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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塔里木西部在古生代地质演化过程中 , 由于构造活动 、海平面升降变化 、沉积物供应速率等因素变化 ,

造成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级别的沉积间断 ,其产物 ———不整合面是建立该区层序地层格架的关键。研究区古生代

大体经历了(寒武—奥陶纪)海进※(志留—泥盆纪)海退)※(石炭纪)海进※(二叠纪)海退的沉积旋回 , 形成了

特征各异的层序序列。研究表明 ,其中Ⅰ级不整合面(层序面)有前震旦系顶界面 、奥陶系顶界面和古生界顶界

面。根据地面剖面 、钻井和地震资料以及不整合面的特征和级别 ,首次在古生界识别出 2 个Ⅰ级层序 、6 个Ⅱ级

层序和 12 个Ⅲ级层序。 Ⅰ级层序是在不同的构造背景和沉积条件下形成的。 Ⅱ级层序尽管特征各异 , 但一般

均有四种基本叠置方式组成 ,即退积 、进积 、加积和上超。 Ⅲ级层序一般由层序界面 、海侵面和最大海泛面所限

定的体系域组成 ,均发育 TST 和HST , 有时出现 SM ST 和 LST 。不同的体系域和沉积相控制着烃类生储盖层的

分布 , TST 与生油层和储集层的形成有关 , 而 HST 多与盖层和储集层的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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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西部是指和田河以西的广大地区 ,包括

北部的柯坪隆起区 、南部的铁克里克隆起区及其之

间的西南拗陷区(图 1)。在古生代地质演化过程

中 ,盆地大体经历了(寒武-奥陶纪)海进※(志留-

泥盆纪)海退※(石炭纪)海进※(二叠纪)海退的沉

积旋回 ,形成了特征各异的层序序列。层序地层学

是当今沉积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 ,也是进行盆

地分析 、探讨沉积演化历史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和手段 。以塔里木西部地区古生界为研究对象 ,详

细观察 、勘测了 6条剖面和 2口钻井(图 1),从横向

和纵向上分析了其层序地层特征。

研究区古生界的生物地层〔1〕 、岩石地层〔2〕、盆

地构造演化
〔3 ,4〕
等已有系统的研究 ,层序地层和海

平面变化的研究〔5 ～ 7〕近来也有报道 ,这些成果为本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层序地层划分

1.1　层序界面识别

层序界面首先是一个不整合面
〔8〕
。不整合面

的识别也是进行层序分析的关键所在 ,根据层序形

成的过程和机制 ,以及在岩相 、地震剖面上的表现形

图 1　研究区剖面位置 、井位及构造背景

1.肖尔布拉克　2.一间房　3.小海子　4.大板塔格　

5.霍什拉甫　6.杜瓦

Fig.1　Location of the section and well in

the study area and its tectonic setting

式 ,将研究区不整合面划分为以下三级:

Ⅰ级不整合面为古构造运动 、构造应力场转换

或大的海平面下降造成的大规模不整合面。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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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盆地基底面或盆地收缩时的的古风化剥蚀面 ,这

