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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紫云裂陷槽属于南盘江盆地北缘的次

级构造，对贵州南部紫云地区地层沉积具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沿该裂陷槽石炭系发育有厚度较大的黑

色页岩，近年通过页岩气调查工作显示具有良好的

页岩气勘探前景。为了分析该裂陷槽对石炭系黑色

页岩的沉积控制和对页岩气地质条件的影响，本文

分析了紫云地球石炭系黑色页岩的分布范围及厚

度变化特征，并对黑色页岩取样分析境之体反射率

（Ro）、总有机碳含量（TOC）、有机质类型，结果

显示沿裂陷槽北缘至槽盆内黑色页岩的厚度明显

增大，TOC 也逐渐升高，有机质类型也具从裂陷槽

北缘的Ⅱ2—Ⅲ向南类型逐渐转变为Ⅰ— Ⅱ1 型干

酪根，镜质体反射率在槽盆内局部可达到过成熟晚

期阶段，可能与裂陷槽内局部形成的热流活动造成

的高地温梯度有关。通过以上特征，初步反映了紫

云地区裂陷槽内石炭系页岩气地质特征的变化趋

势，为下一步页岩气勘探选区提供了参考。 

1  地质背景 

自泥盆系开始，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和广西

北部形成一个大陆边缘裂谷盆地，称为“南盘江盆

地”（梅冥相，2005）。在该裂谷盆地北缘形成次级

的水城—紫云—南丹裂陷槽，该裂陷槽对地层沉积

展布控制明显，早石炭世在槽内沉积了厚度较大的

黑色页岩，该黑色页岩层被命名为打屋坝组。随着

近年南方地区页岩气调查勘探工作的推进，发现石

炭系打屋坝组黑色页岩烃源岩条件较好，具有良好

的页岩气显示，勘探前景较好（卢树藩，2016）。 

2  黑色页岩发育特征 

本研究范围位于贵州省南部紫云地区，属于水

城—紫云裂陷槽的中段部位，从北往南由黔南凹陷

（裂陷槽外围）逐步过渡到裂陷槽内，沉积水体逐

渐加深。具体沿白石岩乡—紫云—克混以北，属于

浅海陆棚相沉积，几乎没有黑色页岩发育，往南快

速进入裂陷槽形成半深海陆棚相沉积，是打屋坝组

地层黑色页岩发育分布区，黑色页岩厚度较大，分

布趋于稳定。石炭系打屋坝组岩性主要为一套富有

机质页岩，顶、底多夹硅质岩、泥灰岩，中部局部

夹中厚层泥晶灰岩、泥灰岩，可分为四段，第一段、

第三段均为黑色页岩段，第二段、第四段黑色页岩

相对不发育，第二段主要为一套砂岩夹泥岩，第四 

 

1.浅海陆棚相 2.半深海陆棚相 3.Ro 等值线 4.黑色页岩厚度等值线 

5.TOC 等值线 6.厚度控制点 7.Ro 控制点 8.TOC 控制点 9.地名 

图 1 紫云地区打屋坝组第一段页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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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要为一套燧石灰岩、砂岩、泥页岩组合。其中

第一段黑色页岩厚度最大，该段也是主要的页岩目

标层段，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页岩层(图 1)。 

2.1  厚度 

紫云地区石炭系打屋坝组地层厚度在 110~360 

m，厚度的变化特征与北西—南东向的水城—紫云

裂陷槽有密切的相关性，从北部浅水陆棚相进入南

部槽盆内，厚度从 110 m 快速逐渐增加，在南西部

达邦一带最后可达 360 m。而黑色页岩的厚度变化

也具有相似的特征。 

打屋坝组第一段黑色页岩厚度普遍大于 50 m，

最厚为 212 m，虽然从北东王南西厚度增大的特征

世明显的，在不同的部位变化特征有所差异。从研

究区西部从浅海陆棚相进入半深海陆棚相后打屋

坝组黑色页岩厚度迅速增加，在 10 km 的距离内厚

度便可从 0 m 增加到 179 m，反映了当时该区域为

一陡倾的斜坡；而研究区北东部该地层黑色页岩厚

度变化相对较缓，从北东部克混一带黑色页岩厚度

76 m 向南西约 50 余千米至四大寨一带，增加到 110 

m，沉积斜坡相对要缓得多，反映裂陷槽内复杂的

沉积地貌特征。 

2.2  TOC 

石 炭 系 打 屋 坝 组 黑 色 页 岩 TOC 在

1.03%~3.97%，在研究区北部克混、蛮场、沙子沟

一带 TOC 略低，平均在 1.5%以下，进入南部出现

两个高值区，分布是南东部坝寨和南西部达邦，坝

寨地区 TOC 平均为 2.56%，而达邦地区为 3.97%，

总体还是具有沿北东向南西 TOC 逐渐升高的趋势，

而裂陷槽内 TOC 分布不均同样反映了裂陷槽内沉

积地貌的复杂变化。 

2.3  Ro 

对石炭系打屋坝组黑色页岩取样分析镜质体

反射率，显示平面上 Ro 数据差异明显，成熟度在

2.12%~4.03%，通过该地层 Ro等值线图总体显示，

在研究区中部火花一带成熟度很高，超过了过成熟

晚期阶段，个别取样点甚至超过了 4%。从火花背

斜往周边 Ro 则逐渐降低，总体进入小于 3.0%的分

布区域，特别是工作区南西部，可降至 2.0%左右。

该地层的镜质体反射率同样印证了裂陷槽内复杂

的沉积地貌变化，并且可能存在不均一的热液活

动，造成地温梯度的差异和演化程度的区域异常。 

2.4 有机质类型 

对打屋坝组黑色页岩样品进行干酪根显微组

分进行分析，显示研究区西部罗岗一带腐泥组较

低，壳质组则相对含量略高，有机质类型指数在

-29.8~2，有机质类型以Ⅲ型为主，见少量Ⅱ2 型，

往南东蛮场一带，以壳质组和腐泥组为主，类型指

数在 33~79，有机质类型为Ⅱ1 和Ⅱ2 型，继续往南

至四大寨，显微组分以腐泥组和壳质组为主，其中

以腐泥组含量最高，含少量的镜质组及极少量的惰

质组，类型指数 61~88，相对其他剖面高，有机质

类型为Ⅰ和Ⅱ1 型。因此可以得出从北部浅海陆棚

相相往裂陷槽，有机质类型指数逐渐升高，逐渐由

Ⅱ2—Ⅲ型向Ⅰ— Ⅱ1型干酪根过渡。 

3  结论 

水城—紫云裂陷槽对黔南紫云地区石炭系黑

色页岩的厚度和 TOC、有机质类型具有明显的控制

作用，黑色页岩厚度从裂陷槽北缘向南部槽内逐渐

增厚，TOC 也逐渐增高；有机质类型有从Ⅱ2—Ⅲ

型向Ⅰ—Ⅱ1 型干酪过渡。当然，镜质体反射率相

对来说比较复杂，总体反映了裂陷槽内局部有热流

活动，造成局部成熟度由北西—南东向带状展布的

异常高值区。总的来说，水城—紫云裂陷槽控制了

石炭系打屋坝组黑色页岩的沉积、演化过程，分析

水城—紫云裂陷槽的构造演化特征对该地区的页

岩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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