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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早三鸯世碳酸盐岩台地及其

两侧斜坡带沉积特征和含油气性

朱洪发 秦德余 陈 跃 葛万兴 陈亚 中
(地 矿部石油地质 中心实验室 )

提要 本文用高能的亮晶结 粒滩圈定了江南碳酸盐 台地 (以下简称台地 )
,

发现 了鲡滩在纵横向有规律

的迁移
,

台地的南北两侧都存在台地边缘斜坡带
.

西北宽缓的台地边缘斜坡带是纵横向迁移造成的
;
东南陡

峻的台地边缘斜坡带属碎屑岩型
,

该带亦是我国华南早三怪世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的分布界线
。

台地西北侧台

缘高能幼粒滩是下扬子区早三登世找油气的有利远景区 .苏南皖南广布的瘤状灰岩 (斜坡带特有产物 )是一个

值得重视的新型储集层
。

关健词 江南台地 斜坡带 绍滩 瘤状 灰岩

第一作老简介 朱洪发 男 53 岁 高级工程师 沉积岩石学

1 江南碳酸盐岩台地的厘定 (图 l)

江南碳酸盐岩台地的地理位置恰好与前人称
“
江南古陆

”

相吻合
. “
江南古陆

”

论者认为本

区 是元古代以来的长期隆起区
。

现研究证实
,

本区除缺失泥盆系
、

下石炭统外
,

普遍接受了沉积

(包括下三叠统 )
,

元古代变质基底的广泛出露是后期逆冲的结果
.

以往对江南地区三叠系已有

多家进行 了研究
〔,

· ’ · ’ ·
`

·

” ,

如无锡禽山早三叠统是点潍环境
;
早三叠世晚期 ( T I )在北东向江阴

一宜兴水下隆起上发育了宜兴张诸
、

漂 阳上黄
、

广德牛头山连续的台缘高能鲡粒潍
,

它们阻隔

东西海水
,

使南京
、

镇江在中三叠世时形成了咸化蒸发台地
。

也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台地是在江

阴一宜兴隆起的东南部分
.

为此
,

江南 台地究竟存在与否
、

有多大面积
、

有无台缘高能带的阻

隔
,

均成为地学界极为关心的间题
。

厘定江南碳酸盐岩台地的主要依据是
:

1
.

1 碳酸盐岩台地
,

必须有由高能环境的沉积物 (生物礁或鲡粒滩 ) 构筑成台地边缘
.

台地西北缘发现的奥 伦尼克晚期 ( T I )缅滩有
:

沙洲妙桥
、

无锡篙山
、

漂阳上黄
、

宜兴张诸
、

广德牛首 山
、

瑞 昌和平 山
、

武宁辽 山
、

益阳
、

三江等
; 台地东南缘鲡滩有

:

苏州 51 3 井
、

景 德镇仙

搓
、

高安杨柳坪
、

上高翰堂
、

衡阳
、

祁阳等
。

1
.

2 台地南北两侧均有斜坡相带

江南碳酸岩台地的西北为鄂湘陆棚
,

东南为北东向莲花一铅山浊积盆地
。

台地向陆棚或浊

积盆地变化处都存在一个斜坡过渡带
。

西北侧斜坡是一个达 9 k0 m 的宽带
,

由蠕虫状灰岩
,

瘤

状灰岩夹多层斜坡滑塌的泥晶砾屑灰岩组成
,

它由陆棚边缘斜坡 (下部斜坡 )和台地前缘斜坡

(上部斜坡 )构成
,

并 明显地发生纵横向迁移
。

东南侧斜坡是个陡峻的窄斜坡
,

由粉砂岩
、

泥岩夹

台地上滑塌的碳酸盐岩碎块组成
,

斜坡与浊积盆地交界处为江山一绍兴一萍乡北东向正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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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南碳酸盐岩台地的沉积特征

由于江南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后遭抬升剥蚀
,

后期经构造逆冲掩盖
,

因而较大面积出露元古

代变质基底
,

四周的台缘缅滩沉积物相对保存较好
,

台地上三叠系保存较零星
,

如屯溪
、

景德镇

仙搓
、

高安
、

上高等地 T {一 T I 为准同生泥晶白云岩
、

块状白云化灰岩
、

蠕虫状灰岩
.

