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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东地区寒武系岩石学
、

沉积学特征及储集性

潘荣胜 陈小兰 翟永红

(地矿部石油地质研究所 ) ( 国家建材局地质研究所 ) (江汉石 油学院 )

带

研究区位于扬子板块中段
,

地层发育齐全
,

构造层次清晰
,

交通方便 (图 l )
,

因此早

在本世纪初就有不少地质学家涉足此地 (李四光
、

赵亚曾
, 1 92 4 )

。

该区地质研究程度较高
,

尤其在古生物地层学研究方面成果甚丰
,

其中前寒武系和寒武系的界线剖面 已被国际地科

联确定为该界线层型的主要参考点 ; 寒武系和奥陶系亦被确定为我国南方寒武系
、

奥陶系

的主要标准剖面
,
奥陶系与志留系界线剖面正在争取成为国际层型剖面

。

寒武系的研究有

不少公开出版的论文和专著 (宜 昌地矿所
,

19 5 7 ; 汪啸风等
, l , 5 7 )

,

地层划分日趋完善

(表 1 )
。

但迄今为止
,

其岩石学
、

沉积学研究

尚未见报道
,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

我们曾三度

到该区进行实地考察
,

测制基干剖面和辅助

剖面 (图 1 )
,

采集标本
,

再进行室内研究
;
确

定了岩石分类原则
,

对该区的岩石类型
、

沉积

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结合生物组合分析

了本区的沉积演化历史
,

并对岩石的储集性

作了简略概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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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岩石类型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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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寒武系由碳酸盐岩和碎屑岩 (包括

粘土岩 )两大类岩石组成
,

其中以碳酸盐岩为

主
。

碳酸盐岩又以白云岩最为发育
,

占实测基

干剖面厚度的 77 %
。

各类岩石的分布具有一

定的规律性 (表 2)
。

(一 ) 顺粒灰岩

1
.

娜粒灰岩

在石牌组顶部和天河板组
、

新坪组中有

发育
。

细粒大小 0
.

5 0一 0
.

7 5m m
,

呈圆形
,

少

图 1 峡东地区地质略图及剖面位置

` 实洲基干剖面 . 乐实侧辅助剖面
. c

一

参考剖面

1
一

黄峪润例面 ; 2
一

官山瑙剖面 , 各玻膝包剖面 ,

4
一

新坪例面
. 导天柱山剖面

, 6
一

岩家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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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椭圆形
、

长条形及不规则形
。

内

部结构复杂
,

有同心幼
、

放射幼
、

放

射
一

同心绷以及复幼
、

偏心幼等
。

幼

粒含盘 5 0一 75 %
。

部分幼粒经后期

成岩— 压实
、

云化
、

溶蚀充填或

重结晶等改造而形成变形幼
、

云质

幼
、

单晶幼
、

多晶幼等
。

该区幼粒

大多数被亮晶方解石胶结
,

部分被

泥晶填隙
。

亮晶胶结组构较复杂
,

常

见世代胶结
,

同时也有反映特殊成

岩环境的定向胶结组构 (图 2)
。

世

代胶绪多为二或三世代胶结
.

二世

代胶结者
,

第一世代为纤状或刃状
,

第二世代为粒状 ;三世代胶结者
,

第

一世代为细小粒状或马牙状
,

第二

T曲 le Z

襄 2 岩石甚本类型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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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皇叶片状
,

第三世代为粒状
。

这类岩石具有两种产状
:

其一

是薄层状或透镜状 与薄层泥晶灰

岩互层或夹于泥晶灰岩中
。

幼粒灰

岩多由放射幼
、

放射
一

同心幼组成
.

且大多数已被云化成云质幼
,

幼粒

多为泥晶填隙
,

局部亮晶胶结
,

它

可能是在潮汐流作用下潮汐
、

潮渠

等微环境沉积的产物
,

或者是台内 图 2

小型浅滩受风暴浪作用或波浪作用

间歇性地侧向迁移堆积而成
,
其二

是 以稳定层状或块状幼粒灰岩产

亮泥晶幼粒灰岩
,

见海水重力型胶结 N (一 )
,

x 】0, e lt

iF s
.

