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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饶阳凹陷构造运动的演化阶段，结合地震、测井、岩相等基础资料，将古近系地层划分为三个二级层

序，十个三级层序。层序Ⅲ、Ⅳ、V和Ⅶ为湖泊层序，层序I、Ⅱ、Ⅵ为气候层序，每个层序可划分为低水位体系域、

湖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层序Ⅷ、Ⅸ、X为河流层序，可划分为基准面上升体系域和基准面下降体系域。针对

不同构造部位和不同演化阶段层序发育不同的特点，总结了饶阳凹陷层序发育模武，将其划分为六种类型。分析

了不同构造部位的含油气性，认为层序Ⅲ、Ⅳ、V、Ⅵ是下一步有利勘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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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质概况

饶阳凹陷位于冀中坳陷中部，是一个受复杂断

裂系统控制、走向为北北东向的大型东断西超式单

断凹陷，其构造位置南到新河凸起，北与霸县凹陷

相接，东与献县凸起、大城凸起相邻，西至高阳低凸

起，面积约6 300 km2,是冀中坳陷最大的凹陷，也是

冀中坳陷油气最富集、勘探成效最高的凹陷【l,21。根

据区内构造特征及地层结构，将饶阳凹陷自东向西

划分为陡坡断阶带、东部次洼陷带、主洼陷带、中央

隆起带、西部次洼陷带和斜坡带等次级构造单元

(图1)。

历经二十余年的大规模油气勘探，饶阳凹陷形

态好、面积大、成藏条件优越的构造圈闭发现越来

越难，随着大规模的三维地震覆盖和精细构造解释

的开展，复杂断块的勘探也已深入到相当程度。针

对该凹陷剩余油气资源仍相当丰富这一物质基础

条件，加大隐蔽油气藏勘探力度，开拓新的找油领

域，已成为进一步扩大油气勘探的重要方向。勘探

实践证明，层序地层研究是隐蔽油气藏勘探的基础

环节，沉积体系与砂体预测研究是隐蔽油气藏勘探

的关键步骤。本文便是根据层序地层理论，将全区

地层划分为不同级别的层序，建立了饶阳凹陷的层

序地层格架；在分析各个层序形成特征及沉积体系

发育类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构造部位的层序发

育模式，并分析了含油气性，为下一步的勘探提供

了有益的方向。

饶阳凹陷钻遇古近系地层从老到新依次为孔

店组、沙四段、沙三下亚段、沙三中亚段、沙三上

亚段、沙二段、沙一段、东三段、东二段和东一段，

根据构造活动的演化阶段和地震、测井、岩相及

古生物标志，将其划分三个二级层序、十个三级

层序(表1)。

2层序边界类型

2．1二级层序界面

由区域性的构造运动产生的角度不整合所形

成，反应盆地内的构造运动幕的变化13]，在本地区识

别出这类边界有Tg!T。，T。，T2等反射界面(图2)。这类

层序边界一般为较大规模的不整合面，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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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饶阳凹陷构造单元划分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Raoyang Depression

表1层序地层划分表

Sequenc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地层 地震反射 与下伏地层 层序
构造运动

系 组 段 亚段 界面 接触关系 二级 三级

新近系 馆陶组 馆下段 NgF 乃 角度不整合

东一段 F_xll E1 整合 X

东营组 东二段 E山 B2 整合
第三层序

Ⅸ 断坳抬升

东三段 Ed3 T3 局部上超 Ⅷ 消亡期

沙一段 ESl T4 上超 Ⅶ

古 沙二段 Es2 T5 局部不整合 Ⅵ

近
Es3上 艮1 不整合 V 断陷扩张

系 沙河街组 第二层序
沙三段 Es3中 T岳2 不整合 Ⅳ 深陷期

Es3下 T6 不整合 Ⅲ

沙四段 Esd L 角度不整合 II
断陷分割

不整合、 第一层序
孔店组 孔店段 Ek． Tg I 充填期

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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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边缘，大部分在地震剖面上可以识别，如Tg为

