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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研究区钻测井、岩心、薄片以及野外剖面等资料进行研究，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川东北地

区嘉二2亚段发育局限台地~蒸发台地沉积环境，可进一步划分为局限潮坪、台内浅滩、蒸发潮坪亚相及

灰坪、云坪、膏坪、灰云坪、膏云坪等微相。从下至上，嘉二段共经历三个水体由深变浅的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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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drilling, logging, core, thin section and field profile data in the study area, 
combin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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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ed platform-evaporation platform is developed in the T1j22 of the northeastern Sichuan Ba-
sin,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restricted tidal flat, intra-platform shoal, evaporation tidal 
flat subfacies and ash flat, cloud flat, gypsum flat, ash cloud flat, gypsum cloud flat and other mi-
crofacies. From bottom to top, the second member of Jialingjiang experienced three cycles of wa-
ter body from deep to sh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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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川东北地区蕴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发现了众多大、中型气田，其中下三叠统嘉陵江组嘉二 2 亚

段广泛发育颗粒滩，目前已经在很多构造获得了工业气流，是嘉陵江组主要产层段之一[1]。经过对嘉

二 2 亚段物性、电性等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并结合各井试油情况，发现嘉二 2 亚段的滩相颗粒岩对

于储层的形成十分有利，究其原因为颗粒岩孔隙发育，是形成裂缝–孔隙型(孔隙型)储层的岩性基础

条件，且川东北地区嘉二 2 亚段颗粒岩形成的滩体分布范围较广，并已在该区的嘉二 2 亚段发现了具

有开采价值的气藏。因此，研究嘉二 2 亚段的沉积相特征对于进一步发掘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具有重要

意义。 

2. 区域地质概况 

工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以川东北气矿辖区为主，东与重庆市相连，东北与陕西省和湖北省接壤，

西与四川省的南充地区相邻，工区范围内有四川省达州市所辖开江县、宣汉县、达县、大竹县、通川区

等 10 个区、县市。构造位置北起大巴山前缘，南至温泉井构造带，西起华蓥山以东，东至重庆巫山，面

积约 10,000 km2 (图 1)。区域内构造带众多，目前已在温泉井、黄龙场、铁山、雷音铺等构造带钻获嘉陵

江组油气藏。 

3. 嘉二 2 亚段地层特征 

川东北地区嘉陵江组整体厚度一般为 700~1100 米，其中，嘉二 2亚段一般厚度为 50~70 m。总体上

看，宣汉、达川、金珠坪地区、正坝以东相对较厚，厚 60 m 以上，其余地区一般厚 50 余米。本区嘉二
2亚段岩性分布规律性较强。从岩性方面来看，底部为区域性标志层兰灰色泥岩，是一个等时界面；中下

部均为灰岩，以中–薄层状泥晶灰岩为主，泥质含量一般较高，个别井夹有鲕粒灰岩、生屑灰岩；中上

部以云岩为主，包括鲕粒云岩、砂屑云岩、泥晶云岩等，个别井夹石膏、灰岩；顶部以云岩–膏岩岩性

转换界面作为嘉二 2亚段与嘉二 3亚段的分界。从电性方面来看，底部界线处为异常高伽马值，由下至上

伽马值特征为先大幅度降低、而后趋于平稳并带有小幅度波动，在顶部分界处伽马值出现明显降低，顶

底界线均易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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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al location map of Northeast Sichuan Basin 
图 1. 川东北地区构造位置图 

4. 嘉二 2 亚段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4.1. 岩石学特征 

(1) 灰岩类 
颗粒灰岩：颗粒灰岩是指颗粒含量大于 50%，颗粒支撑，粒间为泥晶方解石胶结或灰泥充填，常见

生屑灰岩、鲕粒灰岩[2]。 
生屑灰岩：该种岩类在嘉二 2 亚段主要呈夹层分布，局部生物屑富集，多为泥晶胶结。生屑较为单

一，以薄壳、个体较小的双壳类为主(图 2(a))。 
 

 
Figure 2. Core and thin section photos of some wells in Northeast Sichuan Basin 
图 2. 川东北地区部分井岩心、薄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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鲕粒灰岩：多为灰色、深灰色，鲕粒结构，鲕粒内部常被选择性云化，粒间充填物通常以亮晶方解

