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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台地边缘或斜坡的类型及沉积模式

张 锦 泉

(成都地质学院沉积矿产研究所 )

横切碳酸盐台地可以出现不同的沉积环境和相
,

其中台地边缘
、

斜坡或盆地边缘的沉积环

境复杂
,

相的类型多
,

变化大
,

而且它们是重要的油气储集岩层和层控矿床的重要控矿相位
。

另

外
,

盆地边缘或斜坡的沉积相序类型及演化
,

是沉积盆地分析的重要方面
。

碳酸盐台地边缘
、

斜

坡或盆地边缘早已引起沉积学者及构造学者的注视
,

并有不少的论述 ( w il s
on

,

1 9 7 5 , MOu nt joy

和 J a川e s , 1 9 8 2 , R e ad
, 1 9 8 2

,

2 9 8 5 ; e o o k , 1 9 5 4 ;
曾允孚等

, 1 0 5 、 )
。

现将碳酸盐台地边缘或斜坡

的类型及沉积模式作一简要论述
。

一
、

主要沉积作用

盆地边缘或斜坡
,

既有浅水碳酸盐沉积
,

又有较深水碳酸盐沉积
。

沉积作用主要包括有
:

( l) 与波浪
、

潮汐
、

海洋作用有关的浅水生物建隆及滩
、

灰泥沉积
; ( 2) 原地无扰动远洋 ( pe l ag i。 )

和半远洋 h( em ipe l娜 c) 沉积物 ; (3 )碳酸盐台地周边沉积物 ( pe ir
一

lP at f or m ) ; ( 4) 块状搬运重力流

沉积
; (亏)深水生物建隆

。

浅水碳酸盐沉积主要在与生物化学作用有关的碳酸盐迅速堆积带
,

在台地的边缘常有生

物礁
、

骨屑
、

鲡粒
、

核形石滩等高能量带的沉积
。

远洋沉积物曾被解释为深海沉积
。

实际上远洋沉积物不一定是深海沉积
,

它与特定的深度

无关
。

eJ kn y an ( 1 9 7 8 ) 严格描述了这个词的意义
,

它意指开阔海洋环境
,

可以从浅水陆表海和

外陆棚
,

直到深水洋壳地 区
。

远洋沉积作用是指水面浮游生物
、

生物化学悬浮产物缓慢的沉淀

作用
。

远洋沉积物明显的缺乏陆源碎屑物
。

组成沉积物的动物和植物是判别它们是否是远洋

沉积物的关键
。

浮游的有孔虫
、

颗石藻
、

翼足类
、

海相的放射虫
、

硅藻
,

以及其它的海相浮游和自

游生物是判别远洋沉积物的直接标志
。

在时间上
,

生物的相对组分不一
,

因而造成底沉积物有
“

所变化
.

如晚中生代到新生代是钙质浮游生物为主
,

特别是浮游有孔虫
、

颗石藻
,

所以海底堆积

物的 6 7%为超微体生物组成 ;古生代则不同
,

其浮游生物主要是菊石
、

鹦鹉螺
、

光壳竹节石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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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骨针
、

箭石等
。

还应指出
,

早古生代的陆表海以碳酸盐台地沉积为主
,

深水盆地是饥饿盆地
,

因此远洋相是不标准的
。

古代远洋沉积的典型岩石类型是灰黑色
、

黑色泥灰岩
、

粒泥灰岩 ;硅质

岩及硅质泥岩
。

典型的洋壳的深水远洋沉积物中夹有蛇绿岩组合或枕状熔岩
。

识别远洋沉积

的其它标志是
:

( 1) 沉积速率缓
,

水平纹层或页片状层理发育
,

层 间有间断
,

但横向连续或侧向

渐变
;
( 2) 与沉积间断组合在一起常有复合的硬底层存在

; ( 3) 常构成厘米级或米级的韵律层
,

无大 型层理
,

可有波 痕或小型 层 理 存在
,
( 4) 具 有较深水和浅 水的遗迹 化石组合

,

如

月议功翻加动公
,

几而记交￡卿
,

去叩户h刀co s , “
曰以“加 : ” ,

以切讨沪如吕 ,

haT 必

~ 而 等 ; ( 5) 半远洋沉积物是远

洋沉积物和陆源细粒碎屑的混合沉积
,

实质上
,

它是以低密度浊流或底流
、

等深流的沉积为特

征
。

远洋沉积和半远洋沉积主要分布于斜坡相和盆地相中
。

台地周边沉积是由 s hc lag er 和 aJ m es ( 1 9 7 8 )提出的
,

是与碳酸盐斜坡和盆地边缘沉积相连

接的特殊沉积物
,

由远洋沉积物和来自浅水台地边缘的颗粒
、

灰泥的混合沉积而成
。

例如
,

巴哈

马滩背风边缘陡崖底部 (水深约 1 50 一 35 0m )发育有很好的宽 1一 3k m 的台地周边砂相
,

它是

由暴风浪从滩顶刮来的分选很差的浅水泥质生物砂屑与大的倒石堆碎块
,

以及远洋沉积物掺

合而成
。

块状搬运重力流沉积或称块状流沉积
,

是指包含不同水量的沉积物
,

在重力驱动力作用下

呈块状向下搬运
。

块状流沉积可分为
:

岩崩
、

滑移和滑塌
,

沉积物重力流
.

岩崩 (
r oc k f all

s
)仅出现

在极不稳定的陡崖坡底
、

峡谷壁或同生断层控制的台地边缘
,

常呈平行陡崖的狭相带
。

这里的

岩崩是指倒石堆积
,

单个碎块滚动和 自由降落后的堆积
,

由分选差
、

大小不一的岩块组成
,

填隙

物以杂基和砂屑为主
。

滑移是指沉积物流沿剪切面作整体的相对位移
,

而滑移体内部没有位移 ;剪切面是一平行

下伏层的平坦的或缓波状起伏的面
。

而滑塌的剪切面是弯曲的
,

滑塌体除向下移动外
,

还向谙

滚动
,

滑塌体内部产生相对位移和各种变形构造及截切构造
。

沉积物重力流按沉积物一水界面上颗粒支撑机理不同 (M i dd l e t o n 和 H a m p t o n ,

1 9 7 3
,

1 9 7 6 )

可分为碎屑流
、

颗粒流
、

液化流和浊流
。

而在台地边缘或斜坡环境中碎屑和浊流的沉积是最重

要的
。

台地边缘或斜坡地形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明显的分异
。

由于有坡度
,

造成沉积物的不稳定

性
。

再搬运沉积的沉积物重力流
,

在斜坡
、

坡底
、

陆隆的层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

可达 4 0一

5 0%
。

盆地边缘或斜坡上的重力流沉积与陆隆或盆地中重力流沉积
,

在频率
、

规模
、

结构和几何

形态上有明显的不同
。

在盆地边缘
、

斜坡或坡底上的重力流沉积
,

频率高
、

规模大
,

有直径大达

1 0m 以上的大岩块
,

形成碎屑席
、

斜坡碎屑裙
、

坡脚碎屑裙 ;而盆地内的重力流沉积
,

常以细粒

的浊流沉积为主
,

出现于向上变薄变细的组构层序中
。

现代斜坡沉积厚度比邻近的陆棚
、

陆隆
、

盆地堆积厚度要小如 Ne
v ad a

寒武纪陆棚沉积厚 5 4Om
,

斜坡沉积厚 1 3 0m
,

海底扇厚 1 0 0 0一

2 0 0 0m
。

在 自然界中典型的颗粒流沉积是少见的
.

,

tS au ff er ( 1 9 6 7) 原确定古代岩石中有大规模的颗

粒流
,

并提出典型砂岩中颗粒流的沉积构造
,

以后被 iL kn ( 19 7 5) 肯定为浊流沉积
。

iM dd let on 和

Ham p t o n
( 1 9 7 6 ) 和 助w e

( 19 7 6 )推断砂质稳定的颗粒流
,

只能出现于接近休止角 ( 1 8 , 2 0
0

)的

斜坡上
,

颗粒流沉积厚度小于 sc m (因为颗粒流底部的颗粒不能产生足够的分散压力来抵消重

力作用 )
。

砾石质的厚 ( > sc m )
、

多峰的
,

分选差的砂一粉砂
、

泥基质
,

以及颗粒支撑的逆粒序的

砾石层沉积
,

在相对低斜坡上 ( 9 一 1 4
。

)非常普遍
, L o w e

( 1 9 7 6 )称为变密度颗粒流 ( d
e n s i t y

一

m o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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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 i e d 肛a in f l o w )
,

如巴哈马滩陡崖底部 ( M u l一in s 和 K a n B u r e n , 1 9 7 , )
、

阿巴拉契亚中部上寒武统

到下奥陶统 ( G
.

