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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四川江油马鞍塘中晚三叠世地层剖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根据岩石组合特征, 结合全国岩石地层清理方

案将其划分为天井山组和马鞍塘组 [ 1] 。对天井山组和马鞍塘组进行了详细的沉积相及垂向变化规律研究,并将其

划分为四个层序 (相当于三级层序 ), 同时讨论了各层序的体系域特征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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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马鞍塘中晚三叠世剖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马鞍

塘车站附近,地层区划属华南地层大区的扬子地层

区的成都小区。中晚三叠世印支运动使得四川前陆

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从中三叠世末期由海相沉积开始

向陆相沉积转变
[ 3]
。在马鞍塘地区, 中晚三叠世处

于海相和海陆过渡相的连续沉积,且露头良好,地层

之间接触关系清楚, 地层发育, 剖面连续, 是进行露

头层序地层研究的有利地区。

2　实测剖面描述

四川江油马鞍塘中晚三叠世剖面位于江油市石

元坝乡北西侧,剖面起点坐标为东经 105°14′, 北 纬

30°11′。剖面露头良好, 层序清楚, 现分层列述如

下 。

上覆地层 须家河组 (T3x)　灰白色石英砂岩与灰色页岩互

层 (未见顶 )

整　合

马鞍塘组 (T3m) 208.29m

27.灰黄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10.28m

26.青灰色中层石英细砂岩夹黄灰色中薄层泥质粉

砂岩,细砂岩与粉砂岩岩比为 2∶1 10.28 m

25.黄灰色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与黄灰色 /灰色薄

层泥质粉砂岩互层。由多个韵律组成, 总体向

上变粗 21.79 m

24.黄灰色中层细砂岩与泥质粉砂岩等厚韵律互

层,上部夹有粉砂质泥岩 31.47 m

23.灰黄色 /灰色厚层块状长石石英砂岩,与下伏层

界线清楚 4.84 m

22.黄灰色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与灰色中薄层泥质

细粉砂岩不等厚韵律互层, 顶部为砂岩夹泥岩

33.62 m

21.下部为黄灰色中层钙质泥岩 、细粉砂岩与黄灰

色薄层钙质泥岩韵律互层, 上部为细粉砂岩夹

泥岩,并夹有灰色薄层生物介壳灰岩 15.13 m

20.下部为黄灰色薄层页岩和泥灰岩, 生物介壳共

有 3层,厚 15 ～ 25 cm, 泥岩与灰岩比约为 2∶1,

中上部为黄灰色 /灰绿色中薄层钙质泥岩, 局部

露头有掩盖 7.55m

19.深灰色中厚层含泥质条带生物碎屑灰岩 4.05 m

18.底部为灰绿色 /灰色中薄层生物介壳灰岩, 其上

为黄灰色中薄层钙质泥岩夹 2 ～ 5cm厚的黄灰

色薄层钙质粉砂岩 3.24 m

17.灰绿色 /黄灰色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钙质泥岩

夹泥质粉砂岩, 中上部夹有黄灰色薄层生物介

壳灰岩,其中腕足类生物化石丰富 9.2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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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黄灰色中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夹灰色 /黄灰色

