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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湘黔桂地区大隆组的沉积特征及与烃源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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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鄂湘黔桂地区大隆组的岩性组合特征 ,大隆组可以划分 7 种沉积类型 , 它们的岩性 、岩相在纵 、横向上往往表现

为突变.大隆组是晚二叠世海侵期的产物 , 其沉积物与烃源岩关系非常密切 , 尤其是厌氧 、缺氧环境下的沉积物与烃源岩关

系更为紧密.海侵期的沉积物 、古斜坡沉积环境及低沉积速率使大隆组具有烃源岩发育和形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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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long Formation and the Related Potential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of Hubei , Hunan , Guizhou and Guangxi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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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along Fo rmation o f Late Permian in Hubei , H unan , Guizhou and Guangxi in South China could be subdivided in-

to seven sedimenta ry types acco rding to the litho lo gy , indica tive of the g rea t spatial v aria tions o f bo th the litho log y and sedi-

mentary facies.Dalong Fo rmation depo sited during the highest transg re ssion of La te Permian , showing a strong linkage w ith

the hydrocarbon source ro cks , in particular tho se deposited under the anaerobic and suboxic conditions.Dalong Fo rmation

show s po tential as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due to the deposition in the highest transg ression sea level , the deep slope sedi-

mentary env ir onments and the low sedimentar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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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南方扬子区晚二叠世长兴期是岩性 、岩相

剧烈分异的时期 ,以台地 、台洼或台盆相间的构造古

地理格局为特色.大隆组作为长兴期岩性 、岩相剧烈

分异同期异相的产物 ,其沉积特征并不是以单一的

硅质岩为主 ,而是具有多种沉积类型的特征 ,它们与

烃源岩关系非常密切.

1　大隆组的含义

大隆组以前称“大垅层” , 由张文佑和陈家天

(1938)据合山大垅附近的地层所创 ,1939年孙云铸

将大隆组称为“合山建造” ,代表二叠纪最晚期的沉

积 ,同时指出:“合山建造”位于黄汲清(1932)所划分

的“长兴灰岩”之上 ,由砂岩 、页岩及硅质岩组成 ,厚

60 m ,其中产有丰富的菊石动物群:Pseudot iroli tes

asiat icus , P .sp.P .mapingensis , P seudogastrio-

ceras sp., Grabaui tes liui , Imi toceras yohi , Xe-

naspis carbonaria , Cyclolobus hoshanensis , Eomeeko-

ceras kwangsi tes chui 和 Med licott ia sp..后李四

光 、赵金科及张文佑(1941)用大隆组和合山组分别

代表广西东部上二叠统上部和下部地层.1958年第

一次全国地层会议后 ,大隆组作为正式的岩石地层

单位被广泛应用 ,其上覆地层是下三叠统 ,下伏地层

是龙潭组或翠屏山组或合山组.以后 ,很多单位对大

隆组和长兴组的关系作了不少的工作 ,其岩石地层

的含义为硅质岩夹碎屑岩系和碳酸盐岩等(广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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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鄂湘黔桂地区大隆组沉积类型的划分

Table 1 Sedimenta ry type s o f Dalong Fo rmation in Hubei , Hunan , Guizhou and Guangxi regions

