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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河南省南 阳— 襄樊盆地 (简称南襄盆地 ) 第三系地层中 已找到 了油 田
,

但 只有 几 口 井钻

遇白奎系顶部地 层
,

对盆地内白奎 系情 况不明
。

南襄 盆地周缘发育有中生代盆地群
。

盆地群形成 于华北板

块与扬子板块碰撞缝合带上和 印支一燕山期形成 的东秦岭褶皱 系基础 上
,

白湾盆地是盆地 群中 的一个盆

地
,

通过剖析白湾盆地形成的大地 构造 背景
、

构造 特征
、

白奎系 的古 生物 地层
、

古 气候
、

沉积相和沉积 体

系等特征
,

可以认识盆地群的特征
,

同时 为预测 和评 价南 襄盆地白坚系含油气性提供依据
,

白湾盆地位于

河南省镇 平县西北约 2 0 k m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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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湾盆地的形成

l侧扮 .

1
.

1 白湾盆地的大地构造背景

中国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在海西

一印支期陆
一

陆碰撞
,

自东向西发展
.

为斜向穿时的俯冲碰撞
,

华北板块相

对 右行 向东南斜 冲形 成
“
优牛一大

别
”
弧形构造和构造岩相带向东变窄

或尖灭
,

其最终拼合在三叠世末并延

续到早
一

中白噩世形成 中国大陆统一

板块的构造格局
,

但两板块缝合带和

古大陆边缘仍是构造的薄弱环节
,

将

控制着本 区尔后的构造发展和盆地的

形成
。

从板块构造理论和大陆边缘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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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市坪盆地 2
.

留山盆地 3
.

白湾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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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穴子盆地 5
.

信阳 盆地 6
.

西峡盆地 7
.

浙川盆地

图 1 南 襄盆 地及其周缘 中生代盆地的分布与构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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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考察该 区
,

由图 1 可 见
“
商县一丹凤一镇平一唐河一桐柏

”
断裂 ( 简称商一桐断

裂 ) 为古生代以来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古缝合带
,

而
“
架川一方城一明港

”
断裂 (架一明

断裂 ) 为华北大陆边缘与大陆之间的边界断裂
。

在印支一燕 山期形成的东秦岭摺皱系上发

育有一系列的中生代陆相 山间小盆地 (简称盆地群 )
,

如马市坪
、

留 山
、

瓦穴子
、

信阳
、

西

峡
、

浙川和本文研究的白湾等盆地
,

该盆地群正处于 华北大陆边缘活动带上
,

受商一桐和

栗一明两北西向古断裂重新活动的控制
,

盆地群也呈北西向展布与区域构造线一致
,

白湾

盆地明显受商一桐断裂控制
,

盆地南北缘亦为断裂所限
。

古断裂由数条糜棱岩带
、

千枚糜

棱岩带组成
,

主断面北倾
,

由北向南大规模的逆冲
,

从推复构造上盘大理岩的强烈塑性流

变说明这里是一条巨型 韧性剪切带
。

1
.

2 白湾盆地 的形成

自
·

晚三叠世以来
,

中国大陆板块由

北向南移动 〔们 ,

与此同时还作顺时针转

动并在 白奎纪转动最强烈
,

使得
“

伏牛

一大别
”
弧上的北西向断裂发生继承性

右旋走滑
,

而使华北板块相对扬子板块

向东南斜 冲
,

二者相对运动的边界位置

形成一套 已被证实的走滑断裂体系
,

盆

地群正处于板块相对右旋剪切走滑的边

界位置
,

同时受局部拉张作用的控制形

成
. `

Z
”

形拉分盆地 (图 2 )
〔5

· “ ·

” ,

盆地群

包括白湾盆地正是在上述构造背景控制

下形成
,

因而 由图 2 可见盆地群是沿北

西 向断裂带呈雁行状斜列的拉分盆地
,

为窄长深 凹的菱形构造盆地
,

南北以断

裂为界形成于燕山运动第二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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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市坪盆地 ② 留山盆地 ③ 白清盆地

④ 瓦穴子盆地 ⑤ 信 阳盆地 ⑥ 西峡盆地 ⑦ 浙川盆地

图 2 南襄盆地周缘 中生代拉分盆地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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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湾盆地拉分构造和对冲断裂构造的特征

2
.

1 拉分构造 的特点

早 白奎世白湾盆地及盆地群中的其他 中生代盆地 皆以拉分性质和广泛发育逆冲推复构

造为特征
,

早白奎世构造主要在挤压一剪切应力下形成
,

这在前面盆地形成中已经讨论过
,

白湾盆地和 马市坪盆地呈现为由断裂围限的菱形盆地
,

在马市坪盆地底部有热变质现象
,

在

这两个盆地中还发现了石蜡矿点和油气苗
,

乃是暗色生油岩系向石油的迅速演化
,

都是拉

张环境下高热流作用的反映
,

表现出拉分盆地形成阶段的特点
。

2
.

