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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系油气勘探的发现,使其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但仍存在一些制约志留 ) 泥盆

系勘探的基础地质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周缘野外剖面、盆内钻井、岩芯详细的分析, 在地层划分、对

比的基础上, 结合地震相研究成果, 将塔里木盆地泥盆 ) 志留系划分为 3个沉积体系组 (分别为陆相、海陆过渡和海

洋沉积体系组 ) ,进一步识别出 8个沉积体系。在上述沉积相研究基础上,结合测井相、地震相的识别, 对塔里木盆地

志留 ) 泥盆系岩相古地理特征及时空演化进行了详细研究, 研究表明在志留 ) 泥盆纪沉积演化过程中,岩相古地理

分布特征在各个时期存在差异性,但在整个古地理演化过程中, 又具有继承性。具体表现为: 整个志留纪以陆棚、滨

岸、潮坪沉积为主,沉积相带总体表现为南北向分带、东西向展布的格局;晚志留世 ) 泥盆纪总体为滨海 ) 潮坪环境,

沉积相带较前期局限; 晚泥盆世晚期为滨岸 ) 潮坪环境, 沉积区进一步缩小。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取得, 将会为储层

分布规律研究和油气预测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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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塔里木盆地介于中国天山、昆仑山造山带之间,

面积达 56 @ 10
4
km

2 [ 1, 2]
(图 1)。经历了震旦纪 ) 中

泥盆世、晚泥盆世 ) 三叠纪和侏罗纪 ) 第四纪这 3个

伸展聚敛旋回的演化
[ 3 ]
。而本文研究的志留 ) 泥盆

纪在塔里木地台地质演化过程中, 不仅横跨了早、晚

古生代的两个纪, 而且经历了晚加里东和早海西两次

图 1 本文野外剖面资料点图

F ig. 1 The basem ap o f the field section

1:库车县独库公路剖面; 2:柯坪县印干村剖面; 3:铁热克阿瓦提剖面; 4:巴楚小海子木库勒克村剖面; 5:英吉沙县卡拉巴西塔克

剖面; 6:和田 SZ99- 1剖面; 7:洛甫县羊达克勒克剖面; 8:阿克陶县阿克巴西麻扎尔剖面; 9:尉犁县阿尔特梅什布拉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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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塔里木盆地构造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构造运动, 造

成了塔里木盆地志留纪 ) 泥盆纪构造复杂,也导致了

沉积体系的平面展布和时空演化上的复杂性。针对

志留系 ) 泥盆系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勘探研
究认识的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储集砂体的分布、评

价预测和油气藏分布规律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详细研

究志留纪 ) 泥盆纪的岩相古地理展布特征,了解储集

体的时空分布规律。

  对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系沉积体系和岩相古

地理特征前人已做了大量研究
[ 4~ 14]

, 并已取得了一

系列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层系,

盆地的某些地区或地层分区。相对来说, 以塔里木盆

地为整体,从志留纪到泥盆纪的古地理演化研究还很

少。同时,对塔里木盆地志留纪 ) 泥盆纪的沉积相、
海侵方向和岩相古地理特征及演化特征存在认识上

的差别。如贾进华等
[ 6]
认为塔里木盆地志留纪海侵

方向主要来自盆地北部和西北部,本文认为海侵方向

来自东西两侧。

  本文在众多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先后观测塔里木

盆地周缘 9条野外剖面 (图 1) , 剖面厚度总计

182 747. 87 m, 并对盆内钻井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描

述,共观察描述钻井岩芯中 1井等 14口, 共计长度

1 480. 73m。追踪对比解释区域地震大剖面 20条, 计

约 11 353㎞。所编制的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岩

相古地理图,是在测井相和地震相识别的基础上, 以

沉积学为理论基础
[ 15~ 18]

