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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昆阳群大龙目组碳酸盐岩特征及
沉积环境标志的初步分折

戚学昆

飞 (云南地矿局区调双 )

` 碳酸盐岩的环境分析
,

近年来正广泛展开
,

尤其在古生代及以后的碳酸盐岩中
,

相继建

立有不少标准型沉积环境 (相 )模式
。

对前寒武纪碳酸盐岩的环境 (相 )研究则较为落后
,

故有

关的标准环境 (相 )模式较少
。

涉及中元古代昆阳群大龙 口组 ( tP
Z

d) 碳酸盐岩的代表性研究
,

有云南地矿局昆阳群专

题研究组 ( 19 7 2) 编 《滇中东部昆阳群地层划分及对比 》
,

在此前是 l : 2 0 0 0 0 0 区调玉溪
、

昆明

幅等
。

笔者在观察整理玉溪
、

峨山地区岩石地层剖面
、

路线资料 .
。

过程的同时
,

结合野外同

志供给的资料
,

根据稳定产 出的层状碳酸盐藻叠层石与原始红藻砂屑共生组合的现象
,

认为

大龙 口 碳酸盐沉积物的成岩环境可分为
:

台地相区潮下低能带
,

台地边缘相区潮下高能带和

内陆棚相区潮下低能带
。

一
、

地质简况

大龙 口组 (P dtz )碳酸盐岩的分布范围以昆阳一玉溪一峨山至石屏 一线为主
,

向北向东

有零星产出
。

其中在峨山塔甸
、

小假足等地出露较全
。

地质构造位置于扬子准地台之康滇古

隆起中南段 .
。

岩性 为一套含泥质微晶灰岩
、

微晶灰岩
、

藻灰岩等
。

总厚达 2 1 43
.

6 1。
。

云南

地矿局区调 队的同志测制了玉溪市洛河
,

峨山县石林村
、

郑兴和十字坡四条剖面 (图 1 )
,

并

根据岩石特征
、

生物叠层构造及层理构造
,

将该组碳酸盐岩分为五个岩性段
。

该组岩层与上

覆美党组
,

下伏富良棚组地层成正常连续沉积
。

二
、

岩石特征

。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
,

哪 7,l
’

5 00 00 区调玉抹躺卜峨 lll41J 塔甸幅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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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云南省地矿局区调队
.

198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地质图说明书 1
, 5。。。。。 ,

困都便用
。



岩 相 古 地 理

。 武定

禄丰
。 浇明市

昆杨夕哪
,oo 玉溪市

峨山

’

。 石屏

0 印 120 k幻 1

图 l 剖面位置图

` 剖面位置 口城市 O县驻地

iF .g I L以浓 t lo n o f th e s t u id de袱 it osn
▲ s , t协 n

O a t y O c o u

yrtt

本文的岩石命名采用《岩相古地理基础

和工作方法 》推荐的石灰岩的结构
一

成因分类

法、
食将各段岩石特征由丫室上叙述 (图

2 )
。

`
.

扒护
,

为暗灰色含泥渍微晶灰岩
、

微晶灰

岩
.

底部含泥质微晶灰岩中产钙质砾屑
,

其成

分为深灰色微晶灰岩块
,

砾径数十厘米左右
,

不规则分布
,

并具滑动和磨圆状
。

常见被更暗

色的含泥质微晶灰岩基体包绕
。

顶部出现厚

I n
.

5。 的粘土岩 (板岩 )
。

层理在下部呈水平

纹层
,

向上过渡为水平中一厚层
。

tP 斌
,

为灰黑色微晶灰岩
。

灰泥中含泥
、

碳质尘点和星点状黄铁矿
。

水平层理的变化

是
,

下部中层
,

向上变为薄层
。

tP 沪 为灰黑色微晶灰岩
。

下部常见泥
、

碳质和黄铁矿星点
,

并夹透镜状
,

条带状泥质微

晶灰岩
。

顶部稳定出现似球粒
,

其特征为暗色不透明圆
、

椭圆 形 (0
.

1一。
.

