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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厂坝地区中一晚泥盆世早期三种不同的

海岸沉积类型及其找矿意义

蔡雄 飞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现代大陆边缘海岸类型是多姿多态的
,

但若按照影响海岸类型的古地形和水动力作用

过程来划分
,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一种是以波浪作用为主
,

称为无障壁的海岸
;
第二

种是以潮汐作用为主
,

称为障壁海岸
;
第三种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以波浪和潮汐共同作用的

,

称为过渡海岸
。

这三种海岸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一套标志
,

这对于古代 已经消失的不同时期

众多海岸类型是一种很好识别标志
。

我国特大型铅锌矿床所在的厂坝地区
,

就是一个在中
一 I 一晚泥盆世早期同一地区并存三种海岸类型的地区

。

尽管它们有许多共同特征
,

如水体活

跃
、

物源丰富
、

处在动能环境
、

岩性相近
、

分选
、

磨圆度均好
,

但它们各 自有其独特的沉

积特征
,

因而对多金属富集作用也很不相同
。

中泥盆世三种不 同类型的海岸沉积特征

厂坝地区西从厂坝矿区始
,

向东到江洛止
,

中泥盆世厂坝地区以王家山组为 只,万丁

长度不过十几公里
,

但海岸类型却多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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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

全区由西向东均为一大套陆源

碎屑岩和钙质碎屑岩沉积
;
由厂坝 向

东到向阳山一带
,

为障壁岛潮坪沉积
;

到小岭地区
,

半局限环境有所打破
,

沉

积出现以潮汐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为特

征
,

再向东到江洛一带
,

半局限环境

完全消失
,

岩性由细粒变为中粒
,

出

现了无障壁海岸沉积类型 (图 l )
。

`
.

以潮汐作用为主的海岸沉积类

型

以厂坝一李家沟矿区最为典型
。

该地潮汐作用一个很重要特征是剖面

序列 由下往上均为一系列潮汐层理和

沉积构造
。

有关厂坝矿区潮汐作用特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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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本文作者已作了专门论述
,

此文从略
。

从古地理图看
,

厂坝一李家沟矿区是紧位于障壁岛的内侧
,

是个半封闭的海湾
,

因而

缺乏强大潮汐能
。

从剖面一系列演化序列看
,

估算其古潮差一般为 2一 3 m
,

属于中等潮汐能

量
。

当时物源方向明显来自其南的吴家山古岛
。

2
.

以波浪和溯汐共同作用的海岸类型

这种类型以小林地区为代表
,

海水动力时常受两侧不同类型的动能影响
,

当某一时期

潮汐流大于波浪作用影响
,

就容易接受潮汐作用沉积
,

反之就容易接受波浪作用沉积
。

因

而这种剖面序列结构
,

常常是互层状特点
。

小林地区的王家山组地层因受后期黄诸关大断裂作用影响出露不全
。

从剖面序列看
,

以

波浪作用留下的沉积构造特征比较单一
,

而潮汐作用留下的沉积构造则比较丰富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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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厂坝地区中泥盆世三种不同海岸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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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见
,

小林剖面序列下部均为潮汐流沉积特点
,

为一套薄层石英岩与云母石英

片岩互层
。

石英岩中沉积构造为多次冲刷面和沙纹波状层理
,

而在云母石英片岩中则为低

能的透镜状层理
、

压扁层理和一些小沙纹层理
。

往上潮汐层理突然消失
,

在以石英岩为主

的地层中迅速转变为波浪作用占优势的沉积构造
。

尽管波浪作用留下的岩性和造成的沉积

构造比较单调
,

但大量相对比较宽阔的不对称圆脊波痕均表现为一边陡
、

一边较缓特点
。

根

据较多波痕数据统计
,

它们的波长与波高之比均大于 1 0 ,

而且岩层厚
,

岩性单一
,

石英含

量
、

分选
、

磨圆均好
。

这些沉积特点与其下潮汐作用形成的沉积构造迥然不同
,

因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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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渡海岸地区水流特点不甚稳定
,

经常受二侧不同性质水动力袭夺
,

因而它们的剖面序

列经常是相互叠置层状
。

从人工重砂成果解释来看
,

小林地区的物源区并不是与厂坝矿床同源
,

而是来自其以

北地区
。

甘肃冶金勘探研究所所作 1 , 1万区域调查成果也表明小林以北地区确实存在一

个源区
,

这 点与人工重砂成果解释不谋而合
。

因物源供应很充分
,

陆源碎屑岩也比较发

育
。

3
.

