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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境内的河流众多，仅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千米以上的就有
1500多条，主要河流多发源于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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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山区河流



网络资源：黄河第一湾”



一、河流沉积过程

河流是陆地表面上有经常或间歇水流流向湖泊和海洋的线

形天然水道，也是陆地上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侵蚀、搬运和沉

积地质营力。

⚫河流的侵蚀作用使河谷不断地加深拓宽,使河床左右迁移。

⚫河流源源不断地把沉积物由陆地搬运到湖泊和海洋中去。

⚫河流在搬运过程中，河流同时形成了广泛的沉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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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沉积过程影响因素：

◼地形坡度

◼沉积物类型

◼输砂量

◼河水流量和流态

◼植被等多种因素

若其他因素相对不变，则水流流态会影响沉积物的搬运

和沉积。常见的水流流态包括：

◼层流

◼紊流

◼横向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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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河流，在河道的几何形态、横截面特征、坡度大小、

流量、沉积负载、地理位置、发育阶段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因

素通常作为河流类型划分的依据。

1.按地形及坡降——山区/平原

山区河流:坡降大、河岸陡、河谷深；河道直、支流少；水流急、粒度粗。

平原河流:高差小、坡降小、河道弯曲、支流多；水流缓、粒度细。

二、河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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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河流的发育阶段

幼年期:河流上游,多为山区河流；

壮年期:河流中游,形成泛滥平原；

老年期:河流下游,靠近湖\海岸边。

支流汇成主流
侵蚀为主

泛滥平原
侧向侵蚀
沉积作用

网状分叉
沉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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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河道分叉和弯曲状况分类（拉斯

特,1978）：

◼ 标准

• 河道分叉参数：每个平均蛇曲波长

中河道沙坝的数目

<1，单河道； >1，多河道

• 河道弯度指数：河道与河谷长度比

<1.5，低弯度； >1.5高弯度

◼ 类型

➢平（顺）直河 单河道、低弯度

➢曲流河 单河道、高弯度

➢辫状河 多河道、低弯度

➢网状河 多河道、高弯度

河道

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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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河道的形态

（a）顺直河；（b）曲流河；（c）辫状河（d）网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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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状河

曲流河

网状河

4. 以河流负载类型及搬运方式划分(Galloway,1977）

以河流负载类型及搬运方式划分河流类型，这种分类有

助于恢复古代河流的沉积环境，因为古代河流的弯曲度难以

直接判别，而负载类型与河流沉积的层序结构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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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流的主要特征



安多县位于羌塘高原，青海、甘
肃、四川和西藏接壤的高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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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滩

心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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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剖面下石盒子组孤立曲流河河道砂体

河流相是河流沉积环境及其沉积物特征的综合。不同类

型河流的沉积环境及沉积物特征有所不同。上述河流分类是

基于对现代河流观察的结果，而古代河流早已消失，留下的

只是一套河流相地层记录，如何开展相应的沉积相分析，就

必须要以现代研究为基础，建立相应的河流相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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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黑岱沟山1段，辫状河、曲流河河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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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特征：

主要出现在平原地带；

水流强度中等，有侧向侵蚀
及垂向、侧向加积；

一、曲流河沉积特征及沉积模式

凸岸：边滩

侧向加积

凹岸：

侧向侵蚀

➢ 单河道,弯曲度>1.5；

➢ 河道较稳定,宽深比低；

➢ 侧向侵蚀和加积作用使河床

向凹岸迁移,凸岸形成点沙坝；

➢ 河流的中下游。

曲流河是最常见的河流类型，

也是研究程度最高的一类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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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亚相

河床滞留沉积

边滩沉积

堤岸亚相

天然堤

决口扇

河漫亚相

河漫滩

河漫湖泊

河漫沼泽

牛轭湖亚相

（二）亚相划分及特征

根据次一级环境及其沉积物特征不同，将曲流河相划分如下：

曲流河相沉积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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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床亚相/河道亚相
河床：河谷中经常流水的部分，即平水期水流所占的最低

部分。
（1）河床滞留沉积：

上游搬运来的或就近侧向侵蚀河岸形成的砾石等粗碎屑物
质滞留在河床底部，堆积成不连续的、厚度较薄的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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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底滞留砾岩
（胜2井 1651.16m ）

