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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南部石炭纪的构造与古地理
“

夏 军
、

.

徐家聪

( 安徽省地矿局 区调 队 )

区域地质概况

(一 ) 古地理
、

下扬子 区 的

安徽部分
,

由于受

华力 西运 动 的 影

响
,

以及成生时代

尚不 清楚的沿江

断裂 与形 成于 加

里东 早 期 的 江 南

深断裂的控制
,

在

早 石 炭世岩关晚

期形成
“

三 隆 两

坳
”
的古地理格局

( 图 1 )
。

张 八岭隆 起
:

位于 嘉 山一滁 县

一带
,

该隆起存在

时间较长
,

早石炭

世为陆地
,

形成剥

蚀区
,

是巢庐坳陷

碎 屑 物 的 主 要 来

源区 ;
晚石炭世沦

为水下隆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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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安徽南部石炭纪古地理
、

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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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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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隆起
:

位于沿江断裂与江南深断裂之问
,

早石炭世为隆起带
,

缺失部分地层 (见

后文 ) ; 晚石炭世威宁期遭海侵
,

但早期隆起地貌仍清晰
,

形成 潮坪
一

漓湖相的老虎洞白云

岩
。

江南隆起
:

位于石台一太平以南的广大地区
,

威宁晚期前一直为陆
,

是宣径坳陷碎屑

物的主要来源区
; 威宁晚期遭受海侵

,

沉积一套纯碳酸盐岩序列
。

巢庐坳陷
:

位于沿江断裂的北侧
,

早石炭世形成巢庐海湾
,

并有两个次级凹陷— 花

山凹陷和槐林凹陷
。

两凹陷海侵初期明显
,

属开阔台地中的局部低凹带
。

巢南巢北间还有

一条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的间歇性活动的同沉积断裂
。

宣径坳陷
:

位于江南断裂 以南
,

早石炭世形成宜径海湾
,

`

比较明显的次级构造有
:

王

胡村凹陷
、

铜山凹陷及长岭凸起
。

该坳陷以浑水的碎屑岩沉积为主
,

坳陷中心静水地带可

出现混合沉积
。

(二 ) 同沉积断裂

有两条比较明显的同沉积断裂
,

即沿江断裂和江南断裂
。

沿江断裂
:

南起宿松
,

经怀宁穿过马鞍山向江苏延介fJ
,

走向约 刁o5
,

长约 3 0 Ok r l l 。

该断

裂成生时代不清
,

但在石炭纪活动 l归显
,

夕仁对沿江两岸的石炭纪沉积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以

该断裂为界
,

北西侧早石炭世地层发育齐全
,

而其南东侧 (只限于江南断裂北酉则
,

以下

同 ) 则为陆
; 至晚期

,

两侧虽均为海水淹没
,

但沉积相的展布各异
,

如
:

威宁早期
,

其北

西侧为开阔台地相的灰岩
,

而南东侧则为潮坪
一

蒸发台地相的白云岩
。

就是在该讼矛裂 的同一

侧
,

不同地段沉降
、

抬升幅度也不一致
,

如
:

威宁早期
,

该断裂的南酉段北西盘
.

沉降幅

度小
,

沉积厚度也小
,

怀宁龙王山仅数米
,

相反
,

其北东段的北西盘
,

下降幅度较大
,

沉

积厚度也大
,

和县马山岭可达 60 多米
。

江南断裂
:

呈 N E一 s w 向延介11
,

省内大致经宣城
、

青阳
,

消失于东至茵公镇 !:付近
,

长

约 3。。kn l 。

该断裂形成于加里东早期
,

在石炭纪活动明显
,

尤其是青阳 以北
,

它控制着早石

炭世沉积及相带展布
。

该断裂北西为上升盘
,

形成铜陵半岛
;
南东下降

,

形成宣径海汾
。

晚

石炭世马平早期
,

北西为浅滩
,

南东则为开阔台地 ; 马平晚期
,

北西盘上升成陆
,

而南东

则为浅滩环境
。

各时期的沉积相和古地理 面貌

(一 ) 早石炭世岩关晚期沉积相

卜 潮坪相 分布于巢庐海湾张八岭陆南缘
、

i.j]J 陵半岛北缘
,

宣径海湾的近岸带 (图

2 )
。

巢庐海湾为砂泥混合坪
。

岩石组合有生物扰动细粒石英砂岩
,

砂质
、

碳质泥岩
,

泥质

石英粉砂岩
,

海绿石石英砂岩
。

水平虫迹极其发育
,

含丰富的底栖腕足
、

腹足
、

海百合茎
、

植物等混生群生物
。

张八岭陆南缘的和县马山岭可见砂纹层理及脉状层理
,

怀宁龙王山的

粉砂岩中显透镜状层理
。

宣径海湾潮坪分布于径县昌桥
、

贵池许家坝和广德独山等地
。

径

县昌桥潮坪序列发育完整
,

具三元结构
,

砂坪
、

混合坪
、

泥坪清晰可辨
。

江南古陆北侧
,

岩

石组合为砂岩
,

岩屑主要为中酸性火山岩
。

广德独山一带为页岩
一

砂岩岩组
,

其沉积环境与

美国宾夕法尼亚 S us q uc h an an 谷上泥盆统 L i、 h va ! ley 段的低能海岸沉积较为近似
。

而位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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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末端贵池一带的潮坪则显示碳酸盐岩与碎屑岩的混合沉积特征
,

岩石组合为粉砂质泥岩
、

杂砂岩
、

微品白云岩
。

许家坦剖面上还见 。 、 户勺如`型叠层石
,

系潮间一潮上带产物
。

2
.

开阔台地相 巢庐海湾岩石组合主要为生物屑微品灰岩或含生物屑微品灰岩
、

微品

生物川砂屑灰岩
。

生物有底栖厚壳型的腕足
、

腹足
、

游泳三叶虫
、

珊瑚等
。

以水平层理及

波状层理 为特征
。

宣径海湾的岩石组合为钙质砂岩
、

含钙质砂岩夹灰岩或砂灰岩
,

灰岩中

含丰富的底栖腕足
、

腹足
、

海百合茎
、

三叶虫及原地生长的群体珊瑚
。

(二 ) 早石岩世大塘早期沉积相

受建康运动的影响
,

下扬子沉积区普遍抬升
,

沉积区范围缩小
,

巢庐海湾及宣径海湾

全处于潮坪或渴湖环境
。

巢庐海湾岩石组 合为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
、

泥品灰岩及钙质结砾
。

生物磨损强烈
,

为

腕足
、

珊瑚
、

棘皮
、

介形虫等生物
,

其中腕足类 石
。卯必 繁盛

,

上部见原地生长的枝状苔鲜

虫
。

气候属炎热潮湿
。

宣径海湾岩石组合为砾岩
、

砂岩
、

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向上变

化的潮坪沉积特点清晰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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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宜州市寨山高骊山

组潮坪相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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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早石炭世大塘晚期沉积相

受和县运动的影响
,

江

南断裂南东侧上升
,

宣径海

湾消失
。

巢庐海湾和早期相

比
,

反而一度加深
,

但常处

于深浅的交替变化中
。

(图 4 )

巢南巢北间同沉积断裂

1
.

陆棚 岩石组合为

生物屑球粒灰岩
、

生物屑灰

岩
,

由于风暴作用的影响
,

异生群生物极其丰富
,

且具

分选性
,

另外可见原地生长

的群 体块状 丛状珊瑚 构成

平均海平面

平均低潮面
一

般浪笨面

陆陆棚棚

图 4 大塘晚期沉积示意图

月 g
,

4 S im P盯 ied s
ed im e n at r y f a e

潘 d ur in g th e 扭 t e D a at n

脚
n

层礁
、

点礁
。

见 2 00 户h co `
及 。 ~ 朋 遗迹

。

2
.

蒸发台地相 由于同沉积断裂的活动
,

巢北偶见此相
。

岩性主要由微晶灰岩
,

生物

屑球粒灰岩组成
,

风化后呈姜结状
。

微晶灰岩中具鸟眼构造
,

含膏盐假晶
,

还见有膏盐假

晶白云岩
。

巢南发育微晶白云岩
、

核形石 白云质灰岩
、

核形石灰岩
,

生物稀少
,

见少量驰
、

蓝绿

藻
,

含星点状黄铁矿
,

应属渴湖环境产物
。

(四 ) 晚石炭世威宁早

期沉积相 (图 5)

1
.

开阔台地相 岩石

组合为微晶团块灰岩
、

粒屑

微晶灰岩
、

生 物屑 微 晶灰

岩
,

发育骚
、

腕足
、

腹足 、 珊

瑚
、

海百合茎等化石
。

常见

5一 1 c0
n :
厚的生物屑 灰岩

。

平均海平面

平均低潮面

巢庐区 铜贵区 宣 i介娜

图 5 威宁早期沉积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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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呈缓波状
,

显正粒序性
,

含异生群生物
。

该环境中相当于 N
.

