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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中石炭统碳酸盐岩的

沉积环境及沉积特征
’

林仲皮 钟国初

成都地质学院

川东地区中石炭统为一套厚仅数米一数十米的角砾云岩
、

蓝 藻 白 云岩 夹粒 屑 云

(灰 ) 岩
。

主要分布于华莹山以东
,

重庆一丰都以北
,

通江一开县以南
,

云阳一石柱以

西的范围内
。

除边缘地区有零星露头外
,

均深埋地腹
,

故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

自1 9 7 7年

10 月在川东相国寺构造中石炭统钻获工业性气流后
,

又相继在福成寨
、

雷音铺等构造中

获高产气流
,

从而引起了对川东中石炭统的重视
。

川东地区的中石炭统与上覆
、

下伏地层之间均为假整合接触
。

上覆地层为下二叠统

梁山组
,

下伏地层主要为志留系中统罗惹坪群
,

在川鄂边界一带为泥盆系
。

根据钻井资料
,

本区中石炭统厚

度变化较大
。

垫江以南的卧龙河构造

钻厚大于 63 米 ( 未见底 )
,

其西北的

福成寨构造厚约43 米
,

北部 的雷音铺

构造厚约30 米
,

西南的相国寺构造厚

约 6一 12 米
,

东部大池干井构造 为 44

米
,

再往东
,

至建南构造为 20 米 左

右
。

而卧龙河构造稍南的新市
、

双龙

构造缺失石炭系
。

总的看来
,

有 以垫

江一带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薄的趋势

(图 1 )
。

一
、

沉积特征及划分亚 环 境 的
坷
国

标志
图 1 川东地区构造分布略图

川东地区的中石炭统是超覆于古

生界中志留统罗惹坪群之上的一套碳酸盐岩地层
。

由于中石炭世早期海水自东北方向由

鄂西浸漫川东
,

到达各处的时间有差异
,

沉积时原始地形的起伏及后期遭受剥蚀的程度

,

本文系根据成都地质学院石油系含油岩研究室
“

川东石炭系中统碳酸盐岩沉积特征及储集性
”

研究报告中有关部分
,

由林仲崖
、

钟国初改写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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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导致现今中石炭统在各剖面中沉积序列的差异和厚度的极大变化
。

