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ＣＭＹＫ

第 ２４卷　第 ５期
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

古 地 理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２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５０５（２０２２）０５－０８５２－１９　　ＤＯＩ：１０．７６０５／ｇｄｌｘｂ．２０２２．０５．０６２

四川盆地震旦系灯影组地层厘定与岩相古地理特征

赵文智１，２　王小芳２，３　王　鑫２，３　王　坤１　沈安江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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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埃迪卡拉 （震旦）系是元古代第 ２次大氧化事件 （ＮＯＥ）后形成的具有良好生储盖条件的碳酸盐

岩沉积组合，已在四川盆地获得原生气藏勘探重大突破，但德阳—安岳台内裂陷及周缘区灯影组划分对比尚不

统一，制约了对台缘带丘滩体横向分布特征的认识。基于露头、钻井和地震资料，通过岩石学、电性和地球化

学特征分析，开展了灯影组地层层序重新厘定，在此基础上对灯影组岩相古地理进行了重建，取得以下研究成

果：（１）建立了宁强胡家坝灯影组典型剖面，明确了灯影组分段岩性组合特征，指出高石 １３１Ｘ、中江 ２、蓬探 １

井原划分的灯二段应归属灯四段，台缘带灯四段具有三分性，特征明显，并构建了等时地层格架。（２）明确了等

时地层格架内丘滩体迁移规律，即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段灯四段台缘丘滩体垂直相带展布方向呈由东向西进积、

平行相带方向呈由南向北迁移特征，灯四下亚段丘滩体发育于南部的川中古隆起一带，灯四中亚段丘滩体发育于

中部太和区块，灯四上亚段丘滩体则发育于北部的宁强区块。（３）根据灯四下、中、上亚段构造－岩相古地理特

征，预测了德阳—安岳台内裂陷及周缘灯影组有利储集层展布，对指导天然气勘探具重要意义。川中古隆起、太

和区块和宁强区块均位于震旦纪同一台缘带上，南部的川中古隆起已探明安岳万亿立方米大气田，中部的太和区

块含气规模达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已初步明朗，北部的宁强区块也具备形成万亿立方米大气区的有利条件。

关键词　 等时地层格架　台缘丘滩体　岩相古地理　灯影组　德阳—安岳台内裂陷　四川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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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 “十四五”前瞻性基础性重大科技项目 （编号：２０２１ＤＪ０５０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直属院所基础研究和战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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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埃迪卡拉 （震旦）系是元古代第 ２次大氧化

事件 （ＮＯＥ）发生以后在中国古大陆区形成的具
有良好生储盖条件的碳酸盐岩沉积组合。在四川盆

地安岳气田已探明的１０３万亿立方米地质储量中，
震旦系探明储量超过 ５７００亿立方米，占比５６３％。
经气源地球化学对比证实，震旦系烃源岩为震旦系

已探明天然气储量提供了 ３９％～６８％的气源输入
（赵文智等，２０２１），表明震旦系是四川盆地大气
田的有效烃源岩。碳酸盐岩储集层是决定震旦系能

否形成原生大型气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其分布的

客观预测是找气勘探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已有大量

研究揭示，德阳—安岳地区在晚震旦世—早寒武世

发育一个特殊的构造－沉积单元，即德阳—安岳克
拉通台内裂陷带。有关这一裂陷带的发育演化，不

同学者认识不同。汪泽成等 （２０１４）、李忠权等
（２０１５）认为其是拉张背景下的侵蚀谷，魏国齐等
（２０１５）、杜金虎等 （２０１６）、刘树根等 （２０１６）认
为其是克拉通内裂陷。本研究采用沈安江等

（２０２０）提出的由侵蚀谷向台内裂陷演化的观点，
即灯影组二段沉积期为统一的小克拉通浅水台地，

受桐湾运动Ⅰ幕影响，灯二段沉积末期遭受抬升风
化剥蚀，形成侵蚀谷，灯三段沉积期发生海侵，灯

四段沉积期在侵蚀谷基础上发生台内拉张，形成台

内裂陷，裂陷内发育优质烃源岩，裂陷周缘发育优

质微生物白云岩储集体。早寒武世早期碳酸盐岩台

地被淹没，形成广覆式烃源岩，中期 （沧浪铺组

沉积期）发生填平补齐沉积作用，晚期 （龙王庙

组沉积期）进入缓坡台地演化阶段。

四川盆地震旦系灯影组已成为十分重要的油气

勘探层系，在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侧的台缘带及

紧邻的台内区已发现安岳大气田，目的层主要为灯

影组和寒武系龙王庙组，其中震旦系灯四段是主要

产层，其次是灯二段 （王翔，２０１７；贺川航等，
２０２１）。继安岳气田发现之后，川中古隆起北斜坡
太和区块又先后有蓬探 １井、中江 ２井和角探 １井
等风险探井获得重要突破，灯二段是主要目的层之

一 （赵路子等，２０２０），又一个万亿立方米储量规
模的大气区正在勘探建设中，展示了震旦系是四川

盆地新储量发现和增长的重要勘探新领域。

微生物丘滩白云岩储集层主要发育在台缘带，

是灯影组最重要的勘探目的层段，岩性以凝块石和

叠层石白云岩为主，沉积厚度大，物性条件较好。

但由于埋藏深度较大，地震成像分辨率较低，储集

层横向延展识别难度大，需要在构造单元划分基础

上，对岩相古地理展布进行重建，以提高有利储集

相带预测的准确性。台地内微生物白云岩储集层以

叠层石白云岩为主，厚度较小，品质相对较差

（陈娅娜等，２０１７），但通过水平井及储集层改造
措施，同样能获得工业气流 （肖富森等，２０１８；
王茜等，２０２０；谢军等，２０２１）。

研究认为四川盆地德阳—安岳地区存在以下 ２
个问题：（１）德阳—安岳台内裂陷及邻区灯影组展
布与对比问题。按照目前的统层方案，位于台缘带

上的蓬探 １井、中江 ２井缺失灯四段，而位于台内
区的高石１６井、磨溪３９井灯四段厚度则近３００ｍ，
这是一个难以合理解释的问题；（２）台内裂陷东侧
台缘带灯影组微生物丘滩体的侧向迁移问题。按照

