 %

,

细载点

比较粗
,

S = 1
.

5小
,

相当于 中粒砂级 已进入

悬浮总体中
,

说明水流搅动能量较大
。

上述

粒度分布特征表明
,

沉积物搬运距离不长
,

沉降迅速
,

颗粒加工不充分
,

属近源急流型

的水下河道沉积
,

具明显 的洪水水流性质
。

此外
,

无论从黄弊拗陷沙二段滨丁油组

和泌阳拗陷核三段水下冲积扇沉积整个组段

所作砂岩等厚 图 (见图1
、

2)
,

还是从某个砂

层 的砂岩等厚 图 (图12 来看 )
,

扇中部分的

砂砾岩体的形态在平面上都呈分支的网状延

伸
,

如图 9 可显示出四条主要分支河道
。

而

在横剖面中它们则呈透镜状产出
。

综合上述沉积序列
,

接触关系
。

砂砾岩

体的几何形态
,

特别是粒度分布资 料 的 分

析
,

扇中部分的沉积物主要应属洪水水流成

因的水下网状河道冲刷充填沉积
。

至于网状

河道之间的地区则是由洪水水流漫出水下河

道之后所形成的低密度浊流沉积
。



河道砂砾岩层在地层

剖面中一般都夹在湖相暗

色泥岩层之间
,

而砂砾岩

本身也都含有数量不等的

再沉积盆屑
,

如表鲡和内

碎屑等
。

扇中部分的水下网状

河道沉积的自然电位测井

曲线表现为陀形或幅度较

大的块状一箱形
。

其底部

曲线常呈突变或急变接触

(见图 4 和图 5 扇中部分

测井曲线 )
,

反映水下河

道侵蚀冲刷的特点
。

(三 ) 扇中前缘和扇

端 的沉积特征

扇中前缘和扇端沉积

图 9 泌阳拗陷核三段 x x 砂层砂岩等厚圈和浦井曲线类型圈

(据河南石油地质研究所资料简化修改 )

分布于水下冲积扇的末端
,

在平面上呈凹凸

不齐的环带状
。

岩性主要由砂岩
、

粉砂岩和

湖相暗色泥岩组成
。

在横 向 上岩性变化不

大
,

各井之间的可比性较强
。

在 沉 积 序列

上
,

它们与包马序列相类似
,

因此应属低密

度的浊流成因
。

目前所见到的沉积序列类型

有以下几种 (图 1 0 ) B
、

C
、

D
、

E 型
,

C
、

D
、

E型 和 D
、

E 型等
。

其中以 C
、

D
、

E

类型最为常见
。

到 目前为止
,

尚未发现 A
、

B
、

C
、

D
、

E完整的沉积序列类型
。

单个沉

积序列的厚度一般为 5 厘米一 0
.

5 米不等
。

现将其各组成部分的特征描述如下
:

量爵 鬃
b

图功 扇中前缘和扇端的沉积序列类型示惫圈

a ) 完整的包马序烈 ( A
、

B
、

C
、

D
、

E ) ;

b ) B C D E类型 ; c ) C D E类型 ; d ) D E类型

B段 (下水平纹理段 )
:

主要由不明显

的水平纹理中细砂岩组成
,

其纹层主要由长

条状陆屑
、

炭屑或云母片等片状矿物的定向

排列而显
.

示
。

C 段 (水流波痕纹理段或变形层理段 )
:

岩性一般为粉细砂岩
,

常显示水流波痕纹理

或波状交错层理
。

有时因滑动作用或其他原

因而使波痕纹理发生变形
,

形成变形层理
。

常有小型重力断层伴生
。

与下伏岩层常为突

变接触
。

D 段 (上水平纹层段 )
:

一般 由粉砂岩

和粉砂质泥岩组成
,

显示明显的水平纹理
,

沿纹层面常分布碳屑或植屑
。

E 段 (块状泥岩段 )
:

一般由暗色泥岩

和粉砂质泥岩组成
,

有时因颜色或成分不同

而显示水平纹理
。

本段常夹有劣质油页岩和

薄层灰质 白云岩
。

含鱼化石
、

介形虫和炭化

植屑
。

它们实际上主要属湖泊或湖湾沉积
。

在单个沉积序列中
,

从 B段到 E段 的变

化次序反
,

映 了浊流流动强度逐渐减弱的沉积

过程
,

它在粒度分布上则表现为从下到上由

粗变细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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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水下冲积扇大型沉积序列类型

