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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鱼 台 盆 地 的 新 认 识

李钟模
�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

，

琢州 ��������

摘要 根据微体生物 资料
，
将原定之始新统

“
官庄 组

’，

修正为始新统至上古新统三垛组
、

戴南

组和享宁组四段�
，

将原定 ��一�孔和丰钾 �孔宫庄 组更为下 白圣统青山 组 �综合地震
、

重 力
、

古生

物 资料对鱼 台盆地有 了新的认识
�

其一
，

鸳楼断层 西段不存在而是向北东方向延伸
�
其二

，

认为鱼

台盆地是一个统一 的盆地
，

所谓 师 分
、

欢 口
、

鱼 台三个被此分割的盆地
，

实际上是三个相 互连通的

次 凹 �其三
，

提 出 了李阁附近是盆地的沉降中心和成钾有利部位 �其四
，

提 出 了有海源的新观点
。

笑键词 重力负异常 海相生物 海源
。

鱼台盆地 自 ����年江苏省煤 田勘探公司第四地质队
、

在丰县一带普查第三纪褐煤时
，

于

阜宁组四段�原官庄组�发现了石盐层
，

引起了钾盐地质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

此后
，

地矿部第二

地质大队
、

化工部勘探公司钾盐地质大队和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等单位均对本盆地的

找钾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

限于当时的实际资料�主要是地层划分对 比的失误 �
，

造成了对盆地

形态
、

构造
、

乃至成钾条件
，

在认识上大相径

庭
。

归纳起来
，

有如下二种认识
�

其一
，

认为本区下第三系的分布主要受

东西向断裂控制
，

由南而北划分为师碧
、

欢

口
、

鱼台三个互为独立的沉积凹陷
，

蒸发岩

的分布仅局限于师碧凹陷的 �� 平方公里范

围内
，

为陆相沉积
，

汇水面积有限
，

盐源贫

乏
，

冲淡作用强烈
，

不利于 卤水持续浓缩
，

而

且澳含量及澳氯系数值低等等
，

无找钾前景

�地矿部第二地质大队
，
������图 ��

。

其二
，

认为鱼 台盆地是一个统一 的盆

地
，

师碧
、

欢 口
、

鱼台是三个相互连通 的次

凹
，

盆地的沉降中心和成钾有利部位在北部

的李阁附近
。

目前师碧见盐孔位于盆地的斜

坡部位
。

有海水进入
，

对成钾有利�笔者��图

��
。

产生分岐的原因主要是对地层 的划分

问题
，

例如丰钾 �井
，

�� 一 �并
，

钻穿上第

三系后就进入下 白至统青山组
，

笔者等在

华北石油局地质研究大队观察到上述二井



产许多白至纪的女星界化石
，

其中 ��一�孔
，

并深 ��� 米以下
，

丰钾 �孔井深 �� 千米以

下
，

产 太 行 山 女 星 界 ��������� �������

���������
，

女星界未定种������
�� �

�

��
。

但

是
，

历来都把它们作为下第三系官庄组进行

地层的划分对比
。

由于把盆地内含盐的丰钾

一井下第三系阜宁组四段拿来与不含盐的

盆地外丰钾三井和 ��一�孔下白至统对 比

的结果
，

便产生了第一种认识
，

而且产生了

鸳楼断层向东西延伸的推测
。

全面分析地震
、

重力
、

古生物资料后
，

自

然会产生第二种认识 �图 �
、

�
、

��
，

也就是本

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

� 鱼台盆地的地质概况

鱼台盆地位于鲁西隆起的南部
，

是鲁西

隆起区中新生代形成的断陷盆地之一
，

其北

界为亮山断层所控制
，

西界为嘉丰断层所制

约
，

东面大致以孙瓦店断层
、

师碧断层为界
。

受走向东西的隆拗相间的古地形控制
，

盆地

向东表现出指状超覆的特点
，

总体为南北向

展布
，

向南东方向翘起的一个箕状断陷盆

地�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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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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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鱼 台盆地示意图