P 詹姆斯的碳酸盐向上变

浅序列普遍发育
。

2
.

碳酸盐潮坪 岩石组合为砾屑白云岩
、

泥晶白云岩
、

砂屑微晶白云岩
,

砾屑主要为

含石膏假晶白云岩
,

具藻纹层微晶白云岩
,

薄皮颇 白云岩
,

系潮沟产物
。

另外见含膏盐假

晶的泥晶白云岩
,

具水平层理
,

鸟眼
、

窗格构造
,

系潮间带一潮上带产物
。

在宣径区为白

云岩夹灰岩
,

且互呈透镜状尖灭
,

为潮坪一捣湖产物
。

(五 ) 晚石炭世威宁晚期沉积相 (图 6)

巢庐区 铜贵区 宣径一江南区

开阔台地 浅滩 开阔台地

一 平均海平面

一 一平均低潮面

图 6 威宁晚期沉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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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ln l n乡a n

1
.

开阔台地相 下扬子海的安徽部分
,

该期几乎全处于开阔台地
,

其最大特征是发育

N : ,P 詹姆斯的碳酸盐向上变浅序列 (图 7)
,

但并不是各地都发育五个部分
,

多为 A
、

B
、

C

三个部分组成
。

且 A 段常见 5一 1 c0 m 厚的具正粒序层理
、

底冲刷
、

含异生群的生物屑灰岩
,

系风暴沉积
。

岩岩 性 构 造造 环 境境

陆陆相带带

沁沁派派
潮上带带

三三
。

} 毗
化

~ ~
状层”””””””””””””””””

万万 浅肉色泥晶灰岩
、

球粒灰岩
、

水 平平 潮间带带

... 日 层理理 潮 卜开阔阔

浅浅浅肉色粒泥灰岩
、

凉地生长的群体体 台地带带

珊珊珊瑚
、

化石保存完好
、

波状层理理理

脚脚口, `叻 颗粒灰岩岩岩

图 7 巢湖市金庭采石场黄龙组顶

部碳酸盐向上变浅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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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 有颇粒滩与生物屑滩之分
。

颐粒滩见于宿松一带
,

该期晚时形成鲡粒滩一生物屑滩
。

构成鲡粒滩的主要岩性有砾

屑灰岩
、

亮晶鲡粒灰岩
、

亮晶含团块鲡粒灰岩等
。

鲡粒主要形态为轮幅鲡
、

椭形鲡
、

表鲡
。

岩层见波状及交错层理
。

生物屑滩见于铜贵区
,

主要为亮晶生物屑灰岩
、

核形石灰岩
、

生物屑砂屑灰岩
,

见大

量的单斜层理
、

粒序层理及鸟眼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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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晚石炭世马平早期沉积相 (图 )8

开开阔台地地

均海 ,;-l 面

均低潮面

图 8 马平早期沉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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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开阔台地相 岩石组合为骚灰岩
、

粉晶灰岩
、

生物屑球粒灰岩
、

亮晶生物屑团块灰

岩等
。

生物丰富
,

棍生群及残生群生物均可见及
,

常见原地生长的块状
、

丛状群体珊瑚以

及由生物砂砾屑组成的风暴沉积
.

2
.

浅滩 有边缘滩及台内滩之分
。

边缘滩分布于巢北一带
,

是在颇粒滩一生物屑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主要 山核形 石

灰岩组成
。

台内滩见于贵池一铜陵一带
,

由核形石灰岩
、

亮品生物屑灰岩
、

亮品藻屑藻团

块灰岩组成
,

发育交错层理
、

平行层理
、

波状层理
,

生物属混生群
。

该类型的浅滩上常见

珊瑚层礁或砂砾屑滩与粗大的垂直钻孔的泥品灰岩 (渴湖相 ) 呈相变关系
。

(七 ) 晚石炭世马平晚期沉积相 (图 9)

争l:南同沉积断裂

日 沙
.

自 111

」咬均低潮血

图 9 马平晚期沉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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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断裂以北地区抬升成陆
,

断裂以南紧邻陆地一侧形成核形石浅滩
,

向南逐渐过渡

为以泥品灰岩为主的开阔台地环境
。

古陆的确定

该区先后出现的古陆有
:

张八岭古陆
、

江南古陆及铜陵半岛
。

前者 已为大家所公认
,

现

打重对有争议的铜陵半岛讨论如下
:

训陵半岛是指早石炭世铜陵一贵池一带方圆约 6 0 0 0 kll 飞, ,

大致呈北东一南西走向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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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自我队在 《地 层志 》 提出后
,

争议颇大
。

(一 ) 生物特征
: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老虎 洞白云岩下伏一套碎屑岩的时代归属
,

以往根据其岩性划归高

骊山组
。

我们通过从区域上采集的袍粉
,

经候静鹏
、

候海涛初步鉴定
,

得两个抱粉组合 0
,

自下而上为
:

.(1 ) 枷
砧少叨公 娜汕稗户

:。
.