种界面常与区域构造事件吻合 ,是构造运动旋回划

分的标志 ,或与全球性大规模海平面下降相一致 ,为

区域不整合面。

Ⅱ级不整合面由明显的海平面下降造成的界

面 ,一般伴随着地区性的构造运动 ,该类不整合面在

盆地不同部位表现为不同的性质。盆地边缘带如陆

上地带 ,除出现无沉积作用外 ,还出现明显的侵蚀现

象 ,在地震剖面上则表现为顶削;盆地内部可由无沉

积作用到连续沉积 ,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上超至平行

整一 。

Ⅲ级不整合面主要由海平面变化及与之伴生的

沉积物供应速率变化造成的界面 ,地震剖面上表现

为上超或顶超 ,在盆内可进行对比 。

由此可见 , Ⅱ 、Ⅲ级不整合面与区域性构造运动

相伴的海平面升降有关 ,在层序上表现为缺失或尖

灭。 Ⅰ级不整合面的产生伴随着大规模的构造运

动 ,它使盆地沉积基底 、沉积格局 、气候条件 、古地理

面貌等发生了重大改变 ,是建立层序地层格架的“龙

骨” 。经分析研究 ,塔里木西部从结晶基底至古生界

顶界有以下三个 Ⅰ级不整合面 。

1.1.1　前震旦系顶界面

这是由变质程度深浅不一的岩石构成的盆地基

底面 ,与 Tg8 界面相对应。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

中 ,此界面遭受了强烈的风化 、侵蚀作用 ,地震反射

能量强 ,低频 、较连续 ,可见顶部被削蚀现象。在西

南缘 ,震旦系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苏库罗克群之

上①;在柯坪地区 ,震旦系以角度不整合超覆于上元

古界阿克苏群之上〔2〕。

1.1.2　奥陶系顶界面

此界面(Tg5)与加里东 Ⅰ期(艾比湖)运动有

关。在晚奥陶世 ,受此运动的影响 ,塔里木西部海平

面迅速下降 ,以至于柯坪以北的广海陆棚区也抬升

成陆 ,广遭剥蚀 ,致使大部分地区中上奥陶统削蚀尖

灭
①
,结束了最大规模的海侵历史。钻井和地震勘

探结果表明 ,塔里木盆地普遍缺失晚奥陶世的沉积 ,

中下奥陶统在各地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风化 、剥蚀 ,

不同时代的地层以不整合或假整合与之接触 , Tg5

界面在全盆地内可进行对比。

1.1.3　古生界顶界面

由于受海西 Ⅱ期(新源)运动的影响 ,二叠纪末 ,

盆地南北褶皱山系迅速崛起 ,使塔里木地块处于挤

压状态 ,海水完全退出 ,结束了古生代海相沉积历

史〔6〕 ,进入了中生代内陆盆地发展时期〔2〕 。界面之

下以海相或海陆交互相沉积为主 ,界面之上为陆相

沉积
〔9〕
,界面上下的孢粉种属 、元素含量和粘土矿

物组合发生突变①。古生代地层在各地区不同程度

地与中 、新生界直接接触 ,是一个全盆地性的不整合

面。

1.2　层序地层格架

上述三个 Ⅰ级不整合面是建立塔里木西部古生

代层序地层格架的龙骨 ,其间又包含多个Ⅱ 、Ⅲ级甚

至更细小的不整合面或层序界面 ,它们是划分不同

级别层序的依据和关键。三个 Ⅰ级不整合面所限定

的地层序列构成 2 个Ⅰ级层序 ,即震旦 —中上奥陶

统(Ⅰ 1)和下志留统—上二叠统(Ⅰ 2)层序。确定了

Ⅱ级层序后 ,在其内部可进行详细的划分 ,即根据地

区性构造运动形成的不整合面 、海平面升降造成的

沉积间断面 ,以及顶超面 、上超面 、岩性界面等 ,可进

一步划分出Ⅱ 、Ⅲ级层序 。研究表明 ,塔里木西部古

生界共划分出 Ⅰ级层序 2个 , Ⅱ级层序 6个 , Ⅲ级层

序 12个(表 1)。 Ⅰ级层序是在不同的构造背景和

沉积条件下形成的 , Ⅱ级层序尽管特征各异 ,但一般

均由四种基本叠置方式组成 ,即退积 、进积 、加积和

上超 。 Ⅲ级层序一般由层序界面 、海侵面 、最大海泛

面所限定的体系域组成 ,一般均发育 TST 和 HST ,

有时出现 SM ST 和 LST 。通过分析麦盖提地区

TB9201等地震剖面(图 2)可以看出 ,上述划分与地

震层序解释是一致的 。本文主要对 Ⅱ级层序进行详

述。

2　层序地层特征
2.1　Ⅰ1 —级层序

包括寒武—奥陶系两个二级层序 ,是塔里木盆

地由震旦 —奥陶纪碳酸盐台地形成 、发展向志留 、泥

盆纪内陆坳陷与前陆盆地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其对

应的构造运动期为加里东期。其底界面是盆地的基

底面 ,所对应的地震反射波组为 Tg 8 ,与元古代青白

口纪末的晋宁运动有关〔11〕 。顶界面为奥陶系顶界 ,

与本区发生的加里东 Ⅰ期(艾比湖)运动事件相吻

合 ,也是整个塔里木盆地构造体制转换的一个重大

界面 。

2.1.1　下 —中寒武统二级层序(Ⅱ1)

