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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下切谷是准噶尔盆地西缘车排子地区的一种重要沉积体系。在分析了地震反射特征、沉积学特征以及电性特

征的基础上，对准噶尔盆地西缘车排子地区下切谷沉积体系及有利勘探方向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区的下切谷

存在垂向加积充填型、侧向加积充填型、杂乱型和复合型等4种充填类型，以及单一型、多分支型、复合分支型3种分

布样式，并具有明显的地震反射、沉积及电性特征。在该区横切下切谷断层的下降盘易于形成断层一岩性油气藏，这

也是下切谷沉积体系发育的主要油气藏类型，并具有较好的油气显示。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东缘及南缘下切谷

沉积体系入湖段低位扇体是该区寻找下切谷体系油气藏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沉积体系；下切谷；时空展布；勘探方向

中图分类号：TE 121．3；1E 132．1 文献标识码：A

Entrenched VaUey depositional system and adVantageou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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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豫ct：Entrenched valley is如impon卸t depositioI脚system in Chepaizi area in the w船t of Jungg盯Basin．Entrenched

Valley depositional 8ystem锄d adv锄tageous exploration directi伽in the area were咖died by analyziIlg the sei锄ic—lection，
sediI∞nt feature趿d electric featu陀．The results show tIlat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mling styk8 including veItical acc觚吼
style，lateral accretion style，clutter style and composite style，tllree kinds of distribution styles incIuding simple style，multi—

b咖ched style粕d comp叫nd-b舢ched style，and signi6cant seismic renecti∞，鸵diment feature趴d electric feature in t}le

area．The falllt—lit}Iolo舀c resen，oir is fomled e鹊ily in dowllthrow block of tlle fauh and i8 the main reseⅣoir type in this ar∞．

Entrenched valley system is coIlfi彻ed to have satisf缸tor)，hydroc幽n show．The low s锄d apmn in the entering-lake zone 0f

the朗trenched Valley system in the east龃d∞utIl 0f the research ar鲍i8 the import锄t exploitation pan iIl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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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切谷是层序地层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锄·

wa90ner将下切谷定义为由河流体系响应于海平面

相对下降而向盆地方向延伸所形成的深切水道⋯。

不同类型(包括流量、沉积负载等)的河流可以形成不

同规模的下切谷及不同类型的下切谷充填沉积。下

切谷位于低位体系域的上倾部位，在时间和空间上广

泛分布，特别是在挤压型叠合盆地的斜坡地带，下切

谷体系更为发育。由于下切谷体系发育多种充填样

式，极易形成多种隐蔽圈闭，因此下切谷体系是油气

勘探的一个重要领域∞1，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隐蔽油

收稿日期：2007—09—30

作者简介：向奎(1963一)。男(汉族)，重庆人，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油气地质勘探与开发研究工作。

