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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桂西早中三叠世碳酸盐台地边缘

和斜坡沉积模式及其演化

牟传龙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黔南桂西地区 (东经 10 5
。 一

1 0 7
0 ,

北纬 2 4
0

2 0 , 一 2 6气 0`
) 地跨扬子准地 台和 加里东褶皱带

(华南褶皱带 )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
。

属于南盘江沉积盆地的北部或西北边缘
。

区内早
、

中

三叠 世碳酸盐地层出露 良好
、

层序完整
,

为台地边缘和斜坡沉积
。

详细研究该区碳酸盐台地

j恤缘和斜坡沉积
,

对了解 台地边缘特证和演化
、

海平面变化以及边缘的构造作用等有着重要

llJ 理论意 义
.

为确征 三饮未 南盘江沉积盆地的酉北或北部边缘的构造性质提供可靠的沉积

学依据
。

一
、

沉积相划分及其沉积特征

早
、

中三叠世时
,

该区由西北向东南是由浅海沉积环境逐渐过渡为深水沉积环境
。

根据

沉积特征划分 为台地相
、

台地边缘相
、

斜坡相
、

孤立碳酸盐台地 (或岩隆 )相和槽盆相等五个

相区
,

下面着重论述台地相
、

台地边缘相和斜坡相的沉积特征
。

(一 )台地相

此相主要 为局限台地相
,

同时也反映了从早三叠世到中三叠世沉积相的演化
。

贵阳翁井

一三桥剖面沉积相序特征反映 了从陆源碎屑陆棚经浅滩化演化成局限台地相 (潮坪一泻湖 )

沉积
。

早三叠世初期 (印度期 )
,

主要由灰黑色
、

黄褐
、

灰绿色页岩
、

砂质粘土岩
、

钙质粉砂岩
,

往上变为薄层片状泥晶灰岩及泥质条带灰岩
,

以及中厚层细砂屑灰岩与黄绿
、

黑灰色页岩互

层
。

具小型沙纹层理
、

产菊石和小型双壳类化石
,

如 石刀扔神。 as
、

肠户奴
: h切诚尸必 cf

.

,戚 ill , 等
。

说

明其沉积环境为碎 J肖陆棚和碳酸盐缓坡环境
。

早三叠世晚期 (奥伦期 )主要为浅灰
、

灰白带红

色厚层细至粗砂屑白云岩
、

鲡粒白云岩
、

砂糖状白云岩
,

具斜层理
,

应 为浅滩沉积
。

往上逐渐

变为局限台地相沉积
,

主要为薄层泥质白云岩
、

厚层白云岩以及溶塌角砾 白云岩
,

时具石膏

假晶
,

产有孔虫 〔,如 ,哪夕幼
laet sP

.

等
。

进入中三叠世
,

关岭组 (安尼锡克期 )下部及杨柳井组 (拉

丁尼克期 )中部主要岩性为微一细晶白云岩
,

紫红色
、

灰绿色钙质白云质泥岩及厚层泥云岩
。

在白云岩和 泥云岩中发现典型的富云质和富泥质纹层相 间的季节性水平纹层以及晶洞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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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膏盐溶孔及溶塌角砾状白云岩
;生物门类单调

