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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沿深水箕状谷纵向搬运的重力流沉积

姜在兴 赵微林 刘孟慧

(华东石油学院

东汉凹陷西部早第 三纪沙三段早期由于庆 祖集断层和长垣 断屠的差异断裂活动
,

结果在二断 层之 间形

成了一条走向与盆 地长 轴平 行的箕伏谷
。

重力流从南
、

北两个方向进入 箕状谷后不能径直向前搬运
,

而是

拐弯沿谷的延伸方向相向流动
,

形成 拐弯纵 向搬 宜互均深水箕状谷重力洁沉积
.

其鉴别标志是
: 1

,

沙体平面

上呈带状或椭圆形
,

在 走向上砂层向中间变薄
,

沉积物粒度 虽有变细
,

但不十分显著 ; 在横 向上砂岩中间

后
、

两侧薄
,

粒度也明显 变细
.

2 ,

在垂向层序上
,

向上变细 的正韵律发育
,

显似二元结构
.

其沉积相包括

水道和漫溢两个亚相和水道轴
、

点坝
、

近 水道 漫溢和远水道漫溢四个微 相
。

其中的水道部分是最活跃的沉

积单元
.

具迁移性
.

箕状谷重 力流沉积是油气勘 探的新领域
.

一
、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东淮 凹陷西部的胡状集断阶带上
,

西邻内黄隆起
,

东靠柳屯一海通集洼

陷
,

南
、

北分别与庆祖集构造和马寨构造接

壤
,

面积约 2 0 Ok m
“ ,

是胡状集油田 的 所 在

地
。

工区 内部发育有四条主控断层
:

长垣断

层
、

石家集断层
、

庆祖集断层和五 星 集 断

层
,

均呈北北东 向 延 伸 ( 图 1 )
。

我 们 重

点研究的是下第 三系 沙 三 段 下 部 (简称

E s 3 ‘下 )
,

这是一套盐岩
、

粘土岩和砂 砾岩

剖面
,

厚一千余米
。

其中的碎屑岩的形成环

境既不是三 角洲
,

也不是湖底扇
,

而是一种

特殊的拐弯纵向搬运的重力流
。

二
、

研究综述

图1 区域构造简图
A

.

五星集断层 B
.

庆祖集断层 C
.

石家

集断层 D
。

长 垣断层

拐弯纵向搬运的重力流沉积属非扇浊积

岩的一种
,

国内外的报道不多见
。

w a lk e r ( 工9 7 5 ) 认为这类浊积体 出 现

于外枝准地槽环境中
。

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的中奥陶统和 中央阿帕拉契亚山的中奥陶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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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水流向与盆地长轴平行
,

碎屑物质的供给来 自各个方向
,

既有长轴的一端
,

更有短

轴方向斜坡上的许多点
; 浊流顺斜坡流入盆地后都会转弯向盆地长轴低洼的一端流动

、

沉积 ( 吴崇绮
, 1 9 8 6 )

。

许靖华等 ( 1 9 8 0 ) 指 出
,

美国文突拉盆地上新统一更新统主要有四大岩石类型
:

¹

泥岩相
, º砾岩相

,

» 递变砂岩相
,

¼ 薄层砂岩相
。

它们分别形成于盆地斜坡
、

海底峡

谷或扇
、

海槽
、

盆地侧翼或陆隆环境中
。

作者特别强调
,

海槽递变砂岩相形成于海底峡

谷或海底扇浊流的拐弯
、

沿盆地长轴的纵向搬运
、

沉积
,

而海底扇或峡谷沉积不发育
。

H e in 和 w a lk e r ( 19 5 2 ) 认为
,

加拿大魁北克寒武一奥陶系C
a p E n r a g e 组的浊积体

也不是海底扇
,

而是具阶地的辫状水道
。

为大陆坡角下与陆坡走向平行的水道沉积
,

浊

流是来 自斜坡上的多处物源
。

在辽河凹陷的东斜坡上
,

在边界大断层之西不远有一条与之平行但倾向相对的一条

断层
,

二者构成狭长的断槽
,

岸上洪流到此后不 能向西扩张
,

而是顺断槽南北流动
,

呈

狭长条带状沿边界断层分布
,

岩性杂乱
,

泥砂砾混杂
。

断崖上面可能有多个浊流供给点

( 吴崇摘
, 19 5 6 )