  万方数据



·2·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r7年12月

气藏勘探的逐步深入，下切谷体系的研究越来越引起

勘探工作者的重视。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东缘及

南缘斜坡带白垩系中发育下切谷体系，笔者对该地区

下切谷体系沉积特征及有利勘探方向进行研究。

1下切谷体系的形成机理及充填样式

1．1下切谷体系的形成机理

下切谷是发育于层序地层低位域中的一种河流

下切作用形成的河流谷地，是层序界面识别的一个重

要标志，是盆地可容空间急剧减小后河流平衡剖面下

降造成的。由于下切谷是由河流的侵蚀作用形成，一

切能影响河流下切作用力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下切

谷的形成”J o

工区内发育的下切谷受基底断裂影响明显，从该

区地震剖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底断层影响了下切

谷的发育和规模。下切谷发育部位下部一般都存在

基底断层，而且位于下切谷的前部(图1)。沟谷的发

育主要沿着断裂延伸的方向，且下切谷的发育具有继

承性特征。构造的沉降作用在导致凹陷区可容空间

快速增大的同时，也导致形成了陡坡带，尤其是缓坡

带可容空间的快速减小"j。当水位开始下降，即沉积

基准面下降时，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之间原有的平衡

被打破，河流沿断裂谷地开始下切，下切谷开始形成，

此时沟谷起运输通道的作用；当水位位于最低位时，

河谷下切达到最大程度，下切谷形成。工区内发育的

下切谷与一般的河流以及冲积扇等的水道沉积有明

显区别，下切谷是在层序中的低位域中发育的，是可

容空间急剧下降，河流平衡剖面也随之下降，河流平

衡剖面远远低于河道底部时形成的一种较大型的河

流谷地。

图1车排子地区下切谷发育与基底断层的关系

车排子地区下切谷在相对湖平面开始稳定回升

时，边界断层的持续沉降致使陡坡带基底下降，从而

导致下切谷中搬运的沉积物除了受到相对湖平面上

升产生的回水作用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构造沉降的更

大影响而产生向盆方向推进，使得下切谷的砂砾岩体

最后发生“顺源堆积”，所以可以在剖面上看到前积特

征(图2)。

． 图2下切谷沉积体系形成与充填过程示意图

车排子地区断裂系统还对下切谷体系的发育样 种。川。受地质背景及地震资料品质的限制，车排子地

式及规模起着控制作用。平面上，该区下切谷体系均 区仅可见垂向加积充填型、侧向加积充填型、杂乱型

环车排子隆起分布。车排子隆起东翼断裂系统复杂， 和复合型等4种充填类型(图4)。垂向充填型下切

造成东缘下切谷体系分布面积广、延伸长，形成树枝 谷一般具上平下凸的透镜状外形，显示不连续的变振

状下切谷体系；南缘断裂系统相对简单，下切谷体系 幅或弱振幅的反射特征，或者呈弧形下凹，向谷底两

分布面积小、延伸短、分支少，形成单支状下切谷体系 侧边缘上超。侧向加积充填型下切谷一般也具有上

(图3)。 平下凸的透镜状外形，内部结构为中一弱振幅的斜列

1．2下切谷体系的充填类型 式或前积式结构，指示了下切谷充填过程中侧向迁移

研究表明，下切谷体系的充填主要有垂向加积 的特征。复合型为垂向充填和侧向加积型的叠加。

型、侧向加积型、丘型、杂乱型、发散型和复合型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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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平的同相轴明显不协调。

图3车排子地区断裂系统与

下切谷体系的关系

图5垂直下切谷流向地震剖面内部反射特征

2．2沉积学特征

下切谷是低水位体系域时期沉积物的主要搬运

．通道，也是该时期晚期碎屑物质的主要沉积场所。在

车排子地区下切谷内沉积的岩石类型普遍较粗，以含

砾中粗砂岩为主，其次为中、细砂岩，砂岩含量高达

50％～70％，砾岩含量也高达30％一40％。下切谷内

外沉积的岩石类型迥异。在下切谷谷间地带，主要为

间歇性的红褐色、棕褐色及灰绿色漫溢泥沉积；下切

谷内地层主要呈灰色、灰白色中细砂岩或含砾砂岩与

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在上游近物源处为冲洪积物

图4车排子地区下切谷体系充填类型 充填沉积，下游近湖泊处为冲洪积和辫状河道交互沉

2 下切谷体系地震反射、沉积及电性特 积’专等雾篓筹嚣裟嚣575．。一
乇止602．8m深度取心层段岩性主要为灰色角砾岩，砾径

2 l地震反射特征 最大为70．0咖，一般为5．0～15．0 mm，砾石呈棱角

下切谷的形成是构造运动和湖(或海)平面共同 状一次棱角状，其主要成分为火成岩岩块，同时含少

作用的结果，在地震剖面上，其外部形态、内部结构、 量的泥砾、砂砾，上部杂乱分布，下部略顺层排列，可

频率、振幅等都具有明显的特征㈨。由于河流在发展 见一定的叠瓦状排列构造，属下切谷体系上游段水道

过程中的多期垂向切割和侧向侵蚀，以及随后的充填 底冲洪积物充填沉积(图6)。

堆积和侧向加积作用，导致下切谷在垂直于下切谷流 排l井位于下切谷入湖}自处，其岩心特征与上游

向的地震剖面中表现为上超充填型和发散充填型反 段各井岩心特征明显不同。排1井737．16—782．14

射结构特征，其底部多见变振幅、变频率和能量强弱 m取心层段岩性主要为一套浅灰色或褐灰色中粗砾

不均的杂乱充填反射结构(图5)。在平行或近于平 岩、含砾粗砂岩、粗粒砂岩、中粒砂岩、细砂岩。砾岩

行下切谷流向的地震剖面上，主要表现为斜交前积反 中砾石呈次圆状，分选差，杂乱堆积，局部沿层面排

射或前积充填反射特征。 列，致密，底部冲刷面发育，属水下泥石流沉积；含砾

在不同地理位置，下切谷在地震剖面上表现出的 粗砂岩中砾石顺层排列，具正递变层序，砾石最大为

几何外形有一定差别，通常呈两翼不对称透镜体型、 50 mm，一般为5—10 mm，磨圆度较好，底界凹凸不

近于对称倒钟型或对称的“U”字型，与上下相邻的近 平，底部可见冲刷界面或滞留泥砾层，发育块状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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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井从井深2590 m开始进山，钻进潜山

