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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及周缘地区晚古生代

总体沉积格局与含油气领域的探讨
.

吴大燮 徐良发 曹振秋 叶德燎 朱宏发
.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2 1 4 1 5 1 )

晚古生代华南陆块 (扬子及南华加里东摺皱带 )是古特提斯洋中的一个陆板块
,

周缘为由早期的陆内断 陷
,

至晚期演

变为拉张离徽的被动大陆边缘 (北缘南秦岭海抽属于陆内拗拉相 )
.

陆块 内部则 由海 西早期的湘佳海盆逐步海侵达 到中

下扬子
,

至石炭纪末期的云南运动
,

迎来了华南区二
、

三盛纪广反性海侵
,

形成周缘为岛链环绕
、

内部台
、

盆分异 的受限陆

表海
,

类似于今日之南海海盆和加勒比海海盆的地理格局
,

且规棋相当
.

而南海海 盆和加勒 比海海盆今日之丰富的油气

资撅
,

说明华南
,

尤其是扬子区二
、

三盛系受限陆表海盆有寻找大油气田的前提条件
.

关健词 沉积格局 台
、

盆分异 油气资探

第一作者简介 吴大燮 男 59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

1 扬子区晚古生代沉积特征研究的主要进展

1
.

1 无锡意山晚二盈世长兴期生物礁的发现与下扬子区长兴期台
、

盆分异的沉积格局

专题工作期间
,

首次发现了无锡禽山长兴期海绵生物礁
。

结合苏州西山长兴期生物滩相

的发育及浙江长兴煤山晚二叠世长兴期深水碳酸盐岩的环境分析
,

初步揭示 了下扬子 区晚

二叠世长兴期台
、

盆分异的沉积格局
.

无锡篙山长兴期为一套浅灰色块状灰岩
,

成层性极差
,

富含大量钙质海绵
、

水媳等造礁

生物
。

经鉴定篙山长兴组为海绵生物礁 (王恕一等
,

1 9 9 0)
。

该剖面实测厚 ”
.

64 m
,

未见底
,

上覆为下三叠统青龙群浅灰色厚层微晶灰岩
。

篙山海绵礁与湖北利川见夭坝长兴组生物礁

可以对比
,

只是篙山礁骨架岩的礁间孔隙发育较差
,

蓝绿藻粘结发育
,

未见礁角砾岩和礁前

的一些特征
,

与礁后翼泥粒岩过渡
,

反映禽山剖面处于礁体后侧
。

苏州西山长兴组生物滩
,

以含粗枝藻屑为主
。

中
、

上部发育海绵生物丘
,

俗称
“
白长兴

” ,

厚为 1 79
.

32 m
。

浙江煤山是上二叠统长兴阶的标准剖面
,

经实测厚为 42
.

l3 m
。

岩性主要为

深灰
一

灰黑色中
一

薄层生物屑灰岩
、

微晶灰岩夹泥页岩
,

水平纹理发育
,

局部见滑塌构造
,

生物

屑多为砂
、

粉砂级
,

以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共生为特点
,

主要有邃
、

有孔虫
、

棘皮及少量放射

虫等
。

根据岩石结构
、

生物组合和沉积构造等分析
,

认为是一种水体相对较深
,

环境较闭塞的

盆地边缘沉积
,

俗称
“

黑长兴
” 。

从 下扬子区晚二叠世长兴期沉积相的展布特征可知 (图 1 )
,

南京
、

巢湖地区属 硅
、

泥质

. 本文是在
“
七五

”
攻关课题

“
扬子及周缘地区晚古生代 ( 含中下三盛世 )主要层系 沉积

、

成岩特征及其与含油气关 系研

究
”
取得若干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成文的

. 参加工作的有王恕一
、

施伟军
、

葛万兴
、

陈亚中及西南石油地质局的殷建案
、

魏凌深
、

何祖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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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组合的盆地 (或台盆 )相区 ;南通一南 昌一带 为

