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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层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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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部第八普查勘探大队
,

贵州 5 5 0 0 0 1 )

运用层序地 层学原理对该区划分了 6 个超层序
,

10 个层序
,

建立石炭系风化面以上到侏罗系层序框架
,

以及低水位
、

水进
、

高水

位体系域的平 面展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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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是中 国西部重要 的含油气盆地 之

一
,

盆地东部五彩湾地 区位于克拉美利山前
,

是 已知

油气开发区
。

为了进一步扩大油气远景
,

向新领域进

军
, 1 9 9 4 ~ 1 9 9 5 年对该区基础石油地质作了一些工

作
,

本文从层序地层研究的角度予以论述
,

目的是为

确定生
、

储
、

盖层的分布
,

寻找有效的构造或非构造

圈闭
,

扩大油区远景
。

1 地震层序划分及特征

随着地震地 层学在沉积盆地分析 中的应用
,

形

成了一门新的学科—
层序地层学

,

它把地震反射

层划分成沉积层序及体系域
,

使之对应于时间地层

上特定成因的沉积层序
,

并可预测沉积岩相
,

因为特

定的沉积过程及其对应的沉积环境与特定的体系域

相关
,

从而进一步预测石油的生
、

储
、

盖层与运移通

道
。

归纳起来
,

层序地层是 由 4 个层次关系来预测

沉积盆地演化与沉积相的
。

首先控制沉积层序最基

本因素是大的长周期构造变动
;
第二是叠加在构造

变动之上的短周期的海面 (或湖面 )升降
,

由此划分

出层序或体系域
;
第三是体 系域 里包含 低水位

、

水

进
、

高水位体系域 3 部分
,

与其相应的沉积相和它在

体系域中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
;
第四是副层序组

,

确

定进积
、

加积
、

退积副层序组对判定体系域是十分重

要的
,

利用测井资料
、

露头剖面能较直观地预测它们

的关系
。

对准噶尔盆地东部地震层序研 究
,

是在分析反

射层终止类型 (上超
、

下超
、

顶超
、

削截 )的基础上
,

识

别不连续面
,

以确定层序和体系域
。

层序界限以区域

性的上超和削截为特征
,

同一层序内部的体系域界

限以区域性下超为特征
。

区内几 口主要钻井有 V SP

测井及合成记录
,

以及少量地层古生物资料
,

可用于

标定层序地质属性
。

根据构造运动长周期的幕次及其影响大小对本

区划分了 6 个超层序
;
再根据短周期的湖面变化

,

将

完整的湖进
、

湖退旋 回划分为 10 个层序
; 层序内部

再分低水位体系域 (L S T )
、

水进体系域 (T S T )和高

水位体系域 (H ST )
,

详见表 1
。

(1 ) 超层序 I 第三系一第四系

(2 ) 超层序 I (K ) 以白里系与下伏地层 区域

性不整合为特征
。

由于晚燕山运动幕对盆地影响极

广
,

克拉美利山和北三 台核心部位形成两个旋扭式

构造
,

使构造线呈放射状展布
; 盆地反 向南倾斜

,

五

彩湾 凹陷内出现了花状构造
,

南缘博格达山强烈抬

升
,

形成推覆构造
,

强烈的褶皱
、

错断
,

形成大型正向

构造单元
,

使侏罗系 (J) 上部地层 遭到 不同程度剥

蚀
,

隆起部位秃顶
。

这是一次全面改造的强烈构造运

动
,

白垄系后期湖盆面积大大缩小
,

且变形微弱
、

单

调
。

(3) 超层序 皿 (J ) 侏罗系划分为三个层序
。

上

部头屯河组 (J
Zt )

、

齐沛组 (J
3 、)与喀拉扎组 (J

3 k )为层

序 1 1
(石树沟群 J

Z 一 3 s b) ;
中部西山窑组 (J

Zx
、

三工河

组 (J
l : )为层序 l : ;

下部上八道湾组 (J
l
驴)

