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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侏罗世塔西南山前地区沉积过程探讨

何翔)

!李群#

!

#)'中国地质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U!$$"U' #'中南大学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湖南 长沙 U)$$0!$

摘%要#为探讨塔西南山前地区在早'中侏罗世的沉积过程!实测了区内奥依塔克剖面!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

中'下侏罗统沉积序列$沉积物特征$沉积时区域构造环境和古地形特征$沉积相展布等信息'研究表明"早'中侏罗世期

间!塔西南山前地区的古地形!不仅在垂直造山带方向上存在数排隆起!而且在平行造山带方向上也是系列隆起!沉积物受

古地形特征的影响!在这 #个方向上扩展!侏罗纪前形成的系列断陷盆地在此期间被(填平补齐('早侏罗世早期!燕山 7幕

的活动强度相对较弱!沉积局限于靠近断裂的区域#早侏罗世后期!燕山77幕的活动强度相对强!沉积物将小型凹地%断陷

盆地&充填!并开始相互连通相邻凹地#中侏罗世!延续了之前的构造环境!各相邻凹地大规模连通'早'中侏罗世!研究区

经历了沉积范围由局限到广泛$沉积物粒度由粗到细$沉积凹地由独立到相通的沉积过程'

关键词#早'中侏罗世#沉积过程#塔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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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塔西南地区$%侏罗系是该地区的主要烃源岩层之一%白垩系的砂岩是该地

区的主要储集层%古近系的膏盐层则是较好的盖层%三者构成了塔西南地区最好的生储盖组合!)

*

!"

'侏罗

系的分布情况能为塔西南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提供参考'前人从较大的尺度介绍了塔西南地区侏罗系的

沉积环境%包括了冲积扇!U% "% )!

*

)/"

*辫状河!U% )U"

*三角洲!"% ))% )U% )/"和湖泊!U% "% )!

*

)/"环境%其中以湖泊环境中

沉积的泥岩为主要的烃源岩层'塔西南山前地区虽然在三叠纪期间几乎未接受沉积%但是侏罗系厚度较

大%且现今广泛出露于山前地区!U

*

+"

#见图 )@$'然而%侏罗系在区内的分布极不均匀'这可能是因为侏罗系

的分布特征和沉积厚度受沉积前古地形的控制%早侏罗世塔西南地区刚结束了沉积间断%沉积范围较为局

限%直到中侏罗世%该地区才进入稳定的沉积环境!"

*

0"

'其次%沉积后受构造运动的改造!&

*

)$"

%也造成了侏

罗系分布的差异性'那么在侏罗系沉积的早期阶段%该地区的古地形有什么特征/ 开始接受沉积至进入稳

定的沉积环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沉积过程/

为进一步了解塔西南地区侏罗系开始沉积至稳定沉积的过程%依据塔西南昆仑山内的低温热年代学

年龄数据*山前地区实测侏罗系剖面资料和钻遇侏罗系厚度等数据%结合区域构造特征*沉积相展布和古

地形特征%从垂直造山带和平行造山带 #个方向%探讨了早,中侏罗世塔西南山前地区沉积的过程'

<=实测剖面

奥依塔克剖面位于塔西南山前地区%位于喀什市西南方向约 "$ 5=处#见图 )@$'

图 )%研究区构造位置$剖面和钻井分布"@#及塔木河侏罗系沉积前古地形"M#"改自程晓敢等!#$)#%吴鸿翔等!#$)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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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剖面主要实测了下侏罗统库孜贡苏组和康苏组%中侏罗统杨叶组底部%下侏罗统的上下接触关系清

楚%地层出露较好'对于地层厚度的描述%采用小于 ) 3=为极薄层%)b)$ 3=为薄层%)$b/$ 3=为中层%

/$b)$$ 3=为厚层%大于 )$$ 3=为巨厚层的方法对剖面进行研究'

奥依塔克地区侏罗系同下伏石炭系呈不整合接触!)+"

%侏罗系厚度达 ) $!0') ='然而%成岩后受构造运

动的影响%奥依塔克剖面内侏罗系同下伏石炭系呈断层接触'

奥依塔克剖面内下侏罗统累计厚度为 )$/'" =%包括莎里塔什组和康苏组%两者呈整合接触'下侏罗统

岩性包括了中砾岩*细砾岩*含砾粗砂岩*粗砂岩*细砂岩和泥岩'中砾岩呈浅灰色和灰色%岩层厚度为厚层

和巨厚层'细砾岩呈浅灰色%岩层厚度为巨厚层'含砾粗砂岩呈浅灰绿色*灰绿色*红褐色和浅灰色%岩层厚

度为中层'粗砂岩呈浅灰色和浅灰绿色%岩层厚度为中层'细砂岩呈灰绿色和浅灰色%岩层厚度为中层和薄

层'泥岩呈浅紫红色和浅灰绿色%岩层厚度为薄层'剖面内中侏罗统底部累计厚度为 )0') =%为杨叶组底

部'中侏罗统底部岩性包括了细砾岩*含砾粗砂岩*泥质粉砂岩'细砾岩呈浅灰绿色%岩层厚度为中层'含砾

粗砂岩呈浅灰绿色%岩层厚度为厚层'泥质粉砂岩呈深灰绿色%岩层厚度为薄层#见图 #$'

