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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措勤盆地下二叠统昂杰组沉积相分析

王绍兰, 王冠民, 陈清华
(石油大学资源系, 山东东营 257062)

摘要: 沉积相研究是进行含油气盆地勘探、评价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本文根据在西藏尼玛县军仓乡拉加当实测剖面中所获得的

资料, 分析了下二叠统昂杰组的岩性特性、沉积相类型、剖面的垂向沉积演化和区域沉积特征。该组主要为一套砂岩- 泥岩的暗色碎

屑岩系, 属冈瓦纳石炭- 二叠纪冰川末期的边缘海沉积。其沉积类型既有冈瓦纳大陆稳定沉积特点, 又有滨岸条件下的低能沉积特

征, 主要为一套潮坪沉积组合, 其沉积环境与短周期小规模近岸冰川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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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面积约为 110×104m 2, 幅域十分广

阔。西藏特提斯域与波斯湾油气富集区属同一个大

地构造单元, 该区油气赋存条件与勘探前景如何, 这

一重要问题一直为世界所注目, 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

代以来, 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是“稳定东部, 发

展西部”。在这一战略指导下,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自 1995 年始在青藏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

天然气勘探。

昂杰组系西藏综合队 (1978) 命名, 命名地点在

申扎县永珠县[1 ]。本次研究实测剖面位于尼玛县军

仓乡拉加当, 尼玛县与措勤县简易公路西测 (如图

1)。该剖面上, 昂杰组受断层切割, 顶、底均与下白垩

统则弄群断层接触[2 ] , 基本岩性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F ig. 1　L ocation m 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2　西藏尼玛县军仓乡拉加当下二叠统昂杰组实测剖面图

F ig. 2　M easured sections of the L ow er Perm ian A ngjie Fo rm ation

in L ajiadang, Juncang tow n, N im a county, T ibet

收稿日期: 1999206225

基金项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区勘探攻关项目 (CQ 97YD 202) 1

作者简介: 王绍兰 (1970- ) , 女 (汉族) , 四川蓬溪人, 助教, 主要从事构造地质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1

第 21 卷第 3 期
1999 年 9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EXPER IM ENTAL PETROL EUM GEOLOGY　　　　　　　　　　V o l. 21,N o. 3
Sep t. , 1999



2　岩性特征

　　下二叠统昂杰组在区域上是一套砂岩- 泥岩的

暗色碎屑岩系, 局部夹灰岩透镜体[3 ]。本次工作所测

昂杰组部分层段为灰色、灰白色海陆过渡相的碎屑

岩组合, 与石油大学 (1995) 所测的则弄群剖面上部

碎屑岩段相当, 其主要的岩石类型为:

(1)灰色、灰绿色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该岩性在剖面中的发育较广泛, 砾石含量普遍

小于 5%。一般单层较薄 (10～ 20cm ) , 砂质颗粒成分

较单一, 以石英颗粒为主, 次圆状- 圆状, 另含少量

燧石, 但分选差。主要代表潮下砂坪的沉积。

(2)灰色含砾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砾石的成分主要有石英岩、硅质岩、石英砂岩、

