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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ocene in Huanghekou Area was a withering period and the depressional lacustrine basin was charac-
terized by tectonically stable and slow subsidence; a large-area with shallow water and gentle topography; stable pro- 
venance and weak separation and well development of rift and strong fragmentation.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d sub- 
divide sequences using the traditional well-seismic data combination method.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bdivision of se- 
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withering period of a continental lacustrine basin was proposed by using the multi-method 
and technology. Specifically the method is according to the cycle analyses, consul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unconformity of 
seismic and drilling well and logging data, considering the drilling well-seismic combination, through the plane network 
closure of the interpretation results of sequence surface from seismic, drilling well and logging data, and the check of 
rationality of sequence subdivision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ubdivis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In the Miocene of the Huanghekou Area, 4 third-order sequences and 8 systems tracts were subdivided. The sequences 
are obviously developed with inheritance and difference. The “sub-sag” and “valley”, biasing with the Miocene fault, 
are conducive to the enrichment of sandbodi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acro-distribution of sandbod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matches well with the faults and that the exploration of shallow systems has a giant potential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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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口地区新近纪坳陷湖盆萎缩期具有构造稳定、沉降缓慢；盆大水浅、地形平缓；物源稳定、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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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弱；断裂发育、破碎性强等特征。导致钻测井、地震不整合特征不明显，因此运用传统的井震结合开展层序

识别和划分难度较大。论文提出了以旋回分析为主、界面识别为辅、地震–钻井结合为统一，结合层序发育的

规模、层序内部构成的异同来印证层序划分合理性的多技术、多方法联合的层序地层学研究。最后通过对关键

界面(层序及体系域界面)井震结合的平面“网络”闭合解释和误差来评价层序划分的质量。据此将黄河口地区中

新统划分了 4 个三级层序、8 个体系域。各三级层序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差异性。“洼陷”和“沟谷”有利于富

集砂体，且展布方向与区内新近纪断裂斜交，预示了各沉积时期发育的浅水三角洲砂体与断裂体系有很好的匹

配关系，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远景。 

 

关键词：渤海湾盆地黄河口地区；中新世；坳陷湖盆萎缩期；层序地层学 

1. 引言 对其进行的层序地层学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人们主

要通过地震资料建立宏观背景，开展钻测井、露头层

序作为其结合，同时用古地磁、同位素、旋回地层学

等标定时间及时间间隔，达到相互之间的耦合[9,10,13, 

15]。但是层序地层学概念模式在那些处于萎缩期、构

造稳定、沉降缓慢、地形平缓、坡度小、发育准平原

沉积的浅水湖盆中又如何应用呢？ 

层序地层学理论是在研究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海

相地层基础上提出的[1]，经过众多地质科学家的研究

工作[2-8]，其理论和方法体系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建立

了成熟的海相层序地层模式，并在油气勘探开发中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层序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引

入我国后，在指导陆相盆地油气勘探的过程中，发现

来自海相盆地的层序地层学理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的陆相盆地。因此，广大地质工作者结合我国不同类

型的陆相盆地沉积和层序特征，建立了陆相盆地地层

格架和模式，并探索总结出我国陆相盆地层序地层的

研究方法[9-14]。作为陆相盆地类型之一的坳陷湖盆， 

黄河口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的东南部，夹持在渤

南低凸起、莱州湾北部低凸起之间，面积约 3300 km2[16] 

(图 1)。凹陷在经历古近纪裂陷作用后，新近纪以稳定

裂后沉降为主，发育馆陶组和明化镇组，其中中新世

包括馆陶组和明化镇组下段。近年来的勘探研究发

现，中新世渤海湾盆地周边水系非常发育[17-20]，尤其 
 

 
Figure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cation and tectonic subdivision of Huanghekou Area 

图 1. 黄河口地区位置与构造区划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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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盆地的西半环有众多河流携带大量的碎屑物质流

