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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生油岩岩石学及其

有机质的萤光显微特征的研究

文 素 秋

( 地质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

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
,

是塔里木地 台的一个拗陷带
,

呈北西 向展布
,

南陡北缓
,

构

成不对称的箕状拗陷
。

除东界外
,

边界均为断裂所控制
。

拗陷带在古生代末 期形 成 雏

形
,

中生代初具规模
,

白坐纪晚期发育完善
。

在太古代至元古代的基底上
,

沉积了巨厚
. , 月性今

的盖层
,

最厚可达万米 以上
,

上第三系厚度最大 (最厚达八千米 )
,

分布最广
。

海相地

层不仅分布在古生界地层 中
,

在中生界地层及部分新生界地层 中也有分布
。

塔里木盆地西南拗陷带是有利的生
、

储油地带
。

在该带的西和甫构造上已打出高产

油 流 ,
克拉托构造也见油流

。

然而至今油源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

可能的生油层位比

较多
。

为探讨此问题
,

我室生油组在该拗陷带的N
工 、

E 羞
、

E 盆
、

E 圣
、

K Z 、

J : 一 : 、

P , 、

心
: 、

C
Z 、

C :

等十个可能生油层位 中进行了取样 ( 见简表 )
,

这十个层位可归属 为 C 一

p , 、

J , 一 : 、

K Z

一E 与N
,

四大套可能生油岩系
。

笔者对其中34 块样品进行了岩石薄 片 和
·

萤光薄片鉴定
。

通过鉴定分析
,

对可能生油岩的岩石学和有机质的萤光显示特征 (包括

产 状
、

成 因类型等 ) 进行了总结
。

在此基础上探讨各层位和岩系的生油性
。

一
、

岩石学基本特征

根据岩石样品的肉眼及薄片鉴定
,

对取样的十个层位中的主要岩石学特 征 简 述 如

下
:

中新统 ( N
,

一N 圣)
:

代表样品有塔 5
、

38
。

岩石为深灰
、

棕褐色灰质泥岩
,

矿物成

分主要是泥质粘土矿物 ( 照片1 )
,

次要成分为有机质
、

方解石
、

碎屑矿物
、

铁质 及 少

量黄铁矿等
。

岩石 以泥质结构为主
,

有的具微细层理
。

始新统 ( E 羞)
:

代表样品有塔4
、

24
、

42
、

58
、

54
。

岩石为灰黑色
、

黄灰色灰岩夹

少量灰质泥岩
,

个别黄绿色
。

矿物成分主要是方解石
,

其次是泥质
、

碎屑矿物
、

铁质及

少量黄铁矿
。

有的层以泥质粘土矿物为主
,

个别层具 白云石
。

结构有粗有细
,

但以细结

构的泥质
、

泥晶和微晶为主
,

生物碎屑在某些层 中含量达 60 %
。

主要生物 有 牡 砺
、

棘

屑
、

有孔虫
、

介形 虫等 ( 照片5和 2 )
,

个别层 内碎屑达50 %
。

胶 结物为亮晶方解石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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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里 木 盆 地 西 南 地 区 各 时 代

样 品 分 布 及 岩 石 类 型 简 表

一卜
机质分布在缝合线和胶结物的晶间隙 中

,

构成细网状 ( 照片 3 )
。

始新统 ( E 互)
:

代表样品有塔 1 4 6
、

1 4 9
。

岩石为黄绿色和灰色灰岩
。

矿物成 分 有

方解石
、

泥质
、

白云石
、

少量硅质和黄铁矿
。

粒屑含量 35 %
,

主要是生物屑
。

胶结物是

细结构的泥质泥晶方解石 或细粉晶白云石 ( 照片4 )
。

胶结物的成分和结构与沉 积
、

成

岩时的环境有关
。

古新统 ( E 圣)
:

代表样品有塔 2
、

2 2
、

2 3
、

1 3 9
、

1 4 1
、

3 3
、

2 4 7
。

岩石呈黄绿 灰 色

和深灰色灰岩夹泥岩
。

矿物成分为方解石
、

泥质粘土矿物
、

黄铁矿
,

有的层 中还含有石

英碎屑
、

硅质
、

有机质
,

个别层白云石含量甚高
。

结构较细
,

以泥晶
、

微晶
、

泥质结构

为主 ( 照片 7 )
。

生物含量变化范围从零到 55 %
,

主要是有孔虫
、

棘屑
、

介形 虫和藻类
,

这些生物可以同时在 一个层中出现
,

也可分别出现在不同层 中
。

个别层具强 白云石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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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比较发育 (照片6 )
。

上白至系 ( K 孟)
:

代表样品有塔 1 3 8
、

1 4 0
。

岩石为浅灰
、

浅黄白色灰岩
、

白云岩
。

矿物成分主要有方解石
、

白云石
、

泥质
,

少量石英碎屑和黄铁矿
。

结构较细
、

基质由微

晶
、

泥晶方解石和微 晶白云石组成
,

粒屑含量多者达40 %
。

此岩系 中有 同生期或成岩早

期交代形成的白云岩
。

下
、

中侏罗系 ( J , 一 :
)

:

代表样品有塔 12
、

20
、

1 3 7
、

27
、

岩石为黑色
、

深揭黑色
、

灰色灰岩
、

页岩
。

矿物成分有泥质粘土矿物
、

方解石
、

细粒分散状黄铁矿
,

普遍含有大

量有机质 ( 照片8 )
,

少数层含少量生物化石
。

结构细
,

有的具页理状构造
。

在方 解 石

脉和方解石充填的溶蚀孔隙中有沥青分布 ( 照片9 )
。

下二迭系 ( P ,
)

:

代表样品有塔37
。

岩石为褐灰色泥质灰岩
。

矿物成分主要有方解

石
、

粘土矿物
、

碎屑矿物 和少量黄铁矿
。

胶结物为细结构的泥晶微晶方解石
。

生物碎屑

以瓣 鳃类为主 ( 照片1 0 )
,

含量可达60 %
。

上石炭系 ( C
:

)
:

代表样品有塔 31
、

34
、

35
、

57
、

45
。

岩石为灰黑
、

深灰
、

灰色灰

岩
。

矿物成分主要有方解石
、

少量泥质
、

白云石
、

硅质和黄铁矿
。

结构有粗 (照片n )

有细
,

但以细结构为主
。

含有生物碎屑 ( 照片 1 2 )
。

有些层的缝合线中有沥青分布
,

具

油浸
。

中石炭系 ( C :

)
:

代表样品有塔 28
、

29
、

1 4 3
、

1 4 4
、

1 4 5
。

岩石为深灰
、

灰色灰岩

夹灰质泥岩
。

矿物成分主要是方解石
、

泥质
、

少量黄铁矿
,

有 的层 中还有硅质
、

白云石

等
。

岩石以粗结构为主 ( 照片13 和 15 )
,

粒屑包括生物碎屑
、

鲡粒
、

内碎屑
。

胶结物以

亮晶方解石为主
,

微晶方解石
、

泥质 等为次
。

胶结物结构的不同
,

反映了沉积时能量上

的差异
。

此外
,

在有些层的缝合线中有沥青分布 ( 照片 14 )
,

具沥青臭味
。

下石炭系 ( C :
)

,

代表样品有塔 53
。

岩石为灰黑色微晶灰岩
。

矿物成分有方解石
、

少量泥质
、

碎屑矿物
、

黄铁矿等
。

结构细
,

致密
,

不含生物化石 (照片1 6 )
。

二
、

有机质的萤光显微特征

1
.