、

下八道湾

组 (J lb
‘
)为层序 l : 。

层序 皿 ,

与 皿 :

之间为燕山运动

第一幕
,

头 屯河组 (J
Z
t)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

但盆地东部规模不大
,

仅有轻微角度不整合
,

此间湖

盆开始收缩
。

层序 皿 ,

由棕红
、

褐红
、

灰绿色砂质泥岩
、

砂岩

和砾岩组成
,

其沉积环境属气候转为干燥的氧化环

境
。

由于南部受燕山运动而抬升
,

形成新的主要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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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层序地层划分表

地地 层层 层 序 划 分分 构构 湖水升降降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 升降 ~~~
波波波波 超超 层层 体体

.

年年 沉 积 相相 旋旋旋
组组组组 层层 序序 系系 龄龄龄 回回回

序序序序序序 域域域域域域

第第四系系系 一 K
, 1

一一
少少少少

— 1
.

6 55555 喜喜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J

r,

一一 IIIIIII — 2 5
。

77777 山山山上上第三系系系 一 J,z 一一一一一 — 6 6
。

55555 期期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J
, 1

一一一一一 — 1 3 111111111

下下第三系系系 一 T, 1

一一一一一 — 1 7 99999999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P
, 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2 1 0000000000000

白白要系系系 一 P
t Z

一一 IIIIIII — 2 4 00000 燕燕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P
,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2 4 88888 山山山

侏侏侏 上中统统 石树沟群 JZ一 。shhh 一 C t 一一 lll I 11111

一 2 5 88888 期期期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 — 2 6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系系系 中 统统 西山窑组 JZxxxxxxx , 222 H STTT 一 2 8 000 曲流河
、

三角洲
、

沼泽泽泽泽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eee

— 30 666 湖
、

河谷
、

三角洲洲洲洲

———————————————————————————————————————————————————— 33 000000000

下下下下 三工河组 Jl ,,,,, 七
户

心心

— 34 000000000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T S T L STTTTTTTTTTT

上上上上八道湾组 Jl bbbbbbb I 333 H STTTTT 三角洲
、

河谷
、

冲积扇扇扇扇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SSSSS 低位扇

、

切谷谷谷谷
下下下下八道湾组 Jl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TTTTTTTTTTTTTTT S T L S TTTTTTTTTTT

叠叠叠 中上统统统 田田}}}1{}}}{1{}}}}}}
份份 [V 111 H S TTTTT 低能河 三角微微 印印印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r
,

QQQQQ 湖湖 支支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期期期

TTTTTTTTTTTTTTT S TTTTTTTTTTT

下下下 统统 上苍房沟群 T lchhhhhhh N 222 H ST T S TTTTT 湖 曲流河河河河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S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叠叠叠 上上 下苍房沟群 P Z chhhhhhhhhhhhh 切谷 低水位位 海海海

系系系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西西西

平平平平平 平一段 P :
尸尸尸 VVV V iii

H STTTTT 水下扇扇 期期期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尸 QQQQQ 湖湖湖湖
泉泉泉泉泉 平二段 P Z户2222222222222

扇扇扇扇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斜坡扇扇扇扇平平平平平三段 P Z

尸尸尸尸尸 T S TTTTT 盆底扇扇扇扇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S TTTTTTTTTTT将将将将军庙组 PZ jjjjjjjjjjjjjjjjjjj

下下下 统统 下二亚统 Plllllll V 222 L STTTTTTTTTTT

石石石 中中 上石炭统 C 3333333333333333333

炭炭炭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系系系 统统 匡匡匡匡叮叮[[[[[[[[[「「厂厂「「「「「「「「rrrlllll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 ~ , 、” . 喃川曰肠卜占心祷祷祷祷祷祷祷祷祷祷

巴巴巴巴塔玛依内山组 C Zbbbbbbbbbbbbbbbbbbb

下下下下 滴水泉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统统统统 C lddddddddddddddddddd

