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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研究了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各时代白云岩的岩石矿物学 和地球化学特征
,

区内由它

形泥
,

微晶白云石构成的白云岩
,

产于震旦 系和寒武系中
,

其有序度较低
。

氧碳同位素较重
,

这类白

云岩是在盐度较高的局限台地和半闭塞泻湖环境中沉积的高镁碳盐盐沉积物
,

经过准同生 白云化

作用改造而形成的
。

岩石的孔渗性较 差
.

由自形
、

半自形粉晶
一

中晶白云石构成的白云岩
,

主要产于

奥陶系和 石炭系中
,

具有较高的有序度
,

氧碳同位素较轻
.

是成岩早
、

中期混合白云岩化作用的产

物
,

并具较好的也渗性
,

是研究 区最有利的碳酸盐岩储层
。

而白云岩晶洞 中自形白云石
.

有序度很

高
,

氧同位素极轻
,

阴极发光镜下具环带构造
,

是成岩晚期深埋条件下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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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塔里木盆地西北缘震旦系及古生代地层中发育有大量 白云岩及灰质白云岩
,

主要分布在

上震旦统
、

寒武系
,

奥陶系及石炭系部分层位中
,

白云 岩的累计厚度约占整个古生代地层厚度

的 1 0 %
,

其中寒武系和奥陶系发育的 白云岩占其地层 曾
、

厚的 30 % 以上
、

塔里木古生代 白云岩

不仅厚度大
,

分布广
,

而且其中裂缝
、

溶洞
、

粒间孔及品间孔十分发育
,

常常成为油气聚集的 良

好储集层位
,

因此白云岩成因及其储集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震旦系白云岩仅产于上震旦统
,

主要为灰色含藻灰质白云岩
,

条带状泥晶白云岩
,

叠层石

白云岩及层纹状微晶白云岩
,

并与粉砂岩
,

泥页岩成互层
,

属半局限台地相沉积
。

白云岩岩在寒武系中分布比较广泛
,

上
、

中
、

下统均有公布
,

主要为泥晶一 微晶薄层状藻白

云岩
,

叠层石白云岩
,

层纹状 白云岩
、

瘤状白云岩和残余颗粒白云岩
、

夹有灰岩
、

粉砂岩
、

泥岩和

少量膏泥岩
,

主要为潮坪和半闭塞泻湖沉积环境
。

奥陶系白云岩主要产于下奥陶统
,

为中厚块状细晶一 中晶白云岩
,

含涟石团块或条带
,

夹

灰质白云岩及灰岩
,

其沉积环境属半局限碳酸盐台地
。

石炭系白云岩较少
,

仅产于巴楚一带的石炭系中上统地层中
,

主要为薄层状残余缅粒白云

岩
,

残余核形石白云岩等
,

与砂屑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鲡粒灰岩
,

礁灰岩等其生
.

属台地边缘浅

滩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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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各地层
,

白云岩不但含量丰富
,

类型也较多
,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种
:

1
.

1 泥晶
,

微晶 白云岩

主要分布于震旦系和寒武系中
,

其特点是颜色大都较深
,

以薄层状为主
,

常与页岩
,

泥岩甚

至膏泥岩互层
,

并常保留藻类结构和原始叠层石构造
,

这类白云岩主要产于海侵和海退初期的

沉积物中
,

与半局限台地和半闭寒泻湖沉积环境密切相关
.

1
.

2 晶粒白云岩

主要分布于下奥陶统
,

呈浅灰和灰白色
,

厚层块状
,

岩石由自形
,

半 自形粉晶
一

中晶白云石

构成
,

无生物及其它残余结构
,

产于半闭寒碳酸盐台地相
。

1
.

3 残余颗粒 白云岩

分布于寒武系和石炭系部分层位中
,

岩石以浅灰色为主
,

中薄层
,

由自形
、

半 自形细晶白云

石构成
,

外貌常呈疙瘩状
、

眼球状和砾状
,

无生物结构
,

但鲡粒
,

包粒
,

砂屑等颗粒残余结构清晰

可辩
,

产于潮间带和碳酸盐台地边缘相中
。

2 白云石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

2
.

