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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

在干热气候条件下，地壳升降运动较强烈的地区，风化和剥蚀作用

的产物，被山区暂时性水流（雨水或洪水）或山区河流带走，当水流流

出山口，地形坡度急剧变缓，水流向四方散开，流速骤减，碎屑物质大

量沉积，形成锥状或扇状堆积体，称为洪积扇，由于具有山区河流冲积

成因的特点，故又称为冲积扇。

第一节 概述



龙潭底冲积扇全貌（长1000米，宽800米，平面上呈扇形展布)

第一节 概述



隐仙溪扇体长2125米，宽1825米，内扇坡度1 ° --9°。

内扇

中扇

外扇

第一节 概述



2、形态

空间：锥体

顶端：指向山口

锥底：向平原延展

平面：扇形

纵向：楔形

横向：凸透镜状

第一节 概述

C

D

A

B
扇体坡度一般3～

6°(小于10°), 扇体

半径自几百米到百余

公里。可由一系列冲

积扇体组成冲积扇复

合体系。



3、形成条件
1、有充足的陆源碎屑物质
2、强烈的构造运动
3、干旱、半干旱的气候
4、山口外地形坡度突然变缓
5、突发性水流

第一节 概述

冲积扇形成的环境——隆升地块边缘



4、规模

冲积扇的面积变化较大，其半径可从小于100m到大于
150km以上。但通常它们平均小于10km。其沉积物的厚度
变化范围可以从几米到8000m左右。

龙潭底冲积扇全貌
（长1000米，宽800米，平面上呈扇形展布)

第一节 概述



第一节 概述

5、分布地区

现代冲积扇广泛分布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例如我国的广大西北地区，天
山山前、祁连山山前等地区。但在一些潮湿地区也有发育。

我国自中新生代
以来形成许多内陆盆
地，在盆地边缘经常
有冲积扇沉积，如克
拉玛依的二叠系、三
叠系，酒泉盆地的白
垩系，渤海湾盆地的
第三系等都发育有这
种类型的沉积。其中
有的地区已发现次生
油气藏。