向盆地。新近纪的湖泊不同于古近纪的湖泊，通过馆

陶组沉积时期的准平原化作用已经被填平补齐，至明

化镇组沉积时期盆地过渡为坳陷萎缩期。对于那些具

有坡折带的盆地(如准噶尔盆地侏罗系)以地震出发，

对其开展地震、钻测井、露头、古生物等多位一体的

层序地层研究是十分可行的。但渤海湾盆地新近纪具

有：1) 构造稳定、沉降缓慢[16,19]；2) 盆大水浅、地

形平缓；3) 物源稳定、分割性弱；4) 断裂发育、破

碎性强等特征。灰绿色泥岩(还原环境)和棕色泥岩(氧

化环境)的频繁交付反应了湖平面浅且进退频繁。此外

特殊的地质条件决定了传统层序划分依据识别困难
[20]：古生物指标藻类含量相对低，丰度不足以显示湖

平面的变化；岩性组合上为砂泥互层，少有断陷期湖

扩域的大套湖相泥岩；从测井上看 GR 高值和湖扩域

泥岩不具有对应关系；地震不整合特征不明显。因此

运用传统的井震结合开展层序识别和划分难度较大，

论文将以黄河口中新世为例开展多技术、多方法联合

的层序地层学研究。 

2.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层序识别和划分的基础资料来源于黄河口凹陷

约 118 口钻井和大量的二、三维地震数据。其中钻井

的录井、测井数据齐全，约 20 口钻井有详细的孢粉

资料鉴定成果，取样间隔为 20 m。地震数据包括研究

区西南部约 1000 km 的二维地震工区和约 4300 km2

的三维地震工区。 

黄河口坳陷湖盆萎缩期层序划分的原则包括：1)

以旋回分析为主，包括钻井古气候旋回、钻测井沉积

记录旋回、地震反射特征旋回等分析。2) 充分利用现

有资料(以地震、钻测井为主)去挖掘为数不多的不整

合特征，并确定层序界面。3) 考虑钻井和地震各自的

优势，并将二者结合，实现地震–钻井分层的统一。

4) 充分考虑研究区中新世构造沉降、地形地貌、沉积

充填等特征，结合层序发育的规模(本文主要考虑是层

序厚度)、层序内部构成(包含几个体系域)的异同来印

证层序划分合理性。5) 最后通过对关键界面(层序及

体系域界面)井震结合的平面“网络”闭合解释和误差

来评价层序划分的质量。因此在具体层序划分过程

中，以地区钻测井、地震资料为基础并充分考虑二者

之间的协调统一，首先开展古气候、钻测井沉积记录 

及地震反射的长期(大致相当于三级层序)旋回分析，

以确定湖盆萎缩期三级层序发育序列和特征；在旋回

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地震不整合(如上超、顶超等)、

钻测井突变及反/正旋回转换等接触关系的分析，重点

开展各长期旋回转换带附近的不整合面识别，以期达

到旋回与不整合面分析的统一，并通过层序发育规

模、层序内部构成及井震误差统计的分析来进一步验

证层序划分的合理性，为黄河口地区坳陷湖盆萎缩期

三级层序格架的建立夯实基础。 

3. 黄河口地区坳陷湖盆萎缩期三级层序划 
分与解释标准 

3.1. 旋回分析 

不同级别的成因旋回(构造旋回、气候旋回、海(湖)

平面旋回)形成不同级别的沉积旋回，构成不同级别层

序的实体。层序旋回性分析包括钻测井、古气候以及

地震反射结构和构型的旋回性。由于盆地构造稳定、

沉降缓慢、地形平缓、坡度小且物源供应充足，影响

地层发育、沉积构成及其叠置样式的差异更多地受古

气候的影响，进而导致岩性在纵向上的组合差异，并

进一步影响了电测曲线和地震反射在时空上的规律

性变化。 

3.1.1. 气候旋回与层序划分 

相对于海洋背景古气候、古环境演变而言，湖泊

沉积则是地区性古环境、古气候变迁的最佳载体。特

别是那些汇水域小、沉积速率大、水体相对较浅的沉

积盆地，对区域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敏感[21-25]。因此，

气候变化对湖平面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构造活动相对

较弱的坳陷萎缩期湖盆，气候变化也必然是影响基准

面变化和可容纳空间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而影响了盆

地沉积旋回结构。 

孢粉资料是研究区较易获得的、反映地质时期气

候变化的直接证据，其组合的纵向变化反映了古气候

的变化与沉积环境的变迁。从区域上看，渤海新近系

气候变化是从早期的暖温带(馆陶组沉积时期)–中期

湿润的亚热带到暖温带(明下段沉积时期)–晚期的温

带气候(明上段沉积时期)。 

以明化镇组下段为例，明下段下部在继承馆陶沉

积期较为干凉气候基础上略为转暖，植被为较干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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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期植物组合，如桦科 (Betulaceae)、茼麻粉属

