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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古隆1井奥陶系

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的发现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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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里木盆地古城墟隆起古隆1井首次发现了上奥陶统恰尔巴克组及中奥陶统一间房组,其具有与命名剖面、塔河及沙西地

区典型钻井剖面基本一致的岩性组合、电性特征及牙形石带,且其地层层序结构独特。岩石学、沉积构造及古生物群面貌均反映

出恰尔巴克组属于斜坡相沉积。地震剖面资料显示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在古城墟隆起西段分布较稳定,且易于追踪对比。其

主要分布在隆起边缘的低洼部位及斜坡相的过渡区;在隆起的主体上,分别为沉积缺失与剥蚀缺失。这些发现为古城墟隆起、卡

塔克隆起、塘古巴斯凹陷、塔河及沙西地区奥陶系的划分对比、沉积环境及构造运动的分析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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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QrebakeFormationoftheUpperOrdovicianandtheYijianfangFormationoftheMiddle
OrdovicianhavebeenfoundforthefirsttimeinwellGL1oftheGuchengx湽UpliftoftheTarimBasin.
Theyhavethesamelithologicassociation,electricalpropertyandconodontzoneasname灢sectionsand
typicalwellsintheTaheandShaxiregions.Uniquestratigraphicsequencehasbeenfoundinthestudy
region.Accordingtostudiesofpetrology,sedimentarystructureandpalaeontology,theQrebakeFor灢
mationbelongstoslopefaciessediments.TheQrebakeandtheYijianfangFormationsdistributestably
inthewestofGuchengx湽Upliftandarefavorablefortracecomparisononseismicprofiles.The2for灢
mationsmainlylocateinthelowerpositionsofupliftmarginandtheintermediatezoneofslope.Onthe
uplift,sedimentarygapanddegradationvacuityarefoundrespectively.Thestudiesmayhelpthestrati灢
graphiccorrelationofOrdovicianandtheanalysesofsedimentaryenvironmentandtectonicmovementin
theGuchengx湽Uplift,theKatkkeuplift,theTangusbasSag,andtheTaheandShaxiregions.
Keywords:conodont;YijianfangFormation;QrebakeFormation;Ordovician;Guchengx湽Uplift;TarimBasin

暋暋塔里木盆地奥陶系作为油气勘探的重要目的层

之一,受到了中国石化及中国石油2大勘探公司的

高度重视,从而快速地提升了奥陶纪地层研究的进

程,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1-8]。多年来,一些专家学

者认为中央隆起带缺失上奥陶统恰尔巴克组和中奥

陶统一间房组,共缺失达8~12个牙形石带[9-11],上
奥陶统良里塔格组或志留系柯坪塔格组或上泥盆统

东河塘组或下石炭统巴楚组直接覆盖在中下奥陶统

鹰山组或下奥陶统蓬莱坝组之上。笔者在古隆1井

恰尔巴克组及一间房组取心段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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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样品间隔为50mm,获得了大量的牙形石(表1),
并可置于3个牙形石带,这是继塔中栺号坡折带低

洼部位的塔中88井发现奥陶系良里塔格组/恰尔

巴克组、一间房组、鹰山组、蓬莱坝组的地层层序

后[2],在古城墟隆起首次发现了却尔却克组/恰尔

巴克组、一间房组、鹰山组、蓬莱坝组地层层序。这

不仅确认了2处存在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而且

明确指出后者属于斜坡相过渡区的沉积,其与东、
西两侧地区的地层层序明显不同。

1暋奥陶系地层层序

古隆1井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带古城

墟隆起西段卡4区块北部的一口重要的预探井(图

1),2005年11月完井,井底层位为下奥陶统蓬莱

坝组,钻揭的奥陶系地层层序自上而下为:上奥陶

统却尔却克组与恰尔巴克组,中奥陶统一间房组,
中下奥陶统鹰山组及下奥陶统蓬莱坝组。

古隆1井地层层序研究表明,该井中晚奥陶世

表1暋塔里木盆地古隆1井中上奥陶统牙形石分布

Table1暋DistributionofconodontinMiddleandUpperOrdovician,wellGL1,TarimBasin

化石名称

井深(井段)/m

5855 5864.2
5865.2

~
5867.2

5868.85
5867.2

~
5869.2

5869.2
~

5871.2
5871.9 5872.9 5873.93

5872
~

5874
5875.3

5875
~

5876
5876.8

5876
~

5878
5879 5885 5890

Dapsilodusmutatus 曁 曁 曁 曁 曁 曁 曁
Eoplacognathussuecicus 曁 曁
Eoplacognathussp. 曁
Panderodusgracilis 曁 曁 曁 曁 曁

