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卷  第 3期

2009年 6月

沉 积 学 报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 ICA

Vo.l 27 No13
Jun. 2009

文章编号: 1000-0550( 2009) 03-0410-09

收稿日期: 2008-07-17;收修改稿日期: 2008-10-10

塔里木盆地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
陆相砂岩中碳酸盐岩碎屑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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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储层的微观特征入手 ,通过各种实验分析认为: 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岩

中的碳酸盐岩碎屑有五大特征,明显区别于胶结物: 粒度粗,一般比其周围的原生孔隙大, 磨圆好 (个别有晚期压溶现

象 ) ,轮廓清晰; 在砂岩中分布相对均匀,非斑块状; 碎屑中存在古生物的化石且多为粉细晶; 胶结物 (铁方解石、铁白

云石 )多附着在碎屑边缘呈加大边出现,染色有明显变化; 灰岩、云岩碎屑在阴极射线下发桔黄色光。碳酸盐岩碎屑

的分布具有近源粒度粗、含量低、分选差、磨圆差、均质差;远源粒度细、含量高、分选好、磨圆好、均质好; 浅埋粒形好、

深埋压溶强的特征。物源区发育的古老碳酸盐岩地层,干旱、炎热、近咸化的古气候、古水体环境,近源快速堆积的古

地理环境是碳酸盐岩碎屑的主要成因。碳酸盐岩碎屑的识别和量化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其减孔效应明显低于胶结

物, 可有效解释高含量碳酸盐高物性砂岩成因, 其分布是界定沉积物源区的有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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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源碎屑岩中的碳酸盐岩碎屑以其特殊的物理、

化学性质而易被磨损、压碎, 易遭受风化、淋滤、压

溶
[ 1, 2]
而常被人们所混淆为碳酸盐胶结物,其归属及

作用上也一直存在争议: D ick inson等 ( 1979 )将其排

除在碎屑之外, 原因是: 1)在搬运过程中难以保存,

2)易受成岩作用影响, 3)容易与内源碳酸盐岩碎屑

混淆; 朱国华等
[ 3 ]
认为在特殊的物源背景、搬运条件

和沉积环境下碳酸盐岩碎屑大量发育不足为奇; Zuffa

( 1980)、Mack( 1984)和 Ingersoll( 1987)一再强调碳

酸盐岩碎屑在物源分析上的重要性, G raham ( 1993)

在研究中国西部盆地成因时,特别强调了碳酸盐岩碎

屑对研究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构造演化的特殊意义;

寿建峰、朱国华
[ 4 ]
认为碳酸盐岩碎屑对储层压实、胶

结作用的影响至关重要。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 ) 塔
北隆起 (尤其是克拉苏、秋里塔格、依奇克力克、羊

