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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孢粉组合及时代讨论

胡　 梅，成俊峰，魏　 玲
（中国石化 西北油田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通过对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 ８ 口钻井 ３２４ 块孢粉样品的分析鉴定数据进行系统整理，在区块内泥盆系－古近系建立了 ９ 个

孢粉组合。 孢粉组合特征表明，产孢粉地层时代为晚泥盆世－渐新世。 孢粉组合的建立和时代的讨论使之与精细地层研究工作

相适应，为地层划分和时代确定提供了生物地层学依据，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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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质概况

玉北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构造位置上处

于麦盖提斜坡东部，地理位置上位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田地区，总面积 １２ ９５７．９３３ ｋｍ２（图 １）。 目

前在该地区钻遇地层为第四系、新近系、古近系、二
叠系、石炭系和奥陶系。

２　 孢粉组合及时代讨论

通过对玉北地区 ８ 口钻井 ３２４ 块孢粉样品的

分析鉴定，依据孢粉组合内重要分子组分的数量变

化和一些特征种的地层分布情况，在本区块内泥盆

系－古近系建立了 ９ 个孢粉组合。 本文从晚泥盆

世至渐新世分述如下。
２．１　 晚泥盆世法门期 Ａｐｉｃｕｌｉｒｔｕｓｉｓｐｏｒａ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 ｔａｒｉｍｅｎｓｉｓ（ＨＴ）组合

该组合主要依据 Ａ 井 ６ ５７５ ～ ６ ７１０ ｍ 和 Ｂ 井

５ ８０２～５ ８２０ ｍ 井段孢粉资料建立，化石数量不丰富。
组合中典型分子有 Ａｐｉｃｕｌｉｒｔｕｓｉｓｐｏｒａ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Ａｐｉｃｕｌｉｒ⁃
ｔｕｓｉｓｐｏｒａ ｒａｒｉｓｓｉｍａ ，Ａ ． ｆｒｕｃｔｉｃｏｓａ ，Ｒｅｔｕｓ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 ｉｎｃｏｈａｔｕｓ ，

Ｒ．ｌｅｐｔｏｃｅｎｔｒｕｍ， Ａ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 ｔａｒｉｍｅｎｓｉｓ，Ｃｙｍｂ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ｔａｒｉ⁃
ｍｅｎｓｉｓ， Ｃｙｍｂ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ｂｅｌｌｕｓ，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ａｐｕｌｏｓｕｓ，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ｓｐｏｒａ ｃａｌｉｇｉｎａｓａ， Ｆｏｖｅ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ｕｓ， Ｇｒａｎ⁃
ｄｉｓｐｏｒａ ｅｃｈｉｎａｔ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ｐｏｒ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ｓ， Ａｎｃｙｒｏｓｐｏｒａ ｌａｎｇｉｉ，Ｒａｉｓｔｒｉｃｋｉａ ｃｏｒｙｎｏｇｅｓ 等。 Ａ 井

含有数量较多的 Ｌ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和 Ａ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 ｔａｒｉｍｅｎｓｉｓ。
在这个组合中Ａｐｉｃｕｌｉｒｔｕｓｉｓｐｏｒａ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和Ａ． ｒａｒｉｓｓｉｍａ
为我国晚泥盆世法门期地层的地区性标志分子。
Ａｎｅｕｒｏｓｐｏｒａ ｔａｒｉｍｅｎｓｉｓ 与 Ｃｙｍｂ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ｔａｒｉｍｅｎｓｉｓ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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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主要钻井位置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Ｙｕｂｅｉ ａｒｅａ，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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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梅（１９８４—），女，工程师，从事地层古生物与油气勘探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ｕｍｅｉｌｅｅ＠ 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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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晚泥盆世孢粉组合及地层对比

Ｆｉｇ．２　 Ｓ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次记述于新疆南部莎车上泥盆统奇自拉夫组［１］，
这种特征明显很好辨认的分子在塔里木盆地东河

塘组很常见，Ｌ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亦在东河塘组数量丰富。
Ａｎｃｙｒｏｓｐｏｒａ 是泥盆纪的一个重要孢子形态属，迄今

