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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渝东—鄂西地区由于受海西早期强烈构造隆升和侵蚀作用影响，大部仅残存不完整的上石炭统黄龙组，为

川东地区天然气藏主要产层，也是盆地周边地区寻找新气源最有利层位之一。根据岩心观察、野外剖面实测和室内

镜下岩石薄片鉴定分析，并结合岩石学、古生物及测井等沉积相标志研究，确定该区黄龙组发育萨勃哈、有障壁海岸、
海湾陆棚和开阔陆棚等沉积相带，连接川东—渝北海湾与鄂西广海海水通道的发现对区域沉积相带的认识具有重要

意义。在层序地层学分析的基础上，以 LST、TST 和 EHST 三个体系域作为编图单元，编制了各体系域的岩相古地理图

并对其演化特征进行了描述。结合各相带储集物性特征，认为障壁粒屑滩和滨外粒屑滩为最有利储集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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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区上石炭统黄龙组自 1977 年发现工业气

流以来，已成为四川盆地最重要的天然气产区之一，

天然气主要赋存在广泛发育的黄龙组碳酸盐岩储层

中［1 ～ 10］。然而，作为川东地区主力产层的黄龙组经

过二十多年的勘探开发，开始进入储量递减阶段，因

此，对勘探程度较低、处于两个矿区交界的区域( 渝

东—鄂西地区) 开展沉积相等基础油气地质研究，对

川东地区“增储上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川

东地区的沉积相，前人已做过大量工作，并提出了不

同的观点，如陈宗清［3 ～ 5］、李淳［6］等专家认为黄龙组

属于海湾潮坪或陆表海沉积体系，郑荣才等解释为萨

勃哈—有障壁海岸—海湾陆棚沉积体系［7］，黄尚瑜

等解释为萨勃哈—有障壁海岸沉积体系［8］，钱峥解

释为蒸发膏湖—咸化泻湖—陆表海开阔台地沉积体

系［9］，李忠等解释为受障壁复杂化的海湾潮坪—开

阔潮下沉积体系［10］，众多学者对于川东地区沉积相

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川东腹地，对于处于矿区边界的渝

东—鄂西地区的沉积相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也

仅是根据沉积相带的展布规律进行了推测，特别是对

于研究区是否存在连接局限海湾与开阔海的潮道尚

无直接证据［3，7］。本研究以区域地质背景、岩心( 区

内钻井基本为全取心) 和野外实测等综合研究为基

础，以层序分析为技术路线，编制层序—岩相古地理

图为技术手段［11，12］，深入研究了渝东—鄂西地区黄

龙组岩相古地理特征和有利储层发育的相带分布规

律，特别是确定了联系川东海湾与华南广海通道的存

在，为进一步开展该区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基础。

图 1 研究区区域构造概况和古地理位置

Fig． 1 Overview of regional structure and palaeo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第 28 卷 第 4 期
2010 年 8 月

沉 积 学 报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Vol． 28 No. 4
Aug． 2010



图 2 研究区井位、剖面及主要构造圈闭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map of wells，section location and main structural traps of the study area

