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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及邻区奥陶纪红花园期

岩相古地理特征
。

梅冥相 曾 羽

(贵州工学院地质 系 )

笔者于 19 6 8至 19 8 8年期间
,

对贵州及邻区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进行了大量的野外及

室内研究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综合自己的观察研究
,

对贵州及邻区红花园期岩相古地理

特征获得较系统的认识
。

一
、

地层概况

贵州及邻 区早奥陶世红花园期 的地层主要 为
:

在三都一带的同高组下部
,

湖南吉首为桃花石组或马刀蜻组
,

向西至四川南部及贵州大

部称红花园组
。

靠近古陆边缘的滇 东及川西南为红石崖组下部
。

在红花园期地 层中
,

张鸣韶
、

盛萃夫 ( 1 9 4 0) 建立了
“ `

ca 翻h如。 ’

一伽

~
”

带
; 王纲等

( 19 8 6 ) 在其上部建立 了 `分印路 , 义 , a

~ 伪尸公
〕即 as 带

。

大致属宁国阶早期 (穆恩之
,

19 80 )
,

时限

为毋“沪荆刀 is 带底与 物州
刀纪加带顶之间

。

从宏观上讲
,

在研究区域东南部地区
,

红花园期地层 为细粒碎屑岩和泥质泥晶灰岩
、

生

物碎屑泥晶灰岩
。

在四川南部及贵州大部地区为中厚层至块状灰岩及生物灰岩
;
在古陆边缘

的滇东及川西南为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砂页岩
。

在此岩性变化剧烈的地层中
,

其化石组合

也相应地具规律性变化
:

东南部以深水及半深水笔石组合为主另具少量壳相化石
;
川南及黔

北
、

黔南以壳相生物化石为主
,

滇东及川西南以壳相及笔石相混合而成的混合相化石组合为

主
。

总的说来
,

贵州及邻区红花园期地层 中的岩石组合及化石组合空 间变化明显且赋有规

律性
,

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对其所代表的古地理特征进行系统的介绍
。

二
、

相带划分及各相特征

关于相
,

不同学者的理解及使用术语有所不同
,

本文主要 用鲁欣 ( 1 953 ) 的定义
“

相是能

表明沉积条件的岩性特征和古生物特征的有规律的综合
。

因此
,

相是沉积物形成条件的物质

再现
。 ” 。

由此可知
,

相的概念不应与环境相同
,

它是环境的物质再现
,

一定的环境有其特定的

物质再现 (刘宝礴
、

曾允孚主编
,

《岩相古地理基础及工作方法 》
,

.P 2
,

1 98 5 )
。

O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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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物 化石组合及岩石组合的空间交替特征及发育分布特点可将研究区域 (红花园

期 )划分为以下沉积渝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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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州及邻区奥陶纪
刁

红拢园期岩相古地理图
I ,
一近岸相曰 二远岸相

;
卜一开

阔海台地相
; ,
二 台地生物及异化

粒滩相
; 1 :
一 台地边缘生物礁相

;

祖 1

一陆棚相
; 皿 :
一盆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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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碎屑滨岸沉积体系

近岸相

远岸粗

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

开阔海合地相
L

1 2

台地生物及异化粒滩扣
n :

台地边撼礁相
_

, 一

l 陆棚二盆地娜积体系
一

、
`
、

皿 ,

陆棚根
11 :

盆地相

其相带展布与桐捧期相诊具有户定的继承性
,

但由
i于海域扩大

,

在台地沉积区海水动荡

程度增大而使红花园期成为一个中高能陆缘撰岸碎屑沉积体系与中高能内源台地沉积体系

共同发育的特殊时期
。

(一 )陆源碎屑滨岸沉积体系
,

一

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域的西部即滇东及川西南地区
,

以红石崖组下部或大乘寺组下部地

层为代表
。

.

