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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幕式构造运动的控制，济阳坳陷古近系发育多个级次的层序界面，从下到上主要发育Tr、T7、T6’、T6、
T4、T2’、T2、T1’、T1等。根据层序界面上下接触组合关系以及层序界面的定义，笔者首次将济阳坳陷古近系层序界

面划分为6种成因构建样式：截超型、截平型、平超型、顶超型、平行型和整合型。以地层—岩性圈闭较为发育的

T6’和T2’为例，分析了造成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差异性的动力学因素，认为：断层活动的迁移性与活动时间和活动强
度的差异性控制层序界面构建样式的变化；构造沉降中心的迁移性和构造沉降幅度的差异性控制层序界面构建样

式的变化。分析这种差异性及其界面动力学变化成因，对于研究济阳坳陷古近系在不同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上下寻
找地层—岩性圈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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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rol of tectonic episodes, multilevel sequence boundaries were developed from early to late Paleo-

gene in Jiyang Depression, which are called Tr, T7, T6', T6, T4, T2', T2, Ti' and Ti,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con-

tact relationship of strata and the definition of sequence boundary, the authors have divid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equence

boundaries into six genetic construction styles,  i. e. ,  the onlap/truncation construction style,  the paralleVtruncation construc-

tion style, the onlap/parallel construction style, the onlap/toplap construction style, the parallel/parallel construction style,

and the conformity construction style.  In this paper T6' and T2'  were taken as examples,  below or above which stratigraphic

and lithologoic traps are fairly developed.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dynamic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

struction styles of the sequence bounda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genetic dynamics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differ-

ences of sequence boundaries: one is the n;ugratiun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ime and intension of fault activities, and the other

is the migration of tectonic depocenter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ectonic subsidence ext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geologists to

identify stratigraphic and lithologic traps in Jiyang Depression, which are usually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tyles of

本文由中国石化胜利油田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济阳坳陷第三系地层动力学系统与优质储层形成”资助。
收稿日期：2008-02-03；改回日期：2008 -05 -20。责任编辑：刘志强。
第一作者简介：苏宗富，男，1975年生，博士，主要从事海外油气新项目开发技术评价研究和管理工作 ；通讯地址：100083，北京市海淀区

    北四环中路263号；电话：010-82310869；E-mail:  zfsu@ sipe．cn。



Paleogene sequence boundaries, as evidenced by the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style differences and genetic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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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trap; Paleogene; Jiyang depression

l  区域层序地层格架

    根据岩相、测井相、地震相、ESR测年（郑荣才，

1998；姚益民等，2002；姜在兴等，2002）和古生物

（单怀广等，1982；徐金鲤，1983；周和仪，1984；杨臣
琼，1987；李经荣等，1990；吕希学等，2003）特征所反

映的地层不整合面及与之对应界面的级别和特征，

将济阳坳陷古近系充填序列划分为3个级别，即一

级层序、二级层序和三级层序。古近系盆地断陷充

填期为一个一级层序，该层序是盆地断陷作用的产
物，其底界面为古近系与中生界之间的区域性角度

不整合面( Tr)，绝对年龄65 Ma。顶界面为新近系

与古近系之间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T1)，绝对年龄
为24.6 Ma。在古近系一级层序内，构造幕、气候二