1 矿物学特征

按晶体形态及大小可将研究区白云石分为三种类型

2
.

1
.

1 自形菱面体白云石

主要产于石炭系和奥陶系中
,

其主要矿物学特征为
,

白云石晶体粒径在 1 00 一 5 0 0料m 之

间
,

两组解理 比较发育
,

并常交叉成菱形
,

晶体支撑
,

晶间孔隙非常发育 (图版 I
,

l )
,

晶体表面

通常 比较干净
。

在偏光镜下
,

少部分样品可见鲡粒
,

豆粒或砂屑等残余阴影
,

白云石颗粒常具雾

心亮边结构
。

阴极发光颜色较不稳定
,

以桔红
一

砖红色为主
,

部分样品可见较 明显的环带构造
,

环带颜 色通常是 由砖红 色与暗红 色甚至褐 色组成
,

环带中间有时发育一层较明亮的桔红 色
。

自

形菱面体白云石具有较高的有序度
,

平均 0
.

8 85
,

C a C O
J

百分含量一般在 51 一 55 纬之间
,

个别

样品的 C a C O
:

含量偏高是由于其粒间孔隙中充填有晚期方解石或含铁方解石所致
。

2
.

1
.

2 半 自形粒状白云石

主要产于寒武系和奥陶系中
,

白云石晶体粒径在 5 0 ~ 1 5 0尸m 之间
,

具雾心亮边
,

在 电镜下

白云石晶体常见一组直的边界
,

许多晶体保持晶面接合
,

通常一组解理发育 良好
,

并可见少量

晶间基质和孔隙 (图版 I
,

2 )
,

这类白云石的阴极发光颜 色比较稳定
,

以桔红色为主
。

部分样品

的孔隙或晶洞中常可见到 自形程度极高的白云石 ( 图版 I
,

3)
,

它在阴极发光下具有清晰的
,

由

暗红色与褐色组成的环带构造 (图版 I
,

4)
。

在 又衍射分析中显示出极高的有序度 (平均达 .0

9 51 )( 表 2)
。

半 自形粒状白云石的 C a C O
J

百分含量一般为 5 0 % 士 2 %
,

有序度较高
,

平均为 。

8 8 4 (表 1 )
。

2
.

1
.

3 它形泥
、

微晶白云石

主要产于震旦系和寒武系中
,

白云石晶体粒径在 5一 10 “ m 之间
,

在镜下 白云石有污蚀感
,

晶体呈紧密镶 嵌接触
,

它形晶体的晶面极不规则
,

很少保持晶面结合
,

在扫描电镜 下可见不等

粒的白云石晶体颗粒呈不规则杂乱分布
,

解理极不发育 (图版 I
,

5 )
。

阴极发光颜 色稳定
,

呈较

明亮的桔红色
,

部分样 品可见较大的溶蚀孔隙
,

在溶蚀孔隙边缘生长着具有环带构造的自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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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石 (图版 l
,

6 )
,

环带构造由明亮的桔黄色与浅褐色构成
,

自形方解石晶体一般小于 10 0产m
,

角氛化钾与茜素红染色一般呈红
.

个别地方略显紫色
.

它形泥
、

微晶白云石的 aC C O
:

百分含量

变化较大
,

这与白云石晶间有残留方解石以及孔隙中充填有方解石有关
,

这类白云石的有序度

较低
,

平均为 0
.

7 3 7
.

表 1 白云石岩石矿物学和地球化学分析数据表

T a b le 2
.

M
e
as

u r

ed d a t a o f do lo而 t e i n 而 ar o li t i
e e a v it y

晶晶形形 样 品号号 岩 性性 层 位位 C a C伍 ( % ))) S r ( P P m ))) 有序度度 P D BBB

lllllllllllllll
一: s / I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1

犯 ( %
。

))) 三
1 . 0 (练 )))

自自自 H l 一 1 4 888 中晶白云岩岩 石炭系系 5 5
.

, 000 1` 7
.

222 0
.

9 5 999 一 O
。

444 一 ,
.

