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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氏旋回剥蚀量计算方法在泌阳凹陷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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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米氏旋回地层学方法对泌阳凹陷古近系与新近系之间区域不整合面的剥蚀量进行了计算。泌阳凹陷古近系\新近系剥蚀

量计算可以分为2段:(1)各井各组(段和亚段)选定现有地层的分层和测井曲线数据进入“旋回地层学研究系统暠(Version1.0),

寻找0.405Ma周期,求最大优势旋回,计算出现有沉积时间;(2)把现有地层沉积时间以外的剥蚀掉的时间,用0.405Ma周期转

化为剥蚀厚度。计算结果表明在凹陷的核心地区,仅廖庄组遭到剥蚀,凹陷东南部安棚一带剥蚀量小于100m,向凹陷西、西北

以及北部边缘方向逐渐增大,至廖庄组缺失线附近,剥蚀厚度在650m 以上。凹陷边缘附近,核桃园组也遭到剥蚀,核桃园组的

剥蚀厚度主要介于4.1~666.5m,总剥蚀量在1000m 以上。泌阳凹陷已知油田分布于剥蚀厚度大于200m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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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ofdenudationamountwithMilankov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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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enudationthicknessofPaleogene—NeogeneunconformityintheBiyangSaghasbeen
calculatedwiththeMilankovitchcyclemethod.Thecalculationprocesshasbeendividedinto2steps.1)
Putthestrataclassificationandloggingcurvesofallformationsaswellassectionsandsub灢sectionsinto
“studiessystemofcyclostratigraphy暠(version1.0)soastofindthe0.405Maperiod.Inthisway,the
maximumdominantcycleandthesedimentarytimeforavailablestratacanbecalculated.2)Transform
thedenudationtimebesidesoftheabove灢mentionedsedimentarytimeforavailablestrataintoerosion
thicknessaccordingtothe0.405Maperiod.Ithasbeenconcludedthatinthecenterofthesag,only
LiaozhuangFormationisdenuded.InAnpengareawhichlocatesinthesoutheastofthesag,thedenuda灢
tionthicknessislessthan100mandincreasesgraduallytothewest,northwestandnorthernmarginof
thesag,andfinallyexceeds650maroundthemissingboundaryofLiaozhuangFormation.Hetaoyuan
Formationisalsodenudedneartothesagboundary,mainly4.1-666.5mthick,andthetotaldenuda灢
tionthicknessisover1000m.Theknownoilfieldsinthesagmainlylocateintheareawithdenudation
thicknesslargerthan200m.
Keywords:Milankovitchcycle;denudationcalculationofPaleogene—Neogene;HetaoyuanFormation;
LiaozhuangFormation;Biyangsag

暋暋泌阳凹陷是河南南襄南部的一个新生代陆相含

油盆地,面积约1000km2。地层自下而上,古近系

为玉皇顶组、大仓房组、核桃园组和廖庄组,最大厚

度达7000m;新近系为凤凰镇组,厚度薄,只有约

100m,上覆为第四系平原组。古近系廖庄组和新近

系凤凰镇组之间大约近18个百万年剥蚀,形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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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不整合面[1]。泌阳凹陷新生代持续沉降、整体