(Abutilonacidites)、藜粉属(Chenopodipollis)、蓼粉属

(Persicarioipollis)、拟榛粉属(Momipites)等。明下段中

部植被以较湿润的热带亚热带分子为主，如：枫香粉

属(Liquidambarpollenites)、伏平粉属(Fupingopollenites)、

榆粉属(Ulmipollenites)、菱粉属(Sporotrapoidites)、粗

肋孢属(Magnastriatites)等。明下段上部气候转为干

凉，藜粉属(Chenopodipollis)、蓼粉属(Persicarioipollis)、

禾本科(Gramineae)、桦科(Betulaceae)等常见。 

同时从泥岩颜色变化也可以看出，明下段下部以

棕色泥岩为主，偶夹灰绿色泥岩；中部为灰绿色与棕

色互层，甚至灰绿色为主；上部以棕色为主。氧化色

与还原色的变化规律也表明了湖泊随气候变化从扩

张到萎缩的过程(图 2)。 

从图 2 中可以发现，整个明下段经历了 2 个比较

明显气候旋回，分别对应 2 个三级层序。层序界面对

应于气候干旱–潮湿的转换位置，反映了相对低水位

时期；最大水进面与温湿气候一致，相对湖平面处于

上升阶段。 

3.1.2. 钻、测井旋回与层序划分 

标志井的旋回分析包括录井、测井曲线的旋回分

析。由于研究区物源供应稳定、构成沉降幅度较小，

影响地层叠置样式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来自湖平面

的升降，相对湖平面升降旋回变化必然导致地层发育

呈旋回性变化。在一个三级层序内部，伴随相对湖平

面上升，录井上反映出沉积物粒度向上变细的反旋

回，电测曲线也表现出向上幅值变小的趋势；当相对

湖平面下降时，录井上反映出沉积物粒度向上变粗的

正旋回，电测曲线也表现出向上幅值变大的趋势。 

通过上述旋回分析原则不难发现，黄河口凹陷中

新世一共可以划分出 4 个三级旋回，旋回分界分别对

应层序界面和最大水进面，其中向上呈进积组合模式

的反旋回和正旋回转换带为层序界面发育位置，向上

呈退积组合的正旋回和反旋回分界对应最大水进面

(见图 3)。 

3.1.3. 地震反射旋回与层序地层 

地震反射旋回主要是分析地震反射的波阻特征 
 

 

Figure 2.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cycl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quence in Well W29. The division of climate cycle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alynological assemblages 

图 2. W29 井明化镇组下段钻测井、气候旋回特征与层序的关系分析，气候旋回来自孢粉组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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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iocene cycle analysis of lithology and well logging dat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quence in Huanghekou Area, drilling 

from W22 
图 3. 黄河口地区中新世钻测井旋回分析与层序地层划分，钻井来

自 W22 井 

在纵向上的变化，是沉积旋回在地震反射上的表现。

如图 4 地震剖面上馆陶组–明下段发育 8 套明显的地

震反射波组。 

SB1 为馆陶组与下伏地层之间不整合接触。该界

面与 SB2 之间可分出两套波阻，上部主要表现中低

频、低连续、中振幅、波状反射特征；下部为低频、

低连续、中强振幅、波状–蠕虫状反射。 

SB2 与 SB3 之间明显分出两套波阻，上半部为中

频、中高连续、中强振幅、平行–波状地震反射；下半

部为中低频、中连续、中强振幅、平行–波状地震反射。 

从 SB3 到 SB4 之间也分上下两套波阻，上部中

低频、中连续、中振幅、波状反射；下部低频、高连

续、强振幅、平行–亚平行反射。 

从 SB4 到 SB5 之间也能分出上下两套波阻，上

部为中频、中低连续、中振幅、波状反射；下部为中

低频、中低连续、中强振幅、亚平行–波状反射。 

上述地震反射特征分析表明：同一三级层序内部

具有相似的反射构型。由于沉积时期水体的相对变

化，导致沉积体系差异发育，因此在同一三级层序内，

早期和晚期地层(图 5 中指示的各个三级层序的 TST

和 HST)的地震反射结构则明显不同，如频率表现出 
 

 