`

生物组合以三叶虫如 肠如娜而
称必及腕足

;

类如 场咖内 等壳相生物为主
,

另见少量分布于

泥页岩夹层中的笔石
。

其主要特征是遗迹化石丰富
,

主要以 。阴之如协柑遗迹北石如 。南七如
口 ,

枷` 户犷琳
, 劲油脚户而必枷菇

,

从角伪翱分沁汕九翻 等
,

一

少量的 摊场助琳 及 肠阳卿妞相的遗迹化石
,

还有

以旧 ,

价娜 等
。

它代表一种比较动荡的滨岸环境
,

其生物组合见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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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花园期陆滨岸生物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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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相体系中
,

岩石以中厚层砂岩为主夹中薄层泥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泥页岩
,

发育交错

层理及浪成波痕
,

遗迹化石等
。

主要有以下岩石类型
:

1
.

岩屑长石石英砂岩
:

碎屑颗粒类型有岩屑
、

长石及石英砂
,

总含量大于 70 % (其 中石

英砂占 80 一 75 %
,

长石及岩屑各古 15 一 10 % )
,

多呈次棱角状及次圆状
,

磨圆度中等至较好
;

大小在 0
.

1一 0
.

s m m 间
,

平均粒径 2一 2
.

5小
,

分选性较好
。

其石英砂表面较干净
,

多为单个石

英晶体构成
; 长石砂具粘土化而不干净

,

亦多为单个晶体构成
,

以聚片双晶为特征
;

岩屑多为

长英质矿物小晶体构成
,

表面也具粘土化而不太干净
。

这些碎屑颗粒的裂纹均较发育
,

以长

石砂及岩屑尤甚
。

它们均来源于康滇古陆上的火成岩和变质岩的风化产物
。

该岩石的结构

成熟度高而成分成熟度却较低
,

即不稳定组分 (长石及岩屑 )含量较高 〔10 一 25 % )
,

原因可能

是由于其产出地区离古陆较近而陆源物质供应充分
,

搬运距离不远而造成成分成熟度偏低
,

但沉积水体能量较高
,

动荡程度较大
,

使分选性较好而结构成熟度较高
。

胶结物以陆源泥质物为主
,

局部地区钙质物含量稍高 (如峨边 )
。

多属颗粒支撑及颗粒连

结类型
。

为了进一步说明该岩石的颗粒特征
,

我们在云南富民
、

巧家及四川峨边相应地层中采取

样品进行了粒 度分析
,

其粒度特征见表 1 及图 3
,

它们均表 明其颗粒分选好的特点
,

属滨岸

环境的产物
。

2
.

含生物壳岩屑长石石英砂岩
:

生物壳以腕足类化石为主
,

保存较好
,

密度较大
,

含量占

岩石组分的 30 %左右
,

其他组分与上述岩石相似
,

其碎屑颗粒总含量 50 %左右
,

其中大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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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一 0
.

6
lnnI 者占 40 %

,

在 0
.

0 5一 0
.

l
mm 者占 10 写左右

。

胶结物以陆源泥质物为主
,

有少

t 钙质物
,

属顺粒支撑
、

顺粒连接
、

孔除式一接触式胶结类型
。

该类岩石属滨岸介壳层砂岩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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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花园期滨岸碎屑岩的位度分析曲线

(1 一领率曲线 ; 2一获积颇率曲线 ; 3州概率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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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泥质粉砂岩
,
产于砂岩间

,

厚薄不一
。

以石英粉砂为主
,

少量长石及岩屑粉砂
,

多为

.0 01 一 .0 0 5 m m 左右
,

被兔状至次棱角状
。

胶结物以陆撅泥质物及少量钙质物为特征
。

属中

低能浅海环境的产物
。

4
.

