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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鄂尔多斯盆地及周缘地区早古生

代海相地层开展的研究相对丰富[1-7]，且实践表明其

海相的油气勘探前景较为光明，但是对鄂尔多斯西

南缘尤其是贺兰地区及其周缘地区的重要时间阶

段的古地理仍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笔者认为，构

造控制了盆地的形成和性质，盆地作为物质充填的

载体，它也必然限制了沉积环境的特征以及古地理

展布和演化的规律，因而盆地的沉积充填序列和沉

积式样, 最终决定了原始的油气基本地质条件。且

鄂尔多斯西缘尤其是贺兰山及其周缘地区的中晚

奥陶世大陆边缘的属性、盆地性质的改变对物质运

移、聚集、充填过程的影响、包括与优势油气相带的

形成之间的关系等等，仍需进一步梳理；因此，按照

新的国际地层划分对比表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笔者

对中晚奥陶世华北板块边缘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

时间节点对沉积环境的影响开展研究，从大坪阶、

达瑞威尔阶和艾家山阶这三个时间单元来开展古

地理相的编图工作，并力求理清该地区原始的油气

基本地质条件的形成与构造、环境之间的制约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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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家山阶岩相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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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鄂尔多斯西缘地区位于华北板块的边缘，在中晚奥陶世经历了明显的构造转型，其大陆边缘的性质由被动大

陆边缘转向活动大陆边缘。构造属性的改变也导致了盆地性质的转换，鄂尔多斯西缘沉积盆地的性质从大坪期

—达瑞威尔期被动陆缘盆地向艾家山期的弧后盆地转换。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中晚奥陶世该地区的沉积类型可

划分出滨岸相、潮坪相、缓坡相、蒸发台地相、开阔台地相、陆棚相、斜坡相和盆地相，其中的陆棚相还可以分出碳酸

盐岩陆棚、碎屑岩陆棚以及混积陆棚相。大坪期—达瑞威尔期以稳定的陆表海沉积为主，沉积一套陆棚相的碳酸盐

岩夹碎屑岩。进入晚奥陶世的艾家山期，在加里东期构造运动的不断挤压抬升影响下，海水逐渐退出鄂尔多斯盆地

地区，贺兰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凹陷，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以黑色泥页岩为主深水盆地，为该时期的一个重要烃源

岩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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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造及地层背景

