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章 三角洲相

第一节 三角洲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第三节 扇三角洲

第四节 辫状河三角洲

第五节 古代三角洲沉积鉴别标志

第六节 三角洲与油气的关系



第一节 三角洲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第一节 三角洲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1）含油气盆地中最重要的沉积体系之一
（2）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研究的经典之作（1921--1944）

三角洲的定义：三角洲是河流在一个稳定的水体中或紧靠
水体处形成的、部分露出水面的一种沉积物(巴雷尔,1912）

第一节 三角洲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一、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长江三角洲：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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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0-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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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三角洲是印度恒河三角洲:宽320km，长500km，面积
7万多平方公里。分属孟加拉国和印度。下游分流水道有8条。
河口部分有大片红树林和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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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强建设型鸟足状三角洲，每百年向墨西哥湾
推进10k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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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威特布尔干油田为世界上第二特大油田，其可采储量为
94亿吨。

⚫ 委内瑞拉马拉开波盆地玻利瓦尔沿岸油田，为世界第三特
大油田，它们的主要产油层均属三角洲沉积。

⚫ 我国大庆长垣三角洲、东营三角洲等。

◆ 三角洲是含油气盆地中最重要的沉积体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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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三角洲的形成发育过程实质上是分流河道不断分叉和向海方

向不断推进的过程。在河流入海（湖）的河口附近，由于海底
坡度减缓，水流分散，流速突然降低，大量底负载物质便堆积
下来；形成河口砂坝或分流河口砂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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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口沙坝和河道分岔的形成

水下浅滩

→河口沙坝

→水流分岔

→分流河道

→次级河口砂坝

→三角洲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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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 新形成

废弃

新形成

（2）决口扇的形成和三角洲的延伸

➢洪流冲决天然堤，沉积物淤积而呈决口扇滩，三角洲扩大。
➢河水冲决天然堤，取道新河床入湖（海）,旧三角洲废弃，新的发育。
➢3、三角洲废弃和发育相互转化，交替出现，形成三角洲复合体。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平原由7个三角洲叶体连接叠合而成。
➢黄河河口现代三角洲由9期亚三角洲依次叠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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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三角洲5000－6000年以来的发育过程；由7
个三角洲叶体连接叠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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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是在河流与海洋的汇合地区，在河流作用与海

洋（或湖泊）作用共同影响和相互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沉

积物堆积体系。在平面上呈三角洲形状。

这个体系受河流、海洋共同作用，可以从陆上一直延续到水
下，所以它们属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过渡环境和过渡类型的沉
积体。三角洲环境包括陆上和水下两部分沉积区。

三角洲的增长和向海的推

进可以较快，例如长江每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m，

黄河则为300～400m。

三、三角洲形成的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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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角洲形成的控制因素：

三角洲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控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1、河流的作用：河流的流量和输砂量是形成三角洲的

物质基础。流量和输砂量越大，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的比值

越高，越有利于泥砂在河口的堆积，即有利于三角洲的形成。

2、蓄水体（海、湖水体）的密度与河水密度的差异：

河水密度小于或等于蓄水体的密度，有利于三角洲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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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蓄水体密度与河水密度的差异，三种水流扩散方式

➢ （1）河水密度>蓄水体密度

➢高密度流动

➢沿底部呈平面喷流形式，浊流。如大陆坡海底峡谷中的高密度

浊流在深海底形成海底扇即属于此类型。

第一节 三角洲沉积环境特点及沉积作用



➢ （2）河水密度＝蓄水体密度

➢等密度流动

➢属轴状喷流，辐射状扩散。河流进入淡水湖泊，就会出现这种
情况，从而形成湖泊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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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河水密度<蓄水体密度

➢低密度流动

➢属严格的平面喷流类型，表面的面状流动。通常发生在河流入
海处，形成以河流作用为主的海成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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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蓄水体的水动力作用：

波浪、潮汐、海流等；

强度弱，有利与三角洲形成。

4、河口区海底地形：

坡度缓，水体浅，有利于三角洲的形成和保存。

5、蓄水盆地的构造特征：

主要是蓄水盆地的稳定性和沉降速度；

稳定、沉降缓慢有利于三角洲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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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形成的其他因素：
决口扇的作用（转移的突破口）。