目前的分层方案，台缘带丘滩体随海平面升降的横

向迁移变化不明显，甚至存在局部台缘带宽度不协

调与台缘跳相等问题 （如从灯二段跳到灯四段）。

这导致灯影组微生物丘滩体分布和迁移规律不清，

制约了储集层分布预测和有利勘探靶区评价，尤其

是继川中古隆起和其北斜坡太和区块获得勘探突破

之后，该区还面临第 ３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在哪里
找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在震旦系岩相古地理重

建基础上，做好有利储集层分布预测。

基于对宁强胡家坝剖面、峨边先锋剖面和青川

八角村剖面的观测和 ＵＰｂ同位素测年等分析测
试，以及磨溪 １６井、磨溪 １９井、高石 １３１Ｘ井、
蓬探 １井、中江 ２井的岩心观察和 ＵＰｂ同位素测
年等分析测试，通过电性和地球化学特征分析，结

合地震和钻井资料，系统开展了德阳—安岳台内裂

陷及邻区灯影组等时地层对比与重新厘定，建立了

新的地层统层方案，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认识德阳—

安岳台内裂陷的演化，重新编制灯二段和灯四段构

造－岩相古地理图，进而揭示台内裂陷槽东侧台缘
带微生物丘滩体侧向迁移变化规律，为储集层分布

预测和勘探有利区评价提供依据。

２　区域地质背景
四川盆地面积 １８万平方千米，由川中古隆起

中斜平缓带、川南低陡穹形带、川东高陡断褶带、

川北低缓带和川西低陡带 ５个构造单元构成。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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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灯影组自下而上可划分为灯一段、灯二段、灯三

段和灯四段（图 １）（陈娅娜等，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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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川盆地构造区划与震旦系灯影组地层序列及资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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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灯影组地层序列和特征
灯一段以泥粉晶白云岩为主，夹砂屑白云岩，

局部夹硅质条带和燧石团块，厚度在 ２００～３００ｍ
之间，与下伏陡山沱组呈不整合接触；灯二段岩性

以藻泥晶白云岩为主，少量凝块石、藻纹层、藻砂

屑白云岩，厚度在 ３００～４００ｍ之间，中部发育几
十米到上百米厚的葡萄花边白云岩，见残留溶蚀孔

洞，是灯二段典型的标志层，与下伏灯一段整合接

触。灯一段和灯二段在整个扬子地区岩相和厚度都

比较稳定，地层横向可对比性好。灯三段岩相变化

较大，既有沼泽相泥岩、河流相砂岩以及台地相碳

酸盐岩，也有深水陆棚相黑色薄层泥岩，厚度几米

至十几米，与下伏灯二段呈不整合接触，沉积环境

与岩性岩相横向变化显然与灯二段沉积末期发生的

桐湾Ⅰ幕构造运动有关，代表第 ２个海侵旋回的开
始。灯四段岩相和厚度变化大，以藻叠层和藻格架

白云岩、凝块石白云岩、 （藻）砂屑白云岩为主，

夹泥晶白云岩或与之呈互层，基质孔和溶蚀孔洞发

育，残留厚度在 ３０～４００ｍ之间，是四川盆地重要
的勘探目的层段。灯四段与下伏灯三段呈整合接触

关系。灯四段沉积后发生了桐湾Ⅱ幕构造运动，其
强度和影响要比桐湾Ⅰ幕大得多，很多地区的寒武
系直接覆盖在灯二段之上，有些地区灯四下亚段或

灯三段与寒武系呈不整合接触。

２２　灯影组古地理背景
整个扬子地区 （包括四川盆地）灯影组沉积

期主体为浅水碳酸盐岩台地，由于台地边缘大多被

俯冲到造山带之下 （沈安江等，２０２０），关于台地
的属性 （镶边台地还是缓坡台地）并不清楚。受

罗迪尼亚 （Ｒｏｄｉｎｉａ）大陆裂解的影响，该区区域
构造总体具伸展背景，几条较大的基底断裂总体表

现为拉伸特征，部分断层也兼具走滑性质。基底断

裂总体表现出差异升降，控制了台内裂陷与台内洼

地的形成与分布，这是台内烃源岩和储集层发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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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古地理背景，也是勘探找气领域由台缘带向台

内区扩展的基础。“十三五”期间，国家碳酸盐岩

油气重大专项研究认为灯二段沉积期，四川盆地及

邻区发育德阳—安岳台内裂陷的雏形和鄂东—渝西

裂陷（图 ２－ａ），灯四段沉积期，德阳—安岳台内
裂陷处于鼎盛期，向南延伸至蜀南，鄂东—渝西裂

陷进一步发育（图 ２－ｂ），这种隆坳格局控制了四
川盆地灯影组台内烃源岩和规模储集层的发育分布

（沈安江等，２０２０）。

a

b

!

!

