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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准地台南缘志留系碎屑岩

的几种成岩作用与储集层特征

罗瑞兰 王守德 郑 冰

(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本文对扬子准地台南缘一些地区和层段的含 沥青砂岩的成岩作用进行了论述
.

指 出麻江背斜 中带的成

岩作用 以早期白云石 胶结作用和 白云石溶蚀交代石英 碎屑为主
,

晚期广西运动使该区形成背斜并继续抬升
,

背斜轴部遭到剥蚀和大气淡水淋溶
,

致使 白云石被溶蚀形成大最次生孔隙
,

利于石 油储集
;

麻 江背斜东翼

和无锡
、

常 熟
、

黄桥地区的砂岩矿物成熟度 高
,

成岩作用 以石 英次生加大和高岭石充填原生孔 隙为 主
,

沥

青充填在石英次生加大残留的原生孔隙中
,

储集条件略差
;

安吉康山及下扬 子广大地区 中上志留统 的砂岩
,

由于浅 变质泥岩屑含量高
,

它 们在上覆 巨厚地层压力下
,

表现 为强烈的机械压实作用所引起的碎屑彼此镶

嵌以及粘土杂基的充填
,

致使砂岩储集性能最差
,

仅能形成 以 构造断裂为主 的脉状沥青
.

扬子准地台南缘志留系海相碎屑岩有着较为丰富的油
、

气
、

沥青显示
,

仅贵州麻江

油藏的沥青残留储量就有 3
.

53 亿顿
‘)

,

浙江安吉康山
、

皖南太平西山都有大型沥青脉产

出
,

近年在苏南的无锡
、

常熟
,

苏北黄桥地区除有沥青外
,

尚发现有凝析油
、

烃类气及

二氧化碳气产 出
,

表明在志留系碎屑岩 中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油气运移过程
。

而扬子准地

合以南广大地区
,

在下古生界发育着盆地相
、

陆棚相的黑色泥岩及泥质碳酸盐岩
,

有机

碳含量达 1 %左右
,

是良好的生油层
,

为志留系碎屑岩储集层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
。

具有经济价值的烃类聚集除与合适的构造
、

地层 圈闭有关外
,

还与储集层所处的沉

积环境
、

陆源供给物质 和沉积 以后的各种成岩后生作用有关
。

现就上述几个地区志留系

碎屑岩的成岩作用对储集层结构的诸多影响加 以剖析比较
。

应该指出的是贵州八普韩世庆
、

刘树晖
、

胡惟元等同志曾对上扬子麻江地 区 的 地

质
、

构造
、

成岩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较深的研究
,

本文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
,

对该地区

的岩石薄片观察后提 出的个人对岩石作用与沥青储集关系的粗浅认识
。

一
、

沉积环境与岩石特征

( 一 ) 上扬子麻江古油藏

该油藏位于扬子准地台南缘
,

与江南隆起西缘相邻
。

中奥陶世末都匀运动使麻江背

斜形成
、

升起并遭受剥蚀
,

至早志 留
一

世中期
,

背斜外圈才沉积了一套滨海相碎屑岩系
,

为翁项群 ( S : 一 :
w n )

,

厚度70 o m 左右
。

其 中翁二段为主要含沥青层段
,

厚约 。一 1 4 1
.

2

1 )韩世庆
、

王守德等
,

贵州麻江地区加里东期石内地质综合研究报告
, 1 9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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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在凯里
、

都匀
、

独山之间为滨岸沙坝相沉积 ( 图1 )
。

岩性由东向西粒度变细
、

钙泥质含量增高
,

在麻江古油藏分布区
,

岩性可分为三个带 ( 图 2
、

表 1 )
。

东带分布在

麻江古油藏的东翼
,

中带分布在麻江古油藏的轴部及近轴部的西翼
,

西带在麻江古油藏

的西翼
。

在中
、

东带之过渡地带
,

如洛棉
、

磨刀石
、

竹 山背
、

坡脚寨及高田埂地区
,

其

岩性及胶结物成 分介于两带之间
。

/
厂

前 滨
。黄平 \

蓄
,.
近 *
份 州

、 , .

