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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二叠世岩相古地理

韩克献

( 因 :;I 石 油论理 局 川酉 北犷 区研 究 成 )

一
、

月lJ 舌

我国早二叠系沉积有海相和陆相
,

沉积面积 占全国总面积的 8 1踢
。

未接受沉积的古

陆和占岛仅 占19 %
,

其中海相沉积占8 0 %
,

平均厚度约 6 00 米 ; 陆相占20 %
,

平均 厚 度

约 3 0 0米
,

沉积岩总体积约 4 00 一4 50 万立方公里
。

海相地层中发育着大量的生物群
,

在碳酸盐岩为主 的地区生物含量 4 0 % 以上的地层

占4 1 %
,

最高的可达 8 4
.

8 %
,

基本上是含生物灰岩
。

生物种类繁多
.

有
:

珊瑚
、

腕足类
、

苔

鲜虫
、

有孔 虫
、

棘皮类
、

斧足类
、

头足类
、

三叶虫
、

介形类
、

海绵
、

鱼类以及大量的各种藻类
。

在陆相地法中含大量的植物
,

有各种羊齿
、

轮术
、

芦木等化石群
:

动植物的大量存

在
,

说明当时的气候湿润而温暖
,

不论陆地还是海洋都是一 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

由于这

种 良好的自然环境
,

所 以早二叠世是煤
、

油
、

气形成期
,

使它成为我国主要 能 源 层 之

一 华北地区的下石盒子组和山西组产煤
:

新疆准葛尔乌尔禾系产石油
; 四川盆地阳新

统是主力产气层
,

能源储集丰富
。

除已知的地区外
,

还有很多具有含煤
、

含油和天然气

前景的地区
。

因此研究早二叠世的岩相古地理
,

对了解油 气生成
、

富集规律有助于能源

勘探工作
。

研究早二叠系的岩相古地理时遇到的问题首先是 资料问题
。

我国早二叠系的研究深

度地区性差异很大
,

地层剖面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不 同精度
,

所 以在资料应用时采取 了下

述原则
:

( 1 )对于一些缺乏确定时代依据或生物群落相互矛盾
,

确定时代有怀疑的资料都暂

时不用
。

( 2 )剖面精度较差或顶底界不清 的只作为大套岩相和厚度参考
。

( 3 )厚度可靠
,

岩性描述简单
,

有古生物资料的
,

一般利用厚度和古生物组合
,

岩

性只利用宏观组合
。

( 土 )对于岩性
、

厚度
、

古生物资料齐全者作为基础剖面
。

经过筛选后共应用了 2 13 条 ffJJ 面
,

其中包括创 口钻井音U面作为对比编制厚度图和岩相

古地理图的基础
。

关于研究方法
:

一

早二叠系碳酸盐岩沉积很广泛
,

在研究岩相古地理时只凭宏观资料

显然不够
,

因此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

找出不 同岩性特征与微相特征之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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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关系
,

以便在没有镜下资料的地区和剖面作岩相推断时的依据
。

经过对这两项资料 的对比初步明确了两者的关系是一致 的
,

例如
:

野外定名的浅灰

色块厚层状一生物灰岩
,

镜下多为亮晶有孔虫灰岩
,

亮晶红藻灰岩或亮晶绿藻缝科灰岩

等 ;
野外定名的含隧石 中一薄层状石灰岩

,

往往含完整 的腕足
、

珊瑚
、

苔鲜虫及蜓科化

石
,

在镜下多是泥晶生物灰岩
,

生物群中藻类较少
。

明确以上关系之后再结合剖面中有

指相意义的岩层
,

如
:

鲡 状灰岩
、

白云岩
、

硅质岩
、

锰矿层
、

角砾状灰岩
、

页岩
、

煤层
、

}}} 摹摹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色
、

深灰灰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岩灰白白 深灰一灰灰 灰色一浅浅 深灰一灰黑黑 浅灰
、

灰及及 浅灰一灰色色色 色浅灰色及及颜颜 色色 灰绿色及及及及 色色 灰色色 色及墨绿色色 深灰 色色色色 红色色

策策策伙巴巴巴 —系 红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页页页页页岩黑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生生物组合合 珊瑚
、

腕腕 腕足
、

珊珊 植物 为羊羊 珊瑚
、

腕腕 挺
、

腕足
、、

珊瑚
、

挺和和 红
、

绿
、

蓝蓝 红藻
、

棘皮皮 珊瑚
、

腕足
、、

红
、

蓝绿藻藻 浮游生物为为

足足足
、

挺科科 瑚和少量量 齿
、

芦木木木木木木木 珊瑚瑚 腕足
、

头足足 藻
、

艇 及腕腕 类
、

珊瑚瑚 艇
、

苔鲜虫
、、

艇
、

有孔虫虫 主
,

菊 石
、

鱼鱼挺挺挺挺
、

有植植 等等 足仪蜓寺寺寺寺 足类和珊瑚瑚瑚 有孔虫虫 及腕足等等 类及篷科
、、

物物物物残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珊瑚瑚

岩岩石结构构 薄层状成成 斜层理上上 斜层理及及 波状及水水 微斜 层理理 水平层理 薄薄 具波 状和水水 不具层理或或 波状水平层层 层理不 清生生 水平层理 及及

复复复理状状 粗下细反反 水平层理理 平层理理 波状层理理 层一厚层状状 平 层 理
、、

微斜层理理 理生屑含量量 屑含量 80 拓拓 薄层状含隧隧

旋旋旋旋回回回回回回 厚一块 状状状 5 0一7 0书书 多亮晶晶 石石

玄玄武岩
、、、

铝土矿
、、、

一一一一一一 含锰或夹锰锰
辉辉绿岩岩岩 煤煤煤 }枕状和杏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结核及透镜镜一一一一一一状喷发岩

、、、、

产硅质薄层层层 沐沐

辉辉辉辉辉辉绿岩等等等等等等等

图 1 早二 . 系岩相模式图

F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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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层
、