粉砂质泥页岩
:

产于砂岩何
,

厚薄不一
,

以石英粉砂为主
,

含少量长石及岩屑
,

含量 <

3 0%
,

故组分主要以陆源泥质物为主含少 t 钙质物
。

属中低能较静水条件下的产物
。

在该岩石组合中
,

以中高能环境的砂岩来中低能的粉砂岩及泥页岩薄层为特征
,

表明其

沉积时水体虽然较动荡但也具有时间较短的静水
.

间隙
。

这是以潮汐浪作用为主的特点
。

沉积构造很发育
,

主要有以下类型
:

a
浪成波痕

:

一般波宽 1 0一 1 scm
,

波高 5仙n 左右
,

波脊分叉
,

对称或不对称均有
。

它是

波浪作用于非粘结性沉积物表面所产生的彼形痕迹
,

是滨岸环境的重要标志之一
。

b 干涉浪成波痕
:

由不同方向的波浪同时或基本同时地作用于砂质沉积物表面所形成

的波痕
,

形态软复杂
,

多呈鱼鳞状
。

是滨岸环境的重要标志之一
。

。
削顶波痕

:

发育于水位经常变化的浅水环境中
,

当水位下降到使波脊的顶部露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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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由于波浪的侵蚀作用而使露出部分被削蚀掉而形成
。

是海滩的重要标志之一
。

d 冲洗层理
:

它是波浪产生的回流和冲流的冲洗形成的倾角平缓的
、

平坦的砂质纹层
。

属前滨海滩的重要指向标志之一
。

试楔状
、

槽状
、

波状 )交错层理
:

交错层系的上
、

下界面为相互不平行的平面
,

向一端收敛

呈楔状者为楔状交错层理
;
交错层单元的上

、

下界面既可平行也可相交的波形曲面者为槽状

交错层理
;
交错层单元的上

、

下界面为波曲面者为波状交错层理
。

它们均属滨岸浅水环境之

水流作用的产物
。

另外还有生物遗迹构造
,

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遗迹化石
。

这些沉积构造表明其形成的水

体环境为水位变化剧烈的海滩环境
。

根据上述特征
,

可把该沉积体系分为以下两个沉积相
:

I ,

近岸相
:

分布于昆明
、

巧家
、

峨边一带
。

其生物以壳相及笔石相构成的混合相生物组

合为特征 (图 2 ) ;
岩石以岩屑长石石英砂夹泥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泥质岩为主

,

发育多种浪成

波痕及交错层理
。

它们是强烈动荡且水位变化剧烈的海滩环境的产物
,

特别是 翻以 “肋吕
相

、

。 侧
二、 相及 S c o夕. 如 相遗迹化石的互层产出更是说明了这一特点

。

该沉积相的沉积动态模

式 (沉积序列 )见日 俄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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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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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韧强强

产 S亡 0 9它 n i a

泥质粉砂岩
、

之粉砂质岩
。
泥 页岩

、

潮上 带环境

水平纹层泥质粉砂岩及 粉砂质泥岩

水率纹层粉砂岩及细位石英砂岩

波状交错层理中细粒石英砂岩
、

产 C, “ 之`D 界 o
遗迹化石

S k o l“ h。 与 C r u : i口 . 口 互层产 出
,

在其泥 较多的砂岩及粉砂岩和泥贝

岩中见 c h 。 ” d八 t “ 等
,

主 要以砂岩

为主
,

为水 位变化剧烈
,

即水位在

水平纹 层泥质粉砂岩及粉砂 质泥岩

潮下 一 洲间一

能环境
_

湘上变 化的 中到高
水平纹 层细较石英砂岩及粉砂岩

发育大全浪成波痕及 交错层理
交错层理细粒中 细石英砂岩

图 4

F ig
.

