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１１２（２０１３）０６－０６０７－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８１ ／ ｓｙｓｙｄｚ２０１３０６６０７

塔里木盆地巴楚地区石炭纪地层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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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大量钻井资料的综合分析，详细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巴楚地区石炭纪地层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立了该区两统 ４ 组新的地

层层序，恢复了巴楚组与卡拉沙依组的原定义，新建玛扎塔格组。 确认“巴楚运动”发生在早石炭世晚期，其在塔里木盆地表现为西

强东弱。 巴楚隆起东段砂泥岩段角度不整合于上泥岩段之上，西段为小海子组覆盖在中泥岩段或生屑灰岩段之上，至隆起西端———
柯坪地区则为康克林组覆盖在四石厂组之上，巴楚组至玛扎塔格组剥蚀殆尽。 巴楚隆起西部小海子组产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发育逍遥阶，
东部则缺失。 建立了小海子组与南闸组的岩电划分标准，２ 组分别产 Ｓ． 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 – Ｓ． ｐａｒｖｕｓ – Ｇ． ｂｅｌｌａ 带、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与 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
带、Ｓ． ｗｈｉｔｅｉ – Ｎ．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带、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带；２ 组间的间断由东向西逐渐缩小，至巴楚隆起西端为整合接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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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巴楚隆起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带的西段，
是塔里木盆地一级构造单元中央隆起带中的 １ 个次

级构造单元，面积约 ４３ ０００ ｋｍ２［１－２］。 该隆起是 １ 个

由断裂控制的活动隆起，呈北西—南东向展布，其
西北以柯坪逆冲推覆带分界，东北以吐木休克断裂

和阿恰断裂为界与塔中低凸起和阿瓦提凹陷毗邻，
南以色力布亚断裂—玛扎塔格断裂和麦盖提斜

坡为界［３－５］（图１） 。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石化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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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巴楚隆起主要钻井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巴楚隆起的勘探力度，相继在寒武系、奥陶系及石

炭系获得工业油气流和良好的油气显示，特别是

ＢＴ５、ＢＴ８ 与玉 ２ 井分别在石炭系小海子组与巴楚

组生屑灰岩段获得油气突破，进一步展示了该区石

炭系良好的勘探前景。 随着油气勘探程度的提高

及钻井资料的不断丰富，笔者认为原石炭系的地层

层序及划分方案不能很好地满足油气勘探的需要，
提出将石炭系划分为 ４ 组 ９ 段：自下而上为下统巴

楚组（包括含砾砂岩段、下泥岩段与生屑灰岩段）
与卡拉沙依组（包括中泥岩段、标准灰岩段与上泥

岩段），主体为上统的“玛扎塔格组”（新建，包括砂

泥岩段与含灰岩段）及上统小海子组（顶灰岩段），
并就存在的主要地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２　 问题讨论

２．１　 划分标准

关于下二叠统南闸组与上石炭统小海子组的

划分标准，即二叠系与石炭系的分界，前人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各家分岐较大［６－９］，通过近 ２０
口钻井岩电特征及生物群面貌的深入分析，本文以