塔 ) 却勒提尔根 ) 轮台等构造带 )作为塔里木盆地

油气白垩系勘探的主战场, 至今已相继在巴什基奇克

组发现了大北 1气田、克拉 2气田、克拉 3气藏、迪那

2气田、野云 2气藏、羊塔克油田及提尔根油田等, 展

示了其巨大的油气潜力 (图 1)。随着勘探的逐步深

入,储集砂体的非均质性 (岩矿变化, 尤其是碳酸盐

岩碎屑含量; 成岩变化, 尤其是压实、胶结差异等问

题 )日益成为研究和生产中的瓶颈。本文的重点是

从储层的微观特征入手, 依据大量的铸体薄片、阴极

发光、扫描电镜、实验分析等资料, 结合区域地质背

景,探讨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储层中碳酸盐岩碎屑的

发育特征、成因及其在研究、勘探中的地质意义。

1 地质背景

1. 1 构造及地层简述

  库车坳陷包括北部单斜带、克拉苏 ) 依奇克里克

构造带、拜城凹陷、阳霞凹陷、乌什凹陷、秋里塔格构

造带、前缘隆起带 (南部平缓褶皱带 ) 7个次级构造单

元;塔北隆起包含温宿凸起、轮台凸起、南喀英买力低

凸起、轮南低凸起、库尔勒鼻状凸起、哈拉哈塘凹陷及

草湖凹陷 7个次级构造
[ 5]
。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白

垩系仅发育下白垩统, 上统缺失, 下白垩统厚度 200

~ 2 000m,自下而上分为亚格列木组、舒善河组、巴

西改组、巴什基奇克组。其中巴什基奇克组是研究区

最主要的含气层段,也是勘探的主要目的层, 厚度 30

~ 400 m, 南天山山前、温宿凸起周缘和轮台凸起东部

以细 ) 中砾岩、砂砾岩夹中粗砂岩、泥岩为主, 其他地

区多以不等粒砂岩、含泥砾细砂岩、中 ) 细砂岩为主
夹粉砂岩、泥岩 (表 1)。



图 1 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构造区划及勘探成果图

F ig. 1 Exploration results and tecton ic c lassifica tions of the Kuqa depression and north Tar im uplift

表 1 库车坳陷白垩系岩石地层综合表

Tab le 1 Stra tigraph ic features of Cre taceous Form ation in the Kuqa depression

地层

系 统 组
岩 性 特 征

白

垩

系

下

统

巴什基奇克组

( K 1bs)

卡
普
沙
良
群

巴西改组 (K 1 b)

舒善河组 ( K1 s)

亚格列木组 ( K 1y )

薄 ) 中厚层状灰褐色、褐灰色中砂岩、细砂岩为主夹薄层褐色 ) 紫褐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底部发育含

砾砂岩、砂砾岩。

顶部为一套区域性中厚 ) 巨厚层状褐色泥岩夹泥质粉砂岩,中 ) 下部以灰褐色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夹

砾岩及薄层泥质粉砂岩、泥岩。

中厚 ) 巨厚层状褐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薄层褐色、褐灰色、绿灰色泥质粉砂岩、粉砂岩。

下部为浅紫灰色厚层状砾岩,上部为砂岩、砾状砂岩夹泥岩。

1. 2 古地理背景

  早白垩世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起初沉积发

育在靠近北部天山山前一带, 沉积了一套以 /城墙砾

岩 0为代表的亚格列木组。随着盆地的沉积逐渐扩

大,沉积及沉降中心迁至克拉苏构造带至依西 1井一

线,盆地边缘区冲积扇、扇三角洲等相带保存完好, 其

它地区为在剥蚀夷平基础上的三角洲 ) 浅水湖泊沉

积。舒善河组沉积后山前坳陷停止发育与 /塔北隆

起 0连成一体,并与相邻的南天山造山带处于均衡调

整状态。总体呈现北山南盆的古地理格局,控制了沉

积相带的展布。由于构造活动具有阶段性,在构造相

对活动期沉积了低成熟的粗碎屑物质,在构造相对平

稳期沉积了较高成熟度的细碎屑物质,显示出坳陷盆

地的充填特点。晚白垩世 ) 古近纪初,由于受亚洲大

陆南缘冈底斯地体拼帖作用的影响, 库车坳陷 ) 塔北

隆起整体受到抬升, 遭受剥蚀, 结束中生代前陆盆地

的沉积历史
[ 6, 7]
。

1. 3 沉积环境

  白垩纪时期,气候总体干旱、炎热,库车坳陷区为

宽缓地形, 碎屑物质的输送多与季节性洪水有

关
[ 8, 9]
。巴什基奇克组沉积早期, 构造活动相对强

烈,地形陡、物源区近,气候炎热、干燥,形成扇三角洲

沉积,东西向相带展布稳定,南北向相带变化明显,卡

普沙良河、库车河、克拉苏河存在三个较大的冲积扇

群,尤其克拉苏河地区更靠近源区。巴什基奇克组沉

积中晚期,地形差降低,输入坳陷的物质变细, 但沉积

相仍呈东西分区、南北分带格局,库车河、克拉苏河和

卡普沙良河露头均处于辫状三角洲平原亚相带,克拉

2气田位于辫状三角洲平原向辫状三角洲前缘过渡

地带。塔北隆起沿温宿凸起北缘及东缘沉积的物源

主要来自温宿凸起, 以冲积扇 ) 扇三角洲沉积为主,

岩性主要为褐色、紫红色砂砾岩、含砾砂岩和中细砂

岩;羊塔地区主要是接受来自塔北东部沉积, 但也受

温宿凸起物源影响;羊塔 ) 英买 ) 东河地区为辫状三

角洲前缘亚相沉积;提尔根 ) 轮南地区为辫状三角洲
平原亚相沉积,岩性主要为细砂岩,部分含砾, 岩性较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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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酸盐岩碎屑特征及其成因