ａ—灯二段沉积期构造－岩相古地理；ｂ—灯四段沉积期构造－岩相古地理

图 ２　四川盆地及邻区灯影组灯二段和灯四段沉积期构造－岩相古地理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２ａ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４ｏｆ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２３　研究区构造演化史
文中研究区重点是指德阳—安岳裂陷带东翼，

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四川盆地加里东古隆起自灯影

组沉积以后，大致经历了 ５个构造演化阶段 （李

伟等，２０１４）：（１）加里东旋回早期构造演化阶
段：发生桐湾Ⅰ幕和桐湾Ⅱ幕 ２期构造运动，分别
导致灯二段和灯四段的抬升和剥蚀，灯影组底的埋

深达到 １５００ｍ；（２）加里东旋回中晚期构造演化
阶段：寒武纪—奥陶纪发生了 ３次超覆沉积与 ３次
隆升剥蚀，分别为兴凯运动、郁南运动和都匀运

动，志留纪末期的广西运动导致川中加里东古隆起

整体抬升剥蚀，灯影组底的埋深达到 ３５００ｍ；
（３）海西期构造演化阶段：泥盆系—石炭系整体隆
升剥蚀，石炭纪末受云南运动影响，川中进一步遭

受剥蚀，灯影组底的埋深回返至 ２０００ｍ，二叠纪
川中主体处于沉降沉积期，灯影组底的埋深再次达

到 ３５００ｍ；（４）印支—燕山期构造演化阶段：中
—晚三叠世之交的印支运动完成了川中古隆起由海

相向陆相沉积的转换，上覆中生代陆相沉积使灯影

组底的埋深达到近 ７０００ｍ；（５）喜山期构造演化
阶段：古隆起东段的高石梯—龙女寺相对稳定，灯

影组底的埋深近 ６０００ｍ，而古隆起西段的乐山—
资阳强烈褶皱抬升，灯影组底的埋深近 ３０００ｍ。
加里东早期桐湾Ⅰ幕和桐湾Ⅱ幕构造运动对研究区
灯影组的发育分布、构造－岩相古理展布等都具重
要控制作用。

３　灯影组典型剖面的建立和对比
扬子区埃迪卡拉系包括陡山沱组和灯影组 ２套

地层，Ｃｏｎｄｏｎ等 （２００５）、周传明等 （２０１９）根据
湖北三峡地区埃迪卡拉系剖面中火山灰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数据，将埃迪卡拉系的起始年龄限定为

６３５Ｍａ，灯影组的起始年龄限定为 ５５１Ｍａ。

３１　台缘带灯影组典型剖面建立
作者对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影组进行了详细研

究，该剖面位于台缘带，由左家村剖面和高家山剖

面平移拼接构成，下与陡山沱组、上与筇竹寺组均

呈不整合接触 （郭旭升等，２０１８），并建立了典型
对比剖面（图 ３）。

该剖面灯影组的地层序列、岩性、电性和地球

化学特征比较清楚，灯影组可划分为灯一、灯二、

灯三和灯四段，灯四段岩性具有三分性（表 １）。
除岩性、电性和地球化学特征差异明显外，

还开展了灯影组白云石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测定，
利用测年资料结合岩电资料对露头区灯影组的三

分性进一步求证。碳酸盐矿物 ＵＰｂ同位素测年

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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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四川盆地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影组综合地层柱状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ｊｉａｂ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已经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 （ＲａｓｂｕｒｙａｎｄＣｏｌｅ，
２００９；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Ｋｒａｍ
ｅｒｓ，２０１０；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Ｈｉ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但所测年龄的地质意义需要地质家
结合地质条件给予解释。从成岩环境介质中直接

沉淀出来的成岩矿物，在从沉淀之时的 ＵＰｂ同
位素就被认为进入了封闭体系，因而测得的年龄

能够代表矿物形成时间，未发生蚀变的围岩的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则代表地层的年龄。发生蚀变
的围岩，如灰岩发生白云石化，说明围岩的 ＵＰｂ
同位素体系是开放性的，此情况下测得的年龄更

倾向于白云石化发生时间或稍晚。如果白云石化

发生于准同生期，则测得的年龄就基本代表了地

层年龄或略晚一 些 （ＲａｓｂｕｒｙａｎｄＣｏｌｅ，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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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川盆地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影组地层序列、岩性和电性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ｊｉａｂ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序号 段与界面 岩性特征 电性和地球化学特征 沉积相

１ 灯四段与寒武系分界
寒武系砂泥岩与灯影组碳酸

盐岩分界清楚，灯四段见顶

①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在界线附近发
生突变，进入寒武系突然增大；②碳氧
同位素进入寒武系也明显负偏

台地淹没，碳酸盐岩

台地消失

２

灯四段

（上富藻段）

上

以凝块石、叠层石格架丘为

主，与泥粉晶白云岩构成多个

旋回

①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变化不大，几乎
为零，Ｔｈ含量大于 Ｕ含量；②碳氧稳
定同位素明显三分，灯四段（下）变化

幅度大，灯四段（中）与灯四段（下）接

近，但稳定，变化幅度不大，灯四段

（上）负偏但稳定；③碳同位素总体低
正偏，氧同位素总体低负偏

水体进一步变浅，典

型台缘带

３ 中
纹层状或叠层状白云岩，与泥

粉晶白云岩构成多个旋回
水体变浅，台缘雏形

４ 下
含硅质泥粉晶白云岩与泥粉

晶白云岩互层

水体进一步加深（硅

质）

／ 灯三段与灯四段分界 ／
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在界线附近发生
突变，灯三段具有很高的伽马值和 Ｕ、
Ｔｈ含量，进入灯四段几乎降为零

