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 ∀   

,

,

松辽盆地南部西斜坡层序地层与油气聚集规律

郭少斌

长春地质学院
,

本文在全面了解陆相 层序地 层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

以松辽盆地南部西 部斜坡 以下简称松南西斜坡 为例
,

提出了在一个完整

的水平面升降旋回
,

可形成低水位
、

湖泊扩 张
、

高水位
、

湖泊萎缩 个体系域
,

而不完整旋回
,

体系域在时空演化上呈低水位
、

湖泊扩

张
、

高水位配置或湖 泊扩张
、

高水位
、

湖泊萎缩 个体系域配置
,

进而总结了松南西斜坡油气聚集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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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少斌 男 岁 副教授 石油地质

近 年来
,

针对陆相盆地沉积体系域及沉积体

系的分布
、

配置 比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更为多样化
、

复

杂化的特点
,

我国广大学者在陆相层序地层学研究

方面作了许多探索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但也存在一

些有争议的问题
。

作为盆地充填序列的超层序
、

三级层序的识别

划分较 易取得一致意见
,

前者是在 一个大陆上大部

分地区可以追踪
,

并且以区域不整合为界
,

形成于两

次 巨大构造运动之 间的一套地层
,

由一到若干层序

组成
。

后者是以不整合或与之相对应的整合面为界

的
、

内部是连续
、

成 因上有联系的地层序列
,

由若干

体系域或小 准 层序组构成
。

而陆相盆地体系域的

划分存在较大分歧
,

就我国东部盆地而言
,

有关学者

选择与陆架边缘坡折相对应的参照物
,

体 系域采用

低水位
、

水进和高 水位 魏魁生
,

或湖进
、

湖泛

及湖退 王东坡
,

固定三分法
。

有些学者则是以

陆相冲积体系与湖泊体系的不同 比例 的组 合 解习

农
,

或者依据控制陆相层序发育的主导因素出

发 纪友亮等
,

没有选择与陆架坡析相对应的

参照物
,

体系域的划分也并非固定三分
。

松南西斜坡中生代坳陷期层序及体

系域划分

松南西斜坡 中生代坳 陷期 包括萎缩期
,

依据

君区域不整合面划分为裂谷后热沉降
、

裂谷后萎缩

个超层 序
,

前者以
、 、 ‘、 ,

个局部不整合

界面划分了 个层序
,

后者仅有一个层序构成
,

进而

对每一层序进行 了体系域的划分 表
。

由于西部

斜坡地层较薄
,

加之地震分辨率所限
,

大多是平行反

射
,

少见典型特殊反射结构
,

所以体系域的界线确定

主要以砂泥比较适中的三角洲前缘相测井小层序的

叠加形式及岩芯标志确定的
,

通过合成地震记录建

立了与地震剖面的联系
,

从而划分地震相类型
,

恢复

沉积体系
。

对于层序 从下往上可识别出 个小层

序组 退积小层序组一湖泊扩张体系域
。

地层厚度

相对较薄
,

砂岩层数及厚度 向上减少
、

减薄
,

沉积速

率 小于沉降速率 实际计算结果
,

以扇三角洲一半

深
、

深湖沉积为主
,

上部为油页岩夹介屑灰岩
。

地震

剖面上呈现层层超覆现象
。

加积小层序组一高水

位体系域
。

地层厚度较厚
,

砂层层数及厚度基本保持

稳定
,

沉积速率等于或略大于沉降速率
,

以三角洲和

扇三角洲一半深湖或深湖沉积 为主
,

其深水部位可

发育油页岩
。

地震剖面上同相轴呈平行反射
。

无明

显上超及前积结构
。

进积小层序组 一湖泊萎缩体

系域
。

地层厚度较上两者为厚
,

砂层数 目及厚度向上

增多
、

增厚
,

沉积速率远大于沉降速率
,

其中冲积体

系面积不断扩大
。

湖泊体系面积不断缩小
。

扇三角

洲
、

三角洲沉积 向湖盆迁移
,

前缘可形成滨浅湖
、

半

深湖并夹水下重 力流沉积
。

地震剖面上有时可见前

积结构
。

对于层序
,

从下往上也可识别出 个 小层序

组
。

加积一 小型进积小层序组一低水位体系域
,

地

层厚度较薄
,

沉积速率等于或略小于沉降速率
,

是在

下伏层序进积型小层组基础上发育的
,

以扇三角洲
、

三角洲和滨浅湖沉积为主
,

其中扇三角洲辫状河道

很发育
,

地震剖面上偶见小型前积结构
。

退积小层

序组 一湖泊扩张体系域
。

特征同层序 中 退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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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松南西斜坡层序地层与油气聚集关系表