类型 Ι II 　　III 　　　　IV 　　　V 　　　VI 　　VII

湖北 硅质岩 炭质 、硅质岩 钙质 、泥岩夹
硅质岩

下部硅质岩夹凝灰岩 ,
上部炭质 、泥灰岩互层

炭质 、硅质岩夹钙
质泥岩

下部泥岩 ,上部硅
质泥岩

硅质岩夹炭质 、
钙质 、泥灰岩

湖南 硅质岩 炭质 、硅质岩 硅质岩夹钙

质泥灰岩

硅质岩与钙 、泥灰岩 炭质 、硅质岩夹钙
泥岩

灰岩 、泥灰岩夹硅
质岩

下部硅质岩;上
部炭质、泥灰岩

贵州 硅质岩 硅质岩夹泥灰

岩 、钙质泥岩
硅质岩与凝灰岩 、蒙脱
石粘土岩互层

泥灰岩 、钙质泥岩
夹硅质岩

下部硅质岩;上部
碎屑岩、硅质岩

广西 硅质岩 硅质岩夹碎
屑岩 、凝灰岩

钙质泥岩夹硅质岩与
中-酸性喷发岩

下部硅质岩;上部
碎屑岩与凝灰岩

火山碎屑岩夹硅
质岩

下部硅质岩;上
部灰岩

地质矿产局 ,1996;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 1996;湖北省

地质矿产局 , 1996;湖南省地质矿产局 ,1996).这一

划分特征 ,一直沿用至今.

2　大隆组的沉积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以上这一统一地层划分的思想 ,并不符合大隆

组内部发育的特征 ,大隆组硅质岩因地区和环境不

同 ,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岩性组合特征.本文在总结扬

子区大隆组沉积特征时 ,不包括那些局部的特殊裂

陷槽(相当大隆组)沉积.以 2000年来新一轮地质大

调查成果的大量原始剖面和我们专题的研究成果为

基础 ,根据沉积特征 、生物群组合及横向变化特征 ,

可以将大量出现 Pseudot iroli tes菊石动物群为特征

的大隆组沉积(赵金科等 , 1978;杨遵仪等 , 1987)划

分为 5 ～ 7种沉积类型(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 ,鄂湘地区沉积类型比较多样 ,

但缺少活动类型的组合 ,另外湖北地区缺乏下部硅

质岩的沉积类型.黔桂地区虽然沉积类型远不如鄂

湘地区丰富 ,但活动类型显著增加 ,尤其是广西 ,以

出现凝灰岩 、蒙脱石粘土岩 、火山碎屑岩 、中-酸性

火山喷发岩等为特征.

鄂湘黔桂地区划分的 5 ～ 7种沉积组合类型 ,它

们各具不同沉积类型的特征(表 2 、3):

(1)以单一的硅质岩为特征的沉积类型 ,沉积厚

度都不大 ,从 1.5 ～ 22 m 不等.内部可见水平层理 ,

普遍产菊石和其他类型的生物群化石 ,如双壳 、腕

足 、放射虫和鱼碎片等.分布比较局限.

(2)炭质 、硅质岩沉积类型主要集中在湖北 、湖

南一带 ,分布相当局限.内部很难见层理 ,化石比较

稀少 ,厚 20 ～ 30 m.

(3)硅质岩夹泥灰岩 、钙泥岩 ,或夹碎屑岩 、凝灰

岩和碳酸盐岩.厚度 7 ～ 100 m.内部未见任何沉积

构造 ,生物产有菊石 、双壳 、腕足 、鱼碎片 、植物碎片

等.在广西产有海绵针和滑塌角砾岩 ,产多层锰 、鲕

状赤铁矿 ,含磷.该沉积类型在湖南分布比较广泛 ,

但其他地区分布很局限.

(4)硅质岩与凝灰岩 、蒙脱石粘土岩互层或与钙

泥岩互层.厚度 15 ～ 40 m.内部水平层理发育 ,产菊

石 、双壳类 、腕足类 、腹足类 、鹦鹉螺类 、海百合茎等 ,

含磷.

(5)泥灰岩 、钙泥岩夹硅质岩 ,或火山碎屑凝灰

岩夹硅质岩和中 、酸性火山喷发岩.厚度一般 5 ～ 80

m ,最厚达 400 m.内部可见水平层理 ,产有菊石 、双

壳 、腕足 、珊瑚 、鹦鹉螺等 ,富硒.

(6)下部为硅质岩 ,上部为炭质 、泥灰岩 ,或上部

含碎屑岩 、灰岩 ,厚 9 ～ 40 m.产菊石 、双壳 、腕足 、放

射虫 、三叶虫 、苔鲜虫 、 、海百合茎等.内部可见水

平层理.

这些不同的沉积类型反映了长兴时期岩性 、岩

相在横向上剧烈变化的特征.

