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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肥盆地的白垩系是叠置在侏罗纪前陆盆地上的断陷构造层, 其层序地层及沉积演化研究是油气勘探的重

要环节。综合应用横跨盆地二维地震剖面、测井、岩芯、露头及其它分析化验资料, 对合肥盆地白垩纪的地层进行了层

序地层界面的识别、划分, 建立了该期地层格架。共划分出一级层序: 构造层序界面 (构造层序 )界面 2个: SBK
1

( TK 1 )、SBE( TE); 二级层序 (层序组 )界面 1个: SBK2 ( TK2 ); 三级层序 (层序 )界面 4个: SBK1 1( TK1 1 )、SBK 1 2 ( TK1

2)、SBK1 3( TK1 3)、SBK2 1( TK2 1)。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合肥盆地白垩纪层序地层格架及沉积演化阶段: 早白垩世层序

组 (包括朱巷组和响导铺组层序组 ): 为西缓超东陡深的不对称箕状断陷格局, 西南部和北西部各发育一个大型冲积

扇 )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带, 西南部冲积扇 ) 冲积平原大部分已经被剥蚀殆尽; 东部和东北部发育一系列扇三角洲

构成扇三角洲平原 (裙 ), 两者之间为滨浅湖 ) 半深湖 ) 深湖。晚白垩世层序组 (张桥组层序组 ): 北断南超的格局占

主导, 早白垩世时期的大型三角洲体系域已经不复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北部发育较大规模的扇三角洲平原; 而南部或

西南部冲积扇 )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带已经大为缩小到信阳 ) 舒城断裂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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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合肥盆地是晚三叠世以来, 在华北板块东南缘和

秦岭 ) 大别山带东端之间发育起来的中新生代沉积
盆地。现今的残留构造和盆地形态, 经燕山和喜山等

多期构造变形和走滑位移, 与原始沉积时的古地理面

貌有很大差异。大别造山带和郯庐断裂带是合肥盆

地形成和发展演化的主要动力源泉。侏罗纪合肥盆

地表现为受大别造山带控制的前陆盆地, 其构造、沉

积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论述
[ 1 ~ 7 ]
。进入白垩纪, 合

肥盆地的构造属性有多种认识; 有的认为是挤压走

滑,朱巷组是郯庐断裂带挤压挠曲凹陷沉积
[ 5, 8, 9]

; 有

的依据盆地分析认为是滑覆冲断
[ 3, 10]

; 也有的认为是

走滑拉分
[ 4, 12]
。最新的研究认为合肥盆地的大规模

伸展起始于早白垩纪中期
[ 13 ]
并和郯庐断裂的活动直

接相关,与之相对应的合肥盆地, 尤其是东缘呈现出

明显的断裂沉积响应
[ 8, 9, 16]

, 亦有学者进行了埋藏史

和裂变径迹研究
[ 14, 15 ]

。但是对于盆地内白垩纪的地

层序列、沉积相及充填学者论述很少
[ 17, 18]

, 且仅限于

局部地区, 并且主要应用露头资料, 缺乏对全盆地整

体的研究。

层序地层学从国外引到国内,从经典的海相到中

国陆相盆地的探索应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 19~ 23]

,层序

划分的关键在于不整合面及其相对应的整合面的识

别。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应用地震、测井、岩

芯、露头等资料建立了合肥盆地白垩系层序地层格架

及沉积演化规律, 主要依据的是合肥盆地 7口深井

(合深 1) 合深 6和安参 1井 )的测井资料, 辅以 21

口浅井资料,并结合肥盆地周边地层断续露头的野外

观察, 以及二维地震剖面资料 (其中重点是南北向 6

条即 HF99-748、HF2000-716、HF99-700、HF2000-684、

HF2000-667、HF99-620; 东西向 6条即 HF99-396、

HF2000-380、HF99-365、HF99-340、HF99-317、HF99-

294)见图 1。这些资料对于层序划分和层序地层格

架的精细建立,对于油气普查阶段的层序地层单元划

分和层序格架的建立及充填模式和沉积演化的分析

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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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肥盆地区域构造位置及测线分布图

