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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塔里木盆地志留系是由角度不整合面所限定的一个区域性 (二级 )的沉积层序, 其内可划分出 5个三级沉积

层序。总体上显示一个从水进到水退的沉积旋回,可识别出曲流河三角洲 ) 辫状河三角洲、滨外陆棚及较深水盆地、

无障壁碎屑滨岸 ) 无障壁碎屑潮坪沉积体系组合,它们代表了二级沉积层序中相对低位、海侵和高位的 3个沉积体系

组合。研究区构造、沉积、古生物和古气候资料表明 ,层序 1底界面和层序 5顶界面是塔里木周缘板块构造挤压、盆地

隆升作用的结果; 层序 2底界面是周缘板块强烈挤压、盆地挠曲下降作用结果, 同期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 层序 3、层

序 4和层序 5的底界面是在构造作用稳定、全球海平面下降背景之上由相对海平面次一级旋回变化形成的, 是古气候

变化、沉积物供给及构造沉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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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留系是塔里木盆地重要勘探层系之一, 盆内已

钻遇志留系井有 129口, 其中 9口获工业油气流, 8

口为可动油气, 24口见油气显示。大量研究表明, 志

留纪塔里木盆地为克拉通内坳陷盆地
[ 1, 2]
。当前, 克

拉通内坳陷盆地的沉积层序构成及其充填响应特征

研究仍然是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领域之一
[ 3, 4 ]
。众

所周知,构造作用、气候条件、全球海平面变化等是盆

地充填演化的主控因素
[ 5~ 7]
。但在不同背景条件下

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盆地沉积充填的控制是极其

复杂的,尤其是对于克拉通内坳陷盆地, 不同级别的

沉积层序和沉积演化具有不同的成因或主控因素。

本文结合大面积出露的野外剖面、地震、钻井及

测井等资料综合分析,阐明了志留系沉积层序的构成

特征, 揭示了主要层序界面和沉积体系构成演化与构

造沉降、古气候及全球海平面变化的成因联系。本课

题的探讨不仅在克拉通内坳陷盆地层序构成及其动

力学成因机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为区内的油气

资源预测提供参考。

2 地质背景

塔里木盆地北接南天山, 南临昆仑山,总体呈东

西向展布 (图 1)。志留系主要分布于柯坪、巴楚、孔

雀河北岸等露头区和塔北隆起、北部坳陷、中央隆起

和西南坳陷麦盖提斜坡等覆盖区及盆地北侧南天山

地区,面积达 250 000 km
2
, 总体呈由北向南从老到

新,依次超覆,由南向北,从新到老依次剥蚀关系。盆

内志留系与上覆泥盆系和下伏奥陶系均呈角度不整

合接触, 自下而上包括柯枰塔格组、塔塔埃尔塔格组

和依木干他乌组,厚度达 1200 m (图 2)。主要由深

灰色、紫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和砂岩组成,总体上形

成一个从水进到水退的沉积序列。

志留纪前,塔里木盆地为克拉通边缘拗拉槽演化

阶段。震旦纪 ) 早奥陶世, 塔里木盆地周缘均为被动

大陆边缘
[ 2]
。早奥陶世末期, 北部古大洋板块开始

向中天山地块俯冲, 昆仑洋向中昆仑地块俯冲, 盆地

周缘区域应力场由拉张变为挤压,被动大陆边缘转化

为活动大陆边缘。奥陶纪末期, 南北缘俯冲活动进一

步增强, 盆地大面积隆升剥蚀和强烈变形。志留纪,

塔里木盆地进入周缘前陆盆地演化阶段,盆地南、北

缘均为活动大陆边缘。中晚志留世,盆地南缘由于昆

仑洋板块向中昆仑岛弧不断俯冲消减,导致洋壳消亡

殆尽,中昆仑岛弧与塔里木大陆焊接在一起, 并在大

陆板块边缘形成周缘前陆盆地; 盆地北缘, 由于北部

古大洋板块向中天山地块不断俯冲消减,导致洋壳逐

渐消亡, 中天山地块与准噶尔地块碰撞拼贴, 造成强

烈的岛弧火山活动及弧后扩张作用,南天山洋得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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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里木盆地构造区划 (据顾家裕, 1994)

F ig. 1 Tecton ic subdiv ision o f Tarim Basin( A fter Gu J iayu, 1994)

