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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南地区孔二段受到沧东断层、徐西断层等活动影响，地层结构遭受强烈的改造，原有湖盆结构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隆起区构造单元富泥质沉积，凹陷构造单元富砂质沉积，成为研究区孔二段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成为研究的

难点。本文通过对研究区孔二段沉积厚度、岩相、沉积相、构造分析以及等时地层格架下的沉积体系展布规律分析等，

对孔二段沉积时期湖盆结构进行了恢复，改变了以往认为孔店期为断陷产物的认识，得出孔二段沉积时期，湖盆总体

为坳陷盆地，现今处于盆地中心的孔店隆起构造带为孔二期的古湖盆中心和沉降中心。这一结论对认识黄骅坳陷孔

南地区盆地演化，成因机制和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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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始新世以来，黄骅地区南部首先发生裂陷‘卜3]，

使得孔南地区以发育古近纪早期沉积孔店组为特

征‘4J。孔店组孔二段是该区的主力生油岩系，其中

所夹砂岩是主要的储集岩系。孔店组沉积之后，强烈

的沙河街期裂谷作用改造了孔店期的古地理、古构造

格局，使孔二段被强烈掀斜，断块化。随着孔南地区

油气勘探的不断深入，查明孔二段沉积期湖盆结构，

恢复该时期的古地理面貌是当前该区地层一岩性油

气藏勘探的核心任务。

    归纳前人研究关于孔二段的湖盆结构和古地理

格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孔二段沉积时期

为断陷湖盆，当时的古地理格局类似现在所表现的盆

地格局，即东西两侧为深凹陷，中部的孔店构造带为

古隆起，该观点主要注意到了目前所表现断陷盆地格

局；第二种观点认为孔二时期孔南地区为一个坳陷湖

盆，该观点认为中部孔店构造带是后期相对隆起的，

在孔二段沉积时期是湖盆的中心地带，该观点的主要

依据是沉积物粒度的变化及地层厚度的变化。目前

存在的两种观点，均缺少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系统的

论述。孔二段的古地理格局如何，严重制约着进一步

的油气勘探。本文在基准面旋回等时地层对比格架

等方面的基础上，恢复了孔二段时期的古地理格局及

古地理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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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孔南地区构造简图

Fig.1 Structural sketch map of Kongnan area



1  区域地质背景

    孔南地区位于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东南部——

孔店凸起以南、灯明寺以北，受西部沧东断层，东部徐

西断层所控 制的广袤地 区。走 向北 东，宽 40~

60 km，长约120 krri[5]，面积4 700余 krr12。古近系孔

店组是该区主要的生油岩和储集层，区内分布有孔

店、枣园、王官屯、舍女寺、段六拨、小集等油田‘引。

（图 1）

    孔二段地层厚度 400余米‘副，以暗色泥岩、油页

岩为主，油页岩含量 占泥质岩石总量的一半，是孔南

地区主要的生油岩层‘副。夹少量粉砂、中砂岩，局部

夹基性喷出岩‘副，成为良好的储集层，是该区岩性油

气藏发育的重要层段之一。

2 孔二段旋回划分
    孔二段至下而上可以划分为 4个不同的岩性组

合单元：E砬、E磋、E磋和 E磋。E磋和 E磅为砂体主要

的富集层段；E砬和 E矗：以泥为主，只在局部地区存在

厚度不等的砂岩层（据大港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根据 Cross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原理，以岩心、

