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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浊积扇的沉积模式主要借鉴Walker扇模式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没有考虑外部因素，如海平面升降变

化、构造作用等对浊积扇的控制和影响作用。以东营拗陷中西部的史115浊积扇为例，分析了构造作用、湖平面升降、

沉积物供给、古地貌等要素对浊积扇的发育的控制作用。研究发现：构造作用、湖平面变化控制了可容空间的产生，

沉积物供给导致可容空间减少，从而控制了浊积扇的发育；浊积扇的展布也受到沉积时古地貌的重要影响，各种要素

的综合作用控制了浊积扇的形成与展布。对构造运动频繁的陆相断陷盆地的浊积扇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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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浊积岩主要形成于水下环境，是重力流机制下

  沉积物再次搬运的结果。从浊流的研究来看，Walk-
  er R G，Normark建立的扇模式影响很广‘̈。但后来

  Walker R G否定了他自己的扇模式，强调了外部因
  素特别是构造作用对扇体发育的控制作用，但是并

  没有建立新的相模式‘纠。Makoto I总结了扇模式与
  海平面升降以及与层序地层之间的关系‘3]。Moiola

  RJ根据不同的构造背景和扇体发育的不同程度划

  分出主动陆缘扇、幼年被动陆缘扇以及成年被动陆
  缘扇等类型‘引。Richards M，Dorrik A V，Bouma A H

  等系统总结了世界各地浊积体的特征，强调了沉积
  物粒度对扇体形态的影响‘5。引。总而言之，目前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构造作用、海平面变化、
  沉积物供给等外部因素对扇体发育的控制作用。对

  于陆相浊积扇研究而言，目前主要是借鉴 Walker扇
  模式‘9 -12]，而这个扇模式没有考虑扇体发育的控制

  要素，本身有一些不足之处，不能适用目前油气藏勘
。探开发的要求。本文以东营拗陷中央隆起带西段史

  115区块为例，分析了构造作用、湖平面变化、沉积
  古地貌以及沉积物供给对陆相浊积扇发育的控制作

  用，并研究了浊积扇的空间展布特征。

  1  地质概况

    史115区块位于东营拗陷中央隆起带西段郝家

鼻状构造向利津洼陷倾没处。整体构造为一向东北

抬起，向西南倾没的鼻状构造，南部边界发育控制沉

积的河4大断层，内部断层不发育。研究区沙河街

组沙二 10亚段是一套深水浊积扇沉积，从物源方向

来看，主要来自南部河4大断层的上升盘。沙二 10

亚段从下到上可以细分为由10到1共10个小层。

2 沉积学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岩性为灰色、灰褐色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细砂

