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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对西北地区大量陆相侏罗系地质剖面的研究 ,依据古构造格架、基底特征、构造变形、

岩浆活动、 沉积建造特征、 古生物群特征以及地层发育程度和接触关系等 ,把西北地区陆相侏罗系划分为

10个地层区和 7个地层分区 ;并在地层区划的基础上讨论了侏罗纪岩相古地理及石油、煤炭等沉积矿产分

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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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地区陆相侏罗系地层区划

西北地区陆相侏罗系的沉积建造、 岩相特征和生物组合面貌虽有一定差异 , 但其可比

性很强。下侏罗统和中侏罗统下部多为含煤沉积 ,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煤层
〔 1〕

,产有

大量植物化石〔2, 3, 4, 5, 6〕 ,属亚热带 -温带气候环境 ,中侏罗统上部和上侏罗统为杂色和红层沉

积 , 植物化石比较贫乏 , 属炎热干燥气候环境 ,含有较为丰富的瓣鳃类〔 7〕、叶肢介化石〔 8, 9〕。

根据古构造格架
〔 10〕
、 古地理轮廓

〔 11〕
和古气候条件

〔12〕
、 基底特征、 构造变形、 岩浆活动、 沉

积建造特征、 地层层序特征和生物群特征以及地层发育程度和接触关系等 (表 1) , 把西北

地区陆相侏罗系划分为若干个地层区及地层分区 (图 1)。

Ⅰ 　北疆地层区: 北疆地层区包括天山以北广大地区 , 可以分为三塘湖 , 准噶尔及吐

哈三个地层分区 (图 1)。

Ⅰ 1　三塘湖地层分区: 包括和什托洛盖、 库普、 三塘湖和淖毛湖等地 , 区内侏罗系发

育不全 , 只有中、 下统 , 普遍缺失上侏罗统 , 下侏罗统一般不整合在石炭系或二叠系之上。

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是两个主要的含煤岩系 , 三工河组以湖相沉积为主体 , 含大量的叶肢

介及双壳类动物化石 , 头屯河组以黄绿、 灰色碎屑岩沉积为主 , 杂色条带少见。

Ⅰ 2　准噶尔地层分区: 本区侏罗系发育齐全 ,下侏罗统和中侏罗统下部称为水西沟群 ,

自下而上包括八道湾组、 三工河组、 西山窑组 , 是一套含煤建造 ; 中侏罗统上部和上侏罗

统包括三个组 , 自下而上为头屯河组、齐古组、喀拉扎组 , 是一套杂色和红色碎屑沉积 ,其

中以南缘玛纳斯发育最好 ,其次为昌吉 -阜康坳陷和盆地腹部 ,西北缘和东北缘因受地理

收修改稿日期: 1996- 05- 20



条件及后期改造作用沉积不厚 , 保存不全。本区侏罗统一般整合或平等不整合于三叠系之

上。

表 1　西北地区陆相侏罗纪地层区划主要特征简表

Ta ble 1　 Impo r tant cha racteristics of co ntinenta l Jurassic str atig ra phic prov inces in N o rthw est China

