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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地区早三叠世中晚期沉积特征

如

周得件

(湖北省地科所 )

鄂东地区早三亚世中晚期为潮间带上部
、

潮上带以及萨布哈沉积环境
.

以前有人认

为 . :
( l) 燕山期岩浆岩是控制大冶式铁铜 (金银钻硫 ) 矿床生成的内因

,

围岩条件是控制

矿床生成的外因 ; (2 ) 不同时代的地层控制着不同种类矿化的丰度
,

围岩性质的差异制约

着矿化的强度
。

统计表明
,

80 %以上的铁
、

铜
、

相矿储量与潮间带上部
、

潮上带及萨布哈

相的大冶群第四至第七段 ( lT 匆卜
了
) 碳酸盐岩关系密切

;
黄石一广济 (今武穴市 ) 一带的铅

侧 锌矿与泻湖相的第三至第五段 ( lT 匆
,一 s) 碳酸盐岩关系密切

.

矿床对于围岩有规律地选宿
,

必有其内在联系
。

为了探索邻东地 区铁铜矿床等成 矿
“

外因
”

的奥秘
,

本文着重对早三叠世中晚期的沉积作用特征作一初步分析
。

参加本项工作的有 卜永洗
、

李雪英等同志
。

成都地质学院沉积所所长张长俊教授作了

沉积环境的恢复工作
。

成都地矿所吴应林研究员等作了具体指导
。

一
、

早三叠世沉积环境

早三叠世
,

武汉至九江为江南台地和北方古陆之间的陆表海
。

大冶群第一至第三段

(lT 州
一 ,

) 为开阔台地沉积环境
。

之后
,

海平面急剧下降
,

同沉积断裂活动
,

海底地貌迅速

复杂化
,

海水流动受限制
,

沉积环境变为潮间坪
、

泻湖极为发育的局限台地
。

早三叠世有三次明显的海进一海退过程
,

形成 lT 军一
、

lT 匆4
一

` 、 T l

匆“ 三个小型碳酸盐沉

积旋回
。

旋回开始
,

沉积物较复杂
,

岩性有泥一微晶灰岩
、

含泥质泥晶灰岩
、

含生物屑泥

一微晶灰岩
、

亮晶顺粒灰岩及粘土岩等
.

旋回结束
,

岩性为泥一微晶白云岩
、

去膏化白云

岩
、

白云质灰岩及泥晶灰岩
。

海退事件主要引起海水深度
、

含盐度及水动力状态变化
,

对

鄂东地区沉积范围的影响并不明显
。

整个早三亚世未发现直接蚀像区
,

沉积物全部系海源
爹 的

.

各地的沉积相之间无明显中断
,

地层层序连续
.

伴随海退事件
,

在早三益世中晚期
,

局限台地上的徽环境发生进一步分异
.

IT 匆 ,
末期

,

在各地内陆栩环境即将濒临解体时
,

杨武山和马叫两地率先呈现出潮上带及萨布哈环境
。

其

北侧及武穴一带
,

则开始向半封闭泻湖环境转化
。

从 T i

匆
`

起
,

出现潮间坪与泻湖并存的局

. 朔北省第一地质大队
,

19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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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Tl 勿“ 和 Tl 句` ,

两个海进一海退过程
,

引起两次形成瀚间坪一萨布哈环境
.

图 1 表示

T ,

匆
`

时的沉积环凌
。

范家境先期为湘上带及萨布哈
,

后转为淞间带一瀚下高能环境
。

狮子

立山长期处于半封闭泻翔
.

其余各地
,

包括贾家山
、

九牛山
、

风粱山
、

石南田
、

杨武山以

及图幅以南的通山
、

崇阳
、

箱忻等地
,

均系潮上带及萨布哈环境
。

幽幽幽幽幽幽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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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早三叠世中晚期沉积特征

(一 ) 部面结构
`

那东地区 lT 今“ 和 T i

匆` ,

两个旋回
,

其剖面结构均类似于波斯湾特鲁西尔海岸现代潮坪

和萨布哈的垂直层序
.

图2表示 lT 甲
一 `

旋回
。

开始是半封闭泻湖沉积
,

之后为长期毯定的潮间

坪和萨布哈沉积
.

半封闭泻沏为含黄铁矿徽晶灰岩
、

徽晶白公质灰岩
、

姗虫状粉晶灰岩
.

潮

间坪沉积阶段力幼粒粉晶灰岩
、

砂砾屑粉晶灰岩
、

含生物屑徽晶灰岩及粉晶灰岩
,

`

ca 。 含量

招
.

92 一 5 0
.

40 %
,

个别高达 55
.

