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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白至系青山口组与泉头组

不整合接触关系及其石油地质意义

周 振 南

(地质矿产部吉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

一
、

两组地层界线划分的讨论

1
。

两组界线原划分

自本区开展工作 以来
,

多数地质工作者认为
,

青山口组与泉头组为整合接触
,

连续

过渡
。

泉头组四段和青山 口组为一粒度逐渐变粗的水进序列
,

是地壳沉降中的统一水进

过程
。

众多的钻井资料表明
,

在泉头组红层与青山口组黑色页岩之间
,

发育一套厚度 不

大 ( 10 米左右 ) 的地层
,

灰色砂岩
、

粉砂岩
,

灰绿一深灰色泥岩
、

砂质泥岩互层
,

夹介

形虫层
、

菱铁矿层及钙质条带层
,

含介形虫
、

叶肢介
、

鱼碎片及软体动物化石
,

电阻率

曲线呈不规则锯齿状
,

自然电位曲线为丘状负异常
。

有将这套地层作为青山 口组与泉头

组的过渡层
,

即泉头组四段为河流相
、

过渡层为浅湖相
、

青山口组下部黑色页岩乃深湖

相
。

认为是一套连续相序
‘)

。

相序连续
,

沉积亦为连续
。

两组界线多划在黑色页岩之底
,

薄互层 (过渡层 ) 之顶 ( 图1 )
。

但过渡层顶 界 不

易把握
,

时有错划 ( 如南 68 井 )
。

2
.

两组界线的现今划分

据岩石组合及含化石特征
,

过渡层与上覆青山口组泥页岩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 “过

渡层
”
中所夹深灰色泥岩

,

与青山 口组下部黑色泥页岩一样
,

富含鱼碎片化石
,

应是深

湖泥页岩的边缘相
,

过渡层具多种相环境
,

有河流
、

浅湖
,

甚至较深湖沉积
,

是为青山

口湖的湖侵层序
,

该层序在盆地边缘显著变粗
、

变薄 ( 图1 )
,

虽横向有变化
,

但 仍 易

于追索对比
。

在此层之下的泉头组红层
,

系河流相沉积
,

横向变化大
,

不含或含少量化

石
,

很难进行对比故两组界线应划在横向
_

L易对比
,

富含化石的湖侵层序的底部
,

在电

测曲线特征上
,

亦易于划分
。

据详细地层对比
,

泉四段在乾安往北到新庙
,

扶余往北到民4井
,

由河流砂泥 岩 相

正旋 回
,

变为间歇浅湖红色泥岩夹薄层砂岩相
。

青山口组为 由黑色泥页岩相变为红绿互

层泥岩
,

再相变为红色泥岩夹砂岩
,

都富含化石
。

青山 口组的横向变化与其自下而上的

垂向变化极为一致
,

符合相规律
,

而与泉头组之间则无相规律可寻
。

l) 吉林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规划研究院
, 19 7 8年

,

对松辽盆地南部早白呈世中一晚期湖盆沉积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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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山 口组与泉头组界线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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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内沉积受物源区发育时间及其进退的影响
,

在青山口组一姚家组沉积时期
,

不全的物源体系可画出三种旋回曲线 ( 图 2 )
。

故以某一物源体系勾画出的旋回
,

根据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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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松江盆地青山 口 组一姚家组时期三个三角洲砂体及旋回曲线

不了整个盆地的升降运动及湖水进退过程
。

据研究
,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姚家组沉积时

与泉头组沉积时物源体系并不一致
,

青山口组发育自身的水进层序
,

只 是离物源远近而

发育程度不同
。

地壳的升降也影响到沉积物的粗细变化
。

关键在于盆地在上升末期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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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初期都有粗碎屑汉积
,

当粗细变化连续相接 时
, “可供划界的间断面多存在于粗碎屑

沉积中
” 〔‘〕

。

由此可见
,

粒度旋回曲线往往掩盖一些非正常的地层接触关系
。

总之
,

青山口组与泉头组各有其相变规律
,

没有成因上的联系
,

不具有统一的水进

过程
,

从沉积特征考虑
,

两组界线应 划在与青山 口组黑色泥页岩有成因联系的湖侵层序

的底部为好
。

二
,

青山 口组与泉头组的接触关系

1
.

钻井资料的对 比

据井下地层对比
,

泉头组顶部泉四段厚度变化较大
,

从50 一 17 0米
,

在构造顶 部 变

薄
,

而往拗陷中增厚
,

如农西 1一农 8三 口井对比剖面上
,

青山口组底部被称之为
“过渡

层” 的湖侵层序在三 口井中都可比
、

泉四段下部砂岩基本可比
,

且厚度相当
,

上部泥岩

在农西1井减薄
。

同样在盆地东部农安万金塔构造上泉三段C O :
气层 ( 1一5为气层 ) 在

所有钻遇井都是可 比的
,

从 C O :
气层往上对比

,

在万5井泉头组顶部多出一套地层
,

按

其岩性特征属泉四段
,

则其他井缺失泉四段顶部这套地层
。

除以上所列对比资料外
,

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情况
,

即泉头组四段在同一构造上厚

度变化较大
,

甚至缺失
。

2
.

