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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下白至统沉积相特征

及储集条件
。

陈 跃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 实验室
.

无锡 2 14 1 5 1)

下 白蟹统沉积是塔里木盆地 t 贾的 含油气层位
,

本 文对 早白坚世地层进 行了较 系统和详细的 沉积 相研

究
,

从沉 积相特征及储集 者特征等方面
,

阐述了下白至统的油气前景
.

关傲词 下白坚统 沉积相 储集岩

作 t 简介 陈 跃 男 34 岁 工程师 石油地质

沉积 }既况

塔里木盆地 早自平 世古地理基本上继承了晚侏 罗世的格局
,

占
‘

昆仑山 印占天山仍然保

持了侏罗纪中高 山剥蚀区的面貌
。

下白奎统沉积主要分布于塔东北及塔西南两个大钩造的

拗陷区 内
.

在民 仁一 若羌断陷区仅零星分 布于 几 个小型 的山 前沐地内
· ,

}
, r

赵隆起区缺 失沉

积
。

下白要统地层大都与下伏侏罗 系地层呈角度不整合
,

局部超贾在二叠 一 三番 系地 层之

上
。

1
.

1 塔东北拗陷区

下白平统地层称
“

片普沙良群
” ,

北起天山南缘
,

南越过中臾隆起flI 化民 仁一 罗布庄断隆

北侧
.

西包括阿瓦提断陷
.

东至孔雀河斜坡及其以南地区
。

面积较三鹿 一 侏罗 系分 布有所扩

大
.

最明显的 是原 光的沙稚隆起已明 显下沉
、

库车拗陷与阿瓦提 一 满加尔拗陷连成一个统一

的前陆盆地
,

发育成一个 Z x lo 斤k m
’

的内陆湖盆
,

沉积物主要来源于古天山
,

白北至南可分

为以下几个沉积区域
。

1
.

1
.

1 库车物陷

受天山的逆掩 负载作用
.

不断向下浇曲成最主要的沉降中心
,

长普沙良河剖面实测厚达

145 7n 、 .

其下部亚格列木组
,

称为
“

城墙砾岩
” .

为略带红 色色调的中厚层 一 块状中
、

细砾六及

含砾粗砂岩 ; 中
、

上部舒善河组及巴西 盖组为紫红
、

棕红色砂质泥岩臾灰绿色细砂六
.

粉砂岩

薄层
。

沉积厚度最发育处位于卡普沙良河至库车河沿天山山前一带
,

在靠近沙雅水下隆起处

一般厚 2 0 0 一 3 0 0 m
。

1
.

1
.

2 沙 帷水下隆起

在三叠 一侏罗纪时为隆起
,

至早白至世时
,

人部分地区开始接受沉积
.

仪残 仔羊塔 克库

O 本文是
“

八五
”

国家孟点 科技攻关项 目
“

塔里木盆地 中
、

新生界沉积特征及 储集条件研究
”

的郊 分成 果
,

参加工 作的有

陈荣林
、

朱洪发
、

罗月明
、

刘 仿俊
、

徐良发
、

李宪祥
、

方明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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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克南
、

库车东的牙哈
、

轮台以东等几个孤岛
.

以沙 5 井为例
.

下自平统厚 4 50 m
.

它位于沙雅

隆起北侧的稚克拉构造上
,

由该井向东西均有变薄趋势
。

其沉积韵律由下而 卜反映出一个粗

一细一 粗的完整旋回
.

不整合于下侏 罗统地层之上
.

1
.

1
.

3 阿 瓦提一 满 加 尔物陷

下白里统沉积主要发育于阿瓦提断陷东部及满 加尔拗陷
.

并一直向南扩展至北民卞一

罗布庄断隆北侧
。

呈一平坦而开阔的浅盆
.

沉积厚度一般 2 00 一 3。。m
.

最厚处也仅 so o n 飞左

右 (如塔中一井厚 381 n l )
。

其岩性
:

下部为褐黄色粉砂岩与灰白
、

惊 黄色细砂岩互层 臾棕褐色

泥 岩薄层
.