2 5俘 r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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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id目 Um se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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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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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w e r C巨m b r访 n

T la n h e b a n

oF ” ” a it o n

出
,

这种产状的幼粒多为同心绍
,

各种交错层理发育
,

是高能浅滩环境的产物
。

2
.

核形石灰岩

主要产于天河板组中部
。

核形石多呈圆形
、

椭圆形或长条形
,

粒径 3一 5

~
,

个别 8一

1 0~
,

核心主要为三叶虫
、

腕足等生物碎屑
。

纹层构造规则而清晰
,

局部见葛万藻藻丝体
。

核形石含量 45 一 55 %
,

通常伴有 15一 20 %的分选磨圆较好的三叶虫
、

棘皮和软体动物类生

屑
。

亮晶方解石胶结
,

具三世代胶结组构
。

其产状也有两种
:

第一是以薄层一条带状产于

泥粉晶灰岩中
,

厚度数厘米
,

横向分布不稳定
。

此类核形石大小似幼粒
,

粒径多 1一 Zm m
,

形态较特殊
,

多数是在幼粒作为核心的基础上向一个或两个方向侧向加积
,

形成不规则形

状
,

含量高达 60 %以上
。

亮晶方解石胶结作用为主
,

局部泥晶填隙
。

是滩间或滩后沉积环

境的产物
;
第二类是厚层或中一厚层状核形石灰岩

,

层位稳定
,

属较高能浅滩沉积的产

物
。

3
.

砾屑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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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天河板组和破膝包组中
。

砾屑灰岩呈薄层或中层
,

与幼粒砂屑灰岩和泥粉

晶灰岩构成向上变细的正粒序结构
。

砾屑形态呈竹叶状
、

扁圆状
,

粒径最大 10 x 15 (~ )
,

一般为 2义 5 (~ ) 至 3 x 4 (~ )
,

磨圆
、

分选均一般
.

砾屑内部为泥晶或亮晶粒屑结构
,

砾屑含量 刁5一65 %
,

通常约有 15一25 %的砂屑和生屑与之伴生
。

填隙物随韵律结构部位不

同
,

其类型也不同
,

如图 3 所示
,

下部韵律为泥粉晶灰泥填隙 ; 而上部粒序则为亮晶方解

石胶结
,

且具二世代胶结组构
。

玻膝包组中的砾屑多顺层定向排列
,

局部呈双 向叠瓦状排

列或直立呈放射状排列
。

4
.

砂屑灰岩

主要见于三游洞组
、

水井沱组的顶部
,

呈薄层或

透镜状产出
。

砂屑大小 0
.

4一 1
.

2 5n u n ,

磨圆
、

分选中

等一差
,

含量 50 一“ %
.

常有砾屑
、

生屑等与之伴生
,

可见亮晶方解石胶结
,

也可见灰泥填隙
。

(二 ) 泥 (粉 ) 晶灰岩

主要见于下寒武统
,

通常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碎屑
、

砂屑
、

白云石
、

炭质等
,

构成生屑泥 (粉 ) 晶灰岩
、

泥

粉晶云质灰岩和泥粉晶含炭一炭质灰岩
。

图 3

(三 ) 礁灰岩 F诊

主要为厚层
一

块状古杯生物灰岩
、

含古杯表附藻灰

岩
。

出现于天河板组中部
,

厚度 1
.

5一 2
.

sm m
。

下部古

天河板组中砾屑灰岩沉积韵律结构

3 5 刃 1服
n

atr y r h yt 址sn o f 。目c i r u id 加

in t b e T 加山山e
ba n Fb n n a t lo n

杯含量 1 0一 15 %
,

往上古杯富集
,

个体较完整
,

以原始生长生态保留
,

构成骨架灰岩
。

表

附藻呈树枝状
,

丛状
,

粘结古杯及其它喜礁生物
。

据地矿部宜昌地矿所的研究
,

古杯主要

有 方
c
触圳州俪

,

乃咖尹触护以 , 。 , 几叻笙扣肠哪
, 名哪诊以邵叻哪 等属种

。

这类岩石是在亮晶顺粒灰岩作

为基底上发育的
,

顶部被 (泥 ) 云质条带灰岩
、

云斑灰岩等披覆
,

说明该环境适宜造礁生

物生长发育
,

但持续时间很短
。

(四 ) 白云岩

白云岩是本区最具特色的岩类
,

岩石类型和成因都十分复杂
。

1
.