。

三
、

拐弯纵向搬运重力流的形成

早第三纪沙三段是东淮 凹陷的裂陷期
,

本区的四条主控断层开始有不 同程度的活动
。

断层生 长 曲 线 和 古构造发育史都揭 示沙 三 段 早期 五 星集和石 家 集 断 层活度 不

强
,

庆祖集和长垣断层起控制作用
,

而前者的活动

强度 (生长指数Q
= 3 . 9) 又远大于后者 ( Q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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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致基底 向庆祖集断层回倾
,

向盆地翘起
,

形成一侧陡
、

一侧缓不对称的谷地
,

称为箕状谷

( 图2 )
。

其地貌特征 ( 图3 ) 是
:
¹ 夹于庆祖集

与长垣断层之 间
,

延伸方向与其一致
,

平行于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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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沙三段早期古构造横剖面图 图3 沙三段下部地层等厚图
( 反映了箕状谷的地貌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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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沙三段下部砂岩百分比图

(说明物源来自南部和北部两个方 向 )

地的长轴方向
。

º中心轴线处深度最大
,

朝

东
、

西两侧变浅
,

但变化梯度西大东小
,

反

映西陡
、

东缓
。

» 纵贯全工区
,

北起胡 19 井

一带
,

南至胡 10 井一带
,

且南
、

北浅
,

中间

洼
,

如胡 19 至胡 5一2井至胡22 井的地层厚度

变化是6 0 0 m 一 130 0 m 一s som
。

上述古构造
、

古地理背景决定了沉积物

的分散型式
: 当内黄隆起上的 山地暴洪时

,

高密度的洪流 ( 泥石流 ) 将跨跃斜坡 ( 庆祖

集 断层 以西 )
,

并在箕状谷的陡坡一庆祖集

断崖处获得位能而加速
,

直插湖底一箕状谷

内
,

由陆上泥石流转变成深水重力流
。

但 由

于箕状谷 向东翘起 ( 倾角达20
。 ) , 故 重 力

流不能直接向前运动
,

而只能在坡 角 处 拐

弯
,

沿谷的轴线向低洼处搬运
、

沉积
,

即从

北部 的胡 19 井一带和南部的胡 10 井一带相向

朝胡5井一带流动
,

形成拐弯纵向搬运 的 重

力流 ( 图4 )
。

目前国内外发现的拐弯纵向搬运的浊流

其古流向是单 向的
,

而本区的古流向则为双

向的相向运动
。

根据镜下岩屑 的 研 究 ( 表

1 ) , 发现近源区 (北部的胡1 9
一 1井和南部的

胡 7
一 18 井 ) 的岩屑含量普遍高

,

且不稳定的

组分
,

如碳酸盐岩
、

泥岩大量出现
; 而远源

区 ( 胡32 井 ) 岩屑含量明显降低
,

稳定的岩屑一多晶石英含量最高
。

清楚地反映了重力

流是从南
、

北两个方向朝中间流动的
。

表 1 沿 箕 状 谷 走 向 岩 屑 的 变 化

井 号

平均含量

丰度顺序

3335 。 0 %%%

一一

一
一一
-

生兰- 一⋯一
一

.

望
-

一
一

一一一兰三些
一一一一- }一一

-

一里竺竺

—
一

多晶石英
、

隧石
、

流纹岩
、

1泥岩
、

流纹岩
、

碳酸盐岩
、

多晶石

砂岩
、

碳酸盐岩 }英
、

隧石

四
、

深水重力流沉积相标志

( 一 ) 深水标志

1 . 沉积物为暗色
。

根据岩心观察
,

粘土岩为灰一灰黑色纹层状泥岩或灰褐一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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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页岩
,

系重力流过后的正常深湖沉积
。

砂砾岩呈浅灰一黑灰色
,

砾岩中的细粒填隙

物也为暗色
,

反映为还原较强的深水沉积环境
。

2
.

深水 觅 食 迹发育
,

见于页岩的层面上
.

或平行层理砂岩的底面
。

3
.

未见浅水标志
,

如水流波痕
、

垂直生物潜穴及扰动构造等
。

( 二 ) 重 力流沉积标志

1
.