图 #%奥依塔克剖面下侏罗统及中侏罗统底部实测柱状图和塔西南早&中侏罗世沉积体系"改自廖林等!#$)$#

<'<=莎里塔什组

剖面内下侏罗统莎里塔什组同下伏的下石炭统乌鲁阿特组呈断层接触%未见底%残留的莎里塔什组厚

度为 /+'U =%层内主要发育了粗碎屑沉积%为中砾岩*细砾岩和含砾粗砂岩'粒度变化相对较小%以砾级为

主%少量砂级'砾石分选性和磨圆度好%砾石成分主要有玄武岩*安山岩等%其中杏仁状玄武岩同下石炭统

相同%碎屑矿物中长石含量较大'组内可见块状层理#见图 !@$*正粒序层理#见图 !M$和叠瓦状构造#见图

!3$%冲刷面较为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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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里塔什组内矿物碎屑中长石的含量较高%砾石成分来自下伏地层的供给比例较大%说明其属于近源

沉积'砾岩中的砾石以中细砾为主%砂砾比值较小%当时沉积环境的水动力相对较强'综上所述%剖面内莎

里塔什组沉积于冲积扇环境'

@莎里塔什组中的块状层理'M 莎里塔什组中的正粒序层理'3莎里塔什组中的叠瓦状构造', 康苏组中的水平层理'>康苏组中的楔状交错

层理'E杨叶组中的煤线

图 !%剖面典型沉积现象

<'>=康苏组

剖面内下侏罗统康苏组同上覆中侏罗统杨叶组呈整合接触%康苏组厚度为 U&'! =%层内主要发育了相

对细碎屑沉积%为含砾粗砂岩*细砂岩和泥岩'粒度变化相对较大%出现了砾级*砂级和泥级'砂岩中矿物碎

屑中长石含量较大%且磨圆度较差#见图 U$'组内可见水平层理#见图 !,$和楔状交错层理#见图 !>$'

康苏组内矿物碎屑中长石的含量仍较高%磨圆度差%指示其属于近源沉积'组内砂砾比值较大%砾石含

量较少%砂岩层中可见大型交错层理%也可见泥岩层%当时沉积环境的水动力强度不稳定'综上所述%剖面

内康苏组沉积于辫状河环境'

左图&单偏光_

#/'右图&正交偏光_

#/'IJH&长石矿物碎屑

图 U%下侏罗统康苏组含砾粗砂岩镜下照片

<'?=杨叶组底部

剖面内中侏罗统杨叶组底部厚度为 )0') =%在该厚度范围内%可见细砾岩层*含砾粗砂岩层和泥质粉

砂岩'砂岩层中泥岩可见煤线%砾石的砾径较小%以细砾级为主%砾岩呈现上平下凸的透镜状%为河道滞留

沉积砾石'含砾粗砂岩层中偶见砾石%可见平行层理'泥质粉砂岩厚度较薄%层内偶见煤线#见图 !E$'沉积

时期水动力强度变化较大%砾岩分布局限%砂岩分布广泛%泥质粉砂岩厚度较薄%偶见煤线'综上所述%剖面

内杨叶组底部沉积于辫状河三角洲环境'

>=讨论

>'<=区域特征分析

#')')%构造环境

低温热年代学数据能反映地层的冷却抬升过程%进而指示盆地发育时期内的构造隆升事件!)#"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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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侏罗纪前后研究区内岩体的形成年龄数据%共计 #+ 个!)"

*

)&"

'低温热年代数据年龄主要分布于晚三叠世

和晚侏罗世%早侏罗世期间最少%中侏罗世相对较少#见图 /$'年龄数据分布反映了研究区在晚三叠世和

晚侏罗世期间%经历了构造抬升过程'在早,中侏罗世%构造环境相对平静'晚三叠世期间%塔里木板块同羌

塘地块碰撞拼贴%古特提斯洋闭合%塔里木板块南缘整体上处于一个弧后前陆变形造山区!#$

*

#)"

%塔西南地区

开始进入陆相断陷盆地沉积环境!)#% ##"

%并在西昆仑山前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平行于造山带的逆冲断层和北东

翼陡*南西翼缓的背斜!&% #!"