研究区该层序出露于柯坪 、阿克苏一带 ,是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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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塔里木西部古生界层序地层格架

Table 1　Sequence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of Paleozoic in West Tarim

地　层 地　　　区

界 系 统 柯坪-巴楚 英吉莎-柯克亚
接触关系 构造运动

层序地层划分

一
级

二
级

层序叠置

方式

三
级
体系域

地震

波组

年龄

(Ma)

古

生

界

二
叠
系

石
炭
系

泥
盆
系

志
留
系

奥
陶
系

寒
武
系

震
旦
系

上统

下

统

中上统

中下统

上统

中下统

中上统

下统

中
上
统

下统

中上统

中统

下统

阿恰群

小海子组

卡拉沙依组

巴楚组

克兹尔塔格组

依木干他乌组

塔塔埃尔塔格组

柯坪塔格组

良里塔格组

吐木休克组

丘里塔格上亚群

丘里塔格下亚群

阿瓦塔格组

沙依里克组

吾松格尔组

肖尔布拉克组

玉尔吐斯组

达里约尔组

棋盘组

克孜里奇曼组

塔哈奇组

阿孜干组

卡拉乌依组

霍什拉甫组

克里塔格组

奇自拉夫组

苏库罗克群

博

查

特

塔

克

群

整合　局部超削

上超　削截

　　　整合

削截

上超　削截

不整合

超覆

区域性超削

假整合　不整合

　局部超削

海西(Ⅱ)

(新源运动)

海西(Ⅰ)

(库米什运动)

加里东(Ⅱ)

加里东(Ⅰ)

(艾比湖运动)

柯坪运动

Ⅰ 2

Ⅰ 1

Ⅱ 6

Ⅱ 5

Ⅱ 4

Ⅱ 3

Ⅱ 2

Ⅱ 1

进积

退积

进积

退积

进积
加积

退积

进积
上超

进积

加积

进积

上超

进积

退积

加积

进积
退积

进积

退积

进积

退积

Ⅲ 12

Ⅲ 11

Ⅲ 10

Ⅲ 9

Ⅲ 8

Ⅲ 7

Ⅲ 6

Ⅲ 5

Ⅲ 4

Ⅲ 3

Ⅲ 2

Ⅲ 1

HS T

TS T

HS T

TS T

HS T

TS T

HS T
TS T
HS T
TS T
LST

TS T
LST
HS T
LST
HS T
TS T
LST

HS T

TS T

HS T
TS T

SMS T
HS T
TS T

SMS T

HS T

TS T

Tg

Tg2

Tg3'

Tg3

Tg4

Tg5

Tg6

Tg6 ,

Tg7

Tg8

245.0

290.0

303.0

362.5

408.5

443.1

510.0

570.0

武世至中寒武世全球规模海进—海退旋回的产物 。

寒武纪早期开始的大规模海侵迅速淹没了中央台

地 ,广泛沉积了槽盆相凝缩段 。此期研究区基本继

承了晚震旦世的古地理格局 ,盆地东部为盆地相 ,西

部为碳酸盐台地相 ,西部沉积环境主要为开阔台地

和局限台地 。早寒武世槽盆相凝缩段沉积后 ,本区

即开始发生缓慢的海退 。随着海平面的相对下降 ,

沉积环境由开阔台地渐变为局限台地 ,蒸发达到最

大时 ,形成了干热气候下的紫红色云质泥岩 、泥质云

岩和粉晶白云岩互层沉积 ,局部地区出现巨厚膏盐

层 ,从而结束了该层序的发育历史 。

2.1.2　上寒武统—奥陶系二级层序(Ⅱ2)