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eismic reflection cycle and the third-order sequence and its systems tract. Seismic profile is shown in Figure 1 
图 4. 黄河口地区中新世地震反射旋回性与层序和体系域的关系，地震剖面位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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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onlap reflection of sequence boundaries at the edge of the basin. Seismic profile is shown in Figure 1 
图 5. 盆地边缘层序界面之上的上超地震反射，剖面位置见图 1 

 

明显的低频–高频变化规律，其中一个低频–高频的

完整地震反射波组则代表一个三级层序，而低频与高

频地震反射波组的分界则对应最大水进面。 

3.2．不整合界面识别 

3.2.1. 钻测井界面识别 

通过钻井中的录井资料和电测曲线的特征，在本

地区一共可以识别出两种层序界面接触类型(图 3)。 

首先为突变接触，突变接触又分为两种类型，其

一为界面上覆大套砂岩与下伏泥岩的突变接触，界面

之上电测曲线呈箱型或钟型，这种接触关系往往与构

造层序界面有关，反映了构造运动转换时期对早期地

层的强烈剥蚀，导致下伏地层高水位体系域的缺失，

在本地区主要对应馆陶组的底界，即 SB1层序界面(图

3 中 SQ1 底界面)。另外一种突变接触为下伏砂岩和上

覆大套泥岩的接触，电测曲线表现为下伏地层的漏斗

型与上覆钟型或微齿状低幅度箱型突变接触，反映了

界面在经历早期相对水平面下降后快速的水平面上

升，表现为早期三角洲前缘与晚期滨浅湖泥岩或前三

角泥的突变接触(图 3 中 SQ2 底界面)。 

其次为旋回转换的渐变接触关系，多为下伏地层

向上变粗的反旋回和上覆岩性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接

触，电测曲线表现为界面之下的漏斗型和界面之上的

钟型组合(图 3 中 SQ3、SQ4 底界面)。反映了界面附

近由下之上的深–浅–深的水平面变化特征。 

3.2.2. 地震层序界面削蚀特征不明显，偶见顶超和 

局部上超 

受地质和地貌条件的限制，除了馆陶组底界面

外，黄河口凹陷中新统内部代表不整合特征的削蚀现

象基本不发育。但是在在靠近盆地物源区、盆地边缘

带可见局部的上超和界面之下的顶超(图 5)。尽管这种

地震不整合反射不很常见，但它们那的出现为层序界

面的识别和划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2.3. 最大水进面之上为数不多的下超 

最大水进面在地震上多以 1~2 个连续性好、振幅

强的同相轴构成，界面之上在盆地不同位置可见下

超。黄河口坳陷新近系广泛发育浅水三角洲，受盆地

地质地貌特征的控制尽管与正常三角洲一样，浅水三

角洲也由水上平原、水下平原、前缘、前三角洲等四

个亚相构成。但由于以分流河道为主而河口坝沉积不

甚发育，在地震上难以见到明显的前积现象。故在本

地区通过明显下超反射来确定最大水进面的确有一

定的难度，仅在盆地边缘或顺物源方向可见到为数不

多的下超现象，且下超所反映的前积角度非常平缓，

多呈叠瓦状前积产出(见图 6)。 

3.3. 各三级层序都可以进一步划分2~3个体系域 

在层序地层学中，层序地层单元具有不同的级

别。其中层序(sequence)是三级单元，并被看作是层序

地层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单元。由于层序发育的主控因

素高度复杂，仅仅简单地用全球海平面变化周期是不

能解释的，构造和气候等方面有时可以成为其主控因

素，因此在主控因素不同的地方，层序界面、层序级

别以及层序样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在盆地间的层

序等时对比困难较大。一部分学者[26-30]等强调客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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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downlap reflection. Seismic profile is shown in Figure 1 
图 6. 黄河口地区下超地震反射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1 

 

