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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地层学在生物礁研究中的应用

蔡雄 飞

( 中国地质大学 )

事件地层学不但在地层划分和对比中成为重要手段
,

而且在沉积李领域中的运用
,

也猛

烈冲击了一些传统的沉积学观念
,

给沉积学研究领域注入了活力
。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

在地

质历史中
,

沉积作用常常伴有突发的
、

不连续的地质事件
。

如众所周知的浊流
、

风暴
、

洪水
、

海

啸等沉积
。

这些事件沉积无疑给沉积学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

本文想结合近几

年对生物礁开展的工作
,

探讨地质事件与生物礁的关系及探讨利用地质事件进行尽域上生

物礁的对 比和找寻
。

一
、

生物礁接触类型

生物礁通常作为指相和古气候的标志
,

是一种正常条件下沉积产物
。

然而礁的研究表

明
,

一个礁的生长与终止
,

往往受地壳运动
、

海水进退
、

气候变化等条件影响
。

导致生物礁死

亡
,

通常有三种情况
:

第一种
,

礁盖层为深海相沉积物
,

无侵蚀面
。

浅海礁相与深海相直接接触的此种情况
,

显

然是突变事件
,

是陆棚迅速沉降的结果
。

第二种
.

礁盖层为砂泥岩
。

礁停止生长后为大量陆源碎屑岩沉积
,

显然也是一种突变
,

表

明海水变浅或有河流带来 泥砂使盆地充填
。

第三种
,

礁盖层为蒸发岩
,

也是一种突变
,

表明气候突然变干燥
,

海水盐度增高
。

二
、

礁的生长终止期与地质事件

礁的剖面结构显示
.

礁生长期与终止期互层
、

正常条件与非正常条件交互
、

稳定时期与

突变时期交互
。

因此
,

我们应当把礁的生长终止期看作一个地质事件的发生
。

第一种礁接触类型以 西秦岭晚泥盆统生物礁为例
。

该礁位于西秦岭中带
,

产在晚泥盆统

下部
,

主要由层孔虫组成
,

规模不大
,

在区域上常成群分布
。

显然当时为温暖的浅海
。

其上突

变为含浮游相介形虫化石的 (从如、 淤 sP
.

)黑色薄层板岩
,

反映海盆沉降太快
。

这种古地理

的突然变化
,

显然来 自区域上较大的地质事件
。

有趣的是
,

法门期全球处于大海退时
,

扬子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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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
,

但与扬子区相隔不辱的茜秦岭中带却反映出海侵时期的特点
。

目前还不能断定这

种事件的机理
,

有待继续工作
。

{

第二种礁与砂泥岩接触类塾以西秦岭中傀盆统大型礁体为树
。

该确位于官店
,

产在中泥

盆下部
,

由层孔虫组成骨架岩
,

礁体为大型的
,

高 50 0一 60 Dm
,

其上和礁后却是大量陆源碎

屑岩覆盖
。

表明是海水变浅
,

陆源碎屑岩大量涌人的结果
。

造成这种生物礁突然死亡的原因
,

是礁的末期
,

该区造山活动强烈
,

陆棚抬升太快
,

大量陆源碎屑注入所致
。

第三种礁接触类型以湘中清潭冲礁为例
。

该礁产于中泥盆统棋子桥组下段
,

由球状
、

板

状
、

枝状层孔虫组成不同的造礁方式
,

层孔虫大者可达 0
.