尸剑河

幕
岸砂规里

0 怜汪

图l 麻江地区早中志留世翁项群翁

二段沉积相略图

一 一
。

如,

\
L二」

z
巨二」

“ 、。 中
牌

图 2 麻江地区早中志留世翁项群翁二段岩性分区图
1

.

岩性分带界线 2
.

粒级分带界 线

( 图1及图 2选自贵州八普之
“

贵州麻江地区加里东期石油地质 综合研究报告
. ,

图 2略作修改
.

)

表 1 麻 江 地 区 翁 项 群 第 二 段 岩 性 特 征

} 西 带
;

中 带 { 东 带

分 带 } ! }

(都匀 以西
,

钱家坡一班庄一带 ) (叶家庄一大湾 ) ( 凯里一丹寨 )

淡 化 泻 湖 相 区 滨 岸 沙 坝 相 区 滨 岸 沙 坝 相 区

灰质
、

白云质细砂岩
,

粉砂质
、

含粉砂质灰岩
.

粉一细粒石英砂岩
,

石英含量平

均为 8 6肠
,

长石含最 (10 肠左右)

较东带高
.

胶结物含量高达 10 一

25 肠
,

主要为白云石
,

石英次生

加大程度很满
.

细一 中粒石英砂岩
,

分选好
,

磨

圆中等
,

含且高达朽帕
,

长石含

量。一 3肠
,

胶结物含卫< 10 呱
,

主要为硅质次生加大
,

含 t 达

7 舜
,

无白云石胶结物
,

粘土 含

盈低 (印帕左右 )
.

( 二 ) 下扬子 区安吉康山和无锡
、

常熟及黄桥一带

该带在志留纪时
,

分别处于钱塘拗陷和拗陷与下扬子地台转折的过渡带上
,

沉积厚

度分别为6 0 0 0 m 及3 0 0 0 m
,

沉积相属后滨
一

前滨
一

临滨相区 ( 图3 )
,

岩性由东向西岩石颜

色由紫红渐变为黄绿
、

灰绿色
,

粒度 由粗变细
; 砂岩 中岩屑成分以浅变质泥岩

、

千枚岩

为主
,

含量较高
,

有 自东而西
、

自老而新逐渐减少之势
,

而石英含量则恰 恰 相 反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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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碎屑主要来自东南之华夏古陆
。

晚志留世 晚期
,

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于茅 山 组

顶部沉积 了一套滨海三角洲相的碎屑岩系
,

厚度 < 20 0 m
,

砂岩矿物成熟度高
,

石英 含

量高达95 %以上 ( 表 2 )
,

胶结物含量 ( 10 %
,

以石英次生加大及 自生高岭石为主
。

口口口

团
早志留 世沉

积相 倪界线 匡口
中志留 世沉

积 相带界线 〔口
晚志留 世沉

尽相带界拐

图 3 下扬子区中
、

晚志留世沉积相 略

图

I
、

早志留世

I t 、 后滨
一

前滨相

I , 、

前滨
一

临滨相

I : 、

陆棚相

I
、

中志留世

I : 、 后滨
一

前滨相

1 : 、

前滨
一

临缤相

I , 、

临滨
一

陆棚相

I
、

晚志留世

l 生
、

后滨
一

前滨相

1 2 、

前滨
一

临滨相

I 。、 临滨相

(该图选自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19 8 5

年下扬子区下古生界主要沉积
、

构造及油

气选区评价报告 )

表 2 下 扬 子 区 志 留 系 砂岩 中 主 要 碎 屑 的 含 量

、

一汉

剖面名称

矿物成份

_ _ 时 代

一~ ~ ~
、

富 阳 上 须 村

杭 州 六 合 塔

南 陵 北 贡

巢 县 大 司 家

安 吉 康 山

长 兴 木 人 芥

无 锡 鸡 笼 山

江 阴 秦 皇 山

常 熟 虞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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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砂岩的主要成岩作用

