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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中晚泥盆世台盆沉积特征及其演化

斗手德和

( 宜昌地质 矿产研究所 )

湘南地区位于
“

江南地轴
”
以南的华南褶皱系

。

加 里东运动后
,

华南区进入相对稳定

的发展阶段
,

泥盆纪海侵自南西向北东侵入
,

形成三面环陆的湘桂粤陆棚浅海 (曾允孚等
,

! 9 8 7 )
。

湘南地区即处于这个沉积盆地的北部东缘
。

区内泥盆系广泛发育
,

下泥盆统仅西南

江华
、

道县等地有部分滨岸碎屑沉积
,
中上统则以 碳酸盐岩为主

,

沉积相类型十分丰富
。

由

于研究区北北东向基底断裂同沉积期的扩张活动
,

她`形起伏较大
,

形成东西两侧高而中部

低陷的古地理 面貌
; 东西两侧逐步发展成为碳酸盐 台地

,

中部低陷地 区 (新 田一宁远 一

带 ) 则发展成为水体相对较深的台间盆地 工简称台盆 { 下同 ) ( 图 l )
。

研究解剖该区台盆的

沉积特征及其演化
,

对了解整个华南泥盆纪的沉积历 史
、

海平面变化等都有重要意义
。

本

文材料是由笔者多次野外观察和室内研究整理而成
。

在本文工作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曾允
孚教授

、

杨振强副研究 员及张锦泉副教授的野 外和室伪的悉心指导
,

雷芳同志清绘了全部

图件
,

在此谨致 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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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的划分及其沉积特征

湘南地 区泥盆纪从东西两侧向中部地区是由浅演不沉积环境逐渐过渡为深水台盆环境
。

根据沉积特征的差异
,

划分 为滨岸碎屑岩相
,

碳酸盐 :台地相
,

台地边缘斜坡相
,

孤立台地

相和台盆相等五个相带
。

下面着重讨论台地相
,

台址L边缘斜坡相和台盆相的沉积特征
。



岩 相 古 地 理

(一 ) 台地相 包括局限台地相和开阔台地相

1
.

局限台地相

局限台地相在该区中晚泥盆世各个时期都很发育
,

为低能潮坪环境的产物
。

岩石类型

主要为灰一深灰色枝状层孔虫灰岩
、

层纹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等
。

产枝状层孔虫
、

双壳类
、

介形虫及局限浮游生物等广盐度生物
。

发育鸟眼构造
,

示底构造等
。

在野外最易

识别的局限台地沉积序列是自下而上的三层结构或二层结构
:

枝状层孔虫一层纹状灰岩一

层状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代表了潮下带~ 潮间带一潮上带的沉积层序
。

这些岩石类型在

剖面上密切共生
,

相互叠置
,

十分发育
,

其基本韵律的厚度为数十厘米至几米
。

如本区道

县后江桥
、

宁远官桥
、

临武三合坪
、

桂阳等地均有发育
。

2
.

开阔台地相

开阔台地相与局限台地相共同组成本区碳酸盐沉积的主体
,

在古地理位置上常位于局

限台地相的靠外滨一侧或外缘
。

其沉积环境是海水通畅
、

盐度正常
、

阳光充足
、

生物繁盛

的高能环境
。

时间上从中泥盆世晚期至晚泥盆世均有发育
。

开阔台地的沉积物以各种粒屑 (如鲡粒
、

砂屑
、

团粒等 ) 及生物屑为主
。

岩石类型主

要为灰色厚层状砂屑
、

粉屑灰岩
,

鲡粒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等
。

产大量腕足类
、

珊瑚
、

双

壳类
、

苔醉虫等底栖生物
,

如 str 面鲜刀夕如加名
,

拗汤砂yuU
,。 s p

.

等
。

生物以破碎碎屑为主
,

并常

见有被藻钻孔
,

形成泥晶套
。

本区开阔台地常可发育成礁或滩相
。

(二 ) 台地边缘斜坡相

研究区台地边缘斜坡相主要发育于棋梓桥期和佘田桥期
,

以临武香花岭剖面和道县虎

岩坝剖面发育完好
。

但两个时期的沉积特征是不一样的
。

现分述如下
:

1
.

