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 用 概 率 图 和 因 子 分 析

对四川旺苍上三叠统沉积环境的探讨

徐修 国 陈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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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四川旺苍上三叠统剖面的 72 个薄

片粒度分析资料
,

分别用概率图的方法和因

子分析的方法加以整理
,

并进行沉积环境分

析
。

用概率图的方法在剖面上鉴别出九类概

率图成因类型一河床点砂坝
、

河床急流
、

急流

一点砂坝过渡型
、

河床河道深水区
、

三角洲

河 IJ砂坝
、

三角洲分支河道
、

三角洲分支间

湾
、

滨湖
、

浅湖
。

为整个剖面环境分析确立

了骨架
。

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
,

得出四个主

因子
,

其地质意义分别代表河床点砂坝
、

河

床河道深水区
、

三角洲分支河道和浅湖亚相

(或河漫沼泽亚相) 四种沉积环境
。

上述两

种方法在分析沉积环境时都必须密切结合其

他沉积特征的资料
。

屑
、

泥砾
, .

钙质砂球和不规则的灰岩团块
。

在灰岩团
.

决中见有月亮坪褶装蛤化石 “飞
厂

c a tu la Y u e lia n g p in g n s is)
,

岩层为薄一

中层状
,

层理类型为大型平缓的楔型层理
。

中部泥页岩段
:

富含植物化石和瓣鳃化

石
,

瓣鳃化石有海 燕 蛤 (H al o bi as p ) 拟

海 燕 蛤 〔P a r a h a lo b ia s p ) 方 褶 顶 蛤

(M y o p h
·

。r io p is q u a d r a tu m )
,

并见植 物

根和虫孔
,

层理类型主要为波状层理
、

水平

层理和波状交错层理
。

上部砂岩段
:

富含钙质结核
,

灰泥云岩

中见有瓣鳃化类
,

云南蛤 (Y u n n a n o p hor
-

u s s p ) 和植物碎片
。

层理较发育
,

有斜 波

状层理
、

波状交错层理
、

小型单向斜层理和

水平层理
。

一
、

剖面地质概况
(二 ) 须家河组 (T

3 x )

本剖面位于四川北部旺苍县城北 10 公里

沥溪岩公路边
,

这里属于四川盆地北部米仓

山隆起带南缘
。

剖面沉积特征从老至新简述

如下
:

(一 ) 小塘子组 (T a t)

与下复雷口坡组 (T : l) 呈假整合接触
。

本组 由下部砂岩段
,

中部泥页岩段和上部砂

岩段所构成的粗细粗的沉积旋回
。

下部砂岩段
:
富含植物茎 叶 碎 片

、

炭

与下复小塘子组整合接触
。

须二段

本段以砂岩为主
,

间夹少量泥页岩和煤

线
。

下部砂岩呈黄灰色
,

厚一块状中粒和细

粒砂岩
,

富含泥砾
、

炭屑及定向排 列 的 树

茎
,

常见有冲刷面
,

层理不太发育
,

主要为平

缓的楔型层理
,

水平层理和断续波状层理
。

须三段

本段为一套煤系地层
,

由砂质白云岩
、



粉砂岩
、

灰泥云岩与炭质页岩煤系组成多个

旋回
。

发育斜波状
、

波状和水平层理
,

植物

碎片和植物化石丰富
。

二
、

概率图特证及沉积环

境的分析

用薄片粒度分析的方法
,

将分析结果作

概率图(泥质杂基作为粒度组分参加作图)
,

将所作概率图与国内外现代和古代 不 同 环

境的概率 图特征进行分析对比
,

同时综合其

他沉积特征对砂岩体进行沉积环境的分析
。

在本剖面上共可划分出九类概率图成因类

型
,

其中小塘子组有点砂坝
、

河口 砂坝
、

分

支河道和分支间湾四种环境的概率图组成
。

(见图 1一A )
。

须家河组有河床深水 区
、

点砂坝
、

河床急流
、

急流一点砂坝
、

滨湖和

浅湖六种环境的概率图组 成 (见图1一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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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犷子组四种和须家河组六种概率类型图

A
.

小扩子组 1
.

点砂坝 ( 1 号样) 2
.

河 口砂坝 (了号样 ) 3
.

分支河道 (l 2号样 )

4
.

分支间湾 (n 号样 )

B
.