萤光显示特征

中新统 ( N
,

一N全)
:

在萤光显微镜下
,

发光弱
,

呈暗淡的褐灰色
、

褐色
,

属 胶 质

—
一

沥青质组分
,

弥漫状发光
。

泥质粘 土与有机质分布一致
。

始新统 ( E 益)
:

在萤光显微镜下发光较强
,

岩石的基质部分呈暗黄褐色
、

浅 黄褐

色
,

属胶质沥青
,

呈弥漫状发光
; 生物碎屑中的牡蜘局部发光

,

其他生物呈淡黄色
、

亮

橙色
,

白云石含量高的部位浅黄色
,

属胶质和油质沥青
。

个别层的内碎屑和生物体壁发

浅褐色光
。

第一世代胶结物浅橙黄色
,

缝合线褐色
,

方解石脉和溶蚀充填孔 隙 均 不 发

光
。

始新统 ( E 轰)
:

在 萤光显微镜下发光强
,

生物碎屑发光为浅橙黄色
、

亮黄 色
、

有
,

的黄褐色
,

属胶质和油质沥青
。

内碎屑和鲡粒发光为浅褐黄色
,

属胶质和沥青质沥青
。

基质部分呈浅褐色
、

黄褐色
,

弥漫状发光
,

属胶质沥青
。

部分去 白云石化的方解石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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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发强的亮黄色光
,

属油质沥青
,

缝合线中有褐黄色
、

褐黑色的沥青质沥青
,

有的粒

屑被沥青质沥青包裹
。

古新统 ( E 贾)
:

在萤光显微镜下
,

发光强的居多
,

发光弱的较少
。

岩石的基 质 部

分为 细结构
,

呈浅橙黄色
、

浅褐色
、

灰褐色
、

褐黄色
,

主要属胶质沥青
,

弥漫状分布
。

生物碎屑发光为黄褐色
、

橙黄色
、

淡黄色
,

属胶质和油质沥青
。

方解石充填的孔隙发光

为亮橙黄色
,

方解石脉不发光
。

在粗结构的砂屑粉晶 白云岩 中
,

砂屑发微弱 的 褐 灰 色

光
。

白云石基质呈亮黄色
,

发光强
,

属油质沥青
。

上 白要系 ( K ; )
: 在萤光显微镜下

,

发光强度中等
,

基质浅褐色
、

弥漫状 分 布
,

属胶质沥青
。

生物碎屑体壁发亮黄色光
,

属油质沥青
,

有的生物不发光
,

方解石脉不发

光
。

下
、

中侏罗系 ( J , 一 :
)

:

在萤光显微镜下
,

岩石普遍发光
,

且强
。

基质呈褐色
、

褐

黑色
、

个别褐红色
,

弥漫状和网状发光
,

属沥青质沥青和煤沥青
,

有少量橙黄色
、

兰绿

色小斑 点分布其中
。

缝合线呈褐黑色
,

溶蚀充填在孔隙的中心和某些边缘
,

是沥青质沥

青
,

在其周围有橙黄色的胶质沥青
。

下二迭系 ( P ,
)

:

在萤光显微镜下发光弱
。

基质呈黑褐色
,

属沥青质沥青
。

瓣鳃类

生物呈黄灰色
,

属胶质沥青
。

上石炭系 ( C 。
)

:

在萤光显微镜下
,

绝大多数层发光很差
,

其中有的不发光
,

有的

仅生物或基质发很弱的黄褐色光
,

只有个别层发光比较好
。

属胶质沥青
,

在基质 中还有

呈细网状分布的褐黑色沥青质沥青
。

方解石脉和生物碎屑发浅橙黄绿色光和浅褐色光
,

属胶质至油质沥青
。

中石炭系 ( C :

)
:

萤光显示不好
。

仅少数层的基质发褐色
、

褐黑色光
,

属沥青质沥

青
。

多数层段不发光或者仅生物体壁发很弱的光
。

下石炭系 ( C ,
)

:

萤光显微镜下发光弱
。

泥质含量高的泥晶方解石部位 发 灰 褐 色

光
,

属沥青质沥青
。

2
.