F ig. 1 Reg ional structural and se ism ic line d istr ibution m ap of the H efe i Basin

1 合肥盆地白垩系层序界面识别及划
分

  对合肥盆地地震剖面、合深 1) 合深 6井及安参

1井测井曲线的分析并结合地表露头观察, 识别出白

垩系不同级别的层序界面, 并明确了其地质含义。主

要等时界面识别的依据有: 1)地震反射结构特征,

如:削蚀 (截 )或冲刷充填和顶超造成的不整合关系;

上超和下超沉积造成的不整合关系; 强振幅反射同相

轴所显示的上下地层的截然差异等; 2)合成地震记

录中层速度差异特征; 3)测井曲线的形态及其突变;

4)沉积体系域演化, 主要表现为副层序叠置和组合

样式差异等。

  在合肥盆地白垩纪地层中识别出 7个主要的等

时界面 (图 2)。对各级层序界面的命名采用与之对

应的或相近的地震反射界面, 层序组和层序的编号,

则顺延侏罗系层序组和层序的编号。主要的界面为:

一级层序 (构造层序 )界面 2个: SBK 1 ( TK1 )、SBE

( TE ); 二级层序 (层序组 )界面 1个: SBK2 (TK2 ): 三级

层序 (层序 )界面 4个:即 SBK 11 ( TK11 )、SBK 12 ( TK12 )、

SBK13 ( TK13 )、SBK21 ( TK 21 )。

图 2 合肥盆地白垩纪地层层序综合图

F ig. 2 Cretaceous-Pa leogene sequence stratig raphy

o f theH e fe i basin

  一级 (构造层序 )和二级 (层序组 ) (图 2)界面特

征明显,参照 ¹、º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在此不再赘

述。仅以 93-212和 716测线为例 (图 3和图 4)。

  三级层序界面 (沉积间断面 ) : 地震反射特征特

983

 第 6期            唐洪三等:合肥盆地白垩纪层序地层格架、沉积体系配置及演化



征不明显,主要根据合深 1) 合深 6井、安参 1井钻

井测井资料来确定。三级层序界面主要由沉积间断

面 (或水下侵蚀面 )和相转换面组成, 其识别标志为:

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两种情形, 一种为整合平行反

射,即各界面反射波同相轴一般为 1~ 2个相位、强振

幅、中高频、连续性较好 ) 中等的反射, 其上、下反射
特征差异较大, 但底超 (上超和下超 )和削截 (顶削 )

关系不明显,如 748测线,测线剖面略。局部地区表

现为界面上下具有明显的底超和削截现象,如 667测

线,测线剖面略。

  测井层序分析据合深 1) 合深 6及安参 1井等

深井,现以合深 3为例 (图 5), 其三级界面特征为; 1)

各界面上、下沉积相和副层序的叠置样式明显不同。

各界面之上的层序短旋回 (层序下界面 ) 最大湖泛

面 )为正粒序, 局部反粒序, 以退积为主, 局部为加

积;中旋回显示为一系列退积或加积准层序, 长旋回

显示为退积准层序组,显示为滨浅湖、滨岸砂坝;而界

面之下的层序短旋回 (最大湖泛面 ) 层序上界面 )为

一系列反粒序,抑或有正粒序,以进积为主,局部为加

积;中旋回为一系列小的进积副层序, 长旋回为进积

准层序组, 显示为三角洲前缘和前三角洲沉积。 2)

测井曲线显示为突变,界面上为多齿型钟形 ) 箱形曲

线叠置成退积 ) 加积型,界面下为多齿型漏斗型 ) 箱
型叠置成进积 ) 加积型 (图 5)。3)另外,在盆地中部

合 (肥 ) ) 淮 (南 )公路沿线和盆地东缘郯庐断裂带沿

线零星露头上,可见大量的泥 (干 )裂等暴露相标志、

冲刷充填和大量的底砾岩等沉积间断或侵蚀面。

2 白垩系沉积体系研究

  据地表露头观察结合地震相、测井曲线等资料,
在合肥盆地内共识别出 5种主要的沉积体系: 冲

(洪 )积扇、扇三角洲 (浅湖 ) 深湖扇三角洲 )、低位

扇、三角洲平原、滨浅湖、半深湖 ) 深湖和湖泊浊积扇

等沉积体系,限于篇幅,每种沉积体系各举一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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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合深 3井层序地层单元和沉积相分析图