2仍。 )
,

内部构造以

均匀隐粒泥晶为主
,

少数呈模糊同心层状
。 `

全段层理呈水平中一厚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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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滇中昆阳群大龙口组 ( tP Z

d) 碳酸盐岩岩石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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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Z
砂下部是灰

、

深灰色微晶灰岩
,

岩石中可含均匀分散状泥和有机质
。

本段岩层中产出

较多
“

蠕条
”

体
,

其组成矿物为方解石
,

该矿物具粒度竣匀 , 晶面洁净之现象
. “

蟋条
”
长 20 二

3 0。
,

宽 l

也有穿层蕊界
,

厚 1娜
,

三轴延伸方向极不规则
。

它多数产于含泥质微晶灰岩细层中
,

少数

蠕条
”

体与围岩基底的界线
,

无论宏观或微观均呈突变
。

笔者在部分
“

蠕条
”

切 片中能观察到
,

其 内部有基体泥晶方解石集合体 (不规则 )残余物与围岩基体相联 (图3 )
。

据此
,

认为是藻真菌穿孔加淡水方解石的形成机制复合作用结果
。

中上部是叠层石层灰岩
,

成层状稳定 出露于本地区
。

它是蓝绿藻佃如护绷 ` 卯 e )与碳酸

盐矿物的叠层状堆积体 (刘宝裙等
,

1 9 8 5)
.

呈各种不规则变形锥柱状群体生长
,

视高度 1 0一
5 00

.

风化面目俗称
“

大型聚形圆环
” 。

图3 浅色部分是
“

蟠条
睁

体
,

与暗色

部分 (为基体的微晶灰岩 )相联
, “

编

条
”

内部的残余物是基体的微晶方

解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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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原 始红藻呈圆形
,

具壳核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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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2 5

上部为暗灰色藻灰岩
。

藻类呈两钟砂粒产出
,

以圆
、

椭圆形 (0
.

3一 0
.

6 1n 。 ) 为主
,

镜下特

征具壳核组构
,

外壳呈胶状一隐粒结构 (0
.

08 , n) n)
,

内核呈次生多晶粒结构
,

是红藻原始种属

的 圆轮核心藻 ( `俗
尹动状淞: 卯 白

诚。 )
、

原始果球藻 (及汉℃“
co ccu ln 罗

~
) ;
少数呈不规则长条形

,

具隐粒结构
,

暗色不透明
,

组成物质是灰泥和有机质
,

推测也是原始红藻粘结灰泥 ( 图 4
、

5 )
。

藻颗粒在岩石中分布不均
,

含量在 30 一 50 %间
,

填隙物为灰泥
。

整段岩石层理均成水平中一

厚层
。

tP 汉油 灰
、

深灰色微晶灰岩
、

含泥质微晶灰岩组成
。

泥质物的含量变化趋势为
:

泥质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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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5 原始红藻呈长条形
,

具隐粒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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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2 5

部向上珊多争灰旅则相反并最终过渡为灰泥岩类
.

层理特征从下部的水平厚层向上变为水平

纹层
。

三
、

沉积环境讨论

滇中地区在中元古代的沉积区域的大地构造背景
,

结论为冒地槽 .
。

笔者业务水平有限

和占有资料较少
,

下面仅以陈述资料为主
,

顺便提出自己的肤浅认识
。

前大龙 口期的沉积物为细粒石英砂岩
,

长石石英粉砂岩 (云母质粉砂岩 )
,

纯粘土岩及中

性凝灰岩
、

熔岩
。

沉积物厚 3 5 00 ,
。

以水平纹层理
,

韵律层理为主
,

交错
、

透镜纹层理居次
。

个

别薄片见刻蚀模和包卷构造
。

应注意的是
,

在岩石细层中 (常见 < 2阴扭 )
,

均广泛发育典型的

粗尾型粒序韵律
。

笔者认为可能反映为次深水或深水盆地相 (浊流 )沉积
。

大龙 口期的沉积作用
,

与前述沉积期属连续性
,

沉积物岩层成正常整合过渡
。

是一套向

上变浅的海退碳酸盐沉积层序
。

岩层厚逾 2 1通3
.

