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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台早古生代沉积建造及台地演化

陈荣李申 孟祥化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大量的野外实际资料和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

运用沉积建造学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
,

对华北早古生代的沉积建造类型和沉积特征进行了阐述
.

根据岩石的共生组合关系划分出

八种沉积建造类型
,

二大类沉积建造系列 ,在台地的内部和边缘可以识别出二种不同类型的地层

格架和几何形态 ;华北早古生代的演化历史可划分出 月个发展阶段
,

它不仅概括了研究区的沉积

历史和构造历史
,

而且在理论上指导了有关的研究工作
。

关键词 早古生代 沉积建造 台地演化
。

1 前言

华北地台是我国最大的地台
,

总体轮廓呈倒置三角形
,

其范围东邻渤海
,

南抵秦岭
、

大别

山
,

西缘贺兰山
、

六盘山与秦祁海槽相连
,

北与黑吉海槽和蒙古地槽为邻
。

在早奥陶世
,

由于

受古构造和周缘断裂的影响
,

地台内部与其西缘
、

西南缘在沉积环境和沉积建造史方面发生

了差异性变化
,

主要表现为鄂尔多斯古隆起将台地隔为东西两部分
:

东部以台地碳酸盐沉积

为主
,

寒武系和下奥陶统保存完好
,

后因抬升遭受剥蚀从而结束了沉积历史
,

保存厚度约

1 5 00 m ;
西部因毗邻秦祁海槽

,

故以台地边缘斜坡和深水盆地沉积为主
,

厚度巨大
,

地层发育

齐全
。

陕西径阳地区仅奥陶系可达 1 70 Om
。

华北地台形成时间较长
,

记录有丰富的古海平面变化
、

构造升降
、

板块分裂
、

聚合
、

古气

候风暴带等事件沉积和变化信息
。

笔者在
“
七五

,,

期间所承担的有关部委项目和基金项目以

及
“
八五

”

期间的国际合作项 目过程中
,

对华北地台及其周缘地区早古生代的沉积地层学
、

事

件沉积学
、

沉积动力学和沉积建造学进行了详细研究
。

在工作中先后共观察实测剖面 34

条
,

本文在此基础上
,

运用沉积建造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

对不同地区的地层层序进行了对
比研究

,

从而划分出八种沉积建造类型
,

二大类沉积建造系列
,

并据此划分了台地的四个演

化发育瘾
。 、 _

2 沉积建造类型及其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
,

综合考虑了岩石共生组合中的物源成因的同一性
、

沉积环境的相似性以

. 本文收稿日期为 20 9 2年 1 0月 1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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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国际合作项 目等的综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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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沉积物质平衡程度的同步性等因素
,

并且根据一定的共生组合体构成特定的沉积建造类

型的原理将华北地台早古生代建造分为如下类型
。

2
.

1 稳定沉积建造类型和特征

2
。

1
.

1 含磷单陆屑建造 主要形成于寒武纪最早期的海平面低水位期和上升期
,

即相

当于辛集期
。

该建造绕华北地台的周缘
,

即从宁夏贺兰山经陕西陇县
、

陕南
、

豫西
、

皖北
、

苏

北
、

鲁西
、

冀北
、

辽西东至吉南等地
,

层位稳定
,

呈带状分布
。

含磷建造的主体部位可分为下部含磷砾屑岩段和上部碳酸盐盐段
。

下部含磷岩段为寒

武纪一早奥陶世二级旋回早期缓慢海浸过程的产物
,

相当于早寒武世最早期海侵开始
。

厚度

一般不大
,

但包含有二个明显的米级旋回
。

每一旋回主要 由高能分选的高成熟度的砂岩型
、

`

砾岩型含磷
、

含海绿石质砂岩
、

粉砂岩及页岩组成
。

砾岩为复合砾屑结构
,

即砾本身由次一级

的含磷砾屑
、

岩屑组成
。

而磷质在复合结构中均以胶结物方式产出
,

显示出至少经历了
`

3一 4

次的沉积一胶结一破碎的长期缓慢的冲刷
、

簸选
、

聚集过程
。

砾岩中石英磨圆好
,

分选充分
,

含量高
,

少长石和岩屑
。

磷矿物和含磷层序中均有很多的磷质生物碎片和海绿石
。

以上特征

为典型的稳定型建造的特点
。

上部碳酸盐岩段主要由白云质灰岩
、

细砾屑灰岩
、

缝石条带灰

岩
、

泥云质灰岩组成
。

以上这一系列岩石共生组合特征反映了单陆屑建造的特点
,

同时也显

示了当时海水由浅变深的缓慢的沉积作用过程和背景
。

2
.

