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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楚雄盆地是扬子板块西南缘的中新生代含油气盆地&具有复杂的构造(沉积演化历史’应用沉积波动过程分析方

法&研究了楚雄盆地演化过程中的主要周期&得出楚雄 盆 地 存 在#个 一 级 沉 积 波 动 周 期$!!)?-%(B个 二 级 沉 积 波 动 周 期

$A))?-%("’+个三级沉积波动周期$*+?-%以及高频波动周期$A)?-(+?-%’通过对不同波动单元的波动曲线对比&得出

楚雄盆地构造沉积演化规律’在古生代沉积中心位于盆地东部的云龙凹陷)中生代早期&沉积中心具有自西南向东北&由盆

地边缘向中心迁移的规律&晚期受构造运动影响&沉积中心有自东北向西南回迁的趋势’
关键词!沉积波动特征)波动周期)构造沉积演化)楚雄盆地)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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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3E45/-.=U-;420-.-2/4.3</32<)U-;42=2&4)</.72/7.-&<4V3E45/-.=4;%&7/3%5)907Q3%5GR-<35)N755-5I.%;3524’

!!沉积盆地的波动过程分析是指通过分析一般的

周期的(似周期的(非周期的地质现象&用特殊的工

作方法分解出有规律的波动过程&并建立波动方程&
从而达到定量预测的目的’波动过程分析方法是由

前 苏 联 学 者 $$%&’()*+, 和 -.(/+0,’&A"H")

$%&’()*+,&A""A%建立的&在后来近十年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从波动过程分析软件开发(高频(露头剖面

波动过程分析(波动特征与层序地层相关性研究以

及沉积盆地波动过程与油气的关系等方面完善(丰

富和发展了这一方法和理论&基本形成了一套新的

含油气盆地研究方法$刘国臣和李京昌&A""*)金之

钧等&A""B&A""H")李儒峰和刘振峰&!)))#)汤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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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汤良杰"李儒峰"!))!’楚雄盆地波动过程分析及其对油气形成与分布的控制作用’中石化南方海相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
2马永生"何治亮"王津义"等"!)))’南方海相!))A油气勘探部署研究报告’中石化南方海相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
3陈跃昆"黄绍甫"王志鹏"!)))’云南楚雄盆地油气资源评价研究报告’中石化滇黔贵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和李儒峰"!))!1#’
波动过程分析方法是综合利用野外剖面$综合

录井$测井和地震等资料"在开展地层古生物$不整

合及沉积环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各研究小区不同

时间的沉积速率直方图"借助数学$物理方法及计算

机手段"拟合出波动曲线"使之能够代表该区的沉积

C剥蚀过程"进而利用其分析盆地演化阶段"恢复无

沉积记录时间段的沉积C剥蚀过程"研究不整合的

时空间展布$成因$计算其剥蚀量"分析沉积$沉降中

心迁移规律’
楚雄盆地是扬子板块西南缘的中新生代含油气

盆地"面积约为#’B+ZA)*[E!"受多期构造运动的

影响"具有复杂的构造$沉积演化历史%朱夏"A"HB&
黄汲清等"A"H)&马 永 生 等"!)))2#’本 文 将 沉 积 盆

地波动过程分析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楚雄盆地

研究中"根据对井和典型剖面进行波动过程分析"定
量地重塑盆地的沉积C剥蚀空间分布"分析波动特

征与构造沉积演化阶段的内在联系"揭示沉积波动

特征与构造运动$沉积沉降中心变化规律的相关性"
从全新的角度探讨楚雄盆地构造沉积演化规律’

A!楚雄盆地波动过程分析

A’A!楚雄盆地低频波动过程分析

从地层发育完整程度分析"本文将楚雄盆地划

分为*个波动单元%图A#’波动单元4$5和6主要

发育中$新生界"古生界零星出露"没有完整的露头

剖面"因此"在上述#个波动单元内不具备进行低频

波动过程分析%波动周期大于A)?-#的 条 件"但 可

以在中$新生界进行高频波动过程分析%波动周期"
A)?-#&波动单元7内"地层出露较全"而且有合适

的露头剖面和云参A井完整的钻井资料"既可以开

展低频波动过程分析"也可以进行高频波动过程分

析’根据 波 动 过 程 分 析 原 理"频 率 越 低%或 周 期 越

大#"其 控 制 区 域 相 对 越 大"一 定 的 波 动 周 期

%A))?-#可以控制整个盆地的构造演化发育史"由

此可以把在波动单元7求出的低频波动方程推广到

其他波动单元中去"同时结合沉积环境$地震和盆地

构造演化史分析"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出楚雄盆

地的波动方程’

