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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噶尔盆地北缘山前带湿地扇沉积特征及控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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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野外露头、岩心、钻测井以及分析测试资料等,对准噶尔盆地北缘哈拉阿拉特山山前带侏罗系八道湾组开

展了系统的沉积相研究。 结果表明:八道湾组一段沉积时期,受构造背景、古物源、古气候的综合影响,哈山南缘山

前带发育一套典型的湿地扇沉积,可识别出扇根、扇中、扇缘三种亚相,扇中可进一步分为辫状水道和泥炭沼泽两类

微相;在明确了相类型及其展布特征的基础上,建立研究区湿地扇沉积相模式,其在岩性特征、沉积序列、平面规模、
微相组合等方面均与洪积扇有明显区别;山前带湿地扇沉积区具有良好的勘探潜力,有利的微相、岩石相以及原始

沉积组构共同控制着油藏分布,其中扇中辫状水道砂砾岩相和粗砂岩相为原油富集的有利储集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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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utcrops, core, drilling and logging data, and a large number of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the sedi鄄
mentary facies of Jurassic Badaowan Formation in the northern margin piedmont belt of Junggar Basin were studied systemati鄄
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depositional period of the first member of Badaowan Formation, a typical humid fan is
developed in the piedmont belt of Hala謖alt southern edg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s of tectonic setting, paleo鄄prov鄄
enance and paleo鄄climate. There are three subfacies identified in the humid fan, including the root fan, middle fan and fan
edge. The middle fan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microfacies, including the braided river channel and the peat bog. After
the microfacies typ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defined, the sedimentary facies model is built, which has sig鄄
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arid alluvial fan regarding the lithologic features, sedimentary sequences, distribution scales and mi鄄
crofacies match patterns. The depositional regions of humid fan in the piedmont belt show a good exploration potential. Res鄄
ervoir distribution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favorable microfacies, lithofacies and depositional fabric. Lastly, our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braided river channel glutenite lithofaices and grit lithofacies in the middle fan subfacies are the most favora鄄
ble reservoir facies belt for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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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冲积扇是指山区洪水流出山口时,由于地形坡

度急剧变缓,流速骤减,碎屑物质大量堆积形成的扇

形堆积体常形成于气候干旱植被不发育的地区。 然

而在气候湿润条件下,若有适当的地形地质条件也

可发育冲积扇,此类沉积体最早由 Nemec 等[1] 定义

为湿地冲积扇。 现代沉积中存在大量湿地扇的实

例,如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柯西河冲积扇[2]、洪都

拉斯西北部[3]、北极地区以及河北滦河、下辽河周

边等地均发育典型的湿地冲积扇。 中国各大油田也

不乏湿地扇沉积形成的油气储层,如民和盆地上侏

罗统砂砾岩油藏[4]、辽河盆地曙一区馆陶组砂砾岩

油气藏[5]、 焉耆盆地三叠—侏罗系砂砾岩油藏

等[6]。 近年来随着中国西部油气勘探力度的加大,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前陆盆地山前冲断带已成为油气

勘探的重点领域,油气产量占全盆地产量的 40%以

上。 2011 年在盆地北缘哈拉阿拉特山山前带部署

的哈浅 1 井侏罗系八道湾组获得工业油流,证明山

前带具有较大的油气评价潜力。 前人对准噶尔盆地

西北缘侏罗系沉积相进行过大量研究[7鄄10],但有关

山前带湿地扇的研究报道甚少。 笔者利用近年来大

量新采集的资料,对哈拉阿拉特山山前带侏罗系冲

积扇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其主力产层八道湾组发育

典型的湿地扇沉积,进而对其展布规律及其对油气

成藏控制机制进行研究,以指导准噶尔盆地北缘山

前带油气勘探开发工作。

1摇 地质背景

哈拉阿拉特山位于新疆北部,平面上夹持于准

噶尔盆地与和什托洛盖盆地之间,山体近东西走向,
长约 80 km,属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前陆褶皱—冲

