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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古近系沉积层序划分

及其岩相古地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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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积层序的划分包括层序边界的识别和划分。在对地层进行沉积层序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各段地层的岩相古地理

分析对盆地的油气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研究中，综合应用各种资料分析研究了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古近系的

层序边界特征，采取“大—小—大”的层序划分步骤进行了沉积层序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古近纪各期的岩相古地理

特征。研究表明，所划分的东部凹陷古近系火山层序、同裂谷期层序和裂谷期后<个层序，其对应的时期分别为房身泡期、沙

河街三期和沙河街一、二期至东营期。同时还表明，东部凹陷古近系沉积层序发育特征的特殊性导致了同期岩相古地理演化

的复杂性。

关键词 古近系 沉积层序 岩相古地理 东部凹陷 辽河盆地

!"#$%&%’%()(*+,-,#(.#)#/#0%1#)2,34/#56#)7#%)2"#8,’2#3)
$#93#’’%()(*:%,("#;,’%),)0<:%2"(*,7%#’=+,-,#(.#(.3,9"%7<),-4’%’

%=>?,;@1A8
（!"#$%&’#()*+,%(&*-%./，0%#1#"2，#"!!)(）

B=CDA;@58;
（3"’(#(.(%*+,%(&*-%./456-*&7(#*"7"89%$%-*6/%"(，:#7*;%<#-+#%-8=*&6*&7(#*"，,7"1#"，:#7*"#"2，#!)"#"）

<>’23,72 E?79-F-G-A;AHG79-+7;I,J1G7K87;:7:A;G-GIGAHI?7J7:A@;-I-A;,;9I?79-F-G-A;AHG79-+7;I,J1G7K87;:74A8;9,J13E?7
,;,.1G-GAH.-I?AH,:-7G,;96,.,7A@7A@J,6?14,G79A;I?7G79-+7;I,J1G7K87;:79-F-G-A;:,;6.,1,I?7AJ7I-:,..1@8-9-;@JA.7-;A-.,;9
@,G7/6.AJ,I-A;AH67IJA.-H7JA8G4,G-;G3L;I?-G6,67J，41:A+6J7?7;G-F78I-.-0,I-A;AHF,J-799,I,，I?7:?,J,:I7J-GI-:GAHM,.,7A@7;7
G79-+7;I,J1G7K87;:74A8;9,J1-;I?77,GI7J;976J7GG-A;AHN-,A?74,G-;,J7GI89-79，,;9I?7M,.,7A@7;7.-I?AH,:-7G&6,.,7A@7A@J,6?-:
H7,I8J7G,J7,;,.10793LI-GG?A2;I?,II?7M,.,7A@7;7G79-+7;I,J1G7K87;:7-;I?77,GI7J;976J7GG-A;AHN-,A?74,G-;:,;479-F-979
-;IAFA.:,;-:976AG-IG7K87;:7，J-HIG7K87;:7,;96AGI&J-HIG7K87;:7，:AJJ7G6A;9-;@IAO,;@G?7;6,AOAJ+,I-A;，I?7I?-J9+7+47JAH
B?,?75-7OAJ+,I-A;,;9I?7H-JGI&G7:A;9+7+47JAHB?,?75-7OAJ+,I-A;,G27..,GPA;@1-;@OAJ+,I-A;3
?#4@(30’ G79-+7;I,J1G7K87;:7 M,.,7A:7;7 .-I?AH,:-7G&6,.,7A@7A@J,6?1 *,GI7J;976J7GG-A; N-,A?74,G-;

对沉积层序划分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概念的认识

地质学家们并不陌生。许多学者（纪友亮，#((’；覃

建雄，!""!；顾家裕，#((’）对盆地充填和演化特征均

有所论述，至于岩相古地理的概念人们就更加熟悉

和了解了，冯增昭（#(Q(，#((!）对中国各地区不同断

代地层的岩相古地理作了研究。总之，综合利用多

种已知资料，对含油气盆地中沉积层序进行合理划

分，分析其成因机制、时空演化及分布规律，继而分

析研究其岩相古地理特征，对研究石油、天然气及相

关沉积矿产的形成机制、分布预测具有非常现实的

实用价值。本文以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古近系为例，

进行沉积层序的划分及层序特征分析，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各层序地层的岩相古地理。