宜兴张诸
,

漂阳上黄则是经缅滩阻隔海水
,

T
Z ’

为准同生泥晶白云岩的潮坪沉积
。

对台地北东端的详细解剖表明构成碳酸盐台地边缘的鲡粒滩在纵向上和横向上迁移是很

明显的
。

印度期 ( T } )鲡粒滩只在无锡篙山
、

屯溪
、

景德镇仙搓等台地的中央部分发育
,

西北的

广大地区为较深水的陆棚相一盆地相
。

随时间推移
,

鲡粒滩由无锡篙山向南北两侧推进
。

奥伦

阶
,

东南方向
,

苏州 5 13 井 T {
、

T 圣均为鲡粒滩
、

核形石滩构成
;西北方向

,

浙江长兴葆青 T { 见鲡

粒滩
,

其西北宜兴张诸
、

广德牛头山
、

漂阳上黄则在 T } 才发育厚度巨大的缅粒滩
。

上述鲡粒滩

的纵横向变化说明
:

①横向上
,

无锡篙山等缅滩从早三叠世早期出现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鲡粒滩

向南北两侧不断迁移
,

一直发展到 T 全时
,

西北侧沿沙州妙桥
,

漂阳上黄
、

宜兴张诸
、

广德牛头 山

一带成为台地西北边缘的一个统一的巨大的缅滩
,

江南台地至此才形成一干较大台地
.

②纵向

上
,

烦滩的层位向南北两侧不断抬高
,

尤以西北侧变化最明显
:

无锡篙山为 T ; 的下部~ 沙州妙

桥 T {的上部~ 长兴葆青 T f~ 宜兴张洁 T }
.

这是一个 由中心向北侧逐步抬升的连续过程
。

上述台缘鲡粒滩的不断扩张
,

证 明了台地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

2 西北缘宽斜坡带的迁移图 (图 3)

2
.

1 斜坡带沉积特征

由斜坡带按岩性
、

古生物特征
、

沉积构造等
.

可识别出下部
、

上部两种斜坡
。

( 1) 陆 栩边缘针坡 ( 下部针坡 )沉积特征

以镇江大力山剖面 为例
〔5 , (图 3 )

,

其纵向相序为
:

升 陆棚相
,

T圣陆棚边缘斜坡相 (下部斜

坡相 ) ; T } 台地前缘斜坡相 (上部斜坡相 )
。

T { (下部斜坡相 )为瘤状灰岩段
,

厚 1 71
.

5 1m
,

由灰

色
、

紫灰色薄层泥晶灰岩和灰色瘤状灰岩成不等厚互层
,

夹多层斜坡滑塌的泥晶砾屑灰岩及条

带状泥岩
,

钙质泥岩
,

瘤状灰岩有 18 层之多
,

其中常见菊石
、

纤状薄壳瓣鳃 和钙球等代表较深

水的化石
; 下部及中部薄层灰岩中见微细水平层理

。

滑塌成因的泥晶砾屑灰岩 i
一

十有 4 层
,

有的

瘤状灰岩横向过渡 为滑塌的角砾岩
.

内有一层滑塌角砾岩见逆粒序~ 正粒序的韵律 (图版 I
,

1 )
,

韵律层厚 1c2 m
。

下部韵律层厚 sc m
,

为泥晶含砂细砾屑灰岩
,

砾屑量达 6 0%
,

砾石粒级 1丫

cI m
,

自下而上粒度变粗
。

上部韵律层厚 c7 m
,

为泥晶粒砾屑灰岩
,

砾屑量达 70 %
,

砾屑粒级 4

X cZ 。
,

砾屑定向排列
,

自下而上粒度变细
。

这是典型的陆棚边缘斜坡因重力流滑动而造成的
。

其成因是重力流沿斜坡滑动时
,

其前部物质受到强剪切力的影响
,

使流体枯度减小
,

颗粒间发

生碰撞
,

导致应力分散
,

故细颗粒降落在粗颗粒之下
,

形成了逆粒序
,

随着剪切强度的减弱
,

重

力起主导作用
,

其上出现正粒序
。

宜兴张诸的下部斜坡相厚度较大
,

T } 的下部由水平纹层状泥晶灰岩夹 12 层透镜状泥 晶

砾屑灰岩
,

上部为薄层泥晶灰岩
,

夹数层瘤状灰岩
、

泥晶砾 屑灰岩
。

( 2) 台地前缘针坡 (上部料坡 ) 沉积特征

镇江大力山剖面中 T }属台地前缘斜坡相
,

蚝虫状灰岩段
,

厚 1 5 2
.

