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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实 验 地 质
,

,

雪峰山系
一

沉麻盆地地质结构及找油意义

范小林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山系
、

盆地
、

油气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

是油气盆地分析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沉麻盆地与雪

峰山系
,

自中
、

新生代以来
,

受“
板内形变

”
动力条件控制组成“ 盆山体系 ” 。

造山挤压作用控制了盆地的构造 沉

积 格局与油气组合
,

使盆地发生
“
构造反转

” ,

破坏或重新调整油气富集条件
。

作者相信
,

研究这一区域山系

盆地
一

油气三者构成的系统
,

对于南方陆相盆地群的油气评价与找油找气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雪峰山系 沉麻盆地 地质结构 找油意义

作者简介 范小林 男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物探与盆地研究

现今的山系多为古生代沉积盆地
,

现今的盆地往往与造山作用相伴生而体现
,

因而使人

们研究盆地颇感困惑
,

尤其是对油气盆地研究
。

把被改造的古生代盆地找油 同山系联系起

来
,

是我们
“ 七 五 ”

期间提出来的
。

用这种
“

超盆地研究
”
思想去认识和探讨现今中新生代盆地

与山系覆盖区的含油气性
,

为作者讨论这一地区 山系与盆地并存的地质景观条件下
,

是否存

在具勘探意义的油气聚集条件开拓了视野
。

由此
,

作者借助于
“

板 内递进形变
”的概念 孙肇

才等
,

研究山系与盆地的
“ 蓝图

”

许靖 华 , ,

合理地推断盆地地质概念模型
,

把盆

地
、

山系
、

油气看作一个整体系统
,

预测和外推盆地内部 或盆地边缘 的油气富集规律与成

藏组合条件
。

浅部沉积展布

雪峰山系作为
“

江南古陆 ,’黄汲清
,

在湘境内呈 向分布
,

玩麻盆地毗邻其以

西
,

与周边山系出露的前震旦系和古生代地层呈断层接触
,

盆地东侧发育有古生代与中生代

花岗岩 图
。

作者野外调查后认为
,

翁安一 石门地带 一 为扬子台地前缘碳酸盐岩分布
,

往东都匀 一 石降一大庸一带则过渡为台缘陆架斜坡硅质岩系
,

再往东则进入 它一 斜坡
一

盆

地相沉积建造 马文璞
, 。

早古生代晚期到 中古生代
,

湘西城步一带志留系 部分泥盆

系 为砂泥岩
,

往西逐渐过渡为砂砾岩为主
,

并有超覆
、

减薄
、

尖灭特征 刘树晖
, ,

与下

伏奥陶系呈假组合
。

显然
,

早古生代
,

雪峰山系及其东南在早古生代是一个
“

统一的被动边

缘 ,’范小林
, 。

晚古生代
,

这一地区受区域性伸展构造控制
,

发育了浅水台地与深水台

槽相间构造格局下的碳酸盐岩和薄层硅质碳酸盐岩
,

湘西黔城 玩麻盆地南端
,

藏江一带石

炭系暗色灰岩超覆不整合于板溪群之上
,

黔北天柱盆地 可能与沉麻盆地有空间上的关系

下二叠系灰岩同样超覆于板溪群之上
。

黔东南往湘西追踪
,

中下三叠台缘与盆地相可对 比
,

本文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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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 白云岩
,

台缘生物碎屑灰岩
、

薄层灰岩与硅质泥岩组成的近盆地相以及典型的薄层泥

岩
、

页岩粉砂岩组成的盆地相
。

因此
,

整个古生代期间
,

现位于雪峰山系与玩麻盆地区域内
,

长期处于水下
,

是一个统一海盆的不同部分
。

只是进入中生代 卜
,

随印支运动进一步加

强
,

海盆
“

反转
”

褶隆成功
,

并在后续的 燕 山一喜山 板内形变与进一步地敛合动力机制控制

下
,

导致了现今的山系与盆地
。

这就意味着
,

在 山系与盆地之下有可能保存了一部分古生代

盆地的实体
。

这部分未变质
、

变形弱的实体部分被冲断作用出露地表
,

部份则仍掩埋于盆地

之下
,

尽管它们被推断同样发生逆掩冲断 图
。

深部构造特征

玩陵
一

麻阳盆地 官庄 安化 雪峰山 梅城

电‘ 之砚

抚陵
一

麻阳盆地 坏化 黔阳 雪峰山 洞 口

口 臣

囚
图 雪峰山系与沉麻盆地

浅部地质构造背景示意

中新生代盆地 扬子古生代台地 华

南古生代盆地 前震旦浅变质岩 古生

代花岗岩 中生代花 岗岩 野外剖面观

察线 主要逆冲断层 晚期伸展断层

深部地质构 造控制 了浅部 山系 与盆地 的形

成
,

山系与盆地的构造型式又决定 了油气的生成

运移聚集乃至成藏
。

因此
,

有必要对这一地区的深

部地质现状作一了解
。

近年来
,

在这一地区取得了

大 量 的地球物探成果 谢湘雄等
,

秦葆瑚
,

蒋洪堪等
, ,

反映了丰富的深部地质信

息
。

图 反映 了研究区 内深部地质地球物理特

征
。

波阻抗界面 和电性界面 大都据地表地

质推断解释为构造滑移面
,

地壳岩石 圈呈层块结

构 以及浅
、

中
、

深构造层 之间的互不协调
,

是通过
“
上 陡下缓

”

