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盆地接受三叠系沉积后，受印支运动的

影响，于三叠纪末，盆地整体抬升，延长组顶部遭受长

期淋滤、风化、剥蚀及河流侵蚀等地质作用，形成水系

广布、沟壑纵横、丘陵起伏的古地貌景观 ! 在此基础上

沉积了侏罗系下统的富县组和延安组地层 ! 从侏罗纪

下统延安组延 "# 地层和富县组地层及砂层厚度分布

上，综合分析同期沉积在不同方向的厚度、岩性变化趋

势、延长组顶部构造形态对上覆地层的影响程度，恢复

出古地貌 ! 由于受古地貌的制约，沉积物搬运方式和

沉积环境不同，在地层厚度、岩性特征、电测曲线及沉

积相序等方面会出现差异 ! 鄂尔多斯盆地前侏罗纪古

地貌控制着古河的形态，控制着沉积相带和储层分布，

摸清鄂尔多斯盆地前侏罗纪古地貌特征和成因，对下

一步的油气勘探开发有重要意义 $ " % !

" 侏罗纪古河的标定

不同级次的古河对油气成藏的影响程度不同，可

将侏罗纪古河划分为 & 个级别：

’ " (一级古河

河床宽 "# ) *# +,- 长度不小于 *## +,- 砂岩厚度

在 *## , 以上 ! 盆地内仅发育一条一级古河，即甘陕

大古河 ! 甘陕古河由西向东流去，下切地层自西向东

为三叠系延长组长 " 地层、长 . 地层和长 * 地层，显示

当时西部抬高，剥蚀较深 !
’ * (二级古河

河床宽 . ) "# +,，长 &# ) "## +,- 砂岩厚度在 /#
, 以上 ! 盆地内有 01 向的直罗古河、02 向的宁陕古

河以及 002 向的蒙陕古河，其下切层位分别为三叠系

延长组的长 .、长 " 和长 * 地层，直接控制着延长组长

* 及其上各组地层的展布和油气分布 !
’ . (三级古河

河床宽 * +, 左右，长度为 3 ) *# +,，砂岩厚度一

般大于 .# ,- 多分布在高地斜坡区的残点之间低洼地

带，流入一、二级古河，沉积砂层厚度一般 *# ) 4# ,!
三级古河与古残丘匹配区是油气有利的富集区 !

’ & (四级及以下级别古河

四级或五级古河是指一些小的支流河道，规模比

较小，宽度一般几百米，延长在 "### , 左右，砂岩厚度

多数为 4 ) *# ,，多数情况下，此类河道砂岩就是油气

储集岩 !

* 前侏罗纪古地貌特征

*! " 古地貌形态

利用地层厚度法来恢复前侏罗纪的古地貌，可将

前侏罗纪划分为以下 / 个古地貌单元 !
’ " (河谷：最低洼的古地貌单元，呈长条带状展布，

由三叠纪末期古侵蚀凹槽演化而来 ! 依据研究区河谷

的规模大小和切割深度，可划分为二级古河和三级古

河 ! 工区内有蒙陕、宁陕两条二级古河，古河内充填

"## ) "5# , 粗碎屑为主的富县组地层，含砾中粗砾岩

最厚可达 "4* ,! 三级河谷长 4 ) .# +,- 宽 " ) . +,，

分布在各高地斜坡区的残丘之间低凹地带，流入二级

古河 !
’ * ( 高地：研究区内最高的地貌单元，通常以缺失

延 "# 地层为标志，分布在古地形的高部位，富县组及

延 "# 地层厚度一般小于 &# ,，最高处缺失富县组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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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延安组具丰富的油气资源，多年来的勘探实践表明，侏罗系油气成藏除了与生油岩的分布、储集

岩的分布和储集空间以及保存条件有关外，主要受古地貌条件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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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 #
$ % & 斜坡：高地与河谷之间的过渡地带，平行分布