铝土矿层等
,

综合这些资料来判断剖面的岩相特点
,

再结合厚度
、

喷发岩及古

陆资料进行岩相古地理分区
。

在岩相分区方面本文采取
:

一级岩相区是用地理环境命名法
; 二级岩相区是地理环

境加沉积类型 命名 ; 三级岩相直接用沉积类别命名
。

这种命名的 目的是想表现古地理对

岩相 即沉积类型的控制作用
,

以 (图 1 ) 所划岩相带见岩相古地理图 ( 图 3 )
。

二
、

古大地构造与古地理概貌

早二叠世的大地 沟造和古地理状况是比较复杂的 图 2 中可 以见到当时的陆地除了

中国古陆的范围较大外
,

其他陆地范围较小
,

且分布星散
,

表明当时海域广阔
,

属海侵

高润期 U
、 ‘片大地构造角度看

,

它却具一种特殊景观 ( 图 3 )
,

即当时发育着两条巨大

的从发岩大裂 谷
:

一为
“

三江
‘ ’

一喀喇昆仑大裂谷 ; 二为南天山
一兴安岭大裂谷

。

其 中沉

积岩厚度巨大 ( 3。。0米一 6 0 0 0米 ) 有 的地区达万米
,

具有深海沉积特征
。

而广大浅海区

厚度在 20 0一 10 0 0米 间
,

碳酸盐岩沉积区厚 2 00 一 50 0米 间
。

这不仅反映了两条喷发 岩 活

动带 ( 地槽 ) 与相对稳定地区 (地 台 ) 在大地构造方面的差异
,

而且也奠定了古地理方

面深海
、

浅海及古陆分布的基础
。

为阐明这个问题
,

将两条喷发岩带的情 况简述之
:

1
.

红河 一 “

三江 ” 一唐古拉一喀晰昆仑大裂谷 ( 简称 “三江
” 一喀喇 昆仑大裂谷 )

:

在

找国境 内东南起于滇
、

桂南部的红河与哀牢山
,

西至帕米尔高原
,

宽20 0一3 00 公里
,

长

为 32 0 0 公里
.

两端延伸出国境
,

估计向东南至越南
,

西端可能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二

叠系喷发岩带相连
,

再西可能与希腊
、

地中海及阿尔卑斯山的二叠系喷发岩带
,

这个大

深海裂谷可能是古特提斯海的前身
,

在我国境内可分为三个岩相带
。

( 1 )东段
:

基性喷发岩相带

起
一

J
几

广西那坡
,

向西至下关转为南北向伸展到金沙江
、

澜沧江
、

怒江 ( 即
一

锐工 ) 谷

地
,

再转向西北至青海省玉树一带
。

本段发育巨厚的玄武岩
,

并伴生大量深 海 相 沉 积

物
。

如云南富宁一带
,

下二叠系厚80 0米
,

中部40 0米为玄武岩夹黑灰色页岩
、

硅质岩和

矢岩
,

上下部是灰黑色页岩
、

硅质页岩
、

硅质岩和越石灰岩
,

产早二叠系化石
:

N eo
: 。

/:二 。 g 。 : i。。 C o la o ia e O z a 二 a (柯兰尼氏新希瓦格雄 ) ; 金平
、

建水一带厚 6 0 0一 17 3 0

米
.

为玄武岩夫灰岩透镜体
.

产尸 : e :‘“0 1 1 0 1了。a s p
.

( 假桶缝 )
、

犷e r 乙e e k‘。 a s p
·

( 韦

氏最 )
,

1 1 1 : e l / : 。 C I。 ,、d i 。 : ( D 。户r a z ) ( 喀劳得氏米斯缝 ) ; 牛甸和四川木里
、

理

塘一带为巨厚的玄武岩夹硅质板岩和灰岩透镜体
。

全统厚达 5 8 0 0米
,

玄武岩厚 2 5 00米
;

灰岩中产
:
C 。 , : ‘。 1 1 1。 : p

.

(格子蜷 )
、

刃 e o s c h二 a g e r in a s p
.

(新希氏缝 )
、

犷e r b e e壳in a

S p
.

( 韦氏桑 ) 等早二叠系茅 口期化石 ;
在蒙自

、

文山一带玄武岩厚 1 7 0 0米
,

四川九龙

地 区还有大套橄榄岩产出
。

( 2 )中段
:

中一基性喷发岩相带

分布在玉树以西的曲玛莱
、

乌丽
、

唐古拉山 口等地
。

喷发岩以中性安山岩为主
,

玄

武岩较少
,

夹泥灰岩
,

上部夹黑色页岩
、

硅质灰岩及少许炭质页岩
,

亦具深海沉积特征
。

产早二叠系茅口组化石
,

有
:

厂 。 o : 。 /
‘: 、, 。刀e r i o a : p

.

(新希氏缝 )
,

丁
·

e r b e e几in a s ,〕
.

(韦

氏娘 )
. 卜

了
,‘, ,‘〔, l , i , 名。 5 1)

.

( 苏门答腊蜓 ) 等
。

中部为灰岩亦 少
、

少 j
“ ; 。 ,‘。[。f

。 : , : l‘, : a s p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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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 aj。 : “ z i n 。 : P
、

Y a 。夕。h i。n sa s p
.

等茅口组化石
。

下部碎屑岩
,

为紫红色泥质粉砂岩

夹灰岩透镜体
,

产早二叠栖霞组化石群
:

M ‘s e llin s a s p
.

S c h二 a 夕。 r in a s p
.

中下部为

浅海相沉积
。

二叠系下统共厚达 4 0 0 0一 6 0 0 0米
。

由此看
,

火山岩是在下二叠系 晚 期 喷

发
,

喷发岩厚 9 0 0一 4 5 0 0米
。

( 3 )西段
:

凝灰岩
、

扮岩相带

本段东部藏北资料不足
,

只了解二叠系有玄武岩和超基性岩分布
。

而在新疆境内喀

喇昆仑山口及公格尔山以东地区以火山碎屑岩为主有少量玄武岩及浅成份岩与深海硅质

灰岩组成
,

厚 15 0 。一2 0 0 0米
,

产早二叠系化石
:

从
·

。 /lu 少
,

八
, , 。 s p

.

