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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区石炭纪黄龙期沉积相

陈宗清

(四川石油地质勘探开发研究院 )

提要 扬子区石炭纪黄龙期海侵主要由南而北
,

晚时海水北来明显
。

早
、

中时扬子海实为一东西向

狭长形海湾
,

地形西高东低
,

低潮线约在皖南铜陵
、

巢县向 ; 海水除由下扬子湾可随潮而溯流人中扬子湾

外
,

并可由荆江潮 口随潮而进人中扬子湾
,

再西而人上扬 子湾
,

此即早
、

中时潮坪沉积分布特宽的原因
。

晚时江南古陆下沉
,

南北海水大浸
,

使海侵达到高潮
,

改早
、

中时局限海为正常浅海沉积
,

岩性单一
,

生

物繁茂
,

厚度较大
。

早
、

中时中
、

上扬子区潮间带准同生白云岩发育
,

易为后期淡水溶蚀而多孔
,

是有利

于油气储集的沉积相
。

主题词 泻湖 潮上蒸发坪 潮间坪 潮间淡化坪 潮口 准同生白云岩

作者简介 陈宗清 男 56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为研究川东石炭系黄龙组①的含气条件
,

笔者曾对川东石炭系黄龙组潮坪沉积进行过划

分对比与沉积相等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为进一步研究黄龙组的含油气性
,

已对扬子区黄龙组

进行了划 分与对比②旋即又对其沉积相进行了研究
。

经整体解剖后
,

发现前期对川东黄龙期

沉积相 的划分是正确的
,

唯早
、

中时所推断的潮汐通道在鄂西子母扩一带
,

其实更东
,

而在

湘鄂交界的荆江一带 ; 雷音铺时与福成寨时潮坪沉积向东延展甚远
,

遍及整个中
、

上扬子

区
,

其间潮间带准同生白云岩发育
,

为形成 良好的油气储集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一
、

雷音铺时沉积相 ( C 2l l l
)

淮南运动使扬子区大部分地区上升为陆
,

经长期剥蚀
,

除部分地区外
,

地形夷平
,

已近

准平原化
,

然而相对亦有高低
,

总的趋势是北高南低
,

西高东低
,

因此当晚石炭世海侵到达

时
,

扬子海实为一东西向狭长形海湾 (图 l )
。

北 为大 巴山一鄂北古陆和淮 阳古陆
,

西及西

南邻上扬子古陆
,

江南古陆低平呈东西向横恒于南
,

东南濒华夏古陆
。

上扬子古陆与江南古

陆在荆江一带为一缓鞍相接
。

这一海陆分布格局
,

与关士聪等 ( 19 8 4) 和王鸿祯等 ( 19 8 5) 所划显然有异
。

其一
,

笔

者认为晚石炭世时扬子区北侧大巴山一愕书北和淮阳古陆连为一体
、

从西到东由东西向转北东

向横峙于北是南
、

北海域的天然屏障
,

这与王等意见一致 ; 而关等则认为
,

华南海
“

北界限

于胶辽淮阳陆及秦岭岛
,

在鄂
、

豫
、

陕相接的浙川
、

郧县
、

桐柏山一带与华西海和北方海相

汇
。 ”

实际上
,

在该带之南的武当山
、

两郧南部
、

襄樊
、

以及随县等地区均无石炭系存在
,

南

①黄龙组以划属中石炭统
,

现据第十一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和地质大会工作委员会一致意见
,

将石炭系

统一划分为上下两统
,

把过去所称之中石炭统并人上石炭统
,

故本文后面改称黄龙组为上石炭统

②陈宗清
,

扬 子区石炭系黄龙组的划分与地比
。

将由 《地层杂志》 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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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分区
: 工潮 上带 1

.
濒绿泻湖 工2 万县泻湖 I

, 鄂西泻湖 工4 潮 上蒸发坪 且钾间带 尸 宁

汉泻湖 11 2 潮间坪 111 潮下带 m l 荆江潮 rl m Z 下扬 子陆棚 111
3 华夏陆缘碎屑坪 班 ; 混合 坪 川 5 卜扬 了

陆缘碎屑坪 班 6 华南陆棚

图 l 扬子区晚石炭世黄龙期雷音铺时沉和七 叫

F ig
.

