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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塔东地区寒武系划分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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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塔东北库鲁克塔格地区寒武系剖面的观察与对比分析，结合尉犁 １ 井寒武系的综合研究，按国际上采用的寒武系

４ 分方案，提出了该区寒武系 ４ 统 ４ 组新的划分标准；识别出“反勺形伽马段”与“特高伽马段”２ 个标志层，在西山布拉克组—莫

合尔山组获得了丰富的多门类化石，并在区内寒武系识别出了 １ 次具有全球等时对比意义的重大地质事件（ＺＨＵＣＥ）。 通过地层

的划分对比，指出作为槽盆相寒武系典型井（塔东 １、２ 井）缺失寒武纪初期的沉积，表明震旦纪末“满加尔坳拉槽”南端未达

塔东 １—塔东 ２ 井一线。 该区寒武系层序地层共划分为 ４ 个Ⅱ级、６ 个Ⅲ级层序，这为沉积相、构造运动及油气成藏等其他学科

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地层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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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东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 南起塔东低

凸起， 北至库鲁克塔格断隆，西起满加尔凹陷，东
至罗布泊坳陷［１］，面积达 ８×１０４ ｋｍ２［２］，是塔里木

盆地油气资源战略接替区域之一 。 该区钻穿寒武

系的井仅有塔东 １、塔东 ２、尉犁 １ 与英东 ２ 井（未
获得具体资料）等，资料较贫乏，研究程度较低，前
人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基本上建立了寒武系地层

层序格架［３－４］。 近几年来，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

司不断加强基础地质的研究，在地层、储层、构造及

成藏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本文对寒武系发

育齐全的尉犁 １ 井进行了岩石地层、生物地层、测
井地层与层序地层的综合研究，并按国际采用的寒

武系 ４ 统划分标准［５－６］，重新划分了塔东地区的寒

武系地层，以期为沉积相、构造运动及油气成藏等

其他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地层学依据。

１　 寒武系岩石地层划分

尉犁１井是塔里木盆地孔雀河地区尉犁断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７；修订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作者简介：蔡习尧（１９６３—），男，高级工程师，从事地层古生物与石油勘探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ｉｘｙ．ｓｙｋｙ＠ 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基金项目：国家油气专项（２００９ＧＹＸＱ０２－０５）和中国石化前瞻性研究项目（Ｎｏ．ＹＰＨ０８０９２）联合资助。

　
第 ３６ 卷第 ５ 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６，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４



图 １　 塔里木盆地塔东地区尉犁 １ 井钻井位置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ｌ ＹＬ１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构造带尉犁Ⅰ号断鼻构造高部位上的一口预探井