／

５ 灯三段 砂泥岩为主，夹砂屑白云岩

①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高，Ｔｈ含量明显
大于 Ｕ含量；②碳氧稳定同位素由下
向上逐渐偏负的趋显，顶与灯四段明显

突变面，碳氧稳定同位素明显负偏

海侵，灯二段台地淹

没

６
灯二段

（下富藻段）

葡萄花边状白云石夹泥粉晶

白云石

①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总体偏低，Ｔｈ含
量明显大于 Ｕ含量，均明显高于灯四
段；②碳氧同位素与灯四段总体相似，
但顶部有１段（约５０ｍ）明显偏重，碳同
位素变化幅度不大，总体低正偏，氧同

位素变化幅度大，总体低负偏

极浅 的 碳 酸 盐 岩 台

地，大气淡水淋溶

７ 灯一段（贫藻段）
泥粉晶白云岩为主，夹砂屑白

云岩

①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中等，高于灯二
段和灯四段，Ｕ含量明显大于 Ｔｈ含量，
Ｔｈ／Ｕ值接近于零；②碳氧稳定同位素
接近于零或微弱正偏

碳酸盐岩台地，水体

比灯二段深

８ 灯一段与陡山沱组分界

陡山沱组薄层黑色薄层泥岩

与灯一段泥晶白云岩分界清

楚，灯一段见底

由陡山沱组跨入灯影组，电性、同位素

和元素特征发生明显突变（明显变低）
混积潮坪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ｒａｍｅｒｓ，
２０１０；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Ｈｉ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沈安江等，２０１９）。

在宁强胡家坝剖面和关键井的陡山沱组和灯

影组白云岩围岩中，测得 １组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图 ４），陡山沱组顶部白云岩围岩的 ＵＰｂ同位
素年龄为 ５８９５±６７Ｍａ，灯三段和灯四段测得
５２８±１４Ｍａ、５１７±１４Ｍａ、４９６±１８Ｍａ共 ３个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对年龄的地质含义分析如下。

陡山沱组顶部白云岩围岩的年龄 （５８９５±
６７Ｍａ）早于国际地科联定义的震旦纪与寒武纪
分界年龄 （５４１Ｍａ），与沙庆安 （２００１）认为围岩
白云石化发生于准同生期是吻合的，白云石化年龄

基本代表地层年龄。灯三段和灯四段测得的 ３个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５２８±１４Ｍａ、５１７±１４Ｍａ、４９６±

１８Ｍａ）均比 ５４１Ｍａ晚，也代表了稍晚发生的白云
石化年龄，与灯影组地层沉积年龄有较好的匹配

性。这种绝对年龄序列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地层的绝

对年龄，但考虑到该区白云石化事件发生具有相对

等时性，这些测年数据可以为四川盆地及邻区灯影

组各地层段发育的完整性判断与次级地层单元之间

的对比关系建立提供年代学依据。

另外，该剖面上灯四段岩性三分性很明显。下

亚段为水体较深环境沉积的含硅质泥粉晶白云岩，

中亚段为水体较浅的纹层状或叠层状白云岩，上亚

段则为水体进一步变浅环境中形成的凝块石、叠层

石白云岩格架丘，总体构成一个向上由深变浅的沉

积旋回。

３２　台内—台缘—台盆区灯影组对比
基于上述基础资料横向对应关系的建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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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四川盆地重点露头和关键井陡山沱组和灯影组白云岩围岩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Ｆｉｇ４　Ｕ－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ｇｅｏｆｈｏｓｔｒｏ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ｓｈａｎｔｕ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ｆｒｏｍｋｅｙ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了峨边先锋 （台内）—宁强胡家坝（台缘）—青川八

角村 （台盆） 灯影组露头剖面等时地 层格 架

（图 ５），明确了岩性横向分布特征（表 ２）和相应
古地理迁移变化。

由图 ５所示，灯一段沉积期，宁强胡家坝剖面

以泥粉晶白云岩夹砂屑白云岩为主，峨边先峰剖面

以泥粉晶白云岩夹藻纹层、藻叠层白云岩为主。分

析认为，与宁强胡家坝地区相比，峨边先峰地区海

水要相对更为安静而稳定，但二者均位于台内沉积

环境，而青川八角村剖面岩性为浅水陆棚泥质粉砂

岩，与台地相区发育的泥粉晶白云岩明显不同，且

二者呈横向相变关系。此时未见明显的镶边台缘沉

积，以发育缓坡台地为主。

灯二段沉积期，宁强胡家坝剖面和峨边先峰剖

面均以葡萄花边状白云岩夹泥粉晶白云岩为主，表

现为典型的台地相区沉积特征，分布广泛，横向连

续性与可对比性均好，说明宁强胡家坝地区灯二段

沉积期，尚未形成台地边缘，仍以缓坡台地沉积为

主。

灯三段沉积期，峨边先峰剖面岩性为灰黑色页

片状碳质页岩，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三段砂泥岩夹

砂屑白云岩相比存在相变，峨边地区可能代表了台

内沼泽环境沉积。事实上，这套地层在台内岩性变

化很大，钻井揭示台内还有石英砂岩沉积，是桐湾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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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４卷　第 ５期 赵文智等：四川盆地震旦系灯影组地层厘定与岩相古地理特征

表 ２　四川盆地台内—台缘—台盆区灯影组横向变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２　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ａｒｇｉｎｔｏｂａｓｉ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地层序列 峨边先锋（台内）剖面 宁强胡家坝（台缘）剖面 青川八角村（盆地）剖面