1
.

2 5 型蒸发盐建造 主要表现为馒头期多次短期的海平面回落形成的一套变浅的序

列
。

在馒头晚期
,

海水急剧下降
,

形成了白云岩
、

膏溶滑塌角砾岩
、

含石盐假晶的紫红色泥岩
、

石膏干盐湖沉积
。

它们构成了该建造的主体
。

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干盐盘型蒸发盐石膏矿床
.

此类建造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台内部
,

包括吉林通化
、

辽宁辽阳
、

旅大金县
、

北京西山
、

大同口

泉等地区
。

在北京西山的干盐盘沉积层序 中伴生有同生滑动构造
、

重力崩落
、

滑塌角砾岩和

石膏浊积递变层
、

干裂构造和石盐假晶
。

但由于各地古地理环境的差异
,

相带变化明显
,

主要

表现为 ( 1) 台内洼地封闭环境形成石膏白云岩
; ( 2) 在岩溶发育带海平面回落后

,

隆起区形成

渴湖底部斜坡准同生滑塌构造和膏盐重力流沉积
; ( 3) 在台缘缓坡水体较开阔的环境形成潮

坪一潮下低能蒸发作用的核形石
、

叠层石白云岩沉积
。

.2 1
·

3 颐滩型颗粒碳酸盐建造 主要形成于毛庄期至张夏末期
。

此时构造活动微弱
,

整个

台地处于相对缓慢的下降状态
,

海平面发生了两次周期性的升降变化
,

其中复合叠加有许多

四
、

五级海平面旋回
;
物源供给稳定而缓慢

,

有成熟度的粉砂
、

泥岩沉积
;
碳酸盐生产率较大

,

木断形成向上变浅的滨滩
、

浅滩层序
,

且出现向开阔陆架方向的渐进加积迁移层序
,

为台地

的主要形成阶段
。

岩石共生组合也反映了台地碳酸盐建造的特点
:

主要由亮晶鲡粒灰岩
、

亮

晶生屑灰岩
、

亮晶颗粒灰岩
、

高成熟度的钙质石英砂岩
、

泥晶灰岩
、

亮晶细砾屑灰岩和含海绿

石生屑灰岩等
.

陆源砂矿物成份以石英为主
,

成熟度高
,

少有长石
、

云母和岩屑
、

铁质矿物
,

但

有少量自生矿物海绿石分布于一些层位中
。

颗粒以缅粒为主
,

发育有复鲡状碎屑结构
。

同时

也见有浅滩顶部遭受早期大气淡水成岩作用的淋滤而形成的单晶鲡
、

负缅
,

成熟度高
,

含量

高达 6 0一 70 %
。

其次为浅海广盐性生物碎屑组合以及受早期风暴作用改造保存不完整的砾

屑和球粒等
。

这种共生组合和层序特点反映了台地建设形成期
。

2
.

1
.

4 风暴型颗粒碳酸盐建造 主要形成于晚寒武世时期
。

已经形成的华北碳酸盐台地发

生差异升降作用
,

即南部抬升和北部下沉
。

从海平面变化分析
,

晚寒武世 比中寒武世发生了

更为广泛的海浸
,

形成了台地潮坪沉积
、

缓坡和浅海盆地沉积格局
。

该建造的最大特点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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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多次古风暴作用
,