该层序出露于柯坪—巴楚地区 ,在伽 1 井和康

1井钻遇部分层序 ,是晚寒武世 —奥陶纪相对海平

面升降过程形成的层序 。中寒武世海退之后 ,水体

又开始逐渐加深 ,新的海进开始 ,出现了夹硅质条

带 、砂屑灰岩的灰色粉晶 —细晶云岩 、灰岩沉积 ,沉

积环境由蒸发台地变至局限地和开阔台地 ,甚至分

异出台地边缘浅滩相 ,虽然这期间曾发生短暂的海

平面振荡变化 ,总的海进趋势却未改变。中奥陶世

海侵达到高潮 ,柯坪以北地区由于受西北方向的海

侵 ,进入浅海盆地和广海陆棚沉积环境 ,萨尔干组和

印干组为海侵最大时形成的凝缩层 。柯坪以南的巴

楚—和田河地区 ,沉积相为开阔台地粒屑滩和台地

边缘砂屑滩 。晚奥陶世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相对

海平面下降 ,塔北大部分地区抬升成陆 ,广泛遭受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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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塔西南中部地区也抬升成陆 ,致使中上奥陶统削

蚀尖灭 ,结束了奥陶纪台地沉积历史。该层序自下

而上为一完整的海进—海退序列 ,为塔里木盆地沉

积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海进 —海退旋回过程。

(＊S 、D 层序划分据参考文献〔10〕)

图 2 塔里木西部麦盖提地区 TB9201 地震剖面层序解释

H.高水位体系域;L.低水位体系域;

T .海进体系域;S.陆架边缘体系域

Fig.2　Explanation of the seismic section TB9201

of M aigaiti area in West Tarim

2.2　Ⅰ2 一级层序

该层序是在不均匀拉张背景下克拉通内拗陷发

展阶段形成的 ,对应着石炭纪 —二叠纪沉积 ,在地震

剖面对应着 Tg5 ～ Tg 层序 ,层序的底界面为奥陶系

顶界面 ,顶界面为古生界顶界面 。古生界顶部地层

遭受了强烈侵蚀 ,石炭-二叠系 、志留 、泥盆系乃至寒

武-奥陶系在不同地区与中生界直接接触 ,且由西向

东 、由南向北的上超特征明显 。

2.2.1　志留系二级层序(Ⅱ3)

在盆地西部较为局限 ,只在柯坪—巴楚地区有

出露 ,多分布于东北部。由于柯坪塔格隆起在奥陶

纪末早加里东运动的影响下 ,差异性升降而形成西

高东低的古地貌 ,导致中上奥陶统的剥蚀幅度由东

向西加剧 ,海水大规模退缩 ,海平面急剧下降 。志留

纪时 ,受这一隆起的制约区内沉积作用分异明显 ,隆

起以北为一向北侧倾斜的斜坡 ,沉积环境属无障壁

海岸 ,沉积相由南向北 、由滨岸相过渡到滨外陆棚

相;隆起以南的巴楚地区志留系则为具板状和槽状

交错层理的杂色滨岸沉积 ,而西南广大地区缺失这

套沉积层序。

2.2.2　泥盆系二级层序(Ⅱ4)

该层序在研究区的南北边缘都有出露 ,是区内

分布最广的层序之一。由于晚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盆地西部的古地理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由南高

北低转变为北高南低 ,海平面继续下降。北部的柯

坪塔格隆起进一步发展 ,隆起南侧的巴楚地区以滨

海相沉积为主 。西南地区由于受到东南古陆的影

响 ,古地势表现为东高西低 ,使得泥盆系各层系由西

向东逐层超覆 ,沉积相由西向东表现为陆棚相※潮

坪相※河流相 。本层序沉积时 ,气候相对炎热干燥 ,

属氧化环境 ,总体上沉积了一套海退序列的红色碎

屑岩 。以相带展布来看 ,海退是朝西和北西方向 ,物

源主要来自东南古陆 。

2.2.3　下石炭统—中石炭统二级层序(Ⅱ5)

在巴楚地区下部主要为潮坪相碎屑岩沉积 ,向

上变为局限台地 、蒸发台地相灰岩 、云岩 、膏盐岩 ,塔

西南地区以开阔的浅海台地相沉积为主。泥盆纪

末 ,海水由西向东侵入塔里木盆地广大区域 ,这是继

寒武 —奥陶纪之后 ,本区出现的又一次大规模海侵 。

沉积范围较泥盆纪大大扩展 ,使南缘的古陆几乎全

部浸没 ,整个西部均被海水覆盖 。只是柯坪古陆仍

为剥蚀区 ,缺失早 、中石炭世的沉积 。在巴楚地区随

着海水的侵入由滨岸相变为局限台地相;至卡拉沙

依期 ,该区发生海退 ,沉积相变为蒸发台地相 ,和田

河一带则由局限台地相变为滨海沼泽页岩夹煤线的

沉积 。在伽 1井区 ,由于卡拉沙依期末的局部抬升 ,

导致卡拉沙依组被削蚀 ,结束了该二级层序的发育

历史〔12〕 。

2.2.4　中上石炭统 —二叠系二级层序(Ⅱ6)