一步发展
[ 2]
。

  志留纪,塔里木为克拉通内坳陷盆地, 发育塔北

前陆隆起、阿瓦提 ) 满加尔凹陷和中央隆起三个次级

构造单元。塔北前陆隆起为水上隆起, 地形相对较

陡,海水环绕其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入盆地内部;中央

隆起规模较大,但地势低缓,构造作用稳定。

3 盆地充填层序单元和构成特征

3. 1 层序划分和界面特征

对塔里木盆地志留系的层序划分前人已提出过

多种方案
[ 8~ 12]

。本文依据 7条盆地西北缘和西南缘

的野外露头剖面研究和盆地内部 129口钻井、测井资

料分析,结合地震剖面追踪, 在区内志留系中划分出

1个二级层序和 5个三级层序 (图 2)。

层序 1对应于柯坪塔格组下段, 底界为志留系与

下伏奥陶系的分界面。在柯坪露头区铁热克阿瓦提

等野外剖面上,柯坪塔格组下段与下伏奥陶统印干组

或其浪组为微角度不整合接触,沿不整合面发育厚 3

~ 15 cm的、横向分布不稳定的灰白色、褐灰色古土

壤层, 成分为褐铁矿、方解石和粘土矿物以及铁质结

核。地震剖面上,该界面对应于 Tg5反射,表现为一

组强相位、高连续性的特征, 可较清晰地观察到界面

之上的上超反射和界面之下的削蚀反射。

层序 2相当于柯坪塔格组中段, 底界面在盆内主

要表现为与下伏上奥陶统 (桑塔木组、英买力组 )或

中 ) 上奥陶统却尔却克群不整合接触。地震剖面上,

该界面对应于 Tg4
3
反射, 界面之上可较清晰地观察

到底超和上超,或削截反射。

层序 3对应于柯坪塔格组上段中下部, 底界面为

Tg4
2
反射。柯坪露头区, 该层序底部砂砾岩成分单

一、分选性和磨圆性好、呈透镜状与下伏层不整合接

触,构成深切谷水道充填。盆内覆盖区, 该界面为整

合面,可以通过上下地层岩性、颜色、叠置样式和遗迹

化石组合类型的突变来识别。

层序 4相当于柯坪塔格组上段上部和塔塔埃尔

塔格组下段。塔中和巴楚地区, 该层序底界面主要通

过岩性、颜色和沉积相类型的突变来识别。界面之

上,岩性主要为浅灰色细砂岩、粉砂岩,中间夹有薄层

泥岩,反映了潮间带砂泥坪沉积环境; 而界面之下则

为浅灰绿色、灰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为潮上带泥坪

沉积。该界面对应于 Tg4
2
与 Tg4

1
反射之间的一组弱

振幅平行反射,在盆地边缘表现为超覆接触。

层序 5对应于塔塔埃尔塔格组上段和依木干他

乌组,底界面为沉积转换面, 顶界面为志留系与泥盆

系之间的区域性不整合面。顶界面对应于强振幅、高

连续的 Tg4反射, 界面上下上超或削蚀反射明显。

  三级层序内据初始和最大海泛面还可划分出低

位、海侵和高位体系域。三级层序在整个盆地内可以

对比和追踪, 但体系域在横向上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厚度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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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塔里木盆地志留纪充填序列和层序划分

F ig. 2 F illing sequence and sequence stratigraphy d iv ision o f S ilu rian in Tar im Basin

3. 2 沉积体系分布及其演化

区内志留系主要发育有无障壁碎屑滨岸、滨外陆

棚及较深水盆地、无障壁碎屑潮坪、曲流河三角洲及

辫状河三角洲等沉积体系
[ 13 ~ 17]

