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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宁明地区第三系沉积相研究

及对储集性的控制

李嫌 丘东洲 李国蓉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成都理工学院 )

〔内容提要〕 在总结前人资料签础上
,

依据岩性
、

古生物和地展资料
,

将宁明等三盆地第三系自

下而上划分为
:

下大阐
、

上大闸
、

宁明
、

弄挤四个组
。

利用岩性
、

沉积特征
、

粒度
、

地展诸方面资料

将本区第三系划分出
:

洪积扇 河流
、

湖岸
、

湖泊和沼泽等五个相
,

并对各种沉积徽相特征进行描

述
。

同时研究了本区第三系不同阶段的沉积相展布特征及沉积相对储集性的控制
。

关桩词 沉积相 储集性 储层评价

1 区域地质及地层

广西宁明地区的宁明
、

海渊和上思盆地是叠合在十万大山西北缘的三个新生代盆地
,

总

面积约 l o o ok m , ,

第三系沉积厚 9 32
.

s m
,

其中砂岩和暗色泥岩各占 1 3/ 和 艺/ 3
,

是广西油气

勘探的后备基地之一
。

宁明盆地为一个由 N W W 向张扭性断裂和 N E E 向压扭性断裂控制所形成的近东西向

长菱形盆地
.

盆地南北不对称
,

北侧为断层接触
,

南侧不整合在侏罗系地层之一
,

北翼倾角较

陡
,

一般 20
。

一 30
。 ,

南翼倾角一般为 1 00 一 1 50
,

为典型的不对称箕状断陷盆地
。

据盆内断层的

分割和坳陷的相对位置
,

盆地可进一步分为北部断陷带
、

中央凹陷带
、

东部断阶带及周边斜

坡带四个次一级构造单元
。

盆地的总体形态及其次级构造单元直接控制着第三纪沉积的发

育与展布
。

我们综合了岩性
、

古生物及地震资料
,

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
,

将宁明等三盆地第三系

地层统一划分为四个组
,

自下而上为
:

(1 )下大闸组
,

与下伏地层呈区域不整合接触
,

.

主要岩

性为灰黄
、

黄褐色砂岩与杂色
、

灰色泥岩
,

局部含砾岩
。

粘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
、

伊利石
。

主

要矿产是煤
。

地层中含被子抱粉占 85 %
,

裸子饱粉占 0
.

2 %
,

旅类抱粉占 15 %
.

出现洪积扇
、

河流
、

三角洲
、

湖岸
、

浅湖
、

半深湖一深湖
、

水下扇等沉积相
。

地震特征底界相当于明 1 井井深

930 m
,
T士界面 ; ( 2) 上大闸组

、

与下伏地层呈地区不整合
、

假整合
、

整合接触
,

岩性主要为灰

色
、

深灰色
、

灰黑色泥岩
。

主要粘土矿物是埃洛石
、

伊利石
,

主要矿产为煤
、

磷矿层
、

菱铁矿等
。

古生物包括被子泡粉 82 写
、

裸子抱粉 18 %
、

旅类抱粉 0
.

4写和一些蚌
、

螺等
.

沉积相以半深

湖一深湖相为主
,

夹浅湖相
。

地震特征底界相当于明 1 井井深 730 m
,

T {界面
,

( 3) 宁明组
:

与

下伏地层呈局部不整合
、

假整合
、

整合接触
。

岩性以灰
、

深灰色泥岩夹砂岩为主
,

局部含灰岩

鱼剑扒鱼创脸师心蒙脱石等粘土矿物
,

主要矿产为膨润土
、

天燃气
。

古生物包括被子饱粉

①本文 1 99 4 年 9 月 2 0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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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

裸子泡粉 22 写、蔗类抱粉 1%及蚌
、

螺
、

菏类和疑源类等
。

沉积相以浅湖相为主
,

夹半深

湖相
.

地震特征底界相当于明 1 井井深 4 00 m
,

T ;界面
; (4 )弄怀组

,

与下伏地层呈地区不整

合
、

假整合接触
.

主要岩性为灰白色
、

浅灰黄色砂岩
,

夹薄层泥岩
,

局部含砾岩透镜体
。

粘土

矿物主要有高岭石
、

伊利石
,

主要矿产是高岭土
。

地层中出现较多的松属
、

杉属及高腾粉
。

主

要沉积相包括河流相
、

三角洲相
、

湖岸相和浅湖相
.

2 沉积相的划分及其特征

宁明等三盆地第三系沉积相研究
,

前人工作很少
,

我们在地层划分
、

对比的基础上
,

对本

区第三系各组的沉积相首次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全面概括地描述
。

2
.

