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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盆地北部古中坳陷飞仙关组是天然气高产层位，其中，白云化鲕粒灰岩是优质储

层，其发育受沉积相的控制。深入研究鲕粒灰岩的沉积特征、分布模式有助于指导该区天然

气的勘探与开发。为区分飞仙关组具体的沉积相带，利用研究区 Q1 井岩石取芯资料，通过偏

光显微镜对岩石薄片进行观察。观察结果表明，研究区包含 6 类鲕粒，主要以表鲕、方解石变

晶鲕为主，其次为真鲕、负鲕、白云石变晶鲕以及少量的复鲕。各类鲕粒在不同深度段混杂沉

积，主要富集于泥晶鲕粒灰岩、泥晶含云鲕粒灰岩、亮晶鲕粒灰岩中。鲕粒的产出特征及其镜

下特征分析结果认为，鲕粒沉积于有障壁海岸的台地环境，其沉积微相包含鲕粒滩、鲕滩生物

礁、潮汐通道、生屑滩、潟湖泥和静水泥共 6 类，其中，鲕粒见于鲕粒滩、鲕滩生物礁和潮汐通

道这 3 类微相中。根据沉积相划分结果，白云石变晶鲕沉积在开阔台地相带内的浪基面附近，

多富集在泥晶含云鲕粒灰岩中。亮晶鲕粒灰岩包含所有鲕粒类型；泥晶鲕粒灰岩仅含方解石

变晶鲕和负鲕，可以指示潮汐通道微相，作为局限台地相的判断标志；泥晶含云鲕粒灰岩中的

变晶鲕均呈白云石变晶特征，归属于开阔台地相。沉积相的确立有利于还原研究区的古地理

环境，进而判断优质储层的位置，为测井解释评价和油气开采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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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油气勘探技术的不断提高，近二十年来陆

续在四川盆地下三叠统飞仙关组海相碳酸盐岩层

系的渡口河、罗家寨、龙岗、普光、黄龙场等以鲕滩

储层为主体的区块取得重大勘探突破，对“川气东

送”工程的顺利进行有极大的支撑作用[1-3]。特别

是近年在四川盆地北部古中坳陷陆续发现了飞仙

关组高产气田，其孔隙型白云化鲕粒灰岩具有厚度

大、连片性好、溶蚀孔洞发育等特点，也证实了其天

然气勘探开发潜力[4]。云化作用可以提高岩石孔隙

度且形成较多晶间孔，是次生储集空间发育的必要

条件[5-6]。据前人对川北飞仙关组储层的研究，其滩

相沉积在横向上相对稳定[7-8]
，许多大型气藏基本都

在台地边缘鲕滩区分布[9-10]。

沉积相与储层有较好对应关系，可以通过沉积

研究预测优质储层的发育及展布规律[11]。但目前

对川北古中坳陷的沉积相研究尚为不足，本文通过

岩芯观察、偏光显微镜镜下薄片观察，总结鲕粒特

征并划分岩石类型，根据岩石类型及其成因条件推

断其所属沉积微相，结合沉积相带确立区域鲕粒沉

积分布模式。当测井资料不足、沉积相带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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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供从微观特征入手来还原大局环境的科研手

段，可精准预测鲕滩储层分布、快速推断邻井相带

分布、评价油气资源勘探潜力。 

1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古中坳陷低缓带税

家槽构造（图 1），归为“川东褶皱剥蚀-侵蚀低山丘

陵岭谷区”地貌[5]。区域岩层的褶皱变形主要受到

来自 NE 向大巴山前缘向盆地内的侧压力和川中隆

起区北缘的侧压力的挤压作用，形成了 NW 向的背

斜构造[2]
，同时，受到来自 NE 向的川东南断褶带

和 NW 向的苍溪坳陷的水平侧压力的相互作用[12]
，

易于形成构造-岩性圈闭。飞仙关组中下部的溶孔

鲕粒云岩、灰岩具有较好的孔渗性能，是区域性的

优质储集岩类[7]
，也是本区重要的勘探目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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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构造位置及川东北飞仙关组底面构造

Fig.1    Tectono-structur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bottom structure of the Lower Triassic Feixianguan Formation in the
Northern Sichuan

 