61 。
,

具水平层理
。

以下部沉积物中稳定产纯

粘土岩和上部产层状叠层石灰岩为特征
,

引用关士聪等 ( 1 9 8 0) 提出的中国古海域沉积环境

综合模式
,

认为大龙 口碳酸盐沉积物的成岩环境处于潮下陆棚 - 一二开放循环地带
。

假想的地

形总体上类似台地及准地槽盆地
,

并可能存在正地貌转折
。

(一 )内陆棚相区潮下低能带

这里相当于开阔平坦的陆棚前缘糟盆区
,

大致根当于辟尔奢玮蟋镇球中的柑御赫
5

.(J 乙威尔逊
, 19 8 1 )

。

在那里
,

海底位于正麟缝攀面之下魄贫瞬、低安癫化界面
,

沉积物为泥

晶碳酸盐岩中夹纯粘土岩 (厚 1 11
.

s m )
,

粘土岩层中还夹陆屑云母 (片径 < 0
.

0 05 ,

二 )纹层或

泥灰岩透镜体
。

灰泥物色调较暗
,

不同程度含有机质
、

泥质和星点状黄铁矿
。

微至中厚层水平

层理
。

区内稳定出露被暗灰色微层状含泥质微晶灰岩包绕的深灰色滑动状微晶灰岩砾屑块
,

具变形
、

包绕状层理
。

这表示可能存在深水碳酸盐沉积物
。

在 tP 尹岩性段顶部含似球粒物
,

呈层出现和均匀分布
。

该似球粒有人总结为泥晶化产物 (罗宾
·

巴瑟斯特
,

1 9 7 7 )
。

它的出现反

映出海水由深变浅
。

(二 )台地边缘相区潮下高能带

.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 19 87

,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第一篇地层 )
,

供市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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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带沉积区可能存在正地貌
。

沉积物以产碳酸盐藻叠层石为特征
,

成稳定层状 出露在所

有大龙 口组碳酸盐岩分布区
,

向北至禄丰可立郎
,

向南达新平
、

石屏
。

依其形态研究命名
,

现

有资料刊载达 7个属 10 余种
,

如 山哪勿otn cyl 加汾。 M as l ou 和 伪。 如 等等
。

众多叠层石构造体

的形态以不规则变形锥柱状为基底
,

侧向仍分叉衍生出较多异形柱体或锥体
,

柱体周围填隙

物是灰泥
。

这些叠层石的类型及产出环境
,

与霍夫曼报道 0 的加拿大地盾西北部的中前寒武

系的深水叠层石环境
,

有极类似之处
。

并且笔者在 叠层石灰岩层内或顶部
,

观察到普遍共存

原始红藻砂粒
。

这能进一步证实
,

我国存在深水叠层石环境的多样性— 台地边缘生物层叠

层石
。

这些原地生长状藻叠层石的产出地带
,

大致相当于威尔逊环境模式中的第 5
、

6相带
。

(三 )台地相区潮下低能带

此带沉积物的特点是
,

下部为较纯的暗色碳酸盐岩
,

向上逐渐富含泥质
,

构成钙质与泥

质的韵律状互层 (钙 泥互层层理 )
。

岩层厚从下部的水平中一厚层
,

向上渐变为水平纹层
。

岩石中偶见星点黄铁矿和有机质
,

表现出沉积界面位于波基面附近
,

水体处于低能状态等特

征
。

大致可与威尔逊环境模式的相带 7对应
。

自 tP 灵底部含滑动状钙质砾屑之微晶灰岩起
,

到 tP 淤顶部钙质与泥质互层
,

乃至达上

覆美党组 (P ltz 的的粉砂岩与泥岩互层韵律
,

所反映出的海退碳酸盐旋回
,

基本符合 w ia ht er

( ` ” “ ` ) 的相关定律
。

亦具 C o o g an ( ` ” 6 6 )提出的理想化的现代旋回特征 (余素玉
,

` g ” “ )
。

tP
Zd岩层中的白云岩

,

宏观呈透镜状
、

不规则状产出
,

横向和纵向变化极大
。

镜下白云化

程度也极不均 匀
。

以藻灰岩为例
,

既见于藻砂屑
,

又多发生在微晶基质中了常表现 出粗晶粒

(0
.

5一 0
.

7。动呈自形
;
细 晶粒 ( < 0

.

05 珊。 )是它形
。

据诸现象
,

笔者认为出现于 R碑岩层中

的白云岩均为成岩期后的交代白云岩
。

在学 习过程中
,

本队陈昆宏
、

曹德斌等同志为笔者提供大量野外资料
,

张伟民同志作显

微照象
,

李小华同志帮绘附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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