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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南下二叠阳新统白云岩成因探讨

陈明启
(四川石油局勘探开发研究院)

提要 本文根据四川峨媚
、

汉旺及宝兴一带下二叠系阳新统白云岩的岩石结构和阴极发光
、

徽量元素
、

包裹休测温等资料结合纵向特征
、

横向展布及沉积
、

埋藏史提出了该白云岩是源于早期受峨媚山一瓦山古断裂

控制沉积的滩相生屑灰岩经过海水
、

淡水混合作用而形成 ; 继后受地壳升降
、

褶皱
、

火山等影响而形成多种
、

多期成岩作用叠加的 产物
.

白云岩结构不均一
,

具波状消光
、

机械双 晶
、

晶粒紧密镶嵌
,

阴极发光下不显 晶

粒
,

孔隙很小
,

储集性变差
.

主且词 下二叠系 白云岩 白云岩化作用 成岩阶段

作者简介 陈明启 女 55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及岩矿鉴定

下二叠系阳新统是四川盆地已知碳酸盐岩产气层之一
,

近年来在川西南汉旺场地区钻探发现

有累厚近百米的白云岩 (含栖霞组 川和茅 口组 P }中上部 )
.

钻井中在该段发生井漏并产气
,

为

川西南油气勘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该段白云岩孔隙率为 】% 左右
,

裂缝较发育
,

属低孔隙一裂

缝性储集层
.

白云岩孔隙率不高的原因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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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幼月 、才,

一 曰 Z 刃石
,

夕丁甲
’

l胃艺兀

在龙门山南段地区
、

峨嵋
、

汉旺场
、

宝兴一带的阳新统白云岩范围内
,

构造复杂
,

断裂发

育
。

该仄下二叠系阳新统地层 (包含上述白云岩) 上与上二叠统玄武岩
、

下与下寒武统九老伺组

皆为假整合接触
,

岩性特征与盆地其它地区类似
,

分三组七段 (图 l)

本文所述的白云岩发育在阳新统顶部侵蚀面以下
,

叫的上部和 P }中上部两个层段
。

分别属

于栖霞和茅 口两个成滩期 ¹ º 的产物
.

其中 P{的白云岩分布在川西北龙门山区 的南北两端
, P{

中上部的白云岩 目前则只在川西南汉旺
、

峨嵋一带出现
,

厚约 6 5m
.

二 白云岩的特征

1、

以细一粗晶粒级的它形晶白云石为主要结构
,

其中混有一些 自形晶好的粉晶粒 ( 0 05 一

o
.

lm m ) 白云石
.

可能显示 白云石早期是较细的自形晶好的粉晶粒
,

由于再次白云化作用的叠加

使大多数晶粒增大
,

形成以它形晶为主的粗大 白云石
.

2
、

白云石晶粒内有缘藻或有孔虫屑的残余结构 (图版 工
,

I) 和多晶粒 白云石的阴影; 阴

极发光呈桔红色
,

反映生屑灰岩在 E h 值较低
,

含锰的还原条件下被白云化
,

应是埋藏后的 产

物
。

3
、

白云石晶粒粗大
,

具波状消光和机械双晶 (图版 I
,

3
、

4)
,

晶粒间呈波状紧密接触
,

惬 万汀仁
、

马行
、

气远景 (内刊)
º宋文海

、

马行
、

赖国良19 78年四川盆地下二叠系阳新统与下三叠系嘉陵江组浅滩汀储集岩在区域构造上的分布规律及含油

陈士 19 7 9年四川盆地阳新统沉积相及含油气务件研究报告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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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体又沿峨媚一瓦山断裂走向分布
,

受古断裂控制
.

滩体又控制了白云岩的展布
.

由于滩体经常

暴露 与沉 没
,

有利于海水
、

淡水混合形成 成岩早期 白云岩化
.

P矛
、

P寸白云石有粉晶粒
(< 0

.

lm m ) 也有细一中晶粒
,

甚至粗晶粒 (0
.

1一lm m )
,

这种混合的结构
,

可能暗示早期白云

化细粒的粉晶白云石
,

经过后来的白云化作用迭加而形成粗粒白云石
.

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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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 忆夕 2 :
万 .’.. 3 喂才 乌

一一 、 l 召p Z ,.:: .’.’. 分 3
切守

;

1
、

深断裂 2
、

白云岩区 4
、

滩体 5
、

海侵方向

图 Z P矛滩休与白云岩分布区
r ig

.