00 %
.

在潮间坪的上部至潮上带
,

有徽晶灰质白云岩
、

层纹

石微晶白云岩
,

少 t 粉砂摘白云岩及去青化白云岩
.

从潮间坪的下部到上部
,

透镜状层理和

波状层理是常见的潮汐层理类型
,

更多的是低缓斜交层理
.

萨布哈和潮上带沉积或成交替进

行
,

或为相变形式出现
,

去膏化白云岩和泥一徽晶白云岩为最主要的岩石类型
。

纹层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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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眼和溶孔构造发育
,

有时有燕席
。

在马叫 lT 匆卜 .
剖面结构中

,

去青化白云 岩厚度占

5 3
.

9 9%
,

粉晶白云岩占 4.0 90 %
,

部面底部的含白云质灰岩仅 5
.

07 %
。

在冶铆 8线 T ,

勿卜 `
剖

面结构中
,

下部徽晶灰岩占3刁
.

56 写
,

上部去青化白云岩和粉晶白云岩分别占 3 0
.

75 %和

35
.

08 片
。

在 朱大九 lT 匆 `一 `
剖

’

面结构中
,

去育化白云 岩古 38
.

11 写
,

泥一微 晶白云 岩占

23
.

79 %
,

微晶灰岩占 1 8
.

72 %
,

含白云质灰岩占 19
.

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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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那东地区 (九牛山代表 ) 大冶群 lT 丫
一

唾直层序
窗逗

.

2 V
e
川。吐 剐闪四. 川比 of N公

.

4 目吐 5 . n。们n
加拍 or 奴 肠吐 ly rT 加目

c 刃妞 y e rG o u P加 J】u川理曲. n ,

加. . m H u加1

邻示地区 lT 心卜`
和 lT 今一碳回的沉积层序类似于四川峨眉下三登统书渡江组第三段

( lT 尹) 至第四段 ( lT 尹) 的沉积层序 .
。

据成都地矿所资料
, T价为潮间带中部的沉积

,

为白

云质
、

泥质生物退晶灰岩
、

介壳亮晶灰岩等
。

lT 尹为潮上带及萨布哈沈积
,

主要是青溶角砾

纂 岩
、

去膏化具干裂泥晶白云岩及徽晶白云岩等
。

风梨山剖面上部与约旦中西部晚白蟹世上森诺曼阶萨布哈沉积特征颇相似
.

在去青化

泥晶白云岩
、

去青化层纹石泥晶白云岩和球粒粉晶白云岩中夹少量粉砂质粘土岩及去青化

粉砂质泥质灰去岩
。

白云岩中含粉砂质或夹粉砂质枯土岩
,

可能是濒临附近陆地的原因
。

(二 ) 岩石类型

. 地矿部岩相古地理协作组
,

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通讯
,

19 85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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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去 .化 白云岩

那东地区由北至南的各个例面 (钻孔岩心 )内
,

`

其 lT妙和 lT甲
,

个别情况下的 lT 匆 . 、

T ,

匆
.

和 lT 匆 , ,

均有去膏化白云岩
。

去膏化白云岩包括去资化泥一徽晶白云岩
、

去青化砂砾屑 梦

白云岩
、

去青化粉最灯粒白云岩
、

去青化线纹燕球粒徽晶白云岩
、

去青化层纹石徽一粉晶

白云岩
、

具干缩纹去青化粉晶白云岩等
。

岩石呈浅灰
、

灰白
、

米黄
、

浅紫红色
,

单层厚度 <

0
.

1

~ 一 > l m m 不等
,

以徽层 (纹层 ) 为主
。

去青化作用形成方解石
、

玉位交代的石青假晶
。

石青假晶成针状
、

棒状
、

板状
,

分散在白云石之间
,

或者成束状
、

放射状
、

燕尾状
、

斧头

状和结核状集合体
。

石青假晶常在一些层位集中
,

因此
,

出现去青化白云岩与徽晶白云岩互

层
.

石青假晶含量一般 2一 5%
,

个别高达 30 %
。

.2 泥一徽晶白云岩
-

包括泥一徽晶白云岩
、

微晶砂砾屑白云岩
、

层纹石徽一粉晶白云岩等
.

泥
一

徽晶白云岩与

去膏化白云岩的区别
,

在于后者含石青假晶
,

前者不含或有时俱见石青假晶
。

除此
,

岩石种

类
、

颜色
、

结构构造等均与去青化白云岩相似
。

3
.

