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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北部早石炭世沉积体系域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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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层序地层学的基本原理
,

对塔里木盆地北部下石炭统沉积体系域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 实际

资料表明
,

该套层系属于 夹持在早
、

晚海西期两个构造运动不 整合面之间的一个二级旋回层序
,

层序内部发育

海侵体系域和 高水位体系域
,

缺失低水位体系域沉积
。

有利干油气聚集的区块是海侵体系域的障壁砂坝和高

水位体系域的潮道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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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是在前震旦系结晶变质岩系的基底上发育起来的元古代 一 古生代和中新生

代的复合型沉积盆地
,

中新生代的陆相盆地叠置在古生代的海相盆地之上
,

具有 比较典型的

双层地质结构
,

震旦系 一新生界沉积盖层的厚度累计逾万余米
。

自元古代以来经历了塔里木

运动
、

加里东运动
、

海西运动
、

印支运动
、

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
,

盆地的演化经历了多次

区域性的抬升和再沉降的过程
,

在地层记录中亦 留下了这多次构造变动的痕迹
,

地层缺失
、

区域性不整合接触以及褶皱和断裂十分发育
。

现今的塔里木盆地是一个残留的多期变形盆

地
。

本文 中的塔里木北部地区是指西起柯坪
,

东至孔雀河
,

北至黑英 山
,

南至塔里木河沿岸

的地区
,

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

包括两个二级构造单元 沙雅隆起和阿瓦提断陷
。

其中沙雅

隆起含有沙西 凸起
、

雅克拉断凸
、

哈拉哈塘凹陷
、

阿克库勒凸起
、

草湖凹 陷和阿克库勒鼻凸等

个次级构造单元
。

研究 目的层下石炭统在区 内分布广泛
,

仅在阿克库勒凸起北部
,

沙西 凸

起大部及沙雅
一

轮台断裂以北缺失
。

下石炭统岩性主要以碎屑岩和泥岩为主
,

夹薄层碳酸盐

岩
、

含膏盐岩
,

局部为砾岩和含砾砂岩
,

其中下石炭统 巴楚组顶部的
“
双峰灰岩

”

段为区域性

对 比标 志层
,

厚度为 一
。

根据地震 资料研究
,

下 石炭统在 阿 瓦提 断 陷最 厚
,

可达
。

下石炭统下部 巴楚组最大厚度可达 余米
,

下石炭统上部最大厚度可达
。

下石炭统顶部分别与上石炭统
、

二叠系
、

三叠系和侏罗系相接触
,

为一 区域性的构造不整 合

面
。

下石炭统底部分别与泥盆系
、

志留系和奥陶系相接触
,

也是一区域性的构造不整 合面 徐

怀大等译
, 。

层序性质

下石炭统是介于早海西期年
’

飞海西期两大构造运动面之间的一 岌整的沉积层系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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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底的不整合面不同于经典层序地层学的纯 由海平面下降
、

陆架暴露所造成的 型和 型

层序界面 等
, , ,

初期“ 纯
”

由海平面下降所造成的经典层序地

层学界面 已遭随后强烈的构造运动的改造
,

实际上是一个
“

混合型
”

地层界面
,

为了与前者相

区别
,

本文称这种类型的界面为 皿 型层序界面
。

相应的层序称之为 型层序
。

在 型层序内

沉积地层不发育
,

为明显受强烈构造运动改造过的不整合面
,

其沉积体系域的演变主要与海

湖 平面的相对变化有关
。

按沉积层序旋 回持续时间的长短
,

将沉积层序分别划分为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四级和五级
。

其中一级旋 回持续的时间约
,

二级旋 回持续时间为 一
,

三级旋 回持续的时间为 一
,

四级旋 回持续的时 间为 一
,

五级旋 回持

续 的时间为
。

按 的地

质年龄数据
,

早石炭世的时间为
。

因此
,

下石炭统的沉积层序属 于二级旋 回层

序
。

沉积体系域的基本特征

晚泥盆世末期的早海西运动使塔北地区抬升
,

泥盆系遭受强烈的剥蚀
,

阿克库勒凸起缺

失泥盆系地层
。

早石炭世时
,

海水从西南方向侵入本区
,

由于受沉积初期古地形 的控制 图
,

形成侮

侵体系域的有障海岸的障壁砂坝
、

泻湖和潮坪沉积体系 图
。

巴楚组沉积末期发生大范围

的海侵
,

早期的有障海岸环境为浅海碳酸盐岩沉积环境所替代
。

早石炭世末期卡拉少依组沉

积时
,

相对海平面开始缓慢下降
,

形成高水位沉积体系域以潮坪为主的沉积环境
。

晚石炭世

本 区再次抬升
,

导致工 区东部大部分地区缺失上石炭统的沉积
。

在工 区北部近古陆边缘的

井剖面具有较典型的海侵体系域到高水位体系域的旋回特征
,

曲线呈现出明显的退

积到进积的形态特征 图
。

下石炭统 巴楚组为海侵体系域沉积
,

主要沉积相类型有

图 塔北早石炭世 巴楚组沉积时古地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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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北早石炭世海侵体系域沉积体系图