区
,

头屯河组的重矿物组合与层序 皿 :

有较大差异
。

层序 l :

侏罗系三工河组到西 山窑组不整合在

上八道湾组之上
,

东部地表露头上有角度不整合
,

盆

内有削截
。

层序 皿 :

底部上超
,

顶部削截
。

层序 1 3

上部八道湾组底部煤系地层 为强振

幅
、

长连续
、

平行状
、

约 2一 3 个相位反射
,

煤层之上

是向南下超的前积反射结构
,

煤系地层与前积反射

结构为上八道湾时期的最大湖泛面与高水位体系域

沉积
。

(4 ) 超层序 w (T 一 P Z e h )
,

划分 为 w l

与 w :

两

个层序
。

反映印支到晚海西运动之间的构造周期
,

该

期使五彩湾
一

大井盆地反转
,

使盆地转为向西南倾斜

的斜坡
,

形成了统一成盆的雏形
,

因此是一次强烈的

改造
。

下苍房沟群削截其下的平地泉组
,

顶部小泉沟

群也因区域性抬升剥蚀而保存不一
。

层序 W ,

除隆起顶部缺失外
,

遍布全 区
,

底部有

1一 2 个强相位平行长连续反射
,

逐渐向五彩湾方向

变成一个强的单波
,

同时伴有上超
; 层序上部则向西

南下超
,

为高水位体系域
。

层序 w Z

隆起高处缺失
,

其它地区厚度不等
。

底

部向隆起上超
,

层序上部向西南下超
。

内部反射为中

等连续到不连续
、

中低频
、

中振幅
,

底部侵蚀间断
。

(5) 超层序 v (P Z
P一 c

3
)由上二叠统平地泉组

(P ZP )到将军庙组 (P
Z

j) 以及 五彩湾地 区发育的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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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l