徽晶及亮晶灰岩

微晶灰岩分布在潮间带和潮间泻湖
,

亮晶灰岩主要在潮沟
,

薄层至块状构造
,

含 。 。 >

5 0%
。

顺粒类型有幼粒
、

砂砾屑及核形石等
。

多数情况下
,

这些城粒或两种
,

或多种并存
。

亮

晶方解石一般具两世代结构
。

刁
.

, 溶角砾岩

大致上多分布在大冶以北地区
,

而且多局限在 lT 匆
s

和 T I

匆 , ,

成层状
、

似层状
。

角砾成分

主要是去膏化白云岩
、

泥一徽晶白云岩
。

由于石青
、

硬石青流失
,

角砾岩中的石青假晶所见

不多
.

角砾为棱角状
,

大小悬殊
、
最大的岩块 ]

.

5义 1 ( m )
,

小角砾 1 0C m
,

一般 50 又 30 c( m )
。

角砾多无明晰的边界
,

胶结物极少
。

(三 ) 沉积结构
.

1
.

层理构造

鄂东地区早三叠世中晚期潮间带上部
`
潮上带及萨布哈相

,

常见的层理类型为各种水

平层理
,

此外见潮汐层理和低缓角度的斜交层理
。

·

( l) 水平层理 见于三种环境
:

泻湖中的灰黑色铅锌矿化含黄铁矿微晶白云岩
,

层面

间由平直的褐黄色泥质纹层显示了水平层理 (狮子立山和湖北湾等地 )
;
潮间带由潮汐变化

形成的韵律层理
,

如天台山 T ,

衬徽晶砂屑白云岩中
, I cm 厚度内具 7条以上砂层与灰泥纹层

`

的韵律层理 ; 潮间带上部及潮上带
,

隐燕纹层及季节变化引起的沉积物色调纹层构成的水

平层理
。

(2 ) 潮汐层理 主要是波状层理和透镜状层理
,

而脉状层理较少
,

如马叫 lT 匆7
底部

、

冯家湾和冶钢 8线 lT护底部
、

九牛山 lT 匆`
中上部等部位均见得

。

(3 ) 斜交层理 马叫 T肉
, 、 T :

矿底部
、

T肉
峨
顶部

,

贾家山和冯家掩 lT 匆`
底部等部位具

小型单向低缓斜交层理
,

并常与冲剧砂砾屑层伴生
.

2
.

干编
、

干裂构造

干缩纹是一种显徽构造
,

是沉积物在水下发生干化
、

脱水形成的徽裂隙构造
,

见于湖

北湾等地白云岩中
。

干裂见于月亮山 lT 匆
`
顶部白云岩中

。

3
.

鸟眼与溶孔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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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各地 Tl 匆` 、
T I

匆
,

和 lT 匆
`

白云岩中
。

有鸟眼孔
、

青模孔和粒何孔
。

个体形态为板状
、

柱

状
、

立方体状
、

空心椭圆状及不规则状
。

群体呈窗孔状
、

雪花状及蜂窝状等
。

有的空洞中充
泌

’ 、 ’

一“ ” ’ 、 、

一 “ 一 ~
一

~ ~ ”
一

~ ~
一

叭
.

川 厅 ~ 困
J “ t,’

、

月钩~ 认砰内叭 ,
。 `

曰 “ ,

毛 ,I, ” 一

儿
填淡水方解石和泥质

。

在薄片中占 2一 5%
,

最高达 20 %
。

一

此外
,

见雨痕和钙镁质结核
。

(四 ) 地球化学特征

1
.

岩石化学

全区 lT匆” 化学分析计算结果列于表 1
。

从该表可看出
,

lT 介
,

和 lT 动的 M s o 含量明显高

于其他岩性段
,

分别平均为 1峨
.

59 %和 14
.

02 %
。

T肉
` 、

lT 匆
.

和 T l

匆 ,
的 ca o 含量较高

,

分别为

5 0
.

寸0纬
、

4 8
.

9 2%和峨9
.

5 8%
。

T内
3
的 5 10 :

及 ^ l: 0 5

含量分别为 1 1
.

6 8%和 3
.

6 8%
,

高于 T肉
奋 ,

各段含量
。

对 T肉
`

和 lT 匆
s

的 C城0
、

M启o
、

酸不溶物 (月刃
:

+ 5 10
:
) 作分段计算

,

得出 lT 匆 `
中下部

其含量分别为 5 2
.

67 %
、

1
.

39 %
、

2
.

71 % ; T肉
`
及 lT心

`

中上部三个指标分别为 4 0
.

51 %
、

11
.

06 写
、

3
.

58 %
。

可见
,

到 T内
`

中上部及 T肉
` ,

C滋o 逐渐减少
,

峋0 在增加
,

酸不溶物亦

增加
。

表 1
.