( 希瓦格艇 )
。

2
.

南天山
一

兴安岭深海槽

西起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合奇一带
.

向东沿天山南坡延至 甘肃省柳园
,

再东至 中蒙边

界到海拉尔
,

(是否继续向北伸展情况不明 )
。

宽 50 一 3 00 公里
,

长约 2 4 0 0 公里
,

可分两

个岩相带
。

( 1 )西段
:

玄武岩
、

超基性岩相带

柳园以西是大套玄武 岩
、

橄榄玄武岩夹深海相黑色页宕和硅质灰岩
。

如
:

拜城以北

切勒克河地区早二叠系厚 3 7 1 0米
,

为玄武岩夹安山份岩和橄榄玄武岩
、

辉绿份岩
,

沉积

岩为钙质砂岩及页岩
,

火山岩厚达 1 6 0。米
,

在阿合奇以北产二叠系化石
:
尸ol 夕之才i 。* 。d -

i , : a e
j S h、。 : a r a i D ,、IZb a r a h d s 人in le r (复通道缝 )

、

尸a r a
f

,、; ,才1 5、 。 : p
.

(拟希氏

缝 )
、

刀 in oj aP cl 之ha s p
.

( 美农缝 ) 等
。

在红柳园早二叠系厚达 6 9 0。米以上
,

玄武岩厚

3 7 0 0米
,

具枕状构造
。

在这套火山岩中夹碎屑岩和灰岩透镜体产
:

班
。 g 翻 。 。en o i ,

·

9 1 -

, 之。。 ( : e Z、。k e 肋 。 ,
,

夕 ) 和 T a b , , 1 1户。 ,
,

a s p
.

等 化石
。

( 2 )东段
:

中性安山岩夹玄武岩相带

以安山岩
、

凝灰岩为主夹少许玄武岩与沉积岩互层
。

沉积岩为海相碎屑岩夹灰岩透

镜休
,

灰岩中产二叠系蜷和珊瑚化石
。

沉积岩厚达 2 0 0 0一5 0 0 0米
,

个别地区上万米
。

从以上描述可以得出
:

这两条喷发带不汉具有海底喷发特征
,

而且在沉积物的岩性

上也反映出有深水沉积特点
,

因此认为是深海大裂谷和深海槽
。

由于这两条大裂谷的存在把我国分割成三块不同的占大地构造 区
,

即
:

西藏浅海陆

棚
、

准噶尔残海盆 地
、

中国 占陆及其边缘浅海
。

综 合称之为
“

三块两带
” 。

关于沉积岩类 的分布
,

除和区域构造有关外
,

古地理条件是主导因素
,

由图 3 中可

以看到在中国古陆北界和天山古 岛北界大致于北纬 4 2
。

线以南是以碳酸盐岩为主
,

北边以

碎屑岩类为主
。

这不单和陆源物多少有关
,

也说明北部 的古气候不及南部地区温暖
,

生

物也不及南部地区繁盛
,

因此生物化学和生物堆积地理条件较差
。

概括以上情况
,

早二叠世大地构造和古地理轮廓是
:

海域广阔
,

陆地范围较小且分

散
。

在广阔的海洋中有两条喷发岩带
,

是活动性的深海裂谷
。

两条活动带之间为稳定的

地块—
中国古陆

。

古陆南部为开阔的浅海碳酸盐岩台地
,

北侧则是较狭窄的浅海碎屑

岩斜坡
。

在南部开 阔的浅海中有一些古岛
,

在岛的边缘及周围形成 一些浅滩
,

从而控制

着沉积相区的分布
,

这就是古大地构造和古地理环境对沉积相的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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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岩相与古地理

上文对古大地构造和古地理轮廓做了简要论述
,

并对两条喷发岩带的岩相特征进行

了描述
。

现在主要 以沉积模式图 1 为基础
,

对岩相古地理图的各岩相古地理分区的沉积

特征
、

生物组合进行叙还
:

I
,

华南深海及半深海平原
:

其范围是东邻华夏古陆
,

南为粤桂古岛
,

北是江南古岛
,

西邻雪峰台地
。

这是一个

深海一半深海平静海域
,

有两个岩相带
。

I
:

湘中深海盆地页岩
、

硅质岩相带
:

该带以湘 中邵 阳
、

来阳
、

衡阳地区为中心
,

其沉积顺序为黑色页岩一硅质灰岩一硅

质岩
。

颜色深暗
,

硅质灰岩和硅质层中夹锰矿层或锰质结核及透镜体
; 页岩中含大量游

泳生物
,

其中以菊石为主
,

产
:
尸 : e “ d oh al

。 : i才e : ( 假海乐菊石 ) 属著称
,

次为鱼类
;

硅质灰岩中产珊瑚和蜷科化石
。

总厚 1 40 一 50 0米
,

其 中页岩单层厚可达35 一50 米
,

为平

静的深海盆地相沉积
,

是油气生成的有利环境
。

I
: ,

盆地边缘半深海
一浅海硅质灰岩夹生物灰岩

、

碎屑岩相带
:

分布在桂东的南宁
、

那坡
、

柳州
、

宜山以及闽西
、

浙西和粤东北广大地区
。

其沉积

序列是
:

硅质页岩一黑灰色健石灰岩一含腿石灰岩及生物灰岩一硅质岩 (有时相变为碎

屑岩 )
,

生物以底栖的珊瑚
、

腕足类为上
,

次为缝科
。

厚度变化 200 一 1 1 0 0米之间
。

主要

是一套潮下低能 的碳酸盐岩沉积
。

正
,

下扬子半深水海峡

西起于鄂西
,

东至苏南
,

北邻中国 占陆
,

南是江南古 岛沿长 i工下游呈一东西向的海

峡
。

沉积顺序是
:

含隧石的深灰色灰岩一硅质灰岩夹生物灰岩一硅质岩
。

以谁石多为特

点
,

生物以珊瑚
、

腕足类为主
,

次为缝科
。

珊瑚以群体最多
,

特别是H
a 夕as ak o i 。 s p

.