断带的一部分(图 1)。 早侏罗世八道湾组时期,准
噶尔盆地西北缘进入燕山构造层的发育和演化阶

段,属于稳定背景下的陆内坳陷时期,构造活动较三

叠纪明显减弱[11],但此时克拉玛依—乌尔禾断裂带

与乌尔禾—夏子街断裂带仍持续活动,对扇体的发

育分布起主要控制作用。

图 1摇 研究区构造位置及地层发育特征

Fig. 1摇 Structural location and 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 area

摇 摇 哈山南缘为整体呈东南倾的单斜,地层倾角小

于 8毅,构造形态较为简单。 沉积物主要来自西北紧

邻的哈山物源,此外西南发育来自扎伊尔山方向的

次要物源[12]。 侏罗系八道湾组沉积于三叠纪末的

侵蚀面上,与下伏白碱滩组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

触,地层厚度为 35 ~ 420 m。 依据层序特征及岩性-
电性组合,将八道湾组划分为 3 个段,自下而上依次

为 J1b1、J1b2、J1b3(图 1)。 古生物资料表明八道湾

沉积早期热带及亚热带的杪椤科、双扇蕨科、紫箕科

以及石松尤为发育,结合广泛分布的煤层,表明该时

期具有温暖潮湿、降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13]。 正是

在准平原化的构造背景及温暖潮湿的古气候环境

下,哈拉阿拉特山南缘斜坡带形成了大面积分布的

湿地扇砂砾岩体,扇体向盆地中部推进较广,其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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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模式有别于典型的干旱型洪积扇。

2摇 湿地扇沉积特征及相分布

通过对哈山南缘山前带 20 口取心井 600 余米

岩心进行详细描述,结合野外露头观测、测井曲线分

析以及沉积学实验,对侏罗系八道湾组一段( J1b1)
的湿地扇沉积特征进行研究,总结其垂向序列及发

育分布规律。
2郾 1摇 主要沉积相标志

2郾 1郾 1摇 岩性特征

八道湾组整体呈多套正旋回叠加的退积型沉积

特征,其中 J1b1 段以粗—中砾岩、砂砾岩等粗碎屑

为主,夹薄层泥岩与煤层,向上逐渐过渡为棕褐色泥

岩(图 2)。 砾岩、含砾泥岩呈现灰色与红褐色交替

出现的颜色韵律段(图 3(a)),砂砾岩、砂岩以浅灰

色为主,粉砂质、泥质条带中可见斑点状分布的黄铁

矿。 上述岩性特征表明湿地扇沉积过程受降雨量及

水位控制,颜色的交替出现反映了沉积水体的深浅

变化,由于水位总体较高,沉积物主要形成于弱还原

环境中,当降雨量少水位较低时沉积物易暴露于水

面遭受氧化。
2郾 1郾 2摇 岩石成分与结构特征

J1b1 段储层岩石类型主要为岩屑砂砾岩、中粗

粒岩屑砂岩,砾石与砂岩岩屑的成分以玄武岩、安山

岩以及凝灰质为主,碎屑组分中石英含量 30% ~
45% ,岩屑含量平均 32% ,成分成熟度低。 碎屑颗

粒分选差但磨圆较好,且粒径越大磨圆程度越高,滚
圆状的砾石十分常见(图 3(b))。 该现象表明八道

湾组沉积时期古水道发育稳定,对河槽中已卸载的

粗碎屑不断冲刷,形成了粗细混杂堆积但圆度较高

的沉积特征。 粒度分析表明碎屑颗粒粒径主要为 4
~ 8 cm,最大砾石直径约 15 cm。 粒度概率曲线以

三段式和复杂的两段式为主(图 2),三段式曲线滚

动和跳跃次总体发育,两段式曲线以跃次总体为主,
两类曲线中悬浮次总体含量相对较少且交截点突

变,代表了稳定辫状水道特征,泥石流沉积不发育。

图 2摇 哈浅 1 井八道湾组一段沉积特征

Fig. 2摇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J1b1 of well Haqian1

2郾 1郾 3摇 沉积构造

八道湾组沉积构造类型多样,以反映强水动力

的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和槽状交错层理为主

(图 3(c)、(d)),细粒沉积中可见小型波状交错层

理,沿层理面分布大量植物茎叶及碳屑(图 3(e))。

野外露头观测发现本区河道冲刷下切以及叠置现象

明显,冲刷面之上砾岩段砾石常呈定向排列,具叠瓦

状构造,砂砾岩中可见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图 3( f)、
(g));单期河道由下至上粒度明显变细,砾石含量