地层发育相对较全、生物种类十分丰富的巴参 １ 井

为例，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
２．１．１　 岩性与电性特征

南闸组井深 １ ８８２．０～１ ９３５．０ ｍ，钻厚 ５３．０ ｍ。
岩性为浅灰色亮晶粒屑灰岩、泥晶灰岩，灰白色亮

晶生物屑灰岩及灰白色含砂质生物屑粉晶灰岩夹

灰黑色灰质泥岩薄层，顶部为灰色泥晶白云质灰岩

（含硅质），底为浅灰色灰质泥岩。 产丰富的牙形

石、蜓竹、有孔虫及孢粉化石等。 电性特征：自然伽马

曲线呈山峰状夹槽状，其值为 ３０～１０５ ＡＰＩ，最高可

达 １５０ ＡＰＩ；电阻率曲线成齿化钟型，深浅电阻有

一定的正幅度差，其值一般为 ３～１０ Ω·ｍ（图 ２）。

南闸组与下伏地层上石炭统小海子组呈平行不整

合—整合接触。
小海子组井深 １ ９３５．０ ～ ２ ０３２．０ ｍ，钻厚 ９７ ｍ。

岩性主要为灰色泥晶灰岩、灰白色云质灰岩、灰质云

岩夹少量砾屑、鲕粒灰岩。 产丰富的牙形石、蜓竹、有
孔虫及孢粉化石等。 自然伽马曲线为小齿—齿状，
上部值略高，为 ３０～６０ ＡＰＩ，下部一般为 １５～４５ ＡＰＩ；
电阻率曲线为齿化钟型—漏斗型—齿化钟型。

分层依据：岩性组合较相似，但在界面附近往

往发育一层灰质泥岩或泥岩，伽马曲线为一尖峰，
明显高于上下部，而电阻率曲线表现为一“Ｖ”型的

顶点，与伽马曲线的尖峰对应（图 ２）。
２．１．２　 生物地层特征

该区石炭—二叠系井下古生物资料十分丰富，
主要门类有牙形石、蜓竹、非蜓

竹有孔虫与孢粉等。
伽 １ 井在南闸组 ２ ９６０．９５～２ ９６１．００ ｍ 井段产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巴参 １ 井在 １ ９２５ ～ １ ９４０ ｍ
井段产 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ｓｐ．；玛 ４ 井在南闸组

１ １６１～１ １６７ ｍ 井段产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在小海子组 １ １９９．７～１ ２０２．５ ｍ 井段产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
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等；其分别归属于 ３ 个牙形石带。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为上石炭统顶部 Ｓｔｒｅｐ⁃
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 – Ｓ． ｐａｒｖｕｓ – 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ｅｌｌａ 带的带化石之一，广泛见于巴楚、阿瓦提、顺
托果勒及塔中地区的小海子组；露头区见于塔西南

莎车县和什拉甫、叶城棋盘、皮山塔哈奇、克孜里奇

曼等剖面的阿孜干组，巴楚小海子剖面小海子组及

柯坪阿合奇的别根他乌组中部；时代为晚石炭世达

拉期（表 １）。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 为下二叠统底部同名

化石带的带化石，国际地层委员会确认二叠系底界

以 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 的首次出现为标志［１０－１１］，该带见于露

头区莎车县炮江沟塔哈奇组上段、柯坪苏巴什康克

林组中下部及阿尔金安南坝因格布拉克群中下部。
该带底界以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 的始现，顶界

以 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或 Ｓｗｅ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ｗｈｉｔｅｉ 的始现为特征；时代为早二叠世紫松期。

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为下二叠统下

部 Ｓｗｅ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ｗｈｉｔｅｉ – 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带的带化石之一，广泛见于覆盖区巴楚

地层小区玛 ４、４０１、５、群 ４ 和玛参 １ 井南闸组及和

田地层小区民参 １ 井克孜里奇曼组［１２］；露头区见于

塔西南地层分区下二叠统克孜里奇曼组，柯坪地层

分区下二叠统康克林组上部，阿尔金地层分区上石

炭统至下二叠统因格布拉克群上部；时代为早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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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巴楚隆起巴参 １ 井石炭系岩电特征

Ｆｉｇ．２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ｗｅｌｌ ＢＣ１，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世隆林期。
蜓
竹类化石也很丰富，巴参 １ 井在 １ ９１０～１ ９２５ ｍ

产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带，在 １ ９９６．０５ ～ １ ９７６．０８ ｍ 产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巴探 ２ 井在小海子组 １ ８５０～１ ８６０ ｍ 井段

产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在小海子组 １ ９６０ ～ １ ９７０ ｍ 井段产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带等。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带主要产于小海子组

下部或含灰岩段上部，广泛见于巴楚、塔中、阿瓦提

及顺托果勒地区，在露头区见于塔西南的阿孜干

组，南天山的艾克提克群或阿衣里河组上部，柯坪

地区的别根他乌组上部。 以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或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的出现为底界，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的出现为顶界，时代为晚