本研究以工区内取芯资料丰富的 Q1 井为对象，

研究目的层位位于下三叠系统飞仙关组。飞仙关

组顶部飞四段自上而下主要为紫红色夹灰色泥质

灰岩、钙质粉砂质泥岩。下部飞三段至飞一段在区

内不易区分，以灰色灰岩和紫灰色泥质灰岩为主。

该井在飞三段至飞一段取芯，岩芯可分为 3 段，第

1 段深度为 4 935.79～4 944.59 m，顶部为深灰色粉

晶灰岩，局部见颗粒结构（图 2a），中上部为灰色泥

晶鲕粒灰岩，含薄层鲕粒，可见大量生物碎屑，生物

扰动特征明显（图 2b），到下部泥质含量增加，为深

灰色泥晶灰岩，微裂隙较发育并被后期的泥质充

填，可见其成层性（图 2c）；第 2 段深度为 4 966.00～
4 981.50 m，顶底层理缝发育，孔洞不明显，中上部

为深灰色含云灰岩，具泥晶结构块状构造，可见星

点状黄铁矿，发育少量裂隙及缝合线（图 2d），中下

部为灰色泥晶含云鲕粒灰岩，可见含泥质的裂缝

（图 2e），底部为深灰色含云灰岩，岩石破碎度较高，

距顶 9.65～10.56 m 见 3 条缝合线，多处见针孔状气

泡，岩石颜色较浅（图 2f）；第 3 段深度为 5 275.00
～5 284.00 m，以灰黑色泥晶灰岩为主，具块状构造，

含生物碎屑（图 2g），中部为深灰色泥晶灰岩夹灰黑

色泥质灰岩，泥质灰岩呈纹层状分布，含泥较多可

见层理构造（图 2h），底部为灰黑色泥晶灰岩，成层

性明显，可见微裂隙发育，并被方解石充填（图 2i），
与下伏的上二叠统长兴组灰褐色生物碎屑灰岩分

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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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鲕粒灰岩类型特征

Q1 井飞仙关组岩芯采样共获得 48 件样品。

通过显微镜下观察，根据鲕粒的形态、成分对其进

行分类，结果表明，Q1 井所在区域包含 6 种类型的

鲕粒，主要以表鲕、方解石变晶鲕为主，其次为真鲕、

负鲕、白云石变晶鲕以及少量的复鲕。根据岩石中

鲕粒类型和胶结方式，将 Q1 井飞仙关组鲕粒灰岩

分为以下 3 种类型：

（1）泥晶含云鲕粒灰岩   此类灰岩中鲕粒以

白云石变晶鲕为主，含少量表鲕、真鲕和复鲕，具泥

晶结构。颗粒间为钙质胶结混合泥质胶结（图 3a），
含云化特征，云质含量约为 15%。部分层位含有表

鲕、真鲕和白云石变晶鲕，成层性明显，具泥质条带，

颗粒间含砂屑和云化特征，具有典型水体高能带的

风暴沉积构造（图 3b）。

（2）泥晶鲕粒灰岩   此类灰岩中含大量方解

石变晶鲕和少量负鲕，鲕粒纹层整体较薄，颗粒间

为泥晶充填，见明显颗粒幻影（图 3c）。局部可见变

晶表鲕和破碎鲕，破碎鲕可见泥晶进入鲕粒内部，

与方解石同时充填鲕粒核心，岩石中见被泥质充填

的裂缝（图 3d）。

（3）亮晶鲕粒灰岩   此类灰岩中的鲕粒类型

多样，含大量方解石变晶鲕、白云石变晶鲕、真鲕，

部分表鲕、复鲕和少量负鲕，颗粒间为方解石亮晶

胶结（图 4a）。有的表鲕以生物碎屑为核心，后期被

方解石部分交代，含少量的泥（图 4b）；有的核心为

 

(a) (b) (c)

(d) (e) (f)

(g) (h) (i)

图 2    钻井取芯岩石宏观图

Fig.2    Pictures of the drilling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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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晶白云石团块，含大量白云石变晶鲕，少量复鲕、

真鲕，部分生物碎屑体腔中含白云石晶体，可见大

量砂屑（图 4c）。偶尔可见大型鲕粒团块，团块内主

要为方解石变晶鲕，团块内鲕粒间为钙质胶接和泥

质混合，颗粒间为亮晶胶结（图 4d）。此处的鲕粒圈

层厚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圈层厚的鲕粒与真鲕同时

出现，则代表两者是经后期搬运导致的混杂沉

积[12-13]。
 
 