麻江
、

康山
、

无锡
、

常熟
、

黄桥虽然同在扬子地区
,

但由于其所处的构造部位
、

沉

积环境
、

陆源供给物质及沉积期后的物理化学条件差异
,

致使它们的成岩后生作用显示

了各自独特的性质
,

但也不乏有某些相似之处
。

纵观这些地区的砂岩成岩顺序大体上都

经历了压实作用
、

粘土薄膜环边
、

石英次生加大
、

压溶
、

碳酸盐化及黄铁矿化
,

但在这

种普遍性之中又各自以某一
、

两种成岩作用为主
,

或 以先后顺序之差别而展现了不 同的

风格
。

(一 ) 麻江地区中带

本带位于麻江背斜轴部
,

其成岩顺序如下
:

构械压实作用
一 ,
伊利石粘土环边 , 石英次生加大 ( 弱 ) 、白云石胶结 ( 强 ) 、 白云

石溶蚀交代石英长石等碎屑 (强 ) 坦丝三
一
里鱼垫达氢丝丛巡些 ~ 去 白云石化 ~ 大量次生溶

孔形成 ~ 进油 , 黄铁矿化~ 去白云石化 ( 弱 ) 。次生溶孔中无充填物
。

表 3 志留系翁二段砂岩成岩作用
、

孔隙演化以及石 该带的砂岩成岩作用
、

孔隙演化

油储入时间与埋藏深度之间的关系

碳碳碳
早

一
晚晚

浅浅浅

一
探

一
浅浅

中中中期成岩岩 中 期 成 岩岩
:

L升拾起起

未未未未成熟熟 半成熟熟 成熟人人 成熟 nnnnn

机机 作作 顾 粒变形形

一一
械械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压压压 颐 粒破碎碎碎

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 压压压 抢抢抢

粒粒土环边边边

方方解石结晶晶晶

白白云石化化化

石石 英次生加大大大

热热液硅化化化

去去孩酸盐化化化

星星点状黄铁矿化化化

块块状黄铁矿化化化

原原生孔隙率肠 3000
牙狡淤》、、、

111000 7 一产夕丫八

一
, , , , , , , , , 、、

次次生、L。 , : :

:l
---

z ‘不不又才杏夕加
尸
片乡夕夕

石石油的运移和获鑫鑫鑫

及石油储入时间列入表 3
。

其成 岩作

用 以早期白云石胶结作用
、

白云石溶

蚀交代石英
、

长石
、

粘土等碎屑以及后

期的去 白云石化作用最为突出
。

砂岩

中的白云石含量 10 一25 %
,

为 自形
-

半 自形的粉晶
一

细晶
,

另散 分 布
。

白

云石的成因可能有三种
,

一种是 白云

岩岩屑
,

这可能与翁二段沉积时期邻

近 隆起的下奥陶统红花园组及大湾组

的白云石作为母岩供给物有关
;
第二

种是白云石结晶作为早期的碎屑胶结

物形式存在
;
第三种是白云石普遍而

强烈地交代碎屑颗粒
。

薄片中可 以清

楚地见到石英和长石颗粒呈溶蚀残留

状
“
漂浮

” 在白云石晶体之 中 ( 图版

I
一

1 ) ; 白云石胶 结 物与相邻的白

云石交代碎屑的结晶连成一片
,

石英

的边缘或石英次生加大边常被白云石

溶蚀成港湾状
,

有时在白云石晶体中

仍可辨认出呈板状含泥质斑点的长石轮廓
。

白云石沿长石颗粒的解理及边缘溶蚀交 代
,

偶而见到白云石交代粘土岩屑及伊利石粘土杂基
。

石英次生加大在该带普遍可见
,

但程度很弱
,

尤其在背斜轴部的叶家庄
一

厂上
一

大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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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
,

仅分布在石英颗粒集中的部位
。

石英次生加大弱的原因
,

一 方面是在石英加大不

久就有含镁的碳酸盐溶液注入并结晶
,

另方面粘土岩屑 与粘土杂基含量较多也是石英次

生加大边不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

加里东运动末期的广西运动使麻江
、

凯里地区进一步褶皱
、

断裂
、

抬升
,

麻江之轴

部西移至麻江以西一谷砌之间
,

志留系岩层被剥蚀到翁二段及其 以下的奥陶统 碳 酸 盐

岩
,

致使岩石受到大气淡水的渗滤溶解形成大量的次生溶孔 ( 图版 I
一 2 )