底部 见粗砂岩
。

中部由下往上粒度由粗变细
,

由砾状砂岩
、

含砾不等粒砂岩
、

细砂

岩
、

粉砂岩及少量泥岩构成
。

上部为棕黄色不等粒砂岩
、

中砂岩
、

灰白色细砂岩及浅棕黄色粉

砂岩等
。

1
.

2 西南拗陷区

下白垄统称为
“

克孜勒苏群
” .

西起中塔(塔吉克共和国)边境
.

沿西昆仑山北麓向东南伸

延到和田一带
.

构成南厚北薄的箕状形态
,

往北逐渐向麦盖提斜坡
_

匕超友
.

分布面积 10 多万

平方公里
.

普遍 不整合或假整合于中
、

下侏罗统之上
,

为一套红 色碎屑岩系
.

在层序上可明

显地分为两个旋回
:

下旋回下部为棕红 色夹灰绿 色块状中一 细粒复矿砂岩
、

棕色砾 岩
、

砂质

泥岩等
,

横向变化大
; 上部为棕红 色厚层 一块状细粒砂岩

,

夹少 量砾岩和泥岩
.

砂岩中交错层

理发育
. 上旋回为杂色中细粒石英砂岩夹泥岩和砾岩条带

,

常 见大型板状及槽状交错层理
。

实测康苏及乌依塔克剖面
,

厚度达 1 2 0 0 余米
.

在拗陷区最西端西姆哈纳剖面
.

以红 色色调为

主的砂
、

砾岩厚 5 0 0 余米
。

拗陷东南部玉 j] 群一 杜瓦一带
,

为褐红 色砂砾岩
.

局部为棕褐色泥

岩
,

厚度较薄
.

至杜瓦剖面仅厚 43 m
。

地震资料表明
:

下白里统在叶城至皮山沿和田深大断裂

北侧较厚
.

往北变薄
.

Y
一

7 9
一

32 0 线反映
,

克孜勒苏群向麦盖提斜坡逐渐上超
,

大约在 CD P
一

号

4 5 0 处尖灭
。

1
.

3 东南断陷区

下白坚统分 布于布雅
、

普鲁
、

且末等几个很小的凹陷内
,

为一套红 色碎屑岩系与下伏侏

罗系呈低 角度不整合接触
。

且末县其格勒克剖面厚 3 02 m
.

可分为两个旋回
.

下旋回下部为浅

黄色中厚层状砾岩及含砾粗砂岩
,

中部为浅棕红 色中薄层状钙质粉砂岩夹细砂岩
.

上部为灰

绿色中薄层状石青质中一细砂岩
;上旋回下部为灰绿色中厚层状含砾粗砂岩

.

上部为棕红 色

中薄层状粉砂质泥岩与细砂岩不等厚互层
。

于田县南普鲁煤矿向斜核部下白坚统为一套褐

红
、

灰紫 色砂岩
、

粉砂岩夹薄层泥岩
.

厚 60 0 余米
。

2 沉积相

塔里木盆地早白垄世为大陆沉积环境
,

根据岩性
、

沉积构造
、

生物组 合
、

粒度分布及钻井

电性特征
,

全盆从沉积体系可分为 3 个沉积相组 合‘图 1 )
.

2
.

1 冲积扇相组合 ( I )

主要分布于盆地周缘
,

为山区河流的出 口处
,

沿山坡向盆地呈扇形撤开
.

局部扇体发育

地区
.

扇体相连益置呈扇裙
,

并形成巨大的冲积扇体系
。

如卡普沙良河剖面亚格列木组中
、

下

部
.

发育冲积扇扇体及扇中沉积
,

其沉积特征表现为砾岩及滞留砾 岩的成分复杂
.

大 多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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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根沉积

一 粗砾岩
,

含砾粗砂岩
,

分选差
,

棱 角
一

次棱角状
.

砾

岩排列杂乱
,

层理不显
.

具底冲刷构造
。

砾石大小

悬殊
,

一般为中 一粗砾
.

少量砾石可达 20
c m

.

为典

型的冲积扇扇根沉积
。

扇中沉积的砂 岩大多为粗

一中粒级
.