上升和全面萎缩等3个阶段的地质年龄或地层间

断面,特别是古近系/新近系剥蚀面的计算,将直接

影响成烃成藏定量研究[2]。为解决陆相地层中的

剥蚀量计算,不少油田工作者采用过多种方法,如:
地层对比法、沉积速率法、声波时差法、镜质体反射

率(Ro)法、地震地层学法、最优化法和天然气平衡

浓度法等[3-7],但效果不好。近年来天文地层学,
即米氏旋回的研究,在地层时间的应用上有了重大

突破。例如,国际地层表(2004)(国际地层委员会,

2008)中应用了不少天文地层年龄计算的数据

(ATNT2004)[8];在大洋的中、新生代的米氏气候

旋回和磁极性地层结合和地质年代计时方法的应

用,提出了5.30 Ma以来的‘天文极性地质年代

表暞(APTS)[9]。天文地层学兴起[10-15],特别在陆

相地层定量研究上提出了新的思路。东营凹陷成

烃成藏定量研究中,在天文地层年龄和剥蚀量计算

方面做了可喜尝试和实践[16],在方法上基本成

型[15]。姚益民等对泌阳凹陷从东南至西北向的12
口井的廖庄组(L)、核一段(H1)、核二段(H2)、核
三段及其以下的界线数据和天文地层(米氏)旋回

进行了分析,并计算确定了“河南泌阳凹陷新生代

天文地层表暠。该表提出了 45 Ma以来的各组

(段)的地层地质年龄,为采用米氏旋回方法进行剥

蚀时间和剥蚀厚度的计算奠定了基础。因此,本文

将采用米氏旋回学方法,基于钻井资料的分析研

究,定量计算泌阳凹陷古近系/新近系不整合的剥

蚀量,为该凹陷成烃成藏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1暋米氏旋回(天文地层学)基本内容

19世纪早期,南斯拉夫米兰科维奇(Milankovich,

1920)在前人天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地球公转

轨道的偏心率(10万年)、黄赤交角(4万年)和近日

点(岁差)(2万年)等天文参数变化引起地球太阳

辐射量变化,导致冰河和间冰期的交替出现,因而

提出第四纪冰期成因假说。20世纪70年代后大

洋钻探取得了大量米氏旋回记录,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使用米氏高分辨率旋回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

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了突破性进展[12]。在地球

轨道参数的计算中,天文长周期与日常习惯的昼

夜、冬夏等天文短周期的变化是一样的,都具有计

时和指示环境背景的双重功能。特别是40万年偏

心率长周期,恰好就是我们为地质计时想要寻找的

天文“钟摆暠。随着高分辨率记录向越来越老的地

层拓展,地球轨道长周期和地球表层系统内部的长

周期现象,正在成为地质研究中新的生长点[10]。
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全国地层委员会提出了“天文地

层暠的新概念,其测年方法已应用于中、新生代天文

年代学研究中[10-11,13]。因此,新的“国际地质年

表暠中已把地球轨道因素的变化作为确定地质年代

的一种重要依据。而地球轨道椭率较为稳定的长

周期性变化,也为地层的划分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时

间标尺[14]。这一概念是立足于天文学“米氏旋回

假说暠中地球轨道三要素的周期性和准周期性变

化,通过对地层岩性、厚度等数字化数据进行功率

谱、数字滤波和褶积等数学分析和运算,可以实现

地层地质年龄的划分和对比。这一方法具有计算

精度高、计算过程的可优化、自动化和可操作性强

的特点[11],为开展成烃成藏定量研究开拓一片新

领域。

2暋泌阳凹陷天文地层剥蚀量计算方法

2.1暋廖庄组剥蚀量分析和计算

2.1.1暋廖庄组基本分层数据

为更好了解廖庄组计算方法并减少文章篇幅,
以凹陷中部凹陷带的B6井为例作分析和计算,其
最基本数据有:井的坐标、各组段的地层分层、厚
度,地震反射层及岩性、生物和沉积特征,及其测井

曲线文本文档等,记录于表1。

2.1.2暋寻找和确定0.405Ma周期中最大优势旋

回的峰值

用各井各组(段和亚段)选定 GR,SP,RT等现

有地层的测井数据进入“旋回地层学研究系统暠
(Version1.0)[17],寻找各层段相当于0.405Ma周

期中最大优势旋回峰值。其中,选定 B6井SP测

井的廖庄组谱图中的峰值为 36.45m(图1)。计

算出的堆积速率为0.1223m/ka。
泌阳凹陷古近系/新近系剥蚀量计算可以分为

2段:栙寻找0.405Ma周期,求最大优势旋回,计
算出现有沉积时间;栚把现有地层沉积时间以外的

剥蚀掉的时间,用0.405 Ma周期转化为剥蚀厚

度。这一剥蚀厚度就是所需要计算出的剥蚀量。

2.1.3暋求各组间隔时间

分别用0.405Ma周期中的最大优势旋回厚

度来计算出各层段间隔时间,如B6井廖庄组的厚度

298m 和相应于36.45m 的比值求出间隔时间为:

298m/36.45m暳0.405Ma=3.311Ma。

2.1.4暋计算廖庄组顶至23.03Ma期间的剥蚀时

间和剥蚀厚度

廖庄组为渐新统地层时间是:32Ma-23.03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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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泌阳凹陷B6井地层分层的基本数据

Table1暋BasicdataofstrataclassificationinwellB6,BiyangSag

地层 底界/m 厚度/m
地震

反射层
主要岩性和

沉积标志特征
主要化石
标志特征

其他基本数据

平原组

凤凰镇组

廖庄组
(上寺组)

核桃园组

大仓房组

玉皇顶组

一段

二段

三段

核三1
核三2
核三3
核三4

一段

二段

170

468

853

1234

1642
1877
2180
2629

2780▼

Tg

298 T2

385 T3
T41

381 T4
408 T52
235 T53
303 T55
449 T5

红层

暋横坐标Y:19695190.7
暋纵坐标X:3613823.3

测井:
暋B6_R25_90-2780.txt
暋B6_SP_90-2780.txt

图1暋以泌阳凹陷B6井的谱图分析寻找出相应0.405Ma周期中的最大优势旋回厚度

Fig.1暋Thicknessofmaximumdominantcyclein0.405Maperiod,accordingtospectrogramanalysisofwellB6,BiyangSag

8.97Ma。因此,廖庄组全部地层沉积时间=现有沉

积地层时间+剥蚀地层时间。也即,B6井剥蚀掉的地

层时间的计算公式为:全部地层沉积时间(8.97Ma)-
计算出现有地层间隔时间(3.311Ma)=5.659Ma。因

此,剥蚀厚度为:5.659Ma/0.405Ma暳旋回36.45m=
509.3m(图2)。

2.2暋核桃园组剥蚀量分析和计算

核桃园组剥蚀量计算比廖庄组的复杂一些。
按古地貌和地震剖面分析,泌阳凹陷古近系是一个

正地形的地区,在挤压应力作用下,新近系强烈抬

升和剥蚀,造成现有古近系构造顶超(图3)。根据

从核四段底42.671Ma到廖庄组顶23.03Ma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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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泌阳凹陷B6井
廖庄组的剥蚀时间和剥蚀厚度计算示意

Fig.2暋Denudationtimeandthicknessof
LiaozhuangFormation,wellB6,BiyangSag

的计算,认为沉积基本上是连续的,只是在中部凹

陷带核二段/核一段之间有少于0.5百万年的剥蚀时

间,特别是在较早期核三至核二段的沉积更为连续。
按泌阳凹陷新生代地层表分析,古近系各组(段)沉积

年龄为:核四段底42.671Ma;核三段底40.866Ma;
核二段底36.462Ma;核一段底34.464Ma;廖庄组的

现有底为32Ma。各组段的全沉积时间为:廖庄组现

有沉积底32Ma至23.03Ma,时间为8.97Ma;核一

段现有沉积底34.468Ma至32Ma,时间为2.468Ma;
核二段现有沉积底36.490Ma至34.464Ma,时间为

2.022 Ma;核 三 段 现 有 沉 积 底 40.951 Ma 至

36.490Ma,时间为4.461 Ma。为了说明廖庄组

至核桃园组剥蚀量的计算方法,用凹陷北部斜坡带

上的 W6廖庄组、W3核一段、B176核二段和Bq25
核三段等靠近的4口井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图3)。
图3可以反映2种计算数据:栙 在地层顶超剥蚀