石炭世达拉期。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带在盆地覆盖区仅见于巴参１井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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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巴楚隆起石炭—二叠系界线划分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系 统 国际阶 中国阶 组 段 牙形石（带） 蜓
竹类（带）

二
叠
系

石
炭
系

下
统

上

统

下

统

亚丁斯克阶

萨克玛尔阶

阿瑟尔阶

斯
蒂
芬
阶

维
斯
法
阶

纳
缪
尔
阶

格舍尔阶

卡西莫夫阶

莫斯科阶

巴什基尔阶

谢尔普
霍夫阶

维宪阶

杜内阶

隆林阶

紫松阶

逍遥阶

达拉阶

滑石板阶

罗苏阶

德坞阶

大塘阶

岩
关
阶

南
闸
组

小海
子组

玛
扎
塔
格
组

卡拉
沙依组



巴
楚
组

顶灰岩段

含灰岩段

砂泥岩段

上泥岩段


标准灰岩段

中泥岩段

生
屑
灰
岩
段

Ｓｗｅ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ｗｈｉｔｅｉ－
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ｅｌｅｇｎａｔｕｌｕ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

－Ｓ． ｐａｒｖｕｓ －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ｅｌｌａ

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ｓ－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ｉｄｅｓ
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ｕｓ－Ｎｅ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ｂａｓｓｌｅｒｉ

Ｓｉｐｈｏｎｏｄｅｌｌａ
ｉｓｏｓｔｉｃｈａ－Ｓ．ｏｂｓｏｌｅｔ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ｃａｒｉｎｕｓ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ｕｓ ｉｎｏｒｎａｔｕｓ
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Ｃ．ｇｉｌｗｅｒｎｅｎｓ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ｋａｎｋａｒ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ａｍｉｒｉｎａ

Ｒｏｂｕｓｔｏｓｃｈｗａｇｒｉｎａ－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

探 ２ 井小海子组，主要分子有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
ｐｌｅｓ，Ｔ． ｐａｒｖｕｓ， Ｔ． ｐｕｓｉｌｌｕｓ， Ｔ． ｓｐｐ．，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 Ｏｋｅｔａｅｌｌａ ｃｈｅｎｅｙｉ 等。 在露头区见于塔西

南的塔哈奇组下段，柯坪的康克林组下部，南天山

的卡拉达板组和阿尔金的因格布拉克群下部。 该

带以旋壁具有原始蜂巢层构造的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的出现

为底界，以内部构造更趋复杂的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或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的出现为顶界；时代为晚石

炭世逍遥期（小独山期）。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带在盆地覆盖区仅见于巴

参 １ 井南闸组，在露头区见于塔西南的塔哈奇组上

部，柯坪的康克林组中部和扎尔加克组，南天山的

喀拉治尔加组，阿尔金的因格布拉克群中部。 以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的出现为底界，以该属的绝灭为

顶界；时代为早二叠世紫松期。
非蜓

竹有孔虫见于巴参 １ 井，在 １ ８９５ ～ １ ９２５ ｍ
产 Ｎｏｄｏｓａｒｉａ ｓｈｉｋｈａｎｉｃａ， Ｎ．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在 １ ９２５ ～

１ ９４０ ｍ产 Ｇｌｏｍ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在 １ ９４０～１ ９５５ ｍ 产
Ｎｏｄｏｓａｒｉａ ｓｈｉｋｈａｎｉｃａ，Ｎ ｎｅｔｃｈａｊｅｗｉ ｖａｒ． ｒｏｎｄａ， Ｇｌｏ⁃
ｍｏｓｐｉｒａ ｐａｒｖａ，Ｇｌｏｍｏｓｐｉｒａ ｌｉｎｇ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等。 虽不能
归入具体的非蜓

竹有孔虫组合带，但仍显示出了浓厚
的晚石炭世色彩。

至于孢粉类化石，巴参 １ 井在 １ ９９５ ～ ２ ０５３ ｍ
产 Ｃａｌａｍｏｓｐｏｒａ –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 ＣＬ） 孢粉组
合，组合中以蕨类孢子为主，占 ５２．２％ ～ ９０．２％，裸
子植物花粉占 ９．８％ ～ ４７．８％；孢子中以具环类较