砂岩分选差 一中等
,

次棱角状
,

且常夹

砾岩条带
; 砂岩中人型板状交错层理

、

槽状交错层

理极为发育
,

并见底冲刷构造
。

纵 向剖面上
、

上述

砾岩常与砂岩互相叠合 (图 2 )
,

横向上扇体形态常

呈指状交错产出
。

2
.

2 河流相组合 ( I )

河流相在盆地中分 布广泛
,

沉积 巨厚
,

以中 一

细碎屑 为主
,

发育辫状河及 曲流河 亚相的若干微

相
。

2
.

2
.

1 河道徽相

摘状交错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

摘状 交错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

十
块状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

层理不显 土

田 2 仁普秒 良河剖而 亚格

列 水组中
、

下部柱状剖面图

由于河道水体流动属牵引流性质
,

因而河流携带沉积物的粒度变化人
,

砂
、

砾为主要沉

积物
。

由于水流的冲刷分选
,

不断的将细粒物带走而粗粒的砂
、

砾残 留在河床底部形成滞留

沉积
,

常呈透镜状产出
,

并伴有叠瓦状排列
。

测井 自然电位曲线呈箱形或似箱形
,

上
、

下突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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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差 1 0 ~ so m V (图 3 )
。

2
.

2
.

2 边滩徽相

边滩是河流侧向加积作用的产物
.

具向上变细的沉积

序列
.

底部往往发育冲刷面
,

向上逐渐由含砾砂岩
、

粗砂岩向

细砂 岩
、

粉砂岩过渡
.

沉积构造上也由大型斜层理向小型交

错层理
、

波状层理过渡
。

自然电位曲线 七
,

基线向正向移动
.

底部突变
.

曲线呈钟形
.

箱状负异常
,

自然伽玛曲线 卜部为微

齿状
、

下部为微齿箱状 (图 4 )
。

2
.

2
.

3 天然珑徽相

它是河流沉积的上部旋 回
.

为一套细砂岩
、

粉砂岩及泥

岩组合
.

具有向上变细的剖面结构
,

上部泥岩明显增多
,

发

育上攀沙纹层理和水平层理
。

自然电位曲线呈低一 中偏负
.

钟

形后积式
.

底部突变
.

顶部渐变
。

2
.

2
.

4 决 口 扇徽相

常夹在堤岸沉积物 中
,

为洪水期水流溢出堤岸
,

在洪泛盆

地中形成的舌形扇状体
.

其岩性特征是粗于堤岸沉积
.

以细砂

岩
、

粉砂岩和粉一 细砂岩为主
.

发育小型 槽状交错层理和
_

L攀

沙纹 层理
.

顶部常见水平层理
,

反映出随着远离主河道水体能

量渐减的特征
.

2
.

2
.

5 泛滥 平原徽相

为主河道两侧岸后的宽阔地带
,

枯水期矫露地表
.

洪水期

河水漫过河堤大量进入地势较低的地区
.

所携带的细砂级物质

可随洪水中的悬浮物质一起
,

一旦能量骤降产生沉积
,

以粉砂

质泥 岩
、

泥岩夹少量粉 一细砂岩薄层为主
,

泥岩中往往含有钙

质团块及结核
。

如沙 17 井卡普沙良群中段发育有泛滥平原沉

积 (图 5 )
.

2
.

2
.

6 河道砂坝徽相

在边滩上发育的弧形槽状沉积
,

主要发生在洪水淹没边滩

时 期
.

是河流垂 向加积作用的产物
,

多呈透镜 状
.

如沙 22 井

4 0 5 5 ~ 4 1 3 4 m 段为一套棕褐
、

浅灰色砂泥岩互层
.

砂岩具向上

变细的正韵律特征
,

岩芯中见冲刷面和水平泥岩条带
.

自然电

位呈箱形
、

箱形
一

钟形
,

自然伽玛 曲线多呈箱形
、

钟形 (图 6 )
.

属

典型的分流河道的砂坝沉积
。

2
.

3 湖泊相组合 ( . )

OOO

二二}}} 一 一 }}}

⋯⋯
OOO

000 . 0 ...

口口 -

二
OOO

5 34 5
.