鄂尔多斯西缘毗邻秦祁昆构造结合带，秦祁昆

结合带的构造演化以及走廊地区、贺兰地区的盆地

演化关系前人已有很多相关论述[8-11]，它在中—晚奥

陶世为大陆边缘性质，从被动陆缘向活动陆缘转变

的特征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鄂尔多斯

西缘及其毗邻地区的盆地演化先后经历了震旦纪

—中奥陶世的被动大陆边缘和晚奥陶世—志留纪

的活动大陆边缘两个构造期次；前者相应形成走廊

被动陆缘盆地和贺兰盆地，该时期发育从碎屑岩潮

坪到浅水碳酸盐陆棚的沉积环境；后者形成走廊弧

后盆地，中奥陶世晚期—晚奥陶世该地区开始发生

强烈的凹陷，发育一套深水斜坡相滑塌沉积以及浊

积岩沉积。直到晚奥陶世晚期开始，由于受加里东

运动的影响，随着海平面逐步下降直至海水退出华

北地区。

鄂尔多斯西缘以及邻近地区的地层划分与对

比前人研究较多[12-15]，综合前人的成果，并结合本次

研究的一些重点剖面以及编图的思路，将鄂尔多斯

西缘及其相邻地区的地层对比划分如表1所示。此

次研究涉及的奥陶纪三个阶段：大坪阶、达瑞威尔

阶、艾家山阶的地层出露均比较完整，分属华北板

块内的鄂尔多斯西缘地区中下奥陶统亦发育相对

完整，仅在贺兰山地区以及西南缘的陇县地区缺失

部分特马豆克阶—大坪阶底部地层，华北板块外缘

的邻近区则缺失下奥陶统底部的特马豆克阶地层；

由于加里东运动的影响使得研究区的大部分地区

普遍缺失晚奥陶世晚期的沉积。

2 沉积相类型划分及其岩石特征

根据笔者对鄂尔多斯西缘地区为期 4 年的研

究，包括对 20余条野外剖面考察以及和 50多条钻

井岩心资料进行岩石学、古生物学、沉积构造和沉

积层序等特征的分析，并结合测井、地震及区域地

质特征，将鄂尔多斯西缘地区中晚奥陶世大坪阶—

桑比主要阶划分出滨岸相、潮坪相、缓坡相、开阔台

地相、陆棚相、斜坡相和盆地相等7个沉积相类型。

2.1 滨岸相

滨岸相作为无障壁的碎屑海体系主要分布于

阿拉善古陆东侧的贺兰山地区达瑞威尔期的米钵

山组上部，呈北东向狭长带状分布；岩性以浅灰色

砂质板岩、含砾长石石英砂岩（图1-a）、粉砂岩夹薄

板状砂质灰岩、粉屑灰岩及其透镜体为主，由于该

表1 鄂尔多斯西缘奥陶系地层划分对比(据文献[14]修改)
Table 1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Ordovician in west Ordos Basin

注：竖条阴影部分表示地层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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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内有关岩石的岩性及沉积构造特征
a—宁夏榆树沟中奥陶系含砾长石石英砂岩；b—锦9井马家沟组纹层状粉泥质粉砂岩；c—陇县龙门洞组砂屑灰岩中的波状冲
刷面；d—陕233马家沟组灰质白云岩；e—陕241马家沟组含石膏鸟眼构造；f－内蒙乌海克里摩里组泥晶灰岩中的水平层理；

g—陇县龙门洞组角砾状灰岩；h—桌子山地区乌拉力克组含笔石页岩
Fig.1 Lithologic characters and sedimentay structures of rocks related to the study area

a-Conglomeratic feldspar quartz sandstone of the middle Ordovician period in Yushugou, Ningxia; b-Grain layer argillaceous
siltstone of Majiagou Formation in Jin 9; c-Waves wash surface in the calcarenite of Longmendong Formation in Longxian County;

d-Gypsiferous birdeye structure of Majiagou Formation in Shaan 233; e-Calc dolomite of Majiagou Formation in Shaan 241;
f-Horizontal bedding in micritic limestone of Kelimoli Formation in Wuhai, Inner Mongolia; g-Brecciola of Longmendong

Formation in Longxian County; h-Graptolite-bearing shale of Wulalike Formation in Zhuozi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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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带属于比较靠近西侧阿拉善古陆物源区的近岸

