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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平林场组作为孙吴 ) 嘉荫盆地最重要的生烃层位,与松辽盆地海侵层位嫩江组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对该

盆地萝北剖面和黑龙江剖面的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同位素以及有机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太平林场组底部沉积时为高

盐度强还原的水体环境 ,这与嫩江组早期的海侵咸化水体特征一致, 且向上具有水体盐度及还原性降低趋势。综合

前人研究中的古气候,古生物等方面证据, 认为在早白垩世, 孙吴 ) 嘉荫盆地为松辽古湖盆一部分,太平林场组与嫩

江组为同一湖盆沉积, 且遭受了海侵。太平林场组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反映其沉积保存环境有利于有机质的富集、

保存及转化成烃, 可为该区油气生成提供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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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吴 ) 嘉荫盆地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孙吴、逊克、

嘉荫三县境内,北隔黑龙江与俄罗斯的结雅 ) 布列雅

为同一盆地, 我国境内面积达 22 810 km
2
, 呈东西向

展布, 西南方向上与松辽盆地相接,沉积地层以白垩

系为主 (表 1)。该盆地在俄罗斯境内石油地质研究

程度较高,并获得工业油流
[ 1]
。在我国境内, 岩性组

合情况揭示该区发育的烃源岩层位为白垩系的淘淇

河组、永安村组和太平林场组
[ 2, 3]
。 2001年大庆油田

在太平林场组暗色泥岩中发现油气显示, 将其列为大

庆外围第二个重点勘探盆地, 之后在 2003年对地表

出露的太平林场组剖面研究认为,该层位发育的沉积

相类型主要为前三角洲、深湖与半深湖亚相, 为有利

于烃源岩发育的沉积环境, 对应湖泊扩张的鼎盛阶

段。对太平林场组暗色泥岩研究表明:显微组分中腐

泥组 +壳质组含量丰富,具倾油性; 有机碳丰度总体

达到中 ) 好级别烃源岩标准; 干酪根类型主要为 Ò 2

和 Ó型; R o的分布范围为 0. 55% ~ 0. 92%, 平均值为

0. 78%,有机质热演化程度为低熟 ) 成熟 [ 4]
。以上

研究成果表明,太平林场组具有很好的生油气潜力。

另外,前人对古生物化石和地层研究说明太平林场与

嫩江组具有可比性, 并提出该时期两盆地水体连通,

同属松辽古湖盆的假设
[ 5]
。嫩江组作为松辽盆地最

表 1 孙吴 ) 嘉荫盆地地层简表

Table 1 The strata in Sunw u-Jiayin basin

界 系 统 组 最大厚度 /m 主要岩性

第四系 62. 6 浅黄色粘土、亚粘土、棕黄、褐黄细砂、含粗砂及砂砾石

新生界
孙吴组 206 砂岩、粗砂岩、砂砾岩

第三系 古、始新统 乌云组 429 砂岩、泥岩、泥页岩、砂砾岩

富饶组 碳质泥岩夹煤层、泥岩、细砂岩

上统 鱼亮子组 287 砂砾岩、含砾砂岩、泥质粉砂岩、灰黑色泥岩

太平林场组 635 灰黑色泥岩、泥质粉砂岩、细粒长石砂岩、泥质页岩、油页岩

中生界
白垩系 永安村组 548 灰黑色泥岩、长石砂岩、细砂岩

下统 淘淇河组 1723

上段浅黄色、灰色中细砂岩、浅绿色粉砂岩夹薄层砾岩、凝灰岩、

灰黑色泥岩、煤线。下段暗紫色、黄褐色巨砾岩、粗 -中砾岩夹

黄褐色含砾粗砂岩。

宁远村组 872. 6 流纹质凝灰熔岩、安山岩夹泥岩、粉砂岩、凝灰岩

古生界 中性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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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生烃层位,它的大量富有机质页岩的形成与海

侵关系密切,这种相关性在其它含油气盆地的重要生

烃层位也同样存在, 例如中欧盆地三叠系, 苏北盆地

的泰州组二段、阜宁组;渤海湾盆地纯化镇组、沙河街

组和东营组
[ 6~ 8]
。湖盆中海水的灌入增加了水体的

盐度和碱度,常导致水体分层, 形成有利于有机质保

存的还原环境。因此, 对于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水体

盐、碱度及氧化还原性的研究对讨论该层位生烃潜力

及该时期孙吴 ) 嘉荫盆地是否属于松辽古湖盆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影响对该盆地的油气远景评