5 m

图 3 沙 7 井卡普沙良

群(K
,
)底部河道沉积

20 40 60 m V

lll lll

39 8 0 m

一
/

丫
嵘产气

图 4 沙 2 2 井 卜普沙

良群 (K
, )飞立滩沉积

lll
_ _

lll
lll
—

’ .

—
lll

lll一 一 lll

lll
· · · ·

一一

42 (X) m

图 5 沙 17 井 卜曹沙 良

群〔K
、
)泛滋平原沉积

受湖泊周围陆地地形
、

入湖水系
、

物源区性质
、

湖盆形态及气候等诸多因素影响
,

下白至

统的湖泊相沉积主要分布于阿满拗陷及西南拗陷中部的汇水区内
,

以滨
、

浅湖相为主
.

少见

半深湖及深湖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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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1 滨溯徽相

主要发育灰
、

黄灰
、

浅紫红色岩屑石英砂岩
、

含砾砂岩
、

粉砂岩

夹少 量泥岩
。

具波状层理
、

平行层理
、

小型楔状层理及波痕
、

冲刷等

层面特征
.

在湖岸的高能地 区
,

常含有钙质结核
、

虫迹
、

虫孔等构

造
。

如西 南拗陷克孜勒苏群下旋回发育厚度颇大的以砂岩为主的

沉积层
.

其中相当部分属滨湖砂坝沉积
.

分布面积较宽广
。

2
.

3
.

2 水 下 扇三 角洲减 相

近源暂时性洪水携带大量陆源碎屑 直接进入湖盆地后在水而

以下形成的沉积体
。

在沙稚水下隆起南侧较为发育
.

随着水体范[I{

的扩
一

大或缩小
.

沉积中心在平面上振荡性迁 移
.

而使扇体在纵向 卜

多期叠 置
,

平面土广泛分布
。

以沙 15 井为例
,

其沉积物多为砂砾

岩
、

含砾中一 粗粒砂 岩及细粒砂岩
.

夹深灰
、

灰绿 色泥岩薄层 (图

7 )
。

4 1 0 0 m

零“认

4 1 20 m

图 6 沙 2 2 片卜普沙良

群 (K
, )河 遭砂坝沉积

群群群 组组 自然电位位 岩 性性 沉积构造造 岩 性性 相相
别别别别 , In 勺 l() ()))))))))))

卜卜卜 亚亚

一一一
水 平层理理 灰 黄

、

浅 灰绿色细较 长石石 水水 扇扇

普普普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交错层理理 石 英砂 岩夹同色粉砂岩
、

泥岩岩 卜卜 角角
沙沙沙 列列列列 (低角度 ))))) 分分 洲洲
良良良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流流流
群群群 组组组组组组 河河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道一一一

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扇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一一一一一 lllllll

缘缘缘一一一一一— - — — lll

滑塌
、

包卷卷 灰妹
、

绿灰色粉砂
、

细砂岩岩岩岩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造造 灾灰 绿色泥岩岩岩岩

水水水水水水流波痕
、、

灰白色细一 粗粒长石石英英 水水水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行层理
;;;

砂岩 与含砾砂岩
、

细砂岩
、

粉粉 卜卜卜

一一一一一一
拉序及 交交 砂岩及粉砂质泥岩组成由粗粗 分分分

错错错错错错层理
;;; 一,

细的多个 正 较序 旋 回回 流流流
、、、、、、

砰行层理
;;;;;

河河河
粒粒粒粒粒粒序层理理理 道道道

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 自色粗一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岩 扇扇扇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图 7 沙 1 5 井 5 2 4 0 ~ sz g o m 片段沉积相柱状 剖面图

2
.

4 沙漠相组合( 份 )

在干早气候条件下
,

由于蒸发量大于补给量
.

形成沙漠环境
。

其主要地质营 力是风 力及

短暂的问歇性 水流
,

致发育成风成砂丘
、

早谷及千盐湖等环境的沉积
。

在西南拗陷鸟恰康苏

剖面及乌依塔克剖面
.

克孜勒苏群下旋回的上部
.

专题组首次 鉴别出近 2。。n 飞 厚的沙漠沉

积
.

以风成砂丘沉积为主及部分旱谷沉积
。

2
.

4
.