开 阔碳酸盐台地相区
;杭州

、

上饶至福建三明一带

为受华夏陆的控制
,

发育砂
、

泥质岩组合的滨岸潮

坪相和泥
、

硅质岩组合的滨岸盆地相
;
在碳酸盐台

地 的西 北侧发育无锡篙 山一苏州西 山台地边缘

礁
、

滩相带 ; 长兴
、

广德一带则发育碳酸盐岩
、

硅
、

泥岩组合的盆地边缘相带
。

这种碳酸盐台地
一

台地

边缘礁滩
一

盆地相的沉积模式在 中
、

上扬子区乃至

整个华南地区均具普遍意义
。

下扬子区晚二 叠世长兴期台
、

盆分异的沉积

格局与早期发育的区域断裂构造带有着明显的 内

在联系
。

在南通一南昌碳酸盐台地的西北侧为江

南断裂构造带所控制
,

东南侧为苏湖断裂构造带

所控制
,

华夏陆前缘 的江绍断裂构造带与苏湖断

裂构造带控制了这一带的滨岸潮坪 ( I :
)和滨岸

盆地相 ( I ;
)的发育

。

邦庐断裂是后期的平移断裂

构造带
,

因而对于下扬子 区西北侧长兴期海域的

属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1
.

2 扬子区北缘二叠纪硅泥质 盆地相 的发育面

貌

扬子区北缘指西起川西北广元
、

旺苍经湖北

建始
、

京山至苏皖巢湖
、

宁镇等地
。

该区下二叠统

孤峰组
,

上二叠统大隆组普遍发育层状放射虫硅

质岩
,

局部地区放射虫含量高达 60 % 以上 (表 1 )
,

其沉积特征主要为深灰色至黑色
、

薄 至中层状硅

质岩
、

泥页岩
、

硅质泥岩
。

硅质岩为隐晶质玉髓和

石英组成
,

夹多层凝灰岩
、

锰质泥岩或锰矿层
,

具

微细水平层理
,

富含星散状黄铁矿颗粒
。

生物属种

圈 1 下扬子区晚二叠世长兴期沉

积相与区域断裂构造关系略图

v : .

硅
、

泥 质岩组 合盆地相 ; v , .

碳酸盐岩

一

硅 泥质岩组 合盆地 边缘相 ; W
.

台地 边缘

礁滩 相二
:

.

碳酸 盐岩 开 阔 台地相 ; I 。 .

泥
、

硅质 岩组 合滨 岸盆 地相 , , : .

砂
、

泥
、

灰质岩组 合滨岸潮坪相

①无锡高 山海绵礁 ,②苏州西山生物礁 ;

③长兴煤 山深水碳酸盐岩

( 1) 江南断裂构造带 ; ( 2) 苏湖断裂构造带

( 3) 郊庐断裂构造带
; (4 )江绍断裂构造带

单调
,

主要为放射虫
一

菊石组合
,

沉积厚度一般 10 一 40 m
。

可见其沉积环境宁静
,

沉积界面在

氧化
一

还原界面之下
,

属半饥饿性非补偿沉积盆地
,

它远离古陆
,

是海西晚期发育在扬子碳酸

盐 台地 内部的拉张性盆地
,

与地台北缘的南秦岭海槽平行展布
。

1
.

3 早三叠世江南碳酸盐台地 的厘定

江南碳酸盐台地是我们在专题研究中首次提出的
。

其地理位置恰与前人所称的
“

江南古

陆
”
相吻合

。

奥伦尼克晚期 ( T } )在
“
古陆

”

的西北缘已发现鲡滩的有 ( 自北东至南西 )
:

沙洲妙

桥
、

无锡篙 山
、

漂阳上黄
、

宜兴张诸
、

广德牛头山
、

瑞昌和平山
、

武宁辽山
、

阳新太子庙
、

通 山新

桥
、

蒲折观音 山
、

来阳大石头等 ; 东南缘发育鲡滩的有
:

苏州东山 5 13 孔
、

景德镇仙搓
、

屯溪
、

高安杨柳坪
、

上高翰堂
、

邵阳隆回滩头等
。

说明该台地的两侧都有高能鲡滩带存在
。

构成 了

江南台地的边缘
。

在 台缘 相的外侧发育有斜坡相过渡带
。

台地西北侧斜坡相带宽 达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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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地北缘二叠纪放射虫硅质岩发育情况

剖剖 面 名 称称 发 育 层 位位 放 射 虫 含 量量 相 区 部 位位

111
.