中泥盆世棋梓桥期斜坡相沉积特征

研究区棋梓桥期的斜坡相沉积特征在早晚期也有很大差异
。

棋梓桥早期斜坡类型为碳

酸盐缓坡
,

沉积物为一套条带状泥晶灰岩
、

泥灰岩
、

瘤状灰岩组合
; 具有细小的水平虫管

;

明显缺乏滑塌砾岩层
,

局部仅见有小型重力滑动挠曲构造
。

说明此时期坡度很缓
,

水动力

弱
,

受波浪作用影响较小
。

棋梓桥晚期台地边缘为一种进积型边缘
,

沉积物较迅速地向上

和向外加积
,

沉积作用较强
,

常表现沉积物堆积速度大于海浸幅度
.

即所谓的沉积海退

(沈德麒等
,

19 8 7 )
。

斜坡上主要堆积了台前塌积
、

礁前塌积角砾岩等岩崩 产物 (杨振强
,

] 9 8 5) 和碳酸盐碎屑流沉积
,

构成斜坡倒石堆角砾岩
。

2
.

晚泥盆世佘田桥期斜坡相沉积特征

佘田桥期 由于海侵扩大
,

斜坡相带同沉积期断裂活动加强
,

导致台盆迅速沉降而台地

上隆
,

使斜坡相沉积特征更加明显
。

斜坡相带主要由滑塌沉积
、

碎屑流沉积
、

颗粒流及浊

流沉积等异地碳酸盐块状流沉积组成
,

显示了本期斜坡坡度陡的特点 ( 图 2 )
。

在斜坡相块

状流沉积中
,

碳酸盐碎屑流沉积最为发育
,

以分布广
、

规模大
、

特征完整而著称
。

碎屑流

砾屑灰岩常见组构杂乱者
,

也见有具一定组构的
,

如叠瓦组构
,

砾石大致水平排列及具有

一定正粒序层理等
。

角砾组分主要为砂屑灰岩
、

鲡粒灰岩
、

泥晶灰岩
,

其次为生物砾块
,

如

肾形藻屑等
.

表明碎屑流主要来源于台地上
。

其次碳酸盐块状流中浊流沉积也较发育
,

它

包括了近源浊积岩和远源浊积岩
,

前者主要为具递变层理的含砾砂屑灰岩 (相当于 oL w e ,

1 9 R2
,

提出的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的 衡段 )
,

它常盖在碎屑流沉积之上
,

二者呈突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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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或渐变的接触关系
,

然后逐渐过渡为经典浊积岩的 B
、

C 至 E 段
。

桂阳 三合好

临武香花岭 } 一

远派浊积岩 积岩

图 2 湘南台盆东侧佘田桥期台地边缘

斜坡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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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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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田桥期斜坡相碳酸盐块状流沉积的完整层序具有大的变异性
。

完整的块状流沉积组

合层序 ( 即滑移沉积一碎屑流沉积一颗粒流沉积一浊流沉积组合层序 ) 仅局部地区 ( 如临

武香花岭铁砂坪剖面 ) 发育
,

多数情况下 只有其中某几种类型的组 合 (图 门)
。

此外
,

佘田

图
,

: 碳酸盐块状流沉积组合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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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期斜坡相中与重力流沉积相伴生的薄层泥晶灰岩中常见同生滑移挠曲构造
、