,

碱二
一
月声凌侧众以装汉孕毋。 、 翻

~
一

伪
刀

如占子叨
,

衍 组合带
;

( 2) D叱心 l话
娜骊 d汉蒯邵

一

A二 , a8娜
。 ,
湘 cI 。

一

!cs 。可枷 山
v

孵 组合带
。

其中第一组合带计有
:

御奋

佣公以
“ ` is 闪 I’a 以了

必
王 ,

A
.

”咖山
,

椒脚叨。
娜汤洲夕at 洲 :

.

阴自解
,

D面 l诏衅汲份 sP
. ,

7C 切证绍 2朋
、

a cf
.

咖卜

朋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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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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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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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佣艺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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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曰
,

翻` 口`” 脚它招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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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户交砚及材is 产刃
,

说 `
sP

, A
.

sP p
.

,

彻动.ic 灿 sP
. ,

价 t* 、 白`娇脚;
、

沥s ( 凸双以昭脚护u
) s p

. ,

肠户如功
,。 : t 7心〔倪占 s p p

. ,

物
,

、

~
以晰初卿

a
胭

n盆娜曰。
,

A ,

幽: 。 `扒尸 a

卿军少“
,

山如阴
、

洲叼 从乙山俪 等
,

共计 16 属 招 种 5 未定种 2 亲近种
,

与欧阳舒等 ( 1 9 8 7) 已

知三组合相比
,

本组合与其中
、

上组合相似 ( L H 带 )
,

有 13 属 12 种相同
,

其中撇 is 产刀 a
娜添

砂户
。 rI

.

仇`、 : 是该组 合带的最重要分子
。

自 5 0 年代以来
,

该种已在世界许多国家
、

地区发

现
,

其时代限于 aF 、 一 T
n : 。

早期
。

除此 以外
,

还有一些种属
,

如
:
为`

:
哪脚

。 尹印夕甜“
,

A产
耐动以

~
和

, :̀ `。 叭 。。 ,I’ 、 甘 ,,t 游
卿

· 。 、 。 如。 、 等都是泥盆纪或晚泥盆世的分子
,

前者最初发现于加拿

大和 比利时的中泥盆世 ; 后者在欧洲的 F a n 、 e ,: l: i。 』、 I晚期相继也有发现
。

A户必以动以 u
iss 脚

护a a o at

最初见于苏联 P r i p ay t盆地的晚泥盆世末
。

可见
,

这个组合具有浓厚的泥盆纪色彩
,

可代表

该区泥盆系的最高层位
。

第二组 合带分 布广泛
.

层位也稳定
,

共 22 属 21 种 3 未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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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与 1 9 8 7 年欧阳舒等的 D M

带相 比
,

2 2属就有 19 属相同
,

绝大部分种也相 I司
。

其中 A。 ,
、

。
·

a 。
卿

u , ,。 。
、

u ,

cS h o可枷
e la : ,

匆,

为该组合带的代表分子
,

D如汤洲阔 ,,s 招。 。即。 t“
,

价
“ 、 。脚

` 。 f
.

肋sa “
械 具有浓厚的石炭纪色

彩
; 22,

, ,。 ~
,`ut

,

让如 。 lur
,如 z贺 的上限为 T

o u 。 ,: 。 i s ia ,、 l晚期 (T
n 3

) 的底部
,

是德国泥盆纪和石炭

纪 之交的 T E 带首要分子
。

同时
,

本组合也有少量具泥盆色彩的分子
,

如
:
lA。 , os 脚

二 c f
.

sle 旅

勿
,* ,

z“
.

2洲
“ 、 z,

·

“ ` ,t。 、 。 f
.