天然堤的作用（保驾护航）。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主河道也可以回到原来三角洲废弃的地

区，产生新的三角洲，最后形成三角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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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角洲主要类型
1、按河流和海洋作用的强弱程度：

破坏性三角洲（阶段）←建设性三角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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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alloway (1975)

➢ 河控三角洲

（鸟足状、朵状）

➢ 浪控三角洲

➢ 潮控三角洲

2、按河流、波浪、潮汐
的相对强度分为：

河控三角洲

浪控三角洲
潮控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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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河控） 尼罗河三角洲（浪控）

湄公河三角洲（浪控） 尼日尔河三角洲（浪控、潮控）



a.鸟足状三角洲

又叫舌形或长形三角洲，是最典型

的高建设性三角洲；

分流河道、河口坝指状延伸；

有广阔的三角洲平原和较发育的滨
海沼泽。

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1）河控三角洲
河流输入泥砂量大，波浪、潮汐作用微

弱，河流的建设作用远远超过波浪和潮汐的
破坏作用的条件下形成的。

2、按河流、波浪、潮汐的相对强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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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朵状三角洲

具有弧形海滩岸线，席状砂发育；
分支河道与岸线垂直；
如黄河、滦河、多瑙河、尼日尔河三角洲。

尼罗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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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状三角洲：黄河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平均每年
海岸向前推进0.15km；黄河极高的含沙量、快速的淤积和频繁
改道导致三角洲全面向海推进，从而形成朵状的的三角洲。

1995. 10. 041991. 0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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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浪控三角洲

海洋的波浪作用大于河流的作用。

特征：鸟嘴状三角洲，海滩砂或障壁砂坝发育，分流河道不

发育。河口两侧海滩、砂嘴、砂坝等砂体往往平行海岸线。

如：法国罗纳河、埃及尼罗河、意大利波河、巴西圣弗朗西

斯科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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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潮控三角洲——潮汐作用为主的破坏性三角洲。
外形受港湾控制——港湾型三角洲；
常发育裂指状潮汐砂坝；
如珠江、鸭绿江、辽河三角洲、巴布亚湾三角洲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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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三角洲沉积区与物源区的关系、三角洲平原河流类型以
及三角洲沉积物的粗细，将三角洲划分为：

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正常三角洲（薛良清，1991）。
然后再在正常三角洲中划分出河控、浪控和潮控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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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三角洲亚、微相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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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平原亚相

三角洲前缘亚相

前三角洲亚相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一、河控三角洲沉积特征

根据沉积环境和沉积特征，
可划分为3个亚相：



1、三角洲平原亚相：

水面以上至分流河口。

包括：分支河道、天然堤、决口扇、沼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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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平原沉积特征：

与曲流河、网状河

沉积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性，

差别在于：分支河

道与沼泽沉积发育，且

河道顺直；砂质沉积与

泥炭、褐煤共生。

各微相特征：

（分支河道、天然堤、

决口扇、沼泽等。 ） 巴西亚马逊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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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河道

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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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洲
平
原
沉
积
特
征

跃Ⅳ-2（N1
1）：两个完

整的正旋回

浅北4-2井（N22）：含砾砂岩

跃Ⅱ264井（E3
1 ）：砂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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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洲
平
原
沉
积
特
征

沙纹交错层理

垂直生物钻孔

辛23井2555m，灰色泥岩含炭屑

辛23井2548.4m，杂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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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角洲前缘亚相

海（湖）平面以下，浪基面以上，三角洲沉积的主体地带。

也是三角洲最活跃的沉积中心，从河流带来的砂、泥沉积物在

河口与海洋结合部位迅速地沉积。由于受到河流、波浪和潮汐

的反复作用，砂泥经冲刷、簸扬和再分布，形成分选较好、质

较纯的砂质沉积集中带，构成了良好的储集层。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包括：水下分

支河道、水下

天然堤、支流

间湾、分支河

口沙坝、远沙

坝、席状砂等

微相。



（1）水下分支河道微相
陆上分流河道的水下延伸部分，向前逐渐消失。
沉积物：具河道沉积特征，但沉积物略细，以砂、粉砂为主；
构 造：小型交错层理、波状层理、冲刷-充填构造、层内变

