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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达成，实现生态环

境的协调发展，核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铀资源为核能发展的基础，能否通过铀矿找矿工作

保障天然铀供应，是关系到核能是否能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问题。川井坳陷落实了铀矿产地，成矿条件

优越，但物探工作程度薄弱，研究各次级构造单元

的分布及砂体特征对铀矿找矿具有重要意义。地震

勘探在划分构造单元和砂体的分布特征方面应用

最为广泛、效果最好，但成本较高。

川井坳陷多为近源沉积（彭云彪等，2018），
基底与沉积盖层相比呈现出明显的高阻特征，砂、

泥岩电阻率差异不大，应用电磁法难以准确识别

砂、泥岩，但大规模砂体和泥岩相比呈现出相对中

阻电性特征。CSAMT 法能够识别成规模的砂体和

基底埋深，且该方法施工方便，效率较高，在铀成

矿评价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构造单元特征

通过 CSAMT测量得到了一条跨越川井坳陷的

反演电阻率断面（图 1）。断面平距 0~19000 m位置，

大致对应地质图中白音查干凹陷，断面图整体上呈

现出“上低下高”电性特征，顶部相对低阻电性层推

断解释为白垩系，底部相对高阻电性层推断解释为

前白垩纪基底。平距约 8000~14000 m 位置，基底

出现明显抬升，显示出白音查干凹陷中存在隐伏的

凸起，该隐伏凸起在平距约 13000~14000 m埋深最

小，约 200 m。整体上白音查干凹陷基底埋深在

200~700 m 之间变化；断面平距 19000~23000 m位

置，大致对应地质图中巴音杭盖凸起，该凸起基底

埋深较浅，平距 20500~23000 m区段埋深约 100 m；

平距约 23000~48000 m位置，大致对应地质图中包

龙凹陷，其中平距约 23000~29000 m位置，低阻电

性层出现明显跌落，显示出包龙凹陷北部存在一次

级凹陷，埋深大于 1200 m，砂体较为发育，呈现出

“双断”特征；平距约 29000~48000 m位置，低阻

电性层由北向南由 350~800 m缓慢变厚，显示出包

龙凹陷南部为斜坡带，与白云鄂博隆起呈断裂接

触，呈现出“单断箕状”特征。

2 砂体特征

川井坳陷赛汉组砂体主要分布于白音查干凹

陷和包龙凹陷，这两个凹陷的赛汉组砂体具有明显

差异（图 2），从反演电阻率断面分析，包龙凹陷赛

汉组砂体反演电阻率一般大于 40 Ω·m，整体呈现出

相对中高阻电性特征，反映出包龙凹陷中的砂体粒

度较粗，以粗砂岩、砂砾岩为主，物源较近。结合

地质资料分析，包龙凹陷中赛汉组砂体为一套干

旱、半干旱气候下快速沉积的冲积扇相砂体。白音

查干凹陷砂体反演电阻率一般为 15~30 Ω·m，整体

呈现出相对中阻电性特征，反映出白音查干凹陷中

的砂体粒度较细，以中、细粒砂岩为主，物源相对

较远。结合地质资料分析，白音查干凹陷中赛汉组

大规模的砂体为一套辫状河三角洲相砂体，以辫状

河三角洲前缘相砂体为主。

3 钻探验证

在 E22K03线平距约 6600 m、27800 m 附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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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了 SZK828-328、WZK3-1 号钻孔，验证了下白垩

统赛汉组砂体的推断解释（图 2）。
钻孔 SZK828-328在深度 4~258.2 m处揭露到

砂体，反演电阻率断面推断解释的砂体底板埋深为

270 m，误差约为 4.57%；钻孔在深度 286~706 m处

揭露到砂体，测井电阻率呈相对高阻特征，该钻孔

未能完全揭露推断解释的砂体，揭露砂体顶界面

286 m与反演电阻率断面推断砂体埋深 310 m较为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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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SAMT反演电阻率断面及地质推断解释图：1—白垩系+古近系；2—前白垩系基底；3—地质界线；4—推断断层

图 2 研究区不同凹陷砂体特征图：1—推断砂体；2—钻孔及测井电阻率曲线

262


	Bookmarks
	Bookmarks
	261~262-140-李英宾-2
	基于CSAMT测量的川井坳陷构造单元
	及砂体特征�
	1  构造单元特征
	2  砂体特征
	3  钻探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