鄂西地区的大隆组在东 、南 、西部均与长兴组灰

岩或礁灰岩相变 ,在北部与川北-鄂西北大隆组相

连 ,岩性以黑色薄层硅质岩 、炭质泥岩 、灰岩为主 ,是

鄂西地区重要的富硒层位之一(牛志军等 ,2000).鄂

东南的大隆组为薄层状黑色硅质岩 ,局部为灰白色

硅质岩 ,含不等量泥质及有机质 ,有的含少量碳酸

盐;厚度变化大 ,从西部类型的 5 ～ 60 m ,向南 、向东

迅速变簿 ,变为不足 10 m ,呈西厚东薄之势.西部建

始一带为沉积中心 ,岩性由钙泥岩夹硅质岩向南变

为炭质 、泥质硅质岩;向东北变为单一的硅质岩;再

向东至黄石一带变为硅质岩夹灰岩或钙泥岩.大隆

组上部常见的灰岩 、泥岩自西而东厚度逐渐减薄 、灰

岩层逐渐减少 ,如在建始茅草街 、长边及兰鸿槽等地

上段厚约 21 m ,灰岩约占大隆组地层厚度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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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湖北 、湖南大隆组沉积特征

Table 2 Depo sitional char acte ristics of Da long Fo rmation in Hubei and Hunan

编号 剖面名称 岩性组合特征
厚度

(m)
特征

矿物

沉积

构造
生物组合

HBP1 建始县黄岩 细碎屑岩系钙质岩夹硅质岩 55.5 硒 菊石 、腕足 、双壳 、遗迹化石

HBP2 建始县茅草街 泥灰岩夹硅质岩 38.5 硒 菊石、腕足 、双壳、珊瑚 、鹦鹉螺
及鱼骨碎片 ,产腕足:Lingula sp.

