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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白至系测井一沉积相类型与特征

王璞君① 杜 小 弟 王 东 坡

(能像系 )

摘要 本文通过常规地质手段与测井解释相比较的研究方法
,

根据 7 个实测

剖面和 “ 口探井的沉积相研究成果
,

总结出松辽盆地内可被明显识别 10 种洲井

一沉积相类型
:

①大段齿化箱一菱形冲积扇相
、

②多阶梯状冲泛平深相
、

③中高幅

齿化漏斗一钟形扇三角洲相
、

④连续进积或退积式三角洲相
、

⑤低幅背景或见中高

幅指状峰的滨浅湖相
、

⑥低幅背景间夹中幅齿状峰的湖岸盆坪相
、

⑦大段低幅曲线

偶见中幅齿一菱形峰的半深湖及深湖相
、

⑧中幅齿化箱一美形水下沉积物重力流

相
、

⑨低幅齿形沼泽相
、

L高幅似箱形火 山 (沉积 ) 岩相
.

关健词 沉积相 洲井相 松辽盆地 白圣系

中图法分类号 P 5 s 8
.

2
,

p 63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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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指
“

在地质历史中形成于特定环境中的一套有规律的岩石共生组合
” (何起祥

,

19 7 8 )
.

测井曲线特点可以客观地反映岩石的共生组合规律
,

因而可用于沉积相研究 (黄

智辉
,

1 9 86 )
.

作者于 1 9 8 6~ 1 9 8 9年间对松辽盆地中生代各组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测井

一沉积相研究
,

总结出一套本区的测井一沉积相类型与特征
。

本文运用了所谓的曲线相

面技术
,

即着重观察一段测井曲线的总轮廓所表现出的宏观特征
,

并将此冠以沉积相名

称之前作为测井一沉积相描述语
,

如多阶梯状冲泛平原相等
。

1 区域地质背景简述

松辽盆地走向北北东
,

面积 26 万 km , .

盆地基底由古生代和前古生代变质岩
、

岩浆

岩和火山岩组成
.

白垄纪时期盆地整体下沉接受了近万米厚的盖层沉积
,

自下而上分为

下白奎统沙河子组
、

营城组
、

登娄库组
、

泉头组和青山口组
;
上白垄统姚家组

、

嫩江组
、

四方台组和明水组
。

2 测井一沉积相特征分述

大段齿化箱~ 菱形冲积扇相 本区冲积扇相河区分出石流
、

辫状可道和漫流沉积
。

三

种亚相叠置关系为
:

泥石流与漫流或辫状河道均渐变过渡
,

辫状河道与下伏漫流冲刷接

触
、

与上覆漫流渐变过渡或将漫流夹于层序之中 (图 1 )
。

泥石流沉积由杂基支撑砂砾 砾

岩组成
,

分选差
;
测井曲线呈中至高幅齿化菱形

,

顶底渐变
,

齿中线平行下倾或内收敛
.

① 第一作者简介 王珑君 男 32 岁

积盆地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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俪
(左侧为自然电位 (s P) 曲线

,

右侧为视电阻率 ( .P ) 曲线
,

图中

点划线 (及虚线 ) 为幅度过大时改变放大倍数后的浏井记录
.

(以

下同 )

辫状河道由分选 中等的粗砂岩或砂砾

岩组成
,

泥质含量比泥石流少
;
测井曲

线呈高幅微齿化箱形一钟形
,

底突变

向上多渐变
,

齿中线平行水平或内收

敛
。

漫流主要为泥质粉砂岩
,

曲线呈

中低幅齿形
、

指形组合
。

多阶梯状冲泛平原相 按沉积组

合特征该相可分为辫状河流与蛇曲河

流两个亚相
。

二者在岩性序列上的共

同特征为
:

冲刷面之上是具有一定定

向性的滞留砾岩
、

向上为代表
、

侧向

加积的交错层理砂岩
、

顶部为代表垂

向加积的水平一波状层理粉砂岩和粉

砂质泥岩及泥岩
。

两微相的主要差别

在于
,

辫状河流亚相的侧向与垂向加

积厚度 比为 2 : 1~ 4 : 1 ,

而蛇曲河流

沉积的比值约 1 : 1 (图 2)
。

冲泛平源

相测井曲线的主要特征是中高幅与低

幅曲线有规律地交替出现
,

构成多阶

梯状结构
。

按曲线微细特征可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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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鱼 3井蛇曲河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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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微相
:

滞留与边滩 (或心滩 ) 沉积 (相

当于滞留砾岩加 砂岩段 ) 和 泛滥平原沉积

(相当于垂向加积段 )
。

前者呈中高幅齿化钟

形一箱形 曲线组合
、

底部突变
;
后者呈低幅

齿形曲线组合
,

齿中线平行水平或内收敛
。

中高幅齿化漏斗一钟形扇三角洲相 扇

三角洲指冲积扇入湖形成的沉积体
。

该相主

要发育于下 白至统沙河子组至营城组中部
,

平面上主要出现在同生断裂下降盘一测
。

岩

性序列主要特征是分选差的砂砾岩与泥质岩

互层
,

泥岩中常夹煤层
.

