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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措勤盆地下二叠统昂杰组沉积相分析

王绍 兰
,

王冠民
,

陈清华

(石油大学 资源系
,

山东 东营 2 5 7 06 2)

摘要 :沉积相研究是进行含油气盆地勘探
、

评价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

笔者根据在西藏尼玛

县军仓乡拉加当实测剖面中所获得的资料
,

分析了下二叠统昂杰组的岩性特性
、

沉积相类型
、

剖

面的垂向沉积演化和区域沉积特征
。

该组主要为一套砂岩
一

泥岩的暗色碎屑岩系
,

属冈瓦纳石

炭纪一二叠纪冰川末期的边缘海沉积
。

其沉积类型既有冈瓦纳大陆稳定沉积的特点
,

又有滨岸

条件下的低能沉积特征
,

主要为一套潮坪沉积组合
,

其沉积环境与短周期小规模近岸冰川活动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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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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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献标识码 : A

青藏高原幅域十分广阔
。

西藏特提斯构造域与波斯湾油气富集区属同一个大地构造单

元
,

该区油气赋存条件与勘探前景如何
,

一直为世界所嘱 目
。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我

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是
“

稳定东部
,

发展西部
” 。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
,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自 19 9 5 年始在青藏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勘探
。

基础地质工作是油气勘探

的先导
,

本项研究属于西藏措勤盆地石油天然气综合路线地质调查的一部分
。

昂杰组系西藏地矿局综合队 ( 1 9 78) 命名
,

地点在申扎县永珠县 [’ 〕
。

本次研究实测剖面

位于尼玛县军仓乡拉加当
,

尼玛县与措勤县简易公路西侧 (图 1 )
。

该剖面上
,

昂杰组受断层

切割
,

顶
、

底均与下白至统则弄群 (K l lz )呈断层接触2[]
,

基本岩性特征如图 2 所示
。

1 岩性特征

昂杰组在区域上为一套砂岩
一

泥岩的暗色碎屑系
,

局部夹灰岩透镜体3[]
。

本次工作所测

昂杰组部分层段为灰色 /灰白色海陆过渡相的碎屑岩组合
,

与石油大学 ( 1995) 所测的则弄群

剖面上部碎屑岩段相当
,

其主要的岩石类型为
:

( l) 灰色
/

灰绿色泥质石英砂岩
。

该岩性在剖面上较发育
,

砾石含量小于 5%
。

一般单

层较薄 ( 10 一 20 mr )
,

砂质颗粒成分较单一
,

以石英颗粒为主
,

次圆状一圆状
,

另含少量隧石
,

但分选差
。

主要代表潮下砂坪的沉积
。

( 2 )灰色含砾泥质石英砂岩
。

砾石成分主要有石英岩
、

硅质岩
、

石英砂岩
、

泥砾等
,

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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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研究区实测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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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藏尼玛县军仓乡拉加当下二叠统昂杰组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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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
,

磨圆较好
。

常代表潮下砂坪或砂坪沉积
。

(3) 灰绿色
洲

恢黑色石英砂质泥岩
。

与上述泥质不等粒石英砂岩相比
,

其泥质含量明显

增高
,

并常与含砂泥岩伴生
,

主要代表砂泥混合坪的沉积
。

( 4) 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

该岩性约占剖面厚度的 14/
,

岩石中可见板劈理
,

面上可见少

量白云母
。

代表潮坪上部的泥坪沉积
。

( 5) 灰白色石英砂岩
。

剖面中所占比例较小
,

砂岩分选好
,

硅质胶结
,

代表障壁坪沉积
。

昂杰组剖面中
,

总的特点是泥质含量高
,

诸类岩石中多以杂基支撑为主
,

颗粒分选差
,

总

体为低能的水动力条件
。

但颗粒的成分成熟度极高
,

单就颗粒而言
,

十分纯净
,

与二叠纪时

冈瓦纳古陆边缘稳定的沉积条件密切相关
。

2 沉积相类型

昂杰组属冈瓦纳石炭纪一二叠纪冰川末期的边缘海沉积4[]
。

其沉积类型既有冈瓦纳

大陆稳定沉积的特点
,

又有滨岸条件下的低能沉积特征
。

剖面的主要沉积相类型为低能海

岸潮坪相
,

包括
:

潮下砂坪 形成于低潮线附近及其以下地带
,

由于该地带的水动力条件在潮坪中最强
,

或者容易受浮冰影响
,

故而所沉积的碎屑颗粒也常较粗
。

代表性的岩相为灰色厚层泥质含

砾砂岩相
,

砾石含量常大于 10 %
。

由于沉积稳定
,

故其单层沉积厚度较大
,

砾石多呈次圆



状
、

次棱角状
,

分选较差
,

杂乱分布
。

部分砾石长轴方向垂直层面
,

甚至穿切纹层
,

具有典型

的
“

落石
”

特征
,

应属潮下带浮冰 (冰筏 )溶化
,

颗粒沉积而成5[, “ 〕 (图 3 )
。

砂坪 形成于潮坪下部靠近低潮线附近
,

其沉积物一般为砂和少量的泥
。

代表性岩相

为灰色厚层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相
。

颗粒成分成熟度高
,

但分选差
。

因沉积时水动力弱
,

故

其中含较多的泥质
。

砂坪沉积垂向上常位于潮下砂坪之上
,

厚度较大
,

有时亦可见其直接覆

于泥坪沉积之上
,

底部与泥坪沉积呈突变接触
,

但无冲刷
。

混合坪 混合坪以砂质和泥质的交互沉积为特点
,

在剖面中其典型特征是砂质沉积较

砂坪大幅度减少
,

而泥质的含量却明显增加
。

主要岩相类型为灰绿色石失黑色砂质泥岩相
,

发育有波状层理和透镜状层理
,

砂质颗粒以石英为主
,

磨圆度较高
,

以杂基支撑为主
,

具较强

烈的变质作用而片理化发育
。

层中见有网格苔醉虫 E叮邪忿“ l la 化石
。

该相垂向上位于砂坪

沉积之上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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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坪 泥坪沉积位于潮坪的上部
,

因水体能量极低而表现为以泥质沉积为主的特征
。

在泥坪沉积中
,

典型的岩石类型是灰黑色板状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发育有极低水动力

条件下的水平层理
,

局部因含粉砂质透镜体而呈现出透镜状层理
。

碳质含量较高
,

有较多的

碳质片
,

表明泥坪在沉积时曾发生一定程度的沼泽化
。

障壁坪 障壁坪是障壁海岸直接受波浪冲洗的地带
,

颗粒分选和磨圆较好
。

典型的岩

相类型为灰白色石英砂岩相
,

分选好
,

颗粒纯净
,

几乎全由石英所组成
,

次棱角一次圆状
,

颗

粒之间几乎均为硅质胶结
。

单层一般为中厚层
,

层面平整
。

发育有平行层理
,

整体上代表了

较长期的波浪冲刷
、

淘洗的特点
。

由于障壁坪的遮挡而使向陆一侧发育有潮坪
、

淘湖沉积
。

障壁坪沉积在垂向上位于潮坪沉积之下
,

夹于潮坪沉积旋回之中
。

渴湖 主要为障壁岛向陆一侧的静水沉积
。

垂向上发育于泥坪沼泽和障壁岛沉积之

上
,

反映了这种障壁岛
一

涓湖沉积体系向海方向推进的特点
。

涓湖沉积主要岩相为灰色板状

钙质泥页岩相
,

水平层理细密
。

由于水体略有咸化
,

故其中可含较多的钙质
。

该层垂向上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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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泥坪沉积之间
。

3 剖面的垂向沉积演化及区域沉积的特征

昂杰组主要为一套潮坪沉积组合
,

其厚度大于 749
.