多，主要分子有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ｕｎｃｔ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ａｌａｍｏｓｐｏｒａ， Ｌｅｉ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
等。 花粉中单囊粉、无肋双囊粉、具肋和具射线的

双囊粉与多肋粉均占一定的比例，数量较多的分子

有 Ｐｉｔｙ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Ｖｅｓｉｃａｓｐｏｒａ， Ｐｏｔｏｎｉ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Ｗｉｌｓｏ⁃
ｎｉｔｅｓ， Ｆｌｏｒｉｎｉｔｅｓ， Ｐｒｏｔｏｈａｐｌｏｘｙｐｉｎｕｓ， Ｇａｒｄｅｎａ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Ｌｉｍｉｔｉｓｐｏｔｉｔｅｓ 等。 指示的时代为晚石炭世。

综上所述，根据岩电特征及生物群面貌，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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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１ 井南闸组 ／小海子组的界线置于 １ ９３５ ｍ。 该

界面的岩电特征在巴什托、巴楚隆起西部均十分明

显，至隆起东部略逊。
２．２　 逍遥期的地层

前人的研究成果多认为巴楚隆起乃至整个盆

地的覆盖区均缺失晚石炭世逍遥期的地层［１３－１４］，
主要依据为在巴楚小海子水库东岸石炭系剖面的

小海子组未获得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 通过深入分析小海

子组岩电特征与古生物面貌，确认巴参 １ 井小海子

组产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大致以巴参 １、巴探 ２ 井为界，以
东缺失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以西则发育较全，即海西中期

Ⅱ幕的构造运动表现为东强西弱，东部的塔中地

区—巴楚隆起东段小海子组残存较薄或被剥蚀殆

尽，巴楚隆起西段小海子组保存了逍遥期中下的地

层，至巴楚隆起的西端———柯坪地区（恢复到原始

的沉积位置，下同），可能未受影响，石炭—二叠系

为连续沉积（康克林组）。 因此，塔里木盆地由东

向西小海子组与南闸组的接触关系由不整合—平

行不整合—整合逐渐过渡。
２．３　 “巴楚运动”