古近系与前古近系的地层界面，在地震剖面上反映

为明显的不整合、削截接触；T6为断陷早期与扩张

期的分界面，断陷活动增强，产生了明显的角度不

整合面；T4和T2也是如此，均是构造活动改变形成

的不整合面，在大部分地区呈现上超、削截等地层

接触关系。因此，此类层序界面识别比较容易。

2．2三级层序界面

此类层序边界的形成可分为两种情况M，第一

种为盆地内不同构造部位的差异升降造成的差异

剥蚀形成的角度不整合，如杨武寨地区的-Ih界面

就是典型的局部构造不整合面，代表层序Ⅳ顶界、

层序V底界(图3)；第二种为由于构造运动造成的

可容空间减少，使得沉积物供应速率超过了可容空

间的产生速率，形成了顶超、下超和轻微剥蚀型的

层序边界，在本地区包括T7、1岛、T5、T3、艮．、1岛等界
面(图4)。这类层序边界的不整合面仅分布在凹陷

局部地区，地震剖面上的界面特征表现的不很明

显，需要借助测井、岩芯、岩性旋回特征及古生物标

志来进行识别划分。

3层序地层特征

3．1二级层序

第一层序包括孔店组和沙四段，处于断陷分割

充填早期阶段，可容空间较小。早期强烈断陷的构

造运动、凸凹多变、北高南低和西高东低的地形特

征，以及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控制了孔店组的沉积

类型和沉积范围，绝大部分地区在陆上河流冲积、

分割充填、夷平补齐背景下接受沉积，沉积厚度薄

而稳定，沉积范围广。主要相类型为冲积扇和河流

相，其次为扇三角洲相和辫状河三角洲相沉积。第

一层序与下部前第三系不同年代地层为角度不整

合接触，而与上部第二层序的接触关系为平行不整

合和局部角度不整合。

第二层序包括沙三段和沙二段，经过第一层序

发育时期的快速充填式沉积之后，饶阳凹陷进人了

古近系湖盆扩张、深陷的稳定沉积阶段，区内地形

总体为西高东低和北高南低，晚期南高北低，沉积

范围广，沉积厚度大。第二层序下部超覆于第一层

序之上。自下而上有辫状河三角洲相粗碎屑岩夹灰

色泥岩、红色泥岩演化为滨浅湖亚相灰色泥岩沉

积，最后演化为干热条件下河流环境的粗碎屑岩夹

红色泥岩沉积。其顶部以红色泥岩与沙一段砂岩接

触处作为与第三层序的分界，二者地震界面为T4反

射层，并呈区域超覆不整合接触关系。

第三层序包括沙一段和东营组，属于湖盆发展

晚期的断坳沉积阶段。下部以沙一段底砂岩夹灰

色、红色泥岩为特征，向上演化为厚度不大的湖侵

体系域的滨浅湖亚相粗碎屑岩和灰色泥岩、油页

岩、生物灰岩和砂岩沉积，后期很快抬升，湖域缩

小，沉积了一套辫状河三角洲相粗碎屑岩夹灰色泥

岩，最后演化为辫状河三角洲相粗碎屑岩夹红色灰

绿色泥岩与河流相中细砂岩和红色泥岩。第三层序

与上覆新近系馆陶组为区域不整合接触，两者的地

震界面为T2反射层。

3．2三级层序

在古近系，饶阳凹陷经历了不同的构造演化阶

段，先后沉积了孔店组、沙河街组和东营组地层，而

不同时期的沉积发育历史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层

序特征。按照层序形成机制可把层序划分为构造层

序和气候层序两大类M，构造层序是指由一期构造

活动从开始到结束过程所控制而沉积的一大套有