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取得,

为储层研究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从时空上可以更详

尽的了解研究区的生、储、盖组合, 为下一步油气勘

探、有利勘探区块预测奠定基础。

2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地层划分
及发育特征

  对志留系的地层划分存在分歧, 特别是对依木干

他乌组的时代归属, 长期以来一直置于晚志留世或

早、中志留世,或为志留世
[ 5]
。塔塔埃尔塔格组有的

将其时代归于中志留世
[ 6]
。为了对盆地进行准确的

岩相古地理编图,就必须进行统一的地层划分。本文

在广泛收集塔里木盆地及其外围露头区志留 ) 泥盆

系地层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盆地周缘露头区

的南天山独库公路等 9条志留 ) 泥盆系剖面 (图 1 )

开展了实测、踏勘、取样及古生物样品的分析工作。

根据所建立的对比标志层开展地层区域展布规律研

究
*
,在对盆地各地层区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建立了

盆地志留 ) 泥盆系地层划分系统 (表 1), 统一了全盆

地层划分。

3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系沉积体系
特征

  在地层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盆地周缘野外

剖面及盆内众多钻井资料的分析,结合地震相研究成

果,在盆地志留 ) 泥盆系中划分出陆相沉积体系组、

海陆过渡沉积体系组和海洋沉积体系组共 3个沉积

体系组。可进一步识别出 8个沉积体系,每一沉积体

系又可进一步划分出不同的亚相和微相 (表 2)。但

在盆地志留纪 ) 泥盆纪演化时期, 主要发育海相沉

积,以有障壁海岸、无障壁海岸和陆棚沉积体系为主

(图 2、3)。通过对全盆地连井对比研究 (图 4), 了解

了研究区沉积体系在二维空间上的展布特征。进而

在志留 ) 泥盆纪沉积演化过程中, 可归纳为三种模

式,分别为以东河塘沉积期为代表的无障壁海岸沉积

模式、以塔中北斜坡志留系下砂岩段沉积为代表的古

陆表海碎屑潮坪沉积体系模式和塔里木盆地志留纪

沉积演化过程中的滨岸 ) 陆棚沉积模式或潮坪 ) 陆

棚沉积模式。

4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岩相古地
理特征

  以上述盆地统一地层划分为基础,通过野外露头

剖面、单井和钻井岩芯的沉积相研究, 建立了横跨整

个盆地的沉积相对比图,很好的控制了沉积相的时空

展布规律,进而结合地震平面沉积相解释成果, 恢复

了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岩相古地理。下面对各
时期的古地理展布特征分述如下:

4. 1 志留纪柯坪塔格沉积期

  该时期以柯坪铁热克阿瓦提和印干村大湾沟剖
面出露最全, 以发育无障壁海岸的滨岸沉积为特征,

沉积物以发育交错层理和冲洗交错层理的灰绿色细

砂岩和粉砂岩为主,其间夹灰绿色泥岩和泥质粉砂岩

的浅海陆棚沉积。在该时期北部 (塔北隆起 )和中南

部 (塔南 ) 塔中隆起 )为剥蚀区。在两个隆起区之间

为沉积区,沉积区东西两侧均与南天山洋连通, 海水

从北西和北东两个方向侵入。该时期总体发育滨岸

沉积体系、潮坪沉积体系及陆棚沉积体系。沉积相对

比表明北部沉积厚度较大 (印干村大湾沟剖面厚 398

m ) ,南部厚度 (方 1井厚 94 m )减少, 沉积相带表现

为南北向分带、东西向展布的格局 (图 5) , 从南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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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盆地中心依次为古陆 ) 滨岸 ) 陆棚,其中滨岸沉积