盆地周围分布有太古代泰山群中深变质岩系
�震旦系白云岩

、

藻灰岩及页岩
、

磷块岩 �寒武

系灰岩
、

白云岩
�
中

、

下奥陶统白云岩
、

灰岩 �
中

、

上石炭统粉砂岩
、

泥岩类灰岩和煤层及铝土岩

等
�
二叠系砂泥岩�下二叠统含煤层�

�
上侏罗统蒙阴组粉

、

细砂岩和砾岩
�下白至统凝灰岩

、

层

凝灰岩类砂岩
、

砾岩
，

下部为玄武一安山岩夹少量砂岩
。

盆地内经钻探揭示有下白至统
，

下第三系阜宁组
、

戴南组
、

三垛组
，

上第三系和第四系
。

现

自新而老分述如下
�

第四系���
�

黄褐色砂质粘土与砂砾层互层
。

厚 ���
·

�一����

一

—
不 整 合 —一

��

一
上第三系���

�

杂色粉砂质泥岩为主
，

夹细砂岩及含砾砂岸
。

厚 ��一����

—
不 整 合

—
一一

中始新统

三垛组��
���

�

灰
，

灰绿 色 泥 岩 夹 灰 质 泥 岩
、

泥 灰 岩
。

产介 形 类化 石 ��� �������� ���������� ����
，

���������� ����������� � ��
。

厚 ����

下始新统

戴南组��
���

�

灰一浅灰色粉砂岩
、

砂岩夹泥岩
、

粉砂质泥岩及少量的砂砾岩和薄层泥灰岩
。

下部夹硬石

膏
。

产介形类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抱粉化石组合
�

裸子植物花粉占 ��
�

���
，

主要有原始雏囊粉
、

小型小囊单束松粉
、

拟落叶松粉
、

大
、

小型

双束松粉
、

雪松粉
、

罗汉松粉
、

小型罗汉松粉
、

安定罗汉松粉
。

被子植物花粉占 ��
�

���
，

有小榆粉
、

厚壁忍冬粉
、

大木兰粉
、

榆粉
、

澳州山龙眼粉
。

旅类抱子占 ��
�

���
，

主要有变异具环水龙骨抱
、

光三角抱
、

石松抱
、

小三角抱等
。

厚 ��
�

�一���
�

���

上古新统

阜宁组四段

上亚段
�

上部
�

硬石膏与灰色泥灰岩互层
。

下部由碳酸盐岩
、

硬石膏岩或钙芒硝岩
，

盐岩组成韵律互

层
，

为本区重点找钾层段
。

盐段中含盐层单层厚度最大 ��
·

���
，

最小 �
�

���
，

一般 �一功�
。

产

介 形 类 化 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孔虫化石 �������������

������������ ���� ��
，
������������� ��

� ，

��������������� ��
�

�轮藻化石 �������� ������
�

������������
�

����������� �������������
，
������������ ��二

抱粉化石组合
�

被子植物花粉占 ��
�

���
，

有小榆粉
、

榆粉
、

栋粉
、

三孔沟粉
、

三沟粉
、

网纹三沟粉
、

大戟粉
、

忍冬粉
、

漆树粉
。

裸子植物花粉占 ��
�

���
，

以松科为主
，

有双束松粉
、

雪松粉
、

罗汉松粉
，

还有少量麻黄粉
、

落叶松粉
、

单束松粉
、

破隙粉
、

皱囊粉
、

云杉粉
、

银杏粉
。

蔗类抱子占 �
�

���
，

其中以凤尾威抱
、

瘤面四抱为主
，

希指旅抱
、

三缝抱次之
。

厚 ���
�

�����
�

���

下亚段
�

上部
�

灰一棕灰色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

间夹少量白云岩
、

硬石膏和砾岩
。

下部
�

棕一暗棕色粉一细砂岩为主
，

夹多层栋岩
。

与下伏老地层为不整合接触
。

产介形类

化石 ����������� ��
· ，
����������� ��

�

�轮藻化石 �������� ������������
，
����������� �����

�

����������
，
����������� ��

� ，

������������ ��� �����������
，

�������� ��二

抱粉化石组合
�

被子植物花粉占 ��
�

���
，

主要有小榆粉
、

榆粉
、

栋粉
、

三孔脊榆粉
�次为漆树粉

、

大戟粉