充填相构成完整 的旋回
。

顶部被削截
,

底部向

隆起上超减薄尖灭
。

在五彩湾和沙帐地区
,

上二叠统之下
,

以及不整

合在石炭系巴塔玛依内山组 (Cz b) 之上有一套充填

反射形态的沉积层序
,

表现了低水位斜坡扇或盆底

扇前积叠置扇体特征
,

地层时代长期未定
,

地震解释

对 比后认为
,

它属于石炭系侵蚀面上的充填物
,

产状

与平地泉组类似
,

因此时代定为下二叠统 (P
,
)较好

。

在五彩湾地区是低水位盆底扇
、

斜坡扇
,

属火 山破碎

后经流水搬运改造后的充填物
,

因此是超层序 V 旋

回开始时的低水位沉积
。

平地泉期开始水进体系域的沉积
,

随着水体不

断加深
,

从浅湖到半深湖
,

厚度加大
,

沉积中心与生

油 凹陷统一
,

生油岩受分割的凹陷控制
。

如图 1 所

示
,

当时克拉美利山与博格达山之 间有三个凹陷中

心
,

将这三个原 型沉积 盆地命名为五彩湾
一

大井盆

地
、

昌吉盆地与博 山盆地
。

盆地之间被隆起所分割
。

白家海
一

奇台凸起呈北西向延伸
,

凸起上的平地泉组

变薄或缺失
。

l并

沙

2 层序框架

2. 1 石炭系概况

本区石炭系顶面起伏大
,

潜山发育
,

以五彩湾到

车道海子一带最发育
,

大体呈东西向展布
,

部分为北

西 向
,

如五彩湾鼻状隆起
,

白家海北缘隆起
,

东西向

滴水泉和屏风山断裂带控制的两个高断块等
。

白家

海凸起以南是个向西南倾斜的斜坡
。

石炭系内部因地震反射质量差
,

暂不具备详细

研究条件
,

通过钻井
、

地表露头资料
,

证实层序是复

杂的
,

剖面上有 3 种反射特征
。

1) 低频
,

中一强振幅
,

外形起伏的充填状或丘

状
,

产状陡
、

缓不等
,

五彩湾地区多见
。

2、 高频连续平行反射
,

分布在白家海凸起及以

北
,

沙西断裂西部
。

钻井揭示有碳酸盐岩与玄武岩
、

凝灰岩等夹层
,

彩参 2 井发现有海相化石
。

3) 杂乱反射
,

具火山岩侵入体特征
,

形成凸起
,

在南部一条东西向区域测线上
,

沙西断裂两盘石炭

系反射波面貌迥然不同
,

上盘是杂乱反射的火山岩
,

下盘是层状反射
,

说明两块基底性质的差异
。

以上前两种为陆相或海相沉积岩
,

夹有大陆喷

发的玄武岩
,

第三种属局部火成岩侵入或褶皱基底
。

五彩湾地区在陆相碎屑岩内有黑色泥岩生油层
,

已

在露头和钻井中证实
,

应作为找油气的新领域
。

2
.

2 上二盆统平地泉组层序框架

石炭系因风化面的潜山起伏高差大
,

造成了分

割状凹陷
,

在此基础上开始二叠系的填平补齐
。

首先

向凹陷充填堆积了低水位期的红色砂
、

砾
、

火山碎砾

等粗屑物
,

形成盆底扇
、

斜坡扇
,

其地质时代尚有争

议
,

从充填相特点出发
,

暂定 P
l

较好
,

这类低位扇体

是好的储层
,

并已在五彩湾得到证实
。

图 1 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

上二叠统平地泉组沉积框架

2
.

下超 ; 2
.

上超
; 3

.

P Z P , 一 2
尖灭

;

4
.

P Z户上超尖灭

凸起 以北是五彩湾
一

大井盆地 (简称北部盆地 )

闻名的火烧山油田即位于此
。

它沿着克拉美利山以

南分布
,

是克拉美利褶皱造山后的前陆箕形盆地
。

早

二叠世低位扇沉积以后开始湖泛
,

靠近老山边缘有

水下扇体
。

盆地 中心水体较深
,

有稳定的半深湖相黑

色泥页岩 (P
Z

尸 )以及残留海水蒸发的湖相白云岩及

白云质泥岩等 (P Z

厂 )生油层
,

顶部 (Pz PI )泥岩可作

盖层
。

五彩湾地区西部
,

是 白家海凸起 的一部分
,

平

地泉组上部削截尖灭
,

平三段向凸起上超减薄或尖

灭
,

盆地早期发展阶段最好的生油岩发育于大井盆

地
。

这种类型的平地泉组称为克拉美利型
,

下部层位

可延展到吉木萨尔凹陷
,

说明其早期水域沟通
,

只是

厚度仅有 2 00 余米
。

凸起以南之昌吉盆地
,

是另一个大型拗陷
。

区内

东道海子北 凹陷的地震反射物征与五彩湾的平地泉

组不同
,

它 由断续平行反射组成
,

白家海凸起以南进

入阜康斜坡后反射品质更差
,

又无一口钻井揭露
,

从

几条东西向剖面大体可看出东道海子北凹陷最大湖

泛面上超方向是由西南向北东
,

可见在东道海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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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湾两个凹陷中间存在着一个北西向的隆起分割

带
,

一直维持到苍房沟群结束 (图 1
,

2 )
。

2 0 k m

(

飞邃句

图 2 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

上二叠统
一

下三叠统苍房沟群沉积框架

层序 W :