级旋回和物源供给因素的变化导致了沉积基准面的

二级升降旋回并形成相应的不整合及与之对应的界

面，相应地可划分出4个二级层序，即孔店组、沙四

段、沙三段一沙二段下亚段和沙二段上亚段二东营

组（纪友亮等，1996；薛良清，1998；冯有良，1999；李

阳等，2002；陈洁，2003；操应长等，2002；操应长，
2003；李丕龙，2003a、2003b；李丕龙等，2003a、

2003b；李丕龙等，2004a）。根据二级层序中地层序

列、构造背景、气候和物源供给等因素可进一步进行

三级层序的划分。其中Tr为古近系底界面，T，为

沙四段底，T6’为沙三段底，T6为沙三段中亚段底，

T。为沙三段上亚段底，T2’为沙二段上亚段底，T2为
沙一段底，Ti为古近系和新近系的分界。

2  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划分

    层序界面上下接触关系包括削截、上超、顶超和

下超4种地震反射终止。这4种反射终止的地质意

义分别为：削截代表下伏地层在沉积之后经过了强
烈的构造运动或切割侵蚀；上超表示在水域不断扩

大的情况下逐层超覆的沉积现象；顶超代表了一种

时间不长的、与沉积作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过路冲

蚀现象，与削截的区别在于顶超只出现在三角洲、扇
三角洲沉积的顶积层发育区；而下超表示携带沉积

物的水流在一定方向上的前积作用。根据层序界面

上下接触组合关系以及层序界面定义，笔者首次将

济阳坳陷古近系层序界面划分为6种成因构建样
式：截超型、截平型、平超型、顶超型、平行型和整合

型（苏宗富等，2006；苏宗富，2006；图1）。

3  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平面分布特征

    通过解释 7条区域地震大剖面（苏宗富等，

2006；苏宗富，2006），笔者就T6’和T2’地震反射界

面的层序界面构建样式进行了识别和追踪，然后将

其标注到平面图上，结合区域地质背景进行勾图，编

制出了T6’和T2’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平面分布图。

3.1  T6’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平面分布特征

    T6’（ES3'/E04V-）：在东营凹陷，南部缓坡带主

要发育平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洼陷带发育平行

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北部陡坡带发育截超型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在惠民凹陷，北部陡坡带发育截超型

    图l  层序界面构建样式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construction styles of sequence boundaries



    图2 济阳坳陷古近系T6’（ES3-F/Es。上）二级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平面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T6'construction styles and genetic mechan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leogene strata in Jiyang Depression

    (1)-宁南断层；(2)-无南断层；(3)．埕东断层；(4)-临邑断层；(5)-陈南断层；(6)-夏口断层；(7)-曲堤断层；(8)-滨南断层；(9)-胜

    北断层；㈣一齐广断层；q]）一平南一高青断层；c 中央断层；旧．陈官庄断层；㈣．石村断层；(15)-博兴断层；∞-八面河断层

    (l)-Ningnan fault; (2)-Wunan fault; (3)-Chengdong fault; (4)-Linyi fault; (5)-Chennan fault; (6)-Xiakou fault; (7)-Qudi fault;

    (8)-Binnan fault: (9)-Shengbei fault; (~-Qiguang fault; (ll)-Pingnan-Gaoqing fault; (12)-Central fault; (13\-Chenguanzhuang fault;

    (14)-Shicun fault; (15)-Boxing fault; (16)-Bamianhe fault

为主、平超型为辅的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在南部缓坡
带发育平超型为主、截超型为辅的层序界面构建样

式，在洼陷带发育平行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在北部

的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同T7时期一样，受区域构

造沉降幅度的差异性控制，T。’界面形成时期北部
地层整体抬升遭受剥蚀，形成大面积的截超型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平行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仅在洼陷

中心位置局限发育（图2）。

3.2  Tz’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平面分布特征

    T2’（Es，1/E S2‘）：该界面形成时期，由于盆地

基底稳定抬升加上气候变得干燥导致整个盆地萎

缩，其时，济阳坳陷大部分地区出露地表，形成剥蚀

与沉积间断，形成区域性角度不整合，尤其是在北部

的车镇凹陷和沾化凹陷，剥蚀和缺失的范围更大，主

要发育截超型和平超型，在东营凹陷中心位置发育
平行型（图3）。

4 成因动力学分析
4.1  断层活动的迁移性控制层序界面构建样式

    陆相断陷盆地断裂活动强烈，以张性或张扭性
断层为主，多个期次、不同走向的断层交错叠置，形

成复杂的构造格局（冯有良等，2000）。在济阳坳

陷，中始新世二渐新世为扭张阶段，表现为多组走向

的新断层的形成和老断层的消亡和转换。新产生的

断层按走向划分为 NE( NNE)、NEE、WE和 NWW
向，其中以 NE及 NEE为主，前期 NW 向反转断层

有的渐渐消亡，有的方向偏转到 NWW 向，NS向断

层也呈消亡之势。总体上，老断层的消亡顺次是由
WS向EN方向推进，即愈向EN方向老断层继承性

活动的时间愈长。

    另外，济阳坳陷古近纪断层 NE向、NW 向和近

EW向3组断层中，NE向断层最为发育。从地震剖



  图3 济阳坳陷古近系T：’（Es2 _L/Es：下）二级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平面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T2’construction styles of the Paleogene strata in Jiyang Depression