在国内外的地层分布仅限于泥盆系。 该组合可对

比于新疆南部莎车上泥盆统奇自拉夫组晚泥盆世

孢子 组 合 Ｌｅｉ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 ｍｉｃｒｏｔｈｅｌｉｓ － 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ＭＩ）带，可以和塔里木盆地北部草 ２ 井东河砂岩

段 Ａｐｉｃｕｌｉｒｅｔｕｓｉｓｐｏｒａ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ｃｙｒｏｓｐｏｒａ ｆｕｒｃｕｌａ
（ＨＦ）孢子组合带对比［２］（图 ２）。 因此，该组合时

代为晚泥盆世法门期（Ｆａ２ｃ－ Ｔｎ１ａ）。
２．２　 早石炭世维宪期

２．２．１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ＰＵ）组合

该组合见于 Ｃ 井 ６ ５００～６ ５３５ ｍ，全部为蕨类

植物孢子，鳞木孢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分子占组合的 ９０％，
主要种有：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Ｌ． ｓｕｂ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ａ，Ｌ．ｐｅｌｌｕｃｉ⁃
ｄａ；零星见有 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ｎ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ｒｅｓｓｏｉｄｅｓ，Ｃｒａｓｓｉｓｐｏｒａ
ｋｏｓａｎｋｅｉ 等。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在西欧一般自早石炭世

维宪期才开始有记录［３］，现依据组合内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的高百分含量，将其时代定为早石炭世维宪期早

期 Ｖ１（图 ３）。
２．２．２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ｔ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ｓ－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ｔｅｐｈａ⁃

ｎｏｐｈｏｒｕｓ（ＴＳ）组合

本组合依据 Ｄ 井 ５ １９３～５ １９６ ｍ 和 Ｃ 井６ １８２～
６ ４９０ ｍ井段孢粉化石所定。 组合内全部为蕨类植

物孢子，含量最多的仍是鳞木孢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分子，

主要种为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Ｌ． ｓｕｂ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ａ，Ｌ．ｐｅｌｌｕｃｉ⁃
ｄａ，Ｌ．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 等；典型分子有：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ｎ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ｒｅｓｓｏｉｄｅｓ，Ｗａｌｔｚｉｓｐｏｒａ ｐｏｌｉｔａ，Ｐｕｓｔ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ａｐｉｌｌｏ⁃
ｓｕｓ， Ｇｒｕｍ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ｓ， Ｇ．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ｕｓ，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ｐｈｏｒｕｓ，Ｋ． ｔ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ｓ，Ｃｒａｓｓｉｓｐｏ⁃
ｒａ ｋｏｓａｎｋｅｉ 等。 组合中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ｔ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ｓ 和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ｐｈｏｒｕｓ 为英伦诸岛 Ａｒｕｎｄｉａｎ
（阿伦德）晚期－Ａｓｂｉａｎ（阿斯布）早期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ｔ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ｓ－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ｐｈｏｒｕｓ（ＴＳ）带的带

分子，时代为早石炭世维宪早期（Ｖ１ｂ－Ｖ２）（图 ３）。
２．２． ３ 　 Ｔｒｉｑｕｉｔｉｔｅ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 Ｓｃｈｕｌｚｏｓｐｏｒａ ｃａｍｐｙ⁃