“巴楚运动”由熊剑飞（１９９１）在研究巴楚小海

子石炭系剖面的牙形石时提出的［１５］，认为现用的

“卡拉沙依组”与小海子组之间，“缺失了部分岩关

阶、大塘阶至滑石板阶的沉积，存在一个约 ３７ Ｍａ
的间断，是一种海退剥蚀的反映”。 部分研究者对

此提出质疑，认为“巴楚运动”根本不存在［１６］ ；有
的表示认同，但影响范围不大，是否有 ３７ Ｍａ，有
待商榷［１７］ 。 笔者通过对塔里木盆地数百口钻井

石炭系的重新划分，确认“巴楚运动”不仅存在，
而且影响范围极大，远远超出了巴楚隆起，塔北、
顺托果勒及塔中地区等均十分明显，其发生于上

泥岩段沉积之后，而并非小海子组与现用的“卡

拉沙依组”之间。
众所周知，研究区上泥岩段顶部均以棕红、褐、

褐灰色泥岩为主（俗称红泥段），显然为干旱炎热

环境下的潮坪相潮间—潮上泥坪沉积，而上覆砂泥

岩段下部以较粗粒的中厚层砂砾岩夹泥岩为特征，
代表的是海岸平原与陆源冲积交互沉积的环境，且
砂泥岩段的底部在很多井都发育对下伏泥岩的侵

蚀与河流回春作用标志，并自此开始了塔里木盆地

石炭纪第 ４ 次大规模的海侵，层序地层研究者均将

砂泥岩段 ／上泥岩段作为Ⅰ型层序边界［１８－１９］。
玛 ４０１ 井与玛 ４ 井相距约 ２ ｋｍ，玛 ４０１ 井砂泥

岩段（１ ３４２．５～ １ ６８２ ｍ）钻厚 ３３９． ５ ｍ，共可划分

出 ６ 个“下砂上泥”的正韵律沉积旋回；而玛 ４ 井

该段（１ ３０１ ～ １ ５７９ ｍ）钻厚仅 ２７８ ｍ，具 ４ 个沉积

旋回；可见砂泥岩段沉积前的古地貌相差较大。 在

巴楚隆起由东南往西北作连井对比或地震剖面追

踪发现，砂泥岩段（顶为 Ｔ５
５）、含灰岩段（顶为 Ｔ４－１

５ ）
迅速上超减薄、尖灭，前者介于康探 １ 井与巴参 １
井之间，后者介于巴参 １ 井与玉 ２ 井之间。 在玉 ２
井—伽 １ 井区，不仅砂泥岩段、含灰岩段沉积缺失，
而且下伏的上泥岩段（顶为 Ｔ５－１

５ ）、标准灰岩段（顶为

Ｔ６
５）被剥蚀殆尽，中泥岩段（顶为 Ｔ６－１

５ ）仅残存 １６～６０
余米，该段的剥蚀量达 １５０ ｍ 以上（表 ２，图 ３）。 小

海子组（顶为 Ｔ４
５）直接覆盖在中泥岩段下部之上。

往西至玉代里克北柯坪断裂附近，小海子组覆盖在

生屑灰岩段之上；再往西至巴楚隆起的西端———柯

坪地区剥蚀强度更大，中泥岩段、生屑灰岩段、下泥

岩段及含砾砂岩段均剥蚀殆尽，康克林组（相当于小

海子—南闸组）直接覆盖在四石厂组（相当于东河

塘组）之上。因此，“巴楚运动”在研究区表现为西

表 ２　 巴楚隆起主要钻井石炭系分层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地层系统 玉 ２ 井 巴参 １ 井 康探 １ 井 巴探 ５ 井 玛 ４０１ 井

统 组 段 底深 ／ ｍ 厚度 ／ ｍ 底深 ／ ｍ 厚度 ／ ｍ 底深 ／ ｍ 厚度 ／ ｍ 底深 ／ ｍ 厚度 ／ ｍ 底深 ／ ｍ 厚度 ／ ｍ

下二
叠统

上石
炭统

下
石
炭
统

南闸组

小海子组

玛扎塔
格组

卡拉沙
依组

巴楚组

顶灰岩段

含灰岩段

砂泥岩段

上泥岩段

标灰

中泥岩段

生屑灰岩段

３ ３１５．０

３ ４０２．０

３ ４６３．０

３ ５０８．０

５６．０

８７．０

６１．０

４５．０

１ ９３５．０

２ ０３２．０

２ ０６９．５

２ １１２．０

２ １２８．５

２ ３７６．０

２ ４３１．５

５３．０

９７．０

３７．５

４２．５

１６．５

２４７．５

５５．５

１ ４４９．０ ４９．０ １ ８８６．０ ３７．０ １ １７５．０ ９５．０

１ ５４９．５ １００．５ １ ９７０．０ ８４．０ １ ２５５．５ ８０．５

１ ６０２．５ ５３．０ ２ ０２５．５ ５５．５ １ ３４２．５ ８７．０

１ ６２５．０ ２２．５ ２ １５５．０ １２９．５ １ ６８２．０ ３３９．５

１ ６９４．０ ６９．０ ２ ２２０．０ ６５．０ １ ７５８．０ ７６．０

１ ７１１．５ １７．５ ２ ２３６．０ １６．０ １ ７７５．５ １７．５

１ ９９５．５ ２８４．０ ２ ４６５．０ ２２９．０ １ ９８７．０ ２１１．５

２ ０３３．０ ３７．５ ２ ４９９．０ ３４．０ ２ ０４８．０ 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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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巴楚隆起主要钻井石炭系中上部划分对比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北强、东南弱（恢复到原始沉积位置，应为西强东弱）。
２．４　 “玛扎塔格组”