截切构造

等
。

(三 ) 台盆相

主要出现在棋梓桥期和佘田桥期
,

横向上与台地边缘斜坡相呈相变关系
,

是湘南地区

中
、

上泥盆统特有的岩相类型
,

主要分布于新田
、

宁远
、

蓝山等地
,

代表一种较深水环

境
。

台盆相沉积物主要特征是有机质含量高
。

岩石类型主要为暗色硅质岩
、

薄层泥晶灰岩
、

泥灰岩等
,

以水平层理为主
,

偶夹远源韵律层
,

含有陆源粉砂及粘土
。

古生物组合特征是生物数量少
,

组合简单
,

以浮游及游泳生物为主
,

如竹节石
、

放射

虫
、

介形虫
、

头足类
、

薄壳双壳类等
,

此外尚有少量个体很小的腕足类
。

各类生物在沉积

物中的丰度差异大
,

其中浮游型极丰
,

浮游型与底栖型之比> 30
。

不同沉积物中生物丰度

及种属差异明显
,

硅质岩
、

硅质泥页岩中除丰富的浮游型生物外
,

底栖生物罕见
,

而泥灰

岩中上述各类生物不同程度可见
。

此外
,

硅质岩或硅质泥页岩中微细水平纹理发育
,

亦反

映底内生物及其扰动缺乏
。

台盆的沉积物特征及古生物均反映研究区中晚泥盆世时呈停滞缺氧的水文状态
,

海水

深度较大 (数百米 )
,

低能的盆地环境
。

由于构造韵律或气候韵律的影响
,

盆地水体深浅及陆源物含量发生周期性变化
,

造成

了本区台盆相下列四种基本剖面结沟类型 ( 图 5 )
。

l佣 m 2C m

111 . 今 1 1、、
lll + l }}}

ZCm

吕召 1

田
2 【鑫圈 3

}三〕
4
f王到 5 匿舀6 [三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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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盆的演化规律

湘南地区位于著名的
“

灵 山
一

衡阳台盆
”
的北段

。

为了讨论湘南地区的盆地形成和演化
,

有必要对整个台盆在时期和空间的演化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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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
一

衡阳台盆是被动大陆边缘近陆挠曲陆棚上加里东期后北东一北北东向的走滑
一

扩

张断陷盆地
,

南端与钦州残 留海槽相接
,

向北东插入湘桂边缘海陆棚内部
,

大致止于衡阳

附近
.

台盆全长约 8 00 余公里
,

宽仅数 于至百多公里
,

整体上是线状半
“
s’

,

形
。

具有边界

不平直
,

宽度各处不一
,

台盆边缘发育重 力流沉积为主的斜坡相带
,

台盆中还有孤立的碳

酸盐台地 等特征 (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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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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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台盆形成机制讨论

关于灵山
一

衡阳台盆形成机制
,

前人作了大量的工作和深入研究
。

国内许多地学工作者

认为该盆地是由于北西向张裂构造活动 (与古特提斯海的打开有关 )
,

诱导了北东向的走滑

断裂的活动而形成的
,

一种北东向南西左旋走滑的台间盆地 ( 沈德麒
,

19 87 )
。

也有一部分人

则认为这种盆地完全是 由北西向张性断裂活动下陷所致
,

称之为
“

台间海槽
”

(陈志明等
,

19 8 3 ; 王 良忱
,

19 8 6 )
。

笔者通过近年来的研究
,

认为这种特殊类型的盆地的形成
,

用单一

的构造机理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

纵观该台盆发展的构造活动史
,

可能与构造性质的变化有

关
。

台盆的早期形成阶段 仅局限于广西灵山一贺县一带
,

控制盆地的断裂为左旋走滑断层
;

台盆继续 向东北发展进入湘南地区
,

湘南南北两端分别有近东西向的隐伏深大断裂活动
,

从

而使控盆断裂的方向和性质发生了变化
,

成为近南北向地堑式或扩张式的断裂
,

向东西两

侧扩展
,

使整个灵 山
一

衡阳台盆成为一走滑
一

扩张盆地 (图 7 )
。

该盆地在湘南的宽度最大是

其证据之一
,

走滑盆地具有一定的挤压性质
,

因此其宽度窄
,

相变更剧烈
,

扩张盆地则与

其具有明显的差异
。

此外
,

扩张活动易于残留水 下隆起
,

这些水下隆起进一步发育便成为

台盆中孤立的碳酸盐台地
;
扩张活动易于产生陡的盆地斜坡

,

为碳酸盐重力流的产生提供

了先决条件
,

使湘南台盆东西两侧边缘比其它地区更为发育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二 ) 台盆的演化阶段

灵山
一

衡阳台盆的演化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
,

这可能受多方面的因素控制
,

如同沉积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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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活动
、

海平面的旋回性变化及基底古地貌等
。

下

面通过该台盆北段 (湘南段 ) 的资料来分析其演化

的阶段性
。

1
.