2 n istr ib u ti o n o r b a n k a n d d o lo m ite o f p }

图 3 PI滩休与白云岩分布图 (图例同图 2)

F ig 3 n ist行bu ti o n o r b an k a n d d o一o m itc o r p {

(3) P子
、

P}地层受阳新统顶部侵蚀面和玄武岩喷发的影响
,

具备了继续白云化有利条件
.

阳新统沉积不久
,

东吴运动发生
,

地壳上升
,

地层广遭剥蚀
,

西北一带的宝兴地区隆起最高
,

剥

蚀最多
,

残留茅 口组下部地层
.

川西南汉旺
、

大兴一带残 留地层较多
,

比宝 兴地 区厚 10 0一
1勿m 左右

,

为当时的低凹处
.

西侧高地的淡水沿着宝兴一峨媚北西向的峨媚山一瓦山断裂及其
它渗透性好的岩层流向凹地

,

若岩层中保留有 5% 的海水
,

就能促进 白云化作用的进行 ; P }
、

叫
白云岩晶体内有绿藻

、

有孔虫残余结构
、

M g / C a < 1
,

微量元素含量低 (sr
、

N a 的含量都小于

20 0P pm )
,

均说明生屑灰岩 白云化作用时介质含盐量低
,

与当时埋藏凹地的环境相呼应
.

值得强

调的是阳新统经受剥蚀以后
,

该地区又有大量的玄武岩喷出
,

地壳探处的热液活动
,

不但增加了

围岩的温度
,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各种元素如 M g
、

C a
等

,

改变了孔隙水的成份
,

大大有利于

对
、

州白云化作用的进行
.

对
、

P{白云石在阴极发光下为桔红色
,

E h 值低
,

印证了它们白云

化作用是在含锰的还原环境
—

也就是埋藏环境下发生的
.

(4) 阳新统内白云石有多种产状
.

如对为豹斑状
、

层状
.

P寸只局部产出
,

它们的白云石以

细一粗晶 为主
、

它形 为主 ; 而 其上 下夹层里 则有沿基质或 绿藻屑等稀疏散布的粗 粉晶

(0
.

0 5 m m ) 自形晶很好的白云石
,

这种晶粒结构的差异
,

以及产出层位的差别
,

说明白云化的多

期性
.

晚期白云化作用叠加在 已白云化的岩石上
,

促使晶粒增大
.

从对
、

P{白云岩中的白云石

晶粒粗细混杂
、

多种晶形共存的结构可以看到白云石由于白云化作用多次叠加使它们以细一中晶

甚至粗晶粒为主
、

它形为主的结果
.

据上述资料
,

笔者认为 P子
、

P言白云岩乃多期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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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南阳新统 P了
、

川白云岩可能经历了三个或更多的不同成岩阶段
,

在地史中逐渐发展

形成
.

(l) P圣
、

P寸地层沉积时为滩相浅水环境
,

有利海水
、

淡水混合形成白云石
,

奠定 了白云化

的基础
.

(2) P子
、

P于地层位于阳新统顶部侵蚀面以下
,

并有玄武岩喷发
,

受侵蚀面及地下热液的影

响
,

具备继续白云化作用的有利条件
.

(3) 深埋条件下的白云化
.

继东吴运动玄武岩喷发以后
,

该地区持续下沉
,

在玄武岩之上

又接受 了数千米的沉积物
,

随着埋深
、

地温梯度的增加
,

有机质
,

向烃类转化
,

液态烃向气态转

化
,

这可 由白云石晶间隙里残 留有黑色碳质沥青所证明 (图版 工
,

2)
,

也同白云岩中包裹体的

测温 (14 5一 185 ℃ ) 所证实
,

对
、

PI的白云岩与深埋环境紧密相关
.

随着地壳下沉
、

深埋和随后的地壳一系列抬升
、

褶皱
,

特别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印支运动发

生
,

使龙 门山地区构造复杂
、

断裂发育
,

使 叫
、

叫白云岩 中的白云石 晶粒普遍产生了波状消
光

、

沿解理分布的机械双晶
、

晶粒介线呈波状
、

锯齿状以及阴极发光下晶粒介线消失呈现一片桔

红色等一系列后生变化
,

使白云石晶粒增大
,

白云岩孔隙变小
,

导致了 P{
、

P于白云岩的储集性
能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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