建始长梁枯力坪坪 P
19 I O n lll

放 射虫硅质岩岩 鄂西盆地入 口处处

PPPPP
Zd 4 0 mmm 3 m 硅质岩 含放射虫虫虫

达达达达 8 0 %以上上上

222
.

京 山杨家 冲冲 P 一m 1 1 6mmm 放射虫 50 纬纬 北缘盆地腹 地地

骨骨骨骨针 20 %
,

有压扁现象象象

PPPPP
Z
w 3 0 rnnnnnnn

PPPPP Zd 4 rnnnnnnn

333
.

京 山义和和 P
, d 5

.

5 2mmm 放射虫
、

海锦骨针针 北缘盆地腹 地地

PPPPP
一ggggggg

444
.

石住冷水溪溪 P
,明 `

底部 1
.

smmm 硅质岩富 含菊石放射虫虫 鄂西 盆地 西 侧 海湾湾

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
PPPPP
一
切 9 3 5mmm 放射虫 20 %%%%%

PPPPP Zd 未 见底 一 3m 士士 放射虫硅质岩岩岩

555
.

广元上寺长江沟 ( 1))) P
Z
d 5 2

.

13 mmm 含大量放射虫菊石石 广元南江 盆地地

牙牙牙牙形石等等等

666
.

那东南大 冶曾家湾湾 P
I功 组 中部硅质质 普遍 含放 射外壳壳 台地北缘盆地腹地地

剖剖面 ( 2 ))) 岩段段段段

777
.

安徽 巢县后董剖剖 P
I二 银屏组组 富 含菊石放射虫虫 台地北缘盆地腹地地

面面
、

龟 山剖面 ( 3 ))) 1 6
.

8 5 mmmmmmm

PPPPP
1 9 3 1

.

5 3 mmm 放射虫 6( )%以上
,

少数达达达
8888888 。%

,

骨针 l 一 5%
,

个别别别

达达达达 15 一 2 0 %%%%%

888
.

南京龙潭镇西南南 P 2111 丰 富富 台地北夕般盆地腹地地
ZZZk m ( 4 ))) P 19

、

P
一ggg 丰 富富富

资料来源
:
( 1) 金若谷等

,

四 川广元上寺二 盛系
一

三益系界限剖面沉 积特征及环 境演变
,

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

第

18 辑

( 2 )童玉明
,

都东南下二叠统茅 口 组放射虫 硅质岩成因初探
,

沉积学报
,

1 9 8 5
.

3 卷 2 期

( 3) 孔庆玉
,

安徽巢县下二叠统茅 口阶放射虫硅质岩的发现及意义
,

华东石油地 质
, 1 9 8 6 , 3 期

( 4) 盛金章
.

古 生物学报
,

南京龙潭镇孤峰组
,

放 射虫化石
, 19 8 5 , 2 期

( 5 )其余均为观察
、

采样
、

分析得

Z o km
,

发育有碳酸盐滑塌角砾岩
、

钙屑重力流
、

包卷构造等
,

其外侧南京 一武汉一带为钙泥

质岩的拗陷盆地
;
台地东南侧斜坡相带较窄

,

在萍乡于早三叠世剖面的粉砂质泥岩中见 60

义 3 c0 m 的碳酸盐角砾外来岩块
,

与外侧的深水浊积盆地相接
。

台地上则主要发育准同生白

云岩
、

块状云岩和蠕虫状灰岩等
,

属局限台地性质
。

由于后期构造逆冲抬升
,

地层保存较零

星
。

1
.