须家河组 5
。

河道深水区 6
.

点砂坝7
.

急流型 8
.

急流一点砂坝过渡型

9
。

浅水湖泊 10
。

滨湖

各类环境概率图特征和沉积特征分述如

下
:

(二 ) 河床深水区

(一 ) 河床点砂坝

( 1 ) 概率图特征

由分选良好的跳跃次总体和分选差 的悬

浮次总体两个直线段构成
,

不含牵 引 次 总

体
。

(见 图2一 C和表 1 )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中粒岩屑长石砂岩和中粒岩屑砂

岩
,

所见层理主要为大型平缓楔形层理
、

板

状单向斜层理和大型波状层理
。

底部常发育

冲刷面
,

其上富含植物碎片
、

炭屑和泥砾
。

综合野外宏观特征
,

对比现代
、

古代概

率图特征
,

本类概率图为典型的点砂坝
。

( 1 ) 概率图特征

由分选较差的牵引次总体
、

分选 良好的

跳跃次总体和分选差的悬浮次总体三个直线

段所构成
。

(见 图2一D 和表 1)
。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含细砾中一粗粒岩砾砂岩
,

层理

不显
,

为厚一块状平行层理
,

植物茎平行层

面定向排列
。

本类概率图总体特征与河床点 砂 坝 一

致
,

但在粗端多了一个分选较差的牵引次总

体
,

同时截点比点砂坝偏粗
,

说明水的搬运

能力较点砂坝大
,

应为河道主流线附近
,

流

速较大的深水区沉积
。



(三 ) 河床急流

( 1 ) 概率图特征

为向上凸起的多个直线段构成
。

大部分

有一个百分之几的牵引次总体和多个

体及悬浮次总体
。

牵引次总体分选较
,

跳跃次总体粗端分选好
,

向细端分选逐

段变差
,

构成了向上微凸的多段型概率图
。

典型的点砂坝
,

我们根据它在剖面
_

L的位置

经常分布在急流和点砂坝的过渡部位
,

故把

它作为急流一点砂坝过渡类型
,

它比急流少

了牵引次总体
,

比点砂坝多了一个宽的过渡

带
。

在河床相中过渡带的出现可能由于上游

急流型河流进入平原地区
,

流速减低
,

大量

递变悬浮下沉
,

加入到点砂坝的跳跃次总体

之中
,

构成了分选较差的过渡带
。

跳样差

(见图2一E 和表1)

( 2 ) 沉积
(五 ) 河 口砂坝

岩性为微含细砾的中粗粒岩屑砂岩和中

粒岩屑砂岩
。

层理不显
,

为厚一块状平行层

理
,

植物茎平行层面定向排列
。

次

根据粒度粗
、

分选差
、

牵弓峥体和多个
跳跃次总体的混杂

,

认为是急流型河流携带

多种粒级的递变悬浮物
,

在流速突然变慢的

地区
,

引起大量递变悬浮物下沉掺合到分选

较好的跳跃次总体中
,

同时又未能得到充分

的分选所致
。

(四 ) 急流一点砂坝过渡型

(飞) 概率图特征

由分选较好的跳跃次总体
,

分选差的悬

浮次总体和分选中等的过渡带三个直线段组

成
。

不含牵引次总体
,

过渡带含量变化范围

大
。

(见图 2 一F和表 1 )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粗中粒岩屑砂岩
、

粗中粒岩屑石

英砂岩
。

层理不显
,

为厚一块状平行层理
。

植

物茎平行层面定向排列
。

本类概率图特征与三角洲河 口砂坝极为

相似
,

只能根据相带的总体特征和伴生关系

来区分
,

河口砂坝只与三角洲相带伴生
,

本相

带分布于河床相中
。

格莱斯特建议用电测曲

线和伽玛曲线来 区分这两种环境
,

河口砂坝

出现于下细上粗反韵律剖面中
,

本相带出现

于下粗上细的正韵律部面中
,

电测曲线和伽

玛曲特的形状刚好颠倒
。

格莱斯特解释为不

( 1 ) 概率图特征

由分选较好的跳跃次总体
,

分选差的悬

浮次总体和分选中等的过渡带三个直线段构

成
。

(见图 2一G 和表1)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和中粒岩屑砂

岩
。

主要为楔形交错层理
,

部分见斜层理
,

含少量植物碎片和炭屑
。

本类概率图中过渡带的存在
,

可以认为

河流入海 (湖) 时
,

靠近河口流速减慢
,

造

成悬浮负载中较粗的颗粒下沉
,

掺入跳跃负

载一起移动
,

一起沉积
。

六 ) 分支间湾

潘钟祥教授在
“三角洲沉积体系特征及

其和石油的关系
” 一文中写道

: “
这种环境

主要为分支河道中间的凹陷区域
,

常和海相

通
。 ”