价。本文通过太平林场组烃源岩生物标志化合物,

常、微量元素全分析,同位素等分析方法,揭示其地球

化学特点,探讨其与嫩江组沉积的相关性, 为油气勘

探提供依据。

1 样品采集情况及分析测试条件

  孙吴 ) 嘉荫盆地主要划分为以下几个构造单元,

分别为孙吴断陷区,茅栏河隆起区,粘河断陷、富饶隆

起区、嘉荫断陷区 (图 1)。太平林场组主要分布于粘

河断陷和嘉荫断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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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太平林场组烃源岩样品采集于嘉荫断陷内

的箩北剖面 ( L剖面 )和黑龙江剖面 (H剖面 ) (图 2,

图 3)。L剖面位于嘉荫县箩北公路 4 km处采石场。

发育的岩石类型包括砂砾岩、砂岩、粉砂岩、泥质砂

岩、暗色泥岩,累计厚度达 65. 5 m。剖面以大段泥岩

为主, 零星夹有砂岩透镜体和菱铁矿结核, 出露的主

要为太平林场组下部地层。H 剖面位于嘉荫县永安

村东南的黑龙江边。发育的岩石类型为灰黑色泥页

岩和油页岩,页理比较发育, 块状泥岩夹碳酸盐岩结

核,部分泥岩中夹致密块状砂岩薄层,砂岩层底部有

重荷模,剖面顶部发育薄层泥碳及粉砂岩, 前人生物

化石鉴定认为这段剖面出露太平林场组最底部地

层
[ 5]
,厚度约 13 m。在相对位置上, 箩北剖面发育层

位在黑龙江剖面之上。在两剖面采集了暗色泥岩样

品及碳酸盐样品。

  王璞珺曾对松辽盆地白垩纪海侵事件做了大量

的沉积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
[ 9 ]
, 为了便于太平林场

组与嫩江组的对比研究,对太平林场组样品选取了与

之相同的测试项目及参数。泥岩硫及碳酸盐的碳、氧

同位素分析在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泥岩

常、微量元素由国家地质实验中心检测。烃源岩有机

地球化学分析测试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进行。

本文将通过对上述野外剖面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与

以往的太平林场组研究结果相结合进行分析和讨论。

2 分析测试结果

2. 1 常、微量元素特征

2. 1. 1 水介质盐度指标

  L剖面暗色泥岩 Sr /Ba比值的变化范围在 0. 2~

0. 29之间, 平均值为 0. 25。我国典型盐湖相沉积盆

地,如柴达木盆地第三系咸化湖相生油岩, Sr /Ba在

0. 1~ 1. 98之间
[ 10]