1 洪积扇相

洪积扇沉积作为断陷盆地形成初期的标志
,

主要发育于第三纪早大闸期宁明盆地东北

缘风门岭一带的盆地边界断裂前缘
,

可划分为三个亚相
:

( l) 扇根亚相
,

岩性为一套黄褐色主

河道砾岩
、

砂岩和泥岩组成的混杂沉积
`
,

与下伏地层呈不平整接触
,

以块状和透镜状构造为

特征
,

局部砾石略具高角度定向排列
。

砂
、

砾岩体产状宏观上具大型楔状
,

向盆地方向变薄
。

粒度概率曲线具明显泥石流特点
。

地震相特点具外形锥状反射杂乱
、

振幅弱
、

连续性低
; ( 2)

扇中亚相
,

岩性为灰黄
、

灰褐色辫状河含砾砂岩
、

砂岩和泥岩
。

含砾砂岩底部常具冲刷面
,

砾

石具一定定向排列
。

砂岩见平行及槽状层理
。

粒度概率曲线具辫状河特点
。

地震相特征为

外形锥状
、

反射杂乱
、

振幅中
、

连续性中一低
; ( 3) 扇端亚相

,

地表未出露
,

从地震资料和明 1

井岩心岩屑观察
,

主要为一套含煤的泥页岩与粉
、

细砂岩沉积
。

2
.

2 河流相

宁明
、

上思盆地早大闸期河流相发育
,

据野外观察和室内分析资料
,

可按河道型式分 为

两种亚相
:
( 1) 辫状河亚相

、

发育于早大闸期宁明盆地东
、

西部
,

上思盆地东
、

北部
。

为一套砾
、

含砾砂岩夹泥岩
,

砾岩
、

含砾砂岩底部见冲刷面
,

砾石具一定定向排列
。

砂体横向上不稳
,

多呈透镜状
,

具心滩沉积特点
。

块状砾岩中见平行

定岩

及槽状交错层理
.

垂直向序列具明显向上变细特征
,

自

下而上为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图 1 ) , ( 2) 曲流

河亚相
,

宁明盆地东
、

西
、

西南部在早大闸期见典型曲

流河亚相
,

岩性为砾岩
、

含砾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的组

合
。

砾岩
、

砂岩底部见冲同刷面
,

砾石排列略具定向性
,

砂岩体横向上相对稳定
。

砂岩中见平行层理
、

板状交错

层理及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

垂向层序 自下而上为含砾

砂岩
、

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即下部为河床
、

边滩沉积
,

向

上为堤岸和洪泛沉积 (图 2 )
,

呈河道一堤岸一洪泛沉

积三元结构明显
。

2
.

3 湖岸相

本文将水深位于洪水位和枯水位之间
、

地理位置

处于湖泊主体外围的沿岸沉积划为湖岸相
,

可分为下

列三个亚相
:

( 1) 湖岸三角洲亚相
,

发育于盆地东西长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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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方 向的较大河流入盆处
,

平面上呈朵状
。

早大闸期
,

分布在宁明盆地西南的松林一浦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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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之间
、

盆地东部的地板 (见图4 )
,

海渊盆地的

北江和上思盆地的迁隆
。

弄怀期
,

分布于上思盆地

的弄怀等地
.

岩性为砂岩与泥岩互层
,

砂岩发育大

型楔状交错层理
。

垂向层序自下而上为粉砂质泥

岩一砂岩一砂质泥岩
,

呈细 , 粗一细韵律特点 (图

3 )
。

粒度概率曲线反映出三角洲
、

前缘河 口坝双向

水流活动特点
。

地震资料特点为外形锥状
、

前积反

射
、

振幅中等
、

连续性中
; (2 )湖坪亚相

,

发育于离

河流入湖口较远的湖岸带
。

早大闸期
,

明盆地的雷

蓬一带十分发育
。

据剖面观察
,

可进一步分为砂

滩
、

泥坪
、

混合坪等微相
; ( 3) 湖岸扇亚相

,

指发育

于湖盆陡侧的扇体沉积 (相当于吴崇摘所划的近

lll 777

己己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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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水下扇 )
.

底部为一套砾岩
、

含砾砂岩
、

砂岩与泥岩的混

杂沉积
。

粒度范围变化大
,

砾岩和砂岩的矿物成熟度及结

构成熟度均低
、

。

地震相特点是锥状外形
、

前积反射
、

振幅

低
、

连续性低
。

.2 4 湖泊相

据水深
、

沉积物和古生物特征
,

可进一步分出浅湖和

半深湖一深湖亚相
:

( 1) 浅湖亚相
,

早大闸期发育于宁明

盆地的中部
、

上思盆地的中北部
。

晚大闸期和宁明期
,

在

宁明
、

上思等地均发育此亚相
。

岩性为灰
、

灰黄色中薄层

状粉
、

细砂岩与灰
、

灰绿色泥岩互层
,

含菱铁矿薄层
。

见水

平层理及波状交错层理
。

泥岩中含动
、

植物化石
。

地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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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思迁隆 E: d三角洲垂向层序

特征为外形席状
、

亚平行
、

振幅强
、

连续性中一高
, (2 )半 iF g

.

