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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襄盆地襄枣坳陷

深层海相古生界含油气前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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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襄盆地襄枣坳陷主要为受襄樊—广济断裂控制的南断北超的中新生代箕状坳陷,但中新生界经多年勘探未获突破。通

过“造山带北侧油气资源战略选区暠课题的调查研究,发现襄枣坳陷周缘及深部分布大片未变质的海相古生界。其中,下寒武统

底部含磷泥页岩是潜在的优质烃源岩;下古生界白云岩及内部岩溶侵蚀面形成较好储集空间;下古生界含膏白云岩是潜在的盖

层,具备形成油气的基本地质条件,但热演化程度偏高。襄枣坳陷深部海相古生界油气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新层系和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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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FPETROLEUM灢BEARINGPROSPECTOFMARINE
PALEOZOICOFTHEXIANG-ZAODEPRESSIONINTHENANXIANGBASIN

YangDaoqing1,HeMingxi1,WangRongxin1,GuoShangting1,

DuJianbo1,LuoJiaqun1,ChengZhe2,JiYuny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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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Xiang-ZaoDepressionoftheNanxiangBasinisahalfgraben灢likesaginMesozoic-Ce灢
nozoicwithfaultedinthesouthpartandoverlappedinthenorth,whichismainlycontrolledbythe
Xiangfan-Guangjifault,andhasnotbeenabreakthroughthroughmanyyearsofexplorationinthe
Mesozoic-Cenozoic.Throughthe“petroleumsourcesofstrategicelectoraldistrictsonthenorthern
edgeoftheQinling-DabieOrogenicBelt暠subjectresearch,foundthatnonmetamorphoserockofPaleo灢
zoicmarinestratawasdistributedintheperipheryofXiang-ZaoDepressionanditsdeeppart.Among
which,mudstone-shalecontainingphosphorisapotentialhigh灢qualitysourcerocksatthebottompart
oftheLowerCambrian;Dolomiteandinternalerosionsurfaceformationarebetterreservoirstratainthe
LowerPaleozoic;LowerPaleozoicDolomitecontainingpasteispotentialcoveredlayer,whichformsthe
basicgeologicalconditionsofoil-gas.Butthesourcerocksarehavinghighdegreeofthermalevolu灢
tion.Paleozoicoil-gasofdeepmarinestrataintheXiang-ZaoDepressionisthenewlayersystemand
anewfield,whichisworthin灢depthexploration.
Keywords:oilandgasprospect;marinePaleozoic;theXiang-ZaoDepression;theNanxiangBasin

1暋勘探现状

襄枣坳陷位于南襄盆地南部,主要受南部襄

樊—广济断裂控制,经过晚白垩世—新近纪的不断

演化,形成了一个南断北超、南陡北缓、后期剥蚀改

造强烈的中新生代多箕状断陷区(图1)[1]。
襄枣坳陷1970年开始了以中新生界为目的层

的石油勘探历程,截止目前,襄枣坳陷中新生界共

钻井14口,总进尺28273.45m。但中新生界经

多年勘探未获突破,急需改变思路,拓展深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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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南襄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1.剥蚀线;2.二级构造单元分界线;3.一级构造单元分界线;
4.断裂;5.未变质Pz;6.古生界采样点

Fig.1暋DivisionoftectonicunitsoftheNanxiangBasin

油气勘探领域。

2暋周缘及深部发育古生界海相地层

2.1暋襄枣坳陷基底古生界分布特征

早古生代南襄盆地横跨南、北板块大陆边缘活

动带及其结合部位。以现今“商县—丹凤暠板块俯

冲带所代表的已消失的早古生代秦岭洋残片为界,
北侧为华北板块南部早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以
“沟—弧—盆暠体系为特征;南侧为扬子板块北部早