2 对冲断裂构造的特点

在晚白里世早
、

中期燕山造山活动期
,

白湾及其他中生代盆地形成 了逆冲推覆构造
,

白

湾盆地构造变形复杂
,

由 图 3 可见下白要统在盆地南
、

北缘均有向盆地内逆冲的对冲断裂
,

在盆地内局部可见秦岭群 ( P
l z ) 逆冲岩席在下白坚统之上形成

“
飞来峰

”
以及在盆地边缘

有重力滑动构造
。

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下白坚统地层不仅遭受强烈褶皱和断裂改造
,

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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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层泥灰岩层与下伏大套泥岩层之间发生了滑脱
,

滑脱剪切带的泥岩裂隙发育被灰质充填

后风化突出呈蜂窝状对冲断裂是拉分盆地衰亡的标志
。

白湾盆地上白要统是红色粗碎屑的

磨拉石 建造为盆地消亡的快速充填沉积产物
,

其与褶皱变形的下白要统湖相沉积为不整合

接触
。

一一竺竺
~

一 , 今

3 白湾盆地的古生物地层划

分
、

对 比和古气候

中生代盆 地群地 层划分 对 比见 表

1
。

白奎系由老到新可分为下统白湾组
,

其下部包括一 部分侏罗 系地层二 者未

分
,

主要发育在白湾盆地
。

白翌系上统

可 以三分
,

下部为高沟组
、

中部为马家

图 3 一

F ig

白湾盆地 周缘 对冲断裂和推硕构造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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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
、

上部为寺沟组和胡岗组
,

其分布于 白湾
、

浙川和西峡盆地中
,

其中胡岗组仅见于李

官桥
、

高丘一赵湾盆地
,

但在白湾盆地只见高沟组
。

白至系下统白湾组建组于镇平白湾

剖面
,

主要依据抱粉和介形类化石组合
,

白坚系上统主要有恐龙蛋化石
。

3
.

1 介形类化石组合及时代意义

在白湾剖面灰色岩层中采到保存完

好的化石经姜理研究
〔 3〕和鉴定

,

白湾组

化石分三科四属八种
,

它们是仰 P r 讨ea

( C夕户r过 ` a ) u n ic ost at a ,

C
.

( C
.

) h u a n g l -l

u h s l’a e n s 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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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 ba 八刀 a n e
sn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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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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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u b户丫er c t a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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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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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z’w a

~
z’s D a

~
“ Z口 a ft

.

le g u m ien lla
,

lC l’n 、 y rP 台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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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该 介 形 虫 组 合 中

表 1 南襄盆地周级的盆地群中生代地层划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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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盆绝绝 马市坪坪 白浦浦
韶韶

窗丘丘 李官 ...

妞妞妞妞妞妞月月月

QQQQQQQ 阅十 QQQ 目十 QQQ “
构

_

}}}
它户户

白白白 上上 上娜娜
.

川川………………址址{…}}}…纵纵纵纵
胡胡获获l姐姐

……
胡 ...自自姐姐

呈呈呈 棍棍棍棍棍 马市 (((坪口口口口 血血
’

1而而而而……………………1……………………
爪爪爪爪 中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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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

株株 , 爪上旋旋 亩召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伪户
犷奴 ae (伪 rP 过

e a ) 占优势
,

hR ~
y P而 次之

,

伴生有个别 aD wr in “ la le g “ m in e ll a 和斜星

介
,

它们 的主要特点与国内
、

外陆相沉积盆地早 白翌世以 C y P idr ea 为主的组合面貌基本一

致卿
,

因此确定 白湾组为早 白奎世
,

相当于西欧的威尔登期
,

命名为白湾组
。

3
.

2 抱粉化石组合及时代意义

白湾剖面的抱粉化石共 49 属 n 6 个种 〔l , ,

将其划分为七
、

下二个抱粉组合
:

l( ) 下组

合化石为 C l a s s o
加l l l’s 一 S hc

~
加

r左es 组合
,

分布于该组上段的下部
,

其 中裸子植物花粉占

绝对优势含量达 88
.

8 %
。

蔗类植物抱子占总量的 n
.

2 %
,

详见图 4 右图 ; ( 2) 上抱粉组合

以 C l as s o户“ l台一 cS h

~ ofs 户犷“ e : 一 J “
ge lla 一 C ic at

~
is 户厂材e : 组合为特征

,

也是以裸子植物

花粉居优势 (8 2
.

3 % )
,

蔗类植物抱子含量低 l( 7
.