(早板珊瑚)和尸ol 少才he
。。 1 15 s p

.

(多壁珊瑚 ) 两属
,

且 自栖霞组至茅口 组都有分布 ( 图

1 )
。

由图中可 以看到珊瑚体完整
,

大部分保持原生长的部位具生活时的形态特点
,

说

明海水较平静
,

沉积厚 20 0一 3 00 米
。

属半深海潮下低能带的沉积环境
。

I 上扬子浅海台地

其范围即所称
“

扬子地 台
” ,

包括滇川黔及挂西
、

湘西及鄂西广大地域
,

是个巨大

的碳酸盐岩 台地
。

其海水浅
,

气候温暖生物十分繁盛
,

沉积物主要为生物堆积
,

该区发

育着碳酸盐岩的各种不 同的岩相带
,

特别是本区的边缘发育着浅滩
、

生态礁等高能带
。

可以划分五个不 同岩相带
:

1
1 、

川湘鄂黔浅海陆棚生物灰岩
、

撼石生物灰岩相带
:

沉积顺序一般为
:

灰色
、

浅灰色生物灰岩一浅灰色有孔虫灰岩 (图版 I
,

4 ) 一深

灰
、

黑灰色泥晶灰岩 ( 图版 I
,

1 )
、

页岩夹灰岩一生物烂石灰岩夹生物屑灰岩
。

生物多

数较完整
,

以底栖的腕足
、

珊瑚
、

苔鲜虫
、

海百合为多
,

次为雄科
、

有孔虫等
。

灰岩多

为泥晶生物灰岩
,

生物含量 帅一 7 0 9百
,

生物灰岩 占总厚度的 4 0
.

8 %
,

大部分属于潮下低

能带沉积
,

油气生成条件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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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川中生物碎屑浅滩
、

藻屑及生物屑灰岩相带
:

分布在南充
、

华整山
、

重庆
、

沪州
、

自贡地区
。

沉积顺序为
:

深灰色生物灰岩一灰

色生物碎屑石灰岩夹 白云岩透镜体一含泥质生物灰岩一亮晶藻屑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
。

生物含量高 ( 25 一75 % )
,

红藻屑 占50 一60 %
,

主要有翁格达藻
、

刺毛藻组成 ( 图版 I

5一 7 )
。

为浅水生物碎屑滩
,

属潮下和潮间高能带沉积
。

在栖霞组 中
、

上部往往有准同

生交 代 的 白 云岩
,

如自贡
、

龙女寺
、

隆昌并下皆有分布
,

此带有较好 的储集条件
,

厚

3 0 0米
。

l 。 ,

雪峰浅滩灰白色生物碎肩及生物灰岩相带
:

此相带为江南古 岛西南端伸展潜伏部分
。

是一套含隧石灰岩
一

浅灰色块状生物 碎 屑

和生物灰岩
一

灰白色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

厚度80 一 1 60 米
,

属潮下高能带沉积
。

l
; ,

南盘江生物
、

鱿粒滩及生物生态礁相带 可以分为边缘滩和生物生态 礁 两

个亚相
:

( 1 )生物礁群边缘生物碎屑灰岩及鲡粒灰岩滩亚相
:

沉积物以灰色
、

生物和生物碎屑灰岩为主夹鲡状灰岩
。

生物主要是兰绿藻
、

鱿科
、

珊瑚腕足类
,

含量一般为50 % ; 鲡状灰岩为灰
一

深灰色
,

鲡粒一般直径小于 o
.

sn
: m ,

以 假

鲡粒为主
。

该滩分布范围在云南师宗
、

文山
、

桂西保德
、

路 甲
、

凌云
、

幼平
、

贵州盘县

等地
。

厚 2 0 0一2 5 0米
。

( 2 )生物生态礁亚相
:

此相带是由一系列的点礁组成 的礁带
,

目前已经发 现23 个礁体
,

西南起于云南开远
,

向东北延展至黔西南的册亨一带
。

礁体主要由海绵
、

管状藻
、

红藻组成格架
,

附着藻缠

绕组成
。

生物含量 30 一75 %
,

由亮晶方解石胶结
,

礁呈巨 厚的块状体
,

厚80 米左右
,

最

厚 的册亨央坪赖子山礁体达 50 0米
。

具有良好的储油气条件
。

I
。 ,

川滇岛链边缘 白云岩
、

鱿粒
、

生物灰岩浅滩相带
:

此相带是阿坝古岛及康滇古岛链的边缘沉积区
,

是属潮间一潮下高能带沉积及潮坪淋

滤带
,

分成 三个亚相带
:

( 1 )阿坝古岛边缘角砾状 白云化灰岩亚相分布在松潘
、

茂汝
、

甘孜一带 沉积顺序

是灰黑色砂质泥岩夹灰岩
一角砾状黄灰色白云质灰岩

一
块状灰岩

一白云化灰岩
,

厚 8 一 1 28

米
。

含雏科化石
,

为潮坪及潮间沉积
。

角砾状白云质灰岩属浪破物及斜坡塌积
。

( 2 )康滇岛链及龙门山前生物碎屑滩及潮坪淋滤交代白云岩亚相
:

沉积顺序为含筵石泥晶生物灰岩一沙糖状 白色云岩一豹皮状 白云 化灰岩 (图版 I
,

8)