,

主要为咸化瓣鳃
,

其壳体小而薄
,

数量变

少
,

显然安尼锡克早期和拉丁尼克中期属海水循环受限的封闭和半封闭泻湖
,

其盐度较高
,

海水能量较低
。

关岭组上部主要为中厚层泥晶灰岩
、

粉屑灰岩
、

生物扰动灰岩及泥灰岩
、

白云

岩
、

泥云岩和 白云质泥岩以及少量砂屑和鲡粒亮晶灰岩
,

生物主要 为咸化瓣鳃
,

生物扰动灰

岩中
,

虫管发育
,

以水平和斜交虫管为主
,

白云岩和泥云岩中发育不规则的泥质细条带
。

灰岩

中见透镜状层理
、

波状层理以及沙纹层理和水平层理
,

发育晶洞构造及鸟眼构造
。

另外
,

在所

夹的数层透镜状厚层鲡粒亮晶灰岩
、

砂屑灰岩中发育人字型层理并含棱角状和次棱角状的

下伏层的灰泥角砾
,

显然属潮道沉积
。

上述特征表明安尼锡克晚期应为潮下及潮间带沉积环

境
。

拉丁尼克早期和晚期主要为潮间上部及潮上沉积环境
,

发育藻纹层泥晶白云岩
、

细晶白

云岩
,

见蠕虫状构造
、

鸟眼
、

干裂以及受藻席控制的层状晶洞构造
。

上述看 出
,

从印度期至拉丁尼克期
,

台地相区经历了碳酸盐缓坡~ 浅滩 ~ 局限台地相

(泻湖一潮坪~ 泻湖一潮坪 )的演化
。

(二 ) 台地边缘相

早
、

中三叠世时期
,

大致沿福泉马场坪
、

青岩
、

安顺
、

贞丰
、

册亨
、

兴义以及云南广南一线
,

出现 由南北各 2 k0 m 宽的
“ S ”
型沉积相带的分隔区

,

该带内侧 为碳酸盐 台地边缘沉积
,

包括

早期碳酸盐缓坡相和碳酸盐浅滩相
。

该带外侧为台地边缘斜坡沉积
,

其沉积特征将在下节详

细论述
。

本相区早三叠世印度期基本沿袭了晚二叠世晚期的古地理格局
,

主要岩性为泥晶灰

岩和生物屑灰岩
,

富含双壳类及少量菊石化石
,

为开阔台地相沉积
,

往上环境逐渐变得相对

局限
。

进入奥伦期
,

则为一系列灰岩和白云岩包括隐晶灰岩
、

白云质灰岩以及中厚层微晶白

云岩
、

细晶白云岩
,

含双壳类
、

腕足类和少量菊石
,

属半局限海台地相
。

到中三叠世时
,

沿青

岩
、

镇宁
、

贞丰
、

安龙
、

兴义泥幽一线宽约 10k m 范围内
,

形成台地边缘浅滩相
。

安尼锡克期

(坡段组 )的浅滩相以册亨县坡段剖面以及青岩簸箕山发育完好
,

主要 由大量藻屑
、

藻团块
、

生物屑
、

砾屑构成的内碎屑 灰岩及生物屑灰岩
,

包括亮晶生物屑藻屑灰岩
、

亮晶藻团块灰岩
、

亮晶生物屑灰岩及生物屑砾屑灰岩
、

泥晶砾屑灰岩等组成
,

局部见少量红藻灰岩
。

藻屑
、

藻团

块以蓝绿藻为主
,

绿藻次之
,

红藻屑极少
。

生物屑以腹足
、

腕足
、

有孔虫
、

双壳
、

海百合等类为

主
,

尚见少量的海绵
、

水媳
, “

钙球
” 、

珊瑚和苔醉虫等
。

砾屑由各种屑
、

藻屑灰岩组成
,

一般砾

径 2一 1 c0 m
,

呈次圆状
、

次棱角状
,

一般含量 为 55 一 70 %
,

部分达 80 一 90 %
,

除上述 外
,

还有

块状泥晶灰岩
、

灰质云岩
、

云质灰岩夹藻屑藻团粒灰岩和生物屑灰岩 (如关岭扒子场 剖面 )
。

总的来看
,

各处很少见有保持生长状态的藻礁
,

显然应 为碳酸盐台地边缘生物滩或碎屑浅滩

沉积
。

拉丁尼克期 (垄头组 )的沉积相
,

前人作过详细的研究
,

贺自爱等 ( 1 9 8 3) 认为是围绕台

地边缘的生物礁沉积
,

并构成横穿贵州的
“ s ”
型黔滇大堤礁带

。

他们认为主要是藻类
,

尤其是

造礁红藻构成生物格架
,

伴以特有的玛瑙状纹带
、

藻灰结核
、

藻屑等共同构成不均一
、

不规则

的千变万化的藻礁灰岩集合体
。

但作者认为垄头组实际上是 由亮晶藻砂屑 (砾屑 )灰岩
、

亮晶

内碎屑藻屑白云岩
、

亮晶有孔虫屑凝块石灰岩
、

泥晶生物碎屑藻灰岩
、

亮晶颗粒灰岩
、

核形石

灰岩
、

鲡粒灰岩
、

叠层石灰岩和 白云化灰岩组成的若千旋回
。

旋回的下部为藻砂屑灰岩
、

内碎

屑灰岩
、

鲡粒灰岩
,

其 中发育大
,

型的板状交错层理 ( 图 j )
,

层系厚 3 0一 5 c0 m
,

并有多向交错

层理 (
`

图 2 )
,

显然代表能量较高的环境
,

同时常见平行层理
,

偶见鱼骨状交错层理
,

说明旋回

下部代表浅滩相沉积
。

旋回中部主要由亮晶核形石灰岩
、

鲡粒灰岩
,

显然仍属浅滩相
。

旋回上

部为叠层石灰岩
、

白云化灰岩
、

藻纹层灰岩
。

在白云化灰岩中常见晶洞
、

鸟眼构造和干裂