7 % )
,

详见图 4 左图
。

在上组合中还 出现

了一些下组合中未见到的分子
,

如 F ix is 户了“ e : ,

H su is 户了众es
,

刀“ 丈丫夕印 rP 沂
: ,

J 必ho e P耐115 等
。

上组合抱粉化石分布于白湾组上段的中部
。

上
、

下两抱粉组合所出现的属种基本相同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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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分含量上有明显 的差别
,

此外两个组合中都有有争议的被子植物花粉 J鳍
`
如 小 于

1写一 2
.

5 %
。

表 2 早 白蟹世常见抱粉类型在中国北方区
、

南方区及镇平 白清组的分布 (据符俊辉等
,

1 9 9 3)

T
a b le 2 E

a r ly C
r e t a e e o u s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s

卯
r o 一卯ll e n g e n e r a

f
r o m s o u t h

e r n a n d

n o r t h e r n C h i n a a n d t h e

aB iw
a n F

o r m a t io n o
f Z h e n p i n g C o u n t y ( a f t e r

F
u J u n h u i

,
1 9 9 3 )

抱抱 粉 类 型型 北方 区区 南方区区 白湾组组

AAA eq
u

分分
a

d仓esss O OOO ... OOO

(((动`班“ 己切 g `

~ 左

一
nt of 〔汤 u加

刀 `户丫理 es ))) O OOO ... ...

TTT 八户万汉 d 。。 0 0 0 000 . 一 0 000 ...

CCC “ 口才

~
云户万血esss OOO . 一 000 ...

AAA P加
刀

d全台户穿“ 占占 OOO . 一 OOO ...

LLL y g记血m s户万众““ O OOO . 一 CCC OOO

PPP 立d s台户万“ esss 0 C OOO ... OOO

III m加
r d 亡 c自户丫心 `̀

OOO . 一 000 0 0 0 000

KKK l u k比加
r 宜esss O 一 0 000 . 一 CCC OOO

CCC
o 刀丈 a v

~
台加

r “ esss O 一 0 000 ... . 一 OOO

GGG 刀“ J召刀于5户丫“ 尸sss

OOO ... O OOO

KKK u刃 6户犷“ e sss

O OOO . 一 000 0 0 000

VVV叮 r u ` 0 5七加 r “ 亡sss

OOO .....

,,

刀” 肠。 臼加
r 汉亡sss

. 一 OOO 0 OOOOO

CCC r y 加10 5户犷“ esss . 一 OOO OOOOO

SSS rk

~
加 r迎亡`̀ ... 0 0 0 00000

TTT
o n 后户才宜esss . 一 0 000 .....