一含泥质生物碎屑灰岩一灰色生物碎屑灰岩
,

在云南开远和建水一带夹膏 盐 层
,

厚 20 0

一 4 00 米
。

本区浅水沉积特征明显
,

常见龟裂
、

细斜层理
、

蠕虫构造等
。

生物含量 很 高

(25 一 50 % )
,

其中藻类发育
,

除红藻外兰绿藻亦很多
,

并常见生长在浅水
,

盐度稍高
,

平

静条件下 的米齐藻 ( 图版 I
,

3 )
,

次为蜓科
、

珊瑚及腕足类等
。

藻类常形成亮晶红藻

灰岩
,

储集条件较好
,

白云岩是 良好的储油气层
。

( 3 )华坪鲡粒灰岩浅滩亚相
:

分布在四川渡口 市以西的华坪一带
。

由一套浅灰色假鲡状灰岩及块状灰岩组成
,

厚

12 3一 4 50 米
。

鲡 粒直径在 1 毫米以下
,

分布较为稀疏
,

含有藻和举科生物
,

属潮下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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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沉积物
。

该亚相也具有 良好储集条件
。

W
,

塔里木
、

柴达木古陆及其边缘浅海陆拥
:

本区分布范围辽阔
,

包括塔
、

柴古陆的四周浅海域
,

可以划分出四个岩相带
。

W
: ,

浅海陆拥含生物灰岩相带
:

该带东起秦岭中段
,

西至帕米尔西北缘
,

包括磺石山
、

昆仑山
,

以及塔里木盆地西北的

柯坪 山和东北的库鲁格塔克山等广大地区
。

沉积物是一套巨厚的含生物的灰色石灰岩夹

砂岩和黑色页岩层
。

生物主要为正常浅海群落
,

其中以腕足类的长身贝最发育
,

次为蜷科

及珊瑚和菊石
,

一般生物保存完好
,

特别是长身贝不仅体壳完好而且足刺亦保存完整
,

具有生态特征
。

值得提出的是在该带中生物有一定的分区性
,

以昆仑山区为例
,

在东部

生物种类多如
:

阿羌地区含稀 氏缝 ( S c h二。夕e r in a s p
.

)
、

拟纺锤蜷 ( P a r a
f
u s u l in a

sp
.

)
,

卫根珊瑚 ( 不V a a g e n o 力h夕Ilu o s p
.

)
、

多壁珊瑚 ( P o l夕 th o e a li s s p
.

)
、

犬齿珊

瑚 (C叻 i耐 a s p
.

)以及长身贝和菊石等
:

而其西的西 昆仑及其山前带和柯坪 山区很少见

珊瑚和摧科
,

却以腕足类的长身贝为主
。

沉积岩厚度 10 0 0一 20 0 0米
。

属开阔浅海低能带

沉积
,

西昆仑 山前具一定生油气条件
。

W
: ,

天映生物碎属灰岩及砂岩浅滩相带
:

位于青海省天峻
、

同仁县一带
。

是一套灰色生物及生物碎屑石灰岩夹砂岩组成
,

厚

度 1 0 0。米
。

生物主要以蜓科
、

腕足类为主
,

为潮下高能带沉积
。

万
3 ,

柴达木北 巴音河鲡粒灰岩浅滩相带
:

分布在吾农山巴音河一带
。

是一套浅灰色假鲡粒石灰岩
、

生物碎屑和生物灰岩夹少

量砂岩层
,

厚 10 0 0一 2 0 0 0米
。

灰岩中含大量雏科和腕足类化石
,

缝科有新希瓦格缝 (N -

e o s e人二 a 夕e r i o a : p
· 、

韦氏雏 (工
,

。 r be e寿了n a s p
.

)
、

新米斯艇 ( N e o o l. : e l lin a s p
.

)等
,

腕足有纹线长身 贝 ( 五i 、。Por
。山之。 Ilts s p

.

)
,

都属茅 口期 化石群
,

为早二叠系晚期沉

积
,

属潮间和潮下高能缅粒滩环境
。

W
‘ 、

柴
、

塔古陆上紫红色砂
、

泥岩陆相带
: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的巴楚隆起
、

和田一带及阿尔金 山地区
。

是紫红色砂质泥岩夹紫

灰色长石石英砂岩和薄层黑色页岩
,

靠近古陆边缘有大量砾岩沉积
。

砂岩 中发育河流型

斜层理
,

黑色页岩 中含植物化石和淡水瓣鳃类化石
、

介形虫化石
。

植物有齿羊齿
、

芦木

等
,

介形虫有车氏拟达尔文虫 ( D o r o i朋 lo d e : t : 。 her d y二
。: i ) 等

。

据 巴楚地 区 研

究结果
,

水流方向 自东南向西北
。

总观其生成环境是湿热条件下氧化环境
。

在巴楚地区

夹有陆相喷发玄武岩层
,

有的可达 2 00 米
,

证明古陆上有火山活动
。

V
, “三江”

一喀晰 昆仑大裂谷
。

见前述
,

从略
。

VI 南天山
一兴安岭深海格

。

见前述
,

从略
。

珊
,

西藏开阔浅海陆棚
。

西藏地区一般研究程度较低
,

完整剖面不多
,

根据近几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可以暂

时划分两个岩相带
。

飞
, ,

拉萨浅海陆棚石灰岩相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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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套厚 3 00 一 5 00 米的浅灰
、

灰白色
、

灰色石灰岩夹黑灰色灰岩层
。

含正常浅海生

物群
,

主要有珊瑚
、

蜓科和腕足类
。

化石 的主要种属与西南其他地区均可对比
,

如
:

相

当栖霞组 的化石有四川珊瑚 ( S ze ch
。。。Phy ll。。 sp

.

)
,

相 当茅口组的珊瑚有依朗珊瑚

( I r a o o p hy ll。。 s p
.

)
、

缝科有新希瓦格缝 ( N e o s c 人切 a g e 。in a S p
.