( 1 ) 概率图特征

为角度平缓 向上微凸的多段形和三段形

曲线
,

分选差的悬浮次总体是最主 要 的 组

分
。

(见 图2一H 和表1)

( 2 ) 沉积特征

剖面上分支间湾为一套黄褐色薄层状粉

砂质泥岩夹泥灰岩和砂质灰岩的透镜体
。

富

含海相瓣鳃化石
,

植物碎片和植物化石
。

我

们对所夹的具波交错层理的砂质灰岩作了薄

片粒度分析
。



本类概率图的成因是由于洪水期由分支

河道漫出的较粗的砂加入分支间湾细粒沉积

物中
,

并经波浪和水流微弱的改造所致
。

(七 ) 分支河道

( 1 ) 概率图特征

由分选 良好的跳跃次总体和分选差的悬

浮次总体二个直线段构成
。

二个直线段的结

合点是突然的
。

(见 图2一l和表 1)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细粒岩屑石英砂岩
。

常见小型单

向板状斜层理
。

富含泥砾和植物碎片
。

本类概率图特征与河床点砂坝相似
,

但

截点明显偏细
,

悬浮次总体含量高
。

格莱斯

特曾指出
: “

分支河道的粒度分布与上游的

直接亲源的冲积系非常类似
。

因此它们可以

与网状河或点砂坝的概率图相像
。 ”

(J、) 浅湖亚相

( 1 ) 概率图特征

由分选较好的跳跃次总体
,

分选较差的

悬浮次总体和分选中等的过渡带三个直线段

构成
,

以悬浮次总体为主要组分
。

(见 图 2

一 J 和表 1 )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砂质 白云岩
、

白云质细砂岩
、

粉

砂岩夹泥云岩
。

微波状和斜波状层理发育
。

含植物碎片
,

未见动物化石
。

本类概率图特征似分支间湾
,

说明它们

具有相似的水动力条件
,

反映由河流带入湖

盆的碎屑以机械分异作用为主
,

掺入到湖盆

内就地形成的碳酸盐沉积物中
,

由于波浪和

水流改造作用较弱
,

未能使粗粒部分充分衬勒
分选

,

反映了波基面附近浅湖沉积的水动力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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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滨湖亚相

( 1 ) 概率图特征

由一个分选很好的跳跃次总体和分选中

等的悬浮次总体所构成的近于直线状的概率

图
。

(见 图1一 J和表 1)

( 2 ) 沉积特征

岩性为细粒石英砂岩
,

儿乎不含泥质
,

见断续波状层理
,

岩石结构成熟度和矿物成

熟度均很高
。

本类概率图特征类似维谢尔的近滩砂丘

沉积和格莱斯特的成熟海滩沉积
,

可以认为

是滨湖沉积
,

但不排除湖滩砂经风的改造作

用
,

但目前缺乏可靠的证据
。

三
、 .

应用主因子分析与粒度分

析对沉积环境的探讨

主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一种浓

缩信息
,

抓主要矛盾的统计方法
。

运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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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一块状 !厚 , 块状

平行层理 }平行层 理

层理不显
厚一块状
平行层理

特
理

。

征
植物茎平
行层面定
向排列

。

含少量植姗劫尼砾
物碎片稠和耀范物娜
炭屑

。

/ !片
。

/

海相{未见动
瓣鳃化石
和植物碎
片

。

植物
。

含植物碎
片

。

发刷合咸日面冲枉碎屑刷
,

炭上物育冲面植和平定
。

茎面列排层物植行向平定茎面列物层排植行向

物

卜
分小
备 又

‘7



方法可从一些错综复杂关系的地质现象中找

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
,

每一个主因子就集中

反映地质变量间的结合关系
,

因此可以帮助

我们对大量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
。

我们将剖面上 72 个薄片的粒度资料整理

J戈7 2个标本和20 个变量 (从小于 。中至大 于

小4
.

