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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新近系沙湾组油藏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根据录井、测井及取心资料分析，认

为车排子地区新近系沙湾组发育典型的辫状河扇沉积，并具有砂砾岩体较为发育的特点。研究区辫状河扇砂体呈

宽阔的席状展布，沉积构造以多种类型的交错层理为主；可划分为辫状河扇近端、中部和远端3种亚相，其中近端亚

相和中部亚相发育广泛的辫状河道沉积，中部亚相可进一步划分为辫状河道、河道砂坝和河道间3种沉积微相。由

于辫状河道改道频繁、极不稳定，导致各沉积微相之间分异不明显，辫状河道与河道砂坝叠置出现；在层序韵律上

具有向上变细的正韵律特征，测井曲线上表现为自然伽马、自然电位曲线呈箱形、钟形负异常。车排子地区沙湾组

储层为来自西南和西北方向的辫状河道砂体，单砂体呈条带状展布，纵向上叠加连片，与构造相互配置，可形成大

范围分布的复杂岩性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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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部署的排2井
于新近系沙湾组1 013.4～1 017.3 m井段钻遇油层，

获得49.6 t/d的高产工业油流，成功发现了油藏埋深

浅、储集物性好、开发难度小、容易建产能、经济效

益好的春光油田［1］。在排 2井取得重大突破后，继

续勘探拓展，随后钻探的排 8、排 206等 7口探井均

在同一层系获得高产工业油流，现已控制含油面积

约为70 km2，提交三级石油地质储量近5 000×104 t，
建成 30×104 t的产能规模［2-4］。但近年来，针对研究

区沙湾组油藏部署的滚动开发井钻探接连失利，沙

湾组油藏隐蔽性和复杂性的勘探难点日益凸显。

针对车排子地区的沉积体系、物源范围、沉积相类

型及其展布特征以及岩性油气藏的成藏主控因素

等研究尚欠深入，难以满足勘探部署的需求［5-7］。为

此，笔者从油气成藏的沉积、地质条件入手，对研究

区的物源、沉积相类型及其展布、砂体分布等进行

研究，以期提高对其沉积特征及油气分布规律的认

识，有助于指导下步勘探开发工作的进行。

1 区域地质概况

车排子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为北西—

南东—东西走向的三角形凸起带。区域构造上属

于准噶尔盆地西部造山带，其东临昌吉凹陷，东南

以红车断裂带为界与中拐凸起相接，北临扎伊尔

山，南临四棵树凹陷及伊林黑比尔根山。由于车排

子地区地层西北高、东南低，使得其沉积古地理单

元及内部断层发育具有隆后—前隆斜坡带的特

征。车排子地区为石炭系火成岩基底之上发育的

继承性凸起，其主体形成时间较早，自海西晚期以

来，长期处于隆起状态［6］。通过对研究区丰富的录

井、测井及取心资料进行研究，认为车排子地区新

近系沙湾组发育典型的辫状河扇沉积，具有砂砾岩

体较为发育的特点。

2 辫状河扇沉积相识别标志

2.1 沉积岩成分特征

车排子地区新近系沙湾组的砂岩成分主要为

石英和长石，岩性主要为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

砂岩。其中石英含量为 28%～60%，平均为 42.4%；

长石含量为 23%～42%，平均为 34.5%；岩屑含量约

为16%～30%，平均为24%，主要为变质岩岩屑和沉

积岩岩屑，岩浆岩岩屑和云母类岩屑含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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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组一段储层以含砾砂岩为主，其成分主要

