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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部晚二叠世与早三叠世地层划分

对比及几个地质问题的商榷

王 斌

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地质局

本区二叠系与三叠系的接触关 系
,

以在一直认为是整合接触 作者通过露头和钻井剖面实际资料的综

合分析和对比
,

认为该区的晚二叠系石千峰组与早三叠系方山组之 间存在沉积间断
,

即石千峰 组末期有一

次上 升运动 (华力西末期运动 )
,

二叠系与三叠系是假整合接触
.

这次华力西末期运动
,

对煤系地层油气

的生成
、

运移和聚集都 有一定 的影响
.

河南中部即北起济源
、

延津
、

民权以南
; 南至平顶山

、

许 昌
、

沈丘以 北 ; 东 到 夏

邑
、

永城
; 西至绳池

、

宜阳
,

包括西部露头区和东部覆盖区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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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二叠统一下三叠统沉积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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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的晚二叠世一早三叠世沉积
,

系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的上石盒子组之上和中三

叠统二马营组之下的大套红层
,

与 1 9 5 9年全国地层会议所采用的石千峰组相当
。

此套地

层既有露头区的系统剖面
,

又有覆盖区完整 的钻井剖面
,

层序清楚
,

分布广 泛
,

厚 6 00

一 1 1 0 0米
。

露头区剖面
,

前人虽研究较详
,

因化石贫乏
,

故对地层的划分与命 名 较 混

乱
,

其时代归属历来争论不休
。

随着石油
、

煤田 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
,

覆盖区的地层不

断被揭示
,

并发现 了一些微体化石
。

这不仅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 白
,

还为全区地层划分

对比
,

提供了新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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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覆盖区钻井剖面为重点
,

结合一些典型的露头剖面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将此套地层
,

在全区内进行统一划分
,

沿用以往的地层名称
,

自下而上划分为上二叠统

石千峰组
、

下三叠统方 山组及林仙组
,

并将石千峰组分为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共四

个段
。

一
、

主 要 地 层 剖 面 简 介

( 一 ) 永城县十八里铺钻井剖面

上覆地层 第三系渐新统

—
不 整 合-

-
-

一
下三叠统林仙组 ( T 盲t ) 厚 2 00 米

23
.

棕红
、

紫红色粉砂岩 40
.

3米

2 2
.

鲜红色泥岩与灰紫色粉砂岩互层
,

夹七层同生砾岩
,

砾径 0
.

3一0
.

5 厘米
。

粉砂

岩中见水流波痕
,

泥岩含叶胺介E ue
ste r ia sP

.

7 4
.

4米

2 1
.

褐紫色粉砂岩
,

夹两层同生砾岩
,

顶部含抱粉化石
,

抱子 以 L u n d bl a di sP or a ,

K r a e u : e lisp o r ites
为主

,

少量 Cy a th id it es , T r iq u it r it e s , T r ip a r t it e s
等

; 花粉 以v it r -

e isPo r ite s , L im it isp o r ite s
等为主

,

还有 A lisp o r ite s ,

p r o t o h a p lo ty p in u s
等

; 无 口器

花粉主要为In a p e r t u r o p o lle n ite s , p s ilo s e h iz o sp o r is
,

C ye a d o p ite s ,

e n e t a e e a e p o lle -

n ites
等

2 0
.

褐紫色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4
.

7米

—
整 正 一

-

—下三叠统方 山组 ( T {l) 厚 1 0 3
.

3米

19
.

褐紫色粉砂岩
,

夹两层同生砾岩
,

呈带状分布
,

局部含泥砾 6 8
.

4米

18
.

棕紫色粉砂质泥岩
,

夹同生砾岩 4
.

2米

17
.

棕紫色粉砂质岩
,

中部含泥岩砾岩 3 0
.

7米
- - - - - - - - -

一 假 整 合
- - - -

-
- -

一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 ( P Z

sh ) 厚 4 6 7
.

8米

第四段 ( P : sh
‘

) 厚 1 6 8
.

4米

16
.

紫红色砂质泥岩
、

粉砂岩
,

含钙质结核及石膏条带 6 8
.

8米

15
.

棕红色粉砂质泥岩
、

粉砂岩
,

含钙质结核及薄层石膏条带
。

在邻近剖面相 同 层

位的上
、

下部含介形类p a n x ia n ia ( p a n x ia n ia ) s p
. , D a rw in u la a e e e p ta , n

.

in g r ta ,

D
. a d d u c ta

等 5 1
.

8米

—
整 合

一
- -

一
-

一一

第三段 ( p Z oh
3

) 厚 9 5
.

2米

14
.

紫红色泥岩
,

含钙质结核及薄层石膏条带
,

底部为厚5
.

6米紫色粉砂岩 33 米

13
.

紫红色砂质泥岩
,

局部含灰绿色班点及钙质结核
。

上部含介形类化石P a n
xi

a ni a

( p a n x ia n ia ) S p
. , D a rw in u la a u e p t a , D

. ad d u c t a ,

D
.

in g r a t a 等 4 0
.

5米

12
.

紫红色粉砂岩夹灰录色条带粉砂岩
,

中部含钙质结核
,

底部为厚2米录灰色泥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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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含植物碎片及大量瓣鳃类化石 7
.

8米

—
整 合

—第二段 ( P Z sh :
) 厚 13 6

.

8米
10

·

灰绿色粉砂岩
,

含少量砂砾
,

底部含抱粉以 V it r e is p o r ite s , T a e n ia e sp o r ite s ,

L u e c k isp o r ite s
等为主 2 2米

9
.

灰绿色细砂岩
,

含植物碎片 34
.

1米

8
.

灰绿 色细砂岩
,

顶部为厚 1
.

2米绿灰色粉砂岩
,

含抱粉以T ae ni ae o p o r it e s , L u -

e c k isp o r ite s , p r o t o h a p lo x y in u s
为主 9

.

5米

7
.