地地 层层 反射射 层序划分分 油 气 层层 已知产层油 田名称称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组组组 段段

—
若
—— 超层序序 层序序 体序域域域域

————————
息

——————————————————————————————

明明明 明

— ——
裂裂 矶矶    明水油层层 红岗气层层

水水水水水水水

— ——
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

组组组 明

— ——
后后后

———————— ——
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萎四四方台组组

— ——
缩缩缩 四方台油层层 大安安

——— ——————————

嫩嫩嫩 嫩 一 裂裂 黑帝庙油层层 大安安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组组组 嫩 一 后后后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嫩嫩嫩 沉沉沉    萨尔图油层层 四方 蛇 子
、

英 台
、

红红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岗
、

大安
、

海佗子子
姚姚姚 姚 份份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组组组 姚        

姚姚姚 葡萄花油层层 大安
、

红 岗工业油流流

青青青 青山山山山    高台子油层层 四方佗子
、

英台
、

红红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岗油 流
、

海沱子
、

乾乾
口口口 青 安安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青青青        

泉泉泉 泉    扶余油层层 大安
、

海蛇子子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组组组 泉 杨大城子油 层层层

泉泉泉 一 农安油层层层

登登登 登        

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娄
库库库 登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登登登        

登登登        

断断 陷陷陷陷陷陷

基基 底底底底底底

以上体系域都指湖 泊体系域 一
、  ,

一
,

 
 

层序组
,

但油页岩不甚发育
。

加积小层序组一高水

位体系域
。

特征 同层序 皿 的加积小层序组
。

另外
,

层序 小层序组配置同层序
,

层序 小层序组配

置同层序
。

而层序
、

却分别由 个小层序组构

成
,

从下往上依次为 加积一 小型进积小层序组一

低水位体系域 退积小层序组一湖泊扩张体系域

加积小层序组一高水位体系域 进积型小层序

组一湖泊萎缩体 系域
。

从上述小层序组配置关系
,

作

者认为陆相湖盆体系域或小 准 层序组发育仍受控

于湖平面相对变化
,

构造
、

气候及沉积物供给的控制

作用最终通过湖平面变化表现出来
。

由此
,

可总结 出

湖平面变化的完整旋回与不完整旋 回两种情况 图
。

在完整旋回中 图
,

层序从低水位开始
,

随后

是湖泊扩张体系域 曲线左翼
,

达到波峰出现高 水

位
,

稳定一段时间
,

水面开始下降为湖泊萎缩体系域

曲线右翼
,

在  ! 曲线中忽略了该翼部
,

所以把高

水位与萎缩体系域合而为一
,

当下降到波谷时产生

型层序界面
,

进而进入下一个层序
,

仍以低水位开

始
。

在不完整旋回中 图
,

下部层序仍 以低水位

开始
,

随后是湖泊扩张体系域
,

达到波峰产生高水位

体 系域
,

稳定一段时期产生小规模 不整合或沉积间

断
,

为 型层序界面
,

随之大规模湖侵
,

以湖泊扩张

体 系域开始了下一个层序
,

继而出现高水位
,

以湖泊

萎缩体系域结束
。

所以说 一完整旋回形成的层序可 出现低水位
、

湖泊扩张
、

高水位
、

湖泊萎缩 个体 系域
,

层序界面

为 型界面
。

而不完整旋 回
,

体系域在时空演化上有

一定规律
,

或是以低水位
、

湖泊扩张
、

高水位 个体

系域配置或是以湖泊扩张
、

高水位
、

湖泊萎缩 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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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平面升降与体系域关系示意图