图A!楚雄盆地波动单元分区

\3G’A ]-;4753/<<7R-.4-35907Q3%5GR-<35
断裂编号’"’红河断裂&#’程海断裂&1’渔泡江断裂&2’元谋冲

断裂&3’绿汁江断裂&8’易 门 断 裂&9’普 渡 河 断 裂’波 动 单 元 名

称及代号’4’中部波 动 单 元&7’东 部 波 动 单 元&5’西 部 波 动 单

元&6’元谋凸起波动单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陈跃昆等"!)))3#"
结合标准国际地层时代表%王鸿祯和李光岑"A"")#"
首先建立楚雄盆地地层年龄格架’在云参A井$云龙

凹陷和东山凹陷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地质资料"
采取加权平均的方法"对整个楚雄盆地的波动过程

做了分析"其中各组厚度取各地区厚度的平均值"对
不同时期的沉积速率建立沉积速率直方图进行周期

波分解"以得出控制盆地沉积C剥蚀过程的周期波

的存在"寻找控制盆地演化的不同级别的波动周期’
波动方程的建立采用正$反演结合的方法"即首先通

过反演%滑动过程#寻找出控制该区的主要周期后"
通过正 演 调 整 初 相 和 振 幅 变 化 规 律 及 周 期 的(微

调)"最后找到一组周期曲线"使其能在不同的级别

上代表楚雄盆地的沉积C剥蚀过程"拟合出楚雄盆

地波动曲线%图A#"并建立了波动方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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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效松"尹福光"A""H’楚雄盆地中生界沉积层序地层剖面综合研究’中石油南方新区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

B#0$̂ A*’#_)’)A%0%<35&!Z#’A*A+"!BZ#0C
B+)$’@B)()

9#0$̂ &A’!)%-R<B#0$(%<35&!Z#’A*A+"!BZ#0
CA*)$’!!)()

C#0$DB#0$E9#0$)

5#0$̂ &A’A+%-R<B#0$(%<35&!Z#’A*A+"!BZ#0
CB)$’A))()

F#0$DC#0$E5#0$)

7#0$̂ &A’#)%-R<B#0$(%<35&!Z#’A*A+"!BZ#0
C!+$’*+()

G#0$DF#0$E7#0$’
从波动方程 可 以 看 出"@B)"!!)"A))"*+?-是

控 制 楚 雄 盆 地 构 造 沉 积 演 化 的 主 要 周 期’其 中

@B)?-的周期受天文因素控制"代表该区地 质历史

时期的总体升降趋势)!!)?-的周期波受太阳绕银

河系旋转周期的控制"它控制着盆地从形成到消亡的

全过程#$%&’()*+,-5V-.(/+0,’"A"H")$%&’()*+,"

A""A$)A))?-的 周 期 与 板 块 演 化 的 阶 段 性 有 较 好

的对应关系"即构成多期叠合的楚雄盆地的不同发

育阶段)*+?-的周期则 代 表 盆 地 构 造C沉 积 环 境

的改变’
综合分析楚雄盆地沉积波动曲线#图!$可以得

出!震旦 纪 灯 影 期 至 寒 武 纪 波 动 特 征 曲 线 位 于 沉

积C剥蚀基准线右侧"结合沉积速率直方图"反映出

盆地震旦纪灯影期至寒武纪以沉积为主"但沉积速

率较低"平 均 为A#E’?-"其 中 龙 王 庙*陡 坡 寺 期

沉积速率最低"平均为#E’?-"波动曲线上表现为

波谷’寒武系与奥陶系之间存在一不整合"波动曲线

上表现为位于沉积C剥蚀基准线左侧的波谷"反映

该时期以剥蚀作用为主"剥蚀厚度为A)):#))E’
奥陶纪波动特征曲线位于沉积C剥蚀基准线右

侧"结合沉积 速 率 直 方 图"反 映 出 奥 陶 纪 以 沉 积 为

主"沉积速率与寒武纪相比有所提高"平均为AHE’

