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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逊凹陷南部大磨拐河组地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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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尔逊凹陷是海拉尔盆地的主要油气勘探区带，以层序地层学理论文指导，对钻井分布集中而地震反射特

征明显的乌尔逊凹陷南部地区地震相特征进行了综合解释，通过时间剖面上反射波的内部反射结构、连续性、振幅

和其他地震相参数，共识别出7种地震相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钻井资料和前人工作成果，分析了该地区大磨拐

河组地层沉积体系特征，并预测了有利勘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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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相就是由特定地震反射参数所限定的三维

空间中的地震反射单元，它是特定沉积相或地质体

的地震响应。地震相的常用参数包括外部形态、内

部结构、连续性、振幅、频率及速度等，这些参数也是

划分和命名地震相的依据。地震相分析是根据地震

资料解释岩相和沉积环境，即根据一系列地震反射

参数确定地震相类型，并解释这些地震相所代表的

沉积相和沉积环境。地震相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层

序内各地震相单元的识别把地层剖面划分为性质各

异的地震相区，为分析层序的沉积环境，预侧生、储

油气相带打下基础f．“。

1 工区概况

系研究提供必要条件。

2地震相划分’

地震相是沉积相总特征的地震响应拉j。在进

行地震相研究时，应以同期相关沉积体系的综

合——体系域为单元来进行研究。

2．1地震标准反射层特征

研究区目的层为大磨拐河组，反射层的波组特

征在全区分为斜坡区和深断陷区，底界面在斜坡区

为强振幅高连续反射，上部顶超现象明显，下部有明

显的削截现象；在深断陷区为中振幅较连续反射。

顶界面为特征不明显的不整合(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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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面上相变很快。针对这一特点，通过对区内的

钻井进行统层，系统研究取芯井沉积学特征，准确划

分单井沉积微相。然后在工区内进行联井剖面的分

单井资料的控制下，统计了工区地震相向沉积相转

化的模式(表1)。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地震属性资

料制作了大磨拐河组地层沉积各个演化阶段的地震

层和沉积相分析。通过对工区内15条联井分析，在 相图(图2)。

表1地震相类型转化模式

地震相 地震反射特征 对应优势沉积(微)相

l 中弱振幅中低连续平行反射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

2 中弱振幅中低连续前积反射 二角洲前缘河口坝、远砂坝

3 中弱振幅较连续哑平行一波状反射 浅湖

4 中弱振幅连续平行亚平行反射 深湖、半深湖

5 中振幅连续微发散反射 扇三角洲

6 中弱振幅较连续一断续亚平行一波状反射 滨浅湖

7 中振幅低连续波状反射 湖底扇

图2大磨拐河组地震相类型

2。2．1水进体系域充填期

南屯组地层沉积后，盆地沉积范围逐渐扩大，湖

泊水体逐渐由浅变深，湖泊相以深湖一半深湖沉积

为主，辫状河三角洲发育在盆地的缓坡，而在生长断

层控制的陡坡发育扇三角洲。该时期地层在地震剖

面上表现为中弱振幅中低连续、平行、前积、发散的

地震带。盆地中部为中强振幅连续平行、亚平行反

射的地震相(图3左)。

2．2．2高水位体系域早期充填期

该时期湖泊水体有所变浅，湖泊相仍然以深

湖一半深湖沉积为主，盆地的缓坡由辫状河三角洲

演变为曲流河三角洲，盆地的陡坡由扇三角洲演变

为辫状河三角洲。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盆地中部的

中强振幅连续平行、亚平行的地震相，盆地边部为中

弱振幅中低连续、平行、发散的地震相带(图3右)。

2．2．3高水位体系域中期充填期

此时期盆地沉积范围在逐渐缩小，湖泊相也由

以深湖一半深湖为主，演变为以滨浅湖为主，盆地的

缓坡依然发育曲流河三角洲，盆地的陡坡依然发育

辫状河三角洲，但三角洲快速向盆地中推进，占据了

盆地较大的区域。从地震剖面上看，中弱振幅、中低

连续、前积发散的地震带覆盖了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盆地中心地带出现弱振幅较连续一断续亚平行一波