4 福建大田 下三叠统溪 口组浊积岩的发现

该区溪 口组发
一

育大套钙质粉砂岩
、

钙质泥岩
,

厚 5 90 多米
,

组成二分性韵律
。

多年来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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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薄层泥灰岩
,

经采样鉴定发现它是 B
、

C
、

E 鲍马序列的频繁互层
,

B 层厚 c3 m
,

灰色中细

粒粉砂岩
,

平行层理
,

底 部见舌状印模
,

C 层厚 1
.

sc m
,

为具波状交错层理的灰色粉砂岩
,

E

层厚 2 ~ c3 m
,

系均一结构的泥岩
,

含浮游型菊石生物化石
。

浊积岩向上过渡到半深海黑色钙

质泥岩夹粉砂岩
,

含菊石生物化石
。

粉砂岩中发育大型滑塌成因的同生褶皱角砾岩
,

属远积

陆屑浊积岩
。

以大田漳平为中心
,

呈北东向分布
,

面积约 s o 0 Ok m
Z ,

称其为
“

大田浊积盆地
” 。

东南地区与其平行展布的陆屑浊积盆地有
:

防城 一莲花一江 山浊积岩带
、

赣南浊积岩带
,

构

成东南地区早三叠世浊积盆地群
。

反映了东南地区海西晚期的拉张裂陷活动进一步活跃
。

2 扬子区晚古生代总体沉积格局

扬子地 台以东
、

以南的华南地区经过加里东褶皱隆起以后
,

结束了活动海槽的地质历

史
,

转化为比较稳定的地台或活动陆棚海
,

并和扬子地台逐渐合为一体
。

尽管如此
,

但在其 内

部
,

众多的同生断裂和残留海槽
,

使它随时孕育着活动的因素
,

在稳定与活动的复杂变化过

程中仍然有别于扬子地 台 (王鸿祯等
,

1 98 5 )
。

而扬子地台内部也存在着稳定的地块和相对活

动的断裂构造带的差异
。

扬子及周缘地区海西
一

印支期古构造面貌详见图 2
。

上述古构造格局
,

无疑制约着研究区的总体沉积格局
。

2
.

1 地台周缘发育拉张裂陷盆地

周缘拉张裂陷盆地系指南缘的滇
、

黔
、

桂盆地 (即南盘江盆地 )
,

北缘的南秦岭海槽和东

南缘的陆屑浊积盆地群
。

滇
、

黔
、

桂地 区是一个继承性的构造裂陷盆地
。

它始于早泥盆世晚期
,

在整个晚古生代均

有明显反映
,

其规模和形态随时间的不同略有变动
,

它的分布范围与右江褶皱带大体吻合

(任纪舜等
,

1 9 8 0 )
。

它是在加里东褶皱基底上
,

海西早期由北东和北西向两组具有拉张特征

的断裂所控制
,

在总体断陷的背景下形成条块相间的分异
,

是峨眉地裂运动最先在地台边缘

开始的表现 o
。

石炭纪张裂构造活动相对平缓
,

以发育碳酸盐台地相为主
,

只保留了如富宁
、

水城
、

罗甸等几个孤立的盆地 (或台盆 )
。

二叠纪又是一次拉张活跃期
,

一方面北东向断裂进

一步切割原北西向的盆地和台地
,

另一方面区域性下沉形成了盆地和盆 内台丘的沉积相展

布格局
,

晚二叠世断陷加剧
,

于西林 一百色较深水盆地 内发育厚达 2 0 0 0 余米的安山质火 山

碎屑型浊流沉积
,

并伴有大量海底基性
、

中基性岩浆喷发
,

发育深水放射虫硅质岩
。

最终为三

叠纪巨厚的火山碎屑钙屑浊积岩所充填
。

显然滇
、

黔
、

桂盆地是地台周缘最早发育的裂陷盆

地
。

南秦岭海槽横贯研究区北部
,

呈东西向带状展布
。

根据编图所涉及到的南秦岭东段的有

限资料
,

初步分析该区的沉积演化大体可分为 3 个阶段
:

泥盆一石炭纪
,

主要发育浅水滨岸相和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

在泥盆纪海槽内受断裂控制

多城南
、

中
、

北三个带
,

北带为滨岸碎屑岩
,

南带为碳酸盐岩
,

中带为过渡性岩类
。

其北带厚度

O 罗志立等
,

19 86
,

晚古生代上扬子地 台的峨 眉地裂运动和油 气关系
,

碳酸盐岩地区油气勘查方法技术国际讨论会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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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扬子及周缘地区海西
一

印支期古构造图

1
.