5 ,

按中万值间隔分成 20 个 粒 级 ) 的 原

始矩阵
。

然后求每个标本之

从相似矩阵中求特征值及特耀
似矩阵

。

。

得出初

始因子载荷矩阵
。

为了便于进行地质解释
,

根据方差极大准则
,

旋转因子轴
,

从而使因

子载荷矩阵尽可能两极
“
分化

” 以利于进行

地质解释
。

表 2 主因子及其特征值

径
,

其中以 2
.

00 一 2
.

2 5小的粒级为最 主 要
,

相当于中砂岩
,

代表样品34 号 ;

因子 4 ,

主要是代表 3
.

50 一 > 4
.

50 中的

粒径
,

其中以大于 4
.

50 小的粒级为最 主 要
,

相当于粉砂岩
,

代表样品55 号
。

根据
_

l二述计算分析结果结合其他资料综

合分析
,

得出各个因子的地质意义如下 (详

见图 4 岌
.

乡)
:

因子 1 ,

代表性样品有 5 5
、

5 9
、

6 2
、

64
。

所代表的概率图为三段型
,

(图5一B C )

牵引次总体含量 3一 9 %
,

斜率 4 00 士 跳 跃

次总体含量8 0%
,

斜率 55一65
。

粗 截 点 斜

小O
·

5细截点
: 2

.

00

塑⋯鲤⋯缈⋯界壑一

里一{些
了一

{生i
二竺{梦

一

坐一

土{少
一4乞⋯

6 1

竺{少少
6 一

一

兰⋯吧
一

⋯
6 6

竺
一

}
一

吧
一

_
二⋯立员只兰

8
.

:
.

兰
一

J
_

里理
_

,

_

主要岩性
:

中

代表沉积相
:

代表性标本号

5 3
,

5 9
,

6 2
,

6 4

石琴
岩屑砂岩

。

道深水区
。

1 3
,

4 6
,
7 0

,

7 1

2
,

1 5
,

3 4
,

连9

表 2 各主因子特征值的大小
,

分别代表

了所能解释信息的多少
,

四个主因子可以解

释总信息的94
.

89 %
,

这样四个主因子 就 可

以近似地代表所有的信息
。

根据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

各因子载荷不

够
“

分化
” ,

我们进行了方差极大旋转 (图

3 ) 图中将 72 个标本划分成 四个类型
,

并指

明了每种类型的典型标本
。

表 3 中
:

因子 1 ,

主要是代 表 0
.

75 理
.

00 小中粒

径
,

其中以 1
.

2 5一 1
.

50 小的 粒 级曹知毅主

要
,

相当于中粗砂岩
,

它反映了全部信息的

6 7 %
,

代表样品6 4号
;

因子 2 ,

主要是代表 2
.

75 一 4
.

00 小的 粒

径
,

其中以小3
.

25 一 3
.

50 的粒级为最 主 要
,

相 当于细砂岩
,

代表样品13 号
;

因子 3 ,

主要是代表1
.

75 一2
.

95 小的 粒

因子 2 ,

代表性样品有 1 3 , 4 6
,

7 0 ,

7 1
。

所代表的概率图为二段型
,

(图 5 一 D
.

E )

跳 跃 次 总 体 含 量
:

60 一75 %
,

斜 率
:

4 5一 55
。 。

悬浮次总 体 含 量
:

22 一26 %
,

斜率
: 5 一 15

“ ,

细载点
: 3

.

5一4
.

0中
。

主要岩性
:

细粒岩屑石英砂岩
。

代表沉积

相
:

三角洲相分支河道
。

因子 3 ,

代表性样品有
, 2

,

1 5 , 3 4 , 4 9
。

所代表的概率图为二段型
,

(图5一F
·

G )

跳跃次总体含量
: 7 5一 5 5纬

,

斜率
: 5 7一 6 0

“ ,

悬浮次总体含量
:

15 一25 %
,

斜率
: 8 一1 5

“

细载
: 2

.

3一 2
.

5小

主要岩性
:

中粒长石岩屑砂岩
。

代表沉积相
:

河床相点砂坝
。

因子 4 ,

代表性样品 为 30
,

55 号
。

所

代表的概率图为三段 型
,

(图 5 一H
、

.l ) 跳

跃次总体含量
:

50 一60 %
,

斜率 5 00 士悬浮

次总体含量
:

30 一50 %
,

斜率 5 一 7
。 。

细载点
: 3

.