减少,最后以细砂、粉砂岩夹煤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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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研究区八道湾组一段典型沉积现象

Fig. 3摇 Typical sedimentary phenomenon of J1b1 in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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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1郾 4摇 测井相标志

八道湾组储层下部电性多为厚层箱型或钟—箱

形组合特征,曲线齿化明显,上部逐渐过渡为微幅齿

形或近于平直。 由于古气候温暖湿润导致植物繁

茂,砂砾岩沉积过程中常夹有多套薄煤层,电测曲线

中声波时差呈高幅异常、密度出现低值、自然伽马由

于煤层的强吸附能力而呈现出高值(图 2),这些特

征与旱地扇形成了明显对比。

2郾 2摇 沉积相类型

结合准噶尔盆地北缘山前带地质背景和各类沉

积相标志,认为侏罗系八道湾组一段属于典型的湿润

型冲积扇沉积。 根据沉积体分布位置、水动力特征、
地形地貌及沉积相标志,将研究区湿地扇划分为扇

根、扇中、扇缘三种亚相,扇中亚相可进一步分为辫状

水道与扇间泥炭沼泽两种微相,扇缘亚相主要为带状

片流沉积,不同相类型的特征差异明显(表 1)。
表 1摇 研究区八道湾组一段不同相类型特征

Table 1摇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J1b1 sedimentary facies in study area

