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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地球化学分析研究潜江凹陷潜江组沉积环境

刘 刚
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100037

摘要运用同位素及粘土矿物的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在沉积环境方面的指示意义分析了潜江凹陷潜江组硫、碳、

氧同位素及粘土矿物，结合层序地层学分析，对其演化规律与沉积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硫、碳、氧同位素

值及粘土矿物的高低变化与气候的变化和沉积环境的变化具有很好的相关性；潜江凹陷潜江组的沉积环境是一个

封闭的较高盐度的陆相成化湖泊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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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Geochemical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Qianjiang Formation in Qianjiang Depression

LIU Gang

Chinese Academy of f=eo／og／ea／&／enees，＆乒增100037

Abstract Using the geochemical indicating significance of S，C，0 isotopes and clay minerals in the sedimentary environ—

meflt，the authors have studie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sotope composition and clay minerals of Qianjiang Formation

in Qianjiang Depression．Based on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alysis，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

chemistry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variation of S，C，0 isotopes and clay minerals is correlat-

able with the change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and that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Qianjiang Formation in Qianjiang

Depression is all obstructed saline lake of inne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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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盆地研究的关键是如何解释盐岩沉积在层

序发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定不整合面，了解盐

岩沉积的湖平面变化特征，确定体系域的发育位置

和分布，从而研究盆地发育与沉积充填历史。封闭

盐湖的沉积记录在垂向上以显著的岩性变化为特

征，这些变化取决于河水补给与蒸发、沉淀和渗透之

间的平衡作用，并导致湖平面的相应变化和湖岸线

的频繁迁移。封闭盐湖中原生碳酸盐岩和粘土矿物

的形成与湖泊水体的化学性质密切相关，从湖泊的

低水位到高水位水体化学性质在一定范围内依次变

化。因而，湖相碳酸盐岩的同位素组成就能够提供

碳酸盐岩形成时水介质条件的线索，并与封闭湖泊

不同演化阶段的沉积特征密切相关(刘群等，1987；

邓宏文等，1993；谭红兵，1999)。

潜江凹陷潜江组作为我国新近纪一古近纪典型

的盐湖盆地(图1)，发育了巨厚的湖相盐韵律沉积，

对于潜江凹陷累积厚度达1800 m的盐层来说，单纯

采用浅水蒸发浓缩模式是不够的，而且这种模式也

无法解释凹陷沉积中心暗色泥岩分布区纯盐层的成

因。潜江凹陷储集砂体不发育，除凹陷北部为碎屑

岩分布区外，其它大部分地区则被盐岩、膏泥岩所占

据。盐湖盆地的层序地层解释至今缺乏一个比较适

用的模式或研究方法，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分析层序

发育过程中盐岩沉积的特点和变化规律，解释盐岩

沉积对湖平面变化的响应(戴世昭，1997)。

在盐湖盆地发育过程中，C、0、S等同位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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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潜江凹陷位置及构造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Qianjiang depression and structural map