,

而且 使 下

奥陶统碳酸盐岩形成岩溶孔洞
。

镜下观察发现
,

在距离上覆泥盆系石英砂岩底面愈近处

的翁二段砂岩
,

白云石晶体的溶解作用愈强烈
,

反之愈弱或无溶解现象
,

如大坪地区
;

同样在距离加里东期的断裂愈近处的砂岩
,

白云石的溶解作用愈剧烈
,

如大湾 , 另外
,

白云石结 晶粒级愈细小 (粉晶 )
,

溶解作用愈强
,

粗晶白云石的溶解作用较弱
。

( 二 ) 麻江背斜东带及江苏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

麻江背斜东带的凯里
、

岩寨一带中
一

细粒石英砂岩区及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 茅 山

组顶部的石英砂岩
,

其沉积相分别处于滨岸浪击地带及三角洲前缘地带
,

波浪的淘洗作

用使得这两个地区的碎屑颗粒间的粘上杂基极少
,

且没有早期的白云石胶结
,

石英碎屑

含量高达95 % 以上
,

岩屑成分以质地坚硬的硅质岩
、

石英岩为主
。

这两个地区的砂岩成

岩作用分别如下
:

麻江背斜之东带翁二段砂岩的成岩顺序
:

机械压实作用~ 伊 利石粘土环边 ( 图版 卜 3 ) ~ 石英次生加大 ( 强 ) ~ 压 溶 作 用

( 相邻的两个石英次生加大边压溶 ) ~ 进油 , 黄铁矿化
。

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茅山组顶部砂岩的成岩顺序 ( 表4 )
:

表4 下扬子区志留系碎屑岩成岩作用简表

成成岩阶段段 主 要 成 岩 标 志志 书i
生生 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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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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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玉实作用
一

, 伊利石粘土环边 , 球粒状菱铁矿~ 石英次生加大 ( 强 ) 、 自生微晶

石英结晶~ 自生微晶粒状高岭石结品 , 压溶作用 , 进油 ~ 碳酸盐化 ( 白云石及方解石 )

、黄铁矿化
。

从 以
_

!二两个地区的成岩作用可 以看出
,

这里的成岩作用均以石英次生加大为特征
,

由于在石英的粒间有足够大的空间
,

以及有足够的时间
,

所 以加大的晶体发育 良好
,

可

见到柱而及锥面的外形 ( 图版 I
一4 )

,

并且可见到两个石英加大边相邻接的 部 位 产 生

压溶嵌合
,

说明压溶作用发生在石英次生加大之后
。

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
,

在石英次

生加大后
,

又有 自生微晶粒状高岭石充填空隙 ( 图版 I
一 5 )

,

致使后生的残 留 孔 隙 很

少
。

无锡至黄桥一带的碳酸盐岩 (方解石及白云石 ) 分布虽广
,

但除球粒状菱铁矿系早

期成岩旷物外
,

其余多与后期的构造 运动所形成的断裂与裂隙发育程度有关
,

镜下常可

见到方解石呈脉状分布
,

并沿细脉两侧溶性交代石英等碎屑颗粒
。

方解石被溶解形成的

次生溶孔中无任何充填物
,

可见这里的次生溶孔的形成是在油气进入储层之后
。

上述地区各成岩阶段孔隙损失情况见表 5
、

6
、

7
。

表 5 麻江古油筱巾带翁二没进油前中成岩各阶段孔隙损失

少( 三 ) 安吉康山及无锡一带的中
、

下志留统

位于下古生 代沉降带上的安吉康 山中志留统康山组及无锡一带的中
、

下志 留统 ( 包

括上志留统的中下部 )
,

沉积厚度大
,

岩屑含量高达30 一40 %
,

岩屑成分主要为浅变质

泥岩
、

千枚岩等软岩屑
,

它们在上覆亘厚地层压力下
,

砂岩骨架结构极不稳定
,

中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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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麻江古油藏东带进油前中成岩各阶段孔隙损失
_