紫红
、

灰绿色泥岩与砂质泥岩互层
,

上部夹泥灰岩条带
,

含大量瓣鳃类化石
,

少

部含抱粉
,

以K r ae u s e lis p o r ite s ?
, L u n d b la d isp o r a , T a e r isp o r it e S , V it re is p o r it e s ,

A lisp o rite s , p r o t o h a p lo x y p in u s
等为主 4 3

.

5米

6
.

灰绿色细砂岩 18
.

6米

5
.

灰绿色泥岩
,

局部为紫色 8米

—
整 合

—第一段 ( 平顶山砂岩段P Z

sh
,
) 厚 6 7

.

理米

4
.

灰绿色细砂岩 6
.

5米

3
.

灰白
、

微带绿色中粒砂岩 35 米

2
.

灰 白色细
、

粗粒石英砂岩
,

矽质胶结 0
.

1米

1
.

灰黑
、

灰白色中
、

粗粒石英砂岩 19
.

8 米

—
整 合

—下伏地层 上石盒子组

( 二 ) 郸城县南一井剖面

上覆地层 中三叠统二马营组灰绿色砂岩

—
整 合

—下三叠统林仙组 ( T ll ) 井深 19 6 0一2 2 5 0米
,

厚度 2 9 0米

2 4
.

红棕色
、

深棕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夹棕 色粉
、

细砂岩 纽9
.

5米

23
.

深褐色
、

红棕色粉
、

细砂岩与红棕 色
、

褐紫色泥岩频繁互层 99 米

22
.

褐棕
、

棕褐色粉
、

细砂岩
,

夹褐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14 1
.

5米

—
整 合

—下二叠统方山组 ( T 圣1 ) 井深 2 2 5 0一 2 3 0 9米
,

厚59 米

2 1
.

紫色
、

紫棕色细砂岩
、

粉
、

细砂岩
,

岩质坚硬致密
,

顶部夹褐棕色泥岩薄层

5 9米
- - - - - - - - -

一假 整 合
- - - - - - - - -

一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 ( P Z s h ) 井深2 3 0 9一 3 0 4 8米

,

厚7 3 9米

第四段 ( p Z sh
4

) 井深2 3 0 9一 2 6 5 5米
,

厚 3 4 6米

2 0
.

棕褐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夹褐棕色粉 细砂岩 26 米

19
.

棕褐色细砂岩
,

夹褐棕色泥岩和黄绿色泥岩 5 9
.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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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灰绿色细砂岩 12 米

17
.

褐紫色泥岩与褐棕色细砂岩互层 2 3
.

5米

16
.

褐棕色
、

灰色粉砂岩
,

夹薄层褐紫色泥岩及灰色泥岩 85 米

15
.

灰白
、

灰绿色 中细粒砂岩
,

夹紫棕 色细砂岩
、

褐
、

灰黑色泥岩
,

从上而下 暗 色

泥岩逐渐增加 1 4 0米

—
整 合一

-

—第三段 ( p Z sh 3
) 井深 2 6 5 5一 2 8 5 4米 厚 1 9 9米

14
.

褐棕
、

褐灰色泥岩与褐棕色细砂岩不等厚互层 50 米

13
.

棕色
、

棕灰色粉砂岩与棕褐色泥岩
、

砂质泥岩互层 38 米

12
.

褐色
、

棕褐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夹薄层棕色粉砂岩 33 米

1 1
.

灰色
、

褐色粉细砂岩
,

夹褐色泥岩及砂质泥岩 24 米

10
.

棕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夹褐棕色细砂岩
、

粉细砂岩
,

粉 细

砂岩
、

砂质泥岩
,

含钙质团块及铁质结核 54 米

—
整 合一

-

—第二段 ( p : sh :
) 井深 2 8 5 4一 2 9 8 0米 厚 12 6米

9
.

灰绿色细砂岩 8
.

5米

8
.

褐色泥岩
、

灰色泥岩
,

夹灰绿
、

灰 白色细砂岩 2 2
.

5米

7
.

灰 白
、

灰绿色粉细砂岩
,

夹棕色泥岩薄层 16 米

6
.

上部为灰色
、

棕色泥岩
,

下部为灰白
、

灰绿色细砂岩 22 米

5
.

深褐
、

深灰色泥岩 2 0
.

5米

4
.

深灰色粉砂岩
、

灰 白色中砂岩 2 4
.

5米

3
.

褐色泥岩 12 米

—
一

整 合一

—第一段 ( p Z sh l
) 井深 2 9 8 0一3 04 8米 厚 6 9米

2
.

灰白色中
、

细粒砂岩
,

夹紫色
、

灰色泥岩及薄煤层 2 7
.

5米

1
.

灰白色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

硅质胶结
,

坚硬致密 4 0
.

5米

—
整 合一

-

—下伏地层 上石盒子组 深灰色泥岩与灰绿色细砂岩互层

( 三 ) 荣 阳县南十井剖面

上覆地层 中三叠统二马营组灰绿色砂岩

一

—
整 合

一

—下三叠统林仙组 ( T 子l) 井深 16 9 1一 2 0 9 8米

19
.

紫褐色泥岩与灰棕色粉砂岩不等厚互层
,

或泥岩夹砂岩

18
.

灰棕色粉
、

细砂岩与褐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互层

17
.

棕褐色泥岩
,

夹褐棕色粉砂岩

—
整 合

-
-

—下三叠统方山组 ( T if ) 井深 2 0 6 8一2 1 3 3
.

5米

厚 3 7 7米

9 4
.

5米

12 1
.

5米

16 1米

厚6 5
.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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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紫红
、

棕紫 色粉
、

细砂岩
,

岩质坚硬致密 6 5
.

5米
- - - - - - - - - - -

一假 整 合
- - - - - - - - - -

一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 ( p Z s h ) 井深 2 1 3 3

.

5一 2 7 1 0米
,

厚 5 7 6
.

5米

第四段 ( p Z sh ‘ ) 井深 2 1 3 3
.

5一2 4 8 8米 厚 3 1 5米

15
.

灰绿色粉砂岩
,

夹灰绿
、

灰色泥岩 6 4
.