F ig. 5 Sequence stra tigraphy un its& sed im entary facies o f theH eshenW ell 3

2. 1 冲 (洪 )积扇

  冲积扇是合肥盆地白垩系 ) 古近系重要沉积体

系之一。主要沿合肥盆地南部信阳 ) 舒城断裂带分
布。总体构成向上逐渐变细的正粒序序列,间或夹有

向上变粗的反粒序序列。近端扇以发育泥石流和粗

粒的水携沉积物为主;扇中及远端扇则主要由辫状水

道充填和席状漫流沉积组成。

  早白垩世冲积扇主要发育在北淮阳霍山黑石

渡 ) 与儿街 ) 毛坦厂一线, 与佛子岭群变质基底呈角

度不整合或断层接触。沉积物主要由大量的砾岩、含

砾砂岩、砂岩和紫红色砂泥岩组成, 砾石成分受物源

区母岩类型控制,成分复杂。霍山县下符桥张团山 )

长岭岗一带,下白垩统黑石渡组 ( K1h )底部发育一套

上百米厚的砾岩,几乎全由花岗片麻岩、花岗岩和片

岩等砾石组成的冲积扇, 与中侏罗统三尖铺组 ( J2 s )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早白垩世早中期郯庐断裂伸展

断陷, 其西侧陡坡亦有朱巷组冲积扇发育,见东西向

地层格架图。

  晚白垩世张桥期的冲积扇主要发育于沿盆地北

缘 (定凤山区 )和东部张八岭隆起西缘 (盆地东岸 ),

以定凤山区南缘冲积扇为例说明如下: 合浅 2井、合

浅 6井、合 102井、、合浅 12井等资料显示为由一套

数百米厚棕红色砾岩、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组

成。以耿集西约 3 km的合浅 6井为例 (图 6), 厚度

大于 627 m, 砾石含量各段不等,含砾砂岩中砾石约

2% ~ 10%,砂砾岩和砾岩中砾石约 25% ~ 50% , 杂

基支撑,棱角状 ) 次棱角状。冲刷充填构造发育, 有

时可见泥砾和斜层理。分选差,成熟度低, 为冲积扇

相沉积。其他晚白垩世冲积扇还有定远岱山镇大柏

村冲积扇、肥东王铁赤山塘冲积扇。

  在地震剖面上, 冲积扇沉积体系具有乱岗状、变

振幅、连续性差的地震反射特征, 具有发散的反射结

构和楔状形态。

2. 2 扇三角洲

  合肥盆地的扇三角洲主要发育在郯庐断裂带和寿

县 ) 定远断裂的下降盘, 横向上向盆地深洼方向与湖
相沉积呈指状交互,其近水上部分过渡到冲积扇砾岩;