地层分区

主　　　　要　　　　特　　　　征

基底特征 构造变形 岩浆活动 沉积建造 生物组合 地层发育 接触关系

北

疆

地

层

区

三塘湖

分　区

海西期褶皱带、活动

型泥盆系、石炭系和

二叠系

开阔背向斜、不对称

背斜、对称背斜、鼻状

构造群、长轴背斜

下侏罗统下部冲积相 ,

下侏罗统上部河流 -湖

泊相 ,中侏罗统河流 -湖

沼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 中

侏 罗

统。

不整合在石炭或二

叠系之上。

准噶尔

分　区

推测前寒武纪结晶基

底 ,活动型泥盆系、石

炭系、二叠系和稳定

型三叠系

基底为盆岭格局、中

新生界为向南倾斜的

缓斜坡、南缘发育冲

断构造

碱性玄武

岩、 凝 灰

岩和火山

角 砾 岩、

花岗岩。

下统下部为河流 -湖泊

相、下统上部湖泊相 ,中

侏罗统下部河流 -湖沼

相 ,中统上部和上统湖

泊相→冲积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整合或平行不整合

于三叠系之上。

吐　哈

分　区

推测发育前寒武纪结

晶基底 ,泥盆系、石炭

系、二叠系为活动型

沉积组合。

南部为斜坡 ,台北凹

陷为薄皮构造和受断

导控制的断背斜。

下统下部河流 -湖泊相 ,

下统上部湖泊相为主 ,

中统下部河流 -湖沼相 ,

中统上部和上统湖泊

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在托克逊不整合在

三叠系之上 ,其余

均整合或平行不整

合于三叠系之上。

伊　犁

地层区

双层基底 ,前寒武纪

结晶基底和石炭 -二

叠纪裂谷型 沉积组

合。

分北部坳陷、中部隆

起和南部坳陷 ,冲断

层和褶皱构造发育。

下统下部冲积相 -湖泊

相 ,下统上部湖泊相 ,中

统为河流 -湖沼相 ,上流

河流→冲积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 中

侏 罗

统。

不整合于石炭系、

三叠系之上 ,或为

断层接触。

库车 -焉

耆地层区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和

海西期构造带、早古

生代稳定陆缘

单斜型构造、逆冲断

层、反冲断层、薄皮滑

脱构造、双重构造等。

下统下部河流 -湖泊相 ,

下统上部湖泊相 ,中统

河流→湖沼相 ,上统河

流→冲积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整合 于三叠系 之

上 ,阳霞以北则超

覆于元古界之上。

乌恰 -叶

城地层区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

稳定型古生界和前陆

型二叠系

冲断构造、走滑构造

下统下部冲积相 ,下统

上部河流 -湖泊相 ,中统

河流 -湖沼相 ,上统湖泊

→冲积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不整合或以断层于

泥盆系或二叠系之

上。

民

丰

-
敦

煌

地

层

区

民丰 -

若羌

地层

分区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冲断构造、开阔褶皱

构造

下统下部冲积相 ,下统

上部河流 -湖泊相 ,中统

河流 -湖沼相。

混生动物

组 合、 北

方型植物

组合。

下、 中

侏 罗

统。

不整合于长城系之

上。

敦煌 -

安西

地区

分层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

加里东和海西期构造

带。

冲断构造、褶皱构造
中基性火

山岩

中统下部冲积 -河流相 ,

中统上部河流 -湖泊相。

北 方 型

动、 植 物

组合

中侏罗

统

与元古界为断层接

触。

柴北缘

地层区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

活动型奥陶系 ,稳定

型石炭系。

以冲断构造为主体 ,

盆地盖 层为宽缓褶

皱。

下侏罗统以湖泊相沉积

为主 ,夹河流相 ;中侏罗

统为以河流相为主的沉

积体 ,上侏罗统为冲积

相 -河流相沉积。

北方型植

物 组 合、

北方型动

物组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不整合于前寒武或

奥陶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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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地层分区
主　　　　要　　　　特　　　　征