?-"晚奥陶世至志留纪研究区一直处于抬升剥蚀状

态"波动曲线表现为位于沉积C剥蚀基准线左侧的

波谷"反映中奥陶统与泥盆系之间的不整合’
泥盆纪波动和沉积速率特征都反映出较高的沉

积速率"平 均 为A"E’?-"晚 泥 盆 世 至 二 叠 纪 研 究

区总体表现为剥蚀状态"形成不整合"但从波动过程

分析可以看出"早石炭世晚期至晚石炭世曾经发生

过沉积"波动曲线表现为位于沉积C剥蚀基准线右

侧的波峰’
二叠纪仅发生局部短时的沉积事件"平均沉积

速率!E’?-"二叠系与上三叠统之间的不整合"在

波动曲线上表现为位于沉积C剥蚀基准线左侧明显

的波谷’晚三叠世至侏罗纪是楚雄盆地形成的重要

时期"波动曲线和沉积速率特征都反映出高速沉积"
平均沉 积 率 为B!E’?-’晚 侏 罗 世 至 晚 白 垩 世"波

动曲线又表 现 为 位 于 沉 积C剥 蚀 基 准 线 左 侧 的 波

谷"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不整合’晚白垩世至始新世盆

地以沉积为主"波动曲线表现为位于沉积C剥蚀基

准线右侧的波峰’始新世至今楚雄盆地总体上处于

剥蚀期"波动曲线表现为位于沉积C剥蚀基准线左

侧的波谷’通过对楚雄盆地进行波动过程分析"定量

地反映和预测了楚雄盆地的沉积C剥蚀演化规律’
A’B!楚雄盆地三叠系高频波动过程分析

三叠系是楚雄盆地有利生油层和储集层"其分

布范围广"沉积厚度大"详细研究其沉积波动过程意

义重大’本文在低频波动过程分析的基础之上"对位

于波动单元7南部的双柏安龙堡剖面三叠系进行了

高频波动过程分析’在对安龙堡剖面三叠系层序地

层分析的基础之上"确定了高频波动过程分析所需

精度的各准层序的绝对年龄’在舍资组划分出!!个

准层序+干海子组划分出!#个准层序+普家村组划

分出+H个准 层 序"标 定 了 三 叠 系 各 组 的 绝 对 年 龄

#17-<<4."A""A)许效松和尹福光"A""H8)李儒峰和

鲍志东"A""")汤 良 杰 和 李 儒 峰"!))!1$’在 岩 性 统

计及地层绝对年龄格架建立的基础上"建立了安龙

堡剖面的原始资料数据#深度+顶界+底界绝对年龄+
原始厚度和沉积速率$"并应用高频波动过程分析程

序软件对安龙堡剖面做了高频波动过程分析"建立

了该区波动方程"其表达式如下!

B#0$̂ A*’#_)’)A%0%<35&!Z#’A*A+"!BZ#0C
B+)$’@B)()

9#0$̂ &A’!)%-R<B#0$(%<35&!Z#’A*A+"!B%#0C
A*)$’!!)()

C#0$DB#0$_G#0$)

5#0$̂ &A’A+%-R<B#0$(%<35&!Z#’A*A+"!B%#0C
B)$’A))()

F#0$DC#0$E5#0$)

7#0$̂ &A’#)%-R<B#0$(%<35&!Z#’A*A+"!B%#0C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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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楚雄盆地波动过程分析

\3G’! M5-&=<3<%8U-;4T.%24<<35907Q3%5GR-<35

G"0#DF"0#E7"0#$

&"0#̂ %A’#)&-R<B"0#’&<35%!Z#’A*A+"!B&"0C
H’B#(A)’)’$

<"0#DG"0#E&"0#$

2"0#̂ %A’!#&-R<B"0#’&<35%!Z#’A*A+"!B&"0C
)’"#(+’)’’