的犁式断层来宏观调整
,

以实现 层块

间滑移 或拆离 均衡调节
。

结合地表地质推断
,

麻 阳盆地下伏

占生界地层未发生变质组 已褶皱形变
。

地热结构

表 明沉麻盆地东缘地热 流值要高于雪峰 山系地

区
,

地表热流值达到 “ 。

以板溪群呈低阻

特征的标志层
,

作为这一地区在壳内 巧一 深

层处的主滑脱面
,

是控制壳浅层及地表发生
“

薄皮

构造
”形变构成逆掩冲断带 的主要根

源
。

更深层次的根源是岩石 圈地慢的
“

陆内俯冲
”

及壳慢间的
“
拆离

” ,

依据是 的错断及 的起

伏变化
。

玩麻盆地以西壳内高阻块及深层次缺少反射信息段已穿越元古界
,

部分侵入到古生界

地层 中
。

由雪峰山系东侧出露古生代花岗岩推断
,

它有可能代表古生代期间的构造侵位岩

体
。

意味着古生代期间
,

现位的雪峰一沉麻区域内曾发生过板缘
“
增生造山 ”

作用
,

推断与华

南盆地 早古生代 的消亡
“

反转
”

有关
。

此后
,

在扬子台地东南边缘 现位雪峰一沉麻地区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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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

、口另宁

图 雪峰山系与沉麻盆地深部地质
一

地球物理结构示意图

、 、、

为代表

据谢湘雄等
,

秦葆瑚
,

蒋洪堪
,

改编

基底
、

莫霍面地热流值
“ 为地壳底界地温值 ℃

为莫霍面 花岗岩 中新生代盆地 岩石圈地慢缩冲 壳慢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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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自 往 的逆冲推覆
,

并在印支期得到进一步加强
。

地表地质 湘西 一黔东南 多见呈顺层滑脱与基底滑脱的西指叠瓦断片形变域
,

但仍未

能改变 一 自北西往南东为台地相 一斜坡相 一 盆地相的古地理沉积相带的展布格局
。

深

部地球物理探测解释结果亦表明本区并不存在大型拆离层
、

而仅是位移量不大的层间滑脱

范小林等
, 。

又据野外地质观察发现板溪群
、

志留系底及下石炭系等岩石 岩性 软弱
,

在地球物理上常呈现 出电性界面或被阻抗界面
,

因此
,

在本区构成了滑脱层
。

多层滑脱及准

原地推覆为本区深部地物资料和浅部地表地质资料所证实
。

找油意义

不同的大地构造位置与不同地史阶段沉积盆地实体的组合及其烃源岩的展布与保存是

评价盆地含油气性的基础
。

现今的玩麻盆地
,

毗邻雪峰山系
,

叠置于“
反转

”后的古生代盆地之上
,

是一 自三叠世

以来
,

随邻域山系形成发展起来的
“

中生代前陆盆地
”

与新生代走滑拉分性质的叠加盆地
。

据有关文献 关士聪
,

报道
,

一 ,

期间
,

玩麻盆地具微弱还原作用
,

沉积了含煤建造
一 发育了处于还原环境的深湖相暗色泥

、

页岩
。

然而
, “

白至系钻遇可燃气体
”

与 ,’同庭盆

地见 白奎系含沥青岩屑 ”
表明

,

燕 山一 喜山期
,

西太平洋构造活动带对中生代以来的华西板

内的地质作用不可忽视
, “ 中侏罗晚期玩麻盆地东南才出现高地

” 陈海乱
,

” 即逆冲作用

发生
,

使得中生代油气藏 白奎系
、

侏罗系和上三叠组成的油气组合 被破坏
,

一 , 和 一

地层的浅埋与隆升
。

因此
,

中新生代沉积层不能作为在玩麻盆地找油的主要 目的层
。

于是

乎
,

我们仍然 回到古生代
,

只要其中烃源岩系保存好且又仍在作贡献
,

那么有可能在玩麻中

新生代盆地中
,

与盆中后期形成的构造构成有效成藏组合
。

“ 七 丘 ”