成因联系的地层，顶底为构造抬升形成的侵蚀面或

盆地基底停止沉降产生的沉积间断面，包括河流层

序和湖相层序。河流层序在饶阳凹陷发育较为普

遍，古近系各组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层序Ⅷ、

Ⅸ、X全部为河流层序，可划分为基准面上升和基

准面下降两个体系域[03。湖相层序发育于湖盆活动

的各个时期，广泛沉积辫状河三角洲相地层和滨浅

湖相地层，有明显的低位、湖侵和高位三个阶段，层

序Ⅲ、Ⅳ、V、Ⅶ均属此类层序。气候层序仅发育于

闭流湖盆中，取决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湖平面变化，

湖平面从低到高再到低的一次长周期变动，就形成

一套气候层序，常常是由于干旱气候，沉积物供应

不充足而造成的，也可划分为低位、湖侵和高位三

个阶段，层序I、Ⅱ、Ⅵ便属于气候层序。下面依次

介绍每个三级层序的特征。

层序I相当于孔店组，直接发育于中生界乃至

古生界地层之上，底界面SBl所对应的地震反射界

面为Tg，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在盆地边缘地区表

现为明显的削截现象，在饶南地区则与主大断层相

切。该时期孢粉组合显示，喜干旱的麻黄、雪松和罗

汉松粉属等热带一亚热带的分子含量高，伴以膏盐

岩为特征的岩性组合，表明该地质历史时期植被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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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二级层序示意图(左)及地震剖面(右)

Fig．2 Sketch map(1eft)and seismic profile(right I of the second-order sequence

图3构造差异沉降形成三级层序示意图(左)及地震剖面(右一饶南L1080测线)

Fig。3 Sketch map l left)and seismic profile(right)of the hird-order sequence attdbuf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tectonic differential subsidence

图4可容空间变化形成的三级层序界面(上一地震剖面下一示意图)

Fig．4 Seismic profile《up)and sketch map{down)of the third-order sequence a牡dbuf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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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属干燥炎热的热带亚热带

