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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盆地西湖凹陷南部花港组上段浅水曲流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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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东海盆地西湖凹陷南部花港组上段 H5 及 H4 砂组沉积相研究中的难点，本文建立了针对浅水三角洲划分相带的新

方法及研究流程，即“单井定相-平面描砂-寻岸划线-分区划带”。研究区具有形成浅水曲流河三角洲的地质条件并形成了独

特的不同相带交互沉积区，在花港组上段 H5 及 H4 砂组沉积时期，盆内地形宽缓，丰水期与枯水期频繁交替出现，形成了研究

区中部三角洲平原相沉积和三角洲前缘相沉积在较小的沉积旋回内交替出现。在丰水期，研究区中部以三角洲前缘相、浅湖

相沉积为主，在枯水期，研究区中部以三角洲平原相沉积为主。以浅水曲流河三角洲沉积模式为指导，在研究区中部识别了

大量河道砂体，这些砂体与该区的大型构造脊相迭合形成了众多有勘探潜力的构造-岩性复合圈闭，其中部分圈闭经钻探获得

了油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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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 meandering river delta in the Huagang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Xihu Sag, East China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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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in  studying  the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H5  and  H4  sand  formations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Huagang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Xihu Sag of the East China Sea Basin, we established a new method and process for dividing facies zones in

shallow water deltas, namely "single well facies determination - planar sand tracing - shoreline tracing - zoning and delineation" using seismic

data  and  core  data.  Results  shows  that  the  study  area  had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shallow meandering  river  delta,  in

which  a  unique  alternating  sedimentary  zone  of  different  facie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deposit  period  of  the  H5  and  H4  sand  groups,  the

terrain in the basin was wide and gentle, and water level changed frequently between flood season and dry season, resulting in the alternating

deposits  of  delta  plain  facies  and delta  front  facies  in  a  short  perio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tudy area.  In  the  flood season,  delta  front  and

shallow  lake  sediments  develop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tudy  area,  while  in  dry  season,  delta  plain  developed.  Under  the  guide  of

sedimentary model of shallow meandering river delta, many of river channel sand bodies were foun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tudy area. The

channel  sandstone  bodies  overlap  on  the  large  anticline  structures,  forming  numerous  litho-structural  composite  traps  with  great  exploration

potential.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confirmed by new oil and gas discoveries.

Key words: shallow meandering river delta; alternating deposit; sand body distribution; Xihu Sag; Huagang Formation

东海盆地西湖凹陷是中国近海近年来油气储

量增长较快的重要探区之一（图 1），近年来针对岩

性目标的勘探逐渐向凹陷南部的中央区域扩展。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花港组在凹陷边缘砂岩较为

发育，而在凹陷中间则以发育薄层砂岩及湖相泥岩

为主，在凹陷的中央区域勘探面临着较大的储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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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综合分析各项资料，重新