及粘土矿物中的AI：0，／MgO的比值最能反映盐湖

沉积时的某些环境参数(Clayton，1959；Sakai，

1968)。我们可以通过对潭25等井密集取样(图

2)，进行同位素和粘土矿物分析，确定盐岩的成因

和沉积环境。

1 硫同位素的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自然界中硫有四种稳定同位素，其相对丰度

为“S：95．02％；野S：0．75％；M S：4．21％和”S：0．

02％。一般研究的是34S与32S之比，即R=34S／32S，

而那S和珀S常用于地外物质的研究。世界其他一些

盆地中现代石膏结晶作用中硫的同位素分馏作用也

非常弱，这些研究说明硫酸盐的硫同位素比值可以

代表古湖水或海水的硫同位素比值，因而可以从现

代蒸发岩的硫酸盐同位素来判断古环境。现代海洋

硫酸盐的8Ms约为20．0％o，现代海相蒸发岩与海水

中的硫酸盐酽S相似。海相蒸发岩及其所反映的

古海洋硫酸盐的同位素组成只在较狭窄的范围内变

化，现代海洋硫酸盐及海相蒸发岩的8Ms值约为

20％o。其中，红海海水为20．8％o，其底部流动的热

卤水为20．3％0，而新近纪一古近纪海相蒸发岩与此

并无明显差别，最大的8“s大概不超过25％o。因

此，一般认为海相蒸发岩的834S代表了海水硫酸盐

的6MS特征(Sakai，1968)。

样品采自潜江凹陷潜江组地层，纵向上不同层

序、不同体系域的上述各元素含量及比值变化有一

定的规律。因3、4、5层序基本上都是潭25井的测

试值，而潭25井基本上是砂泥岩剖面，所以硫同位

素测试值反映水介质变化的规律性不太明显。

沉积岩中硫化物的834S含量与其形成环境及

系统的开放和封闭有关(Sakai，1986)。一般认为，

当834s大于5％o，代表封闭的咸水条件，表1中潜江

组所测样品的∥S平均值为31．68％0～39．81‰，远

超出了海相蒸发岩的834S值，这说明潜江组盐湖为

一封闭的咸水沉积环境。

2碳、氧同位素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分

析

813C和8180值之间明显的一致变化是封闭湖

泊中所形成碳酸盐岩的重要特征，而开放湖泊中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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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潭25井综合柱状图

Fig．2 Stratigraphic sequerlce of Tan-25 Well

+万1sosMow／％0
图3层序和8Is0％0(SMOW)值变化图

(据潭25井测试资料)

Fig．3 Variation of th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and 81s0％o(SMOW)

酸盐岩碳、氧同位素间变化相关性不大。低水位期

蒸发作用导致的同位素分馏作用，使得富含重同位

素碳酸盐岩的沉淀，粘土矿物以自生粘土矿物为主；

同时由于此时生物活动受到限制，碳酸盐岩的沉淀

中生物光合作用的分馏效应不明显，碳酸盐岩中重

8”C较为富集。湖浸期湖泊水体被冲淡，水生生物

繁盛，81s0和8”C值明显变低，粘土矿物以碎屑粘

土矿物为主(Clayton，1959；Keith，1964；Shackleton，

1975；Hudson，1977)。

潜江组是江汉盆地古盐湖发展的鼎盛时期，根

据地层古生物化石的种类单调，缺乏底栖生物群，盐

岩异常发育，局部出现杂卤石层和钾岩层，说明为高

盐度水体。据Degens(1966)资料，形成于不同盐度

中的碳酸盐岩稳定同位素含量不同，淡水碳酸盐岩

的8”C为一5％0一一15‰(一PDB)，6强O为10％o一

25‰(SMOW)，海相(咸水)碳酸盐岩的813 C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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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4—22、王四新7—3 Eql 钙芒硝泥岩 12 35．527

钟272、王4—22、王四新7—3等 Eq2 钙芒硝泥岩 19 39．8l

王云lO一6、王四新7-3 Eq3 钙芒硝泥岩 9 37．64

潭25 V,q4上 钙芒硝泥岩 6 31．68

20

(据中科院地质所)

望墅 兰坚! 堡苎堕望量 ! !!：!!
注：主要测试仪器名称及编号：MAT一251、8358；测试环境(温度)：26。C；(湿度)：62％。

表2潜江凹陷潜江组碳、氧同位素变化特征

Table 2 813C‰and 8Iso％o values of the Qianjiang Formation

井号 层位 岩性
／‰(8一)3PDC B)／‰(8一JSOPDB)／‰(8s1SMO。w)