为石英和长石，其次为凝灰岩碎屑；碎屑物质分选

中等，呈棱角—次圆状，砂岩较疏松，偶夹薄层灰绿

色泥岩。沙湾组二段储层的砂质含量比沙湾组一

段低，发育大范围的粉砂质泥岩和泥岩，岩心观察

表现为红褐色、灰绿色泥岩夹薄层砂岩。沙湾组三

段主要以含砾中—细砂岩为主，偶夹薄层泥质粉砂

岩和泥岩，岩心观察表现为灰绿色、红褐色的细粒

状粉砂岩及泥质粉砂岩，其粒径小于0.1 mm。

2.2 沉积构造特征

车排子地区沙湾组砂岩发育多种沉积构造类

型。辫状河道冲刷部分见明显的槽状交错层理，普

遍含有泥砾和泥屑；沉积部分粒度向上变细，主要

发育低角度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

河道顶部发育沙纹层理和透镜状层理［8］。岩心观察

发现，辫状河道具有明显的叠复冲刷现象，特别是

沙湾组一段沉积时期，辫状河扇发育范围广，砾石

层和砂层在平面上呈扇形，在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

下，扇体向盆地方向推进较远［9-12］。

2.3 测井响应特征

辫状河扇沉积的河道底部和河道砂坝在自然

伽马和自然电位测井曲线上具有明显的识别特征，

主要表现为较大幅度的箱形和钟形（图1）。辫状河

道与河道砂坝叠置出现，在层序韵律上表现为向上

变细的正韵律特征，测井曲线上表现为自然伽马、

自然电位曲线呈箱形、钟形负异常，岩心观察主要

表现为含砾砂岩和粗砂岩沉积。随着辫状河扇的

向前推移，发育大量的席状砂岩、粉砂岩及泥质粉

砂岩，自然伽马和自然电位测井曲线呈低幅度的指

状及锯齿形，泥岩部分的自然电位、自然伽马及声

波时差测井曲线表现为高值，而电阻率测井曲线则

表现为低值。

图1 车排子地区排602井沙湾组测井相及单井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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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积相划分

车排子地区沙湾组辫状河扇砂体呈宽阔的席

状展布，沉积构造以多种类型的交错层理为主，可

划分为辫状河扇近端、中部和远端亚相（图1），以辫

状河扇中部亚相发育最为广泛。其中近端和中部

亚相发育广泛的辫状河道沉积，中部亚相可进一步

划分为辫状河道、河道砂坝和河道间 3种沉积微

相。由于辫状河道改道频繁、极不稳定，导致各沉

积微相之间分异不明显；辫状河道和河道砂坝叠置

出现，在层序韵律上具有向上变细的正韵律特征。

辫状河扇近端亚相主要发育砾质辫状河道，由

分选极差的叠瓦状砂砾岩组成，河道底部冲刷侵蚀

部分含有大量的泥砾；其沉积构造发育不明显，大

量的砾石沉积破坏了层理的原始形态。洪水期，大

量粗碎屑沉积物沿山麓滑下，在靠近物源区沉积辫

状河扇近端亚相。

辫状河扇中部亚相发育广泛的辫状河道，但与

近端亚相相比，其砂砾比值较大，砂岩粒度较细。

河道冲刷现象较明显，牵引作用较强，形成明显的

平行层理和交错层理。由于中部亚相辫状河道的

频繁迁移、改道，导致河道砂坝不断地建立、侵蚀，

具有不确定性，且河道间发育不明显，致使辫状河

道、河道砂坝和河道间 3种沉积微相之间没有明显

的分界线。

辫状河扇远端亚相主要为粒度较细的漫流沉

积，其碎屑物质主要为砂岩夹粉砂岩、粘土岩；砂岩

分选性较好，粉砂岩中常见平行层理和水平层理。

4 沉积模式

研究区沙湾组一段发育典型的辫状河扇沉积

模式。其物源来自西南方向，辫状河道非常发育，

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并逐渐萎缩，向两侧逐渐减薄。

整个辫状河扇沉积层序大部分由砾石层和中、粗砂

岩层组成，沉积层序上部发育较薄的中、细砂岩和

粉砂岩，并常夹有不稳定泥质夹层，为洪水期淤积

于废弃河道或砾石坝上的河道间微相沉积。相互

叠置的砾石层和砂岩层（厚度由数十米到数百米）

在平面上呈条带状（图 2a）、纵向上呈透镜状展布，

与构造相互配置，可形成大范围分布的复杂岩性油

气藏［13-14］。沙湾组二段除来自西南方向的物源，在

东北部还出现北西方向的物源；在沙湾组二段沉积

过程中，西南方向的辫状河扇逐渐萎缩、后退，仅在

研究区东北部发育小规模的辫状河扇沉积（图

2b）。沙湾组三段主要为北部方向的物源，辫状河

扇沉积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部，以辫状河扇近端亚

相发育范围较广，辫状河道向南逐渐萎缩，至研究

区南部主要发育辫状河扇远端亚相（图2c）。

图2 车排子地区沙湾组辫状河扇沉积模式

5 结论

自海西晚期以来，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长期

处于隆起状态，其沙湾组发育典型的辫状河扇沉

积。在沙湾组沉积时期，研究区物源丰富，辫状河

扇扇体向盆地方向推进较远，可进一步划分为辫状

河扇近端、中部和远端亚相，其中以发育辫状河扇

近端亚相和中部亚相为主。辫状河扇中部亚相的

辫状河道具有常年性、定向迁移性和相对稳定性等

特点，河道砂坝不断地建立、侵蚀，致使辫状河道、

河道砂坝和河道间3种沉积微相分异不明显。研究

区沙湾组砂岩的石英和长石含量较高，岩屑含量较

低，岩性主要为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沙

湾组储层为来自西南和西北方向的辫状河道砂体，

单砂体呈条带状展布，纵向上叠加连片，与构造有

机配置，可形成大范围分布的复杂岩性油气藏。

（下转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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