划分该区的沉积相带，在研究区寻找规模性砂体。 

1    研究区概况

西湖凹陷总面积约 4.3万 km2，是东海盆地内规

模最大的凹陷（图 1）。该凹陷以南为钓北凹陷，以

北为福江凹陷，西侧为海礁隆起，东侧为钓鱼岛隆

褶带 [1]。西湖凹陷在新生代期间经过断陷-拗陷-区
域沉降阶段的演化 [2-3]，发育成为一个大型凹陷，其

内部可分为西部斜坡带、中部洼陷带和东部断阶

带[4-5]。本次研究区域位于西湖凹陷的中南部（图 1）。
西湖凹陷的基底为前新生界的沉积岩、变质岩

及火成岩 [6-7]。在新生代，该区发育古近系、新近系，

古近系包括八角亭组、宝石组、平湖组和花港组[8-9]。

花港组分为花下段（分为 H12—H6共 7个砂组）、花

上段（分为 H5—H1共 5个砂组）（图 2）。本次研究

的 H5、H4砂组属于花港组上段的 SQ3层序，H5为

低位—水进期沉积，H4为高位期沉积[10-12]。

前人对西湖凹陷中南部花港组的沉积相做过

较多的研究。陈琳琳[12-14] 认为西湖凹陷的南部发育

河流、三角洲及湖泊沉积体系。于兴河[10] 及李顺利

等 [15] 认为在花港组沉积时期西湖凹陷中部主要发

育短轴辫状河三角洲，凹陷南部为海湾环境。何苗

等 [16-17] 认为在花港组沉积时期，源自西部斜坡的分

支河流体系在凹陷中心汇入轴向河流后在凹陷南

部入湖，认为凹陷南部主要发育湖相沉积。但是，

近几年来通过新的钻井在凹陷南部原认为是花港

组上段湖相沉积区的中央带发现了水道砂体及薄

煤层，这些发现引起了对该区原有沉积相认识的质

疑。蔡佳等 [18] 认为西湖凹陷花港组下段发育大型

浅水三角洲，凹陷中部仅有极少的区域发育浅湖，

虽然该研究没有涉及花港组上段，但提出了一个有

借鉴意义的新观点。 

2    研究方法

研究区的 H5或 H4砂组存在多种沉积相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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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drills and ge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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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地层综合柱状简图

Fig.2    Comprehensive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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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的现象，用传统方法很难对单砂组进行平面沉