# 东部凹陷基本地质概况

东部凹陷是辽河盆地的R个主要构造单元之

一。如图#所示，古近系是辽河油田新生代的重要

油气勘探开发层系（陈义贤，#((S）。

房身泡组：在该区广泛分布，厚度变化在""
#!""+（小<井##!<3<#+未穿）。房身泡组下段

以玄武岩系列为主，主要为辉石玄武岩、橄榄玄武岩

和少量凝灰岩。上段为暗紫色泥岩夹砂岩、碳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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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部凹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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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煤层。

沙河街组：东部凹陷缺失沙四段。沙河街三段

下部以暗色泥岩为主，是该区主要的生油岩建造期，

向上逐渐过渡为滨浅湖砂泥岩相和三角洲平原沼泽

相，煤系地层发育。沙河街三段内发育有7!8套火

山岩，中段最厚，向南北逐渐减薄。沙二段是一新构

造旋回底部的粗碎屑沉积，分布局限，目前东部凹陷

仅在于楼、热河台、驾掌寺、牛居和大湾等局部地区

发现。沙一段以灰、深灰色泥岩与粉砂岩、砂岩、含

砾砂岩为主。

东营组：东部凹陷北部以泛滥平原相为主，岩性

为灰绿色泥岩和灰白色砂岩、砂砾岩不等厚互层；南

部东营早期仍有滨浅湖存在，沉积了较纯的深灰色

泥岩，晚期逐渐过渡为泛滥平原相。

新近系：区内定名为馆陶组（9!）和明化镇组

（9"），厚度一般为:;;!!;;;<，变化不大。馆陶

组以厚层砂砾岩为主，夹少量砂质泥岩，在东部凹陷

大平房地区有玄武岩分布。明化镇组下段较细，上

段变粗，以砂、砾、泥岩互层为主。

第四系平原组：为粉砂质泥岩夹粘土、泥砾层与

砂砾层间互，成岩程度较差。

= 东部凹陷古近系沉积层序划分

!"# 层序边界

在陆相裂陷盆地中，受幕式构造活动控制的层

序通常以不整合面为边界特征（赵文智，!>>?）。因

此，研究区的层序划分主要选择不整合面和与之对

应的整合面为层序边界。在确定了区域性不整合面

作为层序边界后，根据实际资料，逐步识别和分析不

同级别不整合面的特征及其分布范围，进而拟定层

序划分方案。根据东部凹陷的实际情况，主要不整

合面的边界具有如下特征：

（!）根据相关资料确定辽河盆地区域上可对比

的&=、&7、&@、&A、&$等8个反射界面作为分析对

象，其分别对应馆陶组、东营组、沙一段、沙河街三段

和古近系底界。

（=）&=和&$层面上下地层从岩性、测井曲线、

地震反射特征等方面均可见显著差异，是该区公认

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面，因此可作为新近系（包括第

四系）超层序、古近系超层序及下部中生界超层序

（限于资料，未细划）的分界面。

（7）由于该区至今尚未证实有沙四段地层存在，

故将&A作为沙河街三段与房身泡组的分界面。该

边界在录井岩性上表现为砂砾岩或暗色泥岩与玄武

岩及玄武质泥岩相邻，测井曲线的差异十分明显。

该界面在地震反射资料上同相轴能量较强，可全区

追踪，确定其为房身泡组与上覆沙三段层序边界。

（@）&@作为沙一段（局部地区发育沙二段）与沙

河街三段的界面，实际上是始新统与渐新统之间的

界面，代表着辽河裂谷深陷期与衰退期沉积的变换

面。沙河街三段在岩性组合和测井曲线上均表现出

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旋回特征，在地震资料上则反

映出裂谷盆地剧烈断陷期单断箕状或垒B堑相间的

