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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华签山志留系与
“
石 炭系

”

华姜山以东
、

以北和重庆以下
,

三峡以上的长江南北两岸的川东地 区
,

70 年代后期至

今
,

由原石油工业部
,

即现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

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气矿
,

先后在

这里勘探到
“

石炭系
”
工业气层

,

现已建成近十个大
、

中
、

小型多层气田
,

其中高产气层

常与被称为
“

石炭系
”
角砾白云岩密切相关

。

这个气层分布广
,

多在 I OOm 厚度以内
,

横向

变为或厚或薄的不均一体
。

但往东南向湖北方向
,

公认的中石炭统黄龙灰岩
,

厚度多大于

10 0 m
,

且几乎全是灰岩
,

至今尚未发现有好的气层或油气显示
。

该区中石炭世确有浅海碳酸盐沉积
,

自东向西
,

自湖北向四川东部和东南部展布
。

在

东部
,

中石炭统灰岩与其上覆的下二叠统 (或阳新统 ) 灰岩呈假整合接触 . 其下超覆在上

泥盆统石英砂岩之上
,

两者间为一假整合面
。

上泥盆统石英砂岩则与下伏志留系新滩页岩

( 即下志留统下部龙马溪组与上部罗惹坪组之混称 ) 上部
,

又是一个假整合面
。

由此往西
,

主要在长江南北两岸地区
,

4

泥盆系尖灭
,

石炭系便直接超覆在志留系之上
。

出露在华姜山华鉴市 (原岳池县境内的一部分 ) 溪 口之东的高山上三百梯下的阎王沟

( 又称阎王编 ) 之北岸路旁的 5
.

6 m 白云岩 (包括灰质白云岩和角砾白云岩 )
,

其剖面的地层

层序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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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等不均匀分布在同一岩层上
,

而且各单色自身不成层
。

这份资料是比较准确的
、

可靠

的
.

还有地质部第四石油普查大队张永安等 ( 19 6 3) 所修编的该剖面资料
,

以及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吴望始
、

张遴信与地质部第二石油普查大队彭俊才
、

廖汉中等 ( 19 6 5 年 ) 在

该剖面所采得的化石
,

均与夏怀宽等的成果和认识是一致的
,

没有任何异议与相反的资

料
。

笔者在 19 8 , 年也从该剖面采得不少 。 阶如礴即 “ 灿砚. 劝防 化石
,

经南京俞昌民鉴定
,

其时

代仍属早志留世
。

同时还采得苔辞虫化石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胡兆殉鉴定 ) 和层孔虫化

石 (南京王成源鉴定 )
。

其中以 。洲如的 “ ` 仍阅娜泌 化石最能说明时代
,

该化石与葛治洲
、

俞

昌民 ( 1 9 7 4 ) 执笔的 《西南地区地层古生物手册 》 中的 。叫哪众甲 伪如服吸谊娜 ( sP
.

on
v

.

) 完全

一样
,

时代为早志留世晚期雷家屯期
,

即罗惹坪期
。

该珊瑚为群体
,

呈灌木丛状
,

丛体直

径可达 0
.

s m 左右
。

在薄片中可见该珊瑚的分枝生长型式
。

笔者据露头研究
,

认为这 5
.

6m

厚的白云岩
,

是由该珊瑚的丛状群体起格架和障积作用所组成的丛架礁
。

在丛架礁之下
,

是

连续沉积整合的第 4 岩性段 (夏怀宽等 )
。

如上所述
,

这 5
.

6m 厚的白云岩时代
,

未见有资料提出划归为石炭纪的
,

只存在不是泥

盆纪便是志留纪的问题
。

但后者既有可靠的化石资料作证
,

又有多人次的对该剖面的观察

与核对
,

应是无误和可信的
.

科学的怀疑是从不断观察研究中产生的
.

地质部西南石油地质局中心情报室办的 《油

气地质科技信息 》 19 8 7 年 7 月总第 36 期上
,

由地矿部西南石油地质局地质综合研究大队田

端孝等著文 《华姜山剖面石炭系存疑 》
,

首次以文字形式将此问题公诸于众
。

笔者与著者共

同在现场观察时
,

认识一致
,

作为地质问题
,

石油地质问题
,

都有它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

值
。

向同行提出
,

希望引起重视
。

不断实践
,

不断探索
,

不断更新
,

愿与同行共勉之 !