特征类型 扇根 扇中辫状水道 扇中泥炭沼泽 扇缘片流沉积

水动力
洪水携带砾石快速卸
载堆积,属重力流

牵引流沿着稳定河道
搬运沉积

辫流线以外,水动力
较弱

水道末端的席状洪流

地形位置 出山口处低地势处 平缓斜坡处
平缓斜坡背景下的局
部低洼处

平缓斜坡处

岩性 中—粗砾石杂乱堆积
砂、砾岩,粒度较粗,
结构成熟度中等

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煤层较发育

细砂岩、粉砂岩与泥
岩组合

曲线形态 齿形 钟形—箱形 高幅回返或异常 箱形、齿化箱形

沉积构造 块状构造
冲刷充填构造、平行
层理、交错层理

水平层理、波状层理 小型交错层理

含油性 差 好 差 中等

2郾 2郾 1摇 扇根亚相

岩性以砾岩、泥质砾岩为主,分选差,层理不发

育,测井曲线呈齿化箱型特征。 受物源、古地形与古

气候的影响,哈山山区水流所携带的碎屑物质中粗

碎屑含量远大于泥质含量,因此扇根沉积物主要呈

碎屑流的形式整体沉积下来,显示出杂乱堆积而无

任何内部构造。 研究区扇根亚相规模不大,仅在哈

山 2、重 19、重 6 等个别井区发育。
2郾 2. 2摇 扇中亚相辫状水道微相

湿地扇扇中辫状水道是山前带主要的砂体成因

类型,沉积物粒度粗,分选较差、磨圆较好,发育平行

层理、板状与槽状交错层理以及冲刷充填构造,测井

曲线呈钟-箱形组合、叠置钟形等特征。 与旱地扇

明显不同之处在于,研究区扇中辫状水道持续发育,
特别是平水期在河床低洼处仍有水流,水道具有较

明显的摆动叠加特征,使得扇体平面规模远大于旱

地扇;此外,因平水期形成的砂体顶部落淤泥数量

少,储层垂向非均质性较弱,储层质量较高。
2郾 2郾 3摇 扇中亚相泥炭沼泽微相

研究区扇中泥炭沼泽微相成因上类似于前人提

出的河漫沉积[4],然而又与之差异明显。 岩性多为

黑色炭质泥岩,局部有粉砂岩、细砂岩及少量细砾,
一般为块状构造或具水平层理,薄煤层中有时可见

波状或缓波状层理。 该微相常分布于扇间或扇中辫

状水道之间的低洼处,由于有丰富的地下水及矿物

质供应,植物容易生长而首先泥炭沼泽化[14]。 顺物

源方向,泥炭沼泽常与扇缘相连,界线不太明显,具
有过渡关系。
2郾 2郾 4摇 扇缘亚相片流沉积

哈山南缘八道湾组沉积前古地形起伏不大,且
由西北至东南方向地层逐渐平缓[15]。 在平缓的古

地貌背景下,湿地扇辫状水道向前延伸较远范围后,
大部分沉积物以垂向加积的方式在水道前端形成了

片流沉积。 岩性包括含砾砂岩、砂岩、粉砂岩与粉砂

质泥岩等,仍具有代表强水动力的交错层理。 与 Mc
Gowen 等[16]提出的经典湿地扇模式不同之处在于,
受古地貌与水动力的影响,研究区扇缘沉积发育规

模很小,向前方易直接过渡为辫状河。
2郾 3摇 沉积相展布特征

利用哈山南缘山前带 60 余口井钻测井解释的

岩性厚度、含量等基础数据,结合沉积物源及地震属

性等前期研究成果[12],编制了研究区 J1b1 地层厚

度、砂砾岩厚度、砾岩含量等单因素图件。 在此基础

上,从取心井单井相研究出发,以连井沉积相分析为

桥梁,按照“点—线—面冶的研究步骤明确了沉积相

展布特征。
从连井相剖面看(图 4),由山前带向盆地中部

地层厚度、砂岩厚度逐渐增大,J1b1 时期砂体发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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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湿地扇砂砾岩体厚度逐渐减薄,由湿地扇辫

状水道过渡为厚层辫状河沉积,其间夹有小规模湿

地扇扇缘,测井曲线相应地由齿化钟—箱形过渡为

厚层箱形。 野外露头观测亦证实自扇体近端到远

端,碎屑粒径明显变小,格架砾岩的体积逐渐减小而

交错层状含砾砂岩、砂岩的体积相应增加 (图 3
(h)),砂体由块状、板状交错层组过渡为槽状层组。

平面上,研究区主要发育三期北西—南东向展

布的湿地扇扇体,从砂砾岩体的平面分布规模以及

大型沉积层理的延续性可看出,扇体分布范围较广,
在哈山南缘覆盖面积约达 300 km2 以上(图 5)。 三

期扇体西侧一支规模相对较小,发育于春晖油田内

部[17];中部与东部两支扇体宽度较大,向东南延伸

至乌 17—风 10—夏 54 井一带。 各期扇体叠置连片

分布,形成了广布的辫状水道砂砾岩体,扇间发育小

规模泥炭沼泽,另有小规模扇根、扇缘沉积,向东南

依次过渡为辫状河并最终注入玛湖凹陷形成三角

洲。

图 4摇 哈浅 2—风南 1 井八道湾组沉积相连井剖面

Fig. 4摇 Well correlation section facies of J1b1 from well Haqian2 to well Fengnan1

