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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东岳地区中寒武统藻类化石的发现

及其环境
、

构造古地理的意义

蔡雄飞 雷兆春 乔广木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湖北东岳地区位于豫
、

鄂两省交界处
,

区
。

区内下
、

中寒武统剖面连续
,

出露

良好
,

尤其是中寒武统地层分布广泛
,

为

一套不纯的碳酸盐岩沉积
。

过去由于在

该套地层中始终未获得大古化石
,

也没

有根据盆地碳酸盐岩特有的鉴定标志
,

如微体化石
、

特有的动物群和沉积构造
,

而是仅仅根据其缺乏化石
,

颜色较深
、

岩

性粒度较细
,

把它作为陆棚边缘相或盆

地相处理 o
。

19 8 9 年
,

中国地质大学结合当地开

发赋存在中寒武统的大理石矿产资源的

西靠陕西 ( 图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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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东岳地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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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系统地对本地区出露的地层
、

尤其是赋存矿产的中寒武统地层进行了详细调查
,

首

次发现了较多的具指相功能的藻类化石
,

从而揭开了该地中寒武统沉积相神秘的面纱
。

一
、

区内隐藻碳酸盐岩的形态及其代表性岩石类型

本区中寒武统地层岩性单调
,

以灰岩
、

白云质灰岩或白云岩出现为其特征
。

沉积标志

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

下
、

上部以藻类化石出现为主
,

沉积构造相对 比较贫乏 . 中部藻类化

石少见
,

但沉积构造较为发育
。

下
、

上部藻类化石异常丰富
,

但形态各异
,

有球状
、

结核状
、

豆状
,

也有平直纹层状
、

`

细线状
。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
,

即具有明暗相甸的双纹层显微构造
。

双纹层黑白

相 间
,

暗纹层 由黑色富隐藻有机质碳酸盐岩组成
,

明纹层由贫隐藻透明的碳酸盐岩组成
。

这

些发育的微层构造是藻的丝状体通过物理沉积和生物生长相互作用的结果
。

藻类不仅可以

将沉积物的颗粒机械地捕获在有机膜上
,

同时还能将沉积物颗粒粘结起来
,

对沉积物起固

0 湖J仁的寒武系
, 1 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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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用
。

这种相互作用过程可以产生各种隐藻碳酸盐的形态
,

如核形石
、

层纹状等构造
。

因

此微层的厚度和隐藻的形态
,

则严格受其周围的沉积环境和水体的强度以及藻的光合作用

的控制
。

本区中寒武统藻类碳酸盐中的藻类与具生物骨骼的钙藻不同
,

不能在死亡后保存化石
,

而只能在造岩作用和沉积作用中留下生命活动的遗迹
。

虽然它们可分泌粘液质粘结碳酸钙
,

但丝状体常常不能很好被保存
,

不能形成遗体化石
,

而总是以遗迹化石形式出现
。

本区中寒武统地层虽缺乏化石
,

但蓝藻极为发育
,

我们可以根据它们造粒
、

造泥
、

胶

结作用中留下的形态
,

把隐藻碳酸盐岩划分为几种类型
。

1
.

藻核形石 形状近球形或椭圆形
,

个体直径 3一 5~
,

核心多为碎屑组份
,

同心纹层

5一 8 层
,

内紧外松
,

暗层窄
,

亮层宽 (图 2)
。

2
.

藻灰结核或燕包壳 形态不规则状
,

有近球状
,

但多为长椭圆形
,

内碎屑边缘均被

藻丝缠绕
,

缠绕圈多为隐粒组成
,

比较窄
。

内碎屑多见粒溶孔 (图 3)
。

图 2 藻核形石灰岩 ( 义 5)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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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藻豆 核心多为隐藻屑
,

核心之外呈波层
,

并可以环绕两个以上藻豆形成复藻豆
。

藻豆间空隙淀充填
,

边缘具栉壳或放射状构造
,

但未延伸核心 (图 J )
。

刁
.

藻纹层 连绵藻席形成条带状或略具不规则水平层纹的藻碳酸盐岩体
。

条带状
、

层

纹状明暗相间
,

宽窄不一
,

一般暗层较宽不连续
,

不如层理规则 (图 5)
。

图 4 藻豆 ( 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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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藻纹层灰岩 ( 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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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藻线纹
,

特点与藻纹层相同
,

不同之外是暗色层呈线状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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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区岩性单调
,

但由于藻类化石丰富
,

形态多样
,

我们可以在单一的碳酸盐岩中

划分出几种微相的岩石类型
。

` 藻核形石灰岩 藻核形石为主要的颗粒组份
,

包壳同心纹是最基本的特征
。

藻核形石

含量 30 一相%
,

个体均匀
,

直径 3一 s m m
,

个体之间均为亮晶方解石胶结
。

产在本区剖面下

部多层之中
。

藻结核或藻包壳灰岩 藻结核体含量 20 一 30 肠
,

结核均为内碎屑
,

呈长轴状
。

藻结核

之间为粉晶
、

泥晶胶结
,

产在本区剖面下部
。

藻纹层灰岩 在本区剖面上部大量产出
,

最有代表性
,

但下部也可见
.