积相做图，因此，本文创新提出了针对浅水三角洲

相带划分的新方法及新流程“四步法”，即“单井定

相—平面描砂—寻岸划线—分区划带”，该方法先

进行单井沉积相划分，要求结合岩芯资料尽可能进

行沉积微相初步划分；第二步分析砂体平面展布及

砂体类型，利用三维地震和钻井资料落实主力砂层

的砂体平面展布形态，根据砂体形态及钻遇砂体的

钻井资料划分砂体的沉积微相及砂体类型；第三步

根据砂体形态及成因类型确定丰水期和枯水期的

古岸线；第四步根据古岸线的变化划分各沉积相带

的主要发育区。 

3    单井沉积相划分

在西湖凹陷中南部，三维地震资料覆盖了大部

分区域，但花上段 H5、H4砂组的取芯资料不多，仅

在 H-2井及 HS-1井取芯（图 1），本文根据这两口井

的岩芯资料并结合 H-3井的岩性、电测资料分析花

上段 H5及 H4砂组的单井沉积相。 

3.1    H-2 井单井沉积相
 

3.1.1    H-2井 H5砂组沉积相

H-2井在 H5砂组取得 1个岩芯（图 3—4）。该

段岩芯整体为灰白色细砂岩，中上部夹约 1.2 m的

深灰色泥岩。岩芯中 3 539.1～3 541.35 m和 3 530.2～
3 532.3 m为三角洲前缘河口坝微相，这两段均为呈

反韵律的不等粒砂岩段，底部灰黑色泥质粉砂岩中

见浪成沙纹、生物潜穴，中部发育平行层理，顶部见

板状交错层理。岩芯其他砂岩段为三角洲前缘分

流水道微相，砂岩呈明显的正韵律，底部含砾中粗

砂岩交错层理发育，见泥砾（图 4d），中部砂岩中多

见平行层理及板状交错层理，正韵律顶部为灰黑色

泥质粉砂岩、泥岩，多发育浪成沙纹。根据岩芯中

总结的各微相特征对 H5砂组的沉积相带进行划

分，从岩性与 GR曲线特征看（图 3左图），H5砂组

底部为正韵律砂岩，向上在取芯段开始有反韵律砂

岩出现，再向上可见多个正韵律沉积层。H-2井在

H6砂组发育 1层厚约 1.0 m的煤层（图 3左图），对

于煤层的形成环境，彭迎迎等 [19] 认为花港组的煤层

形成于三角洲平原的河漫沼泽。根据本区资料分

析，H5砂组沉积早期的古水深普遍要比 H6砂组沉

积时期要小，因此，本井 H5砂组底部的巨厚层正韵

律粗粒砂岩与 H6砂组的煤层段为连续沉积，其相

带为三角洲平原的水道微相。H5砂组中上部正韵

律砂岩与深灰色泥岩间互发育，砂岩为三角洲前缘

相分流河道沉积，泥岩为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沉积。 

3.1.2    H-2井 H4砂组沉积相

该井在 H4砂组没有取芯（图 3左图），但可以

依据测井曲线及岩性特征与 H5砂组进行类比分

析。H4砂组中下部由多个反韵律砂层和深灰色泥

岩组成，上部为正韵律砂层及灰色泥岩。根据区域

资料，H4砂组为湖侵期沉积，其沉积水深比 H5砂

组略大，本井 H4砂组中下部以发育三角洲前缘相

河口坝、分流河道砂岩及分流间湾泥岩为主。与

H-2井相距 1 km的邻井中 H4砂组上部发育少量褐

色泥岩，综合分析，本井 H4砂组上部发育三角洲平

原相正韵律河道砂及分流间湾微相泥岩沉积。 

3.2    HS-1 井单井沉积相

HS-1井 H5砂组及 H4砂组地层厚约 185 m，主

要为深灰色、褐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细砂岩、粉砂岩

呈不等厚互层（图 5左图）。 

3.2.1    HS-1井 H5砂组沉积相

在该井 H5砂层取得岩芯 1个（岩芯描述见图 5
中右图，照片见图 4）。该段岩芯底部为深灰色泥岩

夹粉砂岩条带，发育脉状层理、变形构造，泥岩向上

碳质增高，最上部变为碳质泥岩、薄层镜煤（图 4a，
图 5右图），泥岩段为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沉积，而

泥岩顶部的碳质泥岩、煤则是在水退期间三角洲平

原河漫沼泽形成的。向上主要为细砂岩及少量中

砂岩，整体粒序变化不明显，砂岩中发育板状交错

层理、平行层理、沙纹层理（图 4b-c），该砂岩段主要

为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该井 H5砂组主

要由细砂岩、粉砂岩与深灰色、褐灰色泥岩互层组

成（图 5中左图），底部砂层具正韵律，向上变为反

韵律。在该井 3 640～3 650、3 696～3 705 m出现褐

灰色泥岩，显示局部发育暴露环境的三角洲平原相

沉积。综合岩芯及钻井资料，认为 H5砂组下部发

育三角洲平原相，上部发育三角洲前缘相。 

3.2.2    HS-1井 H4砂组沉积相

HS-1井 H4砂组主要是深灰色、褐灰色泥岩夹

细砂岩、薄层粉砂岩（图 5中左图），H4砂组中下部

深灰色泥岩发育，为三角洲前缘沉积，其中正韵律

段砂岩为水道沉积，反韵律段砂岩为河口坝沉积。

H4砂组上部 3 520～3 525、3 531～3 533 m出现褐灰

色泥岩，为暴露环境的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综上，HS-1井 H5砂组主要为三角洲前缘相及

平原相沉积，H4砂组以三角洲前缘相沉积为主，局

部发育少量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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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3 井单井沉积相

H-3井 H5及 H4砂组厚约 225 m（图 6），没有取

芯。该井 H5砂组发育深灰色泥岩、绿灰色泥岩与

薄层粉砂岩、细砂岩互层。H5砂组底部发育绿灰

色泥岩及正韵律细砂岩，为三角洲平原分流水道及

分流间湾沉积（图 6）；中部发育深灰色泥岩及反韵

律粉砂岩，为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及河口坝沉积；

上部发育深灰色泥岩及正韵律细砂岩，为三角洲前

缘分流间湾及分流河道沉积。该井 H4砂组的岩性

组合及韵律特征与 H5砂组基本相同，H4砂组下部

发育深灰色泥岩、绿灰色及正韵律细砂岩，为三角

洲前缘分流间湾及分流河道沉积，可能局部发育少

量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沉积；H4砂组中部发育反

韵律薄层粉细砂岩，为河口坝沉积；H4砂组上部发

育灰色泥岩及正韵律细砂岩，为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3.4    沉积相联井对比

横向上对三口井的沉积相进行联井对比（图 7）。
H5砂组底部及 H4砂组顶部在三口井中主要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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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H-2井岩芯（右图）及 H4—H5砂组（左图）沉积相分析图

右图岩芯深度为 3524～3541.35 m，对应左图井深 3527～3544.35 m

Fig.3    Sedimentary facies of H4-H5 sand groups of well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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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H-2井及 HS-1井岩芯照片

a：HS-1井岩芯，3 661.3～3 661.6 m，灰黑色泥岩，无明显层理，未见植物碎屑；b：HS-1井岩芯，3 661～3 661.2 m，灰白色中细砂岩，分选好，发育浪

成沙纹；c：HS-1井岩芯，3 660.7～3 661 m，中细砂岩，砂质较纯，发育低角度板状交错层理；d：H-2井岩芯，3 528.68～3 529 m，下部灰黑色泥质粉