体系沿塔南 ) 塔中古隆起北缘呈东西向分布于英买

12井 ) 哈得 5井 ) 哈得 7井 ) 波 1井 ) 满 1井 ) 学

参 1井 ) 铁南 2井一线以北的地区、满西 1井以南地

区和古董 3井区为滨岸沉积。其它地区被广大的陆

棚沉积体系所占据,可进一步划分为内陆棚和外陆棚

沉积, 在内陆硼中还可识别出相对深水的内陆棚沉

积,分别分布于康 1井 ) 皮 1井 ) 胜利 1井 ) 沙 11

井之间及满参 1井井区附近。另外滨岸沉积还发育

于塔南 -塔中隆起区西南缘的柯深 1井 ) 和田 ) 民

参 1井地区。

4. 2 志留纪塔塔埃尔塔格期

  塔塔埃尔塔格期以柯坪县铁热克阿瓦提和印干

村大湾沟剖面出露最全,主要发育有障壁海岸的潮坪

沉积, 沉积物为灰白色、紫红色薄层粗粉粒长石石英

砂岩、粉砂质泥岩和泥岩互层。该时期基本保持了前

期的沉积格局,海侵方向来自于盆地东部和西部,沉

积相带上仍表现为南北向分带、东西向展布的特点

(图 6)。此时研究区北部仍为塔北隆起, 沿隆起边缘

广泛发育了潮坪沉积体系和滨岸沉积体系,其中潮坪

沉积体系分布于柯坪 ) 阿合奇地区。由于中部地区

的抬升, 前期为陆棚沉积的中部地区演变为滨岸,滨

岸沉积体系与前期相比分布范围大, 且浅滩广泛发

育。前期广泛发育的陆棚沉积区被砂坝分割为东西

两个沉积区, 即巴 4井 ) 方 1井 ) 和田 4井 ) 古董 1

井 ) 塔参 3井向西地区和满西 1井 ) 满东 1井 ) 维

马克 1井一线向东的地区为陆棚沉积, 沉积物为灰

色、浅灰色泥岩、泥质粉砂岩互层。和田 3井 ) 塔中

49井 ) 塔中 66井 ) 塔中 33井一线以南地区演化为

潮坪沉积,以灰色、褐灰色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和泥岩

沉积为特征。其它地区为滨岸沉积。在塔西南地区

仍被滨岸沉积体系所占据。

表 1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地层划分及综合地质特征

Tab le 1 Stratigraph ic division and com prehensive geologica l character of the S ilu ran-Devon ian in Tar im Basin