同时还发育了在该阶段特有的生物丘构造
,

二者相互佐证
:
( 1) 生物丘

常遭受风暴流的改造破坏形成各种冲蚀截切构造
,

反映了生物丘生长于缓斜坡环境
; ( 2) 生

物丘的冲刷充填构造反过来证明了风暴作用的强烈程度和方向
; (

一

3 )风暴作用的产物保存于

丘体内或丘体之间
。

风暴沉积作用是台地碳酸盐建造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
。

建造格架中

一系列风暴沉积层序不仅证明了寒武纪华北板块处于近古赤道热咫风带位置
,

而且从几十

个剖面中的风暴发生频率分析研究发现
,

从中寒武世徐庄组至晚寒武世风暴作用频度
、

强

度
、

记录完整程度以及生物丘程度是逐渐增加和增强的
。

风暴型颗粒碳酸盐建造在区域上的

一系列海进层序和海岸上超现象证明了华北地台早古生代最大海侵在晚寒武世
,

而不是在

中寒武晚期的观点斌

羹:撇潺粼赞骂戳
.2 .1 5 风化壳型碳酸盐建造 主要形成于早奥陶世海平面持续高水位期和中奥陶世海平

面多次短周期的升降期
,

为一套与碳酸盐
堆积达到平衡的向上逐渐变浅和常有暴露

特征的沉积组合
。

在早奥陶世
,

构造相对稳

定
,

台地内碳酸盐生产率达到
、

有时甚至超

过海平面上升速率
,

从而在台地上形成多

级次的向上变浅的潮坪碳酸盐沉积序列
,

表现为在一些地区形成了含右膏白云 岩
·

古喀斯特风化土壤层以及大气淡水淋滤溶

解白云岩层序 (图 1)
。
总的岩石组合由

一

含

水平纹层的泥晶灰岩
、

泥岩
、

含虫孔和生物

搅动构造的云质灰岩
、

有微型钻孔的 白云

岩
、

含右膏的白云岩
、

含海相生屑的泥晶灰

岩
、

厂

古喀斯特风化土壤层和石炭系红色充

填泥岩组成
。

中奥陶世马家沟群三套旋 回

层序 (图 1) 主要由海相泥晶灰岩
、

云质灰

岩
、

含水平虫孔
、

垂直虫孔的白云岩
、

风化

壳土壤层构成
,

分布于台地东部和南部
。

台

内北部大部分地区 已露出地表遭受剥蚀
,

所以建造体态相对不稳定
。

.2 2 台地西缘
、

西南缘次稳定沉积建造类

型和特征

寒武纪时期
,

该区沉积建造类型和特

征与台内基本相似
,

至奥陶纪
,

该区曾发育

有节奏性十分明显的同生张性断裂盆地
,

如贺兰山坳拉谷和富米坳拉谷
。

它们的形

时代 }地区 } 岩性柱 岩性特征

亘巫亚夔巫至三二
该组的第三套旋回

.

旋回下部

由粉一细晶白云岩构成
,

上部由

虫孔灰岩组成
-

该 组的第二套旋回
、

特征与第一

套相似
、

但总体趁势水体渐浅

河北井经北方岭

马家沟期

该组的第一李旋回
.

下部白云

岩
,

中都为虫孔灰岩
,

顶部 薄层

泥质条带灰暮
,

反映出水体由

浅变深的特征

海平面高孩振荡向上变钱的 j
旋回

,

旋回下部为白云岩
·

上郁 }
鱼塑些丝望井一一

一

川
牙对较深水的称层泥质条常灰岩

含石裔假晶的粉一细晶白云岩

亮甲山期

水体变钱后的燕发白云岩

较深水的泥贡岩

旋回顶部的白云 质灰岩

旋回中部的含虫孔灰岩
冶里期

旋间 下部的较探水泥质条带

泥晶 灰岩
,

内含数层薄风舞细

砾屑层

戴熟氰蓦一豪

山西浑源玄空寺

图 1 华北地台内部奥陶系的沉积层序

F jg t D e P os i t沁 n a l s e q u e n e e s
可 ht

e o r
do

v i ic a n o t r a at

i n th e in n e r P a r t o f ht e N o r th C h i n a p工a 任o 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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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可能是中元古代裂谷作用的继承性重新活动的结果
。

在这些断裂边缘和裂谷内形成了

一系列巨厚碳酸盐和复理石沉积物
,

从中可识别出三种建造类型
。

2
.