的低水位体系域在 五彩湾地 区发育
,

如彩参 1 井就位于 P
Z

ch 河道下切谷内
。

层序下部湖

进体系域最大湖泛面可到达彩 16 井到滴西一线
,

因

此规模比平地泉期大
,

湖进由西南向东北上超
,

滨湖

以下的面积约 占本区总面积的一半
; 层序上部高水

位体系域向西南延伸范 围也更宽
,

但五彩湾与东道

海子之间仍存在一个北西向的低 凸带
,

与平地泉期

相比有一定的继承性
,

只是更加宽缓
。

层序 IV ,

小泉沟群的沉积是经过一次湖退
,

部

分遭到剥蚀后又开始新的旋 回
,

这时北部盆地 已逐

渐向南西整体倾斜
,

使五彩湾盆地成为翘起端
,

由于

沉积底面逐渐夷平
,

湖面扩大
,

水进体系域最大湖泛

面向北东方向推进
,

达到滴南 1 井与彩参 2 井一线
,

白家海凸起 几 乎被淹 没
,

比苍房沟时 期推进 了

1 0 k m
,

东道海子北凹陷内推进约 5 0k m ; 上部高水位

体系域的范围比苍房沟期略有收缩
。

东道海子凹陷

内 N E 向剖面均有从南向北的上超及向西南下超的

高水位体系域 (图 3 )
。

南部三 台凸起呈东西 向横亘于博格达山前
,

将

山前断陷与北部分开
。

早期断陷形成了博山盆地
,

处

于半封闭滞流环境
,

限于东西向狭窄范围
,

即芦草沟

组 (P
ZI)沉积区

。

3 个分割的盆地与相应 3 个沉积中心并存的格

局
,

是对平地泉组评价的基础
。

晚海西运动对区内沉积盖层进行第一次强烈改

造
,

克拉美利山前的挤压最强烈
,

五彩湾地区平地泉

组以前的沉积盖层全部卷入褶皱及断裂中
,

北部盆

地变得十分复杂
,

一些低水位盆底扇
、

斜坡扇被挤到

背斜核部
,

而基底因硬度大
,

沿风化面挤压滑动
。

盆

内 P
Z

尹
一 ’

段在褶皱顶部遭强烈剥蚀
,

甚至使基底潜

山披覆被削顶
,

对油气保存不利
。

2
.

3 上二盈统上部到三叠系层序框架 (图 2 ,

3)

超层 序 W 由两个 层序组成
,

下部层序 w :

为苍

房沟群
,

上部层序 w l

为小泉沟群
,

每个层序都有低

水位到高水位体系域的完整旋回
。

平地泉组沉积后
,

晚海西运动对本区进行了强

烈改造
,

凹陷逐渐被 充填
。

在广阔的准夷平面上
,

起

伏 已大为减小
。

到层序 W ,

形成 时
,

已大体出现南倾

斜坡的雏形
。

层序 W :

苍房沟群分布广泛
,

仅滴水泉断裂以

北
,

白家海凸起南部缺失
。

底部削蚀五彩湾背斜
、

白

家海凸起
,

顶界又被下八道湾组削蚀
。

厚度 向隆起减

薄或尖灭
。

O 滴水泉

图 3 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

中上三叠统小泉沟群沉积框架

从几 口钻井揭示来看
,

小泉沟群多为深灰色砂

质泥岩夹碳质泥岩
,

生油性能好
,

从五彩湾到阜康凹

陷厚度加大
。

晚三叠世末印支运动对该区再次强 烈改造
,

褶

皱断裂发育
,

尤以克拉美利山前更剧烈
,

小泉沟群在

五彩湾背斜
、

火烧山背斜被剥蚀殆尽
,

白家海凸起上

也被剥蚀减薄或尖灭
。

残留沉积向隆起上超
,

此后北

部盆地完全反转消失
,

北西向分割带不再存在
,

形成

统一向西南倾斜的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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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层序框架

2
.

4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层序框架 (图 4)

0 与匕劝 O 滴水泉

域 .o沙
2 井

沙西l井

叼沙丘 1井

图 5 2又道湾组 (J
l b )

、

西 tiJ 窑组 (JZ x )

凝缩段煤系地层反射特征

匡习
卜超

匡刁
土超

匣习
砂 体

图 4 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 区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沉积框架