地层系统 地震层序 岩石特征 颜色标志 生物标志 测井标志 地震特征 横向展布

泥

盆

系

志

留

系

上

统

中

下

统

上

统

中

统

下

统

奥陶系

东

河

塘

组

T6
0

细砂岩、粉砂岩为主,

夹粉砂质泥岩、细砾

岩。

灰、灰白、浅

灰色为主, 夹

灰绿和紫红

色。

生物化石贫乏,

仅发现少量的

鱼类及孢粉化

石。

泥岩夹层厚度的不

同,自然伽玛曲线也

表现出箱型、指状、

平缓状, 幅值呈现高

y低的变化。

塔北表现为

空白弱反射,

其它地区表

现为弱波谷

或波峰。

塔北的轮南 ) 轮
台; 北部坳陷、塔

克拉玛干和塔西

南的中西部

克

孜

尔

塔

格

组

T6
1

中、细砂岩为主夹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 塔中

地区顶部常为粗砂岩、

含砾不等粒砂岩与泥

岩互层

红色与棕红

色为主

生物化石少见,

已发现几丁虫、

疑源类、孢子及

鱼类。

自然伽玛曲线表现

为两种类型:一类为

指状、中高幅值; 一

类为微齿状、中高幅

值。

低频弱振幅

反射

塔北、满加尔 ) 阿
瓦提分布零星,塔

克拉玛干全区,塔

西南西部

依

木

干

他

乌

组

T6
2

中细砂岩与泥岩不等

厚互层,局部夹灰岩

巨厚层泥岩夹薄层粉

砂岩、泥质粉砂岩。

以红色、棕褐

色为特征, 夹

灰。浅灰 绿

色

生物化石较少,

见牙形石、孢

粉、几丁虫、鱼

类及双壳。

自然伽玛为阔齿型、

中 ) 高幅值。

自然伽玛为微齿型、

中 ) 低幅值。

横向变化大,

总体为低频

中振幅连续

反射波。

塔北、满加尔 ) 阿
瓦提分布零星,塔

克拉玛干全区,塔

西南西部

塔

塔

埃

尔

塔

格

组

T6
3

细砂岩夹粉砂岩及泥

岩,泥岩厚度横向变化

大,偶夹砾岩及含砾不

等粒砂岩。

杂色, 包括紫

灰、灰紫、浅

灰色等

化石较丰富,几

丁虫、孢粉、疑

源类和鱼类。

自然伽玛曲线呈不

规则的参差状、中 )
高幅值。

塔北表现为

两至三个弱

波组, 塔中表

现为两个低

频 中 ) 强振
幅较连续的

层状反射。

塔北分布零星,满

加尔、塔克拉玛干

全区及塔西南分

布广泛

柯

坪

塔

格

组

T
7
0 细砂岩、粉砂岩和泥岩

互层为主。

深灰、灰、灰

绿色。

化石丰富: 笔

石、双壳、三叶

虫、鱼类、几丁

虫、孢粉。

自然伽马曲线呈不

规则参差状,中高幅

值。

弱 振 幅) 中
强振幅的连

续层状放射。

塔北西部、满加

尔、塔东北, 巴楚

及塔西南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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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沉积体系划分

Tab le 2 C lassification of the Siluran-Devon ian depositional system in Tarim Basin

沉积体系组 沉积体系 亚相 微相 分布层位 代表性剖面

大陆沉积体系组 冲积扇 扇根、扇中、扇端 主河道、辫状河道、泥石流 D 3 和田洛浦 D3剖面

河流 辫状河 河床滞留、河道 河道、心滩 D 3 柯坪铁热克阿瓦提 D剖面

曲流河 河床滞留、河道、堤泛 边滩、天然堤、决口扇、泛滥平原 D 3 柯坪铁热克阿瓦提 D剖面

海陆过渡沉积体系组 浪控三角洲
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

前三角洲
分流河道、天然堤、泛滥平原 S) D

阿克陶阿克巴西麻扎尔中

下泥盆统剖面

辫状河三角洲
辫状三角洲平原、辫状三角
洲前缘、前三角洲

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分流间
湾

河口湾

海洋体系组 无障壁海岸 滨岸 后滨、前滨、近滨 S 柯坪印干村 S剖面

有障壁海岸 潮坪 潮上、潮间、潮下 S 柯坪铁热克阿瓦提 D剖面

陆棚 碎屑 内陆棚、外陆棚 S、D 库车河 D剖面

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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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塔里木盆地志留纪 ) 泥盆系东西向沉积相对比图

F ig. 4 E-W sedim entary cro ss section from S ilu rian to Devonian in Tar 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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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塔里木盆地志留纪柯坪塔格期岩相古地理图

F ig. 5 Pa leo-geog raphy m ap of Keping tage Fo rma tion in Tarim B asin

4. 3 志留纪依木干他乌期

  该时期以柯坪县铁热克阿瓦提剖面及巴楚小海

子剖面出露最齐,发育有障壁海岸的潮坪沉积, 沉积

物为紫红色细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和泥岩, 发育

典型的波状层理、脉状层理和透镜状层理。该期的古

地理格局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表现为东部

地区上升成为古隆起 (剥蚀区 ) ,海侵方向主要来自

盆地的西北方向。沉积格局不仅表现为南北向分带,

同时东西向分带的特点更为明显 (图 7)。此时古隆

起区分布于温宿 ) 英买 2井 ) 英买 6井 ) 哈 5井 )

哈得 5井 ) 胜利 1井 ) 吉满 1井 ) 铁南 1井以西 )

塔中 34井 ) 塔中 4井 ) 塔北 2井 ) 和田 2井 ) 莎车
一线的以北、以东和以南地区。从东部的英南 2井 )

西部的伽 1井依次为三角洲 ) 滨岸 ) 浅水陆棚 ) 深

水陆棚的由浅至深的沉积格局。其中沙 1井 ) 满西

2井 ) 塔中 49井 ) 塔中 10井 ) 塔中 22井 ) 巴东 2

井一线以东的地区为滨岸沉积, 沉积物为灰色细砂岩

和粉砂岩。上述界限向西至巴楚 ) 胜利 1井 ) 阿参

1井 ) 莎车一线之间为浅水陆棚沉积, 沉积物为褐色

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巴楚 ) 胜利 1井 ) 阿参 1

井 ) 莎车一线向西的地区为深水陆棚沉积,沉积物为

浅灰色泥岩夹粉砂质泥岩薄层。在陆棚区局部发育

图 6 塔里木盆地志留纪塔塔埃尔塔格期岩相古地理图

F ig. 6 Pa leo-geography m ap o f Tataa iertage Form ation in Tar 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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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塔里木盆地志留纪依木干他乌期岩相古地理图