HBP3 建始县布隆坪 下部硅质岩 ,上部泥灰岩夹炭灰质泥岩 23.54 硒 菊石腕足 、双壳、鹦鹉螺 、珊瑚 、
腹足类 、鱼类 、放射虫

HBP4 盐池庙 硅质岩 、硅质页岩 17.24 水平层理 产菊石 、双壳 、腕足及放射虫等

HBP5 新桥 硅质岩 产新桥通山鱼

HBP6 蒲圻 下部硅质页岩夹钙 、页岩 , 上部灰岩夹
硅质岩

水平层理 珊瑚 、腕足 、海百合茎

HBP7 双河口 硅质岩 、硅质页岩 7.25 水平层理 菊石 、双壳 、腕足及放射虫

HBP8 远安县谢家坡 硅质岩与钙泥质岩互层 12.96 水平层理

HBP9 荆门市野鸡池 灰黑色薄层状硅质页岩 7.55 水平层理

HBP10五峰县灯草坝 下部炭泥质岩夹硅质岩 ,上部硅质岩夹
炭泥质

19.36 水平层理 腕足

HBP11长阳县赵姑垭 硅质岩夹炭泥岩 、斑脱岩 7.65 菊石 、双壳 、腕足大量鱼骨碎片

HBP12 兴山大峡口 炭泥岩夹硅质灰岩 2.7

H BP13 黄石二门 硅质泥岩夹炭质页岩 、粘土岩 、灰岩 、硅
质岩

9.36

H BP14 大冶凤凰山 杂色薄层状含泥质硅质岩 8.68

H BP15 武昌五里界 上部黑色薄层状硅质泥岩 ,下部水云母
叶片状泥岩

5.65 褐铁矿 菊石

HNP1 长沙双狮岭 硅质岩 、泥质硅质岩 、夹钙质泥岩 36 菊石 、腕足

HNP4 嘉禾马鞍山 硅质岩 、硅质灰岩夹钙质泥岩 82 菊石 、腕足 、植物碎片

HNP5 隆回县 硅质岩夹泥灰岩 、蒙脱石粘土岩 96.9 水平层理 菊石 、双壳 、腕足

HNP6 溆浦县 硅质岩夹灰岩 >35 珊瑚 、腕足 、

HNP7 桑植县仁村坪 硅质岩与炭质页岩互层 ,上部灰岩 38.3

HNP8 大庸县杨家溪 炭质 、泥质硅质岩 31

HNP9 涟源县七星街 上部灰岩 ,下部硅质页岩 167.8 锰 菊石

HNP10 恩口 硅质灰岩夹硅质岩 163 菊石

HNP11 宁乡煤炭坝 碳酸盐岩夹硅质岩 400 腕足 、

HNP12 隆回西冲 硅质岩 、硅质钙泥岩 ,夹含磷质硅质岩 ,
页岩

75　　　磷 、1-2层锰

HNP13 攸县 硅质岩夹黑色页岩 88.2 头足 、腕足

HNP14 耒阳 硅质岩 、钙泥质灰岩 35～ 128 铁矿层

HNP15 慈利黄莲峪 下部硅质灰岩 ,上部灰岩 11

HNP16 澧县 硅质岩 、硅质页岩夹泥灰岩 10.93

HNP17大庸县杨家溪 炭泥质硅质岩 31

HNP18 新宁茶花坳 上部硅质泥灰岩 ,中部页岩及含磷质硅
质泥岩 ,下部硅质页岩

75 磷 菊石

HNP19 临武县 灰岩夹硅质岩 100 菊石 、

HNP20 汝城 上部粉砂质泥岩 、页岩 ,下部硅质页岩 59.5 菊石

　　注:湖北 、湖南 2000年以来 1∶25万和 1∶5万填图的资料.

60%,向东至巴东堰塘坪厚仅 9.30 m ,且多为薄层

状 ,仅占 20%～ 30%,而在长阳赵姑垭 、秭归卡马石

等地则未见灰岩沉积 ,向东仅 1 m(表 2).

湖南大隆组沉积时被周围的大小不等的古岛围

绕 ,沉积中心由宁乡的几百米向南 、北 、西方向变薄;

碳酸盐岩迅速减薄 ,岩性由灰岩 、泥灰岩夹硅质岩变

为硅质岩和细碎屑岩(表 2).锰矿床在地理分布上

显示北少南多的特征.

贵州的大隆组厚度变化也较大 ,安顺厚 50 m ,

向南 、东迅速变薄 ,不足 10 m .在安顺大隆组为硅质

岩夹泥岩 ,向南硅质岩显著减少 ,变为下部硅质岩 ,

上部为碎屑岩 、硅质岩;向东变为硅质岩与凝灰岩 、

蒙脱石粘土岩互层;向北变为硅质岩和夹硅质页岩

(表2).其中在贵阳附近的硅质岩与凝灰岩 、蒙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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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贵州 、广西大隆组沉积特征

Table 3 Depositiona l characteristics o f Dalong Fo rmation in Guizhou and Guangxi

编号 剖面地点 沉积类型 厚度(m) 生物组合 沉积构造 特有矿物

GXP1 天峨县

六坪屯

硅质岩夹凝灰岩 、灰岩透镜体 ,
夹 3层滑塌角砾岩

109 菊石 、海绵骨针 滑塌 夹 10多层锰质矿(鲕状赤铁)