。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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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部的地层中大量发育垂直裂隙
、

水平裂隙和斜裂隙
,

在这些裂隙中发育皮壳玛瑙纹构造

(图 3 )
。

贺自爱等 l( 9 8 3) 认为这种玛瑙纹构造是滇黔大堤礁的一大特点
,

并认为与藻及藻类

的溶解有关或与成岩早期的溶解有关
。

但是
,

笔者经详细观察
,

认为这种皮壳状玛瑙纹并非

溶解成因
,

它是由纤维状咸水方解石和栉壳状
、

柱状淡水方解石交替成层构成
,

这 为在 阴极

发光下由暗红色条带和不发光条带成层交互所验证
,

其中心的粗晶方解石更是淡水成因的
,

这锐明这种玛瑙纹构造反映了淡水和海水交替的渗流
、

潜流蚀变特征
,

显微镜下研究已证实

其为海底胶结作用而最后成岩
。

因此
,

旋回上部代表后期强烈暴露的潮间或潮上浅滩环境
。

图 1 板状交错层理 贵阳花溪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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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向交错层理 贵阳花溪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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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斜坡相

研究区斜坡相 沉积主要发育于两个时期
,

其一为早三叠世奥伦期
,

以紫云新民公社剖面

发育完好
,

其二为中三叠世安尼锡克期
,

以贵阳市青岩剖面发育完整
。

它们的沉积特征是不

一样的
。

现分述于后
:

」
.

早三盛世斜坡相沉积特征

黔南桂西地 区早三叠世斜坡明显可以分出上斜坡和下斜坡沉积环境
,

其展布范围较宽
(图 ; )

。

上斜坡一般是指靠近台地边缘的斜咖 p所谓的台缘斜坡较浅水部分
。

它主要由含生

物泥晶灰岩
、

含泥质灰岩
、

泥晶白云岩
、

中一细晶白云岩以及 由滑动流
、

泥石流
、

浊流所形成

的再沉积碳酸盐角砾岩所组成
。

角砾成分包括泥晶灰岩
、

鲡粒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等
。

沉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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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皮壳状
”

构造 贵阳育岩杨

眉堡 T:

曰 9- 3
“ Cr u ts” stru c tur

e
.

介
n gnr e i比

0,

印
n g y a n ,

O垃 y a n s
.

毛

度 为 2 0 --0 一 6 5UIJ 、 ,

沉积构造包括水平层理
、

大型截切构造 ( 图 5)
、

重力滑移拢曲构造
。

下斜坡

是指位于台地较远的地方即较深水环境
。

它的主要岩石类型为泥晶灰岩 、含泥质灰岩
、

深水

碳酸盐角砾岩
。

以出现浊流
、

颗粒流
、

泥石流和滑动流等重力流类型为其显著特征 (图 6 )
,

少

数可见等深流沉积
。

沉积构造主要发育水平层理
、

斜纹层理
、

粒序层理
、

重力滑移挠曲构造
、

泄水构造以及截切构造
。

图 月 黔甫桂西早三叠世沉积相带分布示意图

(据王一刚
,
l匀86

,

修编 )

I 局限台地相 , 台地边缘浅滩相 l : 上斜

坡 {1l 画 :
下斜坡相 协 探水盆地相 v 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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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叠世碳酸盐斜坡沉积特征

` } )安尼锡克期碳酸盐斜坡沉积特征

黯 l仔
、

桂西中三叠世安尼锡克期所发育的碳酸盐斜

坡沉才
.