2. 1 碳酸盐岩碎屑赋存特征

  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区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

岩中含有较多陆源碳酸盐岩碎屑 (包括灰岩和白云

岩 ) ,最高含量可达 35%。碳酸盐岩碎屑区别于碳酸

盐胶结物的赋存特征主要有五点 (图 2) ; ¹ 碳酸盐岩
碎屑粒度粗,比其周围的残余原生孔隙 (包括已胶结

掉的 )大,碎屑一般磨圆好 (个别有晚期压溶现象 ),

轮廓清晰; º碳酸盐岩碎屑在砂岩中的分布相对均匀

图 2 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岩中碳酸盐岩碎屑及胶结物微观特征

F ig. 2 Ca rbonate debr is and calc ite cem ent m icroscopic fea ture of the Cretaceous Bashijiq ike sandstone

A.迪那 201井, 5 198. 17 m, K 1 bs,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粉细晶灰岩碎屑发育,部分遭压溶。 ( + ) @ 100; B. 克拉 201井, 3 664. 61 m,

K1 bs,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灰屑呈分散状均匀分布。 ( - ) @ 40; C. 克拉 201井, 3 726. 32m, K1 bs,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云岩屑,铁

白云石加大。 ( - ) @ 100; D.克拉 3井, 3 576. 8 m, K 1 bs,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云屑多处显孔不发育。 ( + ) @ 40; E.台 2井, 5 164. 28

m, K 1 bs,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灰岩屑轮廓清晰,方解石胶结物多,无显孔,灰岩碎屑 10%。 ( - ) @ 25; F东秋 8, 5 204. 82 m, K 1 bs,中

砂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白云岩碎屑发桔黄色光,白云石胶结物发桔红色光,石英发棕色光,长石蓝色光。阴极发光,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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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细 ) 粉砂岩尤为明显 ), 不存在斑块状分布特点,

而斑块状具连晶结构的碳酸盐在正交光下消光性一

致,多属于沉淀的胶结物成因; » 碎屑中可存在古生

物化石、碎片或沉积结构, 且多为粉 ) 细晶方解石或

白云石,同生成因的胶结物主要为泥晶方解石或白云

石; ¼白云岩碎屑染色无变化, 而铁白云石胶结物染

色呈蓝色, 且多附着在白云岩碎屑边缘呈加大边出

现,同样,铁方解石胶结物也呈加大边状依附于灰岩

碎屑的边缘,染色后呈淡紫色 ) 紫色; ½阴极射线下,

灰岩、云岩碎屑发桔黄色光,方解石、白云石胶结物发

桔红色光。

2. 2 碳酸盐岩碎屑成因

  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岩中碳酸盐岩碎屑之所
以能够大量保存,主要受控于两个因素:古老碳酸盐

岩地层和白垩纪古气候、古地理环境。

  ( 1)物源区古老碳酸盐岩地层的广泛发育为其

提供了重要母岩基础:库车坳陷的形成最早于海西末

期开始发育,燕山期持续发育,喜山期定型,主要充填

中、新生代地层。晚二叠世 ) 三叠纪期间库车坳陷属

于塔里木稳定克拉通周缘前陆盆地, 南天山前陆冲断

带广泛出露古生代及早中生代地层, 其中包括寒武 )