科研成果 孙肇才等
,

表明
,

现位的雪峰山系与玩麻盆地在早古生代处

于台地前沿和盆地斜坡地带
,

晚古生代又转变为浅海台地夹深水台槽格局
。

这样的面向东南

呈陆缘构造古地理面貌
,

堆积了一套富含有机质黑 色页岩与含泥碳酸盐岩 阶段
,

处于

弱还原
一

还原沉积环境
。

一 地层 中达标生油岩的剩余有机碳丰度加权平均值为 一
,

达标生油岩厚度一般为 一 陈彦华等
,

一 暗色盆地相和陆架泥

质生油岩有机质丰度 一
,

厚度 一 陈彦华等
, 。

显然
,

作为早古生

代的主力油源岩和主力油源区
,

对沉麻盆地找油来讲
,

是重要的烃源
。

晚古生代二叠系烃源

岩 如霞组
、

茅 口组深水台地相 和形成于斜坡
一

盆地还原环境下的二叠系大隆组
、

长兴组 有

机碳均值泥质岩大于
,

同样有可能成为沉麻盆地下伏古生代地层中主要的烃源岩
。

在黔西志留系含沥青砂体与油苗 如麻江
,

瓮安
,

虎庄等地
,

湘中祁阳等地泥盆系
、

石炭

系的裂隙晶洞中的油苗
,

涟源等下石炭普遍含气
,

表明早古生代油气藏已被破坏并发生过运

移
,

川东石炭系的气和涟源下石炭的气可能来 自于被破坏油气藏 中晚期二次运聚的气
。

所

以
,

玩麻盆地下方有可能存在古生代中期 一早古生代期间
,

因构造调整而重新分配的保存的

海相油气构造圈闭
。

陈海乱
, ,

湘西玩麻地区 中生代前陆盆地沉积
一

构造分析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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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蜂山系

川湘山系 抚麻盆地 一
尹一 、

‘ 又一 二父万又 一

一 一 ,

第三系

白蟹系

侏罗系

三登系

古生界

巨二 〔三口 三 匹口

图 雪峰山系与玩麻盆地油气运聚保存构造模式图

油气 沥青 运移方向 气

雪峰山系西北缘 自中生代以来
,

向 掩冲的板溪群和 一 地层在毗邻前缘的古生

界屺一 一 之上构成覆盖
,

而沉麻盆地也在几乎是同时开始发育
“
前陆盆地

”
陈海乱

等
,

”
,

随其东南侧构造高地的隆升及向盆地方向的推挤
,

发生差异沉降与沉积迁移
。

前

述古生代海盆同样 自中生代以来发生
“
板 内递进形变

”
孙肇才等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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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褶皱冲断带是晚期天然气聚集的潜在对象
” 。

据此
,

具成油条件良好的古生代盆

地应该在
“
反转

” ,

后烃类转化并开始运移
。

由于下古生界油气藏被破坏且发生

过二次运聚
,

因此
,

在
一

一 期间
,

随雪峰山系与玩麻盆地渐趋形成之际
,

我们着重考虑 以

上古生界 至三叠系 为主的部分具生烃能力的源岩将被深埋
。

由于地温升高
,

压力增大
,

随

时间的推移
,

有机质热变为烃类并运聚
,

与这一阶段构造 造山 作用相关的构造或非构造圈

闭均可捕获来 自于上古生界成熟的油气以及可能的早古生代二次或三次运聚的油气
。

进入

新生代
,

研究区内多数古生代地层因
“
造山 ”

作用而被抬升出露地表
,

第三纪地层在盆地内绝

大部分被剥蚀
,

唯在玩麻盆地内有数千米白奎系及 一
,

地层和盆地下伏的古生代
“ 影子

盆地
” 。

以残留保存的古生代盆地中烃源岩作为生烃空间
,

玩麻盆地
“ 巨厚

”堆积层作储盖空

间
,

盆地周边形变带构成推覆构造披盖空间
,

那么
,

玩麻盆地内部及其周缘有可能构成与
“

造

山带油气区
” ,

相关的晚期次生有效成藏组合
。

在 中
、

古生界有油气源的前

提下
,

作者以图 概念性表达雪峰一玩麻地 区油气运聚与保存的构造模式
。

它体现了在挤压

大地构造背景下
,

雪峰山系作为准原地推覆体与沉麻盆地形成过程中
,

对油气生成
、

运聚
、

保

存起着控制
。

结语

现位的雪峰山系与玩麻盆地在古生代期间
,

长期处于扬子台地东南边缘地带
。

印支以来

的板内敛合动力背景的渐趋加强
,

雪峰山系受
“
板内递进形变

”
作用影响

,

有序生成并在它的

西北缘发育沉麻中生代
“
前陆盆地

” 。“
雪峰并非飞来峰

”

关士聪
, ,

但在顺层滑脱 或拆

离 作用下有一定量的位移
。

古生代推覆构造岩片及盆地边缘中新生代构造形变带作为次生

盖层对本区油气保存有一定意义
。

在这一地区找油
,

重要应放在盆地及其边缘掩盖有古生界

烃源岩系的被中新生代构造调整而重新分配的油气构造上
。

本文是笔者参加本项工作后
,

提出对玩麻盆地找油的概念模式
。

在完成本文过程 中得到

导师张渝昌教授的辛勤指导
,

在此
,

谨表谢意
。

收稿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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