; 半咸水 ) 咸水湖相沉积环境的

松辽盆地嫩江组一、二段 Sr /Ba的平均值分别为0. 32

和 0. 4
[ 9]
。对比表明, L剖面 Sr /Ba数值低,反映沉积

时期湖水低盐度特点,为淡水湖相沉积环境。另外,

对于太平林场组硼含量的测定反映其变化范围在

36. 3 @10- 6
~ 46. 6 @ 10

- 6
之间。相当硼含量为82. 98

@ 10
- 6
~ 103. 92 @ 10

- 6
。一般认为,淡水湖相沉积硼

含量小于 60 @ 10
- 6
, 半咸水为 60 @ 10

- 6
~ 100 @

10
- 6
,咸水沉积环境大于 100 @ 10

- 6
。转化为相当硼

含量为淡水小于 200 @ 10
- 6
,半咸水 200 @ 10

- 6
~ 300

@ 10
- 6
, 咸水大于 300 @ 10

- 6[ 11, 12]
。依照以上标准,

同样反映了 L剖面太平林场组泥岩沉积时为淡水环

境 (表 2)。

2. 1. 2 水介质碱度指标

  常量元素中 Ca和 Mg在海水中明显富集而 Si和

A l明显贫化
[ 9]
。选取 ( Ca+ M g) / ( Si+ A l)作为太平

林场组暗色泥岩沉积水介质的碱度指标。 L剖面烃

源岩其变化范围在 0. 03~ 0. 05之间, 松辽盆地白垩

系泥质岩 ( Ca+ M g) / ( S i+ A l) > 0. 05,对比发现该剖

面太平林场组水体碱度明显偏低。

2. 1. 3 氧化还原性指标

  在地球化学相分类中, Fe
2+

/Fe
3+

< < 1为氧化

相; Fe
2+

/Fe
3 +

< 1为弱氧化环境; Fe
2+

/Fe
3+
= 1为中

性环境; Fe
2+

/Fe
3 +

> 1为弱还原环境; Fe
2+

/Fe
3+

>

> 1为强还原环境
[ 11]
。 L剖面泥岩氧化还原性指标

Fe
2+

/Fe
3+
在 1. 14~ 2. 02之间。 ( Zn+ N i) /Ga比值

变化范围为 4. 23~ 7. 45。Ga在表生条件下的亲氧性

使它与 N i和 Zn产生明显分异。以上参数比值特征

反映了还原环境特点 (表 3)。

表 2 太平林场组样品微量元素分析数据

Tab le 2 The analysis ofm icroelem ent in

Taip inglinchang Form ation

样品号 S J-17 SJ-19 SJ-21 SJ-25 SJ-27 S J-29 S J-32 S J-33

元

素

含

量

/10- 6

Sr 91 104 108 110 113 124 133 137

Ga 21 20 20 21 24 21 21 21

Zn 85 87 80 76 161 82 73 75

Ba 448 460 471 478 450 459 457 444

N i 17 22 16 16 18 16 16 19

B 37. 9 41. 5 41. 4 38. 8 46. 6 40. 2 37. 7 36. 3

表 3 太平林场组样品常量元素分析数据

Tab le 3 The analysis ofm acroelem ent in

Taip inglinchang Form ation

样品号 S J-17 SJ-19 SJ-21 SJ-25 SJ-27 S J-29 S J-32 S J-33

元

素

含

量

/10- 6

M gO 1. 11 1. 2 1. 2 1. 16 1. 3 1. 16 1. 12 1. 1

A l2O 3 17. 48 17. 13 17. 99 17. 13 18. 85 17. 24 16. 78 16. 28

S iO2 66. 47 64. 97 65. 2 64. 7 60. 28 60. 81 66. 27 65. 06

K 2O 2. 86 2. 9 2. 84 2. 91 3. 01 2. 84 2. 92 2. 9

CaO 0. 84 0. 9 0. 97 0. 9 1. 07 1. 79 0. 89 0. 91

FeO 1. 85 2. 75 1. 99 2. 75 4. 08 3. 97 2. 41 2. 4

Fe2O3 1. 3 2. 31 1. 93 1. 96 2. 22 2. 19 1. 53 1. 59

2. 2 同位素反映的混合度特征
  古老沉积物中 S、C、O等稳定同位素特征可反映

一定的古环境信息。常用海水来源和淡水来源同位素

比值特点来反映海水与淡水混合情况。硫同位素海水

来源与淡水来源的重量比 (混合度 )公式为: W (海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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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淡 ) = [DS(样 ) - DS(海 ) /3] / [DS(海 ) - DS(样 ) ] ,其中, 晚白

垩世海水的同位素组成为 ( D
34
S= + 11j ~ 19j )