纵向上表现为总体向上变粗的相序,进一步可分出前

扇三角洲、扇三角洲前缘和扇三角洲平原。重力流沉

积经常出现于扇三角洲沉积序列之中, 代表频繁发生

的突发性或灾变性洪水事件。扇三角洲前缘的重力流

常以底流形式沿斜坡直达湖底,形成浊流沉积,在大桥

凹陷安子集 ) 施坎一带地表均有较好的湖底浊积扇露
头。现以早白垩世朱巷期的扇三角洲为例。

985

 第 6期            唐洪三等:合肥盆地白垩纪层序地层格架、沉积体系配置及演化



图 6 合浅 6井剖面图

F ig. 6 Profile m ap of H eq ianW ell 6

  该系列扇三角洲主要发育在定远县岱山 ) 藕

塘 ) 永宁 ) 肥东三官 ) 西山驿一线 (即沿郯庐断裂

带 )发育,由一系列水上和水下扇体组成的北北东向

扇三角洲裙,见东西向地层格架模式图。大型扇三角

洲主要有定远郞峰林场、滁县章广东、肥东三官、章广

梅山采石场等。以肥东三官扇三角洲为例。

  该扇三角洲位于肥东县三官岗赵村, 岩性为灰紫

红色块状砾岩夹砂岩透镜体。砾石成分主要为片麻

岩、花岗岩,其次安山质火山岩等, 大小悬殊,一般 5

~ 10 cm,小者 1~ 2 cm, 杂基支撑。为一个较典型的

扇三角洲上部高密度、高粘度的泥石流沉积朵体。从

大量的片麻岩、花岗岩等砾石成分判断其主要物源来

自肥东县浮槎山地区的肥东群杂岩。

  砂岩粒度概率曲线从扇根 ) 扇缘的变化也明显

反映为扇三角洲 (水上部分 )环境下的特征。如图

7a-3所示为一种无明显粗细截点的上凸式弧形或多

段式上凸形折线,说明碎屑粒径展布范围宽、分异差

或无分异现象、悬浮组分高的特点,反映高密度、高粘

度碎屑流沉积特征, 类似的还有 a-1 (定远郞峰林

场 ) , a-2(滁县章广东 )。章广梅山采石场扇三角洲

(图 7b)为三段式, 跳跃组分斜率低 ( 40b~ 47b) ,分选

中等, 悬浮组分高占 50% 以上, 并有 < 2%的滚动组

分,可能是受到湖泊波浪改造所致, 故反映扇缘 (端 )

沉积特征。

  早白垩世响导铺期扇三角洲沉积是继承朱巷期

的扇三角洲而发展起来的, 其位置与朱巷期大致相

同,限于篇幅, 在此不逐个描述。目前在地表露头上

发现的响导铺期扇三角洲均属水下部分, 水上部 (即

冲积扇 )可能后期反转抬升而被剥蚀掉。

  在地震剖面上, 扇三角洲体系具有较强振幅、中

等连续至连续和中、低频等地震反射特征。向盆地深

洼中心逐渐过渡为弱反射结构或亚平行 ) 平行反射

结构的湖相泥岩沉积。

图 7 朱巷组砂岩粒度分析概率曲线

F ig. 7 P robability curve o f g rain analysis o f the sandstone in Zhux iang Form ation
a- 1定远郞峰林场, a- 2滁县章广东, a- 3肥东三官; b -章广梅山采石场,

b- 1、b- 2下部砂岩, b - 3上部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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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湖泊三角洲体系
  据合 ) 淮公路沿线露头观察和安参 1井,合深 3

