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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上泥盆统肾形藻和肾形藻

泥丘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

周怀玲 高 健

(广西石油地质大队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引 言

肾形藻 (凡印成南 )是 A
.

G
.

v of go id n
发现并命名的一种钙质微体化石

,

在广义上归属于蓝

绿藻 ( rP at t ,

1 98 4 )
。

肾形藻通常发育在寒武纪
、

早奥陶世
、

泥盆纪和早石炭世的碳酸盐岩地层

中
。

就其形态来说
,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没有什么变化
,

不同形态的肾形藻可出现在不同时

代的地层中
,

各种类型的肾形藻又可共生一处
,

因此常被认为没有什么时代意义
。

尽管如此
,

肾形藻的生长常局限于比较窄的生态和环境范围
,

又在某些建隆
,

特别在泥丘中是主要的骨

架构筑成分
,

因而对于沉积微相的研究和细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古生代微体化石
,

肾形藻在西班牙
、

比利时
、

法国
、

土耳其
、

加拿大
、

美

国
、

澳大利亚
、

苏格兰的古生代地层中都有发现的报道
。

19 7 9 年
,

周怀玲在广西横县入景地区的上泥盆统融县组中发现 了一种藻微体化石
,

并

将其命名为
“ 云朵藻

” . 后经来华讲学的比利时钱宪和博士鉴定
,

确认是肾形藻
。

而后周怀玲

等在广西环江地区泥盆纪生物礁的礁体及礁坪部位也发现 了肾形藻
,

(周怀玲等
, 1 9 8 5 )

,

随

之在广西桂林
、

融安
、

融水等地区的上泥盆统融县组中均发现了不同形态的肾形藻
.

。

1 9 8 6年

周怀玲
、

高健等陪同比利时钱宪和博士在四川江油野外工作中又在早石炭世地 层中找到了

肾形藻
。

1 9 8 7 年同怀玲
、

高健在广西桂林地 区踏勘了十几条剖面
,

在融县组地层中发现了大

量的肾形藻
,

并找到了几处发育保存完好的肾形藻泥丘
。

进一步证实了
,

在广西晚泥盆世法

门期是肾形藻繁盛的重要时期
。

一
、

古地理概况

广西泥盆纪海域属华南海的南缘
,

其北部为江南古陆
,

南部为钦州陆间海槽
,

海水自南

. 同怀玲等
,

19 8 1
,

广西横县六景泥盆系沉积相及生储盖研究报告
,

未刊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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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侵进
,

其沉积古地理 的演化大体是
:

从吉丁期一早艾姆斯期为陆缘碎屑滨浅海沉积阶段 ,晚艾姆斯期一吉维特期为碳酸盐

台地形成和发育阶段
;
自吉维特晚期开始

,

特别是弗拉斯期
,

是泥盆纪海侵规模最大时期
,

同

时海盆基底断堑活理劝口剧
,

北东
、

北西和东西向的断槽
,

促使块状碳酸盐台地裂解
,

造成广西

晚泥盆世沟
、

台相间的古地理格局 (图 1 )
,

形成了台地
、

台沟两种截然不同的沉积相
。

法门期

普遍海退
,

台地上海水变浅
,

底栖生物几乎绝迹
,

取而代之的为藻类和菌类的生物化学用用
,

形成一系列与藻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具有不 同结构的藻碳酸盐岩
,

如藻鲡灰岩
、

藻团粒灰岩
、

藻凝块灰岩
、

层纹石灰岩
、

藻砂屑灰岩等
,

同时也是肾形藻繁盛的主要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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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晚泥盆世古地理格局及肾形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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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地区正处于四周被台沟包围的小台地上 (见图 1 )
。

桂林组
、

融县组是该地晚泥盆世

台地沉积的代表
。

桂林组以深灰一灰黑色粒泥岩为主夹白云岩
,

含大量枷尹沉阿
口 ,

球状层孔

虫局部发育
,

构成生物礁
。

总之
,

本组是由一系列向上变浅的浅难化层序
、

潮汐沉积层序及风

暴沉积层序组合而成
。

融县组以浅灰色颗粒岩
、

泥粒岩为主夹粒泥岩
、

白云岩
,

颗粒组分有藻

团粒
、

藻鲡及富含有机质的砂屑
。

交错层理
、

叠层石 (层纹石 )
、

鸟眼构造等浅水沉积标志旋回

出现
,

是典型的由潮下至潮间
,

向上变浅的潮坪沉积旋回组合
。

除肾形藻及偶见腕足类介壳

外
,

其它底栖生物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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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桂林组
、

融县组同时异相的台沟沉积是榴江组
、

五指山组
。

榴江组以硅质岩
、

硅质泥岩

为主夹塌积角砾岩和浊流沉积
,

生物以浮游型的竹节石
、

牙形刺和介形虫为主
;
五指 山组为

扁豆状灰岩
、

条带状含泥灰岩夹塌积角砾岩
、

含砂屑鲡粒灰岩
。

总之
,

自下而上为海退层序
。

肾形藻及肾形藻泥丘主要发育在台地边缘及台缘斜坡地带
。

二
、

肾形藻的形态

在广西上泥盆统中己发现的肾形藻形态可区分出五种基本类型
:

凝团状
、

隔膜状
、

房室

状
、

枝状及囊状
。

1
.

