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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系统观察岩心

、

详细岩心描述 和地层划分对 比的 基础 匕从单井沉积相分析人手
，

结合地震
、

测井
、

占生物
、

大量的分析化验

资料和岩相 “�地理条件研究成果
，

阐明 �准噶尔盆地 二个泉地 区中侏罗统西 山窑组和头屯河组的沉积相类型
、

沉积相特征
、

沉积砂

体分布以 及砂体形态
，

分析 �中侏罗统酉山窑组 和头屯河组�勺沉积演化规律和沉积演化控制因素
。

研究表明准噶尔盆地 三个泉地

区中侏罗世发育温暖潮湿气候条件下的 几角洲和湖泊沉积
，

分支河道沉积在三角洲中占主体地位
，

湖水向南后退导致河流人湖处形

成大而积的 仁角洲平原沼泽沉积
。

因为
厂

个泉凸起近邻盆 �井西生油凹陷
，

并且其西部及南部发育中侏罗统 三角洲砂体和湖泊砂

体
，

所以足该地仄最有前景的勘探 目标��
。

关键词 �侏罗系 �沉积相 �演化 �控制囚素 � 户

个泉地 以 �准噶尔盆地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八

三个泉地 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腹部陆梁隆起西

段
，

东至石英滩凸起和三个泉凸起交界处
，

西界为玛

湖凹陷东斜坡
，

南至基南鼻凸南斜坡
，

北界为英西凹

陷
，

面积约 ������、��图 ��
。

侏罗系是准噶尔盆地的重要勘探 目的层系
，

但

对于盆地腹部陆梁隆起来说
，

直到 ���� 年 �月发现

陆梁油田后
，

才显示 了其在三个泉地 区的勘探开发

潜力
，

尤其是中侏罗统的西 山窑组和头屯河组具有

良好的勘探前景
。

因此
，

本文研究对进一步搞清三

个 泉地区侏罗系的储层特征及分布
，

进而预测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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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三个泉地区中侏罗统沉积相 ���

区下一步的勘探 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 三角洲相沉积类型特征

研究区侏罗系发育下统的三工河组 ��
，��

、

八道

湾组��
���和中统的西山窑组��

���
、

头屯河��
���组

，

上统 缺 失
。

该 区 目前 在 西 山 窑 组 �����
、

头 屯河

�����组发现油气
，

是主要勘探 目的层
。

西山窑组��
�

��
�

总体厚度变化是南厚北薄
，

即

由南向北逐渐减薄 �在东西方向上
，

则 由腹部向东
、

向西两个方向逐渐减薄
，

该组 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

个岩性段
。

底部的西 山窑组 四段岩性为泥岩与灰

白
、

灰绿色砂岩互层夹煤及碳质页岩
，

地层展布具有

西北厚 �����
、

东南薄 ����的特征
。

西山窑组二
、

三段以普遍含煤为特征
，

三个泉凸起沉积最薄
，

向

南
、

北两个方向逐渐加厚
，

但东西方向上厚度变化不

大
。

西山窑组一段普遍遭受过削蚀
，

残余厚度 ��一

����
，

岩性主要为灰绿色中细砂岩
，

底部为分布稳

定的煤层 �图 ��
。

西山窑组富含植物
、

抱粉以及双

壳类
、

大抱子化石
。

在地震剖面上
，

西山窑组反射连续性较强
，

号称
“

铁轨
”

式的反射波组
，

形成了盆地第二套主要的煤

成烃层系与储集层
。

厚煤层普遍集中分布在 中下

部
，

是 良好的区域性地层对 比标志
，

上部则多为薄煤

层或煤线
。

头屯河组����� �

该组沉积厚度在三个泉凸起最

薄
，

向南
、

北两侧逐渐加厚
，

且厚度变化较快 �在东西

方向上
，

由东向西总体呈楔形体逐渐变厚
。

岩性主

要为黄绿
、

灰绿色砂砾岩与杂色泥岩
、

灰色及灰绿色

细
、

粉砂岩不等厚互层
，

局部出现棕褐色泥岩或夹紫

红
、

褐红色泥岩
、

粉砂岩条带
，

化石稀少�图 ��
。

根据现代沉积学和层序地层学理论��，
�〕，

对研

究区地质
、

钻井
、

测井和地震资料综合研究
，

特别是

对陆 �
、

陆 �等 �� 多 口取心井 ��� 多米的岩心分析

表明
，

头屯河组为分支河道沉积占主导地位
、

湖泊沉

积作用相对较弱的三角洲沉积 �西山窑组为三角洲

平原沼泽沉积广泛发育的三角洲沉积
。

�
�

� 分支河道沉积

正韵律较发育
，

正韵律底部有 比较明显的冲刷

面
，

冲刷面之上多为复成分泥砾岩或含砾砂岩
，

砾

石扁平状
，

顺层或叠瓦状分布
，

向上粒度变细 �图

���
。

沉积构造有大中型
、

小型楔状交错层理
、

平行

层理
、

波状层理和块状层理等
，

炭化植物茎
、

叶顺层

分布
，

细小的碳屑构成单向倾斜纹层
，

板状交错层理

层 系厚度多 为 ���左 右
，

最厚达 ��。�
。

粒度概率

���地层层 岩性特征征 岩性描 述述 沉积相相

闷闷闷冈冈
��井深��岩性 ������ 才目目 亚相相

头头头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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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枷��� 角角 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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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其下为灰色厚层块状细砂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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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洲 洲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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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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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西西西 �洲洲洲 ������������� 上部为灰色细声少宕
，