5米

14
.

灰绿色泥岩
,

夹灰绿色粉砂岩及紫褐色泥岩 16 米

13
.

灰绿色细砂岩与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

夹紫棕色粉砂岩和紫褐色泥岩 60 米

12
.

灰绿色粉
、

细砂岩与紫褐色
、

灰色泥岩互层 26 米

1 1
.

灰绿色粉
、

细砂岩与灰棕色泥岩夹棕褐色细砂岩
、

灰绿 色粉砂岩互层 38 米

JO
.

灰绿色粉
、

细砂岩夹紫褐
、

灰绿色泥岩及少量紫棕色粉 砂岩 1 1 0
.

5米
-

—
整 合

—第三段 ( p Z s h 3
) 井深 2 4 4 8

.

5一 2 5 5 1米
、

厚 10 3米

9
.

红棕
、

褐棕色泥岩
,

夹灰绿色泥岩及灰绿色粉
、

细砂岩薄层 68 米

8
.

灰绿色粉砂岩夹红棕色泥岩 6米
7

.

红棕色泥岩夹灰绿色粉砂岩 29 米

—
整 合

—第二段 ( p : sh :
) 井深 2 5 5 1一 2 6 4 7米

,

厚 9 6米
6

.

灰绿色粉砂岩与紫
、

红棕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互层 43 米
5

.

灰绿
、

灰白色细
、

中粒砂岩
,

夹棕色
、

灰绿色泥岩薄层 4 0
.

5米

4
.

紫褐
、

绿灰色泥岩
,

夹绿灰
、

浅灰色细
、

中粒砂岩 13
.

5米

—
整 合

—第一段 ( 平顶 !-IJ 砂岩段P Z sh :
) 井 深 2 6 4 7一2 7 1 0米 厚 6 3米

3
.

绿灰
、

浅灰白色细
、

中粒砂岩 17 米

2
.

紫红
、

棕色泥岩夹灰绿色泥岩 6米

1
.

灰白
、

灰绿色细
、

中粒砂岩
,

夹紫红
、

灰绿色泥岩薄层 4 0米

—
整 合

——下伏地层 上石盒子组 灰绿色砂岩与紫色
、

灰绿 色泥岩互层

( 四 ) 巩 县 猴 山 剖 面

上覆地层 第四系

—一 不 整 合

—
-

下三叠统方山组 ( T 冲 ) 厚 11 6米

18
.

紫 色
、

紫红色中
、

粗 粒石英砂岩
,

岩质坚硬
,

交错层理发育
,

具水流波痕

1 16米
- - - - - - - - -

一
假 整 合

-
-

- - - -

一
_ _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 ( P Z

sh ) 厚 3 6 8
.

了米

第 四段 ( p Z sh ‘
) 厚 6 4

.

8米

1了
.

黄绿色中薄层钙质粉砂岩夹细砂岩
,

含同生砾石
,

顶部夹紫红色砂岩薄层

3 2
.

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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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黄绿色钙质粉砂岩
,

夹粉砂质泥岩
,

偶含同生砾石 3 2
.

6米

—
整 合一

-

—第三段 ( p : sh
。

) 厚 1 0 3
.

9米

15
.

褐色砂质泥岩
,

夹褐黄色砂岩
,

含丰富的抱粉化石
,

以三缝抱子为主
,

占 组 合

的8 3
.

9 %
。

计有L e io t r ile te S sp h a e r o t r ia n g u la r i s , L
. a d n a tu s ,

p u n e t a t isp o r it e s Pa -

lm ip ed it e s , p
. o b liq n u s , C a la m o s p o ra sp

. , G u lis p o r it e s e o e h le a r iu s , G
. e e r e r is ,

L o Ph o t r ie t e s e f sP a r s u s ,

V e r r u e o s isP o r it es se n e n s is , V
.

m ie r o t u b e r o su s , T o r is -

p o r a se e u r is ,

裸子植物花粉占组合的 1 7 %
,

主要是C yc a t o Pite s属 8
.

3米

14
.

紫红
、

灰绿色砂质泥岩夹泥灰岩 2 4
.

6米

13
.

灰绿色泥岩夹薄层泥灰岩 17
.

5米

12
.

灰绿
、

黄绿色砂质泥岩 8
.

3米

n
.

浅灰紫色细粒石英砂岩 3
.

6米

1 0
.

上部紫红色砂质泥岩
,

夹薄层夹紫色泥岩
,

泥质细砂岩
; 下部为灰色细 砂 岩

,

夹紫红色泥岩 1 8
.

3米

9
.

紫红色砂质泥岩
,

夹紫灰色硬砂岩
,

底部为 1
.

5一3米硅质硬砂岩 2 3
.

3米

—
整 合一一

—
第二段 ( p Z sh :

) 厚 1 3 0米

8
.

黄绿色细粒石英砂岩 1 8
.

7米

7
.

紫色泥岩夹黄绿色砂岩 2 2
.

2米

6
.

黄绿色中粒砂岩与薄层砂质泥岩互层
,

砂岩交错层理发育 2 2
.

3米

5
.

灰紫色泥质细砂岩 4
.

4米

4
.

紫色砂质泥岩夹暗紫色砂岩 2 。米

3
.

黄绿色中层细粒石英砂岩与薄层砂质泥岩互层
_

2 5
.

8米

2
.

暗紫红色泥岩与黄绿色砂岩互层 16
.

7米

—
整 合一

-
-

—第一段 (平顶山砂岩段P :

sh
,
) 厚 70 米

1
.

灰 白色长石石英砂岩
、

夹泥岩
、

砂质泥岩薄层
、

硅质胶结
,

岩质坚硬致密 70 米

—
整 合

一
-
-

—下伏地层 上石盒子组 黄绿色泥岩与灰绿色细砂岩互层

( 五 ) 登封县大金店安庙剖面 ( 图 2 )

上覆地层 中三叠统二马营组 黄绿色厚层中
、

细粒砂岩

—
整 合

-
-

—下三叠统林仙组 ( T ;l) 厚 5 57 米

12
.