隆起 2
.

断 裂 3
.

拗陷

隆起
:

( l )康淇
; ( 2)川中

, ( 3 )雪峰
. ( 4 )云开 ; ( 5 )华夏

. ( 6 )拼中
, ( 7 )摩天岭

; ( 8 )巴武 , ( 9 )江南

拗陷与断裂
:

①遵 义 .②通山 ;③萍乐 ; ④都安
一

水城
,⑤巴东 ,⑥武汉 ,⑦邵阳

一

柳 州

断裂
: 1

.

确 山
一

肥东 ; 2
.

城 口 ; 3
.

龙 门山 ; 4
.

安宁河 ; 5
.

淇东 , 6
.

小江
; 7

,

华釜 山 ; 8
.

弥勒
一

水城 ; .9

埂都
一

紫云
, 10

.

南盘江 1 1
.

右江 ; 12
.

西林
, 13

.

贵阳
一

黄平
, 14

.

都安
一

水城 , 16
.

七跃 山 ; 17
.

黔江
. 18

.

蒲忻
一

阳新
; 19

.

松排
一

独 山 (雪峰西 ) , 20
.

三江
一

融安 (雪峰东 ) . 21
.

龙胜 ,
22

.

灵

山 ; 2 3
.

茶 陵
一

郴县
, 24

.

四会
一

吴川 : 25
.

广州
一

阳江 ; 26
.

邵武
一

河源 ,

27
.

丽水
一

海 丰 ; 28
.

钱 塘

江
. 29

.

宜丰
一

万载 , 30
.

马金
一

湖苏 . 31
.

江南 . 32
.

郑庐 ; 33
.

滁河 ,
34

.

崇明
一

嘉 山 , 35
.

绍 兴
-

金浩

巨大
,

内部构造复杂
,

是快速沉降
、

快速堆积的前陆盆地 .
。

二叠纪各期南秦岭东段主要发育浅水碳酸盐台地
,

其沉积厚度远大于台内
,

镇安地区还

发育有台地生物礁
,

又据凤县一带早二叠世塌积角砾岩的东西向展布情况
,

推测尚发育有 台

地前缘斜坡相沉积
.

县东秦岭海槽开始拉张的反映
:

早三叠世发育了总厚度近万米的钙泥浊积岩
,

反映 丁晚海西
一

早印支期特提斯海的强烈

拉张
。

南秦岭海槽 向西与阿尼玛卿
、

南昆仑小洋盆相接
,

是古特提斯洋伸进古中国大陆内部的

拗拉槽
。

大别山北侧亦见有南相的石炭系浅海碳酸盐岩分布
,

因此
,

上述南秦岭海槽有可能

构成扬子与华北古大陆的分界线
。

. 秦德余等
,

19 8 9
,

扬子板块北缘 (中段 )古生代盆地构遣演化和油气关系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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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区周缘先后不同程度地发育拉张裂陷盆地
,

它们的演化历史与古特提斯洋的开启

和关闭相对应
,

拉张期形成断块和断槽的沉积格局
,

盆地褶皱隆升期则对应于古特提斯洋的

关闭
。

台缘拉张盆地的方 向随着地 台边缘构造线而变
。

它们不仅控制着地台周缘的沉积建

造
,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地台内部的沉积发育特征
。

2
.