形构造；
平面及垂向上：垂直流向剖面上呈透镜状，周围为细粒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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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下天然堤微相

天然堤的水下延伸。
沉积物：极细砂、粉砂，少有粘土；
构 造：小型流水层理、复杂交错层理，变形构造发育，

无陆上暴露构造；
生 物：含水生生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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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流间湾微相

分流河道之间的海（湖）湾。较静水。
沉积物：泥，含泛滥沉积的粉细砂薄层；
构 造： 水平层理为主；
生物化石：水生生物；
垂向上：发育在前三角洲泥岩或三角洲前缘砂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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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支河口沙坝微相

河口处，新月型、朵状、条状等。三角洲最主要的砂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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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厚层--厚层砂、粉砂；
结构：分选较好；
构造：（向河口）槽状、楔状交错层理、砂纹层理；

（向海）浪成砂纹层理；
垂向：明显的反旋回。

（4）分支河口沙坝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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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远沙坝微相
河口沙坝前方靠海的部分，近浪基面。
沉积物：粉砂为主，含细砂、粘土。
构 造：中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包卷层理、浪成交错层理、

生物扰动构造等。
垂向层序：前三角洲泥质沉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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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状砂坝

➢高建设性三角洲向海推进，砂质堆积迅速，水下分支河

道、水下天然堤、分支河口砂坝、远砂坝连结结合成指

状或鸟爪状砂体

——高建设性三角洲前缘亚相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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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角洲前缘席状砂（在浪成三角洲中更发育）

河口砂坝受波浪、沿岸流的改造，围绕三角洲前缘呈席

状、带状展布。浪成三角洲中更发育。

沉积物：分选很好的砂。

构 造：浪成交错层理、低角度交错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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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控三角洲—前缘席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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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三角洲亚相
浪基面以下，静水。与正常海（湖）相沉积过渡。

沉积物：暗色粘土、粉砂质粘土。
构 造：水平层理、生物扰动、上部沉积物的滑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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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相由陆向海方向为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前三
角洲。随沉积环境变化，沉积物和生物特征也发生规律性变化：

➢ 粒度由粗变细；
➢ 植屑和陆上生物化石减少，而海相生物化石增多；
➢ 底栖生物的扰动程度增加；
➢ 多种类型的交错层理变为较单一的水平纹理；
➢ 有机质含量增高，颜色变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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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角洲沉积相组合及垂向层序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沉积序列具有三个特点：

①在粒度上为从下向上
呈由细变粗的反旋回沉积，
但在层序的上部可局部出
现次一级下粗上细的正韵
律。

②海陆相生物化石混生
或交互出现。下部海生生
物化石多，上部植物化石
多，甚至出现炭质泥岩或
煤层。

③水流波痕和浪成波痕
及其分别产生的交错层理
共生。

河控三角洲的垂向序列（据孙永传，1985）



◆垂向沉积序列： 下细上粗的进积型反旋回沉积序列

1 2 3 4

逆粒序结构（三层结构）形成的原因：三角洲的进积

三角洲的“三层结构”

平面变化 对应 垂向变化

顶积层

前积层

底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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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什托洛盖盆地J2x三角洲前积层理-前积纹层,指示古水流北西-南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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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前缘末端沉积

河口坝

天然堤

分支河道

分支河道

分流间湾

三角洲前缘

横山无定河剖面侏罗系延安组完整的三角洲前缘沉积序列

垂向上，自下而上泥质
含量减少，砂质含量增
多，砂体规模增大。

以深灰色泥岩为主，
顶部夹薄层粉砂岩

灰色细砂岩，未见层
理发育，透镜状

灰色中薄层粉砂质泥岩

底部为大套中厚层中砂岩，
发育板状交错层理，向上岩
性变为细砂岩、粉砂岩

灰色泥岩

三角洲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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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粒序结构（三层结构）形成的原因：三角洲的进积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三角洲的进积——前积式向海推进

同期异相——每两个等时线间所限制的前积层，包含同
一时期形成的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和前三角洲三
个不同的沉积亚相

异期同相——同一亚相是不同时期形成的该亚相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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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浪控和潮控三角洲沉积特征