泥砾等, 其分选较差, 但磨圆较好。常代表潮下砂坪

或砂坪沉积。

(3)灰绿色、灰黑色石英砂质泥岩

与上述泥质不等粒石英砂岩相比, 其泥质含量

明显升高, 并常与含砂泥岩伴生, 主要代表了砂泥混

合坪的沉积。

(4)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该岩性约占剖面厚度的 1ö4, 岩石中普遍可见

板劈理 , 面上可见少量白云母。代表了潮坪上部的

泥坪沉积。

(5)灰白色石英砂岩

剖面中所占比例较小, 砂岩的分选好, 硅质胶

结, 代表了障壁坪沉积。

昂杰组剖面中, 总的特点是泥质含量高, 诸类岩

石中多以杂基支撑为主, 颗粒分选差, 反映了总体上

低能的水动力条件。但颗粒的成份成熟度却极高, 单

就颗粒而言, 多相当纯净, 这与二叠纪时冈瓦纳古陆

边缘稳定的沉积条件密切相关。

3　沉积相类型

下二叠统昂杰组属冈瓦纳石炭- 二叠纪冰川末

期的边缘海沉积[4 ]。其沉积类型既有冈瓦纳大陆稳

定沉积的特点, 又有滨岸条件下的低能沉积特征。

所测昂杰组剖面主要的沉积相类型是低能海岸

潮坪相, 其可分为以下几种。

311　潮下砂坪

形成于低潮线附近及以下地带, 由于该地带的

水动力条件在潮坪中是最强的, 或者容易受浮冰影

响, 故而所沉积的碎屑颗粒也常较粗。

代表性的岩相为灰色厚层泥质含砾砂岩相, 砾

石含量常大于 10%。由于沉积稳定, 故其单层沉积

厚度较大, 砾石多次圆状、次棱角状, 分选较差, 杂乱

分布。部分砾石长轴方向垂直层面, 甚至穿切纹层,

具有典型的“落石”特征, 应属潮下带浮冰 (冰筏) 溶

化, 颗粒沉积而成[5, 6 ] (图 3)。

图 3　潮下砂坪砂岩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

F ig. 3　P robab ility accum ulation curve of

sandstone granu larity in sub tidal sand fla t

312　砂坪

形成于潮坪下部靠近低潮线附近, 其沉积物一

般为砂和少量的泥。

剖面中砂坪的代表性岩相为灰色厚层泥质石英

不等粒砂岩相。颗粒成分成熟度高, 但分选差。因沉

积时水动力弱, 故其中含较多的泥质。

砂坪沉积垂向上常位于潮下砂坪之上, 厚度较

大。有时亦可见其直接覆于泥坪沉积之上, 底部与泥

坪沉积呈突变接触, 但无冲刷。

3. 3　混合坪

混合坪以砂质和泥质的交互沉积为特点。在剖

面中其典型特征是砂质沉积较砂坪大幅度减少, 而

泥质的含量却明显增加。

主要的岩相类型为灰绿色、灰黑色砂质泥岩相,

其中可发育有波状层理和透镜状层理, 砂质颗粒以

石英为主, 磨圆度较高, 但普遍以杂基支撑为主, 因

具较强烈的变质作用而发育片理化。层中见有网格

苔藓虫 F evesta lls 化石。

该相垂向上位于砂坪沉积之上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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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混合坪沉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

