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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构造角度上,现今的华南地区可以分为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从成冰纪 (南华纪 )开始,由于受基底性质和构

造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的沉积演化出现了分异, 在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具有不同的沉积环境和沉积充填序

列。总体上讲, 扬子地块主体属于克拉通盆地, 其多数时期为陆表海和局限浅海环境, 构建了稳定的碳酸盐台地沉

积和广泛分布的黑页岩沉积;而华夏地块处于构造活动环境, 早期火山活动强烈, 属于裂陷盆地, 未形成统一的碳酸

盐台地沉积, 以陆源碎屑沉积充填为主体。两者不同的沉积环境和沉积序列决定了两个地区油气基本地质条件的

差异:扬子地块具有丰富的烃源岩 、良好的储集层以及封盖层的先天条件, 而华夏地块没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集层。

因此, 在针对以早古生代地层为目的层的油气勘探工作部署时, 应优先集中在扬子地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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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控制盆地的形成,盆地是物质的堆积空间,

因而决定了盆地的沉积充填序列和沉积式样,最终

决定了原始的油气基本地质条件及其组合, 这一规

律可以总结为 “构造控盆 、盆地控相 、相控油气基本

地质条件 ”。因此, 详细的沉积特征及其演化序列

的分析是分析油气基本地质条件的基础。本文讨论

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早古生代沉积演化总体特征及

其差异性,为华南地区的油气勘探部署提供科学依据。

1　沉积盆地属性的差异性

从构造角度上,现今的华南地区大致沿绍兴 -江

山 -萍乡-郴州 -钦州一线为界
[ 1 ～ 4]

, 可以分为扬子地

块和华夏地块。由于基底组成和构造活动的差异

性,南华纪时期, 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构造式样或沉

积盆地开始出现分异,两者虽然均以裂谷作用为主,

伴随强烈的火山作用,出现地堑地垒格局,但是扬子

地块的裂陷主要出现在西部边缘的康滇地区以及东

南边缘的黔桂地区, 而大面积地区则属比较稳定 。

华夏地块则的基本格局则由多个地块及其之间的裂

陷盆地组成, 为破碎的地块, 构造活动相对更为强

烈。南华纪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这一基本的构造格

架和沉积盆地类型决定和制约了整个震旦纪-早古

生代两者的沉积盆地属性及其沉积组成以及油气地

质条件的差异 。总体上, 扬子地块早古生代沉积盆

地为克拉通盆地及其构建其之上的隆后盆地, 在靠

近华夏地块的东南缘具有裂陷作用,而华夏地块则

主要为裂陷盆地构成。

2　沉积序列与演化

2.1　扬子地块的沉积演化

在南华纪填平补齐的沉积充填的基础上, 扬子

地块由于受海平面变化和上升洋流的影响, 形成了

广泛分布的盖冒碳酸盐沉积, 构成了扬子地块独具

特色的两套白云岩-黑页岩 (含磷矿 )沉积旋回 (俗

称:两白两黑 )的陡山沱组的沉积。埃迪卡拉纪晚

期,构建了研究区分布稳定的碳酸盐台地沉积 (图

1) ,完成了第一次由碎屑岩到统一碳酸盐台地环境

的转变,形成了区域分布稳定的灯影组碳酸盐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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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早古生代的寒武纪-奥陶纪, 虽然在早寒武世早

期,由于受沉积环境和上升洋流的影响,在台地边缘

地带形成了黑色页岩和磷矿沉积, 但总体上处于陆

表海环境,出现了分布广泛的膏盐沉积,发育完整的

碳酸盐台地及其边缘沉积,斜坡相带为延伸较远的

碳酸盐碎屑流沉积物
[ 5 ～ 8]

(图 2)和钙屑浊积岩 (图

3)组成 。

中晚奥陶世,华南构造开始反转,形成了沉积格

局开始调整,扬子地块成为隆后盆地
[ 9]