奥陶纪、石炭纪碳酸盐岩地层。发育的古老碳酸盐岩

为库车坳陷南天山物源区下白垩统砂岩提供了重要

的碳酸盐岩碎屑母源基础。塔北隆起在早古生代属

于塔里木古克拉通的组成部分, 发育以台地相碳酸盐

岩为主的沉积; 加里东晚期 ) 海西早期运动表现强

烈,隆起幅度加大,地层出露遭受强烈剥蚀,石炭 ) 二

叠系不整合披覆在下伏地层之上;海西晚期运动以断

块活动和强烈剥蚀为特征,趋于定型;中、新生代塔北

隆起成为库车前陆盆地的前缘隆起, 在构造高部位缺

失三叠 ) 侏罗系,下白垩统接受来自温宿物源区及库

鲁塔格物源区的古老碳酸盐岩及早期碎屑岩的沉积。

  ( 2)白垩纪古气候、古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关键

保存条件: 早白垩世, 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区构造活

动相对强烈, 地形坡降大、沉积中心距离物源区近

(尤其南天山及温宿物源区 ) , 发育的冲积扇 ) 扇三
角洲、冲积扇 ) 辫状三角洲沉积物多属短距离快速堆

积成因,来自物源区的碳酸盐岩碎屑多数未经充分磨

损、淘洗便进入砂岩中。根据对库车坳陷露头区泥岩

K 2O及 B含量最终计算的盐度表明: 早白垩世属于

炎热、干燥气候环境, 降水量相对较少,古水体总体呈

中咸化、高咸化 ) 低咸化、中咸化变化。舒善河组沉

积中期为最大咸化期,随后至巴西改组沉积期古盐度

持续下降, 巴什基奇克组沉积期盐度略有增大, 呈

低 ) 中咸化状态 (图 3、表 2) ,因此, 碳酸盐岩碎屑在

搬运、同生期也未遭受强烈大气水淋滤溶蚀作用,保

图 3 库车坳陷早白垩世古水体盐度变化对比图

F ig. 3 Salin ity change comparison of ear ly Cretaceous foss ils wa ter in theKuqa Depression

413 第 3期       张荣虎等: 塔里木盆地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陆相砂岩中碳酸盐岩碎屑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表 2 库车坳陷白垩纪不同沉积时期湖水盐度分析

Tab le 2 Lake sa lin ity analysis of Cretaceous sed im en ts in the Kuqa depression

剖面位置 样号 层位 岩性 K 2O /% B / ( Lg/g) B校正 / (Lg /g) 盐度 /j

库车河 1 K 1bs
1 紫红色泥岩 2. 38 28. 20 100. 71 2. 80

2 紫红色泥岩 1. 16 29. 00 212. 50 13. 72

3 K 1bs
2 紫红色泥岩 2. 15 42. 70 168. 81 9. 45

4 K 1b 紫红色泥岩 4. 30 42. 30 83. 62 1. 13

5 K
1
s 紫红色泥岩 1. 85 35. 60 163. 57 8. 94

6 紫红色泥岩 1. 69 54. 40 273. 61 19. 69

7 紫红色泥岩 2. 40 69. 70 246. 85 17. 07

卡普沙良河 1 K 1bs
2 紫红色泥岩 1. 72 44. 10 217. 94 14. 25

2 紫红色泥岩 2. 84 58. 40 174. 79 10. 03

3 K 1bs
3 紫红色泥岩 4. 35 48. 80 95. 36 2. 27

4 K 1b 紫红色泥岩 2. 35 38. 00 137. 45 6. 39

5 K 1 s 紫红色泥岩 1. 91 41. 40 184. 24 10. 96

6 紫红色泥岩 2. 22 54. 70 209. 44 13. 42

7 紫红色泥岩 1. 63 70. 80 369. 20 29. 03

8 紫红色泥岩 2. 06 86. 40 356. 50 27. 79

9 紫红色泥岩 3. 14 66. 40 179. 75 10. 52

10 紫红色泥岩 2. 60 42. 80 139. 92 6. 63

11 紫红色泥岩 1. 78 60. 00 286. 52 20. 95

12 紫红色泥岩 2. 25 53. 70 202. 87 12. 78

13 紫红色泥岩 3. 71 66. 70 152. 82 7. 89

14 K 1y 紫红色泥岩 2. 65 50. 80 162. 94 8. 88

15 紫红色泥岩 0. 92 24. 50 227. 10 15. 14

16 紫红色泥岩 2. 66 69. 80 223. 05 14. 75

17 紫红色泥岩 2. 10 62. 60 253. 38 17. 71

  注:表中 B校正 = 8. 5 @ B样品 /K 2O样品 (据沃克公式 ),其中 8. 5为纯伊利石中的理论 K 2O浓度, B样品和 K2O样品指样品实测值。 S= 0. 0977X - 7.

