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区域地质概况

吉林省双辽断陷位于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内次
一级构造单元，属松南地区东部断陷带（图 1）. 该断陷
内圈闭面积比较大，总面积大约 1835 km2［1-2］. 该区域
内有 4 口井钻遇火石岭组（双 7 井、双 8 井、双 9 井、
双 10 井）. 断陷内控陷断裂及深部构造层分布研究表

明，双辽断陷是一个受双辽断裂和双辽东断裂控制的
近于对称的“双断式”的地堑断陷结构. 双辽断陷最老
的层位为火石岭组. 本文主要研究层段为火石岭组、沙
河子组和营城组［3-4］.

2 火石岭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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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seismic, drill hole and well logging data, the Houshiling, Shahezi and Yingcheng formations in
Shuangliao fault depression are analyzed on the lithological, electric and seismic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Lithologically,
the Huoshiling Formation is composed of tuff, volcanic breccia and sandy conglomerate; Shahezi Formation, composed of
gray mudstone, fine sandstone and sandy conglomerate; while the Yingcheng Formation, silty sandstone and sandy
conglomerate. Th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of Huoshiling Formation shows medium to high value. The Shahezi Form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weak reflection or blank reflection.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ingcheng Form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lithologic assemblage. In the seismic profiles, the structural high of Houshiling Formation shows strong
reflection. The Shahezi Formation presents chaotic reflection to blank reflection or continuous parallel reflection. The
Yingcheng Formation shows continuous strong reflection with low frequency in the top and bottom, while weak blank
reflection with low to medium frequency in the middl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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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地震、钻井、测井资料，详细分析了双辽断陷内火石岭组、沙河子组和营城组的岩性、电性及地震反射特征. 双辽断陷从岩

性上看火石岭组由凝灰岩、火山角砾岩、砂砾岩组成；沙河子组主要由灰色泥岩与细砂岩、砂砾岩组成；营城组主要由泥岩与粉细砂

岩、砂砾岩组成. 从电性上看火石岭组为电阻中到高值，声差低值；沙河子组以一套较连续的弱反射或空白反射为特征；营城组与岩性

组合特征一致. 从地震剖面上看火石岭组构造高部位为强反射，其下可见削截，其上可见上超现象；沙河子组为由杂乱反射变为空白

反射或较连续平行反射；营城组上下为低频、强振幅较连续反射，中部体现弱振幅、空白反射中低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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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岩性与电性特征

双辽断陷有 4 口井钻遇火石岭组. 其岩性由凝灰

岩、玄武岩、火山角砾岩、砂砾岩和凝灰质砂砾岩组成.
夹薄层碎屑岩和煤线. 测井曲线特征为电阻中到高值，

声波时差低值，钻井分层位于火成岩系组合结束、沙河

子组底部大套砂砾岩出现处 （图 2）. 与上下地层为突

变接触.
2.2 地震反射特征

火石岭组地层底界面为区域角度不整合，对应地

震 T5 反射层，在基底隆起处界面清晰，在一些断陷内

反射界面不清晰. 地震反射界面之下是杂乱的基底反

射，为区域削截接触关系. 顶界面对应 T42 反射层，沙

河子组地层超覆在界面之上，为明显的局部角度不整

合（图 3）.
该组地震反射特征为低频、中强振幅，连续，易追

踪. 整体上体现中弱振幅、杂乱反射中高频特征. 地震

反射结构以杂乱至乱岗状弱反射为主，其次为楔形断

续波状中强反射. 沉积体的分布不严格受断裂控制，沉

积断陷初期断裂发育，但规模相对较小，延伸距离短，

形成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小断陷. 火石岭组沉积地层零

星地分布于各断陷内. 同时由于断裂活动沿着断裂火

山作用频繁且强烈，火石岭组在断裂附近火山岩、火山

碎屑岩特别发育.