7000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菱菱菱
M l一 4 ,, 细晶白云岩岩 石炭系系 5 8 2888 1 7 2

.

999 0
.

` 8 222 十 0
.

2 222 一 ,
.

1 000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体体体 A一 2̀̀ 中晶白云岩岩 奥陶系系 5 4

.

5555 1 , 1
.

555 0
.

, 3 222 一 1
.

5 111 一 9
.

9000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222 泣泣 A一 1 ,, 细 晶白云岩岩 奥肉系系 5 1
。

7 555 1` 6
.

555 0
.

9 5 111 一 1
.

2 `̀ 一 9
。

1 222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AAAAA一 1 555 中晶白云岩岩 奥内系系 5 1
.

1333 1 29
.

000 0
.

9 , 333 一 1
.

3 888 一 8
.

4 000

AAAAA一 1 111 细 晶白云岩岩 奥肉 系系 5 4
。

3 222 1 7 1
.

222 0
.

7 7 0000000

AAAAA一 888 细晶白云岩岩 奥肉系系 5 2
.

4 000 1 02 555 0
.

9 0888 一 1
.

5 222 一 8 1444

平平均均均均均 5 4
.

0 555 1 57
。

333 O
。

8 8555 一 0
`

9 999 一 8
.

7 333

半半半 A一 1̀̀ 细 晶白云岩岩 奥内系系 5 1
.

2 444 1 5,
。

333 O
。

, , `̀̀̀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形形形 凡一 3 333 细晶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5 0

.

2 888 , 1
。

,, O
。

9 2000 一 1
。

` 222 一 7
.

` 000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状状状 A

s
一 2 ,, 细 晶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5 0

.

3 000 8 2 ,, O , 57777777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111宝宝

sA 一 1 111 细晶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4 8
.

` 888 1 17
、

444 0
.

, 7 888 一 I
。

1 333 一 `
.

5 888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AAAAA s一 1 000 粉晶 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S D
.

O`̀ 1 0̀
,

555 0
。

87 444 一 1
.

2 `̀ 一 7
、

1 `̀

SSSSS x 一 7 `̀ 细晶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4 8
。

` 222 ` 4
。

222 0 9 4 333 十 2
.

3 222 一 8
.

4 222

xSSSSS 一 ` OOO 中晶 白云岩岩 展且系系 ` 2
。

8 222 53
.

000 0
`

9 4 ,, 十 1
.

` 000 一 7
.

, 777

平平均均均均均 5 1
.

7 111 , 3
。

333 0
`

8 8444 一 0
.

0 222 一 ,
.

5 555

它它它 A s一 2777 徽晶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4吕
.

8 777 , 8
。

333 0 7` 0000000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
泥泥泥 sA 一 1 444 泥晶 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4̀

.

5 222 1 11
.

000 0
.

7 0 111 一 2
,

5 888 一 ,
`

8 555

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
晶晶晶 Sx 一 君̀̀ 徽晶 白云岩岩 寒武系系 5 5

。

` 333 , 3
.

000 0
,

, 3 000 十 1
.

8 111 一 `
。

4 000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万万万 Sx一 5 333 徽晶 白云岩岩 及且系系 ` 2

。

, 222 4 1 000 0
.

8 2777 + 2
.

111 一 3
。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SSSSS x一 4`̀ 泥晶 白云岩岩 展旦系系 ` 3 0 444 5 2
`

111 0
.

“ 555 + 1
.

` 999 一 S
。

0 666

平平均均均均均 55
.

3`̀ , 5
.

0 888 0
.

, 3 777 + 0
.

7 `̀ 一 5
.

7 444

2
.

2 地球化学特征

目前对白云石成因研 究认为
,

白云石的

氧碳稳定同位素和银
、

铁等微量元素地球化

学指标
,

能较客观地反映白云石形成时沉积

和成岩环境的某些特征
。

一般认为碳酸盐岩

的氧碳同位素组成受其形成过程中温度以及

沉积和成岩溶液性质的影响
,

当补给缺乏或

强烈蒸发而导致海水盐度变大时
,

其沉积物

中的 夕
,
O 和 今

,
C 值增高

,

相反高温和雨水稀

释有 利于轻的氧碳 同位素进入固相 ( D
.