043, S为盐度 (j ) , X为校正 B含量 ( 10- 6 ) ,其中盐度分类为淡水 0~ 0. 5;少盐水 0. 5~ 5. 0,中盐水 5. 0~ 18. 0,多盐水 18. 0~ 30. 0,真盐水: 30. 0

~ 40. 0;超盐水 > 40. 0(据威尼斯, 1958)。

存相对较好。

3 碳酸盐岩碎屑空间分布及其地质意义

3. 1 空间分布特征

  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白云岩碎屑主要分布在
克拉 1) 克拉 2) 克拉 3) 东秋 ) 迪那地区一线东,

北至露头区、巴什 2井区,南至东秋 8井区及以南; 纵

向上主要局限在巴什基奇克组一段下部 ) 三段的上

部,含量 1% ~ 25% , 且自克拉 2井区向西至克拉 1

井区、向东至迪那地区有减少的趋势。塔北地区白云

岩碎屑主要集中在却勒 ) 羊塔地区, 含量 1% ~

10%。平面上, 灰岩碎屑主要分布在库车坳陷的大

北、吐北及阳北、野云地区以及塔北隆起的英买、东

河、牙哈、轮南地区的巴什基奇克组一段、二段、三段,

库车坳陷区含量明显大于塔北隆起区,大北吐北地区

为 3% ~ 13%, 塔北隆起为 0~ 7% (图 4、图 5)。

3. 2 地质意义

3. 2. 1 碳酸盐岩碎屑的减孔效应明显低于胶结物

  碳酸盐岩碎屑与胶结物之间既有因果联系,又各

自独立,统计表明碳酸盐胶结物含量并不随碳酸盐岩

碎屑的增加而增加, 甚至毫无关系。究其原因:一方

面,一方面碳酸盐岩碎屑是来自母岩的机械破碎、风

化、搬运, 属于机械沉积成因;另一方面, 碳酸盐岩碎

屑容易受淋滤溶蚀而进入地层水中成为准同生期或

成岩中后期碳酸盐胶结物的母质, 因而两者既有联

系,又非绝对,其原因是砂岩中的碳酸盐胶结物只有

部分 (少部分 )来自于碳酸盐岩碎屑的溶蚀后再沉淀

而成,在碱性 (或盐湖 )环境中, 甚至全部来自于湖盆

水中的碳酸盐
[ 10]
。

  碳酸盐岩碎屑并非是胶结物,而是砂岩中的骨架

颗粒, 但因其硬度 (摩式硬度 3. 0)明显低于长石、石

英,而且化学稳定性差,因而抗压实性弱、易于溶蚀而

再沉淀,其含量高低对储层物性有一定影响。通过对

库车 ) 塔北地区重点井的典型样品分析表明: 碳酸盐

岩碎屑含量为 10%时, 孔隙度一般可达 6% ~ 16%,

平均为 11. 4% ;而碳酸盐胶结物含量为 10%时,孔隙

度一般为 2% ~ 13% ,平均为 7. 0%;二者对比表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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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岩碎屑对储层孔隙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而碳

酸盐胶结物对储层的减孔效应明显增强, 是储层物性

差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 7)。

3. 2. 2 碳酸盐岩碎屑的识别可有效解释高碳酸盐含

量下的高砂岩孔隙度

  研究表明: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白垩系巴什基奇

克组砂岩中的碳酸盐以碎屑形式为主, 占总量的

70% ~ 80% ,而传统观念和实验分析 ( X衍射全岩分

析、物性分析、扫描电镜等 )均认为砂岩中碳酸盐属

于胶结物成因。碳酸盐岩碎屑的颗粒性特征使其具

有抗压实性、低填隙性、孔隙连通性, 总体好于碳酸盐

胶结物的高填隙性,碳酸盐岩碎屑的高含量有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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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岩中碳酸盐岩碎屑、胶结物含量与孔隙度相关图