娜东地区大冶群 ( lT匆卜
, ) 主要化学成分平均含t ( % )

aT l6e 1
1

】1比 . , e r .举咖如
. of . .1 加 c

抽 m ,。 目 。 0 . 1 , 洲 l d o sn (加 % ) 01 N .
.

3 .叻 7 . 咤 . 缺” 成 .抽

aE lyr Td . 目 c l为邓 G阴 p 加 . . 如俪 H ”晚月

飞飞满
,

琴之之
目 O ::: jT 伪伪 A L刃 ...

孟。
::: F日 000 〔知OOO M g OOO M n ooo

TTT ,匆 ,, 555 2
。

7 444 0
,

0 444 0
,

5 555 0
。

4 333 0
.

1 111 36
。

3 777 14
.

5 999 0
。

0 777

TTT I匆 ... l 000 4
。

5 777 0
.

0 666 l
。

0 888 0
.

2 999 0
.

1 666 5 0
.

4 000 2
。

1 444 0
。

1 444

TTT 一今`̀ 2 444
`

3
·

4 777 0
.

0 444 0
.

8 666 0
。

2 000 0
。

1 666
诵诵

1 4
。

0 222 0
、

0 222
TTT l匆`̀ 4 444 2

。

5 000 0
.

0 444 0
一
6 999 0

。

3 000 0
。

1 777 3 6
。

9 444 4
。

2 333 0
。

0 333

TTT 一匆 ,, l 888 11
.

6 888 0
。

1777 3
。

6 888 l
。

0 222 0
.

3 333 48
.

9 222 0
.

9 333 0
.

0 666

444444444444444449
。

8 0000000

2
.

徽 t 元素

全区 jT 匆卜
’

部分微量元素分析计算结果见表 2
。

首先
,

毛匆
`一 ,

中 bP
、

nZ
、

A g 平均含量高

于全球碳 酸盐岩 含 量
。

lT匆
“

中 R 含 量 3 71
.

8 7P mP
,

在 全 区属 最高
。

lT 匆
月

中 nZ 含 量

2 2 6
.

O6 pp nZ ,

在全区居最高
。

lT 今`和 T ,

匆
`

的掩 含量高于其他岩性段
。

其次
, T ,匆卜

,

中 bP
、

nz
、

gA 含量均高于 T I

匆卜`
的含量

。
v

、

lT 含量从 T肉
2

到 T肉
7

呈递减势
。

表 2
.

哪东地区大冶群 lT 甲
一

嘴 t 元素平均含 t ( p PI . )

饭吵
.

”
·

碘 ,甲. , con ent o ol “ ~ 一
。 ( ,

, ) oI 、
·

2`
7

一
of 胶 “

,

T r加 . 触 D .界 C门” p 玩 . 橄
, H u
目

、、

令罕勿勿
bbbP nnnz

人 888 T iii VVV

TTT I匆 ,, 1 1
.

5 ( 1 ))) 1 6 1 ( 1 ))) 0
.

1 2 ( l ))) 1 1 0
一

( 1))) 8
。

7 5 ( l )))
’’

T肉
... 19 5

.

1 1 ( 4 ))) 17 3
.

5 6 ( 4 ))) 1
.

07 ( 4 ))) 9 9
.

3 1 ( 4 ))) 8
.

3 9 ( 4 )))
...

T I匆乒
...

3 7 1
.

8 7 ( 1 1 ))) 14 5
.

0 777 0
.

4 2 ( 1 1 ))) 8 3
.

0 1 ( 10 ))) 7
.

8 6 ( 1 0 )))

TTT I今月月 2龙
.

5 6
’

( 1 3 ))) 26
.

0 6 ( 1 3 ))) 0
.

7 2 ( 1 1))) 9 3
.

5 7 ( 10 ))) 7
.

5 7 ( 1 0 )))

TTT 一匆 sss 5 9
.

5 1 ( 8 ))) 5 1
.

1 3 ( 8 ))) 0
。

37 ( 8 ))) 四 1
.

峨s (吕)
’’

1 4
.

09 ( 8 )))

TTT 一匆::: 2 0
.

6 1 ( 5 ))) 3 5
.

5 5 ( 5 ))) 0
.

1 2 ( 5 ))) 7 0 5
.

37 ( 5 ))) 8 3
.

1 9 ( 5 )))

注 ( ) 内数字为参加计算的剖面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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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粗定同位案

碳氧同位素值的投点落在洲 u“ n a n 图解燕发 白云岩区右方的特定位置
,

集中在甲小区

(图3 )
。

( l) 氧同位素 la6 o 值为 19二 95 一 24
.

