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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渤海湾早第三纪油区岩相古地理及储层》是近20年来在渤海湾地区从事储层沉积学和油区岩相
古地理研究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全面介绍了渤海湾盆地深部碎悄岩沉积-储层的构造、地层、沉积相、岩相古地理、成岩作用和储层的
一般特征,重点阐述了富油凹（洼）陷沙三段以下（埋深大于3500m）地层沉积特征,系统总结了“四扇
一沟”沉积相及砂体类型、次生孔隙发育带及其横向预测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并选择各油田重点凹（
洼）陷或重点区带的深部碎悄岩储层及其成藏条件加以剖析。
全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第二大含油气盆地--渤海湾盆地第三系深部沉积--储层和油气富集的密切
关系。
　　本书可供从事油气地质勘探开发的科技人员和院校师生教学、科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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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营组初期适应微咸水和半咸水的螺类逐渐衰灭，至东二段沉积期，螺类十分繁盛，共20余属50
余种，且形状和壳饰比较有特征，如螺塔歪扭，壳面具瘤脊，胎壳旋转方向与其后螺环方向不一致等
。
环境的变异影响生物演化的多向性。
东一段全区多为河流相沉积，螺类甚少，且迅速绝灭。
　　介形类由东三段沉积初期的一种演化到东二时期的17种，纹饰由简单到复杂，个体由1.3mm左右
增大到2mm以上。
瘤脊的发育以适应较深的半咸水环境。
各种东营介腹平面宽度有随着水体由浅而深加宽的趋势。
　　藻类化石在黄骅坳陷发现的伸长莱氏藻和黄骅五边藻和现代海洋类型十分相似。
辽河西部凹陷发现德弗兰藻和莱氏藻。
分布较广的网面球藻多为海相，皱面球藻和粒网球藻是淡水和半咸水类型。
绿藻门的穴面球藻发现于匈牙利始新统的海相或半咸水环境中。
　　综上所述，各沉积阶段的生物特征及其生态环境表明，渤海湾断陷盆地发展初期（孔店期）湖区
范围较小，地势较高；与海水基本没有联系，湖盆水体为淡水环境。
沙河街组代表盆地发展的主要沉积阶段，经历了三次沉降与抬升，引起湖泊范围的扩张和收缩，水体
咸度发生相应变化。
沙四段沉积开始，盆地逐渐沉降，形成若干浅水湖泊，后期大部分水体由淡水逐渐转为半咸水，生物
也有纯淡水组合发展为半咸水组合。
沙四段末期，盆地回升，盆地边缘出现沉积间断，湖泊水体变淡，适应半咸水生物为淡水类型取代。
沙三段沉积初期，盆地又逐渐沉降，湖盆明显扩大和加深，适应微咸一半咸水的生物类型和适应深水
的生物类型相继出现。
后期，盆地抬升，水体变浅，沙三段的生物类型遂为沙二段淡水类型所取代。
沙三段与沙二段之间成明显间断，在斜坡带常见角度不整合接触。
沙二段是湖盆收缩期，沙一段湖盆逐渐扩大，半咸水及较深水生物类型再次出现，后期盆地抬升。
东营组代表断陷盆地发展的中后期，盆地又经历一次沉降和抬升，初期在普遍的湖沼和河流环境下发
育淡水生物类型，中期湖盆近一步沉降，半咸水生物类型再次出现，末期盆地抬升，只有少数淡水生
物得以生存，最后盆地整体抬升，结束断陷盆地的历史（图4-3）。
　　早第三纪沉积和生物演化历史表明了渤海湾油区作为近海断陷盆地的特征。
自中、新生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海退，出现许多陆相沉积盆地，若干位于大陆内部，有的位
于近海环境。
近海盆地以其与海域联系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类型，一种是陆相地层中出现海相夹层，含典型海相生
物类型；一种是陆相地层中含半咸水类典型海相生物类型，形成淡水类型和半咸水类型生物交替发育
的特征。
前者属于“海侵”的影响，后者属于“海泛”的影响。
早第三纪的渤海湾盆地属于后一类型的近海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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