GXP2 柳桥 硅质岩夹泥岩 42

GXP3 旧城 硅质岩夹泥岩 10

GXP4 渠多 硅质岩 、硅质泥岩夹生物屑泥
岩 、火山碎屑岩 、生物礁

40.09 菊石双壳 、腹足 、腕足 水平层理 含锰

GXP7 平乐县结冲 硅质岩 、硅质页岩 22 菊石

GXP8 大瑶山 钙泥岩 、灰岩夹硅质岩 、中酸性
火山喷发岩

51 菊石和植物

GXP9 上林 硅质岩夹凝灰岩 40 菊石和植物

GXP10 东攀 下部硅质岩夹硅质泥岩 ,上部为
细碎屑岩夹粘土岩

>9.8 菊石双壳 、介形虫 、放射虫 、
腕足 、三叶虫 、苔藓虫

水平层理

GXP11 合山平滩 火山碎屑岩夹硅质岩 、硅质泥岩 >9 遗迹化石 微细层理 CDE

GZP1 大方 硅质岩 1.5 菊石

GZP2 盘县 硅质岩夹页岩 24～ 30 菊石

GZP3 安顺 硅质岩夹粘土岩 54 菊石

GZP4 织金 硅质岩与粘土岩互层 17.5 菊石

GZP5 镇宁 硅质页岩 、砂泥岩 、泥灰岩 20 菊石

GZP6 翁安 粘土岩夹硅质岩 5 菊石

GZP7 都匀 硅质岩与粘土岩 40 菊石

GZP8 贵阳翁井 硅质岩与蒙脱石凝灰岩 、粘土岩
互层 ,底部含磷

2.4 菊石、鹦鹉螺、腕足、海百合等 水平层理 磷

GZP10 贵阳南郊 硅质岩与蒙脱石粘土岩互层 7.5 菊石 、鹦鹉螺 、腕足 、三叶虫 水平层理 磷

GZP11 纳雍天生 硅质岩 、硅质泥岩夹泥灰岩 4.2 菊石 、鹦鹉螺 、腕足 、三叶虫

GZP12 织金阿弓背 硅质页岩 、砂泥岩 、灰岩夹蒙脱
石粘土岩

8.5 产菊石 、腕足 、 、植物 煤线

GZP13 遵义麻沟 灰岩夹硅质岩 54.9

　　注:贵州和广西 1∶25万和 1∶5万 2000年以来的资料以及部分 1∶20万填图资料.

粘土岩互层中含磷(表 3).

在广西 ,大隆组厚度变化并不大 ,由乐平 22 m ,

向西 、南西变为不足 10 m.岩性由乐平单元的硅质

岩在大瑶山一带变为钙泥岩夹硅质岩与中酸性喷发

岩;向南变为硅质岩夹碎屑岩 、凝灰岩.在桂西北和

合山出现了滑塌砾岩和鲍玛沉积序列.

从大隆组多种沉积组合类型看 ,他们大多属于

静水 、低能 ,含有几种不同还原特征的矿物 ,如铁 、磷

和锰.其中有相当一些沉积组合类型具有 “沉积速

率低 、缓慢沉积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化石比较稀少 、

厚度小 、炭质 、硅质岩含量高.

3　沉积环境讨论与分析

关于大隆组沉积环境一直有较大争议 ,有浅水

和深水之争.因其以黑色薄层状硅质岩为主 ,富含菊

石 、放射虫 ,多数人主张其为水体较深的盆地相(金

若谷 ,1987;晋慧娟和李菊英 , 1987).方宗杰(1989)

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大隆组的深水成因论目前尚缺

乏确凿无疑的证据.殷鸿福等(1995)从化石生态学

及大隆组横向变化等方面特征 ,认为其沉积环境位

于浅海的下部至半深海的上部地带.

从鄂湘黔桂地区大隆组多种沉积组合类型的特

征看 ,它们大多形成于水体贫氧的静水地带.中国南

方长兴期为一个广阔的碳酸盐岩台地.台地内部既

发育具有高地特征的 、大小不等的生物礁沉积 ,又发

育台地洼地和斜坡盆地沉积.本区的大隆组多种沉

积类型绝大部分处于洼地和斜坡盆地沉积.其证据

如下:它们几乎与多门类的生物共生在一起 ,甚至与

指相化石的浅水 、近岸环境的动植物化石共生 ,如

、植物和舌形贝等.而深水环境动物群不可能有如

此丰富的生物群 ,而且深水生物群的个体往往比较

细小 ,分异度低 ,十分单调.从沉积组合看 ,硅质岩夹

钙泥岩 、泥灰岩 、灰岩较多 ,还有下部硅质岩 ,上部灰

岩和碳酸盐岩夹硅质岩组合 ,甚至夹生物礁和煤线

沉积组合.因而鄂湘黔桂地区大隆组沉积环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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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属于浅水洼地沉积 ,表现特征为上部与下部的

硅质岩往往夹生物礁相沉积和碳酸盐岩夹硅质岩组

合.生物礁和碳酸盐岩通常被认为处于高能的极浅

水沉积 ,水深仅几米至几十米.此外 ,贵州的大隆组

往往还夹有煤线沉积 ,这部分的大隆组沉积类型已

经属于近岸富氧的沉积环境.还有一部分位于碳酸

盐岩台地斜坡静水还原环境 ,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

的缺氧 、还原的外陆棚环境.外陆棚环境在地理位置

上通常处于浅水和大陆斜坡之间的过渡区 ,浅水和

大陆斜坡的各种沉积作用都会波及和影响该地区.