3摇 沉积模式

侏罗系沉积初期,准噶尔盆地北缘处于燕山构

造活动阶段,属于稳定背景下的陆内断陷—坳陷时

期,构造活动较三叠纪明显减弱[18]。 在稳定的构造

背景、平缓的古地貌格局以及温暖潮湿的古气候共

同控制下,哈山南缘 J1b1 时期的湿地扇与常规洪积

扇的沉积模式具有明显差异(图 6)。 研究区湿地扇

具有长期山区水流,水动力相对平稳,沉积物形成较

洪积扇缓慢,风化和搬运时间长,沉积物粒度较细、
磨圆较好;砂砾岩体厚度在 10 ~ 65 m 不等,沉积厚

度总体较小,但平面规模较大,是干旱地区洪积扇平

面范围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研究区湿地扇各亚相之间是逐渐过渡的,由扇

根至扇缘沉积物逐渐变细,但在扇缘的河槽内仍具

有砾质沉积,垂向上总体呈向上变细的沉积序列。

扇根由中—粗砾岩组成,缺乏泥石流沉积,平行于主

流线方向小范围分布。 扇中亚相底部发育冲刷面,
河流作用明显,且河道具有定向迁移的特征,发育河

流作用产生的沉积结构与构造。 沿着水流方向,沉
积层由具块状、平形层理砂砾岩过渡为板状层理砂

砾岩和砂岩,河道内砂砾岩具有槽状交错层理。 平

面上扇中亚相占湿地扇总面积的 80%以上,除河道

沉积以外,河道间与扇体之间的泥炭沼泽微相也是

区别于洪积扇的典型特征。 扇缘亚相规模小,呈带

状分布于水道前方,砾岩含量明显减少,砾石主要分

布于具有板状、槽状交错层理的砂岩中。 受物源与

古地形的影响,扇缘前方发育大规模辫状河沉积,构
成了乌尔禾—夏子街油田良好的油气储层[19鄄20]。
由此可见,研究区分布局限的扇缘相当于冲积扇辫

状水道与辫状河河道之间的一个过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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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哈山山前带侏罗系八道湾组一段沉积相

Fig. 5摇 Sedimentary facies of J1b1 in Hala謖alt piedmont belt

图 6摇 哈拉阿拉特山山前带湿地扇沉积模式

Fig. 6摇 Sedimentary model of humid fan in Hala謖alt piedmont belt

4摇 湿地扇沉积特征对原油成藏的影响

对哈山南缘山前带侏罗系八道湾组一段的原油

性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地面原油密度在

0郾 968 2 ~ 0郾 991 5 g / cm3,地面原油黏度为 5 639 ~

37 892 mPa·s(50 益),凝固点为 30 ~ 43 益,胶质与

沥青质含量在 34郾 39% ~ 37郾 66% ,属于重质稠油

(表 2)。
哈山地区二叠系烃源岩在三叠纪—早侏罗世达

到生油高峰[11],而深部的油源断裂从二叠纪至早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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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持续活动,浅部油源断裂从晚侏罗世至白垩纪

活动强烈,表明该区烃源岩生排烃期与油源断层的

活动期的配置十分良好,开启性断层控制了原油垂

向运移能力。 油源对比揭示哈山南部的玛湖凹陷是

山前带的主要供油区[21],而广泛分布的厚层砂体则

是原油大范围远距离运移的主要通道。 哈山地区共

发育 3 套毯状砂层,分布于八道湾组(J1b)、西山窑

组(J2x)和清水河组(K1q),3 套毯状砂体在圈闭低

部位均可作为油气运载层和仓储层。 其中,J1b1 底

板砂岩分布范围最广,厚度大,与油源断层相接,对

原油横向运移成藏影响至关重要。 油气运移物理模

拟实验表明,该砂层具有很强的吸油和横向转移能

力,侧向运移量可占总运移量的 40% ~ 100% 。 砂

层内碎屑颗粒以点接触为主,孔隙类型主要为原生

粒间孔,孔隙度为 15郾 38% ~ 33% ,渗透率平均为

393郾 3伊10-3滋m2,具备良好的储集和运移能力。 受超

覆、削蚀影响,毯状砂体上倾方向为原油聚集提供了

良好的储集空间,预示着山前带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

前景。 2011 年哈山山前带西侧超剥带获得重大突破,
发现了春晖油田,拿下了储量阵地[22]。

表 2摇 侏罗系八道湾组一段储层原油性质统计

Table 2摇 Statistics of oil property of J1b1 reservoir

井号 层位
井段深
度 / m

原油密度 /
(g / cm3)