初始海盆阶段

时间上限干 旱泥盆世到中泥盆世早期
。

早泥盆

世早期湘桂地区古地理格局保持了加里东运动所形

成的面貌
。

湘南及桂北地区仍为陆地
,

仅钦州一防

城一带局部地区为残留海槽
,

与志留系的笔右页岩

相保持了连续沉积 (汪啸风
,

197 7 )
。

沉积物主赛为

深水环境的粉砂岩
、

泥质岩及硅质岩
,

厚度巨大
,

姆

相变化剧烈
。

早泥盆世中期
,

海水从钦防海槽沿 足

山断裂由南西向北东推进
,

但海水覆盖面积限于湘

桂边界以南
。

南部钦州的陆坡区
,

由于持续沉降
.

海

水较深
,

因而继续保持了深水沉积环境
。

其它地区

主要为滨岸碎屑潮坪沉积环境
。

早泥盆世晚期和中

泥盆世早期
,

海水进一步向北侵入
,

越过湘桂边界
.

进入湘南地区
,

使湘南广大地区被海水覆盖
,

成为

滨岸碎屑及碎屑潮坪沉积环境
。

此时期已有沉积相

、、 ///

、、 /饭
,,

/// 、

声
、、

/// 、、

呵 , 灵 山 衡阳台盆形成机理示意图

r ` 9
.

7 跳
、 : 。 h m a p s h o w i n s : h e m ce恤

n肠 m r o r

th e f o r n l介扭u n o f th e L` n gs 恤
n 一 H e n

gy
a n g

l叭 t e r Pla t f o r m b a s in

的分异
,

在苍梧县以南已大量发育碳酸盐沉积
,

但 忆台
、

盆分 异
。

潮间坪泥砂m

2
.

台
、

盆分异活动初期阶段

时间上限于中泥盆世晚期 (棋梓

桥期 ) 早时
。

本时期同沉积基底断裂

活动加强
,

北东向的灵山断裂带及郴

州
一

合浦断裂带开始活动
,

基本上控制

了该台盆的南段东西两侧边界
。

湘南

地区台盆则受近南北向断裂控制
。

整

个台盆此时期已形成初步轮廓
,

从南

往北
,

纵贯桂湘两省
。

湘南台盆的宽

度较大
,

台盆边缘斜坡的坡度较缓
,

主

要表现为碳酸盐缓坡
.

沉积物主要为

条带状泥晶灰岩
、

泥灰岩及瘤状灰岩

等
。

无重力流沉积
,

局部可见风暴沉

积 ( 图 8 )
。

3
.

台盆的收缩阶段

时间上限于 中泥盆世晚期晚时
。

本时期由于台地边缘上碳酸盐沉积或

生物礁迅速向上和向外堆积生长
,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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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湘南棋梓桥 早期台盆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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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种沉积海退
.

由于沉积物不断向台盆中心推进
,

台盆宽度大大变窄
,

更显示 出特征的

台沟状
,

分割碳酸盐台地 (图 9 )
。

本阶段台盆的边缘斜坡为一种加积型镶边边礁
,

由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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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生物礁或滩镶边
。

台盆边缘斜坡坡度陡
,

发育了大量礁前或台前崩塌沉积物
。

刁
.

台盆最大扩展阶段

时间上限于晚泥盆世早期 (佘田桥期 )
。

此阶段海浸进一步扩大
,

是本区泥盆纪海侵的

顶峰时期
。

同沉积期断裂控制台盆边界
,

活动异常强烈
。

台盆 向东西两侧最大限度地扩展
,

台盆的深度也达最大
,

形成典型的深水台盆 (图 ! 0)
。

本阶段的演化特点是
:

( l) 古岛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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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湘南淇梓桥晚期台盆模式示意图 图 10 湘南佘田桥期台盆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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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缩小或被海水淹没
。

