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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厚

( 西北大学地质 系 )

华北地台南缘 (陕西部分 )蓟县纪地层发育 良好
,

区内小秦岭一带出褥相当齐全
,

自长城

系高山河群向上
,

依次 有石 庄组
、

龙家园粗
、

巡检 司组
、

杜关组及冯家湾组
,

沉 积总厚度
` 7 ` ”

·

m7, 基本上是一套碳酸盐岩地息
.

由小扮
向北经渭河盆地

,

该我地层在歧山至陇县

一带仍有分布
。

区内蔺县系碳酸盐潮坪沉积分布广泛
,

发育完全
,

并有规律地交替出现
,

沉积特征颇具

特色
。

众所周知
,

潮坪沉积是一种重要的沉积作用
,

从前寒武纪瘾
代的岩层纪录中

,

潮坪沉

积非常普遍
,

特别是在晚前寒武纪绝感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

本文试翻在介绍岩石类型特征的

基础上
,

从沉积构造标志入手
,

探讨盆内费县系截酸盐潮坪沉积伶征
、

沉积序列和沉积韵律
。

一
、

岩 石 类 型 特 征

本 区的碳酸盐岩主要是白云岩
。

目前对白云岩的分类趋向于和碳酸盐岩分类相一致
,

本

文也采用按结构分类命名
。

区内出现的白云岩主要有内碎屑 白云岩
、

鲡粒白云岩
、

核形石白

云岩
、

泥晶一粉晶白云岩和叠层石白云岩
,

现简要叙述如下
:

1
.

内碎屑白云岩
:

这类白云岩比较常见
,

在前县系各组中均有分布
。

岩石一般呈灰一深

灰色
,

中一厚层状
。

内碎屑大小不一
,

差别很大
。

按粒径大小可分出砾屑白云岩 (图 1 )
、

砂屑

白云岩和粉屑白云岩
。

这些内碎屑是由还处于塑性或弱圈结的碳酸盐沉积物
,

经波浪
、

潮汐

水流作用冲刷
、

破碎或搬运而形成的公粒
。

「

由子改造程度不同
,

俘清筋窗度差别很大
。

有的

梭角尖锐
,

很少磨圆
,

有的却相当滚血
,

因此
,

内碎屑的大小和磨时程度常能反映沉积盆地水
动力的性质和能盘强度

。

无论是内碎府或其何的坡辣物均由白云石构成
,

沮有的以泥晶白云

石为主
,

有的为亮晶白云石
,

这也与沉积时的水动力条件有关
.

2
.

鲡粒白云岩
:

此类白云岩数量虽不多
,

一

但在许多层位均可见到 〔图 2 )
,

如石庄组
、

巡检

司组及冯家湾组等
。

岩石颜色多样
,

大部分为灰色及深灰色
,

也有紫红色的
。

产状多呈厚层

块状
,

部分为中层状
。

颐粒大小和密集程度有较大差异
,

一般在 0
.

】一 1
.

2
二 之间

,

个别可达

Zm m 以上
,

成为豆粒
。

矿物成分主要 为白云石
,

某些藻片中见少量陆源砂粒或次生硅质矿

物
。

多数颐粒同心圈不甚发育
,

有的仅见 1一 2 圈同心纹层
,

但也有少数发育较好的真鲡
,

此

外还有薄皮鲡
,

放射颐及复鲡等
。

颐垃大多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

有的则局部被亮晶白云石交



1 9 8 9年 第 月期 华北地台南缘 (陕西部分 )蓟县纪碳酸盐潮坪沉积

图 3 核沁白 日石君 丫 . u 华倔尤

F i g
.

3 o n c o l l t e d o l o m i t i t e 义 1 0 Pl a n e一

po la r j z ed l i hg
t

代
,

或完全被硅质矿物所交代
。

填隙

物多为亮晶白云石
,

有少量泥晶 白

去石
,

呈孔隙式胶结
。

3
.

核形石 白云岩
:

见于冯家湾

组
。

岩石呈褐灰色
,

厚层状
。

核形石

圆一椭圆形
,

大小不一一般粒径在

1一 3m m 之间
.

亮晶白云岩胶结
。

具

核心和不甚规则的同心纹 层
,

核心

为富含有机质的泥晶白云 石
,

其厚

度大多小于同心纹层
.