典型剖面形态，同时，还可见到明显的削蚀、顶超等

不整合现象。该界面与盆地其他地质单元的实际情

况可比，确定其为沙三层序的上部边界。

（8）&7为东营组与沙一段的分界面，在岩性和

测井上表现为层序内部的过渡特征，地震剖面上也

仅在凹陷边缘的局部地区见不整合现象。总体上，

该区沙一段与东营组之间不能确定区域性不整合面

的存在，该界面只能作为次一级准层序组的边界。

!"! 层序划分方法

层序的划分是层序边界的识别和沉积序列的划

分过程，在综合应用各种资料的基础上，采取“大—

小—大”的步骤来进行。

大：层序边界划分应首先以地震反射资料为基

础，从寻找与层序界面有关的反射终端入手，确定较

大级别层序的边界，以保证层序地层格架的等时性。

小：根据合成地震记录、CDE等的准确标定，将

已确定的层序界线在录井剖面和测井曲线中精细地

对比出来，根据不同层序的结构特点及岩性电性特

征修改可能不正确的界线，确定层序内部的沉积旋

回变化、沉积相组合及更小级别的准层序界线。

大：以上述分析结果为标定，再对地震反射剖面

进行精细划分，直到=个划分方案统一后才能进行

层序特征分析和沉积演化史重塑等工作。

!"$ 层序划分方案

进行层序划分，除了分析上述层序边界特征，还

要考虑一套地质单元内部的结构特征、区域上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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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层序发育的完整性等多方面问题。对于重点

划分的!个超层序和古近系超层序中的"个层序，

如表#所列，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房身泡组作为裂谷盆地初期张裂阶段的产

物，主要以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为主，与上、下地质

单元间不论在岩性、岩相、地球物理特征上均有显著

差异。该层序形成前有晚白垩世至早古新世时期形

成的不整合面，其后则又经历了沙四时期的抬升剥

蚀阶段，层序边界的不整合性质明显，可以单独划分

出一套层序。

（!）从辽河盆地主要以断块活动为主以及构造

控制沉积等角度出发，沙河街三段据沉积旋回的完

整性、与上下地质单元的分异性和层序界面的特征

性等均可划分为一套层序，与辽河全区甚至整个渤

海湾盆地可以良好对比。从东部凹陷来看，沙河街

三期为裂谷发育的主要时期，系明显的同裂谷期，表

现为断裂差异活动性强、伸展构造体系特征发育；而

沙一期和东营期地层单元则为裂谷期后的沉积层

序，多表现为平缓的近板状或楔状剖面形态以及活

动性已大为减弱的伸展断裂，二者之间的差异明显。

（"）地震反射剖面上，沙一段与东营组之间也可

在局部见到不整合现象，但多数地区为整合接触。

其间的岩性和电性特征上也多为过渡关系，沉积旋

回间仍有成因联系，因此可作为一套层序，将二者之

间的分界面作为次一级的准层序组边界。

（$）新近系（包括第四系）为明显的热衰减沉降

阶段沉积物，表现为断裂活动趋于停止的平缓、稳定

层序单元，与由"个层序组成的古近系同裂谷期超

层序相对应，简称新近系裂谷期后热衰减期超层序

（因不是目标含油气层段，超层序内部未细划层序）。

表! 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北区古近系沉积层序划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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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单 元 划 分 层 序 划 分