2
.

1 瘤状碳酸盐
一

碳酸盐建造 此类沉积主要形成于早奥陶世中
、

晚期
,

如桌子 山地区

克里摩里组和贺兰 山地区前中梁子组
、

中梁子组中均很发育
。

桌子山地区克里摩里组主要由

薄层泥晶灰岩
、

瘤状泥晶灰岩和黑色页岩互层组成
,

厚达 30 om 以上
,

其中发育有大量深水

相化石
,

但是在三道坎组
、

桌子山组 中发育了一套潮坪纹层状白云岩
、

潮下泥质条带泥晶灰

岩等浅水碳酸盐沉积
,

成了该建造的一部分
。

贺兰山地区的前中梁子组和中梁子组主要由灰

绿色钙质页岩
、

浅灰色含泥泥晶灰岩
、

含隧石团块的灰黑色薄层泥质条带状细粒白云岩
、

深

灰色
、

灰黑色泥晶灰岩
、

藻团块碎屑灰岩
、

瘤状泥晶灰岩
、

纹层状泥晶灰岩组成
,

厚达 58 7m
。

根据岩石共生组合和生物组合分析认为
,

这些沉积物相当一部分为较深水潮下斜坡盆地的

产物
,

另一部分则属于浅水沉积物
。

瘤状灰岩已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周期性洋流侵入较深水碳

酸盐盆地引起的碳酸盐溶解形成的产物
。

所以这是一套由浅至深的碳酸盐
一

瘤状碳酸盐层

序
,

其中以含有瘤状深水碳酸盐沉积为该建造的典型特征
。

该建造的体态基本仍然属于板状体和席状体
,

但 x / Y 值相对较大
,

因为此时 已开始受

到贺兰坳拉槽活动的影响
。

2
.

.2 2 碳酸盐滑塌复理石建造 该建造形成于贺兰坳拉谷盆地与外海古秦祁洋相通的开

阔海峡 内
,

主要发育在中
、

晚奥陶世的樱桃

沟组
、

平凉组
、

背锅山组
、

唐王陵组内
。

该建

造 厚度 巨 大
,

仅 樱 桃 沟 组 总 厚 可 达

1 6 0 0 m
.

该组 由碳酸盐滑塌角砾岩块体和

碳酸盐重力流组成多级次的沉积序列 (图

2 )
。

碳酸盐滑塌角砾岩块体属深水斜坡脚

下的碎屑裙
,

它为典型的海平面低水位期

的产物
。

块体的组成主要为来源于寒武纪

和早奥陶世的碳酸盐台地的各类灰岩和白

云岩
,

如鲡粒灰岩
、

潮坪叠层石灰岩
、

风暴

砾屑灰岩和泥质条带灰岩等
。

同时
,

块体内

还含有丰富的浅海生物化石
,

如三叶虫
、

菊

石
、

腕足等
。

此外
,

各种块体之间有明显的

多期次的碳酸盐玻结物和多期次的滚动再

充填作用
。

碳酸盐滑塌角砾岩碎屑裙的分

布明显局限于贺兰拗拉谷盆地断陷的中心

带内
。

碳酸盐滑塌角砾岩在樱桃沟组就出

现有 13 层
,

每层厚度不等
,

最厚可达 20 m
。

除了碳酸盐滑塌角砾岩外
,

该建造的

主体由深海浊积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和半深

海一深海盆地页岩
、

泥岩构成 (图 2 )
。

浊积

砂磨圆
、

分选差
,

成熟度低
,

棱角一次棱角

杂基支撑
。

同时分布有各类沉积构造
,

如平

图 2 华北地台西缘中奥陶统的沉积层序

F姐
.