生物碎屑灰岩 9.28m

15.灰色 /浅灰色厚层生物碎屑灰岩夹生物介壳灰

岩,遗迹发育产有海百合类 、腕足等生物化石,

其中含有 3～ 10cm大小的灰白色硅质团块 28.49m

14.灰色中薄层微晶生物碎屑灰岩夹薄层钙质粉砂

质泥岩 18.99m

整　合

天井山组 (T2t) 299.14m

13.浅灰色厚层微晶生物碎屑灰岩夹生物介壳灰

岩 ,局部含硅质条带, 产有腕足双壳等生物化石 38.49m

12.浅灰色厚层微晶灰岩夹薄纹层灰岩 25.44m

11.浅灰色块状微晶灰岩 35.97m

10.浅肉红色厚层灰岩与深灰色薄纹层灰岩互层,

共由 7个韵律层组成, 每个韵律下部为 2 ～ 3m

厚的厚层微晶灰岩, 上部为 1～ 1.5m厚的薄纹

层灰岩 22.08m

9.黄灰色厚层块状砂屑鲕粒灰岩 17.66m

8.浅灰色厚层块状含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夹砂屑生

物碎屑灰岩 18.57m

7.灰色 /黄灰色中厚层微晶灰岩,泥晶灰岩 8.00m

6.黄灰色厚层薄纹层状灰岩, 藻纹层状构造发育 8.00m

5.浅灰色厚层块状微晶灰岩夹多层 30 ～ 50cm厚的

黄灰色薄纹层及团块灰岩。地表溶蚀现象明显 12.00m

4.灰色 /浅灰色厚层微晶灰岩夹纹层状薄纹层白云

质灰岩, 水平纹层发育 40.04m

3.灰黄色厚层块状微晶白云质灰岩, 含有少量溶蚀

孔洞, 多被方解石充填 41.86m

2.下部为黄灰色厚层砂屑灰岩, 上部为灰色中厚薄

纹层状白云质灰岩 15.75m

1.灰色厚层块状微晶含白云质灰岩, 发育溶孔, 薄

纹层构造 15.28m

整　合

下伏地层 雷口坡组 (T2l)　灰色厚层块状泥质白云岩,白云

质灰岩 (未见底 )

3　岩石地层划分

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将江油马鞍塘地区中晚三叠

世地层自下而上划分为天井山组 、马鞍塘组和须家

河组。在该实测剖面中, 须家河组上部及雷口坡组

下部均由于断失而出露不全。

3.1　天井山组

天井山组为朱森 、叶连俊 ( 1942)创名于江油县

马角坝南天井山, 原称 “天井山系 ”, 指一套纯洁而

白细之灰岩,下部含灰质砂粒状物及鲕状粒,中部夹

页岩含燧石结核的地层体。四川省岩石地层清理

( 1997)后定义为以灰色厚层块状石灰岩为主, 上部

夹鲕粒 、砂屑 、生物屑灰岩及硅质条带 、结核,含有孔

虫及少量双壳类 、腕足类等生物化石。实测剖面 1 ～

13层划归于天井山组, 其岩性下部为浅灰色厚层块

状白云质灰岩,中部为黄灰色厚层块状含生物碎屑

微晶灰岩,上部为浅灰色厚层微晶生物碎屑灰岩夹

介壳灰岩, 厚 299.14m。与下伏雷口坡组灰色厚层

状白云岩为整合接触, 与上覆马鞍塘组黄绿色钙质

泥岩粉砂岩整合接触。

3.2　马鞍塘组

马鞍塘组为邓康龄 ( 1975)命名于江油县北石

元乡马鞍塘火车站附近 。原含义指一套灰色页岩夹

石英砂岩 、生物碎屑灰岩及介壳灰岩的地层体 。现

定义为一套灰色页岩夹细粒石英砂岩 、粉砂岩 、生物

碎屑灰岩及介壳层,含有丰富的头足类 、双壳类 、腕

足类等化石 。实测剖面 14 ～ 27层为马鞍塘组

(图 1), 其下部为深灰色中薄层含生物碎屑灰岩, 中

部为黄灰色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与灰色中薄层泥质

细粉砂岩不等厚韵律互层, 上部为黄灰色中层细砂

岩与泥质粉砂岩韵律互层, 厚 208.29m。与下伏天

井山组顶部含燧石灰岩为整合接触,与上覆须家河

组呈整合接触 。

4　层序地层划分及沉积相

本文将研究区中晚三叠世划分出 4个三级层

序, 分别命名为 SQ1, SQ2, SQ3, SQ4。这些层序都是

二分层序,包括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
[ 4]
。

4.1　层序 1(SQ1 )

层序 1 (SQ1 )位于天井山组下部 ( 1 ～ 9层 )

(图 1), 大致相当于拉丁早期, 发育开阔台地相, 主

要为含灰质砂粒状物, 是再次海侵期开阔台地相的

沉积产物 。与下伏雷口坡组的灰色厚层状白云岩为

整合接触,界面为灰质白云岩向白云质灰岩的逐渐

过渡的一个岩性岩相转换面, 层序 1为 Ⅱ型层序 。

海侵体系域 TST由局限台地潟湖白云质灰岩和薄

纹层白云岩组成 。层序 1内的最大海泛面非常明

显,由一套黄灰色厚层薄纹层状泥晶灰岩组成,并含

有丰富的海百合和双壳类化石 。高水位体系域 HST

由开阔台地灰岩及台地边缘滩砂屑鲕粒组成 。

4.2　层序 2(SQ2 )

