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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石油地质工作面临着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就是要尽快地实现英明领袖华主

席提出的创适烤来个大庆的宏伟 目标
,

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提供更多的能源
,

这就要求我们迅速开辟更广泛的找油找气领域
,

不仅要在陆地上找油
,

而且要在海上和大陆

架以及陆上海相碳酸盐地层中开展石油普查勘探工作
。

这对古生物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

新任务
、

新课题
,

我们一方百要努力提高已有门类的研究水平
,

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和加强海

相地层中的古生物门类及古生态的研究
,

以便更好地为找油服务
。

为此
,

我们对当前古生物

学研究提出下列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一
、

加强海洋
、

海相地层中微体和超微体化石的研究
:

由于以往的找油工作大多以陆相地层为对象
,

古生物学的研究也多集中在陆生门类
,

对

海洋
、

海相微体化石门类研究不够重视
,

今后应开展和加强这方百的工作
,

当前急需开展和

加强以下几个门类的工作
。

1
.

有孔虫

有孔虫是海相地层中最重要的一类微体化石
,

在海洋地质工作中应用也很广
。

它是一种海

生单细胞的原生动物
,

从寒武纪到现代都有分布
。

各个地质时代里的不同的有孔虫化石是海

底和井下海相地层划分和对比的主要依据
。

一般可根据有孔虫的组合进行分带
,

如广东雷州

半岛的上新统 (雷州组 )
,

便可分为下部的
“
瓶节房虫一管葡萄虫组合带

”
与上部的

“

两代

虫一假轮虫组合带
” 。

另外也可根据某些特殊种类分带
,

如西主
、

台湾
、

南海等地丰富的
“
大

有孔虫” 化石就是地层划分的主要依据
。

对一个地区来说
,

甚至同一属的不同种也可作为划

分地层的标志
,

如台湾西卫的第三纪地层 中
,

卷转虫屠自下而上有明显的变化
。

近年来随着

海洋地质的发展
,

浮游有孔虫在地层划分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

由于浮游有孔虫在世界各

大洋分布广泛
,

伫化迅速
,

数量众多
,

而且伫化系列研究得比较清楚
,

现在已经成为海洋地

质划分
、

对比的主要依据之一
。

有孔虫因其分布广泛
,

对环讲反应灵敏
,

现代种类的生态地理分布研究得比较清楚
,

所

以也是研究沉积环讲
,

再造古地理的重要工具
。

首先
,

有孔虫的分布与水深有一定 的 相 关

性
,

不同深度的沉积物 中
,

就有不同居种的有孔虫组合
:

例如
,

滨海浅水区
,

以轮虫类
、

栗

米虫类
、

九字虫类和胶结壳有孔虫为主
;

50 米以外的陆棚区
,

瓶虫类和列式壳类含量增多
;

2 00 以外的大陆坡
,

以浮游有孔虫占优势
;
水深超过 4 0 0 0米

,

银质壳可以溶化
,

又以结构复杂

的胶结壳有孔虫为主
。

因此
,

可以根据种类组合推断有孔虫化石群所代表的古深变
,

而且不

同种类以及浮游有孔虫在有孔虫中所占比例都可作为判断古深度的有效方法
。

其次
,

有孔虫



的分布又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
,

特别是那些窄温性有孔虫的分布受温度控制更加明显
,

例如
,

“
大 有 孔 虫

”
都是热带暖水电的生物 , 而饰带透明虫

、

冷水面颊虫等却是冷水中的代表
。

浮游有孔虫中
,

暖水类型和冷水类型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

而且同一个种的壳体旋卷也可 以指

示温度
:

如厚壁抱球虫
、

截锥圆幅虫等许多浮游有孔虫
,

当温度低时左旋壳多
,

温度高时右

旋壳多
,

于是根据占孔中两者的比例变化可 以作古温度曲线
,

从而划分出冰期和间冰期
。

所

以有孔虫化石可以用作古温度的指标
。

再者
,

有孔虫的分布也和盐度有密切的关系
,

其中大

多数有孔虫是窄盐性的
,

只能生活在正常盐变的海水中 ; 而另一些种类则是广盐性
,

可 以生

活在海陆过渡的环饼中
,

这种过渡环讲包括河口
、

泻湖等滨海边缘水域及海浸后残留的湖海
、

盐 湖 或 地下水盆地等
,

因此也可以根据有孔虫化石的有无和种类来推断古环讲的含盐度
,

以确定海相或陆相或半咸水过渡相地层
。

例如在我国东部许多盆地
,

如江汉盆地
、

济阳拗陷
、

苏北拗陷
、

广东三水盆地
、

广西南宁盆地
,

以及西北的汾渭盆地和华北山区的第四系
,

多年

来都认为是纯陆相湖盆
,

但由于近年来发现了其中含有一些有孔虫化石
,

根据这些化石组合

面克
,

确定其中应有半咸水的过渡相
、

泻湖或三角洲相
。

大家知迈 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大油田

是履于泻湖
、

三角洲的沉积
,

所 以这一发现对于找油是有忌义的
。

总之
,

有孔虫的研究在海相
、

海洋找油中是很重要的
,

它不仅是地层划分对比的主要依

据之一
,

而且也是再造古地理环讲的重要工具
。

在国外它是微体古生物中的一个研究最早最

多的门类
,

以往我国研究较少
,

随着石油地质工作的深入开展
,

必须加强研究
,

通头赶上
,

以适应石油地质工作发展的需要
。

2
。

牙形石

牙形石是已经绝灭了的海生动物
,

它们的生物分类位盖目前尚不清楚
,

只是由于它们之

中有些种类的外表形状非常近似鱼类的牙 齿
,

所以人们称它们为牙形石
。

牙形石个体一般较

小
,

小的仅0
.

1毫米
,

大的最多不超过 4 毫米
。

牙形石在世界各地分布甚广
,

而且从寒武纪至三迭纪海相地层中均有发现
,

由于它质地

坚韧
,

数量众多
,

形态突出
,

很多属种地层垂直分布甚短
,

因此
,

不少牙形石是良好的标准

化石
。

另外
,

由于它们的形体小
,

在钻井地质中可以大量发现
,

故特别适于地下地 质 的 研

究
,

而 且牙形石至今尚未在非海相沉积物申找到
,

所以它们的存在可以作为海洋环讲沉积的

根据
,

因此在海相地层研究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微体化石门类
。

牙形石在 国外研究较好
,

广泛应用于石油地质方百
,

在我国这一门类的研究则 刚 刚 开

展
。

可是根据 已有资料表明
,

从贵州到辽宁
,

自寒武纪到三迭纪的不同时代的地层中都有牙

形石的发现
。

随着海相地层找油工作的开展
,

特别是在中
、

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层中找油工

作的进行
,

牙形石的研究愈来愈显得重要
,

目前应积极开展这一门类的研究
。

3
.

硅藻
:

在石油的成因学说中
,

一些有机生油论者
,

早就提出了硅藻是生油的重要母质之一
,

目

前在世界上许多白平系第三系的油田中
,

均发现有硅藻化石
,

如苏联的巴库油田
,

含油层中

就有一层 4 00 米厚的硅藻页岩
,

因此对生油岩及含油地层中硅藻化石的研究
,

是有其重要忌

义的
。

硅藻是一类单细胞藻类
,

硅藻死后硅藻壳常堆积成硅藻土或硅藻岩
。

它在地质时代中
,



从侏罗纪开始 出现
,

白要及第三纪时期尤盛
,

现在尚存在
。

硅藻有浮沈生活种类
,

也有底栖生活的种类
,

分布很广
,

它可 以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水域

中
—

淡水
、

微咸水和海水
;
从北极和南极直到热带都有

; 另外硅藻也常常发现于非水域的

地区
:

潮湿的地表
、

土址以及润湿 的岩石上及冰川中
。

因为硅藻有海生种
、

陆生种
、

有海洋

浮游种
,

沿岸底栖种
,

有广盐生种
,

「

也有狭盐生种
,

有喜暖种也有喜冷种
,

因而可 以 根 据

硅藻化石推断沉积时期的古温度
,

含盐度及判断沉积相
。

如在日本常总台地 10 0 多米占井岩

心
,

共发现有硅藻化石 38 属81 种
,

在这硅藻化石组合 中大部分为海生种
,

而且其中近海沿岸

型较多
,

外洋型化石较少
,

这样的组合和 目前常总附近的现代海湾的硅藻成份相同
,

所以当

时的沉积应为海湾相沉积
。

在占井 中部的样品中
,

海栖种比例减少
,

而淡水底栖种和半咸水

底栖种比例较大
,

反映中部沉积时受陆地水影响较大
,

盐分溶度降低
。

占井底部世界外洋种

比例较大
,

说明当时海湾较宽阔
,

外洋水影响较强烈
。

又如陕西兰田全新世沉积发现的两个

硅藻组合
,

组合 I为北方高山耐寒水体中的种类
,

并没有出现真正浮游种
,

反映了较寒冷气

候
,

时代为全新世早期
; 组合 I 为北方洼地和亚高山种

,

为底栖和沿岸性的种
,

反映为温暖

气候
,

时代为全新世中期
。

因此从硅藻化石种生态的分析
,

能清楚地反映当时的沉积环讲
。

4
.