印支运 动对前三叠系再次强烈改造
、

侵蚀夷平

后
,

开始了侏罗系的新阶段
,

处于统一成盆后湖盆开

始扩大和稳定发展的时期
。

下八道湾组沉积初期
,

低水位河流充填切谷普

遍发育
,

湖进开始由西南向北东上超
,

最大湖泛面达

到了滴水泉断裂附近
,

分布了广 阔的湖相体系
,

并向

五彩湾方向推进到彩 n 并
、

彩 4 井以北
,

因此水进

体系域在下八道湾期很发育
,

湖泛以后
,

盆地处于欠

补偿状态并形成滞流
,

温暖潮湿的气候又使植物得

以繁茂生长
,

各种微生物盛衍
,

沼泽化在盆地大面积

发育
,

经过一定温度
、

压力条件
,

广泛沉积碳质泥岩
、

黑色泥页岩及煤层
,

且向盆地深处加厚
,

这就是陆相

盆地中煤系地层与凝缩段相应的关系
,

所以煤系地

层可解释为陆相盆地的凝缩段
,

也是重要的生油岩
。

因凝缩期沉积的煤系地层的岩性 (或波 阻抗 )差异

大
,

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中低频
、

强振幅
、

长连续
、

双相

位
、

平行反射特征 (图 5 )
。

上八道湾期发育高水位体系域进积型副层序

组
,

其前缘 已达到沙 2
、

沙丘 1 井及芒硝厂以北
,

近

陆的五彩湾向彩 n 井方向有高水位扇体
,

东道海子

凹陷内河道充填砂体叠置
。

南北方向上八道湾组的

高水位下超前积反射从滴水泉断裂一直向南延伸
,

区域上展现了南北向的整体面貌
,

从八道湾期高水

位体系域的外形及物源主要来 自五彩湾
、

陆南隆起

等特点看
,

是 以冲积扇 和三角洲相组成
,

三角洲前

缘斜坡带在高水位前端
,

岩性变细
,

主要是粉砂和

泥
,

储层相应变差
。

从几 口 钻井揭示
,

上八道湾组是一套进积型副

层序组
,

属高水位体系域
。

下八道湾组岩性更细
,

为

细砂
、

粉砂岩
、

泥岩
、

碳质泥岩及煤
,

底部细 中砂岩
、

含砾砂岩
,

是退积和加积副层序组
。

湖进及早期高水位体系域中欠补偿沉积 (凝缩

段 )是沉积在湖相 中最好的生油岩
,

因此陆相生油岩

常受湖进体系域
、

最大湖泛面远端的沉积体系所控

制
。

据有机地化最新研究成果 (王飞宇等
,

1 9 9 3 )
,

煤

和陆源有机质生油岩与海相
、

湖相腐泥质生油岩组

成了地质体中的三大类型生油岩
,

其特点是
,

生油岩

中有机质以高等植物占绝对优势
,

11 型干酪根为主
,

有机质由生油富氢组分和不生油贫氢组分组成
,

前

者数量决定着这种生油岩的生烃能力
。

准噶尔盆地

侏罗系煤系烃源岩以富氢组分镜质组占绝对优势
,

暗色泥岩中相对富含类脂体组分
,

其生油潜力不容

忽视
。

准东地 区侏罗系八道湾组和西 山窑组两套煤

系都分别在水进体系域与高水位体系域之间的最大

湖泛期以后沉积下来
,

向南逐渐加厚
,

在最大湖泛以

后出现一个稳定的凝缩阶段
,

即滞流盆地
,

发育了大

面积的湖沼
、

泥炭沼泽
,

以高等植物为有机质主要来

源
。

此时期结束后高水位体系进积型副层序才发育
。

因此
,

从层序地层学原理上说明了湖相成煤期与海

相黑色泥岩凝缩段生油岩是可以类比的
。

新疆煤成油发现地区和烃源岩特征 (表 2 )
,

充

分说明了煤成油的存在
。

2
.

