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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坳陷横跨扬子陆块、江南地块及右江造山

带，自晚元古代以来在多期构造应力及燕山期强烈

断块活动作用下，呈现出“堑-垒”镶嵌的断块组合。

坳陷内的下石炭统打屋坝组地层分布连续，是我国

南方上古生界海相地层发育的典型地区；但地层发

育受构造及沉积环境影响，岩性组合表现出明显的

不均一性。

1 区域地质背景

紫云地区属右江盆地与黔南坳陷区接触带，在

构造上位于水城—紫云—南丹裂陷槽北东边缘（高

军波等，2017）。北东部属都匀南北向构造变形区，

以南北向褶皱和北北东—北东向断裂展布为主；南

西部为望谟北西向构造变形区，以北西向褶皱和断

裂发育为特征（图 1）。
“打屋坝组”由侯鸿飞等在 1985 年创名于贵州

长顺县睦化镇打屋坝村，指整合于睦化组泥晶灰岩

之上、南丹组块状灰岩之下的一套地层。根据各段

不同的岩性组合特征，可将其分为四段（表 1）。其

中，黑色富有机质页岩集中发育在打屋坝组一、三

段，而打屋坝组二段多为泥晶灰与碳质泥岩互层，

打屋坝组四段为燧石灰岩、砂岩、泥页岩的组合。

2 成藏特征

通过对比黔南坳陷典型剖面，从页岩厚度、沉

积环境、有机地化特征、岩石的储渗性及含气性等

指标（郗兆栋等，2018）对打屋坝组的四段地层进

行了对比评价（表 2），认为：

打屋坝组四段：多为半深水相沉积，有效的页

岩段较薄，页岩连续厚度小；页岩有机碳含量平均

0.66%；热演化程度较高（Ro平均 2.98%）；脆性矿

物含量相对较低。

打屋坝组三段：多为半深水—深水台盆相沉

积，以黑色碳质泥岩夹硅质岩为主，页岩厚度可达

40余米；页岩有机碳含量平均 1.21%；演化程度较

高（Ro平均 4.63%）；脆性矿物含量大于 50%。

打屋坝组二段：为半深水—浅水环境沉积，表

现为泥岩与泥晶灰岩的互层的特征，页岩厚度通常

小于 5 m；有机碳含量平均 0.58%，演化程度较高

（Ro平均 3.13%），脆性矿物含量约 40%。

打屋坝组一段：属半深水—深水台盆相沉积

（苑坤，2019），富有机质页岩集中发育，底部为

泥灰岩。页岩厚度较大，有机碳含量平均 1.69%，

演化程度较高（Ro平均 3.48%）；脆性矿物含量大于

60%，是黔南坳陷打屋坝组发育最有利的层段。

3 结论及建议

（1）黔南坳陷打屋坝组分布稳定，岩性组合

表现为页岩、灰岩互层的特征。

（2）根据打屋坝组的岩性特征，可将打屋坝

组分成四段，其中，一段与三段页岩发育。

（3）打屋坝组一段具有高有机碳含量、高演

化程度、高脆性矿物含量的特点，有利于页岩气的

成藏富集，是黔南坳陷打屋坝组的最有利层段。

（4）通过对比，优选贵州宗地、上院 2 个页

岩气有利区，可作为下一步页岩气勘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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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黔南坳陷紫云地区构造纲要图

表 1 贵州紫云地区打屋坝组各段岩性组合特征表

地层系统 主要岩性

石

炭

系

南丹组 灰色中薄层含燧石泥晶灰岩

打

屋

坝

组

第四段 深灰色薄层硅质岩、薄层粉砂岩夹灰黑色页岩和少量灰色薄层泥质灰岩

第三段 灰黑色页岩夹少量灰色薄层粉细砂岩，在北部分布稳定

第二段 深灰色泥质灰岩夹灰黑色页岩、粉砂质泥岩，在区域上分布稳定，从北向南砂岩逐渐相变为泥质灰岩，且厚度有所减薄

第一段 黑色页岩夹少量灰黑色、深灰色粉砂岩、粉砂质泥岩，页岩比例一般大于 90%，厚度较大，全区分布稳定

睦化组 深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含燧石泥质灰岩，夹少量碳质泥岩

表 2 紫云地区打屋坝组各段地层评价对比表

组 段
厚度

(m)
页岩厚度

(m)
沉积相

氧化还原

环境
TOC Ro

脆性矿物

含量

解析气量

(m3/t)

打

屋

坝

组

四

段
15~75 2~30 半深水 弱氧化环境

0.38%~2.26%，

平均 0.98%
2.85%~3.10%，

平均 2.98%
平均

37.6%
0.01~0.17，
平均 0.09

三

段
10~70 5~45 半深水 还原环境

0.60%~2.03%，

平均 1.21%
3.02%~5.11%，

平均 4.63%
平均

51.22%
0.07~1.28，
平均 0.41

二

段
0~20 0~5 半深水 氧化环境

0.27%~3.24%，

平均 0.95%
3.06%~3.19%，

平均 3.13%
平均

43.38%
0.01~0.06，
平均 0.04

一

段
40~170 30~120 深水 还原环境

1.03%~4.66%，

平均 1.69%
1.46%~5.14%，

平均 3.48%
平均

64.1%
0.30~2.02，
平均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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