上要为台地边缘斜坡沉积
,

其展布范围较早三叠

世奥伦期的斜坡范围狭窄 ( 图 7 )
。

此相在贵阳青岩剖面

发育完好
。

该剖面所表现的沉积特征
,

其微相包括泥石流

相和低密度钙屑浊积岩相以及高密度浊流相
,

显示斜坡

环境
。

剖面的底部主要由一套碳酸盐再沉积角砾岩所组

成
,

砾石大小混杂
、

略显定 向
,

砾石成分为泥晶灰岩
、

生物

碎屑灰岩
。

形态各异
,

磨圆较差
。

砾石之间为泥质和小的

生物碎屑所组成
,

生物碎屑的种类包括介形虫
、

海百合
、

腕足
、

菊石以及棘皮类
。

本段具有三套向上变细的层序
,

它们相互叠加
,

充分显示其沉积环境为斜坡
。

往上变为具

正粒序层理和水道充填再沉积砾岩的高密度碳酸盐浊积

岩 ( 图 8 )
。

剖面上段由灰白色薄板状泥晶灰岩
、

纹层状灰

岩以 及由重力流形成 的再沉积碳酸盐角砾岩所组成
,

其

中
.

薄板状灰岩或纹层状灰岩中发育不完全的鲍马序列
,

主要为 A c E
、

A E
、

A B 等组合
。

A 段 由生物介壳灰岩组成
,

生物介壳显示出正粒序
。

整个浊积岩中尖灭现象普遍之图

, )
·

已们都发生在非常短的距离内
,

显然为海底扇中的

罗

{ ’ .

)限 台呛 相

U 台地边缘浅滩扣

山 台地边缘斜坡州

叭 孤立碳酸盐六隆

、 广海盆地相

图 7 黔南桂西中三叠世安尼锡克期沉积相带分布示意图

(据贺自爱等
,

l , 8 3修编 )

F’i g
.

7 jD
s r r ib u t i o n Of M记 d l e T r i as s i e ( A n i s i a n ) s

树 ime
n at

r y

伍 e i es in 印 u r h e r一1 G u l z h o u a : l d w e s t e r l l G u a : 1么范 ( a f t e r

H e 2 1
, a i

,
1 9 8 3 )

堤沉积
。

顶部具一套 4m 厚的碳

酸盐角砾沉积
,

砾石大小混杂
,

杂

乱堆积
,

最 大达 2 义 Zm
, ,

一般 为

1 5义 1 5c 耐
。

泥质支撑
。

砾石成分

包括生物碎屑灰岩
、

具纹层的泥

晶灰岩
。

与下伏浊积岩层为截切

关系 ( 图 1 0)
。

平面上呈透镜体
。

显然为水道充填碳酸盐碎屑流沉

积
,

从而证明钙 屑浊积岩 的沉积

模式应为海底扇
。

同时也说明了

当时所发育的斜坡上具有大量的

沟槽
,

碳酸盐 台地边缘或台地上

的物质通过扇的方式泻入盆地沉

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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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
`

图 8 碳酸盐高密度浊积岩 (正粒

序层理 )( 据照片素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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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浊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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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浊积岩中的大型截切面 (据

照片素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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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拉丁尼克期斜坡沉积特征

此时的斜坡相较安尼锡克期斜坡相的展布范围狭窄 (图 1 1 )
。

斜坡的坡度变得更为陡

峻
,

主要 由薄层灰岩
,

含能 石灰岩和泥岩构成本相
,

由于拉 丁尼克期 的陆源碎屑浊流注入的

影响
,

从而导致安尼锡克期斜坡相分布的大部分地区被拉丁尼克期浊积岩所覆盖
。

镇泛
_

诉补、

二
〕

产 六枝 。

、 ;
、忆 。

扩
·

梦襄溉
.