云开岛
、

广宁岛及连山岛均被佘田桥期沉积进一步超覆
。

湘南地

区台盆东西两侧在棋梓桥期存在的其昌岭海岛
、

彭公庙岛则被海水淹没
,

接受碳酸盐沉积
;

( 2) 台地范围缩小
,

台盆加深变宽
,

台
、

盆分异趋于极盛
。

此阶段台盆是一个加深变宽的

过程
,

台盆宽度及深度均达最大
。

用同期相邻台地与台盆的沉积厚度之差
,

可大致计算台

盆的古深度
,

计算结果为钦州
、

灵山等地深度可能达 80 0 余米
;
桂东北一带为 30 0一 5 0D 米

;

湘南地区可能为 3 00 米左右
。

造成这种 由南往北深度减小的原因
,

可能主要是灵山
一

衡阳台

盆北西向基底断裂 的活动
,

导 致 了台盆基底 由南西 向北东阶梯状 上升而 成 (郭颖等
,

19 8 6 ) ; ( 3) 台盆边缘地带的同沉积期的断裂活动
,

导致 了台
、

盆地形差异进一步增大
,

从

而导致了台地与台盆的沉积组合的差异更加明显
。

台地主要为浅水碳酸盐沉积物
,

而台盆

则是欠补偿条件下的硅质岩
、

泥质岩及泥灰岩等沉积组合
。

台地与台盆之间的斜坡相带
,

则

发育了各种类型的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风暴沉积及底流沉积
。

5
.

台盆的封闭充填阶段

时间上限于晚泥盆世晚期 (锡矿山期 )
。

此阶段为大的海退期
,

构造活动也趋于平稳
。

台盆表现明显的浅水化
,

并大幅度 由北向南萎缩到广西境内
。

锡矿山早期
,

湘南地区台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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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沉积物被浅水的碳酸盐台地沉积取代
,

湘中湘南联成一片
;
锡矿山晚期

,

陆源碎屑沉

积作用加强
,

湘南地区东缘和北缘古陆砂泥沉积物大量注入充填台盆并最终覆盖了碳酸盐

沉积
,

从而结束了湘南地区台盆的演化历史
。

综上所述
,

灵山
一

衡阳台盆在泥盆纪经历了形成
、

发展
、

收缩充填的完整演化历史
。

是

华南泥盆纪颇具特色的台间盆地古地理格局的较典型的代表
,

解剖它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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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护翔碑钾出洲与碑娜忍俐肠洲肠也

毓二
肉 讯 l

《岩相古地理学教程 》 已于 1 9 9 0 年 10 月正式出版
。

该书在 《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

方法 》 一书基础上
,

根据地质矿产部系统十余年来岩相古地理研究的成果和经验
,

以及有

关大专院校开设岩相古地理学课程的教学经验
,

并吸收了国外沉积学界具前沿性的新进展
,

加以综合
、

精练编写而成
。

全书分
“

绪论
”
及

“

差别环境的标志
” 、 “

判断沉积环境的生物

标志
” 、 “

大陆环境及相模式
” 、 “

三角洲环境及相模式
” 、 “

陆源碎屑海洋沉积环境
” 、 “

碳酸

盐岩及沉积环境
” 、 “

沉积
、

岩相
、

盆地和古地理演化过程中的成矿作用
” 、 “

岩相古地理研

究与编图工作方法
”

等八个单元
,

全书约 3 d 万字
。

该书由地质矿产部岩相古地理工作协作组办公室负责组织编写
,

聘请了由刘宝礴
、

曾允

孚任主编的编委会
.

由在 《岩相古地理基本知识》 电教片中讲课的刘宝礴
、

余光明等教授编

写
。

因此
,

该书既能配合电化教学
,

又能独立地作为专业培训和大专院校的教材
,

也可用

作沉积地质学
、

岩相古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

该书每册收工本费 5
.

40 元 (邮购者需加 10 %的包装
、

邮寄费 )
,

单位购书 1 00 本以上

者可九折优惠
。

款到发书
。

联系单位
: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新 82 号
。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岩相古地理办公室
,

(邮编 6 1 0 0 8 2)

开户行
:

成都市建行石铁支行
,

帐号 2 4 7 0 4 4 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