2 地台内部明显的台
、

盆分异

无锡篙山晚二叠世长兴期生物礁的发现与长兴期碳酸盐台地
一

台地边缘礁滩
一

盆地相的

分布规律
、

早三叠世江南碳酸盐台地的厘定
、

扬子北缘二叠纪硅泥质盆地相 的发育面貌等
,

反映了中
、

下扬子 区 (包括上扬子台地北侧 )二
、

三叠纪台
、

盆分异的基本面貌
。

罗志立教授

1 9 8 1 年定名的
“

峨眉地裂运动
” ,

揭开了上扬子地 区沉积分异的程式
:

①上扬子地台南缘 (滇

黔 桂地 区 )地裂运动控制条块沉积相带的分布
;②上扬子地台内部 (黔中一黔北

、

华荣 山西 )

地裂运动形成
“

台块
一

台槽
”

沉积
一

构造模式
。

可见整个扬子地台内部二
、

三叠纪时期台
、

盆分

异的沉积格局是普遍存在的
。

地 台内部 台
、

盆地分异
,

一方面受外围古特提斯洋开启与闭合的影响
,

另一方面则与地

台内部 自身的古构造背景有关
。

如上扬子地台西缘海西早期古特提斯打开
,

产生扬子古大陆

西部边缘的拉张离散及康滇大陆裂谷
,

早二叠晚期大规模峨眉山玄武岩喷溢
,

进入地台内部

则表现为黔北黔中
、

华蒸 山西等地的
“
台块

一

台槽沉积相变带
,

无论从时间同步
、

火 山喷发物

同源及空间组合关系上 (三支裂臂组成的三接点 )
,

都充分说明了古特提斯洋打开对扬子地

台西缘的强烈拉张作用
。

对地台内部的拉张活动则晚于外围的拉张离散作用
。

扬子全区沉积面貌的差异
,

显然与上
、

中
、

下扬子基底 自身结构的稳定程度有关
。

上扬子

区由于具有古老的稳定陆核
,

因此在晚古生代接受海侵时间最晚
,

在二
、

三叠纪广覆性海侵

时期
,

以发育碳酸盐台地为主
,

在峨眉地裂运动影响下产生急剧相变的
“

台块
一

台槽
”

的沉积

分异特征
,

台槽往往追踪稳定陆核的边缘断裂成生演化
。

中
、

下扬子区则由于基底的相对欠

稳定
,

晚古生代沉陷相对较早
,

早二叠世早期 (栖霞期 )即表现有裂陷构造 活动的迹象
,

茅 口

早期 (孤 峰组 )裂陷活动加剧 (上扬子 区是在茅口 晚期发生裂陷的 )
,

至印支早 期则转为拗陷

盆地特征
。

前人所称的
“
江南

一

雪峰古陆
”

是扬子与华南海盆的分水岭
,

但仅在海西早期分隔

了这两个海盆
,

在二
、

三叠纪期间基本以碳酸盐台地建造为主
,

反映它是稳定的水下隆起
。

湘

鄂西 一黔东北地区是继承性断陷构造带
,

早古生代即发育有巨厚的泥质岩
.

晚古生代亦发育

了断
一

拗叠加的盆地
。

2
.

3 总体沉积格局与华南二
、

三叠纪沉积作用的驱动机制

晚古生代的华南陆块 (扬子地台与南华加里东褶皱带 )是古特提斯洋中的一个陆板块
,

陆块周缘为由早期的陆内断陷至晚期演变成拉张离散的被动大陆边缘 (南秦岭海槽属于陆

内坳拉槽 )
,

陆缘发育巨厚的断
一

坳叠加的盆地构造体系
,

自印支早期 由东向西相继褶皱
、

降

升
,

至晚三叠世结束了周缘盆地的演化历史
;
陆块 内部则 由海西早期的湘

、

桂残 留海盆逐渐

海侵达到中
、

下扬子
,

至石炭纪末期的云南运动使区 内沉积格局产生 巨大变化
,

迎来了华南

区二
、

三叠纪广覆性海侵
,

形成周缘为康滇
、

华夏
、

云开等古岛 (陆 )环绕
,

留有若干峡 口与外

海沟通
,

区内为深水凹陷 ( 台盆
、

台沟或盆地 )分割碳酸盐台地形成台
、

盆分异的沉积格局
。

类

似于今 日南海海盆和加勒比海海盆的地理格局
,

且规模相当
。

其峡 口 的启闭可以在短时期内

引起环境的急剧变化
.