G
.

aL hs
,

1 9 8 4) 及滇西施甸泥盆系中都有变密度颗粒流沉积
。

与现代深水非造礁建隆对比
,

古代的深水生物建隆的例子是很少的
,

在斜坡上可以出现透

镜状的生物泥丘
。

二
、

台地边缘的地形模式

为了解释台地边缘到斜坡过渡地 区相的垂 向演变
,

p l a y f o r d ( 19 5 0 )
, J a n 、 e s 和 M o u n t j o y

( 1 9 8 3) 等根据海平面相对变化
、

盆地下沉
、

沉积速率及构造活动等方面
,

确定了下列的台地边

缘地层模式 (图 l )
:

图 一 碳酸盐夕1
、

陆棚边缘地形演化 (据 p la y f o r d
,
1 9 8 0 )

F ig
.

]
.

M o r P h o lo g ie e v o lu t io n o f ca r
bo

n a t e o u t e r一 sll e lf

m a r g i :飞 s (m o d if ie d f r o m P l a y f o rd
,
1 9 8 0 )

.

]
.

直立或静止式 (图 I A )
:

碳酸盐 的增长或沉积作用与海平面基本保持一致
,

即台地边缘

的古地理位置基本保持不变
。

2
.

推进或退覆式 o( ffl a p )( 图 IB)
:

碳酸盐台地边缘在较深水相上向海推进
。

这种模式可出

现在海平面相对上升
,

但沉积作用速率比海平面上升更快
,

和海平面相对下降的两种情况下
。

垂直向上表现为向上变浅序列
。

3
.

后退或超覆式 (品 I a p乡图 c1 )
:

在相对海平面上升或基底下降
,

碳酸盐台地边缘逐渐 (图

C ,

)或阶梯状 (图 C Z

)后退
,

超覆在浅水碳酸盐相上
,

形成向上变深的层序
。

4
.

淹没或尖塔式 (图 I D )
:

碳酸盐台地完全被淹没
,

在台地边缘 (图 I D I

)或台地内部 (图
z D Z

)有孤立的塔礁
。

5
:

组合式
:

不 同类型的台地边缘的地形模式组合出现
。

图 2 表示美国犹他西部到 内华达

中部
,

晚寒武世到泥盆世的边缘演化
。

寒武
、

奥陶纪海平面相对稳定
,

形成推进式边缘
; 志留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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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平面上升或海进
,

形成阶梯状后退式边缘
;
加里东运动后

,

海平面变化相对稳定 ,早泥盆

世又为推进式边缘
;
中

、

晚泥盆世海侵扩大
,

海平面相对上升
,

形成超覆式的边缘
。

筑他西部

III )))

蓦蒸二二二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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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续续续续翼擎堑三登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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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达中部

盆地

个直立边级 气 推进边缘 声 后退边缘 , 后退阶样边旅

图 2 美国犹他西部至内华达中部早寒武世一泥盆纪安特勒造山运动前沉积剖面

F ig
.

2
.

U P沐 r aC m b r ia n一

氏
v o n ia n d e op

s i ti o n a l P r o f il e t h r o u hs

w e s t e r n U at h t o “ n t r a l N e v a d a
,
U S A be f o r e A n t l e r O r

os
e n y

.

三
、

台地边缘或斜坡的类型和沉积模式

碳酸盐台地边缘或斜坡的沉积类型和模式已有不少的学者提 出不 同的分类 (表 1 )
。

现代的碳酸盐沉积环境有
:

开阔碳酸盐陆棚或碳酸盐缓坡
,

如西佛罗里达和墨西哥的坎佩

坎陆棚
;
镶边碳酸盐陆棚 (或台地 )

,

如巴哈马滩
,

大堡礁及南佛罗里达和 伯利兹礁前斜坡 (图

3 )
。

北巴哈马滩碳酸斜坡从顶到底可划分三种地形单元
:

( 1) 边缘陡崖
:

陆棚边缘向外延伸
,

在

水深从 30 一 5 0m 到 1 00 一 20 0n ,
间突然变陡

,

坡度> 4 50
,

形成 边缘陡崖
,

其沉积物来源于邻近

的滩和远洋沉积及倒石堆沉积
;
( Z j上斜坡

:

向海倾斜
,

坡度 3一 1 50
,

具有深 2 0一 1 5 0m 的无数

沟槽或水道 ; ( 3) 下斜坡
:

坡度 1一 5o
,

主要沉积物为重力流与碳酸盐软泥沉积
。

控制斜坡地形

及沉积相变化的主要因素
:

①基底断裂
,

②滨外滩沉积物搬运方向和数量
,

③海洋循环
,

④重力

和远洋沉积作用
,

⑤生物建隆和海底胶结作用
,

⑥海平面的变化
。

现将碳酸盐台地边缘或斜坡的主要类型叙述如下
:

无镶边的碳酸盐均匀缓坡

碳酸盐缓坡就是开阔的碳酸盐陆棚
,

坡度通常小于 1
。 。

浪基面在滨线附近
,

所以滨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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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林异岛
亚喀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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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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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代礁前斜坡各种相分布剖面 (据切 n g m以 n ,
1 98 1 )

F论
.

3
.

rP o f i les
o f m od

e r n f oer
一 r e e f 5 10户留 吕h o , d n g t h e

d肠tr lb u 幼o n of
v ar ious f a c les (m侧让汉 f r o m LO n创阴 n ,

19 8 1 )
.

形成留粒灰岩或生物屑灰岩的高能带
。

该带向内出现以泥晶灰岩
,

粒泥灰岩为主的泻湖
、

潮坪

相低能带 ,向外逐渐过渡为滨外及较深水的低能带
,

及明显的坡折斜坡
,

沉积物主要为薄层的

泥晶灰岩
、

泥灰岩
,

含有丰富的窄盐度底栖生物
,

很少有重力流沉积
,

碎屑的成分主要为缓坡沉

积物 (图 遵)
。

表 1 台地边缘模式对比及术语

T a b le 1
.

伪m钾 r is o n o f Pl a t f o r
m m a r百n m od ies

a

dn
`

t e r而
n o lo g y

.

WWW让扣
n
( 197 5 ))) M e ll r宽ht a n d J a p o e sss R切 ddd J a m es a n d M o

un t jo yyy

((((( 19 7 8 ))) ( 19 82
,
1 985 ))) ( 1 9 8 3 )))

’’

无镶边边边边 均 匀 缓 坡坡 缓 坡坡
陆陆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棚
(((级坡 ))))))) 远端变陡的缓坡坡坡

璧璧
··

类型 l 向斜坡下下下下下

濡濡
...

的碳酸盐泥堆积积积积积
`̀̀

类型 III 沉积型边缘缘 加积型边缘缘 沉积型边缘缘
圆圆圆丘礁缓坡坡 (以礁为主 ))) (礁或砂滩 ))) (礁或勿 准)))

类类类型 lll 沉积型边缘缘缘缘
格格格架礁镶边边 (以砂滩为主 )))))))

沟沟沟沟槽型边缘 ( b y乒” sss

沟槽型边缘缘 沟槽型边缘缘
mmmmmmma

r矛n
) (以礁为主 ))) (陡崖型 ))) (礁或沙滩浅水盆地 )))

沟沟沟沟槽型边缘缘 沟槽型边缘缘 沟槽型边缘缘
(((((((水道斜坡 ))) (水道斜坡 ))) (礁或沙滩深水盆地 )))

侵侵侵侵侵蚀边缘缘缘

现代的 (如波斯湾和沙克湾 )和古代的美国的弗吉尼亚奥陶系 (R ea d
,

19 8 0 )
,

纽约的泥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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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 均匀缓坡模式剖面 (据 C oo k
,
1 98 4 )

F ig
.

4
.

P r o f il e of
a h o m oc li n a l r a m P m od

e l ( a f t
e r

伪
o k

,
1 98 4 )

.