沉积，因此其岩石的成分成熟度、结构成熟度均较

高；发育冲洗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以

及局部见潮汐层理，且有向上粒度变大、碳酸盐成

分增加的变浅趋势；该相带与陆棚相呈连续展布，

在贺兰山地区这两个相带之间没有发现明显的岩

相分界线，但是由于其与阿拉善古陆毗邻，根据其

岩性及沉积构造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古陆的周

缘仍然存在一个滨岸相带。

2.2 潮坪相

研究区的潮坪相主要发育于中奥陶世的大坪

—达瑞威尔期的马家沟组、桌子山组、米钵山组下

部，多以碳酸盐潮坪为主，分布在该时期华北板块

内部的庆阳陆、杭锦旗陆之间以及阿拉善陆等古陆

或古隆起的周缘，并且受到的外部海域的障壁作用

以及潮汐作用影响明显的海岸体系。大坪期潮坪

相在研究区分布广泛，以水动力条件较弱的低能环

境，如潮上泥云坪、灰云坪等为主，岩性以泥质白云

岩、泥质灰岩以及灰质白云岩等组合的形式出现，

近岸地区的潮上带泥质成分的比例较大，朝外海方

向则以发育相对高能的潮间带含生屑泥晶灰岩为

主；由于受潮汐作用的影响，岩石中常发育潮汐层

理、脉状层理以及一些透镜状层理，鄂尔多斯部分

地区可见叠层石、干裂纹等一些代表潮坪环境的标

志，泥云岩、粉砂质泥岩中可见纹层构造（图 1-b）、

条带状构造，多见方解石脉，同时在样品中见少量

粉砂石英和少量长石。达瑞威尔期的潮坪相岩性

以泥灰岩、薄层状灰岩为主，同样可见脉状层理以

及叠层石的发育，白云岩化作用以及准同生白云岩

减少。

2.3 缓坡相

研究区的缓坡相沉积主要出现在晚奥陶统艾

家山阶的平凉组、龙门洞组等，沿着阿拉善与鄂尔

多斯古陆的周缘向盆地内部延伸，从鄂尔多斯陆边

缘的海岸到盆地之间为平缓的坡地，无浅水坡折

带，相对高能带位于滨线附近，缺乏连续分布的礁，

但是有浅滩存在。该地区缓坡相的岩性以碳酸盐

岩夹粉砂岩、砂屑灰岩、页岩、砾屑灰岩等组合形式

出现。在鄂尔多斯西南缘还出现了末端变陡的缓

坡模式，见大量的灰岩、泥质粉砂岩甚至是砂屑灰

岩的角砾，垮塌现象明显，沉积环境明显变深，见滑

动形成的包卷层理、局部见砂屑灰岩的粒序层理。

末端变陡的坡折带之上的相对浅水的地区见有泥

灰岩、砂屑灰岩、灰岩、泥质粉砂岩等组成小型双向

交错层理、脉状层理。砂屑灰岩中局部见粒序层

理，层间见波状冲蚀面（图 1-c）。上部韵律层中泥

灰岩所含比例向上增多，砂屑灰岩中混入的砂质比

例增加，说明在局部的滩相高能区形成的灰岩砂屑

经过一定距离的搬运后混入了部分陆源碎屑物质。

2.4 开阔台地相

开阔台地相主要是出现于达瑞威尔期的鄂尔多

斯盆地与外海畅通的广阔浅水区，其沉积界面多位于

低潮面和浪基面之间，盐度正常，水深为数米至数十

米，具中等能量，以马家沟组上部、三道坎组以及龙门

洞组下部为代表。主要岩石类型为生物屑泥晶灰岩、

灰质白云岩（图1-d）、生物屑亮晶胶结灰岩和结晶灰

岩等，偶见鸟眼构造（图1-e），以中—厚层状为主，局

部夹有少量泥质夹层；主要的沉积构造为水平层理、

波状层理和虫迹；化石较为丰富，可见一些介形虫、软

体动物、棘皮动物、三叶虫和腕足类，在其内部发育一

些规模不大的点礁或点滩沉积。

2.5 陆棚相

鄂尔多斯西缘的浅海陆棚包括海岸体系的外

侧或者是台地体系到大陆坡内边缘这一宽阔的广

海陆棚区。陆棚相广泛发育于中晚奥陶统大坪阶

—艾家山阶，包括了桌子山组、克里摩里组天景山

组上部以及米钵山组等，从岩性组合分类还可分为

碳酸盐陆棚相、碎屑岩陆棚相、以及混积陆棚相。

碳酸盐陆棚相：主要出现在大坪—达瑞威尔阶

的地层之中，该相带位于开阔鄂尔多斯大陆架的外

缘以及走廊被动陆缘盆地的内部，常紧邻于鄂尔多

斯碳酸盐台地边缘或潮坪沉积体系之外，海底位于

正常波基面之下，但间歇风暴可影响到海底沉积

物，盐度正常，循环良好，水深数十米至百余米，水

体能量弱。主要以泥晶灰岩、砾屑灰岩、生物碎屑

灰岩为主，夹少量泥页岩的组合为主，水平层理（图

1-f）、浪成砂纹层理发育，砾屑灰岩中局部层位的

砾屑表面较光滑，呈竹叶状、椭圆状，整体呈无定向

性的杂乱排列，多为风暴作用的产物。

碎屑岩陆棚相：主要出现在达瑞威尔期的阿拉

善东缘，与碎屑岩滨岸带呈连续展布，岩石类型以

粉砂岩、页岩等为主，中间夹有少量来自于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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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陆方向的砂砾岩，也可见少量自生的碳酸盐沉