气候环境。以河流相粗碎屑沉积为主，凹陷南部地

区发育有膏岩湖亚相，在地震上反射特征表现为强

反射，在有些地区地震反射特征不明显，可根据录

井资料的电性和岩性突变进行识别。其高位体系域

在大部分地区遭受剥蚀缺失，仅在留楚一杨武寨地

区有残留。

层序Ⅱ相当于沙四段，孢粉分析资料表明，热

带亚热带植物化石丰富多样，连续出现，比层序I

时期更为发育。发现有半咸水的南星介生物组合，

微量元素锶、硼含量较高，且发现有孔虫。反映了湖

盆分割闭塞、蒸发量大、水质偏咸的沉积环境，发育

了饶阳凹陷下第三系最典型的气候层序。层序底界

面SB2对应地震反射界面T7，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

系表现为整合、平行不整合和角度不整合。在饶南

地区较厚，层序顶部为不整合，剥蚀强烈。层序顶界

面T7是一个全区较为明显的不整合面，削截现象明

显，全区易于追踪。

层序Ⅲ相当于沙三段的下部亚段，底界面SB3

对应T6，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为角度不整合，此

时整个凹陷湖水开始加深，斜坡地区可见上超现

象。该层序仅在饶南及马西一带较厚，中部地区则

较薄，残余厚度仅有十几米到几十米，在地震上不

易识别。局部可见上超现象，并在凹陷中央隆起带

等部分地区缺失低位体系域和湖侵体系域。

层序Ⅳ相当于沙三段的中部亚段，底界面为

SB4相当于k，整套地层在饶阳凹陷分布广泛，厚
度比较稳定，以辫状河三角洲相沉积为主，可分为

低位、湖侵和高位三个体系域。其中低位体系域向

蠡县斜坡方向上超减薄。层序Ⅳ在饶南地区与上覆

地层存在不整合，有削截现象，缺失高位体系域；在

文安地区存在顶超现象，前积形成三角洲砂体。

层序V相当于沙三段的上部亚段，底界面SB5

对应地震反射界面为艮，，代表了一套强反射地层，

多发育为暗色泥岩、油页岩夹生物灰岩，此时整个

凹陷实现了第一次湖水连通，滨浅湖相以及辫状河

三角洲最为广泛，全区内层序发育稳定。在饶南局

部地区层序顶界面T5代表了一个不整合界面，地震

剖面上可见削截现象，高位体系域遭受剥蚀；在蠡

县斜坡地区则沿斜坡向上上超，整体厚度逐渐减

薄，较远位置低位体系域不发育。

层序Ⅵ相当于沙二段，地质历史时期构造逐渐

抬升，湖水浅而偏淡，沉积范围较小，地层厚度薄而

稳定，受到干热气候控制，形成气候层序。顶界面为

T4，底界面为T，，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为主，在马西地

区及各洼槽带为湖相沉积，相变快速，与上覆地层

沙一段在盆地边缘为不整合接触。整套地层地震反

射特征较杂乱。

层序Ⅶ相当于沙一段，在经过了层序Ⅵ时期干

热气候条件和强烈的区域抬升构造运动之后，整个

饶阳凹陷进入了典型的断坳沉积阶段。层序顶界面

为T3，底界面为T4，T4代表了一套同相轴极为连续

的强烈反射层，主要为大套的油页岩及灰岩，形成

于大规模湖侵时期，是饶阳凹陷最主要的标志层之

一，全区分布广泛，易于追踪。本层序在杨武寨断层

上盘遭受剥蚀，沿蠡县斜坡向上可见上超现象，并

伴有轻微的削截现象，沿蠡县斜坡向下则可见由局

部物源充足造成的下超现象。低位体系域以滨浅湖

沉积环境为主，普遍发育有一套厚度为十几米至几

十米的砂岩，在自然电位曲线上表现为弹簧状，极

易识别。湖侵体系域主要发育灰岩及少量油页岩；

高位体系域则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平原。

层序Ⅷ相当于东三段，以河流相沉积为主，但

马西洼槽地区为滨浅湖相，发育大量暗色泥岩。盆

地边缘局部可见上超、削截现象。

层序Ⅸ相当于东二段，以河流相沉积为主，在

饶南地区，如杨武寨断层上盘，层序的上部遭受剥

蚀，厚度较薄，而在饶阳中部发育较好，厚度较厚。

层序Ⅸ中段在饶阳凹陷大部地区均发育有暗色含

螺泥岩，在地震上表现为强振幅，高连续的同相轴，

易于识别和追踪，据此为沉积转换面划分基准面上

升体系域和基准面下降体系域。

层序X相当于东营组一段，以河流相沉积为

主，在饶南杨武寨断层上盘，该层序剥蚀强烈，顶部

地震反射对应轴为T2。部分地区地层缺失，仅在洼

槽带内较厚。与上覆地层馆陶组接触关系为角度不

整合。

4层序地层发育模式

在陆相断陷盆地中，构造沉降、气候变化、沉积

物供给等综合作用引起的相对湖平面变化决定可

容空间的变化，从而决定层序的发育模式【6“0l。如前

所述，根据层序形成机制的不同，将饶阳凹陷层序

划分为构造层序和气候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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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构造层序发育模式