3 ve irt cal
。
qe ue cne

。 f t he

深一深湖亚相
,

早大闸期在宁明盆地的中北部和晚大闸 l a h
s ho er a el t a i。 : u b fa e ie , i。 Y u lo n g

,

期宁明盆地的主体部位均发育此亚相
.

岩性为灰
、

深灰
、

hs gn is d iur gn ht
。 。

ar ly 伪众iaa
n

灰黑色泥
、

页岩
,

局部夹泥灰岩
、

灰岩透镜体
.

发育微细水 at
a

ge ( M记山
。

E og
e

en )

平层理
,

泥岩中含螺
、

蚌动物化石
.

地震相特征为席状外形
、

平行反射
、

振幅中一弱
、

连续性中

一高
。

.2 5 沼泽相

区内沼泽相沉积普遍可见
,

发育于上思盆地早大闸期和晚大闸期
,

宁明
、

海渊盆地早大

闸期
。

根据沼泽沉积时所处的环境背景
,

可分为洪积扇沼泽
、

湖泊沼泽和河流沼泽三种亚相
.

岩性主要为灰
、

深灰
、

灰黑色泥岩
、

泥页岩夹细
、

粉砂岩
,

含碳质泥页岩及菱铁矿结核
,

含大量

植物化石
。

三种亚相所含煤层厚度不同
,

其中洪积扇沼泽亚相所含煤层较薄 ;而湖泊沼泽亚

相的煤层较厚
;
河流沼泽亚相的煤层在横向上不稳定

,

厚度在数十米内可从 2
.

s m 变为煤

线
。

3
.

1

宁明盆地沉积相展布特征

早大闸期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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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区发育两个沉积体系
:
盆地东北部为由洪积相一湖岸扇相一湖泊相组成的潮湿

气候断陷盆地体系
;
西南部为由河流相一湖岸相一湖泊相组成的潮湿气候坳陷盆地沉积体

系
,

盆地沉积自陡翼向缓翼依次为
:
洪积扇一沼泽一浅湖一深湖一浅湖一湖岸一河流沉积体

系 (图 5)
。

图 4 早大间期沉积相略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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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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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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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宁明盆地早大闸期沉积环境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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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晚大闸期 (图 6)

湖盆水域扩大
,

除盆地北部驮龙东部一带继承性发育湖岸扇
,

风门岭一带继承性发育洪

积扇和盆地南部
、

东端
、

西端仍继承性发育若干中
、

小型河流上
,

盆地广大地区均以湖泊沉积

发育为主 (图 7 )
.

5
.

3 宁明期

湖盆水域面积因气候变干旱较晚大闸有所缩小
,

水介质 p H 值增高
.

盆地北缘偏酸性火

山岩风化后形成以蒙脱石为主的新生粘土矿物
,

带入湖盆沉积形成膨润土矿
。

湖盆沉积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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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晚大闸期沉积相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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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宁明盆地晚大闸期沉积环境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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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体系
、

沉积体系域格架特征与晚大闸期基本相似
。

4
.

第三纪碎屑岩的沉积相与储集性的关系

据明一井岩心和薄片的观察研究
,

得知其中砂砾岩的储集空间主要为原生粒间孔隙
。

而

不同类型砂体的碎屑颗粒粒度
、

磨圆度
、

分选性
、

碎屑组分的抗压强度
、

粒间粘土杂基含量等

的差异常造成原始孔隙度的差异
,

故砂体的类型将对孔隙度有重要影响
.

综前述可知
,

盆地内发育着 4 种不同类型的沉积砂体
:

三角洲砂体
、

浅湖相砂体
、

冲积扇

砂体和河流相砂体
。

统计表明
,

不同类型砂体的粒间孔隙度 (粒间孔隙度这里为现今面孔率

千粒间充填的自生矿物 )有较大差异 (表 1 )
,

其中
,

三角洲砂体的原生孔隙最发育
,

其次为浅

湖相砂体
,

冲积扇砂体的孔隙性较差
。

河流相砂体的孔隙性则与旋回部位有关
,

旋回下部粒

度粗的砂岩孔隙性较好
,

而上部粒度细的则孔隙性较差
.

由此
,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沉积相的砂体类型来粗略地预测未知区域的砂
、

砾岩层段的孔

隙性
。



1 9 9 5年 ( 3 ) 广西宁明地区第三系沉积相研究及对储集性的控制 4 5

农 1 砂体类型与原生粒间孔孔陈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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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剖面名称称 砂体类型型 粒间孔孔隙度度 备 注注

地地板北北 湖岸三角洲洲 2 3
.

66666

那那堪东东 三角洲洲 2 77777

佛佛 子子 三角洲洲 2 22222

弄弄怀南南 三角洲洲 2 777 弄怀组砂岩岩

雷雷 蓬蓬 浅湖相相 2 0
。

88888

渠渠凭一不偷偷 浅湖相相 2 55555

那那 留留 河流相相 8
。

777 小旋回上部部

1111111 1
.

444 小旋回下部部

风风门岭岭 冲积扇
...

5
.

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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