W
.

M o r r o w 1 9 8 2 )
。

铁
、

惚等微量元素在 白云石

中的含量 与各 自在碳酸盐
一

水体 系中的分配

图 1 不同成因类型白云石氧碳同位家分布图

i 自形
一

半自形粉
一

中晶白云石 2
.

它形泥徽晶 白云石

3
.

晶洞自形白云石

F ig
.

1
.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o n o
f o

,

c s t a b l e 15 0 一e s o
f

d o
lo m it e s o

f d if f
e r e n t g e n e t i e t y p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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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以及白云石形成时溶液性质有关
。

研究区的自形菱面体白云石氧碳同位素值较轻 (图 1 )
,

占。 C 为 0
.

22 一 一 1
.

52 编 (P D B )
,

.8t

O 为一 1
.

1 1一一 9
.

9 0编 ( P D B )
,

银含量相对较高
,

10 0一 i 9 0 p p tn
,

铁含量较低 0
.

0 2 ~ 0
.

0 7 %
,

锰

含量为 6 0 ~ i 6 0 p p m
o

半 自形粒状白云石的氧同位素值也较轻
,

护
.
0 一 `

.

58 编一 8
.

42 编 (P D B )
,

碳同位素 沪 C 为

2
.

3 2编一 1
.

6 2编 ( P D B )
,

银的含量较稳定
,

5 0 ~ i 2 0 p p m
,

铁含量一般小于 4 %
,

锰含量为 7 0一

2 5 0 p p m
.

在这类样品的晶洞中生长的自形 白云石氧同位素极轻
,

为 夕
.
0 一 9

.

6喻~ 一 13
.

6编

( P D B )
,

碳同位素 占
,」

C l
.

0编~ 1
.

7 %
。

( P D B ) (表 2 )
。

表 2 晶洞白云石分析数据表

T a b l e 1
.

T h e p e t r o lo g i e a l
,

m i n e r o l o g i e a l a n d g e o e e h e m ie a l p a r a m e t e r s o f d o l o m i t e

分分析号号 C a C O
,, 1 0 1 555 [ 1 1 000 有序度度

一 P D BBB

((((( % ))))))))))))))))))))))))))))))))) 占占占占占占占1 , C (阶 ))) 古
, .

0 (练 )))

NNN
一 111 5 0

.

4000 4
.

, 777 5
.

1333 0
.

9 6 ,, + 1
.

7 000 一 1 3
.

6 000

NNN
一

222 5 1
.

1 111 4 9 222 5 2 999 0
.

, 3 000 十 1
.

2 000 一 ,
。

` 333

NNN
一

333 5 0“ 333 5 1 000 5
。

3 444 0
.

9 5 555 + 1
.

5 333 一 1 2
。

8 000

平平均均 5 0
.

7 1111111 0
.

, 5 111 十 1
。

4 222 一 1 2
。

0 111

它形泥
、

微晶白云石的氧同位素相对略重 于
.
0 为一 3

.

“ 一 一 7
.

85 编 ( P D B )
.

大部分样品

的碳同位素也较重
,

占
, 3

C 一 2
.

5 8一 2
.

1%0 平均为 0
.

7 6隔 ( P D B )
,

银含量较低 礴。~ i i o p p m
,

铁
、

锰

含量不高
,

铁小于 0
.

4 %
,

锰为 5 0一 l s o p p m
。

3 白云岩成因及其储集性讨论

.3 1 白云岩成因讨论

白云石形成受到其晶格高有 序度和 C a Z十 、

M g Z十 、

C O至
一

水合习性差别等动力学因素的阻

碍
,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形成块状白云岩必须具备 以下三个条件
,

1
.

充足的 M g +z 和 C O亏一 离子

来源
; 2

.

长期有效的输送这些离子的水流系统
,

3
.

有利于白云石沉淀的环境
.

在不同的环境中

形成 白云石的结晶速度差异较大
,

白云石的结晶速度对其有序度
、

粒径
、

晶体形态等矿物习性

都有较大影响
,

大致有 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白云石的结晶速度
,

1
.

