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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背景分析是建立区域相模式的基础

蔡雄 飞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在区域沉积相研究工作中
,

如果只注意本区域沉积地质研究
,

而缺乏背景分析研究
,

往

往会影响或降低 区域沉积相研究水平
.

即使建立起来的相模式
,

也往往会站不住脚
,

对区域

找矿效果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

当前我国沉积学很大一部分 力量 已转入槽区造山带
、

过渡带

以及广泛开展的 1 : 5 万区调中的沉积相研究
,

这个问题越显重要
。

本文试图以过渡带上几

个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
,

阐述背景和整体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一
、

过渡带的几个地区研究实例简介

1
.

西秦岭吴家山东部地区泥盆纪

该地吴家山在泥盆纪时期

是个古岛屿
,

早期露出海面
,

晚

期成为水下隆起的构造古地理

格局
,

控制了古岛屿东西两侧

的沉积类型
。

大地构造位置处

于秦岭中部隆起带
。

吴家山以

东地 区
,

是西成地区铅锌矿 田

的主体部份
,

赋存了西成矿 田

近 8 0%的铅锌储量
,

目前 已查

明了厂坝
、

李家沟
、

向阳山
、

毕

家山等特大型
、

大型
、

中型铅锌

矿床 (图 1 )
。

该地从 60 年代中期就展

开了大规模的矿床勘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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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山东部地 区地质图 (引自西秦岭大陆边缘沉积学报告
,
19 89)

和控矿条件
,

先后进行了详细 1
一

毕家山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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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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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子沟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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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昊家山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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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徐明山大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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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家

的沉积学和岩相古地理工作
,

山 + 向阳山组
, 7一黄家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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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山 + 厂坝 + 李家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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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中型矿体

建立了滞流洼地的沉积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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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模式特点把北部和南部
,

把海域和隆起分开
,

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
,

更缺乏周边

地质背景分析
。

么江南过渡带的晚寒武统

该带的寒武纪
、

特别是中
、

上寒武统地层的沉积相工作
,

过去一直无人问津
,

近年得到很

大进展
。

江南过渡区的晚寒武世地层从黔东南
、

湘西一直绵延到赣北
、

皖南
、

浙西
,

东西延伸

一千几百公里
。

岩相
、

岩性
、

古生物群
、

建造等趋向于大同
,

为一套具纹层状的泥质条带灰岩

或白云岩以及扁透体灰岩
,

地层划分名称相互沿用
,

并可对 比
。

沉积特征除赣西北尚未见报

道外
,

各地都发现了晚寒武世碳酸盐岩地层中具重力流沉积特征 (图 2 )
。

至于这种重 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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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南过渡区晚寒武世相区分布略图 (引白陈志明
,
1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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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陆架
. 2

一

外陆架
; 3

一

大陆斜坡复理 石
; 盛一相区界线

; 5
一

隆起区
; 6

一

重力流分布

堆积场所
,

近年一直有两种意见
:

一种认为
,

该地晚寒武世重力流特征理属大陆斜坡
; 另一种

则认为应该属大陆架内部碳酸盐台地前缘斜坡的外陆架沉积部位
。

上述两个实例
,

归结为一点
,

在区域沉积相分析中
,

是把区域沉积盆地作为封闭系统
、

还

是开放系统的问题
。

二
、

地质背景分析是把握沉积盆地的研究基础

众所周知
,

一个区域沉积盆地的自身发生
,

发展到终止阶段
,

无不受周围一系列地质条

件的制约
。

地质背景条件主要包括构造沉降
、

海平面升降
、

陆源物质供给
、

古气候以及盆地在

大陆的古地理格局中的位置
。

这几大作用
,

控制了一个沉积盆地的几何形态
、

地层
、

岩相分布

型式
、

沉积物的类型以及盆地的演化
。

因此地质背景分析和盆地自身特征分析
,

是把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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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的研究基础
。