➢ 河道沉积

➢ 漫流沉积

➢ 筛状沉积/筛余沉积

➢ 泥石流沉积

第二节 沉积类型

冲积扇上发育2类

搬运和沉积作用：一种

是暂时性水流形成的牵

引流搬运沉积作用，由

主河道、辫状分支河道、

漫溢沉积；另一种是起

因于泥流、泥石流等陆

上重力流作用。



1、河道沉积

◆ 河道沉积特征
 沉积物：砾石、粗砂
 结 构：分选、磨圆差
 构 造：块状或具叠瓦状，交错层理，底冲刷

 向平原方向枝状分叉

 多属暂时河道，迁移快

 主要行水期：洪水期及洪水后期，常具侵蚀下切能力

泥石流

河道

漫流

第二节 沉积类型



云南龙潭底冲积扇扇根主沟道
砾石，10-40cm为主

云南隐仙溪冲积扇扇根主沟道砾石，
30-50cm为主，大者达50cm

河道沉积 （交错层理， 冲刷--充填等）

1、河道沉积

第二节 沉积类型



2、漫流沉积

河流从冲积扇上的河道末端漫出，形成了宽阔的浅水
带，水深一般不超过30cm。由于水深和水流速度的同时减
小，以及扇端地区坡度平缓，沉积物迅速地沉积下来。

河
道
及
漫
流
沉
积

 河道沉积横向上：透镜状，

具底侵蚀，周围是漫流沉积

 漫流沉积：分布于河道间，

洪水期洪水漫出河道而沉积

第二节 沉积类型



2、漫流沉积

平 面：片状、席状、透镜状展布
剖 面：层状，可与河道沉积相间
沉积物：砂、粉砂、砾
结 构：分选差
构 造：块状/交错/平行层理，可见小型底冲刷

第二节 沉积类型



垂向上：层状，可与河道沉积相间。

第二节 沉积类型



3、筛状（筛余）沉积

形成条件：物源区碎屑以砾石为主，细碎屑极少

沉积状态：在冲积扇表面形成砾石层，流水下渗，

无法形成地表径流

沉 积 物：棱角状、次棱角状砾石

结 构：分选中等，颗粒支撑

构 造：块状，成层性不明显

机理：砾石层具有较好的渗透性，

使洪水在冲积扇上完全渗漏到地

下。因为水是从砾石层中渗掉，

而不是从上面流走，所以冲成了

筛状砾石层，并阻止了砾石继续

搬运并堆积下来，故称为筛积物。

第二节 沉积类型



第二节 沉积类型

筛状沉积的分布不如其他水携沉积物普遍，只是局部堆积的现

象。并且筛状沉积要求独特的物源条件，即源区主要为节理发育的

坚硬岩石，如石英岩，以便提供大量的砾石块。

蒙阴上庄小石崖筛状沉积



4、泥石流沉积
砾、砂、泥、水高度混合，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沿斜坡

向下流动的呈可塑性状态的流体——泥石流。

泥石流

河道

第二节 沉积类型



 泥石流沉积特征

 沉 积 物：砾、 砂、泥混杂

 结 构：分选极差，杂基支撑

 构 造：块状、粒序层理、砾石杂乱

 颜 色：红色、紫红色

 沉积位置：冲积扇上部

城墙沟剖阿姆尼克组紫红色巨
砾岩，砾石杂乱堆积

第二节 沉积类型



产生泥石流的主要因素是：

坡度陡,植被不发育；

供应大量的碎屑物；

季节性洪水，干旱或半干旱气候。
泥石流顺水道轴向部分，在两侧可有天然堤。

2010年8月8日，甘肃舟曲县被泥石流冲毁的学校

第二节 沉积类型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干旱型冲积扇沉积模式

湿润型冲积扇沉积模式

（自学）



干旱型冲积扇（旱地扇）

根据冲积扇所在气候带不同，将其划分为干旱型冲积扇和湿润型冲积扇。

扇面的坡度、沉积层的厚度、沉积粒度变化、沉积范围、沉积特征等均有

不同。

湿润型冲积扇（湿地扇）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干旱型冲积扇

湿润型冲积扇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干旱型冲积扇沉积模式

➢ 扇根亚相：扇顶，河道沉积+泥石流沉积；
➢ 扇中亚相：扇中，河道沉积+漫流沉积；
➢ 扇缘亚相：扇末端，漫流沉积为主。

一、亚相划分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扇根的沉积物主要为泥石流沉积和河道充填沉积。

位于冲积扇的根部一侧，沉积坡角最大，有单一的或2-3个

直而深的主河道。由分选极差的，无组构的混杂砾岩或具叠瓦

状的砾岩、砂砾岩组成。

无层理，块状构
造，筛积物或砾石
之间为粘土、粉砂
和砂等基质所充填。
有时有不典型的

平行层理、大型板
状交错层理、递变
层理。

冲积扇各亚环境的沉积序列（引自孙永传，1986）

1、扇根亚相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隐仙溪冲积扇扇根沉积物

y24

y14

y26

y22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2）扇中亚相
位置：冲积扇中部，是冲积扇的主
要组成部分
背景：中到较低的沉积坡角
沉积类型：河道沉积和漫流沉积
微相：

辫状水道—河道沉积
水道间—漫流沉积

岩性：砂岩、砾质砂岩，砾岩、泥
岩。与扇根相比，砂增多。
结构：成分复杂，分选较差

沉积构造：叠瓦构造、砾石扁平面
倾向扇根；不明显的平行和交错层
理；冲刷-充填构造；干裂、雨痕
颜色：红色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L27