    图4 东营凹陷T。’界面形成时期构造应力场

    解释（据仁建业，2004）

    Fig.4  Interpretation of tectonic stress field during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of the boundary of T6' in Dongying Depression

    ( from Ren，2004)

    面上可以看 出，NW 向断层发育层位较深 ，主要在古

    近系下部和以下地层 ；NE向断层 发育 的层位相对较

    浅 ，古近系上部最发育。说 明断层 的活动在时 间上

    和空间上均有差异 ，NW 向断层 活动时 间早 ，主要在

    中生代和古近纪早期 ，而且 由早 至晚 NW 向断层 的

    活动地区由 SW 向 NE扩展。中生代 NW 向断层在

    济 阳坳陷占据优势地位 ，古 近纪早期 NW 向断层 主

    要活动在济 阳坳陷东北部 ，古近纪 晚期整个济 阳坳

陷内NW向断层的活动均较弱。
  戴俊生等( 2002)认为，断层活动的差异性主要体
现在4个方面：① 同一条断层在不同时期不同区段
活动强度差别很大；② 同一时期不同断层的活动强
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③ 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断层
活动存在较大差异；④不同时期断层活动强度不同。
    下面以T。’二级层序界面为例，分析其各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动力学成因机制：
    T。’界面（Es，F/Es。上）形成于断陷I、Ⅱ幕向断
陷Ⅲ、Ⅳ幕过渡时期。
    在东营凹陷，从断陷I、Ⅱ幕到断陷Ⅲ、Ⅳ幕，构
造应力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图4），即由Ek-Es。沉
积时期的近SN向或NNE向拉伸，转化为近NW向
拉伸，NE向断层活动强烈。断陷I、Ⅱ幕时期的应
力场表现为NNE-SSW方向的拉伸作用，整个东营
凹陷演化过程中表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盆地单元，
即以陈南断裂带为界的东营北部半地堑式断陷盆地
和以石村断裂带为界的博兴断陷盆地(仁建业，
2004)。与断陷I、Ⅱ幕地层厚度等值线延伸相比，
在断陷Ⅲ、Ⅳ幕时期，早期两个独立的盆地单元合为
一体。而且Es，-Ed时期的沉积厚度等值线延伸方
向有一明显偏转，由Ek-Es。期的NWW 向或近EW
向转为NE向延伸。这表明断陷Ⅲ、Ⅳ幕时期盆地
充填主要受控于NE向正断层的活动。湖盆从北断



    表 1 东营凹陷断层要素表（据宋国奇等，2003修改）

Table l Essential factors of main faults in Dongying DPpression ( modified from Song et al., 2003 )

南超的半地堑向北西断南东超的半地堑转化。这种

转化是因为在断陷 I、Ⅱ幕时，控盆断层活动性强，

主要为北部陡坡带的陈南断层和南部缓坡带的石村

断层，活动断距大，活动时间长，而到了断陷Ⅲ、Ⅳ幕
时，由于构造应力场的转化，这两断层停止活动，凹

陷内的NE向断层，如北部的高青断层、平南断层、

滨南断层、利津一胜北断层，南部的八面河断层、陈

官庄断层、中央断层等开始活动（表1）。

    如此，在早期活动断层与后期活动断层夹持的

断块区因断层活动时间的差异性造成该断块区相对

抬升，由于断层强烈活动，此时断层的活动具有瞬时

性，形成构造坡折带，之后断层活动基本停止。断层

的瞬时剧烈活动使盆地基底快速下陷，湖平面也随
之快速下降，此时地形高差大，剥蚀作用强烈（戴俊

生等，2002），T6’底界遭受强烈剥蚀。当湖平面下
降到最低点后，由于河流的注入，湖平面开始缓慢上

升，形成初始湖泛面。之后湖平面不断上升，可以越

过构造坡折带，到达边界断层的上升盘，在 T6’界面

之上发生逐层超覆现象，这就形成了东营凹陷陡坡

带和缓坡带截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东营凹陷截

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大致发育范围为北部陡坡带
陈南断层与滨南断层、陈南断层与利津一胜北断层