（图 １），完钻井深 ４ ８７１．４２ ｍ，层位为南华系特瑞

爱肯组，为塔里木盆地钻揭最古老地层的探井。 寒

武系 ４ 统 ４ 组（表 １）岩电特征明显，顶底界线清

楚，在西山布拉克组—莫合尔山组获得了丰富的疑

源类、牙形类、小壳类与海绵骨针化石，为该区的地

层划分与对比提供了依据。
１．１　 上覆地层

中下奥陶统黑土凹组：井深 ３ ８６４～３ ９１１．０ ｍ，钻
厚４７．０ ｍ；岩性为灰、深灰、灰黑色泥岩、含灰泥岩夹薄

层泥质灰岩。 电性特征：自然伽马曲线槽状，下部尖

峰状，其值一般 １００～１２０ ＡＰＩ，最高达 ２４０ ＡＰＩ；电阻率

曲线齿状夹指状，其值 ３０～１００ Ω·ｍ。

　 　 分层依据：黑土凹组以泥岩为底，高伽马、低
阻，而下伏的突尔沙克塔格组以泥灰岩、灰质泥岩

为顶，低伽马、高阻，界线明显；二者整合接触。
１．２　 寒武系武陵统—下奥陶统突尔沙克塔格组

井深 ３ ９１１～４ １５０ ｍ，钻厚 ２３９．０ ｍ。 分为上下

两部分，上部（３ ９１１～ ４ ０００ ｍ）为下奥陶统突尔沙

克塔格组，岩性为灰、深灰色含泥灰岩与灰质泥岩。
电性特征：自然伽马曲线上段微齿状，下段漏斗状，
值一般 ３０ ～ ６０ ＡＰＩ；电阻率曲线齿化块状，其值

１００～７００ Ω·ｍ。 下部（４ ０００ ～ ４ １５０ ｍ）为寒武系

武陵统，岩性以灰、深灰色灰岩、含泥灰岩与泥灰岩

为主。 电性特征：自然伽马曲线齿化漏斗状—偏钟

形—漏斗状，值一般 １５～８０ ＡＰＩ，最高可达 １００ ＡＰＩ
以上；电阻率曲线小齿状，其值 １００ ～ ５００ Ω·ｍ，最
高可达 ３ ０００ Ω·ｍ。

分层依据：突尔沙克塔格组以灰岩为底，低伽

马、高阻，下伏的莫合尔山组以含泥灰岩与泥灰岩

为顶，伽马升高、电阻降低明显，两者呈“坎值”突

变（图 ２）；二者整合接触。
１．３　 寒武系武陵统莫合尔山组

井深 ４ １５０～４ ３１１ ｍ，钻厚 １６１．０ ｍ。 岩性上部

为灰、深灰色含泥灰岩与泥灰岩，下部为灰、深灰色

含泥云岩、云质泥岩夹泥灰岩。 电性特征：自然伽

马曲线齿状夹尖峰状，其值一般 ６０～１５０ ＡＰＩ；电阻

率曲线齿状—锯齿状，其值 ４０ ～ ５００ Ω·ｍ。 产疑

源类及海绵骨针等化石。
分层依据：莫合尔山组以云质泥岩为底，高伽

马、低阻，下伏的寒武系黔东统西大山组以云质灰

岩与灰质云岩为顶，低伽马、高阻，两者呈“坎值”
突变；二者整合接触。

表 １　 塔里木盆地寒武系及塔东地区主要钻井寒武系的划分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ｏｆ ｍａｉｌ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ａｒｉｍ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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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 中国南方 中国北方
组

尉犁 １ 井底深

前人 本文

塔东 ２ 井底深

前人 本文

塔东 １ 井底深

前人 本文

奥
陶
系

寒
武
系

下统 下统

芙蓉统 芙蓉统

第三统 武陵统

第二统 黔东统

纽芬兰统 滇东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黑土凹组 ３ ９５７

突尔沙克
塔格组

４ １５１

莫合尔
山组

４ ２６８

西大山组 ４ ３５４

西山布
拉克组

４ ４２１

３ ９１１ ４ ５６７ ４ ５６７ ４ ４１３ ４ ４１３

４ ０００ ４ ７０５ ４ ６３６ ４ ４７１ ４ ４５１

４ １５０ ４ ７８９ ４ ７７４ ４ ５６０ ４ ５４３

４ ３１１ ４ ８８７ ４ ８９３ ４ ６５０ ４ ６３６

４ ３８０ ４ ９７２ ４ ９４９ ４ ７００ ４ ６７２

４ ５６８ ４ ９９６ ４ ９９６ ４ ７１０ ４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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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塔里木盆地塔东地区尉犁 １ 井寒武系地层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ｎ ｗｅｌｌ ＹＬ１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１．４　 寒武系黔东统西大山组

井深 ４ ３１１～４ ３８０ ｍ，钻厚 ６９．０ ｍ。 岩性上部

为灰、深灰色云质灰岩与灰质云岩夹灰黑色云质泥

岩，下部为灰黑色云质泥岩夹泥岩。 电性特征：自
然伽马曲线齿化钟形—巨齿化漏斗状，其值一般

６０～１８０ ＡＰＩ，最高达 ３００ ＡＰＩ；电阻率曲线齿状—
微齿状，其值 ２００～５００ Ω·ｍ，最高达 １ ０００ Ω·ｍ
以上。 产丰富的疑源类、小壳类、牙形类与海绵骨