陆相湖盆内部构造分异较大，同一层序发育的

构造部位不同，或同一构造部位的盆地演化阶段不

同，可以形成不同的层序地层样式⋯】。根据饶阳凹陷

层序发育的构造部位差异及演化阶段变化，总结出

六种类型的层序样式：缓坡带型、隆起带型、洼槽带

型、陡坡带型、河流型和气候型。

4．1．1缓坡带层序发育模式

在层序I、Ⅱ、Ⅲ、Ⅳ、V发育时期的整个饶阳

凹陷，及层序Ⅵ、Ⅶ发育期的蠡县一肃宁一河间一

带，均为不对称的单断湖盆沉积。由于湖盆沉降，在

偏东部区域形成沉积中心，在缓坡区发育低位、湖

侵及高位体系域，主要以三角洲、浅湖相沉积为主。

在蠡县斜坡带的部位，各层序在地震剖面上显示为

向岸超覆的楔状体，延伸距离较远，但总体厚度均

较薄。该地区构造运动不强烈，沉积稳定而连续，没

有层序缺失，主要由河流相、辫状河三角洲相和滨

浅湖亚相沉积体系组成，东部靠近任西断层位置，

下部层序可发育扇三角洲相沉积(图5)。

4．1．2隆起带层序发育模式

在雁翎一任丘一南马庄地区，层序I、Ⅱ、Ⅲ、

Ⅳ发育期，由于任丘潜山的存在，将凹陷分割为任

西和任东两个不对称单断洼槽，每个洼槽的层序发

育特点与简单箕状缓坡模式相同。西侧下部层序主

要发育扇三角洲相，东侧则以辫状河三角洲为主，

至层序V末期该区方才逐渐填平补齐，在层序V沉

积期之后，任丘潜山逐渐被埋藏，形成简单斜坡盆

地，层序Ⅵ、Ⅶ主要以三角洲相沉积为主，发育滨浅

湖亚相，层序Ⅷ、Ⅸ、X则主要发育河流相沉积(图

6)。

4．1．3洼槽带层序发育模式

马西洼槽、河间洼槽是饶阳凹陷内典型的深洼

构造带区域，各层序在洼槽内均没有缺失且具有厚

度大、分布稳定的特点。层序Ⅷ之前在洼槽中部主

要发育滨浅湖一半深湖沉积，两侧边缘位置则有辫

状河三角洲和扇三角洲发育。层序Ⅷ、Ⅸ时期则以

河流相沉积为主，区内残存有零星湖泊，层序X全

部为河流相沉积。早期的层序均可分为低位体系

域、湖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在洼槽中部地震剖

面上表现为席状地震相组合。三种体系域都发育较

全，低位体系域以滨浅湖相沉积为主，两侧辫状河

三角洲发育；湖侵体系域则以半深湖为主，两侧向

盆地边缘上超，水体为还原环境，是湖盆烃源岩系

的主要来源；高位体系域有滨浅湖亚相发育，沉积

加积式准层序组，后期发育辫状河三角洲相呈进积

式向湖盆推进，湖盆深处可发育三角洲砂体，滑塌

则形成重力流沉积(图7)。

4．1．4陡坡带层序发育模式

陡坡带主要位于凹陷东部的马西及孙虎地

区，以扇三角洲体系为主，也发育辫状河三角洲

沉积，地震剖面上可看出层序在靠岸位置较厚，

识别出低位体系域、湖侵体系域、高位体系域。低

位体系域以小型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为主，分布范

围局限；湖侵体系域则以滨浅湖一半深湖沉积为

主；高位体系域则大量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或扇三

角洲沉积体系。

饶阳凹陷南部的孙虎一杨武寨地区，层序I、

Ⅱ、Ⅲ、Ⅳ发育时期，为简单斜坡断陷，沉积了红色

泥岩层和盐湖地层，形成了裂谷初始期的湖泊层

序。在层序V发育期之后，由于盆地构造活动，形成

了二台阶，在高部位遭受剥蚀，与上覆地层不整合

接触。在孙虎断层及皇甫村断层下盘发育近源堆积

的扇三角洲，后期层序则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和

滨浅湖，东营组时期均为河流相沉积，这些层序在

孙虎断层均遭受剥蚀，仅有层序I、Ⅱ、Ⅲ、Ⅳ得以

保存(图8)。

4．1．5河流层序发育模式

东营组沉积阶段，处于断坳转换时期，构造活

动停止，湖盆逐渐被沉积物充填，面积缩小，河流层

序占主要地位，可以划分为基准面上升体系域和基

准面下降体系域。基准面上升体系域位于层序下

部，砂岩发育，联通性较好。基准面下降体系域位于

层序上部，砂岩含量低，联通性差，剖面上呈透镜状

分布(图9)。

4．2气候层序发育模式

气候层序是在干旱气候条件下，沉积物供应不

充足而造成的，层序I、Ⅱ、Ⅵ便属于气候层序。由

于气候比较干旱，湖盆没有被完全充满，形成闭流

湖盆，层序的发育受湖平面变化的控制。由于受气

候条件的控制，湖平面变化是周期性的，因此，该层

序可以划分为三个体系域，即低位体系域、湖侵体

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层序相对较薄，以河流一三角

洲相的红色地层为主，小型湖泊发育在饶阳凹陷的

北部洼槽地区(图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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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缓坡带层序发育模式(比例尺是任意的)