三维露头、测井和高分辨率地震震剖面为基础‘n101，

将基准面的一个上升与下降旋回称为一个沉积基准

面旋回[11,12]，并将地层划分为短期、中期、长期旋回

三个级次进行等时地层对比。孑L二段相当于一个长

期旋回，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完整的中期基准面旋

回：旋回 I( K2Cl)和旋回Ⅱ(KIC2)。旋回 I上升半

旋回( K2CIU)相当于 E磋和 E砬下部，地层为明显的

退积叠加样式；旋回 I下降半旋回( K2CID)相当于

E砬上部和 E琏，地层叠加样式发生的改变，为明显进

积叠加，显示基准面下降过程；旋回 Ⅱ上升半旋回

( K2C2U)相当于E砬底至油页岩顶，广泛发育的厚层

油页岩指示基准面上升至最大；旋回 Ⅱ下降半旋回

( K2C2D)相当于 Ek;油页岩之上的部分以及孔一段
枣五油组底部，构成完整下降半旋回（图2）。

3  孔二段主要沉积构造特征

3.1  中部沉积厚、四周沉积薄

    孔南地区孔店组的沉积中心靠近沧东断裂根部

的沧洲市附近，向东南方向变薄呈楔形体‘5]。而发

育于孔店组早一中期的孔二段厚度显示沿盆地轴部

的王官屯一沈家铺一风化店一带较大，向两侧如沧东

凹陷，官东一带厚度明显减薄。沧 14位于沧东凹陷

    图2 孔南官东地区孔二段标准柱状图

  Fig.2  Standard histogiam of Member 2,Kongdian Formation,

    Guandong area

北部 ，孔二段厚度仅有 328 m，而位于孔店隆起构造

带主体 的官 130厚 519 m，官 181为 423 m。枣 45-

官 994地震剖面是一条垂直边界断层 ，并通过沧东凹

陷一孔店隆起构造带一徐西凹陷的剖 面（图 3）。剖

面显示孔二段厚度在孔店隆起构造带达到最厚 ，向沧

东断层及徐西断层两侧减薄。女 89-王 22-1为一条

垂直边界断层走 向的剖面（图 4），剖面显示处于盆地

中心的官 126和官 181沉积厚度最大 ，靠近沧东断层

的女 89和靠 近徐西断层 的王 22-1厚度较小。由此

可见 ，孔二段具有 中间隆起带沉积厚 、两侧凹陷沉积

薄的特点 ，与整个孔店组 的厚度变化趋势差异 明显。

3.2 边部富砂、中部富泥

    砂岩的厚度及粒度对认识湖盆结构具有重要的

指示意义。录井 、岩心资料显示 ，靠近两侧边界断层

砂质富集 ，如 王 22-1，孑L 19，枣 64等 ，含 砂率 多 在

30010以上 ；靠近沧东断层的舍女寺地 区也是砂岩富集

区。而位于孔店隆起构造带主体则 以细粒沉积为主 ，

如家 6、官 101、官 181、官 185等均为厚层暗色泥岩及



油页岩。另外，图3显示处于盆地中心的官126和官

181沉积薄层细砂、粉砂岩，向女89和王22-1砂岩含
量明显增多。由此叮见，孔二段砂岩具有两侧凹陷富
集，向中央隆起构造带减少的趋势（图4）。

    图3 过枣45--官994井地震剖面

Fig.3   Seismic section crossing Well 2a045-Guan994

    图4 女89-王22-1连井相剖面图

Fig.4  Sedimentary facies sect.ion crossing Well Nu89-Wang22-1

3.3 广湖盆相带特征

    湖？白相在孑L南地区孔二段广泛发育。岩心描述
显示，官998、小7、官984、家6等发育深湖一半深湖

油页岩以及暗色泥岩沉积。三角洲相是研究区孔二
段另外一种重要的沉积相类型，也是砂体的主要赋存
形式。官984、乌参 1、女72等井发育三角洲前缘砂

体。图4显示，三角洲相在靠近边界断层的凹陷中较

为发育，如女89井及王22-1井，而处于湖盆中心的
孔店隆起构造带发育了深湖、半深湖及少量的滑塌重
力流沉积及三角洲前缘远端席状砂沉积，如官 126、

官 181及王l井主要为深湖一半深湖沉积，夹有少最

的远端席状砂和滑塌重力流沉积。由此可见，孔二段
沉积时期主要发育了湖泊相及三角洲前缘沉积，伴随

发育前三角洲沉积及滑塌重力流沉积，三角洲平原在
研究区不发育。
    综上，孔二段具有广湖盆沉积特征，湖盆范围大
于现今由沧东断层和徐西断层所控制的盆地区域。

陆源碎屑物由四周向中部注入，处于盆地中部的孔店

隆起构造带为远离物源的泥质沉积，边缘相在盆地内
不发育。



3.4 孔店隆起构造带后期形成

    孔店隆起构造带是由孔东断层和孔西断层所控

制的相对隆起区。隆起主体孔二段地层发育齐全，显

示并未遭受剥蚀或产生沉积间断，只是相对于两侧深

洼的局部隆起。孔店隆起构造带主体和两侧，孔二段

以及孔一段下部地层厚度没有明显变化；孔一段上部

开始断层下盘沉积厚度明显大于断层上盘，显示孔东

断层、孔西断层在直到孔一上段发育时期才开始活

动，并控制沉积；在孔二段发育时期，孔东、孔西断层

还未开始活动，孔店隆起构造带也还未形成。

3.5 边界断层未控制孔二段沉积

    富砂沉积靠近沧东断层及徐西断层，向盆地内沉

积物粒度逐渐变细（图 4），说明物源区靠近边界断

层，沉积相研究表明以三角洲的形式向盆地注入；孔

二段向边界断层减薄，存在尖灭的趋势（图3），证明孔

二段沉积中心及湖盆中心位于盆地中部，靠近边界断

层为相对隆起区；边缘相在研究区不存在，可推测边缘

相（河流相或三角洲平原）发育在边界断层之外，后期

受断层切割并遭受剥蚀。由此可知，边界断层在孑L二

段沉积时期并未开始发育，未控制孑L二段沉积。

4 沉积体系展布特征
4.2 旋回沉积体系分布特征
4.2.1 K2CIU沉积体系展布

    K2CIU沉积时期为湖泛初期，水体较浅，沉积物
粒度在整个孔二段中最粗，且粗粒沉积物在该时期分

布最广。研究表明该时期湖盆地势较为平坦，两侧垂
向水流同时发育，在中部产生交汇。该时期靠近两侧

以滨浅湖一三角洲沉积体系为主，中部局部发育深
湖一半深湖沉积以及水下扇沉积。主要发育北部枣

网三角洲体系，东部王官屯三角洲体系，南部乌马营
三角洲体系，西部舍女寺三角洲沉积体系（图5）。
4.2.2    K2CID沉积体系展布

    K2CID相对 K2CIU水体较深，可容纳空间扩
大，垂向水流影响范围明显缩小，官128、家6、小7等

井沉积厚层暗色泥岩及油页岩，将东部物源，西部物
源以及南部物源分隔开。该时期湖盆发育深湖一半

深湖一三角洲一水下扇沉积体系。主要发育北部枣
园三角洲体系，东部王官屯三角洲体系，南部乌马营

三角洲体系，西部舍女寺三角洲沉积体系（图6）。

图5  K2CIU沉积相分布平面图    图6 K2CID沉积相分布平面图
Fig.5   Sedimentary facies of K2CIU    Fig.6   Sedimentary facies of K2CID