50 益黏度 /
(MPa·S)

含硫量 /
%

含蜡量 /
%

含水量 /
%

胶质+沥青
质 / %

凝固点 /
益

哈浅 1 J1b1 438 ~ 445 0郾 980 8 10 150 0郾 42 2郾 59 45 34郾 58 34
哈浅 1 J1b1 438 ~ 445 0郾 980 8 11 350 0郾 44 1郾 83 47 34郾 49 33
哈浅 1 J1b1 438 ~ 445 0郾 9788 8 228 0郾 46 3郾 86 25 34郾 76 30
哈浅 2 J1b1 336 ~ 356 0郾 991 5 10 606 0郾 47 2郾 05 22 36郾 37 38
哈浅 2 J1b1 336 ~ 356 0郾 987 1 9 768 0郾 42 1郾 43 35 37郾 66 35
哈浅 4 J1b1 547 ~ 562 0郾 977 6 6 879 0郾 48 2郾 06 33 36郾 37 28
哈浅 4 J1b1 547 ~ 562 0郾 983 6 5 639 0郾 43 2郾 09 33 34郾 52 31
哈浅 5 J1b1 578 ~ 595 0郾 988 3 13 617 0郾 51 2郾 32 22 34郾 55 35
哈浅 5 J1b1 578 ~ 595 0郾 986 0 16 676 0郾 43 1郾 57 28 34郾 48 32
哈浅 5 J1b1 578 ~ 595 0郾 987 6 33 943 0郾 43 2郾 48 42 34郾 57 43

摇 摇 哈山南缘山前带八道湾组目前已探明的油藏类

型主要为构造-岩性油藏,油藏分布受断裂构造与

沉积相带共同控制,湿地扇为该区提供了大面积毯

状砂体的同时,其沉积微相及岩石相展布对原油富

集也起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优势微相与岩石相控制了油藏的宏观分

布。 侏罗系八道湾组湿地扇储层具有砂体空间连续

性好、原始储集物性高等特点,然而不同沉积微相由

于水动力条件、分布位置的不同,其储集物性存在较

大差异。 在各种相类型之中,扇中亚相辫状水道与

扇缘片流沉积储集物性好(表 3),含油程度高,是油

气聚集的优势相带。 此外,受古地形、搬运距离等因

素影响,同一微相内还可划分出若干类岩石相带。
按照哈山南缘山前带湿地扇的沉积特征与沉积模

式,可将沉积主体———扇中辫状水道微相进一步划

分为块状砾岩与砂砾岩相、大型交错层理砂砾岩与

粗砂岩相、中砂岩与泥岩互层相 3 种类型。 根据试

油资料统计,砂砾岩、粗砂岩含油气性最好,含油级

别以富含油、油浸为主,其次为含砾细砂岩,砾岩、粉
砂岩的含油性相对较差(图 7)。 统计结果表明,辫
状水道的砂砾岩相与粗砂岩相的储集物性、含油性

最好,是油气聚集的优势相带,试油日产大于 10 t 的
井主要分布于该岩相带内,例如哈浅 1 井、哈浅 2 井

等。 位于粗细两个端元的块状砾岩相和泥质粉砂岩

相含油性最差,例如哈山 2 井目的层主要为中—粗

砾岩,物性较差,油气显示微弱。
表 3摇 湿地扇不同相类型储层物性

Table 3摇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facies of humid fan

相类型
孔隙度
渍 / %

渗透率 k /
(10-3滋m2)

含油饱和
度 So / %

扇根 9郾 5 ~ 15郾 4 42郾 6 ~ 116郾 3 16郾 2 ~ 25郾 5
扇中辫状水道 20郾 6 ~ 33郾 0 152郾 5 ~ 723郾 6 30郾 0 ~ 65郾 8
扇中泥炭沼泽 11郾 6 ~ 18郾 5 86郾 5 ~ 189郾 3 12郾 5 ~ 20郾 2
扇缘片流沉积 18郾 2 ~ 27郾 5 202郾 4 ~ 581郾 5 22郾 5 ~ 32郾 6