根据对相国寺
、

福成寨
、

张家场
、

卧龙河及大池干井等构造上六口井的岩心及薄片

观察
,

中石炭统主要为一套灰色
、

褐灰色及深灰色干裂
、

撕裂角砾云岩
,

干裂破碎角砾

云岩
,

干缩角砾云岩
,

干缩溶蚀角砾云岩以及一套与蓝藻活动有关的白云岩 夹 粒 屑 云

(灰 ) 岩
。

部分地区见有去膏
、

去云化次生灰岩
。

其中发育藻纹层
,

断续纹层 以及薄互

层层理
,

鸟眼构造
,

生物搅动构造等
。

生物潜穴普遍
,

但生物化石种类单调
。

除蓝藻类

外
,

主要有有孔虫
,

少量棘皮
,

腕足
,

介形虫等
。

偶见珊瑚
,

且多以碎屑的形式存在
。

地层中普遍发育干裂
、

干缩缝 以及由淡水溶蚀改造形成的溶蚀孔缝
。

笔者认为
,

中石炭统主要是一套炎热
、

半干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潮坪沉积
,

属潮间

或潮上环境
,

是川东鄂西海湾泻 湖西侧与陆地相连的潮坪部分
。

它们可与威尔逊按地理

位置划分的第8及第9相带即局限台地相及台地蒸发岩相对比
。

这一环境总的特点是潮汐

作用较明显
,

波浪作用微弱
,

水介质能量较低
,

暴露指数 ( 年暴露时间 的 百 分 数 ) 较

高
,

蒸发
、

干化
、

淡化作用明显
,

生物单调
,

蓝藻及某些掘穴生物发育
。

在海湾泻湖一潮坪环境内
,

由于各地与平均高潮线和平均低潮线所处的相对位置不

同
,

地貌特征有差异
,

岩石成分
、

结构
、

构造
、

所含生物化石的情况都不 同
。

因此
,

又

可将本区中石炭世沉积环境进一步划分为潮上蒸发泥藻坪
、

潮间泥藻坪
、

潮间砂坪
、

潮

间池沼
、

潮汐通道
、

海湾泻湖边缘浅滩等六种亚环境
。

二
、

沉积层序及沉积模式

沉积相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按相同的序列变化的
,

因此
,

在研究并划分了各钻井地

层剖面上各亚相的叠置序列关系
,

了解了陆地或海洋与剖面的相对位置后
,

就可以推测

各亚相 ( 或亚环境 ) 在横向上的序列及在平面上的展布趋势
。

本区中石炭统黄龙组碳酸盐岩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五个层段
,

每个层段包 含 了 一 种

( 最多两种 ) 亚相
。

本文选择了在研究区内位置较适中
、

基本上包含了本区各亚相
,

资

料亦较齐全的张家场构造一 口井的剖面为代表
,

对本区的沉积层序进行叙述
,

并以相国

寺构造南端的剖面补充潮上蒸发泥藻坪亚相的特点
。

张家场构造中石炭统层段的划分及

岩性特征如 图2所示
。

由图 2可看出
,

当中石炭世海水浸漫本区时
,

在志留系平缓侵蚀面上
,

张家场 一 带

首先沉积了一套属于潮间坪环境的沉积物
。

由于次一级的海平面的波动
,

致使该地的一

层段为潮间泥藻坪亚相与潮间砂坪亚相的交替沉积 (即12 一9层 )
。

随着海侵范围的扩大
,

该地所处的区域 由潮间泥藻坪及潮间砂坪亚环境变为滩后潮间池沼亚环境(二层段)
,

当

海侵达到最大范围时
,

该地处于海湾一泻湖边缘浅滩与滩后潮间池沼交替的环境
,

因而

三层段为亮晶粒屑灰岩与干缩角砾云岩的互层
。

三层段沉积后
,

开始海退
,

可能由于海

退较为迅速
,

使四层 段沉积时
,

此地未出现较长时间的砂坪环境
,

而直接变为潮间泥藻

坪
。

显然
,

从一到三层段为一较完整的海进层序
:

从潮间泥藻坪及砂坪一滩后潮间池沼一

泻湖边缘浅滩
。

三到四层段为一不完整的海退层序
.
泻湖边缘浅滩及滩后潮间池沼一潮

间泥藻坪及短暂砂坪
。

总的看来
,

从一到四层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海进
、

海退旋回 (图3 )
。

其上的五层段可能是又一个海进旋回的开始
,

由于已遭剥蚀而不能窥其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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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时一样
。

四层段
:
海水迅速向东北方向后撤

。

位于西南隅的相国寺构造未见沉积
。

此时区内

其它地区均处潮间带
,

沉积了一套潮间泥藻坪池沼沉积
。

五层段
:
在海退之后

,

本区又有一次海侵
,

但后期剥蚀
,

仅部分保留
,

面貌很不完

全
。

相国寺一带未见此套沉积
。

其它地区虽有此段沉积
,

但均属残存
,

厚度不大
。

卧龙

河附近则为钨湖边缘浅滩及滩后池沼亚相
。

张家场地区与卧龙河地区属同一亚相环境
。

福成寨一带仅在 中石炭统顶部见0
.

3米灰岩
,

推测为潮间池沼沉积物
。

东侧的大池 干 井

地区为一套属潮间池沼亚相的沉积物
。

由上述各段横向上亚相的变化看出
,

由于海侵范围是逐渐扩大的
,

故边缘地区的相

国寺一带
,

接受沉积较晚
,

其北端与南端分别缺失一层段和二层段
,

其后随着海水的撤

离
,

西南缘首先变为陆地
,

无上部层段沉积
。

中石炭世海进一海退过程如图7所示
。

图了 川东地区岩相横剖面示意图

四
、

结 论

l
。

川东地区中石炭统属于海湾一泻湖碳酸盐潮坪沉积
,

可与威尔逊按地理位置划

分的沉积模式第八
、

九两带对比
,

2
.

进一步可将其划分为
:
潮上蒸发泥藻坪

,

潮间泥藻坪
,

潮间砂坪
,

潮间池沼
,

泻湖边缘浅滩以及潮汐通道等亚环境 ,

3
.

川东地区中石炭统按其亚相的沉积层序
,

可划分为五个相段
,

并组成一个海进

一海退的完整旋回及一个不完整的海进序列
,

4
.

各剖面间可以较好地进行相旋回对比
,

相带分布呈向北东方向开口的半环状
,

区内尚未发现属于海湾一泻湖环境的沉积
。

(收稿日期 19a l年3月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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