甲藻 (沟鞭藻)

现代 甲藻大多数具有两条鞭毛及纵沟和横沟
,

所以也称为鞭毛藻
,

化石
_

L又称为沟鞭藻

甲藻为主要浮优藻类之一
,

生活在海水
、

半咸水及淡水中
。

它的化石种类从侏罗纪到现

在
,

但在白噩纪海洋的浮沈生物中起着较大的作用
。

化石沟鞭藻往往和抱粉化石共生
,

并在分析过程 中和抱粉化石一起突集
,

因而两种化石

互相配合
,

能为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环讲提供有效资料
。

例如对美国得克萨斯州上白奎世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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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退的历程
,

反映沉积地区的相对水深
,

离岸的远近
,

为古地理环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

现代 甲藻在我国研究较少
,

而化石甲藻更少研究
,

近年来胜利
、

大港等油田和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渤海湾地区的第三系地层中发现了许多沟鞭藻和疑源类化石
,

它

们不仅数量多
,

而且层位秋定
,

是渤海湾油区的地层划分和对比的重要化石依据之一
。

如在

沙河于三段的菱形藻 ( 腰凸藻 ) 是该段的标志化石
,

而棒刺藻即为沙河于中部地层的标志化

石
,

东营组的二三段的圆球藻也是该地层划分的重要化石之一
。

这些材料的发表引起人们对

沟鞭藻研究的重视
。

最近相继在五七油田
,

大庆油 rJI
,

河 南周 口拗陷
,

广东三水盆地也有沟

鞭藻的发现
。

而且在渤海湾油区
,

某些藻类化石所在的层位
,

其油质特别好
,

所以在海相地

层找油中应该增加这一门类的研究
。

5
.

球石类
:

球石类是具有两根鞭毛
,

能够 自由运动的鞭毛虫
,

大小为 3一 35 微米
,

要用电子显 微 耕

进行研究
,

是属于超微化石的一类
。

它具有个体小
、

数量大
、

泛化快
、

分布广等优点
,

是海

洋地质
,

尤其是深海地质 中划分地层
、

再造古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
。

由于球石是钙质的
,

在地层中可以保存下来
,

球石类的地质历史从侏罗纪到现代
,

在白

奎
,

第三纪开放性海洋沉积中大量出现
,

现代种类仍然不少
。

近二十年来
,

球石类的地层意



义 日益明显
。

就盘星类来说
,

盘星石属产生于古新世初
,

绝灭于上新世末
,

恰好是第兰纪的

标准化石
。

而且在第三纪里注化趋势十分清楚
,

骨骼由笨重变细弱
,

幅数由多减少
,

幅条由

宽变窄
,

由短钝变细长
。

总的趋势是逐渐适应飘浮的生活方式
。

这样的注化系列
,

是第三纪

地层划分的很好根据
。

同时和浮游有孔虫一样
,

根据不同球石类属种 ( 其中许多是盘星类 )

分布的时间或者占优势的时间
,

将新第三纪地层划出21 个超微化石带
,

可以和浮游有孔虫化

石带对比
,

用作大洋沉积物和陆上海相地层进行世界性对 比的依据
。

除地层忌义外
,

球石类也有古地理价值
,

现代球石类大量生活在大洋近表层的水中
,

只

有少数种见于半咸水
,

甚至淡水 中
,

因此
,

产有大量球石类化石的地层
,

是属于大洋性的海

相沉积
。

球石类对于海水温度反应灵敏
,

大多现代种都是暖水种
,

生活在中纬度
、

低纬度地

区
,

到高纬度地区种数很少
,

按照化石种喜暖和喜寒类型的分布
,

可以推断古温度的变化
。

球石类在我国的研究也刚刚开始
,

也需迅速组织力量加 以研究
。

二
、

积极开是古生态的研究
:

在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中
,

为了正确认识 区域地质发展史
,

确定找油方向和进行 远 景 评

价
,

岩相古地理的分析和研究越来越重要
,

最基本的是确定海相
、

陆相或过渡相地层
,

因为

近年来发现世界 上许多大型油气田都与三角洲沉积有关
。

而古生态就是研究地史时期生物和

它们生活环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
,

也就是研究古生物化石和作为当时环讲的间接代表的

沉积岩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
。

古生态研究的结果对于相带的划分和阐明沉积环讲中盐度
、

深

度
、

温度等物理和化学特性
,

以及古地理的细节都可提供丰富的资料
。

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和

沉积环拼密切相关的油气成因和分布规律
一

也是极其重要的
。

特别是微体化石古生态的研究本

身也是探讨生物与油气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

古生态研究方百很多
,

结合当前找油工作急需

进行以下几方百的工作
:

1) 开展门类 (如 有 孔 虫
、

介形虫
、

藻类
、

抱粉) 古生态研究
,

阐明生物的生活方式和

生存地点
。

每一生物的形态特征必须和它的生活环讲相适应
,

因此在研究古生态时
,

不仅要

研究化石的形态功能
,

同时还要研究化石的埋芷规律
,

确定化石是原地埋全还是经过搬运的

重新沉积
。

2) 通过化石的本身形态功能的分析加强同沉积岩的研究相配合
,

确定外界环讲因素
,

探索古代生物生活的盆地类型
、

水的深度
、

温度
、

水流作用
、

气体状况
、

盐分变化
、

水底岩

石性质等
。

3) 开展古生物化学研究
,

研究古生物与岩相的相互适应关系
。

利用化学及同位素的分

析办法
,

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有效资料
。

如用化石壳体的碳酸钙中所含氧的同位素0
1 :

和O ; 。

的含量 比值
,

测定古温度
。

对抱粉化石壁的秋定碳同位素C
‘“

与C
‘“

比的质谱分析
,

可以指示

海相和陆相的沉积环讲
。

又如
,

利用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化石壳体中的元素与同位素
,

发现从元

古代的藻类到中新生代的腹足类
,

腕足类
,

瓣鳃类等壳体 中的鳃 /钙 比值较为秋定
,

但其比值

一般在海生生物中要大于淡水生物
,

因此可以反映海水环讲
。

另外
,

近年来对化石 中有机化

合物
,

尤其对氨基酸的研究亦较多
,

通过对氨基酸的研究
,

可对成油的原始生物是动物型还

是植物型
,

以及对岩石中有机质 的变化程度等均可有所 了解
。

4) 通过化石的数量统计
,

更精确地研究化石群在岩石中分布的相互关系
。

近年来运用

,
,

-



化石群分异度研究古生态的新方法取得 了不少新成就
,

所谓分异度是表示化石群内屠种多样

化程度的一种数字指示
, ‘

它能够反映古沉积环讲中盐度
、

深度
、

温度等条件
,

分异度可用于

各种化石门类
,

对于微体化石等种数和个体数众多的门类尤为适用
。

由于不需要和具体的现

生履种进行对比
,

因此在反映绝灭化石群的古地理环饼时更有特殊意义
。

通常它和化石群组

合联系起来使用
,

可 以为古地理分析提供定量数据
,

并且有时能补充房种组合所不能反映的

环饼变化
。

三
、

充分注忌新技术
、

新方法的应用

随着电子显微饼
,

扫描电子显微饼以及 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

古生物学研究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

透射电子显微饼的应用
,

使许多原来在

光学显微饼下无法研究的微细构造
,

可 以进行详细的观文
,

如对牙形石的研究
,

过去只认为

牙形石的内部构造
,

基本上是两大类
:

即薄片型与纤维型
。

并根据这个内部构造进行分类
,

后来
,

由于利用电子显微饼观文
,

结果发现很多传况下在基底髓腔内显示薄片结构
,

并且发

现了以纤维型到非纤维型之间的过渡类型
,

使牙形石的形态分类研究向前跨了很大一步
。

特

别是扫描 电子显微饼在化石研究中的应用
,

由于它不仅具有倍数大
,

而且立体感强
,

所以化

石形态结构可以看得更注楚
。

如疑沉类 中某种化石在光学显微饼下壳折皱成椭圆形和不规则

圆形
,

表面多小孔
,

但在扫描电子显微摄形上能显示立体特征和某些特殊形态
,

看到外壳表

面平滑
,

穿插有细小而希疏的小孔
。

因此利用这些仪器可以使人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化石的微

细构造
,

使微体和超微体化石的分类和鉴定得到了新 的发展
,

同时也将在古生物研究中带来

新的研究课题
。

此外
,

电子计算机在古生物
_

上的应用也 I;l 见重要
,

国外已广泛用电子计算机 自动记录
、

储存
、

回收及分析古生物数据
。

最近我国有人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分异度的研 究
,

因 为 在

计算复合分异度时
,

除种类外还要反映各种个体数 目的比例关系
,

因此在计算辛普 松 指 数

( D )
、

和仗息函数H ( S ) 等
,

应用电子计算机就可以十分方便地 自动而迅速 算 出
。

我 国

电子计算机在古生物研究中还刚刚开始应用
,

随着 电子工业的发展
,

必将扩大使用范围
,

提

高研究水平
。

上述三方面的意见
,

是否确当
,
尚诗大家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