泥 (粉 ) 晶白云岩

广泛发育于中上寒武统
,

岩石具土黄色
、

砖红色
,

富含陆源碎屑组分
。

白云石呈泥一

粉晶
、

半自形
。

少数白云石呈针状或刃状
,

可能为交代文石或石膏之产物
。

常伴有鸟眼构

造
、

层纹构造和千裂纹等沉积构造
,

部分可见石膏假晶 (方解石交代充填 )
,

2
.

藻白云岩

主要包括层纹石白云岩
、

缓波状叠层石白云岩和半球状叠层石白云岩三类
,

前两类多

见
,

主要分布于 中上寒武统
。

富藻纹层 一般宽 0
.

5一 l m m
,

明亮 的富屑层宽一般 。
.

5一

1
.

s m m
。

岩石中通常见有少量陆源粉砂和球粒
、

粉砂屑等
。

镜下可见到石膏假晶或石膏铸模
、

冲测面等沉积组构
。

3
.

内碎屑白云岩

包括砾屑白云岩和砂屑白云岩
。

前者有竹叶状砾屑和板条状砾屑两种
。

板条状 (或竹

叶状 ) 砾屑如图 刁所示
,

砾屑内部结构较复杂
,

有球粒
、

砂屑
、

幼粒
、

团块等以及它们彼

此相混合
,

砾屑含量 50 一65 %
。

胶结物多为亮晶粒状白云石
,

部分为粉晶白云石
。

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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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与砂屑或其它硕粒白云岩
、

泥粉晶白云岩构成成正或逆粒序层
。

竹叶或板条状砾屑多

顺层排列
,

局部呈健倾斜状或直立状排列
。

4
.

泥亮晶球粒白云岩

主要见于官山瑙组中
。

球粒很小 ( 图 5)
,

数量多 ( 70 % )
,

形态较规则
,

颜色深
。

填隙

物主要为亮晶胶结物和泥晶填晾物
。

图 4 亮晶砾屑白云岩
,

N ( 一 )
,

x s
,

e as 泥亮晶球粒白云岩
,

N (一 )
,

x 30

F i g
.

4 5脚盯 y d 0 1o rU id et N (一 ) , X S
,

U P讲 r

图 5

igF
.

5

X 30

加妇。宜U e 杯班 r
汀 讲 lo id目 d o l份仍 n e N

任沼

( 一 )
,

C知口 b r城
n
aS

n

yO 仪 lo n g Fb 们m旧石泊n M jd山 e C滋m br la n G u口n s ha n an
o Fb引 m曰d o n

5
.

亮晶团块户云岩

团块主要由藻类粘结粪球粒
、

细小砂屑等组成 ( 图 6)
,

形态不规则
,

颜色深
,

主要为

粗砂级
,

部分为砾级
,

团块数量 5 0一 65 %
。

填隙物主要为粒状亮晶白云石
,

少量泥粉晶白

去石填隙
。

这类岩石主要见于官山瑙组中
。

乐 残杂翔粒白云岩

这部分岩石在石龙洞组
、

官山瑙组
、

磕膝包组
、

三游洞组中都十分发育
。

l( ) 残余砾 (砂 ) 屑 白云岩

细晶白云岩中具残余砾 (砂 ) 屑结构
,

白云石穿过砾 (砂 ) 屑边界
,

且结晶程度较均

一 从阴极发光分析结果着
,

砾屑磨回
、

分选均较好
,

粒径 2一 3~
,

顺粒类型单一
,

仅偶

见少量砂屑与之伴生
。

野外呈厚层块状
,

交错层理发育
,

说明原颖粒岩系高能浅滩环境的

产物
。

(2 ) 残余幼粒白云岩

场粒由粉晶白云石组成
,

边界模糊
,

内部结构不清 (图 7)
,

但在阴极发光镜下
,

同心

圈层结构再现
。

幼粒大小一般 0
.