卡拉沙依组由新疆石油管理局（１９６９）首建于

阿瓦提县卡拉沙依山（下段）和巴楚县小海子水库

东岸（上段），新疆区域地层表编写组 （１９８１） 介

绍［２０］，岩性主要为一套膏岩、膏质泥岩、泥质膏岩

和泥岩，厚 ３３４ ｍ，在小海子水库东岸膏泥岩之上

为膏质云岩、云岩，顶部为 ２０ ｍ 灰岩（标准灰岩）。
该组引用到井下则出现了较混乱的现象，有些研究

者主张维持其原始定义，分为上下两段，即中（膏）
泥岩段与标准灰岩段［２１］；有些则扩大了涵义，自下

而上包括中（膏）泥岩段、标准灰岩段、上泥岩段、
砂泥岩与含灰岩段［２２］，其间存在地层缺失和不整

合，这与岩石地层单元的命名原则相悖［２３］；有些则

完全背离了原始定义，包括上泥岩段、砂泥岩段与

含灰岩段［２４－２５］，出现了在建组剖面不存在而被完

全架空的岩石地层单元。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根

据原定义、“组”的命名原则、构造运动、地层对比

与沉积旋回等对该组进行重新厘定，包括中（膏）
泥岩段、标准灰岩段与上泥岩段（表 ３），即顶、底分

别以海西中期Ⅰ幕构造运动（巴楚运动）造成的不

整合面及巴楚组生屑灰岩段为界，该方案既有学术

性又有实用性，在理论研究与勘探生产中均具有重

要的意义。
卡拉沙依组厘定后，将砂泥岩段与含灰岩段另

新建“玛扎塔格组”。 上泥岩段与砂泥岩段之间的

不整合，较早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重视，分别在一

些研究报告［２６－２８］ 或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提及［２９－３２］，
但限于当时的钻井资料，未作深入论述。 本文将“玛
扎塔格组”建组地点指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

北部玛扎塔格东段玛 ４０１ 井 １ ２５５．５～１ ６８２．０ ｍ 井段，
辅助剖面为墨玉县北部古董山青石沟露头剖面

（另文详述）。

３　 结论

１）小海子组与南闸组岩性组合较相似，但在界

面附近，往往发育一层灰质泥岩或泥岩，伽马曲线为

一尖峰，明显高于上下部，而电阻率曲线表现为一

“Ｖ”型的顶点，与伽马曲线的尖峰对应，可作为两组

划分标志，在巴什托与巴楚隆起西段十分明显。
２）小海子组产牙形石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ｓｕｂｅｒｅｃ⁃

ｔｕｓ – Ｓ． ｐａｒｖｕｓ – 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ｅｌｌａ 带、蜓竹类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带，孢粉 Ｃａｌａｍｏｓｐｏｒａ –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Ｌ） 组

合，指示的地质时代为晚石炭世达拉期—逍遥期；
南闸组产牙形石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ｉｓｏｌａｔｕｓ 与 Ｓｗｅｅｔ⁃
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ｗｈｉｔｅｉ – Ｎｅｏ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ｅｑｕｏｐｅｎｓｉｓ
带，蜓竹类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带，指示的地质时代为

早二叠世紫松—隆林期。 小海子组发育逍遥阶

（不全），其与南闸组接触关系由东往西分别为不

整合—平行不整合—整合。
３）“巴楚运动”发生于上泥岩段沉积之后，而

并非小海子组与现用的“卡拉沙依组”之间，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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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塔里木盆地巴楚地区石炭系划分对比沿革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西北区域
地层表，
１９８１

刘朝安
等，１９９１

李罗照
等，１９９６

赵治信，
１９９６

郭英强，
１９９７

周志毅
等，２００１

贾承造
等，２００４

黄智斌
等，２００５

伏美燕
等，２０１２ 本文

组 段 阶 组 阶 组 组 段 组 段 组 段 阶 组 段 统 阶 组 段 组 段 统 阶 组 段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克孜
尔塔
格组