侧向侵蚀河岸形成的泥砾



河流沉积底部滞留沉积
1—下伏沉积岩层；2-河流沉积砂岩；3—下伏沉积岩层的砾石

◼ 沉积物：粗，多为砾石和含砾粗砂岩，中细粒砂岩较少。
时有垮塌或冲刷泥砾。砾石成分一般较复杂。

◼ 结 构：分选和磨圆较差；
◼ 构 造：明显的冲刷—充填，可有叠瓦状构造，最大扁平面
◼ 倾向河流上游。
◼ 横向上：透镜状、席状。
◼ 垂向上：位于河流沉积的最底部，底界与下伏地层之间为一

个明显的侵蚀面。

（1）河床滞留沉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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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砂、滞留沉积、冲刷面
（丰10井；1434.15-1435.5m和1461-1468.5m）

岩性突变冲刷面河床滞留沉积

河道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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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滩（点沙坝、曲流沙坝）沉积
曲流河中最重要的砂体类型

河道凸岸侧向加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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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流河的横向环流与边滩（点砂坝）形成

弯道离心力
——壅水

横

向

环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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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滩沉积特征 沉积物：以砂为主

成分成熟度较低

结 构：跳跃和悬浮总体

跳跃组分为主

分选和磨圆中等

构 造：大中型槽状、

板状交错层理，

平行层理

垂 向：向上粒度变细；

层理规模变小

横 向：板状、透镜状

平 面：带状、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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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滩的侧向加积具有间歇性。

➢ 相邻的边滩侧积体之间常具泥质披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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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质边滩
湖南澧水河中的砾石质边滩

大奎山石盒子组奎山段大型板
状交错层理（边滩）沉积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准格尔旗黑岱沟剖面山西组
中砂岩，平行层理



2、堤岸亚相
发育在河床沉积的上部，属于河流相的顶层沉积。

与河床沉积相比，岩石类型简单，粒度较细，小型交错层理为主。

进一步可分为天然堤和决口扇两个沉积微相。

曲流河相沉积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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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物：粉砂、泥的薄互层，向河道
方向可有细砂。一般单旋回厚几cm--
几十cm。

◼ 构造：小型波状、攀升、槽状层理、
平行层理，顶部可有水平层理、暴露
构造。

◼ 垂向：边滩沉积之上

◼ 剖面：楔形

◼ 平面：豆荚状

（1）天然堤

洪水期河水溢出河床，粉砂、泥沿河床两
岸迅速堆积所形成的平行于河床的沙堤。

凹岸天然堤发育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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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口扇
洪水冲决天然堤，沙、泥物质在其外侧堆积形成的扇形沉积体。

沉积物：细砂、粉砂，较天然堤粗。
构 造：中小型交错、波状层理，冲刷--充填构造。
垂向上：上下均为河漫泥质沉积。单旋回厚十几cm-几米。
剖面上：透镜状。
平面上：舌形或扇形。
垂向上：正粒序。

小型决口扇 曲流河相沉积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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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扒楼沟剖面山西组，河流相决口扇沉积



3、河漫亚相

位于天然堤外侧，源于洪水期河水泛滥沉积的结果。地势低

洼、平坦，洪水泛滥期间，水流漫溢天然堤，流速降低，使河

流悬浮沉积物大量堆积。

按淤水程度，分为：

河漫滩：洪水期有水，平水期

无水；

河漫湖泊：始终有水，来自地

表及地下（河道补给）；

河漫沼泽：潮湿气候，低洼积

水，植物、泥炭、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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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特征
◼沉积物：粉砂岩、泥岩；河流相中粒度最细的部分
◼构 造：水平或波状层理
◼垂向上：位于河道亚相或堤岸亚相之上

◼ 河流快速侧向迁移，天然堤发育不良
◼堤岸亚相和河漫亚相无法区别，统称泛滥平原沉积。

3、河漫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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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化石层
丰气1井,1719.16米

炭质页岩、介壳
丰气1井,1719.2米

河漫湖泊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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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废弃河道沉积，平面上牛轭形，沉积物小范围分布。主要是
洪水期带来的细粒物质，如粉砂和泥质等。小型湖泊淤积产物。