。关于无障壁碎屑潮

坪沉积体系,确定依据如下: ①塔里木盆地具有较多

大幅度的构造运动, 在志留系沉积之前, 起伏的地形

已趋于剥蚀夷平; ② 志留纪沉积时期, 塔里木盆地

为稳定克拉通内坳陷盆地,当时的海洋为地势较为平

缓、水体较浅的陆表海; ③ 在钻井、测井资料中尚未

发现典型的障壁岛沉积,在地震反射剖面上也尚未发

现反映障壁岛存在的地震相类型
[ 18]
。在不同的盆地

演化阶段其发育程度不同, 形成了特定的沉积体系组

合。总体上, 可划分出以下 3个代表盆地不同演化阶

段的沉积体系组合。

( 1) 早期曲流河三角洲 )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

系组合。主要发育于层序 1, 分布范围较小, 盆内仅

403 第 3期              施振生等:塔里木盆地志留纪沉积层序构成及充填响应特征



局限于满加尔凹陷的东部和塔东地区。塔东地区以

分选、磨圆差的砾岩、砂砾岩和粗砂岩沉积为主,满东

1井层序 1可见 6~ 7个由含砾砂岩 ) 中砂岩 ) 细砂

岩组成的韵律层, 单层厚 30~ 60 cm, 发育楔状交错

层理和平行层理,应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之辫状河道

沉积。与辫状河道相伴生的泛滥平原沉积,砂岩粒度

变细、含量降低, 泥质含量明显增加, 沉积构造以块状

层理为主,偶见小型交错层理。而满加尔凹陷东部则

以分选、磨圆性较好的浅灰色、灰白色中砂岩、细砂岩

和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薄互层为主,脉状

层理、透镜状层理和波状层理丰富,反映了曲流河三

角洲前缘远端砂坝沉积环境。该环境水体能量由于

强、弱交替, 故有机质丰富,含氧量高,适宜造迹生物

生存, 留下大量进食潜穴 M acaronichnus (通心粉管

迹 )、P lanolites (漫游迹 )、Palaeophy cus (古藻迹 )和

Skolithos(石针迹 )等。

( 2) 中期滨外陆棚 ) 较深水盆地沉积体系组合。

主要发育于层序 2。该时期沉积范围明显扩大, 满加

尔凹陷和塔东地区均有沉积。滨外陆棚和较深水盆

地沉积体系分布于满加尔凹陷, 沉积物为灰黑色、深

灰色的泥岩、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粉砂岩泥岩

和泥质粉砂岩中发育微细波状交错层理、透镜状层

理,而泥岩具水平层理和小型波纹层理。实体化石见

腕足类、海百合茎、植物化石碎片和完整的蛤化石。

粉砂岩和泥岩中遗迹化石属种差异, 其中, 粉砂岩中

进食迹和牧食迹较为丰富, Taenid ium (枝带迹 )、P l-

anolites(漫游迹 )等常见, 而泥岩中仅见有少量反映

低能、弱含氧环境的遗迹化石 H elm inthop sis (拟蠕形

迹 )和 Zoophy cos (动藻迹 )。该时期塔东地区辫状河

三角洲沉积体系依然发育,但分布范围变小、砂岩粒

度变细、泥质含量增加。

( 3) 晚期无障壁碎屑滨岸 ) 无障壁碎屑潮坪沉

积体系组合 (图 3)。主要发育于层序 3、层序 4和层

序 5。该时期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 塔中低凸起和巴

楚隆起大部分范围均有沉积。无障壁的碎屑滨岸沉

积体系发育于塔北隆起和柯坪地区, 以中、细砂岩为

主,分选和磨圆较好, 冲洗交错层理发育。由于水体

高能、富氧, 故与层面垂直或高角度倾斜的居住潜穴

Skolithos(石针迹 )和 Ophiom orpha (蛇形迹 )常见。无

障壁碎屑潮坪沉积体系主要分布于塔中和巴楚地区,

沉积物为波状层理、脉状层理及透镜状层理粉砂岩、

细砂岩和紫红色砂质泥岩,反映低能、富氧环境的遗

迹化石 Cochlichnus(蜗行迹 )、Pa laeophy cus(古藻迹 )、

M acaronichnus(通心粉管迹 )、小型 Skolithos (石针迹 )

和 P lanolites(漫游迹 )等大量发现
[ 18~ 20]