凝团块
:

这种类型的肾形藻由似葡萄的串珠状集合体组成
。

泥晶球体或凝结体中较大

的形成叶状体
,

较小的或单个凝结体通常散布于基质中
,

一般长约 1
.

sl n m
,

其直径范围大约

从 2 5一 5 0 0拼 , 不等
。

2
.

隔膜状
:

一般由叠加在一起的
,

但偶尔被向外凸起的泥晶隔膜分开的
,

具有分枝的新

月型房室组成
。

枝体直径较粗
,

可述 40 娜一 3 0 0产二
,

枝体向外增大呈叶状体
。

壁及隔膜在厚

度为 2 0产 1n一 1 0如知
,

隔膜可为不完整形态
,

易呈弯曲状
。

隔膜发育不好者
,

其房室不明显
。

3
.

房室状
:

由新月型
、

等大的
、

肾状排列至不规则形的泥晶壁构成的房室组成
。

集合体形

态有具分枝的枝状构造
、

呈横向连接的分叉
、

串珠状
、

不规则状等
。

集合体大小可达毫米级
。

邻近房室之间的隔壁在局部上一般 不完整
,

房室的直径 5 0产m一 5 0 0脚。 ,

膜壁厚约 20 川
n
一

1 0 0群扭
。

峨
.

枝状
:

由一串串的
、

近似平行展开的
、

呈放射状的泥晶棒组成
。

通常大小为毫米级
,

偶

而可见长达 l翩
。

该类型一般被认为是典型的长附藻切杯争h夕如
.

)
,

其形态宛如
“

灌木
”

状
,

枝状

体由直到弯曲状
,

其横断面呈圆形
,

直径常在 1如 , 一 50 群。 间
,

偶见达 1 0 0川 n 。

在个别
“

灌木
”

丛中
,

其枝体直径均匀一致
,

仅在其
“

树结
”
处稍稍变粗

。

枝体间的角度常呈锐角
,

但角度在各

枝体间不同
。

5
.

级状
:

通常呈叶状
、

肾形
、

不规则的分叉状
、

粗大的管状及长形囊状
。

其房室的壁常被

断开的
,

向内开 口的
,

呈 v 字形的半裂 口所切穿
。

单个房室大约 0
.

3一 .1 s m m 左右
,

其壁厚

约 2 5协m一协m
。

以上五种类型
,

常相互过渡或共生
。

如枝状的常见过渡为凝团状
;
隔膜状过渡为房室状

或囊状
;
凝团块过渡为房室状或枝状

。

这些中间类型的肾形藻与五种基本类型的肾形藻共

生
,

似乎使肾形藻属种的更细分类失去了环境意义
。

三
、

肾形藻泥丘 的一般特征

发现于融县组中的肾形藻泥丘
,

一般均是由不同类型的肾形藻集合体和富有机质的碳

酸盐泥所建造起来的丘状
、

透镜状或弯窿状的沉积体
;
内部一般极少其它生物骨屑

。

发育于

面向开阔广海的台缘斜坡上的泥丘中
,

常混有一些珊瑚
、

棘皮类
、

双壳类碎屑
。

泥丘中的肾形藻多呈 团窝状
、

灌木丛状或柱状集合体
,

不均匀分布
,

有的具明显 的
“

骨

架
”

构造
,

其间主要为灰泥基质
,

包含小量藻团粒
、

藻鲡
、

砂屑等颗粒组分
。

泥
.

丘的侧翼常发育 str om at ac ist 构造
,

其特征是
:

底平滑呈波状起伏或上凸的弧形弯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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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面呈不规则的港湾状或指状
、

齿状弯曲
,

内部为纤柱状的方解石充填
,

其形态六 涯马状和

层牙状两种 (图 2 )
。

泥丘与其侧翼围岩呈过渡关 二
,

无明显 的界

面
,

但外观上
,

组成泥丘的岩石质地致密
,

瓷白色
,

具各种棉絮状
、

模糊的不则花斑状构造
,

有的尚可

看到肾形藻集合体的丛枝状
、

柱状
“

骨架
” 。

泥丘的

剖面结构中往往次生砾岩 (李泽冈格现象 )发育
。

四
、

肾形藻及肾形藻泥丘 的

分布规律及环境意义

图 2 st or ma at icst 构造
a

.