s m
,

礁翼发育
,

规模不大
。

其上盖

层为白云岩
,

表明区域上古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

导致古气候突然变化
,

显然是一种地质

事件在区域中反应
。

三
、

事件沉积学在礁体中的运用

盆地的沉降和抬升都是导致古代生物礁突然死亡的主要因素
。

因此生物礁的发育史是

不能用渐变
、

连续沉积的历史去解释
,

礁的终止期常可代表区域上某一事件沉积的发生 ` 由

此我们可以抓住礁生长期和终止期的
“
标志层

” ,

作为正常条件和非正常条件的产物
,

使得在

一个区域中对礁的展布能够用事件地层学方法进行对比和找寻
。

前几年我们在湖南中泥盆统寻找礁
,

也是从清潭冲礁体入手
。

发现该礁位于灰岩相区猪

婆大山短轴背斜的南西翼
。

礁最初是在富含生物碎屑的浅滩上生长起来
。

礁体富含造礁生

物层孔虫和不同门类的喜礁的底栖生物
,

顶上为白云岩
。

从区域古构造
、

古地理上来看
,

清潭

冲礁体是位于水下隆起的台地边缘相区
。

当时我们具体分析了该礁特点和发展演化
。

认为
,

清潭冲礁体不是孤立的
,

很可能在台地边缘相区都有这样的礁体
。

白云岩的产生
,

不是局部

的
,

是由于台地边缘相区的生物礁的隆起
,

使得礁后面构成一个泻湖
,

为蒸发岩发育创造了

一个先决条件
。

而湘中地区在中泥盆世有许多呈南西
一

北东向的水下隆起区
。

因此蒸发岩产

生不是局部的
,

而是由于一系列生物礁隆起阻隔
,

引起全区古地理
、

古气候突然变化而产生

的一种事件沉积
。

因此我们紧紧抓住造礁生物群类型和其上 白云岩
“

标志层
” ,

从古地理入

手
,

进行了区域上找寻和对比
,

先后在龙 山弯窿构造南西翼
,

找到了白路村
、

铜柱滩
、

财宏塘

等礁
。

近几年来
,

用相同方法在秦巴项 目研究中
,

也寻找了与厂坝特大型铅锌矿床有关的毕家

山生物礁体
。

该矿床属于礁后成矿
,

而礁体位于矿区南边
。

然后我们也是从点上入手
,

抓住

该礁造礁生物类型和其上覆盖陆源碎屑岩特点
,

先后在毕家山一带
,

找到 了一系列礁体
,

为

厂坝铅锌矿床成矿背景提供了足够证据
。

而且在秦岭中带
,

西从宕昌
,

东到柞水的这条几千

公里长的海域中
,

在水下隆起区的边缘
,

也有一系列礁群
,

组成一条几千公里长的礁链
,

其盖

层也是陆源碎屑岩 ( 肖劲东
,

1 9 8 6 年 )
。

可见砂泥覆盖不仅仅是 局部事件
,

而是来 自大区域的

一种重大地质事件
。

秦岭中带这条礁链的存在
,

为宕昌一凤县一柞水一带多金属矿床成因也

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证据
。

从上述实例可见
,

利用事件地层学方法
,

可开拓研究领域
,

并得到好的效果
。

本文的目的

旨在抛砖引玉
。

不对之处
,

尚希指正 !



33
19 8 9年 第2期 事件地层学在生物礁研究中的应用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吴瑞棠等
,

地层学原理
,

校选修教材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19 8 8

[ 2〕杜远生等
,

西秦岭西成地区泥盆系研究的新进展
,

地球科学
,

1 9 88
; 1 3 ( 5 ) :

48 7一 刁93

A P P l i e a t i o n s o f E v e n t S t r a t i g r a P h y t o t h e S t u d y

o f O r g a n i e R e e f s

C a i X io n g f e i

( C h i n a U n i v e r s it y o f G e o s e i e n e e s ,

W u h a n )

A b s t l a C t

0 r 8孟五一l i c r e e f
s c o n l l n o l飞ly s e r v e a s t h e e r i t e r ia f o r r e e o g 一l it i o n o f se d j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a n d 琳 lae o e l i

-

m a t e
.

l 11e f o l l o w in g t h r e e t y Pe s o f t h e e o v e r s o f r e e fs a r e o f te n be l ie v ed t o r e s u l t i n t h e d e a t h o f t h e

o r g a n i e r e e 伪 :
( l ) t h e d e e p

一 s ea s e d i xn e n t s ; ( 2 ) sa n d s t o n e s a 一l d m u d s t o n e s , a n d ( 3 ) e v a p o r i t es
.

M a r l y s e e t io l l s o
f r e e fs a n d t h e ir e o v e r s i n d ie a t e t h e a l t e r Jl a t io n o f g r o w th a n d d e a th

,

1
.

e
. ,

t h e a l一
`

t e r l l a t io n o f n o r n l a l a n d a b n o r m a l e o 一飞d i t i o n s a n d o f 歇 a b le a n d ca at s t r o Ph i e Pe r i o d s
.

T h e r e f o r e , v e r -

t j ca l P r o f i l es t h r o u g h t h e r e e f s a 一l d th e ir e o v e r s e a n o n l y b e e x P la in e d
`

i n t e r m s o f ca at s t r o Ph i s m in
-

s et 川 o f 肛 a d u a li s m
.

T h e 由 a m a t i e s u比 i d e n e e o r r i s e a r e u s u a l l y th o u g h t t o be a l e ad in g f a e t o r r e s u lt i n g i n t h e s u d d en

d e a t h o f th e o r g a n i e r e e fs
.

I t 15 e l e ar th a t t h e d e a th o f t h e o r助 n ie r e e fs m a y r e Per s e n t r e g io n a ll y ht e

b e g i n n in g o f e v e n t se d i m e n t a t io n
.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a n d d i s tr i b u t io n o f t h e o r g a n i e r e e fs o n b o t h

祀m Po r a l a n d s琳 t i a l s ca l e s e a n b e s t u d i e d b y t h e e v e n t s e d i m e n t o l o g ie a l m e t h o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