[ 9]
。

硫同位素的海水来源与淡水来源的比例约为 0~ 0. 5

(表 4)。而松辽盆地嫩江组海水与淡水来源的比例为

0~ 15。对比反映 L剖面太平临场组烃源岩沉积时高

盐度水体混入量极低。

表 4 硫同位素分析数据

Table 4 The ana lysis of su lphur isotope

原样号 样品名称 D14 SV- CDT /j

S J-49 全岩 - 0. 9

S J-51 全岩 3. 6

  对 L剖面太平林场组碳酸盐结核的碳、氧同位

素分析表明, D
13
C数值为 - 0. 7j , D

18
O为 - 21. 1j ,

根据碳、氧同位素碳酸盐岩成因判断标准: 混合度 Z

< 120时为纯淡水成因的碳酸盐岩, Z > 120时为海

相或与海水有关的碳酸盐岩
[ 9]
。通过混合度 Z计算

公式 Z= 2. 048 @ ( D
13
C+ 50) + 0. 498 @ ( D

18
O + 50 )

计算得出 Z为 115. 35,反映 L剖面碳酸盐结核为淡

水成因。H剖面碳酸盐的 C、O同位素分析得出混合

度指标 Z为 112~ 137(表 5), 为混合成因。松辽盆

地典型的海侵层段嫩江组一段和二段, D
13
C数值为

- 1. 83j ~ 3. 97j , D
18
O为 - 13. 95j ~ - 0. 06j , 混

合度 Z值为 119~ 135。太平林场 H剖面即该层底部

与嫩江组底部都具有较高的海水淡水混合度。这与

嫩江组沉积早期存在的大规模的海侵事件是相吻合

的。

表 5 碳、氧同位素分析数据

Tab le 5 The resu lt of C and O isotopes

样品号 剖面 样品名称 13CV- PDB /j
18OV - PDB /j Z

KQ20062416 H剖面 全岩 7. 5 - 11 137

KQ20062417 H剖面 全岩 3. 6 - 12. 6 128

KQ20062418 H剖面 全岩 - 1. 8 - 21. 6 113

KQ20062419 L剖面 全岩 - 0. 7 - 21. 1 115

2. 3 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

  两剖面反映沉积环境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存

在差别, L剖面 Pr/Ph在 1~ 2之间, H剖面多表现为

Pr/Ph< 1。考虑两剖面的相对位置关系,认为太平林

场组初始沉积时期水体还原性强。H剖面伽马蜡烷

含量及孕甾烷系列含量高,表现为 G /C30H及孕 + 升

孕甾烷 /C27甾烷高于 L剖面, 反映了较高的水体盐度

及化学分层情况。两剖面三环 +四环萜烷 /C30H差

别不大, 反映太平林场组沉积混合生源情况。但从重

排甾烷分布来看, H剖面 C27重排 / C27甾烷为 0. 09~

0. 29,平均值 0. 21;而 L剖面稍高 C27重排 / C27甾烷

为 0. 27~ 0. 44,平均值 0. 36,说明 L剖面陆源物质输

入更加丰富 (表 6,图 4)。

表 6 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特征

Tab le 6 The feature of b iom arker param eters

剖面 编号
三环 +四环

萜烷 /C30

HG / C30H
孕 +升孕

/C27甾烷

C27重排

/C27甾烷
Pr /Ph

L剖面 S J-42 极低 极低 0. 04 极低 1. 83

S J-44 0. 7 极低 0. 15 0. 33 1. 73

S J-46 0. 39 0. 12 0. 13 0. 44 2

S J-49 0. 38 0. 1 0. 13 0. 39 1. 53

S J-51 0. 38 0. 1 0. 13 0. 36 1. 79

S J-53 0. 23 0. 11 0. 09 0. 27 1. 64

H剖面 JY-06-18 0. 05 0. 24 0. 89

JY-06-19 0. 05 0. 39 0. 03 0. 09 0. 89

JY-06-21 0. 2 0. 14 0. 08 0. 31 0. 78

JY-06-22 0. 06 0. 11 0. 06 0. 21 0. 68

JY-06-25 0. 38 0. 55 0. 07 0. 22 0. 78

JY-06-28 0. 28 0. 19 0. 28 0. 15 0. 97

JY-06-30 1. 23 0. 23 0. 11 3. 57

JY-06-32 0. 35 0. 13 0. 24 0. 28 1. 25

S J-54 0. 24 0. 07 0. 11 0. 29 1. 55

3 讨论

  孙吴 ) 嘉荫盆地太平林场组烃源岩常量元素、微
量元素、同位素及生物标志化合物分析表明: L剖面

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期为淡水环境; H 剖面沉积期,即

太平林场组初始沉积期具有咸水沉积环境特征,并且

表现为更强的还原环境及水体化学分层特点,这与嫩

江组早期水体咸化特点一致。两剖面水体盐度特征

反映太平林场组沉积存在纵向上沉积环境的演变,由

初期咸化沉积环境转变为后期的淡水沉积环境。本

次测试样品及搜集的井下样品的 Pr/Ph反映 Pr/Ph

< 1的样品接近样品总数的 70% , Pr /Ph< 0. 5的样

品达到 40%以上, 大部分样品呈现出强烈的植烷优

势 (图 5)。研究表明, Pr /Ph除反映氧化还原环境

外,强烈的植烷优势也指示了水体的高盐度特点。由

此看来, 除 H剖面外,水体咸化特点在太平林场组是

确实存在的。

653 第 4期             樊  馥等:孙吴 ) 嘉荫盆地太平林场组烃源岩海侵特征研究



图 4 太平林场组下段底部与下段上部沉积环境对比图

F ig. 4 The compar ison be tw een bottom and top o f low section in Ta ip ing linchang Form a tion