(a)
500 μm

(d)
500 μm

(b)
2 mm

(c)
2 mm

图 4    亮晶鲕粒灰岩镜下岩石特征

Fig.4    Microscopic photos of the oolitic sparite
 
 

3    鲕粒沉积分布模式
 

3.1    微相类型识别

通过岩石中鲕粒的产出特征及其镜下特征分

析，再结合区域地质特征，认为川北古中坳陷飞仙

关组鲕粒沉积于有障壁海岸的台地环境，其沉积微

相包含鲕粒滩、鲕滩生物礁、潮汐通道、生屑滩、潟

湖泥和静水泥共 6 类，其中，鲕粒见于鲕粒滩、鲕滩

生物礁和潮汐通道这 3 类微相中。

（1）鲕粒滩   鲕粒滩是该地区飞三段—飞一

段最常见的含鲕粒微相，鲕粒含量 5%～60% 不等，

在各个深度段均可见，岩性表现为亮晶鲕粒灰岩和

泥晶含云鲕粒灰岩，部分层位含有大量砂砾（图 4a）。

鲕粒类型多为方解石变晶鲕、白云石变晶鲕和真鲕，

及少量复鲕和负鲕。生物碎屑含量偏低，有的成为

鲕粒的核心（图 4b）。由于变晶鲕多为表鲕，结合鲕

粒类型可推断出其受后期搬用作用，一般在浪基面

附近常见此种沉积特征。

（2）鲕滩生物礁    该种沉积微相的灰岩中

含有鲕粒和生物碎屑，且生物碎屑居多，如海百合

茎碎片、双壳等，可见生物扰动痕迹存在。鲕粒含

量为 10%～25%，可见方解石变晶鲕、白云石变晶

鲕、真鲕、复鲕和少量负鲕，生物碎屑含量最高可

达 70%。岩性规律为靠海的方位常为亮晶鲕粒灰

岩，在水体能量更低靠近大陆的位置则为泥晶含云

鲕粒灰岩（图 3a）。

（3）潮汐通道   在潮汐通道微相中，鲕粒含量

为 10%～50%，鲕粒全部呈现出变晶特征。生物碎

屑含量较低，见少量泥质条带和充填缝（图 3d）。这

种特征表明岩石结构或沉积环境经过了从高能转

向低能的变化，推断其出现在局限台地水体动荡的

潮汐通道相[13]。

（4）生屑滩   在生屑滩中岩性为泥晶生屑灰

岩，含少量生物碎屑，灰质具泥晶或细粉晶结构，裂

缝被泥质充填，不含鲕粒（图 5a）。岩石中生物碎屑

含量 5%～20%，常见为大小不一的海百合茎碎片，

大部分的生物碎屑具定向排列的特征。颗粒间为

钙质胶接混合大量泥质，可见少量云质和充填缝存

在，含泥质条带（图 5b）。该微相受风暴作用的影响

较大，风暴卷起生物碎屑和泥质，搬运至靠近海平

面的位置逐层沉积。

（5）潟湖泥   主要由泥晶灰岩和泥晶含云灰

岩组成。灰质具泥晶结构，其中在部分深度可见少

量泥质呈条带状分布。发育微裂缝，裂缝多为灰质

亮晶充填。潟湖可能有时受风暴回流的影响，易形

成风暴沉积构造[14]。

（6）静水泥   该微相中岩性包含泥质云岩和

灰质云岩，其中，云岩常具细粉晶结构，多呈自形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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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鲕粒灰岩镜下岩石特征

Fig.3    Microscopic photos of the oolitic lim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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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在该井中属云质含量最高的微相。颗粒间以