灯

影

组

灯四段

以泥粉晶白云岩为主，夹少量藻纹层、

藻叠层白云岩和砂屑白云岩，碳氧稳定

同位素与宁强胡家坝剖面变化趋势一

致，伽马值比台缘偏大３～５倍

以凝块石、叠层石格架丘和叠层状白云

岩为主，下部为（含硅质）泥粉晶白云

岩

以硅质岩、泥粉晶白云岩为主，夹白云

岩透镜体，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及碳氧
稳定同位素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四段

相近

灯三段

灰黑色页片状碳质页岩，碳氧稳定同位

素与宁强胡家坝剖面完全可以对比，而

且均具有向上逐渐负偏的趋势，伽马值

明显偏大

砂泥岩为主，夹砂屑白云岩

泥岩，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三段砂泥岩

夹砂屑白云岩构成相变，但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总体相近，碳氧稳定同位素
明显负偏

灯二段

葡萄花边状白云岩夹泥粉晶白云岩，碳

氧稳定同位素比灯四段偏正，与宁强胡

家坝剖面灯二段的变化趋势非常吻合，

伽马值明显偏大

葡萄花边状白云岩夹泥粉晶白云岩

以粉砂质泥岩为主，上部夹灰岩透镜

体，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呈逐渐减小趋
势，与下伏灯一段明显不同，侧向上与

宁强胡家坝剖面灯二段变化趋势一致，

但明显偏高，灰岩透镜体碳氧稳定同位

素高负值，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二段区

别明显

灯一段

以泥粉晶白云岩夹藻纹层、藻叠层白云

岩为主，碳氧稳定同位素低正偏或低负

偏，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一段完全可以

对比，无论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一段

比，还是与本剖面灯二段比，伽马值明

显偏大

泥粉晶白云岩为主，夹砂屑白云岩

浅水陆棚泥质粉砂岩，伽马值和 Ｕ、Ｔｈ
含量稳定但明显高于上覆的灯二段，也

明显高于宁强胡家坝剖面的灯一段

运动Ⅰ幕之后的海侵期沉积产物。青川八角村剖面
灯三段岩性为浅水陆棚相泥岩，说明桐湾运动Ⅰ幕
的地层剥蚀并未波及到台盆区。

如前述，灯四段沉积期宁强胡家坝剖面岩性三

分明显。灯四下亚段 （含硅质）以泥粉晶白云岩

为主，代表着镶边台缘形成之前的沉积；灯四中亚

段纹层状或叠层状白云岩夹泥粉晶白云岩表明已出

现了弱镶边台缘，可视为台缘形成初期产物；灯四

上亚段凝块石、叠层石格架丘建造表明镶边台缘已

经形成。而此时，峨边先峰地区仍为台地相泥粉晶

白云岩夹少量藻纹层、藻叠层白云岩和砂屑白云

岩，青川八角村剖面为台盆地相硅质岩，下部所夹

的灰岩透镜体代表原地沉积，上部所夹的白云岩透

镜体可能来自台缘微生物丘的垮塌。从伽马值和

Ｕ、Ｔｈ含量及碳氧稳定同位素等方面看，与宁强胡
家坝剖面的灯四段很相近，这进一步说明宁强胡家

坝地区灯四段沉积阶段，镶边台缘的发育呈现由无

到强的建造过程。

从地层横向对比看，灯一段—灯二段沉积时，

研究区是一个由台地向盆地逐渐进积的沉积体系，

在宁强胡家坝一带没有明显的镶边台缘，整体是一

个远端变陡的碳酸盐岩缓坡。灯三段沉积期是在灯

二段沉积末整体侵蚀基础上发生的海泛过程，横向

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灯四段则表现为台缘从无

到有的完整发育过程，在宁强胡家坝一带从灯四下

亚段台地相沉积开始，经灯四中亚段弱镶边台地沉

积，演化出灯四上亚段强镶边台地沉积结束。

４　台内和台缘灯影组地层重新厘定

４１　台内高石 １６井、磨溪 ３９井灯四段地
层厘定

高石 １６井、磨溪 ３９井位于灯影组台内沉积
区。地质录井提出的地层划分方案是灯影组发育灯

四段和灯三段，上覆筇竹寺组，缺失灯二段。作者

认可该划分方案，理由如下：（１）未见灯二段典型
的葡萄花边状白云岩标志层；（２）岩性组合可与峨
边先锋剖面灯四段 （台内）对比；（３）高石 １６、磨
溪３９井灯四段台内沉积厚 ３００ｍ左右，比台缘带灯
四段略薄是合理的；（４）碳氧稳定同位素特征与峨
边先锋剖面灯四段相似；（５）白云岩围岩 ＵＰｂ同位
素年龄 （高石 １６井 ４６０±３８Ｍａ；磨溪 ３９井 ５０９±

１７Ｍａ）偏年轻，应属于白云石化年龄，不代表地层

年龄，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四段测得的年龄相当。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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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台缘高石 １３１Ｘ井、中江 ２井、蓬探 １
井灯影组地层厘定

高石 １３１Ｘ井、中江 ２井和蓬探 １井灯影组均
位于沉积台缘带内。其中，高石 １３１Ｘ井地质录井
划分方案是，以井深 ５５００ｍ为界，之上 ７５ｍ归属
灯四段，与下寒武统麦地坪组呈不整合接触，５５００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620

5640

5660

5680

5700

5720

5740

5760

5780

5800

5820

5840

5860

5880

5900

5920

5940

5960

5980

6000

6020

6040

6060

6080

6100

6120

6140

6160

6180

6200

6220

6240

6260

6280

6300

6320

6340

6360

63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5 5

5 -10

-10 5

5

6760

6780

6800

6640

6660

6680

6700

6720

6740

6540

6560

6580

6600

6620

6820

6840

6860

65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

45.678

9:;<-

=(>)?<-

@A8/BA8

9:;<-

5.->C?