属 正常核形

石 ( 图 3)
。

纹层主要为连续的同心

状
,

明暗相间
,

厚度不均匀
。

按结构

可将 纹层分 为泥晶质纹层
、

凝块状

纹层或有机质支撑纹层三类
。

4
.

泥晶或粉晶白云岩
:

分布于

蔺县 系各组中
。

岩石致密
,

常呈中一

厚层状产出
。

风化后呈浅灰色至灰

白色
,

或呈浅黄色
。

岩石一般比较纯

净
,

白云石含量近于 1 00 %
。

泥晶白

云石多由大小均 匀的 0
.

O0 5 o m 左

右 的 晶 粒 组 成
,

通 常 不 超 过

.0 O l m m
。

粉晶白云岩晶粒一般在

.0 01 一 .0 05~ 之 间
,

呈他形粒状
,

晶粒间界线不明显
。

泥晶或粉晶白

去岩经过重结晶作用
,

可形成细晶

白云岩
。

少部分白云岩中有时含一

些石英
、

粘土矿物等陆源物质
。

5
.

叠 层石 白云岩
:

叠层石白云

岩在前寒武系相当发育
。

由于前寒

武纪还缺乏组成碳酸盐岩的各种钙

质生物体
、

骨骼和躯壳
.

而 当时不具

钙质硬体部分的蓝绿藻类等相当发

育
,

通过藻类植物生物化学作用
,

分

泌碳酸盐 沉淀物
,

形成前寒武纪广

泛分布的叠层石
。

世界各地的前寒武系都有巨厚

的叠层石白云岩
,

我 国北方太行 山

及燕 山地 区的上前寒武系中此类白

云岩十分发育
,

孟祥化
、

沙庆安等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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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

并有详细报道
。

本区蓟县系各组中
·

叠层石白云岩到处可见
,

叠层石类

型也很多
。

通常
,

叠层石的基本层系由明暗相间的两个微层 (或纹居 )红1成
:

富禽藻了;机质微

层和贫藻碳酸盐微层
。

根据隐藻微层的宏观特征
、

显微结构
、

厚度及颜色等
.

叮将叠层石白云

岩划分为许多类型
,

本区常见的有层状及波纹状叠层石白云 岩
、

锥状叠层石白云 岩
、

柱状叠

层石白云岩
、

串球或球状叠层石白云岩等
。

这些白云岩一般呈灰至深灰色
.

但亦有褐灰或紫
’ 、

色的
,

常呈中一厚层状产出
`

有的形成透镜状或丘状岩体
,

形态上类似礁体
.

但它不是由生物

骨架建造成的
,

不具钙质骨骼组分
。

不同类型的叠层石既与生物种属有关
.

也受水动勿条件

的控制
,

因此具有一定的指相意义
。

二
、

潮 坪 沉 积 的 证 据

碳酸盐潮坪同陆源碎屑潮坪一样
.

大多位 于泻湖
、

海湾
、

河 口 湾
、

障壁岛及砂坦 四周或后

面
,

主要受潮水或特大风暴潮影响
,

波浪作用 影响较 小 山于涨潮和落潮的作用
,

潮坪可周期

性地被淹没或露出于大气中
。

因此它主要 处 于潮 l’l )]J 找
,

门也包括
一

部分潮 下带 及潮 仁带
.

而

且各带的沉积物和沉积构造也不粗同
。

潮 下带位于 平均低潮面以 下
.

受波浪 {目日影响较大
,

水动力能量较高
。

潮上带位于平均高潮面以上的大潮或风暴作用地区
.

总的特征是海水极

浅
,

或长期露出地表
.

水动力能量很低
。

而潮间带界于平均低潮面与平均高潮面之间的地区
,

水位变化频繁
,

经常露出海面
,

潮汐流往复作用明显
、

往往保存了反映潮坪坏境的一些典型

沉积特征
。

本区蓟县纪地层中发育碳酸盐潮坪沉积特有的标志
。

1
.

沉积物间隙暴露的标志
:

最为常见的是干裂
.

以 及 与干裂相联系的薄片状角砾
,

后者

是干裂破碎就地沉积的产物
。

2
.

水位交替变化的标志
: 不规划的毫米至厘米级的纹层

.

透镜状
、

波状
、

压扁层理及粗细

纹层互层的层理普遍发育
。

3
.

水流方向经常往复交换的标志
: /

、

字型交错拼理 比较常见 (图 l )

图 」 龙家园组 人字型 交错哄理 未描 习

曰9
.