从高频波动 方 程 的 表 达 式 可 以 看 出A)?-和

+?-是楚雄盆地的!个高频波动周期’结合岩性特

征)沉积 相 和 层 序 地 层 分 析*发 现A)?-的 高 频 波

动曲线与 海 陆 沉 积 环 境 的 变 迁 密 切 相 关*而+?-
的高频波动 曲 线 则 较 好 地 反 映 出 沉 积 体 系 域 的 特

征’从A)?-的 高 频 波 动 曲 线 分 析+普 家 村 组C干

海子组沉积时期波动曲线表现为由波谷C波峰C波

谷完整的波动旋回*反映了盆地由海相C海陆交互

相C陆相的完整沉积演变过程$舍资组沉积时期波

动曲线表现为由波谷开始的不完整波动旋回*反映

盆地进入了 湖 相C三 角 洲 相C河 流 相 沉 积 演 变 过

程’从+?-的高频波动曲线分析+在由普家村组构

成的层序中*低位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沉积速率较

高"A+):!))E(?-#*反映了 低 位 期 斜 坡 扇 和 高 位

期滨浅 海 相 沉 积 特 征$海 进 体 系 域 沉 积 速 率 较 低

"+):A))E(?-#*反 映 了 海 进 期 半 深 海 相 沉 积 特

征’在由干海 子 组 构 成 的 层 序 中*低 位 体 系 域 不 发

育*高位体系域沉积速率较高"A+):!))E(?-#*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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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高位期三角洲相沉积特征"水进体系域沉积速

率较低#@):A))E$?-%&反映了水进期湖相沉积特

征’在舍资组构成的层序中&低位体系域和高位体系

域均不 发 育&水 进 体 系 域 沉 积 速 率 为H):A@)E$

?-&反映了水进期稳定 的 湖 相 沉 积 特 征’上 述 分 析

表明!高频波动特征与盆地的沉积环境和岩相特征

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证明高频波动曲线是盆地构

造升降’海#湖%平面变化和沉积物供给的综合反映’

!!楚雄盆地波动周期与沉积构造演化

相关性分析

B’A!一级沉积波动周期

楚雄盆地波动过程分析结果得出控制其构造沉

积演化的低频波动周期有!!)&A))和*+?-#个级

别的周期波&它们共同控制着楚雄盆地的升降运动&
进而控制盆地沉积C剥蚀过程’其中一级波动周期

#!!)?-%有#个&第A个为+H):*)"?-的波动周

期&其主体与 加 里 东 构 造 运 动 期 相 吻 合"第!个 为

*)":AH"?-的波动周期&其与海西’印支构造运动

期相吻合"第#个 为AH"?-至 今 的 波 动 周 期 的 大

部&其与燕山和喜山构造运动期相吻合#图!%’
B’B!二级沉积波动周期

楚雄盆地 二 级 沉 积 波 动 周 期#A))?-%有B个

#图!%&与盆地*个演化阶段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
震旦纪灯影期(志留纪包含了!个二级波动周期&
该阶段盆地处于被动大陆边缘构造环境&形成一套