紫红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夹灰紫色细砂岩
,

底部为紫色粉砂岩 51
.

5米

11
.

紫红色泥岩
,

夹数层细砂岩
,

泥岩含钙质结核 1 55 米

10
.

上部为紫色中
、

细粒砂岩夹砂质泥岩
,

砂岩具交错层理
,

夹同生砾岩 薄 层
; 下

部为紫红色粉砂岩与砂质泥岩互层 2 0 7
.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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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紫红色砂质泥岩
,

夹中
、

厚层细砂岩
,

泥岩具灰绿色斑块 1 41 米

本组含轮藻S t ella t o e h a r a h o e llv ie e n s is , 5
.

x in x in e n s is , 5
.

d e r g fe n g e n s is , 5
.

Z h o n g sh a n e n s is , S te n o c h a r a o v a t a , 5
.

d e n e tz ia n a , P o r o sp h a e r a g lo b o g a 及 介 形

类D a rw in u la t r ia s s ia n a , D
. r e e o n d it a , D

.

P r o m is s a , D
. a e e u m in a t a ,

D
.

g e r d a e ,

D
. s u b P r o m iss a , D

.

Pe u d o o b lo n g a ,

D
.

n o in s ky i , D
.

lo n g a .

—
整 合

—下三叠统方 山组 ( T 壮 ) 厚60 米

8
.

浅紫
、

灰紫色厚层中
、

细粒石英砂岩
,

硅质胶结
,

坚硬致密
,

交错 层理 发 育
,

中部夹层间泥岩
,

在该泥岩中含二齿兽 ( D ic y n o d o n sp
.

)
、

植物化石碎片和抱粉化石

L u n d b la d isP o r a sP
. , P o ly e in g u la t isP o r it e s sP

. ,

A r a tr is P o r ite s e o ry lis e m iu is
,

C y e a d o Pit e S m in im u s , V it r e iSP o r it e s p a llid u s , p o d o e a r Pid it e s e f Pr o lo n g a tu S ,

A lisP o r it e S e f
. a u s t r a lis ,

A
. ef

.

g r a u v o g e li , K la u s iP o lle n it e S d e e iPie n s ,

F a lc isP o r it e S e f
. s t a b i lis , E lliP S o v e la t iSP o r it e S z h o n g z h o u e n s iS , L im it isP o r ite S

sP
. , C a la m o sP 0 r a t e n e r , p r o t o h a p lo X y Pin u S lim Pid u s , T r id iSP o r a fis silis ,

L a b iisP o r it e ss o n g s h a r e n sis
,

Fu ld e SP o r it e S e o n e a v 一15
.

- - - - - - - - -

一假 整 合
- - - - - - - - - - -

一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 ( P Z

sh ) 厚 2 2了
.

8米

第三段 ( p : sh 3
) 厚 3 4

.

5米

7
.

紫红色粉砂质泥岩
,

局部呈灰绿色
,

夹细砂岩及透镜体泥灰岩 3 4
.

5米

—
整 合

—第二段 ( p : sh :
) 厚 12 4

.

3米

6
.

黄绿色中厚层粉
、

细砂岩 3 0
.

7米

5
.

灰绿
、

紫 灰色砂质泥岩 2 0
.

5米

4
.

黄绿色细粒石英砂岩 2 4
.

5米

3
.

暗紫红色砂质泥岩
,

顶部呈灰绿色
,

夹细砂岩薄层
,

底部为厚 千米灰绿色砂岩

3 5
.

8米
2

.

灰绿
、

紫色砂质泥岩
,

夹一层褐色粉砂岩
,

泥岩含钙质结核 13 米

—
整 合

—第一段 (平顶山砂岩段 P Z

sh
,

)

1
.

灰 白色中
、

粗粒石英砂岩
,

硅质胶结
,

坚硬致密

—
整 合

—下伏地层 上石盒子组 黄绿色泥岩与灰 白色砂岩互层

王堂

厚 6 9米

6 9米

一
S W 205

. 改稗

几sh

仁一弓
!。m

图2 登封县大金安庙林仙组一石千峰组实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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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义马市仁村南许沟剖面

上覆地层 中三叠统二马营组 黄绿色厚层长石石英砂岩

一一—
一

整 合一

—下三叠统林仙组 ( T 荃l) 厚 2 7 5
.

5米

12
.

砖红色钙质粉砂岩
,

夹厚层细粒石英砂岩
,

砂岩斜层理发育 4 4
.

4米

11
.

砖红色砂质泥岩
,

夹钙质粉砂岩
,

钙质结核 187 米

1 0
.

砖红色泥岩夹砖红色石英砂岩 44 米

本组含介形类 D a rw in u la t r ia s s ia n a ,

D
.

fe n g fe n g e n s is ,

D
. r o tu n d a t a , D

.

g er d ae ,

D
。

fr a g ilis及轮藻化石 s te lla t o e h a r a b a d o n g e n s is ,

s
.

d e n g fe n g e n s is ,

s
.

d o n b a sis ie a ,

S te n o e h a r a sP , C u n e a t o e h a r a s P
.

一—一
一

整 合一
- -

—下三叠统方山组 ( T {f ) 厚 90 米

9
.

灰紫
、

紫红色石英砂岩
,

夹砂质泥岩薄层
。

砂岩硅质胶质
,

坚硬致密
,

交 错 层

理发育
,

含 同生砾岩条带 90 米

一一
-

—
假 整 合一

-

—
-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 ( P Z

sh )

第三段 ( p Z sh
3

) 厚4 3米

8
.

紫红色泥岩
,

夹透镜体泥灰岩 43 米

—
整 合

- - - - 一一

一
第二段 ( p : s h

:
) 厚 一0 3米

7
.

黄绿色厚层中
、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1 5
.

7米

6
.

紫色泥岩 7米

5
.

黄绿色厚层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

斜层理发育 21 米

4
.

紫色泥岩
,

底部为厚 2米黄色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砂岩斜层理发育 31 米

3
.