红花园期陆源滨岸沉积体系动态沉积模式图 (A 为近岸相
; B 为远岸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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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一带
,

8伪卿必 相遗迹化石比其北部地区发育
,

细粒碎屑物组成的泥质粉砂岩及

粉砂质泥页岩含量也稍高
。

表明其水体北部稍浅
,

沉积以潮汐作用为特征
,

更接近潮滩的特

点
。

I :

远岸相
:

主要分布于宜宾
、

长宁
、

高县一带
。

它是台地中的凹陷带
,

处于碳酸盐台地

清水环境与陆缘碎屑滨岸浑水的环境之间的过渡带
,

乃浪基面附近的中低能水体环境
。

由于

它接受了海浪回流作用带来的中
、

细粒陆源沉积物
,

因而以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泥

页岩为特征
,

生物亦以混合相生物为特征
。

时而有波浪作用但不如滨岸带强烈
,

故发育一些

中小型波状交错层理及 。

~
相遗迹化石

,

其沉积动态模式见图 4B 示
。

(二 )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

主要分布于 四川隆 昌一云南盐津一贵州关岭一线以东
,

湖南古文一贵州玉屏一贵州丹

寨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
。

该沉积体系是在桐梓期起伏不大的海底地形上由于进一步海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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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中高能浅东曹地流积体系
。 ·

厂
一 全 介 ,

-

一

红龙园姗破映赛奋地生物组合以丰富的亮相壁物及造礁生物加海绵为特征 (图 5)
。

壳

相生物有头 足类如
:

枷二
卜

~
加押山纽即 Y 。 ,

。卯印

~
as 印

, ,

咖勃加如崛丽 伞二加痴
,
咖如

`

琳
,

等
;
腕足奥如厉瘫摇印

.

;痴如嘛 示
,

外蔽痴本
`

净
;

旗窟类
一

, 。户湘 琳等 , 另外还有三

叶虫及牙形右屯造檐生物主要为梅娜有笼
“
扬咖丙痴

”
`

孤
4

与城蔽峋灿溯翻洒淤
,

浓啼
`

等
、
在台

地边缘亩雄浦合魏海鲡而瘤成亲液卖瘫
,

卷努够组石她倾像滩相的基姗上发有攀达 加。m

左右的障积及粘结岩隆礁
。

该生物组合乃生活于阳光充足
,

盐度正常
,

温度适甲的精蔽且动

荡的浅水坏境中的组合
。

女计图 5所杀的生物组合
、

在红廷璐期合地翔永坏境中 ;靠近售部即

盐津一赫章一带以壳相生物为主
,

东部的玉屏一古文一带以海嫦灰澳庸为全
,

二
「

者之伺处午

过渡状态
。

·

“
·

图 “ 红花园浅水磷醉熬食地牛卿组合示意巳

igF
·

5 助 ilSS
「

a泉式兄 ja如钾 fr
om 雌 oH gn h ua y o a刀

如 hsa llo w
一

Wa etr ca
r
bo ~

lP at for m

a ” s t r o m a t曲est ; b一 s
卯

n 名甲 ; e ~ 叭目汕哪枷血
; d ~ A户尸动幼 s P一

e一 伪幼站
s p

.

; f一

cr in
。
比冬 g节〔恤

~
璐 印

·

红花园期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的地层称为红花园组
, 宏观上以中厚层块状灰岩为特征

,

在西部的织金
、

赫章
、

盐津一带局部白云石化
。

主要有以下岩石类型
:

l
` 几

淀最核形石凝块石灰者
:

岩石颗粒主要为核形石
、

凝块石及少量的生物碎屑
,

含量在

7 5一的%间 ;胶结物为淀晶
,

,

当尽凝块石为主时称淀晶凝碑石灰岩
犷
当以核形石为主时称淀

晶核形石灰岩
。 性

凝块石是由藻粘结和凝聚灰泥而形成均勺一种异化称色暗而富有机质
,

大小

不等 ( 0
.