。满加尔凹

陷依然发育滨外陆棚及较深水盆地沉积体系,但分布

范围大幅度缩小, 水深变浅。塔东地区仍以辫状河三

角洲沉积体系为主, 但分布范围稳定。总体上, 从层

序 3到层序 5,无障壁碎屑滨岸沉积体系和无障壁碎

屑潮坪沉积体系分布范围逐渐扩大,而滨外陆棚和较

深水盆地沉积体系分布范围缩小,到晚期完全被潮下

带所代替。

以上 3个主要的沉积体系组合代表了志留纪塔

里木盆地早、中、晚不同阶段的沉积充填。早期的曲

流河三角洲 )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中期的滨外陆

棚 ) 较深水盆地沉积体系到晚期的无障壁碎屑滨

岸 ) 无障壁的碎屑潮坪沉积体系事实上构成了二级
层序内相对低位、海侵至高位的沉积体系组合。

3. 3 古气候变化

微量元素研究认为,在潮湿气候条件下, 沉积岩

中 Fe、M n、C r、V、N i、Co等元素含量较高, 而在干燥气

候条件下, 由于水份蒸发, 水介质的碱性增强, Ca、

M n、Sr、Ba、Na被大量析出形成各种盐类沉积在水

底,所以沉积物中它们含量相对较高。可以利用这两

类元素的相对比例关系计算出古气候指数 / C 值0,

根据该值大小研究泥质岩沉积时的古气候。通过对

塔里木盆地志留系 18口取心井 183块泥岩样品的分

析化验表明, 整个志留纪, 60%的数据都处于古气候

指数大于 0. 8的潮湿古气候环境, 15%的数据属于半

潮湿的古气候, 另外 15%属于半干燥 ) 半潮湿的过

渡环境, 其余的数据处于干燥环境 (表 1, 图 4)。

平面上, 气候最潮湿的地区是北部乔 1井和东部

满东 1井两个地区,其次是古董 3、满西 2、塔河 1和

满西 1井等地区。塔中地区气候较前几个地区明显

干燥,属于半干燥 ) 半潮湿的古气候。
  志留纪古气候变化存在旋回性, 其中, 层序 1到

层序 3为第一个气候旋回,层序 4到层序 5为第二个

气候旋回 (图 4)。在第一个气候旋回内部,层序 1基

本上属于半潮湿气候,而层序 2属于潮湿气候, 气候

为最潮湿时期。自层序 3低位时期开始,气候略向半

潮湿方向转化,到层序 3湖侵晚期则出现半干燥气候,

直到出现层序 3高位时期的红色泥岩沉积。层序 4低

位时期,盆地又回到了潮湿气候,而到层序 5高位沉积

时期,气候则变为干燥,出现大套红色泥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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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较深水盆地,含砂率 < 20% ; 2.滨外陆棚,含砂率 20% ~ 40% ; 3.潮上带,含砂率 < 30% ; 4.潮间带,含砂率 30% ~ 40% ; 5.潮下带

及滨岸,含砂率 > 50% ; 6.辫状河三角洲,含砂率 > 60% ; 7.含砂率等值线

图 3 层序 3含砂率分布和沉积体系配置

F ig. 3 M ap show ing the ra tio o f sand content and the distr ibution of sedim en tary system s in Sequence 3

图 4 塔里木盆地志留纪古气候特征

F ig. 4 M ap show ing pa laeoc lim atic character istics in Silurian,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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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塔里木盆地志留系古环境指标

Tab le 1 Palaeoenvironm ental index of S ilurian in Tar im Basin

井号
古水深指标

(N i / @ 10- 6 )

古气候指数

(C )