上部为紫色泥岩
,

下部为黄白色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

砂岩斜层理发育 1 9
。

4米

2
.

紫色粉砂岩 9
.

5米

—
整 合一

-

—第一段 (平顶山砂岩段p : sh ,
) 厚 1 0 5米

1
.

黄白
、

灰白色厚层含砾粗砂岩
、

中
、

粗粒砂岩
,

硅质胶结
,

岩质坚硬致密

1 0 8米

下伏地层 上石盒子组 黄绿色砂岩夹灰
、

紫色泥岩

二
、

各组段岩性及沉积特征

本区晚二叠世与早二叠世地层
,

系两大沉积旋回组成
,

岩性
、

岩相特征 明显
,

化石

贫乏
。

下旋回为石千峰组
,

上旋回为方山组和林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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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系下统 ( T ;
)

本区下三叠统
,

为一套红色碎屑岩系
,

由粗到细组成一个沉积旋 回
,

厚度 约 60 0一

1 1 0 0米
,

砂岩发育 的下部为方 山组
; 泥岩发育的上部为林仙组

。

由于二者交界处的岩性

常互相转换
,

故两组的分界线不十分明显
。

其沉积虽然发育
,

分布广泛
,

据钻井揭示
,

在东部隆起地带
,

不仅林仙组遭到不 同程度的剥蚀
,

甚至方山组也保存不 全
,

厚 度 为

36 0一 70 0米
。

区内下三叠统厚度变化为东厚西薄
,

南薄北厚
。

三叠系下统林仙组 ( T 子1 )

本组岩性为紫红
、

棕红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夹灰紫
、

嵘紫色中薄层细

砂岩
。

它以颜色鲜艳
、

富含云母
、

泥岩为特征
,

与下伏方山组呈整合接触
。

厚 3 00 一 5 60

米
。

古生物特征
:

含介形类化石 D a rw in u la t r a s s ia n a ,

0
. r e e o n d it a ,

D
.

f e n g fe r n -

g e n s is ,

D
。 r o t u n d a t a ,

D
.

f r a g ilis .

轮藻 化石
:

S te lla t o e h a r a b a d o n g e n s is , 5
.

d o n b a s sie a , s
.

h o e llv ie e n si s , S t e n o e h a r a Pa r a o v a t a , s
. o v a t a ,

P o r o Ph a e r a s P
. ,

C u n e a t o e h a r a SPP
.

和抱粉化石L u n d b la d ssp o r a , K r a e u s e lis p o r it e s , L im it is p o r ite s ,

V it r e is P o r it e s ,

I n a Pe r t u r o P o lle n it e S等
。

电性特征
:

自然 电位基线平直
,

夹中薄层不 明显负值
;
视电阻率一般平直

,

夹厚层

锯齿状高阻
。

三叠系下统方山组 ( T {f )

本组岩性为褐紫
、

暗紫色 中厚层 中
、

细粒硬质石英砂岩夹粉砂岩
,

以岩质坚硬
、

内

含同生砾石
、

交错层理发育
、

具龟裂和水流波痕为特点
。

地貌呈陡峭单面 山
,

沉 积 稳

定
,

特征十分明显
,

是本区一个区域性良好标志层
。

假整合于下伏石千峰不同层之上
。

厚6 0一 1 00 米
,

横向变化与林仙组相仿
。

古生物特征
:

含抱粉化石主要有 A r a tr i sp o r it e s e o r y lis e n m in is
,

L u n d la d isp o r a

sP
.

T r ia d isp o r a sp
. , T r ia d is p o r a fis s i lis , A lis p o r it e s e f

. a n s t r a lis ,
A

. e f
.

g r a u -

v o g e li
,

K la u s ip o lle n it e s d e e ip ie n s
等

。

电性特征
:

自然 电位呈明显块状负值
;
视 电阻率呈据齿状高阻

,

夹低阻
。

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 ( P Z

sh )

石千峰组为一套红
、

灰相间的砂
、

泥岩
、

系半干 燥
、

湿润气候条件下 的沉积
,

组成

一个粗
、

细
、

粗的完整沉积旋回
,

沉积发育
,

分布广泛
,

东部地层完善
,

西部顶界残缺

不 全
,

厚 20 0一5 00 米
,

东厚西薄
,

南厚北薄
,

与下伏上石盒子组呈整合接触
。

石千峰组第四段 ( P : sh
4

)

本段沉积发育
,

分布于巩县
、

登封及平顶山一线 以东至夏 邑
、

永城一带
,

其他地 区

基本缺失
。

厚 70 一 3 50 米
,

以夏邑凹陷厚度最大
,

由此从东向西变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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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以灰绿
、

灰白色钙质粉
、

细砂岩为主
,

夹紫色砂质泥岩
、

灰色泥岩及 紫 棕 色

粉
、

细砂岩
,

含钙质结核及石膏薄层
。

以暗色地层发育为特点
。

与下伏第三段呈渐变关

系
,

为整合接触
。

古生物特征
:

永城剖面含介形类化石 p a n x ia n ia s p
. , D a rw in u la a n g a s ia , n

.

a u e Pt a , D
.

in g r a t a , D
. a d d n e t a

等
。

电位特征
:

自然电位呈明显负值
;
视 电阻率较上覆方 山组明显增大

,

高低阻相同
,

以尖峰状的高阻为主
。

石千峰组第三段 ( P :

sh
3
)

岩性为紫红
、

暗紫红 色粉砂质泥岩
,

夹少量粉砂岩和灰绿
、

灰色泥岩
、

泥灰岩条带

或透镜体及石膏薄层
。

以大套紫红色泥质岩发育
、

含大量钙质结核及泥灰岩为特点
。

沉

积稳定
,

特征明显
,

是区内又一个区域性 良好的标志层
;
是划分石千峰与方 山组和石千

峰组各段的主要依据之一
。

本段除在巩县
、

平顶 山一线 以西顶部遭剥蚀外
,

其余地区广泛沉积
,

呈东厚西薄
,

南厚北薄
,

厚 2 3一 1 5 0米
。

古生物特征
:

在永城地区
,

含介形类化石p a n x ia n ia s p p
. , D a r w in u la a u e p t a , D

·

in g r a t“ , D
·

in g r a t a ,

D
· a d d u c t a , D

. a n g u s ia等 ;
在巩县猴山剖面的顶部含抱粉化

石
: L e io t r ile t e s , p u n e t a t is p o r it e s , C a la m o sP o r a , V e r r u e o s is P o r it e s , L o Ph o r ile -

te s , L o Ph o r ile te s , G u lisp o r ite s , T o r isp o r a及C y e a d o p ite s ,

M o n o s u le ite s , p r o t o -

Pin u s
等

。

电性特征
:

自然 电位基线平直
,

偶尔负值明显
,

视电阻率呈平直低阻
,

偶夹尖峰高

阻
。

石千峰组第二段 ( P Z

sh
:

)

岩性为灰绿
、

黄绿
、

灰 白色粉
、

细砂岩与紫红
、

灰绿
、

灰色泥岩
、

砂质泥岩不等厚

互层
,

上部为砂岩为主
,

下部 以泥岩为主
,

大致由 5 个沉积韵律组成
。

沉积稳定
,

分布

广泛
,

保存完善
,

厚60 一 1 30 米
,

其横向变化与第三段相仿
。

古生物特征
,

在宜阳南天门煤矿剖面中
,

含植物化石C or d ai tes sc h e n ki i , A n n u -

la r ia a p
. ,

在永城钻井剖面中
,

含抱粉化石 K r a e u se lis p o r it e s ,

L u e e k is p o r ite s ,

T a e -

n ia es p o r it e s , T a e n ia e sp o r ite s , V it r e is p o r it es
及辫鳃类

、

植物化石
。

电性特征
:

自然电位
,

呈 中层到块状负值
; 视 电阻率高低阻相间

,

以高阻为主
,

呈

尖峰一块状
。

石千峰组第一段 ( 平顶山砂岩段P :

sh
l )

岩性为灰白色厚层中
、

粗粒石英砂岩
,

偶夹泥岩薄层及煤线
,

底部常含细砾石
。

坚

硬致密
,

交错层发育
,

地貌呈陡屿单面 山
。

它 以岩性单一的灰白色硬质石英砂 岩 为 特

征
。

沉积稳定
,

分布广泛
,

沉积为东薄西厚
,

南厚北薄
。

古生物特征
:

在平顶 山钻井剖面中
,

含抱粉化石
: V it r e is p o r ite s , T a e n ia e sp 。 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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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s , L u e e k is P o r ite s , S t r ia t o P o d o e a r Pite s , P la ty s a e e u s , K la u s iP o lle n ite s , P r o t -

o h aP lo x yPin u s , C h o r d a sp o r it e s ,

A lisP o r it e s
等

。

电位特征
:

自然电位
,

呈高幅度块状负值
;
视电阻率呈高阻锯齿状

。

由于本段沉积十分稳定
,

岩性
、

电性特征很明显
,

易于识别对 比
,

故历来视它为区

内的区域性良好标志层
,

是区分石千峰与石盘子组分界的标志
。

为便于掌握本区晚二叠世一早三叠世沉积特征
,

笔者将此套地层剖面特征简化如表

1 ,

并归纳为以下儿点
:

表 1 晚二叠世一早三叠世地层沉积特征简表

系 统

组 ! 段
标标 志 层层 岩 性性

渭

二马
营组

紫红色 泥岩与 灰绿色砂
岩互层

D a rw in u l住 之r a s s一 la n a

D
·

e ffg n e n g e n i

1 9 6 ~ 5 57
砖红

、

紫红色泥岩
、

砂

质 泥岩夹紫色粉砂岩

代号一一吃1一lr勺于
‘1一一T一T

林仙组

方山组 5 9~ 2 6 0 紫色硬质石英砂 岩

( 第三标志层 )

L u n d o la d is Po r a

A r a tr is Po r it e s

s p

SP
。

B sh 4
6 4 ~ 3 5 6

紫色 硬质石英砂岩

灰绿
、

黄绿色 薄层粉砂
岩夹灰色泥岩及少量紫
色 砂泥岩

Pa n x ia n ia sP
。

P 1 s h 3 2 3~ 18 9
含泥 灰岩紫色泥岩 !紫红色泥岩夹 灰泥岩条带
(第二标志层 )

P 2 s h Z 5 9 ~ 1 3 0

钙质结核及灰绿色泥岩

黄绿
、

灰绿色砂岩与紫色灰
色泥岩互层

T ()r is Po r a sP
。

P a n x ia ll l a sP
.

C o rd a ite s s e hc n k i i
。

八 n n ll la r ia sP
。

V it r e is Po r ite s sP
。

K la u siP o llc n i土e s sP
.

英层一石志�质标一硬一一白(灰层
P 2 sh l 5 5 ~ 1 3 0

P 么 s

灰白色 硬质石英砂岩

灰色
、

紫色泥岩与灰白
色砂岩不等厚互层

.

|卜
l
es

Lles巨石干峰组

上 石

盒子组

层一统一中统一下统一上统士一系一三叠系�二叠系

1
.

此套地层 由两大沉积旋回组成
,

下旋回是一个由粗一细一粗的沉积旋回 ; 上旋回

是一个 由粗一细的沉积旋回
。

2
.

剖面 中标志层清楚
,

其中三个标志层将整套地层划分为三个组和四个岩性段 ( 表

1 )
。

3
.

各组段岩性
、

沉积特征十分明显
,

且各含有标志化石
。

这些特征不仅全区可以对比
,

还可与邻近各省的相同层位对比
。

三
、

几个地质问题的商榷

( 一 ) 石千峰组第四段的归属问题

在宜阳
、

巩县和蒙阳等地的露头剖面及覆盖区钻井剖面 中
,

一套夹于石千峰组第三

段 ( 第二标志层 ) 和方 山组 ( 第三标志层 ) 之间厚约 70 一35 0米的暗色碎屑岩 系 ( 石 千

峰组第四段 )
,

以往都将它划归为下三叠统方山组
,

并 以其底界作为下三叠统方 山组与

上二叠统石千峰组的分界
,

笔者认为把它归属于方 山组不妥 当
;
其理 由有二

:

1
.