( a) 反旋回大型沉积序列 (b ) 正旋回大型沉积序列

泌阳拗陷的核三段较为常见
。

( 二 ) 正旋回大型沉积序列

该类型沉积序列的特点与上述沉积序列

恰恰相反
,

它是一个向上变细和变薄的正旋

回沉积序列
。

这是由于水下冲积扇的后积作

用或冲积扇朵的逐渐转移废弃而造成 的
。

因

此
,

在沉积环境上 自下而上依次由扇根沉积

变为扇中和扇端沉积
,

显示了正旋回的沉积

特征
。

黄弊拗陷沙二段滨开油组常见到这种

大型沉积序列类型
。

(三 ) 对称的完整旋回大型沉积序列

这种类型实际上是上述二种层序类型迭

合的结果
,

它反映了一个水下冲积扇或冲积

扇朵在前积作用的基础上
,

而后逐渐转移废

弃的过程
。

与上述两种类型相比
,

该沉积序

列的厚度往往较大一些
。

在水下冲积扇沉积所组成的地 层 剖 面
’

中
,

上述类型的大型沉积序列反复出现
,

这

可能和边界同生断层或洪水的周期性活动作

用有关
。

应当指出
,

图 12 中所表示的反旋回或正

旋 回 的 大型沉积序列是一个完整的理想序

列
。

但在实际地层剖面中往往由于冲积扇朵

的突然废弃或洪水水流强度的突然增加而使

上述序列发育不全
,

或者出现所谓
“
跳相

”

的现象
。

例如
,

在泌阳拗陷
x x
井 15 2 5米附近

就见到一层具双向递变层理的水下河道充填

砾岩切入扇端部分似浊积岩 的沉积层序中
。

四
、

水下冲积扇的沉积模式

和形成条件的初步分析

根据水下冲积扇上述沉积序列类型的性

质和分布
、

砂砾岩体的几何形态以及与现代

海底扇地貌特征的比较
,

我们提出了一个水

下冲积扇的沉积模式 ( 图1 3 )
。

该模式可以

作为古代沉积环境解释和预测 的 基 础
。

由

图 13 可看出
,

水下冲积扇的地貌特征及其沉

积水动力条件
,

在不同的沉积部位 变 化 很

大
,

但它们之间是有着成因联系的
。

扇根是水下冲积扇的水下主河道分布发

育区
,

但有时可局部或大部露出水面
。

据粒

度分布和沉积构造分析
,

水下冲积扇形成的

水动力为近源的洪水
。

当山洪暴发时
,

洪水

携带着大量的陆源碎屑直接进入湖盆
。

由于

湖盆边缘的坡度较陡和洪水流动的 惯 性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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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它除具有沉积物密度流 ( 或浊流 ) 的特

