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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皖毗邻地区晚二叠世长兴期

沉积相展布规律

王怒一 朱洪发 陈亚 中 施伟军 .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苏浙皖毗邻地区晚二叠世长兴期沉积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

宣城
、

广德
、

宜兴
、

江阴一线以 西 为 盆 地

相
.

其东
,

南至无锡
、

长兴
、

径县一带为盆地边缘相
,

此二相大致相当于大隆组和
“

黑长兴
” .

盆地边 缘 相

以东
’

为台地相沉积
,

即
“

白长兴
”

分布区
,

在台地相与盆地边缘相过渡带上
,

发育着高能的台地边 缘 相

沉积
,

无锡篱山长兴组就是一个典型的海绵礁沉积组合
.

苏州西 山马石山长兴 组则是一个中上部夹海 绵 生

物丘的绿藻滩相沉积
,

两剖面均反映 了台缘高能的环境
,

沿西 山
、

尚山往北至沙洲
、

向南至吴兴南皋 桥 一

带
.

长兴组较 两侧变厚
,

这一带 又恰好位于
‘

黑长兴
”

与
‘

白长兴
”

相变带上
,

明显地 勾划出了 台地 边 缘

走向
,

从而构成了本区长兴期由盆地一盆地边缘一台地边缘一台地相有规律的相带分布特征
.

根据本区沉积相 展布规律
,

笔者认为长兴期业不存在江阴一宜兴古隆起
,

这一带长兴期沉积是三 叠 早

期剥蚀而缺失的
,

台地边缘高能带则分布于
“

黑长兴
”

与
‘

白长兴
”

交界处的
‘

白长兴
,

一侧
,

此相 带 中

海绵礁和生物滩的发现为本区寻找烃类及其他有关矿产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

苏浙皖毗邻地区上二叠统长兴组
、

大隆组的地层
、

沉积特征前人 已有较多的研究
,

长兴组和大隆组属 同期异相沉积
,

亦为地学界所公认
。

近几年来
,

一些单位 和 个 人
,

如茵琳
、

江纳言 (19 8 4 ) ; 浙江大学地质系 (1 9 8 5) 和华东石油局地研大队 (1 9 8 6) 等对长兴

期沉积环境
、

相带展布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

都划出了盆地相
、

台地相及其分布区域
,

得

出的认识基本一致
。

但是在盆地和台地过渡带没有见到台地边缘的高能带
、

沉积特征和

生物组合明显不同的
“

黑长兴
”

和
“

白长兴
” ,

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不甚清楚
。

长兴期在上扬

子区川东鄂西一带及滇黔桂地区
,

近十年来相继发现了许多具有一定展布规律的海绵生

物礁 和礁型气藏 ( 刘向
, 1 9 8 7 ) 因此长兴期生物礁 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瞩 目的油气勘探领

域
。

下扬子地区与上扬子一样也存在着长兴期盆地
—

台地格局
,

自然也应有生物礁
、

滩

的发育
。

我们正是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和观点进行了工作
,

于 19 8 8年相继在苏州西山和

无锡篙山发现 了绿藻生物滩和海绵生物礁相沉积
,

从而为较全面的剖析该区长兴期沉积

相展布及其规律提供了依据
。

一
、

无锡篙山海绵生物礁和西山生物滩沉积特征

1
.

无锡篙山海绵生物礁剖面

上覆下三叠统青龙组与长兴组整合接触
。

.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吴大燮
,

曹振秋
、

王荣福
、

吴心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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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组为浅灰色块状海绵生物礁组合灰岩
,

成层性差
,

由礁 骨架岩
、

生物 屑 泥 粒

岩
、

礁角砾岩分别构成礁核
、

礁后翼和礁翼角砾三个亚相
,

顶部由深灰色泥状灰岩组成

礁 顶盖层
。

厚度 > 9 9
.