井、合浅 4、合浅 5等井揭露, 早白垩世合肥盆地西部

斜坡带上发育两个三角洲沉积体系, 一个发育在盆地

西北部即寿县 ) 长丰朱巷一带, 另一个发育在三觉

寺 ) 哑巴店 ) 吴店一带。后者三角洲发育较典型, 故

以此为例, 其典型剖面有哑巴店苏桥采石场和合

(肥 ) ) 淮 (南 )公路土山及其以东地区。

  苏桥采石场下部为三角洲前缘亚相, 由灰色中厚

层具平行层理的砂岩组成, 上部为三角洲平原亚相

(河泛平原微相 )的紫色粉砂质泥岩组成, 砂岩斜层

理发育,在粉砂岩中发育由粗砂、含砾粗砂透镜体构

成前积层理。中粗粒砂岩含灰紫色粉砂质泥岩和泥

砾 (撕裂冲刷屑 ) ,一般 1~ 10 cm,由青灰色粉砂质泥

岩组成,其上含较多的植物化石碎片, 可能为崩岸成

因。

  合 (肥 ) ) 淮 (南 )公路土山及其以东地区: 朱巷

组从哑巴店苏桥采石场向东到合淮公路, 层序逐渐变

新,岩石类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即由以砂岩为主

而变为以泥质岩为主的沉积。露头显示为紫红色中

厚层粉砂质泥岩、泥岩韵律层, 夹同色中细粒长石砂

岩。砂岩单层厚 10 ~ 120 cm, 似层状、透镜状, 横向

延伸渐变为紫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 (图 8)。砂岩对

下伏泥岩冲刷作用很普遍, 导致其内常含大量泥砾

(或泥屑 )。泥质岩类生物扰动构造、浪成沙纹层理

和泥裂普遍发育,为洪泛平原。

  合淮公路以东,岗集、戴新庄、至吴店尚岗采石场

一带,岩性和所代表的沉积环境与合淮公路沿线基本

相同。砂岩底部或下部亦普遍发育冲刷撕裂泥砾或

泥片, 粒径 1~ 2 cm, 最大达 30 cm, 含量多时可聚集

成泥砾层。泥裂、虫迹构造、浪成波纹及小型斜层理

较发育。

  上述剖面说明,从苏桥采石场向东至合淮公路沿
线,再到合肥市东北角之吴店尚岗采石场,无论从纵

向上, 还是从横向上沉积相发生了变化,即从三角洲

前缘亚相逐渐过渡到三角洲平原亚相 (包括河泛平

原、天然堤和决口扇等微相 )。

2. 4 湖泊沉积

2. 4. 1 滨浅湖泊沉积

  由于受盆缘断裂构造控制, 滨浅湖亚相主要发育
在盆地西部斜坡带和南部。包括湖滨带沉积和浅水

湖泊。沉积物常受湖水面波动、波浪改造以及碎屑物

的输入、滨岸地形和气候等因素变化的影响而变化。

图 8 朱巷组洪泛平原沉积序列

F ig. 8 Sedim entary sequence of a lluv ial& alluv ia l

p la in on H e-H ua i road o f Zhux iang Form a tion

常见的沉积构造有小型沙纹交错层理、生物潜穴及扰

动构造。

  滨湖亚相以朱 5井响导铺组、合浅 13井张桥组

(图 9)为代表,由褐紫色粉砂岩、细砂岩和泥质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组成, 普遍发育交错层理、泥砾和泥裂

等构造也常见。反映滨湖环境下时而水下时而水上

的暴露相特征。

  浅湖亚相以合浅 2井 (图 9)和合浅 13井 (图 9)

为代表,具波状纹层和小型交错层理。合浅 13井出

现较多的砂砾岩韵律层, 可能为河流携带的粗碎屑

物,再经湖流和波浪再次搬运, 重新分布成湖滩砂坝。

  浅湖在环境组合上,向盆地东部前渊带方向沉积

物粒度变细,逐渐过渡为较深湖沉积;在侧向上,若有

冲积扇和三角洲发育, 其沉积组合往往变为间湾沉

积。在沉积序列上, 向上倾方向常与湖滨带沉积过

渡,向湖盆方向则往往过渡为较深湖相沉积。

2. 4. 2 半深湖 ) 深湖泊沉积

  深水湖泊发育在盆地东部于大桥洼陷, 以合浅
8、合浅 9井及古城一带地表露头为代表。主要岩性

为灰黑色、深灰色泥岩、灰色泥灰岩、浅色灰岩、砂质

灰岩夹少量灰质粉砂岩、灰质细砂岩, 富含黄铁矿细

脉及植物化石碎屑, 暗色泥岩层累计厚度 > 600 m。

在肥东县古城镇东小河旁 (介于合浅 8井与合浅 9井

之间 )由于郯庐断裂后期的影响,这套暗色岩被抬升

至地表。岩石中产大量植物化石碎片和炭屑, 并常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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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朱 5井、合浅 2井和合浅 13井沉积相剖面图

F ig. 9 Sedim entary fac ies profiles of ZhuW ell 5 /H eqianW ell 2 & H eqianW ell 13