1、浪控三角洲

三角洲前缘被波浪改造，发育分选好的海滩砂脊。
沉积构造：冲洗交错层理发育，分流河道、河口坝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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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潮控三角洲

三角洲平原、前缘的分流河道，同时也是潮汐水道。

分流河道内具有海相生物碎片、潮汐层理、羽状层理等。
分流河道间发育潮坪沉积；三角洲前缘发育潮汐砂脊。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一、扇三角洲概念和形成条件
Holmes（1965）最早提出:扇三角洲是由邻近高地推进到海、

湖等稳定水体中的冲积扇。 Nemec等（1988）《扇三角洲：沉
积学和构造背景》中认为扇三角洲是由冲积扇提供物源，主要
发育于水下或完全发育于水下的楔形沉积体，是活动的冲积扇
与水体（湖、海）之间的沉积体。

于兴河（2002）：以冲积扇为物源而形成的近源砾石质三
角洲。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现代实例



郑408古冲沟

坨121古冲沟

盐18古冲沟

盐16古冲沟

东营凹陷北部陡坡带基岩古地形图

断陷湖盆陡坡带由于断裂活动强烈，物源供给充足，常发育沉
积厚度大、相带窄、相变快、岩性粗而杂的扇三角洲沉积反。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的形成条件：

（1）地形高差大、构造活动强烈、盆地斜坡陡、气候干

旱、物源充足、近源快速堆积。

（2）常与同沉积期大型断裂带相伴。

扇三角洲相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二、扇三角洲的一般特点

1、水动力特征：

阵发性洪流为主体，具有

复合型水动力机制，兼具牵引

流和重力流沉积特征。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特点：
（1）向陆方向通常以

断层为界；

（2）砂、砾粗碎屑比

例较大；

（3）纵向上楔形，平

面扇形，向盆地方向变薄、

变细；

（4）相变比较快；

（5）单个扇三角洲层

序向上变粗；

（6）规模常较小（几

到几十km2，有的不到

lkm2 ），成群出现。



紫红色泥砾 递变层理，砾岩氧化圈前缘，平行层理

2．沉积物成分和结构特征

➢ 粗—砂砾粗碎屑比例大、粒度粗
➢ 高—泥质含量高
➢ 差—分选性和磨圆度较差
➢ 低—成分和结构成熟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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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模拟实验室
长30m，宽10m，高1.4m；1个固定出水口，潜水泵为1个活动出水口；水

池一侧有固定斜面，坡度14°，含砂水流从斜面上向下流动。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平原

前缘

前缘斜坡

前扇三角洲

实验开始100分钟发育情况 实验220分钟发育情况



三、扇三角洲亚相沉积特征

扇三角洲平原：以牵引流和沉积物重力流的粗粒沉积物为特征，
砂和砾互层，具不明显的平行层理或交错层理，分选差，具砂质
基质。

扇三角洲前缘：牵引流构造很发育，常见大、中型交错层理；

前扇三角洲：以不规则分布的泥、砂和砾石的透镜状层为特点。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1、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扇三角洲的陆上部分，辫状河道沉积为主，常含泥石流沉积。
沉积物：砂砾岩、杂色泥岩；
结 构：分选差，成熟度低；
构 造：较大型交错层理，平行、块状层理，暴露成因构造；
沉积微相：辫状分流河道、辫状分流河道间（漫滩沼泽）。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平原泥石流沉积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平原辫状分流河道微相 永1-24井2374.55m
正粒序，砾石据氧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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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三角洲平原漫滩沼泽微相
（辫状分流河道间） 永1-24井2373.95m

块状紫红色粉细砂岩

永1-24井2369.7m
块状紫红色砂质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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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扇三角洲前缘亚相
扇三角洲最主要的沉积相带，也是砂体最发育地区。牵

引流沉积构造发育。发育四个微相：
➢ 水下分流河道
➢ 水下分流河道间
➢ 河口沙坝
➢ 前缘席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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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下分流河道微相：

陆上辫状河道的水下延伸，向前变浅、消失，最主要的微相类型。
沉积物：砾岩、砂岩。
结 构：较陆上分选好。
构 造：板状、槽状交错层理，平行、粒序、块状层理，无暴露构造。
垂 向：多层叠置的正韵律。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2）水下分流河道间