L51

L19

龙潭底冲积扇扇中沉积物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在冲积扇的周边，地形较平缓。由砂和含砾砂组成，夹粉砂
和粘土。局部可见膏盐层。分选性好。可见平行层理、板状交
错层理和冲刷-充填构造，细粒中可见块状层理、水平层理、变
形构造和暴露构造。

3、扇缘亚相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在冲积扇形成和发育过程中，由于沉积物堆积

速度和盆地沉降速度不同，可以使冲积扇砂体发生

进积和退积或侧向转移过程。

堆积速度>盆地沉降速度，进积，自下而上由细

变粗的反旋回层序。——进积型

堆积速度<盆地沉降速度，退积，自下而上由粗

变细的正旋回层序。——退积型

二、沉积模式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退积型干旱冲积扇沉积的正旋回沉积序列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举例：杨柳庄剖面侏罗系八道湾组下段

砾石分选极差八道湾组底部全景-冲积扇扇中-扇缘-冲积平原

扇中 扇端 冲积平原 河道

杨柳庄剖面八道湾组下段以
冲积扇相为主，向上过度为辫状
河沉积，发育大量砂砾岩体，粒
径较大，磨圆-分选较差，多为不
稳定堆积，反应近源快速堆积。



冲
积
扇
裙

三、沉积组合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沉积体系：同一物源、
同一水动力系统控制，
成因上有联系，沉积体
或沉积相在空间上有规
律的组合。

三、沉积组合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三、沉积组合

1、冲积扇——扇三角洲组合：冲积扇入湖（海）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三、沉积组合

2、冲积扇+风成砂+（干）盐湖组合：干旱气候条件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三、沉积组合

3. 冲积扇+辫状河+曲流河+三角洲组合

第三节 冲积扇沉积模式



一、岩性特征
◆砂、砾岩为主，含碳酸盐、硫酸盐等矿物。

二、结构标志
◆成熟度低、粒度粗

扇根到扇缘分选和磨圆逐渐变好，粒度逐渐变细。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跳跃总体发育差或整体呈略向上拱弯弧状。
◆C—M图：平行于C＝M基线为主。

第四节 古代冲积扇的鉴别标志



三、 沉积构造标志

◆ 泥石流沉积—块状、递变层理

◆ 河道沉积—砾石叠瓦状排列、不明显的平行和交错层理

◆ 筛状沉积—块状构造

◆ 漫流沉积—平行、交错、块状、水平层理、变形构造及暴露构造

◆ 常见冲刷—充填构造

◆ 泥质表层发育泥裂和雨痕

四、颜色标志

◆ 粗碎屑岩杂基和泥质沉积物多带有红、黄、棕红等氧化色。

五、生物化石标志

◆ 几乎不含化石，很少含有机质

六、垂向层序

◆ 一般为向上变细变薄的正旋回，扇根→扇中→扇缘

第四节 古代冲积扇的鉴别标志



◆

红—

杂
基
颜
色
红

◆
差—

分
选
、
磨
圆
差

◆

粗—
岩
性
粗

第四节 古代冲积扇的鉴别标志



1.反映构造运动

2.灾害预防

第五节 冲积扇的研究意义



◆ 油气储层
◆ 克拉玛依油田二叠系-三叠系为一套巨厚的棕红色砾岩，厚300－
2500m；为冲积扇环境的产物。

◆ 扇中砂砾岩粒度适中，分选稍好，胶结疏松，孔隙性和渗透性较
好，作为油气储层，形成油田。

第五节 冲积扇的研究意义



第一节 概述

➢ 冲积扇的概念★★★

➢ 冲积扇的形成条件★★

第二节 沉积类型

➢ 冲积扇的沉积类型与特征★★★

第三节 沉积模式

➢ 冲积扇的亚相划分★★★★

➢ 退积型冲积扇的沉积模式★★

➢ 沉积体系的概念★★

第四节 鉴别标志

➢ 古代冲积扇的鉴别标志★★★★★

第五节 冲积扇的研究意义

本章重点：

预习下一章

河流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