、

网纹大戟粉
、

适宜大戟粉
、

主孔沟粉
、

网纹三沟粉
。

裸子植物花粉占 ��
�

���
，

主要有麻黄粉
、

三助麻黄粉
、

始新麻黄粉
、

梭形麻黄粉
、

大梭形

麻黄粉
、

大
、

小型小囊单束松粉
，

雏体双束松粉
、

云杉粉等
。

旅类抱子占 �
�

���
，

主要有凤尾威抱
、

波形凤尾蔗抱
、

瘤面四抱
。

厚 ���
�

��一����

—
一 不 整 合

—下白至统

青山组��
，��

�

上部浅棕
、

棕红色泥质粉砂岩为主
�下部为深灰

、

灰黑色泥岩
、

砂质泥岩及浅灰
、

灰色细砂

岩
、

粉砂岩互层 �仅见于丰县附近 的丰钾 �孔和 �� 一 �孔 �
。

产介形类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能���� �� ��

��



��
，
���������� ��

� ，
��������� ����������� ��������

，
����������

� 。

以往曾将这套地层对 比为始新统官庄组�地质部第二地质大队
，
�����

。

关于鱼台盆地下第三系的地层划分
，

至今仍存在分歧�详见鱼台盆地地层划分沿革表�
，

但

张小药等����� �与笔者在时代顺序的认识上较趋向一致
。

表 � 鱼台盆地地层划分沿革表

地地质部第二地质大队队 张小药 宗建华华 本 文文

�������� ��������

上上 第 三 系系 上 第 三 系系 上 第 三 系系

渐渐渐 官官 上 段段 渐新新 宋宋宋 中中 垛垛垛

新新新 庄庄庄 统统 庄庄庄 女台台 组组组

����� 组组组 ��
�
��� 组组组 新新新新

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统统统统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统统统统统 始始 黄黄 上 段段 下下 戴戴戴

新新新新新新 口口口 始始 南南南

统统统统统统 组组组 新新 组组组

����������
�������� 统统统统

�����������������’�������

中中中中 段段段段 下 段段 上上 阜阜 四四 上上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宁宁 段段 亚亚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组组组 段段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下下下下 段段 上上 鱼鱼鱼 ��一““““
下下

古古古古古古 乙
翔翔翔翔翔翔

亚亚

新新新新新新 口口口口口口 段段

统统统统统统 组组组组组组组

����������
，“
���������������

下下下下下下
习匕匕匕

下下 目三三三三

白白白白白白 月月月 白白 目目目目

至至至至至至 山山山 至至 山山山山

统统统统统统 组组组 统统 组组组组

����������
，������� ��

�
���������

该盆地过去未详细做地层工作
，
����年地质部第二地质大队依据钻孔资料定其为渐新一

始新统官庄组
，

分为上
、

中
、

下三个段
。

张小药等 ������依据 下段发现 的介形类化石 �������������� �������������� ���� ��

���
，
�������� ��一 ��������������� ������� ���� ������ 等定其为上古新统

，

命名为鱼台

组
。

但同层位中还发现有孔虫化石 ������������� ������������ ������ ，
������������ 。 ，�

， ，

���������
�

�����
��� �李淑莺等

，
�����

�

从岩性特征
，

化石面貌看
，

这段地层与苏北盆地阜宁组

��



四段相似
，

都含海相或半咸水介形虫和有孔虫化石
，

且

沉积地点相近
，

是同时期受海水影响的产物�李钟模

等
，
����

、

�����
，

故沿用阜宁组名称为宜
。

张小药等 ������ 依据 中段发现 的介形类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定其为始新统
，