地震剖面 T : 波组界面追踪

盆地内地震剖面T : 波是可追踪的区域性波组
,

众多钻井资料证实T :
波组为青 山 口

组与泉头组之间的界面
。

在中央拗陷
,

大安阶地的海陀子构造上
,

地震时间剖面T :
波组

于构造顶部有明显的削截现象 ( 图3 ) 削截的地段不仅说明有沉积间断
,

而且有削 蚀 作

用
。

图 3 海佗子构造1 86 线时间剖面T :

界面下的削截反射

万金塔构造的D S L地震剖面
,

通过构造的长轴 ( 图4 )
。

泉头组顶部地层从两翼向构

造顶部减薄以至尖灭
,

钻井资料证实泉四段在构造顶部剥 蚀殆尽
,

万 5井处该段 也 保存

不全
。

华字井阶地孤店地区
,

深井子一首字井断裂以东
,

穿越白棱花构造长轴的地震剖面

( 图5 ) 平行斜反射从构造高点向两端倾斜
。

显然
,

这些斜反射无疑与构造有关
,

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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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万金塔构造 D S L线时间剖面及地质解释

为削截现象
,

泉头组地层遭受剥蚀
,

经计算可能缺失2 00 余米
。

上述资料都局限于某些构造的顶部
,

现 以从中央拗陷延伸列西部斜坡 的1 64 地 震 剖

面 (图6) 为例
。

该剖面T : 反射波组之下不仅有削截反射
,

其
_

L还有
_

L超
。

这条剖面位 于

英台物源和通榆物源之间
,

对于了解地层发 育有特殊意义
。

::绮多岁一一一

一
二粼井三三布彭注井二一

泉头组

登娄库组
’

前中
声

{三界
T 导~ 一

图5 孤店构造 406 线时间剖面及地质解释

在该剖面内
,

T : 以下泉头组内幕反射不很好
,

但仍能辨认出削截反射
,

而削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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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位于中央拗 陷向西部斜坡过渡的坡脚部位
。

大致从乾安往西直到挑南
, T :

界 面 以
_

匕 T :

界面以下可以追索到三个反射终止点
,

反映为青山 口组一姚家组向西逐层超覆沉

积
,

是在泉头组剥蚀之后的逐层超覆沉积
。

在这条剖面上并没有见到T ,

一T :

内部的不整

合
,

即姚家组与青山 口组之 间
“

不整合
” ‘)

,

结合钻井地层对比资料可推知
,

西部斜坡大

部分地区缺失青山口组
,

姚家组直接覆于泉头组之上
,

而该区的泉头组
,

泉四段不发 育
尸叫. 昧d 游

‘ ‘
一

~
_

_
_ _ _ _

或发育不全
。 _ _ 一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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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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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6 4线时间剖面及地质释解

在拗陷区内青山口组与泉头组界线仍是一清晰的岩性界面
,

与其他构造区相 同
,

其

间的T :

界面仍是地震强反射面
。 “强反射面表示各种明显的不整合面

” 2 )
,

在 拗 陷 区

T :

反射面 仍有一些碟形和丘形的反射结构
,

说明泉头组 仍受到某种程度的剥蚀
。

在拗陷

区泉头组沉积 以后的间断是明显的
。

综上所述
,

青山 口组与泉头组非但不是连续沉积
,

而且有间断剥蚀
。

在 东南隆起区

局部构造的高部位可能普遍存在这种间断剥蚀
; 西部斜坡大部分地区

,

泉头组顶部都被

剥蚀
,

在中央拗陷区某些局部构造上也有间断剥 蚀
,

其它地区也有明显 间断
,

泉头组的

不 同层位与青山 口组接触
,

上述事实说明
,

泉头组末期有一次普遍的抬升
,
青山 口 组逐

层超覆
,

形成两组非连续接触关 系
,

故可认为两组接触关系应为不整合
。

三
,

泉头组末期构造运动

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
,

一直是个争论 的问题
。

前人曾注意到在青山 口组与泉头组

之间有一全盆可追踪的地震反射标准层 ( T :
)

,

从构造角度将其划为亚构造层
,

该界面发

育众多小断层
,

有些断层与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有关
。

地矿部第
一

二石油普查大队在六

十年代曾指出
“
泉头组第四段沉积时期

,

由于沉降作用的不均衡性
,

在盆地东部某些比

1 )青山口组与姚家组界线有两种划分
:

层为界
。

本文取后者
.