图 5 太平林场组 P r/Ph分布情况

F ig. 5 The distribution of P r/Ph in

Ta ip ing linchang Form ation

  李罡对黑龙江边发育的太平林场组与永安村组

界限剖面进行了生物地层学研究,发现了与嫩江组一

段青岗链叶肢介同物异名的俞氏链叶肢介
[ 13]
。万传

彪发现太平林场组建组剖面第六小层所产的巴尔姆

孢与松辽南部和北部相类似,并且孢粉、介形类和叶

肢介化石可与松辽盆地嫩江组对比
[ 1]
。在岩性组合

上,太平林场组和嫩江组岩石粒度变化显示水体变浅

趋势, 两层位底部也均有油页岩发育。在沉积相发育

情况上,太平林场组在该盆地内主要表现为半深湖 )

深湖相特征,与嫩江组特点一致, 并且在两层位底部

都具有高盐度水体沉积的特点。上述研究说明太平

林场组和嫩江组具有很好的对比性。

  前人对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期古气候的研究,可以

为海水入侵导致水体咸化提供有利的支持。赵海滨

等人对晚白垩世地层的孢粉化石组合及沉积物特征

研究表明:孙吴 ) 嘉荫盆地在该时期总体处于亚热带

的气候环境。万传彪在太平林场组发现了不具赤道

类型的 Balmerisp orites属, 反映了该区晚白垩世温暖

潮湿的古气候环境
[ 14]
。以上古气候特点说明: 太平

林场沉积初期,咸化水体并非干旱气候和高蒸发量所

致,而最有可能是与嫩江组一同遭受了高盐度海水的

侵入。

  嫩江组早期的海侵事件,促使嫩江组成为松辽盆

地有机质含量丰富的最重要生烃层位。孙吴 ) 嘉荫

盆地与松辽盆地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邻接。在嫩江组

一、二段沉积时期,呈南北方向展布的深湖相具有向

孙吴 ) 嘉荫盆地延伸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与孙吴 ) 嘉

荫盆地邻接的松辽盆地东北角并无边缘相出现
[ 15]

(图 6)。已有研究表明,松辽盆地嫩江组沉积期地形

趋于夷平,表现为坡缓,水深均匀,水体较浅的片泛湖

环境,水域面积广阔,超出现今盆地范围
[ 16]
。综合本

文太平林场组的地球化学分析, 以及前人的古生物和

沉积组合方面的证据,认为在早白垩世, 孙吴 ) 嘉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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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松辽盆地北部嫩江组一、二段沉积相图

(据王东坡, 1994,略作修改 )

F ig. 6 The sed imentary fac i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 embers

o fN en jiang Form ation in the no rth of Song liao Basin

( a fterW ang Dongpo, 1994)

盆地与现今松辽盆地水体相连,是松辽古湖盆的一部

分,且二者共同遭受了海侵, 从而形成了有机质丰富

的太平林场组和嫩江组优质烃源岩。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孙吴 ) 嘉荫盆地箩北剖面和黑龙江

剖面的太平林场组烃源岩进行地球化学分析, 得出太

平林场底部为咸水环境沉积,与早白垩世海侵事件一

致,向上具有水体盐度及还原性降低趋势。结合前人

对古气候及古生物研究成果综合讨论,认为孙吴 ) 嘉
荫盆地在太平林场组沉积初期与松辽盆地嫩江组一

起遭受海侵影响,两盆地在当时水体连通, 为统一松

辽古湖盆。太平林场组烃源岩沉积保存环境有利于

有机质的富集、保存及转化成烃, 可为该区油气生成

提供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万传彪, 刘本培, 乔秀云, 等. 嘉荫盆地太平林场组巴尔姆孢的发

现及意义 [ J] . 地质学报, 2004, 78 ( 1) : 1-6 [W an C huanb iao, L iu

Benpe,i Q iao X iuyun, et a l. The d iscovery of Ba lm eisporites and its

s ign if icance of Taip ingl inchang Form ation in J iay in Basin, H eilong jiang