CCC 左“ ` 。户妊Z台台 OOO O 一 0 00000

JJJ 山
口

触户时Z行行 ... OOOOO

(((雌 lu d 切 9 50 仍甩尸 C七21 1必 l a s

加
r tZ es ))) ... 0 OOOOO

尸尸 5。户知巧户丙~
口口

... . 一 0 00000

JJJ u g亡 l l aaa

0 0 0 000 OOOOO

EEE“ 豆户泌如
“ esss O OOOOOOO

尸尸口
`口` 亡口巴巴巴巴巴

尸尸。己伏 a r

加
c

~~~~~~~~~

. < l % 0 1 %一 5 % 0 0 5 %一 10 % 0 0 0 10 % 一20 写 C 0 0 0 > 20 % (据符俊辉等
,

1 9 9 3)

在中国早白奎世时抱粉植物群分区已相当明显
,

一般认为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抱粉

植物群 (表 2 )
,

即 刃公“ `
z’at r de t i一C ic at

~
舀户叮吐 es ( D一 C ) 和 C l as s o 户屏115一 cS h扬ae o 台户厂众es

(C一)S
〔2 , ,

它们分别代表华北区和华南区抱粉植物群的特点
。

其中 C一 S 群是一些旱生类群

占优势
,

表明华南区气候较干旱
。

而缺乏或很少含有在华北植物群 中常见的 尸汉。 , is 户犷众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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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左动哪户印
lts e,

C
r ) b e

los 户丫“ es
,

A eq “ it r

l’ar d it es
,

〔无次 t仓n台户厂介es
,

D l’n s
砒加八忿“ 和 V

err
“ ` os 台

-

户切
声

l’et 、 as 岁 n m et ,
安 us 等属种

。

在华北与华南 区之间还有过渡带抱粉组合特征
,

从 白湾组抱粉

组合特征分析其时代应为阿普特期 ( A tP ia n) 以前的早白奎世
,

白湾组下抱粉组合基本上类

似于 华南 区组 合 I
,

其所 代 表 的地 质 时代 应 为别 里 亚斯 期一凡 兰 吟期 ( eB rr ias io n 一

V al an gl in an )
。

白湾组上抱粉组合和华南区组合 l 的抱粉组合相似其地质时代应为欧特里期

一 巴列姆期 ( H a
ut er ive 一 aB rr e m ia n)

。

从表 2 可 知
,

镇平 白湾组早白奎世抱粉植物群组合明

显具有华南区特征
,

而和北方区 的差别较大
,

但也混有少量 D一 C 抱粉植物群的分子
,

如

eD sn ol’s 加 r 廿 e 、 ,

J l’a ho e P
口 l l l’s 等

,

说明河南南部具有过渡性质
,

白湾剖面处于华南地区最北部

和 过渡带的南缘
,

其古气候 以旱生植物 占优势属 比较干旱的气候环境
,

所以白湾盆地中碳

酸盐岩沉积较丰富
,

也证实与抱粉所反映的古气候一致
。

3
.

3 其他化石及时代意义

在白湾剖面中采到保存不佳的叶肢介化石与陈巫基 1 9 7 6 年建立的一个属 E os es t h er ia

相同
,

该化石在我国分布很广
,

上侏罗统至下白奎统都有发现
,

是著名的
`

,E L E热河生物

群
”
的重要成员之一

,

该属主要生活于 晚侏罗世到早白噩世
。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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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裸子植物花粉 B
.

其他旅类植物抱子

④ 图为上组合 ⑧图为下组合

图 4 白湾组抱粉图式 (据符俊辉等
,

1 9 9 3)

F ig
.

4 cS h e m a t ic m a p s
h

o w in g s e
l

e e t e
d

s p o r o 一 p o
ll

e n s o
f t h

e
B

a iw a n F o r m a t io n ( a
f t e r F u J u n h

u i
,

1 9 9 3 )

白湾组下段灰绿色页岩中发现昆虫尾刺属三尾拟蚌蜡化石
,

也属早白奎世
,

该化石在

中国酒西盆地早白要世地层 中也发现
,

含量较丰富
,

但是叶肢介与昆虫化石指示的地质年

代较宽
,

仅供参考
。

在盆地群中普遍发现恐龙蛋化石
,

在西峡盆地 3 0 0 0 多米厚的紫红色砾砂岩
、

砂质泥岩

的中
、

上部找到了蜂巢蛋类 ( F va eo loo ilt h记ae ) (赵资奎鉴定 ) 其时代为晚白奎世早期
,

早

于 胡岗组
。

在镇平东的柳泉铺南岗红色碎屑岩中采到恐龙蛋化石
,

时代为高沟组
。

在西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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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川盆地中棕红
、

灰白色含砾砂岩中 (厚1 00 一1 5 6 Om) 找到恐龙园形蛋类化石 (印 hr e
-

ool i ti hd a e) 属马家村组
,

还于 寺沟组紫红色
、

灰 白色砂砾岩中 (厚 36 O m ) 发现长形蛋一 巨

形蛋化石 ( E lon g a t oo l i t h u s
一M a e r

oo l it h a s ) 为代表的恐龙蛋化石
,

其数量达几千枚之多
,

均

属晚白奎世的标准化石
。

4 白湾剖面白奎系沉积相分析及其特征

白湾白奎系剖面露头较好
,

剖面全长约 88 0 余米
,

厚度约 6 n m
,

下白奎统白湾组 由于

对冲断层作用与上 白至统地层断层接触
,

与上伏上白噩统高沟组为不整合接触
,

高沟组与

震旦纪大理岩为断层接触
。

.4 1 沉积相分析

据野外考察岩石颜色
、

岩性组合类型及其横向变化
、

层理类型
、

岩石薄片染色鉴定和

古生物化石等确定有如下沉积相类型 (图 5 )
。

: , -5 5归 年 5钟

沉

积 冲积 . 拱泛一状河平旅相 / 该浅翻
洪泛娜状
河平欲相

. 三角洲一浅翻
、

较裸鹅 冲积 .

曰帐~ 国聆 目
`
聆 固殊

.

圈欲
岩

图
白云

~
曰姗 国

泥岩 日日含` 灰泥岩 田
砂 . 灰姗

图 5 白湾盆地实测剖 面
l
·