厚������ 角角 角角

山山山山山 卜 ����������� 中邵为灰色粉砂岩
，

厚��叫叫
�

洲
���

洲洲

窑窑窑窑窑

…………………
下部 为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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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准噶尔盆地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和

头屯河组地层综合柱状图

���
�

� ������������� ��������������������� ��

������ �������� ��������� ����������� ����������

�� ��������� ���� �������� �����

曲线 为两段式
，

缺乏 滚 动总体
，

跳跃 总体含量 占

���以上
，

跳跃总体和悬移总体截点位置在 �甲左

右
，

跳跃总体曲线斜率小
，

分选较差 �图 ���
。

主要

分布于西山窑组一段
。

�
�

� 三角洲平原沼泽沉积

由黑色煤层和碳质泥页岩等细粒沉积物组成
，

炭化植物叶片化石富集
。

自然伽马测井曲线为低幅

度平滑箱状或刺刀状
，

幅值常低于 ����� �电阻率曲

线为高值的箱状或尖峰状�图 ��
。

主要分布于西山

窑组二段和三段
。

�
�

� 水下分支河道沉积

层系中正韵律较发育
，

自上而下单个韵律厚度

逐渐变大
，

韵律底部有比较明显的冲刷面
，

向上粒度

变细
，

上部发育泥质层
，

富含斑状黄铁矿颗粒 �图

���
。

沉积构造有 中型
、

小型交错层理
、

平行层理
、

波状层理等
，

炭化植物茎
、

叶顺层分布
，

细小的碳屑

构成单向倾斜纹层
，

部分层段为几厘米厚度的碳屑

纹层段
，

纹层为波状或水平状
，

层面具极不对称波

痕
，

波长 ���
，

波高 �
�

���
，

局部层位富集云母碎片
。

底部有明显的侵蚀面
，

侵蚀面之上有较多的棕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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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 ���

平原分支河道

���

逻逻

�
�

� 河 口砂坝沉积

碳屑纹层富集
，

并含大量的云母碎片和零散分

布的碳屑颗粒
，

自上而下碳屑纹层密度和层系厚度

均变小
，

楔状交错层理发育且纹层平直
，

纹层倾角约

为 ��
“ ，

反韵律沉积发育
，

韵律上部为灰绿色块状含

砾砂岩
，

砾石为灰绿色
，

泥质成分
，

韵律下部为灰绿

色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图 ���
，

发育楔状交错层理

�图 ���
。

粒度概率曲线特征为跳跃总体和悬移总

体之间具有粗
、

细两个截点
，

两个截点之间为过渡成

分
，

表明三角洲前缘河 口砂坝环境复杂多变的水流

特点�图 ���
。

水下夯支河道间

葬葬月月
」」

�

…
���

� 沉积相平面分布

图 � 准噶尔盆地三个泉地区中侏罗统主要沉积序列

���
�

� ������������� ����������������������

�� ��������� ���� �������� �����

和灰绿色泥砾顺层分布
，

泥砾成长条状或片状
，

亦有

少量泥砾漂浮于砂岩之中�图 ��
、

��
。

粒度概率曲

线特征类似于平原分支河道
，

两段式河道特征明显
，

但分选好于平原分支河道沉积�图 ���
。

�
�

� 水下分支河道间沉积

砂
、

泥岩呈薄互层间互 出现 �图 ���
，

发育水平

层理
、

透镜状层理
、

爬升波纹层理和小型交错层理
，

无定向碳屑颗粒顺层分布�图 ��
、

��
。

粒度概率曲

线特征为悬移总体含量高
，

跳跃 总体 曲线倾角为

���左右
，

分选较差�图 ���
。

�
�

�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四段沉积时期

西山窑组四段以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支河道和河

口砂坝沉积为主
。

平面上三角洲形态为伸长状
，

大

体分为两支
，

一支主流线沿玛东 �一石南 �� 井一线

分布 �另一支主流线沿三个泉突起一直延伸到陆 �

井一线 �石南 �井
、

石南 �井 以南为浅湖沉积 �图

���
。

�
�

�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二
、

三段沉积时期

西山窑组二
、

三段为三角洲平原亚相沉积
，

但孤

立的河泛平原及沼泽区域和三角洲平原朵体沉积都

很发育
，

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

三个泉凸起及其东部

陆 �井地区为孤立河泛平原及沼泽区域
，

三角洲平原

主体分布在石南地区和三个泉凸起西段�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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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准噶尔盆地三个泉地区侏罗系沉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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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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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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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分支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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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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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井 ����
�

���

��

厂
…
…厂

�
�

�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一段沉积时期

西山窑组一段沉积时期沉积相带展布与西山窑

组四段沉积时期类似
，

仍 以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支河

道和河 口砂坝沉积为主
，

但朵叶状三角洲分布范围

明显扩大
，

陆 �井以西大部分地区为三角洲沉积
，

滨

浅湖分布局限
，

仅分布于石南 �一陆 �井以东及东

北部的局部地区�图 ���
。

�
�

� 中侏罗统头屯河组沉积时期

头屯河组沉积相序列与西山窑组一段相类似
，

河流沉积作用 占据主导地位
，

湖泊沉积作用相对较

弱
。

在平面上
，

头屯河组沉积仍然继承了西 山窑组

一段的相带分布格局
，

相带展布范围大致与西 山窑

组一段相当
，

与西山窑组一段相比
，

三角洲沉积略有

后退
。

研究区的东南和东北部地区浅湖相沉积大面

积分布
，

西部三角洲前缘亚相广布
，

朵体中心位于夏

盐
、

英西 �和玛东 �井地区及石南 �井区 �图 ���
。

叹令恤卞呀听军

� 沉积演化控制因素

�
�

��

粒径�中
��� 水下分 支河道间

�
�

叨 �
�

�� �
�

帕

粒径�中
��� 河 口砂坝

加︸�叨多仆仆卜公公卜�

��姐鳅沁比仓佳

图 � 准噶尔盆地三 个泉地区中侏罗统
主要沉积类型粒度概率曲线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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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根据侏罗系的沉积特征
、

沉积韵律
、

沉积物颜

色
、

沉积相类型
、

分布及演化
，

结合化石组合分析和

地震反射特征研究认为
，

侏罗系沉积主要受湖平面

变化
、

古地貌
、

物源供给丰度和古气候的控制
。

�
�

� 湖平面升降

湖水的进退是控制沉积相平面和垂向分布和演

�气 �山
‘������山曰�����曰

洲

脚
�

沼

原

平

、�夕

卿
·

�
、�、��

义� 乡丫

、二 角
声

际叼

、 ，队�。

乙 �
捐飞尹

��� 西山窑组四段 ��� 西山窑组二
、

三段

湖

、、��、、��
了

门侧‘引仃

�’�卜
、、

�

� 一 � � � ， �

��� 西山窑组一段 ��� 头屯河组

图 � 准噶尔盆地三个泉地区中侏罗统各层段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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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持续发育三角洲平原沼泽沉积
，

西山窑组 四

段
、

西山窑组一段和头屯河组发育了大面积的三角

洲沉积
，

说明这些组段沉积时期物源供给丰富
。

�
�

� 古气候

古气候特点对湖盆水体
、

物源区碎屑物质的供

给丰度和植被的发育程度具有重要 的影响〔‘一 ‘
·�习

。

侏罗系沉积时期
，

由于气候温暖潮湿
，

植被发育
，

河

流河床较为固定
，

湖盆水体深度相对较大
，

形成了较

深水条件下的朵状或伸长状三角洲沉积
，

受限的分

支河道在三角洲沉积中占主体地位
，

在分支河道之

间发育平原沼泽环境下的煤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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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要控制因素
，

伴随湖平面的升高和降低
，

沉积

演化表现出明显的旋 回性特征�’，
�〕。

侏罗系包括西

山窑组四段至二
、

三段
，

西山窑组一段至头屯河组两

个完整的水进水退沉积旋回
。

西山窑组四段在三个

泉地区发育三角洲前缘沉积
，

随后湖水后退
，

三角洲

向湖的方向推进
，

三个泉凸起发育三角洲平原相
。

西山窑组一段沉积时期
，

湖水加深
，

三角洲后退
，

三

个泉凸起发育三角洲前缘和浅湖相
，

随后湖水再次

后退
，

三角洲再次向湖的方向推进
，

三个泉地区主要

发育三角洲前缘相
。

�
�

� 古地貌

古地貌对沉积演化和沉积相带的平面展布具有

重要的影响〔’一 ‘
’�〕。

三个泉水下低幅度隆起 区不仅

对主体古水流的流向�西北方 向�
、

次要古水流的流

向�东北方向�有明显的分割作用
，

而且对湖盆的分

布范围有明显的遮挡作用
。

侏罗系西山窑组和头屯

河组三角洲沉积时期
，

三角洲前缘朵体主要分布在

三个泉凸起的两侧
，

周围为滨浅湖沉积
，

尤其是头屯

河组沉积时期这一相带分布特征最为明显
，

充分反

映了三个泉低凸起对湖盆水体的分隔作用
。

�
�

� 物源供给丰度

侏罗系西山窑组二
、

三段沉积时期
，

由于地势平

坦
，

物源供给丰度不足
，

三个泉凸起及其以东的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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