理关系的思想，可以避开对层序成因机制认识上的无

休止的争论，而是根据客观存在的标准划分层序级

别，因此更为客观，易于使用。同时用时间频率仅作

为层序划分的参考，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从客观物理关系来看，三级层序的本质是：1) 在

外部由不整合面及与之可对比的整合面所围限；2) 在

内部是由不同关键界面所分隔的一个完整的沉积体

系域旋回组成。在三级层序内部一般不可能出现明显

的不整合面，也不可能出现多个完整的沉积体系域旋

回。因此确定三级层序的客观依据包括不整合面级别

和沉积体系域旋回两个方面。 

介于上述分析不难得到以下认识，在一个三级层

序内部依然可以由 2~3 个体系域构成。通过综合地化

分析结果、古生物、地震、钻井、测井等资料，对黄

河口凹陷中新统开展了系统的层序地层划分，划分结

果表明在 4 个三级层序中可进一步细分为 2~3 个体系

域。由于凹陷区地形平缓、缺少坡折带，初始水进面

难以识别，将低位和水进域合并成一个体系域来考虑

(图 7)。 

3.4. 各三级层序的特征、规模都很接近 

Vail 及其工作小组将地层沉积持续时间大小作为

不同级别的层序划分的标准 [1,3]，而 Van Wagoner 

(1988)强调客观物理关系，对于将地层的绝对厚度、

形成时间长度，以及区域和全球成因用于定义层序地

层单位持否定态度[27]。 

但是从地质特征上看本地区具有明显区别于海

相被动大陆边缘的层序特征，同样也不同于我国大多

数陆相断陷湖盆。其相对稳定的构造沉降、平缓的地

形坡度、充足的物源体系使其不同时期地层单元规模

得以均衡发育，其沉积和地层样式连续性和继承性较

强、特征相似。 

从层序划分结果上看，各层序的地层叠置、地震

反射特征等比较相似，且各层序厚度差异较小(图 7)。 

3.5. 网络闭合和误差检查 

井震结合光靠几口关键井，几条典型剖面是不够

的。地层的界面和旋回特征在不同部位，沿不同方向

都会有所不同，地震解释必须要要按一定间距形成规

则测网，以保证层位对比的合理和闭合。对不在测网

上的井加密解释。对钻井要沿不同方向拉连井剖面，

以反映沉积作用的方向性，最好是形成米字型井震结

合剖面网，进行交叉闭合检查。只有在各方向的剖面

对比都合理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地层划分对比方案的

合理性。 

尽管Catuneanu等在 2009年联合国际众多学者对

层序地层的规范化提出了具体建议，并针对不同学派

就层序地层学的术语、工作流程及不同盆地及构造环

境的界面划分和对比提出了新的建议[31]，但是仍然没

有涉及对层序划分结果检验标准的讨论。我们通过对

国内众多盆地(包括珠江口盆地、塔里木盆地、松辽盆

地、渤海湾盆地等)的层序地层研究，越来越觉得质量

检查十分重要。因此层序划分之后，如何达到层序地

层分析过程中的“点、线、面”及多种资料的协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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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through drilling well and seismic data (A) and the thickness of systems tract of 
each sequence (B) 

图 7. 黄河口地区中新世井震结合层序划分(A)和各层序体系域厚度平面展布(B) 
 

一，必须有一套质量监控的方法和标准，才能对层序

地层划分对比的质量有一个科学的评估，使应用者对

其精度和可信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可以正确地应

用。本论文根据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试图提出以下质量

监控原则和标准： 

1) 地震界面检查：要求不整合面和体系域界面特

征清楚，少有串轴现象，断层两盘地层厚度合理。 

2) 单井检查：要求单井剖面、岩心上的不整合面、

体系域界面划分合理，界面附近和层序内相序和沉积

旋回性、阶段性关系合理。 

3) 联井剖面交叉检验：沉积旋回和不整合面、体

系域界面对比的合理性。 

4) 井震结合误差检验：由于受地震资料的分辨率

和声波测井本身品质的影响，井震之间层序划分结果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误差。通过统计钻井分层和地震分