2 5 m m一 0
.

7 5m m
,

含量 50 一 80 %不等
,

有的娜粒经早期成

岩压实作用
,

变形普遍
,

形成麟抖状
、

异形粒状等
,

常伴生有少量残余砾屑
、

砂屑等结构

组分
。

说明其原始沉积环境亦为高能浅滩
。

主要发育在石龙洞组中
。

7
.

晶粒 (细晶
、

中晶 ) 白云岩

在石龙洞组及中上寒武统中广泛发育
。

晶体以细晶为主
,

部分达中晶
。

白云石常具雾

心亮边结构
,

呈半自形一自形晶
。

电镜下
,

单个白云石晶体圈层结构发育 (可能为重结晶

之产物 )
.

阴极发光镜下
,

呈蓝紫色发光
,

略显发光环带构造
。

(五 ) 碎月岩 (包括粘土岩 )

碎屑岩主要 见于下寒武统水井沱组和石牌组
,

以细砂岩
,

粉砂岩和水云母粘土岩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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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山瑙组与磕膝包组之何有一层厚约 1
.

s m 的长石石英砂岩
。

必

图 6 亮晶团块白云岩
,

N (一 )
,

x lo
.

任 `

曰 9
.

6 5脚” r y lur n
声 1 d 6 1o 创劝鹅 N ( 一 )

,

义 1 0
,

图 7

F运
.

7

残余幼位白云岩
,

N (一 )
,

X 25, e .滋

肠阁 d u a l o 0 1d a l d以 a或 o
ne N (一 )

,

义 2 5
,

M记山 . C城m br ia n G山山公幼 nL n a o F o n们。 U 6 n
L o w . r C滋m br 运n s 苗 1闭幼

o n g F’Omr a目。 n

二
、

关于 白云岩成因的探讨

从岩类学研究发现
,

本区白云岩大致可划分为准同生 白云岩和准同生后白云岩 (成岩白

云岩 ) 两大类
,

就成因机理来看
,

主要包括毛细管浓缩 ( 燕发泵吸 ) 白云石化
、

回流渗透

云化
、

棍合水云化等
。

在此基础上大多叠加了复杂的其它成岩变化
。

从各 种测试分 析资料 看
,

阴极 发光 颜色较均 一
,

仅部 分见 宽而 不 规则 的发

J竹不带
,

发光强度中等一强
;
同位素和微量元素 (表 3) 亦表现出以燕发海水特征为主 (如样品

衰 3 峡东地区寒武纪白云岩的钧建何位素 (肠 ) 及徽t 元素 (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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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一 ] 25
,

lE 一 I J 8 ,

lE 一 21 4 等 )
,

仅少数样品表现为与淡水参与的混合水云化作用有关的特

征 (如 lE 一 3 81
,

lE一 3 89 等样品 )
,
从电子探针分析和

x 一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表 4) 看
,

回

流渗透作用形成的白云石
,

多表现为富钙白云石
,

而与毛细管浓缩作用等机理有关的白云
,

岩
,

其 C a :

gM (摩尔百分数之比 ) 近于 1 : 1 ; 用 x 一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计算出的近似有序度

(I
: 。 , 。

l/
, : 。

) 亦呈规律性变化 (表 4 )
:

与准同生成岩环境有关的早期燕发云化
,

其 育序度较低
,

一般小于 0
.

8 ,
而准同生后形成的成岩白云岩

,

其有序度较高
,

通常大于 0
.

8
。

有些早期白

云岩经过后期重结晶改造后
,

其有序度和 aC
:

gM (摩尔百分数之比 ) 仍保留了原始特征
,

没

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阴极发光和电镜分析亦证明这些白云岩是准同生期的产物 )
。

虽然
,

泥粉晶白云岩
、

藻白云岩
、

亮 (泥 ) 晶顺粒白云岩是准同生期云化的产物
,

但

它们经后期重结晶改造可形成残余颗粒白云岩
、

结晶白云岩等
.