之间的断块区和南部缓坡带石村断层与八面河断

层、陈官庄断层和中央断层之间的断块区（图2）。

    在惠民凹陷，从断陷 I、Ⅱ幕到断陷Ⅲ、Ⅳ幕，由

于郯庐断裂右旋走滑引起的SN向伸展作用的影
响，基底断层出现走滑分量。此时，北部阳信低角度

滑脱断层停止活动，而改造成倾角较陡的高角度正

断层，控制了Es，-Es2上的沉积，切割了早期滑脱断
层。临邑、夏口一带发育了小型张扭性临南洼陷，临

南断层和夏口断层作为边界断层控制着洼陷的构造

样式 ，在平面上组成长而窄的 S形洼陷。构造应力

场出现了重大变化，伸展作用的主体方向为近南北

向，夏口断层和临邑断层活动进入高峰期。在南部

缓坡带，齐广断层 Es。时期产生的右旋扭张应力场

派生出了曲堤断层的发育。如此，孔店一沙 四时期

强烈活动的阳信断层（无南断层）和滋镇断层 （宁南

断层）与沙三段早期强烈活动的临邑断层和夏口断

层所夹持的断块区形成了大范围的截超型层序界面

构建样式（图2）。

    沾化凹陷，北部以义南、义东和垦东断层为界，

东部到垦东凸起，向南地层区域性抬升，超覆过渡到

陈家庄凸起（路顺行，2003）。从断陷 I、Ⅱ幕到断

陷Ⅲ、Ⅳ幕，主控断层及其活动强度都发生了明显的

迁移（李丕龙等，2003c）。在断陷Ⅱ幕时期，主控断

层是位于东部的五号桩一长堤断层，该时期同时活

动的断层还包括埕东断层（NNE向）、桩西断层（近

EW 向）和义东断层（NNE向），其中埕东断层、桩西

断层和五号桩断层控制了孤北洼陷的3个沉降带，

而义东断层则控制了- NNE向或近 SN向的最大沉

降带一四扣洼陷。到了断陷Ⅲ幕，埕东断层活动加

强，五号桩断层活动减弱，沉降、沉积中心发生由东

向西的迁移。因此，早期强烈活动的断层和晚期强

烈活动的断层所夹持的部分在断层活动时间的差异

性因素和区域性地层抬升致使南部缓坡带地层发生

剥蚀和发生由北向南超覆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产生了

大面积分布的截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的发育；而

在断陷Ⅲ幕强烈活动的埕东断层上盘下降和下盘上

升产生了新的沉积中心，发育了平行型层序界面构

建样式（图2）。

    另外，从断陷 I、Ⅱ幕向断陷Ⅲ、Ⅳ幕过渡时期 ，

整个济阳坳陷4个凹陷基底沉降和构造沉降差异性



    表2 济阳坳陷古近纪各凹陷沉积速率表/mm．a-1

    Table 2  Chart of Paleogene sedimentation rates in different depressions of Jiyang Depression /mm.a一1

较大，尤其是北部的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该时期基

底沉降和构造沉降相对较小，因此，大部分地区出露

地表，遭受大范围剥蚀，后期基准面上升发生超覆，
因此在车镇凹陷形成了大范围的截超型层序界面构

建样式（图2）。

    综上所述，济阳坳陷T6’界面类型的分布以无
棣凸起一陈家庄凸起为界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带

性，成因机制上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性。

    在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上，在南部的东营凹陷和

惠民凹陷，T6’界面发育的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包括
截超型、平超型和平行型，三者均较发育，而且具有
明显的规律性，即南部缓坡带以发育平超型层序界