以波浪作用为主的海岸沉积类型

这种海岸类型在现代海岸分布比较广泛
,

表现为海岸坡度陡
,

水动力强
,

一般为砂砾

海岸
。

本区这种类型以东部江洛剖面为代表
。

该剖面由分选好的中
、

细粒砂岩组成
,

未见到较大规模的海滩冲洗交错层理
,

但一些

低角度
、

平缓的小规模交错层理仍然可见
,

反映了本区砂质海岸属于一种中等能量特点
。

从

剖面序列看
,

本区仅发育了前滨带和后滨带沉积类型 (图 2)
。

前滨带主要为一些比较平缓的小型交错层理以及大量的浪成交错层理和层面上普遍含

波痕为标志
,

往上则演化为具槽状交错层理
、

平行层理的中粒砂岩
。

前滨带砂体向海坡方

向
,

沉积构造产生小型的平缓交错层理和大量浪成交错层理
;
向岸坡则为平行层理

、

槽状

交错层理等
,

粒度也相对变粗
。

前滨带之上为后滨带沉积
。

该带只有特大潮才能受影响
,

因而水流活动较弱
,

剖面序

列都为一些较低能的沙波状层理和间歇扰动构造的小型斜层理
。

综上所述
,

可见厂坝地区中泥盆世王家山时期
,

存在三种不同的碎屑海岸类型
,

尽管

有许多相似部分
,

但也有其独特不同点
。

作为潮坪沉积的厂坝矿区
,

因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潮汐作用
,

在岩性和沉积构造序列上都有其特有的标志
,

但更独特标志是潮坪沉积物往往

是最细部分在潮上的泥坪
,

而远离大陆为砂坪等
.

无障壁海岸沉积特点与其相反
,

不但有

一系列的冲洗和浪成层理
,

而且粒度越靠近大陆越粗
,

越向海粒度越细
。

而过渡海岸则具

有上述二类海岸的共同特征
。

二
、

海岸线并非一成不变

海岸处于大陆和海洋的交界地区
,

是一个沉积作用活跃地区
,

也是一个敏感多变地区
。

它经常受地壳升降运动
、

海平面变动影响
,

常常引起古地理的剧变
,

导致海岸线迁移
。

厂坝地区中泥盆世晚期一晚泥盆世早期为碳酸盐岩沉积时期
。

海侵一度扩大
,

古地形

急剧变化
,

昊家山古岛沉没水中
,

成为水下隆起区
。

在水下隆起区的南西侧
,

发育了呈北

东一西南方向展布的毕家山大型复礁体
,

使屏障
、

阻隔作用由早期的东西 向转变为北东方

那 向延展
,

使得厂坝地区早期的三种海岸类型进一步演化
。

厂坝到小岭一带完全转变为礁后

漓湖相沉积
,

但二者的沉积状态有很大不同
。

向东到江洛
,

转变为潮汐作用增强 (图 3)
。

中泥盆世晚期
,

厂坝矿区的隔离状态进一步加剧
,

其南除有昊家山水下高地阻隔外
,

南

东方向还有毕家山大型复礁体的隆起阻隔
,

因而出现了一套静水
、

低能
、

间歇扰动的还原

的碳酸盐岩沉积
。

沉积构造比较单一
,

多次 出现弱水流的微波状层理
。

初始的海侵不可能

扩大
,

这从厂坝组底部含有较多的陆源碎屑石英岩可以佐证
。

当时吴家山古岛尚未完全被

淹没
,

但提供陆源能力明显降低
。

厂坝中期
,

海侵进一步扩大
,

昊家山古岛完全沉没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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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厂坝组中部出现一系列滑塌构造也

可证实 (图 4 )
。

在厂坝矿区
,

从远矿围

岩到近矿围岩
,

黄铁矿
、

碳质成分是

不断增强的
,

碳酸盐岩中要 比陆源碎

屑岩高
,

表明厂坝组封闭和还原作用

进一步增强
。

向东到大岭地区
,

虽与厂坝同属

礁后润湖相沉积
,

但阻隔作用
、

沉积

方式与厂坝矿区有很大异同
。

大岭地

区阻隔作用仅仅表现为受其南东方向

的毕家山礁体影响
,

因而封闭
、

还原

性远不如厂坝矿区
。

沉积物性质
、

生

物群面貌与其南礁顶相似
,

均为被打

碎的枝状层孔虫碎屑灰岩
,

因而水动

能也比以西的厂坝矿区要强
。

再向东到江洛
,

由于受南西—
北东方 向的毕家山复礁体抬升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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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与南西方向的海域畅通受阻
,