有土黄色或铁锈色透镜状黄铁矿结核或菱铁矿结核,

应为还原环境下半深湖 ) 深湖相沉积。

2. 4. 3 湖底浊积扇沉积

湖底浊积扇主要发育于下白垩统响导铺组,在大

桥凹陷施坎村简易公路路堑上有较好的出露。这是

盆地东部沿郯庐断裂带下降盘发育的扇三角洲前缘

上的沉积物以重力流或底流的形式沿斜坡滑塌直达

深湖湖底而形成的, 在湖底深洼部位呈北北东向展

布,形成轴向湖底扇沉积,具有清晰的鲍马序列和准

同生变形构造。

  鲍马序列及岩性特征: A段:以粒度正递变层为

主,由下而上为砾质砂岩渐变为岩屑粗、中细砂岩。

细砾岩具块状层理, 杂基支撑。砾径一般几毫米, 少

数 1~ 2 cm,大者可达 5 cm。砾石成分主要为来自东

部张八岭群的变火山岩, 少数为花岗岩和石英岩等。

多数棱角状,少数略有磨圆。冲刷面发育, 主要为 A

段对 D段的冲刷,冲刷面较陡达 40b左右。B段: 为

粗砂岩和中砂岩, 具平行层理, 有时见 15b左右的斜

层理。C段: 以粉砂岩、细砂岩和泥岩组成, 可见小型

滑塌揉皱和包卷层理及砂枕等构造。D段: 由粉砂质

泥岩、泥岩组成, 具水平纹层构造。E段:为质地很纯

的泥岩, 水平纹层发育, 呈纸片状纹泥。风化后呈为

灰白色,可能是暴露地表长期氧化退色所致, 推测原

岩应为灰黑色浊流间隙期正常深水湖相悬浮垂向加

积泥岩。以上各段并非连续出现, 常以 AB、BC、AA、

CD和 AD组合出现。每一组合一般几厘米 ~数十厘

米不等,最厚 AB组合可达 100 cm左右。

  粒度特征: B段: 砂岩粒度曲线为低斜率 ( 30b左

右 )弯曲弧线,粗细截点不明显, 分异很差或无分异,

粒径范围跨度大,悬浮组分较高, 具较典型的浊流沉

积特征 (图 10B )。 C段: 粉砂岩段, 粒度曲线仍为弯

曲弧线, 斜率 55b左右 (图 10C) , 略高于 B段。粒度

较 B段细,悬浮组分 ( 60%以上 )比 B段高得多。反

映由下而上能量衰减,由高密度流向低密度流转变之

特征。

  湖底浊积扇在 365地震测线东段 (合深 1井 ) 郯
庐断裂之间 )也有反映, 表现为一系列的底平上突的

丘状反射, 与地表露头是吻合的。

2. 4. 4 膏盐湖沉积

  最典型的膏盐湖沉积分布于古近系定远凹陷。
据合深 4井揭露 (综合柱状图略 )为粉砂质泥岩夹灰

绿色、棕色薄层膏泥, 含钙芒硝和星点状、纤维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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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桥施坎响导铺组浊积岩 B、C段粒度概率曲线

F ig. 10 P robab ility curve of g ra in ana ly sis of B & C

sandstone o f turb id ite fan in X iangdaopu Form ation

on Shikan v illag e, Daqiao depression

膏,为半深 ) 深湖相盐湖沉积。地震反射为杂乱 ) 亚

平行、弱中振幅、合深 4井视电阻率曲线为多强而密

集的尖齿状形态,这可能是含多层膏盐有关。

3 合肥盆地白垩纪沉积体系空间配置

  印支运动导致大别 ) 苏鲁碰撞造山与郯庐转换

断层活动以后,早侏罗世合肥盆地开始形成, 并逐渐

进入了前陆盆地形成和发展阶段。早白垩世初,郯庐

断裂带由转换断层转变为左行平移走滑, 合肥盆地沉

积可能没有响应。早白垩世中期 (朱巷组 ) , 郯庐断

裂带由左行平移走滑转变为伸展断陷,合肥盆地进入

了伸展断陷演化阶段。晚白垩世,合肥盆地持续伸展

断陷,沉积了以张桥组为代表的粗碎屑物。古近纪合

肥盆地伸展断陷进入尾声, 古近纪末或新近纪初, 受

太平洋板块构造运动的影响,中国东部普遍遭受东西

向区域性的挤压,郯庐断裂带发生逆冲作用, 导致合

肥盆地最终消亡。区域性构造演化的不同阶段,在盆

地充填沉积记录中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相应的记录。

  据 12条二维地震剖面详细判别、解释,划分地震

相单元,并结合 7口深井单井层序和沉积体系域和沉

积相分析以及地表露头充填沉积 ) 沉积相的圈定,建

立了合肥盆地白垩纪层序地层格架 (图 11,东西向 )。

图 11 合肥盆地白垩纪 ) 古近纪地层沉积格架图

F ig. 11 East-w est stratig raphy framewo rk of the H efe i Basin dur ing Cretaceous to Pa leo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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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序地层等时框架内,对白垩系各层序的典型沉积