结晶速度对温度非常敏感
,

温

度升高速度增快 ( L a n d
,

” 6 7 ) ; 2
.

文石的 白云石化比方解石的白云石化进 程快得多 ( G r a i sn
,

1 , 8 0 ) ; .3 M g 乞+
对 C a Z十 比率的增加缩短了诱导周期

,

使结晶速度增快
,

M g
’ + 、

C a ’ +
离子浓度和

P ,
:

分 压增高速度同样增快 ( G ar i” “ ·

1 9 8 0) ; .4 易溶组分 的变化和水 合物离子浓度增高 (如

L i+ )
,

可能成为反应的催化剂 ( G r a i n s ,

1 9 7 4 ) ; 5
.

硫酸盐对白云 石产生一些抑制作用
。

( B a k e r ,

1 9 81 ) ; 可见白云石的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受多种因素的控制
。

研究区由它形泥
、

微晶白云石构成的白云岩产于震旦系和寒武系中
。

震旦系白云岩中发育

有大量藻类和叠层石
,

属半局限台地相沉积
,

这类 白云石的形成是与震旦系特殊气候条件下
,

藻类生物的促进作用分不开的
。

在这种沉积环境中
,

由于温度较高 ; 表面水的台裂蒸发引起水

盐度升高及浓度增加造成的重力驱动对流
; 水体较浅 ; 风和波浪的作 用有利于 M g Z + 及 C吼

-

离子的供应
。

可见完全具备了形成准向生白云石的条件
,

因此形成的白云岩常保 留原始沉积构

造和生物结构
,

白云石具有它形泥
、

微晶结构
,

低有序度的特征
。

由于白云石形成时的盐度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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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
,

水溶液性质与正常海水有较大差异
,

因此这类 白云石的氧同位素 .81 0 和碳同位素沪C

均较重
,

白云石中惚含量较低
,

产于寒武系的白云岩其 中也常发育有大量藻类和叠 层石
,

并常

与页岩甚至膏泥岩共生
,

这类白云岩的成因过程大致是在半闭寒的泻湖中
,

由于流通性较差和

强裂的蒸发作用
,

促使湾内海水盐度大大提高
,

这时钙首先达到饱和
,

以文石
,

高镁方解石等形

式沉积下来
,

钙的消耗使镁离子不断富集
,

M g / aC 比值大为提高
,

形成富镁的重盐水
,

它在浓

度和密度差的驱使下
,

沿水底向下流去
,

当流径孔隙高
,

渗透性好的碳酸钙沉积物时
,

向下渗透

并以镁离子取代其中部分钙离子使之白云石化
,

这类 白云石因形成进盐度较大
,

温度较低
,

受

大气淡水影响较小
,

白云石形成时结晶晶核多
,

结晶速度快
,

因而 白云石晶粒小
,

晶形差
,

有序

度低
,

aC C O
,

百分含量高
,

氧碳稳定同位素较重
,

惚含量较低
。

产于震旦寒武系的白云岩
,

在长

期的成岩 一后生作用中
,

其内部可发生晶格调整
,

同时也难免受到重结晶作用
,

混合 白云石化

作用及淡水淋滤等作用的改造
,

使其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发生一些变化
.