砂岩，发育脉状层理，向上突变为灰白色中细砂岩，夹棱角状泥砾，泥砾呈定向排列。

Fig.4    Photos of cores of wells H-2 and H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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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HS-1井岩芯（右图）及 H4—H5砂组（左图）沉积相分析图

Fig.5    Sedimentary facies of H4-H5 sand groups of Well H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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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平原相，正韵律分流河道砂、分流间湾绿灰

色泥岩-沼泽相泥岩、煤层均较发育。从 H5砂组中

上部到 H4砂组的下部及中部，以发育三角洲前缘

相沉积为主，正韵律前缘分流河道砂岩、反韵律河

口坝砂岩及深灰色前缘分流间湾相泥岩均较发育。 

4    砂体展布与古岸线变化

鉴于 H5砂组下部及 H4砂组上部为三角洲平

原相，其余地层段以三角洲前缘相为主，因此，本文

选取 H5砂组下部、H4砂组中部为例进行砂体展布

与平面沉积相研究。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砂体展布并划分砂体的成

因类型，需先分析该区的物源方向。前人研究认

为，西湖凹陷中南部有 3个物源方向，一是来自于

凹陷西部的海礁隆起区，即沉积物从研究区的西部

向凹陷中央搬运；二是轴向物源，即从凹陷的北部

由北向南搬运沉积物，三是来自于凹陷东部的钓鱼

岛隆褶带物源，由隆褶带上发育的河流向西搬运沉

积物[20-23]。

研究区内的砂体识别比较困难，通过多次试验

最终确定发现地震中远道 AVO属性能较好地刻画

砂体。本次沿 H-2井 H5砂组下部主力砂层顶面、

H4砂组中部追踪并成图（图 8-9）。 

4.1    H4 砂组砂体展布与古岸线分析

（1）  研究区 H4砂组砂体展布。研究区西部地

层厚度较小，为沉积时古斜坡，研究区东北部为当

时的沉积中心，水深最大，古河流的方向是沿西部

盆缘先由北向南流，再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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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3井 H4—H5砂组沉积相分析图

Fig.6    Sedimentary facies of H4-H5 sand groups of Well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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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砂组中部 H-2井 3 407 m厚层粉砂岩顶面、H-3井

3 570 m砂岩顶面、HS-1井 3 584 m砂岩顶面沿层提

取属性作图（图 8），提取属性的地层厚度约为 20 m。

在图 8中，条带状振幅异常为分流河道砂体，朵叶

状的振幅异常为三角洲前缘河口坝砂岩与分流水

道砂岩的复合体，团块状振幅异常为残留的小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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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研究区连井沉积相剖面图

Fig.7    Sedimentary facies of cross section between well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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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研究区 H4砂组中部 AVO梯度属性平面图

Fig.8    Seismic AVO of middle H4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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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研究区 H5砂组下部 AVO梯度属性平面图

Fig.9    Seismic AVO (amplitude versus offset) of lower H5 in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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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坝，或为浅湖滩坝砂体。条带状振幅异常 a1-a2-
a3-a4为一条曲流河形成的砂体，自北向南延伸，再