体系进行二维分析、解剖,并确定其时空展布及其演

化。从而恢复合肥盆地白垩纪沉积体系的古地理面

貌和古环境。 1)以二级层序组为单元,其中早白垩

世朱巷组和响导铺组层序组在地震剖面反映特征相

似,难以区分, 故合并在一起, 主要表现为东断西超,

北断南超 (尤其是晚白垩世表现更为明显 )。2)物源

主要来自于盆地的南部 (或西南部 )大别造山带、北

部华北克拉通淮南 ) 蚌埠隆起带以及东部张八岭隆

起带, 显示复杂的多物源特征。 3)受构造单元和物

源控制,整个盆地发育三大砂体: 北西部砂体和南部

(或南西部 )砂体,两者皆为大型建设性三角洲砂体;

其次为北东和东部平行郯庐断裂带和寿县 ) 定远断

裂东段的深水扇三角洲砂体。

3. 1 早白垩世层序组沉积体系空间配置

  早白垩世层序组 (包括朱巷组和响导铺组层序

组 ) , 为西缓超东陡深的不对称箕状断陷格局, 据地

震反射结构和地震相特征所恢复的沉积体系空间配

置特征 (图 12)。西南部和北西部各发育一个大型冲

积扇 )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带,西南部冲积扇 ) 冲

积平原大部分已经被剥蚀殆尽, 但隐约可以恢复其原

貌。东部和东北部发育一系列扇三角洲构成扇三角

洲平原 (裙 )两者之间为滨浅湖 ) 半深湖 ) 深湖。在

东部断陷深洼带发育深湖相湖底浊积扇。在西部吴

集断裂和肥中断裂西部还发育湖侵初期的低水位扇。

3. 2 晚白垩世层序组沉积体系空间配置

  晚白垩世层序组 (张桥组层序组 ) , 基本上沿袭

早白垩世不对称箕状断陷格局, 但是北断南超的格局

占主导,东断西超的格局为辅, 导致沉积体系空间配

置有较大的改变:早白垩世时期的大型三角洲体系域

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北部发育较大规模的扇

三角洲平原。而南部或西南部冲积扇 )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带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到信阳 ) 舒城断裂

北缘 (图 13)。

4 结论

  合肥盆地的白垩纪是叠置在侏罗纪前陆盆地上

的断陷构造层,其层序地层及沉积演化研究是油气勘

探的重要环节。本文综合应用横跨盆地二维地震剖

面、测井、岩芯、露头及其它分析化验资料,对合肥盆

图 12 早白垩世地震相和沉积体系分布图

F ig. 12 Se ism ic faceis& sedim entary system d istr ibution on Ear ly Cretaceous in theH eFe 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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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晚白垩世地震相和沉积体系分布图

F ig. 13 Seism ic face is& sedim entary system distr ibution on Late C retaceous in theH e fe i Basin

地白垩纪地层进行了层序地层界面的识别、划分, 建

立了该期地层格架。共划分出一级层序: 构造层序界

面 (构造层序 )界面 2个: SBK1 ( TK1 )、SBE ( TE ) ;二级

层序 (层序组 )界面 1个: SBK 2 ( TK 2 ) ; 三级层序 (层

序 )界面 4个: SBK 11 ( TK 11 )、SBK 12 ( TK 12 )、SBK 13

( TK 13 )、SBK0 21( TK21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合肥盆

地白垩纪层序地层格架及沉积演化阶段: 早白垩世层

序组 (包括朱巷组和响导铺组层序组 ) : 为西缓超东

陡深的不对称箕状断陷格局,西南部和北西部各发育

一个大型冲积扇 )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带, 西南部

冲积扇 ) 冲积平原大部分已经被剥蚀殆尽;东部和东
北部发育一系列扇三角洲构成扇三角洲平原 (裙 ),

两者之间为滨浅湖 ) 半深湖 ) 深湖。晚白垩世层序

组 (张桥组层序组 ) :北断南超的格局占主导,早白垩

世时期的大型三角洲体系域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

的是北部发育较大规模的扇三角洲平原; 而南部或西

南部冲积扇 ) 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带已经大为缩
小到信阳 ) 舒城断裂北缘。