岩性
、

岩相差异悬殊
。

该套暗色碎屑岩系
,

主要为黄绿
、

灰绿色薄层粉砂岩
、

泥

质粉砂岩
,

夹灰色
、

深灰色泥页岩及少量紫 色砂泥岩
,

砂岩钙质胶结
,

岩质疏松
,

微细

水平层理发育
,

含钙质结核
。

反映了沉积环境比较宁静
,

气候较温和湿润
,

属沼泽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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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相沉积
。

而与方 山组强氧化环境的河流相或湖滨相沉积的紫红色硬质石英砂岩差异

很大
,

这一差异不可能是方山组 的区域性的岩相变化
,

仍是两个不同地质时代
,

不 同沉

积环境所形成
。

2
.

在此套地层中目前虽未发现化石
; 笔 者于 1 9 8 6年在巩县猴 山剖面上的此地层与第

三段交界面上黄绿色泥岩中
,

发现了抱粉化石 L e io tr ile te s , P u n 。ta tisp o r ite s , e a la -

m o s p o r a , G u lis p o r ite s , L o p h o tr ile t e S , V e r r u e o s ip o r ite s及T o r is p o r a
等

。

这些化石

是二秃纪常见分子
,

未发现三叠纪常见的A r a t r一s p o r ite s , L u n d b la d is p o r a
等 特 征 分

子
,

表明其地质 时代为二叠纪
。

所以笔者认 为河南中部一些地区原划为方山组下部 的暗

色地层
,

应归属于石千峰组的顶部
。

( 二 ) 晚二叠世与早三叠世地层的分界及接触关系

木区晚二叠世石千峰组与早三益世方山组的接触关系
,

历来认为是整合接触
。

笔者

通过综合研究
,

认为两者之间有过沉积间断
,

系假整合接触
,

反映了华力西运动涉及此

区 ;
其证据有四

:

1
.

通过石千峰组分段研究对比
,

发现石千峰组的顶界残缺不全
,

方 山组是盖在石千

峰组的不同段之上
。

这说明石千峰组曾有过 仁升剥蚀阶段
,

导致石千峰组第四段在低凹

部位保存
,

在隆起部位遭到剥蚀
。

如巩县
、

蒙阳
、

鹿 邑等地的石千峰组保存齐全
,

而登

封大金店
、

禹县大刘 山
、

义马
一

亡村
、

济源上冶大峪镇等剖面 中
,

缺失了石千峰组第四段

和部分第三段
。

地层的缺失代表一个浸蚀面
,

即华力西运动的反映
。

不言而喻
,

华力西

运动就是发生在石千峰组与方山组之间
。

这 次运动不仅在本区表现明显 (据王 仁 农 报

导 )
,

往东至安徽
、

江苏
、

山东交界处
,

亦受到波及
,

称之为
“

苏皖运动
” 。

2
.

从居于石千峰组第二段之上和方山组之下的石千峰组三
、

四段厚度的巨大变化
,

也可 以看出两者之间有过沉积间断
。

同在巩 县
、

蒙阳一带的石千峰组较完正
,

其厚度为

16 8
.

7米
,

向东至鹿邑南一井厚度达54 5米
,

其它地区厚度不 足 1 00 米
,

在禹县大刘山剖

面厚仅24 米 (表 2 )
。

这些均是受华力西运动的上升剥蚀的结果
。

3
.

从钻井剖面来看
,

石千峰组与方 山组似为整合接触
,

详细分析自然电位
、

自然伽

仍
、

视电阻率曲线后 ( 图 4 )
,

发现它们的电性有一个明显的台阶
,

这说明两者之间 存

在着间断
。

4
.

从 目前所获得的化石来看
,

晚二叠世 石千峰组与早三叠世方山组
。

林仙组的古生

物具有明显的差异
。

前者门类较多
、

有植物
、

腹足类
、

叶肢介
,

瓣鳃类
、

介 形 类
、

轮

藻
、

抱粉等
,

均系二叠纪的一些常见和特征分子
,

而未发现典型的早三叠世先驱分子
;

后者化石贫乏单调
,

均系早三叠世早期的特征分子
,

这说明两套地层的生物有明显的区

别
,

这表明生态环境的突变和时代的间隔
,

故石千峰组和方山组之间应有一段沉积间断
。

总上所述
,

本区晚二叠世石千峰组与早 三叠世方山组
,

应为假整合接触
,

二者中分

界线应在方 山组紫色硬质石英砂岩之底为妥
。

( 三 ) 地质时代的划分及对 比

本 区石千峰组
、

方山组和林仙组
,

由于发现化石不多
,

故地质时代的划分长期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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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

以往这套地层时代的确定
,

主要根据岩性与山西孙家沟组所发现的二叠石千峰龙

S h ih tie n fe n i a p e r m ie a 、

河北峰峰的扁体鱼 p la ty so m u s 等动物化石层位相比
。

这些化

石均指示为二叠纪
。

后来根据山西和尚沟组肋木属Pl
e
ur

o m eia 的发现
,

又把 它划为早三

叠世
。

近几年来
,

在该区露头和钻井剖面中
,

陆续发现 了一些多门类化石
,

这给地层时

代的划分
,

提供了新的地质依据
。

1
.

林仙组
,

在登封大金店
、

李 沟和义马等地
,

发现 了轮藻化石
,

以St e lla toc h a r a和

S te n o e h a r a属为主
,

少量C u n e a t o e h a r a , p o r o e h a r a和p o r o s p h a e r a ;
介形类 D a r w in u la

t r a ss ia n a , D
. r e c o n d it a ,

D
.