3 沙河子组特征

3.1 岩性与电性特征

有 4 口井钻遇沙河子组. 钻井揭示沙河子组地层
较为复杂，故将该组分为两段，其岩性特征：沙一段底
部多为少量泥岩或粉砂岩与火石岭组连接，向上逐渐
变粗，砂砾岩含量越来越多；沙二段主要为砂砾岩层，
夹泥岩、细砂岩、粉砂岩等小层. 电性特征：沙一段电阻

图 1 双辽断陷地理位置图

Fig. 1 Locality of the Shuangliao fault depression
1—断陷边界（boundary of fault depression）；2—断陷带边界（boundary of
fault depression belt）；3—省界（boundary of province）；4—盆地边界

（boundary of basin）

图 2 火石岭组岩性、电性特征

Fig. 2 Lithology with electrical feature of Houshiling Formation
1—深色泥岩（dark mudstone）；2—基岩（bedrock）；3—凝灰质砂砾岩

（tuffaceous sandy conglomerate）；4—砂砾岩（sandy conglomerate）

图 3 过双 9 井地震剖面图

Fig. 3 Seismic profile across the S9 drill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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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曲线自下而上逐渐变块状、齿状高阻变为中低阻，随

着砂砾岩含量增大又变为齿状中高阻（图 4）.

3.2 地震反射特征

沙河子组沉积时期，边界断层活动加剧，水体快速

变深，水域范围不断扩大，火石岭期火山活动基本停

止，形成稳定的湖相沉积. 沙河子组底界面为盆内局部

角度不整合面，对应地震 T42 反射层. 界面之下为明

显的削截关系，界面之上为上超，顶界面对应 T41 反

射层，为明显的局部不整合. 部分地区缺失该组地层.
低频、中弱振幅，连续，易追踪. 整体上体现弱振幅、空
白反射中高频特征 （图 4）. 在主测线上沙河子组地层

限制在孤立深断陷内，两侧受断裂控制.

4 营城组特征

4.1 岩性与电性特征

有 4 口井钻遇营城组. 钻井揭示岩性特征：营一段

为细砂岩含量增多，夹粉砂岩、泥岩小层，并含有煤层；

营二段泥岩含量增加，期间分布细砂岩、粉砂岩、砂砾

岩层. 电性特征：营一段与沙河子组有明显区别，电阻

率曲线有中低值变为尖峰状低值，SP 曲线由齿状逐渐

变为尖峰状；营二段电阻率曲线由中高值逐渐变为尖

峰状低值，GR 曲线由梳状变为尖峰状（图 5）.

4.2 地震反射特征

顶底界面分别对应 T4、T41 反射层，两者均为不

整合面. 局部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存在上超现

象，部分地区缺失. 低频、中强振幅，连续，易追踪. 整体

上上下为低频、强振幅较连续反射，中部体现弱振幅、
空白反射中低频特征 （图 5）. 地层分布超出了沙河子

组深断陷范围，两侧仍受断裂控制.

5 结语

依据地震、钻井、测井资料，研究表明：双辽断陷火

图 4 沙河子组岩性、电性特征

Fig. 4 Lithology with electrical feature of Shahezi Formation
1—灰色粉砂质泥岩（gray silty mudstone）；2—深色泥岩（dark mudstone）；

3—灰色细砂岩（gray fine sandstone）；4—灰色粉砂岩（gray siltstone）

图 5 沙河子组岩性、电性特征

Fig. 5 Lithology with electrical feature of Yingcheng Formation
1—灰色细砂岩（gray fine sandstone）；2—灰色粉砂质泥岩（gray silty
mudstone）；3—暗色泥岩（dark mudstone）；4—灰色粉砂岩（gray silt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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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岭组岩性特征由凝灰岩、玄武岩及砂砾岩、凝灰质砂

砾岩组成，夹薄层碎屑岩和煤线；电性特征为电阻中到

高值，声差低值，钻井分层位于火山岩系组合结束、沙
河子组底部大套砂砾岩出现处；地震剖面上构造高部

位为强反射，其下可见削截，其上可见上超现象. 沙河

子组岩性特征由灰黑色、深灰色泥岩与细砂岩、砂砾岩

组成，含煤线；电性特征与岩性组合相一致，砂砾岩电

阻率曲线呈高阻锯齿状，且高于上下地层，以一套较连

续的弱反射或空白反射为特征；地震剖面上表现为由

下部的杂乱的或丘状不连续反射变为上部的空白反射

或交连续平行反射. 营城组岩性特征为由灰黑色、深灰

色泥岩与粉细砂岩、砂砾岩组成的 3 个正旋回组成，含

煤线，底部杂色砂砾岩；电性特征与岩性组合特征一

致；在地震剖面上营城组底界面具有削截和上超且反

射振幅较强，顶界面表现为剥蚀面反射，与下部地层呈

明显的角度不整合，多表现为强振幅，高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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