系 统 组 段 准层序组 层序 超层序

新近系 上新统—中新统 明化镇组%馆陶组 未划分 新近系超层序

古
近
系

渐新统

始新统

古新统

东营组

沙河街组

房身泡组

一至三段

一至二段

三段

四段

上段

下段

各
类
准
层
序
组
均
有

裂谷期后层序

同裂谷期层序

火山层序

古
近
系
超
层
序

" 岩相古地理分析

东部凹陷古近系层序发育特征的特殊性导致了

同期沉积演化历史的复杂性。从超层序划分情况可

以将其大致分为"个阶段：火山层序、同裂谷期层序

和裂谷期后，其对应的时期分别为房身泡期、沙河街

三期和沙河街一、二期至东营期。

9:! 房身泡期及沙河街三期

房身泡期及沙河街三期的早期对区域沉积作用

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是刚刚发育起来的裂谷段边界断

层，其起源于基底的薄弱带和早期断裂带在东部凹

陷从北到南呈一定规律展布。该期发育的沉积相以

冲积扇和辫状河为主，局部的蓄水区存在小范围的

湖相沉积。如图!所示，早期的裂陷作用尚处于初

始阶段，地形高差相对较小，但中央凸起和东部凸起

都属于剥蚀区，因此东部凹陷的主要物源区来自中

央凸起和北部地区，东部凸起有次要物源发育。现

今的中央凸起南部倾没带地区也为盆内剥蚀区。

沙河街三期的中期是东部凹陷以及整个渤海湾

盆地早第三纪最显著的湖泊化时期。东部凹陷包括

两侧斜坡带的广大地区均以湖相环境为主，其中受

裂谷段控制的深湖区从北而南分别为佟二堡、长滩、

青龙台、大湾、于家房、欧利坨子、黄金带和二界沟

等，其一侧为裂谷段的主要边界断裂，另一侧为相对

的缓坡带，沉降中心位于边界断裂的下降盘。由此

确定的沙河街三期沉积中心沉积了巨厚的暗色泥

岩，形成了东部凹陷含油气系统的主要烃源岩系。

该期主要以西部的中央凸起为物源，形成了彰驿站、

茨北、大湾、铁匠炉、董家岗、新开等大型入湖河流三

角洲，砂体展布受当时的裂谷段和传递带组合关系

控制。在明显的深湖区和入湖砂体以外的较大范围

内是滨浅湖相的砂泥质沉积环境，主要发育滩坝、三

角洲、湖湾等相带，但总体来说，靠近凸起带物源区

岩性较粗，而盆地中部地区岩性较细。

9:; 沙河街二期

该期是新层序开始的低位体系域沉积阶段，仅

在东部凹陷的牛居%长滩、大湾、黄于热局部%驾掌寺

地区发育，实际是沙河街三期末期的一些低洼地带，

在相对干旱的气候条件下形成了以冲积扇和辫状河

相为主的沉积体（图"）。当时的主要物源区为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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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部凹陷古近纪沙河街三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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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东部凹陷古近纪沙河街二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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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周缘地区，以东西!个凸起为主。沉积物源影

响较小的地区发育有滨浅湖及辫状河平原沉积。

!"! 沙河街一期至东营期

沙河街一期至东营期是辽河盆地分布范围最广

的水进期，东部凹陷在北部和南部的中央凸起倾没

带与大民屯凹陷和西部凹陷连通。但在前一层序后

期准平原化作用及本期并不强烈的构造活动背景

下，湖盆一般较浅，最深可到浅湖"半深湖环境。该

期的主要沉积洼陷区为长滩、铁匠炉、驾掌寺和二界

沟，与沙河街三期差别较大。主要的入湖物源仍有

较好的继承性，如新开、董家岗、茨北、头台子、荣兴

屯、榆树台等。青龙台和房#井区附近发育有大范

围的泛滥平原相，海外河潜山带仍为盆内剥蚀区。

该期发育的湖相烃源岩有一定的分布范围，但受碎

屑注入的影响较大，厚度和丰度一般中至高。到了

东营期的后期，东部凹陷的沉积环境特点有了较大

改观（图$）。!由原来的盆内水系变为开放水系，

湖相区位于凹陷的南端；"形成了贯穿全凹陷的长

轴河流，多条曲流河在不断截弯改道过程中填积着

盆地，几个分支流来自大湾、彰驿站、头台子和界东

等地区。东部凸起和中央凸起与盆内的高差逐渐减

小，边缘冲积扇裙也向凸起后退，形成长轴河流在凹

陷内由北向南流动，整个凹陷内以河流"泛滥平原相

为主。

图$ 东部凹陷古近纪东营一期和二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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