5峨编
,

远高于 M川 iln an 关于燕发白云岩的综合同

位素值
,

不同于淡水石灰岩
,

也不同于冷水石灰岩 .
。

数值变化较小
,

为搜
二

59 输
,

说明鄂东

地区 lT 匆卜`
的碳酸盐岩在沉积

一

成岩阶段氧同位素发生过较强烈的分馏作用
,

使重氧同位素

成分在岩石中相对增多
。

丙小区的样品采自于铜山口铜

矿
。

6 , . 0 值 为 1 7
.

9 3输
, 6 , , c 值为

0
.

2 0隔
,

均较其他部位采样值偏低
,

是岩浆热液在成矿阶段受近地表水

影响
,

使大量轻碳
、

轻氧掺入 引

起
。

( 2 ) 碳 同 位 素 6
, 3 e 值 为

一 1
.

3 1一 + 一 9 4编
,

变化值 6
.

2 5%。 ,

与 M llll m an 关于 燕发岩 的综合同

位素值十分接近
。

只有 乙小区的两

个样
,

6
, 3c 值偏高 (分别为+ 8

.

7 7%
0

和 + 8
.

5 6编 )
。

对鄂 东地 区 lT 匆
,

一 lT 匆
`

,

T内
s

的 l6 cs 值统计
,

其平均值分别

为 2
.

a o%
。 、

2
.

5 8%。 、
2一 l输

,

略呈

递减势
,

表明沉积作用过程中淡水

图 3 那东地区大冶群 lT今“ 碳酸盐岩中的 61勺 和 夕犯 的分布

目名
.

3 D妇 t r ibu t jo n of 61勺 朋d 61犯 加 山 .
ca

r b o n a忱 r
OC 抽

fr om N OS
.

4 a n d s

~
比 sr of the aE ir y rT 运SS lc

伪外 O r o u P in . 以 e
m H u

ibe

掺入的增加
,

因此
’
犯 在沉积物中逐渐增加

。

三
、

岩性与
.

成矿关系

鄂东地区的铁铜
、

金
、

铅锌等矿床
,

无论类型如何
,

均与大冶群中上部的碳酸盐岩有

关
。

如前述
,

岩石性质的差异
,

制约着矿化的强度
。

研究发现
,

在大冶群数百米乃至千余米

厚的碳酸盐岩中
,

利于成矿的岩石 ( 围岩 ) 仅几种
。

1
.

利于大冶式铁铜 (伴生金
、

银
、

枯
、

硫 ) 矿的岩石

这类矿化的围岩主要是去青化泥一微晶白云岩和去膏化粉晶幼粒白云岩
。

在所考察过

的铜山 口
、

虾子地等矿区均如此
.

去膏化泥一微晶白云岩是 T ,

匆5和 lT 匆
,

的主要岩石
,

去膏化

粉晶绍粒 白云岩是 jT 匆
弓

上部主要岩石之一
,

因此
,

大冶式铁铜矿主要产在 T l

甸 5 、

lT 匆
7

和

T内
`
上部这样一些

“
层位

” 。

这就是有些人把大冶式铁铜矿床定为层控矿床的重要依据之

去青化泥一徽晶白云岩和去青化粉晶幼粒白云岩含 M g o 较高
,

化学性质较活泼
,
在成

. 19 8 7 ,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资料情报室 《地质研究》 第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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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后生变化中
,

去青化泥一徽晶白云岩易于形成青溶角砾岩
,

在地表淡水和岩浆热液作用

下
,

去膏化粉晶绍粒白云岩易于接受溶蚀作用
,

形成
“

糖粒状
” .

这两种岩石粒间孔
、

资模

孔
、

鸟眼孔及其他裂晾发育
,

在构造和岩浆双重作用下
,

极易破碎
,

并引起毗邻岩石垮塌

破碎
。

铁铜矿化主要发育在这些破碎岩石附近
,

同时在岩浆岩体附近
,

未破碎的去青化泥一

微晶的白云岩及去膏化幼粒白云岩的粒向孔
、

膏模孔及其他溶孔中形成浸染状铁铜矿化
.

2
.

利于铅锌矿的岩石

主要有徽一粉晶白云岩
、

去* 化层纹石 白云岩
、

去膏化球粒白云岩及徽晶灰岩
。

这些岩

石分属泻湖和萨布哈相
。

在特定地理位置中
,

原岩含 bP
、

zn ( A幼 高出其他地区数倍和几十

倍
.
矿化受多种机制控制

,

其中主要是台前斜坡相垮塌角砾岩体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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