于河谷两侧，属地形相对较高的地貌单元 #
$ ’ &梁：二级古水系之间挟持的相对较高的长条形

古地貌单元 #
$ ( & 残丘：分布于古地形的高部位，范围较小，延

!" 地层及富县组地层厚度较小，一般为 ’" ) !"" *#
$+ & 河间丘：四周被古河包围，相对较高的河中高

地 # 区内只发育吴旗河间丘 # 河间丘砂岩发育，物性

较好，其四周的古河切割深度达 !(" * 以上，三叠系生

成的油气沿河道砂岩向上运移，在河间丘砂岩中聚集，

形成油气藏 #
,# , 古地质环境分析

印支运动末期，盆地整体抬升，遭受了长期风化剥

蚀，形成坡、谷、梁等古地貌景观，由于河流下切，研究

工区前侏罗纪古地质背景独具特色 - , . #
鄂尔多斯盆地前侏罗纪古地貌背景受多种因素影

响，具有以下特点：

$ ! &河流深切部位残留地层层位老，古地形高的地

区，残留地层层位新 # 流经本区的二级古河——— 宁陕

古河和蒙陕古河由于受近南北向河流侵蚀作用，延长

组长 ! 地层几乎剥蚀殆尽，延长组长 , 地层已经出露 #
发育在二级古河两侧的三级古河由于受河流侵蚀作用

强弱的不同，河流流入二级古河的地方切割层位深，可

达延长组长 , 地层；远离二级古河的地方切割深度浅#
分布于古河床周围的高地、残丘及古地形相对较高的

斜坡区，延长组长 ! 地层一般保存完整 #
$ , &二级河谷河床底部出露层位老，三级河谷河床

底部出露层位新 # 宁陕古河和蒙陕古河侵蚀强度较

大，一般保留延长组长 ,! 小层以下地层；而三级古河

侵蚀强度较弱，除发育在宁陕古河西侧的三级古河侵

蚀强度相对较大，保留延长组长 !% 小层及以下地层

外，其他发育在蒙陕古河两侧和宁陕古河东侧的三级

古河河床底部一般都保留长 !, 地层 #
$ % &河流下切强度具有西部大、东部弱的平面分布

规律 # 研究区西部的三级水系底部已出露延长组长 ,
地层，而东部地区三级水系底部通常有延长组长 ! 地

层存在，表现出地层出露层位自西向东有变新的趋势#

% 古地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侏罗系沉积前的古地貌、古水系的方向与构造方

向基本相同，受盆地构造应力场控制 #
盆地区域构造及运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侏罗系

沉积前的延长组顶部侵蚀古地貌、古水系、古构造格

局，是 / 01 方向和 2 0 3 方向两种挤压应力作用的结

果，而 / 0 1 向压应力稍强 # 两种压应力作用的结果

必然发育成 31 向和 3/ 向为主的断层或裂缝带，即

形成 “4”型网状构造格局 # 受后期流水的下切作用影

响，形成了现今的古地貌 #

’ 古地貌与沉积环境组合

鄂尔多斯盆地前侏罗纪古地貌形态与上覆早侏罗

世地层沉积环境可组合成斜坡区 0 三角洲前缘分流河

道、斜坡 0 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台地区主水道等多种

形式，并具有以下特征：

$ ! & 古地貌 0 沉积环境组合类型复杂 # 前已述及，

研究区古地貌单元由河谷、斜坡、河间丘多种地貌单元

组成，其中与古地貌油藏关系较密切的地貌单元是斜

坡区 # 沉积相研究成果表明，研究区延安组早期沉积

环境主要属河流相沉积，平原辫状河流是区内主要发

育的沉积亚相 #
$,& 斜坡区 0 河床亚组合是研究区主要组合形式#

统计表明，在研究区 !,("" 5*, 范围内，斜坡区面积约

占研究工区面积的 (%# +6 7 是主要的古地貌单元 # 平

原河流沉积覆盖在定边、古峰庄斜坡上，使得斜坡区 0
平原河流组合成为研究工区主要的古地貌 0 沉积类型

的地质基础 #

( 古地貌与油气的关系

印支运动末期，由于风化剥蚀作用，形成凹凸不平

的古地貌景观，而古地貌格局与油气聚集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 #
$ ! &二级古河河床亚相不利于油气的聚集和保存

在主河床相带中，岩性较混杂，以厚层状含砾粗 0
中砂岩为主，但由于岩性混杂，基质含量高，物性较差，

并且河床水动力条件强，地下水交潜强烈，导致油气保

存条件差 - % . # 相比而言，三级古河或四、五级古河由于

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砂岩厚度适中，河道摆动迁移频

繁，容易形成各种类型的地层和岩性圈闭，成为油气富

集的有利场所 #
$ , &河间丘对油气聚集和保存较有利

河间丘是典型的心滩沉积分布区，主要由河流垂

向加积形成，具有下粗上细的垂向序列 # 在同一心滩

上，靠近河流相对上游的地区，由于水动力条件较强，

不利于油气保存；但在相对下游的地区或地形较高的

位置，水动力条件弱，有利于油气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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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丘嘴是储油最有利的地带

两条古河相交处靠近斜坡部位通常叫坡嘴或丘

嘴 $ 丘嘴是河流摆动过程中残留下来的砂岩分布区，

边滩相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该相带的沉积物由于河

流反复冲刷淘洗，矿物成熟度高、物性好，是储油有利

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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