说明处于碳酸盐岩台地斜坡静水还原环境下形成的

硅质岩不断被构造和海水进退 、清水型和混水型沉

积打断 ,不时接受灰岩和钙泥岩 、泥灰岩 、生物礁等

沉积 ,反映了硅质岩形成的深度不可能太深 ,如果太

深 ,岩性 、岩相不会迅速发生变化.

需要指出 ,广西的大隆组具有活动类型的沉积.

活动类型表现为二大特点.一是夹有中酸性喷发岩

和火山碎屑凝灰岩;二是不少地区发育重力流滑塌

角砾和鲍玛序列(邵龙义和张鹏飞 ,1999).关于重力

流沉积 ,众所周知 ,需要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源

源不断的巨量物源供给;(2)较大的坡度;(3)具有不

断形成重力流扇体的构造条件.由此可知 ,重力流沉

积与坡度紧密相关 ,与水深关系并不很大.从活动类

型含多门类生物群看 ,其沉积环境应位于斜坡 、贫氧

的外陆棚沉积.广西大隆组的遗迹化石 ,特别是 P l-

anol ites通常被认为具有深水相的沉积特征(晋慧娟

和李菊英 ,1987),而实际上该属往往具有穿相性特

征 ,并不能作为指相作用的标志.

本区大隆组沉积类型多样 ,是由于碳酸盐岩台

地边缘的斜坡环境和近岸环境具有多种不同的沉积

作用造成的.特别是斜坡环境往往是侧向加积作用 、

加积作用 、进积作用 、垂向加积作用等发育的地区 ,

表现特征就是楔状体沉积物十分发育 ,岩性 、岩相不

连续性 ,互相交错 ,常造成岩性纵向突变组合 ,造成

厌氧环境与缺氧和富氧环境相互交错 ,是一个岩性 、

岩相在纵向上和横向上突变的地区 ,因而导致了大

隆组沉积类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4　沉积特征与烃源岩的关系

厌氧 、缺氧环境是烃源岩发育的主控因素之一 ,

对油气形成的母质———有机质的保存 、富集以及有

机质进一步向油气演化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 ,探索

古厌氧和缺氧环境的判识标志就成为油气地质和部

分矿产研究 ,特别是烃源岩研究的重要内容.实质

上 ,缺氧环境就是溶解氧缺乏 ,而有机质 、还原态元

素(如 Fe
2+
、V

4+
等)等还原性物质稳定存在甚至富

集的环境 ,并含微体化石放射虫等 ,另还具有纹层 、

黄铁矿及特殊的岩性组合.因此缺氧环境是一种能

够提供多种类型矿化定位的特殊沉积环境.本区的

大隆组不但在岩性组合上出现碳-硅泥岩组合 、碳

-硅-磷泥岩组合等 ,而且富含指示还原环境的矿

物 ,如硒和黄铁矿等.在湖南 、贵州等地 ,大隆组含有

上升洋流作用形成的含磷岩系 ,广西地区的大隆组

产大量浮游生物的放射虫 ,暗示初级生产力较高 ,可

能与烃源岩有关.

关于磷是上升洋流作用的产物 ,笔者并不反对 ,

但上升洋流作用还可能有其他特征 ,如有机质富集 、

磷含量高 、硅质生物尤其是放射虫化石发育.大隆组

浮游生物与底栖生物混生 ,富含放射虫 ,有特殊的岩

石组合 ,如碳-硅泥岩组合 、碳-硅-磷泥岩组合 、

特殊的沉积演化序列 ,硅质岩※磷质岩※金属硫化

物富集层※黑色页岩※碳酸盐岩的垂向沉积演化 、

暗色细粒沉积中富含金属元素 ,如锰等 ,也是上升洋

流作用的产物.