面为主，中央洼陷带以发育平行型层序界面为主，北

部陡坡带以发育大面积的截超型层序界面为特征；

在北部的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该界面发育的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以截超型为主，平超型和平行型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发育范围非常有限。

    在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成因机制上，在南部的东
营凹陷和惠民凹陷主要是断层活动的迁移性与活动

时间和活动强度的差异性控制层序界面构建样式的

变化；而在北部的沾化凹陷，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差异
性除受断层活动差异性方面的影响外，更主要的是

受整个济阳坳陷整体构造沉降差异性所致，在车镇

凹陷，层序界面构建样式差异性几乎不受断层活动

的影响，而仅受济阳坳陷整体构造沉降差异性所致，
形成了大面积分布的截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

4.2 构造沉降中心的迁移性控制层序界面构建样式

    沉积盆地沉降速率受控于区域构造运动的变
化，由于陆相断陷盆地构造格局的复杂性，盆地内构

造应力场的变化使盆地内不同构造单元沉降速率差

异性较大（操应长，2003）。而沉积物的供给速率是

物源区沉积、气候环境变化、盆地边界条件的复杂响

应。因此，不同时期，盆地沉降速率和沉积物供给速

率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不同级别的层序界面。

    自古近纪以来济阳坳陷沉降、沉积中心由WS

向EN方向迁移。孔店期一沙四期在惠民凹陷，沙

三期～沙二期在东营凹陷，沙一期一东营期在沾化

和车镇凹陷，到了东营一馆陶一明化镇一第四纪时

期沉降沉积中心已经出了济阳坳陷而迁移到了渤海

湾盆地的渤中凹陷（图5）。

    另外，从济阳坳陷古近纪各凹陷沉积速率表

（表2）对比也可以看出，早期东营凹陷和惠民凹陷

沉积速率大，晚期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沉积速率大，

这也体现了构造沉降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迁移性。

    构造沉降的差异性在济阳坳陷4个凹陷中表现

是非常明显的。沙三期，整个济阳坳陷均处于构造

活动发育高峰，沉降沉积速率最大且分布广泛；东营

期，北部的车镇凹陷、沾化凹陷大面积沉降，接受了

巨厚（中心大于1000 m）的以暗色泥岩为主的湖相

沉积，而南部的惠民凹陷和东营凹陷最大厚度只有

700 m，且基本为河流相沉积，尤其是惠民凹陷，除临

南洼陷外的其他地区沙二段及上覆沉积层很薄，且

在古近纪末期得构造运动中被剥蚀殆尽（李丕龙

等，2003a）。

    T2’（Es2 J/Esz下）界面在湖盆的陡坡带边缘地
区可见到明显的上超、削截等反射终止现象（图6）。

ES3 -Es，沉积期间，湖盆的沉积范围经历扩大一缩

小一扩大的过程，Es2暴露水面，为红色河流相沉

积。东营凹陷边部见 Es,直接盖在 Es，上之上。

Es：5为河流三角洲发育晚期形成的沼泽化还原环

境；Es2‘则属于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氧化浅湖至河流



    图5 济阳坳陷不同时期沉降沉积中心迁移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subsidence centers and depocenters of different periods in Jiyang Depression

    图6 东营凹陷北部陡坡带T2’地震反射特征

    （in line616-618测线）

  Fig.6   Seismic reflection features of T2'  boundary in the actic

    region of noflhern Dongying Depression (Inline 616-618)

相红色碎屑岩相沉积 。

    由于盆地基底稳定抬升加上气候变得干燥导致

盆地萎缩 ，T2’界面形成时期 ，济 阳坳 陷大部分地 区

出露地表 ，形成剥蚀与沉积间断 ，形成区域性角度不

整合 ，尤其是在北部的车镇凹陷和沾化凹陷，剥蚀和

沉积间断的范围更大。

    从图 4可以看 出，仅东 营凹陷发育平行型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 ，其他 3个 凹陷均不发育 ，说明该 时期