层牙状 ; b
.

斑玛状
.

lF g
.

2
.

st r o lr 巴 at tjC
s s t r u tC ur

e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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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o t h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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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形藻自寒武纪 以来就有发现
,

在广西泥盆纪

中以晚泥盆世法门期 (融县组 )最为发育
,

从其时代

意义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

但其分布的古地理位置确

局限于比较狭窄的范围 (见图 l )
,

就目前所知
,

肾形

藻的分布有如下环境
:

1
.

台地边缘滩后

该环境受鲡粒
、

砂屑滩遮挡
,

但仍属开放的相对低能的潮下环境
。

肾形藻以囊状
、

房室为

主
,

次为凝团状
,

成堆聚集
,

不均匀分布于泥晶灰岩中
,

使岩石构成尤如棉絮状的斑块状构

造
。

肾形藻发育数量多时
,

常呈厚 1 0一 2 0c m 的 肾形藻薄层出现
。

其剖面结构为含砂屑泥晶

灰岩
、

藻灰岩
、

鸟眼泥晶灰岩 (或含藻鸟眼泥晶灰岩 )的旋回组合
。

在整个剖面中砂屑
、

颤粒含

量不多
,

并往往呈条带或透镜状聚集出现
,

反映沉积时能量不高
,

以悬浮沉积为主
,

有部分牵

引流
,

形成透镜状的由颤粒
、

砂屑
,

成的沙浪或沙垅
;
鸟眼构造在整个剖面中比较普遍

,

说明

水浅
。

故上述岩石组合反映了介于潮下至潮间经常变动的环境
,

而肾形藻发育于潮下环境
。

2
.

台地边缘斜坡上部

即台缘滩的前侧
,

平均低潮面以下至浪基面附近的斜坡地带
。

肾形藻可以发育成台好的

藻泥丘
。

丘内肾形藻的五种大本类型及其间的过渡型均有出现
,

并构成灌木状
、

丛柱状的
“
骨

架
” , “

骨架
、

间多为灰泥基质
,

仅有少量鲡粒
、

砂屑
,

一般无生物屑
。

在面向开阔广海的台缘上

斜坡发育的泥丘
,

其
“

骨架
”

构造比面向台沟的台缘上斜坡的泥丘发育得好
,

并可见一些珊

瑚
、

棘皮类和双壳类的骨屑
。

说明前者所处环境 比后者开放
。

泥丘的外侧一般向含鲡粒砂屑

灰岩过渡
。

此类型泥丘一般并非弧立存在
,

往往是由丘
、

滩交替组合而成的多旋回复合体
。

在剖面

结构上
,

表现为泥亮晶砂屑颤粒灰岩
、

丘状藻泥晶灰岩
、

次生砾岩互层
,

反映了潮下高能带至

浪基面附过振荡变动的环境
。

藻泥丘发育于浪基面附过
。

3
.

台地边缘斜坡下部

即台缘斜坡浪基面附近至浪基面以下的浅水范围
。

肾形藻可以发育成泥丘
,

藻的类型与

上斜坡者相似
,

但
“

骨架
”

构造似乎不如上斜坡者发育 良好
,

剖面结构则有差异
,

为含砂屑泥

晶灰岩
、

次生砾岩夹丘状藻灰岩
。

砂屑
、

鲡粒的数量大大减少
,

而且在剖面的上
、

下部位均有

台沟相的扁豆状灰岩夹层出现
。

反映此带处于台缘向台沟过渡的下斜坡地段
,

肾形藻发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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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基面以下的浅水地带
。

4
.

台地边缘的风暴沉积

有时见到肾形藻碎屑及藻灰岩砾屑零星分布于风暴沉积物中
,

反映台地边缘曾有肾形

藻发育
,

但遭风暴破坏
。

5
.

台地边缘礁

主要发现于法门期以前的泥盆纪生物礁中
,

可见肾形藻与板状层孔虫共生
,

起粘结作用

(彭惫媛
,

198 4 )
,

或与灌木藻
、

表附藻
、

粗枝藻
、

葛万藻等混生在礁坪中 (周怀玲等
,

1 9 8 5) 它们

往往呈团窝状或小灌木丛状不均匀分布
。

6
.