Paltodus? jemtlandicus 曁 曁
Periodonaculeatus 曁 曁 曁 曁 曁
Pygodusanserinus 曁 曁 15 曁 曁 曁 曁

Pygodussp. 曁 曁
Pygodusserra 曁 曁 曁 20 >30 曁 18 曁 曁 曁

Protopanderodusrectus 曁
Protopanderodussp.
Protopanderodus

varicostatus 曁 曁

Protopanderoduscooperi 曁
Walliserodusethington 曁 曁
Walliserodusiniquus 曁 曁

暋暋注:曁为小于5。

图1暋塔里木盆地古城墟隆起古隆1井钻井位置

Fig.1暋LocationofwellGL1inGuchengx湽Upliftof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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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研究区及邻区奥陶纪地层格架对比

Table2暋ComparisonofOrdovicianframework
instudyareaanditsneighbourings

统 卡塔克隆起 古城墟隆起 塔东地区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寒
武统

桑塔木组

良里塔格组

恰尔巴克组

一间房组

鹰山组

蓬莱坝组

下丘里塔格组

却尔却克组

恰尔巴克组

一间房组

鹰山组

蓬莱坝组

下丘里塔格组

却尔却克组

黑土凹组

突尔沙克塔格群

处于台缘斜坡带。其西侧为卡塔克隆起,大部分地

区缺失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良里塔格组以碳酸

盐岩沉积为主,桑塔木组为碎屑岩沉积;古城墟隆起

奥陶系中下统及上统的下部与卡塔克隆起相同,而
上统的中上部则与东侧的塔东地区一致,为较深水

的浊积相沉积。台地上的良里塔格组在古城墟隆起

已相变为却尔却克组的碎屑岩沉积(表2)。

2暋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存在的证据

为了更好的说明该2组存在的证据,需将其上

覆与下伏地层略作介绍。

2.1暋却尔却克组

位于3665.00~5852.00m层段,厚2187.00m。
该组为巨厚状灰色泥岩夹粉砂质泥岩、粉砂岩及少

量细砂岩,底部191m 为深灰、灰色泥岩夹少量灰

质泥岩与泥灰岩,与良里塔格组为同时异相的沉

积。该组泥岩含量约为80%;粉砂质泥岩次之,约
为7%;砂岩及泥灰岩很少,其含量不足0.5%。

砂岩成分成熟度低,结构成熟度中等。碎屑矿物

成分以岩屑为主,平均含量为59.2%,其次为石英和长

石,分别为35.1%与5.7%。砂岩分选性以中—好为

主,磨圆度以次棱为主;填隙物主要为粘土和方解石,粘
土矿物含量平均为11.6%,方解石含量平均为3.4%。

暋暋特征:电阻率曲线以小齿状为主,局部夹尖峰

状、槽状,值较低;自然伽马曲线以齿状为主,局部

夹槽状、箱状,值较高;自然电位曲线平直,局部夹

小丘状、箱状。
产大量的晚奥陶世的几丁石。

2.2暋恰尔巴克组

位于5852.00~5875.50m 层段,厚23.50m。
该组岩性为紫红色、褐灰色瘤状泥晶灰岩与泥灰岩

夹少量泥晶粒屑灰岩,顶部为紫红色灰质泥岩(图

2)。矿物成分以方解石为主,占88%,次为白云石、
黄铁矿,粒屑以砾屑为主,平均占粒屑含量的45%,
最高含量可达86%,局部粉屑含量颇丰,最高占

44%;砾屑多呈不规则状,少量椭圆形,大小为0.2~
21mm;生屑主要有有孔虫、三叶虫、棘屑、介屑、藻
屑、腕足等,局部有孔虫含量高值达40%。基质大

多以泥晶为主,胶结物含量为8%~25%。
电阻率曲线呈标准的小齿状钟型,值由小增

大,自然伽马曲线亦呈小齿状钟型,值则由大减小,
电阻与伽马2条曲线组合成“八字形暠,自然电位曲

线平直(图3)。

图3暋塔里木盆地古隆1井中上奥陶统岩电特征

Fig.3暋LithologicalandloggingcharacteristicsofMiddle
andUpperOrdovician,wellGL1,TarimBasin

图2暋塔里木盆地古隆1井恰尔巴克组岩心照片

Fig.2暋PhotographofcoreinQrebakeFormation,wellGL1,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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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塔里木盆地重点钻井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划分对比

Fig.4暋DivisionandcorrelationofQrebakeandYijianfangFormationsinmainwellsofTarimBasin