1 S e d 一m e n ta r y acf ie s m a p o f L e iy n g P u a罗 o f H u a n g 一u n g s ta g e o f l a t e

C a r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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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盆地井 卜和桐柏山一带 也未见石炭系
,

而是 白噩系或第三系与元古界石英片岩 直接接触
。

从沉积相上看
,

关等所述的两郧
、

浙川一带石炭系实为槽盆相沉积
,

相 当于黄龙组的四峡

口组不仅厚达 20 0
es 一

~

3 00 m
,

且岩性为黑色炭质页岩夹隧石灰岩 (产 凡绍
u

nil
a g ir yt )i

、

石英砂

岩及石英砾岩等
,

含植物蜓
、

类
、

珊瑚及菊石等化石
,

这显然与扬子区黄龙组稳定的台地相

沉积迥然不同
,

尤其鄂北已是台地边缘
,

看来当时南
、

北海水并未相连
。

其二
,

关等据赣北

幕阜山
、

九岭山周围上石炭统减薄或缺失
,

推测晚石炭世该区
“

九岭岛
”

存在 ; 王等亦认为晚

石炭世在幕阜山
、

九岭山及其以西皆为陆地
,

是上扬子古陆向东的延伸部分
。

本文则据对 黄

龙组的细分
、

对比和沉积相展布
,

认为黄龙期早
、

中时
,

扬子海湾南侧东起苏
、

浙
、

皖接

壤
,

西止于洞庭湖
,

有一江南古陆呈东西 向横卧于南
,

使海湾水体闭塞
,

沉积了一套无碎屑

岩沉积的潮坪碳酸盐岩
,

说明当时古陆极为低平
,

已接近海平面 ; 晚时随着海侵的扩大
,

注

南古陆始整体下沉而不复存在
。

这点
,

可由古陆上缺失雷音铺段和福成寨段
,

而 于各地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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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可 见含 F us uli nael l和 F us uli n
a化石 的川东段纯灰岩直接超覆于不同老地层之上 (祥见川

东时沉积相 )得到证实
。

因此
,

黄龙组在江南古陆上的沉积本身就比其它地区薄
,

况其沉积

后又经昆明运动上升为陆遭到剥蚀
,

其后其上虽又沉积了船山组
,

但在早二叠世沉积前的云

南运动又使船山组遭到了严重剥蚀
,

致中
、

上扬子区大部分地区已无船山组残存
,

并使黄龙

组再次遭到剥蚀
。

因此
, “

九岭岛
”

地区上石炭统的减薄或缺失
,

可能是经过两次剥蚀的结

果
,

而不是沉积时即为陆地所致
。

雷音铺时海侵主要由南而北
,

次为由北而南
,

二者相汇于下扬子湾
.

南来太平洋海水经

华南海
,

主要由江南海峡进人下扬子湾
,

汇北来海水后
,

遇潮汐作用而再向西溯入中扬子

湾 ; 另一支海水
,

则只有在涨潮时才能由荆江潮 口漫人中扬子湾
,

但由于上扬子湾地势相对

较高
,

并有利川古半岛横峙于南即使高潮时海水一般也只能达黄陵一带
。

上扬子湾
,

只有当

特大风暴时海水才能到达
,

故沉积了普遍含有膏盐沉积的典型潮上带沉积
。

这一时期的代表

生物为 Ps ue do s t乓eff all
.

I 潮上带 : 主要分布于黄陵以西的上扬子区和各古陆的边缘
.

岩性以深灰一
-

灰黑色角砾

灰岩及石灰岩为主
,

夹白云岩
、

角砾白云岩及石膏岩
.

灰岩以泥
、

粉晶为主
,

常具去云化
,

含少量细分散黄铁矿
,

藻类较发育
。

具纹理
、

膏迹
、

砾中砾
、

盐模
、

叠层石
、

帐蓬
、

鸟眼
、

示底构造等环境特征
。

厚层石膏岩的存在
,

代表炙热而干旱的气候条件下
,

停滞水经强烈蒸

发作用的结果
.