台地型碳酸盐岩夹碎屑沉积’
泥盆纪(二叠纪包含了A’+个 二 级 波 动 周 期&

大致相当于活动大陆边缘演化阶段&构造体制转化

为挤压性质的活动大陆边缘&多有间歇性的海侵发

生&该时期沉积与剥蚀速率都较低&盆地周边出露的

古生代地层之间多以不整合接触&是由楚雄盆地频

繁的差异升降运动造成的’
三叠纪(早白 垩 世 包 含 了A’+个 二 级 波 动 周

期&早中三叠世楚雄盆地处于隆升剥蚀阶段&晚三叠

世拉丁至诺利早期&康滇隆起进一步抬升的同时&楚
雄盆地所处的扬子准地台西缘发生强烈沉降&沉积

了云南 驿 组(罗 家 大 山 组#普 家 村 组%深 海#半 深

海%C浅 海 相 深 灰 色 泥 质 岩 夹 泥 灰 岩’随 后 海 水 撤

退&沉积了干海子组海陆过渡相含煤建造&盆地东部

此时大部分时间处于剥蚀状态&表现出明显的以元

图#!安龙堡剖面高频波动过程分析

\3G’# M5-&=<3<%803G08.4X7452=U-;4T.%24<<35M5D

&%5GR-%142/3%5

谋隆起带为界的东西差异&诺利中晚期的印支运动&
使楚雄盆地性质发生变化&形成前陆凹陷&发育舍资

组磨拉石建造&在波动曲线上也表现为较高的沉积

速率#图!%’该时期沉积中心在西部前陆凹陷区&但

超覆前缘已经越过元谋隆起到达东部浅凹陷&导致

楚雄盆地东西部地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厚度上

存在较大差异’在燕山运动影响下&盆地频频震荡沉

降&沉积中心向东迁移&沉积范围也不断扩展&早’中
侏罗世沉积了内陆湖相砂泥岩夹泥晶灰岩&代表湖

盆鼎盛期沉积’晚侏罗世为红色粗碎屑沉积’侏罗纪

末期的燕山运动三幕使盆地重新抬升剥蚀&造成早

白垩世仅在盆地西部有残留地层&东部缺失该期地

层&其沉积中心也同时向西迁移’
晚白垩世(第三纪包含了A个 二 级 波 动 周 期&

对应于盆地的一个新的演化阶段&早白垩世末期的

燕山运动四幕是一次较为重要的构造运动&随着太

平洋板块自东向西俯冲加剧&同时受到盆地东南面

华南板块的挤压&楚雄盆地形成了自东向西的挤压

逆冲&并伴随南北向走滑&这一构造运动使得晚白垩

世沉积地层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盖于下伏地层之

上’沉积特点和构造面貌均发生显著变迁&盆地进入

内陆凹陷发展阶段’这段时间盆地东西部都有沉积&
主要为滨浅湖相红色砂泥岩夹膏盐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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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三级沉积波动周期

三级沉积波动周期基本上相当于盆地演化的三

级旋回"持续的时间间隔约为*+?-"楚雄盆地自震

旦纪#+H)?-$以 来 存 在 约"’+个 沉 积 速 率 具 波

峰C波谷C波峰特征的三级沉积波动周期#图!$’
从*+?-的波动曲线分析"晚震旦灯影期至早寒武

世"楚雄盆地整体主要处于沉积状态%寒武纪晚期盆

地整体隆升"遭受剥蚀"根据波动曲线分析"古生代

沉积中心位于云龙凹陷"推测古生代云龙凹陷区可

能是一水下凹陷"造成现今云龙凹陷早寒武世沉积

地层较全较厚"而东山凹陷早寒武世沉积地层较薄’
结合地震&地质资料综合分析"盆地中西部的偏北地

区可能仍有古生界残留地层’
早奥陶世楚雄盆地整体进入沉积高峰期"从波

动曲线分析云龙和东山凹陷均是由剥蚀转入沉积"
自中奥陶世开始到晚志留世"东部整体处于剥蚀期"
志留纪没有沉积"这与现今盆地缺失整个志留系的

实际情况相吻合’进入早泥盆世以后"东部又进入一

个沉积高峰期"其沉积中心仍然偏向于云龙凹陷区"
沉积持续时间较长"直到早石炭系才开始遭受剥蚀’
进入晚三叠世以后"楚雄盆地整体进入了沉积高峰

期"其中在中侏罗世#AH)?-左 右$沉 积 速 率 最 大’
晚三叠世至中侏罗世"云龙&东山凹陷的沉积速率相

当"中西部沉积速率较大"这与楚雄盆地在该期整体

下降接受沉积的地史吻合’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整

个东部进入了剥蚀阶段"经过短暂的剥蚀过程后"东
部又进入沉降阶段’

通过分析楚雄盆地沉积波动曲线可以得出’在

整个沉积过程中"寒武系有利于烃源岩沉积和保存"
泥盆系局部有利于烃源岩沉积"晚三叠世有利于烃

源岩发育’