ｌｏｃｔｅｒａ（ＭＣ）组合

该组合主要见于 Ｄ 井 ５ １６０ ～ ５ １６３ ｍ 和 Ｅ 井

５ ７２４～５ ８８０ ｍ 井段。 组合特征为：出现裸子植物

花粉，有数量极少的波脱尼粉 Ｐｏｔｏｎｉ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舒氏

粉 Ｓｃｈｕｌｚｏｓｐｏｒａ。 蕨类植物孢子中，占优势的仍是鳞

木孢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分子，数量较多的是 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ｎ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ｒｅｓｓｏｉｄｅｓ。 典型分子有： Ｒａｉｓｔｒｉｃｋｉａ ｎｉｇｒａ，
Ｐｕｓｔａ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ｕｓ，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 ｖｅｔｕｓｔｕｓ，Ｔｒｉｑｕｉｔ⁃
ｒｉｔｅ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Ｇｒｕｍ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ｓ， Ｇ．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ｕｓ， Ｃｒａｓｓｉｓｐｏｒａ ｋｏｓａｎｋｅｉ。 较前组合新增 Ｖｅｓ⁃
ｔｉｓｐｏｒａ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Ｍｏｏｒ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 Ｍｕｒｏｓｐｏｒａ ｍａｒｇｏ⁃
ｄｅｎｔａｔａ，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ｓｐｏａ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Ｓｉｍｏｚｏｎ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Ｐｅｒｏ⁃
ｔｒｉｌｉｔｅｓ ｔｅｓｓａｌｌａｔｕｓ 等分子。 Ｔｒｉｑｕｉｔｒｉｔｅ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为

西欧维宪中期 Ｒａｉｓｔｒｉｃｋｉａ ｎｉｇｒａ － Ｔｒｉｑｕｉｔｒｉｔｅａ ｍａｒ⁃
ｇｉｎａｔｕｓ（ ＮＭ）孢粉组合带分子。而在此组合中开

·４２·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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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早石炭世孢粉组合及地层对比

Ｆｉｇ．３　 Ｓ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始出现的舒氏粉 Ｓｃｈｕｌｚｏｓｐｏｒａ 和波脱尼粉 Ｐｏｔｏｎｉｅ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在塔里木盆地自维宪中期开始极少量出现。
因此，将该组合时代定为早石炭世维宪期中期 Ｖ２。
２．２．４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 ｖｅｔｕｓｔｕｓ－Ｂ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ＶＮ）

组合

见于 Ｆ 井 ５ ２５７．８０ ｍ，Ｇ 井 ５ ０２５ ～ ５ ０４３ ｍ。
组合特征：Ｆ 井组合中，蕨类植物孢子占绝对优势，
占 ９９．６％；裸子植物花粉仅见有 １ 粒 Ｃｈｅｉｌｅｉｄｏｎｉｔｅｓ。
蕨类植物孢子中，鳞木孢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分子占 ４３．８％，
其次为 Ｂ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占 １３．７％，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 属分

子占 ８． １％， Ｌｅｉｔｒｉｌｅｔｅｓ 占 ８． ０％， 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占

６．８％。较典型分子有：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Ｌ． ｓｕｂ⁃
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ａ，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 ｖｅｔｕｓｔｕｓ，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ｕｓ，Ｔ． ｔｒｉｌｉｎｇｕｉｓ，
Ｋｎｏ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ｐｈｏｒｕｓ，Ｓｉｍｏｚｏｎ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 ｓｐ．，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ａｒｎｏｓｕ，Ｂ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Ｐｏｌｙｃｉｎｇｕ⁃
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ｖａｌｌａｔｕｓ， Ｇｒｕｍ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
ｔｏｓ， Ｇ．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ｕｓ，Ｐｕｓｔａ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ｕｓ，Ｍｏｏｒｅ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ｆｕｓｔｉｓ 等。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 ｖｅｔｕｓｔｕｓ 为西欧维宪晚期

典型分子， Ｂ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和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ａｒｎｏｓｕｓ 为西欧维宪晚期－纳繆尔 Ａ 早期 Ｂ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ｅ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ａｒｎｏｓｕｓ （ＮＣ） 孢粉组合带

分子。 在 ＶＮ 组合中它们都是数量多的优势分子，
因此，ＶＮ 带时代为早石炭世维宪晚期－纳繆尔早

期（Ｖ３－ＮａＡ 早期）（图 ３）。
２．３　 纳缪尔 Ａ 中期 Ａｈｒｅｎ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ｇｕｅｒｉｃｋｅｉ－ Ｒｏｔａｓ⁃

ｐｏｒａ ｋｎｏｘｉｉ（ＱＫ）组合

见于 Ｇ 井 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３ ｍ。 组合特征：蕨类植

物孢子占 ９８．０％ ～ ９９．２％，裸子植物花粉极少，占
０．８％～２．０％。 蕨类植物孢子中，含量最多的是鳞

木孢 Ｌｙｃｏｓｐｏｒａ 属分子，占 ２０．８％ ～ ３５．０％，其次为

Ｇｒｕｍ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属分子占 ７．０％ ～ １５．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ｓ⁃
ｐｏａ 属占 ２．０％～９．０％；数量较多的典型分子有：库
克耳角孢 Ａｈｒｅｎ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ｑｕｅｒｉｃｋｅｉ，诺氏宽楔环孢