[ J] . Acta Geologica S in ica, 2004, 78 ( 1) : 1-6 ]

2 郑玉龙, 刘文龙, 乔秀云. 黑龙江孙吴 ) 嘉荫盆地白垩纪孢粉组

合及地层划分对比 [ J ] . 地层学杂志, 2005, 29 ( 4 ) : 342-346

[ Zheng Yulong, LiuW en long, Q iao X iuyun. C retaceous sporo-pollen

assem b lages in Sunwu-Jiayin Bas in and their st ratigraph ic sign if icance

[ J] . Journal of Strat igraphy, 2005, 29 ( 4 ): 342-346 ]

3 乔秀云, 孙跃武, 万传彪, 等.孙吴 ) 嘉荫盆地嘉 D1井孢粉地层

学研究 [ J] . 世界地质, 2005, 24 ( 1 ) : 11-17 [ Q iao X iuyun, Sun

Yuew u, W anC huanb iao, et al. Palynological stratigraphy of JiaD 1w ell

in Sunw u-J iay in Basin[ J] . G lobalG eology, 2005, 24( 1) : 11-17]

4 樊馥, 高福红, 刘立, 等. 孙吴-嘉荫盆地上白垩统太平林场组烃

源岩特征及评价 [ J].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 2007, 37 ( 5 ) :

919-942 [ Fan Fu, Gao Fuhong, L iu L ,i et al. Characters and evalua-

t ion of source rocks of th e late Cretaceou s in the Sunw u-J inyin B as in in

Ch ina[ J] . Journal of Jil inU nivers ity: E arth Science Ed ition, 2007, 37

( 5 ): 919-942]

5 李罡, 陈丕基, 万晓樵. 嫩江阶底界层型剖面研究 [ J] . 地层学杂

志, 2004, 28 ( 4 ): 297-299 [ L i Gang, Chen Pi j,i W an X iaoqiao.

Stratotype of the basal b oundary of th e N en jiang ian stage, Cretaceous

[ J] . Journal of Strat igraphy, 2004, 28( 4) : 297-299]

6 王璞珺, Schne iderW erner, M atern frank, 等. 陆相盆地中的海侵层

序特征: 中欧盆地三叠系与松辽盆地白垩系对比研究 [ J] . 矿物岩

石, 2002, 22 ( 2) : 47-53 [Wang Pu jun, S chneiderWerner, M atern

F rank, e t al. The characters of transgressive sequence of terrigenous

basin: correlat ion betw een the Triassic in cen tral E uropean b as in and

the C retaceou s in Songliao Basin of C h ina[ J] . Journal ofM in era l Pe-

tro logy, 2002, 22( 2 ): 47-53]

7 傅强, 李益, 张国栋, 等. 苏北盆地晚白垩世 ) 古新世海侵湖泊的

证据及其地质意义 [ J] . 沉积学报, 2007, 25 ( 3) : 380-385 [ Fu

Q iang, L iY ,i Zhang Guodong, et a l. Evid ence of transgress ion lake of

SubeiB as in during Late Cretaceous and Paleocen e epoch and its geo-

log ical s ign ificance[ J] . Acta Sedm entologica S in ica, 2007, 25 ( 3 ) :

380-385]

8 袁文芳, 陈世悦, 曾昌民. 济阳坳陷古近系沙河街组海侵问题研

究 [ J] . 石油学报, 2006, 27 ( 4 ) : 40-49 [ Yu an W enfang, Chen

Sh iyue, Zeng Ch angm in. S tudy on m arin e tran sgression of Paleogene

Shahejie Form at ion in J iyang D epression [ J ] . Acta Petro lei S inica,

2006, 27( 4) : 40-49]

9 王璞珺, 刘万洙. 事件沉积: 导论、实例、应用 [M ] . 长春: 吉林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01: 51-71 [ Wang Pu jun, Liu W angzhu. Depos-i

t iona l Events: In troduction, Exam p le and A pp lication [M ] . Chang-

chun: Jil in S cien 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1: 51-71]

10 叶爱娟, 朱扬明. 柴达木盆地第三系咸水湖相生油岩古沉积环境

地球化学特征 [ J] . 海洋与湖沼, 2006, 37 ( 5 ) : 472-480 [ Ye A -i

ju an, Zhu Yangm ing. Geochem ical and sed im en tary features ofTertia-

ry sal ine lacustrin e source rocks in Qa idm bas in[ J] . Oceanologia et

L imno log ia S in ica, 2006, 37 ( 5) : 472-480 ]