厚度达1 642 m(未钻穿)。在这1642 m的潜山地层

中，电测解释出17层共136 m厚的油层和45层共

414． 5 m厚的差油层，可见含油丰富。

兴古7井测试结果表明，潜山顶部油层为异常

高压，而潜山中下部则接近正常压力(表1)。这说

明潜山内部的油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压力系统。潜

山浅层油藏的高压可能与顶面风化壳封盖条件比较

好有关， 而潜山中深层油藏压力接近正常则说明内

幕储层连通性较好。

表1兴古 7井潜山油藏压力特点

从原油的化学组成看，潜山深、浅层特征基本相

同(表2 )，生物标志物参数所反映的生源特征和成

熟度都很接近。这说明深、浅层的油气来源相同，油

气聚集的时期相近(两者成熟度很接近)。事实上，

它们都属于来自沙三段烃源岩形成的正常成熟油

气，油气聚集的时期主要发生在沙一段一东营组沉

积时期‘ 111。

根据潜山浅表层和中深层油藏组成相同而压力

系数不同 的事实，可以认为潜山深、浅层为两个不同

的成藏系统。两者的不同在于油气输导运移的途径

不同，浅表层油气是通过不整合面运移，中深层油气

是通过断层和裂缝运移，两个成藏系统相对独立。

表2兴古 7井潜山油藏不同深度原油生物标志物参数比较

3 兴隆台 潜山油气藏形成模式

根据兴隆台潜山油气藏形成条件和油气特点，

可以总结 出兴隆台潜山油气藏形成的基本模式。

兴隆台潜山存在2个油气成藏系统，即潜山浅

表层风化壳型成藏系统和中深层潜山内幕裂缝型成

藏系统。 在兴古7井处，两个成藏系统分界大致在
2720 m深度，该界限随潜山顶面形态横向变化而改

变。浅层风化壳型油气藏为高压成藏系统，中深层

内幕潜山成藏系统为常压成藏系统，两个成藏系统

封盖层的密封性和油气输导条件不尽相同。表层风

化壳型油气成藏系统的油气主要是通过风化壳发生

运移；中深层内幕油气成藏系统的油气主要是通过

断裂和构造裂缝发生运移。

作为潜山油气藏主体的内幕裂缝油气藏，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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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因位于平缓地带，剖面上形态宽缓，呈宽深不对称

透镜型，分支短而多。

3．2南缘下切谷体系

南缘下切谷体系范围小，地震剖面上呈深切对称

透镜状，平面上呈直线状，属单一型下切谷体系(图

3)。

Ⅳ号下切谷体系位于三维区南部，呈直线向南延

伸展布，分布面积小，延伸距离短，分支少。

V号下切谷体系位于三维区西南角，延伸方向自

东向西南，分布面积小，延伸距离短，未见分支。

3．3下切谷体系的分布样式

车排子地区下切谷体系分布样式总体上可分为

3种(图8)。(1)单一型：只发育一个主要的下切水

道，无分支汇水沟谷，南缘下切谷体系Ⅳ和V号即属

于此类(图8(a))；(2)多分支型：除了发育主下切水

道外，同时具多个分支汇水沟谷水道，并且汇聚到主

水道内(图8(b))，I、Ⅲ号下切谷体系属于此类；(3)

在第二种基础上，又在主水道旁边发育了分支水道，

但是没有汇聚到主水道中来，为复合分支型，Ⅱ号下切

谷体系属于此类(图8(c))。

笔 乏 主 ； 平：笠特征

、≮丫丫平‰

叫叫平甚征
图8车排子地区下切谷体系分布样式

4下切谷体系圉闭及勘探方向

下切谷体系形成机理及充填样式决定了该体系

易于形成透镜体型岩性圈闭、侧向尖灭型岩性圈闭、

地层超覆型岩性圈闭和断层一岩性复合型圈闭4类隐

蔽型圈闭。

下切谷以及由其向湖延伸至湖相泥岩中形成的

低位扇砂体良好的物性、特殊的几何形态和初次湖泛

面的垂向封堵使下切谷体系具有形成隐蔽油气藏的

有利条件，特别是在下切谷的上倾方向，在油气运移

发生之前发育具有一定规模、横切下切谷的断层，在

断层的下降盘易于形成上倾方向断层封堵、侧向岩性

尖灭的断层一岩性油气藏。这类油气藏是下切谷体系

‘发育的主要油气藏类型，也是下切谷体系勘探的主要

方向。

车排子地区下切谷体系主要发育在白垩系，岩性

为冲积扇一河流相的砂砾岩或角砾岩，目前已有排

1、排6等多口井钻遇，且都见到了油气显示，但由于

多为稠油，且物性差，试油均未获得工业油流。这一

方面证实下切谷体系具有较好的勘探前景，是该区油

气勘探重要的接替阵地，另一方面显示，加强该区不

同充填样式、不同分布样式的下切谷体系有利储集相

带的研究，是该体系油气藏勘探取得突破的关键。

． 综合分析认为，东缘及南缘下切谷体系入湖段低

位扇体储集物性较好，I临近油源，油气输导条件有利，

如再配以断层切割则更易于形成油气藏。因此，该类

下切谷体系入湖段低位扇体是该区今后勘探的重要

方向。

5结论

(1)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白垩系下切谷体系

发育，其主要分布在东缘和南缘发育区带，并存在垂

向加积充填型、侧向加积充填型、杂乱型和复合型等

4种充填类型，以及单一型、多分支型、复合分支型3

种分布样式。

(2)下切谷体系具有明显的地震反射、沉积及电

性特征，是该区一种重要的沉积体系。

(3)该区已有多口井在下切谷体系中见到较好

的油气显示，证实该体系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以及极

好的勘探前景。车排子地区东缘及南缘下切谷体系

入湖段低位扇体是该区寻找下切谷体系油藏的重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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