4 cS h e m a r ic er P r e 、 e ro r a t l。 , l u 叉 t ! 1。
·

}: c r r l ,1 9饰
11e 。? 。 、 、 乏祀 d d川 卜

i n ht 七 I ` , 21仁 J l a 、 t l a f 1 F〔 : r n 飞a t J〔 ,11

,
.

水流和波浪活动的标志
:

流水波痕
、

浪 ) J玩波痕
、

叠复波痕及修饰波痕均发育

5
.

潮流冲刷和充填作用的标志
:

竹叶状 白云 岩
、

扁平角砾 口 云岩 及潮水沟的冲刷与充填

构造普遍
。

6
.

藻纹层及叠层石发育
:

藻纹层分布最为广泛
.

其形态有微波状水平层纹
.

叠层状 层纹

及不规则同心层纹等
,

它们都是由暗色层与亮色层组成
。

馆状
、

柱状
、

串球或球状
、

波状及层

状叠层石均有广泛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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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碳酸盐岩向上变浅的序列

碳酸盐岩向上变浅的序列在蓟县系普遍发育
,

比较典型的有叠层石序列和粒状序列
。

众

所周知
,

本区蓟县系主要是 由厚度近 2 0 0Om 的一套碳酸盐岩组成
,

前人一般笼统地将其划为

滨
、

浅海沉积
。

近年来
,

笔者详细研究了蓟县系的沉积特征
,

其中重点考察了叠层石白云岩以

及各种沉积韵律在纵向上的变化和分布规律
。

各种实际资料证明
,

本区上前寒武系碳酸盐潮

坪是由一套向上变浅的岩性层序组成
,

形成 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沉积序列
。

其中
,

每个单元都

是在越来越浅的海水中沉积的
,

这个向上变浅的序列常常在一套浅水沉积的层序中反复出

现多次
。

正因为如此
,

才沉积 了一套厚度很大的碳酸盐沉积物
。

钵 、
图 5 龙家园组登层石序列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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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叠层石序列
:

叠层石序列主要出现在蓟县系的中下部
,

即石庄组
、

龙家园组 及巡检司

组
。

一般发育不完全
,

通常 只有几米厚
,

完整的叠层石序列可达 20 多米 (图 5 )
。

此序列的底

部 为砂屑白云岩薄层
,

属压缩的海侵记录
。

其上由于叠层石 白云岩推进到潮下泥晶白云岩之

上而形成海退
。

首先
.

沉积了深灰色厚层状泥晶白云岩
、

粉晶白云岩
。

接着
.

是一套浅灰色中

一厚层状内碎屑白云岩
·

属潮下带沉积
。

在潮间带
,

沉积物反映能量高于正常情况
·

沉积了深

灰色弯一柱状细晶叠层石 白云岩
。

本段颗粒白云岩发育
,

可见人字型交错层理
,

各种波痕共

生
.

干裂
、

竹叶状白云岩也很普遍
。

压扁层理
、

波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 及粗细纹层互层层理时

有发现
,

剖面上呈连续过渡
,

分别代表潮间带下
、

中
、

上部的特征
。

向上 又渐变为深灰色纹层

状粉晶叠层石白云岩
。

顶部为厚 难
.

3 m 的深灰色假裸枝叠层石白云岩
。

整个叠层石序列普遍

含隧石条带或条纹
。

关于叠层石碳酸盐的沉积环境
,

一般认为主要是潮间带
.

而且范围也很有限
。

这是考虑

到蓝绿藻类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光照
,

才能进行光合作用
.

没有光照的深水盆地难以出现叠层

石
。

但近年来随着对百慕大等地现代潮下叠层石研究发现
,

叠层石分布的下限有下移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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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5
.

N
.

西里比亚科夫和 M
.

A
.

西料哈托夫 ( 1 9 7 4) 通过里菲群叠层石和现代叠层石对比研

究
,

认为前寒武纪的叠层石大多数是在瀚下带形成的
。

而致 w
.

洛干 ( 19 6 1 , 1 9 6 4) 则认为
,

现

代叠层石形态的分布范围
,

受潮汐幅度和潮间带基底坡度的控制
。

因此
,

依据本区菌县系盛

层石产出的韵律性规律
,

可以认识它们由深水对浅水的发育次序蠢
:

由柱状
、

榷状叠层石一

波状叠层石一层状叠层石
。

2
.

