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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唐家湾剖面中一上泥盆统

碳酸盐岩沉积相和成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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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的工作区域是按中国地矿部和德国下萨克森州科学和艺术部之 间科学合作协

议而提供的
。

在唐家湾地 区的中上泥盆统碳酸盐岩中可以见到以下 8 种微相类型
:

泥岩
、

具纹层

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无纹层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介形虫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枝状层孔虫
一

粒泥岩
、

枝状层孔虫
一

棘皮类
一

粒泥岩
、

生物碎屑
一

粒泥岩和骨架岩
。

这些微相类型可指示不同的能量指数

及水深
。

同欧文 (I rw in
,

1 9 G5) 浅水碳酸盐沉积模式对比
,

唐家湾泥盆纪 (吉维特期和弗拉斯期 )属

于 Y 带和 z 带沉积
,

并可分出发育生物丘
一

生物层的正常海环境
、

局限浅水沉积环境和潮坪沉积

环境
。

最大水深估计为 1 om一 20 m
。

唐家湾剖面碳酸盐岩经历了三种早成岩环境
:

海水成岩环境
、

大气水成岩环境和混合水成岩

环境
。

其后又经历了晚成岩阶段的压溶
、

重结晶和交代作用
。

白云石 化部分为混合水成因
,

部分为

晚成岩期交代成因
。

关键词 碳酸盐岩沉积相 微相类型 成岩作用

1 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桂林唐家湾中一上泥盆统剖面东岗岭组和桂林组的岩石学和成岩作

用
,

并借助于宏观和微观资料建立了剖面模式以及本区的岩相古地理面貌
。

本文的工作区域

是按 中国地矿部和德国下萨克森州科学和艺术部之间科学 合作协议而提供的
。

本文作者于

19 8 8 年初同成都地质学院的耿爱琴女士
、

桂林 冶金地质学院的韦炜烈教授一道进行了为期

一个月的野外工作
。

所有样品分析工作均在德国完成
。

2 微相类型及其形成环境

唐家湾剖面包括中泥盆统信都组 (艾菲尔阶 )和东岗岭组 (吉维特 阶 ) ; 上泥盆统包括桂

林组 (弗拉斯阶 )和融县组 (法门阶 )
。

其中以东岗岭组和桂林组最为发育
,

均为碳酸盐岩 (图

l )
,

并见有以下微相类型
:

微相 1 :

泥岩
,

几 乎全由微晶方解石组成
,

生物含量小于 5 %
,

以钙球和有孔虫为主
,

普遍

0 本文 1 9 9 2年 8月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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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1 3年 ( 3)桂林唐家湾剖面中一上泥盆统碳酸盐岩沉积相和成岩作用

发育于东岗岭组及桂林组中
,

代表较低能环境的沉积
,

水体盐度不正常
。

微相 冬 具纹层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球粒均为 0
.

03 一 0
.

Zm m 大小的假球粒
,

少数大于

。
.

2 m m 者为内碎屑和团块 (葡萄石 )
。

纹层构造发育
,

纹层厚 0
.

1一 l m
,

沿纹层发生白云石

化
。

分布于东岗岭上部及桂林组
。

化石缺乏
。

代表浅水潮下一潮间带的循环受局限
,

盐度不

正常环境的沉积
。

微相 3 :

无纹层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球粒和内碎屑含量 50 %以上
,

填隙物为亮晶和泥

晶 (图片 1 )
。

生物 含量 < 6%
,

主要是有孔虫
、

钙球和棘屑
。

静水鲡常见
。

颗粒分选差
。

形成

于潮间带
,

能量较高的环境
。

微相 4 :

介形虫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图片 2 )
,

介形虫含量占 20 一 30 纬
,

直径达 o
.

sc m
。

大多

数介形虫的双壳分开
,

壳凸面向上
。

壳边缘泥晶化
。

分布在东岗岭组
,

形成 10 一 80 c m 厚的介

壳滩
。

其他生物有腹足类碎屑
,

边缘同样具泥晶化
。

非生物碎屑包括球粒和内碎 屑
,

总量

1 0 %
,

填隙物以亮晶方解石为主
。

由于生物种类单一
,

表明环境局限
,

同时介形虫和腹足以藻

席为食物 ( tS r
vu

e ,

1 9 8 9 )
,

因而代表浅水潮上一潮间环境
。

微相 6 :

枝状层孔虫
一

粒泥岩 (图片 3 )
,

该微相类型在整个唐家湾剖面中广泛分布
,

形成

枝状层孔虫滩
,

其厚度 10 一 3 c0 m
。

枝状层孔虫含量 30 一 50 %
。

其他生长缺乏
,

漂浮于泥晶基

质中
,

在剖面上与纹层灰岩或生物碎屑粒泥岩呈互层
。

枝状层孔虫生活在弱搅动水环境
,

多

为安静的
,

受限制的潮下一深潮间环境
。

微相 6 :