古盐度指标

Sr /B a S r/Ca B /Ga B / @ 10- 6 B c/ @ 10- 6

巴东 2 32. 00 1. 39 0. 17 49. 86 4. 9 133. 40 329. 40

古董 3 28. 73 1. 52 0. 25 246. 83 1. 8 64. 18 2556. 56

龙口 1 28. 67 1. 29 0. 20 196. 14 3. 6 107. 00 354. 32

满东 1 32. 27 4. 01 1. 14 220. 23 7. 0 159. 91 660. 99

满西 2 42. 00 1. 16 0. 16 168. 83 1. 8 72. 00 4182. 97

乔 1 19. 20 4. 77 2. 29 293. 08 2. 6 62. 40 178. 93

塔河 1 19. 32 1. 25 0. 15 327. 60 3. 0 93. 16 227. 58

塔中 11 22. 65 1. 22 1. 83 707. 16 2. 5 65. 39 177. 12

塔中 111 41. 67 1. 05 0. 40 525. 02 1. 9 77. 83 187. 25

塔中 12 34. 42 0. 81 0. 30 505. 98 2. 4 80. 23 4053. 97

塔中 47 36. 46 0. 61 0. 92 1595. 34 5. 6 147. 92 497. 07

英买 2 17. 33 1. 48 0. 30 121. 64 2. 8 58. 83 210. 24

英南 2 22. 50 0. 97 0. 28 146. 08 3. 0 72. 92 225. 16

羊屋 1 23. 09 1. 07 0. 16 261. 11 3. 2 92. 36 258. 75

4 盆地充填响应与动力学分析

志留系角度不整合于奥陶系之上,这种关系标志

着奥陶纪末期的加里东晚期构造运动 (又称艾比湖

运动 )。艾比湖运动过程中,塔里木板块北缘北部古

大洋板块向其南部中天山地块强烈俯冲, 出现岛弧火

山活动,而南缘昆仑洋向中昆仑地块强烈俯冲, 形成

中昆仑岛弧和奥陶系祁曼塔格增生俯冲杂岩。盆地

内部, 由于地壳大幅度隆起抬升, 海水从塔里木盆地

内部大幅度退却,盆地基底暴露遭受剥蚀。该不整合

界面在盆地周缘及内部均有明显表现,在地震上表现

为明显的削截反射。这次构造运动对整个塔里木盆

地的形成演化起着重要作用: ①塔里木盆地由震旦

纪 ) 奥陶纪拉张盆地为主的阶段转化为志留纪 ) 泥
盆纪克拉通内挤压盆地阶段;②沉积体系类型发生变

化,由奥陶纪的碳酸盐岩沉积为主变为志留纪 ) 泥盆

纪的碎屑岩沉积为主; ③ 古生物化石组合类型发生

突变, 界面之下为 L. balf ica - T. bergstroem i带, 而界面

之上则为 Conochitina sp. 2带。艾比湖运动之后, 由

于板内构造应力释放, 挤压作用减弱,全球海平面开

始上升,接受志留系沉积。

  层序 1形成时期, 由于盆地刚刚隆升回返, 故沉

积范围较小。该时期塔北隆起已露出水面遭受剥蚀,

在其周围形成一系列曲流河三角洲沉积; 塔东地区由

于遭受盆地东南部阿尔金地块的强烈挤压,导致地壳

快速沉降和大量沉积物供给,从而形成巨厚的、多个

旋回叠置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层序 1不仅拉开了

志留系的沉积序幕,而且板块构造作用也处于强烈挤

压作用后的平静期。

塔里木周缘板块经历了长时期的应力积累,于层

序 1形成晚期又开始强烈挤压,从而形成层序 2与层

序 1之间的不整合界面。主要证据有:①构造研究表

明,层序 1形成之后, 塔里木板块北缘由于北部古大

洋板块向其南的中天山地块不断俯冲消减,南缘中昆

仑洋板块向其南部的中昆仑岛弧不断俯冲,产生构造

挤压作用,构造应力场传递到盆地内部, 造成塔里木

盆地内部挠曲变形, 基底快速沉降
[ 21, 22]

;②从 Haq等

所建立的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可以看出,早志留纪全

球海平面变化总体是上升趋势的,显然不能解释层序

2与层序 1之间的分界面
[ 23 ]

; ③微量元素研究表明,

从层序 1到层序 2, 塔里木盆地古气候更趋潮湿, 显

然,古气候变化不是形成层序 2底部不整合的主要原

因。塔里木周缘板块的构造挤压,对层序 2的发育产

生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为:①志留系沉积范围扩大,盆

内除满加尔凹陷东部和塔东地区继续接受沉积之外,

满加尔凹陷大部分地区均有沉积; ②相对于层序 1,

层序 2的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和辫状河三角洲沉

积体系向后快速收缩, 形成了一套以滨外陆棚和较深

水盆地为主的沉积体系;③岩心和露头上的遗迹化石

类型发生改变,层序 1主要发育居住迹和进食迹,常

见遗迹化石属种有 Skolithos (石针迹 )、M acaronichnus

(通心粉管迹 )、P lanolites (漫游迹 )和 P alaeophycus

(古藻迹 )等, 反映了高能、富氧沉积环境, 而层序 2

仅见少量牧食迹H elm inthop sis (拟蠕形迹 )和 Zoophy-

cos(动藻迹 ) ,反映了低能、缺氧的沉积环境;④地震

剖面上反射同相轴广泛上超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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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序 3、层序 4和层序 5的底界面是在构造作用

稳定、全球海平面下降背景之上相对海平面次一级旋

回变化形成的,是气候变化、沉积物供给及构造沉降

共同作用的结果。证据有: ①构造研究表明, 层序 2

形成之后, 塔里木板块周缘所受的板块挤压作用减

弱,盆地基底沉积速率降低并趋于稳定, 此时由于全

球海平面下降,各隆起遭受强烈剥蚀,物源供给充分,

相对海平面下降,沉积水体变浅以至暴露地表
[ 24~ 25]

;