。由于受江

南雪峰 -黔中隆起等重要隆起带的阻隔作用, 扬子地

块成为局限浅海环境, 开始了晚奥陶世至志留纪的

沉积, 出现了形成烃源岩的有利沉积环境 。晚奥陶

世五峰组主要为薄层的黑色页岩以及硅质岩, 发育

笔石和放射虫等化石, 横向分布稳定 (图 4) 。早志

留世龙马溪组基本继承了晚奥陶世时期的沉积格

局,扬子地块大部分为局限浅海环境,沉积了该期黑

色碳质页岩以及粉砂岩 (图 5),区域展布稳定。

2.2　华夏地块的沉积演化

早期的盆地属性决定了其充填序列 。在南华纪

沉积的基础上,早古生代的华夏地块是以广阔的碎

屑浅海为特征,沉积充填序列以陆源碎屑浊积岩的

充填为其显著的特点, 与扬子地块的同期沉积具有

较大的差别。震旦系主要为碎屑浊积岩夹硅质岩 。

寒武系主要为巨厚的浊积岩沉积, 具有明显的水道

图 1　扬子地块 (宜昌三峡剖面 )陡山沱组沉积序列特征

Fig.1　DepositionalsequencethroughtheDoushantuoFormationintheThreeGorgessectioninYichangwithintheYangtzeland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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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晚寒武世碳酸盐碎屑流沉积,贵州三都

Fig.2　LateCambriancarbonateclasticflowdepositsinSandu,

Guizhou

图 3　晚寒武世碳酸盐浊积岩, 湖南排比

Fig.3　LateCambriancarbonateturbiditesinPaibi, Hunan

图 4　中扬子地区奥陶系五峰组岩性对比图

Fig.4　LithologiccorrelationoftheOrdovicianWufengFormationinthemiddleYangtzearea

　　沉积序列, 发育不完整的鲍马序列组合, 多为

BC组合或 CD组合 (图 6 )。岩性主要粉砂质板岩 、

千枚岩以及少量的硅质岩,而奥陶系则主要为砂板

岩,含有大量的笔石化石。

从晚奥陶世开始的加里东运动对华夏地块的沉

积构造演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除在广西的钦州-

防城一带有志留系沉积以外,华夏地块大面积反转,

褶皱以及隆升成陆,大面积地区缺失相应的沉积。

3　油气地质条件

从成冰纪 (南华纪 )开始, 由于受基底性质和构

造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的沉积

演化出现了分异, 在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具有

不同的沉积环境和沉积充填序列。该线两侧的南华

纪-早古生代,形成了不同的沉积格局和物质记录,

并制约了华南地区南华纪至早古生代的最原始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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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扬子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岩性对比图

Fig.5　LithologiccorrelationoftheSilurianLongmaxiFormationinthemiddleYangtzearea

图 6　赣西南崇义过埠寒武系浊积岩沉积序列

砂体主要为浊积水道叠置体 、上部 (绿色部分为 BC段 )

Fig.6　DepositionalsequencesthroughtheCambrianturbiditesinGuobu, Chongyi, southwestern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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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地质条件。靠扬子一侧, 成冰纪 (南华纪 )主要

