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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盆细粒重力流沉积作用过程及甜点层发育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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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石油是中国石油储量和产量的主要贡献

者，陆相石油的勘探对象经历了湖盆区外粗粒沉积

储层为主、湖岸线附近粗-中粒沉积储层为主的常

规石油，正在向湖盆区内细粒沉积储层为主的非常

规页岩油气全面迈进（图 1）.深湖区发育的以粉砂、

泥质粉砂、粉砂质泥、黏土和有机质为主的细粒重

力流沉积物（粒径<0.0 625 mm），是形成深水（湖）

细粒沉积的重要搬运和沉积作用方式（Boulesteix
et al.，2019），也是陆相页岩油气富集高产的重要储

集甜点层类型（图 1）.深入研究湖盆细粒重力流体

系沉积特征和发育机制，系统认识深湖环境细粒重

力流体系沉积作用及演化，不仅对深入理解细粒重

力流体系形成的特定地质条件及沉积作用过程、促

进湖盆细粒重力流沉积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而

且对湖盆区内页岩油气甜点层预测、富集区评价意

义重大 .

1 核心内容

湖盆内发育的细粒重力流与深水陆棚相比存

在以下 3个方面的差异：（1）由于湖泊水域的有限

性，湖平面变化对全球性洪泛事件、缺氧事件反应

更为敏感 .加之湖水比海水密度小，洪泛导致的异

重流在湖盆比深水陆棚更容易发生（Mulder et al.，
2003）.缺氧和洪泛事件造成的湖盆油页岩与细粒异

重流沉积互层主要发育在特定层序的水进体系域

而不是低位体系域（Feng et al.，2021）；（2）湖盆具

有多物源供给特点，盆缘发育三角洲，来自盆内和

盆外的细粒重力流沉积物厚度薄、规模小，但重力

流事件发生频次高，沉积物累计厚度大；（3）湖盆古

地貌比陆棚更为复杂，湖泊细粒重力流体系更容易

受古地貌的控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湖盆内粗粒重

力流体系已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Zou et al.，2012；
Dodd et al.，2022），但限于湖泊细粒重力流沉积作

用及其控制的复杂性和与深水陆棚的差异性以及

资料的局限性，湖盆内细粒重力流体系的研究与深

海陆棚相比，研究尚不深入 .
系统梳理导致深湖内发育细粒重力流体系的 2

个基本科学问题：一是细粒重力流搬运和沉积作用

过程是什么？二是细粒重力流体系是如何影响页岩

油气甜点层发育的？针对制约细粒重力流体系沉积

作用过程及页岩油储集甜点层预测的关键问题，建

议开展以下 6个方面的攻关研究：（1）细粒重力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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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岩相、岩相组合的识别和沉积作用过程的研究；

（2）细粒沉积体系基本建造单元和沉积单元的识别

和研究；（3）细粒重力流体系的地震沉积学、地震地

貌学研究和描述；（4）细粒重力流体系发育的影响

因素分析；（5）细粒重力流体系沉积物搬运过程探

讨及沉积模式建立；（6）细粒重力流体系沉积作用

对页岩油气储集甜点层和富有机质页岩层发育的

影响研究 .

2 科学价值

湖盆细粒重力流沉积作用过程及甜点层发育

机制研究，具有 2个方面的科学价值：（1）湖盆细粒

重力流体系发育的特定地质条件下，重现搬运细粒

沉积物及其沉积作用过程，揭示细粒重力流体系在

湖盆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对湖盆细粒沉积学科

的重大发展和创新；（2）揭示细粒重力流体系沉积

作用过程中、影响页岩油气甜点层和富有机质页岩

层形成的控制机制，可在根本上为湖盆区内页岩油

气优质源储组合的预测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

3 发展应用前景

湖盆区内非常规页岩油气是我国今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油气勘探生产的主要接替领域（贾承造

等，2018；邹才能等，2022；杨智等，2022）.湖盆细粒

重力流体系沉积特征、搬运和沉积作用过程的探

索，湖泊细粒沉积模式约束下的页岩油气甜点层展

布规律的揭示，对提高湖盆区内页岩油气储集甜点

层的预测精度，减少钻探的盲目性，进一步有效指

导和推动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渤海湾、四川等

盆地页岩油气勘探生产的突破，具有极其广阔的发

展空间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

图 1 坳陷湖盆粗粒常规和细粒重力流非常规储层分布模式（据邹才能等，20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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