Ｒｏｔａｓｐｏｒａ ｋｎｏｘｉｉ， Ｐｕｓｔａ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ｕｓ，Ｇｒｕｍｏ⁃
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ｓ，Ｒａｉｓｔｒｉｃｋｉａ ｆｉｂｒａｔａ， Ｍｉｃｒｏ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 Ｍｏｏｒ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ｆｕｓｔｉｓ，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Ｇｒｕｍｏｓ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ａｒｎｏｓｕｓ，Ｂ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Ｔｒｉｑｕｉｔｒｉｔｅｓ ｍａｒ⁃
ｇｉｎａｔｕｓ 等， 零星出 现 Ｐｏｌｙ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ｖａｌ⁃
ｌａｔｕｓ，Ｋｒａｅｕｓｅ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ｏｒｎａｔｕｓ 等分子。 裸子植物花

粉见有数量极少的舒氏粉 Ｓｃｈｕｌｚｏｓｐｏｒａ 和波脱尼粉

Ｐｏｔｏｎｉ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组合中的库克耳角孢 Ａｈｒｅｎｓ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ｑｕｅｒｉｃｋｅｉ 在我国甘肃靖远见于瓷窑红土洼剖

面羊虎沟组上部（相当于菊石 Ｇ２ 带） ＴＱ 带，以其

高百分含量为特征。 ＴＱ 带的时代经多门类化石研

究定为巴什基尔期或维斯发早期［４］。 在对塔里木

·５２·　 增刊 １　 　 　 　 　 　 　 　 　 　 　 胡梅，等． 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孢粉组合及时代讨论　 　



盆地的研究中发现，此分子在早石炭世末期较为繁

盛。 诺氏宽楔环孢 Ｒｏｔａｓｐｏｒａ ｋｎｏｘｉｉ 为西欧纳缪尔

早期孢粉组合 ＴＫ 带（相当于菊石 Ｅ２ 带）的带化

石，也是乌克兰顿涅茨盆地纳缪尔早期孢粉组合

ＫＤ－ＲＫ 带化石，因此 ＱＫ 带时代为纳缪尔 Ａ 中期

（图 ３）。
２．４ 　 中二叠世 Ｐｒｏｔｏｈａｐｌｏｘｙｐｉｎｕｓ －Ｈａｍｉａ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组合

见于 Ｆ 井 ４ ９３８．９０ ｍ 井段，组合特点为：蕨类

植物孢子极少，仅占 ３．８％，裸子植物花粉占有绝对

优势，为 ９６．２％。 蕨类植物孢子见有极少量的斑点

圆形孢 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粒面圆形孢 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ｎ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裸子植物花粉中，具肋双气囊花粉占７０．５％，
无肋双气囊花粉占 １５．４％，单气囊花粉占 １０．３％。
具肋双气囊花粉中单束多肋粉 Ｐｒｏｔｏｈａｐｌｏｘｙｐｉｎｕｓ
含量最高（３８．５％），其次为哈姆粉 Ｈａｍｉａ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１８．９％），常见双束细肋粉 Ｓｔｒｉａｔｏａｂｉｅｉｔｅｓ，罗汉松多

肋粉 Ｓｔｒｉａｔｏ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ｉｔｅｓ，叉 肋 粉 Ｖｉｔｔａｔｉｎａ。 另外还

见有少量单脊粉 Ｃｈｏｒｄａｓｐｏｒｉｔｅｓ，短缝连囊粉 Ｖｅｓ⁃
ｔｉｇ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无肋 双 气 囊 花 粉 见 有 阿 里 粉 Ａｌ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镰褶粉 Ｆａｌｃ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罗汉松粉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ｉｔｅｓ，
蝶囊粉 Ｐｌａｔｙｓａｃｃｕｓ，具沟双囊粉 Ｓｕｌｃ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单

气囊花粉有科达粉 Ｃｏｒｄａｉｔｉｎａ，弗氏粉 Ｆｌｏｒｉｎｉｔｅｓ，波
脱尼粉 Ｐｏｔｏｎｉ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时代讨论：具肋双气囊花