命名为黄口组下段
。

从岩

性 特 征
，

生 物 群 面 貌 看
，

与 戴 南 组 相 近
，

其 中

���������� ���������� 是戴南组的重要分子
。

因此
，

没必

要另建新组名
。

张小绮等������依据上段下部发现的介形类化石

����������� ���������� �����
，
���������� ������

�

������ ��等定其为始新统
，

命名为黄 口组上段
，

综合

岩性
、

化石特征看
，

相当于三垛组
，

亦无另建新名的必

要
。

从总体上看
，

鱼台盆地下第三系岩性特征
、

生物面

貌
、

沉积环境均与苏北盆地相似
，

故仍沿用苏北盆地相

同的地层层序
。

�
�

从地震资料看鱼台盆地

从鱼台盆地 �����
·
�地震测线构造横剖面图上

�图 ��
，

清楚反映 出 ��一 �孔钻穿上第三系后即进入

下白至统
���� 孔及丰钾 �孔亦是钻穿上第三系后即

进入下白噩统
。

这与古生物资料是完全吻合的
。

从本盆地进行地震勘探获得的构造等值线图�图

��上看
，

所谓的呈东西向延伸的
“
鸳楼断层

”
并不存在

，

却探明有两条南北或南西方向展布的正断层
。

并在这

两条断层所限制的地堑内的地震时间剖面上记录到一

组较强的地震波 ����波�
，

经时深转换和与钻探验

证
，

确认该波组是下第三系盐系地层顶板的反射
。

表明

盐系的分布完全受上述两条断层的制约
，

在两条断层

之内的地堑中有盐系地层
，

之外无盐系沉积
。

也表明李

阁地区有盐沉积
，

具有找钾前景

�
�

从重力资料看鱼台盆地

从重力异常特征看 �图 ��
，

中新生代沉积相对于

古生代沉积
，

在密度上要小得多
，

平均密度差 约在

。
�

�一�
�

�克�厘米
“
之间

。

因此
，

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分

布范围的重力显示将以负异常为特征
�凸起区则以明

��

�����佃����旧��������������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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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钾

任日断层�三」测线 高线

图 � 师芳地 区
’

��，、 ’