92 m
,

紫灰色中
、

薄层状
。

以蠕虫状灰岩
,

泥晶灰岩为主
.

夹浅水斜坡滑塌角砾岩
。

中部蠕虫状含藻球粒泥晶灰岩
.

上部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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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 2 0 c m厚的 缅粒灰岩 透镜体 该段生 物为浅水 底栖的双 壳类蓝 绿藻有孔 虫等上 覆 T的准同 生白云 岩下伏陆 棚边缘斜 坡相的 瘤状灰岩

马娘
…

巨弓 巨至用 踢客 图冈 昌目 口圈 义区

图 3江南 台地西北缘 斜坡迁移 图1泥 岩与灰岩互 层2灰岩 3缅较灰 岩4窟状 灰岩5编 虫状灰岩 6泥晶砾屑 灰岩7白 云岩8泥 页岩

盆地 相10陆拥 相11下 部斜坡相 12上部斜坡 相13台 缘倾滩相Fig 3肠gm fhmi gif hbd lp ih hw rngif JigP lfm

滑 塌成因的 泥晶砾屑 灰岩共 见6层 厚度不一 砾石呈条 带状竹 叶状(图 版I2) 成份为泥晶方 解石胶 结物为灰 泥杂基 宜兴张 沽在鲡滩 之下见到 一层叠瓦 构造的泥 晶砾屑灰 岩(图版I 3)属台地 前缘缓斜 坡滑动 距离不 大的典型 特征

22 斜坡带的 迁移(图 3)选 择无锡篙 山~宜兴 张堵~ 镇江大力 山,南京 湖山青 龙山~巢 县马家山 剖面对 青龙组

一二 三段进 行了沉积 相横向对 比发现 印度期时 (T})是 一次广泛 海侵台地 中央地 区如无锡篙山 为台相沉 积的鲡滩 其近邻 西侧的 宜兴广德 为薄层泥 晶灰岩 夹多层滑 塌成因泥 品砾屑灰岩组 成的下斜 坡相再 向西广大 地区均 为较深水 的陆棚及 盆地相 从T{~T }沉积地 形发生

分异 随着无锡 篙山鲡拉 浅滩的逐 步扩大 台地的构 筑逐步 形成并向 陆棚一盆 地推进 形成了两套坡 度不同的 斜坡台 地前缘斜 坡和陆 棚边缘斜 坡当时的 沉积地 形从东南 到西北明 显的逐

步加深 如宜兴 张洁在T {早期为 下部斜坡 T{晚朔 抬升为上 部斜坡 西北的镇 江南京 一带在整个T f时为下 部斜坡而 其西北 方向的巢 县一带仍 处于陆棚 环境 当发展到 TI时宜 兴张诸已处于 大型台缘 鲡滩镇 江南京 也随之抬 升为上部 斜坡环境 而巢县 一带才变 为下部斜 坡证

明由东 南向西北 斜坡带的 不断地 迁移把 宜兴张诸 T}下部的 下部斜 坡和镇江 南京Tt 时的上部斜坡 在平面上 连成一片 这就构 成了相 当宽阔的 斜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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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南陡峻的窄斜坡

沿江南台地的东南侧
,

存在一个窄而陡峻的斜坡
,

与东南侧的莲花一铅山深水浊积盆地相

接
,

其间以江 山
、

绍兴
、

萍乡同生正断裂相隔
.