和沉积相分析

F ig
.

5 M
e a s u r e d Por f il

e a n d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a n a
ly

s is of t h e

aB iw a n
ab

s in

4
·

1
.

1 冲积扇相

扇根亚相以棕红灰白色砾岩和砾状砂岩为主
,

砾石大小不一
,

砾径大者达 20
c m

,

小者

约 1 c m
,

无一定排列方向
,

不规则分布
,

无层理呈块状 (见图版 1
,

2) 出现在剖面的最下

部
,

扇 中亚相比扇根亚相变细
,

以棕红色砾状砂岩
、

含砾混合砂岩与同色中
、

细砂岩砂质

泥岩互层
,

具有成层性 (见图版 3)
,

有大型斜层理
,

扇缘亚相岩性更细
,

棕红色含砾混合

砂岩
、

黄绿色中细砂岩与泥岩频繁互层
,

有时以后者为主夹有砾状砂岩
,

该相分布于白湾

组的底部
。

.4 L 2 洪泛辫状河平原相

辫状河道亚相多为棕红色
、

灰绿色砾状砂岩
,

呈透镜状分布
,

泛滥平原亚相为同色泥

岩
、

砂质泥岩与砂砾岩互层
,

有时夹有页岩
,

纸状页岩含有抱粉和叶肢介化石
,

也主要分

布于剖面上部
,

并与浅湖相或冲积扇扇缘亚相组成互层
。

① 何明喜
.

南襄盆地基底性质与中生代含 油远景探讨 (内部报告 )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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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3扇三角洲相

由一套灰绿色
、

黑灰色砾岩砾状砂岩组成
,

砾石分选差
,

无定向排列
,

不均匀杂乱分

布
,

呈块状不显成层性
,

厚几米至 10 余米
,

其与冲积扇砾岩 的差别在于岩石颜色为水下弱

还原色
,

同时在露头剖面上可见该套砾岩直接与油页岩
、

黑色泥页岩组成多次互层
,

后者

厚 2 0一 50
c m

,

常夹有泥灰岩
,

这种浅湖
、

较深湖相泥页岩与砾岩直接接触的现象
,

表明砾

岩是冲积扇进积人湖的扇三角相沉积
,

在剖面上有 6一 7 层与湖相层组成互层
,

其沉积形成

模式如图 6 所示
。

岩性变化系列一种为块状砾砂岩变为油页岩夹薄层泥灰岩系列
,

另一种

是砾砂岩具有粒序变化由砾岩变为砾状砂岩再变为砂岩最后为油页岩
、

薄层泥灰岩的旋回

变化
,

每个旋 回厚度不等约几米至 10 余米
。

前一种岩石序列更靠近湖泊边缘
,

后一种扇三

角洲进积湖区较远
。

.4 L 4 滨湖和浅湖相

岩性以黄绿色泥页岩
、

灰质砂质

泥页岩和泥灰岩互层为主
,

夹有灰黄

色藻灰岩
。

泥灰岩虽单层厚度不大
,

大

约几厘米至几米厚
,

但横向较稳定
,

也

有呈透镜状分布者
,

泥灰岩层面含碳

屑
,

岩石 中含抱粉和叶肢介化石
。

由

于白湾盆地小
,

三角洲相砂岩沉积不

甚发育
,

碎屑岩以砂砾岩为主
,

滨
、

浅

湖相沉积 中常夹有同色砂砾岩层为辨

状河道相沉积或分支河道沉积
。

4
.

1
.

5 浅湖
、

较深湖相

主要为深灰色
、

墨绿色纸状油页

岩
、

泥页岩与薄至厚层状泥灰岩互层

夹黄铁矿条带和薄层盐岩
,

表明沉积

一一一福井莽莱多多
一一翻相一一

`̀

代 .. 几气气

……
000

【三」泥灰岩

口口灰 泥岩

区刁碎月岩

图 6 白湾盆地扇三 角洲相一湖相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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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盐度高
,

该泥灰岩主要受控于气候较干旱 〔的 。

由于构造节理发育
,

在露头剖面上可见沿

泥页岩
、

泥灰岩节理缝充填次生碳酸盐和硅质
,

前者软后者硬
,

经风化形成美丽的蜂巢状

岩石景观
。

在 偏光显微镜下可见由原生灰泥组成的泥灰岩被亮晶方解石充填的节理缝网络

状分割的情况
,

表 明无论从宏观和微观上的事实都说 明该盆地的构造是在挤压
、

剪切应力

场作用下形成
。

上述沉积相在下白里统不同地质时期组成不同的沉积体系
,

在下白至统早期断陷作用

较缓慢
,

湖岸较平缓
,

以冲积扇一洪泛辨状河平原一滨
、

浅湖沉积体系为主
,

而下白奎统

中期断陷加剧
,

湖岸变陡湖水加深演变为扇三角洲一浅湖
、

较深湖沉积体系
。

下白蟹统晚

期至上白坚统则湖盆抬升又以 冲积扇一洪泛辨状河平原一湖泊 (或三角洲 ) 沉积体系为主
。

4
.

2 下白圣统湖相碳酸盐岩沉积和分布特征

4
.

2
.

1 湖相破酸盐岩 的特征和分布

据野外露头剖面和岩石薄片染色观察确定碳酸盐矿物 以方解石和铁方解石 (灰泥 ) 为

主
,

相应地碳酸盐岩以泥灰岩和 灰泥岩为主
。

在洪泛辨状河平原相中主要以灰泥胶结物方

式 出现在碎屑岩 中
,

也具有呈透镜状
,

结核状分布的灰泥岩
。

滨
、

浅湖相 中藻灰岩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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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图版 4
,

5)
,

泥灰岩和灰泥岩基本成层分布
,

横向较稳定
,

部分灰泥岩中含有皮壳鲡
、

灰

泥内碎屑和藻结构如图版 4
,

5 所见
,

由于灰泥岩经历了溶蚀作用和重结晶作用改变 了岩石

原有的结构面貌
,

含藻部分未溶蚀保 留了藻的鲡壳
,

壳 内充填微晶方解石
,

仔细看图版 5 可

见
,

第一世代垂直颗粒表面生长的纤维状方解石和第二世代微晶方解石充填孔隙
,

甚至还

有第三世代的亮晶方解石充填
。

在一些藻灰岩中溶蚀作用形成的针孔中含油 (见图版 6 )
。

浅

湖和较深湖相主要沉积中
,

厚层状灰泥岩和泥灰岩 (见图版 7)
,

只是次生裂隙发育
,

充填

亮晶方解石 (见 图版 8)
,

该相区 中的粉砂岩夹层其胶结物也以灰泥为主 (见图版 9)
。

因此
,

从湖盆边缘相至湖盆中心浅湖
、

较深湖相灰泥岩和 泥灰岩厚度加大
,

横向分布稳定性增强
。

4
.

2
.

2 湖相破酸盐岩形成环境

根据湖相区样品的盐度分析资料表明
,

泥灰岩和 灰泥岩形成的水体盐度为 10 编一 n 编

相当于威尼斯国际会议规定标准的半咸水类型
,

属含盐度较高的半干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碳酸盐岩