* , , J;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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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砚 e 。
`

,,l 。

、 闪 r 、 〔
,
,, `、 。〔℃ , ,。沽 等

。

因此
,

第二组合带在区内可代表

石炭系的展低层位— 岩关早期沉积
。

如上所述
,

只根据岩性特征与邻区高骊山组相似进行对 比
,

进而否定铜陵半岛存在的

观点
,

是与生物地层不相符的
。

(二 ) 岩相特征
:

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
,

岩关晚期半岛两侧均有边缘相存在
。

半岛北侧
,

无为壤 口 的钻

孔中见有碎屑岩夹灰岩沉积 (厚度仅 l m 左右 )
,

表现为近岸潮坪环境
,

向北渐变为生物极

其繁盛的碳酸盐开阔台地相
。

沉积等厚线向北也有渐渐变厚的趋势
。

同期沉积的半岛南缘
,

0 安徽区域地质
,

1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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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县昌桥一带 为一套碎屑岩组合的潮坪沉积 (图 1 0 )
,

向南
,

海水变深
,

过渡为畅通海湾的

碳酸盐与陆源碎屑的混合沉积
,

其中生物繁盛
,

一些窄盐份生物
,

如珊瑚等均可保持原地

生长
。

大塘早期
,

全区海退
,

铜陵半岛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

半岛北侧的巢湖市王家村一带

至大塘早期
,

其生物以含底栖的双壳
、

舌形贝
,

以及植物混生为特征
,

属潮坪
一

捣湖环境
。

在

潮上的低能泥坪中
,

双壳类往往呈介壳滩的形式出现
,

主要沿层面排列
,

且彼此套叠
,

凸

面 向上
。

根据贝壳沿层面的排列组合方式
,

可确定铜陵半岛北侧的古海岸线展布大致呈北

东一南西向
。

构构 造造 解 释释

水水 平层理理 高潮坪坪

钙钙质泥岩与钙质粉粉 脉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理 中潮坪坪
...

砂质泥岩互层层层层

否否否否 低角度交错层理
,

脉状状 低潮坪坪
飞飞> <<<<< 层理

,

波状层理理理

全全全全全全

水水平层理理 高潮坪坪

图 10 径县昌桥王胡村组潮坪沉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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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可知
,

铜陵地区传统的高骊山组应属晚泥盆世晚期一岩关早期地层
。

该区缺

失岩关晚期 (金陵组 )
、

大塘早期 (高骊 山组 )
、

大塘晚期 (和州组 ) 的沉积是 由于该期为

陆地的缘故
,

并非构造及后期剥蚀所致
。

海平面变化与盆地演化

泥盆纪陆相沉积之后
,

下扬子区遭受来 自北东方向的海侵影响
,

首先在研究区普遍沉

积了一套陆缘近海湖泊
一

沼泽砂泥岩
。

继之三隆两坳的格局形成
。

岩关晚期
,

海平面上升
,

海

水顺坳陷侵入本区
,

形成两大海湾— 巢庐湾及宣径海湾
。

巢庐湾的陆源碎屑供给不足
,

主

要为清水的开阔台地碳酸盐沉积
,

仅边缘为陆源碎屑的潮坪相
。

宣径区由于来 自江南古陆

的碎屑供给充足
,

海水混浊
,

而 以碎屑沉积为主
。

大塘早期
,

海平面下降
,

宣径湾变成浅

水潮坪环境
,

由于陆源碎屑丰富
,

沉积厚度较大
。

巢庐湾较宜径湾稍深
,

形成泥岩夹泥晶

灰岩
、

钙质结砾岩的海湾沉积
。

大塘晚期
,

下扬子区表现为抬升
,

但差异性升降运动明显
,

局部地区 (巢庐湾 ) 处于浪基面之下
,

继之又处于振荡之中
,

沉积基底时常出露水面
,

形

成膏盐假晶
。

此时的宣径湾 已不复存在
,

成为剥蚀区
。

晚石炭世威宁早期
,

海平面再次上升
,

铜陵半岛
、

宣径地区相继被来自北东方向的海

水淹没
。

到威宁晚期
,

海平面上升幅度最大
,

就连地质历史上长期为陆的江南古陆也难幸

免
,

造成了威宁晚期地层超覆于震旦系地层之上
。

此时
,

下扬子海 已与华南海连通
,

海水

转而主要来 自南方
。

安徽南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马平晚期
,

海水才开始从北方再次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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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造成江南断裂以北广大地区首先抬升成陆
。

二叠纪地层直接与马平晚期沉积接触
,

而江南

断裂以南却一直接受海相沉积
,

尤其是休宁一带
,

仍为开阔台地相
。

从插 图 n 不难看出
,

早石炭世沉降中心位于巢庐及宣径地 区
,

至晚石炭世
,

沉降中心

不断南移
,

这恰好与海平面的变化相吻合
,

充分说明盆地演化与沉积相的关系密切
。

图 11 安徽南部石炭纪沉积横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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