岩、中砂岩和黑色泥、页岩互层。砂岩成分成熟度较

低，多为泥质支撑的孔隙一基底式胶结，分选较好。

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交错层理和斜层理，泥质粉砂

岩发育水平层理，黑色泥岩质纯，呈块状。灰色细、

粉砂岩和暗色泥岩在垂向上构成许多不完整的鲍玛

序列，多为BDE、BCDE组合类型。

2.2 沉积微相类型

    从史115井单井沉积相分析可知，史 115区块

沙二 10亚段主要发育中扇和外扇亚相。其中，中扇

亚相主要发育辫状水道、水道间、中扇前缘等微相

（图1）。本区浊积扇体的发育可分为3个时期，早

期为7—10小层，中期为3～6小层，晚期为1—2小

层。该井早期9、10号小层主要发育辫状水道，以厚



图l  史 1 15井单井相图

层砂为主，夹层较少，向上逐渐过渡为外扇沉积，砂
体不发育；中期以辫状水道和水道间沉积微相为主，

砂体减薄且层内夹层较发育；晚期以中扇前缘沉积
为主，砂体进一步减薄但较均质。粒度概率图为悬

浮和跳跃总体组成的两段式，悬浮总体含量高。
2.3 剖面相

  从平行浊积扇走向的AA’联井剖面可以看出，靠
近断层的井(115 -16)辫状水道较发育，随着不断向

北方向的推进，过渡为中扇前缘亚相和深湖一半深
湖相，115 -3井基本以深湖一半深湖相为主。从砂
体连通性来看，底部砂体变化较快，连通性相对较

差，顶部砂体连通性最好。由下而上，砂体不断向北
推进（图2）。

    而垂直于浊积扇走向的剖面上中间储层发育较
好，以辫状水道和河道间沉积为主，向两边过渡为以

中扇前缘亚相、外扇和深湖一半深湖相沉积为主。
2.4 平面相

    构造作用、湖平面变化、沉积物供给和古地貌控

制了扇体的发育特征，且在不同阶段，这些控制要素
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

图2    15 -16-115 -1-115 - 23-115 -3联井剖面相图

    浊积扇沉积早期（7 N10号小层），构造运动较

为活跃，湖平面较高，可容空间形态较为深窄，沉积

物供给不充足，扇体的分布主要受古地貌控制，分布
于古地貌的低洼处，扇体发育规模较小，但扇体发育

位置具有继承性。10号小层沉积时期，主要在 1 15

块的中部和西部发育两个扇体（图3）。9号小层沉

积时期，扇体的发育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湖平

面降低，扇体的发育范围略有增大。8号小层沉积
时期，是早期浊积扇发育的鼎盛期，在 115块东部出

现一个新的物源供给，并与中部的扇体对接。7号

小层沉积时期，湖平面略有上升，扇体规模变小。
    浊积扇沉积中期（3—6号小层），构造运动强度

减弱，湖平面开始下降，可容空间形态变得较为宽

广，沉积物供给充足，浊积扇体的分布范围明显增



大，扇体平面分布呈现出一定的方向性，主要沿分支
水道最大主推进方向延伸。古地貌对中部和东北部

扇体发育影响很小，而控制了工区西南部扇体的发

育（图4）。5号、4号小层沉积时期工区的中部和东
北部发育大规模扇体，在工区的西南部由于受古地

貌的控制，在古地貌低洼处发育一个小规模独立扇
体。到了3号小层沉积时期，湖平面略有上升，西南

部小扇体不发育，中部和东北部扇体规模缩小。

图3 史115区块沙二段10'0小层沉积微相图

    图4 史115区块沙二段104小层沉积微相图

    浊积扇沉积晚期（1—2号小层），构造运动停

止，湖平面再次降低，随着填平补齐作用，可容空间
展布更为宽广，沉积物供给充足，浊积扇的平面分布

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可能由于水体变浅，砂体的平面
展布较均匀，古地貌对扇体的发育影响很小（图5）。

末期由于湖平面上升，扇体开始萎缩，再向上变为正

常的湖相沉积。
2.5  深水浊积扇的“叠置扇”沉积特征

    本区深水浊积扇的沉积特征不同于Walker扇模
式中的深切水道一上置扇模式，在纵向上不同期次扇

体之间表现出“叠置扇”沉积特征。叠置扇模式和
Walker扇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叠置扇模式不发育深

切水道和次级上置扇，它是指由于受同沉积构造、湖

平面升降变化和沉积物供给等主要控制因素影响，不

同期次扇体在纵向上相互叠置，在横向上依次推进或
后退的扇体展布形式。究其原因，同沉积构造、湖平

面变化导致了新可容空间的产生，在浊积扇体发育早
期，由于构造运动较为强烈，湖平面相对较高，沉积物

供给不足，沉积速率小于沉降速率，浊积扇体发育规
模较小，同时扇体的分布也受到沉积时古地貌特征

的重要影响，主要分布于同沉积断层下降盘古地貌
的低洼处，如图6(a)所示。在浊积扇体发育中期，

随着构造运动减弱，湖平面下降，沉积物供给增多，
浊积扇分布范围明显增大，扇体主要沿分支水道最

大主推进方向延伸，古地貌特征影响减弱，如图6
(b)所示。在浊积扇发育晚期，构造运动停止，湖平

面进一步下降，沉积物供给充足，沉积速率大于沉降
速率，扇体发育规模达到最大，同时由于早期和中期

砂体填平补齐作用，古地貌特征影响很小，砂体的平
面展布更加平缓，如图6(c)所示。

  图5 史115区块沙二段102小层沉积微相图

    图6 深水浊积扇的“叠置扇”模式图

3  结  论

    史 115浊积扇的沉积特征不同于Walker扇模



式中的深切水道 一上置扇模式 ，每期扇体前 面并不

发育深切水道和次级上置扇 ，而是 随湖平面和沉积

物供给通量的变化 ，呈现 出在纵 向上不 同期次扇体

之间相互叠置的“叠置扇 ”沉积特征。构造作用 、湖

平面升降变化 、沉积物供给和沉积古地貌等控 制要

素的时空配置 ，控制和影 响了史 115浊积扇的形成

和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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