去云化灰岩的存在
,

则意味着有硫酸盐离子参与
,

然而雷音铺段及相邻地层

均很少有黄铁矿和其它硫化物矿物
,

而有石膏岩夹层及膏迹存在
,

因此推测 当其未去云化前

可能为膏质白云岩
,

而于雷音铺段沉积后经淡水淋溶而引起广泛的去示化作用的结果
。

工1

濒缘泻湖 呈此北东向
,

主要位于华鉴 山东侧重庆
、

梁平
、

达县间
,

系西部近陆

缘低地海水退走后残积水形成的湖泊
.

以夹石膏岩
、

去云化灰岩发育
、

白云岩少
、

以及厚度

较大为特征
.

湖盆北宽南窄
,

北陡南缓
,

以北部雷 2 井 23
.

6m 最厚
,

夹石膏岩也多

( 13m ), 说明湖水是以其为中心而向北浓缩
,

然于其北不远的川 17 号则急剧变薄为 1
.

5 米

并未见石膏岩
,

表明泻湖北岸不但较陡峭
、

膏盐含量变化也大
。

I : 万县泻湖 呈北东东向紧濒利川古半岛西缘
。

湖盆东陡西缓
,

凹陷中心在万县一

带
,

厚逾 I Om
。

以具石膏岩和厚度较大为特征
.

岩性下部为石膏岩夹少量白云岩
、

上部为

去云化灰岩夹白云岩
,

石膏岩和膏迹有由湖盆中心 向边缘逐渐变少的趋势
。

1 3
那西泻湖 呈南北向嵌于上扬子古陆利川半岛与五峰半岛之 间

。

湖盆北陡南缓
,

中心在子母扩一带
,

厚逾 10拍
.

岩性为灰岩及角砾灰岩
,

以具去云化灰岩为特征
.

I 。
溯上燕发坪 除上述三泻湖以外的川东

、

鄂西地区和各古陆的边缘
,

包括潮上泥

坪
、

滨岸沼泽
、

萨勃哈等
,

目前尚无法细分
.

去云化灰岩较少
,

白云岩较多
,

厚度较薄较稳

定 (一般在 sm 以下 )
.

各古陆边缘一般均甚狭窄
,

仅江南古陆东北缘较为宽缓 ; 浙北长兴

煤山一带
,

明显地有一古岛存在
,

并一直延续至福成寨时末
。

含 矛、 ` u nli e all 和 F us ul ina 的

川东段石灰岩直覆于下石炭统高骊山组海陆交替相砂岩之上
。

n 湖间带 : 主要分布于黄陵至宁镇之间的中扬子地区
.

岩性为灰色块状白云岩和角砾白

云岩
,

粉晶结构
,

含生屑
。

无石膏岩
、

膏盐迹和去云化灰岩
,

厚度较大
。

n :
江汉泻湖 呈东西向位于沙市至黄石间

.

湖盆南陡北缓
,

中心在海 12 井至嘉鱼

龙泉山一带
.

以岩性为白云岩 (海 12 井底部夹少量石灰岩 ) 和厚度较大 ( 15一2 3m ) 为特

征
。

系潮退后残积水形成的泻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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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潮 间坪 主要分布在中扬子区及各古陆近边缘一带