#!沉积波动过程时空迁移规律

楚雄盆地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发育史"多期构造

运动的叠加使得盆地沉降沉积区和隆起剥蚀区发生

多次迁移"从而控制了楚雄盆地不同时期沉积C剥

蚀强度及分布范围的变化’因此"搞清盆地构造演化

过程中构造运动的特点"揭示其对地层发育的影响

和控制作用"并结合波动过程分析"研究盆地波动过

程时空迁移规律"将会提高分析盆地的沉积沉降中

心时空迁移规律的准确性’
将波动曲线进行对比研究"有利于提高对盆地

沉积中心迁移规律的认识’本次研究选择楚雄盆地

从西到东@个剖面点的+?-周期的高频波动曲线

进行了对比分 析#图*$"从 波 动 曲 线 对 比 图 中 可 以

看出’进入三叠纪以后"西部地区#小青坡剖面$开始

接受地层沉积的时间比中&东部早"从剖面分析"在

!*)?-西部地 区 就 已 经 开 始 接 受 沉 积"到!#H?-
西部地区达到了其第A个沉积高峰"主要沉积了云

南驿组"随后西部地区进入了持续沉积期"进入早侏

罗世以后"沉 积 速 率 有 所 减 缓’其 地 球 动 力 学 机 制

为’随着构造形变的加剧"位于逆冲推覆带部位的西

部地区逐渐抬升"可容空间逐渐缩小"导致沉积速率

逐渐下降’
随后较早接受沉积的是中部地区"从中部的双

柏安龙堡&乌龙口和元谋洒芷剖面高频波动曲线可

以看出"双柏较早于洒芷"洒芷较早于乌龙口接受沉

积’在!!#’H?-双柏地区开始接受沉积"到!!!?-
双柏地区达到了其第A个沉积高峰"主要沉积的是

普家村组"随后双柏地区进入了持续沉积期"沉积速

率较高’晚三叠世后期主要沉积了干海子组和舍资

组’元谋 洒 芷 地 区 从!!!’@?-开 始 接 受 沉 积"到

!!A?-达到了第A个沉积高峰"沉积速率高于乌龙

口和黑 井 地 区 的 沉 积 速 率’乌 龙 口 在!!!?-开 始

接受沉积"在!!)’H?-左右达到了其第A个沉积高

峰"推测乌龙 口 下 部 仍 有 晚 三 叠 世 沉 积’但 其 后 期

#晚侏罗世以后$受构造运动影响有明显抬升"并遭

受剥蚀’总体来看"中部地区在上三叠统发育较好"
双柏地区沉积速率一直比较高’当早期挠曲构造形

变较缓时"沉 积 中 心 与 沉 降 中 心 一 致"从 西 南 向 北

东&自盆地边缘向中心迁移’后期沉积中心受构造形

变影响"沉积沉降中心从北东向西南边缘回迁’
黑井凹陷位于盆地中部"毗邻元谋隆起"处于隆

起的西斜坡位置"受构造高位影响"大概到!AB’B?-
左右"黑井凹陷才开始接受沉积"其沉积速率一直不

高"后期又遭到剥蚀"导致现今残留地层厚度较薄’
盆地东部的东山凹陷和云龙凹陷开始接受沉积的时

间要明显滞后于中&西部’东山凹陷在!A*’+?-左

右开始 接 受 沉 积"云 龙 凹 陷 在!AA?-左 右 开 始 接

受沉积’在!A!’@?-"东 山 凹 陷 达 到 了 其 第A个 沉

积高峰"较高的 沉 积 高 峰 出 现 在!)+?-%云 龙 凹 陷

在!)"’H?-达到了其第A个沉积高峰"最高的沉积

高峰出现在!)*?-’但云龙和东山!个凹陷高速沉

积持续的时间较短’进入早侏罗世晚期沉积速率明

显减低"小于盆地中部地区该时期的沉积速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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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楚雄盆地三叠系高频波动对比

\3G’* 9%..4&-/3%5%803G08.4X7452=U-;4T.%24<<%8O.3-<<3235907Q3%5GR-<35

综上所述"在楚雄盆地构造变形强烈时期#卡尼

C诺利早期$"沉积速率高"沉积厚度大"沉积中心与

沉降中心不一致%构造形变较缓时#诺利晚期$"沉积

中心与沉降中心变化趋势大致相符"由盆地边缘向

中心迁移"从西南向北东迁移"但沉积中心有明显的

滞后性%构造形变再度变强时#瑞替期$"沉积中心又

由盆地中心向边缘迁移"自北东向西南回撤’

*!结论

通过对楚雄盆地井和剖面开展系统的波动过程

分析"得出了控制盆地构造沉积演化的低频和高频

波动周期"认 为 盆 地 存 在#个 一 级 沉 积 波 动 周 期

#!!)?-$"分 别 与 加 里 东&海 西’印 支 和 燕 山’喜

山旋回等#个旋回对应较好%B个二级沉积波动 周

期#A))?-$"与 盆 地!个 沉 积 高 峰 期#晚 三 叠 世’
侏罗纪&晚白垩世’第三纪$&!个剥蚀高峰期#晚奥

陶世’志留纪&早白垩世$和A个升降交替期#泥盆

纪’二叠纪$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个三级沉积

波动周期#B):*+?-$"与 盆 地 不 同 时 期 沉 积C剥

蚀过程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对上三叠统进行了高频

波动过程分析"分解出了A)?-和+?-高频波 动

周期"其与沉积环境和沉积体系域密切相关"具有较

好的对应关系’
通过对不同波动单元波动曲线对比"认为楚雄

盆地波动迁 移 规 律 在 古 生 代 和 中 生 代 有 明 显 的 差

异’古生代沉积中心位于盆地东部的云龙凹陷"虽略

有变动"但迁移距离不大%中生代早期"沉积中心迁

移方向与沉降中心相符"具有自西南向北东"由盆地

边缘向中心迁移的规律"晚期受构造运动影响"沉积

中心又有自北东向西南回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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