11 邓宏文, 钱凯. 沉积地球化学与环境分析 [M ]. 兰州: 甘肃科学

技术出版社, 1993: 18-31 [ D eng H ongw en, Q ian K a.i Analysis of

Env ironm en t and Sed im en tG eoch em istry[M ]. Lan zhou: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P ress in Gansu Provin ce, 1993: 18-31 ]

12 孙镇城, 杨  藩, 张枝焕, 等. 中国新生代咸化湖泊沉积环境与

油气生成 [ M ] .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7: 125-142 [ Sun

Zhen-cheng, Y ang Fan, Zhang Zh-i huan, et a l. Sedim en tary Env-i

ronm en t and O ilG eneration of Salty L ake in M esozoic and Cenozoic,

655 第 4期             樊  馥等:孙吴 ) 嘉荫盆地太平林场组烃源岩海侵特征研究



Ch in a[M ] . Bei jing: Petro leum Industry Press, 1997: 125-142]

13 李罡. 黑龙江省嘉荫地区晚白垩世太平林场组的俞氏链叶肢介

[ J] . 古生物学报, 2005, 44( 2 ): 322-324 [ LiGang. H allysestheria

yu i from th e Nen jiang ian T aip inglin chang Form ation ofH eilong jiang

province, Ch in a[ J] . Acta Palaeon tolog ica S inica, 2005, 44 ( 2 ) :

322-324.

14 赵海滨, 尹志刚, 汪岩,等. 黑龙江北部嘉荫盆地中南部原划新

近系时代的重新厘定 [ J] . 地质通报, 2006, 25 ( 4 ) : 460-464

[ Zhao H aib in, Y in Zh igang, Wang Y an, et a l. Redefin ition of the o-

rig inalN eogene strata in the sou th-cen tral J iay in b as in, north ernH e-i

longj iang, Ch ina[ J] . Geological Bul letin of C h ina, 2006, 25 ( 4) :

460-464 ]

15 王东坡, 刘昭君. 松辽裂谷盆地演化和海平面升降 [M ]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4: 15-50 [W ang Dongpo, L iu Zhaojun. Evolut ion

ofSongliao R if tBas in and Change ofS ea Level[M ] . B eijing: Geo log-

ical Pub lish ing H ou se, 1994: 15-50]

16 黄清华, 梁万林, 叶得泉. 松辽盆地白垩纪微体生物群分布特征

与富烃源岩岩层的形成 [ J ]. 古生物学报, 2007, 46 ( 3 ): 380-

386[ Hu ang Q inghua, L iangW an lin, Y e Dequan, et a l. The charac-

terist ics of C retaceous m icrob iotas and form at ion of hyd rocarbon-rich

source rocks in S ongliao B as in [ J ] . Acta Palaeontologica S inica,

2007, 46 ( 3) : 380-386 ]

Geochem ical Characters of Source Rock from Taipinglinchang

Formation in Sunwu-Jiayin Basin

FA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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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a te Key Laboratory ofM arine G eology, Schoo l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 Tongji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2. School o f Earth Science, Jil in Un iversity, Changchun 130061)

Abstract A s the important source rock layers in Sunwu-Jiay in basin, Taiping linchang Fo rmation can be compared

w ith Nen jiang Format ion w ell tha t suffered the transg ression. The analysis o fm ajor e lem en,t m icroe lement and iso tope

indica te that the characters of h igh salin ity and strong reduction at the bottom o fTa ip ing linchang Fo rmation are in con-

sistencew ith the characters of Nen jiang Formation. There is the upw ards-decreasing trend in sa lin ity and reduction.

In addit ion to the pa laeoc limate and palaeob iology, it is be lieved that Sunwu-Jiayin basin w as the part of big Songliao

basin in the early Cretaceous. Ta ip ing linchang Format ion andN enjiang Form ation deposited in the same lake and su-f

fered the transgression. The sed imentary circumstance o fTaiping linchang Formation is idea l for the organ ic matter ac-

cumulation and transferring to hydrocarbon in the source rock, w hich prov id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 f o il and gas

generat ion.

Key words Sunwu-Jiay in Basin, Ta ip ing linchang Formation, source rock, trans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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