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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拗陷晚侏罗世

至早白至世西界的恢复及其意义

宋子堂

(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地质大队
,

郑州 4 5 。。。6)

本文在地展及钻井 资料的基础上
,

从研究盆地的古构造背 景出发
,

对 临清拗 陷晚侏罗世至 早白奎世西部边 界的位置

和沉积类型进行 了恢复
,

并指出威县一槐桥一带的盆地边缘相是油气 聚集的有利相带
。

关健词 临清拗陷 盆地西界 沉积类型 油气勘探

作者简介 宋子堂 男 29 岁 工程师 石油地质

临清晚侏罗世一早 白垄世拗陷位于鲁西
、

冀南交界地带
,

面积约 2 4 0 0 0 km
Z 。

拗陷西界及

上侏罗统至下白奎统的原始分布面貌因受早第三纪块断运 动的改造
,

已面 目全非
,

J
3

一 K
,

仅呈孤立块体保存于南宫
、

丘县
、

大营
、

冠县
、

德州等早第三纪凹陷之中 (图 l )
。

图 1 临清拗陷上侏罗玩 一 卜白至统残 留厚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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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勘探的不断深入
,

仅了解地层现今的分布状况已显得非常不够
,

恢复拗陷的西

界位置
,

进而预测拗陷的沉积
、

沉降中心和生油中心
,

已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

正是在这种勘

探形势的驱使下
,

近年来笔者针对本区晚侏罗世一早 白奎世的原始沉积面貌做了一些尝试

性的恢复工作
,

基本认为临清地区晚侏 罗世 一早 白奎世是一个统一的大型拗陷
。

1 临清拗陷西界的新证据

大量地震及钻井资料表明
,

南宫
、

丘县凹陷以西
,

石家庄拗陷以东的北东向狭长地带
,

至

少在晚侏罗世至 白奎纪末 已是隆起区
,

属沧县隆起的南延部分 (李志文
,

1 9 8 9 )
,

又称
“

古邢衡

隆起
” 。

它的存在构成 了临清地 区晚侏世至早白奎世和晚 白奎世两期拗陷的物源区之一
,

拗

陷与隆起为斜坡过渡关系 (图 2 )
。

主要依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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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临清拗陷晚侏罗世
一

旱白至世西部边 界示意图

(l) 邢衡地区的上侏罗统至下白至统
、

上白奎统
,

无论是在早第三纪凸起上或凹陷内均

普遍缺失
。

(2) 丘县凹陷的上侏罗统至下 白至统及上白至统
,

在深凹部位 自东向西逐渐超覆变薄以

至尖灭
,

这个特点在众多地震剖面上均有清晰的反应 (图 3 )
。

巍蒸
图 3 丘县凹陷 L 30 9

.

6 地震测线时间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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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拗陷晚侏罗世至早白里世西界的恢复及其意义

图 6 临清拗陷晚侏罗世一早白里世面貌示意图

2 拗陷西部原始边界位置的确定

运用沃尔索相律
,

从沉积学角度对拗陷西部边界位置恢复如下
:

沃尔索相律指 出
,

在垂向上连续的岩相序列
,

反映沉积环境在侧向上的变化顺序 (沃尔

索
,

1 90 0 )
。

据此可以认为
,

从物源区向湖区方向砂砾岩层厚度
,

随搬运距离而逐渐减小
,

而且

一定地区的砂砾岩厚度与搬运距离之间应 当有一定关系
,

笔者在统计本区 4 口井 J
3

一K
,

砂

砾岩厚度的基础上
,

对万静萍等 (1 9 87) 的公式进行了修正
,

建立了临清拗陷西界砂
、

砾岩厚

度与搬运距离之间的关系式
:

L = 8 1
.

5一 1 2
.

7 (In T )

式中
:
L

—搬运距离 (k m ) ; T

—砂
、

砾岩厚度 (m )

并将拗陷西部临 1 1
、

丘 1
、

临 9 等井的 J
3

一K
,

砂砾岩厚度数据分别代入上式
,

求得这些井距

源 区的搬运距离为 5一 1 0k m
。

从而确定拗陷原始边界大约在南宫一威县一线西测 5 ~ sk m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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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拗陷西部边界的恢复对油气勘探的意义

多年来
,

上侏罗统一下 白奎统一直是临清西部地区油气勘探的重点领域之一
。

目前
,

临

清地 区西部已有临 9
、

临 6
、

冀参 5 等多 口钻井钻遇该套地层
,

发现 100 一 4 00 m 厚的生油岩
,

有机质丰度及成熟度指标均 已达到成熟生油岩的标准 (有机碳 0
.

5 % ~ 0
.

6 %
,

氯仿沥青
“
A

”

。
.

5 2 %
,

镜质体反射率 1
.

1 % )
,

表明具有 良好的生油能力
。

但从几 口钻井的情况来看
,

储层

均不发育
,

也是本区中生界油气一直未获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

由此可知
,

我们下一步勘探

工作的重点
,

应该是寻找与生油中心相配套的斜坡边缘相沉积
,

以期发现有利的储集岩带
。

我们通过对拗陷西部原始边界的恢复
,

已预测南宫一威县一槐桥一带是砂
、

砾岩最发育的盆

地边缘相地区
,

与丘县生油中心相配套
,

实际上这已为丘 1 井的钻探结果所证实 (图 6 )
。

至此
,

我们认为
,

位于边缘相区的槐桥构造 (图 6) 及丘县凹陷深部位的 J
3

一K
;

尖灭带是

储集岩最为发育的地带
,

且与丘县生油中心相毗邻
,

也是油气富集最有利的地区
,

是值得重

视的新的勘探领域
。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
,

曾及到刘正增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 )
、

张立芝高级工程师的有力指

导
,

特致谢意
。

(收稿 日期
:
一9 9 2 年 3 月 2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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