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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南县汪家店地区上泥盆统

王冠沟组生物灰岩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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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汪家店地区上泥盆统王冠沟组 ( sD w ) 发育了两种生物灰岩类型
:

生物障积灰岩和

生物枯结灰岩
。

根据生物生态特征
、

造礁方式和岩石产出形态
,

可以划分为层状礁和生物丘
,

它

们形成在不同的水动力条件下
,

具有不同的沉积环境
。

总体上都形成于水体较浑浊
、

较深的潮下

低能环境中
。

关扭词 生物灰岩 层状确 生物丘 沉积特征 王冠沟组 商南汪家店地区

1 概述

汪家店地区位于商南县东南部
,

南秦岭东段
。

区内出露了上泥盆统王冠沟组 ( D
3
w )

,

发

育了若干层生物灰岩
,

有生物障积灰岩和生物粘结灰岩川
〔幻3[J

.

根据生物的生态特征
、

造礁

方式及岩石的产出形态
,

划分为层状礁和生物丘
.

前者主要呈层状体
,

称层状礁或生物层

( r e e f s
)

,

后者主要呈透镜状体
,

叫生物丘 ( b i o h e r m s ) (孟祥化等
, 1 9 9 3。 1 )

。

其中余家台剖面发

育最好
,

生物灰岩共有 7层
,

总厚度 52
.

Zm
.

层状礁呈东西向延伸
,

厚 0
.

42 m
,

延伸长度约 s om
。

生物丘也呈近东西向延伸
,

延伸长度一般为 50 m
,

单层厚度为 1
.

Zm ~ 9
.

6m
,

生物丘高 /长比

约 1 / 6到 1 / 4 1不等
,

呈不对称透镜体
,

为点礁
.

2 生物灰岩的生物特征

在层状礁中
,

造礁生物为四射珊瑚亚纲中的柱状分珊瑚 ( iD sP 妙 nu m 州l’n d r ic u m )
,

具

有明显的原地生长特征 (图 1 )
,

多数呈原地直立生长
,

有少数呈平卧状者
,

大多数为群体珊

瑚
,

它们起障积作用
,

障积了一些单体珊瑚
、

生物碎片以及灰泥
.

在生物丘中
,

造礁生物为钙藻类
,

已鉴定的有基座藻 (月召d ` t

oer , ia)
,

它们障积其它生

物
、

生物碎片
、

碳酸盐颖粒和灰泥等
,

构成了完整的生物丘体 (图 2)
。

在层状礁中
,

附礁生物种类和数量较少
,

只有一些单体珊瑚
,

沿一定的界面分布
。

在生物

丘中
,

附礁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增多
,

主要有腕足
、

海百合
,

此外有单体珊瑚
、

角石等
。

这

些生物都杂乱地
“

充填
”

在藻碎屑堆积体或藻团块中
。

在横向上
,

生物分布方式
、

生物种类和

数量几乎无变化
,

而在纵向上变化较明显
,

腕足 ( uY nn 朋
e

lla )主要分布在丘体的中下部
,

珊

. 本文 1 9 9 6年 3月 13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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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余家白层状礁横剖面素描图
1 kS

e t e h o f b e d ded re
e fs in y u j ia t a i

囚
1

困
2

回
3

囚
刁

困
5

图2 余家台第二层生物丘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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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在中部较富集
,

角石则位于顶部
。

因此
,

在丘体中能明显地看到生物的垂向分带性
,

总的特

征是其中下部生物种类和数量较多
,

灰泥含量相对少
,

上部则恰恰相反
,

生物种类和数量明

显减少
,

而碳酸盐颗粒和泥含量增多
。

3 岩石类型

前已述及
,

本地区生物灰岩根据生物生态特征
,

造礁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

生物障积灰

岩和生物枯结灰岩
。

3
.

1 生物障积灰岩

根据生物种类可分为珊瑚障积灰岩和钙藻障积灰岩
。

1
.