5 中下侏罗统三工河组一西山窑组层序框架 (图

6 )

八道湾期沉积旋 回结束后
,

经过短暂的侵蚀
,

大

部分地区有微弱的凹凸不平侵蚀间断
,

克拉美利山

露头区有角度不整合
,

阜康凹陷内见有上八道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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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三工河组削截现象
。

三工河组底面向南下切
,

坡度

加大
。

三工河到西 山窑期是个完整 的层序
,

从低水

位
、

水进体系域到高水位体系域
。

表 2 新扭煤成油发现地区和烃源岩特征

煤煤成油油 油源岩地质时代代 成熟度度 原油性质质 典型井井

发发现地区区区区区区

准准盆齐古油 田田 J, b
、

JZ x 煤系地层层 0
.

6一 1
.

333 轻质油油 齐古 34 井井

准准盆古牧地地 Jlb
、

JZx 煤系地层层 0
.

6
一 1 333 轻质油油 古牧地 5 井井

塔塔盆伊奇克里里 JI J:

煤系地层层 0
.

4一 1
.

555 轻质油油 台参 l 井井

油油田田 Jl b煤系地层层层 轻质油油 彩参 2 井井

吐吐哈盆地地 Jl b煤系地层层层 轻质油油油
奇奇克台油 田田田田田田

准准盆彩南油 田田田田田田

期的煤层相 当于凝缩段也分布广泛
,

煤层和黑色泥

岩为最大湖泛面滞流盆地 (沼泽化 )沉积
,

向南到博

格达 山前厚度加大
,

西山窑组上部
,

是高水位进积型

副层序组
,

平面上向南下超
,

分布区与八道湾期大体

相同
,

物源来自五彩湾与北部陆南凸起
,

北部低水位

河流充填相发育
。

西山窑组底局部地区有一套砂岩
,

以细砂为主
,

含少量中砂
、

粉砂
,

分选中等
,

多为棱角一次棱角状
。

据前 人研究
,

认为是分流河道砂体叠置形成的大面

积席状砂
,

对这套砂体的分布和沉积环境尚待进一

步研究
。

3 结语

0 2 0 k m
吐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彩参l井

0 彩4井

下 超

上超

J1 5尖灭

五
工
尖 灭

J1 5砂 体

J
Z
质仁体

回回回回口回

图 6 准噶尔盆地东部五彩湾地区

中下侏罗统三工河组
一

西山窑组沉积框架

三工河期是侏罗纪湖水分布最广泛时期
,

具一

定能量的水动力簸选了碎屑物
,

将它们改造成有较

高成熟度的砂
,

形成 了孔隙发育的湖相砂岩
,

底部有

低水位河流切谷充填 的砂砾岩
。

前人研究中描述了

三 工河组下部砂砾岩可分为若干小的正旋 回沉积
,

每个小旋 回下部为砾岩
,

向上变为砂岩
。

砂岩以岩屑

为主
,

颗粒分选中等到好
,

磨园度好
,

显微镜下可见

长条状矿物
,

具有定 向排列及优选方位
,

反映持续稳

定的特点
。

在湖进过程中
,

由细的砂质泥岩
、

泥岩
,

与

砂
、

砾组成 加积型副层序组
,

即由粗 到细的正旋回
,

向下倾方向加积型副层序组变薄
。

三工河期湖进体系域遍布工区范围
,

到西山窑

1) 运用层序地 层学方法理论
,

将地表露头
、

钻

井
、

地震剖面等资料结合起来
,

首次在本区陆相地层

中建立了二叠系
一

侏罗系沉积层序框架 O’