石胶结物为主，常以薄夹层的形式存在。 
泥晶灰岩：颜色以灰色–深灰色为主，通常为中–薄层状，泥质条纹较发育，通常发育生物扰动和

潜穴构造，在岩芯常见被方解石、石膏充填的构造裂缝，这类岩石多形成在水体比较稳定的低能环境中

[3] (图 2(b))。 
(2) 白云岩 
颗粒白云岩：该类岩石颗粒含量大于 50%，颗粒支撑，一般呈灰色、灰褐色、深灰色[4]。颗粒白云

岩的主要类型为砂屑白云岩，其次为鲕粒白云岩。 
砂屑云岩：砂屑云岩中的砂屑一般呈圆–次圆状，大小不均，细–中砂级，个别达粗砂级，部分砂

屑见棱角，泥–粉晶结构，亮晶云石构成胶结物，发育晶间孔隙、粒间及粒内溶孔(图 2(c))。砂屑云岩一

般发育于滩相中，为砂屑灰岩经云化改造后形成。部分细粉晶云岩具有砂屑幻影，推测原岩也为砂屑灰

岩。多数砂屑云岩的粒间充填有石膏胶结物。 
鲕粒云岩：颜色通常为褐灰色和黄灰色，中–薄层。颗粒大小通常介于 200~600 μm之间，分选性较

好，磨圆中等，很多鲕粒颗粒经过强烈的白云石交代后仅保留其颗粒外形(图 2(d))。 
泥–粉晶云岩：是研究区主要的岩石类型之一，粉晶为自形–他形粒状，见晶间溶孔和晶间孔，晶

间溶孔部分被有机质充填(图 2(e))。多数泥粉晶云岩都含有一定量的石膏，形成含膏云岩或膏质云岩(图
2(f))。 

4.2. 沉积相特征 

川东北地区早三叠世总体为克拉通盆地浅海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5]。在嘉陵江期，随着海平面的反

复动荡、升降，使得该地区发育多旋回的局限台地~蒸发台地沉积环境，并根据沉积环境和沉积产物的特

征，可进一步划分为潮坪(蒸发、局限)、泻湖(蒸发、局限)、台内浅滩亚相。其中，嘉二 2 时期川东北地

区主要发育潮坪亚相和台内浅滩亚相。 
 

 
Figure 3. Single well facies of J2

2 subsection of A1 well Jialingjiang 
formation 
图 3. A1 井嘉陵江组嘉二 2亚段单井相 

 
局限台地相：主要发育于开阔台地与蒸发台地之间宽阔的潮间–潮下区域，地势相对平坦，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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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水体能量相对较弱，蒸发作用相对较强；受潮汐作用影响导致的海平面升降，直接影响台地是否

出露于海面，因此局限潮坪沉积环境十分发育[6]。且根据沉积物岩性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灰坪、云

坪、灰云坪、云灰坪等微相。水下局部高地或隆起水动力较强，易发育台内浅滩亚相，根据沉积物颗粒

类型可进一步分为砂屑滩、鲕粒滩、生屑滩等[7]。 
(1) 局限潮坪亚相：沉积环境相对闭塞，水体循环不通畅，深度较浅，水体能量相对较低。主要为灰

岩、云岩、云灰岩、灰云岩及各类颗粒岩等。生物种类有藻类、有孔虫、双壳、腹足、介形虫等，鸟眼、

结合等沉积构造相对发育，可见水平层理等构造[8]。在剖面结构上，局限潮坪为局限台地向蒸发台地过

渡的中间阶段，因此，常与其他相带构成由下至上水体逐渐变浅的相序列(图 3)。 
(2) 台内浅滩亚相：水下局部高地或隆起，水体相对较浅，循环较为通畅，水体能量较高。在这种较

强的水动力条件下，沉积物中的细粒物质常被淘洗，泥质含量极低，以粗粒物沉积为主，岩性主要为鲕

粒灰岩、砂屑灰岩、生屑灰岩等，形成的滩体按照颗粒类型可进一步分为鲕粒滩、砂屑滩、生屑滩及复

合颗粒滩[9]，通常规模不大，但经白云石化作用后可形成较好的储层，在油气勘探中常作为有利储集相

带(图 2(g)、图 2(h))。 

4.3. 沉积相模式 

根据该地区沉积演化背景，结合本次研究结果，认为嘉陵江组沉积时期，川东北地区主要为局限台

地、蒸发台地沉积环境，相对海平面频繁变化致使该区局限台地和蒸发台地交替发育[10]。同时，古气候

及水体循环性控制了沉积物的分布，水体较深的泻湖之间为潮坪及台内浅滩，其沉积相综合模式如图 4。 
 

 
Figure 4. Sedimentary facies model of Jialingjiang Formation in Northeast 
Sichuan Basin 
图 4. 川东北地区嘉陵江组沉积相模式图 

5. 沉积相演化序列与展布特征 

5.1. 沉积相纵向特征分析 

川东北地区嘉二段时期，可分为三个水体由深变浅的旋回，分别为：嘉一段~嘉二 1亚段、嘉二 2亚

段~嘉二 3亚段下部、嘉二 3亚段中上部[11]。在嘉一时期，川东北地区发生大规模海侵，沉积环境以局限

台地–潮坪/泻湖为主，沉积物以巨厚层泥晶灰岩、含泥灰岩为主；至嘉二 1 时期，随着水体持续动荡下

降，沉积环境逐渐局限台地向蒸发台地过渡，由嘉一段的局限潮坪/泻湖逐渐转变为蒸发潮坪，至此，嘉

陵江期沉积的第一个旋回结束[12]。到了嘉二 2亚段沉积时期，川东北地区发生了小规模海侵，快速的海

侵使得地层中沉积了一层薄薄的兰灰色泥岩，而后是一个水体逐渐变浅、咸化的过程，沉积环境由局限

潮坪–灰坪逐渐转变为蒸发潮坪–膏云坪，至此，嘉陵江期沉积的第二个旋回结束。到了嘉二 3 亚段中

期，水体深度再次增加，但持续时间较短，而后海平面变化较为频繁，最后逐渐变浅、咸化，沉积环境

的变化也可据此分为三个阶段：局限潮坪–局限潮坪与蒸发潮坪交替发育–蒸发潮坪。至此，嘉陵江期

https://doi.org/10.12677/ag.2023.139097


周睿，代宗仰 

 