②从 H aq等所建立的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可以看

出,中晚志留纪全球海平面变化总体下降; ③层序 3、

层序 4和层序 5的相对海平面变化曲线与古气候变

化曲线变化趋势非常接近,进一步证明古气候对层序

3、层序 4和层序 5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图 4); ④

该时期无障壁碎屑滨岸沉积体系 ) 无障壁碎屑潮坪

沉积体系发育,水深较浅, 各沉积体系在平面上分布

稳定, 纵向上变化缓慢,说明该时期大地构造稳定, 物

源供给较少。层序 5形成晚期,由于构造缓慢抬升,

气候日趋干燥,全球海平面整体下降,故海水在盆内

大部分地区均已退却,只有盆地西部接受少量沉积。

层序 5顶界面代表了加里东末期构造运动,在盆

地内部表现为泥盆系大面积缺失,说明以盆地的大幅

度隆升为特征。其隆升与塔里木板块西南缘中昆仑

岛弧与塔里木大陆发生的碰撞事件及盆地东北缘中

天山岛弧向塔里木大陆的仰冲有关。该期构造事件

不仅使昆仑洋消亡,中昆仑岛弧与塔里木大陆板块拼

贴在一起,而且引起塔里木盆地南部 (中央隆起及其

以南地区 )强烈逆冲褶皱变形和泥盆系与志留系、奥

陶系间的广泛不整合。此次构造运动结束了志留系

的沉积,盆地进入泥盆系发展阶段。

总体上,志留系是在加里东晚期构造运动基础上

形成的,它主要是受盆地周缘板块构造活动控制的。

在板块构造活动控制背景下,全球海平面变化、气候

变化和沉积物供给对层序的形成也产生重要影响, 它

们控制着三级层序的形成、沉积体系的形成及分布。

5 结论

( 1) 塔里木盆地志留系相当于 1个二级的沉积

层序和 5个三级沉积层序。从沉积体系组合上可划

分为早期曲流河三角洲 )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组

合、中期滨外陆棚 ) 较深水盆地沉积体系组合和晚期
无障壁碎屑滨岸 ) 无障壁碎屑潮坪沉积体系组合。

( 2) 志留纪主要为潮湿的古气候环境, 由下至

上,古气候存在明显的旋回性变化,其中, 层序 1到层

序 3形成时期为第一个气候旋回,层序 4到层序 5形

成时期为第二个气候旋回。

( 3) 层序 1底界面是塔里木周缘板块构造挤压

作用的结果; 层序 2底界面是周缘板块经历长时期应

力积累后再次强烈挤压作用的结果,此时全球海平面

快速上升; 层序 3、层序 4和层序 5的底界面是在构

造作用稳定、全球海平面下降背景之上相对海平面次

一级旋回变化形成的,是气候变化、沉积物供给及构

造沉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层序 5顶界面代表了加里

东末期构造运动, 盆地内部大幅度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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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ional Sequence and F ill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Silurian in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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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as D epartment, Langfang Branch,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 leum Exploration and Dev elopm ent, CNPC, Langfang, Hebei 065007;

2. China Univ ersity o f P etroleum, Changping, Beijing 102249)

Abstract S ilurian in Tarim Basin, bounded a t the top and base by w ide ly spread reg iona l unconform ities, can be d-i

vided into 1 second-order sequence and 5 third-order sequences. Three k inds o f deposit iona l system assemb lages,

w hich represent low stand systems trac,t transgressive system s trac,t and highstand system s o f the second-o rder se-

quence, are identified in S ilurian o fTarim B asin, namely, assemblage o fmeandering river delta and braided river de-l

ta depositional systems, assemblage of offshore and slightly deep-w ater basin deposit iona l systems, and assemblage of

clast ic coasta l depositional system w ith no barriers and clast ic tida l depositional system w ith no barriers.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ata of tecton ics, sed imento logy, palaeontology and palaeoclimatology, the base boundary o f se-

quence 1 and top boundary o f sequence 5 are thought to be orig inated from the pressure o f peripheral plates and up lift

of basin base. The bottom boundary o f sequence 2 be longs to tectonically compressed unconform ity that o rig inates from

the pressure of plates and dec line o f basin base. The bottom boundary of sequence 3, sequence 4 and sequence 5 re-

su lts from in tegra ted effect of change o f climate, sed iment source and tectonic activ ity under falling g loba l eustacy.

Key words S ilurian, depositional sequence, palaeoclim ate, filling response,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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