面以下的地层(示意),是现有沉积数据,也就是说,
在目前现有各组(段)定义为 ‘现沉暞数据来计算实

际地层厚度转化为40万年的时间数据;栚地层顶

超剥蚀面,也即在凹陷古近系沉积后,E/N23.03
Ma期间原沉积的地层开始上升,造成回剥(绿色

‘现剥暞和红色的‘全剥暞)的时间数据,再转化为剥

蚀厚度数据。
在实际计算中,首先要把‘现沉暞这段地层测井

曲线数据进行谱分析,寻找0.405Ma周期中最大优

势旋回的峰值。其方法参见上节2.1.2中B6井得

到的数据来操作,得到的0.405Ma的旋回:W6廖

庄组为29.34m;W3核一段为39.37m;B176核二

段为41.47m和Bq25核三段为44.85m。
然后,把图3现有顶超剥蚀面以下,如 W6井

的廖庄组地层厚度、0.405Ma的29.34m 旋回、全
沉积时间、现有沉积时间和现有剥蚀时间等数据来

计算,其计算的公式显示在表2中,计算出的数据

为各组(段)顶超的剥蚀时间为5.740Ma和剥蚀

厚度为415.8m。同样,用顶超剥蚀面上现有(蓝色

图3暋古新统/中新统(23.03Ma)前后
剥蚀时间和剥蚀厚度计算分析纵向示意

Fig.3暋Verticalschematicdiagramofdenudation
timeandthicknesscalculationwhenPaleocene
turnedtoMiocene(23.03Ma),BiyangSag

‘现剥暞)沉积数据计算出 W3核一段剥蚀的时间为

1.069Ma,剥蚀的厚度为103.9m;B175核二段

的剥蚀时间为 0.8091Ma,剥蚀厚度为82.0m;

Bq25核三段的剥蚀时间为1.6165Ma,剥蚀厚度

为179.0m。
最后,用图3中核桃园组中核一、核二和核三段

的原沉积回剥(红色‘全剥暞)数据来计算,得到 W3
井核一段的剥蚀厚度为103.9m,廖庄组全剥蚀厚

度649.8m,该井总剥蚀厚度为753.7m;B175井核

二段剥蚀厚度为82.0m,核一段全剥蚀厚度为

250.3m,廖庄组全剥蚀厚度649.8m,该井总剥蚀

厚度为982.1m;Bq25井核三段剥蚀厚度为179.0
m,核二段全剥蚀厚度为223.9m,核一段全剥蚀厚

度为273.3m,廖庄组全剥蚀厚度649.8m,该井总

剥蚀厚度为1326.1m(表2)。

3暋计算结果和分析

3.1暋廖庄组剥蚀量数据分析

通过上节2.1论述的方法,对泌阳凹陷76口井

(主要研究井的分布位置见图4)廖庄组的剥蚀情况

进行了计算。剥蚀时间范围大约0.26~8.34Ma,
剥蚀厚度为2.2~752m。通过研究可知,位于泌阳

凹陷东南部的 B169,B100,B93和 B74等井,剥蚀时

间均小于1Ma,廖庄组剥蚀厚度小于100m,其中

B169井的剥蚀厚度最小为2.2m。也就是说,凹陷

东南部廖庄组的沉积基本是齐全的,剥蚀量很小。
但是,以 B169,B100,B93 和 B74 等井为中心,向
凹陷的西、西北以及北部地区,廖庄组的剥蚀厚度

逐渐增大,从76口井的计算结果看,B17井附近廖

庄组的剥蚀厚度约达到752m。

3.2暋核桃园组剥蚀量数据分析

通过上节2.2方法计算,从核桃园组核一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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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泌阳凹陷北部斜坡带上 W6等4口井的剥蚀厚度计算方法和结果

Table2暋Methodsandresultsofdenudationthicknesscalculationin4wellsonnorthernslopeofBiyangSag

现有
层位

井号
井深/

m
厚度/

m

0.405Ma
的旋回/
m

L 全 沉 积
时 间/Ma
(底界—顶
界时间)

现有沉积时
间/Ma (厚
度/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L剥蚀时间/
Ma(全沉积时
间—现 有 沉
积时间)

L 剥 蚀 厚
度/m(剥 蚀
时 间/0.405
暳旋回)