1 风成 砂丘徽相

风成砂 丘是沙漠环境的主要沉积
,

岩性为分选性极好的中一 细粒石英砂 岩
,

石 英颗粒占

7 5 % ~ 85 %
,

胶结物少 (5 % ~ 8 % )
,

胶结疏 松
。

在粒度直方图上呈单众数或双 众数形态 (图

8 )
,

累积概率曲线 (图 9) 其跃移总体发育
,

两 个次总体斜率近似或 已 合井为
·

个 曾
、

体
.

约占

总量的 9 0 %一 9 5%
。

沉积体的构造常表现为块状
,

具平行层理及之错层理
.

之错层以 单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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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局部有双向性
.

顺粒递变韵律明显
.

石英颗粒在电镜下常 见蝶型 撞
.

1矛坑
.

颗粒表而 多贾

盖有 5 一 1 0 拼m 厚的氧化铁薄膜而岩石呈红 色
.

99
.

9 9

W 4
一

3 一 3

9070团30川、

�界�恻卞喊随礴崔辞WWW 4 一 3 一5 33333333333

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冰�喇如

口值

口 值

图 8 砂岩粒度分布直方图 图 9 砂岩粒度分布累积概率曲线

2
.

4
.

2 早 谷沉积徽相

沙漠环境中的短暂性水流常常在砂丘沉积过程中夹有早谷沉积物
.

以 棕红 色调 为 l二的

粉砂质泥岩
、

泥岩及少量呈透镜状产出的含砾砂岩
.

常见小型交错层理
、

波状层理 及水平层

理
。

泥岩具干裂纹
、

波痕及角砾状泥砾等极浅水际志
,

均为与流 水作用有 关的 早谷沉积物
。

3 沉积相带的划分与展布

主要根据实测地表剖面的岩性组 合
、

沉积构造
、

粒度分布
、

生物组合
、

生态特征
、

有机相

分析
、

钻 片的电阻率
、

自然电位
、

自然伽玛测井与地震剖面
,

并考虑到 盆地沉积相区的相关性

及其中较为特征的
“

相
”

来代表其所属的相带
.

对塔里木盆地的沉积相带进行了以下划分 (图

l )
。

3
.

1 塔东北拗陷区

3
.

1
.

1 天 山 山前冲积 扇相带

位于包孜东 一卡普沙良河
、

克孜勒努尔一 依奇克里克一带
.

发育厚度颇人的砾六
、

砂 岩
。

下段亚格列木组砾岩极为发育
,

向上渐变为砂岩
、

砂质泥岩
、

泥岩
。

砾岩普遍含砂
、

泥杂从
.

砂

岩以 中一粗砂岩为主
,

磨圃
、

分选差
,

属 于距物源区较近的沉积
。

3
.

1
.

2 塔 水北洪泛平原相 举

从库车拗陷开始向东至轮台以东
.

然后折向南包括满加尔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

由库车拗

陷向西至阿瓦提
.

然后折向东南呈环带状分布
。

是陆源区至汇水 区的过渡地带
.

其主要地质

营力是河流作用
,

主要的沉积相为与河流相沉积环境有关的河道
、

边滩
、

泛滥平原等沉积
。

自

新和 一库车及轮台一线以北为冲积
一

洪积沉积环境
,

主要发育一套较粗的碎屑沉积
.

厚度 自

北向南递减
.

横向变化较大
,

据钻井揭示
,

其沉积物多为水动力条件较强的环境下快速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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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陆源碎屑物
。

.

1
.

3 沙 西 一阿克库勒 的扇三 角洲相 带

塔北沙雅隆起向南倾斜至中部低洼地汇水区
.

由孤岛上大量河流携带的碎屑物
,

在湖盆

边缘地带所形成的一系列三角洲沉积体
。

由于水体较浅
,

且不稳定
,

沉积中心在平面上呈振

荡性迁移
.

纵向上多期叠置
。

该沉积相在新和一 轮台一线以南近塔里木河一带 为多口 钻 片所

揭示
,

以沙 15 井为例
.

该井 5 2 4 2
.

5一 5 2 91
.

sm 段为灰白色含砾粗一 中砂岩
.