,

湖水蒸发量略大于补给量
,

此外从泥灰岩和灰泥岩只稳定分布于湖盆凹陷沉积

中心区表明它们形成于水体较深的环境下
,

因此碳酸盐岩形成于气候干旱湖水较深的双重

因素的控制下 〔 , ` · ` 2 , 。

结 论

白湾盆地形成于华北和扬子两板块相对运动的边界位置
,

受板块相对右旋剪切走滑和

局部拉张作用的控制
,

形成
“

Z
”
形拉分盆地 ; 该盆地早 白里世以拉分性质为特征

,

晚白噩

世在盆地边缘形成对 冲推复构造
,

上
、

下白噩统为不整合接触 ; 据白湾组介形类和抱子花

粉组合特征分析
,

其时代早于阿普芽期属早白奎世
; 从早白奎世抱粉植物群均以早生植物

占优势表明古气候 比较干早
,

属半咸水湖泊
。

因此
,

在湖相沉积 中特别是浅湖和较深湖相

中灰泥岩和泥灰岩呈中厚层至厚层状成层稳定分布
,

均证明早白噩世古气候较干早
,

至上

白噩世气候更为干旱
,

以红色粗碎屑岩磨拉石沉积为主 ; 由于断陷作用程度的差异造成湖

岸带陡缓的不 同
,

形成不同的沉积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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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id
a

m

场 s i n
,

Q in g h a i
,

C h i n a
.

C h i n a

aE
r t h 发i e n e e

,

1 9 9 0 , 1 ( 3 )
:

24 1一2 5 1
.

T h e C h a r a c t e r is t i c s o f C r e t a c e o u s S y s t e m in B a i w a n B a s in

o f H e n a n P r o v in c e ,

C h in a

H au
n g X l’n g hz en

1
H

e
M l’n g x 护 lL’ Z h en x l’l S h ao H on gs ha ln

T uo J z’n c a i ,

月
口

ku y u O k“ d矿 aT kas hl’ S ak al’z an d K az ut oy
o

hC z’j ~
2

( L a n z h o u In s t i t u t e o f G oe lo g y ,

A e a d e m 认 S i n i e a ,

I
J a n z h o u

,

G a n s u
,

C h i n a 7 3 0 0 0 0 )

(压哪 rt me
n t o f aE

r t h & P la n e t a尽 cS i e n e e s
,

K y u s
h u U n i v e r s i t y

.

F u k u o k a 8 1 2
,

J
a p a n )

( I ns t i t u t i o n o f P e t r o l e u m E x p lo r a t i o n & 压
v e l o pm e n t

,

H e n a n

uB
r e a u o f P e t r o l e u m A d而

n i
s t r a t io n 4 7 3 1 32 )

A b s t r a c t

T h e f o r m a t io n o f aB i w a n

aB
s in

,

w h
: e h 15 s i t u a t e d in Z h e n g p i n g C o u n t y o f H e n a n

P r o v i n e e ,

h a s be e n e o n t r o ll e d b y a s t r i k e 一 s li p f a u l t s y s t e m f o r m e d b y t h e r e la t i v e m o v e m e n t

o f t h e H u a be i P la t e a n d t h e Y a n g t z e P la t e o n t h e i r
bo

u n d a r i e s s in e e L a t e T r i a s s ie
.

U n d e r t h e

a e t io n o f a r i g h t 一 la t e r a l s h e a r s t r i k e 一 s l i p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e o n t r o lled b y a p a r t i a l t e n s i le s t r e s s , a

s e r ie s o f
“

Z
”
一 s h a p e d M e so z o i e p u ll一 a p a r t b a s i n s h a v e b ee n f o r m e d

, o f w h ie h aB i w a n B a s i n ,

a s a n a r r o w b u t d ee p ly 一 d e p r e s s e d r h o m b ie s t r u e t u r a l b a s in
,

15
bo

u n d e d b y f a u l t s o n b o t h t h e

n o r t h a n d t h e

sou
t h

, a n d t h e b a s in f o r m e d i n t h e se e o n d e P i s
od

e o f t h e Y a n s h a n m o v e m e n t
.

In t h is b a s i n

aB i w a n F o r m a t i o n o f t h e L o w e r C r e t a e e o u s ( K
l
) 15 u n e o n f o r m e d w it h t h e

lo w e r p a r t ( K
Za )

,

G a o g o u

oF
r m a t io n , o f t h e U p p e r C r e t a e e o u s ,

b u t t h e f a u l t e o n t a e t o e e u r s

o n b o t h t h e t o p a n d b o t t o m o f t h e C r e t a e e o u s S y s t e m
.

aB i w a n F o r m a t io n o f t h e E a r ly C r e t a -

e e o u s 15 se t u p a e e o r d i n g t o i t s