结构
。

¹ 低结构成熟度
、

低成分成熟度
。

杂基支撑砂砾岩发育
,

砾岩成分复杂
,

由泥岩
、

碳酸盐岩
、

中酸性喷出岩和硅质岩等组成
。

在镜下
,

砂岩中见极不稳定的陆源

碳酸盐晶屑及海百合茎 ; 杂基含量多在 15 % 以上
,

构成杂基支撑或似斑 状 结 构
。

º分

选
、

磨圆差
。

粒度概率图上以单段式和上拱式为主
,

粒级变化 范 围 大 ( 图 s
a ) ; C

一

M

图点群中可划出一条平行于C
= M基线的中线 ( 图5b )

,

反映了高密度流的递变悬 浮 沉

积
。

砾岩的岩块一般磨圆极差
,

有 的具一定的圆度
,

可能是再轮回的
;
砂岩中的颗粒以

棱一次圆状为主
。

2 . 构造
。

重力流形成 的沉积构造十分

发育
,

如递变层理
、

变形一滑塌 构 造
、

槽

模
、

重荷模
、

水下岩脉
、

鲍玛序列
、

撕裂

屑等
。

l一 杂 圣支排 冉人 , 2356
.

93

十 0
。

9 5

2一平行层 理 卯 石 质砂岩
,

24 05 9 6 十0
.

6 5

(洛日恻O

五
、

相模式

( 一 ) 岩石相 ( L lt h o fa c i e s )

如前所述
,

本区为一套深水 碎 屑 岩

体
,

其岩石相可归纳为如下八个类型
。

1 . 杂乱砾岩相
,

较常 见
。

分 选
、

磨 圆

差
,

无组构
,

复成分
,

填隙物为泥沙
,

底

冲刷明显
,

厚 10一24 0 e m
,

平均so c m
。

门门门门 尸尸日日}
,,

门门
广广夕夕夕 口口口口份份.....

{{{目目几几
厂厂二二} 夕夕目目

厂厂厂厂

10 印 10 0 200 印0

M 值 (p m )

b

图 5 粒度概率图 ( a ) 和C
一

M图 ( b )

2 . 卵石砂砾岩相
,

常见
。

分选较差一中等
,

次棱一次圆状
,

复成分 ; 卵石多呈定向

排列
,

有的见平行层理和单斜层理
; 底面一般具冲刷

,

有时为 冲 刷
一

充填构造 , 厚 8 一

9 0 e m , 平均 4O
c m

。

3 . 块状砂岩相
,

较不常见
。

平均厚30c m ( 10 一 l ooc m )
,

为中粗
、

中细砂岩
,

内部

不显构造
,

底部一般无冲刷
。

4 . 平行层理砂岩相
,

较常见
。

为粗 粉 砂
一

中砂岩
,

底多无冲刷
,

以厚度大 ( 最厚达

30 0 “m , 平均 l o o
c m )

、

不与鲍玛序列配套
、

夹于暗色泥岩中为特征
。

5 . 鲍玛序列浊积岩相
。

常见T ab
、

T abc
、 ’r bc 组合

。

6 . 叠复冲刷砂岩相
。

常 见
。

平 均 厚 6 o
e lr L, 最 厚 达25 o e m

,

以T a a
、 T a b

、 T bb或

T a a. b b序的重复出现为特征
,

底具冲刷或重荷模
。

7 . 滑塌岩相
。

包括页岩滑塌
、

砂岩滑塌和沙泥混杂滑塌三类
。

8 . 暗色粘土岩相
。

为正常深湖沉积的泥岩和页岩
,

厚度最大可达十几米
,

见深水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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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沉积相

拐弯纵向搬运的箕状谷重力流沉积可 以分 出两个亚相
、

四个微相 ( 图 6 )
:

图6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的立体模式

1
.

水道亚相
。

位于箕状谷中较陡的一边
,

由两个微相组成
。

水道轴微相是水道中最

深的沟槽
,

是水下重力流最粗碎屑沉积的场所
,

以岩石相 l (简称相 1 ) 为代表
,

见相 2 和

相 6
。

点坝微相发育于水道轴以外的缓侧
,

呈坝状突起
,

其形成可能与重力流弱的 侧 向

加积有关
。

沉积以相 2为特征
,

有相 6
、

3
、

4等
。

2
.