泥质胶结为主，未见生物碎屑和鲕粒，仅在 30 号样

品的灰质云岩中可见苔藓虫残余结构（图 5c）。 

3.2    沉积相带确立

根据川北古中坳陷区 Q1 井飞仙关组的鲕粒灰

岩类型，结合鲕粒在地层中的发育分布特征，确立

了该地区有障壁海岸台地相带的沉积相划分（图 6）。

包含台地边缘生物礁相、台地边缘浅滩相、开阔台

地相、局限台地相 4 个相带。通过对研究区沉积相

的确立来恢复古地貌，有利于确认台地边缘相等有

利相带。

（1）台地边缘生物礁相    样品 1，5 401.7～
5 280.9 m，包含生屑滩微相。灰质具细粉晶结构，

生物碎屑含量为 5%，岩石粒度较细，不含云质。此

处面向广海，水体能量大不利于鲕粒的生成和沉积，

同样也不利于云质的生成。

（2）台地边缘浅滩相   样品 2—15，5 280.9～
4 975.2 m，包含潟湖泥、生屑滩、鲕粒滩微相 3 种微

相。从样品 2 中开始出现云质，从此处海平面降低

直到样品 7，岩石中云质含量从 30%～10% 逐渐降

低，灰岩中发育微裂缝和少量泥质条带，到接近海

平面的位置时则有生物碎屑出现；样品 9—10 的云

质含量从 10% 逐渐增加至 45%，表明地势增高，环

境又转为干旱，为背斜构造；从样品 11 开始云质含

量再次下降至 10%，海拔再次降低到海平面以下的

位置有鲕粒和生物碎屑的出现，岩石中泥质含量随

之增加。

（ 3）开阔台地相    样 品 16—40， 4  975.2～
4 939.6 m，包含鲕滩生物礁、鲕粒滩、生屑滩、静水

泥 4 种微相。样品 16—22 为含鲕粒相带，包含鲕

粒旋回一和二，岩石中砂屑含量和云质含量逐渐降

低，生物碎屑含量在样品 19—21 明显增加。此处

水体能量较大，整体看海拔逐渐降低向正常浪基面

靠近；在样品 22 出现白云石变晶鲕和泥质条带后，

样品 23—34 为潟湖泥夹一小段生屑滩微相，岩性

为灰岩和云岩交替沉积，云质含量范围为 20%～

60%，在生屑滩附近可见砂泥质互层，生物碎屑成定

向排列特征，含苔藓虫残余结构，表明此处受风暴

影响而形成局部隆起[15-16]
；样品 35—38 为鲕粒旋

回三，鲕粒含量由 25% 降低为 10%，生物碎屑含量

在亮晶鲕粒灰岩中呈上升趋势，在样品 39 处生物

碎屑具定向排列特征，表明其受风浪影响较大，在

正常浪基面附近；样品 38—40 属于鲕粒旋回四中，

样品 40 仅有白云石变晶鲕，为原地沉积，颗粒间为

钙质胶接混合泥质，表明其形成环境水体能量较弱，

此种条件下鲕粒纹层很难增厚，仅仅形成表鲕[17]。

（ 4）局限台地相    样 品 41—48， 4  939.6～
4 865 m，包含鲕粒滩、潮汐通道、潟湖泥 3 种微相，

含完整的鲕粒旋回五。样品 45 指示鲕粒点滩，含

方解石变晶鲕和真鲕，颗粒间为钙质胶接，均指示

能量环境较强，此处属于背斜构造；在鲕粒滩两侧

的样品 44、46—47 为泥晶鲕粒灰岩，颗粒间以泥质

胶结为主，表明其沉积环境水体能量较低，但鲕粒

却是在动荡水体中才易于生成的变晶鲕粒，表明其

环境是从高能转为低能的过程，判定其为潮汐通道

微相[18-19]
；越靠近样品 48 的位置，灰岩中的砂屑含

量增加，生物碎屑和鲕粒含量下降，到样品 48 时岩

性变为泥晶灰岩。

此后飞四段均无鲕粒出现，表明从此处开始彻

底进入海平面以上，不再有合适的水体环境供鲕粒

生成[20]
，结合区域地质概况和测井资料判定飞四段

发育局限潟湖相。 

3.3    鲕粒分布规律

通过沉积相带的确立，结合含鲕粒灰岩的类型，

确立了川北古中坳陷飞仙关组飞一段至飞三段台

地相鲕粒沉积分布模式（图 7）。根据鲕粒沉积分布

模式，综合判定该地区鲕粒沉积具以下规律：

（1）白云石变晶鲕多沉积在开阔台地相带的正

常浪基面附近，可作为浪基面两侧不同相带划分的

可靠依据。在浪基面以下的开阔台地相带，水体较

深能量偏弱，盐度较高，有利于白云石的生成，属静

水泥微相，此微相白云岩含量较高而鲕粒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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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灰岩镜下岩石特征

Fig.5    Microscope photos of the lim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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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油气储存的优势地带。