_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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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无锡一常熟
,

茅山组 ( S 3 m ) 上部进油前中成岩各阶段孔隙损失

剖剖 面面 岩 性性 伊伊 朱 成 熟 阶 段段 半 成 熟 阶 段段 剩余原生 孔隙充填物物
名名 称称称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石石石石石 压实作用用 自生伊利石石 石英加大大 自生高岭岭 沥 青 质质 铁 质质

含含含含含 损失的粒粒 环边损失的的 损失的粒粒 石损失的的 佑佑 肠肠
盈盈盈盈盈 间 孔孔 粒 间 孔孔 间 孔孔 粒 间 孔孔孔孔

肠肠肠肠肠肠 肠肠 帕帕 肠肠肠肠

无无锡井事里里 含砾粗一中粒粒 222 2 99999 88888 33333

石石石英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历历村村 细一中粒石英英 少少 2 888 少少 55555 333 4 (铁质徽粒)))
砂砂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勤勤新新 粗一中粒石英英 少少 3 000 少少 77777 33333

砂砂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鸡龙山山 粗一中粒石英英 333 3 333 少少 777777777

砂砂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细细细粒 岩屑砂 岩岩 333 3 333 少少 777777777

常常熟成山山 粗粒石英砂岩岩 少少 3 44444 666666666

... ,,

中一粗粒石英英 222 3 22222 888888888

砂砂砂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粗粗粗粒石英砂岩岩 666 3 88888 111111111

粗粗粗石英砂岩岩 888 3 666 222 1111111 lll

中中中一粗粒石英英 1 lll 3‘‘‘ 444444444

砂砂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粗粗粗粒岩屑质质 1 111 3 999 少少 111111111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江江阴秦皇山山 粗一中粒石 英英英 3 000 111 777 2222222

砂砂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二二二
中一细粒岩岩岩 2 555 555 666 4444444

屑屑屑砂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未成熟期的机械压实作用十分明显
,

表现为浅变质泥岩被压弯 曲
,

或压入到相邻颗粒的

缝隙之中 ( 图版 I
一 6 )

,

造成碎屑彼此镶嵌
,

它们与伊利石粘土杂基一起将 原 生 粒 间

孔隙几乎大部堵寒
,

致使这里的砂岩孔渗性能大大降低
。

由于粘土杂基与浅变质泥岩类

岩屑较多
, 因而这里的石英加大不太发育

,

仅在石英颗粒密集处有石英加大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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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
,

可以认为康山沥青脉两侧围岩的砂岩受原油污染
,

这种污染在短距离内即

行消失
,

就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的
。

沥青在围岩 中常浸染在浅变质泥岩屑及伊利石粘土

杂基的微孔中
,

有时在长石的解理缝 中亦可见及
。

三
、

砂岩的孔隙类型与沥青赋存特征

砂岩的孔隙类型往往与沉积期后的成岩后生作用密切相关
,

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
,

岩石密度增大
,

孔隙减少
,

各种化学压实作用
,

如碳酸盐化
、

硅化等
,

又会使孔隙急剧

下降
,

但后期构造运动所产生的断裂
、

抬升
,

又往往使岩石产生 许多溶解的次生溶孔
,

使砂岩储集性能变好
。

根据上述地 区沥青赋存的特征
,

将孔隙划分为以下 三 种 类型
:

(一 ) 原生粒间孔隙

此种类型的孔隙以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茅山组顶部石英砂岩及贵州麻江背斜东带

的凯里
、

岩寨中
一

细粒石英砂岩为代表
,

沥青多分布在 石英颗粒间或石英次生加大 后 残

留的粒间角 孔 中 ( 图版 I
一 7

、

8 )
,

可见石油是在石英次生加大的过程 中进入储层的
,

沥青含量一般为 3 %
。

镜下尚可见到凡是在石英加大
、

晶形发育较好并填满孔隙空 间
、

彼此镶嵌时
,

一般无沥青存在或沥青仅侵染在石英周边的伊利石粘土环边 的微孔隙中
,

如凯里的大 中
。

( 二 ) 次生孔隙

图4 溶蚀作用形成的次生孔隙被黑色沥青

充填 ( 斜线部分 )

a
.