积，在正常情况下无风暴作用，海水的水流速度比

较缓慢，更多是一些细粒、悬浮沉积，见水平层理。

混积陆棚相：该相主要出现于达瑞威尔

期—艾家山期，在达瑞威尔期贺兰山一带的混积陆

棚的形成，是因为其位置处于两个不同物质成分海

域的中间，它出现于靠近阿拉善的陆源碎屑滨浅海

陆棚相与鄂尔多斯西侧的碳酸盐岩陆棚之间的过

渡混合沉积区；而这两个时期的走廊地区、阿拉善

北缘地区的浅海海域则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碳酸

盐岩浅海中，间歇性的有来自于克拉通内部或岛弧

上的陆源碎屑物质的注入而形成的混积陆棚。它

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以灰岩、生物碎屑灰岩、泥灰岩

及页岩互层出现，或者是薄板状泥晶灰岩、泥质条

带灰岩夹砂砾岩的形式出现，见波状冲刷面以及水

平层理发育。

2.6 斜坡相

斜坡相位于陆棚或是鄂尔多斯西南缘缓坡相

的外侧，由大陆斜坡很快进入深水盆地，主要发育

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香山群、米钵山组和西南缘上奥

陶统平凉组、贺兰山地区的山宇沟组及其相当的地

层。沉积物主要有远洋或半远洋沉积和重力流沉

积间互组成。由于不同的沉积格局，形成了不同的

深水岩石组合，平凉地区、贺兰地区以陆源泥质岩

为主夹陆屑和碳酸盐重力流沉积，见粒序层理、波

状层理发育，鲍马序列明显，地层中见大量深水内

潮汐作用形成的交错层理 [16]，主要岩性有页岩、泥

岩、深灰-黑色泥晶灰岩、粉砂岩、砂砾岩和角砾状

灰岩（图1-g）等，并夹有凝灰岩沉积，代表区内下古

生界水体快速变深的沉积，岩性、沉积构造、古生物

等特征都反映为深水斜坡的沉积环境。

2.7 盆地

研究区的盆地相主要指的是在斜坡之下以细

粒悬浮沉积物为主的相对深水的区域，其主要出现

在走廊南山一带的祁连洋盆以及贺兰山地区的深

水凹陷盆地，在宁夏—内蒙古地区的乌拉力克组、

山宇沟组等均有发育，表现为一套黑色、灰黑色含

笔石炭质页岩（图1-h）、含钙质页岩等，乌海地区的

黑色页岩厚度可达30 m，其沉积物还包括细粒远源

浊流、等深流、远洋钙质软泥、硅质放射虫软泥、深

海结核等物质，页理纹层发育。

3 岩相古地理

3.1 中奥陶世大坪期

中奥陶世大坪期的华北板块内部仍处于一个

相对稳定的碳酸盐陆表海沉积环境，贺兰地区及其

周缘仅存在三个面积较小的古陆，分别是西侧的阿

拉善古陆、鄂尔多斯北部的杭锦旗古陆，以及鄂尔

多斯盆地西南缘由于早奥陶世以后的构造隆升作

用所形成“L”型的庆阳古陆。由于受到外部海域一

些浅滩的障壁作用影响，各个古陆的周缘向以贺兰

山地区的银川—吴忠一带为沉降中心的外海延伸，

均展布着较大面积的潮坪相沉积区；以内蒙古哈克

图湖（查干池）—吉兰太—磴口一线为西界，磴口—

鄂托克前旗—平凉为东界的贺兰地区，则是以浅海

陆棚相为主，其中发育较多的浅滩相沉积，受到风

暴作用的影响明显，该环境常以一些薄板状、瘤状

灰岩、生物碎屑灰岩、白云岩等为主，夹有页岩、粉

砂岩、砾屑灰岩以及砂质灰岩为辅的主要岩相特

征，如同心的米钵山组、乌海的克里摩里组下段以

及桌子山组是以薄板状灰岩、含角石的泥灰岩为

主，局部含燧石条带，而往南东方向的陇县的三道

坎组则以瘤状灰岩出现较多。鄂尔多斯盆地内部

受到南、北两个古陆的围限，在盆地中部的志丹-米

脂一带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蒸发台地环境，岩性

主要为白云岩、含膏白云岩、膏岩和盐岩、泥质白云

岩等，是中晚奥陶世研究区的一个重要的盖层。

由于祁连洋和古亚洲洋洋盆处于伸展拉张期，

研究区内的华北板块的外缘，被南侧的走廊被动大

陆边缘盆地、北边的华北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内

的浅海陆棚环境所占据，陆棚相的生物碎屑灰岩、

竹叶状灰岩发育，局部发育白云岩及砂质灰岩，岩

性与贺兰山地区的浅海环境大致相同。河西走廊

的陆棚环境以南则进入到祁连洋的深海盆地区，该

环境残留至今的部分岩性主要以硅质页岩、含凝灰

质页岩为主，沉积物种还包括有远洋钙质软泥、硅

质放射虫软泥等。

3.2 中奥陶世达瑞威尔期

奥陶纪的海侵继续扩大，并在达瑞威尔期达到

了最大的海泛期。三个古陆的大小范围基本上沿

袭了大坪期的格局，此时的贺兰山周边地区以及鄂

尔多斯盆地内部的海域范围略有扩大，随着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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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一定程度并稳定下来后，陆源碎屑物质的注入