(aL PP ott
e , 19 6 9) 碳酸盐均匀缓坡沉积

,

都主要出现在区域性平缓的古斜坡上
。

贵州中部早三叠

世印度期大冶组亦是典型的均匀缓坡沉积
,

它主要由灰色薄板状至叶片状泥晶灰岩组成
,

有丰

富的瓣鳃
,

菊石及遗迹化石如
:

haT 抽邵交砚记邵
, 。 勿耐闻助

,

G , 己必 ,

乃刀印成夕枷
,

及珊浓卯加咖
。

向北
,

同

时异相的夜郎组以颤滩及混合潮坪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为主 )沉积
。

无镶边远端变陡的缓坡

这种缓坡具有均匀缓坡和镶边陆棚的某些特征
,

如靠近滨线附近有浅水的高能滩 ;外陆棚

向外出现斜坡
,

但与镶边陆棚不同
,

它是一个宽的坡折带
。

由于水较深没有形成台地边缘
。

虽

然有滑塌及沉积物重力流沉积
,

但角砾中缺乏浅水台地的砂屑或礁碎屑
,

而主要是同期的缓坡

沉积物 (图 5 )
。

如果早期的镶边陆棚被淹没到浪基面以下
,

并被碳酸盐沉积覆盖
,

则易变陡而

成缓坡
。

如现代的墨西哥的尤卡坦陆棚
,

美国西部上寒武一下奥陶统就是这样 ( oC ok Mull i as
,

1 9 8 3 )

陆地
盆地

棚域礁陆摊食内

l
潮坪

、

泻湖

陆棚

外陆那

薄层的灰岩泥灰岩
海平面

来 自的缓斜坡的

碎屑流沉积

灰黑色的灰岩
、

泥灰岩或页岩

图 5 远端变陡缓坡模式

F ig
.

5
.

P r o fi le of a d is t a lly s t配 pe
n
ed

r a m P m司
e l

.

镶边台地边缘或斜坡沉积

镶边台地边缘或镶边陆棚的外缘出现相对陡的坡度 (从几度到 6 00尊更大 )和形成浅水高

能带
。

镶边可由生物礁
、

骨屑滩
、

鲡粒滩或障壁岛组成
。

如现代的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

南佛罗里

达和伯利兹礁前斜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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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镶边边缘和斜坡特征不同可分为
:

( 1) 沉积或加积型边缘
;
( 2) 具有水道的沟槽型镶边边

缘
,

或跌积型边缘 ; (3 )侵蚀型镶边边缘
。

沉积或加积型镶边边缘

沉积或加积型的镶边边缘既有向上加积又有向外加积作用
。

虽有一定的坡度
,

但通常无陡

的边缘陡崖
.

台地边缘相
、

礁前斜坡或斜坡相
,

盆地相之间具有退覆的关系 (图 6 )
,

垂向上为从

盆地相到斜坡
、

边缘礁或滩到潮坪
、

泻湖相的向上变浅层序
。

潮坪
、

泻湖
、

点礁和滩可以呈旋回

性出现
,

有时潮坪延伸到边缘
。

边缘的生物礁随着水的深度加大
,

有生态分带现象
,

即位于高能

带者具有粗枝状或结壳状骨架
,

向下变为弯状
、

面状
、

细枝状
。

台地周边或斜坡的碳酸盐砂屑
、

角砾和半远洋沉积物具有典型的倾斜层理
。

碎屑流沉积主要为席状体
。

浊积岩主要由骨屑
、

砂

屑
、

粉屑灰岩组成
。

如贵州青岩
、

安顺一带中三叠世为加积型台地边缘
,

由浅灰色中厚层状生物

屑白云岩
、

颐粒灰岩
、

核形石灰岩及藻屑灰岩
、

红藻灰岩组成
。

滩
、

潮坪
、

点礁成旋回重复出现
,

厚达数百米
,

宽 1一kZ m
.

台缘斜坡主要由砾屑灰岩
、

砂屑灰岩及藻层的泥质灰岩组成
。

砾屑灰

岩可由顺粒支撑
、

逆粒序
、

叠瓦状排列的变密度颗粒流沉积到杂基支撑
、

无组构的碎屑流沉积
,

大约出现 4一 7层
,

每层厚从 2一3m 到 10 多米
,

长度从 2 50 m 到数公里
,

横向成不连续的透镜

体
。

边缘相与斜坡相成指状交叉 (图 7 )
。

点论

应玉
`

平

\\\

、
甸

侧

鲜

图 6

F运
.

6
.

P r o f ile of

加积型镶边碳酸盐台地边缘剖面

a cc r e t io n a r y r i n ” 们 ed ca
r
bo

n a t e P la t f o r m m a r g i n s
.