石英被溶蚀 成港湾状 b
.

自形白云石 呈

分散状
“

漂浮
”

在沥青中
c

.

白云石被溶蚀

成港湾状
‘

漂浮
”

在沥青中 d
.

石英粒内

孔 中充填 着沥青

2
.

裂隙 扎隙

1
.

溶蚀的次生 孔 隙

以贵州麻江的叶家庄
、

都匀的大坪
、

大湾

为代表
,

这里的白云石胶结物与白 云 石 溶 蚀

交代碎屑边缘非常发育
,

但由于 后 期 抬 升
、

岩石被渗滤溶蚀
,

产生 了大量的次 生 溶 解 孔

隙
,

即形成所谓的扩大的粒间孔隙
,

沥青充填

其中
,

镜下可 以见到被溶蚀的白云石晶体或溶

蚀成港湾状的石英颗粒
“漂浮”

在沥青中 (图

版
.

任
一

1 )
。

石英粒内溶孔也是次生孔隙的极好

标志
,

粒内溶孔中有黑色沥青充填 ( 图4 )
,

沥

青含量一般为10 一 25 %
。

此外尚可见到一些菱

形 白云石晶体被溶解形成的次生溶孔
,

但无充

填物
,

这是进油以后形成的次生溶孔
,

已无实

际意义
。

在一些砂岩样品中
,

白云石胶结物含

量虽高 ( 35 % )
,

但 由于未被溶蚀
,

因而也就

没有次生孔隙
,

沥青则不存在
,

如高田埂
。

裂隙孔隙主要分布在安吉康山地区的康山组砂岩 中
,

此类储集类型与区域性断裂有

关
,

沥青呈脉状产出
,

宽达数米
。

此外
,

在无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
,

由于晚期 (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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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期 ) 推覆构造的挤压
,

使砂岩的石英颗垃产生稳滑
,

石英颗粒局部被压扁拉长 ( 图

版 互
一 2 )

,

颗拉裂而不错位
,

在镜下还可看到有两组方向的
“

擦痕
” ,

并出现与擦痕方

向垂直的次级微细张裂纹
,

其中充填有沥青 ( 图版 I
一 3

、

4 )
,

从而使整个砂岩呈黑色
。

此种类型的储集 空间仅限于局部地区
。

3
。

下昆合类型孔隙

混合类型的孔隙以贵州都匀的新厂
、

大湾及磨刀石为 代表
,

这里既有石英次生加大

后残留下来的粒间孔隙
,

也有碳酸盐岩胶结物或交代物溶解后形成的次生孔隙
。

此外
,

在厂上尚可见到沥青充填在 白云石胶结物 的晶间缝隙及晶间孔隙中
,

或沥青赋存于 白云

岩玛
、

棘屑经 自生加大而残留的粒间角孔及缝隙中
。

沥青含量一般为5一 15 %
。

四
、

结 语

1
.

扬子准地台南缘志 留系碎屑岩有丰富的油气沥青显示
,

但其富集 的程度 差 别 较

大
,

这除与所处的沉积环境
、

构造背景
、

沉 积物组份有 关外
,

还主要受沉积期后的成岩

后生作用的控制
。

2
.

麻江古油 藏的中带
,

翁二段的储集性能最为优越
,

主要原因是加里东末期的广西

运动使麻江地区抬升并形成背斜 圈闭
,

同时又遭受剥蚀
,

使早期形成的 白云石胶结的砂

质岩类经受大气淡水淋滤
、

溶蚀
,

大量的次生溶孔以及 良好的背斜 圈闭为 以后的油气运

移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和储集场所
。

3
.

麻江古油藏东段的翁二段与无 锡
、

常熟
、

黄桥一带的上志 留统茅山组的 石 英 砂

岩
,

其成岩作用 以石英次生加大最为发育
,

后者在石英加大后又有微晶粒状高 岭 石 充

填
,

致使孔隙变小
,

沥青仅赋存于粒间角孔及粒间缝隙之 中
,

石油是在石英次生加大及

高岭石充填孔隙之后进入储层
“残留

”

的孔像中
,

此种类塑储集条件略差
。

4
.