针类等化石。
分层依据：西大山组以云质泥岩为底，高伽马、高

阻，下伏的滇东统西山布拉克组以页岩为顶，异常高

伽马与相对低阻，两者界线明显；二者整合接触。
１．５　 寒武系滇东统西山布拉克组

井深 ４ ３８０～４ ５６８ ｍ，钻厚 １８８．０ ｍ。 岩性上部

为灰黑色页岩及少量硅质岩，中部为灰、蓝灰色硅

质泥岩、泥岩夹灰色灰质云岩与薄层灰岩，下部为

灰、蓝灰色泥岩。 电性特征：自然伽马曲线上段异

常块状高值，一般 ６００ ～ １ ２００ ＡＰＩ，最高达 １ ７３６
ＡＰＩ；硅质岩槽状低值，约 ３００ ＡＰＩ；中下部微齿化

块状高值夹窄槽状低值，一般 ９０～１５０ ＡＰＩ；电阻率

曲线上段呈山峰状，值 １００～１ ０００ Ω·ｍ，中下部齿

状、微齿状夹尖峰状，其值 ２０ ～ ６０ Ω·ｍ，最高达

５００ Ω·ｍ 以上。 产疑源类化石。
分层依据：西山布拉克组以灰色泥岩为底，高

伽马、低阻，下伏的上震旦统水泉组以紫红、灰色灰

质粉砂岩为顶，低伽马、高阻，两者呈“坎值”突变；
二者不整合接触。

２　 寒武系生物地层划分

尉犁 １ 井西山布拉克组—莫合尔山组产丰富

的多门类化石，主要有疑源类、牙形类、小壳类与海

绵骨针类等，建立了 ３ 个化石组合及多个化石层，
其特征如下。
２．１　 疑源类

主要分布于西山布拉克组—莫合尔山组，可建立

Ｇｒａ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组合与 ３ 个化石层。
（１） Ｇｒａ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组合：产于

西山布拉克组 ４ ４０６ ～ ４ ５６０ ｍ 井段，主要分子有

Ｂｒｏ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ｓｐ．， Ｌｅ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ａ ｓｐ．，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ｔｅｓ
ｓｐ．，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ｓｐ．，Ｇｒａ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ｓｐ．等。 其中，
Ｇｒａ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为纽芬兰统（滇东统）的典型分子，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常见于塔里木盆地及俄罗斯地台的纽

芬兰统—第三统（武陵统），因此，该组合的时代地

质宜归寒武纪纽芬兰世。
（２）３ 个化石层分布于：①西大山组 ４ ３５４ ～

４ ３７１ ｍ井段，产 Ｌｅ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ａ ｓｐ．， 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ｅｒｄｉｕｍ
ｓｐ．，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ｔｅｓ ｓｐ．，Ｃａ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ｓｐ．，Ｔｅｏｐｈｉｐｏｌｉａ ｓｐ．等；
②莫合尔山组 ４ ２３５～４ ２３８ ｍ 井段，产 Ｌｅ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ａ
ｓｐ．，Ｈｅｌ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ｕｍ ｓｐ．，Ｄｉｃｌｙｏｔｉｄｉｕｍ ｓｐ．，Ｓｋｉａｇｉａ？ ｓｐ．，
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ｅｒｄｉｕｍ ｓｐ．等；③莫合尔山组 ４ １７５～４ １９５ ｍ
井段，产 Ｌｅ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ａ ｓｐ．，Ｂｒｏ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 ｓｐ．等。 其

中，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Ｔｅｏｐｈｉｐｏｌｉａ，Ｈｅｌ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ｕｍ，Ｄｉｃｔｙｏ⁃
ｔｉｄｉｕｍ，Ｓｋｉａｇｉａ 分子常见于塔里木盆地柯坪地区、塔东

１ 井等相当的地层，以及俄罗斯地台的纽芬兰统—第

三统［３］。
２．２　 小壳类

主要分布于西大山组，可建立 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ｔｕｌｉｓ－
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 组合与 １ 个化石层。

（１） 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ｔｕｌｉｓ－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 组合产于西大

山组 ４ ３３６．５６～４ ３３８．６９ ｍ 井段（第 ３ 次取心），主
要分子有 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ｔｕｌｉｓ ｓｐ．，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 ｓｐ．，Ｓａｃｈｉｔｅｓ
ｌｏｎｇｕｓ，Ｃｉｒｃｏｔｈｅｃａ ｃｆ． ｏｂｅｓａ 等。 其中，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ｔｕｌｉｓ
是钟端等［７］ 在库鲁克塔格地区西大山组建立的

Ａｌｌｏｎｉａ ｅｒｒｏｍｅｎｏｓａ －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ｔｕｌｉｓ 组合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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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是钟端等［７］ 在库鲁克塔格地区西大山

组—莫合尔山组建立的 Ｑｕａｄｒａｃｈｉｄｅｓ －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
组合分子之一，在塔里木盆地中 ４ 井及塔深 １ 井寒