4、牛轭湖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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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主要为细粒的粉砂和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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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的积水河道

➢ 废弃作用：串沟取直,曲颈取直

➢ 沉积特征

沉积物：粉砂、粘土

构 造：交错层理、

水平/块状层理

垂向上：

串沟取直——与早期废弃河道

沉积渐变；

曲颈取直——与早期废弃河道

沉积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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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流河垂向沉积模式（沃克，1976）：
四个单元（由下至上）——

泛滥平原沉积
天然堤沉积
边滩沉积

河床底部滞留沉积
河流沉积的“二元结构”概念：

堤岸亚相、河漫亚相
（顶层沉积，垂向加积）

+

底部滞留沉积、边滩沉积
（底层沉积，侧向加积）

顶层沉积和底层沉积的垂向叠置构成了曲
河流沉积的“二元结构”。

顶层沉积和底层沉积厚度近于相等，或前
者大于后者，是曲流河沉积的重要特征。

（三）曲流河沉积的垂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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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黑岱沟山1段，河流相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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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三、辫状河沉积特征及其沉积模式

弯度指数≤1.5、河道分岔数＞1

特征：坡降大、河道宽、水浅、流急、河道迁移迅速。

主要发育河床亚相（河床滞留沉积和心滩），其次为

泛滥平原。

河道沙坝（心滩）发育—区别于曲流河的典型特点。

心滩
心滩

新疆，安集海河

心滩

心滩



（1）双横向环流－形成心滩的水动力基础

◼ 地形坡度差异—导致心滩向下游方向迁移。

心滩上游方向较陡，沉积物较粗，遭受侵蚀作用，下游方向较平
缓，发生沉积作用

（2）洪水期

◼ 大范围沉积被后期水流所冲刷、切割

（一）心滩（河道砂坝）的形成

低水位期，心滩出露水面，形成固定的河心冲积岛，或称江（河）心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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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滩的沉积特征

心滩沉积是辫状河沉积的主体

沉积物：砂砾，少有泥质加积

结 构：成分和结构成熟度低

粒度概率曲线为三段式

构 造：大型槽状/板状/楔状交错层理

不同时期沉积层间有冲刷面。

平面上：上游沉积物较粗，遭受侵蚀

下游沉积物较细，发生沉积

垂向上：不明显的向上变细正粒序

横向上：单个透镜状，多彼此冲刷相连，

“砂包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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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滩的分类

史密斯(Smith, 1974)根据地貌形态\大小\与河岸的关系

把心滩划分为4种类型：

纵向沙坝、横向沙坝、斜向沙坝、江心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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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床滞留沉积
出现在河床底部，其上发育心滩
砂、砾岩为主，泥砾发育
块状层理，正粒序层理—水流能力减弱

◼ 辫状河中，天然堤、决口扇、泛滥平原、牛轭湖沉积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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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概括出大家认同的辫状河模式

◆ 加拿大魁北克省泥盆系巴特里角辫状河
垂向序列为代表：
◆ G—模糊不清角度平缓的交错层理砂岩
◆ F—波状交错层理粉砂岩和泥岩互层
◆ E—大型水道冲刷充填交错层理砂岩
◆ D—小型板状交错层理砂岩
◆ C—板状交错层理砂岩
◆ B—清楚槽状交错层理粗砂岩
◆ A—不清晰的槽状交错层理含砾砂岩
◆ SS—含泥砾的粗砂岩和砾质砂岩，与下

伏地层呈侵蚀接触

◆ 二元结构
◆ 底层沉积

◆ SS-河床滞留沉积
◆ A-E：心滩沉积

◆ 顶层沉积：F—泛滥平原沉积

（三）辫状河的垂向层序

加拿大魁北克省泥盆纪
辫状河沉积的垂向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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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结构特点：
◆ a.二元结构中
◆ 底层沉积发育，
◆ 顶层沉积不发育,

◆ 下粗上细特征不很
明显

◆ b.砂砾沉积为主

◆ c.大型单向流水交错
层理为主

（三）辫状河的垂向层序

加拿大魁北克省泥盆纪
辫状河沉积的垂向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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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状河“二元结构”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四、网状河沉积特征及沉积模式