2) 在该区划分了 6 个超层序
,

10 个层序
。

超层

序是受区域性构造运动所控制
,

层序是 区域性构造

运动之间的海 (湖 )平面升降旋回沉积
。

3) 利用地震层序反射特征
,

在地震剖面上识别

体系域
,

研究低水位
、

水进
、

高水位体系域在平面上

的展布规律
,

指出与最大湖泛面有关的滞流沉积 (凝

缩段 )具有良好的生油能力
。

如平地泉组的 PI PI
一 ’、

八道湾组的煤层
、

西 山窑组的煤层是 良好的生油层

段
。

4 ) 层序地层学在油气勘探中的应用是很 有效

的
。

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地震解释对比水平
,

预测石油

的生
、

储
、

盖组合及其纵横向展布关系
,

而且为区域

地层对比与划分
、

沉积相古地理再造
、

盆地与构造演

化分析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

因此无论是在海相沉积

地层还是陆相沉积地层
,

运用层序地层学方法解释

地震剖面
、

建立层序框架
、

预测油气及选区评价诸方

面
,

都是当今油气勘探领域值得推广的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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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s s iv e e o n t in e n ta l m a r g in
一 e o m p r e s s io n 一

d e p r e s s io n m u lt is t a g e s t e e to n ie s u p e r im
-

P o s itio n s in e e th e Pa le o e e n e , t he m o d els o f d e p r e s s io n , Pr o file e q u ilibr iu m a n d fa u lt d e p r e s s io n a r e e s ta b
-

lis h e d
.

B y m e a n s o f t h e m o d e llin g s o ft w a r e p a e k a g e d e v e lo p e d by t he a u t h o r s , t he o r ig in a l t h ie k n e s s o f e a e h

s t a g e s t r a t a 15 e a le u la t e d a n d r e s t o r e d
, a n d t he s u b s id in g a n d e o m p a e t in g p r o e e s s e s o f d e p r e s s io n a re r e p r o -

d u e e d
.

B y t he m e t h o d o f t h e e o m bin a tio n o f e q u ia r e a a n d e r it ia l
一
la ye r e q u ilib r iu m

,
th e r e e o v e r y o f e o m p r e s -

s iv e s t r u e t u r e b e tw e e n T 穿
a n d T 呈15 r e a liz e d

, e q u ilib r iu m p r o file 15 o bt a in e d
, a n d s ho r te n r a n g e o f e a e h be d

-

d e d p la n e 15 e a le u la te d
.

B a s e d o n t h e s itu a t io n t ha t g r o w t h fa u lt in g in fo r m a t io n in v e r s e s p lo w fa u ltin g t ill in

t he d e e p p a r t a n d b y e a le u la t io n o n t h e d is p la e e m e n t fie ld s a n d m o v e m e n t lo e i o f m id d le a n d u p p e r p la t e s

d u r in g th e e o u r s e o f e x t e n s io n , t he e x t e n d e d r a n g e a b o u t 1 0
.

4 km fr o m X ih u D e p r e s s io n t o D ia o y u d a o u p -

fo ld e d b e lt in th e P a le o e e n e p e r io d 15 o b t a in e d
.

B y t he e o n n e x io n a n d e o m b in a t io n o f d e p r e s s io n ,

p r o file e -

q u ilib r iu m a n d fa u lt d e p r e s s io n m o d e ls ,
t he m o d e llin g o f fa u lt d e p r e s s io n 一e o m p r e s s io n 一

d e p r e s s io n in v e r s io n

a n d s u p e r im p o s it io n 15 r e a liz e d
,

t he s u bd u e t in g a n d d e v e lo p in g h is t o r y o f e n t ir e t e e t o n ie s r e a p p e a r s , a n d t h e

d y n a m ie r e s u lt s o f t h e m o d e llin g s a r e s h o w n b y th e g r a p h s o f e e r t a in tim e in t e rv a 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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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G M R )

A b str a C t

B y u s in g t h e p r in e ip le o f s e q u e n e e s t r a tig r a p h y
, s ix s u p e r s e q u e n e e s a n d t e n s e q u e攀e e s a r e d iv id e d in

th e s tu d y a r e a , s e q u e n e e fr a m e w o r k fr o m a b o v e C a r b o n ife r o u s w e a t he r in g s u r fa e e to Ju r a s s ie s t r a ta 15 e s -

t a b lis he d
, a n d t he p la n e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lo w s t a n d

, tr a n s g r e s s iv e a n d h ig h s t a n d s y s t e m tr a e ts a re d e te r m in 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