沟植型或跌积型边缘

沟槽型边缘主要出现在迅速上隆地区
,

镶边可由边缘陡崖
、

水道斜坡
、

侵蚀的边缘等组合

而成
,

其主要特征是有坡度大的陡边
。

台地边缘可有礁或碳酸〕盐的砂
,

块状流发育
。

台地周边

有倒石堆
,

在以礁为主的镶边
,

它由大量的礁块组成
。

碎屑流沿斜坡上 的水道向下搬运
,

形成斜

坡碎屑裙和坡脚碎屑裙
。

如果砾屑层中有窗孔
、

叠层石和泻湖相碳酸盐岩块
,

这就是侵蚀后退

的边缘
。

如贵州中三叠世台地边缘相带在贞丰环连寨一带为台地边缘 陡崖
,

周边为倒石堆堆

积
,

颗粒灰岩碎块大小混杂
,

无分选
、

无组构
,

碎块间的填隙物为砂屑
、

细砾屑及灰泥
。

台地周边

的砾屑灰岩侧向与边阳组的浅水陆源碎屑浊积岩的粉砂质泥岩
、

粉砂岩成指状交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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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珑
.

.7

p h y

贵阳青岩中三登世安尼期岩相古地

理 (据王砚耕资料修改 )

l
、

厚层状至块状白云岩

2
、

砾屑灰岩夹岩薄层泥晶灰岩

3
、

薄层泥晶灰岩夹砾屑灰岩

4
、

页岩夹泥晶灰岩

歇h e

aln
t ic
anY

p s h o初
n g aP 场 oe g oe g r a

-

d u r i n g A n is 运n o f 树d d le T r】ass iC i n 印
n g y a n

,

G u ly a n g (m od i6 ed f r o m w 匕
n g aY

n助 n g )
.

1
.

thi kC
一
b . j d时 Ot , 1 ” . j帕 d o】o m lt .

,

2
.

叨 Iic ur d i t e in t“ 加d dde iw t h t址 n 一加d d目 m le r l t .
。

3
.

t址-n 加目 dde m犯月 t e i川 e r b 民匕目 wl
rh 山 cl ur 曲

e -

4
.

如
几
甲
色
jn t e r b川d de w i th m jcr l t e

.

中
、

晚寒武世
,

在湘西黔东的大庸一保靖一铜仁一玉屏一带的西北边为碳酸盐台地
,

东南

则为台地斜坡及较深穴的盆地沉积
。

台地边缘主要为亮晶顿粒灰岩
、

亮晶砂屑灰岩
、

叠层藻灰

岩和生物屑灰岩构成的滩相和藻礁灰岩相
。

斜坡相主要由薄层状
、

纹层状灰岩及碎屑流成因形

成的砾屑灰岩组成
。

在中
、

晚寒武世时
,

砾屑灰岩分布广大
、

层数多
,

占总厚度的 13/ 二 砾屑灰

岩已出露的露头在平面上成 N w 一 s E 条带状分布
,

向 s E 方向变宽
,

形成坡脚碎屑裙堆积
,

砾

屑的成分主要是台地边缘的鲡粒灰岩
、

砂屑灰岩
、

藻灰岩及斜坡上的薄层灰岩
,

还有来自泻湖
、

潮坪相的砾屑
。

另外
,

斜坡相中见有孤立的岩块
,

如上寒武统车夫组见有浅水的孤立的表附藻

灰岩块
,

长达 4 7 m
、

宽 29 m
、

高 1 0 m
。

这些特征均表明该地 区的台地边缘性质为陡崖侵蚀的边

缘
。

四
、

台地边缘类型的演化

由于台地边缘的类型是受基底断裂
、

海平面变化及沉积作用等因素所控制
,

所以在地质历

史发展过程中
,

同一碳酸盐台地的边缘相带的不同地段
,

或同一地段的不同时期
,

其性质是可

发生变化的
。

如碳酸盐缓坡
.

由于高速堆积或礁的生长
,

可变为加积型边缘
,
加积型的边缘

,

经

过同生断裂
,

一端抬升
,

一端下降
,

或者盆地沉积补偿不足
,

地形坡度增大可变成陡崖
、

侵蚀型

的边缘
;
如果海平面上升或镶边陆棚下沉被淹没

,

镶边陆棚则演化为碳酸盐缓坡或淹没陆棚
。

这种不同类型台地边缘的变化可构成明显不同的演化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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