粒状序列
:

这种序列在贫县系上部
,

也即杜关组及冯家湾组常见 (图 6 )
,

但大都发育

不完全
,

常常缺失某些层序
。

位状序列是在滨外海滩变浅后发育起来的
,

海滩沉积物常常是

内碎屑白云岩
.

本序列底部为厚层状泥晶白云岩
,

一般厚度不大
。

其上
,

为一套灰色中一厚

层状内碎屑白云岩
、

颐粒白云岩
,

流水构造常见
,

如波痕
、

交错层及冲侧面等
,

属于潮下带沉

积
。

在潮间带
,

为内碎屑白云岩
、

泥晶白云岩与 t 层石白云岩互层
,

. 层石和核形石发育
。

此

外
,

尚有 白云质细砾岩及竹叶状白云岩
,

往往呈透镜状
,

这是潮水沟的冲尉与充填的结果
。

而

在一些纹层状泥晶白云岩之上
,

常夹有泥晶内碎屑白云岩薄层
,

分选很整 `可能是风慕沉积

的产物
。

粒状序列的内碎屑白云岩
,

按粒径的大小可分为砾屑
、

砂屑和粉屑白云岩
。

内碎屑

的形成
,

是塑性或弱固结的碳酸盐沉积物
,

经波浪
、

流水作用冲刷
,

被碎而成
,

根据其分选
、

磨

圆及填隙物的成分可以有效地判断沉积时的水动力条件
。

本序列湘简带发育有流水波痕
、

浪

成波痕
、

登加波痕及修饰彼痕等
,

压扁层理
、

波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
,

琴其是粗细纹层互层层

理时常出现
。

然而
,

粒状序列却很少见到潮上带的沉积特征
,

显示了瀚下带与潮间带的沉积

物反复叠置的现象
。

.

高能 湘下
,

吮
.

6

图 6 杜关组粒状序列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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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沉 积 韵 律

沉积韵律是沉积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反映
,

是沉积相带分布关系的记录
。

由于地质厉史时

期海水的进退或地壳的升降可以引起环境周期性的变化
,

因而造成了沉积的韵律性变化
。

随

着时间
、

环境诸因素的改变
,

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沉积韵律
。

通过解剖沉积韵律类型
,

可以认识

相应地层的沉积发育规律
。

根据本区蓟县系中下部
,

即石庄组
,

龙家回组及巡检司组的岩石

和叠层石产出组合规律
,

发现在不何层段发育若干的韵律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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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韵律 (图卜
A ) ;
此韵律发育在龙家园组和巡性司组

,

岩石类型由含缝石砾石细晶

白云岩 l(
`

)一粉晶白云岩 ( 2 )一纹层状泥晶白云岩 ( 3 )三种岩石组成
。

这是一种海退型韵律
,

大都发育完整
.

每一完整的韵律厚度一般在 .0 5一 1
.

om 之间
。

B 型韵律 (图 7尹助 ,此韵律发育在龙家园组中段
,

岩石类型 由假裸 枝叠层石白去岩

气 (1 )一纹层状缝石白云岩 ( 2 )一泥晶白云岩 (3 )乒种岩石组成
。

属海进型韵律
,

一般发育才完

整
。

完整的韵律一般在 枷
一

以上
。

`

C 型韵律 ( 图卜
C沁此韵律发育在巡检司组中段

,

岩石类型 由含宽健石条带粉晶白云

岩 ( l) 一含健石条带细晶白云岩 ( 2) 一纹层状泥晶 白云岩 ( 3) 一泥 晶白云岩 ( 4) 四种岩石组

成
,

为海退型韵律
。

通常发育不完整
,

完整的韵律大都在 l m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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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蓟县系沉积韵律类型

iF s
.

7 yT eP
s o f ht e J止d a n ia n , 刁 l m e n at r y 比 yt h m s

五
、

结 语

综上所述
,

蓟县纪时
,

本区曾是华北地台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沉积中心
。

在长期稳定下沉

与相应补偿的构造背景之下
,

发育了一套碳酸盐潮坪沉积
。

可以推测
,

这些沉积基本上形成

于古大陆边缘的有潮陆表海中
。

本文是在陈景维
、

剪万筹两位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
,

并得到刘泽均
、

邱树玉两位副

教授的热情帮助
。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邵磊
、

莫小国和王迎春同志
。

李立宏同志洗印照片
,

刘燕华同志绘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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