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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山寒武纪沉积相研究

彭花明

(华东地质学院 )

〔内容提要〕 浙江江山寒武纪为一套深色海相碳酸盐沉积
,

包含了润湖相和台地相组成的海进

相序
。

本文在江山一带沉积相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区域地质资料
,

探讨了浙皖海盆东南缘的区域

古地理格局的演变规律及其构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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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山位于浙皖海盆东南缘
,

其寒武系发育齐全
,

是寒武纪海盆和陆源构造古地理的

一份完整的历史记录
。

前人对该区的古生物学
、

传统地层学等方面做过比较详细的工作
,

但

沉积相的系统研究才刚开始
。

该区沉积相古地理 的研究
,

可以为浙西大地构造性质的确定和

华夏古陆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

1 地层简述

江山寒武系为一套深色海相碳酸盐沉积
,

下统为碳质板岩
、

硅质岩
、

白云质灰岩
,

夹有石

煤和磷块岩
,

厚 48
.

7m ;
中统为灰黑色微晶灰岩夹钙质页岩

,

厚 “
.

o m ;
上统为深灰色微晶灰

岩
,

厚 1 55 m
。

底部与上震旦统西峰寺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

顶部与下奥陶统印诸埠组呈整合

接触
。

与邻区地层对比关系如表 1
。

表 1 研究区与邻区寒武系地层对比表
T a b l e 1 C o r r e l a t i o n o f t h e C a m b r ia n s t r a at 五n th e s t u d y a r e a a n d i t s a d j

a e e n t a r e a

层层 位位 浙 西西 赣 北北 皖 南南 滇 东东 华 北北

寒寒寒 上上 西阳山组组 西阳山组组 西阳 山组组组 凤 山组组

武武武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长 山组组

华华华华严寺组组 华严寺组组 华严寺组组组 固山组组

中中中中 杨柳岗组组 杨柳岗组组 杨柳岗组组组组组组组 张夏组组
统统统统统统统 双龙潭组组组组组组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庄组组

陡陡陡陡陡陡陡坡寺组组组组组组 毛毛毛毛毛毛毛毛 庄组组

下下下下 大陈岭组组

打打
大陈岭组组 龙王庙组组 馒头组组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沦浪铺组组组

荷荷荷荷塘组组组 荷塘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炸炸炸炸炸炸炸竹寺组组组

梅梅梅梅梅梅梅树村组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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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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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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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相分析

晚震旦世末
,

我国南方地区整体上升
,

经受了短暂的风化剥蚀
,

造成了寒武系荷塘组与

下震旦统西峰寺组的平行不整合接触
。

寒武纪开始进入了早古生代海侵旋 回
,

江山地区呈持

续的海进状态
,

由妈湖相向碳酸盐台地转化
。

.2 1 漓湖相

荷塘组具妈湖相沉积特征 ,由磷质白云岩
、

碳质板岩
、

硅质岩及煤和磷块岩组成
。

磷质白

云岩由白云石 ( 88
.

4% )和少量胶磷矿
、

黄铁矿组成
。

白云石呈 自形
、

半自形
,

表面混浊
。

磷块

岩呈黑色
,

由胶磷矿和脱胶而成的微晶磷灰石组成
,

含不等量玉髓
、

有机碳
、

黄铁矿
、

水云母

及白云石
,

偶见碎屑石英混入
。

碳质板岩
、

碳质页岩主要由水云母组成
,

含有机碳 l( %一

10 % )
、

石英 (5 %一 10 % )及少量白云石
、

黄铁矿
.

石煤是一种高碳质页岩
,

有机碳含量为

3
.

25 %一 21
.

6% lj[
.

硅质岩为隐晶
、

微晶结构
,

由玉髓及微晶石英组成
,

含少量水云母和碳质
。

岩层层理 以水平纹层为主
,

纹层厚 1一 3m m
,

平直稳定
。

碳质板岩中见黄铁矿细晶排列

形成的水平纹线
,

线粗 0
.

l m m
,

延伸十分稳定
。

同生结核比较发育
。

反映了明显的静水沉积

特点
。

仅在底部有不稳定的砾屑磷块岩
,

是海侵初期浅水盆地水搅动较强的产物
。

地层中生物化石稀少
,

仅见少量的海绵骨针
、

三叶虫
、

腕足类等
,

在石煤中见低等的蓝绿

藻类
。

硅质岩 中下部的 al
8
o (S M OW ) 淡水

一
C T }

为 2 0
.