基底特征 构造变形 岩浆活动 沉积建造 生物组合 地层发育 接触关系

北山 -潮

水地层区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加里东期和海西期深

成侵入岩

隆坳相间、凹凸相间

的构造格局 ,冲断裂

发育。

橄榄玄武

岩、 英 安

岩和流纹

岩。

下侏罗统为冲积相→河

流相→湖泊相 ,中侏罗

统河流 -湖沼相 ,上侏罗

统冲积 -河流相。

北 方 型

动、 植 物

组合。

下侏罗

统 上

部 ,中、

上侏罗

统。

不整合于前寒武、

早古生代、晚古生

代之上。

走

廊

地

层

区

玉门 -

武威

地层

分区

加里东褶皱带、前陆

型泥盆系、稳定型石

炭 -二叠系。

侏罗纪 -早白垩世为

拉张断陷期 ,且具先

断后坳 ,第三纪为坳

陷型沉降 ,第四纪为

挤压型前陆沉降。

靖远地

层分区

加里东褶皱带、稳定

型石炭系、二叠系和

三叠系。

下侏罗统河流→湖泊

相 ,中侏罗统河流 -湖沼

相 ,上侏罗统河流 -冲积

相。

北方型植

物 组 合 ,

混生动物

组合。

下侏罗

统 上

部 ,中、

上侏罗

统。

不整合于二叠系之

上。

北方型植

物 组 合 ,

混生动物

组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不整合于三叠系之

上。

大通河

流域地

层区

加里东褶皱带、前寒

武纪变质岩系。

侏罗 -早白垩世为拉

张型断陷。第三纪为

坳陷沉降 ,第四纪为

挤压变形。

下侏罗统下部冲积相 -

河流相 ,下侏罗统上部

河流相 -湖泊相 ,中侏罗

统河流相 -湖沼相 ,上侏

罗统冲积相。

混 生 动、

植 物 组

合。

下、中、

上侏罗

统。

不整合于三叠系或

震旦系之上。

柴达木

地层区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稳定型石炭系。

缺失下统和上统 ,中统

河流 -湖沼相。

混 生 动、

植 物 组

合。

中侏罗

统

Ⅰ 3　吐哈地层分区: 本区侏罗系主要分布于盆地周缘及中央隆起带 , 各组地层特征显

著 , 八道湾组、 三工河组、 西山窑组是以暗灰色为主的砂岩、 泥岩含煤建造 , 其上、 下各

发育一套煤系地层 ,中部是不含煤地层 ,这些地层中含有 Coniopteris- Phoenicopsis植物群 ;

三间房组为紫红色、 灰绿色泥岩、 砂岩组成的杂色条带地层 , 七克台组是灰绿色泥岩、 砂

岩地层 , 二者发育有淡水双壳类 Pseudocardinia- Lamprotula动物群 ; 上侏罗统齐古组和

喀拉扎组分别为棕红色泥岩和紫红色砂砾岩层。本区侏罗系除在托克逊坳陷与下伏三叠系

为不整合接触外 , 其余各处与三叠系一般为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Ⅱ　伊犁地层区: 主要包括伊犁盆地、 昭苏盆地、 尤路都斯盆地及其周缘地区 (图 1)。

本区侏罗系普遍缺失上统 , 中、 下侏罗统是一套以湖沼相为主的含煤沉积 , 含有大量北方

型植物群化石 Coniopteris- Phoenicopsis , 在伊犁盆地不整合在石炭系或三叠系之上 ,在昭

苏盆地不整合在石炭系之上 , 在尤路都斯盆地则与下伏地层为断层接触。

Ⅲ　库车-焉耆地层区: 本区侏罗系分布于库车、 拜城及阿克苏以北的山前地带、 焉耆

盆地以及塔里木盆地腹部大部分地区 (图 1) , 与上三叠统为连续沉积 , 向东在阳霞以北的

塔克玛扎沟一带超覆在元古界之上 , 其上被早白垩世卡普沙良群平行不整合所覆。下、 中

侏罗统为含煤岩系 , 中侏罗统上部的恰克马克组为杂色碎屑岩沉积 , 上侏罗统齐古组和喀

拉扎组分别为樱红色砂质泥岩和褐红色砾岩、砾状砂岩 ,含有介形虫化石。本区阳霞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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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北疆地层区　Ⅰ 1三塘糊地层分区　Ⅰ 2准噶尔地层分区