该斜坡带早三叠世为细碎屑岩夹滑塌的碳酸盐岩

角砾
。

在萍乡桐木乡黄毛阪剖面中
,

T }粉砂岩
、

泥岩中除发育大小不等碳酸盐岩的滑塌角砾

外
,

还见大型同生滑塌褶皱
,

褶皱轴部变为碎块
。

由于该带后期冲断改造剧烈
,

较多的早三叠世

地层被掩盖
,

确切的斜坡带的沉积特征只在萍乡附近的几个点见到
,

其作余是根据台地和浊积

盆地的部位来推断的
。

4 下扬子区下三叠统的油气认识

4
.

1 下三叠统是区域内重要的油源岩

早三叠世时
,

下扬子地区是一个在二叠纪台块一台槽基础上强烈沉降的迁移性拗陷盆地
,

从东南到西北依次为台地一台地边缘鲡滩一斜坡一陆棚盆地
,

具生
、

储区并然排列
,

生
、

储
、

盖

配套的特征
.

盆地轴部呈北东向
,

展布于安庆经巢县至泰州一线
。

陆棚盆地中沉积了较深水陆棚盆地相

纹层一薄层泥质灰岩
、

钙质泥岩
、

泥岩
,

有机质含量中等到富
,

总有机碳达 。
.

3 ~ 0
.

6%
,

产烃率

也较高
,

是较好的烃源岩
.

烃源岩厚度较大 ( 30 一 1 00 多米 )
,

且有较大的沉积范围
,

因此是较好

潜在油源区
。

紧邻的斜坡带
,

特别是下部斜坡带中
,

陆棚相纹层灰岩
、

钙质泥岩具有类似于陆拥

盆地的油源岩
。

其上的薄层泥晶灰岩
,

经测定
,

碳酸盐岩有机碳含量为 。
.

n ~ 。
.

16 %
,

泥岩有

机碳含量为 0
.

18 一 0
.

45 %
,

虽然不及盆地相
,

但其厚度较大
,

分布面积大
,

仍不失为有一定生

油能力的源岩
。

4
.

2 江南碳酸盐台地西北台缘鲡滩具良好的储集性能

江南台地在早三叠世时沿台地西北侧的族德
、

宁国
、

广德
、

宜兴北东向一线为大型台缘鲡

滩
,

厚度为 60 一 1 00 m
。

在晚三叠世一侏罗纪时
,

下三叠统陆棚盆地相和部分斜坡相的油气饭

岩
,

已部分转化为石油
,

且沿原始斜坡向南侧运移到台缘鲡滩沉积带中
。

本区的东北段除无镭

篙山
、

宜兴张诸
,

广德牛头山等地部分已 出露
,

大部分仍深埋地下
,

鲡滩带普遍被准同生白云

岩
、

膏盐层
,

黄马青组泥岩
、

粉砂岩覆盖
,

有较好的保存条件
,

故江南台地北东端的镇江
、

勾容
、

江阴一带是下扬子区最有希望的油气储集带
。

4
.

3 斜坡带的瘤状灰岩是新型储集层

如上述
,

斜坡带不仅紧邻陆棚盆地生油区
,

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生油能力
,

应是捕获石油酌

有利部位
。

七十年代中期镇江地 区多处见原油
,

如伏牛山东风 3 井裂隙中充满原油
,

经测试产油一吨

多
,

东风 6 并产油 “ k g
,

东风 13 井产油 2 8 4 O k g 等
.

经采煤巷道确认
,

这些原油均产于 T f 的瘤

状灰岩段中
.

由于当时对瘤状灰岩的形成认识较差
,

只认为是裂隙性储油
,

为此经几 口探井未

获成果就下马了
。

近几年的工作证实
,

瘤状灰岩是下部斜坡带的特有产物
。

从台缘相到斜坡相
,

瘤状灰岩的层数和瘤状灰岩段的厚度都增加很快
。

瘤状灰岩除本身具有滑动破碎的特征外 (图

版 I
,

4 )
,

常横向上直接变化为滑动成因的泥晶砾屑灰岩 ( 图版 1
.

5 )
。

瘤状灰岩既然是斜坡带

滑动破碎的产物 (包括经成岩期压溶
、

物质再分配的过程 )
,

其形成机理与台缘礁滩相的塌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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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岩本质上是相同的
。

众所 周知
,

台缘礁滩角砾岩是良好的储集岩
.