1 地质概况

渝东—鄂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理上主

要位于重庆市东部的云阳、奉节、巫山县境内和湖北

建始县境内的部分区域。研究区发育有马槽坝、黑楼

门、南门场、云安厂、双合寨和龙驹坝等次级构造，面

积约 21 200 km2 ( 图 1，图 2) 。区域构造位于川东南

高陡构造区东北角，隶属于大巴山前缘坳陷带，被西

面的川东高陡褶皱带、南部的七曜山高陡背斜和北面

的南大巴山前陆褶断带等三大构造带所夹持［13］。晚

石炭世黄龙期沉积具有西部为局限海湾而东部为开

阔海，并与鄂西海槽相通的沉积格局［7］。
研究区西部黄龙组不整合超覆于中志留统韩家

店组暗色泥页岩之上( 图 3) ，东部则整合于下石炭统

河洲组陆源碎屑岩之上。黄龙组沉积后，由于受海西

早期强烈构造隆升和侵蚀作用影响，大部区域黄龙组

保存不全，其顶被下二叠统梁山组不整合超覆［7］。
通过对研究区内 10 口钻井取心段的系统描述和数条

野外剖面实测，以及大量的薄片鉴定及古生物资料分

析，把 黄 龙 组 由 下 而 上 划 分 为 3 个 岩 性 段: 一 段

( C2hl
1 ) 为去膏化或去白云化次生灰岩与泥—微晶白

云岩互层组合，夹有次生灰质角砾岩; 二段( C2hl
2 ) 的

沉积特征在区域上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区西部为颗粒

白云岩、粉—细晶白云岩和微晶白云岩互层组合，频

繁地夹有白云质角砾岩，东部由于处于开阔陆棚的深

水区，主要发育有典型的深水瘤状灰岩，局部存在生

物礁沉积; 三段( C2hl
3 ) 为微—亮晶粒屑灰岩、粒屑微

晶灰岩和泥—微晶灰岩互层组合，也夹有灰质角砾

岩。需指出的是，各岩性段中呈夹层产出的灰质或白

云质角砾岩都属于海西早期大气水侵蚀作用形成的

古岩溶角砾岩［14，15］，虽然古岩溶作用强烈改变了黄

龙组部分面貌，但角砾中残余的岩石结构、沉积构造

和生物化石仍可提供部分的沉积相标志。

2 沉积相与层序地层学特征

2． 1 沉积相特征

晚石炭世黄龙期的沉积相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7］: ①早期( C2hl
1 ) 以沉积石膏、膏质白云岩和

微晶白云岩为主的一套典型的萨勃哈沉积建造; ②中

期( C2hl
2 ) 海侵扩大，区域沉积各类白云岩，沉积相带

沿着中央古隆起呈现较明显的分异，由东向西具有开

阔海向局 限 海 湾 过 渡 的 白 云 岩 建 造 特 征; ③晚 期

( C2hl
3 ) 海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海湾进入开阔的、

正常的浅海沉积环境，形成微晶灰岩和颗粒灰岩所组

成的海侵—海退的沉积旋回。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前

人已有的认识［3，7］和本次研究过程中对于深水沉积

物等证据的发现( 下文进行详述) ，认为: 研究区东部

细沙坝—七阳坝剖面一线已紧邻鄂西海槽［3，7］，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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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炭系沉积相—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 乌 1 井)

Fig． 3 Comprehensive column of sedimentary facies and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Carboniferous( Well Wu 1)