7 6编
,

上部为 2 9
。

4 4编
,

与0
.

N e i l

( 1 9 7 3 )资料对比 (图 1 )
,

说明江山寒武

纪初曾有过短暂的淡水环境
,

随后海

水大量侵入
,

水体才逐渐咸化
。

碳质板

岩 中黄铁 矿 的 sa4 s 为 38
.

45 编
,

据

C h m o t o ( 1 9 7 9 )资料
,

相当于半咸水的

淡化潮汐渴湖
,

与上述资料所得结论

一致
。

F e : O / F e O 比值为 1
.

85
,

说明盆

底当时为还原环境
。

2
.

2 台地相 (潮间一潮上带 )

海水

去轰湖 1氏

劣脸湖

劣介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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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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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环境中硅质岩氧同位素分布
F ig

.

1 o x y g e n is o t o p i
e d is t r i b u t io n in t h e s

il ie e o u s r
oc k s

i n d if fe r e n t s e d im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该相岩石相当于大陈岭组的岩石特征
,

由灰色薄层状含云微晶灰岩组成
。

含云微晶灰岩

具微晶结构
,

主要由方解石 ( 78
.

8% )
、

白云石 ( 1 7
.

4阶 )
、

黄铁矿 ( 5
.

6% )和少量有机质组成
,

偶见少许生物骨屑
。

岩层中水平纹层和鸟眼构造发育
,

见底栖三叶虫化石
。

灰岩中的 a
’ “
O 为

一 5
.

9 9%
。
( P D B )

,

a ’ 3C 为 0
.

2 7编 ( P D B )
,

Z 值为 1 2 4
.

8 6
,

成岩温度为 4 7
.

2 1℃
。

表明环境比较

局限
,

但咸化程度不高 (正常海水盐度 Z值为 1 20 )
,

为台地潮间一潮上带沉积产物
。

2
.

3 局限台地相

由杨柳岗组的深灰色微晶灰岩
、

含泥含云微晶灰岩夹碳质页岩
、

钙质页岩组成
。

灰岩具

微晶结构
,

含方解石 77
.

5%
,

白云石 1 2
.

1%
,

生物骨屑 5%
,

另有少量碳质和黄铁矿
,

偶见石英

碎屑
.

钙质页岩由泥质与方解石微晶互层组成
,

其中方解石占 35 %
,

泥质占 60 %
,

黄铁矿和 白

云石等约占 5%
。

岩层水平纹层发育
,

纹层厚 0
.

5一 l m m
,

纹层内下部为碳酸盐层
,

向上与泥质层渐变
,

纹



岩 相 古 地 理 ( l )

层之间界线清晰
,

这些均为静水环境的标志
。

局部层理呈波状
,

骨屑局部集中成细小透镜体
,

这可能为底流或风暴流轻度干扰所致
。

生物化石以浮游的球接子类为主
,

分布在岩层的中上

部
,

下部化石极少
。

灰岩的 a
`之
C 为一 0

.

1 3编 ( P D B )
,

占
` .
0 为一 9

.

3 8%0 ( P D B )
,

Z 值为 1 2 4
.

0 4
。

以上材料都说明
:
该区为水体较深且不甚通畅的半闭塞还原环境

,

属潮下低能带
。

由于有机

质 丰富
,

灰岩中的微量元素种类及丰度均 明显高 于寒武系其它层位的灰岩 (表 2 )
,

尤其是

M n 、

iT 分别高出 1一 2个数量级
,

反映中寒武世本区水深明显加大
。

表 2 灰岩中微里元紊含里对比表 ( X l 。 ’ `
)

T a U e 2 C o m P a r is o n o f t h e t
acr

e e l e m e n t c o n te n t s i n t h e l im es to n e s i n ht e s tu d y a er a ( in 1 0 一 `
)

层层 位位 氏氏 eeeB P bbb G aaa 加1000 C uuu Z nnn Z rrr C。
、、

S rrr T iii M nnn

eee 里里 < 3 0 000 /// 1
。

555 /// /// 1 0
.

333 /// /// /// 3 0000 2 1
.

666 4 18
。

333

eee 互互 < 30 000 /// /// /// /// 5
.

666 /// /// /// 8 6 6
。

666 2 6
。

666 4 3 6
.

666

任任
222 3 2 000 0

.

222 /// 1
。

222 0
.

666 2 2
。

222 /// 444 0
.