层换算深度的误差，可以把握井震结合一致性的程

度，这是评价层序划分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井震结

合误差分析标准首先适用于生产，其次要充分考虑研

究范围和层序划分级别。通过多年实际工作经验的总

结，并结合生产所需，一般地将区域三级层序界面的

井震误差为 10%~15%，重点地区准层序组界面井震

误差控制在 5%左右(井点位置误差计算方法：井震误

差值/相邻层序平均厚度)。 

5) 等时性检验：检查层序界面与古生物资料、同

位素年龄资料的一致性，特别是跨构造单元时，这一

检验十分重要。 

通过对研究区所有参与井震结合层序划分的钻

井的统计，井震结合的误差小于 10 m 的分层占 45%，

大于 30 m 的只有 8.9%，均在 10%~15%误差范围内，

因此本次井震结合进行层序划分的结果具有较强的

可靠性。 

4. 黄河口凹陷中新世层序地层划分结果及

特征 

通过上述综合分析在新近系共识别出 5 个三级旋

回，根据旋回划分结果并结合关键界面特征分析划分

了 SB00、SB01、SB02、SB0、SB21、SB2 六个三级

层序界面、五个最大水进面。据此将新近纪馆陶组和

明化镇组共划分为 5 个三级层序、10 个体系域(图 8)，

三级层序自下而上分别对应于馆陶组下段、馆陶组上

段、明化镇组下段下部、明化镇组下段上部、明化镇

组上段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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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Miocene comprehensive division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in Huanghekou Area 
图 8. 黄河口地区中新世层序地层综合划分方案 

 

从层序厚度展布趋势上看，层序的分布表现为明

显的盆大水浅、地貌平缓的特征，无明显的坡折带出

现(图 7(B))。 

地层发育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差异性。地层发育

的继承性主要表现为某一时段地层变化趋势的一致

性。从整个中新世地层厚度发育趋势上看，早期(馆陶

组–明下段下部沉积时期)盆地地形(地层厚度趋势)

宏观形态呈北西–南东向，晚期(明下段上部沉积时期)

则为北东–南西向。即馆陶组–明下段下部、明下段

上部沉积时期盆地整体形态分别呈继承性发育，在明

下段下部和上部之交处则差异较大(图 7(B))。 

此外，由于盆地处于整体的构造平稳沉降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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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控制作用较弱。受气候和频繁的湖平面波动的影

响，浅水三角洲沉积体系十分发育[18-20]。早期层序中

砂体相对富集区(如主分流河道砂)可形成后期地层沉

积时期的古地貌高，相反浅湖相泥岩、分流间湾等则

易形成局部低洼和沟谷，而后期砂体主要沉积在这些

局部低洼或沟谷地貌单元里，因此早期层序的沉积作

用为后期地层的沉积可提供良好的地貌背景。中新世

各三级层序的厚度趋势呈北西–南东和北东–南西

两个方向，洼陷和沟谷展布方向与其一致。黄河口凹

陷位于郯庐走滑断裂的转折部位，多条走滑断层穿过

该区，区内构造应力复杂，大量断层发育至新近纪且

主体走向为近东西向[16]，表明不同时期沉积砂体与断

裂体系呈斜交接触，中新世各三级层序发育的砂体与

断裂的匹配关系良好且能形成大量的小型断块圈闭，

或可能形成基于构造背景下的岩性–构造复合圈闭。 

5. 结论 

1) 以黄河口凹陷中新统为例，结合该地区稳定的

构造沉降、平缓的古地貌、物源供给充足等特征，提

出了浅水湖盆坳陷萎缩期的层序划分思路和原则。

即：从旋回分析(气候旋回、钻测井旋回、地震旋回)

分析入手，参考地震、钻测井不整合面识别结果，充

分考虑钻测井–地震的结合，并通过地震、钻测井层

序界面解释结果平面网络闭合和层序划分合理性的

质量检查等来进行综合层序地层的划分和建立。 

2) 实际资料分析表明，黄河口凹陷中新统气候旋

回明显，钻、测井及地震反射旋回清楚，结合钻测井、

地震层序界面识别以及层序内部构成(体系域)和发育

规模等将黄河口地区中新统划分了 4 个三级层序、8

个体系域。 

3) 各三级层序地貌形态呈继承性发育，“洼陷”

和“沟谷”展布方向与区内新近纪断裂斜交，预示了

各沉积时期发育的浅水三角洲砂体与断裂体系有很

好的匹配关系，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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