8 4 m
,

未见底
,

局部有后期岩浆岩穿插或被第四系掩盖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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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无锡篙山长兴期生物礁沉积相图

礁骨架岩
,

构成礁核亚相
,

是礁组合中

的主要岩石类型
。

呈块状
,

浅灰色
,

风化后

见 似角砾状外貌 ( 图版 I 一7 )
。

造 礁 生 物

以钙 质海绵为主
,

属箭囊 目 (p ya r e tr e o n id o )

的 串管海 绵 ( S p h in e to z o a )(图 版 I一 1 )
、

纤 维 海 绵 ( In o z o a ) ( 图 版 I 一2 ) 和 其

它钙质海绵
,

其次有 水媳 ( 图 版 I 一 3 )
。

海绵数量 占岩石 50 一 8 5%
,

多呈不规则块状
,

有的横向略伸长
,

少部份呈柱状
、

枝蔓状
。

联结生物主要为篮绿藻
,

粘连包壳 于 海 绵

外
,

部份可见清晰的纹层构 造 (图 版 I 一4 )
,

含量约 5一 10 %
,

最高可达20 % ; 其他 联 结

生物还有管壳石 (T u b ip h y t es ) 和T a b u lo yo a

( 图版 I 一 5 )
,

含量达5%
,

局 部 可 达 10 一

1 5%
。

附礁生物有海百合茎
、

腕足
、

腹足
、

丛状卫根珊瑚
、

有孔虫等浅水底栖 生 物
。

礁

间孔隙不发育
,

大多已被联结生物
、

生物屑
、

灰泥填充
,

偶见亮晶方解石充填
。

骨架岩

普遍受不 同程度白云化
,

沿篮绿藻边缘优先发生
,

为此常使骨架岩外表呈似角砾状结构
。

生物腔中常见示底构造指示了造礁生物的生长方向 ( 图版 I一 1 )
。

生物屑泥粒岩
,

构成礁后翼亚相
,

在剖面中与骨架岩相互穿插或夹于其间
,

位于礁

体后翼
。

按生物组合主要有两个微相
, 1 ) 生物屑主要为海百合茎的棘屑泥粒岩微相

, 2 )

生物门类繁杂的生物屑泥粒岩微相
。

前者生物屑 50 %以上为海百合茎 ; 后者则为腕足
、

棘

皮
、

腹足
、

海绵
、

绿藻
、

有孔虫等碎屑混杂堆积
。

两个微相 中生物碎屑含 量 约 达50 一

7 5%
,

颗粒间由灰泥填积
,

常见藻迹
、

藻斑等蓝绿藻活动遗迹
。

礁角砾岩
,

组成礁翼角砾亚相
。

由于波浪的荡击侵蚀及附礁生物的钻挖碎解作用
,

礁体常局部破碎成砾沉积于礁体前后左右
。

该剖面中礁角砾主要与礁 后翼亚相过渡
、

穿

插
,

分布于比泥粒岩更接近礁核的部位
。

角砾数毫米到数十厘米不等
,

主要为骨架岩
,

也见生物屑泥粒岩和丛状卫根珊瑚块体
。

角砾间 由砂级生物屑及灰泥填 隙
。

礁顶盖层
,

由深灰色泥状灰岩组成 ( 图版 1 一 1 ) 生物碎屑数量和大小都 远 不 及 礁

后翼亚相的泥粒岩
,

而显示了盆地边缘的沉积特征
,

表明了盖层 的水动力条件更弱
,

随

着水体加深的海侵过程
,

礁体停止发育而消亡
。

无锡篙山长兴组剖面 出露不全
,

观察不到整个生物礁 的生长
、

发育到消亡的全貌
,

但从上述特征
,

尤其是造礁的生物构成骨架岩及其生物组合
,

显示了该剖面是一个礁组

合地层
,

与利川见天坝等上扬子长兴期海绵礁可 以对比
,

因此可以确定该地曾发育了海

绵生物礁
。

从剖面的特征来看
,

骨架岩缺乏礁 间孔隙
,

蓝绿藻粘结发育
,

礁角砾岩没有

见到礁前的一些特征而与礁后翼泥粒岩亚相过渡
,

说明该剖面处于礁体偏后侧的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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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西山马石山绿藻滩剖面

剖面完整
,

上覆下三叠统青龙组
,

下伏上二叠统龙潭组均见及
。

长兴组为厚层一块状

浅灰色灰岩
,

顶部颜色变为深灰色
,

白云化普遍
,

厚 17 9
.

