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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沉积地质与油藏分布规律是在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提炼、集成、深化而成
的，是近百位从事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沉积与油气地质人员近十年成果的结晶。
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沉积地质与油藏分布规律着眼于鄂尔多斯晚三叠世盆地延长组岩性油气藏勘探
，介绍了该地层油气勘探的理论思想与技术方法；主要内容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基本地质概况、晚三叠
世地层划分对比、层序地层格架及特征、沉积体系及地球动力学、古地理特征及演化、湖盆及事件沉
积、层序地层格架与生储盖组合、油气藏形成条件与油藏特征及含油系统与油藏分布规律等。

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沉积地质与油藏分布规律体现了地质与物探、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可供地
质学、地层学、古地理学、油气勘探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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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段T3y3，含油带，包括长7、长6和长4+5油层组。
岩性为深灰色、灰黑色泥页岩与灰色、灰绿色粉砂岩、细砂岩互层。
长7主要以泥、页岩为主，在陇东地区长7深湖相油页岩中夹砂质浊积岩且含油，这套地层是延长组湖
盆发育鼎盛时期形成的重要生油岩，俗称“张家滩页岩”，在湖盆广大地区均有分布，在井下测井曲
线表现为“三高一低”（高电阻、高自然伽马、高声波时差和低自然电位）特征。
长6主要为一套灰绿色中细粒砂岩沉积，在盆地北部、东北部发育三角洲沉积，是延长组主要的储油
层段。
自然电位曲线从下向上表现为倒三角形偏负的特征。
长4+5总体由泥岩、粉砂岩组成，俗称“细脖子段”，总体厚300m左右，为另一主要生油层。
 第四段T3y4，块状砂岩带，由长3和长2油层组组成。
长3油层组主要为灰白色、灰色长石石英细砂岩，夹灰色、灰黑色泥岩，电性特征明显，自然电位偏
负，呈箱状或指形态，视电阻率曲线形态呈锯齿状。
长2油层组岩性比较单一，主要为浅灰色、灰绿色细粒砂岩夹灰黑色、灰色粉砂质泥岩。
 第五段T3y5，瓦窑堡煤系，由长1油层组构成。
下部为深灰色、黄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粉细砂岩互层，上部为深灰色、灰绿色泥岩、灰黑色碳质
泥岩夹页岩及煤层，夹有大量植物化石，自然电位总体平直，夹中幅指状负异常，电阻率为齿状，是
长2油层组的区域性盖层。
由于遭受后期剥蚀，本段在盆地北、西、南部残存厚度差异很大，尤以盆地南部为甚，在马坊-姬源-
庆阳-正宁-马栏一线以西全部侵蚀，庆阳-华池一带仅分布在“残丘”上。
与上覆侏罗系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2.六盘山盆地窑山组 窑山组是由长庆石油勘探局研究院建立的六盘山盆地上三叠统的岩石地层单位，
与下伏前寒武系或古生代地层角度不整合接触，为一套河流、湖沼相的砂泥岩煤系地层。
 窑山组地层在六盘山盆地中窑山、麻黄沟、上流水、海原县盘探3井井下，以及固原的炭山煤矿、闵
家沟等地广泛出露。
其中窑山煤矿窑山组厚320m，为一套浅灰、灰黄、灰绿色砂质泥岩构成的河控三角洲相为主的含煤沉
积，含10层不稳定煤层或薄煤层；同心县麻黄沟窑山组厚525.6m，中厚层黄褐色、灰黄色砂岩夹黑色
泥岩及煤线，具三角洲平原相与湖沼相沉积特征；同心县上流水剖面，窑山组厚232m，可分为下、上
两部分：下部厚约77m，为湖沼相细碎屑岩、泥质岩夹薄煤及劣质煤线；上部厚150m，可分三个小的
正旋回，由河流相、堤岸相和湖沼相组成。
固原炭山闵家沟剖面厚78m，由两个由粗至细粒砂岩旋回组成，以河道、边滩、泛滥平原相组成，含
薄煤层与煤线及植物化石。
固原炭山煤矿井下窑山组厚600m，是一套碎屑岩为主的沉积，下部为湖沼相，中、上部为三角洲平原
与河流相，夹煤层及薄煤约18层。
各层位孢粉化石较丰富。
窑山煤矿窑山组第五层蕨类孢子占78%，裸子植物花粉占22％。
第12层蕨类孢子占39.4％，裸子植物花粉占60.6％，相当于延长组的第二段（T3y2）与第三段（T3y3）
。
海原县盘探3井窑山组厚870.3m（未穿），岩性为浅灰色、灰黄色含钙质粉细砂岩、粉砂质泥岩与深灰
、灰黑色泥岩互层，夹煤层及油页岩，为滨浅湖及三角洲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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