6m
。

实测剖面中
,

根据岩性变化特

点共划分为 24 层 (图 2 )
,

从大的沉积旋 回又分为昂杰组下部 ( 1一 14 层 )和上部 (巧 一 24

层 )
。

昂杰组下部主要为砂坪
、

潮下砂坪沉积
,

从 5一 14 层可以划分为 3 个粗碎屑进积旋回
,

即 5一 9 层
、

10 一 12 层和 13 一 14 层
。

5一 8 层主要以潮下砂坪沉积为主
,

第 9 层的混合坪沉

积约占该旋回的 1巧 ; 10 一 12 层发育有从潮下砂坪一砂坪~ 混合坪的较完整进积序列
,

各条

件下的沉积厚度大体相同 ; 13 一 14 层发育有从障壁坪直到潮下砂坪
、

砂坪的沉积旋回
,

其中

障壁坪的厚度达到 52 m
。

昂杰组上部以潮坪中上部的泥质沉积为主
,

垂向上亦可划分为 3 个进积旋回
,

即 15 一

16 层
、

17 一 19 层和 20 一 24 层
。

15 一 16 层是 13 一 14 层沉积的延续
,

其泥坪与混合坪沉积在

剖面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1 : 1 ; 17 一 19 层中下部为砂坪沉积
,

上部的砂泥混合坪厚度可达

4 0
.

3m
,

岩性以灰黑色板状粉砂质泥岩为主 ;在 加一 24 层中
,

则主要以泥坪
、

渴湖沉积为主
,

其总厚度可达 160 m
,

该旋回下部的 20 一21 层表现为砂坪与障壁岛沉积
,

第 22 层则为泥坪

沼泽含碳质沉积
。

随着沉积体系向海方向的延伸
,

形成第 23 层的涓湖沉积向陆的第 24 层

泥坪沉积
。

故而在昂杰组剖面中
,

总体表现了下粗上细的潮坪环境不断向海洋方向进积的特点
。

昂杰组在区域上主要表现为灰绿
沪

恢白色砂岩
、

板岩
,

夹含砾砂
、

板岩或砾岩
,

顶部有时

可见灰岩透镜体v[]
。

关于该套
“

含砾板岩 /含砾泥岩
”

地层分布广泛
,

除青藏地区以外
,

在云南西部保山等地

(卧牛寺组 )
、

泰国半岛和马来西亚均有分布
。

然而对其成因和形成环境争议颇大
,

其一认为

与冈瓦纳冰川有关的冰水成因说 ;另一认为与冰川无关的古欧亚大陆边缘海沉积
,

或者重力

流沉积
。

笔者通过野外工作发现
,

昂杰组砂板岩中的生物常具有冷暖混生的特点
,

而且其中

所含砾石几乎均为次圆状一圆状
,

成分的分布有地区性
,

又常见落石沉积特征
,

结合昂杰组

沉积特征
,

认为该套含砾板岩的形成与短周期小规模近岸冰川活动有关 5[, “ 〕。

4 结论

( 1) 昂杰组在区域上为一套砂岩
一

泥岩的暗色碎屑岩系
,

局部夹灰岩透镜体
。

其主要的

岩石类型有灰色左失绿色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

灰色含砾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

灰绿色
日

恢黑
色石英砂质泥岩

,

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

灰白色石英砂岩
。

(2) 昂杰组属冈瓦纳石炭纪一二叠纪冰川末期的边缘海沉积
,

其沉积类型既有冈瓦纳大

陆稳定沉积的特点
,

又有滨岸条件下的低能沉积特征
。

所测剖面的主要沉积相类型如潮下

砂坪
、

砂坪
、

混合坪
、

泥坪
、

障壁坪漓湖等属低能海岸的潮坪相
。

(3) 昂杰组总体表现为下粗上细的潮坪环境
,

具不断向海方向进积的特点
。

( 4) 根据昂杰组板岩中的生物常具有冷
、

暖混生的特点
,

而且其中所含化石几乎均为次

圆状一圆状
,

成分的分布有地区性
,

又常见有落石沉积
,

结合昂杰组沉积特征
,

认为该套含砾

板岩的形成与短周期小规模近岸冰川的活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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