Os t r a e
od

a f o s s il a s s e m b l a g e ,

w h ie h 15 d o m i n a t e d b y
yC P r I’d e a ,

s u
bo

r d i n a t e d b y R h
locn

少P isr
, a n d oc e a s io n a l l y a e e o m p a n i e d w i t h l a) 二动 u la eL g u 。 动 `左口 a n d

C l i力优夕P冶
,

b a s ie a ll y id e n t ie a l t o t h e C夕 rP t’d ea 一 d o m i n a t e d fos s il a s se m b la g e o f t h e E a r l y C r e -

t a e eo u s in o t h e r t e r r e s t r ia l s e d i m e n t a r y b a s i n s o f t h e w o r ld
.

I t s s p o r e 一 oP ll e n f o s s il s a r e e o n s t i
-

t u t ed b y C I哪 s o P耐l t’s 一 S c h

laez ofs 户叮众
e s f o r t h e lo w e r a s s e m b la g e ; b y C l a s s o 户灵115 一 S e h lz a e

ol’s
-

户了众es 一 J u
群 lla 一 C比at icr os 众介洲￡es f o r t h e u p p e r a s s e m b la g e

.

T h e s p e e i e s o f t h e s e t w o a s s e m
-

b l a g e s a r e g e n e r a l ly t h e s a m e e x e e p t f o r t h e o b v i o u s d if f e r e n e e i n t h e ir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s
.

I n a d d i
-

t io n ,

b o t h t h e a s s e m b l a g e s e o n t a i n t h e d i s p u t a b le a n g io s p e r m p o ll e n
.

I n C h i n a ,
t h e r e w e r e a t

l e a s t t w o q u i t e d i f f e r e n t s p o r e 一 p o lle n f lo r a e ,
t h e H u a b e i a n d t h e H u a n a n f lo r a e ,

d u r i n g t h e

E a r l y C r e t a e eo u s
.

aB iw a n F o r m a t i o n b e lo n g s t o t h e H u a n a n f l o r a b u t w it h s m a ll a m o u n t o f

s p o r e 一 p o l le n e o m p o n e n t s o f t h e H u a b e i f l o r a ,

b e i n g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o f a t r a n s it io n a l z o n e
.

a n d

i t s a g e ,
t h e r e f o r e , s h o u ld b e t h e E a r l y C r e t a e e o u s b e f o r e A p t ia n

.

T h e lo w e r s p o r e 一 p o ll e n a s -

s e m b la g e e o r r e s p o n d s t o

eB
r r ia s io n 一 V a la n g i n ia n w h il e t h e u p p e r o n e t o H a u t e r i v e 一 B a r r e m i

-

a n
.

T h e d o m in a n e e o f x e r o p h y t e s i n t h e s p o r e 一 p o l le n f l o r a e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t h e e l im a t e a t t h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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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 e wa s ra t h e rd ry
,

b u t t h e e li m a t e o f t h e u p p e r s p o r e 一因l l e n a s s e m b l a g e w a s r e l a t i v e l y h u -

m id e o m P a r e d w i t h t h a t o f t h e lo w e r o n e
.

T h e C r e t a e e o u s p or f il e i n

aB iw a n

aB
s i n 15 a b o u t 6 0 0 m in t h ie k n e ss

.

I n t h e e a r l y s t a
ge of

t h e l o w e r C r e t a e eo u s , s h o er w a s f la t d u e t o w ea k fa u l t a n d s u b s i d e n e e a n d t h e d e P os it s y s t e m

w a s d o m in a t ed b y a l lu v ia l f a n 一 f l以 x l b r a id ed p la in 一 s h o r e a n d s h a lfo w la k e ; i n t h e m id d le

s t a g e s t r
on g e r f a u l t a n d s u b s id e n c e m a d e s h o 比 s t e e p ,

la k e a r e a e n la馆 e d a n d w a t e r 伙对 y d ee p -