<-

=D<-

5450

5400

5500

5550

5600

5650

5700

5750

5800

5850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0 300

0 16

-10 -10 1010

FG

HI

JK

/m

#A

%

(

FG

HI

JK

/m

#A

%

(

0 300

CAL/in

0 16in

GR/API

FG

HI

JK

/m

#A

%

(

0 300

0 16

-.-.

-/

-/

-/

-/

/‰/‰

δ

13

CVDPB

δ VDPB

18

O

-.-.

δ

13

CVDPB

/‰

/‰

δ VDPB

18

O

CAL/in

GR/API

CAL/in

GR/API

a

cb

δ

13

CVDPB

/‰

/‰

δ VDPB

18

O

/‰/‰

δ

13

CVDPB

δ VDPB

18

O

δ

13

CVDPB

/‰

/‰

δ VDPB

18

O

ａ—高石 １３１Ｘ井灯影组新老地层划分方案对比；ｂ—中江 ２井灯影组新老地层划分方案对比；ｃ—蓬探 １井灯影组新老地层划分方案对比

图 ６　四川盆地台缘高石 １３１Ｘ、中江 ２和蓬探 １井灯影组地层的重新厘定

Ｆｉｇ６　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ｓＧａｏｓｈｉ１３１Ｘ，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２ａｎｄＰｅｎｇｔａｎ１

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５８５０ｍ归属灯三段和灯二段，未见底。作者基于
前述的综合研究，认为 ５５００～５８５０ｍ井段划归灯
三段和灯二段的层段也属于灯四段（图 ６－ａ），理
由如下：（１）未见灯二段典型的葡萄花边状白云岩
标志层；（２）岩性完全可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四段
凝块石、叠层石、纹层石白云岩对比，属台缘格架

丘建造；（３）高石 １６井、磨溪 ３９井台内灯四段厚

３００ｍ左右，按本研究划分方案高石 １３１Ｘ井台缘

灯四段厚 ４５０ｍ左右 （未见底），台缘比台内地层

厚度大是合理的；（４）碳氧稳定同位素特征与宁强
胡家坝剖面灯四段相似；（５）白云岩围岩 ＵＰｂ同
位素年龄 （５０８±４９Ｍａ）偏年轻，与宁强胡家坝剖

面灯四段测得的年龄更接近。另外，该井灯四段格

架丘建造发育，三分性明显，综合显示都为灯四段

沉积特征，而与灯三段和灯二段差异较大。

中江 ２井揭示的灯影组，厚度大于 ３３０ｍ （未

见底）（图 ６－ｂ），按地质录井划分方案全部归属灯

二段，与上覆麦地坪组呈不整合接触，缺失灯三段

和灯四段。作者认为该井揭示的麦地坪组之下的灯

影组全部为灯四段，而非灯二段，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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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未见灯二段大规模发育的典型的葡萄花边状
白云岩标志层；（２）岩性完全可以与宁强胡家坝剖
面灯四段凝块石、叠层石、纹层石白云岩对比，属

台缘格架丘建造；（３）高石 １６、磨溪 ３９井台内灯
四段厚 ３００ｍ左右，中江 ２井台缘灯四段厚 ３００ｍ
左右，台缘理应比台内地层厚度更大，是未见底造

成的；（４）碳氧稳定同位素特征与宁强胡家坝剖面
灯四段相似；（５）白云岩围岩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５０１±３８Ｍａ）偏年轻，与受后期白云石化有关，
而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四段测得的年龄更接近。此

外，该井灯四段格架丘建造特征明显，井下仅见

中、上 ２个亚段，下段并未钻穿。
蓬探 １井钻遇灯影组厚度近 ６５０ｍ（图 ６－ｃ），

地质录井划分方案认为归属灯三段，缺失灯四段。

作者研究后认为 ６２８０ｍ之上均为灯四段，理由如
下：（１）未见灯二段典型的葡萄花边状白云岩标志
层；（２）岩性完全可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四段对
比，属台缘格架丘建造；（３）高石 １６、磨溪 ３９井
台内灯四段厚 ３００ｍ左右，蓬探 １井台缘灯四段厚
５００ｍ左右，与中江 ２井灯四段厚度相当；（４）碳
氧稳定同位素特征与宁强胡家坝剖面灯四段相似；

（５）测得的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５４６±３１Ｍａ），虽然
比灯四段时代偏老，也在测试误差范围内。该井格

架丘建造比较发育，且三分性强，综合看归入灯四

段更合理。

４３　灯影组地震地层问题讨论
如前述，经与高石 １６井、磨溪 ３９井、宁强胡

家坝剖面灯四段对比，在岩石学、地球化学与 Ｕ
Ｐｂ同位素年龄等方面均表明高石 １３１Ｘ、中江 ２和
蓬探 １井存在灯四段，而且过蓬探 １井—磨溪 １０５
井—磨溪 ５１井地震剖面也揭示蓬探 １井区存在灯
四段（图 ７－ａ）。但对过中江 ２井—高石 １３１Ｘ井地
震剖面上是否存在灯四段，目前存在争论。在目前