摇 摇 (2)原始沉积组构制约了原油的局部富集。 通

过岩心含油性观察以及多种实验分析,认为湿地扇

沉积时的岩性组成、孔隙结构类型、填隙物类型与特

征对原油的局部富集具有重要影响。 在砂岩储层

中,泥质胶结作用较强,岩心含油属油迹、油斑级别,
在含油性相对较好的岩心中亦可见大量灰色、灰白

色的泥质斑点(图 8(a))。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

泥质组分几乎全部为高岭石,常呈分散质点式充填

在孔隙内,对喉道破坏较为严重(图 8 ( b)、( c))。
砂砾岩、含砾粗砂岩储层中,砾石常由中—粗砂粒支

撑,而非泥质杂基支撑,其含油性明显好于细砂岩储

层(图 8(d))。 薄片观察表明,碎屑颗粒间以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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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为主,约 10%的泥质和 5%的沥青质充填孔隙(图
8(e)、(f)),原生粒间孔隙与孔隙缩小型喉道较为

发育,储层物性好(图 8(g))。

图 7摇 湿地扇储层不同岩性含油级别统计直方图

Fig. 7摇 Oil鄄bearing degree statistical histogram of different lithology in humid fan reservoir

图 8摇 研究区八道湾组一段部分含油岩心与典型微观特征

Fig. 8摇 Part of oil core and typical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J1b1 in study area

摇 摇 根据研究区 J1b1 不同岩性储层含油情况统计,
可以看出砂岩储层含油性明显受泥质胶结程度控

制,泥质含量越高,砂岩储层非均质性越强,原油聚

集量就越少;砂砾岩储层由于胶结疏松,泥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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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含油性相对较好。 此外,哈山南缘山前带八道湾

组属于源外成藏,湿地扇沉积为该区提供了良好的

横向运移通道,原油沿上倾方向进行长距离大规模

运移的过程中遭受水洗、氧化和生物降解等作用逐

渐稠化,进入疏松的砂砾岩储层后与粗碎屑混合,形
成了沥青质胶结现象,在研究区新钻探的取心井中

发现了一定规模的油砂(图 8(h))。

5摇 结摇 论

(1)准噶尔盆地北缘哈拉阿拉特山山前带侏罗

系八道湾组一段发育典型的湿地扇沉积,其平面规

模大于 300 km2,可识别出扇根亚相、扇中亚相辫状

水道微相、扇间泥炭沼泽微相、扇缘片流沉积微相 4
种相类型。 由出山口向外,砾岩的体积逐渐减小,交
错层状含砾砂岩、砂岩的体积增加,砂体由块状、板
状交错层组过渡为槽状层组。

(2)研究区湿地扇沉积模式与常规洪积扇有明

显差异,由扇根至扇缘岩性变化较平缓,沉积物空间

分配较为均衡。 扇体内河流作用明显,且河道具有

定向迁移的特征,砂体空间分布较稳定,形成了连续

分布的厚层毯状砂,易于在上倾方向形成岩性油藏,
或者与断层匹配形成构造-岩性油藏。

(3)准噶尔盆地北缘山前带湿地扇沉积区具有

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扇体沉积作用对原油富集成

藏具有重要影响。 其中,扇中亚相辫状水道的砂砾

岩相与粗砂岩相储集物性、含油性最好,是油气聚集

的优势相带;沉积物的原始组构制约着原油局部富

集,以中—粗砂粒支撑的砂砾岩和含砾粗砂岩储层

孔隙结构、物性条件好于细砂岩和粉砂岩储层,具有

较为丰富的原油储量。
(4)从前人对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油气成藏研究

成果及稠油、沥青的分布状况来看,哈山山前带油砂

的形成除了与后期构造抬升作用影响外,还与原油

沿着湿地扇毯状砂体长距离运移有关,其成藏模式

类似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盆地的油砂矿,由此可见哈

山山前带可能具有良好的油砂矿开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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