武系亦见及［８］。 因此，该组合具有浓厚的地方性

色彩，地质时代应为寒武纪黔东世。
（２）１ 个化石层分布于西大山组 ４ ３７７． ０６ ～

４ ３７７．０９ ｍ井段（第 ４ 次取心），化石属种十分单

调，仅见 Ｔｏｒｅｌｌｅｌｌａ ｓｐ．与 Ｆｉｓｒｕｌａ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ａｐｏｄａ（ ｇｅｔ
ｓｐ． ｉｎｄｅｔ）等，前者多见于塔里木盆地滇东统—武

陵统。
２．３　 牙形类

仅见于西大山组 ４ ３３６．５６～４ ３３８．６９ ｍ 井段（第 ３
次取心），可建立 Ｇａｐｐａｒｏｄｕｓ ｃｆ． ｂｉｓａｌｃａｔｕｓ－Ｐｒｏｏｎｅｏｔｏ⁃
ｄｕｓ 组合。 其中，Ｇａｐｐａｒｏｄｕｓ ｂｉｓａｌｃａｔｕｓ 是钟端等［７］ 在

库鲁克塔格地区莫合尔山组建立的 Ｇａｐｐａｒｏｄｕｓ ｂｉｓａｌ⁃
ｃａｔｕｓ－ Ｗｅ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ｏｄｉｎａ 组合分子之一，也是董煕

平［９］在华南地区黔东统花桥组底部建立的 Ｇａｐｐａｒ⁃
ｏｄｕｓ ｂｉｓａｌｃａｔｕｓ－Ｗｅ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ｏｄｉｎａ ｂｒｅｖｉｄｅｎｓ 带的带化

石之一。 钱逸等［１０］ 认为 Ｇａｐｐａｒｏｄｕｓ ｂｉｓａｌｃａｔｕｓ 与

Ａｍｐｈｉｇｅｉｓｉｎａ，Ｈａｇｉｏｎｅｌｌａ 为我国下寒武统筇竹寺阶

的典型分子，在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相当层位亦有

发现；Ｐｒｏｏｎｅｏｔｏｄｕｓ 常作为原牙形类的化石，多出现

在华南及塔里木地区的黔东统。 因此，该组合的时

代可能为滇东世晚期—黔东世早期。
２．４　 海绵骨针类

主要见于西大山组 ４ ３３６．５６～４ ３３８．６９ ｍ 井段（第
３ 次取心），类型较丰富，主要分子有 Ｃａｌｃｉｈｅｘａｃｉｔｉｎａ
ｓｐ．，Ｃ．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Ｏｒｔｈｏｒｉａｅｎｅ ｓｐ．，Ｐｒｏｔｏｓｐｏｎｇｉａ ｓｐ．等，
此外，尚有一些双射单轴、四射双轴、六射三轴及多枝

形的海绵骨针类碎片，这些与库鲁克塔格地区西大

山组—莫合尔山组的完全可比［８］。

３　 寒武系层序地层

塔里木盆地台地相的寒武系层序地层研究程

度较高［１１－１４］，但槽盆相的寒武系层序地层存在不

同的划分方案［１５］。 通过对库鲁克塔格地表剖面寒

武系层序特征研究，结合塔东地区的地震剖面资

料，将塔东地区寒武系划分为 ４ 个Ⅱ级层序，６ 个

Ⅲ级层序（图 ２）；Ⅱ级层序分别对应于 ４ 个统，其
中 ＳＳＱ１、ＳＳＱ２ 各含 １ 个Ⅲ级层序，ＳＳＱ３、ＳＳＱ４ 均

包括 ２ 个Ⅲ级层序，各层序特征如下。
３．１　 ＳＱ１

寒武系层序 ＳＱ１ 相当于西山布拉克组，底界

为Ⅰ型边界，界面之下为震旦系水泉组滨岸相的紫

红色灰质粉砂岩，之上为西山布拉克组陆棚—盆地

相的灰色泥岩；顶界面为岩性转换面，由盆地相的

灰黑色页岩演变为陆棚相的云质泥岩。 顶、底界面

电性特征呈“坎值”突变（图 ２）。 ＳＱ１ 由 ＴＳＴ 及

ＨＳＴ 体系域构成，并以基准面上升半旋回为主导，
其 ＨＳＴ 由大套的灰黑色页岩组成，记录了寒武纪

第一次全球性的海侵事件，可能对应于寒武系

ＺＨＵＣＥ（ＺＨＵ Ｊｉａｑ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事

件，具有良好的全球等时对比意义。 ＳＱ１ 横向分布

不稳定，在地震大剖面上具有由北往南变薄的趋

势，尉犁 １ 井区较厚，而塔东 １—塔东 ２ 井一线急

剧变薄，缺失了中下部的地层。
３．２　 ＳＱ２

寒武系层序 ＳＱ２ 相当于西大山组，该组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基准面上升、下降旋回，与 ＳＱ１ 相