,

.

二
、

华签山志留纪礁体与油气

包括四川盆地在内的上扬子地台的志留系
,

其主要沉积环境是属于弱补偿半还原欠开

阔的陆棚相浅部沉积
,

以厚几百米至千余米的灰绿色夹少许紫红色页岩夹同色粉砂岩和灰

色透镜体生物灰岩为代表
;
次要的是以百米左右厚的黑色笔石页岩为代表的欠补偿强还原

略闭塞的陆棚相较深部沉积
。

它们的沉积时代包括整个早志留世
,

而中晚志留世的沉积
,

常

因地层缺失或沉积间断而保留很少或全然没有
。

川东地 区则属于后者
。

这都与加里东运动

密切相关
,

其示意如图 3 所示
.

如图 3 所示
,

由加里东运动所产生的古隆起
,

最先始于西部
,

以后才渐次向东发展
,

到

中
、

晚志留世
,

达到高潮
。

海西运动期内
,

隆起东面的川东地 区
,

有泥盆石炭系的沉积
,

局

部分别有超覆 , 二叠纪前夕
,

整个隆起下降
,

以致二叠系以稳定地台型建造满布原古隆起

地区
,

从此进入另一地壳演化的历程
。

华姜山 5
,

6 m 厚的白云岩或丛架礁
,

以及在此以北十余公里的华姜山李子娅以北十余 节
公里的华萎山楼房沟

,

都有早志留世晚期的这类礁体出露
,

分别各厚 16
.

g m 和 29
.

s m
。

但

这两者与梁山组底部风化壳之间尚隔以十几米厚的下志留统上部罗惹坪组的黄绿色页岩
。

看来
,

这三处礁体都发育在加里东运动所产生古隆起的斜坡上
,

估计不只这三处
,

应还有

更多的
。

礁体本身宜于油气储集已为很多统计所证明
,

华姜山以东的
“
石炭系

”

气层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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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角砾白云岩就属此层
。

油气资源
。

N

因此
,

应重视这类志留纪礁体的分布规律
,

从而可能获得更多的

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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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川东地区加里东运动古隆起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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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盆地多年油气勘探实践证明
,

按有机质后期成热论的观点分析
,

华姜山以东

的志留系及其更老地层的油气
,

到侏罗纪末期
,

均 已气化
。

而四川盆地各类油气藏的储集

性能
,

几乎全仰给于裂隙
。

裂隙往往是高产气层的特点
。

既然气化了
,

储层可能变得更多
,

这也可能是 四川盆地多中
、

小气田的一个原因
。

华姜山以东寒武系至志留系主要的生油层

就有几套
,

总厚约 2 0 0 Om
。

用氢元素平衡法取中值计算生气量约达 2 10 万亿立方米
。

若加上

上震旦统上部的灯影组
,

其中含藻白云岩有生气的可能
,

何况它靠近基底层
,

还可能有来

自地慢的气源
。

天然气多源说逐渐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

威远气田灯影组内获得 1 4 亿年前的

气体分子是十分有意义的
。

这样
,

上列的生气量应是最低的数额
,

实际上应更大些
,

才比

较合理
。

地质条件昭示我们
,

在华萎山以东发现更多的各类天然气藏
,

包括志留纪礁体气

藏在内
,

它们的先天是富裕的
,

气源是充足的
,

这是重要的前提
。

在此前提之下
,

针对适

宜的圈闭和不可缺少的保存封盖等条件的齐备
,

就可能获得比现在还多的气田
。

注意志留

纪礁体
.

研究这个油气领域
,

应成 为四川盆地 川东地区油气勘探工作中的一个方面
,

是实

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 f七的结 果
,

这主要是服从于石油地质的客观规律
,

决不只是笔者的主

观想象和良好的愿望而 已
。

本文承俞昌民
、

胡兆殉和王成源帮助鉴定化石
。

初稿上
,

胡兆殉还面告笔者
,

在广元和

陕西宁强也发现过华荃山这类的志留纪礁体
。

笔者借此表以诚挚的谢忱 ! 本文初稿由边立

曾于 ! 98 8 年 12 月执笔
,

19 9 0 年 10 月由彭德林写成此修改稿
,

均代表笔者几人的集体成

果
,

特此申明
。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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