较深水海域，因而其沉积相划分不宜再用海湾陆棚相

来定名，此处将该区命名为“开阔陆棚”，具有沟通川

东—渝北海湾陆棚与鄂西海槽的通道性质( 图 4 ) 。
本文结合研究区黄龙组岩石学特征、古生物特征、岩
心观察和野外剖面实测所取得的资料，提出了萨勃

哈、有障壁海岸、海湾陆棚和开阔陆棚等相带的沉积

相划分方案( 表 1) ，也是首次将此研究区内隶属于不

同矿区的交接区域进行了详细的沉积相研究。
2． 1． 1 萨勃哈相带

主要发育于黄龙组一段( C2 hl
1 ) ，由蒸发泻湖、蒸

发潮坪等亚环境组成。由于黄龙早期海侵规模较小，

仅限于相对低凹且间歇有海水侵入的局限区域。研究

区毗邻广海，大部分地区处在鄂西海槽海水进入川

东—渝北海湾的通道内，古地貌相对低洼，因此，研究

区内于黄龙组一段普遍发育有萨勃哈沉积环境。岩性

主要为粉—细晶次生灰岩、次生灰质岩溶角砾岩、含膏

含云次生灰岩等。该相带岩性致密，不利储层发育。
2． 1． 2 有障壁海岸相带

主要发育于黄龙组二段( C2 hl
2 ) ，三段不发育或

剥蚀殆尽。剖面上往往由韵律交替的障壁滩、泻湖和

潮坪等沉积亚相组成具有向上变浅的海侵—海退韵

律旋回结构 ( 图 3 ) 。障壁滩亚相岩性特征为亮晶

( 含) 生物屑、藻砂屑和砂屑白云岩与粉—细晶白云

岩互层夹微—粉晶白云岩，局部受古岩溶作用影响角

砾化; 潮坪亚相岩性为( 含) 藻屑、藻迹、砂屑微晶白

云岩和泥—微晶白云岩，局部潮坪遭受暴露、蒸发作

用影响也形成少量石膏岩，钻井中黄龙组二段偶见含

膏微晶白云岩; 泻湖亚相主要以半局限泻湖微相为

主，岩性为微晶白云岩及微晶白云质岩溶角砾岩。该

相带中的障壁滩亚相平均孔隙度达 5． 02%，为最有

利储层发育相带。
2． 1． 3 海湾陆棚相带

海湾陆棚即浅海陆棚沉积相带，考虑到研究区西

部的古地理背景仍为一相对局限的海湾，故称之为海

湾陆棚相带，由局限和开阔海湾、滨外浅滩等亚相组

成( 表 1) 。
1) 局限海湾陆棚亚相

系指地理上或水动力上受到限制的一种潮下浅

水低能的碳酸盐沉积环境，主要发育于黄龙组二段，

在巫峡剖面中一段也有所发育。研究区主要为泻湖

微相，发育于障壁岛后受保护的潮下低能带，以微晶

白云岩和少量生物碎屑、颗粒白云岩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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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渝东—鄂西地区石炭系沉积相模式示意图

Fig． 4 The sedimentary facies model of Carboniferous in Eastern Chongqing – Western Hubei area

表 1 渝东—鄂西地区石炭系黄龙组沉积相划分简表

Table 1 Sedimentary facies classification of the Huanglong Formation in Eastern Chongqing －Western Hubei area

沉积相 亚相 微相 岩性特征

开阔陆棚
浅水陆棚 潮下静水泥、珊瑚点礁、粒屑滩 含生物屑( 大) 瘤状灰岩，生物屑灰岩，砂屑灰岩，珊瑚礁灰岩( 七阳坝剖面)

深水陆棚 深水陆棚泥 ( 小) 瘤状灰岩( 七阳坝、长梁子剖面)

开阔海湾 潮下静水泥 泥—粉晶白云质岩溶角砾岩，泥—粉晶白云岩，生物屑灰岩，残余砂屑灰岩，藻砂屑灰岩

海湾陆棚 滨外浅滩 粒屑滩、滩间 砂砾屑白云岩，生物屑白云岩，藻砂屑白云岩，泥晶虫屑白云岩，含生物屑、砂砾屑灰岩

局限海湾 泻湖 泥—粉晶白云岩，白云质岩溶角砾岩，泥—粉晶含灰白云岩，细粉晶白云岩，泥晶白云岩

有障壁海岸

潮坪 藻坪、砂坪、云坪 溶孔状藻屑、藻迹白云岩，藻砂屑泥—粉晶白云岩，泥—粉晶白云岩

泻湖 半局限泻湖 微—粉晶白云岩

障壁滩 粒屑滩、生物碎屑滩、滩间
微—粉晶白云质岩溶角砾岩，藻砂屑泥—粉晶白云岩，虫屑白云岩，溶孔白云岩，亮晶生

物屑白云岩

萨勃哈
蒸发潮坪 膏云坪、砂坪 次生晶粒灰岩和石盐假晶次生灰质云泥岩，砂屑白云岩

蒸发泻湖 膏盐湖 石膏岩，云膏岩

2) 开阔海湾陆棚亚相

系指远离沉积高地或古陆的正常浅海区域，是黄

龙组三段高水位早期的主要沉积相类型。在开阔海

湾中，浪基面以下为潮下静水泥微相，主要沉积微晶

灰岩、( 含) 颗粒微晶灰岩，颗粒组分以球粒和少量生

物屑为主。

3) 滨外浅滩亚相

系指浪基面之上为有波浪和潮汐作用的浅滩沉

积，可细分为粒屑滩和滩间两微相，散布于开阔海湾

陆棚中。粒屑滩微相受原始基底或沉积高地控制的

正地形微地貌影响，岩性以微—亮晶颗粒灰岩或白云

岩为主，颗粒以窄盐度组合的生物屑为主，偶含鲕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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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砂、砾屑，藻团粒。粒屑滩之间为滩间沉积，往往由