　Ⅰ 3吐哈地层分区　Ⅱ 伊犁地层区　Ⅲ 库车 -焉耆地层区

　Ⅳ 乌恰 -叶城地层区　Ⅴ 民丰 -孜煌地层区　Ⅴ 1民丰 -若

羌地层分区　Ⅴ 2敦煌 -安西地层分区　Ⅵ 柴北缘地层区　

Ⅶ 北山 -潮水地层区　Ⅷ 走廊地层区　Ⅷ 1玉门 -武威地层分

区　Ⅷ 2靖远地层分区　Ⅸ 大通河流域地层区　Ⅹ 柴达木

地层区

图 1　西北地区陆相侏罗统地层区划图

Fig. 1　 M ap sh owing co ntinenta l Jurassic

st ratig r aphic pr ovinces in N o rthw est China

克孜勒努尔组发育有油页岩。

Ⅳ　乌恰 -叶城地层区: 本区侏罗

系主要分布于乌恰、 英吉沙、 沙车、 叶

城一带 (图 1) ,下、中侏罗统为含煤岩

系 ,中侏罗统上部塔尔尕组为杂色碎屑

岩沉积 ,上侏罗统库孜贡苏组为粗的红

色碎屑岩。在乌恰、托云一带只发育有

下、 中侏罗统 , 普遍缺失上侏罗统 , 下

白垩统海相地层覆于其上 ,与下伏泥盆

系一般为断层或不整合接触。在英吉沙

一带侏罗系发育最全 , 上、 中、 下三统

都有 ,一般不整合于泥盆系或二叠系之

上。

Ⅴ　民丰 -敦煌地层区: 本区侏罗

系主要出露在于田的普鲁和且末的江

格勒萨依以及敦煌、安西和金塔的天皇

寺 (图 1)。根据沉积建造及剖面结构等

特征 , 本地层区可以划分为民丰 -若羌

和敦煌 -安西两个地层分区。

Ⅴ 1　民丰 -若羌地层分区: 本区侏

罗系只发育有中、下统 ,普遍缺失上统 ,

一般不整合于长城系之上 ,下侏罗统和

中侏罗统下部为含煤岩系 ,中侏罗统上

部为杂色碎屑岩沉积 , 其上被早白垩世地层覆盖。

Ⅴ 2　敦煌 -安西地层分区: 本区侏罗系主要发育中统 , 以山麓相砂砾岩为主 , 局部为河

湖相较细的碎屑岩 , 偶夹不规则煤层 , 以夹有数层中基性、 中酸性火山岩为特征。

Ⅵ 　柴北缘地层区: 本区侏罗系主要出露于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带及相邻的山间盆地

(图 1)。下侏罗统和中侏罗统下部为煤系地层 ,下侏罗统上部小煤沟组以发育有油页岩为特

征 , 下侏罗统含有 Neocalamites- Cladophlebis植物群 , 中侏罗统下部产有 Coniopteris -

Phoenicopsis植物群。中侏罗统上部和上侏罗统分别以杂色和红色碎屑岩沉积为特征 ,并含

有大量介形虫、 轮藻及双壳类化石。 本区侏罗系在大煤沟及以东地区与下伏达肯达板群为

不整合接触 , 在鱼卡则不整合在奥陶系之上 , 与上覆早白垩世地层一般为整合或平行不整

合接触。

Ⅶ 　北山 -潮水地层区: 包括疏勒河-龙首山以北的广大地区 (图 1) , 普遍缺失下统下

部 , 下统上部芨芨沟组自南向北依次不整合在前寒武系、 早古生界、 晚古生界之上 , 主要

由砂岩、 砾岩组成。中统厚度较大 ( 200— 800 m) , 分布广泛 , 韵律发育 , 夹有煤层 , 富含

Coniopteris- Phoenicopsis植物群化石。上统沙枣河组分布在盆地边缘 , 为粗的红色碎屑岩

沉积。

Ⅷ 　走廊地层区: 包括北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中、 东段 (图 1) , 西起玉门市以西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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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陇山。按地层发育情况和沉积特点 , 可分为玉门 -武威和靖远两个地层分区。