扇三角洲相从测井

曲线上一般可区分出平原
、

前缘和前扇三角

洲三个亚相
。

平原亚相有时还可区分出越岸

沉积和含煤间湾沼泽沉积等微相 (图 3)
。

因扇三角洲体泥质成分多
、

渗透性差
,

所以自

然电位曲线低幅齿状
,

但阻值变化明显
。

主要呈连续的齿化漏斗一钟形曲线组合
。

其中

平原亚相为中高幅齿化钟形曲线
。

前缘亚相呈中高幅齿化漏斗形
。

前扇三角洲亚相呈低

幅齿形曲线组合
。

连续进积或退积式三角洲相 本区三角洲沉积主要有两种类型
;

水进 (退积式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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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和水退 ( 进积式 )三角洲
。

前者主要见于姚一段
,

后者

主要见于青二
、

三段和嫩四
、

五段
。

二者均具底积
、

前

积和顶积三层结构特点
,

所不同的是进积式三角洲反粒

序特征明显
,

而退积型主要为正粒序
.

岩性以波状层理
、

变形层理粉砂一细砂岩为主
,

平原微相多由交错层理中

粗粒砂岩组成
。

三角洲砂体的主要特点是分选好
,

渗透

率高
,

故其自然电位曲线呈特征的连续进积式漏斗形曲

线组合 (图 4
,

进积型 ) 或退积式钟形曲线组合 (退积

型 )
。

两类三角洲亚相各微相的特征基本一致
:

前三角洲

微相曲线低幅平滑或微齿化
;
前缘微相为中高幅漏斗形

曲线组合
,
平原微相具中高幅钟形曲线组合

,

底部突变

向上渐变
。

视电阻率曲线与上述 s P 曲线特征相似
。

低幅背景或见中高幅指状峰的滨浅湖相 该相主

要见于泉三
、

四段和姚二
、

三段
,

岩性以泥质岩为主
,

夹

小型交错层理粉~ 细砂岩和含生物碎屑泥 (灰 )岩
。

自

然电位曲线低幅光滑或微齿状
。

电阻率曲线为低幅背

景间夹中高幅指状
、

齿状峰
,

齿中线平行水平或下倾

(图 5)
。

浅湖斜坡层序中有时可夹浊积岩层
,

此时曲线

呈中高幅齿化菱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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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齿背景间中幅齿状峰的湖岸盐坪相 松辽盆地东部青二
、

三段和姚家组地层中发

育一套红色泥质岩层
,

以往常称之为平原淤积相 (王衡剑等
,

198 1 )
.

作者认为该层序实

应归属滨浅湖相
,

但由于它分布广
、

厚度大
、

成因特殊
,

故有必要单独讨论
,

并定为湖

岸盐坪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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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相主要是一套互层状的
、

层理不发育的红色泥岩和含生物碎屑泥 (灰 )岩
。

岩层

中常夹泥质角砾岩层
、

偶夹石膏层
。

该相自然电位曲线低幅光滑
.

电阻率曲线为低幅齿

形间夹中幅齿状峰 ( 图 ) 6
.

与正常滨浅湖相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相不与浊积岩层共生
,

故

其低幅曲线中不会出现中高幅菱形峰
。

作者认为该层系是在湖岸夷平
、

水体极浅
、

蒸发

强烈的环境下
,

形成的一套补偿型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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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湖

泥质沉积

图 7 古 1 井半深
、

深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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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段低幅曲线偶见中高幅齿一菱形峰的半深湖及

深湖相 该相平面上主要分布于盆地中心的三肇
、

大

庆和杏山
、

莺山一带
。

纵向上各组段均有发育
,

但尤

以青一段和嫩一段最为发育
。

典型岩性为暗色泥岩
、

油

页岩和含生物碎屑泥 (灰 ) 岩
。

序列中常夹有浊流沉

积砂岩体 (图 7)
。

曲线特点为大段低幅光滑或齿
、

指

状峰或齿化菱形峰
。

典型半深湖与深湖相为低幅曲线

组合
。

当夹油页岩层或含钙质介壳生物碎屑时
,

电阻

率曲线幅值明显升高
。

中幅齿化箱一菱形水下沉积物重力流相 该相主

要形成于最大湖侵层序顶部的嫩一一二段和青一~ 二

段
。

其特点是多夹于深湖层序中
,

以粒序层理杂砂岩

和变形层理粉一细砂岩为主
。

砂岩杂基支撑
,

分选差
。

自然电位曲线呈中低幅齿状
,

齿中线平行上倾
。

但砂

岩的因结程度高
,

常为钙质胶结
。

阻值显著高于相邻

层系
。

电阻率曲线呈中高幅齿化似箱形或菱形峰 (图

7 )
`

低幅齿形沼泽相 该相主要形成在前登娄库断陷盆地发育期
,

可分为滨湖沼泽
、

三

角洲平原沼泽
、

扇三角州平原与间湾沼泽
、

河漫沼泽等
。

但在测井曲线上仅可识别出两

种类型
,

即含煤沼泽和泥炭渭泽 (或不含煤沼泽 )
.

含煤沼泽测井曲线的突出特点是自然

电位曲线低幅齿形
、

电阻率曲线呈高幅似箱形一钟形 曲线组合 (图 3 )
。

而泥炭沼泽相的

两种曲线均表现为低幅平滑一微齿形曲线组合的特征
。

几
』

点说明
:

( 1) 测井曲线形态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
,

只能间接反映地下地质信息
.

测井

相解释应以本区的沉积地质学研究的基础
.

( 2) 下白至统营城组发育一套厚约千米的火山岩 (夹正常沉积岩 )
.

从测井曲线上可

识别出两种火山岩亚相
:

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

在视电阻率曲线上
,

前者呈高幅似箱

形一钟形曲线组合
,

后者为中高幅似箱形一指形曲线组合
。

(3 ) 本文在测井曲线特征描述上
,

均采用 目前国内的通用术语 (马正
, 1 9 8 2 ; 黄智

辉
,

1 9 8 6 )
.

徐顺副教授对本文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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