障壁砂坝相

该相带主要发育在哈拉哈塘凹陷的西部
。

岩性以灰 白色
,

浅灰色中一 细粒石英砂岩为主

夹泥质粉砂岩
,

砂岩成分以石英为主
,

最高可达
,

钙质胶结物含量低
。

颗粒的圆度和分

选性较好
。

可见交错层理
、

平行层理及生物扰动构造
。

该区砂岩最大厚度达 加
,

向东延至

阿克库勒凸起
,

至草湖凹陷西部
,

砂岩厚度呈减少趋势
。

滨海砂砾滩相

该相带发育在障壁砂坝北部的 井一带
。

岩性主要为一套灰色
、

浅灰色砂砾岩和砾岩

及厚层块状细砂岩
,

间夹浅灰绿色微晶和细晶白云岩
。

砾石的成分以白云质成分为主
,

砾径

一般为 一 最大达
,

且大小混杂
,

排列无序
,

砾石多呈次 圆状
。

细砂岩中石英成

分占 一
,

可见交错层理
,

部分石英砂岩含泥砾
,

呈片状和透镜状
,

局部具砂泥互层
,

块状层理发育
,

这些特征表明该带是受一定波浪作用影响的近岸沉积区
。

潮间石少泥步毛夹潮道相

该相带主要发育于沙西凸起南部及草湖凹陷南部
。

泥坪相的岩性主要为灰 色
、

棕褐 色泥

岩 砂坪相以灰色
、

褐色
、

灰绿色砂岩为主 潮道相具有 明显的 向上变细的沉积序列
,

自下而

上依次为含砾粗砂岩
、

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
。

砂岩中具小型交错层理
,

底部含砾并具小型冲

刷面 图
。

电性组 合显示不规则的锯齿状
。

泻湖泥膏岩相

该相带主要分布在阿克库勒凸起的南部
,

面积约 。多平方米
。

主要岩性为褐 色
、

灰色

和无 色盐岩
,

夹褐 色薄层泥岩
。

顶部为白色硬石膏
,

泥岩中偶见纹层
,

盐岩中见钙质结核
。

最

大厚度达 余米
。

根据微量元素分析
,

其 中氯含量为 钡含量为
,

钙含量

为
,

其它微量元素含量
,

如
, ,

等元素含量均小于万分之一
,

表明这套地层属

于海陆过渡相带中近海方 向的沉积产物
。

推测为满加尔拗陷古海湾泻湖的一部分
,

泻湖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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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巴楚组潮间砂泥坪

夹潮道相的垂向序列特征

图 塔北下石炭统沉积体系域类型

及纵向旋 回和 电测 曲线特征

泥岩沉积与该时期障壁砂坝的发育有密切的

成因联系
。

临滨砂泥宕相

该相带主要发育于阿瓦提断陷
。

该区缺

少钻井资料
,

根据上述沉积相带的分布特征
,

推测该 区可能属 于泥砂岩发育 的 临滨相沉

积
。

浅海碳酸盐宕沉积相

巴楚组顶部的
“
双峰灰岩

”

段属于这种沉

积类型
,

在全 区分部广泛
,

为早石炭世最大海

侵期的产物
。

早石炭世 晚期海平面开始相对下降
,

形

成潮间坪砂泥相和滨海砾石滩相为主的高水

位体系域沉积
。

’

下石炭统卡拉沙依组为早石炭世二级沉

积旋回的高水位体系域沉积
。

其岩性主要为互层的砂泥岩
,

局部砂砾岩富集
。

下石炭统卡拉沙依组高水位沉积体系域的主要沉积相类型有

滨海砂砾滩相

该相带主要分布在北部 井一 一带
。

潮间砂泥坪 夹潮道相

主要分布在阿克库勒地区
,

推测在沙西以南地区也可能有分布
。

潮 间砂泥坪及灰泥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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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相带在区内分布普遍
。

潮下灰泥坪相

主要分布在哈拉哈塘凹陷的南部及其以东地区
。

早石炭世晚期的垂向沉积序列具有较典型的粒度向上变粗的海退旋 回特征 图
。

塔里木盆地北部早石炭世缺失低水位沉积体系域
。

有利油气聚集的远景区带

根据对早石炭世的沉积特征和储层的物性及岩石学的微观研究 表明 徐怀大等译
,

,

沉积相带的展布是控制油气聚集的重要因素这一
。

海侵体系域的障壁砂坝相砂岩结

构和成分成熟度高
,

具有较好的储集性
,

孔隙度可达 以上
,

其次为潮道相
。

潮间砂泥坪

相砂岩中泥质和碳酸盐胶结物的含量较高
,

一般达 一 以上
,

储集性较差
。

因此
,

工

区最有利于油气聚集的远景区主要是哈拉哈塘凹陷及沙西凸起以南地区和阿克库勒 凸起的

南部
。

阿瓦提断陷的临滨砂泥相带也是潜在的有利油气聚集的远景区
,

但其埋藏较深 一般

大于
,

于钻探不利
。

结 论

根据层序地层学的基本原理
,

对塔里木盆地早石炭世的沉积体系域特征进行了研究
。

该

区下石炭统层序界面的形成与早海西期和晚海西的构造运动关系密切
,

与
“
纯

”

由海平面下

降所造成的 型或 型层序界面不同
,

是一个混合型层序界面
,

层序内部沉积体系域的演化

主要与海平面的相对变化
、

沉积物的补给量及气候的变化有关
。

该区有利于油气聚集的岩相

带是下部海侵体系域的障壁砂坝沉积
,

上部高水位体系域的潮道相沉积也是油气聚集的有

利场所
。

笔者在研究工作中得到 叶德胜
、

王恕一高级工程师和张希明工程师的热情帮助并提供

了有关方面的资料
,

在此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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