) 等
。

据此
,

在

该区早二叠系发育较为完整
,

是属浅海潮下低能带沉积
。

现 : ,

葺东北生物
、

生物碎属及鲡粒灰岩浅滩相带
:

分布在奇林湖
、

察隅
、

昌都 中咱
、

云南保山
、

永德等地
,

是处在
“

三江”一
喀喇昆仑

大裂谷西南邻的他念他翁和那曲岛弧周围
,

实际上是岛弧边缘浅滩
。

地层是灰色鲡粒灰

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豆状和竹叶状灰岩等
,

属潮下高能带沉积物
。

从岩性和沉积特征和

V 区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

但化石种属 皆可对比
:

相 当栖霞组 的化石有米斯缝 (M i : eI 卜

扭 a S p
.

)
、

四川珊瑚
、

亚 曾珊瑚等
,

相当茅 口组的化石有新希瓦格雏
、

韦伯克雏
、

苏门

答腊缝 ( S u 。 : a r r in a s p
.

)
,

厚度 3 0 0一 5 0 0米
。

租
,

准噶尔残海盆地

本区所以称残海盆地
,

是由于早期为海相
,

中期为陆相夹海相层
,

晚期全为陆相属

海退型沉积盆地
。

其南邻天山古岛弧
,

北是阿勒太古陆
,

按沉积物类型可划分三个岩相

带
。

顶
, 、

准噶尔残海黑灰色砂
、

泥岩夹灰岩盆地相带
:

分布在乌鲁木齐
、

将军庙
、

哈密以及玛纳斯湖一带
。

厚 1 3 0 0米 以上
。

岩性为黑灰色

粉砂质泥岩夹黑色页岩
、

砂岩
,

底部夹有灰岩和硅质层
。

灰岩中含海相腕足类化石等
,

砂质泥岩中含植物化石
,

有机炭含量丰富具有良好的油气生成 条件
。

租
: ,

天山古岛弧后安山岩碎屑岩相带
:

这是弧后中性喷发岩区
,

主要岩性为安 山岩夹凝灰岩和紫红色
、

灰紫色粗砂岩
、

砾

岩组成
,

厚度20 0一1 0 0 0米
,

有时夹少许石灰岩
。

属天山岛北缘火 山喷发和冲积沉积物
。

顶
3

阿勒太陆缘河流及洪积扇砾岩相带
:

分布在阿勒太古陆边缘的克拉玛依
,

夏子街
、

陆梁 以及克拉美丽等地
。

是灰色
、

灰

绿色砾岩夹薄层砂岩或泥岩层
,

厚50 0一1 0 0 0米间
。

为河流冲积扇和洪积扇叠加相沉积
。

获
,

巴丹吉林一松江浅海斜坡

本区北面与南天 山
一兴安岭深海槽相邻

,

南为中国古陆
,

是个 宽度不大的 斜 坡
,

也

是陆源物的堆积区
,

分两个岩相带
。

双
,

巴丹吉林半深海页岩
、

灰岩
、

砂岩相带
:

因靠近古海槽
,

水较深
,

沉积物以砂页岩为主夹石灰岩和凝灰质粉砂岩
,

厚 2 0 0 0米
。

除了正常浅海珊瑚
、

腕足类外
,

还有较多的游泳生物头足类化石
。

属半深海或较深的浅

海环境
。

获
2 ,

松江及中国古陆边缘海陆交替砂砾岩及泥岩相带
:

该相区靠近古陆
,

陆源物很充足是典型的碎屑岩堆积区
。

主要为灰绿色和紫红色砂

岩
,

砂质泥岩和砾岩 哄
,

夹薄
.

层灰岩
,

局部有生物灰岩岩隆存在
。

靠西部的二连浩特一

带有三角州相
,

具有砂质泥岩
一砂岩一砾岩反旋回特点

,

砂岩中斜层理发育
。

产海相化石

以腕足为主
,

同时含植物化石局部夹煤层
,

属海陆交替相
,

厚 45 0一 6 0 0 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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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中国古陆

这是早二叠世最大的一块陆地
,

其上北有古燕 山和古五台山
,

东有古泰山
,

南面有

古五当山等
,

而古陆的中部是平原
,

西部为砂砾滩
。

所 以除山脉外有两个岩相区
。

X
, ,

中部沼泽平原相带
:

分布范围大致是鄂尔多斯及华北平原
。

沉积物为炭质页岩
、

泥岩
、

煤层与砂砾岩组

成
,

含大量的羊齿植物群
,

是华北地区主要含煤层之一
,

沉积厚1 00 一 2 00 米
。

是平原河

流
、

沼泽及浅湖相沉积
。

X
: ,

甘肃西部河流冲积砂砾岩相带
:

沉积物为紫红色砂岩
、

砾岩夹 同色凝灰岩
,

砂岩斜层理发育
,

生物 稀 少
,

厚 3 00 一

一 7 00 米
。

为氧化环境的河流冲积相
。

四
、

岩相古地理与油气煤形成条件的关系

综合 以上对岩相古地理条件的描述
,

在十个大的古地理分区二十六个岩相带中认为

有四个成油气较有利的岩相带和一个成煤成气岩相带
。

按条件的优劣为序分别论述
:

( 1 )准噶尔残海盆地

沉积岩厚 1 0 0 0米
,

其中可生油气岩层厚约 4 00 米
。

生油化学指标好
,

有机物丰 度 高

( 。
.

58 一 0
.

了1 % )
,

氯仿沥青含量 0
.

31 一。
.

5 8 %
,

生油有利区范围约 3
.

2 万平方公里
.

以

此估计石油的远景很大约为60 亿吨
。

是我国早二叠系生油气最佳区
。

( 2 )J 11湘鄂黔浅海陆棚区

沉积岩厚 10 0米左右
,

可生油气岩 层不少于 3 00 米
,

但生油气地球化学指标 低
,

有机

物丰度低
,

以十条音J面为例平均有机炭含量为。
.

16 少
。 ,

氯仿抽提沥青为 0
.

0 0 2 3 %
,

成油

可能困难
,

但成气条件是具备的
,

因此是成气区
。

可能生气区范围约 30 万平方公里
,

初

步估算远景天然气储量约为10 万一 18 万亿米
3 。

( 3 )湘 中深海盆地

沉积厚 1沁一 10 0米
,

可以生油页岩灰岩厚 10 0 米左右
,

沽计生油范 围 2 万 平 方 公

里
。

但是 由于工作少
,

缺乏地化指标
,

只有很少资料
,

有机炭含量0
.