2 块 Pos 宜t fo n a l s e q u朋 eCS 成 th e o r d o v i血
n s t扭 at

o n w es t e r n m a r甲n o f the NO
r th hC i n a P扭如

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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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层理
、

包卷层理和递变层理等
。

石英含量 50 一 60 肠
,

岩屑 1 0%
,

长石含量 1 0一 1 5%
,

杂基

;攀滋徽洲彭嚣洲物耀
蓄霞

合与樱桃沟组相似
。

而上奥陶统背锅山组
、

唐王陵组都为巨厚的硅质碎屑一碳酸盐碎屑混合

交替的重力流的浊积层序
,

分布范围仅限子台地南缘
,
如渭北唐王陵地区的唐王陵组为厚达

上千米的滑塌重力流体系
,

其层序中各亚段均发育有深水硅质岩
、

页岩
、

泥岩和等深岩沉积
。

该建造体态 Z 值巨大
, x 八 值也较大

,

建造体态为厚带体
、

厚楔体
。

.2 冬3 55 型蒸发盐建造 该建造主要发育于晚奥陶世与开阔大洋相隔离的扩张断陷盆地

内卿在侠西富县
一

米脂裂谷盆地内形成的一套典型的碳酸盐
、

蒸发岩层序序列
,

厚度达千

米
,

主要由泥晶灰岩
、

白云岩
、

硬石膏
、

石盐等组成周期性的沉积组合
·

米脂地区钻孔剖面中

石盆层的累计厚度达 加。m
.

该区沉积类型的形成显然与富县
一

米脂坳拉谷盆地南走向平移

断层产生构造隆起的封闭作用有关
。

关于该建造的体态
、

详细分布范围有待于进一步工作
,

但总的体态特征为狭长的厚带体
。

上述不同地区不同建造类型及特征概括于表 1 内
。

表 l 沉积建造类型及主要特征

aT 川 e I T y P se a n d d l a r a e t o r肠晚加s o f se d i m e n 恤 r y 扣 i tse

年年代代 建造类型型 分布范围围 主要沉积相相 岩石共生主要类型型

OOO 333 5 5 型蒸发盐建造造 合地的南缘缘 探 水碳 酸盐 相相 泥晶灰岩
、

白云岩
、

硬石膏
、

石盐等等
封封封封封 闭的蒸发盐盐盐
相相相相相相相

OOO ;;;

盐滑塌塌 台地的西西 台缘斜坡相
、

滑滑 碳酸盐滑塌角砾岩
、

碎屑浊积岩
、

泥岩
、

页岩
、

浊积层层
石石石建造造 缘

、

西南缘缘 塌 重力派柑
,

保保 主要由石英砂岩
、

粉砂 岩
、

泥岩组成成

冰冰冰冰冰盆地相
_ -----

OOO lll
窟状碳酸盐盐 台地的西缘缘 潮坪相

、
碳 酸盐盐 薄层泥晶 灰岩

、

瘤状泥晶 灰岩
、

黑色页岩
、

泥岩
、

潮坪坪
一一一碳醉彝建造造造 缓坡相

、

钱水盆盆 纹坛状白云岩
、

藻团块碎屑灰岩
、

浅灰色泥晶灰岩岩
地地地地地柑

、
深水盆地地地

碳碳碳碳碳酸盐洛解相相相

OOO t

一O :::