枝状层孔虫
一

棘皮类
一

粒泥岩
,

枝状层孔虫占岩石的 5一20 %
,

其次还有棘皮类和

球状层孔虫
。

枝状层孔虫骨骼保存完整
,

未破碎
,

而棘皮类及球状层孔虫均为碎屑状
,

局部棘

屑富集达 3 0 %
。

此外还含有钙球及有孔虫
。

二者含量小于 5 %
。

该微相类型仅分布于挂林

组中
。

沉积环境为低能的波基面之下的较深潮下带
,

同时有风暴潮作用将棘屑带入
。

微相 7 :

生物碎屑粒泥岩
,

生物碎屑含量达 50 %
,

计有珊瑚类
、

块状一枝状层孔虫
、

腕足

类 ( trS
材峥火℃

内俪 sP
`

)及腹足类
。

介形虫和瓣鳃类很少
。

生物个体多完整保存
。

生物的种类和

含量在东岗岭组中
、

上部较丰富
,

而在桂林组中则较少
。

填隙物以泥晶为主
,

亮晶仅占填隙物

含量的 10 %
。

该微相形成于较低能的潮下带
。

微相 8 ;

骨架岩
,

剖面上构成生物层和生物丘
,

生物的总量占 70 %
。

生物以块状层孔虫

和珊瑚为主
。

层孔虫部分保持生长状态
,

部分倒伏
,

直径最大者为 6 c0 m
,

多数为 20 一 3D
c m

。

此外还有鹊头贝
、

枝状层孔虫
、

腹足类及棘屑
。

骨架岩的基质为生物碎屑和泥晶方解石
。

泥

晶方解石均白云石化
。

沉积环境为位于波基面之上的循环好的开阔海浅滩
。

东岗岭组和桂林组的 8种微相类型代表了不同水深和能量的沉积环境 (表 1 )
:

能量指数 I (静水环境 )
:

泥微晶基质占 50 %以上
,

完整的化石或者棱角状介壳
。

能量指数 l (静水和搅动水交替环境 )
:

泥微晶基质占岩石 50 %以上
,

棱角状一圆状介

壳或含分选好的韵律层
。

能量指数 , (弱搅动水环境 )
:

碳酸盐颗粒直径以 0
.

25 m m 者为主
,

棱角一圆决介壳
。

能量指数 VI (中等搅动水环境 )
:

碳酸盐颗粒组分直径 以 0
.

25 一 Zm m 为主
,

棱 角状一圆

状介壳
。

能量指数 v (强搅动水环境 )
:

碳酸盐颗粒以直径大于 Z m m 为主
,

棱角一圆状介壳
。

根据微相类型的剖面组合
,

唐家湾剖面东岗岭组和桂林组可分 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沉积

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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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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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相 3 :

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无纹层构造
。

沥青充填孔隙 〔a)
,

颗粒为球粒及内碎屑
。

桂林组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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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形虫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

介形虫介壳

a( )具浪晶化
.

( b) 共劲十特的协射汁纤 堆姗睦姑

物和粒状亮晶方解石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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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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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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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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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 否家湾剖面沉积旋回类型 (旋回类型分布见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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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年 ( 3 ) 桂林唐家湾剖面中一上泥盆统碳酸盐岩沉积相和成岩作用

表 1 唐家湾剖面微相类型的能量指数及环境

T a b le 1 E n e r g y i n de x a n d e n v业o n一n e n t o f the 一n ie ro fa e i留 t y碑
5 i n the T a n gj ia w a n

sce
toi n

微相类型

泥岩 ( 1)

具纹层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2

无纹层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 (3)

介形虫
一

颗粒岩 /粒泥岩 ( )4

枝状层孔虫
一

粒泥岩 (5 )

枝状层孔虫
一

棘皮
一

粒泥岩 6( )

生物碎屑
一

粒泥岩 7( )

骨架岩 (8 )

能量指数 (据 p l t lm l e v ,

19 6 2 )

1

万至 万

l 至 I

, 至 W

I 至 l

I 至 1

环 境

浅水潮间

潮间

潮间

深潮间

深潮间一浅水潮下

潮下或浅水潮间

潮下

较深潮下

照片 刁一微相 5
:

枝状层孔虫
一

粒泥岩
,

强烈的成岩变化
。

照片中的为一个枝状层孔中碎屑被铁方解石

和具环带铁方解石充填 ( a)
;
部分被菱形白云石 ( b)

交代
。

东岗岭组 ( D Zd一 Zb G )

hP
o t o g r a Ph 4 M i e or f a百 es 5 i n th e D o n g g a n g l j n g OF

r m a t i o n

co n s j s st of a m hP jP o r a 一 w a e k e s t o n e w i th in t e n s e d i昭
e n e t ic e h a n g韶

.