z值 燃 体系域 层序

王4—22 Eqll 白云质泥岩 一6．49 —6．18 24．4892852 110．9308 相对淡化期HST 8

王4—22 Eql
2

白云质泥岩 一7．35 —4．21 26．3736 112．5123 相对淡化期TsT

王4—22 Eq21 含盐云质泥岩 一4．05 —1．37 29．4477218 118．3233 相对咸化期HST

王四新7—3 rq22上 盐岩夹白云岩 一4．76 O．23 31．0970978 117．6661 相对咸化期 HsT 7

王四新7—3 Eq22F 白云质泥岩 一7．00 一5．6 25．087184 110．1752 相对淡化期 髑T

王4—22 Eq23 含盐云质泥岩 一4．585 —1．89 28．9116746 115．873 相对咸化期LST

王四新7—3 Eq31 白云质泥岩 一2．35 —0．02 30．8393828 122．4772 相对咸化期HST 6

王四新7—3 Eq33下 台盐白云岩 一4．78 —1．34 29．4786476 116．8432 相对咸化期 I_ST

潭25 Eq41 灰质泥岩 一5．64 —4．72 25．9943408 113．3987 相对淡化期 简 5

潭25 v,q40 灰质泥岩 一4．17 —4．86 25．8500204 116．3396 相对淡化期HST 4

潭25 Eq4帅 含膏泥岩 一4．91 —1．4 29．416796 113．3189 相对咸化期1卵
潭25 Zq42 泥灰岩 一7．37 —6．42 24．2418788 109．0091 相对淡化期HST 3

潭25 V,q43 灰质泥岩 一4．13 2．27 28．004518 1 17．4125 相对成化期7I卵
潭25 Eq4F 灰质泥岩 一5．02 —1．02 29．8085228 116．5111 相对咸化期HST 2

潭25 Eq4
5 灰质泥岩 一4．35 —5．9 24．777926 115．453 相对淡化期 鸭T

注：主要测试仪器名称及编号：MArl!一251、8358；测试环境(温度)：230C；(湿度)：52％。

一5‰一5‰，8180为25‰一30‰以上。表2为潜江

组的2—8层序及其体系域的碳氧同位素特征，不同

层序的水进体系域(1’ST)(水体相对淡化期)和低位

体系域(I．ST)高位体系域(HST)(相对咸化期)沉积

在不同地区的碳氧同位素变化的分析结果(图3)。

这说明了潜江凹陷潜江组湖盆的水体经历了高盐度

浓缩期和相对淡化期的周期性变化，地层发育具有

明显的旋回性。但在3、4层序发育期，碳氧同位素

的值湖浸期比高位期还要高，反映出湖浸期沉积物

的水介质盐度比高位期沉积物的水介质盐度要高，

说明这一时期的盐岩成因可能不是由于干旱蒸发而

形成的。

3 粘土矿物的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一般说，盐湖早期未成盐阶段中，粘土矿物组合

以伊利石一绿泥石一高岭石为特征，粘土矿物中

A1：0s、MgO和K：0相对百分含量具有冷温带大陆

粘土化学成分特征。而在盐湖成盐阶段中，粘土矿

物组合以伊利石一绿泥石为特征，粘土中A1：0。、

MgO和K：0相对百分含量具有盐沼、干湖粘土化学

成分特征。这基本反映了从盐湖早期未成盐阶段发

展到晚期成盐阶段过程中，其气候环境从相对温冷、

淋滤作用较强、酸性、弱碱性到相对干旱、淋滤作用

不强、弱碱性、碱性。根据盐湖沉积物中主要粘土矿

物及粘土矿物的主要金属阳离子及其形成条件，提

出来用粘土中A1：0，／MgO值大小及其变化来反映

沉积过程中古气候环境变化，已经取得初步结果，并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陈锦石等，1983；田景春等，

1995)。

盐湖从早期未成盐阶段一进入晚期成盐阶段，

A1203／MgO值急剧减小；早期未成盐阶段中的值

(一般大于5—8．5)明显大于晚期成盐阶段中的值。

其值大的大致对应于淡化时期或相对淡化时期，并

大致与碎屑物为主的碎屑层相对应；其值小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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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层序和A120。／MgO比值变化图

(据王四新7—3井测试资料)

Fig．4 Variation of th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and A12 03／MgO