由南向东北方向入湖，在 a5处形成三角洲朵叶体

（下文称河流 A）；条带状振幅异常 b1-b2也为曲流

河的河道砂体，该条河流在 b3、b4附近形成三角洲

朵叶体（下文称河流 B）。除此之外，还有河道砂体

c1-c2、 d1-d2、 e1-e2、 f1-f2、 g1-g2等。在图 8东部 ，

还发育大量的朵叶状、团块状三角洲前缘砂体。

（2）  H4砂组沉积期古岸线分析。由河流 A形

成的河流 -三角洲沉积时湖岸线在 H-2井附近

（图 8），由河流 B形成的河流-三角洲沉积时湖岸线

已后退至 b2与 b3点之间，其沉积期湖岸线相对河

流 A时期向西部斜坡方向移动。在图 8中存在一

条 L1线，在该线以西主要形成条带状曲流河砂体；

而 L1线以东，除了条带状河道砂体之外，还发育大

量朵叶状、团块状砂体，推测 L1线为 H4砂组中部

沉积时期最高水位时的湖岸线，该线以西主要发育

三角洲平原沉积，形成曲流河道砂体；该线以东，丰

水期发育三角洲前缘沉积，枯水期湖岸线向东移

动，在 L1线的东部发育三角洲平原沉积及前缘沉

积。由于三角洲前缘所形成的朵叶状、团块状砂体

并未在某一区域集中分布，可见研究区的湖岸线在

东西方向上移动频繁，并未长期固定在某一区域。 

4.2    H5 砂组砂体展布与古岸线分析

（1）  研究区 H5砂组砂体展布。沿 H5砂组底

部 H-2井 3 532 m厚层粉细砂岩底面、H-3井 3 692 m
泥岩段、HS-1井 3 666 m泥岩段进行属性提取作图

（图 9），对应三口井中的沉积微相为河口坝砂岩、

三角洲前缘分流间湾、三角洲平原河漫沼泽。在

图 9的中西部发育弯曲的条带状河道砂体 b1、b2、
b3及三角洲前缘朵叶状砂体 a1、a2、a3；图 9的中

东部发育条带状河道砂体 b4、b5、b6、b7及朵叶状

三角洲前缘砂体 a4、a5、a6、a7、a8；除上述砂体外，

该区还有大量的团块状湖相滩坝砂体发育。

（2）  研究区 H5砂组沉积期古岸线分析。在

图 9中，根据砂体的类型可将砂体划分为 3个区，边

界线为 L2线及 L3线。L2线以西发育条带状河道

砂体 b1、b2、b3，与其相对应发育了三角洲前缘朵

叶状砂体 a1、a2、a3，L2线为 H5砂组下部沉积期水

位最高时形成古湖岸线。沿 L2线以东为条带状河

道砂体与朵叶状三角洲前缘砂体混和发育区，在枯

水期，水退造成湖岸线向东移动，这时发育了三角

洲平原水道 b5、 b6、 b7及三角洲前缘朵叶体 a6、
a7、a8，这时期的河道普遍较宽且呈曲流化。L3线

为枯水期水位降至最低时的湖岸线，该线以东主要

发育湖相沉积。 

5    研究区平面相分布

（1） H4砂组沉积相带划分。在 H4砂组中部沉

积时期，在 L1线以西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弯曲的

分流河道砂体（图 8），为三角洲平原相发育区。在

L1线以东，丰水期间发育三角洲前缘砂体，在枯水

期间发育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砂与三角洲前缘砂

体，该区为三角洲平原相与三角洲前缘相交互发

育区。

（2） H5砂组沉积相带划分。在 H5砂组下部沉

积时期，在 L2线以西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的分流

河道砂体（图 9），为三角洲平原相发育区。在 L2线

以东及 L3线以西，在丰水期间发育三角洲前缘朵

叶状砂体；在枯水期间，水位降低，该区形成了三角

洲平原河道砂体及前缘相朵叶状砂体，为三角洲平

原相与三角洲前缘相交互发育区。在 L3线以东，

未见到三角洲河道砂体，为滨浅湖相发育区。

综合分析 H5及 H4砂组的砂体平面展布及其

相带，总结出研究区的沉积相带展布模式（图 10），
研究区的西部边缘和东部边缘为三角洲平原主体

区，在该区内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相，形成条带状

曲流河砂体；在研究区的中部，主要是三角洲平原

相及三角洲前缘相交互发育区，在枯水期为三角洲

平原相及前缘相，在丰水期为三角洲前缘相及湖相。 

6    曲流河浅水三角洲平面相分布模式
及勘探意义

早期研究者认为花港组上段 H5-H4砂组沉积

期西湖凹陷中南部处于湖盆发育中心 [13-17]，研究区

的中部砂岩不发育，但近年来在原来确定的湖相发

育区不但发现了水道沉积，而且发现了薄煤层，按

照传统的沉积相展布模式无法解释此类现象。

前人认为西湖凹陷花港组主要聚煤环境为曲

流河下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沼泽、辫状河下三角洲

平原越岸沉积沼泽和滨湖泥炭沼泽 [19,24-25]。在研究

区内 3口井中所发现的薄煤层及反映暴露环境的

褐灰色泥岩、灰绿色泥岩与反映水下沉积环境的深

灰色泥岩频繁互层，反映了三角洲平原沼泽沉积环

境与三角洲前缘水下环境在短时间内频繁交替出

现，而这种特殊的沉积现象主要是在浅水三角洲沉

积环境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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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筱敏等 [26]、邹才能等 [27] 认为在湖水频繁进