1 4一 0
.

5 御百
,

沥青

0
·

0 1 5 %
,

可能是生油气地区
。

( 4 )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地区

灰色灰岩夹薄层黑色页岩厚 5 00 一 7 00 米
,

可能生油层厚不小于 1 00 米
。

有机炭 含 量

页岩 0
.

2 %一 0
.

7 1%
,

灰岩一般低 于0
.

1 %
,

氯仿沥青含量0
.

03 一0
.

0 01 %
.

初步研究认为

页岩具一定成油条件
,

生油区约 4 万一 5 万平方公里
。

( 5 )中国古陆中部平原沼泽相区

是 良好 的成煤区
,

由沉积岩看亦可能成气
。

据岩相分析鄂尔多斯以及华北平原地下

均可能有煤和气的埋藏
,

其中豫鲁交界地带成煤成气条件可能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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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关干油气的储集条件

岩相古地理 图中与岩相描述中所划分的浅滩
、

生物礁等都是有利的集储相带
。

这里

针对勘探程度低的地区提出供参考
。

( i )四川的龙门山山前带
;

( 2 )云南的楚雄盆地
;

( 3 )南盘江流域
;

( 4 )准噶尔盆地西北玛纳斯湖一带
;

( 5 )塔里木盆的西南缘
。

以上五个地区可能早二叠系都有较好的储集条件
。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
,

加之涉及的区域广
,

问题 多
,

谬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

本文蒙

张荫本
、

冉隆握
、

宋文海诸 同志多方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 收稿 日期
: 1 9 8 2年 1 月 Z e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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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v e !1 a s b i o h o r m
: ; ; lz ile t o th e n 。 :

·

t h o f 1 0
0

X a : e t h e d o t r it a l r 。 。k 、
.

可
’

lz c a r e a

o f la n ol fa e i e s a e c o u n 比 fo r 2 0乡J
a n d it 1 5 e h l e f l于

一

d i s t r ib 、, t e d i n t h。 : : n e io n t la n d o f

C h in a 。

T h e s t u d 手
一

s h o w s t h a t t h e Pa le o t e e t o n i e a n d Pa le o g e o g r a p h ie e o n d it io n s a r e t h e

m a i n fa e t o r s to e o n t r o l Pe t r o g r a p h主e a l fa e i e s
.

T h e P a le o te e to n ie e o n d i t i o n o f th e

E a r ly Pe r m ia n 1 5 m o r e p a r t ie u la r
.

T h e r e e x is t t w o e ff u s i丫 e r o e k b e lt s in C h in a ,
1
.

e . “

Jin s h a Jia n g
,

入 u Jia n g a n d L a n e a n g Jia n g 一一 K e la 七u n lu n S h a n
“ a n d

”

S o u t h T i a n

S h a n

—
X i n g a n li n

ll
g r e a t r if t 一 v a lle y s o f a b手

一

s s a l e f f u s : v e r o e k s ,

i n w h i e h t h e s e d i-

m e n t s a r e b a s a lt
, 0 11丫 in e b a s a lt

, a n d o s it e a n d b a s a lt 一 a n d e s i t e o s s o e ia 亡。d 从 i: 12 a b手
一

s sa i

s e d im e n t s o f g r e J b la e k b in d
,
s ilie e o u s r o e k a n d d a r k g r e于

一

: ili e e o u s lilzl o s t o n o
.

T h e i :

t h i e k n e 、、 1 5 2 一 6 k , 、1 a n d s o m e e 、 e n s u r p a s s 2 0 k m
.

T h e ir d i s t r ib u t io n a p p o a r s a s

b e lt s
.

T h e f ir s t b e lt 1 5
“

Ji n s h a Jia n g
.

N u Jia n g a n d L a n e a n g Ji a n g

—
K o la 段u n lu n S h a : z ”

g r e a t r ift 一 、
一

a lle 丁
.

It s t a r : s f : o m t h e w e s t G u a n g 叉 1 i n t h e s o u t h e a s亡
, a n d Pa s s e s

w e s t二 a r d th r o u g h t h e 、
一

a lle手
一

5 o f
“

T h r e e Jia n 凭
I, ,

t h a t 1 5 Ji n s h a Jj
a n g

,

N u Ji a n g a n d

丁
J
o n e a n g Jia , 1 9 a n d fu r th e r w e s t 、、 a r d t h r o u g h T a n g g u la S h a n

,

I丈e la k u n lu n S h a n 二 p

t o t h e P a m i r P la t e a u .

It 1 5 2 0 0一 3 0 0 k m w id e a n d 3 2 0 0 k m lo n g
,

i t s t 从 0 o n d s ; t r e
-

t e h o u t o f C h i n a
.

T h e s e e o n d b e lt 1 5 th e a b 下s s a l t r o u g h o f
“

S o u th T ia n s h a n

一入i
n g a n li n

“ .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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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 d th r o -

u g h L iu 手
一

: l a n o f G a n s 。 ,

C h in a 一人Io n g g o lia b o r d e r u p t o H a ila r
.

I t 1 5 5 。一 3 n o k m 二 id 。

a n d 2 4 0 0 k n z lo n 只
.

T h。 : 。 t 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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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 m p s
:

人 i : a 八 9 c o n : : n e n t a l s o g m o n t o f o p o i :
·

i e 、e a ,

Z h u n g 。。 r r o i o s e o b a s i lz a : 〔I t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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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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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so a
.

() 、、
·

: 1钱 、。 z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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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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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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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a ; 1 0 户 n 。
扣(

、

; :
·

ic : 。 a ,

。 x e c F 之 t li c a n e i e n t la n d
.