也随之减少，这也为潮坪环境向碳酸盐台地环境的发

展转换提供了稳定的条件。大坪期的潮坪范围仅缩

小至杭锦旗古陆以及庆阳古陆的周缘，主要为一套灰

岩夹页岩的组合，其中潮汐层理、叠层石等潮坪相的

典型特征较为常见。而随着阿拉善古陆的不断向东

靠近，来自于它的陆源物质的供给也在增加，哈克图

湖（查干池）—吉兰太一线的潮坪相也逐步向碎屑岩

的滨岸-陆棚相演化。原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中的

潮坪相则向碳酸盐台地演变，并最终形成以白云岩、

灰岩为主的开阔台地，而它向外海方向延伸的西、西

南一侧，则仍然是以磴口—鄂托克前旗—平凉为东界

的灰岩、泥灰岩和泥页岩的碳酸盐陆棚环境，从达瑞

威尔期中后期起，由于华北板块西南缘的构造属性逐

步由被动陆缘向活动陆缘转变，贺兰山地区则开始逐

步发生凹陷，沉积中心的位置开始变深，碳酸盐陆棚

的水体变深，坡度增大因此出现了一些角砾状灰岩和

页岩夹层。贺兰山地区同时接受来自东、西两侧不同

物质组分环境中形成的沉积物的补给，进而形成了既

有灰岩、泥灰岩又有粉砂岩、含砾砂岩和页岩等成分

的混积陆棚，较为典型的是位于内蒙巴伦别立的贺兰

山地区沉积了 1300多米厚的米钵山组长石石英砂

岩、板岩以及灰岩的组合，以及苏峪口的石英砂岩夹

灰岩，其范围限于吴忠—阿拉善左旗—吉兰太一带。

研究区西北端的华北北缘被动陆缘带，以及华北

板块南侧的走廊被动陆缘带上碳酸盐陆棚环境的水

体环境相对上一阶段较深，主要沉积一套薄板状泥晶

灰岩和页岩；河西走廊一带的陆棚向南经由斜坡逐步

进入到深海大洋盆地，该洋盆的沉积物组分基本和大

坪期的一致，均以硅质页岩、泥页岩为主。

3.3 晚奥陶世艾家山期

晚奥陶世艾家山期，华北板块边缘的构造属性

发生重大转变，古亚洲洋和祁连洋洋壳由拉张变为

向华北板块俯冲，华北板块边缘也由被动大陆边缘

转变为活动大陆边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贺兰山

及其周缘地区的盆地性质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进而

使得其古地理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在加里

东期的构造运动的不断挤压抬升影响下，此时的鄂

尔多斯盆地大部分地区已经隆升为陆地剥蚀区，杭

锦旗陆与庆阳陆互相连为一体形成更大的鄂尔多

斯陆，阿拉善古陆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其东侧的界

限推测已经到了内蒙敖伦布拉格一带。华北板块

内部的海水已经退至查干池—临河再到鄂托克前

旗—平凉的三角地带以及鄂尔多斯南缘地区。由

于与陆地毗邻海域的海水深度的增加，碳酸盐台地

被淹没而停止发育，再加上挤压隆升作用周边大面

积的陆地抬升剥蚀，提供了更多的陆源碎屑物质，

这就导致了该海域的碳酸盐台地逐步向碳酸盐缓

坡发展的逆向演化（图1）。

由于贺兰山地区的迅速凹陷下沉，在吴忠—

乌海一带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深水盆地，岩性以

黑色泥页岩夹泥质粉砂岩为主，页岩盆地与缓坡之

间则存在一个斜坡，这其中的等深流、浊流以及内

波作用较为常见，在陇县段家峡地区可见大量滑塌

作用形成的角砾状灰岩、来自于浅水缓坡的砂屑灰

岩以及一些凝灰质的砂屑灰岩发育，说明该时期的