8一 4
.

8小
。

主要岩性
:

粉砂岩
。

代表沉积相
:

河漫沼泽亚相或 浅 湖 正

相
。



表 3

因 ,

惫
分 , 。:

}}}}} 因 子 111 因 子 222 因 子 333

粒粒级间隔 1/’a 小小小小小

<<< OOO O
。

1333 0
。

0222 0
。

0 999 0
。

0 222

22222 O一0
。

2 555 一一 O
。

0222 0
。

0 777 0
。

0 222
OOOOOOO

。

1222222222

33333 0
。

2 5一 0
。

5 000 0
。

2 444 0
。

0555 0
。

1 444 0
。

0777

44444 0
。

5 0一O
。

7 555 0
。

5 999 O
。

JSSS 0
。

3 111 0
。

1 222

55555 0
。

7 5一 1
。

0 000
:

1
。

4 2 !!! 0
。

1666 0
。

6 444 O
。

2 222

66666 1
。

0 0一 1
。

2 555 2
。

1 8 ::: 0
。

1444 0
。

6 666 O
。

3 000

77777 1
。

2 5一 1
。

5 000 ! 2
。

5 5 * !!! 一 0
。

1 111 0
。

2 222 一 0
。

1 111

88888 1
.

5 0一 1
。

7 555
:

2
。

0 2 ::: 一 O
。

2 111 一 O
。

7 000 一 0
。

1 777

99999 1
。

7 5一2
。

0 000 1
。

4 1
:::

一 0
。

3 111 一 1
.

7 000 一 0
。

1 777

111 000 2
。

0 0一2
。

2 555 0
。

1222 一 O
。

2 333 一 2
。

5 1* !!! 一 0
。

4 888

lll 111 2
。

2 5一2
。

5 000 一 O
。

0 999 0
。

()666
:
一 2

。

10 ::: 一 0
。

2 222

111222 2
。

5 0一 2
。

7 555 一 0
。

3 111 O
。

{)888
: 一 2

。

0 333 0
。

2 888

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2222
。

7 5一 3
。

0 000 一 0
。

0 222 2
.

(.2 !!! 一 0
。

5 444 1
。

4 777

111 444 3
。

0 0一 3
。

2 555 O
。

0 888 : 2
。

()8 !!! 一 0
,

1 222 0
。

7 333

111 555 3
。

2 5一 3
。

5 000 O
。

1777
,

2
。

2 9 * :::

0
。

3 888 0
。

2 777

111 666 3
。

5 0一3
。

7 555 O
。

0 999 1
。

GOOO 0
。

2 555 一 1
.

0 8
:::

111777 3
。

7 5一4
。

0 000 0
。

1222 1
。

3 5
:::

0
。

3 777
:
一 1

。

2 6 :::

lll888 4
。

0 0一4
。

2 555 0
。

0 666 O
。

? 666 0
。

2 222 一 1
.

9 000

111 999 4
。

2 5一4
。

5 000 0
。

0 444 0
。

4 222 0
。

1444
: 一 1

.

6 1 }}}

222 000 > 4
。

5 000 一 0
。

1 000 0
。

C444 一 0
。

1 222 i一 2
.

76 州州

因因 子 222 因 子 333

000
。

0222 0
。

0 999 0
。

0 222

OOO
。

0222 0
。

0 777 0
。

0 222

000
。

0555 0
。

1 444 0
。

0777

OOO
。

JSSS 0
。

3 111 0
。

1 222

000
。

1666 0
。

6 444 O
。

2 222

000
。

1444 0
。

6 666 O
。

3 000

一一 0
。

1 111 0
。

2 222 一 0
。

1 111

一一 O
。

2 111 一 O
。

7 000 一 0
。

1 777

一一 0
。

3 111 一 1
.

7 000 一 0
。

1 777

一一 O
。

2 333 一 2
。

5 1* !!! 一 0
。

4 888

000
。

()666
:
一 2

。

10 ::: 一 0
。

2 222

OOO
。

{)888
: 一 2

。

0 333 0
。

2 888

222
.

(.2 !!! 一 0
。

5 444 1
。

4 777

::: 2
。

()8 !!! 一 0
,

1 222 0
。

7 333

,,

2
。

2 9 * :::

0
。

3 888 0
。

2 777

111
。

GOOO 0
。

2 555 一 1
.