或产生深水沉积与极浅水沉积交互 (何起祥等
,

198 9 )
,

从而较好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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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我们在编图中所遇到诸多难题
,

如早二叠世栖霞早期梁山煤系地层与中
、

晚期栖霞灰岩

段的大面积海
、

陆相的急剧变化
。

又如吴家坪早期王坡页岩段也是煤 系地层
,

它与吴家坪中
、

晚期海相碳酸盐岩构成大面积海
、

陆交互
。

许靖华教授 ( 19 7 2 )即利用峡 口多次启闭解释了地

中海深海页岩与蒸发岩相间互的特殊的海
、

陆交互相沉积
。

许先生 ( 1 9 8 5) 并指出四川三叠纪

大面积蒸发矿床更是典型的受限制 (陆内 )干化盆地形成的
。

可见古海洋峡 口启闭是华南二
、

三叠纪沉积作用重要的驱动机制
。

.

因此
,

按这一观点对华南二
、

三叠纪沉积作用进行深入研

究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

3 含油气领域的开拓

3
.

1 受限制的陆表海有利于有机质的堆积和保存

扬子 区二
、

三叠纪是一个受限制的陆表海
,

总体环境较闭塞
,

不仅盆地 (台盆 )发育区有

利于生油
,

即使碳酸盐台地发育区也有一定的生油条件
。

区内继承性盆地发育区主要分布在

鄂西
、

鄂中
、

皖中一苏北
,

早二叠世还有川北
、

川东
,

晚二叠有川北
、

川西等地区
。

盆地发育 区

普遍水体较深
、

环境较闭塞
、

上升流发育
、

生物产率高
,

有利于有机质的堆积和保存
,

发育了

很好的泥硅质岩及碳酸盐岩类生油岩
,

有机质丰度普遍较高
。

不过二叠纪硅泥质盆地多数为

欠补偿沉积
,

其油源岩的厚度相对较薄
。

区内二
、

三叠纪广泛发育的碳酸盐台地
,

因其总体环境受限
,

在古海洋峡 口启闭作用影

响下
,

海侵迅速
,

海域广泛
,

水体较深
,

受古气候和上升流影响
,

形成的碳酸盐岩多数富含灰

泥
、

炭质
、

沥青质及硅质
.

即便上扬子地区
,

二
、

三叠纪各期海域相对较开阔
,

多发育礁滩相
。

但在滩间
、

礁后往往又形成水体闭塞的环境
,

这种环境尤其以发育藻类为特征
,

如川西北中

三叠统雷 口坡组蓝绿藻含量特高 (6 ~ 23 肠 )
,

几乎达到藻礁的程度 0
,

显然
,

海域中藻类大量

繁殖
,

造成下层水体缺氧
,

有利于台地环境有机质的保存
。

藻类吸收水体中的 C O
Z ,

促使碳酸

盐快速堆积的条件
,

有时比单一的还原条件更加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

从不同相带有机 质

丰度对 比 (表 2) 可见
,

台地环境的有机质丰度仍是达标的
。

另外深水台地环境频发的风暴沉

表 2 四川盆地下二叠统不同相带有机质丰度

相 带 层 位 C (% )
“

A’ ,%(
,

{
K

台 盆 第二段 A 层

台地局限浅海低能 环境 ! 第一段 0
.

5~ 0
.

78 0
.

0 6~ ()
.

1 2 5 } 0
.

6~ 0
.

8 7

第二段 B层
、

C 层 ( )
.

4~ 0
.

6 4 0
.

0 1~ 0
.

0 4 8 } 0
.

4 6~ ( )
.

6 2

台地开阔浅海滩 间带

栖故一段 0
.

2 5~ 0
.

2 9 0
.

4~ 0
.

5 7

(据 宋文海
,

1 98 。
,

本文略有改动 )

0 曹慧缝等
: 1 9 85

.