除藻灰岩不同类型以外
,

本区剖面中部还发育了具再作用面
、

粒序层等潮汐层理的中
、

细粒灰岩
。

二
、

隐藻碳酸盐岩的环境意义

本区中寒武统沉积是在早
、

中寒武世之间发生的一次抬升运动的构造背景下进行的
,

这

与扬子北缘早
、

中寒武世之间发生的差异上升运动相一致
。

因此中寒武统沉积总的表现为

一个大海退序列特点
,

其中又有许多次一级的海水进退沉积旋回
。

这些沉积特点的演化
,

正

是通过本区隐藻类碳酸盐岩的形 态纵向变化和不同的组合反映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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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剖面下部代表性的沉积序列看
,

除一些少量的沉积构造外
,

大量的为藻类产出的不

同形态
,

它们与岩性粒度
、

沉积环境密切相关
。

从图 7 下部中粒灰岩看
,

通常都是 由藻核

形石组成
。

核形石是 由蓝藻裹上一些碎屑在水底滚动而形成
,

是一种非固定生长的碳酸盐

岩结核体
,

与成师环境甚为类似
。

这种碳酸盐岩结构是被藻丝体和粘液质缠绕起来而形成
,

它们经常受波浪
、

洋流的往复运动的影响
。

因此核形石的沉积环境必须是连续水下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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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核形石研究认为
,

它一般形成在潮下几米处
,

但水体必须搅动
。

因此核形石圈层的

多寡是指示潮下持续动荡的强度
。

一般说来
,

同心层纹密集
,

外形似球状能量高
,

反之则

弱
。

本区赋存在中粒灰岩或波状层理的细粒灰岩中的核形石
,

虽然个体不大
,

但同心纹圈

略多
,

外形似球状
,

个体之间均为亮晶胶结
,

是一种高能
、

动荡的沉积环境产物
。

当然不

同岩性的核形石个体大小略有不同
。

中粒灰岩中的核形石个体比赋存在细粒灰岩中的要大
。

因此藻核形石的个体大小
、

留层多寡
、

胶结性质都是指示水动力能量的指数
。

由中粒灰岩递变为细粒灰岩
,

藻核形石多层缠绕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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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于边缘缠绕
,

水动力能量相对减弱
。

藻灰结核也是

一种被蓝藻缠绕的结核体
,

是藻核形石演化上的一种变

态
。

缠绕程度不同
,

反映二者成 因有所差异
。

从藻灰洁

核体的内碎屑形状来看
,

一般多为扁长椭圆形
,

而且都

具定向性
,

长轴往往向一个方向伸展
,

显然这是一种定

向水流运动所致
,

因而它也是一种高能量的产物
。

但藻

灰结核不具圈层构造
,

仅有边缘缠绕构造
,

因而它不可

能代表连续动荡的环境
,

而是属于一种异地固着生长的

藻结核碳酸盐岩体
,

代表一种潮间下部的沉积特点
。

由细粒再到微晶灰岩
,

沉积标志取而代之的是低能

水平纹层
。

由岩性的递变而带来藻类形态
、

生长状态等

一系列变化
,

组成了一个次一级 由潮下到潮间再到潮上

的海退的沉积序列
。

图 7 东岳地区中寒武统下部沉积

序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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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下部的这种沉积序列片断
,