F ig. 7 Paleo-geog raphy map of Y im ugantaw u Fo rm ation in Tarim Basin

剥蚀区,这可能为后期构造隆升造成的结果。

4. 4 志留 ) 泥盆纪克孜尔塔格期

  中志留世末期的晚加里东运动, 导致了塔里木盆

地的一次大规模海退事件,克孜尔塔格组分布范围大

大缩小,因此与前期相比其总体为一套向上变浅的海

退式沉积。以柯坪县铁热克阿瓦提剖面新疆阿克淘

县巴西麻扎尔剖面出露最齐,分别发育有障壁海岸的

潮坪沉积和浅海陆棚沉积为特征。该时期古隆起区

(剥蚀区 )分布范围更广, 滨岸沉积体系占据更大的

范围, 陆棚沉积区向西退却到皮 1井 ) 方 1井以西的

地区,喀什 ) 英科 1井以西地区为深水陆棚沉积。其

它地区均演变为滨岸沉积, 进一步划分为前滨、近滨

沉积,局部发育滨岸砂坝 (图 8)。

4. 5 泥盆纪东河塘沉积期

  晚泥盆世晚期发生的早海西运动,导致了塔里木

盆地整体隆升成陆, 并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和夷平,

形成了全盆性质的造山角度不整合。晚泥盆世法门

期开始, 伴随着全球性海平面的上升, 塔里木地区又

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历史, 海水自西向东推进,

沉积了分布稳定、具有填平补齐特点的分布广泛的东

图 8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克孜尔塔格期岩相古地理图

F ig. 8 Pa leo-geography m ap of Keziertage Form ation in Tar 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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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塔里木盆地泥盆纪东河塘沉积期岩相古地理图

F ig. 9 Pa leo-geography m ap o f Donghetang Fo rm ation in Tarim Basin

河组滨海滩坝相石英砂岩。该时期整个盆地在地形

上表现为总体呈西低东高的地貌格局,东河塘沉积自

西而东超覆。此时研究区被三角洲沉积体系、河口湾

沉积体系、滨岸沉积体系及陆棚沉积体系所占据。沉

积格局为从东部 ) 西部依次为古陆 ) 滨岸 ) 浅水陆

棚 ) 深水陆棚沉积 (图 9)。其中巴 5井 ) 乔 1井 )
胜利 1井 ) 阿满 1井 ) 塔中 64井 ) 塘北 2井一线以

北、以东地区为后滨 ) 前滨沉积,局部发育滨岸砂坝,

沉积物为灰色含油细砂岩和灰白色粗砂岩与粉砂岩。

在塘参 1井 ) 塘北 2井之间和阿参 1井井区为三角

洲沉积。波 1井区和塔参 1井区为河口湾沉积。上

述界限与曲 5井 ) 方 1井 ) 满西 2井 ) 和田 2井 )

罗南 1井 ) 莎车一线之间为近滨沉积,以灰白色细砂

岩夹泥质粉砂岩。上述界限向西由于地势平坦,海水

连通性好, 依次形成了浅水陆棚 ) 深水陆棚沉积, 沉

积物为褐色泥岩夹薄层粉砂岩。

5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古地理时
空演化特征

  通过对各期的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研究, 了解了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的时空演化特征。在志
留 ) 泥盆纪沉积演化过程中,早志留世海侵的分布较

