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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岩性、沉积构造、古生物化石和地球化学标志，系统分析了博格迭山南壤广泛发育的二叠 

系芦革沟组的沉积环境。研究表明：博格迭山南壤芦革沟组深湖相沉积十分发育，井在此背景上沉 

积了近岸浊积扇和遗岸浊积扇。其中，深湖相暗色泥、页岩和油页岩构成了良好的蛏濠岩。同时，认 

为吐哈盆地前铼罗系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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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立于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之间的博格达 

山，东西长约 400 km，南北竟 30～50 km，属于在大 

陆基底上发育起来的晚石炭世一二叠纪陆内裂各。 

据笔者近年来对博格达山南北的剖面相分析和地层 

成因序列的研究．认为该区晚二叠世上芨芨槽群为 

裂谷后期由残留海向内陆胡泊演化的充填进积序 

列，与下伏裂谷发育期的早二叠世深水沉积无沉积 

间断。上芨芨槽群自下而上为乌拉泊组、井井子沟 

组、芦草沟组和红雁池组。其中芦草沟组在博格达山 

北坡以巨厚油页岩沉积为特征，南坡缺乏油页岩，且 

沉积厚度锐减。在博格达山北缘，芦草沟组仅出露在 

乌鲁术齐以东，以妖魔山地区最厚，达 649．2 m，向 

东逐渐减薄，阜康以东至自扬河出露更少，但至小泉 

沟又有所增厚。尽管各地厚度不同但岩性颇为相似， 
一

般可划分为两部分：下部油页岩少，含鱼化石不 

多I上部油页岩加厚，灰岩增多，鱼化石层位有所增 

加，且种类繁杂。在博格达山南缘 ，芦草沟组糟吐哈 

盆地北缘呈东西向带状分布，自东向西厚度逐渐增 

大。如库莱剖面 102．8 m，照壁山剖面 160 m，恰勒 

坎剖面约180 m。盆地西南方向的托参1井最薄，不 

足 70m，艾维尔沟和艾参 l井较厚，可达 330 ri3．以 

上，盐1井最厚，钻达近 500 ri3．仍未钻穿。在一些古 

代隆起上缺失芦草沟组沉积，如七角井、桃树园一 

带。芦草沟组岩性主要为黑、深灰及灰绿色页岩、泥 

岩夹少量灰绿、灰黑色薄层状粉砂岩、砂岩、灰岩及 

沉积 境 

硅质灰岩，局部地方央厚层一块状砾岩，化石极为丰 

富。 

1 浊积扇类型及其特征 

博格达山南缘芦草沟组是一套内陆湖泊沉积的 

产物．主要发育浅期亚相和深湖亚相沉积。其中浅湖 

亚相的岩性主要为深灰色一灰绿色粉砂岩、粉砂质 

泥岩，泥岩夹细砂岩及灰岩(图 2)，岩石普遗含钙 

质。泥岩生物扰动强烈，缺乏内部构造，底栖及浮游 

生物化石丰富，粉砂岩和细砂岩抄纹交错层理和包 

卷纹层发育，层面具流水或浪成波痕。与泥岩呈频繁 

互层的薄层细砂岩分布面积较广，呈宽阔的席状．粒 

序性不明显．为浅湖滩砂沉积。局部地段还见有泥灰 

岩、泥晶生物碎屑灰岩、生物碎屑簟粒灰岩等，多已 

强烈自云石化，有的甚至原始结构已无法辨认，成为 

细晶质白云岩。深湖沉积在艾维尔沟、恰前坎、照壁 

山及库莱剖面都可见到．但不如博格达山北案发育。 

其岩性主要为灰黑色、深灰色页岩及少量深灰色硅 

质页岩夹粉砂岩、细砂岩、砂砾岩、硅质灰岩及簟粒 

灰岩薄层。页岩、灰岩具水平纹层 ，粉砂岩具抄纹交 

错层。细砂岩具粒序层理和平行层理，底部具印模 ， 

表明它是以重力流方式搬运来的异地沉积物．岩层 

中含叶肢介、瓣鳃类、鱼类及植物化石。岩石层位稳 

定，分布广泛，含分散状黄铁矿、自生钠沸石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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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碳，粘土矿物主要为蒙脱石、伊利石和伊一蒙 