F ig. 4　P robab ility accum ulation curve of

sedim ent granu larity in m ixed fla t

314　泥坪

泥坪沉积平面上位于潮坪的上部, 因水体能量

极低而表现出以泥质沉积为主的特征。在泥坪沉积

中, 典型的岩石类型是灰黑色板状泥质粉砂岩、粉砂

质泥岩, 发育有极低水动力条件下的水平层理, 局部

因含粉砂质透镜体而呈现出透镜状层理。炭质含量

较高, 可见有较多的炭质片, 表明泥坪在沉积时曾发

生一定程度的沼泽化。

因遭受变质作用, 故岩石表现出较强的板理化。

315　障壁坪

障壁坪是障壁海岸直接受波浪冲洗的地带, 一

般其颗粒分选、磨圆均比较好。

障壁坪沉积中典型的岩相类型为灰白色石英砂

岩相。分选好, 颗粒纯净, 几乎均由石英所组成, 次棱

角- 次圆状, 颗粒之间几乎均为硅质胶结。单层一般

中厚层, 层面平整。发育有平行层理, 整体上代表了

较长期的波浪冲刷、淘洗的特点。由于障壁坪的遮挡

而使向陆一侧发育有潮坪、泻湖沉积。

障壁坪沉积在垂向上位于潮坪沉积之下, 夹于

潮坪沉积旋回之中。

316　泻湖

主要为障壁岛向陆一侧的静水沉积, 垂向上发

育于泥坪沼泽和障壁岛沉积之上, 反映了这种障壁

岛——泻湖沉积体系向海方向推进的特点。

泻湖沉积主要岩相为灰色板状钙质泥页岩相,

水平层理细密。由于水体略有咸化, 故其中可含较多

的钙质。

该层垂向上夹于泥坪沉积之间。

4　剖面的垂向沉积演化及区域沉积特
征

　　下二叠统昂杰组主要为一套潮坪沉积组合, 它

的厚度大于 74916m。实测剖面中, 根据岩性变化特

点共划分为 24 层 (图 2) , 从大的沉积旋回又分为昂

杰组下部和上部。其中 1～ 14 层为昂杰组下部, 15～

24 层为昂继组上部。

昂杰组下部主要为砂坪、潮下砂坪沉积, 从 5 层

一直到 14 层可以划分为 3 个粗碎屑进积旋回: 即 5

～ 9 层、10～ 12 层、13～ 14 层。其中 5～ 9 层主要以

潮下砂坪沉积为主, 上部 9 层的混合坪沉积约占该

旋回的 1ö5; 10～ 12 层则发育了从潮下砂坪→砂坪

→混合坪的较完整进积序列, 各条件下的沉积厚度

大体相同。13～ 14 层则发育了从障壁坪直到潮下砂

坪、砂坪的沉积旋回, 其中障壁坪的厚度达到 52m。

昂杰组上部主要是以潮坪中上部的泥质沉积为

主, 垂向上亦可划分为 3 个进积旋回, 即: 15～ 16、17

～ 19、20～ 24 层。其中 15～ 16 层是 13～ 14 层沉积

的延续, 其泥坪与混合坪沉积在剖面中所占的比例

达到 1∶1。17～ 19 层中下部为砂坪沉积, 上部的砂

泥混合坪厚度亦可达 4013m , 岩性以灰黑色板状粉

砂质泥岩为主。在 20～ 24 层中, 则主要以泥坪、泻湖

沉积为主, 其总厚度可达 160m , 该旋回下部 20～ 21

层表现为砂坪与障壁岛沉积, 22 层则为泥坪沼泽含

炭质沉积。随着沉积体系向海方向的延伸, 形成 23

层的泻湖沉积向陆的 24 层泥坪沉积。

故而在昂杰组剖面中, 总体表现了下粗上细的

潮坪环境不断向海洋方向进积的特点。

昂杰组区域上主要表现为灰绿- 灰白色砂岩、

板岩、夹含砾砂、板岩或砾岩, 顶部有时可见灰岩透

镜体[7 ]。

关于该套“含砾板岩或含砾泥岩”地层有着广泛

的分布, 除青藏地区以外, 还分布在云南西部保山等

地 (卧牛寺组)、泰国半岛和马来西亚。然而对其成因

和形成环境争议颇大, 其一认为是与冈瓦纳冰川有

关的冰水成因说; 另一认为属与冰川无关的古欧亚

大陆边缘海沉积, 或者重力流沉积。我们通过野外工

作发现, 昂杰组砂板岩中的生物常具有冷、暖混一的

特点, 而且其中所含砾石几乎均为次圆状- 圆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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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分布有地区性, 又常见落石沉积特征, 结合昂杰

组沉积特征, 认为该套含砾板岩的形成与短周期小

规模近岸冰川活动有关[5, 6 ]。

5　结论

(1) 下二叠统昂杰组在区域上是一套砂岩- 泥

岩的暗色碎屑岩系, 局部夹灰岩透镜体。其主要的岩

石类型有灰色、灰绿色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灰色含

砾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灰绿色、灰黑色石英砂质泥

岩, 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灰白色石英砂岩。

(2) 下二叠统昂杰组属冈瓦纳石炭- 二叠纪冰

川末期的边缘海沉积。其沉积类型既有冈瓦纳大陆

稳定沉积的特点, 又有滨岸条件下的低能沉积特征。

所测昂杰组剖面的主要沉积相类型如潮下砂坪、砂

坪、混合坪、泥坪、障壁坪、泻湖等属低能海岸的潮坪

相。

(3) 下二叠统昂杰组总体表现了下粗上细的潮

坪环境不断向海洋方面进积的特点。

(4)根据昂杰组板岩中的生物常具有冷、暖混生

的特点, 而且其中所含化石几乎均为次圆状- 圆状,

成分的分布有地区性, 又常见有落石沉积特征, 结合

昂杰组沉积特征, 认为该套含砾板岩的形成与短周

期小规模近岸冰川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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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IM ENTARY FAC IES ANALY SIS ON THE LOW ER PERM IAN ANGJ IE

FORM AT ION OF THE CUOQIN BASIN IN T IBET AREA

W AN G Shao2lan, W AN G Guan2m in, CH EN Q ing2hua

(D ep artm en t of P etroleum R esou rce S ciences, U niversity of P etroleum , D ongy ing , S hand ong 257062, Ch ina)

Abstract: T he research of sedim en tary facies is an impo rtan t foundat ional w o rk fo r the exp lo ra t ion and e2
valuat ion of petro liferou s basin s. A cco rd ing to data ob ta ined from m easu red sect ion s in L ajiadang, Juncang

tow n, N im a coun ty, T ibet, the litho logica l fea tu res, the types of sedim en tary facies, the vert ica l sed im en2
ta ry evo lu t ion of sect ion s and the regional sedim en tary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L ow er Perm ian A ngjie Fo rm a2
t ion are analyzed in th is paper. T h is fo rm at ion is dom inated by a set of sandstone2m udstone dark clast ic

rock series w h ich belongs to m arginal m arine depo sit a t the end of the Gondw ana Carbon iferou s- Perm ian

glacier period. Its sed im en tary type has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bo th the stab le depo sit of Gondw ana con t i2
nen t and the low energy depo sit under coasta l condit ion s, and m ain ly con sists of a set of t ida l2f la t sed im en2
ta ry assem b lage w ho se sedim en tary environm en t is rela ted to sho rt2period and sm all2scale in sho re glacier

act ivit ies.

Key words: sed im en tary facies; the A ngjie Fo rm at ion; the L ow er Perm ian; Cuoqin Basin; T 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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