（2）亮晶鲕粒灰岩常出现在浪基面和海平面附

近。较强的水动力可以带走颗粒间的泥质，同时携

生物碎屑而来，与不同类型的鲕粒一起混杂沉积。

在靠近台地边缘浅滩的一侧，由于受障积滩影响，

岩石中常含较多的砂屑（样品 16—18）。由于生物

礁和鲕粒滩相带的沉积物比非礁滩相沉积物具有

固结程度高、抗压实能力强的特点，使对应古地貌

常具有高地背斜特征，具备形成鲕滩储层的物质

基础。

（3）泥晶鲕粒灰岩指示局限台地或潟湖的潮汐

通道微相（样品 44、46—47）。岩石中以方解石变晶

表鲕为主，部分受后期强变晶作用而成为负鲕，此

种鲕粒常生成于水体较为动荡的区域；颗粒间为泥

晶胶结，较多的泥质指示安静的沉积环境，表明其

环境经历了一个从高能处形成转向低能处沉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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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川北飞仙关组 Q1井纵向沉积相

Fig.6    Longitudinal sedimentary facies map of Well Q1 in the Feixianguan Formation, Norther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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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岩石中可见成层性沉积造成的泥质条带，

也证实了以上观点。 

4    油气地质意义

根据沉积相的特点和鲕粒的分布规律可知，白

云石变晶鲕可作为正常浪基面的划分标志，即在两

段白云石变晶鲕之间为开阔台地相，具有水体安静、

云质含量高，颗粒间以泥质胶结为主的特点。在相

内靠近海平面的斜坡带因风暴作用导致混杂沉积

多种鲕粒，常伴有生物碎屑。而在台地中央则无鲕

粒存在，岩石中云质含量 10%～60% 不等。在白云

石变晶鲕之上的局限台地相中，由于有台地边缘浅

滩的存在，整体水动能适中，泥质含量相对开阔台

地相而言含量提高。此处存在大量方解石变晶鲕，

方解石含量占岩石主导地位且泥质偏低时，水动能

处于适中强度，既不像鲕粒滩一样由于在海平面附

近而动力过强，也不像潟湖泥微相一般动力太弱导

致泥质偏高。

综上可知，高白云质低泥质的开阔台地相下的

潟湖泥微相中灰质云岩和泥质云岩，以及富含方解

石变晶鲕低泥质的局限台地相下潮汐通道微相中

的泥晶鲕粒灰岩，为该区域的油气储存优势相带。

Q2 井位于四川盆地古中坳陷低缓带税家槽构

造，与 Q1 井属于同一构造区带，利用 Q2 井的测井

资料进行对比印证。根据岩屑描述记录，将泥晶灰

岩、泥晶鲕粒灰岩、含云灰岩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对该井的录井数据进行分析，飞仙关组的气测结果

（表 1）与重点关注的岩性有良好对应关系。其中，

在 4 932～4 955.8 m 处显示为气侵，对应为泥晶灰

岩，由于该岩性处于鲕状灰岩海拔（4 938.39 m）之

上，结合区域认识判定此处为局限台地相内的潮汐

通道微相，含白云灰岩的不含鲕粒区域（4 962.6～
4 973.27 m）为开阔台地相内的潟湖泥微相。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对该井在这 2 个区域内

进行测井精细解释，优选出高白云石低泥质以及高

方解石低泥质的层段，对应沉积微相和地区鲕粒

的分布规律，判定 Q2 井在飞仙关组有 2 段差气层

（表 2）。该井在 4 933.6 ～4 936.5 m 处解释为差气

层，对应为局限台地下潮汐通道微相中的泥晶鲕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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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川北飞仙关组鲕粒沉积分布模式

Fig.7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oolites in the Feixianguan Formation in the Northern Sichuan

 

表 1    Q2井飞仙关组气测显示记录

Table 1    Gas logging record of the Feixianguan Formation in Well Q2
 

序号 层位/m 井段 岩性 气测显示

1 4 932.00～4 935.79 飞三—飞一段 褐灰色灰岩 气侵

2 4 941.00～4 944.59 飞三—飞一段 灰色灰岩 气测异常

3 4 964.00～4 968.00 飞三—飞一段 褐灰色含云灰岩 气测异常

4 4 975.00～4 981.50 飞三—飞一段 褐灰色含云灰岩 气测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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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在 4 960.0～4 973.4 m 处解释为差气层，对应