因而沉积作用由早期的波浪作用转变为潮汐作用
,

剖面

序列多次出现以 冲刷面为标志的薄层砂质灰岩和沙纹波状
、

压扁层理为标志的中厚层钙质

粉砂岩互层
,

出现了一些潮汐作用的沉积构造 (图 刁)
,

与早期的沉积特征完全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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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
,

厂坝地区三种海岸类型沉积格局并不是固定不变
,

而是随不同时期的地壳

升降运动
、

海平面变动而迁移
、

变化的
。

三
、

不 同海岸类型的找矿意义

、 一

丫

厂坝地区一系列大型
、

特大型铅锌矿床均产在王家山组陆源细碎屑岩和厂坝组不纯的

碳酸盐岩之间
,

这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

经过第一轮秦巴工作表明
,

厂坝矿床属于热卤水参

与同生沉积作用类型
。

就是说
,

除必须有大量成矿物质供应外
,

还必须有特定环境控制
。

而

厂坝矿区这个障壁海湾
,

成矿环境显然是得天独厚的
。

中泥盆世早
、

中期
,

厂坝矿 区属于障壁海岸
,

但潮汐能量相对增强
,

沉积作用始终处

于十分活跃阶段
,

因而不利于铅锌矿质沉淀
。

中泥盆世晚期
,

沉积作用从活跃期迅速骤减
,

代而广布的是以大量水平纹层和少量间歇振动构造的小型斜层理为标志
。

沉积速率相对较

缓慢
,

在有利的理化条件下
,

有助于矿质沉淀和富集
。

矿石中大量沉积构造均与围岩相一

致
,

充分说明了矿质沉淀完全处在静水环境
。

厂坝早期
,

海侵扩大
,

但初始海侵并未打破

王家山晚期的成矿环境
,

仍然相对封闭
、

还原性进一步增强
,

因而是成矿的活跃时期
。

它

与王家 山晚期共同组成区内最佳的成矿时间
。

从障壁海岸看
,

厂坝一向阳山虽属于同一成矿带
,

但矿床类型却从特大型
、

大型到中

型的变化规律
。

这种规律性变化
,

反映了障壁海岸虽具找矿的意义
,

但其中一系列微环境

的变化更具有控矿的意义
。

厂坝古地理位置紧靠障壁海岸内侧
,

又处于渴湖盆地的中心
,

成

矿条件最佳
。

这个面积仅四平方公里地区
,

却是西成矿田的铅锌聚宝盆
,

储量占一半以上
。

而向阳山处于障壁海岸的最外侧
,

亦 比较开放
,

封闭和还原性相对较差
,

迄今未见大型矿

床
,

仅为中型矿床
。

从向阳山往北东是小林地区
,

虽然后期也属于礁后渴湖相沉积环境
,

也处于相对还原

条件
,

但封闭
、

还原远不如以西地区
,

水动力能量要 比以西为大
,

因而不具备一系列成矿

特点
,

局部虽见少量的矿点
,

但均无工业意义
。

江洛地 区始终不具备成矿的条件
,

虽说晚期的水动力能量在迅速变化
,

但并未减弱
,

强

大的水动力只能把铅锌物质冲走
,

而不能起沉淀
,

富集作用
。

从三种海岸类型成矿特点看
,

厂坝地区并不是所有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相接触部位

都能成矿
,

而是处于障壁海岸的两种不同岩性界面
、

地质历史又处于两个不同时期最易成

矿
。

障壁海岸是找矿的靶区
; 过渡海岸是找矿的次要地区

;
无障壁海岸一般不具有找矿意

义
。

四
、

应加强对古海岸的研究

厂坝地区不同海岸类型的找矿意义
,

使我们认识到加强对古海岸研究的重要性
。

如果说对现代海岸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十分密切的话
,

那么

对古代海岸的研究在于它同人类生产的物质基础紧密相关
,

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
。

古海岸处于地史不同时期的特殊位置
,

在理论上也是地学家们瞩 目的中心
。

通过地史

各时期的古海岸研究
,

可以分析各时期的构造运动
、

海平面变化
、

古地理变迁等
;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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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我国各时期的多金属矿床大多集中在海岸沉积环境
,

因此加强对其成矿背景研究
,

不

但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
,

在找矿实践中也具有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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