4.2.3     K2C2U沉积体系展布

    可容纳空间尽一步扩大，后期达到最大，同期湖

盆范围也达到最大。早期在边部发育少量砂质沉积，
后期为厚层油页岩、暗色泥岩沉积。该时期湖盆以深

湖一半深湖沉积为主，三角洲在盆地边缘局部地区发

育前缘一前三角洲沉积。主要发育南部乌马营三角

洲体系，西部舍女寺三角洲沉积体系（图7）。

4. 2.4    K2C2D沉积体系展布

    湖盆开始萎缩，下部沉积以暗色泥岩为主，上部
出现少量薄互砂质沉积，为滨浅湖一深湖、半深湖一

三角洲沉积。主要发育南部乌马营三角洲体系，西部

舍女寺三角洲沉积体系（图8）。

图7 K2C2U沉积相分布平面图

Fig.7  Sedimentary facies of K2C2U

图8  K2C2D沉积相分布平面图

Fig.8  Sedimentary facies of K2C2D

5  湖盆结构恢复

    综上所述，孔二段现今构造及沉积相模式具备以

下特征：(1)两侧地势低洼，沉积薄，为富砂的主要区

域；(2)中央隆起，沉积厚度大，主要为泥岩、油页岩

沉积，夹少量薄层细、粉砂岩；(3)孔东、孔西断层 f二、
下盘地层厚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图9）。

    图9 孔二段现今构造形态

Fig.9   Current structure shape of Member 2,Kongdian Formation



    恢复孔东、孔西断层，将孔二段顶面拉平后，沉积
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1)孔东、孔西断层未控制孔

二段沉积；(2)孔二段底呈现出平缓，并向两侧隆起

的“锅底状”形；(3)两侧粗粒沉积显示为隆起区，中
部泥岩、油页岩等细粒沉积为坳陷区（图10）。

    孔二段沉积原始盆地构造形态具有以下特征：
(1)沧东、徐西断层作为孔南地区的控盆断层在孔二

段沉积时期并未发育，未控制+L=段沉积；(2)孔二
段发育时期盆地为坳陷湖盆，盆地中心为当时湖盆沉
降中心，孑L店隆起构造带并未发育；(3)孔二段发育

在大湖盆时期，边缘相处于两边界断层之外，湖盆范

围及沉积区远大于现今由沧东、徐西断层所控制的区
域（图11）。

  图10 孔东、孔西断层恢复，孔二段顶拉平后沉积构造形态

Fig.10   Structure shape of Member 2 based on leveled the top surface

    图1 1  孔二段原始构造形态恢复

Fig. 11    0riginal structure shape of Member 2,Kongdian Formation

6 结论
    (1)孔二段沉积时期 ，中央孔店隆起构造带并不

存在 ，盆地 中心为当时的湖盆中心及沉降 中心 ；(2)

边界断层并未控制孔二段沉积 ，湖盆为以坳陷盆地为

主；(3)湖盆范围大于由沧东断层和徐西断层所控制

的盆地区域 ；(4)边缘相发育在两边界断裂之外 ，后

期受断层切割 ，致使研究区孔二段整体缺少边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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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stablishment of Basin Framework on Member 2 0f Kongdian

                Formation in Kongnan Area, Huanglwa Depression

                CHEN Chang-wejl  XUE Lin-ful  XU Xing-kel  YAN  ing-hual
                                                                   (1.  College of Errth Sdence, Jinlln Uldvertdty,  CluuWchun 130061 ;

                                      2.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dtute of Dagana Ofl Fidd, Wtudln 300280)

Abstract   Member 2 0f Kongdian Formation( Ek2)  has been changed by lots of faults, such as Cangdong fault and

Xuxi fault, etc.  It greatly changed the original basin framework.  Black mudstone and oil shale appeared on the uplift,

while, stratum rich in gritstone detected in the Sunken area, a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become difficult to re-

search.  Based on the equitime stratigraphic contrast, 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hickness, lithofacies, sedi-

ment facies, structure and sediment system of Member 2 0f' Kongdian Formation, conclus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the

lack basin was depress basin, simultaneously, Kongdian uplift belt exis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basin now was the cen-

ter of the lack basin and depocenter during the deposition of the Member 2.  These conclusions are significant for clear-

ing the basin evolution, its origin,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Key words   Member 2 0f Kongdian Formation, depressional basin, basin framework,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