1一
腼

) 、多数具一定的磨圆亥及较好的分捧性
,

呈团块状
,

我们选取了贵州余庆小

腮的凝块石灰岩进行了粒度分析
、

其结果见图 6
一

及表 2 白恻 s yl
, ’

、 粒度分析结果表明它是形

成于清澈浅水环境但受到较强的水动力改造的特点
。

核形石是尸种非周定生长韵结核体
,

多

呈球状或榷球状奋由同心状及放射状藻丝构成
、
大小 1一 4川 l朴

,

属高能环境下形成的核形石
,

我似在四 川茶江汉见音桥采集的样品进行粒度分析
、
其结果见蛋 6 及表 2 的

”
Q J , ,

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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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它受到较强的水动力改造
。

总之
,

这种淀晶胶结的颗粒灰岩是海水较动荡环境如产

物
。

一 ’

一
- -

一

介 b le Z

表 2 红花园期灰岩中核形石 (印 )及凝块石 ( yS l’) 的粒度特征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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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红花园期凝块石灰岩 `sy
: ;

)及核形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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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淀晶生物碎屑灰岩
:

生物屑主要为腕足
、

头足碎屑及三叶虫
、

介形虫及棘皮骨屑
,

含量

6 0 %以上
,

以淀晶胶结物为特征
。

属动荡清澈浅水环境的产物
。

3
.

海绵灰岩
:

海绵生物个体 (有 氏内￡俪m 印
. ,

方ch , ` 抑肠 clI诫妇二
,

A
.

印
.

等 ) 密集分布而

构成
。

生物个体间主要为碳酸盐泥晶以及少量生物碎量
、

核形石
、

凝块石
、

球粒等颗粒
。

在东

部地区如玉屏所见为藻席包裹海绵个体而成生物粘结灰岩
。

该类岩石乃在清澈动荡的浅水

环境中
,

由于海绵对灰泥和其他内源颗粒的障积作用和藻的粘结作用对其捕获
、

吸附
、

`

阻挡

而成
。

属清澈动荡浅水环境的产物
。

4
.

泥晶生物碎屑灰岩
:

碳酸盐泥晶胶结生物壳或生物碎屑而成
。

其些护物…壳或生
,

物屑以腕

足
、

分形虫
、

三叶虫等生物屑为主
,

含量在 60 %左右
。

在西部地 区的盐津
、

毕节一带常见 ; 可

能属浅海高能带后的稍静水条件下 由于大风浪搬运大量生物屑而快速堆积的产物
。

5
.

颗粒泥晶灰岩
:

其颗粒有生物碎屑
、

核形石
、

凝块石等
,

总含量 < 30 %
,

其余为碳酸盐

泥晶
。

主要分布于赫章
、

毕节
、

盐津一带
,

且多为白云石化
,

在上述颗粒灰岩间偶见呈薄层状

产出
。

为中低能清澈浅水条件下的产物
。

·
- 一 ` ,

’ 一

’ -

综上所述
,

除 了赫章
、

毕节
、

盐津一线和其他地区的局部地层发育泥晶颗粒灰岩和颗粒

泥晶白云石化灰岩外
.

在广阔的区域范围丙均 以高能清澈浅海环境的淀晶颗粒灰岩及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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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为特征
。

根据古生物组合及岩石组合的有规律的变化
,

把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分为以下三个沉

积相
:

I 开阔侮台地相
:

主要分布于贵州织金
、

赫章
、

毕节到四川沪州一带
,

其南部即赫章
、

织

金一带与布陆相接而形成一个清水海岸
。

由子它属台地滩后的相带
,

故大风浪作用等从东部

带来的大盘的生物壳及碳酸盐顺粒与原地的泥晶或球粒泥晶共同沉积
,

从而以泥晶生物壳

灰岩
、

生物鹿及生物壳泥晶灰岩
、

白云石化泥晶灰岩为特征
.

其水体多处于潮间至潮上环境
,

故其灰岩已局部白云石化
。

其沉积序列见图 7A’ 所示
。

这个沉积相带是西部碎屑滨岸相与东

部台地滩相的转变相带
。

块状海偏粘结岩及旅席

海缩枯结岩

雌位泥晶枯结的 海编生物

灰岩
.