反，该层序以 ＨＳＴ 略占优势。 ＴＳＴ 以广海陆棚相

的云质泥岩与泥岩构成，ＨＳＴ 以浅水陆棚相的泥质

云岩夹云质泥岩构成，其凝缩段为寒武纪第二次大

规模海侵的产物，顶界面对应于寒武纪第一次大规

模的海退，两者均具有良好的区域性等时对比意

义。 顶、底界面均为岩性转换面，电性特征呈“坎
值”突变。 该层序横向分布不稳定，厚度由北往南

明显减薄。
３．３　 ＳＱ３

寒武系层序 ＳＱ３ 相当于莫合尔山组下部，由
几乎对称的 ＴＳＴ 与 ＨＳＴ 构成。 ＴＳＴ 以浅水陆棚相

的云质泥岩与泥质云岩构成，ＨＳＴ 以浅水陆棚—斜

坡相的泥质云岩夹灰岩构成。 顶、底界面均为岩性

转换面，反映出沉积水体升降速度相对较缓，幅度

不大；电性特征呈小幅“坎值”变化。 该层序横向

分布较稳定，厚度约 ７０～１００ ｍ。
３．４　 ＳＱ４

寒武系层序 ＳＱ４ 相当于莫合尔山组上部，其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基准面上升、下降旋回，但以

ＴＳＴ 占主导。 ＴＳＴ 以浅水陆棚相的泥质灰岩夹泥

灰岩构成，ＨＳＴ 以浅水陆棚—斜坡相的泥灰岩与含

泥灰岩构成。 顶、底界面均为岩性转换面，顶界面

的电性特征呈“坎值”突变。 该层序横向分布较稳

定，厚度约 ４０～６０ ｍ。
３．５　 ＳＱ５

寒武系层序 ＳＱ５ 相当于突尔沙克塔格组（寒
武系）下部，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基准面上升、下
降旋回。 ＴＳＴ 与 ＨＳＴ 近于对称，ＴＳＴ 以浅水陆棚相

的灰岩与含泥灰岩构成，ＨＳＴ 以浅水陆棚—斜坡相

的含泥灰岩夹泥灰岩构成，其凝缩段为寒武纪第三

次大规模海侵的产物。 顶、底界面分别为岩性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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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转换面，顶界面的电性特征呈微幅变化。 该层

序横向分布不稳定，南薄北厚的趋势仍然较明显。
３．６　 ＳＱ６

寒武系层序 ＳＱ６ 相当于突尔沙克塔格组（寒
武系）上部，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基准面上升、下
降旋回，但以 ＨＳＴ 为主导。 顶、底界面均为岩性渐

变面，电性特征呈微幅变化面。 该层序横向分布不

稳定，南薄北厚的趋势十分明显。

４　 塔东地区寒武系划分对比及展布

通过对钻穿寒武系的尉犁 １、塔东 １、２ 等 ３ 口

探井的详细分析，提出了塔东地区寒武系各组新的

划分方案。
４．１　 西山布拉克组

该组为前寒武系不整合面之上的第一套深水

陆棚—盆地相的硅质泥岩、泥岩、页岩夹薄层硅质

岩与泥质云岩的沉积， 顶部为异常高伽马段

（ＺＨＵＣＥ 事件），可作为区域地层划分对比标志

层；产疑源类 Ｇｒａ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组合，
时代为寒武纪滇东世。 该组在北部的尉犁 １ 井厚

达 １８８ ｍ，南部的塔东 ２ 井仅 ４７ ｍ，而塔东 １ 井减

薄至 ２９ ｍ（表 １）。 从对比图 （图 ３） 上可看出，
ＺＨＵＣＥ 事件在 ３ 口井上均有良好的记录，而塔东

１、２ 井缺失的是西山布拉克组中下部，进而表明震

旦纪末著名的“满加尔坳拉槽”南端末达塔东 １—
塔东 ２ 井一线。
４．２　 西大山组

该组为一套陆棚相的云质泥岩夹泥质云岩的

沉积，自然伽马曲线齿化钟形—巨齿化漏斗状，值
明显低于西山布拉克组，而高于莫合尔山组；其电

阻率高于下伏与上覆地层。 产牙形类 Ｇａｐｐａｒｏｄｕｓ
ｃｆ． ｂｉｓａｌｃａｔｕｓ－Ｐｒｏｏｎｅｏｔｏｄｕｓ 组合，小壳类 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ｔ⁃
ｕｌｉｓ－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 组合，时代为寒武纪黔东世。 该组