东营凹陷整体水体较其他 3个 凹陷都深 ，大部分地

区接受沉积 ，仅在陡坡 带和缓坡带位置发育截超型

和平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 。而其他 3个 凹陷接受

沉积的面积很小 ，整体露出水面 ，在接受沉积 的地方

遭受了严重的剥蚀作用，发育截超型和截平型层序

界面构建样式。

5  层 序 界 面 构 建样 式 对 地 层一 岩 性 圈

  闭的控制作用
5.1 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与岩性一地层圈闭的对应

    关系

    济阳坳陷勘探成熟区和已发现的岩性一地层油
气藏分布区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与相应控制的岩性一

地层圈闭类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表3）。这对研

究层序界面在岩性一地层圈闭形成、圈闭类型及圈
闭成藏以及研究岩性一地层圈闭分布规律具有非常

重要的指导意义（潘元林等，2003）。
5.2 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制下的岩性一地层圈闭

    成因模式

    在陆相断陷湖盆中，从盆缘地层圈闭（超覆、不

整合）、构造单元过渡部位的构造一岩性一地层复
合圈闭，到洼陷中心的岩性圈闭，断陷湖盆岩性一地

层圈闭分布的控制因素中，除了不同成因类型和级

别的断坡带对其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外（操应长等，
2004；李丕龙等，2002；李丕龙等，2004a，2004b），不

同成因类型和级别的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也是不容忽

视的一个重要控制因素。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与岩
性一地层圈闭分布的关系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图

7):凸起周缘发育的平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制

了地层超覆圈闭和下切谷充填岩性圈闭的发育；缓



    表3 济阳坳陷古近系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与控制的岩性一地层圈闭类型对应关系

Table 3 The correspondence of Paleogene sequence boundary construction styles to their controlling lithologic

    and stratigraphic traps in Jiyang Depression

    图7 济阳坳陷古近系各种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制下的岩性一地层圈闭成因模式图

Fig.7  Genetic model of Paleogene lithologic and stratigraphic traps under the control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tyles

    in Jiyang Depression

  ①一下切谷充填岩性圈闭；②一地层不整合圈闭；③一地层超覆圈闭；④．砂岩上倾尖灭岩性圈闭；⑤一砂岩透镜体岩性圈闭；

    ⑥．断层一岩性复合圈闭

①．lithologic trap of incised valley filling；② -stratigraphic unconformity trap;③-stratigraphic overlap trap;④ -lithologic trap of updip

    sandstone pinchout;⑤-lithologic trap of sandstone lens;⑥-combination trap of fault＆lithology

坡带和陡坡带截超型和截平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

制了地层超覆圈闭和地层不整合圈闭的发育；中央

洼陷带下超整合型和平行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制

了低位体系域或湖侵体系域（低位体系域不发育的
情况下）砂岩上倾尖灭岩性圈闭和砂岩透镜体岩性

圈闭；缓坡带顶超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制了地层

超覆圈闭和地层不整合圈闭的发育；陡坡带下超整

合型层序界面构建样式控制了岩性圈闭，与断层配

合可以形成断层一岩性复合圈闭。

6 结论
    通过研究，取得以下几点认识和结论：

    (1)根据层序界面上下接触组合关系以及层序

界面定义，首次将济阳坳陷古近系层序界面划分为
6种成因构建样式：截超型、截平型、平超型、顶超

型、平行型和整合型；

    (2)首次探讨了济阳坳陷古近系界面变化动力

学成因机制。济阳坳陷古近系层序界面变化动力学
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断层活动的迁移性与

活动时间和活动强度的差异性控制层序界面类型的

变化；构造沉降中心的迁移性和构造沉降幅度的差

异性控制层序界面类型的变化。并以T6’(ES3 'F/

Es。上)和T2’（Es2 -"/Es2+）两个二级层序界面分别
阐述了界面变化动力学因素的控制作用；



    (3)层序界面构建样式与相应控制的岩性一地

层圈闭类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各层序界面构建

样式控藏作用明显 ，不同类 型的层 序界面构建样式

可 以控制相 同类型的油气藏 ；同一类 型的层序界 面

构建样式可以控制一种或一种以上类型的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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