F ig. 6 Corre lation be tw een carbonate debris, carbona te cem ent and poro sity of the C re taceous B ash ijiq ike sandstone

表 3 克拉 2气田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砂岩碳酸盐含量与物性对比

Tab le 3 Com parison of carbonate conten t and porosity of the Cretaceous Bash ijiq ike sandstone in theW ell of Kela 2

井

号

深度

/m
岩性

石英

/%

泥质

/%

碳酸盐碎屑

/%

碳酸盐胶结物

/%

碳酸盐含量

/%

其他胶结物

/%
< /% K /10- 3Lm 2

克

拉

201

3684. 57 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55 1 16 3 19 3 11 18. 60

3737. 91 细中粒长石岩屑砂岩 55 2 13 2. 5 15. 5 2. 5 11. 13 0. 675

3739. 09 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35 7 35 2 37 2 14. 72 1. 06

3740. 71极细 ) 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51 1 23 2 25 2 15. 1 9. 413

3743. 02 细中粒长石岩屑砂岩 54 4 13 1 14 1 16. 4 4. 074

3920. 6 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 53 2 14 2 16 2 17 22. 39

3935. 86 中粒长石岩屑砂岩 60 1 18 2 20 2 17. 2 58. 64

了高含量碳酸盐下砂岩物性高的成因,为优质储层的

发育成因解释提供了有利证据。如克拉 201井 3

739. 09 m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中碳酸盐含量为 37%,

其中碳酸盐碎屑为 35% ,碳酸盐胶结物为 2%, 其他

类型胶结物为 2%, 储层孔隙类型以残余原生孔为主

(溶孔为 3. 2% ),储层孔隙度为 14. 72% (表 3)。

3. 2. 3 碳酸盐岩碎屑的分布是沉积物源区的有效证据

  碳酸盐岩碎屑的分布具有近源粒度粗、含量低、

分选差、磨圆差、均质差; 远源粒度细、含量高、分选

好、磨圆好、均质好;浅埋颗粒形态好、深埋颗粒压溶

强的特征,其类型和分布直接反映了砂岩沉积物源区

的类型和分区。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白垩系巴什基
奇克组砂岩中灰岩、云岩碎屑分布的分区、分段性

(图 4、图 5)与重矿物组合、古水流方向等物源分析

参数完全符合 (图 7) ,表明碳酸盐岩碎屑可有效指示

物源的分区性,为物源区的界定提供了有利证据。

图 7 库车坳陷 ) 塔北隆起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物源分区图

F ig. 7 P rovenance zone o f the C re taceous Bash ijiq ike in the Kuqa depression and no rth Tar im up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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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 1) 碳酸盐岩碎屑主要有五大特征,可明显区别

于碳酸盐胶结物:粒度粗,一般比其周围的原生孔隙

大,磨圆好 (个别有晚期压溶现象 ), 轮廓清晰; 在砂

岩中分布相对均匀, 非斑块状分布; 碎屑中存在古生

物的化石且多为粉细晶颗粒; 胶结物 (铁方解石、铁

白云石 )多附着在碎屑边缘呈加大边出现,染色有明

显变化;灰岩、云岩碎屑在阴极射线下发桔黄色光。

  ( 2) 碳酸盐岩碎屑的分布具有近源粒度粗、含量

低、分选差、磨圆差、均质差; 远源粒度细、含量高、分

选好、磨圆好、均质好; 浅埋粒形好、深埋压溶强的特

征。

  ( 3) 物源区发育的古老碳酸盐岩地层, 干旱、炎

热、近咸化的古气候、古水体环境,近源快速堆积的古

地理环境是碳酸盐岩碎屑的主要成因。

  ( 4) 碳酸盐岩碎屑的识别和量化具有重要的地

质意义:碳酸盐岩碎屑的减孔效应明显低于胶结物,

可有效解释高含量碳酸盐高物性砂岩成因,其分布范

围是界定沉积物源区的有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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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ate Debri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errestrial Sandstone of Cretaceous Bashijiqike Group,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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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U Guo-hua