贺兰山地区的凹陷下沉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强烈

的火山活动，层段内发育一些小型交错层理、包卷

层理以及粒序层理，岩性以灰岩、粉砂岩、含笔石的

黑色页岩的互层为主，如乌海的桌子山地区比较典

型。由于水体的变深以及周边隆起的围限，在贺兰

山凹陷带形成大面积的、低能的、欠补偿的缺氧还

原性沉积环境，其中斜坡相的黑色页岩层段（平凉

期的页岩）与深水盆地相内的黑色页岩（乌拉力克

组）一起成为该时期的有利烃源岩。

在祁连山地区的白银—会宁一线由于板块间

的碰撞、喷发和隆起作用，形成了走廊南山岛弧

带。岛弧带的南西一侧仍为祁连洋盆，而北东一侧

的陆棚环境由于岛弧带碎屑物质的注入，其岩性中

的砂岩成分所含比例有所增加，发育灰岩、泥灰岩

与砂岩、粉砂岩的组合。由于此时的弧后盆地的沉

降中心向吴忠—银川一带转移，陆棚相的北东方向

则依次进入到一个以含角砾状灰岩、砂质灰岩、粉

砂岩以及页岩为主的斜坡环境，以同心康喇叭地区

内波作用引起的发育小型双向交错层理的中—薄

层状砂岩、粉砂岩为代表。与此同时，研究区西北

侧的华北北缘则进入到出现含碎屑物质的潮坪-陆

棚的混积环境当中。

4 烃源岩区与沉积环境之间关系的
讨论

现代油气勘探的经验表明，海相的含油气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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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烃源岩富集层位多为深于浪基面以下的斜坡

或者是盆地环境，因为只有在低能的环境下，附着

着大量有机质的漂浮的粘土才能沉淀下来，而在斜

坡与盆地的深水环境中的还原环境又避免或延缓

了有机质的氧化作用，使得泥岩中得以生成大量的

腐殖质层，为烃源岩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

华北板块在更多的时期内均处于浪基面以上的陆

表海环境，在中晚奥陶世以后，由于板块边缘的碰

撞挤压等构造作用影响，华北西南缘的贺兰山地区

发生强烈凹陷进而形成斜坡-盆地的深水环境，才

使得在研究区内的平凉—乌海—阿拉善左旗的三

角凹陷带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富含有机质黑色页岩，

平均厚度80~90 m。纵观该地区奥陶系典型剖面的

碳酸盐岩沉积物的碳氧同位素变化特征，这些环境

背景的变迁过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且通过分

析中晚奥陶世的贺兰山地区的烃源岩的特点，认为

黑色页岩是形成于相对深水的环境，并且其有机质

含量还相对较高[17]，艾家山期斜坡-盆地相的黑色

页岩构成了研究区的有利烃源岩层段。

因此，如果从沉积学的角度去认识一个地区的

油气的基本地质条件时，我们就应该溯源其所在盆

地在构造作用下是如何形成、是何种性质的盆地，

表3 鄂尔多斯西缘艾家山阶平凉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据文献[17]修改）
Table 3 Organic matter abundance of Pingliang source rock of Aijiashan stage in west Ordos Basin