海相碳酸盐岩油气生成与演化的初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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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张继庆等
,

1 9 8 6 )
,

有机质含量 明显增高 (图 3 )
.

表 明由风暴引起的快速堆积是有利于有机质保存的

(曹慧堤等
,

1 9 8 5 )
。

大量的油气显示和四川盆地油气

勘探实践
,

证实扬子 区二
、

三叠系具有广泛的生油条

件
。

具有相似格局和规模的南海盆地和加勒比海海

盆的丰富的油气资源
,

说明扬子区二
、

三叠系受限陆

表海盆有寻找大油气田的前提条件
。

3
.

2 台
、

盆分异的沉积格局构成良好的生储配制关

系

台缘高能相带和台地高能相带是最佳的油气勘

探领域
。

如川东地区下三叠统飞仙关组发育台缘鲡

滩带
,

时空范围广泛
,

生储配制优越
,

是极其有利的

远景区
。

近年来四川石油管理局在该区已获百万方

高产气井
,

证实了我们的认识
。

可见
,

中
、

下扬子区的

台缘高能相带是今后勘探工作中值得重视的领域
,

尤其下扬子地区长兴期 台缘礁滩相带的首次厘定
,

使该 区长兴期沉积面貌更加明朗
,

预测南通一如东

一带有可能存在长兴期礁型油气藏
,

值得在勘探中

加以重视
。

愈来愈多的资料证实川东一鄂西生物礁

属海退型生物礁
,

时
、

空分布有向鄂西海盆推进的演

变规律
,

随着台地边缘的变迁
,

将在川东
、

川东北地

区发育大面积台缘礁 (曾学思等
,

1 98 7 )
,

掌握这一变

迁规律将对寻找该 区气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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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川南下二叠统栖霞
、

茅 口组

有机质与沉积环境关系图

1
.

生物屑 ; 2
.

藻屑 ; 3
.

缝石条带
,

4
.

凝块石 ; 5
.

缅位 . 6
.

砂屑

上扬子地 区发育众多台内生物滩
,

如早二叠世川西
、

川西北安县一灌县滩带
、

川中威远

一吴胜滩带
、

川南琪县一沪州滩带等
,

它们具有近源聚集良好的生储配置关系
,

目前
,

许多气

田都与这些滩相带有关
,

尤其与这些滩中早期溶蚀的高孔 隙层段密切相关
,

因此
,

弄清台地

滩相带的分布规律及弄清它们早期溶蚀作用的分布规律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

更值得重视

的是这些滩发育地 区往往具有极好的继承性
。

因此
,

具有成礁的最佳条件
。

3
.

3 陆块周缘盆地的油气前景

滇黔桂湘盆 地 是华南陆块周缘晚古 生代发育面积 最大
、

断
、

拗 叠 加
、

沉降幅度近

2 0 0Q o m
、

暗色生油岩厚达数千米的巨大的含油气盆地
。

区内槽
、

块相间的格局
,

造就了众多

的礁滩
,

各类浊积岩等高孔隙岩类良好
,

可见具有优越的先天条件
。

尽管由于后期构造变动

强烈
、

含油层暴露开启严重
、

有机质演化程度高等不足
,

但该区面广
,

研究程度相对较低
,

故

仍有寻找较大面积封闭下的岩性和复杂构造油气藏的可能
。

由滇黔桂湘盆地油气资源的启示
,

陆块周缘拉张离散被动大陆边缘的油气前景
,

它们虽

后期褶皱隆升
,

而早期有无供献
,

又藏在何处
,

如龙门山下的推覆构造
、

大巴 山下
、

大别前缘
、

九岭腹地 (据江西煤 田勘探队钻探资料证实九岭山下有晚古生代地层 )
,

乃至湘鄂西褶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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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及周缘地区晚古生代总体沉积格局与含油气领域的探讨
“

2 9
.

覆带等陆内构造加厚区 (或称隐子盆地 ) 都是今后油气勘探值得再认识的重要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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