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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野外观察、薄片鉴定、扫描电镜、阴极发光和物性等资料分析，对南祁连盆地下日哈坳
陷二叠系碎屑岩储层的岩石学特征、成岩作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区碎屑岩主要

由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和长石砂岩组成，主要成岩作用类型有压实作用、胶结作用、交代作

用和溶蚀作用，成岩演化阶段已达到中成岩阶段A期及中成岩阶段B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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