沥青产状类型及其成 因性质

本区所出现的沥青产状类型
,

归纳起来有八种
,

分别阐述如下
:

( 1 ) 弥漫状发光
:

是本区内最主要的产状类型
,

出现在细结构岩石 中
。

属胶质沥青

和沥青质沥青
。

是原生沥青的性质
。

( 2 ) 生物碎屑发光
:

在不同的层位中
,

生物碎屑发光程度不同
。

E 孟
、

E 立
、

E 戈
、

K 夏
、

P ,

等层位 中
,

生物体基本都发光
,

只是强弱有别
,

属油质和胶 质 沥 青
。

在

C 。 、

C Z

层位中
,

仅见有孔虫发褐色光
,

其他生物不发光
。

本区生物碎屑发光就 成 因 而

言
,

有原生
、

次生
。

生物碎屑所在的层位
,

属原生沥青性质
。

( 3 ) 缝合线发光
:

缝合线属成岩期压溶缝
。

属沥青质沥青
,

是次生沥青 性 质
。

本

区塔2 9
、

5 7
、

5 5
、

2 3 7
、

2 4 9等样品中
,

有缝合线发光
。

( 4 ) 第一世代亮晶胶结物发光
:

粒屑灰岩在成岩早期
,

由化学沉淀作用产生 的 第
一 世代亮晶胶结物

,

其发光颜色为强的亮黄色
,

属次生沥青性质
。

塔58 号样品属此类型
。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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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方解石脉发光
:

塔 1 37
、

57 样品中的方解石脉发光
。

前者局部晶间有褐色沥青

质沥青
,

后者晶间充填的是橙黄绿色油质沥青
,

属次生沥青性质
。

( 6 ) 方解石充填孔洞发光
:

塔 42
、

33
、

1 4 7
、

28
、

13 7等样品有此种产状类 型
。

有

的孔洞 中间有褐黑色的沥青质沥青
,

在其周边有亮橙黄色胶质沥青
;
有的孔洞发亮橙黄

色和黄色光
; 个别兰色光

,

属胶质和油质沥青
。

是次生 沥青性质
。

( 7 ) 网斑状发光
: J , 一 2

层位为沥青质沥青
。

这是 由于沥青质在岩石 中不均匀 分 布

所致
。

属原 生沥青性质
。

( 8 ) 白云石矿物发光
:

白云石晶体轮廓明显的发光
。

这是 白云石晶格中束缚 状 态

沥青的发光特征
。

它可 以是原生的
,

也可以是次生的
,

取决于白云石交代前母岩中的沥

青性质
。

也有可能在交代 同时
,

次生沥青运移到晶格中去
。

塔 1 40 号样品所含沥青 是 原

生的 ;
塔 1 39 号样品所含沥青是次生的

。

然而因为它们是束缚状态的沥青
,

所 以 对 生
、

储油均无意义
。

据上所述
,

取样各层位均有萤光显示
,

然而显示的颜色
、

发光强度
、

产状和成因类

型是各不相 同的
,

这种差异反映了各层位的生
、

储油性能
。

三
、

有利生油岩讨论

根据以
_

L 描述
,

对本 区有利生油层位和岩系讨论如下
:

1
.

J , 一 2

层位
:

是本区最有利的生油层位
。

岩石色深
,

结构细
,

富含有机质和细粒星

散状黄铁矿
,

有的还具微细层理
。

本层位岩性特征有利生油
; 萤光强

,

发光面积大
,

其沥青含量也高
,

而这些沥青又

属原 生性质
。

故本层是该区最有利的生油层位
。

2
.

E 盆
、

E 轰
、

E 量
、

K 孟
、

P ,

等层位 :
是本区第二有利的生油层位

。

岩石为灰色及带

黄或褐的灰色
,

一

以细结构为主
,

普遍含有生物化石或有机质
,

有少量黄铁矿
。

本层位的岩性主要有利生油
,

少数有利储油
。

萤光较强
,

发光面积大
,

其沥青含量

也较高
,

但这些沥青除属原生性质外
,

也有少量次生的
,

故本层是该区第二有利生油层

位
。

3
.

N
:

层位
:

是本区第三有利的生油层位
。

岩石颜色呈深灰
、

棕褐色
。

有的具微细 层

理
,

结构细
,

含有机质
,

含少量黄铁矿
。

其岩性特征有利生油
,

但萤光弱
,

沥 青 含 量

低
,

故生油性在本区居第三
。

4
.