一次完整的海侵海退旋回在 ３ 口井上均有较好的

记录，以尉犁 １ 井稍厚，为 ６９ ｍ，塔东 ２ 井次之，为
５６ ｍ，塔东 １ 井最薄仅 ２６ ｍ，具有由北向南减薄的

趋势。
４．３　 莫合尔山组

该组为一套陆棚相的泥质云岩、云质泥岩与泥

灰岩的沉积，自然伽马曲线齿状，值明显低于西大

山组，而高于突尔沙克塔格组。 其中，莫合尔山组

顶部与突尔沙克塔格组底部的伽马曲线构成了研

究区第二个标志层———“反勺形伽马段”。 其电阻

率低于下伏与上覆地层。 产大量黔东统与武陵统

的疑源类化石，据上下地层的时代及与地表剖面的对

比结果，推测其时代为寒武纪武陵世。 该组尉犁 １ 井

较厚，为 １６１ ｍ，塔东 ２ 井次之，为 １１９ ｍ，塔东 １ 井略

薄为 １０３ ｍ，仍然保持了北厚南薄的趋势。

图 ３　 塔里木盆地塔东地区尉犁 １—塔东 ２—塔东 １ 井寒武系划分对比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ＹＬ１， ＴＤ２ ａｎｄ ＴＤ１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３４５·　 第 ５ 期　 　 　 　 　 　 　 　 　 　 　 　 蔡习尧，等． 塔里木盆地塔东地区寒武系划分与对比　 　



４．４　 突尔沙克塔格组（寒武系部分）
该组底部为低伽马、高阻的块状灰岩，随后发

生了寒武纪第三次海侵事件———“反勺形伽马段”
的勺端，在 ３ 口井上均有良好的记录，可作为芙蓉

世开始的标志。 该事件之后，寒武纪进入了一个长

时期的相对平静期，海平面升降幅度较小，沉积了

大套的陆棚相泥灰岩、含泥灰岩与灰岩。 奥陶系 ／
寒武系的界线，是在参考地表剖面的基础上，卡一

个相对明显的岩电界面而定的，这有待进一步研

究。 该组尉犁 １ 井较厚，为 ２３９ ｍ，塔东 ２ 井次之，
为 ２０７ ｍ，塔东 １ 井最薄仅 １３０ ｍ，由北向南减薄十

分明显。

５　 结论

（１）塔东地区寒武系以尉犁 １ 井发育最全，可划

分为 ４ 统 ４ 组；识别出 １ 次具有全球性等时对比意义

的重大地质事件（ＺＨＵＣＥ），其为统、组的划分及地层

对比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塔东 ２、１ 井缺失滇东统西

山布拉克组的中下部，表明震旦纪末著名的“满加尔

坳拉槽”南端未达塔东 １—塔东 ２ 井一线。
（２）寒武系滇东统—武陵统产丰富的疑源类、小

壳类、牙形类及海绵骨针类化石，可建立 ３ 个化石组

合，即 Ｇｒａ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ｎ 组合、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ｅ⁃
ｔｕｌｉｓ－Ｈｙｏｌｉｔｈｅｌｌｕｓ 组合和 Ｇａｐｐａｒｏｄｕｓ ｃｆ． ｂｉｓａｌｃａｔｕｓ －
Ｐｒｏｏｎｅｏｔｏｄｕｓ 组合，以及众多化石层，其生物群面貌完

全可与柯坪及库鲁克塔格地区的进行对比。
（３）寒武系可划分为 ４ 个Ⅱ级层序，６ 个Ⅲ级

层序；Ⅱ级层序分别对应于 ４ 个统，其中 ＳＱ１、ＳＱ２
各含 １ 个Ⅲ级层序，ＳＱ３、ＳＱ４ 均包括 ２ 个Ⅲ级层

序；仅 ＳＱ１ 底界面为局域性不整合面，其他的均为

岩性突变或转换面，界面上下岩电特征十分明显，
呈“坎值”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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