自形菱面体 白云石和半 自形粒状白云石构成的粉晶
一

中晶白云岩
,

虽然其中一部分在准同

生期受初步的白云石化改造
,

但主要是在混合带经过强裂的混合白云石化而成为白云岩的
,

混

合带中由于大量 淡水稀释
,

使海水的 M g +2
、

C a +2 浓度和 M g / C。 比率降低
,

白云石化速度缓

慢
,

因而形成了 自形程度好
,

有序度高
,

晶体较大的白云石
。

但部分白云岩
,

由于准同生白云石

化时期形成了较密的白云石晶体核心
,

在混合白云石化过程中
,

有限的生长空间无法使大量晶

体生长成 自形菱面体形状
。

部分 白云石晶体具雾心亮边结构
,

是因为雾心是早期在盐度较高的

水中形成的
,

结晶速度较快
,

晶体含杂质和包体较多
,

而亮边是淡化潜水形成的
,

结晶速度 慢
,

含杂质少
,

这反映了白云石形成从高盐度到淡化水的环境变化
。

自形
、

半自形粉晶一中晶白云

石的氧同位素 护
.
0 较轻

,

是由于受到地下高温及富集 护
`
O 的地下水影响所致

。

白云石中的环

带构造是由于在长期缓慢的混合白云石化过程中
,

氧化还原环境的交替变化和 白云石化溶液

的 M g / C a 和 F e / M g 比率的变化
,

导致不同

微量元素的混入和微量元素含量的变化
,

从

而形成环带状构造
。

至于部分白云岩 晶洞及

孔隙中自形 程度 和有序 度极高
,

氧同位 素

夕
.
0 很轻的白云石

,

则完全是在晚期成岩阶

段 深 埋 条 件 下 形 成 的
,

形 成 温 度 估 计 在

1 0 0 ,C 以上
。

3
.

2 白云石化与储集性关系

碳酸盐岩白云石化与储集性关系问题争

论的焦点在白云石化是否等体积交代
,

即白

云石化过程是否会增加岩石的孔隙度
,

对于

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统一认识
.

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
,

白云石较方解石具有更大的抗压实
、

压

溶和淋滤溶解作用的特性
,

白云石比方解石

脆性更大
,

因此 白云岩作为储集层比灰岩具

有更大的优势
。

研究区由三种不同类型的白云石构成的

O O

,̀.曰

ǎ次à侧赶峪

2 0 叻 8 0 1 00

白云石 ( % )
o 一 1 0 一 2 从 一 3

图 2 岩石中白云石的晶形及含量与孔隙度关系

1
.

它形泥徽晶白云石 2
.

半自形位状白云石

3
.

自形菱面体白云石

F 19
.

2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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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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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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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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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孔隙度有较大差异 (图 )2
,

它形泥
,

微晶白云石构成的白云石致密
,

孔渗性较差
,

其孔隙

度一般小于 5 %
,

虽然在部分样品中可见一些较大溶孔
,

但其中一部分已被晚期方解石充填
,

并且这些溶孔的连通性较差
.

由自形菱面体白云石构成的块状白云岩
,

大都具有较高的孔隙度
,

其孔隙度常达 8 %以

上
,

这类白云岩中发育有大量的粒间孔和晶间孔
.

它在晚期埋藏成岩过程中
,

由于其中白云石

呈颗粒接触或晶体格架支撑
,

就会抑制压实和压溶作用的进一步产生
,

随后酸性孔隙水可将残

存的方解石完全或部分溶解
,

从而大大提高了岩石的孔隙度
.

半 自形粒状白云石构成的白云岩
,

孔渗性介于上述两类白云岩之间
,

这类白云岩虽在电镜

下可见到较丰富的晶间和晶内微孔隙 (图版 J
一

2)
,

但孔径大都很小
,

岩石的渗透性也相对较

差
,

它的孔隙度通常在 5 ~ 8 %之间
.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

塔里木盆地西北缘石炭
、

奥陶系中的由自形菱面体 白云石构成的

细晶
一

中晶白云岩是研究区最有希望的碳酸盐岩油气储层
,

寒武系和奥陶系中由半自形粒装白

云石构成的白云岩孔渗性相对也较好
,

可能成为油气储集层
,

特别是气田的储层
.

收稿 日期
: 1 9 , 1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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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m p o s e d o f a u t o m o r p h i e 一h y p a u t o m o r p h i e ,

p o w d e r 一m e d i u m e r y s t a l l in e d o l o m i t e 15 f o r m e d b y

d o l o m i t i z a t i o n o f m i x i n g w a t e r d u r i n g e a r l y
一

m i d d l e d i a g e n e s i s ,
t h i s t y p e o f d o l o s t o n e 15 t h e

m o s t f a v o u r a b l e e a r b o n a t e r e s e r v o i r i n t h e s t u d y a r e a b e e a u s e o f t h e h i g h e r
p o r o s i t y a n d P e r -

m e a b i li t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