Ⅷ 1　玉门 -武威地层分区: 区内普遍缺失下侏罗统下部或下侏罗统 ,下侏罗统上部大山

口组或中侏罗统一般均不整合在二叠系之上。 大山口组是一套暗色岩系 , 偶夹煤层 ; 中统

下部为煤系地层 , 分布广泛 , 植物化石以 Clathropteris- Dictyophllum为主 ; 中统上部和上

统仅见局部地段 , 主要由杂色和红色碎屑岩组成。

Ⅷ 2　靖远地层分区: 本区侏罗系发育齐全 , 下统大西沟组包括下侏罗统上、 下部 , 一

般不整合在三叠系之上 ; 中侏罗统下部分布广泛 , 是一套河流 -沼泽相含煤岩系 , 产有典型

的 Coniopteris- Phoenicopsis植物群化石 ; 中统上部和上统分别由杂色和红碎屑岩组成 , 含

有丰富的动物化石 , 其中中统上部以发育多层油页岩为特征。

Ⅸ 　大通河流域地层区: 包括党河上游、 疏勒河上游和大通河流域 (图 1) , 下侏罗统

大西沟组在党河流域不甚发育 , 在大通河流域发育齐全 , 侏罗系的不同层位在该区不整合

于三叠系或震旦系之上 , 中统下部煤系地层分布广泛 , 并含有南、 北方混生植物群 ; 中统

中部和上统分别由杂色和红色碎屑岩组成 , 其中中统上部发育有油页岩。

Ⅹ 　柴达木地层区: 包括锡铁山以南乌图美仁 -格尔木 -诺木洪 -都兰一线的广大地区

(图 1) , 大部分为覆盖区 , 侏罗系出露极少。

2　西北地区侏罗纪原盆地环境格局

西北地区侏罗纪原盆地环境格局的发展演化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 并与当时的岩相古地