廖庄组 W6 220~
454 234 29.34 8.970 3.230 顶超 5.740 415.8

现有
层位

井号 井深/m 厚度/m
0.405Ma
的旋回/
m

H2沉积时
间/Ma(底
界—顶 界
时间)

现有沉积时
间/Ma (厚
度/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W3 剥 蚀 时
间/Ma(全 沉
积 时 间—现
有沉积时间)

W3 剥 蚀 厚
度/m(剥 蚀
时 间/0.405
暳旋回)

L 全 剥 蚀 厚
度/m(8.97/
0.405暳旋回)

W3 剥 蚀 +
L 全剥蚀厚
度/m

核一段 W3 212~
348 136 39.37 2.468 1.399 顶超 1.069 103.9 649.8 753.7

现有
层位

井号 井深/m 厚度/m
0.405Ma
的旋回/
m

H2沉积时
间/Ma(底
界—顶 界
时间)

现有沉积时
间/Ma (厚
度/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B175剥蚀时
间/Ma(全 沉
积 时 间—现
有沉积时间)

B175剥蚀厚
度/m(剥蚀时
间/0.405 暳
旋回)

L 全 剥 蚀 厚
度/m(8.97/
0.405暳旋回)

H1全剥蚀厚
度/m(2.468/
0.405暳旋回)

B175 剥 蚀

+(L+H1)
全 剥 蚀 厚
度/m

核二段 B175 192~
315 123 41.07 2.022 1.213 顶超 0.8091 82.0 649.8 250.3 982.1

现有
层位

井号 井深/m 厚度/m
0.405Ma
的旋回/
m

H3沉积时
间/Ma(底
界—顶 界
时间)

现有沉积时
间/Ma (厚
度/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Bq25剥蚀时
间/Ma(全 沉
积 时 间—现
有沉积时间)

Bq25剥蚀厚
度/m(剥蚀时
间/0.405 暳
旋回)

L全 剥 蚀 厚
度/m(8.97/
0.405暳旋回)

H1全剥蚀厚
度/m(2.468/
0.405暳旋回)

H2 全剥蚀厚
度/m(2.022/
0.405暳旋回)

Bq25剥蚀厚
度+(L+H1
+H2)全剥蚀
厚度/m

核三段 Bq25
121~
436 316 44.85 4.461 2.844 顶超 1.6165 179.0 649.8 273.3 223.9 1326.1

图4暋泌阳凹陷主要研究井各组(段)分层及连接计算井位置

Fig.4暋StrataclassificationofmainstudywellsandlocationoflinkingcalculationwellsinBiyangSag

核三段的剥蚀是逐步向西北退移,因此在计算中,
例如,要计算北部的Bq25井核三段的剥蚀数据是

用最靠近的 B175井核二段的数据来代替,同样,
用最靠近的核一段的 W3井代替 B175井的。最

后,用廖庄组现有的和剥蚀的 W6井的数据代替

W3井的数据(图4)。这样,24口井核桃园剥蚀量

数据分析列于表3-5。

由表3-5和图5可见,核一、核二和核三段的剥

蚀量依次分别向凹陷西、西北以及北部边缘方向增

大。据各计算井的结果,核一段的剥蚀量小为几米,
一般在100m以上,最大为196.6m;核二段的剥蚀量

小者为42.9m,一般在100~250m之间,最大者为

258.6m;核三段的剥蚀量主要介于42.1~288.6m之

间。核桃园组总的剥蚀厚度主要介于4.1~66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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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泌阳凹陷核一段谱分析、剥蚀时间和剥蚀厚度计算

Table3暋Denudationtimeandthicknesscalculationaccordingtospectrogramanalysisof1stsectionofHetaoyuanFormation,BiyangSag

井号 井深/m 厚度/m
0.405Ma
的 旋 回/
m

H1沉 积 时
间/Ma(底
界—顶 界
时间)

H1现有沉积
时间/Ma(厚
度/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H1剥蚀时间/Ma
(H1 全 沉 积 时
间—现有沉积时
间)

H1 剥 蚀 厚
度/m (剥 蚀
时 间/0.405
暳旋回)