3 2 m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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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苏州西山一马石山生物滩剖面示意图

岩石类型较单一
,

主要为颗粒岩 ( 图版

l 一 2 )
,

次为泥粒岩和粒泥 岩
,

后 者 分 布

于剖面顶底或呈夹层 出现
。

除去剖面的顶底

层
,

颗粒岩占剖面50 %以上
,

颗粒岩中 的 颗

粒主要为生物屑
,

又 以绿藻 ( 粗枝藻 ) 屑为

主
,

占颗粒总量的 50 一9 0%
,

次为 棘 皮
、

有

孔虫
、

夔
、

腕足
、

介形虫
、

苔鲜
、

丛状卫根

珊瑚等浅水底栖生物碎屑
。

碎屑 粒 径0
.

1一
o

.

6 m m
,

大多经破碎磨蚀
,

泥晶化常见
,

完

整生物以有孔虫
、

介形虫
、

蟾为主
。

泥粒岩

中的生物屑
,

绿藻数量减少
,

有孔虫增加
。

剖面 中上部见海绵生物丘
,

呈透镜状
,

宽数米
,

高数十厘米
,

顺层断续分布
,

向两

侧尖灭
。

生物丘中见串管海绵
,

原地倒伏杂

乱分布
,

但个体完整
,

大 者 达2 0c m ( 图 版

I 一 8 )
。

其次有水媳
、

大个 体 腕 足 等
。

生

物间充填灰泥及细小生物碎屑
。

生物丘的特

征表明
,

该剖面的造礁生物
—

钙质海绵的

生态发展阶段仅相当于定殖期阶段 ( 强子同

等
,

1 9 8 7 ) 未能进一步发育成礁
。

沉积构造
,

主要为厚层一块状层
,

局部

可见低角度斜交层理
,

剖面上部见示底构造
。

生物组合
,

主要为习惯于温暖洁净
、

正常盐度的浅水底栖生物
,

如腕 足
、

棘 皮
、

蜓
、

四射珊瑚
、

绿藻
、

海绵等
。

个体大
、

壳厚
、

长刺的腕足
、

丛状复体卫根珊瑚等生物

的出现还反映了一定的抗浪生态
。

剖面的总体特征
,

反映了该地长兴期处于高能环境
,

中上部 曾数度出现有利于造礁

生物生长的环境
,

但由于该地海水能量偏高
,

适于 中等能量的钙质海绵类造礁生物未能

顺利发育而 消亡
。

当后期海侵
,

海水变深
,

沉积了一套深灰色的含粉屑灰泥岩
,

高能的

浅滩环境被盆地边缘低能的环境所替代
。

二
、

苏浙皖毗邻地区长兴期沉积特征及沉积相展布

苏州西山马石 山和无锡篙山长兴期高能沉积相的发现
,

为圈定台地边缘相带提供了

线索
,

从而帮助我们认识 了该区长兴期沉积相展布规律
。

长兴期沉积相如图 3 所示
。

各

相带沉积特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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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苏浙皖毗邻区晚二叠世长兴期沉积相图

1
.

硅泥质岩组合盆地相 2
.

沉积后剥蚀区 3
.

碳酸盐一硅
、

泥质岩组合盆地边缘相 4
.

台地边缘礁滩相 5
.

海

绵礁 6
,

碳酸盐 台地相 7
.

腕足 8
.

放射虫 9
.

有孔虫 10
.

牙形刺 1 1
.

蜓 12
.

海绵 13
.

珊瑚 14
.

水平纹 层

1 5
.

条带状 层理 16
.

滑塌 构造 17
.

低 竞度斜层理 18
.

剖面点 (分子为厚度m
,

分母为点号 )

1
.

硅泥岩组合盆地相

相当于大隆组地层分布区
,

大致包括宣城
、

广德
、

宜兴
、

江阴一线的西北 广 大 地

区
,

岩性以黑色
、

黑灰色泥页岩
、

硅质泥岩
、

硅质岩为主
,

间夹薄层生物屑泥一粉晶灰

岩
、

粉砂岩
,

以薄层状
、

显微水平层理为主
。

一般厚度较小
,

约 10 一 40 m
。

生物组合 以

浮游
、

假漂浮生物为主
,

如菊石
、

放射虫
、

鹦鹉螺
、

薄壳型腕足等 ; 底栖生物很少
,

主要

为一些具有很强适应能力的腕足
、

瓣鳃及硅质海绵骨针等化石
。

在黑色硅质岩中
,

几乎

由单一的放射虫堆积而成 ( 图版 l 一 4 )
,

有时放射虫含量达60 一 7 0%
,

其次为硅质海绵

骨针
,

薄片 中可见由于放射虫相对富集组成纹 层
。

放 射 虫 个 体约o
.