为开阔台地下潟湖泥微相中的泥晶含云灰岩、含云

灰岩。测井解释结论与富油气沉积相对应效果较

好，证实了本文利用鲕粒特征推断沉积微相并预测

同区域油气优势储层的可行性。 

5    结论

（1）川北古中坳陷飞仙关组鲕粒主要富集于泥

晶鲕粒灰岩、泥晶含云鲕粒灰岩、亮晶鲕粒灰岩中，

常与泥质云岩、灰质云岩、泥晶灰岩伴生。垂向上，

鲕粒发育沉积于飞仙关组一段至三段，包含真鲕、

表鲕、负鲕、复鲕、方解石变晶鲕和白云石变晶鲕

6 类，其中，以方解石变晶鲕居多。方解石变晶鲕在

各沉积相均有分布，常与其他类型鲕粒呈混杂沉积

特征；白云石变晶鲕发育沉积在开阔台地相带内的

浪基面附近，多富集在泥晶含云鲕粒灰岩中。

（2）基于薄片资料镜下分析的鲕粒和岩性分类

结果认为，亮晶鲕粒灰岩常出现在易受风暴影响的

浪基面和海平面处，包含所有鲕粒类型；泥晶鲕粒

灰岩仅含方解石变晶鲕和负鲕，指示潮汐通道微相，

可以作为局限台地相的判断标志；泥晶含云鲕粒灰

岩中的变晶鲕均呈白云石变晶特征，归属于开阔台

地相。

（3）飞仙关组岩性以灰岩为主，云化程度较弱，

组内岩相变化大，整体为薄层状构造。自下而上沉

积环境上具有逐渐变浅、变局限的特征。通过相带

划分恢复了该地区的古地理概况，对有利古地貌、

沉积相带及高能滩发育有利区的预测，有助于提高

钻探成功率。在测井解释评价中，基于邻井地质相

带资料开展连井分析，为流体性质划分、探明重点

层的油气走向和展布情况等勘探开发建议提供有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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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distribution model and oil & ga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oolitic limestone in Feixianguan Formation of the Paleo-Central

Depression in Northern Sichuan

DU Zhongjian1, NI Ziyao2*, YIN Nan3, HU Xueru1, ZHAO Yanzhou4, LIANG Bin3, WU wei2

（1 Exploration Division, PetroChina Yumen Oilfield Company, Jiuquan 735000, China；2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y, CNPC Logging Ltd., Xi’an

710000, China；3 Laojunmiao Oil Production Plant, PetroChina Yumen Oilfield Company, Jiuquan 735000, China；4 Huanqing Oil Production Plant,

PetroChina Yumen Oilfield Company, Qingyang 745000, China）

Abstract:  The Feixianguan Formation in the Paleo-Central Depression of the Northern Sichuan Basin hosts high-
yield  quality  natural  gas  reservoirs  in  the  dolomitized  oolitic  limestone  under  the  control  of  sedimentary  facies.
Understanding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oolitic limestone could help guide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in this area. Specific sedimentary facies zones of the Feixianguan
Formation were distinguished using rock core from Well Q1 in the study area via microscopic thin-section obser-
v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udy area contains 6 types of ooids, mainly surface ooids and calcitic-metacrystic
ooids, followed by true ooids, “negative ooids” (or hollow ooids due to selective dissolution after oolite forma-
tion), dolomitic-metacrystic ooids, and some complex ooids. Various types of ooids were mixed and deposited at
different  depths,  enriched  in  mainly  micritic-oolitic  limestone,  micritic  dolomictic-oolitic  limestone,  and  oolitic
sparite. The analysis on the occurrence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ooids suggested that the ooids were de-
posited  in  a  platform  environment  with  barrier  coasts,  and  their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clude  6  types:  ooid
beach,  oolitic  biological  reef,  tidal  channel,  bioclastic  beach,  lagoon ooze,  and stagnant  water  ooze.  Ooids were
found in 3 types of microfacies: ooid beach, oolitic biological reef, and tidal channel. Classification of sediment-
ary facies showed that metacrystic ooids were deposited near wave base in open platform, and enriched mostly in
micritic dolomictic-oolitic limestone. The oolitic sparite contains all types of ooids, while the micritic dolomictic-
oolitic limestone contains only calcitic-metacrystic oolites and “negative oolites”, indicating tidal channel micro-
facies and restricted platform facies. The metacrystic ooids in the dolomictic-oolitic limestone are characteristic of
dolomitic metacrysts, representing open platform fac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edimentary facies is beneficial for
paleogeograph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area,  thereby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  of  quality  productive  reser-
voirs, and providing reliable basis for logging data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effective oil and gas extraction.
Key  words:  oolitic  limestone; platform  facies; Paleo-Central  Depression; Feixianguan  Formation; sedimenta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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