下部以开阔台地灰岩为主 ,上部以三角洲相 、河

流相砂泥岩为主。中晚石炭世开始的海侵使昆仑洋

海域和天山海域连成一片 ,塔里木西部形成广阔的

台地 ,沉积了大面积灰岩 ,甚至在卡拉沙依期末抬升

的伽 1井地区也发育了开阔台地相灰岩 。早二叠世

继承了石炭纪晚期的沉积格局 ,西部广泛发育碳酸

盐台地 ,东部逐渐成陆 ,沉积了河湖相砂 、泥岩。晚

二叠世 ,由于塔里木陆块的向北运动 ,南天山洋和北

昆仑洋的相继闭合 ,海水大规模自东向南退却 ,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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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塔里木西部古生界层序与生储盖层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sequence and source-reservoir-cap of Paleozoic in West Tarim

地　　层

系 统 组(群)
层序 体系域 沉积相及分布特征 生储盖组合

二
叠
系

石

炭

系

泥

盆

系

志

留

系

奥
陶
系

寒

武

系

上
统

中
统

下
统

中统

下
统

上统

中

统

下

统

阿恰群

小海子组

卡拉沙依组

巴楚组

克兹尔塔格组

依木干他乌组

塔塔埃尔塔格组

柯坪塔格组

吐木休克组

丘里塔格上亚群

丘里塔格下亚群

阿瓦塔格组

沙依里克组

吾松格尔组

肖尔布拉克组

玉尔吐斯组

Ⅲ 12

Ⅲ 11

Ⅲ 10

Ⅲ 9

Ⅲ 8

Ⅲ 7

Ⅲ 6

Ⅲ 5

Ⅲ 4

Ⅲ 3

Ⅲ 2

Ⅲ 1

HS T

TS T

HS T

台地 、进积型三角洲 、河流相及湖泊相;