含生物屑的微—粉晶灰岩或白云岩组成。
该相带以滨外粒屑滩储集物性最好，平均孔隙度

3． 67%，为有利储层发育相带。
2． 1． 4 开阔陆棚相带

系指相对于川东—渝北海湾陆棚水体更深和更

开阔的、与鄂西海槽相通的广海水域，发育于巫峡—
长梁子—茶山一带，根据沉积水深( 以 20 m 左右为

界) 和沉积物特征，可划分为浅水陆棚和深水陆棚亚

相( 表 1) 。
1) 浅水陆棚亚相

进一步划分为点礁、粒屑滩和潮下静水泥 3 个微

相: 点礁微相仅见于七阳坝剖面，主要为珊瑚礁灰岩，

造礁生物以星珊瑚、刺毛珊瑚为主的群体珊瑚［16］，附

礁生物见有海百合、腕足、苔藓虫和腹足类等; 粒屑滩

微相在细沙坝、长梁子和七阳坝剖面均有发育，岩性

为生物屑灰岩和砂屑白云岩; 潮下静水泥以微晶灰岩

为主。
2) 深水陆棚亚相

岩性以大或小的瘤状灰岩为主，富含海百合、腕
足、苔藓虫、珊瑚和腹足等化石，在七阳坝和长梁子剖

面均有发育，在七阳坝剖面中还伴生有反映深水环境

和低沉积速率特征的硬底构造，为印证川东海湾与广

海连通的重要证据。该相带岩性普遍很致密，不利储

层发育。
已 有 的 黄 龙 组 白 云 岩 储 层 成 因 研 究 成 果 表

明［17，18］，上述诸亚相和微相中的泥—微晶白云岩和

含膏微晶白云岩都属于无争议的准同生萨勃哈成因，

为不利储层发育的岩性，而各类亮晶颗粒白云岩与

粉—细晶白云岩属于成岩期交代成因的埋藏白云岩，

为最有利储层发育的岩石类型。
2． 2 层序地层划分及特征

渝东—鄂西地区晚志留世受加里东运动影响上

隆抬升为陆地，志留系普遭剥蚀，海西期华南海水由

南向北、自东向西波动式侵入，在本区范围内没有泥

盆 系 保 留，沉 积 了 晚 石 炭 世 大 面 积 分 布 的 黄 龙

组［7，10］。根据大量岩心观察和岩石学与沉积相分析，

结合区域地质背景资料，将黄龙组划分为 1 个三级Ⅰ
型层序和分别相当于 C2hl

1、C2hl
2和 C2hl

3三个岩性段

的低位体系域、海侵体系域和早期高位体系域 ( 图

3) 。其中 C2hl
1属于低水位上超蒸发岩，C2hl

2 具有逐

渐向古陆上超扩大的渐进式阶梯状海侵序列，海湾内

以发育半局限—局限海湾陆棚沉积，古陆边缘则以发

育滨岸沉积体系为主; C2 hl
3 代表海域范围进一步向

古陆上超和扩大的正常浅海沉积环境，发育浅海陆棚

与有障壁海岸沉积组合。

3 层序—岩相古地理展布特征

3． 1 层序—岩相古地理编图技术

层序—岩相古地理编图是编制等时岩相古地理

图的新技术方法，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岩相古地理研究

与层序地层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层序界面和其

它关键界面的等时性质，以体系域、相域和层序为编

图单元编制岩相古地理图，可有效地提高所编图件的

时间精度和区块预测与评价水平［11，12］。
为了突出研究区黄龙期沉积环境的演化特征和

相带展布规律，特别是有利储层发育的粒屑滩分布特

征，本文在单剖面沉积相分析和层序地层对比的基础

上( 图 5) ，以层序界面和最大海泛面为等时界面，以

体系域为等时地层编图单元，取优势相为编图要素，

结合同时期地层等厚图、颗粒岩等厚图、白云岩等厚

图等基础图件，分别编制黄龙组各体系域层序—岩相

古地理图，非常精细地描述黄龙组沉积环境和有利相

带展布特征。
3． 2 层序—岩相古地理特征

3． 2． 1 低位体系域( LST) 岩相古地理特征

该时期，位于南大巴山古陆前缘带的研究区［12］，

古地形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构造格局，受鄂西海由

鄂西自东向西侵入影响，渝东地区为一套海侵初期的

低水位体系域沉积相带( 图 6 ) 。由于研究区总体上

为一相对局限的海湾环境，海水初始由南东方向侵入

相对低洼的区域，大部分古陆，包括黑楼门构造，奉节

县向东至巫山、向南一直到湖北恩施茶山—三岔河一

带等地区仍处于暴露环境，典型的还有门 5 井区和天

成 1 井区属于石炭系地层剥蚀缺失区。研究区中西

部如云阳、开县和万县一带以及马槽坝构造区均有海

水侵入，但水体普遍很浅，主体处于蒸发潮坪环境，茨

竹垭构造以东，位于工区南部的蒸发潮坪沉积环境内

的相对低洼部位发育有咸化泻湖微相沉积，呈拇指状

展布; 在研究区东南部水体相对深一些，但由于蒸发

作用强烈，水体咸化程度仍很高，在局部地区如细沙

坝和七阳坝也发育有咸化泻湖微相沉积。另外，在巫

峡附近为相对孤立的蒸发潮坪沉积环境，并有向东至

鄂西方向延伸趋势。整体上看，在黄龙组一段低位体

系域沉积期，研究区碳酸盐岩沉积厚度薄，沉积环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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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区黄龙组层序地层对比和地层格架图