风化壳型碳酸盐盐 整个台地地 潮坪相
、

浅水蒸蒸 含水平纹层 泥晶灰岩
、

泥岩
、

含虫孔和生物搅 动构造造
建建建造造造 发岩相

,

碳酸盐盐 云质灰岩
、

有微型钻孔 白云岩
、

泥晶灰岩
、

风化壳土壤壤
缓缓缓缓缓坡才目

---

层层

任任 333 风暴型颗拉碘酸盐盐 整个台地地 潮坪相
、

台地浅浅 亮晶砾屑灰岩
、

杂基 砾屑灰岩
、

套晶场粒灰岩
、

泥亮 晶晶

建建建造造造 潍相
、

碳酸称级级 生物碎屑灰岩
、

生物丘粘结岩
、

泥晶灰 岩
、

少量 白云岩岩
坡坡坡坡坡相

、

译水盆地
_____

相相相相相
、

风暴沉积积积

任任
,,

腼滩型颗位位 台地的绝大部分分 碳酸盐 台地 浅浅 亮晶缅校灰岩
、

亮晶颗粒灰岩
、

亮晶生物碎屑灰岩
、

钙钙
碳碳碳酸盐建造造造 滩相相 质石英砂岩

、

泥晶灰岩
、

亮晶细砾屑灰岩岩

任任
了了

￡型燕发盐建造造 台地大部分周缘缘 潮坪相
、
膏络角角 白云岩

、

滑塌角砾岩
、

膏溶角砾岩
、

含石盆限晶紫红色色
砾砾砾砾砾岩相

、

浅水缓缓 泥岩
、

石详干盐湖沉积积
坡坡坡坡坡相

-----

窝窝窝

含确单陆屑建造造 台地的东部
、、

潮坪相
、

浅水碎碎 含磷石英砂岩
、

含磷砾岩
、

粉砂岩
、

页岩
、

紫红色泥灰灰
任任

_____

西南缘
、

甫缘
---

屑岩相
、

浅水碳碳 岩
、

薄至 泥质条带灰岩岩
lll

_______

酸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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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造系列及台地古构造演化

3
.

1 华北地台及边缘早古生代沉积建造系列

华北地台及其边缘地区早古生代沉积建造类型分属于稳定型建造系列和次稳定型建造

系列 (表 2)
。

稳定型建造系列主要发育于台地内部整个早古生代和台地西缘的寒武纪
,

代表

华北克拉通台地稳定沉积的特点
,

主要包括含磷单陆屑建造
、
s 型蒸发盐建造

、

缅滩型颗粒

碳酸盐建造
、

风暴型颗粒碳酸盐建造和风化壳型碳酸盐建造
,

其中以碳酸盐建造为主
。

该系

列厚度巨大
,

为固定型的度丛坦吵状体体态 (图 “ )
,

相变缓慢
,

水平方向延伸稳定
,

内部格

架清晰
,

沉积速率较低
,

沉积旋回明显
,

岩石共生组合表现为低速率共生的特征
。

构造活动表

现为稳定而缓慢升降
,

无论陆源建造还是 内源建造中的碎屑模型在吸 95
一

98
, F Z

一
, ,

0R
一
,

〕范围

内
。

表 2 华北地台早古生代沉积建造系列基本特征

T a b le 2 G e n . r妞1 e h a r a e t e r纽 t助 Of th e aE
r ly aP la e倪

。加 魏d i一n e n 恤叮 s u i招 枕 r直es 佣 盆h e N心r亡h C h l n a 川 a找o 犷m

建建造造 基本类型型 共生速率率 建造体态态 内 部部 台地构造活动方式式 形成部位位
系系列列列列列 旋回性性性性

稳稳定型型 含磷单陆屑建造 s 型燕燕 近 低速速 板状体体 内部 旋 回回 台地内部发生稳定缓慢慢 华北地台台

建建系列列 发盐建造缅滩型颗拉碳碳 率 共 生生 席状体体 清晰
,

由六六 的上升或下降运动动 内部部

酸酸酸盐建造 风暴型颗粒碳碳 模式式式 个三 级海海海海
酸酸酸盐建造风化壳 型碳 酸酸酸酸 平 面 升降降降降

盐盐盐建造造造造 旋回构成成成成

瘤瘤瘤状碳酸盐
一

碳酸盐建造造 近 高 速速 厚带体体 具 有 较 规规 台缘坳拉谷发生剧烈而而 华北 地 台台

碳碳碳碳碳碳碳酸盐 滑塌 复理石 建造造 率 共 生生 厚楔体体 律的 内部部 快速的断陷
、

断裂活动动 西缘
、

西南南
次次扭足酬酬 ss 型蒸发盐建遣遣 模式式式 旋回特征征征 缘缘
建建系列列列列列列列列

次稳定型建造系列主要表现为台地西缘
、

西南缘的奥陶纪沉积
,

包括瘤状碳酸盐
一

碳酸

盐建造
、

碳酸盐滑塌复理石建造和 SS 型蒸发盐建造
,

其中以前二者建造为主
,

第三种建造仅

局限于富县
一

米脂裂陷槽中发育
。

该系列为台地西缘
、

西南缘贺兰张性断裂边缘和拗拉谷盆

地发育过程的产物和物质表现
。

建造体态主要呈现厚带体和厚楔体 (图 3 )
,

厚度巨大
,

沉积

速率大
,

构造活动强烈
,

相变明显
,

内部旋回较清晰
,

碎屑模型为 〔即十 s F十 M F + O F〕
,

低成

熟度
。

3
.