的地震解释方案中，过中江 ２井（图 ７－ｂ）地震剖
面没有解释出灯四段。作者认为，因碳酸盐岩台缘

带多期丘滩体叠置以后极易造成地震反射同相轴的

横向中断和变化，这造成基于地震资料的地层横向

追踪对比和层位标定比较容易出现串层。如果将灯

二段顶界下压至如图 ７－ｃ的层位，把原方案灯二
段归入灯四段，不论从台缘带丘滩体发育特征还是

从灯四段区域地层厚度变化看，都有其合理性。同

样地，高石 １３１Ｘ井（图 ７－ｃ）在地震剖面上也没
有解释出灯四段，作者仔细分析过井地震剖面后发

现，寒武系底界和灯二段顶界的解释都有调整的可

能性。从碳酸盐岩沉积环境与相带展布特征，结合

岩性组合与测年资料综合分析认为，过高石 １３１Ｘ
井—中江 ２井—蓬探 １井的地震剖面上应该存在灯
四段。

总之，通过峨边先锋 （台内）、宁强胡家坝

（台缘）和青川八角村 （台盆）等典型露头剖面的

地层综合划分与对比，以及对高石 １６井 （台内）、

磨溪 ３９井 （台内）、高石 １３１Ｘ井 （台缘）、中江

２井 （台缘）和蓬探 １井 （台缘）灯影组重新厘

定，作者认为高石 １３１Ｘ井、中江 ２井和蓬探 １井
原灯二段应属于灯四段，这为等时地层格架内台缘

带储集体横向分布与空间变化特征的识别和建立奠

定了基础。

５　构造－岩相古地理重建

５１　灯影组等时地层格架与台缘迁移特征
基于重新厘定的灯影组地层划分方案和多口单

井沉积相分析成果，建立了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

缘磨溪 ３９井—高石 １６井—高石 １３１Ｘ井—蓬探 １
井—中江 ２井灯四段等时地层格架，明确了等时地
层格架内灯四段丘滩体由台地向裂陷槽的进积过

程。地层和沉积相对比剖面（图 ８）揭示灯四下亚
段沉积期，台缘带位于高石 １３１Ｘ井—蓬探 １井区
一带，微生物丘滩体发育，岩性以凝块石、藻砂屑

白云岩为主，厚度大。该带以东的磨溪 ３９井—高
石 １６井区，则以台内叠层石白云岩、泥晶白云岩
为主，厚度明显变薄。到了灯四中亚段沉积期，台

缘带丘滩体向东迁移至中江 ２井区，高石 １３１Ｘ井
—蓬探 １井区相变为台缘内侧的叠层石白云岩、泥
晶白云岩、凝块石、藻砂屑白云岩互层。进入灯四

上亚段沉积期，台缘带丘滩体进一步向东迁移，高

石 １３１Ｘ井—蓬探 １井区相变为台内叠层石白云
岩、泥晶白云岩。

同样地，基于前述的多项对比资料，作者还

建立了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侧沿台缘带方向的

灯四段等时地层格架，即沿高石 １３１Ｘ井—蓬探
１井—中江 ２井—东坝 １井—宁强胡家坝剖面，
明确了等时地层格架内灯四段台缘带丘滩体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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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过蓬探 １井—磨溪 １０５井—磨溪 ５１井三维地震剖面，存在灯四段残留地质体；ｂ—高石 １３１ｘ井—高石 １井—高石 １１井—高石

１８井—合平 １井—高石 １６井连井三维地震剖面 （沿灯影组底拉平），可以解释出灯四段；ｃ—中江 １井—中江 ２井—蓬深 １５井—

　　　　　　　 蓬深 １井—角探 １井连井三维地震剖面 （沿灯影组底拉平），可以解释出灯四段

图 ７　四川盆地过蓬探 １井、高石 １３１Ｘ井和中江 ２井地震剖面揭示灯四段残留地质体

Ｆｉｇ７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ＷｅｌｌｓＰｅｎｇｔａｎ１，Ｇａｏｓｈｉ１３１Ｘａｎｄ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２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ｂｏｄｙｉｎ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４ｏｆ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向北的迁移变化。揭示在台缘带方向上，灯四下

亚段沉积期，台缘带丘滩体主要分布于川中古隆

起高石 １３１Ｘ—蓬探 １井区一带；到灯四中亚段沉
积期，台缘丘滩体向北迁移至川中古隆起北斜坡

太和区块的中江 ２井区；灯四上亚段沉积期，台

缘带丘滩体进一步向北迁移至宁强区块的东坝 １
井、宁强胡家坝一带。此时，太和区块台缘带丘

滩体依旧发育。前人 （马奎等，２０２２）认为德阳
—安岳台内裂陷具南高北低、南侵蚀北沉积的特

征，作者识别出的灯四段台缘丘滩体由南向北的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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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变化符合这一特征。

５２　灯影组构造－岩相古地理重建
综合重新厘定的灯影组地层划分方案、台缘带

展布和丘滩体迁移变化，在单井相和地震相分析基

础上，重建了德阳—安岳台内裂陷及周缘灯四段沉

积期的构造－岩相古地理（图 １０），为有利储集层
相带分布预测和评价提供了基础。

a

b

c

# # #

!"