退、水体浅的古地理背景下形成浅水三角洲，其主

要特征是洪水线-枯水线之间区域长期处于河湖交

替环境，同时具有河流和湖泊两种沉积特征。鄱阳

湖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浅水三角洲沉积 [28]，该湖的大

部分湖区在枯水期成为三角洲平原，形成了河湖频

繁交替的沉积现象。

西湖凹陷南部花港组上段沉积期具有发育浅

水三角洲的古地理环境。花港组上段 H5及 H4砂

组沉积时期，该区构造稳定，凹陷内地形宽缓，坡度

小于 2˚，水深为 2.0～4.1 m。该时期古气候温暖潮

湿，古湖水频繁进退 [18]，研究区具备浅水三角洲发

育的条件。

从本区的沉积相带横向展布看，研究区花港组

上段河湖交互相特别发育。一方面，在平面上可以

看到在很短的时期形成了三角洲前缘朵叶状砂体

与大量的三角洲平原相条带状砂体在研究区中部

同时存在的现象（图 9）。另一方面，在研究区钻井

中 H5砂组中上部及 H4砂组中下部主要发育水下

沉积，但也在上述井段发现了枯水期形成的水上沉

积，如在 HS-1井 3 662 m左右发现河漫沼泽相煤

层、在 H3井的 3 599～3 644 m发现灰绿色泥岩。由

于本次研究提取地震属性的地层厚度约为 20 m，其

形成的地质时间较为短暂，因此，从砂体的成因类

型上也证实研究区的古水深在短期内曾多次发生

剧烈变化。

朱筱敏等 [26]、邹才能等 [27] 认为在浅水三角洲沉

积模式下，在湖盆中心区域仍可能发育大量的河道

砂体，如大庆长垣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可延伸长达 40 km，

鄱阳湖赣江三角洲枯水线与洪水线之间的下三角

洲平原延伸 10～20 km[28]。美国密西西比河浅水三

角洲的前缘水道延伸长达 40 km[29]。

受该沉积模式的启发，本研究在西湖凹陷中南

部利用三维资料刻画了河道砂体的分布，在 H-2井

以东发现河道砂体 b5、b6、b7、b8等（图 9），H-2井

以西发现河道砂体 a2、a3、a4等（图 8），这些河道砂

体与大型构造脊相迭合形成了众多的构造+岩性复

合圈闭，从而提升了该区的勘探潜力。新的钻井证

实这些砂体存在，如在 Y-7井钻遇河道砂体 b5，为
厚 36 m的细砂岩；河道砂体 b7在 H-211井钻遇 12 m
厚的细砂岩，在 H-221井处钻遇厚 13 m的细砂岩。

这些河道相砂体厚度大，物性好，将研究区中东部

从勘探高风险区提升为勘探有利区。在西湖凹陷

的其他区域也发育浅水三角洲沉积，这些区域同样

为下一步勘探潜力区。 

7    结论

（1）研究区发育了浅水曲流河三角洲并形成了

特殊的相带展布模式。在花港组上段 H5及 H4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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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研究区花港组上段 H4—H5砂组平面沉积相展布图

Fig.10    Sedimentary facies of H4-H5 sand groups of Huagang 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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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沉积时期，研究区内地形宽缓，古湖水频繁进退，

具备浅水三角洲发育的地质条件。在沉积相带平

面展布上，研究区西部长期处于水面之上，主要发

育曲流河三角洲平原沉积；研究区中东部大部分区

域处于丰水期岸线及枯水期岸线之间，发育三角洲

平原与前缘交互相沉积；研究区的中东部局部区域

长期处于岸线以下，发育浅湖相沉积及少量三角洲

前缘沉积。

（2）研究区中东部发育大量的三角洲平原相砂

体和三角洲前缘相砂体并被钻井所证实。在研究

区的西部主要发育条带状曲流河相砂体；在研究区

中东部，既发育条带状的三角洲平原水道砂体及前

缘水道砂体，同时也发育团块状的河口坝砂体、湖

相滩坝砂体；在研究区中东部的小范围内，主要发

育薄层河口坝砂体、湖相滩坝砂体。

（3）本文建立了针对浅水三角洲相带划分的新

方法及新流程：“单井定相—平面描砂—寻岸划

线—分区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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