0 8
:::

111
。

3 5
:::

0
。

3 777
:
一 1

。

2 6 :::

OOO
。

? 666 0
。

2 222 一 1
.

9 000

000
。

4 222 0
。

1444
: 一 1

.

6 1 }}}

000
。

C444 一 0
。

1 222 i一 2
.

76 州州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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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方差极大旋转因子载荷变化曲线及粒度分类示意图

( D T S一 6 机 L Z一5型绘图仪绘制 )

图 4 主因子搜尹
1. 因子 1 近 山间河正朴攀相

概率曲钱类型

2 。

因子

3 ’

因

甲
支““登笙‘

’

”子‘河漫沼骥
河“

结 束 语

应用概率图可直接进行环 境 分 析
,

比

用复杂计算的矩法 或图解参数进行 环 境 分

析简单而有效
。

它可以直观的反映沉积介质

搬运的方式和得出有关参数 (三个次总体的

含量
、

斜率及截点的位置)
。

根据这些特征

再综合其他地质情况
,

可以较详细的解释碎

屑物质的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过程
,

对比 已知

环境概率图的特征直接鉴别环境
。

主因子分析可以充分利用全部粒度分析

资料所提供的信息
,

比较客观的确定沉积类

型
。

该法不足之处是突出了中位数和众数附

近的那些粒级作用
,

而对反映沉积环境非常

敏感的粗端和尾部未予强调
。

而粒度概率图

的优点正是对粗端和尾部起了放大作用
,

因

此上述两种方法在环境分析中可互为补充
。

沉积环境分析是一项综合性 的 研 究 工

作
,

单一的粒度资料不可能对环境作出正确

的判断 (不论用什么方法整理 )
。

因为相似

的水动力条件可以出现相似的粒度 分 布
,

河流
、

湖泊和海洋的局部环境中常常有相似

的水动力条件
,

因此分析沉积环境时还必须

综合其他有关资料
。

( 收稿 日期 1 9 7 9
.

10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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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因子分析中各种概率曲线图

B
,

因子
,

概率曲线 C
,

因子
,

高载荷样品 D
,

因子
:
概率曲线 E

,

因子
:

高载荷样品

F
,

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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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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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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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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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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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g 的计算
:

M
L g = 叉 R i/ K

i = 1

式中
:

M一正剩余值点数
;

K 一经验系数
。

K 有三个取法
:

( 1 )

数) ; ( 2 ) K = 专N ;

K = N (样品 点

( 3 ) K = 写 N
。

趋势面分析经验系数K 选取对比 表7

、 区
}

K 的 选 取

}一上1 色竺- -

- -

一一{—一{
~

哩竺卫l {塑竺
} N 1 7 】 o

A 区 }一下—
}
一

--

一一
-

一 }

—
} 一青

一

N { 4 } 0
- - -

一
- -

-

-

一卜
子

- -

—
一
{

—
{一

一
一

! N ⋯ 6 } 1

B 区 }一 一不 一丁一一 {

一——
}

—
一

—一二生一N 一 5 } 1

—
一

{

一兰一一}一一—}一一} 例 } 6 } 1

c 区 }
一 i

一}

—
{一

-

一一 一
, 一

二一N 1 4 } 1

一
监一J 二- - - - 目-

一
- 召‘一

有C l
一

的剩余异常存在
,

三个地区只有 两 个

含油区没有异常
,

还有两个异常点不在含油

区内
。

这是因为C l
一

与油气并没有 直 接 关

系
,

只是 由于油气存在的环境中
,

有 利 于

C l
一

的富集
,

因此C l
一

的剩余异常与 油 气 的

存在之间有较高的概率关系
。

如果把不存在

Cl
一

异常的油区和C I
一

异常不在油区 都 算 为

非成功的
,

那末
,

在这三个地区
,

应用趋势

面分析中的Cl
一

剩余异常确定油区的成 功 率

可达 81 %
。

看来对勘探油气是有
卜

一 定 意 义

的
。

(收稿 日期
: 1 9 7 9

.

1 0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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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

表 7 可以看出
,忿

K = N (见表 7 ) 由

数 K 选用 N 比选 用

于 N在含油 区的异常点数 多
,

而 非 含 油区

的点数并不增加
。

计算出异常分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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