��
、

��
、

波 构造等位 线 图

注
����一 交 系内某界 面 的反封

�� 石 岩 系内菜界 面 的反射

���下第三 系内莱界 面 的反射据江 苏煤勘公 司物探队资料

显的正异常为特征
，

在大断裂部位形

成梯度较大的重力梯度
。

负异常值的大小和分布范围
，

基

本上可以反映盆地的相对深度和分

布范围
。

本区下第三系与下伏白至
、

侏罗系之间的密度差最大�表 ��
。

同

时该密度界面的起伏也 比较大
，

第三

系作为较新的地层又含有盐系地层
，

明显属于低密度堆积
。

因此
，

在本区

布咖重力异常图上 �图 ��
，

显示 出重

力负异常的基本轮廓是早第三纪盆

地的反映
。

图中北部近东西走向的重力等

值线密集带是尧山断层的反映 �中

部
，

北西走向
，

向北变为北北东向的

重力等值线密集带是嘉丰断层的反

映
。

这两条断层的存在 已为钻探资料

所证实
。

鸳楼与沛县之间走向东西的

比例尺 � ， �������

市县

巨口腻 巨三
重力等值线

图 � 鱼 台地 区布伽重 力异常 图



表 � 鱼台地区地层速度
、

密度
、

波阻抗数据简表

地地 层 时 代代 速度 ��米�秒��� 密度 ����
��

�
��� 波阻抗抗

上上 第 三 系系 ������ �
�

���� ��
�

����

下下第第 上 部 粉 砂
、

岩岩 ������ �
�

�������

三三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下下下 部 含 盐 系系 ������ �
�

� ������

白白 奎
、

侏 罗 系系 ������ �
�

���� ��
�

����

重力高是古生界断隆的反映 �西南部龙王庙与丰县之间的近东西走向的重力高带是太古�古

生界断隆的反映 �三河尖附近
、

鼻状相对重力高则是龙涸—三河尖中
、

古生界背斜向西倾没

的反映
。

上述构造隆起的存在 已为煤田钻探资料所证实
。

而所见到下第三系的孔无一例外地

都位于重力负异常区
。

盆地的最大负异常圈闭位于李阁附近
。

结合 �
�

地震剖面
，

异常中心的基

底最深大于 ����米
。

贾元军等
来 ，

在 � �

�� 万李阁重力负异常区开展 �
�
�万的重力扫面工作

，

获得的布格重

力异常形态
，

分布范围以及变化幅度
，

基本上与 �
，
�� 万重力异常相似

。

整个工区呈现一个大

的孤立异常
，

异常中心也基本重合
。

为了分隔区域场和局部场
，

他们对重力资料进行了电算处

理
，

获得了上延及下延资料�图 �
、

��
。

从上延 ��。 。 米的布格重力异常图看
，

仍保持原来的异常

形态
，

只是幅值小一些
。

表明基底的起伏与异常形态大致是对应的
，

基底最深处就是异常的中

心
。

从下延 ��� 米的布格重力异常来看整个工区没有分离出有意义的局部异常
，

仍然是一个单

一的异常
。

由此可知李阁地区的异常中心就是盆地的沉积中心
，

对成钾有利
。

�
�

盐类物质来源及找钾前景

关于盐类的物质来源
，

笔者认为除了来自陆源区母岩的化学风化和盆地周围寒武
、

奥陶系

海相含膏建造的再溶盐和囚盐的补给外
，

海水也是主要盐源之一
。

理由如下
�

目前在该盆地成盐期发现 了海相介形 虫化石 �������������� ������� ���� 。 � ����
，

�
�

������� 及 半 咸 水 有 孔 虫 化 石 ������������ �����，������� �� �� �� ，
������������

��
�

���������
�

�����
��

�

等与陆相生物混生
，

说明有海水通道连通本盆地 �李钟模等
，

����
、

�����
。

至于嗅氯系数低
，

自前尚有不同认识
，

国内学者比较重视此项数据
。

苏联学者拉耶夫斯基
、

吉诺里泽
、

格穆普等与笔者等座谈
，

他们根据苏联数十年找钾的实践
，

认为嗅氯系数无关紧要
，

仅供参考而 己
。

事实上他们早就不用了
。

因为各个地史时期海水的澳氯系数是有变化的
，

我们

很难了解当时海水的嗅氯系数是多少
。

澳氯系数低并不足以说明本盆地没有海水渗入
。

另外
，

本盆地的北部与济宁盆地相连通
，

且较该盆地深
，

可能也接受部分来 自该盆地的盐

源
�
南部的黄 口拗陷及苏北地区的同时期沉积盆地可对比

，

据此推断本盆地在早第三纪阜宁期

可能与黄 口拗陷以通道形式相连
，

而该拗陷在阜宁组中含有稳定的石膏层
，

那么
，

黄 口拗陷是

否当时曾是鱼台盆地的顶备盆地呢 �

�

贾元军
、

李国周
、

吴筱琴
，
����

�

对鱼台盆地普查找钾的初步探讨
，

会议未刊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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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鱼台盆地的盐源是丰富的
，

盆地的封闭条件和古气候�抱粉资料反映

古气候是炎热干旱的�条件也是好的
，

李阁地区重力负异常区具有一定的找钾前景
，

建议在其

沉积中心钻一孔 ��� 米左右的井
，

以打开本盆地找钾的局面
。

参加野外工作的有孙玉章
、

江宗龙
、

关绍曾
�丁长庭对地震资料的解释做了许多工作

。

地质部第二地质大

队
，

化工部钾盐地质大队提供了很多资料
，
文搞完成后

，
承蒙宣之强高级工程师审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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