状反射的地震相带(图4左)。

2．2．4高水位体系域晚期充填期 ．

该时期的地震相模式与高水位体系域中期类

似，只是发散的地震相带范围更大，振幅较弱，连续

性较好。该时期盆地沉积范围进一步缩小，发育的

主要沉积相类型为曲流河三角洲、湖泊相和网状河

三角洲沉积体系，湖泊相以滨浅湖为主，河流经过较

长的距离在盆地的缓坡形成网状流河三角洲，盆地

的陡坡也由辫状河三角洲演变为曲流河三角洲，网

状流河三角洲快速向盆地中推进，占据了盆地更大

的区域(图4右)。

从地震相分布特征及其组合形式来看，研究区

内主要存在2个主要物源。研究区东部发育北东一

南西向大型前积反射结构地震相，此前积地震相的

根部主要是微角度的顶积层，表明离物源较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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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西部发育发散反射结构地震相。地震相的总体分

布特征表明：北东一南西向大型前积反射结构地震

相体系控制了研究区的绝大部分面积，因此，东部物

源是该区的主力。

3有利区域预测

大磨拐河组地层沉积背景以弱振幅反射的湖相

泥岩为主，整体上砂岩不发育，但在凹陷深陷带和陡

图3水进体系域(左)、高水位体系域(右)早期地震相

图4高水位体系域中(左)、晚(右)期地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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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带深湖泥反射背景下出现中、强反射的振幅异常，

应为扇三角洲前缘或湖底扇，通常为较好的储集相

带。

将大磨拐河组顶界面构造图和地震相预测的砂

体分布区域叠合，可以找出以下有利区域：①斜坡上

的岩性地层尖灭；②水下扇上倾尖灭；③湖底扇。

4结论

(1)在地震相分析时选用了振幅、连续性、反射

结构3个参数，把外部几何形态和频率作为参数，在

研究区识别出7种主要的地震相类型。其中前积反

射结构通常反映某种携带沉积物的水流向盆地推

进，它能直接指示古水流方向和物源方向，是沉积相

转化的重要依据。

(2)乌尔逊凹陷南部大磨拐河组地层主要发育

两大沉积体系，东部缓坡带主要发育河流一三角洲

沉积体系，三角洲类型主要为加积型。西侧陡坡带

主要发育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由于隆起区和湖盆的

地形高差大，沉积物往往为快速堆积，岩性粗，分选

差，相带变化快，储层条件一般不如缓坡一侧发育的

辫状河三角洲。

(3)在钻井较少或钻井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根

据地震相特征，结合构造地质特征可以预测有利勘

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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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SMIC FACIES ANALYSIS OF DAMOGUAIHE FORMATIoN

矾THE SoUTH oF WUERXUN DEPRESSION

ZHANG Ming—xue，LIU Shu—fen

(College ofEarth sc洳。Daqi昭Petroleum Institute，DcIg垤163318，Ch／na)

Abstract：Wuerxun depression is the main oil exploration objective in Hailar basin．Based oH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this paper

deals in detail wit}I the seismic facies in Wunan alt七a．where the distribution of drill holes is eoneen仃ated and the eharactefiaies of seis·

nile reflection are clear．In combination wit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reflection events of configuration on the time section．the au—

thors made an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val structure，continuity，oscillation amplitude and other seismic facies for the seismic

data from Wunan aJlea of Wuerxun depression．Seven kinds of main seismic types witll indicative significance arie summed up．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ismic faci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structural background and drilling information．this paper de-

scribe8 the distribution of depositional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harp sandstone surface seem8 to be tlle favorable reservoir．

Key words：Wunan Area；Wuerxun Depression；Damoguaihe Formation；seismic facies；sedimentary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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