性外
,

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冲积性质
。

因而洪

水水流冲刷侵蚀湖底形成水下河道
,

并且 由

于坡度的突变而迅速堆积 了以滚动和递变悬

浮搬运方式为主的块状和递变层状砾岩和砾

状砂岩
。

但有时在扇根部分也有泥石流或水

下泥石流发生
。

由泥
、

砂和砾石混杂的
、

密

度极大的粘稠块体
,

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

的斜坡向下滑动
,

其结果便形成分选差的
、

基质支撑的块状砾岩
。

一般来说
,

扇根分布

不广
,

其沉积物的搬运距离也不长
。

随着远离扇根
,

湖底坡度变缓
,

洪水水

流开始分散
,

但仍然保持一定的水流强度
,

于是便形成了水下网状河道极为发育的扇 中

部分
,

它是水下冲积扇的主体
,

是沉积物的

主要堆积区
。

堆积了以递变悬浮和滚动搬运

方式为主的递变层理砾状砂岩和水平纹理或

块状砂岩沉积
。

由于水下网状河道较浅
,

当

洪水水流较大时便可溢出水道
,

形成网状河

道之间的低密度浊流的砂泥岩互层沉积
。

不

过由于水下河道的侧向迁移
,

它们往往不容

易被保存下来
。

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
,

洪水水流的能量

逐渐损失
,

它所携带的
,

以滚动和跳跃方式

搬动的粗粒碎屑物质绝大部分堆积在扇根和

扇中地区
。

因此
,

当含有大量悬浮物质的强

搅动洪水水流到达扇 中前缘和扇端时
,

由于

粗粒碎屑物质的卸载作用而以整体悬浮的低

密度浊流方式搬运和堆积其负载
,

形成了具

似包马序列的浊积岩
。

这里基本上 已无水下

河道形成
,

地形平缓
,

并且向湖盆方向逐渐

过渡为湖相泥岩沉积
。

如果水下冲积扇是在

波浪所及 的浅水条件下形成时
,

扇中前缘和

扇端沉积尚可受到一定程度的波浪 改 造 作

用
。

另外
,

水下冲积扇往往沿着湖盆边缘的

边界同生断层或断裂带发育
。

同生断层使湖

盆与源区之间呈比较陡的断崖接触
。

因而湖

盆边缘具有一定的坡度
,

这为水下冲积扇 的

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

当洪水从源区

携带大量陆源碎屑进入湖盆时
,

由于坡度突

然变化
、

流速迅速降低
,

其负载便在湖盆边缘

很快堆积下来
,

形成水下冲积扇
。

如果在沉

积过程中边界同生断层持续活动的话
,

就可

使源区不断上升
,

湖盆不断下沉并 接 受 沉

积
,

为水下冲积扇的进一步发育和保存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因此边界同生断层控制了水下

冲积扇的形成和发育
。

综上所述
,

水下冲积扇形成的根本条件

是
:

近物源
、

湖盆边缘坡度突然变化
、

间歇

性的洪水
;
长期稳定下沉的

“
箕状断陷

”
的

陡侧和具有同生断层发育的古隆起或古岛附

近
。

目前所发现的水下冲积扇形成 的古沉积

环境背景一湖泊或湖湾
,

往往具有一定的封

闭性
,

而且波浪作用不强
。

当然
,

这个条件

并不是水下冲积扇形成的必要条件
;
但对于

水下扇的保存来说
,

它 却 是 一个有利的因

素
。

水下冲积扇与前积型的近源三 角 洲 不

同
。

近源兰角洲虽然由于距离源区较近
,

因

而在三角洲平原沉积中可发育分支河道的粗



粒碎屑沉积
,

而在三角洲前缘沉积中
,

局部

也可 以出现 由浊流和重力滑动作用所形成的

砂泥互层的韵律式沉积
。

但从总体来看
,

它

们仍然主要是由板状一槽状交错层理砂岩和

波痕交错层理粉砂岩组成
;
与水下冲积扇沉

积中所发育 的岩石成因类型截然不同
。

这说

明前积型的近源三角洲沉积主要还是河流的

水流作用和波浪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
。

而水
一

F冲积扇沉积虽然具有一定的冲积性质
,

但

主要还是沉积物密度流 ( 或浊流 ) 的产物
。

五
、

水下冲积扇的含油性

隆起的斜坡地带
。

我国东部地区新生代发育着许多断陷盆

地
,

特孤是那些断陷很深的
“ 口袋式

”
箕状

断陷盆地
,

具备形成水下冲积扇沉积的有利

地质条件
。

因此
,

今后在断陷盆地找油时应

当重视寻找和研究这种类型的沉积物
,

它可

能为找油提供新的领域和方向
。

本文内所用的有关黄弊拗陷的部分资料

是我们和大港油 田岩相组的张服民同志共同

合作完成的
;
有关泌阳拗陷的部分资料是河

南石油地质研究所泌阳组的同志提供的
。

我

院的陈发景和何镜宇教授曾对本文提出宝贵

意见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水下冲积扇主要由砂岩
、

砾状砂岩
、

砾

岩和湖相暗色泥岩频繁互层组成 ; 在空间上

则直接伸入到湖相泥质沉积物中
。

是被生油

岩所围绕 的高产储层
。

水下冲积扇成因的砂岩
、

砾状砂岩和砾

岩
,

虽然岩性粗
、

分选差
、

岩性变化大
,

但

由于粘土基质含量低
,

碎屑颗粒之间多系颗

粒支撑
,

故比较松散
。

如果它们未被次生碳

酸盐矿物所胶结
,

其储油性能良好
,

而且单

层厚度大
,

故可成为 良好的储油层
。

水下冲

积扇成因的砂砾岩和湖相暗色泥岩的互层沉

积可以构成 良好的生
、

储
、

盖 组 合
。

事 实

上
,

目前已在这种类型沉积物中发现丰富的

工业油流
,

甚至砾岩亦可储油
。

水下冲积扇

往往发育在构造背景活跃的断陷盆地中
,

所

以常形成储油层多
,

厚度大的含油岩系
。

从沉积环境的角度考虑
,
水下冲积扇的

扇中部分
,

由于具备良好 的 生
、

储
、

盖 组

合
,

最有利于油气的出集
。

扇根部分
,

虽然

储砾岩层发育
,

但无 良好的盖 层
。

扇 端 部

分
,

虽然距离油源近
,

但由于砂层多为泥质

和碳酸盐矿物所胶结而变得致密坚硬
,

砂岩

层也较薄
,

不能形成 良好的储集层
。

结合区

域构造条件分析
,

油气主要聚集在生油深凹

陷周围水下冲积扇沉积的上倾尖灭带
,

或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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