海绍雌庸枯结岩
厚层 至块状燕席海绵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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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红花园期碳酸盐合地沉积体系沉积序列图

( A一为开阔海台地相 ; B - 为合地摊相 ; C一为台地边缘礁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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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碳酸盐台地滩相
:

它与威尔逊的碳酸盐台地边缘滩相不同的是它分布台地内
,

是一个

不具明显的地貌隆起而横向延伸很远
、

由礁相岩石一海绵生物灰岩及藻席粘结岩和滩相岩

一淀晶凝块石灰岩及核形石灰岩
、

生物屑灰岩构成的特殊岩石体
。

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及贵

州大部
。

其沉积环境是处于潮下上部及潮间下部的动荡清澈浅水环境
,

故具较好的水流循环
,

有

利于生物取得丰富的食物
,

补充氧气
,

从而使包覆生物— 蓝绿藻及造架生物— 海绵和其

他壳相生物非常发育
,

形成分布密莱的碳酸盐台地生物组合及中高能沉积物构成的岩石组

合
,

其沉积序列见图 7 B 示
。

l 碳酸盐台地边缘礁相
:

主要分布于湖南古丈至贵州玉屏一线的狭窄地带
。

其礁多呈点

礁形式
,

以玉屏发育的礁最为典型
。

岩石组合及生物组合特征与台地滩基本相似
。

但岩石多

呈块状 (单层厚度 Z ln 以上 )且厚度巨大 ( Z O0m 士 )
,

具典型的地貌隆起
。

以粘结岩— 由粘
.

结生物 (蓝绿藻 )吸附
、

捕获灰泥而成的岩石和障积岩— 由障积生物 (海绵 )阻挡灰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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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石为特征
,

另外还发育大量与藻类生物活动有关的核形石及凝块石灰岩
,

由此而构成的

沉积序列见图 7 c 示
。

属潮下至潮间旋回变化的高能动荡清澈水体环境的产物
。

(三 )陆棚一盆地沉积体系

主要分布于三都至湖南吉首一线的东南地区
。

以笔石相生物如 召如少。娜此 召 ,尹“ 油朋侧场
,

。记梦朋卿洲哪 了“汀即二理以
r 口少 a娜哪 sP

.

等为主
,

另外具少量的壳相生物如三叶虫 。即口少哪如 印
.

等
。

不管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与碳酸盐台地均具相当大的区别
,

特别是在河池一通道一线之

东南
,

其生物种类和数量均大为减少
,

只有少量笔石
。

这表明从西北向东南部海水变深的特
点

。

该体系分布区域的地层以三都的同高组下部及吉首的马刀蜻组或桃花石组为代表
,

向

东南至桂北 ( 已超出研究区域 )以黄隘组下部地层为代表
,

保存厚度数十米至数百米
,

以灰绿

色粉砂岩
、

砂质页岩
、

块状泥岩为特征
,

越向东南其地层中的灰岩变得越少
,

到桂北一带几乎

不含灰岩
。

岩石类型有
:

a 以陆源粘土物质为主
,

少量石英粉砂 ( < 10 % )
。

属较静水环境的产物
。

b 泥质泥晶灰岩
:

以碳酸盐泥晶为主
,

含有 10 % 左右的陆源泥质物
。

属静水环境 的产

物
。

C
球粒泥晶灰岩

:

球粒大小 0
.

01 一 0
.

06 m m
,

由黑色泥晶组成的卵圆状颗粒
,

含量 30 %
。

球粒主要产于滩后泻湖或半深水静水环境
。

d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生物 屑有三叶虫骨屑
、

腕足碎屑
、

介形虫骨屑等
.

含量 10 一巧%
.