暋 暋 这种岩性组合、电性特征与塔河地区的托

普23、沙109、沙116、羊屋2及沙西地区的英买1、英
买3等重点钻井的恰尔巴克组几乎完全一致(图4)。

在取心中发现保存完好的小型角石与薄壳腕

足,为原地埋藏,该组合可作为斜坡—盆地相的沉

积标志。其所产的牙形石Dapsilodusmutatus常

作为斜坡相的典型分子,Protopanderodusrectu
亦为较深水型的代表分子。此外,微量元素分析数

据表明,Mn/Fe值较高,为1.5190;B/Ca为3.9327,
指示为较深水的沉积[12]。

在古生物特征方面,在5864.2~5873.93m
井段获 Pygoudsanserinus 化石带。带化石丰度

较高,最多可达15个。除带化石外,还见有Pygo灢
dus sp.,P.serra,Dapsilodus mutates,Pan灢
derodusgracilis,Periodonaculeatus,Protopan灢
derodusrectu,P.sp.,Walliserodusethingtoni,

W.iniquus等,该带属种大多为下带P.serra的

上延分子。其中 Pygodusanserinus 是中国上奥

陶统底界标准牙形石,与笔石带G.teretiusculus中

上部至N.gracilis的下部可以对比[13-15]。
该带引自北大西洋牙形石生物区的牙形石同

名带,为晚奥陶世早期兰代洛阶上部的标准化石

带;在华南出现于晚奥陶世庙坡阶下部;在塔里木

盆地作为寒武—奥陶系牙形石的第15个化石带,
即上奥陶统底部恰尔巴克组最低的1个牙形石

带[13-16]。因此从生物地层角度亦可证明本井段属

恰尔巴克组。

2.3暋一间房组

位于5875.50~6002.00m层段,厚126.50m。
该组岩性为黑灰色泥晶灰岩、亮晶颗粒灰岩不等厚

互层,顶部含大量生物碎屑,如双壳、腹足类、介形

虫等。其中泥晶颗粒灰岩含量约为43%;亮晶颗

粒灰岩和泥晶灰岩分别为33.5%和23.5%。岩石

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含量近100%。
电阻率曲线呈尖峰状高阻,达仪器极限值;自

然电位曲线平直;自然伽马曲线呈小齿状低值

(图3)。
这种岩性组合、电性特征与塔河及沙西地区一

些重点钻井的一间房组十分相似(图4)。
此外,微量元素分析数据表明,Mn/Fe值高于

下伏蓬 莱 坝 组,而 低 于 上 覆 的 恰 尔 巴 克 组,为

0.5589~1.6214;B/Ca为0.6835~1.4476,反
映出古水深介于两者之间[12]。

在古生物特征方面,在5874~5876m 井段

获Pygoudsserra 化石带。带化石丰度较高,最多

可达30个以上。除带化石外,还见有Dapsilodus
mutates,Panderodusgracilis,Periodonaculea灢
tus,Protopanderodusvaricostatus,Walliserodus
iniquus,W.ethingtoni等牙形石。其中Pygodus
serra 是中国中奥陶统顶界标准牙形石,与笔石带

Didymograptus murchisoni 至 Glyptograptus
teretiusculus的下部可以对比[13-15]。

该带引自北大西洋牙形石生物区的牙形石同

名带,为中奥陶世晚期兰维尔阶顶部至晚奥陶世早

期兰代洛阶中、下部的标准带化石;在华南出现于

中奥陶世顶部牯牛潭阶;在塔里木盆地作为寒武—
奥陶系牙形石的第14个化石带,即中奥陶统一间

房组顶部的最高1个牙形石带[13-16]。因此从生物

地层角度亦可证明本井段属一间房组。
在5876~5879 m 井段获 Eoplacognathus

suecicus化石带,带化石丰度不高,除带化石外,还
见有Pygoudsserra(early),Dapsilodusmu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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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rodusgracilis,Periodonaculeatus,Proto灢
panderodusvaricostatus,Walliserodusiniquus,