'下侏罗统库孜贡苏组沉积于第7构造层%构造运动属于燕山7幕%研究区进入伸

展构造发育阶段%断陷盆地之中开始接受沉积'下侏罗统康苏组*中侏罗统杨叶组和塔尔尕组沉积于第77构

造层%构造活动属于燕山77幕%研究区内断陷盆地向凹陷盆地过渡%逐步进入稳定的沉积阶段!"% #U"

'

#')'#%古地形恢复

前人依据侏罗系*白垩系露头及钻遇厚度特征%在山前地区%自西向东依次划分出数个古隆起和古凹

地!)+"

'依据图 )@中古高程等值线恢复范围内 U条剖面及 #口钻井中侏罗系厚度%根据沉积的)填平补齐)

作用%假设所有剖面侏罗系的顶面在同一水平线%高程为 # $$$ ='早,中侏罗世沉积凹地古高程为顶面高

程## $$$ =$同侏罗系沉积厚度的差值'古高程范围为 $b# $$$ =%运用 B<?E>?软件模拟生成恢复范围内的

古高程等值线图和平行造山带方向的数个古地形剖面#见图 +$'结果表明恢复范围内存在数个负地形和

正地形%平行造山带方向的剖面显示了数个隆起和凹地'这说明在垂直造山带方向和平行造山带方向上%

古高程均是高低起伏不平'这可能是印支运动期间形成逆冲断层和褶皱的构造运动%在山前地区不仅形成

了数排垂直于造山带的古隆起#见图 )M$%而且在平行造山带方向上的作用强度不一%导致了隆升幅度和

断陷幅度的差异性'

%图 /%低温热年代数据分布
%图 +%研究区侏罗系沉积前古高程等值线

%图 "%研究区侏罗系残余厚度"改自程晓敢等!#$)##

#')'!%侏罗系残余厚度

侏罗系和白垩系的分布范围和沉积厚度主要受控于

沉积时期的古地形!))"

%不整合覆盖于下伏地层之上'现今

侏罗系残余厚度仍呈条带状分布于山前地区#见图 "$%自

造山带向盆地中心方向%残余厚度逐步减少%山前地区出

现数个沉积中心!))"

'塔西南山前地区侏罗系的物源区主

要在南西方向的西昆仑造山带'

#')'U%沉积相展布

早,中侏罗世%塔西南山前地区的沉积体系先后经历

了冲积扇*辫状河*三角洲*湖泊!"% ##"

#图 #$'塔西南山前

地区靠近断陷盆地断裂的一侧%沉积物的搬运距离较

近!##% #/"

%辫状河可能位于冲洪积扇或者三角洲之中%属于

冲积扇相或三角洲相中的亚相%故在沉积相展布图中划分

出了冲积扇相*三角洲相和湖泊相#见图 0$'早侏罗世库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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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贡苏组沉积时期%区内冲积扇相分布最为广泛'早侏罗世康苏组沉积时期%区内三角洲相和湖相在垂直

造山带和平行造山带这 #个方向扩展'中侏罗世杨叶组沉积时期%区内湖相在垂直造山带和平行造山带这

#个方向扩展'由于古地形在垂直造山带和平行造山带这 #个方向上的相对高程变化均较大%地表起伏%所

以区内沉积的扩展方向有 #个'同时%由于部分正地形的相对高程较大#见图 +$%沉积扩展对其的影响相

对滞后%例如冲积扇相突入三角洲相之中%三角洲相突入湖相之中'

图 0%塔西南山前地区库孜贡苏组$康苏组和杨叶组沉积相展布"改自田继军等!#$)0%杜世涛等!#$)"#

>'>=沉积过程

沉积过程中%构造活动不仅能直接地影响沉积地层分布%还能通过影响古地貌特征间接地影响沉积地

层分布!#+"

'早,中侏罗世期间%区内构造环境相对平静%结束了之前的沉积间断%开始接受沉积#见图 &$'

早侏罗世期间%中国西北地区整体上处于由挤压构造环境转化为伸展构造环境!#""

%受前期构造活动的影

响%区内发育了一系列的小型断陷盆地!""

%文中简称为凹地'早侏罗世前期%剖面内沉积旋回不明显%沉积

物的粒度均较粗%以砾级为主%区域上沉积体系以冲积扇占绝对优势'这表明沉积物以近源沉积为主%主要

沉积于凹地内靠近断裂的位置'早侏罗世后期%剖面内多个沉积旋回%沉积物的粒度整体上趋小%出现泥

级%但是泥岩相对较少%沉积水动力不稳定且趋弱%区域上沉积体系以辫状河为主'这表明沉积物对系列凹

地的)填平补齐)%部分相邻小型凹地开始相互连通%形成了小规模的稳定沉积环境'中侏罗世期间%沉积范

围进一步扩大%沉积物开始超覆于北岸斜坡之上!"% ))% )/% ##"

%沉积水动力强度趋弱%剖面中沉积物的粒度以

砂级为主%泥级和粉砂级占比增大%泥岩中发育煤线%区域上沉积体系首次以滨浅湖为主'这表明沉积物持

续对系列凹地的)填平补齐)%相邻凹地开始大范围地连通%在这之后形成了大规模的稳定沉积环境'

7& 早侏罗世前期'77& 早侏罗世后期'777& 中侏罗世'@& 垂直造山带方向切面'M& 平行造山带方向切面

图 &%西昆仑山前地区早&中侏罗世沉积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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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侏罗世前期%沉积物主要局限于近源位置的凹地之中%沉积物粒度较粗%各凹地相互独立'

#$早侏罗世后期%沉积范围有所扩大%沉积物粒度趋细%各相邻凹地开始连通'

!$中侏罗世%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沉积物粒度较小%各相邻凹地广泛相通%进入稳定沉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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