。

以岩性为角砾白云岩或自云

岩
、

厚度较小 (一般在 15m以下 )为特征
。

111潮下带 分布于 下扬子湾
、

江南海峡和华南海
。

岩性各地相差较大
,

有石灰岩
、

灰

质白云岩及碎屑岩
,

石灰岩及灰质白云岩产珊瑚化石
。

111 ;
荆江潮口 位于洞庭湖西北沙市至常德间

。

沉积薄
,

已无残存
。

推其系 上扬 J几古

陆与江南古陆间的一缓鞍
,

随潮水的涨落而时有起伏
,

为华南海与中
、

仁扬子湾之间的潮汐

通道
。

涨潮时海水一般只经其而漫人中扬子湾
,

只有特大风暴来临 潮水始可达 仁扬 子湾
。

此即为什么黄龙期潮坪沉积特宽的原因
,

若无此潮 口相通
,

潮水要从下扬子湾直达 卜扬 子湾

是很难想象的 ; 同时
,

也是 中扬子区潮间带 (包括福成寨时 ) 无石膏岩
、

膏盐迹和去 云化灰

岩的重要原因一一冷肠近低潮线
。

111 :
下扬子陆棚 即下扬子湾地区

,

主要位于江苏
,

跨浙北和皖东
。

东
、

南
、

西皆有

古陆
,

呈海陆相间
,

而以陆为主 ; 现有资料表明
,

虽然南北可能皆有海水相连
,

但其能量可

能正好相互抵消
,

但海水较浅
,

各地咸淡不一
。

特征为既有含较多珊瑚化石的石灰岩 (南京

龙潭 )
,

又有白云岩 (句容顶宫 ) 和灰质白云岩 (江宁金丝岗 )
。

厚 5一10 m
。

111 3
华夏陆缘碎屑坪 分布于华夏古陆西北缘

,

即浙西 溪
、

江 山带
。

岩性以砂
、

砾
、

泥岩为主
,

夹少量石灰岩及泥灰岩
。

厚 3 6一芍 s m
。

l
;
混合坪 位于华夏陆缘碎屑坪与江南古陆东南缘潮间带之间

。

特征为碎屑岩与碳

酸岩相互侧变
。

m ,
上扬子陆缘碎屑坪 分布于上扬子古陆东缘湘西玩陵

、

辰溪
、

桃源一带
。

岩性 为

红灰色厚层砾岩
,

砾石 以石英
、

隧石为主
,

次园状
。

厚约 10一 3 0m
。

111 6
华南陆棚 位于长沙一抚州一线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

。

岩性为灰白色块状白云岩

及石灰岩
,

或为角砾灰岩及白云质灰岩
。

厚度一般在 40 m 以上
。

二
、

福成寨时沉积相 ( C Zh Z

海侵规模略较雷音铺时为大 (图 2)
,

中
、

下扬子区基本保持了早时原态
,

不同的是 上

扬子区已明显下沉
,

这不仅表现在利川古半岛的显著南撒、 而且表现在整体下沉
,

已变早时

的潮上带为潮间带沉积
。

气候仍炎热而干早
,

但局都地区有时雨量较充沛
。

`

这一时期的代表

生物 Pr o uf us li ne n a
,

全区都有其存在
,

而不与介
.

姗彻
e

ull 或 几us l加。 棍生
。

I 潮上带 分布在各古陆边缘丫
、

一般都根狭窄
。

岩性推测与雷音铭时潮上带蒸发坪相

同一
盯湖间带

,

主要分布在中
、

上扬子区
.

川东地区研究较详
,

.

岩性以褐灰夹深灰色角砾

白云岩及白云岩为主 、 夹较多生屑角砾白云岩及生屑白云岩
,

偶有鲡粒白云岩
、

生屑灰岩
、

生屑角砾灰岩或鲡粒灰岩
。

白云岩类以泥
、

粉晶结构为主
。

角砾白云岩标志着沉积物暴露地

表 、
遭到严重干化被碎 ; 角砾排列无序

, 一

大小混杂
,

可镶合
,

以原地堆积为主 ; 角
」

砾白云岩

单层横向不稳定
,

变化快
。

生物繁多
,

但破碎
,

以生屑为主
。

常具干裂
、

纹理
、

砾中砾
、

生

物搅动
、

叠层石
、

生物钻孑以 以及泥晶套
、

核形石
、

帐蓬
、

交错层
、

冲刷面
、

示底构造等沉

积特征二 显然
,

角砾主要为潮间上带的伺生角砾
,

白云岩则是与此同时受毛细管浓缩或蒸发

泵作用形成的准同生白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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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达县 雷 2井 2
、

邻水板 I 井 3
、

重床相 22井 4
、

丰都苟 l井 5
、

丰都狗子水 6
.

万 县峰 5井 7
,

开县门 2 井 8
、

巫溪田坝 9
、

建始子母犷 10
、

建始官店 口 日
、

宣恩长 潭河 1 2
、

种归新滩 1 3
、

长阳迎风城 14
、

宜吕梯 子 1 5
、

京山金泉

寺 16
、

潜江海 12 井 17
、

嘉鱼龙泉山 18
、

黄石螺壳山 19
、

通 山新桥 加
、

怀宁平头岭 刀
、

铜陵野猪冲 22
、

径 县地坑

23
、

巢县龟山 24
、

江宁金系岗 25
、

宜兴丁蜀 26
、

广德独山 27
、

吴 县堂 里 28
、

那兴 308 井 2,
、

桐庐汀坞 30
.