生物
屑灰
岩段

粒屑
灰岩
段

灰岩
夹泥
岩段

灰岩
段

白云
岩夹
含膏
泥岩
及石
膏段

灰
岩
段

泥
岩
段

砂泥
岩互
层段

东河
砂岩
段

下伏
地层

马
平
阶

达
拉
阶

滑
石
板
阶

德坞
阶

大
塘
阶

岩
关
阶

法
门
阶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隆
林
阶

达
拉
阶

滑
石
板
阶

大
塘
阶

岩
关
阶

法
门
阶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甘
木
里
克
组

克孜
尔塔
格组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东
河
塘
组

顶
灰
岩
段

砂
泥
岩
段

上
泥
岩
段

双峰
灰岩
段

下
泥
岩
段

生物
碎屑
灰岩
段

泥
岩
段

含
砾
砂
岩
段

东河
砂岩
段

南
闸
组

喀
拉
拜
勒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东
河
塘
组

克孜
尔塔
格组

生物
屑灰
岩段

粒屑
灰岩
段

灰岩
夹泥
岩段

灰岩
段

白
云
岩
夹
含
膏
泥
岩
及
石
膏
段

灰
岩
段

泥
岩
段

砂
泥
岩
互
层
段

东河
砂岩
段

下
伏
地
层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甘
木
里
克
组

东
河
塘
组

顶
灰
岩
段

含
灰
岩
段

砂
泥
岩
段

上
泥
岩
段

标准
灰岩
段

中
泥
岩
段

生
屑
灰
岩
段

下泥
岩段

含
砾
砂
岩
段

东河
砂岩
段

紫
松
阶

逍
遥
阶

达
拉
阶

滑石
板阶

罗苏
阶

德坞
阶

大
塘
阶

岩
关
阶

法
门
阶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东
河
塘
组

顶
灰
岩
段

含灰
岩段

砂
泥
岩
段

上
泥
岩
段

标准
灰岩
段

中
泥
岩
段

生
屑
灰
岩
段

下泥
岩段

含
砾
砂
岩
段

东河
砂岩
段

上
石
炭
统

下
石
炭
统

上
泥
盆
统

紫
松
阶

逍
遥
阶

达
拉
阶

滑石
板阶

罗
苏
阶

德坞
阶

大
塘
阶

岩
关
阶

法
门
阶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东
河
塘
组

顶
灰
岩
段

含灰
岩段

砂
泥
岩
段

上
泥
岩
段

标准
灰岩
段

中
泥
岩
段

生
屑
灰
岩
段

下泥
岩段

含
砾
砂
岩
段

东河
砂岩
段

小
海
子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上
泥
岩
段

标准
灰岩
段

中
泥
岩
段

泥
岩
段

下泥
岩段

下二
叠统

上
石
炭
统

下
石
炭
统

上
泥
盆
统

紫
松
阶

逍
遥
阶

达
拉
阶

滑石
板阶

罗
苏
阶

德坞
阶

大
塘
阶

岩
关
阶

法
门
阶

南
闸
组

小
海
子
组

玛
扎
塔
格
组

卡
拉
沙
依
组



巴
楚
组

东
河
塘
组

顶
灰
岩
段

含灰
岩段

砂
泥
岩
段

上
泥
岩
段



标准
灰岩
段

中
泥
岩
段

生
屑
灰
岩
段

下泥
岩段

含
砾
砂
岩
段

东河
砂岩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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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表现为西北强、东南弱（恢复到原始沉积位

置，应为西强东弱）。
４）重新厘定后的石炭系地层层序，下统为巴

楚组（含砾砂岩段、下泥岩段与生屑灰岩段）与卡

拉沙依组（包括中泥岩段、标准灰岩段与上泥岩

段），下—上统为新建的玛扎塔格组（包括砂泥岩

段与含灰岩段），上统为小海子组（顶灰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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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Ｊ］ ．新疆地质，２０００，１８（１）：１８－２７．
［８］ 　 贾承造，张师本，吴绍祖，等．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层（上册）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 　 张师本，黄智斌，朱怀诚，等．塔里木盆地覆盖区显生宙地层［Ｍ］．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 　 赵治信．塔里木盆地覆盖区井下石炭纪—早二叠世生物群