2

( 1. Graduate departm ent o 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 leum Exploration and Dev elopm ent o f China, Beijing 100083;

2. Hangzhou Institute of Geo logy, R esearch Ins titute of Petro leum Explora tion and D evelopm ent of China, Hangzhou 310023 )

Abstract M 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 f the reservo ir from the star,t through a variety of experiments tha:t C retaceous

Bash ijiqike sandstone carbonate debr is of Kuqa Depression-Tabe i up lift in Tarim Basin have fivem ajor characterist ics

of c lear d istinct ion w ith cemen t: Coarse gra in size, genera lly around than the orig inal porosity, and a good grinding

round ( ind iv idua l phenomenon of the late pressure so lu tion), the clear outline and a relat ively homogeneous distribu-

t ion in the sand, non-b lock classes; debris in the presence of fossils andmore to fine-gra ined powder; cements (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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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te, dolom ite iron) and mo re attached to the brink o f debris wh ile there w as increased, there w ere significan t

changes in limestone, carbonate debris show orange under cathodelum inescence. Carbonate rock debris distribution

near the source have the characterist ics o f coarse-gra ined, low con ten,t poor separat ion, poor gr ind ing park, poor

homogeneity, wh ile the other far from the source have the characterist ics ofmuch fine part icle size, high conten,t good

separation, good g rind ing park, and good homogene ity, shallow-shaped tablets, and bur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 f

strong pressure solution. The ancient source of carbonate rock formation, drough,t hea,t nearly sa lt for the ancient cl-i

mate and w ater env ironm en,t near the source o f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 f anc ient geography is them ain cause o f car-

bonate debris. C arbonate rock debris of ident 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have the importance o f geolog ical sign if-i

cance: its effectw as sign if icantly low er than that ho le by cemen,t wh ich can effective ly explain the causes of high po-

rosity sandstone w ith high content carbonate, and de fine the d istribution o f sedim ent source area as an effective ev-i

dence.

K ey words Tarim B asin, C retaceous, Bashijiqike Group, carbonate fragment

新书介绍 ) ) ) 5碎屑岩系油气储层沉积学 6 (第二版 )

  由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能源学院于兴河教授编著的 5碎屑岩系油气储层沉积学6一书第二版已经正式出

版了。第二版内容涉及碎屑岩油气储层沉积学的诸多方面,在第一版基础上又增加了 200多页, 并对原来各沉

积体系都有所扩充,尤其是对沉积相的研究方法一章, 河流、滨浅海与深水沉积体系等章节内容增加较多。同

时,考虑到层序地层学已成为储层沉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与热点,因而加入了 /碎屑岩层序地层学研究的理

论与方法0一章, 因而,本书在第一版十一章基础上变为十二章。本书第二版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有关储层沉

积学研究的学科形成发展与最新动态、碎屑岩储层的基本特征、碎屑岩层序地层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沉积相

的研究方法与沉积作用、储层成岩作用、储层非均质性、冲积扇沉积体系、河流沉积体系、湖泊沉积体系、三角洲

沉积体系、砂质海岸与浅海沉积体系、深水沉积体系;新版教材为适应油气勘探开发形势, 关注油气勘探开发中

的核心问题 ) ) ) 储层沉积体系,既介绍了碎屑岩油气储层沉积学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又涵盖了碎屑岩油气储

层的各种沉积类型,融汇了不同沉积体系的多种沉积模式, 从基本特征、分类方法与分类结果、识别标志、沉积

序列、沉积模式及主要储层砂体类型等方面详细描述了各类沉积体系。另外,该书还附有储层沉积学方面的专

业英文词汇表及各种沉积构造的彩色典型图版。因此, 本书可为一本油气储沉积学的研究生教学用书, 也可广

大从事油气储层研究、油气勘探与开发的专业地质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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