相近 L 旋
回数据

L 全剥蚀厚
度/m(8.97/
0.405暳 旋
回)

H1剥蚀+
L 全 剥 蚀
厚度/m

B179 193~
434 241.0 40.22 2.468 2.427 顶超 0.041 4.1 B180_30.72 680.4 684.5

B174 199~
388 189.0 31.72 2.468 2.413 顶超 0.055 4.3 W11_32.79 726.2 730.5

W3 212~
348 136.0 39.37 2.468 1.399 顶超 1.069 103.9 W6_29.34 649.8 753.7

XQ28 110~
144 34.0 33.35 2.468 0.413 顶超 2.055 169.2 B180_30.72 680.4 849.6

B30 144~
251 107.0 37.06 2.468 1.169 顶超 1.299 118.8 B27_39.41 872.9 991.7

B43 147~
255 108.0 37.16 2.468 1.177 顶超 1.291 118.4 B40_31.21 691.2 809.7

表4暋泌阳凹陷核二段谱分析、剥蚀时间和剥蚀厚度计算

Table4暋Denudationtimeandthicknesscalculationaccordingtospectrogramanalysisof2ndsectionofHetaoyuanFormation,BiyangSag

井号 井深/m 厚度/m
0.405Ma
的旋回/
m

H2 沉 积
时间/Ma
(底界—
顶 界 时
间)

H2 现 有
沉 积 时
间/Ma
(厚 度/
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H2剥 蚀 时
间/Ma(全
沉 积 时
间—现 有
沉积时间)

H2 剥 蚀
厚 度/m
(剥蚀时
间/0.405
暳旋回)

相近 H1 旋
回数据

H1 全 剥
蚀厚度/
m(2.022/
0.405暳
旋回)

相近 L 旋
回数据

L 全 剥
铡厚度/
m(8.97/
0.405暳
旋回)

H2剥蚀

+(L+
H1)全
剥 蚀 厚
度/m

B175 192~
315 123.0 41.07 2.022 1.213 顶超 0.8091 82.0 W3_39.37 196.6 W6_29.34 649.8 846.4

B184 136~
813 677.0 163.1 2.022 1.681 顶超 0.3409 137.3 B43_37.16 185.5 B40_31.21 691.2 876.8

Bq4
101~
155 54.0 34.53 2.022 0.633 顶超 1.3886 118.4 XQ28_33.35 1.66.5 B180_30.72 738.6 905.1

B131 131~
259 128.0 51.8 2.022 1.001 顶超 1.0212 130.6 XQ28_33.35 166.5 B180_30.72 738.6 905.1

B107 248~
424 176.0 43.84 2.022 1.626 顶超 0.3961 42.9 B43_39.37 196.6 B40_31.21 872.0 1068.5

B113 144~
159 15.0 38.63 2.022 0.157 顶超 1.8647 177.9 B30_37.06 185.0 B27_39.41 820.8 1005.8

图5暋泌阳凹陷廖庄组剥蚀厚度等值线与油田分布对比

Fig.5暋RelationshipbetweenoilfielddistributionanddenudationthicknesscontourofLiaozhuangFormation,Biyang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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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暋泌阳凹陷核三段谱分析、剥蚀时间和剥蚀厚度计算

Table5暋Denudationtimeandthicknesscalculationaccordingtospectrogramanalysisof3rdsectionofHetaoyuanFormation,BiyangSag

井号 井深/m 厚度/m

0.405
Ma的
旋回/
m

H3沉积
时 间/
Ma(底
界—顶
界时间)

H3现有
沉 积 时
间/Ma
(厚 度/
旋 回 暳
0.405)

接触
关系

H3剥蚀时
间/Ma(全
沉 积 时
间—现 有
沉积时间)

H3剥 蚀 厚
度/m(剥蚀
时间/0.405
暳旋回)

相近 H2旋
回数据

H2全剥
蚀厚度/
m(2.022/
0.405暳旋
回)

相 近

H1旋
回 数
据

H1全剥
蚀厚度/
m(2.468/
0.405 暳
旋回)