ａ—灯四下亚段构造－岩相古地理；ｂ—灯四中亚段构造－岩相古地理；ｃ—灯四上亚段构造－岩相古地理

图 １０　四川盆地德阳—安岳台内裂陷及周缘灯四段沉积期构造－岩相古地理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４ｏｆ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ｙａｎｇ－Ａｎｙｕｅ

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ｉｆｔ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Ｓｃｉ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灯四下亚段沉积期（图 １０－ａ），德阳—安岳台
内裂陷处于发育鼎盛期，台缘带向南可延伸至泸州

一带，东侧台缘带丘滩体主要分布在川中古隆起的

永川—遂宁一带，岩性以凝块石、藻砂屑白云岩为

主，厚度较大，是优质储集层发育区。台内的南充

—广安一带，由于紧邻永川—遂宁台缘带，台内丘

滩体也比较发育，岩性以叠层石白云岩、泥晶白云

岩、凝块石、藻砂屑白云岩互层为特征，虽然厚度

变小，但依然发育品质相对较好的 “甜点”储集

层段，可通过储集层改造措施获得较高产量。南江

—平昌—广安—石柱—重庆等广大的台内区，丘滩

体是否发育则与古地貌高低有关，总体厚度较小，

分布有局限性。

灯四中亚段沉积期（图 １０－ｂ），德阳—安岳台内
裂陷的南端向北收缩至威远一带，东侧台缘丘滩体

由东向西进积的同时，也自南向北迁移至遂宁—阆

中一带。此时，仪陇—南充一带，由于紧邻遂宁—

阆中台缘带，台内丘滩体也发育，而南充—永川一

带台内丘滩体并不发育，南江—平昌—广安—开江

—石柱—重庆等广大的台内区，丘滩体的发育类似

于灯四下亚段期沉积特征，总体厚度小，分布局限。

灯四上亚段沉积期（图 １０－ｃ），德阳—安岳
台内裂陷的南端进一步向北退缩至成都以北，遂

宁—阆中台缘带丘滩体依旧发育，但在其北部的

阆中—广元—宁强一带形成强镶边台缘，台缘丘

滩体发育，在宁强胡家坝剖面发育了厚度大、物

性好的凝块石、藻砂屑白云岩，并见大量沥青充

填。此时，南江—仪陇—南充以西，由于紧邻遂

宁—阆中—宁强台缘带，台内丘滩体发育，平昌

—广安—石柱—重庆—泸州等台内区，丘滩体欠

发育。

应该说，对茂县—成都—威远西侧台缘带丘滩

体的东西向进积和南北向迁移变化特征的认识，由

于受资料限制，目前尚处于早期阶段。但推测其与

东侧台缘带一样，具有相似的迁移规律，丘滩体发

育前景与勘探潜力同样值得期待。

６　灯影组油气勘探选区

基于重新厘定的灯影组地层划分方案，德阳—

安岳台内裂陷东侧台缘带形成的天然气藏应归属灯

四段气藏，包括蓬探 １井和中江 ２井气藏，目前尚

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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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井揭示灯二段气藏。

川中古隆起位于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侧台缘

带南段，目的层系为灯四段下亚段微生物丘滩白云

岩储集层，已探明了万亿立方米储量规模的大气田

（图 １１）。川中古隆起北斜坡太和区块，位于德阳
—安岳台内裂陷东台缘带中段，目的层系为灯四中

—上亚段微生物丘滩白云岩储集层，基于蓬探 １
井、中江 ２井等风险探井的突破，第 ２个万亿立方
米大气区正在推进建设中（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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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四川盆地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台缘带勘探前景评价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ｅａｓｔｍａｇｉｎｏｆ

Ｄｅｙａｎｇ－Ａｎｙｕｅ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ｉｆ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盆地北缘宁强区块位于德阳—安岳台内裂陷东

侧台缘带北段，目的层系为灯四上亚段微生物丘滩

白云岩储集层，丘滩体分布面积达 ７０００ｋｍ２，是又

一个极具突破前景、值得探索的新含气区（图 １１）。

川中古隆起、太和区块和宁强区块均位于东侧

台缘带，灯四段台缘丘滩体由南向北层位逐渐抬

高，但向北却靠近米仓山山前前渊斜坡区，地层埋

深偏大，气源条件会更好，所以宁强区块目的层虽

然埋深变大，但是发现第 ３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的
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７　结论和建议
等时地层格架的建立是构造－岩相古地理重建

的基础，德阳—安岳台内裂陷及周缘灯影组地层划

分对比目前存在不同方案，这制约了对台地属性、

台地边缘类型、展布与空间迁移变化的认识。根据

岩石学资料、电性和地球化学特征，结合 ＵＰｂ同
位素测年资料、地震和钻井资料等，作者对灯影组

地层进行重新厘定，取得以下研究成果：

１）建立了宁强胡家坝灯影组典型剖面，结合
峨边先锋 （台内）、青川八角村 （台盆）灯影组露

头剖面，明确了灯影组各段岩性组合特征，指出高

石 １３１Ｘ井、中江 ２井和蓬探 １井原灯二段应归属
灯四段，台缘带灯四段岩性具有明显三分性，从而

构建了灯四段等时地层格架。

２）明确德阳—安岳裂陷东段灯四段台缘丘滩
体的发育具有垂直相带展布方向呈由东向西进积、

平行相带方向呈由南向北迁移的特征。灯四下亚段

丘滩体主要发育于南段川中古隆起一带，灯四中—

上亚段丘滩体主要发育于中段太和区块，灯四上亚

段丘滩体则主要发育于北段宁强区块，紧邻台缘带

内侧的台内区，也发育较大规模台内丘滩体，虽然

厚度变小，但依然发育 “甜点”储集层。

３）川中古隆起、太和区块和宁强区块均位于
灯四段同一台缘带上，南段在川中古隆起已探明万

亿立方米大气田，中段的太和区块规模达万亿立方

米的大气区正在勘探建设中，北段的宁强区块也具

备形成万亿立方米大气区的有利成藏条件，值得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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