Fig．5 Sequ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gentle slope zone

图6隆起带层序发育模式(图例同图5)

Fig．6 Sequ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dee zone

图7洼槽带层序发育模式(图例同图5)

Fig．7 Sequ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sag zone

5石油地质意义

图8陡坡带层序发育模式(图例同图5)

Fig．8 Sequ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steep slope zone

饶阳凹陷古近系地层发育有十个三级层序，在

层序I、Ⅱ发育的盆地裂陷初期，由于气候干燥，盆

地范围小而水体局限，以快速堆积的粗粒沉积物为

主，生油岩缺乏。在层序Ⅲ、Ⅳ、V、Ⅵ等层序发育的

盆地断陷扩展期，深湖一半深湖相泥岩发育，生油岩

厚度大，储集砂体发育，构成了有利的生储盖组合。

在层序Ⅶ、Ⅷ、Ⅸ、X等发育的盆地断陷消亡期，三

角洲及河流相发育，易形成较为有利的储集砂体。

5．1含油气性

对于陡坡带而言，具有坡度陡、近物源、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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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起伏变化大、构造活动强烈等特点[iz】。在层序

Ⅲ、Ⅳ、V、Ⅵ等湖盆扩展时期，常形成扇三角洲

及水下扇沉积，扇体大都与烃源岩呈侧变式接触

或被包围在烃源岩中，油源条件优越，靠自身背

斜形态或上倾尖灭及相变构成圈闭，部分扇体通

过不整合面和断层作为通道提供油源，因此，易

形成隐蔽油气藏。以马西地区为例，该区陡坡带

受马西断层的控制，形成单断箕状凹陷的陡坡

带，储层主要以沙河街组和东营组砂岩为主。来

自洼槽的油气通过连通砂体运移至南马庄构造

带，然后发生垂向运移。因为北部陡坡带坡度较

陡，洼陷中的成熟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可直接通过

砂体和断层垂向运移，在圈闭条件优越的地方聚

集起来。形成下生上储式油藏。不整合面也可作

为重要的运移通道，油气沿不整合面运移，在不

整合面上下圈闭中聚集成藏，其成藏特点是运移

通道类型多，运移过程复杂，运移的纵向距离远，

以垂向运移为主(图11)。

对于缓坡带而言，由于其外接凸起，内临洼陷，

地层坡度小，地层超覆、剥蚀、不整合现象频繁，有

利于油气侧向运秽旧。缓坡带是地层超覆带、岩相过

渡带和湖岸线变迁带，在层序Ⅲ、Ⅳ、V、Ⅵ等湖盆

扩展时期，根部洼陷中成熟烃源岩生成的油气，首

先进入伸人洼陷的分支砂体中，并以此作为运移通

道进行侧向运移，至断层后向上或再进入另一侧砂

体继续侧向运移，形成阶梯状运移方式；或沿不整

合面向上运移，在不整合面上下圈闭中聚集成藏，

受地层超覆和岩性上倾尖灭等沉积作用的控制，可

形成典型的非构造圈闭(图11)。

洼槽是断陷盆地的沉积中心，油源中心，具有

优越的油气生成条件旧，深洼区层序Ⅲ成熟烃源岩

排出的油气就近进入水下砂体及扇三角洲前缘的

孤立砂体中，形成岩性油气藏。因该类砂体被巨厚

的烃源岩层包围，故一般不发生油气的二次运移或

运移距离较短，形成良好的自生自储式油气藏(图

11)。

5．2有利方向

在层序Ⅲ、Ⅳ、V、Ⅵ等湖盆扩展时期，由构造

坡折控制的低水位缓坡三角洲、低位扇等砂体经长

距离的搬运，分选、磨圆及孔隙性均较好，为良好的

油气储层。构造坡折控制的同生断层坡折内侧低位

域物源丰富，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及浊积扇砂体

十分发育；坡折带之上的下切水道发育良好，它们

直接或通过不整合面、断面与油源岩沟通；湖侵域

发育的深湖泥岩、油页岩既是良好的生油岩又是低

位域砂体的良好盖层，这样就形成了有利的生储盖

组合，在同生断层的侧向封堵下，可形成构造一地

层复合圈闭油气藏。

层序Ⅷ、Ⅸ、X为河流相沉积，砂体连续性一

C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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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河流层序发育模式

Fig．9 Sequ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fluvial sequence

A

?、／2-Q瓜 口

三≤量≯至；鎏≮o兰釜薹塞》～一一≤∥
—≮≤芝．：。差薹～亲詈；量；囊重；一i茎爹 ≥o

图10气候层序发育模式