漫溢亚相
。

位于水道的两侧
,

系重力流溢出水道沉积而成
。

该亚相向岸方 向 (陡

侧漫溢 ) 不发育
; 而向盆地方向 ( 缓侧漫溢 ) 发育

,

面积大
、

范围广
。

包括两个微相
:

( 1 ) 近水道 漫 溢微相
,

它有天然堤 ( 水下 ) 的

特点
,

以相 5 和相7沉积为主
,

也见相 4 和相 3
。

( 2 ) 远水道漫溢微相以相 5和相 8组合为 特 点
,

系低密度流沉积的产物
。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的垂向层序有三种
。

1
.

向上变细变薄层序
:

可与曲流河 的层 序相

比较
,

具二元结构
。

底为一明显的冲刷面
; 下部

是水道沉积的相 1
、

2
、

3
、

4
、

6组合
,

厚达 7 m ;

上部为漫溢亚相 的6
、

5
、

7
、

4
、

3
、

8 岩石 相 组

合
,

砂层变薄
,

甚至被泥岩分隔 ; 顶为 相 8
。

在

自然 电位 ( S P ) 曲线上
,

下呈宽缓 的 箱 形
,

向

上变成指状 (图 7 a )
。

这种层序可 以单独出现
,

夹于正常深湖沉积

的相8中
,

但更常见的是多个层序 叠 置在一起
,

S P曲线 层序

.谬意瞥嗯兮
b

别

S P曲线

试了味喊乏、11气

图7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的垂向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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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序间以冲刷为界
,

远漫溢发育不全
。

构成迭复冲刷的向上变细 (变薄 ) 复合序列
。

砂

层厚度大
、

连续好
,

是理想的勘探 目的层
。,

向上变细
、

变薄层序形成重力流能量的逐渐衰减或水道的倾向加积
、

迁移
;
复合型

层序则反映了重力流事件的反复进行
。

另外
,

一个完整的向上变细
、

变薄层序代表着箕

状谷从形成到消亡 (对于某观察点而言 ) 的一个沉积旋回
,

故可用其厚度估计箕状谷的

深度
,

结果约达3 5 m
,

其规模略见一斑
。

2
.

向上变粗
、

变厚层序
,

不常见
。

形成于重力流能量的增强或水道的退积作用 ( 向漫

溢沉积区迁移 )
。

3
.

向上变粗
、

变厚一变细
、

变薄层序
,

最常见
,

可以看作是层序2与层序 1的迭加
,

而 以向上变细的层序为主 (图7b )
。

层序下部为细粒沉积
,

厚度较小
,

冲刷不发育
;
上

部沉积粒度粗
,

往往由多个向上变细层序组成
,

厚度大
,

构成该层序的主体
。

总厚一般

十儿米
,

最厚达5 0余米
。

这种层序可以形成于重力流能量的不断加强和多次发生
,

但更重要的是水道朝陡侧

的侧向迁移
。

结果陡侧沉积多被侵蚀掉
,

仅有少量保存
,

主要为水道和缓侧漫溢沉积
。

从岩石相和垂向层序的平面分布来看
,
.

横向 (垂直于箕状谷的走 向 ) 变 化 大 ( 图

sa )
,

这是因为水道为砾质和砂质高密度流 沉 积 ( 胡7
一

18 井 )
,

粒 度 粗
; 而 其 两 侧

(胡 7井和胡 27 井 ) 则 以漫溢砂质低密度流和砂质低密度流沉积为主
,

粒度显然 变 细
。

在纵向 (平行于箕状谷走向 ) 上又有南
、

北粗
、

中间细的趋势
,

但变化不快 ( 图8b )
。

其原因可能是
:

( 1 ) 多物源 供 应
,

南
、

北为主物源
,

但途 中也可能有小物源的加

入 ; ( 2 ) 搬运距离近
、

沉积速 率 快
,

使

得水道里的高密度重力流来不及发生机械

分异作用或分异得极不完全
; 而水道外的

漫溢沉积受到的局限小
,

可发生一定的分

异
。

胡 7 胡 7 一 19 胡2 7

翼露纂
六

、

砂体分布
胡约 胡 7 一招

1
.