C 3 、

C Z 、

C ,

等层位
:

岩石为深灰色
、

灰色
,

以粗结构为主
,

含有生物碎屑 和 黄

铁矿
。

萤光弱
,

发光面积小
,

沥青含量低
。

故本层位是该区生油性最差的层位
。

十个层位所归属的四套岩系中
,

以J : 一 :

岩系生油性最好
, K :

一E 岩系次 之
,

N :
岩

-

系再次
,

C一P :
岩系最差

。

此结论与有机碳
、

二价硫
、

氯仿沥青A 等分析资料基本吻合
。

结 语

岩石薄片和萤光薄片鉴定
,

是研究生
、

储油岩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手段
。

可 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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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是否具有生油岩的岩石学特征
,

有无沥青存在
,

沥青的大致组分和含量
,

更重要的

是能直观地了解这些沥青物质在岩石中的产状
,

进而确定沥青物质的原生次生性质
,

判

断岩石是有利生油或有利储油
。

应该指出
,

确定生
、

储油层
,

岩石学特征和萤光显微分

析是一项重要资料
,

但还须结合地化指标
,

区域地质情况
,

综合分析研究
。

由于受到取样条件的限制
,

样品采集的还不够理想
,

本文阐述的问题尚不够深入
,

加之笔者水平有限
,

文 中有不当之处
,

恳请指正
。

( 收稿日期
: 1 0 5 0年1月 2 9 日 )

图 版 说 明

照片 1
:

塔 5样品 含灰质泥 兴
,

入f 自气偏光
,

放大 x 75
.

阳片2 :

培 2 4样品
,

泥品牡妨生物灰岩
,

E绪
,

单偏光
,

放大 ‘ 26
.

照片3
:

岩 5 8样品
,

亮晶内碎屑灰岩
,

在亮晶胶结物中有细网状分布的沥青质沥青
,

E老
,

单 偏

光 放大 x 3 0
.

照片 4
:

塔 139 样品
,

生物碎屑粉晶白云质灰岩
,

E孟
,

单偏光
,

放大 x 32
.

照片5 :

塔4样品
,

泥晶生物碎屑灰岩
,

E圣唯偏光
,

放大 X 30
.

照片6
:

塔1 39 样品
,

砂屑粉品灰质白云岩
,

E空
,

单偏光
,

放大 ‘ 30
.

照片7
:

塔 1 47 样品
,

微晶一泥晶灰岩
,

E f 单偏光
,

放大 x 87
.

照片8
:

塔12 样品
,

含粉砂有机质页岩
,

J:
.

单偏光
,

放大 x 75
.

照片
一

9
:

塔13 7样品
,

泥晶灰岩
,

在其溶蚀充填孔洞中有沥青质沥青分布
,

Jl一 : ,

单偏光
,

放大 X

2 8
。

照片1 0
:

塔37 样品
,

泥晶生物碎屑泥质灰岩
,

Pl
,

单偏光
,

放大 又 30
.

照片1 1
:

塔34 样品
,

亮晶生物灰岩
,

C s ,

单偏光
,

放大 x 30
.

照片12
:

塔57 样品
,

生物碎屑粉晶一微晶灰岩
,

单偏光
, C : 放大 x 3 0

.

照片13
:

塔 28 样品
,

亮晶生物碎屑灰岩
,

C : ,

单偏光
,

放大 火 3 0
.

照片14
:

塔29 样品
,

生物碎屑微屑灰岩
,

缝合线中有沥青质沥青
,

C Z ,

单偏光
,

放大 x 75
.

照片15
:

塔 145 样品
,

淀晶鲡粒灰岩
,

C I ,

单偏光
,

放大 只 28
.

照片16
:
塔53 样品

,

微晶灰岩
,

C l ,

单偏光
,

放大 x 75
.

吧子
‘
吧多、 , 螃

、
闷 笋

.

衫, , 绮卜吧声呢夕
、阅萝‘峨笋

.

彬,

r 尹护护沪污

今更正启事 今
标尹砂

.

护沙j

本刊第三卷第一期 《松辽盆地 白垄系混合层粘土矿物及其地质意义 》一文的作者之

王行信同志
,

因原稿不清楚
,

误为王行倍
,

特此更正
。

编 辑 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