现代海洋学的研究表明 ,大洋环流的形成和演

变受控于纬度地带性 、大气环流形势 、海陆格局等因

素 ,也是控制沉积作用 ,特别是其中烃源岩形成的不

可忽视的因素.研究还表明 ,海相高有机质烃源岩的

形成与沿岸型 、赤道辐散带型 、反气旋型等上升洋流

的关系密切.上升洋流富磷 、富硅 、富铁族元素等营

养盐和还原环境下富绿硫细菌 ,大大促进了有机质

生产力和埋藏率的增加(张水昌等 ,2005).而本区大

隆组的富磷 、富硅 、富铁族元素与还原性的绿硫细菌

相互作用 ,极有利于大隆组烃源岩的发育.

本区晚二叠世大隆组多种沉积类型 ,绝大部分

都具有台缘斜坡 、贫氧环境的沉积 ,表现为:内部普

遍发育缺氧环境的黄铁矿 、炭 、锰 、硒等以及上升洋

流磷的存在.根据沉积组合和地球化学的元素可把

它们分为厌氧 、缺氧 、富氧的沉积环境.

厌氧环境以单一的硅质岩 、炭质 、硅质岩 、钙泥

岩夹硅质岩等 ,以色暗 、含炭 、含硒 、含黄铁矿等为特

征.硒含量变化与海平面升降曲线表现出正相关 ,在

最大海泛面处达最大值 ,大的容纳空间和水体能量

较低环境 ,利于有机炭大量吸附硒 ,造成硒的富集

(牛志军等 ,2000).在华南长兴期 ,这种沉积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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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川东 、鄂西等.

缺氧环境以硅质岩夹炭质 、钙泥岩 、灰岩等为特

征 ,它们内部普遍含锰 、磷以及一些煤线等.这种沉

积主要分布在湖北南部 、湖南与贵州西部.

富氧的沉积环境以碳酸盐岩夹硅质岩 ,下部为

硅质岩 ,上部为灰岩 、碎屑岩系 ,上部与下部的硅质

岩夹生物礁相沉积等类型 ,以底栖生物出现为特征.

这种沉积主要分布在广西 、湖南中部.

根据沉积环境及其含氧条件 ,将本区大隆组可

能的生油气岩分为三类:

Ι类:形成于厌氧盆地环境 ,由于沉积水体中溶

解氧十分稀少 ,十分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和演化 ,从

而可能形成良好的生油气岩 ,这类岩石以单一的硅

质岩 、炭质 、硅质岩 、钙泥岩夹硅质岩出现为特征 ,分

布在鄂西北.

Ⅱ类:形成于缺氧盆地环境和斜坡环境.由于沉

积水体中溶解氧较为贫乏 ,较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和演化 ,从而可能形成较好的生油气岩 ,这类岩石以

硅质岩夹炭 、钙泥质岩 、灰岩等为特征 ,分布在湖南

中部 、贵州和广西西部.

III 类:形成于富氧台地和滨岸环境.在此环境

中 ,生物十分繁盛 ,原始有机质丰富 ,但由于水体中

溶解氧含量多 ,大部分有机质遭受了氧化破坏 ,尽管

如此 ,仍保存有一定的残余有机质 ,从而也可能形成

生油气岩.这些岩石包括碳酸盐岩 、生物礁夹硅质

岩 、下部为硅质岩 、上部为灰岩和碎屑岩系.分布在

湖南西北部和湖北的南部.

综上所述 ,我国南方鄂湘黔桂地区的大隆组具有

烃源岩发育和形成的潜力.尤其是最大海泛时期的沉

积.这些层段沉积时 ,多数为欠补偿的较深水 、海底地

貌上处于古斜坡 、沉积速率低的环境.沉积速率缓慢

可使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内的有机质得到高度浓缩 ,

为烃源岩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川东地区 ,相当

大隆组层位天然气的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加强

对大隆组沉积特征和地球化学研究以及与生油能力

关系的研究 ,应当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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