其余为泥晶
。

其生物碎屑可能来源于浅海
,

属异地产物
。

故其指相意义与上述岩石相近
。

e 黑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
:

主要分布于桂北的地层中
,

粉砂有长石
、

岩屑及石英等
,

成熟

度低
,

属深水盆地的产物
。

与此岩石组合共生的沉积构造有水平纹层
、

钙质层结核等
,

在黑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中

发育水平韵律纹层及微卷曲层理等
,

在上述岩石中均见黄铁矿
。

由此
,

该岩石组合属还原静

水条件下的产物
。

根据岩石和古生物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

可将红花园期的陆棚一盆地沉积体系分 为以下

两个沉积相
:

1
.

陆棚相
:

分布于河池一通道一线西北部的三都
、

吉首一带
。

由于它属浪基 面以下
、

c c D

补偿界面以上的较静水环境
,

故以水平纹层状泥页岩及薄 层状
、

结核状泥晶灰岩
、

球粒泥晶

灰岩
、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为特征
,

生物以笔石相生物 为主
,

含少量壳相生物
,

壳相生物含量具

从东南向西北增多的趋势
,

其沉积 序列见图 S A 示
。

2
.

盆地相
:

分布于河池一通道一线的东南部地区
。

由于是属 C C D 补偿界面以下的较深

水宁静环境
,

因而以漂浮笔石相生物为特征
;
岩石以中厚层至块状黑色泥岩

、

泥页岩及粉砂

岩为主
,

岩层中发育水平层纹构造
、

韵律构造等
。

据《 广西区域地质志 》资料
,

该相所分布地区

的陆源物质可能来 自于桂东南
,

而不是习称的
“

江南古陆
” 。

由于篇幅及本文研究范围所限
,

对此就不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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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最泥 质粉砂 六

粉砂 犷
:

细 砂名
户户牛润左左

; 及粉砂质泥 交丫

砂 岩 粉砂质 细 砂六

卜台地边缘一
l

一
陆棚 —一

.

一一 盆州
,

一图 R 红花园期陆棚 盆地沉积体系的静奋及劝奋模式图

( A 为陆棚相
; B 为盆地 相 、

F 一9
.

8 D y n a m 工 e a n d s t a t l e m o d e 生凡 f o r rh e H o r飞g h L̀ a y u a n 诬a n 凡 11 e l f
一

b a s i n s y , t e” 1

( A一 s h e l f f a c i e s ; B = b as in f a e l e s )

}十浓 } 碎 洲六 川 卜

一
}一

川肌
!

-
别

图 9 红花园期静态沉积模式图

F ig
.

9 A s t a t工e d e P 0 s i r i o 一l a l m od
e l d u r l 一1 9 rh e H o n g h u a y u a l l i a n

三
、

结 语

在研究区域内
,

红花园期是在桐梓期连续海侵而形成的中高能陆碎屑滨岸体系与中高

能碳酸盐台地沉积体 系共同发育的特殊时期
。

与桐 梓期相比
.

其沉积格局具有一定的继承

性
。

由于海域扩大到能提供陆源沉积物的古陆边缘
,

在西部的昆明一 巧家一峨边发育一个中

高能的陆源碎屑滨岸相
。

台地凹 陷带 (离岸相 )和隆起相 (开阔海台地相 )的阻碍作用
,

使西部

的陆源沉积物不能充分地搬运到东部海域
、

从而形成一个浑水浅海海域 (西部 )及清水浅海

海域 (东部 )( 图 9) 共同发育的沉积格局
。

当海洋沉积作用如潮汐流
、

波生沿岸流和 回流等使

陆源物质冲破阻碍地带
,

从而结束了这个时限相当短 (相当于一个笔石带的时限范围 )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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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海域与浑水海域共 同发育的特殊时期
,

使泪潭早期形成一个以陆源 沉积物为主的浅海陆

架沉积体系
。

本文承付馄教授
、

蒙锡龙及杨积琴副教授的指导
,

在此深表敬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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