河道坡度小，水流能量低。

河道、湿地等环境为主，天然堤、决口扇不是很发育。

河道侵蚀能力弱，以垂向加积为特征，长期稳定。

泛滥平原或湿地面积达到60-90%。

各沉积相在垂向上增生、叠加。



1.河道沉积

沉积物：砂为主

结 构：跳跃组分

构 造：槽状交错层理 平面上：带状、网状

剖面上：砂体厚、窄，多层叠置的透镜状

垂向上：垂向叠加为主，少有侧向加积

2.湿地沉积

沉积物：富含泥炭的粉砂、粘土

横向上：“泥包砂”

河道沉积

河道间湿地沉积
网状河相模式

河道狭窄，水
深较大，河道宽深
比小。单条河道在
平面上呈鞋带状，
横剖面呈厚而窄的
透镜体，泛滥盆地
或湿地占了大部分
面积。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包括6个沉积微相：河道相、天然堤相、决口扇相、泛滥湖
泊相、岸后沼泽相和泥炭沼泽相。前三个相主要与河道有关，
后三个相为湿地环境。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五、河流的沉积组合
山区冲积扇、辫状河—平原曲流河（网状河）—三角洲，
构成冲积沉积体系



辫状河与曲流河的比较：

1)二元结构顶底层厚

度不同；

2)沉积物粒度不同；

3)沉积构造规模不同。

“泥包砂” “砂包泥”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曲流河的正旋回，“泥包砂”



辫状河的“砂包泥”



辫状河、曲流河、网状河沉积特征对比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 岩性：砂岩、粉砂岩为主；泥砾—河床滞留
⚫ 成分：成熟度低，长石砂岩、岩屑砂岩；砾岩复成分
⚫ 结构：分选差至中等；粒度概率曲线两段式，跳跃总体发育；

C—M图呈S形，有较发育的PQ、QR、RS段。
⚫ 构造：槽状、板状交错层理，上部波状层理、上攀交错层理；

流水不对称波痕；砾石叠瓦状排列；侵蚀-冲刷构造；
暴露构造。

⚫ 生物化石：破碎的植物枝、干、叶；硅化木。
⚫ 垂向层序：二元结构（曲流河-沙少泥多，辫状河-沙多泥少）
⚫ 砂体特征：平面上：条带状、树枝状；

横剖面：曲流河—透镜状或板状
辫状河—心滩砂体呈透镜状成群出现
网状河—“墙式”

第三节 古代河流鉴别标志

一、鉴别标志



➢ 储集层
垂向上：边滩或心滩砂质岩
横向上：透镜砂体中部

➢ 岩性圈闭、地层-岩性圈闭、构造—岩性圈闭

➢ 渤海湾盆地上第三系馆陶组：
✓ 济阳坳陷古近系馆陶组油气藏多处于凸
起或构造带高部位的储集体中，一般为
河流相砂砾岩体。

✓ 胜利油田孤岛油田和孤东油田

第四节 河流沉积与油气的关系



油气成藏模式

前

第

三

系

沙河街组

Ⅲ砂组

Ⅱ砂组

Ⅰ砂组

馆

上

段

明 化 镇
组

油气来源于四扣洼陷，主要是通过义东断层、
不整合面运移而来。

河流相储层横向变化较大。

油藏类型主要为地层超覆油藏。

油气主要受古地貌背景、地层超覆边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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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河流沉积与油气的关系

馆陶组下段普遍发育河流相厚砂层(俗称馆陶“块砂”)，
厚度为300一600m，该段砂岩单层厚度大而集中，中间泥岩隔层
薄，分布范围小，砂岩物性好。



第一节 河流沉积过程及分类

➢ 河流的划分方案及依据（拉斯特（Rust,1978）的

划分方案）★★

第二节 河流的沉积模式

➢ 曲流河的亚相、微相划分与沉积特征★★★

➢ 曲流河的垂向沉积模式（二元结构）★★★★

➢ 辫状河的亚相类型与特征★★★

➢ 曲流河与辫状河的区别★★★★

第三节 古代河流的鉴别标志

➢ 古代河流的鉴别标志★★★

第四节 河流相与油气的关系★

本章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