W.ethingtoni等牙形石。其中 Eoplacognathus
suecicus是中国中奥陶统上部的标准牙形石,与笔

石带P.elegans带可以对比[13-15]。
该带引自北大西洋牙形石生物区的牙形石同

名带,为中奥陶世晚期兰维尔阶的标准带化石,在
塔里木盆地作为寒武—奥陶系牙形石的第13个化

石带,即中奥陶统一间房组上部的 1 个牙形石

带[13-16],因此可以认为本井段属一间房组。

2.4暋鹰山组

位于6002.00~6455.00m层段,厚453.00m。
岩性上部为灰色亮晶颗粒灰岩夹泥晶灰岩、生屑泥

晶灰岩,下部为浅灰、褐灰色灰质白云岩与白云质

灰岩互层夹亮晶颗粒灰岩。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可

分为4段[3]。
在测井曲线上,下部电阻率曲线呈齿状高阻,

自然电位曲线平直,自然伽马曲线呈齿状、似箱状

低值;上部电阻率曲线呈尖峰状高阻,自然电位曲

线平直,自然伽马曲线呈小齿状低值。

2.5暋蓬莱坝组

位于6455.00~6612.00m层段,厚157.00m。
岩性为大套深灰、灰色白云岩夹薄层含燧石白云

岩,局部云岩含泥质。电阻率曲线呈齿状、尖峰状

高阻;自然伽马曲线呈小齿状低值。

3暋地震剖面依据

通过VSP标定,一间房组的顶界为一强反射波

组界面,即T4
7 界面,底界为 T5

7 界面;恰尔巴克组厚

仅23.5m,在地震剖面上难以分辨;T4
7 界面之上的

一套空白反射即为却尔却克组下部泥岩夹少量泥灰

岩的地层,与台地上的良里塔格组为相变关系,在过

井的地震剖面上显得十分明显(图5)。该地层层序

图5暋过塔里木盆地古隆1井地震剖面

Fig.5暋SeismicprofileacrosswellGL1,TarimBasin

结构在古城墟西段展布稳定,横向上易于追踪对

比,近期钻探的古隆2、古隆3井均得到了证实。
往西至卡塔克隆起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逐渐减

薄尖灭,往东则相变为泥岩。

4暋地层划分与对比

通过地震剖面追踪对比,并结合钻井岩电资

料、古生物资料,笔者认为古隆1井西段的塔中29
井3827~6267.5m 井段与6267.5~6300m(未
穿)井段分属却尔却克组与一间房组,缺失了恰尔

巴克组;塘古巴斯凹陷仅塘参1井6239~6250m
井段与6250~6317m 井段分属恰尔巴克组与一

间房组;往南至卡塔克隆起南缘的中2井,恰尔巴

克组缺失,仅见一间房组;卡塔克隆起上仅塔中88
井7129~7150m 井段与7150~7223m 井段分

属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塔河南缘的羊屋2井

6417.5~6447m 井段与6447~6550m 井段分

属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因此,恰尔巴克组与一

间房组主要分布在卡塔克隆起边缘的低洼部位以

及该隆起向东至古城墟隆起西段与向南至塘古巴

斯凹陷的过渡区。在卡塔克隆起的主体上,恰尔巴

克组为沉积缺失,而一间房组为剥蚀缺失。

5暋结论及意义

1)古隆1井存在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这是

在古城墟隆起上的首次发现,同时揭示了中晚奥陶

世斜坡相过渡区的独特地层层序结构。
2)古隆1井恰尔巴克组中发现了斜坡相小型

角石—薄壳腕足组合及斜坡与较深水相的牙形石,
同时 Mn/Fe,B/Ca值较高,指示为较深水的沉积。

3)恰尔巴克组与一间房组主要分布在卡塔克

隆起边缘的低洼部位及其向东至古城墟隆起西段、
向南至塘古巴斯凹陷的斜坡相过渡区,且自两侧的

过渡区向隆起区逐渐减薄、尖灭,但一间房组的分

布范围略大于恰尔巴克组;在卡塔克隆起的主体

上,前者为沉积缺失,后者为剥蚀缺失。

4)古隆1井恰尔巴克组为斜坡相沉积,一间房

组主体为开阔台地相沉积,而其东侧古城4井的恰

尔巴克组及一间房组均为斜坡相沉积。因此,2井

之间应存在一间房组的台地边缘相带的沉积,可作

为油气勘探的重点领域之一。

5)一间房组由古隆1井向西到塔中29井发育

稳定,但由塔中29井再向西至卡塔克隆起即告尖

灭,因此其间应存在一间房组的风化剥蚀带,亦可

作为积极探索的勘探区带。
(下转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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曻卡拉沙依组上段局限台地泥云坪、灰云坪曻小海

子组开阔台地,在垂向沉积序列上反映出沉积水体

由深曻浅曻深的变化过程,总体呈现为海进沉积体

系特征。

3)石炭系包括3套储盖组合。小海子组油气

层主要分布在 BK4H—麦4—麦6井一带的构造

高部位。巴楚组油气层呈北西—南东向展布,分布

于麦10—BK4H—麦6井一带的构造高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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