Fig． 5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and framework of Huanglong 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单一，大部分区域主要为蒸发潮坪环境，局部相对低

洼部位为咸化泻湖环境。
3． 2． 2 海侵体系域( TST) 岩相古地理特征

此时为鄂西海海水广泛海侵时期，海水大面积向

古陆退积，研究区总体上处于淹没状态，仅在天成 1

井区、门 5 井区和楼 1 井区地层剥蚀殆尽。相对低位

沉积期，水体明显变深，研究区以发育海湾陆棚沉积

体系为主( 图 7) 。靠近南大巴山前缘的马槽坝构造

北端和黑楼门构造带，向南一直延伸到湖北至喜桥—
抱峰山和茶山—三岔河地区，由于处于构造高部位，

107第 4 期 胡忠贵等: 渝东—鄂西地区黄龙组层序—岩相古地理研究



图 6 渝东—鄂西地区黄龙组层序 LST( C2hl
1 ) 岩相古地理图

Fig． 6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map of LST( C2hl
1 ) of Huanglong Formation sequence in Eastern Chongqing-Western Hubei area

图 7 渝东—鄂西地区黄龙组层序 TST( C2hl
2 ) 岩相古地理图

Fig． 7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map of TST( C2hl
2 ) of Huanglong Formation sequence in Eastern Chongqing-Western Hube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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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浅，沉积厚度较薄，主要为潮坪沉积环境; 在西部

门南 1 井—云安 6 井—硐西 3 井—轿 1 井—茨竹 1
井所限 的 区 域 发 育 障 壁 粒 屑 滩 沉 积，在 平 面 上 呈

“＞”型展布，岩性为褐灰色、浅灰色泥—粉晶白云质

岩溶角砾岩，藻砂屑泥—粉晶白云岩，溶孔白云岩和

亮晶生物屑白云岩，已成为研究区最重要的储集微相

类型; 研究区西部障壁粒屑滩和潮坪环境之间为泻湖

沉积区，主要以不规则“S”状沿开县—万县一带呈南

北向展布; 深水区主要有两处，在研究区东南部由于

靠近鄂西海，水体最深，为开阔陆棚沉积环境，沉积低

能的潮下静水泥，向西受构造局限影响，水体变浅为

半局限—开阔海湾沉积环境，也以相对低能的潮下静

水泥沉积为主，在这些深水碳酸盐岩沉积区的局部地

貌高点，零星有滨外粒屑滩沉积，如马槽 1-1 井区、乌
1 井区、细沙坝和七阳坝地区附近均有发育，在七阳

坝还偶见珊瑚点礁沉积。该时期，发育于构造带边缘

的障壁粒屑滩和潮下环境中的滨外粒屑滩都是非常

有利储层发育的相带。
3． 2． 3 早期高位体系域( EHST) 岩相古地理特征

海侵期形成的大面积潮坪环境和泻湖微相沉积

区在该时期已成为剥蚀缺失区，且区域分布面积较

大，主要位于工区马槽 2—硐西 3—茨竹 1 井区以西

大部分地区以及工区东北部黑楼门构造带—巫山—
至喜桥—茶山等地区( 图 8) ，沿这些构造高部位剥蚀

区一带发育有潮坪沉积，并呈带状环绕黑楼门—巫山

构造剥蚀区展布。相对低洼构造部位仍然为开阔海

湾和浅海陆棚沉积环境，其中开阔海湾沉积环境在工

区中偏西部横贯南北穿出图外，跨越马槽坝构造、云
阳向斜和龙驹坝等多个构造区，浅海陆棚沉积区主要

位于工区东南部的建始县城附近，受海退影响，这些

相对深水碳酸盐岩沉积范围大幅度缩小，并见有滨外

粒屑滩零星分布，如马槽 1-1 井区和建始七阳坝附近

发育有小面积呈椭圆状平面展布的滨外粒屑滩沉积;