藏溪佳

杆山 3 1
、

江 山何家山
、

32
、

高安鸡公岭 33
、

水丰射访 34
、

玩陵 35
、

武 宁里溪 36
、

彭泽镜子 山 37
、

休宁小当 38
、

贵

溪洞源 39
、

吴县 文化 山 40
、

临安马 哨

沉积相分区
: 工潮上带 n 潮间带 n , 川东泻湖 n

:
那西泻湖 H

, 江汉泻湖 且 ;
怀宁泻湖 11 5

潮间

淡化坪 ( n l狗水 n 是黄陵 ) n
`

潮间坪 111 潮下带 111
.

荆江潮 n !爪
一

F扬子陆棚

图 2 扬子区晚石炭世黄龙期福成寨时沉积相图
F i g

.

2 S e d im e n ta r y af e i e s m a P o f F u e he n邵h a i a g e o f H u a n g lo n g s t a g e o f L a t e

C a r b o n ief r o u s Pe o hc in Y a n g t ez er g io n

工1 川东泻湖 位于上扬子海湾中部万县
、

梁平
、

垫江间
,

为潮落后潮间上带残积水

形成的泻湖
。

岩性以白云岩和角砾白云岩为主
,

偶夹灰岩
。

以距低潮线较远
,

水较浅
,

常有

角砾
,

白云化程度高
,

膏迹较多
,

偶有盐模
,

厚度较大 ( 2 0一礴 o m ) 为特征
。

n :
鄂西泻湖 是由雷音铺时鄂西泻湖演化而成

,

似三角形
。

中心仍在子母扩一带
,

北陡南缓
。

岩性为灰色块状白云岩
。

以距低潮线较近
,

水稍深
,

无角砾和膏盐迹
,

但厚度大

( 3任一5 0 m ) 为特征
。

111 3
江汉泻湖 系雷音铺时江汉泻湖发展而成

,

但远比早时大
,

西达鄂西长阳
,

中心

仍在海 12 井一带
。

岩性各地相差较大
,

东部远离潮 口的黄石 (螺壳山 ) ①
。

一带全为白云

岩
,

西部紧邻潮 口的长阳 (迎风恼 ) 一带全为白云质灰岩
,

而于湖盆中心海 12 井及嘉鱼

(龙泉山 ) 一带却变为白云岩与石灰岩互层
,

或以白云岩为主夹石灰岩
。

岩性呈这种有规律

性的变化
,

反映了离低潮线的远近
,

加之
,

俱无膏盐迹和去云化灰岩存在
,

表明距低潮线较

近
,

特别是石灰岩多的地区更近
,

进一步说明相邻地区有潮 口存在
。

湖盆的另一特征是无角

砾
,

厚度大 ( 30一石o m )
,

示积水较深
,

下沉较快
。

n 4
怀宁泻湖 呈北东向位于皖南怀宁一带

,

北陡南缓
,

湖盆中心约在怀宁平头岭
。

.

岩性为浅灰色厚层状白云岩
,

无角砾
、

膏盐迹和去云化灰岩
,

厚度较大 .v( 2 0一30 m )
.

是水

相对较深
,

沉降较快
,

接近低潮带的沉积
。 .

, 一
落 诊

, 。 、 、
」

上- . ;

11 ,
潮间淡化坪 明显者有二

、

一为丰都狗子水 ( n ; )
,

另一为黄陵 (公层)雌 呈扇形

①钟启样等
,

19 80
,

湖北石炭系上统含抽气性分析
`
鄂豫湘翰石油勘拥并发研究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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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环古陆边缘
。