 

DOI: 10.12677/ag.2023.139097 1020 地球科学前沿 
 

沉积的第三个旋回结束(图 5)。 
总的来说，川东北地区嘉二段沉积时期，局限台地、蒸发台地交替发育，且沉积物中常有互层现象

出现，反应该时期海平面变化较为频繁。在嘉二 3亚段(中上部)沉积以前，川东北地区以局限台地沉积环

境为主，蒸发台地发育时间相对较短，嘉二 3 亚段(中上部)沉积时期蒸发台地则较为发育。其中，嘉二 2

亚段沉积时期以局限台地沉积环境为主[13]。 
 

 
Figure 5.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sedimentary facies in well T2 
图 5. T2 井沉积相综合柱状图 

5.2. 沉积相横向特征分析 

通过对工区古地理背景、地层、单井沉积相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对工区的沉积相演化规律有了初

步的认识，现通过连井剖面进一步研究工区沉积相的演化规律[14]。 
通过连井剖面可以看出，研究区嘉陵江组二段的每个亚段早期，水体深度均相对较深，而后逐渐变

浅。由下至上，嘉二 1 亚段下部为局限潮坪–云坪沉积环境，横向上分布较稳定，上部主要为膏坪沉积

环境，个别井区为云膏坪沉积环境；嘉二 2 亚段下部为灰坪，横向上分布较为稳定，仅中部井区发育有

台内浅滩沉积环境，嘉二 2 亚段上部整体为局限潮坪沉积环境，仅右侧部分井区发育有台内浅滩沉积环

境；嘉二 3 亚段下部为膏云坪沉积环境，上部为膏坪，且横向上分布十分稳定，仅左侧井区不同：下部

为台内浅滩亚相，上部为云膏坪沉积环境(图 6)。 

5.3. 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 

从图 7 可以看出，川东北地区嘉陵江组嘉二 2 亚段主体为局限台地沉积环境，沉积物以潮坪灰岩为

主，潮坪云岩沉积厚度相对较小，包括研究区西部的雷音铺、罗家坪、分水岭、铁山等构造及东部的芭

蕉窝、武圣宫等构造，仅中部及北部地区为蒸发台地沉积环境，发育膏云坪微相，沉积物以云岩、膏岩

为主，且云岩沉积厚度最大，包括罗家寨、温泉井、渡口河、金珠坪等构造。除此之外，该时期研究区

还发育有一定规模的滩体，主要分布在铁山南部分地区、雷西–双石庙地区、黄龙场–沙罐坪地区、罗

家寨–长田坎地区及罗家寨南部地区。目前，川东北地区已发现的气藏均处于滩相和膏云坪等白云石化

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预见，滩相等白云石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是油气储集的有利相带[15]。 

https://doi.org/10.12677/ag.2023.139097


周睿，代宗仰 
 

 

DOI: 10.12677/ag.2023.139097 1021 地球科学前沿 
 

 
Figure 6. Comparison profile of sedimentary connected wells in Northeast Sichuan Basin 
图 6. 川东北地区沉积相连井对比剖面 
 

 
Figure 7. Distribution map of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e Jialingjiang formation, J2

2 
subsection, Northeast Sichuan Basin 
图 7. 川东北地区嘉陵江组嘉二 2亚段沉积相分布图 

6. 结论 

(1) 通过研究区的钻测井、岩心以及野外剖面等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川东北地区嘉陵江组

进行了地层划分，认为嘉陵江组划分为嘉一~嘉五 5 个段，其中嘉二段可分为嘉二 1、嘉二 2、嘉二 3三个

亚段。 
(2) 在地层与古地理背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岩性组合、沉积构造、测井曲线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川

东北地区嘉陵江组嘉二 2 亚段主要为局限台地–潮坪–灰坪沉积环境，其次为蒸发台地–潮坪–膏云坪

沉积环境、局限台地–台内浅滩沉积环境。 
(3) 川东北地区嘉二 2亚段，滩相分布范围较广，其中，雷西–双石庙地区主要为生屑滩，黄龙场–

沙罐坪地区、罗家寨–长田坎地区、铁山南部分地区及罗家寨南部地区主要为砂屑滩。 
(4) 前人研究认为川东北地区的滩相是有利储集相带，本次通过对沉积微相特征、相带展布特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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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结合工区内各井的油气显示情况，认为研究区内白云石化程度较高的膏云坪微相分布地区，也是

油气储集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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