完整旋回 不完整旋回

好圈闭条件
,

所以形成了油气聚集 在 湖泊萎缩体系

域顶
,

由于砂体进积作用
,

海沱子地区席状砂发育
,

形成 了工业油气流
,

这 时大安地 区仍处于前扇三角

洲环境
,

所以只发现了泥岩裂缝含油
,

而乾安随着砂

体进积
,

砂岩变粗加之上无良好封闭条件
,

因而无工

业油流聚集
。

在层序
,

低水位体系域时期
,

由于湖

盆的进一步收缩
,

这时大安 地区处 于席状砂发育部

位
,

所 以形 成了葡萄花油层
,

而海佗子
、

乾安地区砂

体偏粗
,

缺乏 良好盖层
,

所以无油气聚集
。

在水进和

高水位时期
,

湖盆扩大
,

湖岸西移
,

大安
、

海佗子地区

同时处于席状砂部位
,

加之上覆嫩江组大规模湖侵
,

具有 良好封盖条件
,

形成了萨尔图油层
。

在层序 时

期
,

尽管海佗子地区岩性较粗
,

由于上覆有青一段 区

域盖层
,

从而形成了扶杨油层
。

由此可见
,

在大规模

湖侵
,

区域盖层发育情况下
,

下伏层序油气聚集相带

可相继扩大范围
。

盘余斗旧关

系域配置
,

层序界面为 型界面
,

在湖泊扩 张及高水

位体系域 中发育的油页岩及碳酸盐为密集段
。

由于

陆相盆地不具陆架坡折 的地形
,

下切谷不发育或不

明显
。

需要说明的是
,

为了消除不同物源供给速率不

同及差异性构造运动对体 系域划分 的影响
,

应从全

盆地积水面积的变化
,

冲积体系与湖泊体系总体分

布的角度上
,

确定各个时期 主体发育的体系域类型

作代表
。

在体系域命名上
,

湖泊扩张 比湖进
、

湖泊萎

缩 比湖退更能反映湖泊水体变化的全貌
。

为了辅助层序 及体 系域划分
,

还做了古气候分

析
、

碳氧同位 素分析
、

沉积速率和沉积速率计算等
。

对作者的划分都起到 了很好的印证和补充
。

通过体

系域划分对原有的地层段的划分界线也作了某些调

整
,

消除了原来存在的穿时现象
。

四 方佗子
护
油 田

夕

气
撇介

英

红 岗油 田
矛、

‘

孕渊
东

鳄嗽
。,

,

认
丫

。

’ ‘ 陷
,,,’

隆

洲、区

、

起
。

、入隆

坡南

卜西

松南西斜坡油气聚集规律
工 业油流并

月 油 田

场 工业 油流地区

到 目前为止
,

在松南 西斜坡从北 向南发现 了一

棵树
、

四方佗子
、

英台
、

红岗
、

大安
、

海佗子
、

乾安等油

田以及多处工业油气流井或油气显示 图
,

从表

可见
,

各油 田油气大都聚集在高水位及湖泊萎缩体

系域之 中 中国石油地质志 卷
。

另从沉积相带

角度看
,

平 面上严格受扇三角洲
、

三角洲沉积体系前

缘远端砂体
,

即河 口坝
、

尤其是席状砂的控制
。

比如
,

层序 时期
,

在高水位和湖泊萎缩体系域底
,

大安
、

海佗子地区席状砂体不甚发育
,

所 以没有形成 油气

聚集
,

而乾安地 区恰好是席状砂主体发育区
,

加之良

图 松辽盆地南部油 田分布图

综上所述
,

松南西斜坡下一步勘探
,

应加强高水

位
、

湖泊萎缩体系域沉积微相研究
,

在搞清不同时期

三角洲
、

扇三角洲前缘席状砂发育范围的基础上
,

落

实各种圈闭 背斜
、

断块
、

岩性上倾尖灭等 条件
,

从

而扩大含油范围
,

另外
,

还应加强湖泊扩张体系域时

期隐蔽油藏的勘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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