混层。上述特征反映它们是在水域辽阔，深度较大， 

环境安静的湖盆中缓慢沉积的。页岩中含丰富的有 

机碳 ，底栖生物缺乏，均指示底层湖水处于缺氧滞流 

状态。在深湖亚相中最具特色的是近岸浊积扇和远 

岸浊积扇沉积。 

1．1 近岸浊积扇 

值得注意的是，在艾维尔沟芦草沟组下部深灰 

色页岩中常夹灰绿色厚层一块状粗砂岩、含砾粗砂 

岩、砾岩，具颗粒支撑，偶见基质支撑的混杂砾岩。砾 

石排列杂乱，甚至直立，有的略显叠瓦状排列。岩层 

大都呈透镜状产出，略显粒序层理及平行层理，偶见 

大型交错层理。因此，这显然是一种湖盆陡岸的近岸 

浊积扇沉积[ 。其形成机理是，在湖盆深陷扩张期， 

深湖区所占面积大，紧邻断层或陡坡，当山地洪流沿 

断层面或陡坡直泻人期时，在深水地带坡度突然变 

缓处迅速将大量碎屑物质堆积下来，由于洪流流速 

大，在重力作用下仍有继续向前推进和下切的能力， 

因此形成辫状水下河道，将一些砂砾和泥质继续向 

前搬运和沉积，形成规模较大的粗碎屑含量高的浊 

积扇体。近岸浊积扇岩体平面上呈扇形，纵剖面呈楔 

形，常伴有泥石流沉积。扇体面积大，可细分为内扇、 

中扇和外扇 3个相带(图 1)。 

A 

图 1 艾维尔沟芦草沟组近岸浊积扇平面和剖面岩性示意图 

Fig．1 Plane of beachy turbidite fan and section [ithologic character schematic 

diagram of Lueaogou Formation in the Aiwergou 

A平面囤 1内扇 2中扇 3外扇 B剖面囤 

1．1．1 内 扇 内扇靠近物源区，是近岸浊积扇的 育，可见平行层理、交错层理、波状层理及水平层理， 

主水道发育区。其岩性粗，以砾岩、砂砾岩及含砾粗 含介形虫等化石。进一步可划分为 3个檄相。 

砂岩为主，砂砾岩占 80 以上，其中砾岩占1／3以 (1)中扇辫状水道。中扇辫状水道是中扇沉积的 

上，夹少量粉砂岩和泥岩。砂砾岩单层厚度大，可见 主要类型，上与内扇主水道相接 ，向下分支成一系列 

块状和粗糙平行层理及隐约的大型交错层理。砂砾 的分流辫状水道。主要岩性为砾状砂岩至中一细砂 

岩层底面常为冲li孽面或岩性突变，向上略显正粒序。 岩，夹薄层泥岩 底部冲刷面清晰，常见较多的泥砾。 

砂砾岩横向上厚度变化较大，呈透镜状产出，碎屑颗 砂岩一般呈透镜状，各种层理均很发育，具平行层 

粒大小混杂，分选、磨圜较差，主要为颗粒支撑，少数 理、中小型交错层理和少量大型交错层理及块状层 

为基质支撑。 理。垂向层序呈明显的正韵律性，多期形成的砂岩相 

1．1-2 中 扇 中扇是近岸浊积扇的主体，约占整 互叠置，构成叠台砂岩体 ，厚度几十 cm至十余 m 

个砂体面积的 60 ～70 ，也常常是厚度较大的部 (2)中扇前缘。中扇前缘位于中扇辫状水道的前 

位。这部分的水道较多，而且频繁变迁，砂质沉积物 方，通常与辫状水道是逐渐过渡的 岩性主要为细砂 

发育，含量大于 25 ，以砾状砂岩、含砾砂岩、砂岩 岩、粉砂岩及泥岩，偶夹生物碎屑灰岩，生物化石常 

及粉砂岩为主 砾岩明显减少，泥岩夹层增多，以灰 见。层理构造发育，平行层理、中小型交错层理、波状 

色和灰绿色泥岩为主，偶含灰岩夹层。冲刷构造发 层理和水平层理常见。底部冲刷面起伏不大，不及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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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水道微相发育。砂层呈正韵律，厚度明显减薄。 