e n i n g
.

T h e d e p os i t s y s t e m b e e a m e t o f a n d e l t a 一 s h a l lo w l a k e a n d d ec 伴 r l a k e
.

T h e a ll u v ia l l a n

e o n s i s t s
of

a s u it e o f d a r k一 b r o w n a n d g r e y 一 w h i t e p se p h y t e a n d p s e p h y t ie e o m卯
u n d sa n d s -

t o
en

a n d g ar v e l s a er r a
dn om l y d is t r ib u t e d w i t h t h e d i a m e t e r ar n g i n g f r o m 2 0c m t o l e m

.

T h e

11以记 b ar id ed P l a i n fa e i e s 15 e o m POS e d o f b r o w n 一 r ed m u d s t o n e a
dn san d y m u d s t o n e i n t e r e a la t

h om oc h or m a t ie p s e p h y t ie e o m p o u n d s a n d s t o n e
.

T h e f a n d e l t a 15 id e n t i e a l t o a l lu v ia l fa n i n

li t h o

log
y e x e e p t fo

r t h e g r e y 一 g r e e n a n d g r e y一 y e l lo w e o lo r d u e t o t h e s u b m a r in e d e p o s it io n
.

T h e p se p h y t e e o n t a e t s d ir e e t l y w i t h g r ee n 一 g r e y a n d d ar k一 g r e y p a卯 r 一 lik e s h a le a n d l a m i
-

n a t ed m a r l o f la k e f a e ie s , e o n s t i t u t i n g a 1 0o m in t e r b e d d i n g
, a n d t h e la t t e r

be fo n g s t o a dee 沐
r

l a k e f a e i e s ,
t h u s t h is s u i t e o f p s e p h y t e 15 r e g a r d ed a s a f a n d e lt a f a e ie s

.

T h e s h a
llo w la k e fa e i e s

o f t h i s p r o f ile 15 m a d e u p d o m i n a n t ly o f g r e y一 g r ee n a n d y e
llo w 一 g r e e n m u d s h a l e i n t e cr a l a t ed

w i t h m a r l一 b e
ar i n g le n t i e u la r m u d s h a le a n d la m i n a t ed m a r l w h i l e t h e d ee 伴 r l a k e f a e i e s co n -

t a i n s d a r k一 g r e y a n d d a r k 一 g r e e n p a p e r 一 li k e ,

l a m e l la r a n d m e d i u m 一 b ed d ed m a r l in t e r be d
-

d i n g w i t h p y r i t e s t r i p
.

T h is k i n d o f m a r l 15 m a i n l y e o n t r o ll e d b y a d ee p 一 w a t e r s e d i m e n t a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 a n d se e o n d l y a s s oc ia t e d w i t h r e l a t i v e l y d r y e li m a t e

.

I t e a n b e

see
n f r o m t h e o u t

-

e r o p o f t h e p r o f il e t h a t s e e o n d a r y e a r
bo

n a t e ,

f i lled i n a lo n g t h e io i n t o f m u d s h a le a n d m a r l
,

h a s b ee n w e a t h e r e d i n t o b e a u t i f u l h o n e y e o m b s t r u e t u r e f o r t h e s
ec

o n d a r y c ar b o n a t e 15 h a r d e r

t h an m u d s h a le a n d m a r l
.

U n d e r t h e
卯l a r i n g m ie r o sc o p e ,

it 15 s h o w n t h a t jo i n t f i ss u r e s ,

f i l led

w it h s p a r r y e a l e i t e , r e t i e u l a t e l y e u t t h e m a r l t h a t 15 e o m P os ed o f p r im a r y e a l e a r eo u s m u d
.

A ll

o f t h e s e i n d i e a t e b o t h m a c r

osc
o p i e a ll y a n d m i c r

osc
o p i e a ll y t h a t t h e s t r u e t u r e o f aB iw a n

aB
s i n 15

fo
r m ed u n d e r t h e a e t io n o f e o m p r e ss iv e a n d s h ea r s t r e s s f ie kl s

.

K叮 w o r d : e r e t a e eo u s
b a s i n f o r m a t io n g eo l叩 ie a l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