于咸化时期或相对咸化时期，并大致与盐类为主的

沉积层相对应。而湖水相对淡化或咸化，与气候相

对温湿或干旱有联系。因此，初步认为，可以利用粘

土中A1：0，／MgO值及其变化作为盐湖沉积过程中

气候环境变化的一种标志(郑喜玉等，1988；郑永飞

等，2000)。

潜江凹陷潜江组低水位期蒸发作用导致的同位

素分馏作用，使得富含重同位素碳酸盐岩的沉淀，粘

土矿物以自生粘土矿物为主，同时由于此时生物活

动受到限制。湖浸期湖泊水体被冲淡，水生生物繁

盛，粘土矿物以碎屑粘土矿物为主。

在潜江凹陷潜江组盐湖沉积的不同阶段，在相

对淡化或相对咸化的水介质呈周期性变化时，粘土

矿物中A120，／MsO比值也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图

4)。在高位体系域和低位体系域时期，AI：0，／MgO

比值相对较低，这一时期对应于盐湖的咸化期，此时

粘土矿物长期处于高矿化度晶间卤水的特定环境

中，使粘土表面发生某些化学作用；而在湖浸期，随

着湖盆的进一步扩张，可容纳空间的进一步扩大，水

体体积不断扩大，湖水逐渐淡化，A1：0，／MgO比值也

逐渐增大，古温度也较低，说明此期是较湿润的气

候。

4结论

在层序界面处，因此时基准面下降到最低，可容

纳空间相对最小，湖盆水体相对最为浓缩，所以地化

指标表现为碳、氧同位素值很高，而A1：0，／MgO比

值很低。而在层序的低位和高位体系域发育时期，

基准面处于上升早期和下降晚期，可容纳空间相对

较小，湖盆水体由浓缩逐渐变得淡化然后又由淡化

逐渐变得浓缩，因而都有较厚层的盐岩发育，所以地

化指标表现为碳、氧同位素值含量较高，而A1：0，／

MgO比值较低，虽然在低位和高位体系域沉积时

期，水体相对较为浓缩，但都出现过多个由淡化一咸

化的小的旋回变化周期，说明气候是变化的，而每一

次气候的微小变化都能反映在沉积物及其所含的微

量元素及粘土矿物含量上；在湖浸体系域，随着湖盆、、

的进一步扩张，可容纳空间的进一步扩大，水体体积

不断扩大，湖水逐渐淡化，在此期间沉积了相对较厚

层泥岩增多，盐岩厚度逐渐减薄，碳、氧同位素值含

量不断变小，AI：0，／MgO比值逐渐增大，说明此期气

候可能变得较为湿润。然而，在凹陷中心，湖浸体系

域发育时期也出现少量较厚层的盐岩，一方面说明

在这一时期曾经出现过相对干旱的气候，使水体相

对浓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火山构造等突发性

活动事件，使得地下热卤水进入湖盆，导致湖水浓度

短时间内变大很多，由于温度下降等原因，盐类大量

析出，也可沉积较厚层盐岩。

因碳氧同位素值有随盐度的增高而增大的明显

趋势，而A1：0，／MgO比值则随盐度增高而降低。总

体上，层序3～4沉积时期湖水浓缩程度不大，为较

温暖潮湿的气候背景，而从第5层序的高位体系域

沉积时期开始，湖水浓缩程度逐渐变大，气候也从温

暖潮湿逐渐转向半干热气候；在6层序的湖浸体系

域沉积中期湖盆水体变得相对淡化，气候又出现短

暂暖湿期；从7层序开始沉积时期，湖盆水体浓缩程

度已经达到最高，气候也逐渐变得干旱。由此可以

初步得出1～4层序的盐岩可能是深水成因的，而不

是简单的蒸发成因的盐岩；而5～6层序的盐岩可能

既有深水成因又有蒸发成因所形成的；而7层序的

盐岩是蒸发成因形成的。总之，根据沉积剖面的硫、

碳、氧同位素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及粘土矿物中

AI：0，／MgO值的古气候环境意义分析，在不同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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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系域中的变化规律可知，总体上层序3～4沉

积时为温暖潮湿的气候背景。5层序开始古气候背

景有从温暖潮湿的气候向半干热气候，在6层序出

现短暂暖湿气候之后到7层序气候又向半干热气候

演变，即沉积环境水体逐渐变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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