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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面识别技术在古地理分析中的应用

—
以柴达木盆地中生代地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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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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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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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利用基准面识别技术对柴达木盆地中生代地层进行了分析
,

划分出 4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
:

1五 C l
、

】泛艾2
、

l习岛 和 1泛犯4
,

并以此为作图单元进行古地理分析
,

对研究区的沉积面貌有了更详

细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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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序地层学原理已为多数地质学家所接受
,

并在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

但如何将以被动大陆边缘海相盆地层序研究为基础
,

强调海平面变化是控制层序成因和

相分布内在机制的经典层序地层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应用于与地层形成发育和海平面变化没

有直接联系或根本不存在联系的内陆盆地中
,

是国内外地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

而以 Cb lo ar do 矿业学院的 C r o ss T A 为代表的
“

基准面识别技术
”

在解决内陆盆地层序划分

中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

2〕。 在柴达木盆地中生代地层中笔者尝试应用此技术
,

对

研究区的古地理特征有了新的认识
。

1 基准面识别技术

根据基准面原理
,

地层的旋回性是基准面相对于地表位置的变化所产生的沉积作用
、

侵

蚀作用
、

沉积物路过形成的非沉积作用和沉积物不足造成的饥饿性非沉积作用随时间发生

空间迁移的地层响应
。

地层记录中不同级次的地层旋回
,

记录了相应级次的基准面旋回
。

在每一级次的地层旋回内必然存在着能反映相应级次基准面旋回所经历时间的
“

痕迹
” ,

如

何根据一维钻井或露头剖面上的这些
“

痕迹
”

识别基准面旋回
,

是此技术的关键所在
。

2 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笔者以坚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
,

对柴达木盆地中生代地层进行了基准面旋回的识别
,

共识别出 4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
二1另C l

,

L S C Z
,

L S C 3 和 LS C4 (表 1 )
。

在识别过程中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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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下因素
: ①常规的地震层序的识别标志

,

如削蚀
、

上超
、

下超界面等 ;②与长期基准面旋

回上升到下降转换位置 (最大可容纳空间 )相对应的高振幅连续反射界面或一组反射 ;③与

区域相变可对比的地震反射特征 (振幅
、

连续性
、

频率
、

地震相等 ) ;④与测井或岩心中可观察

到的地层叠加样式变化可对比的地震反射几何形态的变化
。

表 1 柴达木盆地北缘西段基准面旋回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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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C I 其地质时代相当于小煤沟组
,

位于侏罗 系的最底部
,

其底界为 6T 反射界面
,

是

一个区域性不整合面
,

LS C I 旋回超覆在此界面上
。

其顶界为中低频较连续的反射同相轴
,

在盆地斜坡和边缘部分可见 L S CZ 对其的超覆现象 (图 1 )
。

I名C Z 相当于钻井剖面大煤沟组
,

其顶界为由潮湿转为干早的气候转换面
,

在地震剖

面上表现为由一组强同相轴转换为一组弱同相轴
,

相当于地震反射 TJ C
。

其底界为一上超

面 (图 1 )
,

相当于地震反射 TJ D
。

I名C 3 相当于钻井的采石岭组与红水沟组
,

其顶界为一上超面
,

相当于地震反射 T K
o

I名C 4 相当于钻井的犬牙沟组
,

其顶界为区域性的削蚀不整合面
,

相当于地震反射

T R
,

该面在盆地内广泛存在
,

是一重要的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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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二 旋回的上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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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旋回的古地理特征

在前述基准面识别的基础上
,

以长期基准面为编图的基本单元
,

进行各旋回的地震速度

参数的采集
,

进而编制各旋回的砂岩
、

泥岩
、

砂泥岩百分比基础图件
,

另外又对各旋回的地震

相进行了研究
,

最后编制了本区的古地理图
,

展示各旋回沉积时的岩相古地理特征及其演化

过程
。

SL C I 该旋回是在印支运动造成柴达木盆地整体隆升而遭受剥蚀后
,

随着基准面缓慢

上升而超覆在基岩之上的
。

此时的沉积中心位于冷科 1 井附近 (图 2 )
。

由图可知
,

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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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柴达木盆地北缘西段中生代地层 1乏毛1古地理图
1

.

较深湖相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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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沼泽相 ; 3
.

辫状河三角洲相 ; 4
.

滨浅湖沼泽相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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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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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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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深湖相位于冷科 1
、

深 85 和石地 22 附近
,

并伴随由浊积扇沉积
。

仙 3 井附近发育有河流

沼泽相
。

其余地区主要发育滨浅湖沼泽相
,

其次为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

SL 已 随着东北祁连山的隆升
,

盆地处于拉张环境
,

湖盆持续下降
,

造成该旋回沉积范

围的扩大
,

并产生多个沉积中心 (图 3 )
。

该旋回的背景沉积为滨浅湖沼泽相沉积
,

北部地区

局部有三角洲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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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柴达木盆地北缘西段中生代地层 1另巴 古地理图

1
.

较深湖相 ; 2
.

三角洲相 ; 3
.

砂坝 ; 4
.

井位 ; 5
.

滨浅湖沼泽相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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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oennerL S C 3 随着燕山运动 (早期 )的加强
,

盆地力学性质由拉张变为挤压
,

湖盆开始逐渐萎

缩
,

沉积范围缩小
,

沉积中心东移
,

形成在河流冲积平原背景下的滨浅湖沉积和洪积相沉积

(图 4 )
。

并且此时气候由 1另 CZ 的温暖潮湿转变为干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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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柴达木盆地北缘西段中生代地层 匕犯3 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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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C蛛 随着燕山运动的加剧
,

盆地继续处于挤压环境
,

气候干燥
,

沉积面貌类似于

L S C 3 旋回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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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柴达木盆地北缘西段中生代地层 1止I 又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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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古地理特征及其演化过程可 以看出
:①控制本区沉积物堆积和相带迁移的长期

基准面旋回主要受控于大地构造背景
,

构造演化经历了由拉张到挤压的完整旋回 ;②气候也

是控制基准面的一个因素
,

经历了由潮湿到干燥的完整旋回
。

4 结论

通过对柴达木盆地中生代地层进行基准面旋回的划分
,

可识别出 4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
:

L S C I
,

SL 段
,

L S C3 和 L S C 4
,

并分别对各个旋回进行古地理分析
,

从而使本地区的古地理特

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

从另一个侧面也证实在本地区进行基准面旋回技术的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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