岩性特殊
,

为一套强烈重结晶的粗晶灰岩
,

未见生物 向海湾中部灰岩渐少

(如池 8 井 )
,

晶粒变细
。

因此
,

推测是福成寨段沉积后
,

河水灌注
,

或淡水富集
,

致使
“

钙

和碳酸根离子通过溶解和再沉淀而重新排列
” ,

彻底改变其原生结构所致 ; 或灰泥受淡水冲

洗
、

淋滤后
,

文石
、

高镁方解石 已全部转化并重结晶为粗晶灰岩
。

当然
,

这也可能为后生作

用所致
,

尚有待日后再研究
。

这一情况
,

在下扬子湾福成寨段的不同层段亦时有出现
。

11 `
潮间坪 包括除上述 5 个单位以外的广大潮间地区

,

沉积较薄
,

厚度一般小于 20

米
。

岩性上扬子区为角砾白云岩及白云岩
,

邻近低潮线的中
、

下扬子区以白云岩为主
,

时有

石灰岩
。

煤山古岛仍在
。

111 潮下带 分布和海侵情况与雷音铺时相似
。

班 1
荆江潮口 与早时一致

,

唯海水稍深沉积稍厚
。

111 2 下扬子陆栩 分布和海侵早时相同
,

但略宽
。

岩性为灰白色块状石灰岩
、

生物碎

屑灰岩 和粗晶灰岩 ; 生 物较丰
,

保存较好
,

以蜓为主
,

并产珊瑚和腕足类化石
。

厚 ()l 一

3 0 m
。

111 3
华夏陆缘碎屑坪 分布和岩性与早时相同

。

产蜓和腕足类
,

厚 5 7
we一 8 9 m

。

班;
混合坪 与早时相同

。

111 ,
上扬子陆缘碎屑坪 分布与早时相同

。

岩性为紫红色砂岩及页岩
,

时有鲡状赤铁

矿
。

厚逾 l oo m
。

班`
华南陆棚 分布与雷音铺时相同

。

岩性为白云岩
、

灰质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及石

灰岩
,

产蜓和珊瑚化石
。

厚度常逾 10 Om
.

三
、

川东时沉积相 ( C Zh 3
)

川东时随着江南古陆的整体沉没 (图 3)
,

南来海水大举人侵
,

北来海水也有所加强
。

南来海水不再绕江南海峡或经荆江潮 口而直趋扬子腹地
,

北来海水也不再停滞于下扬子湾而

达中
、

上扬子湾
,

除部分地区外
,

全区大部分地区已由局限海变为正常浅海
,

遂使黄龙期海

侵达到了高潮
。

这一时期的代表生物为 卢公̀ “
nli

e all 和 卢公` u

nli
a

。

江南古陆整体下沉表现在
:

全区一改早
、

中时以白云岩沉积为主而变为以石灰岩为主
,

生物骤增厚度也显著变大更重耍

的是早
、

中时江南古陆上无沉积的浙北临安马哨
、

皖南休宁和赣北紧邻
“

九岭岛
”

的武宁里溪

( 7m ) 等地
,

均见 卢公J u nil e all 和 卢公̀ “
nIi

a 化石的川东段石灰岩直接不整合于不同的老地层之

上
,

特别是近古陆核部的皖南休宁沉积厚度也大 ( 8 8m )
。

因此
,

目前江南古陆核部川东段

的缺失
,

应是后期剥蚀所致
。

北来海水有加强的依据为 : 其一
,

早
、

中时扬子海水俱较咸
,

以白云岩沉积为主
,

尽管川东时南来海水也大举人侵
,

但华南地区仍以白云岩沉积为主
,

其

水亦咸
,

而广大扬子区却几乎全为石灰岩沉积
,

因之
,

如认为海水全来自华南海则是很难解

释的
,

很明显必有它源
,

如图 3 四周古陆既定
,

唯一的只能从下扬子湾东北侵人 ; 另一
, ’

日

东时所含生物群
,

特别是 卢公` “ nIi
e all 一卢公` “ nli

a
带蜓类化石

,

在辽宁太子河流域正常海沉积

的本溪组中普遍存在
,

生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海域的相连
。

I 潮上带 分布于各古陆边缘
,

绝大部分已遭剥蚀
。

且潮间带 主要分布在川东地区
,

其余地区残存极少
。

岩性以褐灰及浅褐灰色石灰

岩
、

角砾灰岩及生屑灰岩为主夹白云岩
、

角砾白云岩及生屑白云岩
,

局部地区尚夹薄层鲡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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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
。