2 华北地台早古生代构造沉积演化史

华北地台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
,

如构造升降的速率
、

频度和活动强度
,

海平面升降的周期
、

频率
、

振幅和速度
,

台地的坡度以及物源的供给和碳酸盐生产率
、

压实效

应等
。

其中区域构造的影响最为重要
,

它` 方面开辟了沉积物的来源 ; 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沉

积场所
。

其次是海平面升降变化特征
,

它在台地形成过程中起着最不可忽视的作用
。

据上述

因素和建造类型及特征可将华北地台早古生代的演化史分为四个阶段 (表 3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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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地层格架 建造体态

半收幼!超砚整
早中武寒世

半收姗十粗班必1一到刻圳」

厚带体棋厚体

侧向加积!超班型

晚奥脚中世
地白西缘西甫缘

图 3 地台内部和西缘的二种不同的地层格架和建造体态
F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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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沉积建造友系列和台地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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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质年代代 好 t 〔 , 任
3 0 卜 O ::: O 一 0 2 0 333

一一

建建 息定型建造系列列 次稳定型建造 系列列

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遭
系系系

、 、

i蒸蒸
一一

R犷类碎屑模型型
列列列列 低成熟度度

匡匡匡匡 F + S F十林价+ OF 〕〕
厚厚厚厚带

、

厚楔体态态
加加加加积

一

超覆地层格架架

一一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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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理 华北地台早古生代的沉积演化史

F招
.

4 S ed l m . n ta r y e v ol u t jon of ht
e N o r ht C场 n a pl a

tfo
r m du

r in g aE
r ly P a

lae
o

ioz c it m
e

升极其缓慢
,

沉积速率较低
,

代表了台地形成的雏形阶段
。

3
.

2
.

2 台地的建设形成阶段

以徐庄期至张夏末期形成的缅滩型颗粒碳酸盐建造为代表
。

此时海平面处于快速上升

和持续高水位期
,

几乎整个台地为海水淹没并接受沉积
,

台地处于均匀稳定状态
,

内源沉积

速率与海平面上升速率几乎达到平衡
,

不断形成向海方向的侧向加积和向海平面方向的垂

向加积的鲡滩层序
。

加积速率大
,

使得缓坡沉积环境逐渐转变成高能浅滩台地环境
.

这是台

地形成的主要阶段和逐渐成熟阶段
。

许多沉积记录表明
,

在中寒武世末期华北大陆板块发生过不均一的升降运动 (翘翘板运

动 )
,

使已建设成熟的碳酸盐台地发生了以东西为轴
,

南升北降和海平面整体回落事件
,

从而

终止了台滩的建设过程
,

开始了第二次缓坡盆地发展进程
。

.3 2
.

3 台地形成后的缓坡发育阶段

该阶段以形成晚寒武世风暴型颗粒碳酸盐建造为特征
。

此期沉积格架为南浅北深
,

但从

整体格架看继续发生了比中寒武世更为广泛的海侵
。

构造相对稳定
,

海平面上升速率较快
,

但物源供给和碳酸盐生产率相对较小
,

从而沉积了一套潮坪沉积
、

缓坡风暴砾屑沉积和浅海

盆地沉积序列
。

且在缓坡上发育了形态
、

大小和成因类型不同的生物丘
。

生物丘的发育及其

截切构造与风暴砾屑灰岩的共生是该阶段最典型的代表和产物
。

缓坡盆地的风暴成因的厘

米级和毫米级递变沉积灰岩层序中的白云质内碎屑都是从南部抬升的潮上萨布哈白云岩的

侵蚀搬运而来的
。

3
.

2
.

4 台地的抬升
、

暴露和发育终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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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晚奥陶世的风化壳型碳酸盐建造为该阶段的代表产物
。

此时海平面处于持续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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