大部分残余颗粒白云岩及

部分细 (中 ) 晶白云岩是早期滩相沉积及其它环境的灰泥沉积
,

进入成岩期后
,

被富镁水

体交代
,

形成富钙白云岩
,

有序度较高 (大于 0
.

8)
。

混合水云化在晚寒武世的局部地区有

发育
,

其 白云石特征表现为碳同位素介于淡水与正常海水之间
,

通常向负值方向漂移
,

微
、

量元素 aB
、

nZ 等偏高
,

白云石结晶有序度较高 (0
.

85 士 )
,

阴极发光强度中等一强
。

另外
,

埋藏云化作用亦不可忽视
。

三
、

沉积环境分析

研究区大地构造演化与黄陵
一

污阳古陆核的演化密切相关
。

该陆核经晋宁运动南北不断

增生
,

进入震旦纪时
,

形成一个刚
一

塑并重的复合型基底
,

以此为基础
,

发育了震旦系及以

后的厚度达数千米的沉积岩系
。

在考虑上述古构造背景的前提下
,

根据寒武系各剖面的宏观地质 (颜色
、

地层厚度
、

沉

积组构等 ) 特征
,

结合岩石学研究
、

古生物组合分析
、

碳酸盐微相分析以及剖面结构分析

的最终成果
,

概括出了本区寒武纪的沉积模式 (图 8)
,

同时确定了沉积环境随时间的演化

(图 9 )
。

天柱山期 (z 娜 )
,

在白马沱期潮坪沉积的基础上
,

继续沉积了天柱 山白云岩
、

砾砂屑白

云岩组合
; 近天柱山末期

,

一个巨大的灾变事件发生了
,

造成大量生物死亡
、

搬运
、

堆积
,

并伴随着磷质矿物或磷块岩沉积
,

显然是海中突然变深
,

成为陆棚环境
,

且由于上升洋流

作用
,

带来大量磷质
, “

毒死
”
正常海条件下生存的小壳生物

,

白云石化作用亦可能随之发

生
。

在黄鳝洞剖面中
,

这套富含磷的白云岩显然厚度不大 (约 4 c0 m )
,

但小壳化石极为发育
,

且具有
:

l) 门类丰富
,

有软舌螺
、

似软舌螺
、

棱管壳
、

单板类
、

腹足类
、

寒武骨片类
、

管

壳类
、

腹足类等
,

以及一些分类位置不明的化石
; 2) 搬运堆积现象明显 ; 其它地方属不同

层位的小壳化石在此地亦混生在一起等特点
。

在与上覆地层 ( e 可 ) 接触处
,

发现了 rI
一

6
, 3

C 地球 化学异常 (图 1 0 )
,

被许靖华教授等 ( 1 9 8 6) 称为
“

寒武纪生物爆发前的死劫难海

洋
” 。

显然
,

就沉积和环境来说
,

天柱山段经历了潮下带到浅海陆棚的海进演化
。

在该段近

底部发现的遗迹化石 翻以泌脚 和 乃汾。
殉取记必绍 也证实了这种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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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刁 峡东地区寒武纪白云岩电子探针 ( % ) 及 备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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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峡东地区寒武纪沉积环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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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沱期 (任闰 ), 其沉积微相大致可划分为三套组合
:

下部组合为黑色炭质页岩夹透

镜状云质 (含硅 ) 灰岩 (即拐底灰岩 )
,

生物化石极为罕见
,

仅偶见软舌螺 ( ? )
。

在锅底灰

岩中见有少量高肌虫化石和炭质球粒 (匾亘夏}
,

1 9 0 7 ,

个人交流 )
,

普遗具每球状黄铁矿
,

中部组合为炭质页岩
、

含粉砂炭质页岩夹泥质灰岩
,

见有盘虫类三叶虫
、

古介形类
、

大量

海绵骨针 (斤诫哪哪户 却
.