结构以泥
、

粉晶为主
,

生物繁富
,

但仍较破碎
。

川东
,

海湾边部白云岩和角砾较多
,

偶有膏迹 ; 海湾中部石灰岩较多
,

并向上
、

向东逐渐增多
,

相反角砾变少
,

并向上
、

向东渐

少
,

干裂亦少
,

未见膏迹
。

川东一般厚 2任一3 0 m
,

最厚可达 4Om
。

l 潮下带 包括除各古陆边缘潮上一潮间带以外的鄂西及其以东的广大扬子地区
。

岩

性主要为灰一灰白色厚层状石灰岩
,

南部白云岩较多 ; 超覆在早期江南古陆上的地区偶有薄

层砾岩或底砾岩
,

古陆边缘时有少量碎屑岩
。

生物丰富
,

以蜓类和有孔虫为主
。

在早期江南

古陆上沉积较薄
,

向四周则逐渐增厚
。

111 :
扬子台地 包括鄂西及其以东

、

长沙
一

一抚州一线以北的广大中
、

下扬子区
。

岩性

稳定而单一
,

主要为灰一
,

灰白色厚层状石灰岩
,

偶夹生物灰岩及假鲡状灰岩
,

几无白云岩
。

生物丰富
,

盛产蜓和有孔虫
。

除鄂西近潮间带偶有角砾
、

生物钻孔
、

纹理及泥晶套外
,

未见

其它反映潮坪沉积的环境标志
。

厚度较稳定
,

除苏南一浙北和江汉部分地区较厚外
,

厚度在

4 0
es we 创

10 0 m 之间
。

111 :
华南陆棚 即长沙一抚州一线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

。

岩性为灰及浅灰色块状白云

岩及石灰岩
,

或白云岩夹灰岩及白云质灰岩
。

生物较少
,

含蜓类和珊瑚化石
。

厚度较扬子台

地为厚
,

一般皆在 1 0 0m 以上
,

并向南增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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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1
、

扬子仄晚石炭世黄龙期海侵方向主要是由南而北
,

兼有 由北而南
,

早
、

中时规模较

小
,

海水处于局限流通或半局限流通状况
,

以潮坪沉积为主
,

生物较少
,

厚度较小 ; 晚时
,

随江南古陆的下沉
,

始由陆表海演变为陆缘海
,

岩性单一
,

生物繁茂
,

厚度较大
。

尽管南北

海水目前尚无资料证实何时
、

以何方式相互贯通
,

但从三者的生物和水介质来看无疑是有联

系的
,

至少川东时二者已相互连通
。

这 一问题
,

日后尚需进一步研究
。

2
、

荆江潮 口 的存在
,

是 中
、

上扬子区黄龙期早
、

中时潮坪沉积的关键
,

从而解释 厂扬

子海湾千公里之遥的潮泛区海水是何以进退的问题
,

否则虽古今潮汐作用有共
,

亦难有说服

力
。

今之无遗
,

是遭晚期侵蚀所致
。

事实 仁
,

福成寨时江汉泻湖及其周邻
,

各地岩性随距潮

口的远近而呈有规律性变化
,

即已证实曾有潮口存在
。

3
、

扬子区黄龙期的沉积相
,

早
、

中时中
、

上扬子区 以潮坪沉积为 主
,

常露地表
,

加之

气候炎热而干旱
,

厚度薄
,

生物破碎
,

对生油不利 ; 其余地区和时期虽 以台地相沉积为主
,

生物繁富
,

厚度较大
,

但多为灰白色石灰岩
,

并常带红色
,

生油也不理想
。

各时期俱极 少高

能环境形成的粗碎屑沉积
,

原生储集条件差
,

缺乏 高孔隙层沉积相 ; 但值得重视的是
,

中
、

卜扬子 区雷音铺和福成寨时潮坪沉积准同生白云岩发育
,

易为后期淡水溶蚀而多孔
,

为
’
珍成

良好的油气储集空间创造了条件
,

是油气储集的有利沉积相
,

川东石炭系的气即 卜要产 厂其

内
。

雷音铺和福成寨时于下扬 子区江南古陆边缘及其北东方向延伸带
_

L也有准 同牛 自石 籽存

在
,

也是油气储集的有利相带
,

但结合其它因素其含油气条件则相对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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