珊瑚障积灰岩
:

`

由群体四射珊瑚的骨骼作为障积物
,

使单体四射珊瑚
、

生物碎屑
、

碳酸

盐颖粒和灰泥被阻挡滞留在障积物中
,

从而构成坚固的能抗强浪的沉积体
,

由于白云石化
、

重结晶作用很强烈
,

有些附礁生物无法鉴定出来
。

此类岩石生物含量可达 40 % ~ 50 %
,

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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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较为主要的一类生物灰岩
,

常发育在潮下较低能环境中
,

主要判断标志是灰泥含量较

高
。

2
.

钙藻障积灰岩
:

由钙藻通过障积生物个体
、

生物碎片
、

碳酸盐颗粒和灰泥而形成
,

不具

有明显的骨架结构
,

也无固定形态
。

生物含量一般为 20 % ~ 25 %
,

灰泥含量很高
。

此类岩石可

能遭受过风暴浪的影响
,

使藻丝体发生变形
、

破碎
。

根据上述的特征
,

可以认为它形成于潮下

低能环境
,

是本地区最主要的生物灰岩类
。

.3 2 生物粘结灰岩

本地区的粘结灰岩类主要为藻粘结灰岩 (叠层石灰岩 )
,

呈半球状
,

在显微镜下可见藻丝

体和皮壳状构造
,

是构成生物丘的岩石之一
,

不发育
。 、

4 生物灰岩沉积特征

余家台剖面发育一层层状礁和六层生物丘
,

在纵向上划分为礁基相
、

礁核相和礁盖相
。

.4 1 层状礁的沉积特征

礁基相沉积
:

由砂质砂屑细晶灰岩组成
,

砂质主要是石英碎屑
,

有少量岩屑
,

含量 25 %
,

砂屑含量 40 %
,

分选性
、

磨 圆度中等
,

多数砂屑 已 白云石化
,

颗粘支撑
,

泥晶方解石胶结
,

厚

1
.

7m
,

形成于潮下较低能环境中
。

礁核相沉积
:

由珊瑚障积灰岩构成
,

厚 0
.

42 m
,

从底部到顶部
,

生物的生态特征
、

丰度等

具有明显地分带性
:

下部和中部珊瑚呈直立树枝状生长
,

生物丰度明显增多
,

生物碎屑较少
,

生物含量可达 60 %左右
,

代表礁体发育的繁盛期
。

上部珊瑚大多数呈原地倒伏状
,

少数呈树

枝状生长
,

有少量单体珊瑚和较多的生物碎屑
,

表明水动力条件较强
,

但生物丰度与前者相

比几乎无变化
,

表明礁体还处于繁盛发育期
。

顶部群体珊瑚大都呈原地倒伏状
,

单体珊瑚的

数量有所增多
,

生物总量明显减少
,

含量约 20 %
,

表明礁体发育已趋于衰退期
。

礁盖 相 沉积
:

由黄红 色含砂屑 细晶灰 岩组 成
,

直接覆盖 于礁 核 之上
,

砂 屑 粒度 为

。
.

2 2m m
,

呈次圆状
,

分选性较好
,

含量 20 %
,

有一些陆源碎屑物质
。

由此可知
,

汪家店地 区层状礁的发育经历了潮下较高能到潮下低能 (礁核相
、

礁盖相 ) 的

海进序列
,

由于相对海平面上升
,

水体变深
,

水能量强度减弱
,

使礁体中堆积了很多灰泥
,

这

种环境不利于珊瑚的生长发育
,

因此构成了本地区层状礁不发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

4
.

2 生物丘的沉积特征

汪家店地 区生物丘规模小
、

数量多
、

分布范围广
。

在余家台剖面共发育 6层生物丘
,

各层

丘体的生物特征基本相同
,

但发育规模各不相同
,

在纵向上也可划分为礁基相
、

礁核相和礁

盖相
。

它们形成在潮下低能浑浊度大的环境中
。

第一层生物丘的礁基相沉积
:

由含砂质细晶灰岩组成
,

砂质含量约 20 %
,

由石英碎屑和

岩屑 (隧石 )组成
,

呈次棱角状
,

分选性中等
,

粒径为 0
.

08 m m~ 0
.