理、古气候及石油、 煤炭等沉积矿产的分布密切相关。早侏罗世早期为分隔性盆地发育期。

经过晚二叠世到三叠纪削高填低的高山夷平和盆地充填作用 , 整个西北地区在早侏罗世早

期地形差异减小 , 在局部有限拉张作用下 , 形成了一些相互分隔的盆地。除新疆准噶尔盆

地、 吐哈盆地、 库车-满加尔坳陷外 , 和什托洛盖盆地、 三塘湖盆地、 伊犁盆地、 塔西南盆

地、 塔东南盆地都为早侏罗世早期才接受沉积的侏罗世新生盆地。在早侏罗世早期 , 由于

准噶尔 -吐哈盆地 , 库车坳陷为继承性盆地 , 自三叠纪以来就长期进行着削高填低的夷平作

用和准平原化 , 所以其周缘早侏罗世早期冲积扇相不发育 , 以河流、 湖泊相沉积为主。而

其它早侏罗世早期形成的新盆地 , 由于地形差异较大 , 全为粗碎屑的冲积扇、 河流相沉积。

在柴达木 , 早侏罗世早期沉积于大煤沟、 湖东、秋吉三个孤立的小盆地中。南祁连地区 ,早

侏罗世早期发育在兰州阿干镇、 窑街、 靖远等孤立的小山间盆地。甘肃其它地区 , 如走廊

地区、 北山 -潮水地区此时为剥蚀区 , 无早侏罗世早期沉积。

早侏罗世晚期 -分隔性湖盆稳定发育期。经过早侏罗世早期进一步的削高填低和准平原

化过程 , 西北地区的古地势已趋于一致。 原有的一些深湖相沉积 , 如大煤沟地区 , 逐渐转

变为滨浅湖盆 ,而一些原始的冲积盆地也转化为滨浅湖盆。北疆三工河组、南疆阳霞组、康

苏组下段、 青海小煤沟组上段。甘肃芨芨沟组 (局部 )、 大西沟组上部为滨浅湖相沉积。此

时的盆地格局与早侏罗世早期基本一致 , 仅甘肃走廊地区、 北山 -潮水地区开始有侏罗世湖

相沉积。各盆地仍为各自分隔的孤立盆地。如青海柴北缘断陷盆地、南祁连、北山地区、潮

水地区、 走廊盆地 , 皆为分隔的盆地 , 没有连成广盆。

中侏罗世早期-广盆形成时期。中侏罗世早期 , 西北地区侏罗系沉积范围明显扩大。吐

哈盆地向南扩展到觉罗塔格一线。库车 -满加尔坳陷向南在塔东南隆起超覆尖灭。塔东南盆

138　　　　　　　　　　　　　　　　　沉　积　学　报　　　　　　　　　　　　　　　　　 14卷



地杨叶组广泛发育湖相沉积 , 且未凹陷和民丰凹陷及其中间地带广泛接受沉积。 柴达木盆

地北缘中侏罗统也广泛发育 , 从冷湖 -德令哈一线都有分布。南祁连地区 , 广泛发育与窑街

组相当的湖相沉积。甘肃北山 -潮水盆地区、祁连 -走廊区 , 为两个较大的沉积区。中侏罗世

早期 , 西北地区地势差异极小 , 原来各分隔的盆地相互连成几个统一的盆地 , 在各盆地内 ,

冲积相少见 , 主要为河流-湖泊沼泽沉积 , 形成广泛分布的煤层 , 甚至整个盆地为满盆式沼

泽相沉积。在中侏罗世早期 , 西北地区构造作用微弱 , 各盆地以稳定的坳陷沉积为主 , 形

成稳定的沉积韵律旋回。

中侏罗世晚期到晚侏罗世 -统一盆地解体。中侏罗世晚期 , 西北地区经历了一次构造差

异升降运动 , 造成中侏罗世晚期沉积范围减小 , 部分地区上侏罗统缺失 , 部分地区有火山

活动。 古气候也由潮湿、 温暖转变为干旱炎热。受古构造和古气候的控制 , 统一的广盆解

体 ,各盆地沉积范围萎缩而使地层缺失。如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因博格达的隆起而分隔 ,

库车-满加尔坳陷解体 , 塔西南、 塔东南上侏罗统普遍缺失 , 柴达木盆地上侏罗统仅分布于

阿哈提山南麓红水沟、 采石岭、 鱼卡、 大煤沟以及木尼克山南麓 , 南祁连享堂组零星分布 ,

走廊地区、 潮水盆地相继解体为酒西、 酒东、 花海、 民乐、 潮水等分隔性盆地。

3　沉积矿产分布

与西北陆相侏罗系有关的沉积矿产主要有煤炭、 石油及天然气等。 早、 中侏罗世是这

一地区主要成煤时期 , 虽形成重要的工业煤层 , 但各地区的煤层层位、 含煤层数、 煤层总

厚、 可采煤层层数、 可采煤层总厚、 含煤系数均有差异。北疆地区有两个重要的工业煤层 ,

即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 ; 塔北的库车凹陷有两个重要的工业煤层 , 即阿合组和克孜勒努尔

组 ; 柴北缘地区有两个重要的工业煤层 , 即小煤沟组下段和大煤沟组。 其余地区均为一个

工业煤层 , 均集中在中侏罗统下部 , 其中重要的有靖远地区的龙凤山组 , 大通河流域的窑

街组。塔里木盆地西南和东南地区下侏罗统一般不含煤层 , 北山 -潮水、 民丰 -敦煌、 玉门 -

武威地区普遍缺失下侏罗统下部沉积。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以及与其相当层位的煤层主要分

布于该层位的中、 下部 ,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以及与其相当层位的煤层主要分布于该层位的

中、 上部。整个西北地区侏罗系含煤层数、 煤层总厚、 可采煤层层数、 含煤系数的变化一

般都与侏罗系厚度的变化成正比。

自从吐哈盆地把侏罗系作为重要目的层进行油气勘探取得突破以来 , 进一步加速了对

煤成烃理论的研究 , 并推动了对西北侏罗系 , 乃至北方侏罗系的研究 , 因为把侏罗系煤作

为主要烃源岩的理论已被人们逐渐接受。 由此看来 , 西北地区石油、 天然气的分布与煤炭

的分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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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 Jurassic Stratigraphic Provinces and

Distribution of Sedimetary Minerals in Northwest China

Fu Junhui Zhou Lif a Li Wenhou and Hua Hong
( Departmen t of Geolog y, Northw es t Univ ersi ty, Xian′　 710067)

Abstract

The continental Jurassic sy stem in No rthw est China can be classed into 10 st rati-

g raphic dist ricts and 7 subdist ricts based o n a system atic study of larg e quantity of conti-

nental Jurassic g eo logic sections in Nor thw est China, such as that paleotectonic f ram e-

w o rks, basement characters, tecto nic defo rmatio n, magma tic activi ty , sedim enta ry forma-

tion, paleao- biota a tt ributes, st ra tig ra phic development and contact relations. In term s

o f the st ratig rsphic province, the paper dea ts w ith Jurassic li thofacies and Plaeog eo g ra-

phy , and the dist ributive regularity of sedim enta ry minera ls such as pet roleum and coal re-

sources is discussed as w ell.

Key words: 　 Nor thw est China　 Jurassic　 st ra tig raphic province　 sedimenta ry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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