安吉康山及下扬子广大地 区中
、

下志 留统约淬属岩
,

由于软岩冯 ( 浅变 质 泥 岩

类
、

千枚岩等 ) 含量高
,

它们在上覆 亘厚地层压力下
,

表现为强烈的机械玉实作用所引

起的碎屑彼此镶嵌
,

另外还有估土杂基的影响
,

从而使得砂岩储集性能最差
,

仅可形成

以构造断裂为主的脉状沥青
。

收稿日期
: 1 9 8 6年10 月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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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D IA G E N E SIS A N D R E S E R V O IR PR O PE R T IE S O F

S IL U R IA N C L A S T IC R O C K S IN T H E SO U T H E R N

M A R G IN O F Y A N G T Z E PA R A 一PL A T F O R M

L u o R u ila n W a n g S h o u d e Z h e n g B in g

( C e n t r a l L a b o r a t o r y o f Pe t r o le u m G e o lo g y
,

M in is t r y o f G e o lo g y a n d M in e r a l R e s o u r e e s )

A b‘t ra e t

T h e d ia g e n e s is o n t h e s a n d st o n e s b it u m e n b e a r in g in e e r t a in r e g io n s a n d

s e e tio n s o 至 th e so u th e r n m a r g in , Y a n g tz e P a r a 一 Pla tf o r m 15 d is e u s s e d in t h is

P a Pe r .

It 15 s u g g e s t e d th a t th e d ia g e n e s is in M a jia n g A n t ie lin e B e lt 15

d o m in a t e d d y e a r ly s ta g e d o lo m it e e e m e n ta t io n a n d b y th e e o r r o sio n a n d

r e Pla e e m e n t o f d o lo m it e in e la s t s 。

T h e la t e G u a n g x i m o v e m e n t e a u s e d t h e

fo r m a t io n a n d t h e n th e s u e e e s s iv e ly u Pliftin g s o f t h e a n t ie lin e in th e a r e a .

T h e a x is o f th e a n t ie liri e w a s e r o d e d a n d elu v ia t e d b y a tm o s Ph e r e fr e sh

w a t e r , r e s u lt e d t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s e e o n d a r y p o r e s in d o lo m it e s ,

w h ie h

w o u ld b e fa v o u r a b le f o r 0 11/ g a s a e e u m u la t io n s .

T h e m a t u r it ie s o f s a n d s to n e

m in e ra ls in th e e a s te r n f la n k o f M a jia n g A n tielin e ,

W
u x i , C ha n g sh u a n d

H u a n g q ia o a re a s a r e r a th e r h ig h a n d th e d ia g e n e sis a r e m a in ly q u a r tz

o v er g r o w th a n d k a o lin ite s f illin g the Pr im a r y Po re s .

T he b it u m e n w a s fille d

in t o th e r e s id u a l Pr im a r y P o r e s o f q u a r t z o v e r g r o w t h
, 5 0 t h a t the a e e u m u la -

t io n o f 0 11/ g a s 15 u n fa v o u ra b le a n d p o o r
.

T h e M id d le 一 L o w e r S ilu r ia n s a n d , t o n e s in a la r g e a re a o f A n jik a n g M o u n -

ta in s a n d lo w e r s e e t io n a r e a o f Y a n g t z e R iv e r a r e o b se r v e d a s m o s a ie ism

o f e la s t s a n d e la y m a tr ix f illin g s w h ie h a r e r e s u lte d b y s e v e r e m e e h a n ie a l

e o m Pa e t io n , sin e e th e e o n t e n t o f m e ta m o r Ph ie d e b r is 15 q u it e h ig h a n d t h e

h e a v y lo a d
一 Pr e ss o f o v e r la in s t r a t a .

T h a t 15 w h y t h e 0 11/ g a s a e e u m u la tio n

in s u eh a s a n d s to n e a r e a 15 Po o r a n d o n ly v e in b it u m e n e o n tr o lle d b y 全r a c -

tu r e s c a n b e fo x m 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