古生代被动大陆边缘,接受震旦纪—志留纪斜坡背

景上的台、盆相间的被动陆缘沉积[2~5]。
晚古生代“襄樊—广济暠断裂西延与“勉略有限

洋盆暠相连[3],“襄樊—广济暠断裂与北侧“商丹带暠
之间为南秦岭地块,主要发育晚古生代残余海盆

(刘岭)—碳酸盐台地相(淅川)—海陆过渡相(杨
山)沉积。因此,古生代海相地层应看作南襄盆地

基底的原始沉积主体[1]。
经过多期构造变动,“商丹带暠北侧的北秦岭地

区(包括南阳—泌阳坳陷基底)古生界基本已变质;
而“商丹带暠南侧的南秦岭地区(包括襄枣坳陷基

底)古生界变质作用不均一,特别是淅川地区古生

界基本未变质。二维地震区域大剖面揭示,淅川等

地未变质古生界向东延伸没入南襄盆地,在襄枣坳

陷大部、新野隆起、邓州凹陷等基底中有大片残存

分布(图1)。

2.2暋襄枣坳陷周缘古生界分布特征

2.2.1暋淅川地区未变质古生界

淅川未变质古生界层序清楚,化石丰富,包括

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等地层,向

东南延伸没入南襄盆地。
寒武系厚约1325~2024m,与震旦系平行不

整合接触。据河南省等区测资料,淅川寒武系底部

化石为筇竹寺期—沧浪铺早期,与华南寒武系四分

性对比,缺失晋宁阶和梅树村阶地层[6,7]。本文仍

按原习惯分下、中、上3统:下统为硅质岩,灰岩和

白云岩;中统为燧石团块白云岩和灰岩;上统主要

为白云岩和灰岩。
奥陶系—下志留统厚约855~1914m,下奥

陶统为白云岩夹灰岩;中奥陶统夹玄武玢岩和火山

碎屑岩;上奥陶统—下志留统为砂岩和泥岩互层。
泥盆系出露中、上统,厚约444~974m,与志

留系平行不整合接触;以砂岩、泥岩夹珊瑚灰岩为

特征。
石炭系厚约897~1150m,以灰岩、珊瑚灰岩

夹白云岩为特征。

2.2.2暋随—枣地区浅变质下古生界

随州以南下古生界浅变质岩系,主要由硅质页

岩、页岩或板岩,泥质灰岩、千枚岩及少量变玄武岩

组成,底部含钒、铀、磷、重晶石等,总厚227~1175m;
岩性及厚度变化较大,向西北没入南襄盆地。

3暋海相古生界石油地质特征

3.1暋下寒武统底部发育优质烃源岩

淅川地区下寒武统水沟口组岩性组合稳定,以硅

质岩、泥岩、灰岩、白云岩为主。在淅川复向斜北翼大

泉沟、钒矿一带,水沟口组底部为灰白色薄层白云岩

夹土黄色薄层泥岩,含钒、磷等,钒矿呈凸镜状,规模

较小;中部泥岩中夹灰黑色硅质泥页岩,呈透镜状、团
块状,累计厚度 1~3 m,有机碳含量10.32%~
25.33%,平均16.59%,生烃潜量0.02~0.06mg/g(表

1),单从有机质丰度上分析,为优质烃源岩[8~11]。
在淅川复向斜南翼秀子沟剖面,下寒武统水沟

口组下部暗色泥页岩出露较全,剖面下部为黑色薄

层硅质岩,厚度约7m;上部为灰黑色硅质泥岩夹

泥页岩,含钒、磷,泥页岩夹层厚约15m。初步分

析表明:剖面上部灰黑色硅质泥岩夹泥页岩有机碳

含量2.21%~33.61%,平均12.28%,生烃潜量较

小,为0.01~0.03mg/g,其它数据正在分析测试

中。单从热解生烃潜量看,该套烃源岩的热演化程

度较高,但其曾为优质烃源岩(表1,图2)[8,11]。
秀子沟剖面下部的黑色硅质岩有机碳含量仅

为0.11%~0.25%,平均0.17%,为非烃源岩。大

泉沟剖面中寒武统岳家坪组下部出露深灰色—灰

黑色灰岩,下奥陶统白龙庙组及牛尾巴山组灰色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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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河南淅川古生界海相烃源岩地化参数

Table1暋OrganicgeochemicalparametersofsourcerocksofmarinePaleozoicinXichuanCounty,HenanProvince

剖面 层位 主要岩性 厚度/m TOC,%
生烃潜量(S1+S2)/

(mg·g-1) Tmax/曟

秀子沟 水沟口组下部 灰黑色硅质泥页岩 15 2.21~33.61
12.28(12)

0.01~0.03
0.02(12)

381~505
422(12)

矾矿 水沟口组下部 灰黑色硅质泥页岩 3 10.32~25.33
16.59(4)

0.02~0.06
0.03(4)

434~516
457(4)

大泉沟 下奥陶统 灰色灰岩 0.01~0.08
0.03(6)

0~0.01
0.01(5)

437~497
464(5)

大泉沟 石炭系 深灰色灰岩 0.07~0.24
0.16(4)

0.01~0.11
0.04(4)

413~471
444(4)

暋暋暋暋暋注:表中分式意义为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样品数)。

图2暋河南淅川秀子沟剖面下寒武统水沟口组下部灰黑色硅质泥页岩地化参数

Fig.2暋OrganicgeochemicalparametersofgreysilicashaleofShuigoukouFormation
intheLowerCambrianoftheXiuzigousectionintheXichuanCounty,HenanProvince

岩,石炭系深灰色灰岩有机质丰度均较低,为非烃

源岩(表1)。

3.2暋古生界发育多套潜在储集岩

研究区古生界储集岩主要为珊瑚(礁)灰岩、白
云岩和岩溶侵蚀面/古风化壳。由于储层物性样品

送样较晚,目前尚未有分析数据,所以对储集层的

讨论仅限于露头调查资料分析。
3.2.1暋珊瑚灰岩

珊瑚灰岩主要发育于上泥盆统王冠沟组和下

石炭统梁沟组。
上泥盆统珊瑚灰岩:上泥盆统王冠沟组为一套

灰色—灰黄色珊瑚灰岩或生物碎屑灰岩、土黄色—
黄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及厚层细粒长石石英砂