2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层研究室
,

其一是葡萄花砂体底界南延界线
; 其二是 以主要红层和主要灰绿色

地层规范第二草案及说明书
, 19 7 9年l。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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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活跃的基岩凸起处
,

主要受基底凸起的影响
,

开始发育一些古构造
” 。

他们认为泉头

组末期有些局部构造开始形成
,

但没有明确提 出有一次构造运动存在
。

随着资料的积累
,

地震剖面解释新 方法的引进
,

泉头组末期构造运动特征才有较深

入的研究
,

有新的认识
。

1
.

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主要是一次上升运动
,

使松辽盆地上升
,

遭受剥蚀
,

而盆

地东南缘的许多小盆地 ( 如双阳
、

二龙山
、

铁岭等 )
,

在这次运动后持续上升
,

再无青

山 口组以上地层的沉积
。

2
.

这次运动后沉积中心发生迁移
。

泉头组早期沉积多属断陷型沉积
,

沉积中心偏于

断裂下降盘
。

青山 口组属坳陷沉积
,

沉积中心与现今的构造区划基本一致
,

偏离泉头组

沉积中心
。

这种现象在德 惠凹陷
,

梨树凹陷均可见到
。

按照姜春发的意见
‘)

,

沉积 中心

的转移就是构造迁移
,

是一次构造运动的证据
。

3
.

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 动形成一系列局部构造
。

如大安一海沱子构造
,

孤店一白梭

花构造
,

万金塔构造
,

农安构造等
。

这些局部构造有的与基底隆起 ( 主要是断块隆起 )

有关
,

有的与褶皱有关
。

它们在青山口一姚家组沉积时期多有继承活动
,

使其向沉积构

造顶部披覆减薄
。

4
.

大安一海佗子构造
,

孤店一白棱花构造的形成
,

各与其一侧的逆断裂有关
,

是在

挤压情况下逆断裂牵引形成
,

这说明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伴随有水平挤压作用
。

5
.

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不仅复活一些老断裂
,

而且形成一些新断裂
,

局部地区有

火山活动
,

如松辽盆地北部泰康地区金6井所见
,

松辽南部随字井地区丘形反射也 可 能

是火山物质堆积形成
。

据以上实际资料可见泉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主要是一次升降运动
,

伴随有 断 裂 活

动
,

火山活动及轻度水平挤压
,

开始形成一系列局部构造
,

并使 以后沉积中心 发 生 迁

移
。

就此而论
,

这是一次很具特征的构造运动
。 “

如果依照尹赞勋等 ( 1 9 7 8 ) 的意见
,

只要下伏地层发生过褶皱
,

又遭受过侵蚀的接触关系才能算作构造运动和构造幕 ( 褶皱

幕 ) 的话
” 〔‘〕,

这次运动称不上什么幕
,

但对石油地质来说确有着重要意义
。

四
,

存在不整合的石油地质意义

不整合的存在对油气运移
、

聚集无疑是有影响的
。

扶余隆起泉头组的油气聚集
,

白

城
、

挑南地区姚家组有丰富的重质油显示都可能与这一不整合的油气运移有关
。

应该在

青山 口 组与泉头组不整合明显 ( 角度差大 ) 处
,

青山 口组生成的石油容易运移往:来的地

方
,

寻找泉头组的有利储集
。

青山口组与泉头组不整合属于生油岩底部不整合
,

是形成地层圈闭最有利的一种不

整 合
。

青山 口组下部的黑色泥页岩既是生油岩又是 良好的盖层
。

在构造的斜坡部位
,

泉

头组受到剥蚀
,

并与青山口组有明显交角
, “
倘若储层之下也有良好的隔挡层

” 〔3 〕
,

l) 姜春发
, 19 8 4年于长春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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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形成不整合面之下的截切油气藏
。

在青山口组一姚家组超覆宽的地带
, “水进层

序中的泥岩的分布大于其下 的储层分布
” 〔3 〕 ,

可 以寻找不整合之
一

七的青山 口组及姚家

组砂岩 凸镜体及砂岩上倾尖灭油气藏
。

海沱子以南
,

黑帝庙以北
,

乾安拗陷西坡一即乾

安拗陷与西部斜坡的过渡地带
,

有利于寻找不整 合面上
、

下的地层圈闭
。

在仅有姚家组

超覆的地区
,

可 以寻找以姚家组作为储层
,

而以嫩江组作为盖层的油气圈闭
。

在西部斜

坡要注意寻找这方面的地层圈闭或构造圈闭
。

在某些邻近油源而发育较 早的构造翌部或

构造鼻
,

如华字井阶地的西坡
,

要注意 寻找不整合面之下的泉头组地层圈 闭
。

还 要 注

意
,

在拗陷区
,

在青山 口组生油岩发育区
,

寻找泉头组低缓凸起及碟形凹地的地层圈闭
。

随着工作程度和研究程度的提高
,

加 以反复验证
,

在这一不整合面上
、

下寻找隐蔽圈闭

是大有希望 的
。

( L汝稿 日期
: 1 9 8 5年3月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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