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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 t r a e t

In g e n e r a l
, e a Pilla ry 15 a r e s is ta n e e t o P rim a ry m ig r a tlo n o f h y d r o e a r -

b o n s 。

o n ly u n d e r e e r t a in e o n d itio n s e a n e a Pilla ry P r es su r e b e e ff e e tiv e .

A s r e g a r d s th e e lo s e d r e g im e o f e a Pilla ry , g a s 15 m o r e e a sily s e a le d th a n

0 11
。

M ig r a tio n s ta g e e h a n g e s w ith h y d r o e a rb o n g e n e r a tio n s ta g e 。

I n f a e t ,

th e r e 15 n o f ix e d m ig r a tio n sta g e .

It 15 b e t t e r t o m a k e u s e o f e o m Pa e tio n

e u r v e in e o m b in a tio n w ith g e o e h e m is t r y d a t a t o d ef in e th e m ig r a tio n sta g e .

C o m P a et io n a n d a b n o r m a l h ig h P r e ss u r e a r e e lo s e ly r e la te d t o e a e h o th e r 。

D u r in g m ig r a t io n o f P e tr o le u m a n im P o r ta n t r o le 15 a s s ig n e d t o g e o Pr e s -

su r e .

B u t in Pr a e tie e , h o w t o e o r r e et ly u n d e r s ta n d th is r o le a n d h o w t o

ju d g e f r o m th e e o m Pa e tio n e u rv e s tilll r em a in u n so lv e d
。

陕西富平
、

蒲城首次发现晚奥陶世笔石化石

渭北地区奥陶纪地层分布十分广泛
,

其岩性
:

下部为块状
、

厚层状灰岩
、

白云岩
,

上部为薄层
、

角砾状灰岩
、

泥质灰岩夹页岩
。

该区地处中国东部和西部两个不 同构造单

元的衔接带上
。

西安地矿所付力浦据该地层所含三叶虫
、

腕足类
、

珊瑚等化石认为这 套 地 层
,

除

中
、

下奥陶统外
,

还发育有上奥陶统
。

1 9 7 5年的华北奥陶系专题会议上
,

有些 同志否认

本区存在上奥陶统
。

1 9 8 1年西北大学陈景维等同志在铜川
、

富平
、

白水及蒲城一带工作

结果认为
,

在中奥陶统峰峰组的浅水台地相厚层白云岩之上
,

整合覆盖着一套 厚 约 8 00

米的深灰色薄板状灰岩夹角砾状灰岩和黄褐色凝灰岩
,

属深海相沉积
,

可与西部的平凉

组对比
,

并命名为赵老峪组
。

1 9 8 1年笔者与沈锦辉等在富平金粟山
、

蒲城尧山实测剖面中
,

于厚层 白云岩之上的

所谓
“
平凉组

” 的深灰色薄板状灰岩中首次发现 了晚奥陶世笔石化石
。

经鉴定为o r th 。 -

g r a p t u s t r u n 。 a t u s so e ia lis L a p w
。

与耀县桃曲坡发现的笔石一样
。

这是一类个 体 相

当短小的直笔石 (笔石体长不到 IC m
,

宽 1
.

sm m
,

胞管复缘直
,

口缘平微外展
,

在5 m m

内有6一 7个胞管
,

侧面观倾角约为36
。

一 39
。 ,

胞管长度 1
.

sm m 士 ,

掩盖 1 / 3
,

胎 管 刺

及两个底刺清楚 )
。

易与属内其他种相区别
。

这种笔石 曾见于英国
、

澳大利亚
、

北美的

上奥陶统以及我国华南五峰组
,

耀县背锅山组
,

其时代当属晚奥陶世
。

与直笔石共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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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甚明显
,

但可 以找出东台坳陷生油岩干酪根的实测值和外推值 以及原油沥青质的实测

值三者比较接近的数值
,

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
。

如
:

苏 1 24 井阜三段的干酪根
、

原油沥青质实测值与阜二
、

四段的干酪根实测值接近
;
苏1 22 井戴一段的干酪根外推值

、

原油沥青质实测值与阜四段的干酪根实测值接近
,
苏1 36 井戴一段的干酪根外推值

、

原油

沥青质实测值与戴一段
、

阜四段的干酪根实测值接近
;
苏 1 40 井阜三段

、

泰州组的干酪根

外推值
、

原油沥青质实测值与泰州组的干酪根实测值接近
。

由此可认为
,

戴南组原油主

要来 自戴南组本身生油岩和阜四段生油岩
;
阜三段原油主要来源于阜四

、

二段生油岩
,

其次为泰州组生油岩
;
泰州组原油来源于泰州组本身生油岩

。

另外
,

所有组段的原油均不

可能来 自阜三段的生油岩
。

由于资料较少
, _

上述看法不一定全面
,

尚待进一步充实完善
。

本文所用碳同位素分析资料
,

由本室章复康
、

魏珍等同志测定
,

在此谨表致谢 l

(收稿日期
: 1 98 3年5月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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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还有Clim a e o g r a p tu s sp
.

及少量的P s e u d o e lim a e o g r a p tu s sp
. 。

金粟山
、

尧 山 两

地的笔石数星很丰富
,

但属种异常单调
,

个体又特别小
。

直笔石属与栅笔石属可分别 占

到总数的5 0%
,

同样的情况见于马渠岭组
、

段家峡组
,

后两组都是大量产直笔石属 (也

是 占50 % 以上 ) 的层位
,

皆位于平凉组之上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渭北地区
,

这套含直笔石化石的灰岩
、

泥灰岩地层
,

应属上奥

陶统背锅山组
。

晚奥 陶世笔石在 富平
,

蒲城的发现
,

再一次说明早奥陶世末期
,

由于加里东运动的

影响
,

华北地台整体上升成为陆地以后
,

晚奥陶世来 自祁连海槽的海水兽侵漫在华北大

陆西缘的一 些低凹地区
。

联系到阿盖特珊瑚
、

亚阿盖特珊瑚
、

结珊瑚
、

似网膜珊瑚
、

古

蜂巢珊瑚等化石在内蒙大佘太白彦花
、

伊金霍洛旗
、

宁夏固原
、

陕西陇县
、

耀县等地的

发现来看
,

当时的古地理面貌是
:

华北大陆的西部边缘 尚存在着指状海湾
,

这些指状海

湾与我国西北
、

东南晚奥陶世海域相沟通
。

根据不断发现的珊瑚等底栖生物化石推测当

时不可能是深海环境
,

而是 阳光充足
、

温暖的浅海环境
。

( 何汝昌 陆瑞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