浅绿
、

灰 白色长

石岩屑中砂岩
、

灰白色长石中砂岩
、

细砾岩及泥质粉砂岩夹薄层渴色泥岩组 合
。

自然电位曲

线呈箱形
一

似箱形
,

上下为突变
.

砂岩普遍含有丰富的黑色植物碎屑以 及斑状
、

团块状 黄铁矿

晶体
,

可 见这 种三角洲沉积与典型的河流入海 (或入湖)三角洲 有较大区别
.

有 人称为扇三角

洲
.

为冲积扇体系提供物质而沉积在水下的沉积体
,

因而在水下部分或接近水下部分受水体

作用
,

而具三角洲平原沉积特征
,

尤其与辫状三 角洲有相似性
。

3
.

1
.

4 满加尔滨
、

浅湖相 带

位于满加尔拗陷区内
,

以棕褐
、

暗棕
、

黄褐色泥岩
、

砂质泥岩及薄层砂岩为主
。

在沉积中

期
。

水体趋于弱氧化一 氧化环境
,

加上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

一度接受了一套富含氧化铁的棕

褐色泥岩夹粉砂岩及灰绿 色泥岩的浅水湖泊相沉积
.

3
.

2 塔西南拗陷区

3
.

2
.

1 南天 山 山前冲积扇前蜂相带

分布局限
.

部分被南天山逆冲掩埋
.

在拗陷区最西端西姆哈纳等地下 白里统底部较 为发

育
.

厚 52 0 m
,

为一套暗棕
、

灰绿
、

褐红色砾岩
,

交错层理发育
,

含钙质团块
.

多为冲积扇体系或

辫状河流的心滩
、

河道及少量泛滥平原相沉积环境沉积
.

3
.

2
.

2 西 昆仑铁 克里克前缘滨湖
一

风成砂丘相 带

西起康苏以南
,

沿西昆仑山山前过乌依塔克地区至阿尔塔什(剖面出露不全 )
,

呈一狭 长

的条带
.

厚达千米
,

前人研究认为是滨湖三角洲或滨湖沙堤沉积
.

作者等经剖面实测研究认

为
:

其下旋回上部一套厚约 20 o m 的砖红色厚层
一

块状砂岩
,

从岩性
、

层理
、

碎屑结构特征
、

碎

屑物的粒度分布及扫描电镜观察
,

表明其为风成砂岩
.

是原滨湖环境中形成的沙堤或沙滩 由

于干旱气候及强大的风 力作用影响
、

改造下形成的沙漠沉积
。

3
.

2
.

3 滨
、

浅期相 带

分布于拗陷区中部
,

在玉力群至杜瓦一带零星出露
,

为浅棕红 色
、

玫瑰红色泥岩
,

见菱诊

矿等
。

局部相变为褐红色砂岩及少量砂砾岩
,

厚仅数 卜米
,

发育 有少量淡水介形类化石
.

以滨

湖的沙滩沉积 为主
。

据地震剖面 Y
一

7 9
一

3 2 0 线
,

由麦盖提斜坡上 曲 l 片附近 犷l: 南
.

人约到

C D P 号 74 0 附近 T 宝一 T ; 之间
,

几组相同轴有明显的前积特征
,

方向向南
,

即山斜坡 l句凹 陷

内发育
,

且沉积厚度颇大
。

从其前积特征推测
,

下白里统发育三角洲沉积
,

属滨湖相沉积环

境
。

3
.

3 民丰 一若羌断陷区

沿东昆仑及阿尔金山北侧断续分布
,

以冲积扇及河流相沉积为主
,

其 格勒
一

克
、

普鲁等地

主要为紫红
、

砖红
、

棕
、

灰棕色粗碎屑岩
。

砂泥 比均大于 8
,

尤其是下旋回
.

以浅黄绿色中厚层

状砾 岩及含砾砂岩为主
,

上旋回沉积物相对较细
,

表明物源区有所 后退
,

以河流相为 主的砂

岩
、

粉砂岩较为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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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储集岩特征及含油气性

塔里木盆地下白至统发育有重要的油气储集层 (下部砂 岩段 )及 良好盖层 (上部泥 岩

段 )
,

其本身就构成了很好的储盖组 合
.