平而上呈带状和椭圆状
:

砂岩等厚

图 (图 9 ) 和砂岩百 分 比 图 ( 图 4 ) 都说

明
,

砂体的延伸与箕状谷的走向一致
,

近

N E 向
。

砂层厚度和砂岩百分 比 南
、

北两

端高
,

中间低
。

如果横过砂体的延伸方向

来看
,

中间 (轴部 ) 砂岩厚度大
、

百分 比

鬓矍鬓暴
图8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的横向 ( a ) 和纵

向 ( b ) 分布图

也高
,

可出现独立的椭圆状砂体
; 而向东西两侧厚度减小

、

百分比降低
。

这是因为中间

轴部为水道
,

是粗碎屑长期沉积的场所
,

椭圆状砂体可能相当于水道的点坝部位
,

砂质

更发育
; 两侧则为漫溢沉积

,

有较多的泥质夹层
,

最外侧的远水道漫溢砂层开始尖灭
。

可见砂体的分布受沉积单元 (亚一微相 ) 的控制是很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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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价

甜

图9 沙三段下部 (E s 3 ‘勺砂岩等厚图

箕状谷重力流砂体的这种平面特征是区别于三角洲和水下扇沉积的 重 要 依据之一

(表 2 )
。

表 2 箕状谷
、

水下扇
、

三角洲三种砂体的平面特征

箕 状 谷 水 下 扇 三 角 洲

延伸方向

形 态

粒 度

厚 度

与岸线平 行

带状
、

椭圆状

轴部粗
,

向岸
、

向盆地变细

轴部厚
,

向岸
、

向盆地变薄

垂直 或斜交

扇 形

由岸 向盆地变细

由岸向盆地变薄

垂直或斜交

扇状
,

指状

由岸向盆地 变细

由岸向盆地变薄

2
.

剖面上呈楔状或透镜状
:

重力流进入箕状谷后
,

一方面沿着谷中最深的水道纵向

运动
,

另一方面部分流体将漫出水道
,

向其左右两侧搬运
。

前者叫做水道流
,

后者称为

漫溢流
,

二者的运动方向相互垂直
。

胡 19吐 5 一2 23 7 一z色 2 2

一
S

介川⋯{
一顶
~ 沌互 二

日日日日日日
几:

‘

丫介; :

司侧

图1 0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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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流沉积构成箕状谷重力流沉积层序的下部
,