08 m m 左右
,

为

Fl us tr ia 属
。

岩石中有机质含量高
,

普遍含细小的分散黄铁矿
,

硅质岩有机碳含量 高 达

8
.

62 %
,

泥页岩中常有较高含量的铂
、

钒等元素
。

代表剖面有南京湖山
、

天宝 山
,

句 容

赣船山
,

高淳花山以及安徽巢县鬼门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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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碳酸盐
一
硅泥岩组合的盆地边缘相

相当于
“黑长兴

” 地层分布区
。

大致在硅
一泥岩盆地相以东

、

南
,

无锡一长兴 一 径

县一线
,

其方向大致为北东向
,

至长兴向西转为东西向
。

岩性为灰黑一深灰色生物屑粒

泥岩
,

生物屑泥粒岩
,

常夹硅质岩 ( 图版 兀
一 3 )

、

硅质灰岩
、

泥灰岩薄 层 或 条 带
,

外

貌常呈条带状构造
,

以水平层理为主
,

薄层一中薄层
,

常发育纹层构造
。

厚度一般30 一

50 m
。

局部剖面见凝灰岩夹层和包卷层理 . ( 长兴葆青剖面 )
。

生物屑较细小
,

一般 为

砂粒级及粉砂级
。

生物 以浮 游
、

假漂浮生物和底栖生物共生为特点
,

主要有蜓
、

有孔虫
、

海绵骨针
、

腕足
、

牙形刺
、

菊石
、

介形虫
、

珊瑚
、

绿藻
、

棘皮和少量放射虫等
。

浮游及

假漂浮生物不如盆地相丰富
,

底栖生物相对较多
,

但分异度差
,

属种单调
。

有机质含量

较高
,

如煤 13 井长兴组灰岩有机碳含量达 1
.

1 1%
。

代表剖面为长兴葆青剖面
。

上述两个相的地层
,

前者大致相当于大隆组
,

后者大致相当于
“
黑长兴

” 。

对于大

隆组即硅
一泥岩组合的盆地相

,

认为是深水
、

还原滞流
、

欠补偿的环境
,

目前认识 趋 于

一致
,

这也可以从前述的岩石类型
、

生物组合
、

沉积构造等特征得到证明
。

近年来
,

在

大隆组地层 中普遍发现放射虫
,

而且由放时虫堆积形成的硅质岩也屡见不鲜
。

关于放射

虫的形成环境有各种解释
,

一般根据现代放射虫软泥的分布
,

认为形成于深海环境
。

我

国华南二叠系放射虫的形成环境已有不少论述
,

认识渐趋一致
,

认为一般沉积于一百一

数百米的陆棚边缘至深水环境 中 ( 宋天锐等
, 19 7 7

、

童玉明等
, 19 8 5

、

金若谷
, 1 9 8 7 )

,

这个深度与深数千米的现代C C D 面差距甚大
,

金若谷 ( 1 9 8 7 ) 认为
,

这与
“
地 质 历 史

中
,

C CD 面具有明显的波动性
”