T h e r e a r e a lt o g e t ll o r 6 p 壬r手
一

s l e a l g e o g r a p }1 ; 。 。 l 。 ; 。。 : i n e lu -

d 1 n g t卜。 a n e ie n t la n d a n d 2 5 p e t : o g r a p h ie a l fa e ie 、 b e lt : ; Z }i u n g 。 。 : B a 、i几 , 5 a n o t h e r

p h 手
一

、; 。a 二 g o o g r a p h i e a l a r o a 认
一

i t h 3 p o t r o g r a p ll : c a l f a e i e s b o lt : ; 人 z 。 : 1二 5 。: n 飞。 n t 15

a 1 5 0 a p h ) 5 1: a ! g e o g r a Plz ie a l a r o a 、、 i: l, t 、、 0 p o t l o g o a p h ie a l fa e io s b o l s
.

t !1 0 t w o

t : o : 1 g h a : 。 a lso t w o p h手
一

s i e a l g c o 叱r a p h于 a r o a s , s o t {l e r e a x
·

。 1 0 p h ,
一

、i o a l g e o 览: a P lz i e a l

a r e a s 、、 z t h 2 5 p e t r o g r a p h ic a l fo e ie 、 b o lt s in to t a l
.

T h e b : io f e o n d it io : o f 。。 e }, 弓e o -

g r a P h ie a l a r e a a n d P e t r o g r a p }z z o a l fo e io s b e lt 1 5 a s fo llo 从 s :

1
. ’

{
’

h o S o u t h C h in a a b玉
一

s m a l s o a a n d b o t h }
一

a l Pla i n

1
’

1: 。 I论 a r e t w o p o t r o g : a p h ie fa e i e s 王n t ll e p la i n
.

‘) n o 15 士h o b {。 e k s 傀: 。 1
、

a 几 〕 5 11-

1e e o u s : o e k f a e i e s o f t h e a b于
一

s m a l b a s i n in t h e e e n t r a l H u n a n a n d th e o t h o r 2 5 g r e手
-

5 1 11 e e o u 、 l￡m e s t o n e a n d b io e la 、t i e lim e s t o n e fa e ie s in th e b a t h手
一

s a l s e a fr 二zz g l n g t ll 。

b a s主n
.

T h e fo r m e r 1 5 a n 0 1 1 a n d 只a s 一 b e a r in g b a s in
.

2
.

L o 认 e r 、
一 a n g z i a b于

一

s m a l s o u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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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s o u n d lie s b e t w e e n th e o ld la 们 d o f C h i n a a n d th e o ld i s la n d s o f S o u t li e ,
·

n

、
尸

a n g : 1 J ia n g D e lt a
.

T h e m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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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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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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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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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S h a llo w w a t e : fa c ie s o f b io e la s t ic lim e s t o n e

e
.

B a }
一

i n g s h a llo w w a t e r fa e ie o o f o o li t是c 11皿 e s t o n e in n o r th e : n
Q

a id a m

5
.

T h e S lo p e o f t h e n o r t h e r n m a r g in o f t h e o ld la n d

T h is 1 5 a n a r r o w s lo p e s it u a t e d b e tw e e n t h e o ld la n d a n d a b 3
·

s m a l t r o u g h
。

It

三5 a n a e e u m u la t io n a r o a o f t e r r ig e n o u s d e p o s it s
,
w i t h 士从

一

0 fa e i e s b e lt 、
.

a
.

B a d a n
jili

n b a t h手
一

s a l fa e i e s o f s h i、 e r a n d s a n d s t o n e

b
.

L a n d a n d s e a a t t h e m a r g i n a l l: 11 d a lt e r n a t io n fa e j。、 o f s a n d s t o n e a n (1 o o n -

9 lo m e r a te

6
.

0 ! d la n d o f C h i n a

B e s id o s th e d e n u d a t io n a r e a o f p a le o m o , a n t a in r a n g e s ,

t h e r e a r o t 从
一

0 a r e a s o f

e o n t in e n t a l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e s
.

a
.

T h e s h a le
, e o a l a n d r i v e r s a n d s t o n e fa e ie s o f th e e e n t r a l m a r s h Pla i n

.

T h i s

1 5 th e e h i e f a r e a o f e o a l fo r m a t i o n
.

b
.

G r a 丫 e l f a e i e s o f th e w e s t a llu 丫 ia l p la i n

7
.

X iz h a n g e p e i r ie s e a s h e lf

T h i s 1 5 a s t a b le e p e i r ie s e a e a r b o n a t it e p la tf o r m w ith tw o f a e ie s b e lt s
.

a
.

X iz h a n g e p e i r ie s e a fa e i e s o f litn e s t o n e a n d o r g a n is m lim e s t o n e

b
.

X a e h )
·

a n d T a n a it a w e n g is la n d a r e s a n d t h e i r s u r r o u n d in g s h a llo w b a n k f a -

e i e s o f b io e la s t i e a n d o o lit ie lim e s to n e in n o r the a s t e r n X i z h a n g
.

8
.

Z h u n g e e r r e li e s e a b a s i n

T h e e a r l二
一

s t a g e 1 5 o f t his a r e a w a s o f s e a f a e i e s a n d th e la t e r s t a g e 1 5 o f e o n t -

1 n e n ta l s e d im o n t a t主o n b o e a u s e o f t h e r e g r e s s io n .

H e r e 1 5 a g o o d 0 1 1一 b e a r in g b a 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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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

it工1 t h r e e fa e ie s b e lt s
.

A n e le n t

F lu v ia l

T ia n S ll a n is la n d b a e k f a e ie s o f e la s t i e r o e k a n d

a n d a llu 、
一

ia l fa n fa e i e s o f p s e p h )
一

t e a t t h e m a r g i n

a n d e s i t e

0 f t h e 入 le t a i o ld:
a
�

b

la n d

Z h u n g e e r r e li e s e a b a , i n fa e i e s o f b la e k m u d s t o n e a n d s a n d s t o n e 。

H e r e 1 5

a 1 5 0 a m a i n o

小 b e a r 主n g b e 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