发育冰川沉积及其间冰期的沉积物, 尤以大塘坡组

锰矿及其较深水沉积为代表。埃迪卡拉纪早期,由

于受沉积环境和上升洋流的制约, 形成了广泛分布

的盖冒碳酸盐沉积, 构成了扬子地块独具特色的两

套白云岩-黑页岩 (含磷矿 )沉积旋回的陡山沱组的

沉积。埃迪卡拉纪晚期, 构建了研究区分布稳定的

碳酸盐台地沉积,完成了第一次由碎屑岩到统一碳

酸盐台地环境的转变, 形成了区域分布稳定的灯影

组碳酸盐岩 。进入早古生代的寒武纪 -奥陶纪, 虽然

在早寒武世早期,由于受沉积环境和上升洋流的影

响,在台地边缘地带形成了黑色页岩和磷矿沉积,但

总体上处于陆表海环境, 出现了分布广泛的膏盐沉

积,发育完整的碳酸盐台地及其边缘沉积,斜坡相带

为延伸较远的碳酸盐碎屑流沉积物和钙屑浊积岩组

成 。靠东侧的华夏地区,南华纪时期缺少冰川沉积,

物质记录为上施组的变余凝灰质粉砂岩 、砂岩和千

枚岩以及下坊组的含铁石英岩, 前者的原始沉积为

浊积岩 。埃迪卡拉纪至奥陶纪, 华夏地块区主要为

巨厚的陆源碎屑浊积岩以及硅质岩, 并具有不同程

度的变质。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在早期的

相对深水沉积地带, 早志留世却发育有巨厚的陆源

碎屑浊积岩,如湖南的洞口一带,志留系的浊积岩超

覆在奥陶系的深水沉积之上,反映出浊积岩是由华

夏一侧向扬子地区推进, 代表着加里东运动的沉积

响应。

图 7　扬子地块寒武纪滩相储层特征

砂屑白云岩,溶孔发育, ε
3 -4

ls,贵州凯里鸭塘

Fig.7　 Cambrianshoalsandydolostonewithdeveloped

solutionopeningsinYatang, Kaili, Guizhouwithinthe

Yangtzelandmass

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不同的沉积环境和沉积

序列决定了两个地区油气基本地质条件的差异 。总

体上,扬子地块具有丰富的烃源岩 、良好的储集层

(图 7,图 8)以及封盖层 (如中晚寒武的膏盐层 )的

先天条件,为形成后天的优良成藏条件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相比之下, 华夏地块在油气生储盖方面

的条件较差,没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集层等 。因此,

在针对以早古生代地层为目的层的油气勘探工作部

署时,应优先集中在扬子地块区,尤其是要开拓和加

强对有广泛膏盐层覆盖的川东南地区 、鄂西渝东以

及江汉盆地等区的油气勘探。

图 8　扬子地块寒武纪滩相储层特征

岩石发育粒间粒内溶孔, 连通性较好,部分充填沥青,鲕粒白云岩,

2.5×4( -),龙王庙组,四川旺苍双汇

Fig.8　Cambrianshoalooliticdolostonewithwell-developedand

well-connectedintergranularandintragranularsolutionopenings

in Shuanghui, Wangcang, Sichuan within the Yangtze

landmass.Plane-polarizedlight,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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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evolutionandpetroleumgeologyinSouthChinaduringthe
EarlyPalaeozoic

MOUChuan-long, XUXiao-song
( 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Tectonically, thepresent-daySouthChinaareamaybedividedintotheYangtzeandCathaysian

landmasses, wherethereexisteddistinctsedimentaryenvironmentsanddepositional-fillingsequencesinfluencedby

thebasementattributesandtectonismfromtheNanhuanonwards.Onthewhole, theYangtzelandmassasa

cratonicbasinsignificantlyconsistsofepicontinentalseaandrestrictedshallowseaenvironmentsinwhichstable

carbonateplatformdepositsandblackshaledepositsarewellorganizedthroughoutthewholearea.TheCathaysian

landmassappearsasariftbasininthetectonicallyactiveenvironment, andismostlybuiltupofterrigenousclastic

depositsratherthanunifiedcarbonateplatformdeposits.Theindividualsedimentaryenvironmentsanddepositional-

fillingsequencescitedaboveareresponsibleforthedifferencesofpetroleumgeologywithinindividuallandmasses.

Tremendoussourcerocks, excellentreservoirrocksandfavourablesealrocksarewellrepresentedwithinthe

Yangtzelandmass, whilewithintheCathaysianlandmass, nobettersourcerocksandreservoirrockshavebeen

displayed.ItfollowsthatthefuturetargetsforthepetroleumexplorationinSouthChinashouldfocusontheEarly

PalaeozoicstratawithintheYangtzelandmass.

Keywords:Yangtzelandmass;EarlyPalaeozoic;depositionalsequence;petroleum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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