晚奥陶纪有所缩小,但基本继承了奥陶纪末西高东低

的构造格局, 整个志留纪以浅海、滨岸、潮坪环境为

主;晚志留世 ) 泥盆纪处于海西构造旋回的早期, 伴

随着周边洋盆的逐渐关闭、碰撞和隆升, 盆地处于挤

压状态, 出现了大范围的隆起,海水范围大大缩小,总

体为滨海 ) 潮坪环境, 并导致中 ) 下泥盆统与上泥盆

统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盆地经过大范围的隆起剥

蚀后,晚泥盆世晚期至早石炭世早期, 又出现了一次

新的海水侵入, 发育了著名的、分布广泛的滨岸 ) 潮
坪环境的东河砂岩。总之, 在志留 ) 泥盆纪沉积演化

过程中, 古地理格局演化及分布在不同时期既有继承

性又有差异性。继承性表现为古海水侵入方向及物

源供给区,相带展布规律均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或相似

性。差异性表现为不同时期由于处于相对海平面升

降的不同阶段,物源供给量的不同以及古气候、古地

貌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且分布区域不同的沉积体

系。

6 结论

  塔里木盆地志留 ) 泥盆纪古地理演化经历了海

域范围逐渐缩小过程, 盆地整体呈南高北低地势。平

面上在志留纪柯坪塔格期和塔塔埃尔塔格期海侵主

要来自盆地西部、西北部和东部、东北部,总体呈现出

两侧深中间浅的沉积格局。从志留纪依木干他乌期

到泥盆纪东河塘期, 海侵方向仅来自西部和西北部,

盆地沉积范围至东向西逐渐缩小,呈现出西部水体较

浅而开阔,东部较闭塞的沉积格局。通过对塔里木盆

地岩相古地理及时空演化特征的研究表明了,整个志

留纪以陆棚、滨岸、潮坪沉积为主,沉积相带总体表现

为南北向分带、东西向展布的格局;晚志留世 ) 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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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总体为滨海 ) 潮坪环境,沉积相带较前期局限; 晚

泥盆世晚期为滨岸 ) 潮坪环境。

  通过对盆地志留 ) 泥盆纪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

盆地志留 ) 泥盆纪具有良好的储集岩发育背景: 志

留 ) 泥盆纪, 南北两侧和东部主要发育滨岸相带, 西

部发育内陆棚 ) 外陆棚相带的沉积格局, 有利于储集

岩发育。而东河塘期是经历了泥盆系沉积后整体隆

升剥蚀后填平补齐的过程,其良好的储层主要发育在

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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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hofacies-paleogeography and Space-time Evolvement of

Silurian-Devonian in the Tarim Basin

ZHANG X iang
1  T IAN Jing-chun

1  PENG Jun
2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 f Oil and Gas Reservo ir Geology and Exploita tion, Chengdu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 Chengdu 610059

2. Southw es t Petro leum Univers ity, Chengdu 610500)

Abstract A great attent ion has been repaid to the study o f the S ilurian-Devon ian in the Tarim Basin due to the d is-

covery of petroleum in the interva,l but there st ill ex ists som e basic geo log ic problems wh ich hinder the explora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 lysis o f f ie ld section, drilling w e ll and w e ll core, on the basis o f detailed strata d iv ision

and comparison, the S ilurian-Devonian w as identified three sed imentary system g roup ( inc lud ing cont inenta l fac ies,

marine-cont inenta l transit ion and marine sed imentary system group) in theT arim Basin, and can be further identified

e igh t sedimentar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sed imentary research, comb ining the ident ification ofw ell logg ing

and se ism ic facies. The deta iled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 and space-t ime evo lvement o f the litho facies- paleogeogra-

phy o f S ilurian-Devon ian has been carv ied ou,t and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 the process o f sed imentary evo lve-

men,t the character o f lithofacies pa leogeography is different in each phase, but it is succession. It show s that the

dom inant facies is she lf sea, shore and tida-l flat in the who le S ilurian, and the sedimen tary fac ies zone is South-North

zonation, eas-t w est spread; from late Silurian to Devon ian the sed imentary env ironment is shore and t ida-l f la,t but the

sed imentary facies zone is more lim ited; late Late D evonian the sed imentary environment is shore and tida-l fla,t and

the sed imentary range ismo re shorten. The obta in o f above research w ill prov ide base in formation for the studying of

reservo ir regulat ities o f d istribut ion and petro leum forcasting.

Key words Tarim B asin, S ilurian-Devon ian, sedim entary system, litho facies-pa leogeography, space-t ime evo 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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