重力流沉积的标志也最典型
。

在水

道的延伸方向上砂层连通
,

朝下游方向厚度变薄
,

呈楔状
,

但变化递度不大
。

图 10 是沿

水道走向作的地层对比和沉积剖面图
,

箭头指示水道流的搬运方向
;
古水流是从南部的

胡22 井和北部 的 胡 1 9 一 1井相 I句朝 胡 5
一

2井运动
。

近 物 源的胡 22 井
、

胡7 一

18 井 和 胡 1 9 -

1井等的S P 曲线呈块状
、

箱状和王冠状
,

低幅 ; 岩 石 相 有 相 1
、

2
、

6
、

3 和 4 ,

厚40 多

米
。

居中的 胡23 和 胡 5 一 2井的S P 曲线下为低幅指状和钟状
,

向上明显齿化
,

向 上 变 细

的正韵律发育
,

上部实为漫溢沉积
。

砂层厚度薄于前述几 口井
。

可见水道流砂体南部和

北部厚
,

向中间变薄
。

砂清毛苏

5 一之

诊
图n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横剖面图

漫溢流砂体位于水道两侧
,

往往与水道流砂体连通
。

图 n 是横过箕状谷作的地层对比

和沉积剖面
,

水平箭头代表水道流在水道内部的运动方向
,

斜箭头代表漫溢流的运动方

向
。

胡32 至胡5 一 2井为水道的位置
。

其中胡5 一2井发育有完整的向上变细韵 律
,

为 水 道

轴微相一漫溢沉积序列
;
胡 32 井的S P曲线呈阔指状

,

为点坝沉积
;
东西两侧的 胡 21 和

胡9井 自然 电位曲线呈齿状
,

砂层厚度减薄
、

断续
,

有较厚的泥岩夹层
,

为远 漫溢微 相

沉积 ; 再向东跨过长垣断层砂质基本上不发育
。

根据地层对比
,

水道部分砂体最厚
,

向

两侧变薄乃至尖灭
,

呈下凸上平的透镜状
。

水道流砂体与漫溢流砂体的连续程度决定于漫溢流的发育程度
,

即取决于进入箕状

谷中重力流的规模
。

如果有大量的山洪进入谷 中
,

则两种砂体可能在整个箕状谷中都有

分布
; 反之若重力流规模较小

,

只限于在水道中运动
,

则漫溢流不发育
,

只有水道砂体

的存在
。

七
、

水道的迁移

水道沉积砂层最发育
,

因而对砂体的控制也最大
。

但地震反射和地层对比都揭示
,

水道的位置不是固定 的
,

而是具迁移性
。

其原因是水道流的环流作用 (与河道的迁移类

似 ) 和断层的控制作用
,

而以后者为主
。

水道在箕状谷中的迁移大约经历 了三个阶段
。

早期时庆祖集断层和长垣断层刚开始

活动
,

基底翘倾角度不是很大
,

于是重力流在势能的作用下继续向前推进一段距离
,

尔

后拐弯纵向运动
,

此时水道的位置基本上是长垣断层的位置 (图 12 1 )
。

后来庆祖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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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而夏青平下加玉骊了嚎甄趣丽骊翻获丁
.

董

I力流向前推进不远便拐弯了
,

水道开始西

迁 (图12 亚)
。

随着庆祖集和长垣断层差

异断裂活动的加剧
,

重力流朝盆地方 向推

迸 的距离越来越小
,

最后只能在庆祖集断

层坡角下发育 ( 图 12 班 )
。

在这段时间里

水道 向西迁移了约 1
.

gk m
。

水道的这种 自东向西的迁移导致 了砂

体相应的迁移
,

即早期砂体靠近长垣断层

发育
,

后期则主要在庆祖集断层下分布
。

弄清该规律对于油气勘探意义重大
。

内贫隆起

八
、

油气评价

.

新 4

.

开肪

集

一 1生卜 !
·

新 4

/
.

开36

垣
胡状集

水道流

漫滋流

图 1 2

I
,

水道在箕状谷中的迁移图

夏代表早
、

中
、

晚阶段水道的位置 )

1
.

拐弯纵 向搬运的箕状谷重力流是一

种深水沉积
,

重力流过后是正常深湖沉积

阶段
,

暗色泥岩十分发育
,

具备自身生油

的条件
。

其东紧邻长期继承性沉降的柳屯

一海通集深洼
,

故具近油源且油源充足的

特点 ; 长垣断层的通道作用使得油气从深

洼运移进箕状谷砂体中成为可能
。

2
.

从储集条件看
,

单砂层厚度大
,

可达

4 o m ( 如 胡 2 2
、

胡 7
一

1 5
、

胡 7 一 8 井 等 )
,

沿着水道基本连续分布
。

实测连通孔隙率

平均约20 %
,

空气渗透率平均 约5 14 m D ,

最 高达七千多毫达西
,

储油 物 性 良好
。

3
.

盖层也很发育
,

重力流砂砾岩被正

常深湖泥
、

页岩覆盖
,

是良好的盖层
。

特

别是胡 5 井至胡 19 井一带尚 有 盐 岩 (石

膏
、

膏泥岩
、

泥膏岩
、

岩盐 ) 分布
,

其遮

挡能力更理想
。

4
.

箕状谷 自始至终都受断层的控制
,

同生断层 的遮挡作用可形成断 层 遮 挡圈

闭
。

特别是在其发育的后期
,

砂体明显受

庆祖集断层的控制
,

于是形成了 构 造
一

岩

性 圈闭 ( 图 1 1 )
。

再一种圈闭类型是单一

的岩性 圈闭
:

由于庆祖集和长垣断层间的

地层翘斜和砂层向长垣断层的 减 薄 和尖

灭
,

故可形成上倾尖灭圈闭 ; 同时
,

水道



第 2 期 姜在兴
:
一种沿深水箕状谷纵向搬运的重力流沉积

·

1玲
·

砂体可呈透镜状向四周倾伏
、

尖灭
,

形成砂岩透镜体岩性圈闭
。

总之
,

箕状谷重力流沉积有着广阔的含油气远景
,

本区 已有若干 口井出油
,

且产量

较高
,

是油气勘探的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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