表2 内蒙古老石旦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分析数据
Table 2 Analytical data of carbon isotopes, oxygen isotopes of the Ordovician carbonate rocks in Laoshidan area of Inner Mongolia

注：O1s为下奥陶统三道坎组,O1z为中奥陶统桌子山组,O2k为中奥陶统克里摩里

组,O3w为上奥陶统乌拉力克组,O3l为上奥陶拉什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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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盆地是物质的堆积空间，因而决定了盆地的沉

积充填序列和沉积式样，最终决定了原始的油气基

本地质条件及其空间组合，这种规律总结为“构造

控盆，盆地控相，相控油气基本地质条件”[18]，基于这

种规律的基础上，以富烃沉积区或生油气古地理环

境为重点[19]，对华北西缘的贺兰山地区的开展系统

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理清其生、储、盖的组合

形式，或许能为今后研究区内海相油气勘探取得突

破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5 结 论

（1）鄂尔多斯西缘盆地的性质从大坪期—达瑞

威尔期被动陆缘盆地向艾家山期的弧后盆地转换，

在明确这两个不同属性的沉积盆地对沉积相制约

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沉积学特征的研究，将鄂

尔多斯西缘地区中晚奥陶世大坪阶—桑比阶主要

划分出滨岸相、潮坪相、缓坡相、开阔台地相、陆棚

相、斜坡相和盆地相等7个沉积相类型。

（2）编制了鄂尔多斯西缘及其邻近地区大坪

阶、达瑞威尔阶和艾家山阶三个时期的岩相古地理

图，贺兰地区从大坪期—艾家山期经历了从碳酸盐

陆棚向黑色页岩盆地转换的由浅变深的过程，并在

艾家山期达到了最大海水深度。

（3）通过分析中晚奥陶世的鄂尔多斯西缘贺兰山

地区的烃源岩的特点，形成于相对深水环境平凉组黑

色页岩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艾家山期斜坡-盆地相

的黑色页岩构成了研究区的有利烃源岩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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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ofacies-paleogeography of middle-late Ordovician Daping stage-
Aijiashan stage on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Ordos Basin

CHEN Xiao-wei1,2, MOU Chuan-long1,2, ZHOU Ken-ken1,2, KANG Jian-wei1,2,

WANG Qi-yu1, GE Xiang-ying1, LIANG Wei1

（1.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hengdu 600081, Sichuan,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Sedimentary Basin and Oil and Gas Resources, MLR, Chengdu 60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Ordos Basin and its adjacent areas, which belong to the west of north China plate,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to active continental marg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tonic attributes also

l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basin’s nature: the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basin in the western Ordos was converted into back-arc

basin during the period of Daping stage-Aijiashan stag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lithofacies-palaeogeography in west Ordos

Basin, 8 depositional facies can be recognized in the middle- late Ordovician period: shore, tidal flat, gentle slope, evaporative

platform, open platform, shelf, slope and basin. The shelf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3 sub-facies，i.e., carbonate shelf, clastic shelf and

mixed carbonate- clastic shelf. A set of shelf carbonate rocks of clastic rocks was deposited in the western Ordos Basin during

Daping stage- Darriwilian stage. Nevertheless, in the Aijiashan stage, Helanshan region subsided intensively and turned into a

closed, black shale basi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Caledonian tectonic movement and the gradual seawater withdrawal from the

Ordos Basin. It is therefore held that the black shale basin might have been an important depositional area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thi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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