沉积物：灰、灰绿色粉砂质泥岩，或薄层砂岩。

构 造：水平层理、中小型层理、变形构造常见。

垂向上：常被分流河道冲刷。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3）河口沙坝
前提: 河道相对较稳定，故一般不发育。
沉积物：砂为主，厚度较大。
结 构：分选较好。
构 造：反粒序层理、平行层理、中小型交错层理、低角度

交错层理、无明显冲刷构造、变形构造、扰动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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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1-5井，块状含油砂
岩

滨420井，脉状、波状
、透镜状层理

实验模拟

扇三角洲前缘
河口沙坝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4）前缘席状砂
位于河口砂坝侧方或前方，波浪和沿岸流改造分流河道和

河口坝，使沉积物重新分配，形成厚度薄的席状砂体。
沉积物：砂岩、粉砂岩，层薄。
结 构：分选较好，
构 造：小型交错层理、波状层理、生物潜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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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扇三角洲

浪基面以下的较深水沉积。

沉积物：泥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油页岩；浊积扇砂体

颜色：灰色、灰黑色；

构造：波状、水平层理；

生物化石：丰富，含介形虫、鱼类等化石；

前扇三角洲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沉积特征（据顾家裕，1984）



四、垂向层序

完整的建设型扇三角洲
层序自上而下为：

—扇三角洲平原砂砾
岩和砾岩；

—扇三角洲前缘河道
砂岩、含砾砂岩；

—扇三角洲前缘末端
粉、细砂岩；

—前扇三角洲泥岩

第三节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与三角洲的区别：

1.地形坡降大，是三角洲的几～几十倍。

2.陆地方向为冲积扇，甚至直达山根。

3.岩性粗，砂砾岩发育。

4.水下河道更发育，但河口坝发育差。

5.常成群出现，纵剖面楔状，尖灭快。

6.面积相对较小，一般几～几十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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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

Mcpherson(1987)提出，指辫状河前积到停止水体中

（湖、海）形成的富含砂和砾石的三角洲。

陆相盆地中很常见。

一、概念和形成条件

2、形成条件：

➢ 气候条件：受季节性洪水作用控制，半干旱-半潮湿的气

候利于发育。

➢ 与源区的距离：海/湖与源区的距离适中；

➢ 地形条件：坡度较陡的地带，如湖盆的陡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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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积特征与相模式

➢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
➢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 前辫状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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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辫状河三角洲平原

区分扇三角洲与辫状河三角洲的关键之一。

以典型的辫状河沉积为主，常见砾质，也有砂质。
有相对稳定的主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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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辫状河道沉积
以河道沙坝侧向迁移加积而形成的沉积物为主；

沉积物：较粗，以杂色砾岩、含砾砂岩及砂岩；

结 构：成分和结构成熟度较低；

构 造：冲刷面，大、中型板状和槽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

垂 向：多个向上变细的正粒序透镜状砂体叠置。

形 态：下凸上平的透镜状，岩层向两端收敛变薄、尖灭。

（2）冲积平原/越岸沉积
洪水期，水体漫越河道，在河道两侧形成一些积水洼地，

发育细粒物质沉积。

沉积物：河漫沉积的杂色泥岩、粉砂岩。可含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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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包括：水下分流河道、分流河道间、河口沙坝、远砂
坝、席状砂等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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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下分流河道：
前缘的主砂体，是平原亚相辫状河道入海（湖）后在水

下的延伸部分，沉积物在前缘亚相占90%以上。

沉积物：较粗，颗粒支撑砂砾岩为主；

结 构：成分和结构成熟度较低；

构 造：冲刷面，大、中型板状和槽状交错层理，平行

层理；

垂 向：多个向上变细的正粒序透镜状砂体叠置。

单一透镜状砂体由下向上，细砾岩-含砾中、粗

砂-中、细砂岩，厚度一般0.5-2m，少数可达5m。

形 态：下凸上平的透镜状，岩层向两端收敛变薄、尖

灭。

2.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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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下分流河道间：水下分流河道间的漫溢沉积。
岩性：暗色泥岩、含粉砂泥岩、含泥粉砂岩；
构造：水平层理、小型槽状交错层理；
形态：透镜状；