有关
。

因此他认为四川龙 门山北段晚二叠世大隆组放射

虫硅质岩形成于 1 50 一 50 Om 或以下的较深水 中
。

近年来曾有报道
,

苏州吴县下二叠统堰

桥组滨岸细砂岩中发现放肘虫自
,

但无论其在岩石中的数量以及放射虫的这种产状都是

极其罕见的
,

发现者也认为是盆 地中的放射虫偶尔由波浪带来的
。

利川见天坝长兴期海绵生物礁是一个发育极好的台缘堤礁
,

沉积相分带明显
,

礁外

盆地边缘普遍产钙化放射虫
,

其岩性沉积特征与本区盆地边缘相极其相似
。

江汉石油学

院等单位组成的生物礁研究组 ( 1 9 8 3 )
,

根据礁相与盆地边缘相沉积差异推算e ,

其盆

地边缘相水深可达到 2 20 一3 20 m
,

据此
,

其盆地 中心一侧的硅泥岩盆地相的深度还要大

于此数
,

这与前述金若谷等根据放射虫硅质岩研究推测的深度也是大致吻合的
,

因此
,

我们认为本区盆地边缘和盆地的水深大致为二百一数百米
。

关于盆地边缘相的环境
,

苗琳
、

江纳言 ( 1 9 8 4 ) 曾明确地指出
,

它属于浪基面 以下

较深水环境的产物
。

我们根据其岩石类型
、

生物生态组合
、

沉积结构构造等分析
,

认为

它处于碳酸盐台地的斜坡末端
,

沉积物主要是来 自东
、

南侧碳酸盐台地的细碎屑物质及

盆地中的浮游
、

假漂浮生物
,

是处于浪基面以下的较深水弱还原环境
。

从盆地边缘相的

“黑长兴 ”
与盆地相的大隆组之间相互穿插渐变的关系也可看出

,

碳酸盐物质主要来 自

东
、

南侧的台地
。

由台地向盆地
,

碳酸盐岩含量逐渐减少
,

而硅泥岩比例逐渐增加
,

同

. 浙江大学
,

19 8 5
,

苏浙皖毗邻地区上二叠统地层及其生储油条件的初步分析

. 孔庆玉
、

龚与觑
, 1 9 8 6

,

安微巢县的上二叠统茅口阶放肘虫硅质岩为发现及其意义
,

华东石油地质
,

第 3期

. 江汉石油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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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沉积厚度逐渐变薄
,

最终变成了欠补偿盆地的特点
。

3
.

台地边缘相

大致为北东向
,

沿沙州一无锡篙山一苏州西山一吴兴南皋桥
,

呈一狭长地带分布
。

该

带沉积厚度一般 > 10 0 m
,

最大达 30 0余米 ( 据江苏省煤 田地质勘探一队邓克新
、

沈克 保

口头介绍 )
,

由生物滩及海绵生物礁组成
,

特征见前述
。

苏州西山和无锡篙山长兴组礁
、

滩相的特征表明
,

该带处于水动力条件较强
,

能量

较高的环境
。

在长兴期逐渐海侵的过程中
,

礁滩不断向上生长
,

因此该相带及其两侧是

同期沉积最厚的地区
。

从分布地区来看
,

它处于
“ 黑长兴

”
与

“白长兴
”
交界处的

“ 白

长兴
” 一侧

,

这里是盆地与台地交界处
,

因此可以确认它属于台地边缘高能带
。

另外礁

滩相成岩白云化一般比较发育
,

这是由于礁滩沉积物孔渗好
,

加之水浅容易受到大气水

影响
,

形成大气水一海水混合白云化成岩环境
。

又由于礁滩沉积 由骨架或颗粒支撑
,

它

们抗压实的能力远比盆地相和礁后台地相沉积物强
,

在压实作用下
,

形成压力梯度而造

成有利于白云化的环境
。

本区该相带也普遍有白云化的特点
,

这从侧面证实了台地边缘

相带的轮廓
。

4
.

碳酸盐岩台地相

从 台地边缘相往东
、

南为广阔的碳酸盐岩台地相
。

由于后期的构造运动
,

长兴组被

抬升剥蚀
,

目前这一带长兴组 出露较少
,

至苏湖断裂以东 已无保存
。

据有关资料
,

岩性

主要为浅灰白色厚层生物屑泥粒岩
、

生物屑
一砂屑泥粒岩 ; 颗粒由蜓

、

有孔虫
、

苔鲜
、

腕足
、

层孔虫
、

珊瑚
、

棘皮
、

钙藻等碎屑组成
,

粒径一般0
.

5 ~ Zm m
,

普遍泥 晶 化
,

局

部出现的砂屑可能也是生物屑泥晶化的产物
。

生物群以底栖为特征
。

灰泥基质 充 填 粒

间
,

表明水动力较弱
,

这与向海方向台地边缘有礁滩阻挡有关
。

三
、

几 点 认 识

1
.