相 近

L 旋
回 数
据

L 全 剥 铡
厚 度/m
(8.97/0.405
暳旋回)

Bq25 剥
蚀厚度+
(L+ H1

+H2)全
剥 蚀 厚
度/m

Bq25
121~
436 315.0 44.85 4.461 2.844 顶超 1.6165 179.0 B175_41.07 205.0 39.37 196.6 29.34 649.8 1230.4

Bq2
74~
430 356.0 44.85 4.461 3.215 顶超 1.2463 138.0 B131_51.80 258.6 33.35 166.5 30.72 680.4 1243.5

Bq5
51~
378 327.0 41.07 4.461 3.225 顶超 1.2364 125.4 B131_51.80 258.6 33.35 166.5 30.72 680.4 1230.9

Bq6
53~
470 417.0 44.96 4.461 3.756 顶超 0.7047 78.2 B131_51.80 258.6 33.35 166.5 30.72 680.4 1183.7

B105 208~
465 257.0 43.84 4.461 2.374 顶超 2.0868 225.9 Bq4_34.53 172.4 33.35 166.5 30.72 680.4 1245.2

Bq41
123~
515 392.0 39.41 4.461 4.028 顶超 0.4326 42.1 B107_43.84 218.9 37.16 185.5 31.21 691.2 1137.7

B127 209~
582 373.0 47.01 4.461 3.213 顶超 1.2475 144.8 B107_43.84 218.9 37.16 185.5 31.21 691.2 1240.5

Bq43
216~
504.5 288.5 41.07 4.461 2.845 顶超 1.6160 163.9 B107_43.84 218.9 37.16 185.5 31.21 691.2 1259.5

Bq44
202~
515 313.0 39.41 4.461 3.217 顶超 1.2444 121.1 B107_43.84 218.9 37.16 185.5 31.21 691.2 1216.7

B108 157~
522 365.0 45.9 4.461 3.221 顶超 1.2404 140.6 B113_38.63 192.9 37.06 185.0 39.41 872.9 1391.3

B120 132~
374 242.0 48.17 4.461 2.036 顶超 2.4263 288.6 B113_38.63 192.9 37.06 185.0 39.41 872.9 1539.3

Fq5
158~
518 360.0 40.22 4.461 3.625 顶超 0.8359 83.0 B107_43.84 218.9 37.16 185.5 31.21 691.2 1178.7

暋暋另外,由表3-5可见,24口研究井廖庄组的全

剥蚀厚度主要介于649.8~872.9m。这样,结合前

面76口井廖庄组剥蚀量的计算结果,对泌阳凹陷古

近系/新近系不整合廖庄组的剥蚀量分布进行了成

图并与油田分布对比(图5),清晰呈现了泌阳凹陷

廖庄组剥蚀量的分布特征,即由凹陷东南部安棚一

带剥蚀量小于100m处为中心,向凹陷西、西北以及

北部边缘方向逐渐增大,至廖庄组缺失线附近,剥蚀

厚度在650m以上,局部大于700m,已知油田分布

于剥蚀量大于200m区。同时由表3-5和图5可

见,在泌阳凹陷边缘古近系/新近系不整合的总剥蚀

量在1000m以上,B120井一带可达1539.3m。

4暋结论

米氏旋回地层学方法对泌阳凹陷古近系与新近

系之间区域不整合面的剥蚀量计算结果表明:在凹

陷的核心地区,仅廖庄组遭到剥蚀,凹陷东南部安棚

一带剥蚀量小于100m,向凹陷西、西北以及北部边

缘方向逐渐增大,至廖庄组缺失线附近,剥蚀厚度在

650m以上,最大剥蚀厚度可达872.9m;在凹陷边

缘附近,核一段、核二段和核三段也向凹陷边缘依次

遭受剥蚀,核桃园组的剥蚀厚度主要介于4.1~
666.5m,总剥蚀量在1000m以上,凹陷西部B120

井区总剥蚀厚度最大,为1539.3m。泌阳凹陷已知

油田分布于剥蚀厚度大于200m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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