（3）河口沙坝：
因水下河道频繁的侧向迁移，河口坝不发育或规模小。
岩性：中、细粒砂岩，局部含砾山岩；
构造：反粒序层理，平行层理和中型交错层理；
垂向：反旋回；

（4）远沙坝和席状砂：
前缘末端受波浪和沿岸流改造沉,横向延伸远,范围广,

厚度薄。
岩性：粉砂岩和细砂岩组成；
结构：结构成熟度较高；
构造：反粒序层理，沙纹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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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辫状河三角洲：

岩性：暗色泥岩、含粉砂泥岩；
构造：水平层理、滑塌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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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其他扇形砂体的关系

扇三角洲（主要为靠山型，包括所谓的水下冲积扇）

冲积成因砂体类型与湖岸线位置示意图吴崇筠（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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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源：辫状河三角洲由辫状河为供源，短流程；而

正常三角洲以曲流河为供源，流程长。

（2）沉积物：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的分流河道具辫状河的

特征，碎屑颗粒较粗，砂、砾含量高（正常三角洲以砂、粉

砂为主）；河道砂体无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

（3）微相：辫状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发育，而河口

坝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与正常三角洲有较大区别。

（4）规模：辫状河三角洲的个体比正常三角洲要小，但

经常成群分布，尤其是地形坡度较陡时。

辫状河三角洲与正常三角洲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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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状河三角洲的沉积特征介于正常三角洲、扇三角洲沉积特征之间。

第四节 辫状河三角洲相



第五节 古代三角洲沉积鉴别标志

一、岩性

➢砂岩、粉砂岩、粘土岩

➢平原亚相常见泥炭或薄煤层

➢没有或只有极少砾岩和化学岩

二、结构

➢成熟度较高；

➢由陆向海，碎屑粒度和分选性变细变好

三、构造

➢板状和槽状交错层理、水平层理、波状和透镜状层理

➢流水和浪成波痕

➢冲刷—充填，变形构造、生物扰动



四、生物化石

➢海生和陆生生物化石混生

➢海生生物化石多出现在层序的下部，向上减少；

➢陆生生物化石向上增多。

五、垂向层序

➢复合旋回沉积层序（主体反旋回，顶部三角洲平

原分流河道沉积为下粗上细正旋回）

六、砂体形态

➢平面——朵状、指状

➢纵剖面——帚状

➢横剖面——透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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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油条件

➢ 前三角洲亚相泥质岩是有效的烃源岩——颜色深，厚度大，分布

广，堆积速度快，有机质丰富——水体较深，埋藏后处于还原环

境，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和向烃类转化。

➢ 储集条件

➢ 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分流河口砂坝、远砂坝、席状砂等，也包括

三角洲平原亚相分流河道砂岩，具良好的储集物性。

➢ 砂体与前三角洲亚相紧密相邻，且位于烃源岩的上方，或被生油

岩穿插包围，对早期油气充注，保存孔隙十分有利。

➢ 盖层条件

➢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间泥质沼泽沉积和海进阶段形成的海相粘土

岩，可作为良好的盖层和隔层。

第六节 三角洲与油气的关系



东营三角洲：

➢ 自沙三下－沙二段沉积时期不断向前推进，最大覆盖面积达4300km2

（约占凹陷面积80%) 。
➢ 三角洲前缘特别发育，占三角洲分布范围的60～88%，沉积厚度300～

400米，>80%是厚层砂岩，砂岩单层厚度达50米。

第二节 三角洲沉积特征

东营凹陷沙河街组沉积期东营三角洲分布图



对比分析三角洲、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的分布位置、形成
条件、亚相类型、沉积特征、鉴定标志等等！！ ★★★★

一、三角洲相
➢ 主要类型★★

➢ 亚相类型及特征★★★★
➢ 相模式和相层序★★★★
➢ 鉴别标志★★★
➢ 与油气的关系★★

二、扇三角洲相
➢ 概念★★
➢ 亚相划分★
➢ 相模式和相层序★★ ★★

三、辫状河三角洲相
➢ 概念★
➢ 亚相类型及特征★★

本章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