(3)中扇水道间 中扇水道间是指两水道之间洪 

水溢出水道时的沉积物。岩性为灰一灰绿色砂、泥岩 

互层，偶夹生物碎屑灰岩。砂岩含量、粒度和单层厚 

度都从中扇上游向下逐渐变少、变细和变薄。韵律性 

不甚明显 ，有时显正韵律，层理不太发育，可见波状 

层理。泥质岩受生物扰动较强烈，台介形虫等化石。 

l_1．3 外 扇 外扇位于中扇辫状水道的末端，围 

绕赢体呈弯曲环带状分布 主要岩性为页岩、泥岩夹 

细一粉砂岩。泥、页岩以深灰色为主，质较纯，显水平 

层理及渡状层理，含介形虫化石。 

1．2 远岸浊识扇 

在啥密库莱剖面的芦草沟组灰黑色页岩中有数 

层灰绿色中一厚层状含砾砂岩、砂岩，底部具槽模、粒 

序层理和平行层理发育，偶见叠瓦状构造，未见各种 

交错层理，多层砂岩可叠合成 7～27 m厚的砂体。 

上述特征表明，这是一种湖盆缓岸的远岸浊积扇沉 

积ru。其形成机理是 ，在胡盆短轴缓坡一侧，若有垂 

直湖岸的断层，往往发育沟答深槽，直抵湖岸，使得 

人湖洪流难于在边缘堆积成近岸浅水砂体，而是沿 

沟槽往前继续搬运，直到前方的深水盆地才将大量 

泥砂堆积下来，形成离岸较远的具粗碎屑物质的浊 

积扇。库莱地区芦草沟组的远岸浊积赢仅发育中扇 

沉积，为典型的辫状水道叠合砂岩，鲍玛层序 AB段 

反复叠置，构成厚层状砂体(图 2)。 

3 沉积环境对烃源岩的控制作用 

晚石炭世至晚二叠世中期，博格达陆间裂谷带 

尚未回返，吐哈盆地中央一带(今火焰山一七克台一 

带)是博格达陆间裂答带的南界，沿中央东西向展布 
一 隆起带，南部存在范围较大的拗陷区。晚二叠世晚 

期(泉子街期)博格达山回返，这一原始构造格架具 

有南北分带之势，形成北部拗陷、中央低隆起和南部 

拗陷(图2)。 

A 

B 

图2 库莱芦草沟组远岸浊积崩剖面岩性示意图及其沉积层序 

Fig．2 Sec~on llthologic character schematic diagram and sedimentary sequence of 

~n{ralittoral turbld~te{an of LucaoEou Formati~n in the Kulai 

A 剖面岩性示意图 B沉积层序 

吐哈盆地北部拗陷和南部拗陷普遍发育上二叠 余地区广泛发育湖泊沉积。盆地南部拗陷则存在几 

统芦草沟组，该组地层是盆地水面大幅度上升，大量 个串珠状的湖泊，从西 向东分别形成科牙依、托克 

淡水注入盆地，水域面积急剧扩大，在广布的深胡环 逊、鄯南和塔南 4个沉积凹陷(图 3)。以深湖相为主 

境中沉积的。这次水进标志该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体的芦草沟组是吐哈盆地重要的烃源岩之一。深湖 

革，完全结束了海相沉积历史，由此进入陆相盆地演 区平静缺氧，为还原环境，离岸较远 ，主要是泥质沉 

化阶段。当然，这种演化是渐变的，它与海水的逐渐 积，有机质以浮游生物和藻类为主，有机碳含量高， 

退出有关，即由早期的残留陆表海盆地向晚期的湖 有机质质量好，成烃能力相对较高，是湖相中最好的 

泊盆地转变r 。盆地北部拗陷在桃树园一布尔加和 生油相带0 ]。这一点已在吐哈盆地南部拗陷前侏罗 

七角井一了墩两个古隆起上没有接受这套沉积，其 纪的勘探成果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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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吐哈盆地南部前侏罗系构造划分图 

Fig．3 Structural element subdivide f ure pre-Jurassic in the south of Turpan-Ham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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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idite fan of Lucaogou Formation 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Bogda M ountain 

LI Wen—hou ，WEI Hong—hong ，ZHANG Jia—qi2 WANG Hong．bo 

(L Department of Ge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2．Turpan-Hami Oilfield，Hami 839001，China) 

Abstract：Lucaogou Formation of permian is widely developed 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Bogda Mountain．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Lucaogo u Formation is analysed basing on lithologic character，sedimentary 

structure，paleobiofossil and geochemical signature．Deep·lake deposit is developed very well on the sollth· 

ern margin of 13ogda Mountain，basing on it，and beachy turbidite fan and infralittoral turbidite fan are de— 

posited．Among them ，deep·lake melamudstone·shale and oil shale have formed good hydrocarbon sourt％e 

rocks．It indicated by studying that Pre·Juranssic has good prospect of exploration if Turpan·Hami Basin 

of the southern margin of 13ogda Moantain． 

Key words：Lucaogo u Formation；beachy turbidite fan；infralittoral turbidite fan{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Bogda M 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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