为此镇江
、

句容地 区瘤状灰

岩中流出原油决非偶然
.

它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型储集层
。

4
.

4 下扬子区下三至统油气远景分析

晚期构造变动是下扬子区下三叠统含油气性的决定性控制因素

下扬子地区下三叠统具有良好油气形成条件
,

也已发现了一些油气显示
,

但至今没有突破

性发现
。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巫待解决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

众所周知
,

下扬子区自晚三叠世 以来经受了二次大的构造变动
;
即晚三叠世一早 白垄世挤

压作用和晚白奎世以来的拉张作用
。

这些钩造变动对油气富集既有破坏作用
,

又有建设作用
。

晚三叠世一 早白平世北东一南西挤压作用产生了北东向基底拆离和 盖层滑脱为特征的对

冲型断裂和褶皱体系
。

变形强度从两侧向中间变弱
.

南京一南通带位于对冲系的交汇部分
,

变

形相对较弱
,

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冲断前缘和叠加的同时代的前陆盆地沉积负载和推覆体 负

载
,

使下三叠统油原岩第
一次向石油转 化和侧向运移

。

随着挤压作用加剧
,

侏罗一早 白垄世普

遍上升剥蚀
,

推迟和中断了有机质的热演化过程
,

因此这一时期下三叠统油气生成规模是有限

的
。

晚白垄世以来的拉张作用形成了苏北
、

句容
、

常州
、

宣广等断陷盆地
,

其中沉积了 2 0 0。 ~

6 0 0 0 m 以上陆相砂页岩
。

据下三叠统生油岩埋藏史一 地温资料恢复
,

只有在 15 。。m 以上的上白垄统一第三系沉积

覆盖的断陷盆地中
,

上三叠统生油岩才又一次开始生油逐渐进入生油高峰
,

大部分地区迄今还

处在生油一湿气阶段
.

R
。

值在 。
.

61 ~ 1
.

5 7%之间
。

生成的石油或向附近的先成沟造运移
,

储集

在下三叠统各种褚集岩中
,

或循同生 正断层垂向运移到逆牵引褶皱中
,

它 们既可在下三叠统储

层巾聚集
,

也可上运到白平系储层中
,

如句容盆地浦 口组砂岩中发现的油流
。

毋用讳言
,

迄今为止
.

对下扬 户区复杂构造变形的面貌还不 十分清楚
,

它们对下三叠统油

气的生成
、

运侈和储存的影响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
。

上述粗浅认识旨在突破本区碳酸盐岩油气

提供讨论
。

结语

1
.

传咬认为的
“

袄有 占陆
” ,

早三叠世时为碳酸盐台地
。

2
.

江有台也的边缘高能鱼补注
,

纵横向部份尘迁移
。

纵向上发现的层位不断提 高
.

横向上

由中心问 南北两划扩移
。

3
.

江南台地的南北两划郑存在台地边涤斜坡带
。

西北侧斜坡宽而缓
,

纵横向发生有规律

的迁移
.

属谈峻盐岩型抖坡
:

东南划是陡峻的碎屑岩型抖坡
。

4
.

东南倒斜坡带是华 南早三 1 世碳酸盐岩和碎屑岩的岩相分界线
:

东为碎屑岩
.

西为碳酸

盐岩
。

5
.

江南台地北东端的台缘晒滩 沁斜坡带是本区最有希望的油气远景区
.

下三叠统陆棚盆

地相和部分斜坡相的油气源岩
.

到晚三叠世一沫罗纪沉积覆盖后
,

部分已转化为油气
,

并侧向

运移到该带储集
。

6
.

岩石的埋成史决定了油气的成熟
。

三叠系生油岩 只有在具 1 5 。。 m 的上 白垄统一第三系

沉积漫盖的断陷盆地中才
`

能全部进入生油高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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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晚期构造变动是控制油气的决定因素
。

南京一南通地区
,

位于晚三叠统一早白要世挤压

作用造成北东问基底拆离和盖层滑悦为特征的对冲断裂和褶皱系的交汇部分
,

变形相对较弱
,

同时有沉积负载和推覆体 负载
,

油源岩 已成熟
,

并侧向运移
。

为此是本区油气良好的远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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