) 以及古植物等化石
,

部分层位化石极为破碎
。

古植物主要为漂浮

型的球藻群
、

船形藻群
、

多面藻群以及一些分类不明的属种
,

如舌形藻属
、

念珠藻属等
; 上

部组合为中层泥质灰岩夹薄层泥质灰岩
,

三叶虫
、

腕足类大量发育
,

亦见有古植物化石
。

近

顶部见有一层海绿石生屑灰岩
,

横向延伸不稳定
,

呈透镜状
。

从颜色 (还原色 )
、

生物组合

( 由不发育到发育 )
、

碳玻盐含量 (自下而上增多 ) 等特征说明
,

它是在天柱山海进的基础

上发育的更为广泛的海进
。

下部组合系闭塞还原的较深水盆地 (台盆 ) 环境的产物
。

中部

组合为台盆一陆拥环境的产物
,

上部组合为浅海陆拥环境的产物
、

显然
,

天柱 山段与水井

沱组之间是连续沉积的
。

大量炭质是因为更广泛的海进
,

致使漂浮的古植物死亡
、

聚集
、

炭

化的结果
。

石牌期 ( e
:
印 )

,

主要为一套陆源碎屑岩 (砂岩
、

粉砂岩
、

粘土岩 ) 沉积
,

上部见有含

海绿石的砂砾屑灰岩透镜体
.

就沉积组构来说
,

石英顺粒主要为粉砂级
,

棱角一次棱角状
,

分选中等一好
,

粒序层理发育
,

多见正粒序
,

亦不乏逆粒序
。

水平层理和波状纹层构造发

育
。

可能发育有低密度重力流沉积
。

生物组合似三叶虫
、

腕足类为主
,

见有古植物
。

遗迹

化石有 矛、 如“ 助如 印
.

, 月” , 初“ 涵绍 .sP 几曰卿和初印
.

等. 说明这套沉积物自下而上经历了斜坡一

陆拥的沉积环境演变
。

天河板期 (任
,

O 为清水碳徽盐沉积
。

在纵向上见有三套沉积组合
:

下部为薄层一中层

云泥质条带灰岩
,

生物以三叶虫
、

腕足类为主
。

云泥质条带宽窄不一
’ ,

往上逐渐变为极薄

层顺粒灰岩与泥晶灰岩构成的条带状灰岩
;
中部由绍粒灰岩

、

生屑幼粒灰岩
、

核形石灰岩
、

古杯生物灰岩及古杯藻灰岩组成
; 上部由薄的顺粒灰岩与泥晶灰岩构成的条带状花岩逐步

演化为云斑灰岩
、

云泥质条带灰岩
、
从这三套微相组合来看

,

中部组合的沉积环境较为特

征
,

自下而上发育有拓粒灰岩
、

生屑砾屑灰岩
、

核形石灰岩
,

交错层理发育
,

最上部为礁

灰岩
。

礁灰岩表现为下部以藻 (葛万藻 ) 粘结古杯 ( 1 0一 15 % ) 和少量其它碎屑为主的含

古杯藻灰岩
,

往上变为古杯动物极发育的骨架灰岩
。

喜礁生物主要为三叶虫
、

腕足类和棘

. 许俊文
,

19 9 0
,

第二届全国岩相古地理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 p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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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动物
。

横向上多为丘状
,

部分地区为层状 (生物层 )
。

最顶部为云泥质条带灰岩 (礁盖 )
。

显然
,

这套组合的沉积环境演变经历了潮下低能到潮下高能的演变
,

有滩相和礁相的演化

历史
,

但由于沉积环境演化迅速
,

礁发育时间很短
,

因此规模很小
。

石龙洞期 ( e
: ` ) 的沉积环境与天河板期相似

,

但水体盐度变化较大
,

致使大量生物消

失
,

仅见有少量三叶虫和腕足类碎片
。

微相组合以板状层理
、

交错层极发育的砾屑白云岩
、

残余砂砾屑白云岩
、

残余幼粒白云岩和砂屑白去岩等为主
,

属潮下高能浅滩环境的产物
。

而

粉晶微晶白云岩间夹透镜状砂
、

砾屑白云岩等微相组合
,

为潮下低能带一潮间带环境沉

积
。

磕膝包期 ( e
:

k)
,

海水进一步变浅并时常攀露
,

形成了泥粉晶白云岩间夹颗粒白云岩
、

颗粒灰岩的微相组合
,

生物以藻类大量发育为特征
,

形成大量层纹石
、

缓波状叠层石等沉

积构造
。

三叶虫
、

腕足类不发育
。

见有鸟眼
、

虫迹
、

石青假晶等沉积组构
。

陆源组分含量

较高
,

一般 1 0一 20 %
。

沉积环境以潮上带一潮何带为主
,

间互有潮下带
。

中部的幼粒灰岩
、

砾屑灰岩交错层理发育
,

是潮下浅滩环境的产物
。

官山瑙组 ( e
,

刃 底部见有厚 1
.