台地潮坪环境

一般肾形藻不发育
,

仅偶见少量呈囊状者零星布于团粒泥晶灰岩或层纹石泥晶灰岩中
。

综上所述
,

广西泥盆纪肾形藻主要分布在台地边缘斜坡
、

台缘礁及台缘滩后侧
,

而藻泥

丘主要发育在台缘斜坡上
。

在美国西南部分地区的奥陶纪的志留纪的生物建隆中
,

表附藻 (肠印h夕之毋 )和肾形藻 (你
彻心妇 )在细粒的岩丘底质上发育

,

并产生一些薄层
,

它们不是单独的造架生物
,

这些层很薄
,

其本身不 比周围沉积物更高
。

这些藻类对建隆的形作用不大
,

主要起粘结作用和稳定沉积物

的作用
。

( oT oln ey 和 址m an
e ,

1 98 4 )
。

这些呈薄层发育的肾形藻与广西上泥盆统中台缘滩后

侧发育的肾形藻生物层可以类比
。

1
.

aZ m a rr en o( 1 9 77) 研究了西班牙南部早寒武世的藻类碳酸盐岩认为丛状 的肾形藻是

反映原地生态的
,

其脆弱的枝状构造不可能经受激烈的水流作用和波浪作用
,

因此它们若能

茁壮生长必须是在静水环境中
,

广西晚扼盆世 由丛状的表附藻和 肾形藻群体组 的
,

高约

2 0一 5 c0 m
、

宽约 5 0一 1 0 c0 m 的肾形藻泥丘
,

其周围是被含砂屑泥晶灰岩和砂屑灰岩所包围
,

后者恰恰说明了当时的环境不完全是静水
,

而 只是由于沙滩的遮挡和丛状 肾形藻在生长过

程中造成的障积
,

内部呈局部静水环境
。

在面向广海的台地边缘
,

肾形藻泥丘的丛体外侧见

珊瑚
、

双壳类骨屑
,

也证明了其丛体生长时并非静水环境
。

在另一些地方
,

发现了强水动力环境中形成的肾形藻
。

比利时 iD an t 和 N a m u r
盆地的泥

盆纪礁沉积中
,

肾形藻担当 T 主要的骨架构筑组分 ( seT
i n ,

2 9 7 7 )
。

加拿大 R曰 w e t e r s ( K一。 v a n ,

1 9 7 4) 和 G of d en sP i k。 ( oM ur tj oy
, 1 9 7 8) 的礁前沉积物及礁间的肾形藻则代表了一种强扰动环

境
。

广西环江
、

北流泥盆纪生物礁中也发现肾形藻
,

但其主要起粘结作用
,

而且这些礁的造礁

生物—
层孔虫

,

多呈板状
、

球状
、

球根状
,

块体直径不大
,

代表弱一中等动荡环境
。

因此上述

比利时
、

加拿大强扰动环境下肾形藻的生态
、

岩性组合
、

生物组合与前述广西泥盆纪礁中的

肾形藻形成环境不同
。

看来
,

肾形藻确实可能存在于不同能量的环境中
,

但就目前所知广西

泥盆纪的肾形藻主要生长在开放的
,

有一定能量但又受遮挡保护的场所
,

即动 中有静的环

境
。

尽管目前对肾形藻的生态环境尚有不同认识
,

但就前述事实事看出
,

广西上泥盆统中肾

形藻及肾开藻泥丘的分布受控于广西晚泥盆世的古地理
,

发育 良好的藻泥丘仅局限在台地

边缘斜坡
,

因此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
,

并对寻找在斜坡相富集的矿产如锰
、

铀矿资源亦具有

重要的实际作用
。

野外工作期间
,

得到刘宝君教授的指导帮助
,

成文后又级以审阅和推荐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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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曾若兰副研究员等著的《中国汞矿 》一书
,

已于最近由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
。

该书是通过对重要汞矿床的实际考察和根据大量资料编写的
。

书中概略而鲜明地阐述了中国汞矿的特

点 ;按照汞质及带汞介质来源
,

并考虑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可能性
,

提出了中国汞矿床成因分类的新划分方

案 ;研究和讨论了不同成因类型矿床的基本特征和控矿囱素
;通过对典型矿床成矿特征和矿物包裹体

、

微量

元素
、

稳定同位素珍球化学的研究
,

进一步探讨了我国汞矿成因 ,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汞矿的区域成矿规律及

成矿控制
,

特别结合近年地质找矿中的新进展
,

对汞
、

锑
、

砷
、

金成矿系列及
“

就汞找金
”
间题

,

从理论和实际

应用方面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

进行了成矿远景分析与预测
。

该书内容全面
,

重点突出
,

基础资料丰畜
、

扎实
,

可信度高
,

是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中国汞矿的一部专著
,

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

全书 36 7 千字
,

除大量插图外并附有彩色及黑版图版 12 版 ( 110 张图片)
.

覆膜封面
.

每本定价 .8 7 元
。

本所尚有部分存书
,

欲购者可与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书刊发行组联系 (加收邮寄费 10 % )
,

邮汇
、

信汇均可
。

银行帐号
:

成都市建行石铁支行 2 4 7 0 4 4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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