;
` ’

惠水。

\

紫云

` 夕泛 )
。 罗 甸

黎平。 、

飞

卢
,

`华漠 。

南丹

l 局限台地相

材 f 宁地边缘 i戈滩栩

川 台地边缘斜坡栩

\I 孤
、父碳酸盐台地相

、 )
’

海盆地 扣

图 n 黔南桂西 中三叠世拉丁尼

克期沉积相带分布示意图 (据贺自

爱等
,
1 9 8 3

,

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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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台地边缘和斜坡沉积模式及其演化

前节所述
,

黔南桂西地区早
、

中三叠世沉积 了一套较厚的碳酸盐
,

为台地边缘及斜坡沉

积
。

笔者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
,

本 区碳酸盐台地边缘和斜坡的沉积模式经历了碳酸盐缓坡
、

变陡缓坡
、

镶边台地的演变
,

同时它们的演化具有阶段性
。

(一 )沉积模式

1
.

碳酸盐缓坡模式

碳酸盐缓坡是指坡度通常小于 l
。

的平缓斜坡
,

其上的近滨带浅水波浪搅动区向外逐渐

过渡进入较深水
、

低能沉积 区
,

而斜坡上无明显的坡折
。

研究区的缓坡沉积主要由薄板状泥

晶灰岩所组成
,

少夹白云岩
。

沉积构造主要有水平层理
,

小型同生滑移构造
,

缺乏碳酸盐角砾

及大型滑塌构造
,

具菊石和双壳类 化石
,

显然为一碳酸盐缓坡沉积环境 (图 1 2 )
。

贵阳
紫云

图 1 2

式

F ig
.

1 2

( I n d ia x、 )

早三叠世印度期碳酸盐缓坡模

A m od
e l fo r

助
r ly T r i a s s l e

ca
r
bo

n a et r a n 1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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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碳酸盐变陡缓坡模式

这里所描述的变陡缓坡模式与 J
.

F
.

Re ad ( 1 9 8 2 ) 所描述的远端变陡缓坡 (di st all y ste
e卜

` ed ra m p )是不一致的
。

后者主要由来自深水龚攀的碎屑所组成
,

即以深水成分为主
,

缺乏浅

水组分
。

而前者 (如紫云新民剖面 )除了深水砾石外
,

还有大量来自浅水的砾石
,

显然不同于

远端变陡缓坡模式
。

因此
,

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坡折带与台地边缘斜坡尚未完全重合
,

是

介于远端变陡缓坡和镶边台地之间的过渡类型沉积
,

是变
:

陡的缓坡
。

本区的变徒缓坡沉积主

要岩性为泥晶灰岩
、

含泥质灰岩
、

硅质泥岩以及由各种重力流 (滑动流
、

碎屑流
、

颗粒流和浊

流 )所形成的再沉积碳酸盐砾石
。

沉积构造主要为水平层理
、

粒序层理
、

重力滑移挠曲构造
、

泄水构造
、

截切构造
。

上述特征表明斜坡的存在
。

此时台地边缘为浅滩相
,

从而说明此时的

沉积模式应为具障壁滩的变陡缓坡 (图 13 )
。

3
.

镶边碳酸盐台地模式

翁井卡 r 山

图 :l4 早三叠世晚期 ( 哭 f创训)碳酸盐变陡衣坡模式

jF g
.

1 3 A m o d e l 加 r l a r e

反
r ly T r i a朋 je ( o l e n e长jo n

)

s t e e pe n
ed ca

r
bo

n a t e r a m声

,’S ”
型展布

,

与台地边缘斜坡相呈指状交互关系
,

14 )
、

(二 )沉积模式的演化

镶边的碳酸 盐台地是 一种浅水 台

地
,

其外部波浪扰动边缘是以坡度明显

增加 〔常由几度到 60
。

或更大 )而进入深

水盆地为标志
。

它们沿台地边缘有半连

续到连续的镶边或障壁限制着海水循环

和波浪作用
.