5一 2
.

om 的长石石英砂
,

分选
、

磨圆中等
,

往上变为薄

层泥粉晶白云岩夹透镜状颖粒白云岩
,

层纹石
、

波状叠层石
、

鸟眼构造发育
,

是潮上一潮

间带 (富含潮沟和潮渠 ) 环境的产物
。

上部变为颗粒 (残余砾屑
、

砂屑
、

团块 ) 白云岩
,

交

错层理发育
,

竹叶状砾屑具双向定向排列
,

是潮间一潮下滩相沉积之产物
。

新坪期 ( e ` )
,

主要为一套石灰岩微相组合
,

自下而上依次为泥晶灰岩
、

叠层石灰岩
、

幼粒 (砂屑 ) 灰岩间夹白云岩
、

灰质白云岩
。

叠层石以波状一柱状叠层石为主
。

沉积环境为

潮间带下部一潮下带
。

三游同期 ( e
。。

) 沉积厚度大
,

由多期海进一海退旋回组成
。

总的沉积背景仍为藻类较

发育的潮坪沉积体系
:

下部由粉晶白云岩
、

薄层白云岩夹透镜状砂砾屑白云岩等微相组成
,

鱼骨状和透镜状层理发育
,

以潮上带与潮沟
、

潮渠发育的潮间带沉积为主 ; 中部以泥粉晶

白云岩
、

细晶白云岩
、

半球状藻叠层白云岩与颗粒 (砂
、

砾屑
、

球粒
、

细粒 ) 白云岩等微

相为主
,

见交错层理
,

系潮间一潮下带间互的潮上带沉积
, 上部以细晶白云岩

、

粉晶白云

岩
、

藻白云岩夹顺粒白云岩为特征
,

是潮间一潮上带夹潮下带沉积环境之产物
。

综上所述
,

本区寒武纪沉积环境以内部分异较大的碳酸盐台地环境为特色
,

从早期到

晚期受黄陵
一

河阳陆核的影响而表现为一完整的海退沉积旋回
。

四
、

储集性分析

上述分析不难发现
,

本区碳酸盐岩的储集性主要受沉积环境控制
,

在沉积环境的制约

下形成的各种微相经后期成岩改造 (白云石化
、

去云化
、

淋溶等 ) 形成了各种储集空间
,

其

中包括晶间 (溶 ) 孔
、

粒间 (内 ) 孔
、

生物格架孔
、

鸟眼孔
、

膏模孔
、

缝合缝隙
、

构造裂

缝等
。

这些孔隙的组合
,

构成了寒武系具有储 (容 ) 矿意义的潜在的储集层 (表 5 )
。

在岩石学研究的基础上
,

我们采集了大量定向样品
,

测定其有效孔隙度和地球物理参

数 (饰
、

冷 )
,

最后将这些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处理
。

结论是
,

石灰岩类岩石的有效孔隙度与地

震波速率呈幕函数衰减
,

白云岩类岩石的有效孔隙度与地震波速率呈指数衰减 (史祷
,

潘荣

胜
, 198 9 )

。

这为地下同类岩体的地球物理勘探和储集层的预测提供了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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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游润组组 82
。

555 细晶白云岩
··

复合菱面体孔晾
,,

匀
。

000

残残残残余箱粒白云岩岩 晶间 (解 ) 孔
。。。

官官山瑙组组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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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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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白云岩岩 燕骨架孔
,

铸模孔
。。。

位位膝包组组 4 5
。

000 燕白云岩岩 铸模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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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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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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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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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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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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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体体体腔孔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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