Pr o m is s a , D
.

fe n g f e n g e n s is ,

D
. r o t u n d a t a

等组合
,

其介形类的组合面貌基本上与陕甘宁盆地早三叠世和 尚沟组中的 D ar w in d la t r as s ian
a 、

D
.

p ar v a
组合一致

,

同时与苏联俄罗斯地 台库兹奥茨克盆地下三叠统的化石也有相似 之

处
。

2
.

方 山组
,

在登封大金店安庙剖面地层中
,

发现了抱粉化石组合
,

以A r at r is p or i-

te s 、

L u , l d b la d is p o r a 、

T r ia d isp o r a
为代表

,

在永城地区钻井剖面中
,

同样见有 L u n d -

b lad i sp o r a 、

K r a e u s e lisp o r ite s 抱粉组合
。

这些抱粉组合与我国早三叠世 山西刘家沟组

和云南卡以头组的抱粉组合相似 ( 欧阳舒等
,

19 昭 )
,

是英国
、

德国中斑砂统
、

奥大利

亚和加拿大等早三叠世 的特征分子
。

所 以
,

方 山组和林仙组的时代应为早三矜世
; 从岩

性特征及沉积旋 回来看
,

与 山西的刘家沟组与和 尚沟组的层位大致相当
,

时代相同
。

方

山组相 当于刘家沟组的下部
,

林仙组相当于刘家沟组 中上部及和 尚沟组
。

3
.

石千峰组
:

¹ 石千峰组第三段和第四段
:

在永城剖面见有晚二叠世早晚期的介形类化石 Pan x -

i a n i a 。

º石千峰组第三段
:
在巩县猴 山剖而中

,

产二叠纪常见抱粉化石 T or is p or a 属 ; 在

邻近河北峰峰剖面的相同层位的泥灰岩中
,

见有形类T r i aS “in “11a ( p a n x i a ni a ) 及鱼类

鳞片化石P lat yso m u s ,

这些化石只产于晚二叠世
。

» 石千峰组第二段
:

在宜阳县南天门煤矿剖面地层中
,

含植物化石C or d a i t e “ S o h 一

e n k i i ,

A n n u la r i a s p
.

这些化石是晚二叠世常见分子
。

¼ 石千峰组第一段
:

在平顶山钻井剖面中
,

含 V i t r e i s p o r t e s , K la u s i p o l le r st e s ,

T a e n i a e s p o r it e s , L u e C k is p o r i te s
等属二叠纪常见抱粉化石

。

从 以上各段所发现的化石来看
,

都属二叠纪常见分子
,

尤其是早三叠纪方山组出现

的以A r a tr i sp o r i te s
一 L u n d la d i s p o r a

一T r ia d i s p o r a
为 代表的特征分子

,

在石千峰组中

未见 出现
,

此外
,

从石千峰组第三段顶部所发现的贵州盘县一带的介形 类 Pan xi an ia ,

该属只分布于晚二叠世
,

这些重大区别
,

说明石千峰组和方 山组是两个不同的 地 层 时

代
。

故笔者将石千峰组归属于晚二叠世 晚期
,

与豫家沟组对 比
;
方 山组和林仙组归属于

早三叠世早期
,

与刘家沟组
、

和尚沟组对比
。

( 四 ) 晚二叠世与早三叠世地层标准剖面问题

晚二叠世石千峰组与早三叠世方 山组
、

林仙组的标准剖面地点
,

以往确定在济源县

大峪镇
、

上冶一带
, 1 9 5 9年河南石油队

,

首次将这一地区作为晚二叠世与早三叠世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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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衷剖面
,

并 命名为大峪镇组
、

方 山组和林仙组一直沿用至今
。

笔者通过实地剖面观

察和钻井剖面对 比
,

认为 该区这套地层之间
,

曾有沉积间断
,

其 中石千峰组是处于剥蚀

地区的地层名称
,

上部地层有缺失
,

是一个不完善的地层剖面
。

因此
,

以大峪剖面代表

晚二叠世石千峰组
,

显然是不恰当的
; 巩县

、

荣阳交界之处的猴山
、

付 山
、

两河 口及万

山等地
,

虽然石千峰组的顶界不完善
,

但各段地层是全的
。

所 以
,

露头区的地层剖面
,

只有巩县
、

荣阳一带才是晚二叠世石千峰组与早三叠世方山组和林仙组较为完善的代表

剖面
;
覆盖区的钻井剖面

,

则以鹿 邑凹陷最为完善
,

以南一井为代表
。

( 五 ) 华力西运动对石炭一二叠系煤系地层的油气赋存的影响

根据以上大量实际资料
,

表明石千峰组末期存在一次构造运动
,

即华力西末期的一

次上升运动
,

促使本区上升
,

遭受不 同程度的剥蚀后
,

接受早三叠世方 山组以上地层的

沉积
。

本区石炭一二叠系煤系地层
,

经过近几 年的油气普查证实它已具备了生成油气的潜

力
,

油气显示的发现
,

说明它曾有过生油气的过程
,

而是否能聚集赋存具有工业意义的

油气藏
,

完好的封闭保存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

石千峰组未期运动
,

对煤系地层 的形成油

气的赋存
,

确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

但 由于地壳升降不平衡
,

导致了本 区石千峰组的保存

程度不一
。

虽然在那些持续上升的正向构造单元
,

如通许隆起
、

沉积间断长
,

剥蚀较严

重
,

这对油气的赋存显然是不利的
。

对那些缓慢上升的构造斜坡部位和持续下降的负向

构造单元
,

如济源
、

中牟鹿 邑
、

倪丘集等凹陷
,

沉积间断短
,

地层保存较全
,

对油气的

赋存就较为有利
。

综上所述
,

如果要在本区继续进行煤系地层的油气普查勘探
,

华力西未期运动对煤

系地层的油气赋存条件的不利因素不宜忽视
,

要从不利因素 中寻找有利 因素
,

首先应把

那些最有利条件的负向构造单元
,

如鹿 邑凹陷
、

倪丘集凹陷
,

作为油气普查勘探的主攻

地区
。

(收稿日期
: 1 9 8 7年 2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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