666 6 4000 2 0 1444 2 8 0 000

任任于于 3 0000 /// /// /// /// 2000 3 000 l )))I /// 30 000 555 2 5 000

.2 4 开阔台地相

由晚寒武世的灰黑色微晶灰岩夹浅色微晶灰岩组成
,

与杨柳岗组的灰岩相比
,

泥质
、

有

机质明显减少
,

以微晶方解石为主
,

骨屑含量为 5%左右
。

水平层理发育
,

偶见似竹叶状构造
。

在泥质灰岩中夹有灰岩砾屑
,

砾屑大小不一
,

具轻微移位和磨圆现象
,

相邻砾屑可拼合成层
,

局部还可见水下滑动构造
。

生物化石丰富
,

底栖三叶虫
、

腕足类
、

头足类发育
,

个体保存比较

完整
,

偶见蓝绿藻层纹或藻凝块
。

灰岩的碳
、

氧同位素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

以上资料表明沉

积盆地较为开阔
,

水体相对变浅
,

盐度升高 (图 2 )
,

成岩强度较大
,

重结晶程度高于中寒武统
。

表 3 氧
、

碳同位素分析结果
T a b le 3 o x y g e n a n d e a r b o n i s o t o p i e d a t a

样样 品 号号 层 位位 古
’ 日
0 ( %

。 ))) 古” C ( %。 ))) Z 值值 成 岩 温 度度

TTT Y SSS 〔 弓弓 一 9
.

6 888 1
,

8 111 1 2 6
.

1 777 5 8
.

0 8 它它

TTT Y 444 e 迅迅 一 8
.

0 888 3 1 555 1 2 8
.

9222 5 8
.

5 5 ℃℃

TTT Y 333 e 孟孟 一 8
.

0 000 2
.

2 555 1 2 7
.

9 111 6 7
.

2 2亡亡

3 区域古地理格局及其构造意义

荷塘期
,

浙皖海盆东南边缘的沉积相是发育在华

夏古陆边缘西峰寺期末的古喀斯特地形之上
,

荷塘初

期
,

受基底地形起伏的制约
,

江山及其邻近地带的沉

积相变化较大
,

江山一广丰一带底部为含磷白云岩
,

是 一种弱蒸发环境 ; 衙 州
、

桐庐一带万长石石英砂

岩
「̀ 〕 ,

为陆源补给充分的环境
。

荷塘中期
,

环境开始相

对均一
,

江山
、

衙县一带以碳质页岩为主
;
建德

、

常山

一带硅质岩增多 1j[
。

荷塘晚期
,

由于海侵继续扩大
,

盆

底逐渐填平
,

岩相趋于一致
,

岩石为灰色页岩夹深灰

色硅质页岩
,

间或夹灰色粉砂岩
,

并开始出现少量底

下
` (

·

“ Z 值

一 2卫
塑育一寸 f { 毛几

图 2 寒武纪盐度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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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m b r ia n t ime

栖三叶虫
,

反映水底闭塞状况改善
,

由渴湖相转为正常滨海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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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陈岭期开始
,

海盆东南缘形成广阔的清水海岸
,

沉积环境趋于一致
,

水体变浅
,

出现

广阔的台地环境
。

杨柳岗期海侵扩大
,

沉积环境转为潮下低能带
,

以深色泥
、

灰质为主
,

生物

化石几乎全为浮游型球接子
`

。

晚寒武世
,

海水略变浅
,

为潮下一潮间环境
,

盆底水循环条件明

显改善
,

底栖三叶虫
、

腕足类
、

头足类生物繁盛
。

从寒武纪沉积环境的演变来看
,

荷塘期实际上是晚震旦世构造环境的延续
,

沉积相的分

布明显受晚震旦世构造环境控制
。

大陈岭期
,

海盆整体上升
,

与中晚寒武世持续的海侵保持

同步
,

是沉积相长期稳定的构造条件
。

寒武纪的沉积类型和地壳运动方式均说明本区已属稳

定陆壳上的盖层沉积
,

是加里东旋回中构造最稳定的一段时期
。

4 结论

1
.

江山寒武纪沉积相包括渴湖相和浅海台地相
,

它们组成海进相序
。

2
.

早寒武世由于受晚震旦世构造环境控制
,

沉积相分布范围小
、

变化大
。

中
、

晚寒武世
,

海侵持续稳定
,

同时盆地整体上升和西部的补偿校正
,

形成大面积的台地 环境
,

成为本 区早

古生代的构造平静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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