粉远远多于无肋双气囊花粉，Ｐｒｏｔｏｈａｐｌｏｘｙｐｉｎｕｓ 和

Ｈａｍｉａ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占优势，孢子数量极少。 本组合特

征类似于新疆北部地区上芨芨槽子群中二叠世孢

粉组合［５］。 晚二叠世典型分子，如 Ｔａｅｎｉａｅ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Ｇａｒｄｅｎａ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Ｌｕｅｃｋ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等都未出现，本组合时

代为中二叠世早期。
２．５　 晚二叠世 Ｐｒｏｔｏｈａｐｌｏｘｙｐｉｎｕｓ－Ｔａｅｎｉａｅｓｐｏｒｉｔｅｓ组合

该组合见于 Ｈ 井 ４ ２１５～４ ２２５ ｍ 和 Ａ 井 ４ ４２８～
４ ４５０ ｍ井段。 其中 Ａ 井组合特点为：蕨类植物孢子

极少，占 ２．２％～３．８％，裸子植物花粉占有绝对优势，占
９６．２％～ ９７．８％。 蕨类植物孢子见有 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Ｃａｌａｍｏｓｐｏｒａ，Ｃｙｃｌｏｇｒａｎ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裸子植物花粉中，具
肋双气囊花粉占 ６４．１％～６８．１％，无肋双气囊花粉占

１７．６％～２０．６％，单气囊花粉占 ８．８％～９．２％，有沟类花

粉占 ２．３％～３．３％。 具肋双气囊花粉中 Ｐｒｏｔｏｈａｐｌｏｘｙｐｉ⁃
ｎｕｓ 含量最高，占 ３０．５％～３１．９％，其次有 Ｔａｅｎｉａｅ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占 １１．５％～１２．１％；另外见 Ｓｔｒｉａｔｏ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ｉｔｅｓ， Ｓｔｒｉａｔｏａ⁃
ｂｉｅｉｔｅｓ， Ｈａｍｉａ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Ｖｉｔｔａｔｉｎａ 等，Ｇａｒｄｅｎａ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占

１．５％～３．３％。 无肋双气囊花粉见有 Ａ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Ｆａｌｃｉｓ⁃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ｉｔｅｓ，Ｐｌａｔｙｓａｃｃｕｓ，Ｓｕｌｃ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等。 单

气囊花粉有Ｃｏｒｄａｉｔｉｎａ，波脱尼粉Ｐｏｔｏｎｉｅ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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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玉北地区二叠系地层及孢粉组合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Ｙｕｂｅｉ ａｒｅａ

沟类花粉有数量不多的 Ｅｐｈｅｄｒｉｐｉｔｅｓ，Ｕｒｍｉｔｅｓ，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本组和显示了晚二叠世的孢粉组合

特点，常见于巴楚地区井下上二叠统沙井子组上砂
岩段，类似组合还见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河剖面

比尤勒包谷孜组及和田杜瓦地区杜瓦组，时代为晚
二叠世（图 ４）。
２．６　 渐新世楝粉 Ｍｅｌｉａｃｅｏｉｄｉｔｅｓ－青海粉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ｏｌ⁃

ｌｉｓ－麻黄粉 Ｅｐｈｅｄｒｉｐｉｔｅｓ 组合

该组合主要见于 Ｂ 井 ３ ７２３ ～ ３ ７３０ ｍ。 组合
特征为：被子植物花粉占优势，占 ７０．３％；裸子植物

花粉次之，占 １２．７％；蕨类植物孢子很少，占 ７．６％；
菌、藻类数量不多。 被子植物花粉中，以楝粉属

Ｍｅｌｉａｃｅｏｉｄｉｔｅｓ（２９．７％）为主，其次为唇型三沟粉属
Ｌａｂｉｔｒｉｃｏｌｐｉｔｅｓ （ １１． ９％）， 青 海 粉 属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ｏｌｌｉｓ
（６．８％），拟白刺粉属 Ｎｉｔｒａｒｉｄｄｉｔｅｓ（５．１％），芸香粉