近几年的勘探
,

已在塔北雅克拉地区探明了相当规模

的下白架统凝析油气藏 (沙 5
、

沙 7
、

沙 15 等井已获高产工业油气流)
.

并在沙西 (英 买 1 井

等 )
、

阿克库木 (沙 9 并 )
、

库车 (东秋 1 并 )等地见到了该层位的油流或显示
.

因此
,

系统地研

究塔里木盆地下白里统的沉积
、

岩相古地理特征及储集条件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

4
.

1 塔东北地区

在东西向的沙雅水下隆起带
,

下白垄统下部发育大型东西向的扇三角洲沉积相带
.

扇三

角洲 内大型河道 (水上
、

水下 )反搜的迁移
、

登置
.

发育了很好的砂体
.

砂体内一般 由细
、

中粒

长石岩屑砂岩组成
,

碳酸盐胶结物极少
.

这些皆有利于深部次生溶蚀
.

而构成高孔渗
.

其平均

孔隙度 , ~ 15 %
.

平均渗透率 K 一 95 又 10 丫m
, 。

同时滨湖砂堤亦是重要的有 良好储集性能

的相带
。

值得指出的是局部地区
,

如阿克库勒地区
.

底块砂岩以上砂岩储集性能亦十分优良(康

玉柱等
.

1 9 9 0)
。

砂岩层数增多
,

厚度加大
.

孔隙以粒间的次生孔隙为主
,

其孔隙度
、

渗透率见

图 10
。

为此
.

在今后勘探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

底块砂岩

井傲9 样品傲 3 一8

底块以 上砂岩

井教 13 样品傲 8 2

底块砂岩

井一 9 样品数2 9 2

底块以 上砂岩

井傲一2 释品傲 70

彭 30

派
200 咨」聋

川」且旦
:

_

: .

吕物旦止

竺
了

.

1

坚
饮 3

户 匕
2月 ! 甲

5
.

71 1 5刀

l() 15 2 0 25
_ 】

25 IU 15 Z U 2 5
_

25

孔隙度 ( % )

10 20 5() 10 0 30 0 60 0 l0 2( 加5 0 砚0 0 30 0 6 0 n

渗透 率 ( 川
一 , 刀m Z)

图 l。 卡普沙良群孔隙度
、

洛透率频率直方图

(据康玉 住等 )

4
.

2 塔西南地区

喀什拗陷区乌恰康苏一阿克陶乌依塔克一带
,

下白里统克孜勒苏群下旋回上部厚 20 0

余米的砖红色厚层块状风成砂岩是油气聚集的极好储集体
.

其分布面积广
,

岩石成分单一
,

分选极好
,

胶结物 少
,

结构疏松
.

砂岩单层厚一般在 lm 以上
,

个别可达 sn 飞 。

其孔隙度一般在

8 %一 2 0 %
,

最大可达 2 6 %
。

渗透率一般为 (5 0 ~ 9 0 ) 义 1 0 、m , ,

最大可达 1 10 8 又 1 0 ’一 拜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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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好的储集性能在西南拗陷区乃至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是罕见的
。

同时在麦盖提斜坡 区
.

下

白平统地层亦有一定的厚度和一定的分布范围
.

据地震资料厚约 4 00 余米
.

其 由斜坡向塔西

南拗陷内发育的具有前积特征的三角洲砂体亦是油气聚集的有利沉积相带
。

5 结 语

(l) 储集体有利相带发育的地区
.

在塔北为轮 台大断裂两侧的扇三 角洲及滨
、

浅湖席状

砂体沉积
;

塔西南地区则以康苏一乌依塔克一带的风成砂沉积最佳
。

(2) 储集体的纵向分布
,

在塔北以下部的底块砂岩为主
,

局部地区还应 重视底块砂岩以

上的细一 中粒 长石岩屑砂岩 ; 塔西南地区克孜勒苏群下旋回上部的风成砂岩为有利的油气

储集层位
。

承蒙陈荣林
、

朱宏发高级工程师的指导与支持
,

在此表示感谢 !

(收稿 日期
:
1 9 9 4 年 1 2 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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