  合肥盆地白垩系层序地层格架为一典型的半地

堑 (箕状 )伸展断陷盆地, 东断西超,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东部断陷带, 西部斜坡带。断陷带即郯庐断裂带

下降盘 (西盘 ),严格受控于郯庐断裂带, 呈北北东向

展布, 为沉降 ) 沉积中心,西部斜坡带较为广阔。两

者沉降 ) 沉积带分异性较明显。东部主要发育半深

湖 ) 深湖相及扇三角洲相沉积, 而西部斜坡带主要发
育滨浅湖、三角洲、冲积平原和冲 (洪 )积扇相沉积。

早白垩世 (包括朱巷组和响导铺组 )沉降 ) 沉积主要

受郯庐断裂带控制, 但是东西向前陆逆冲断层如寿

县 ) 定远断裂、肥中断裂、肥西 ) 韩摆渡断裂、信阳 )

舒城断裂等开始反转为伸展断裂,对其沉降 ) 沉积亦
有较弱的显示, 表现在其下盘 (南盘 )发育少量的粗

碎屑物 (低位扇、扇三角洲 ), 在盆地南部边缘产生中

心 ) 裂隙式火山喷发,形成大量的中酸性火山岩。晚
白垩世 (张桥组 )沉降 ) 沉积作用受郯庐断裂带和东

西向断裂的双重控制作用很明显。古近纪时, 由于东

西向断裂强烈地差异性升降, 导致合肥盆地南北分

野,形成各自独立的、彼此分割的、主要受东西向断裂

控制的小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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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Sedimentary System

and Evolution of CretaceousH efei Basin

TANG Hong-san
1
ZHANG Yong

2, 3
REN Feng- lou

1

( 1. Insti titute of G eologica l Science, Sheng liO ilfield Branch, SINOPEC, Dongy ing Shandong 257015;

2. The Key Laboratory ofM arine Hydrocarbon Resources and Env ironm entGeo logy, M 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Q ingdao Shandong 266071;

3. Q ingdao Ins titute ofM arine Geology, Q ingdao Shandong 266071)

Abstract A ccording to se ism ic, w e l-l logs, outcrop& cores data, w e ident ified sequence stratigraphy boundarys.

C retaceous-Paleogene strata can be recogn ized as 3 firs-t o rder sequence, 1 second-order sequences and 4 th ird-order

sequences. Based on the princ iple of base level cycles, the author dist inguished& estab lished sequence strat igraphy

framew ork, sed imentary system setting& evo lu tion in Cretaceous-Paleogene. That is: 1) E arly Cretaceous sequence

series( Zhux iang& X iangdaopu Format ions) : a sem -i graben basin wh ich on lapped in the w est& fau lted in the eas,t

deve loped grea t sca le alluvia l fan-a lluv ial p la in-delta p lain on thew estern-no rthern& western-southern respec ially. On

eastern& eastern-no rthern grow th aseries fan-deltas& shore sem ideep-deep lacustrine. 2) Late C retaceous sequence

series( Zhangq iao Forma tion): sim ilar w ith Early C retaceous basica lly, buta sem-i graben basin wh ich on lapped in the

south& faulted in the north more salience. 3) Pa leogene Sequence series ( D ingyuan Format ion) : The north o f

Feizhong fau lt uplift since tectonicmovem ent so that b isect the basin, D ingyuan depression on the north and Shucheng

depression on the south.

Key words H efe i B asin, C retaceous, sequence stratigraphy, Zhux iang Fo rmation, X iangdaopu Form ation, Zhan-

gq iao Form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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