属 Ｒｕｔａｃｅｏｉｐｏｌｌｉｓ 等。 还见有数量不多的三孔沟粉
属 Ｔｒｉｃｏｌ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无患子粉属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ｉｄｉｔｅｓ，
藜粉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ｐｏｌｌｉｓ，杉粉属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
ｔｅｓ，枥粉属 Ｃａｒｐｉｎｉｐｉｔｅｓ，榆粉属 Ｕｌｍｉ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百合

粉属 Ｌｉｌｉｉｐｏｌｌｉｓ 等。 裸子植物花粉中麻黄粉属
Ｅｐｈｅｄｒｉｐｉｔｅｓ（１２．７％）数量多。 蕨类植物孢子见有小

桫椤孢 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 ｍｉｎｏｒ，凤尾蕨孢 Ｐｔｅｒｉｓｉｓｐｏｒｉｓ，水
龙骨单缝孢 Ｐｏｌｙｄ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ｓｐｏｒｉｔｅｓ，颗粒单缝孢 Ｅｘｌ⁃
ｒａｐｕｎｃｔ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ｓ。 另外，菌类见有无孔单胞孢 Ｉｎａ⁃
ｐｅｒ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藻类见有光面球藻 Ｌｅ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ａ 等。 组
合中优势分子为楝粉属和麻黄粉属。 麻黄粉属的

地质历程较长，繁盛于第三纪。 青海粉属和拟白刺
粉属曾被归入楝粉属，这类花粉始新世开始出现，
繁盛于渐新世。唇型三沟粉属在渐新世数量多，

（下转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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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累产油量，再结合分析与研究成果，认为凝析

油含量的最低限取值为 １００ ｇ ／ ｍ３ 比较合理。
（２）如果取“最后三年”生产数据作为预测建

模的数据，就可以预测出凝析油含量的最低限值

１００ ｇ ／ ｍ３ 时的累产油。 利用前面获得的分析结

果，则可以根据拟合预测方程计算出相应时刻的累

产油、累产气以及累注气。 通过拟合预算认为，大
约在 ２０２９ 年当注气量达到 ２４．６５×１０８ ｍ３ 时，可采

地质储量在经济条件下达到最优。
（３）全文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之后计算出累产油，通

过凝析油的“月产量”，即采用“产量递减法”中的

“双曲递减规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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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合孢子少，松柏类未见，草本植物类型和数量

少，松柏类花粉在北半球从第三纪渐新世以后才兴

起。 本组合的时代为渐新世早、中期，与库车盆地

苏维依组孢粉组合相似，可以对比青海柴达木盆地

渐新统下干柴沟组中部拟白刺粉属－青海粉－麻黄

粉属组合，以及新疆准噶尔盆地渐新统安集海河组

上部［６］。

３　 结论

在玉北地区建立了 ９ 个孢粉组合，并且通过国

内外孢粉组合对比确定了各孢粉组合的时代。 该

区 ９ 个孢粉组合的建立，可为该区及塔里木盆地泥

盆系－古近系孢粉植物群性质和确定岩组时代以

及井下地层的研究对比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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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粉相研究［Ｊ］ ．古生物学报，１９９９，３８（１）：５６－７５．
［２］ 　 朱怀诚．塔里木盆地草 ２ 井东河砂岩段孢子组合的时代［ Ｊ］ ．

微体古生物学报，１９９８，１５（４）：３９５－４０３．
［３］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Ｇ，Ｃｏｑｕｅｌ Ｒ， Ｄｏｕｂｉｎｇｅｒ Ｊ，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ｍｉｏｓ⁃

ｐｏｒ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Ｍｅｄｅｄ
Ｒｉｊｋｓ Ｇｅｏ Ｄｉｅｎｓｔ，１９７７，２９：１－７１．

［４］ 　 李星学，吴秀元，沈光隆，等．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和

生物群［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３－２２５．
［５］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

院．新疆北部二叠纪－第三纪地层及孢粉组合［Ｍ］．北京：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３６．
［６］ 　 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Ｍ］．北京：石油工

业出版社，１９８５：８－１３２．

（编辑　 徐文明）

·１３·　 增刊 １　 　 　 　 　 　 　 　 　 　 　 　 　 陈英超，等． 大涝坝凝析气藏循环注气量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