25 m m
。

该层厚 4
.

sm
,

发育丘

状交错层理
,

说明其形成于正常浪基面附近受波浪影响的潮下带中
,

水体较深
。

礁核相沉积
:

由块状钙藻障积灰岩构成
,

岩石类型简单
,

生物种属少
,

除主要的造礁生物

— 基座藻外
,

还有一些附礁生物— 腕足 ( Y “
nn

a n e

lla )
。

钙藻藻丝体发生变形
、

破碎
,

表明

礁体在形成过程中或形成以后遭受过波浪的影响
,

厚 1
.

Zm
。

礁盖相沉积
:

由缅粒白云质灰岩构成
,

鲡粒含量 50 %
,

有少量海百合碎片
,

为典型的潮下

高能环境的产物
,

表明水体开始变浅变开阔
,

水动力条件增强
,

由较深水低能量条件下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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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礁相转变为较开阔浅水高能量条件下发育的鲡滩相
,

第一层生物丘结束
,

厚 0
.

3m
。

第二层生物丘是在第一层丘体礁盖相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

厚 6
.

6m
,

由块状钙藻障积

灰岩和藻粘结灰岩组成
,

从底到顶岩性方面有些变化
,

下部为钙藻障积灰岩
,

中部为钙藻障

积灰岩和藻粘结灰岩 (叠层石灰岩 )
,

上部为钙藻障积灰岩
。

生物亦具有分带性
,

在底部
,

附礁

生物种类和数量都很少
,

只有一些腕足 ( Y un an
n e l l a )

,

而在中上部生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

多
,

除造礁生物— 钙藻及原有的附礁生物腕足数量增多外
,

还出现了一类造礁生物— 隐

藻和一些附礁生物
,

象海百合等
,

表明礁体处于发育繁盛期
,

在顶部附礁生物数量明显减少
,

出现了一些角石
。

第二层丘体 的礁盖相 由砂屑细晶灰岩构成
,

也是第三层丘体的礁基相
,

厚 0
.

2 5m
。

第三层丘体的礁核相也由钙藻障积灰岩组成
,

附礁生物种类与第二层相同
,

只是丰度有

些 变化
,

含量约 20 %
,

无隐藻造礁生物
。

其礁盖相由较低能环境的含砂屑细晶灰岩组成
,

厚

0
.

6m
。

第四层 丘体是本地 区最厚 的一 层
,

其礁基相 由砂屑灰岩组 成
,

砂 屑粒径一 般为

0
.

35 m m
,

分选性好
,

磨圆度好
,

含量 50 %左右
,

大多数砂屑发生白云石化
,

该岩层 中发育大

型波状层理
。

它的礁核相发育类型与第三层丘体相同
,

厚 l o m
。

礁盖相 由含砂屑细晶灰岩组

成
,

厚 l
·

3m
·

第五层丘体是在第四层丘体礁盖相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

由生物障积灰岩组成
,

造礁生

物为基座藻
,

附礁生物为腕足
、

海百合
,

含量 25 %
。

在垂向上
,

从底部到顶部生物丰度具有分

带性
,

底部和顶部生物含量少
,

而中部较多
,

厚 4
.

s m
.

礁盖相由灰黄色含砂屑细晶灰岩组成
,

既是第五层丘体的盖层
,

又是最后一层丘体的基底
,

厚 1
.

7m
。

第六层生物丘是余家台剖面的最后一层
,

礁核相厚 s m
,

造丘类型与第五层相同
,

其盖层

由一套浅灰色含砂屑细晶灰岩构成
,

厚 l m
。

可见
,

余家台生物丘的发育经历了潮下较高能 (礁基相或礁盖相 ) ~ 潮下低能 (礁核相 )

~ 潮下较高能 (礁基相或礁盖相 )的多旋回沉积
。

通过对汪家店地 区上泥盆统王冠沟组 ( aD w )生物灰岩沉积特征的研究
,

可以推断出海

平面的变化情况
.

在王冠沟期
,

该地 区相对海平面处于高频变化状态
,

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

因素是区域构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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