对中寒武世早期沉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

反映了本区

中寒武世
,

虽然处于大海退时期
,

但早期的沉积环境是剧烈变动
,

忽而靠水下
,

忽而靠岸
。

这种地槽型潮坪不稳定沉积特点
,

就适合并易造就不同的藻类生长和形态
,

因而藻类的形

态变化具有指示沉积相纵向演化的功能
。

剖面上部以带状或不规则水平层纹状的纹层藻繁盛为代表
,

暗色层发育
,

一般较宽
。

这

些特征表明
,

在中寒武世晚期
,

伴随大海退
,

本区产生较宽广的潮坪地带
。

这种相对比较

稳定的沉积环境
,

有利于藻类生长的光合作用空间条件
,

有利于暗色层纵向生长
。

从没有

弯状构造
,

反映了当时该地的潮坪地带相当平坦
,

纹层藻是在静水
、

平坦藻席基底上固着

生长
。

虽有季节性干扰和间断的小水流
,

但并不影响暗纹层有机质繁盛和连续的水平隐藻

纹层的形成
。

因此纹层藻生长环境代表缺乏水流和任何波浪作用影响的地带
,

一般形成于

潮间高处和潮上带
。

以纹层藻大量发育为特点
,

代表了本区中寒武世大海退沉积作用的结

束
。

需要指出
,

在剖面下部潮上带环境也可形成纹层藻
,

但远不如剖面上部发育
,

这是由

于剖面下部沉积环境 比较动荡
,

处于不稳定状态
,

暗层厚度不如亮层厚
,

因而不太有利于
-

纹层藻大量发育和较好生长
。

但剖面下部纹层藻的出现
,

代表次一级沉积旋回的结束
。

对处于潮间带的藻豆成因
,

颇为流行的解释
,

因其边缘具栉壳和放状构造
,

就把它统

统作为成岩作用的结果
。

这并不全面
,

也不符合藻豆在 自然界产出的状态
。

无可非议
,

确

实有相当多的藻豆是受成岩作用所致
,

但也有一部分藻豆虽然受到成岩作用的叠加
,

但它

的核心构造并未受影响
,

换言之就是放射状构造并未延伸到核心
。

因此核心的藻团或隐藻



19 91 年 第 1辑 湖北东岳地区中寒武统藻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环境
、

构造古地理的意义 2 5

屑可以说是原生的
,

具有指示沉积环境的意义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本区的藻类形态比较多样
,

成因机制各不相同
,

沉积环境影响隐
娜 藻的类型

,

并且藻的形态纵向变化与其地层剖面中的岩性
、

沉积构造相一致
,

因而指相功

能明确
。

它们是水深
、

能量以及近岸相的标志
。

本区中寒武统隐藻碳酸盐岩虽不具地层时

代意义
,

但始终具有 良好的指相作用
,

是划分沉积相和恢复环境的标志
。

这里尚需指出
,

本区藻类的发育往往受潮汐流和海生动物的限制
。

本区由于缺乏海相

动物化石
,

因而藻类可以繁盛
。

海生动物通常觅藻类和微生物 为食料
,

海生动物繁盛
,

就

必然抑制藻类
。

另一个方面
,

如果定向性的潮汐流甚为强烈
,

也往往会把已经生长的藻类

加以破坏
。

本 区剖面中部发育有再作用面
、

粒序层理
、

平行层理
、

透镜状层理等潮汐层理
,

也不利于藻类的生长
。

本区藻类的生长与沉积作用似乎有如下几种微妙的关系
:

当物理沉

积作用和藻类生长作用相互平衡或沉积作用略大于藻类生长作用
,

就会形成多圈层构造
,

如

核形石一类 ; 当沉积作用占优势
,

远大于藻类生长作用
,

其结果缺乏圈层构造
,

如藻灰结

核 ;
当沉积作用完全占优势

,

就会缺乏藻类生长
;
当物理沉积作用退居次要

,

而藻类生长

作用为主
,

就会形成连绵的藻席
,

如纹层藻等
。

三
、

构造古地理 的意义

沙 本区中寒武统隐藻碳酸盐的发现
,

不仅丰富了中寒武世的生物群面貌
,

具有 良好的环

境意义
,

而且对构造古地理也具有重要作用
。

以往 由于缺乏化石
,

因而把该地中寒武统误认为较深水沉积
。

隐藻的大量发现
,

有力

地揭示了本区中寒武世沉积环境

并非是
“

冷
、

深
、

暗
”

的较深水碳酸

盐沉积
,

而是
“
暖

、

清
、

亮
”

的

潮坪碳酸盐极浅水沉积
。

该地隐藻碳酸盐岩的发现
,

使得寒武纪中
、

晚时期
,

东秦岭

中部隆起带可从北向南延伸
。

从

郧县以北沿途观察
,

中寒武统沉

积特征与东岳地 区是大同小异
。

从横向资料分析
,

这条隆起带南

部位置向南可以划到郧县
、

均县

一带
。

由于受工作区域限制
,

有

一点可肯定
,

郧县以北划为中秦

岭隆起构造带是无疑的 (图 8)
。

再从本区中寒武统上部碳酸

盐地 层含有较 多石 英碎屑 组分

看
,

其物源应来自北东
。

因为其

南部的武当地块上面有中
、

上寒

武统地层出露 (杨家绿
,

198 9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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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岩 相 古 地 理 ( l )

此武当地块并不存在
,

充其量为一水下高地
。

但对中秦岭隆起带以北
,

海沟构造带东部位

置
,

目前还有许多争议
,

这方面工作尚需深入
。

最后
,

本文作者向参加该项野外工作的丁汉平
、

丁国
、

赵俊峰三位同学
,

向在室内工

作给予指导的黄思驭老师和给予帮助的龚一呜同志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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