分布广泛

碎屑岩储层

碳酸盐岩储层

TS T 台地;分布广泛 生油层

HS T 潮间灰泥坪 、蒸发台地;分布广泛 盖层

TS T 台地;分布广泛 碳酸盐岩储层

HS T 泻湖;广泛发育 盖层

TS T 潮间砂坪 、滨岸滩沙;分布广泛 碎屑岩储层

HS T 潮间砂坪;分布广泛 碎屑岩储层

TS T 不发育

LS T 不发育

HS T 滨岸砂;分布局限 碎屑岩储层

TS T 前滨泥质岩;分布广泛 盖层

LS T 局部发育 碎屑岩储层

HS T 礁滩 、台地边缘;分布局限 碳酸盐岩储层

TS T 台地 、陆棚;分布广泛 盖层 、生油层

LS T 台地浅滩;广泛发育 碳酸盐岩储层

HS T 台地;分布广泛 碳酸盐岩储层

SMS T 局限台地;局限发育 盖层

HS T 局限台地 、蒸发台地;分布局限 盖层

TS T 台地及台地边缘;局部发育 碳酸盐岩储层

SMS T 局限台地泻湖;分布局限 盖层

HS T 局限台地;广泛发育 碳酸盐岩储层

TS T 盆地 、浅海;分布广泛 生油层

形成了塔里木西部及南部中上石炭统—二叠系完整

的海进—海退沉积序列。

3　层序地层与生储盖层的关系

通过上述层序地层的分析可以看出 ,塔里木西

部古生代发育了类型多样 ,特征各异的沉积岩系 ,由

于沉积时沉积环境和海水进退变化而形成不同的体

系域(表 2)。海进体系域(TS T)是在海水逐渐加深

的背景下形成的 。如在 Ⅲ9层序海进体系域中的潮

间砂坪和滨岸砂岩体 ,砂体经过海岸波浪的长期冲

刷 、改造 ,其分选和磨圆度均好 ,成熟度较高 ,平均孔

隙度为 15%左右 ,平均渗透率为 40×10
-3
μm

2
左

右〔13〕 ,是非常好的海相碎屑岩储集层。当海侵达到

高潮时 ,在 TST 顶部可形成密集段 ,这些密集段一

般是富含有机质的泥岩〔14〕或泥灰岩 ,可成为有潜力

的生油岩系。从塔里木盆地古生代发育的生油岩来

看 ,寒武系玉尔吐斯组和下奥陶统上部的台盆相暗

色泥岩 、泥灰岩沉积及石炭纪小海子期暗色泥岩 、灰

岩沉积均是海侵达到高潮时形成的 ,其有机碳的平

均值分别为0.63%和 0.22%～ 0.72%〔2〕 ,是塔里木

盆地最重要的生油岩系。

高水位体系域(HST)以沉积物向盆地方向进积

而使得海岸线逐步后退为特征。这一时期 ,海水退

却 ,水体变浅 ,发育台地浅滩 、局限台地相白云岩 ,有

利于储集层的形成 ,如康 1井和伽 1井寒武 、奥陶系

砂屑灰岩 、砾屑白云岩 , 其孔隙度为0 .9 % ～

5.16%,渗透率为 0.02×10-3 ～ 0.39×10-3μm2 ,为

中—差的储集层①。高水位体系域上部出现的蒸发

台地相膏盐层(如 Ⅲ10层上部)可作为局限盖层 ,与

下部的储层及海进体系域顶部的凝缩段构成较好的

生储盖组合 。陆源碎屑供给充足 ,可以形成由陆地

边缘相碎屑岩组成的沉积层序 ,如 Ⅲ5 、Ⅲ6 和 Ⅲ8 层

序 ,海侵时期形成的前三角洲泥岩可作为盖层 ,高水

位体系域形成时期的分流河道砂体 、滨岸砂体等为

最常见的储层 。总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海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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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基安 ,陈国俊 ,王琪等.碳酸盐岩层序地层格架和沉积演化与

天然气形成 、聚集关系研究.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成果

报告), 1998



台地 、陆棚相沉积环境有利于烃源岩的形成 ,而海水

退却 、台地抬升时则有利于储集层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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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Paleozoic in West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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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ectonic activites , sea-level changes and sediment supply rate etc., West Tarim has formed

many depositional hiatuses w ith different forms and orders during its Paleozoic geological evolution , and its

product-uncomfo rmites becomes the key element to establish the sequence st ratig raphic f ramework in the

study area.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aleozoic has undergone such a depositional cy cles as t ransg rssion( -O)※

ret rog ression(S-D)※t ransg ression(C)※retrogression(P),w hich formed a variety of sequences w ith different

features.The research show s that I-o rder unconfo rmities (sequence boundary)involve the Presinian top

boundary , Ordovician top boundary and Paleozoic top bundary.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section , well and

seism , as w ell as the characterisics and orders of different boundaries or uncomformities , two Ⅰ-order se-

quences , six Ⅱ-o rder sequences and tw elve Ⅲ-order sequences have been recognizaed fo r the f irst time.Ⅰ-or-

der sequence is formed under dif ferent tectonic set tings and depositonal conditions , and Ⅱ-order sequence are

generally composed of four kinds of basic superimposing forms , i.e., reg ression ,progradat ion , aggradation and

onlap.Ⅲ-order sequence consists usually of sy stem tracts limi ted by sequence boundary , transgression surface

and M FS , in w hich TST and HS T are f requent ly present , SMST and LST occasionally observed.In the study

area , the transgressire sy stem tracts(TST)are formed as the sea w ater become deeper step by step.As the sedi-

ments deposit tow ards the basin and , at the same time , the coast-line ret reats gradually , it is a sedimentary

backg round that the highstand system tracts(HST)are formed.Dif ferent system tracts and sedimentary facies

have controlled the distribution of source , reservoire and cap rocks.TS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form a-

tion of source rock and reservoi r and HST is generally related to the cap rock as w ell as reservoirs.

Key words　sequence st ratig raphy 　uncomformity 　Paleozoic　West T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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