另外，在工区西部云安 6—轿 1 井区和乌龙场乌 1 井

区为相对低洼部位，也有小范围的开阔海湾陆棚潮下

静水泥沉积，且在云安 6 井区也有滨外粒屑滩发育。
总体上看，现今保存的黄龙组三段分布范围明显小于

二段的分布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晚石炭世晚期研究区受海西早期

的云南运动影响隆升为陆，黄龙组因而遭受到强烈的

风化剥蚀影响而保存不全，C2hl
3 段被大面积剥蚀，部

分古隆起上的黄龙组部分或全部剥蚀殆尽，形成了黄

龙组顶部的古喀斯特地貌及层内的古岩溶体系，至早

二叠世才重新接收梁山组陆缘近海湖沼相的含煤黑

图 8 渝东—鄂西地区黄龙组层序 EHST( C2hl
3 ) 岩相古地理图

Fig． 8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map of EHST( C2hl
3 ) of Huanglong Formation sequence in Eastern Chongqing-Western Hube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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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泥页岩沉积。

4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对渝东—鄂西地区石炭系黄龙组

层序—岩相古地理特征有如下认识:

( 1) 石炭系黄龙组一段以发育萨勃哈沉积相为

主、二段和三段以发育有障壁海岸—海湾陆棚—开阔

陆棚为主，各沉积微相的岩石组合特征各异，连通川

东海湾沉积区和鄂西开阔广海的海水通道的发现，对

深化认识该地区沉积相特征和相带展布规律具有重

要意义; 与三个岩性段相对应，可将黄龙组Ⅰ型层序

分别划分为 LST、TST 和 EHST 三个体系域。
( 2) LST 时期，研究区主体处于古陆边缘的相对

局限的海湾环境，海水间断进入相对低洼区域，受干

旱的古气候影响以发育蒸发泻湖和蒸发潮坪为主;

TST 时期，受广泛海侵海水大面积向古陆退积，研究

区呈现潮坪—泻湖—障壁粒屑滩—开阔海湾陆棚的

递变演化规律; EHST 时期，海域继续扩大，随着海水

的缓慢上升到下降，在研究区沉积了一套障壁滩向开

阔潮下递变的沉积序列; LHST 受表生期岩溶作用影

响沉积记录剥蚀殆尽。
( 3) 海侵期形成的障壁粒屑滩和滨外粒屑滩为

区域上最有利的储层发育的相带，由各类粒屑滩相的

颗粒灰岩经成岩期埋藏白云岩化改造后形成的颗粒

白云岩和晶粒白云岩更有利于储层发育，而最有价值

的优质古岩溶储层( 包括溶孔颗粒白云岩和溶孔晶

粒白云岩，白云质岩溶角砾岩) ，往往是在粒屑滩相

的颗粒白云岩和晶粒白云岩基础上，在相当海西早期

的古表生期经大气水溶蚀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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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Study on Huanglong
Formation in Eastern Chongqing Western Hubei Area

HU Zhong-gui1，2 ZHENG Rong-cai3 WEN Hua-guo3 ZHANG Bing3 WEN Qi-bing4
( 1．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for Oil and Gas Resour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3;

2． College of Geoscience，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3;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

4． Chongqing Gas District of Southwest Oil and Gas Company of CNPC，Chongqing 400021)

Abstract Due to intensive tectonic uplift and denudation affection in early Hercynian，the majority of the study area
only keeps unsound Huanglong Formation of Upper Carboniferous in Eastern Chongqing-Western Hubei area． The
Huanglong Form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atural gas reservoirs in the eastern Sichuan area and one of the
most favourite horizons for exploring new gas sources． Based on core description，measured crosssection and thin sec-
tion analysis，and combined with sedimentary marks of lithology，palaeontology，logging analysis，and so on． ，the
Huanglong 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sedimentary facies: sabkha，beach-barrier coast，gulf shelf and open
shelf． During the field investigation，passageway of sea water connecting the gulf of the eastern Sichuan-northern
Chongqing with open sea of the western Hubei has been found，which has important meaning to furthur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sedimentary facies． On the basis of sequece stratigraphy，and used the three system tracts: LST，TST and
EHST as the maping units，three paleogeographic maps have been mapped and lithofacies pal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ystem tract has been described． Combined with th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all sorts of sedimentary facies，
the barrier grain beach and offshore grain beach are thought to be the most favourite reservoir facies．
Key words the eastern Chongqing western Hubei area; Huanglong formation of Carboniferous;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pale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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