而在向陆侧形 成低能泻湖

和潮坪沉积
。

研究区的镶边碳酸盐台地

沉积主要由碎屑流
、

滑动流所形成的角

砾岩以及钙屑浊积岩所组成
。

碳酸盐角

砾岩 中的砾石 成分以台地浅水 成分为

上
.

包括亮品幼粒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以

及原地的泥品灰岩
。

镶边为一连续或不

连续的生物浅滩相或碎屑浅滩相
,

它沿

福泉马场坪
、

青岩
、

镇宁
、

贞丰
、

安龙
、

兴

义
、

册亨一线宽约 0一 ! ok m 范围内呈

显然为加积边缘型镶边碳酸盐台地模式 (图

该区台地边缘和斜坡的沉积演化
.

由于受到相对海平面的变 化或陆源碎屑浊积岩注入

事件的影响
.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

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沉积和演化特征
。

大冶组 (印度阶 )及其相当层位代表演化的第一阶段
。

该阶段早期为泥质粉砂岩
、

钙质粉

砂岩
,

显然为碎屑陆棚相
,

往上变为一套泥晶灰岩
、

纹层状泥品灰岩
,

明显缺乏滑塌构造及各

种重力流的沉积
,

说明此时斜坡尚未发育
,

属缓坡沉积 ( 图 1 2 )
。

安顺组 (奥伦阶 )及其相 当层位代表演化的第二阶段
,

该阶段基底为印度期所形成的缓

坡
。

此时的台地边缘为浅滩相沉积
,

主要由鲡粒白云岩
、

砂糖状白云岩所组成
,

发育斜层理
。

由于台地边缘浅滩的不断加筑
,

台地边缘靠海一侧开始出现斜坡
,

伴随有同生滑移构造
。

在

青岩一带只有一两层碳酸盐再沉积角砾岩
,

而在紫云一带 则大量发育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为

变陡缓坡沉积模式 (图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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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井 筑箕山 青岩

日 1 4 中三叠世镶边碳胶盐台地模式

卜玉9
.

14 A m o以 e l f o r
M id d l e

’

l丫 i a S SJ c r j n l n l c d

c a r
冈

. l a r o P l a t f o r n、 s

中三叠统青岩组 (安尼锡克期 )及其

相当层位代表演化的第三阶段
。

台地边

缘浅滩不断加积和 向外海迁移
,

使斜坡

坡度变陡
,

紧临台地边缘形成大量的由

各种重 力流形成 的碳酸盐再沉积角砾

岩
。

由于盆地不断下沉
,

南部的陆源碎屑

浊积岩不断向北
,

西北方向注入
,

从而在

广西西林
、

隆林
、

南丹以及贵州的望漠
、

紫云
、

册亨
、

边阳等地堆积了一套很厚的

浊积岩
,

淹没了这些地区早期 (奥伦期 )

的斜坡相 沉积
,

从而使安尼锡克期的斜

坡相展布范围变得较窄 (图 7)
。

沉积特

征表明应为镶边台地沉积模式 ( 图 1 4 )
。

该 阶段晚期
,

局部地 区 ( 如贵阳青岩 )被

陆源碎屑岩 (粉砂岩
、

钙质粉砂岩和粉砂

质页岩 )所淹没
。

拉丁尼克期是演化的第四阶段
。

本阶段 由于陆源碎屑浊积岩注入范围增大
,

不断向台地

边缘和安尼锡克期斜坡区超概
,

从而导致了安尼期斜坡分布的一部分地区被淹没
,

使该阶段

的斜坡相展布范围变得更为狭窄 (图 日 )
。

该阶段的沉积特征表明其沉积模式为镶边台地模

式 (图 14 )
。

进入晚三叠世
,

随着地壳的上升
,

海水往 南退却
,

研究区沉积 了一套滨海相
、

湖泊

相
、

沼泽相以及河流相沉积
,

从而结 束了黔南桂西地 区早
、

中三叠世碳酸盐台地边缘和斜坡

的沉积演 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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