Fig．10 Sequ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climate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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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饶阳凹陷成藏模式图

Fig．1 1 The reservior formation model of Raoyang depression

般，但是由于层序Ⅶ发育大套的油页岩沉积。可提

供油气来源，在有断层沟通的条件下，可形成透镜

状岩性油气藏。

6结论

通过饶阳凹陷古近系层序地层研究，得到以下

认识：

(1)根据饶阳凹陷构造运动的演化阶段，结合

地震、测井、岩相等基础资料，将古近系地层划分为

三个二级层序，十个三级层序。区域性的构造运动

形成的角度不整合界面反映了二级层序的界面特

征；盆地内构造差异沉降形成的角度不整合面，以

及由于构造运动造成的可容空间减少，使得沉积物

供应速率超过了可容空间的产生速率而形成的顶

超、下超和轻微剥蚀型的层序边界反映了三级层序

的边界特征。

(2)按照层序形成机制，把十个三级层序划分

为构造层序和气候层序两大类。构造层序又可分为

湖泊层序和河流层序，层序Ⅲ、Ⅳ、V和Ⅶ为湖泊层

序，层序I、Ⅱ、Ⅵ为气候层序，每个层序可划分为

低水位体系域、湖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层序

Ⅷ、Ⅸ、X为河流层序，每个层序可划分为基准面上

升体系域和基准面下降体系域。

(3)根据层序发育的构造部位和演化阶段的不

同，将饶阳凹陷层序发育模式总结为六种类型：缓

坡带型、洼槽带型、隆起带型、陡坡带型、河流型和

气候型。

(4)凹陷不同构造部位具有不同的含油气性，

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油气藏。如在陡坡带易形成构

造一岩性油气藏，缓坡带易形成地层油气藏，洼槽

带易形成透镜体油气藏等。

(5)处于同沉积坡折控制之下的层序Ⅲ、Ⅳ、

V、Ⅵ等，优质储集砂体发育，具备隐蔽油气藏成

藏的有利条件；层序Ⅷ、Ⅸ、X等河流相沉积，可

形成透镜状岩性油气藏，可以作为下一步勘探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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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Eogene has been based on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eismic data，

well 109百ng data,lithologie data and the evolvement process of tectonic movement in raoyang depression．The strata of

Eogene are difided into three second-order sequences and ten third—order sequences．The third—order sequence nl，

Ⅳ，v and W are lacustrine sequence and I，II，VI is climate sequence，which call be divided into the low stand

．system tract，the lacustrine transgressive system tract and the hiigh stand system tract．The third—order sequenceⅧ，

Ⅸ，X are fluviM sequence，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base-level-rising system tract and the base-level-falling

system 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evolvement process and tectonic site，sequence

stratigraphy models are established and divided into 6 types。The future exploration direction of raoyang depression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hydrocarbon beating in different tectonic site．

Keywords：Raoyang depression；Eogene；sequence stratigraphy；system tract；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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