T h e a m P h iP o r a f r a g n l e n st a r e f i l l e d by F e 一 ca l e i tea
n d r i m m e d

F e 一 e a l e i t e
(

a
)

, a n d 钾
r t ly r e p la ce d b y r h o m b i e d o l o m iet ( b )

A 旋回类型 (图 2
一

a) 旋回以生物层沉积开始
,

代表沉积环境水较深
,

其上为泥岩沉积

水体变浅
,

然后水面快速上升
,

再沉积生物层
。

同现代生物礁和生物层一样
,

层孔虫生物层代

表了高的碳酸盐形成速率
。

层孔虫生物层的生长较海面上升快
,

因而导致了水体变浅
,

当达

到潮坪浅水条件时
,

形成泥岩和介形虫
一

颗粒岩 /粒泥岩沉积
。

A 旋 回常在东岗岭组中出现
。

B 旋回类型 (图 2
一

b) 仅在桂林组中出现
。

旋回顶部为枝状层孔虫
一

棘皮
一

粒泥岩
,

为较探

水沉积
。

向下变浅
,

沉积泥岩
。

多数 B 旋回类型发育不完整
,

仅出现由枝状层孔虫
一

棘皮
一

粒泥

岩
,

或者呈枝状层孔虫
一

粒泥岩与纹层状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交互沉积
,

且交互层之间分界

明显
。

枝状层孔虫
一

棘皮
一

粒泥岩和枝状层孔虫
一

粒泥岩是在风暴作用下沉积的
`

C 旋回类型 (图 2
一 c ) 仅仅在桂林组中出现

,

并由泥岩和无纹层球粒
一

颗粒岩 /泥粒岩组

成
,

二种岩性之间分界明显
。

3 沉积相模式

唐家湾剖面中上泥盆统为浅水碳酸盐台地沉积
。

同欧文 ( rI w in , 1 9 6 5) 浅水碳酸盐沉积

模式对 比 (图 3 )
,

唐家湾泥盆纪 (吉维特健和弗拉斯期 )属于 Y 带和 z 带沉积
,

并可分出发

育生物丘
一

生物层的正常海环境 (a)
、

局限浅水沉积环境 ( b) 和潮坪沉积环境 c(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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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

唐家湾剖面 (吉维特期
、

弗拉斯期 )相模式 ( b) 与 rI w in 模式 (
a )的对 比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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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唐家湾剖面成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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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3 年 (3 ) 桂林唐家湾剖面中一上泥盆统碳酸盐岩沉积相和成岩作用

大气水成岩相交代
,

形成粒状方解石环边
。

大气水成岩作用
:

海百合碎屑的共轴加大以及晶簇状
、

粒状方解石胶结物通常被认为是

大气水成岩环境的产物
。

微相 l 至微相 4 的钙球
、

有孔虫
、

腹足的交代部分以及颗粒之间的

胶结物常是粒状方解石
,

晶粒间孔隙中心变粗
。

混合水成岩作用
:

剖面部分白云石是在海水
一

大气水混合带经交代而成的
。

白云石 ca /

蘸蒸纂

图刁 桂林地区吉维特期 (东岗岭组 )沉积相模式

a( )发育生物丘 /生物层的正常海
; ( b) 局限浅水环境 ; <c )潮坪区

F ig
.

4 S ed im e n at r y 血 e ie s m o d el f o r th e G ive t讯n D o n s即
n g l孟n s oF

r m a t i o n i n th e G u i ! i n r e g fo n

( a ) = n o r m a l s ea w i th w e l l
一

d e v e l o ped ib o h e r m / bi os t r o
m

e ; ( b ) = r es t r ic et d

s
ha l lo w

一
w a et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e ) 二 t id a l f lat

r e g i o n



岩 柑 古 地 理

gM 为 l : 1
,

半自形一 自形粒状 (图片 4 )
。

本区混合水白云石化作用主要受季节性降水量的

控制
。

在潮湿季节大量淡水向下渗透进人混 合带
,

与海水混合
,

形成混合水白云石
一

化
。

晚期成岩作用
l

压实
一

压溶作用强烈
,

形成大量不规则高幅度缝 合线
。

沿缝合线有沥青黄

铁矿及绿泥石分布
。

晚成岩 白云石主要为沿压溶缝合线分布的粒状 白云石以及交代亮晶方

解石的粒状 白云石
。

此外
,泥晶方解石的强烈重结晶也是晚成岩作用的产物

。

图 足总结了唐

家湾剖面的成岩演化过程
`

5 总结

唐家湾剖面东岗岭组和桂林组碳酸盐岩可分出 8 种微相类型
。

根据微相类型及其沉积

环境解释建立了本区具有下列环境的沉积相模式
:

.

a( )发育生物丘 /生物层的正常海沉积
;

_

(b )局限的浅水环境
;

c() 潮坪环境
。

在吉维特期和弗拉斯期
,

唐家湾及其所在的桂林地区为浅水台地潮间一潮下带
,

最大水

深估计为 10 m一 2 o mo 由于水体循环较差
,

生物的分异度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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