层序 2(SQ2 )位于天井山组上部 ( 10 ～ 13层 )

(图 1) , 大致相当于拉丁晚期, 主要为鲕粒 、砂屑生

物碎屑灰岩和硅质条带 。层序 2底界面表现为一岩

性岩相转换面,该层序为 Ⅱ型层序
[ 5]
。海侵体系域

TST由局限台地灰岩藻纹层灰岩及开阔台地灰岩组

成 。层序 2内的一套浅灰色块状微晶灰岩可以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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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江油马鞍塘剖面中 、上三叠统层序划分及海平面变化特征

1.粉砂岩;2.泥岩;3.泥质粉砂岩;4.钙质泥岩;5.鲕粒灰岩;6.生物碎屑灰岩;7.白云质灰岩;8.泥晶灰岩;9.灰质白云岩;10.藻纹层灰岩

Fig.1　Sequencedivisionandsea-levelchangesintheMiddle-LateTriassicstrataoftheMaantangsection, Jiangyou, Sichuan

1=siltstone;2 =mudstone;3 =muddysiltstone;4 =calcareousmudstone;5 =ooliticlimestone;6 =bioclasticlimestone;

7=dolomiticlimestone;8=micriticlimestone;9=limedolostone;10=algal-laminatedlim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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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海泛面的标志 。高水位体系域 HST由局限台

地含硅质条带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4.3　层序 3(SQ3 )

层序 3(SQ3 )位于马鞍塘组的下部 ( 14 ～ 22层 )

(图 1) ,大致相当于卡尼早期, 主要发育黄绿色 /黄

灰色钙质泥岩及粉砂岩, 生物碎屑灰岩 。在该剖面

位置, 层序 3底界面与天井山顶部的一套浅灰色厚

层微晶生物碎屑灰岩夹生物介壳灰岩整合接触,岩

性渐变,该层序为 Ⅱ型层序, 海侵体系域 TST由碳

酸盐开阔台地灰岩,混积陆棚泥岩与灰岩混积组成 。

层序 3内部的一套含有大量有孔虫和双壳类的灰色

薄层页岩及泥灰岩可以作为海泛面。高水位体系域

HST由前三角洲粉砂质泥岩及泥质粉砂岩组成。层

序 3是马鞍塘剖面由海相向陆相转换的最明显的时

期 。

4.4　层序 4(SQ4 )

层序 4(SQ4 )位于马鞍塘组上部 ( 23 ～ 27层 )

(图 1) ,大致相当于卡尼晚期, 主要发育粉砂质泥岩

和泥质粉砂岩,该层序底界面是一套灰色 /黄灰色厚

层块状长石石英砂岩, 为三角洲前缘水下河道的沉

积物,因此,河流回春作用很明显,该层序应为 Ⅰ型

层序
[ 6]
。低水位体系域 TST由三角洲前缘河口砂

坝,砂岩及前三角洲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组成。层

序内的一套黄灰色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所含菊石 、

有孔虫 、双壳类生物化石非常丰富,可以作为最大海

泛面 。高水位体系于 HST由前三角洲及三角洲平

原分流河道,砂岩夹分流间湾泥质粉砂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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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LateTriassicsequencestratigraphicframeworkandsedimentary
faciesintheMaantangsection, Jiangyou, Sichuan

ZHAOYu-feng, ZHAOBing

(InstituteofSedimentaryGeology,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610059,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presentpapergivesadetaileddescriptionoftheMaantangMiddle-UpperTriassicstratigraphic

sectioninJiangyou, Sichuan.TheMiddle-LateTriassicstratainthesectionareassigned, accordingtorock

associationsreferencedfrom thenationallithostratigraphicclassification, totheTianjingshanandMaantang

FormationswhicharesubdividedintofoursequencesincludingSQ1, SQ2, SQ3 andSQ4 correspondingtothe

third-ordersequences.Thesystemstractsineachsequencearealsodiscussed.

Keywords:Sichuan;Maantang;Middle-LateTriassic;sequencestratigraphy;sedimentary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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