岩、细粒钙质石英砂岩。可见到多层珊瑚灰岩及石

燕灰岩和海百合灰岩,同时还见到鲕粒灰岩或颗粒

灰岩,厚113.08~256.03m。王冠沟组珊瑚灰岩

中以珊瑚礁碎块滑塌沉积为主;鲕粒灰岩以同心

鲕、放射鲕为主,见定向构造,属潮间带浅滩沉积。
生物碎屑灰岩及生物碎屑白云岩具薄层理构造、生
屑结构,属潮间带沉积。砂岩具一定的分选与磨

圆,发育平行层理、透镜状层理,属潮间带潮道沉

积。泥质粉砂岩、泥岩具平行层理,定向构造,粉砂

碎屑分选性好,磨圆度差,为潮间带沉积。因此,该
组总体为潮间—潮下带沉积环境。

据野外地质调查初步分析,上泥盆统王冠沟组

珊瑚灰岩中珊瑚含量占50%以上,具有成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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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育成为潜在的储集岩。
下石炭统珊瑚灰岩:下石炭统梁沟组总体为灰

白色或灰黑色厚层含砾屑颗粒灰岩夹灰白色薄板

状灰岩,纵向上薄板状灰岩增多。底部夹多层滑塌

(或崩塌)角砾岩,角砾向上减少变小,由下向上贝

壳碎屑灰岩、含砾生物灰岩增多,顶部珊瑚灰岩发

育,厚146.39~426.61m。梁沟组底部发育角砾

岩,磨圆差、分选差,为崩塌沉积;下部粉晶灰岩中

发育纹层构造,含生物碎屑;中上部含砾屑砂屑颗

粒灰岩,发育水平层理及纹层构造,局部可见斜层

理,层理均由生物碎屑组成,砾屑、砂屑颗粒为圆—
次圆—椭圆—竹叶状,为浅海陆棚高能环境产物;
碎屑流及浊流沉积发育,底部见砾石,具斜层理构

造及良好的正粒序纹层,化石以原地埋藏为主。
据野外地质调查初步分析,虽然下石炭统梁沟

组珊瑚灰岩中珊瑚含量小于50%,为障积岩,但仍

具有成礁条件,也可发育成为潜在的储集岩。

3.2.2暋白云岩

中寒武统岳家坪组发育粉晶白云岩、微晶白云

岩;上寒武统石瓮子组主要发育白云岩、灰质白云

岩,且二者分布广泛。下奥陶统白龙庙组底为厚层

含燧石条带(团块)砂屑粒泥白云岩,向上变为厚层

含燧石条带灰质粉晶白云岩、厚层粉晶灰岩与薄—
中厚层微晶白云岩互层,顶部为厚层泥质微晶白云

岩;下奥陶统牛尾巴山组下部主要为厚层微晶灰岩

含燧石条带细晶白云岩互层,向上白云岩含量逐渐

减少。下石炭统下集组下部为灰岩夹白云岩,上部

则主要为一套白云岩沉积。综合评价可以看出,区
内古生界白云岩较发育,可成为潜在的储集岩。

3.2.3暋岩溶侵蚀面

古生界内部存在多个不整合面,除奥陶系与下

志留统为整合接触外,其余各系地层之间均为平行

不整合接触,发育多个岩溶侵蚀面。其中,下奥陶

统牛尾巴山组与中奥陶统蚱蛐组也形成平行不整

合面;且下奥陶统牛尾巴山组顶部发育白马山角砾

岩楔;下志留统张湾组与中泥盆统白山沟组平行不

整合接触面,发育古土壤层风化壳;下石炭统下集

组也发育地垭角砾岩楔和前营角砾岩楔,角砾均以

白云岩、灰岩为主,为岩溶角砾岩特征,具有较好的

储集条件[12]。
因暂未获得储层物性分析数据,初步评价认为

均具有潜在的储集条件。

3.3暋下古生界发育含膏白云岩潜在盖层

中寒武统岳家坪组,底部白云岩中发育石膏及

薄层砾岩,上部白云岩中发育长石碎屑及石膏,局
部见叠层石,含鲕粒;主体为潮坪环境沉积。

上寒武统蜈蚣丫组,局部发育含膏微晶-粉晶

白云岩及条带状含膏白云岩,发育小型帐篷构造;
总体为潮间带—潮下带沉积环境。

根据野外调查初步分析,推测中上寒武统含膏

白云岩可能发育成为潜在的盖层。

4暋结论

1)襄枣坳陷及周缘海相古生界主要分布于淅

川地区和随—枣地区,但淅川等地区古生界未变

质,通过二维区域大剖面初步解释,发现在襄枣坳

陷大部、新野隆起、邓州凹陷等残存有大片未变质

海相古生界。

2)在淅川发现下寒武统底部发育含磷泥页岩

等优质烃源岩;下古生界白云岩及内部岩溶侵蚀面

可形成较好储集空间;下古生界含膏白云岩是潜在

的盖层;特别是上古生界发育珊瑚礁灰岩、是潜在

的良好储集岩;具有良好的生储盖配置关系。但热

演化程度偏高。襄枣坳陷等深部海相古生界是值

得深入探索的油气勘探新层系和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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