及地层划分［Ｃ］ ／ ／ 童晓光，梁狄刚，贾承造．塔里木盆地石油

地质研究新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７．
［１１］ 　 黄智斌，杜品德，赵治信．塔里木盆地石炭—二叠系界线［Ｊ］．新

疆石油地质，２００３，２４（３）：２２４－２２７．
［１２］ 　 高琴琴，黄智斌，杜品德．塔里木盆地玛扎塔格构造带覆盖

区石炭二叠纪生物地层［Ｃ］ ／ ／ 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论文集．
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３２－１３８．

［１３］ 　 张师本，倪寓南，龚福华，等．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层考察指南［Ｍ］．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 　 李罗照，姜衍文，刘秉理，等．巴楚小海子地区石炭纪地层的

再研究［Ｃ］ ／ ／ 童晓光，梁狄刚，贾承造．塔里木盆地石油地质

研究新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４－４０．
［１５］ 　 熊剑飞．新疆巴楚岩关期牙形石化石的发现及泥盆石炭系

界线［Ｊ］ ．新疆石油地质，１９９１，１２（２）：１１８－１２６．
［１６］ 　 李艺斌，李罗照，姜衍文，等．关于巴楚运动的几点认识［ Ｊ］ ．

新疆石油地质，１９９５，１６（２）：１７３－１７６．
［１７］ 　 黄智斌，杜品德，张师本，等．塔里木盆地石炭系卡拉沙依组

的厘定［Ｊ］ ．地层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９（１）：５５－６１．
［１８］ 　 许杰，郭建华，何治亮．塔里木盆地石炭系层序地层研究 ［Ｊ］．海

洋地质动态，２００８，２４（１０）：１９－２８．
［１９］ 　 肖朝晖，王招民，吴金才，等．塔里木盆地石炭系层序地层划

分及演化［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１，３３（３）：２４４－２５４．
［２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地层表编写组．西北地区区域地层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１］ 　 刘朝安，熊剑飞．塔北地区石炭、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几点新认

识［Ｃ］ ／ ／ 贾润胥．中国塔里木盆地北部油气地质研究 （第一

辑）：沉积地层．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４－７３．
［２２］ 　 杨威，王清华，王媛，等．塔里木盆地玛扎塔格构造带石炭系

层序地层和储集层特征［ Ｊ］ ．新疆石油地质，１９９９，２０（３）：
２３５－２３８．

［２３］ 　 全国地层委员会编．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

书［Ｍ］．修订版．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６２．
［２４］ 　 周志毅．塔里木盆地各纪地层［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５］ 　 伏美燕，张哨楠，赵秀，等．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石

炭系混合沉积特征［Ｊ］ ．古地理学报，２０１２，１４（２）：１５５－１６４．
［２６］ 　 颜仰基．新疆塔里木盆地地层沉积特征［Ｒ］．乌鲁木齐：中国

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１９９９：１－１９８．
［２７］ 　 田海芹．巴楚石炭系剖面卡拉沙依组与塔东地区井下石炭

系卡拉沙依组关系之探讨［Ｒ］ ．乌鲁木齐：中国石化西北油

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１９９３：１－８．
［２８］ 　 程淑薇．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井下下石炭统生物地层研

究［Ｒ］．乌鲁木齐：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１９９４：１－６１．
［２９］ 　 黄智斌．塔里木油气区石炭—二叠系划分对比、古环境研究

及油气远景评价［Ｒ］．乌鲁木齐：塔里木油田子公司勘探开

发研究院，２００３：１－２７３．
［３０］ 　 黄智斌．塔里木盆地覆盖区显生宙统层［Ｒ］．乌鲁木齐：塔里

木油田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２００２：１－２６．
［３１］ 　 王小平，郭书元，王辉，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巴楚地区古生界

碳酸盐岩油气成藏规律［Ｒ］．乌鲁木齐：中国石化西北油田

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１９９４：１－２６．
［３２］ 　 熊剑飞，塔里木盆地东北地区石炭—二叠系牙形剌类序

列［Ｃ］ ／ ／ 贾润胥．中国塔里木盆地北部油气地质研究 （第一

辑）：沉积地层．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７４－８５．
（编辑　 叶德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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