苏浙皖地区晚二叠世长兴期礁滩相沉积 以前未见报道
,

无锡篙山海绵生物礁及苏

州西 山生物滩的发现也属首次
,

这为下扬子地区长兴期台地边缘相带的划分提供了充分

依据
,

使下扬子长兴期沉积相带的展布更符合碳酸盐沉积的一般规律
。

上扬子地区长兴

期沉积相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
,

碳酸盐台地一 台地边缘礁
、

滩一盆地相这一模式
,

对整

个扬子区乃至中国南方是有普遍意义的
。

西山生物滩
、

篙山海绵礁的发现
,

是我们根据

模式来寻找礁滩的一次实践
,

为今后预测礁滩相沉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
。

2
.

晚二叠世长兴期沉积的长兴组与大隆组只是岩类的同期异相沉积
,

它们的分布区

域不能单纯代表台地
、

盆地沉积的分布
。

硅一泥岩组合的大隆组沉积是盆地环境的产物当

无疑问
,

碳酸盐相的长兴组一般来说浅色的 ( 即 “ 白长兴
”

) 才是台地环境的产物
,

而

深色的 ( 即黑长兴
” ) 可能是靠近碳酸盐台地的盆地边缘相沉积 ( 不排除礁后泻湖等台

地的局部环境出现颜色较深的碳酸盐岩 )
。

因此
,

台地边缘相带一般不会出现在长兴一

大隆相带附近
,

而可能出现在
“白长兴

”
与

“黑长兴
”
界线的

“
白长兴

” 一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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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区的一些地区
,

长兴期沉积常见下部为长兴组 ( 灰岩相 )
,

上部为大隆组 ( 硅

泥岩相 ) 的垂向变化
,

我们在分析这些剖面的沉积环境时
,

上述认识也是有参 考 意 义

的
,

也就是说这些剖面沉积相的垂向变化
,

不一定是台地相直接转变成盆地相
,

而很可

能是台地相一盆地边缘相一盆 地相的变化
,

甚至是盆地边缘相一盆地相组合
。

长兴期沉积分异主要继承了下二叠世孤峰期的格局
,

孤峰组一茅 口组同期异相等问

题与长兴期相似
,

因此
,

前述认识对茅 口期沉积相研究也有借鉴作用
。

3
.

很多研究者认为
,

本区江阴一宜兴一线
,

长兴期存在一个北东向的古隆起
,

而且

认为该隆起控制了长兴期东西两侧的沉积
,

西侧沉积 大隆相
,

东侧沉积长兴灰岩相
。

确

实
,

在该
“
古隆起

”
范围内的宜兴张诸

、

广德牛头山等地没有见到长兴期沉积
,

但从沉

积相展布来看
,

长兴期这一古隆起是不存在的
,

因为
“
古隆起

” 的周围没有发现滨岸碎

屑岩相的沉积
,

如果该地长兴期没有沉积
,

遭受剥蚀的地层必然是下伏的龙潭 组 碎 屑

岩
,

作为剥蚀区的
“
古隆起

”
周围一定会存在一个环形滨岸碎屑岩沉积

。

而实际是
“
隆

起
”
东侧的沉积都是盆地边缘相的

“黑长兴” ,

愈近隆起
,

长兴期沉积愈薄
,

而沉积相特

征变化不大
,

说明沉积特征没有受到
“
古隆起

” 的影响
。

因此
,

我们 认 为
:

该
“
古 隆

起
”
范围内是接受 了长兴期沉积的

,

现在缺失长兴期沉积
,

乃是长兴期末期至三叠纪早

期形成隆起
,

遭受剥蚀造成的
。

4
.

众所周知
,

台地边缘相的礁滩沉积原生孔隙发育
,

在成岩过程中也容易形成次生

孔隙
,

是碳酸盐岩中良好的储集层段
。

此外它紧邻有机质丰富
、

生油条件较好的盆地相

沉积 以及可能存在的礁后泻湖相沉积
,

埋藏后在压实作用下
,

由于抗压强度的差异
,

该

带容易形成低压区
,

成为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
。

本区在长兴期后经受了多次构造运动
,

部份 已经暴露剥蚀
,

那些曾经遭受暴露剥蚀的礁滩相地层
,

也更有利古侵蚀面溶蚀缝洞

的发育
,

如中新生界在有利生油的沉积物覆盖及好的盖层条件下
,

也是形 成
“
古 岩 溶

型”
烃藏的有利地带

。

江苏省第四地质队
、

江苏省煤田地质勘探一队
、

浙江省区调 队
、

江陵石油地质综合

研究大队等兄弟单位对我们的工作给了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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