以吴家山地区为例
,

1 9 8 5 年
,

西秦岭大陆边缘沉积学专题组对该地 泥盆纪沉积相进行

专题研究
。

我们首先抓住吴家山古岛屿这个构造格局
,

在该岛屿东西两侧同时展开地层序

列
、

沉积相分析
。

东部地区把北部的厂坝地区以陆源细碎屑岩沉积为主和南部以毕家山地区

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的同期异相的两个沉积体作为一个海域研究
,

把构造学与沉积学
、

盆内

与盆外
、

外生与内生等结合起来研究
,

使得我们对吴家山地区
,

特别是以东地区的地层序列
、

沉积相分析
、

海域的形成
、

发展
、

演化有了崭新认识
。

识别出该地区沉积环境始终受吴家山古

岛屿和后期的毕家山障壁沉积体系控制
,

构成了南北沉积类型和岩相分布型式
,

使得整个海

域相的空间配置
,

即自然又符合客观实际
。

由北部的黄诸关到以南的塘子沟
,

中泥盆世由厂

坝的障壁海岸
,

昊家山古岛
、

毕家山的开阔海域演化到中泥盆世晚期一晚泥盆世早期的障壁

漓湖
、

水下隆起
、

毕家山大型礁体
、

盆地相
。

关于吴家山以东地区各个时期的沉积特征和演

化
,

本文作者已有较多论述
,

此文从略
。

厂坝到毕家山的海域各时期沉积模式得出
,

不仅仅根
”

据海盆的各项参数
,

而是与盆缘或盆外的地质背景条件紧密结合得出的
。

因而这种区域沉积

模式
,

不局限于单向因素
.

,

而体现了盆地的整体性
、

相关性和时间序列的完整性
.

江南过渡区的晚寒武统碳酸盐重力流的两种模式差异
,

也是同有无背景分析大有关系
。

如果把该地晚寒武统的碳酸盐重力流沉积特征定为大陆斜坡的环境
,

也未尝不可
,

因为大陆

斜坡是重 力流堆积的良好场所
,

这是毫无疑问的
。

但如果把区域沉积特征与地质背景条件分

析结合起来
,

定为大陆斜坡的沉积模式就不能一概而论
。

从区域上看
,

江南过渡区紧靠扬子

地台
,

二者咫尺之距
,

但地质特征差之千里
。

扬子地台晚寒武世广泛沉积了单一的含有大量

底栖生物的灰岩和 白云岩的碳酸盐岩沉积
,

属于一种稳定的大陆架内侧沉积
,

而其南的江南

过渡区
,

沉积环境则为一种低能的
、

较深水的
、

沉积厚度小的非补偿盆地
,

沉积特征以单调规

则
、

频繁韵律出现的泥质条带灰岩为主
。

这种突变带显然是发育在二个构造单元之间的深断

裂造成的
,

使本来广阔坡度平缓的大陆架
,

出现了内
、

外大陆架的分野
,

靠近内大陆架由于碳

酸盐生产率高
,

沉积 了浅水的碳酸盐岩的台地相
,

而靠近外陆架
,

碳酸盐岩生产率低
,

泥灰质

增加
,

其结果形成外陆架深水盆地相
。

从赣西北晚寒武统揭示的沉积特点
,

也不具备大陆坡

的沉积特征
。

早期的华严寺组基本层序由频繁的韵律层组成
。

韵律层由灰
、

泥灰组成
,

灰远

大于泥灰质
,

二者之比为 3 或 4 : 1
,

以宽条带出现为其特征
。

泥灰岩中碳泥质含量并不很

高
,

为 10 %左右
,

微细层理不太发育
,

黄铁矿含量也很少
,

显然为内
、

外大陆架之间产物
。

其

上的西阳山组为泥灰质大于灰的韵律层理
,

其底和顶都具风暴岩沉积特征
。

风暴流是古代陆

棚的主要营力
,

一般不会达到大陆斜坡部位
。

根据这两个组的成分变化和沉积特征
,

它们只

有处在内
、

外大陆架之间
,

才具有这种频繁韵律层和风暴沉积序列
。

因而笔者同意江南过渡

区晚寒武世重力流
,

根据地质背景分析和区域沉积特征而得出结论 (陈志明
,

1 99 1 )
,

江南过

渡区的晚寒武统的重 力流沉积是发育在大陆架内部
,

也就是内陆架和外陆架交界处的碳酸

盐岩前缘斜坡带
。

而真正的大陆坡位置则应在桂林一茶陵一抚州一江山一带
。

三
、

层序地层学是建立 区域相模式的重要途径

上述两个例子
,

反映在研究区域沉积盆地的生成
、

演化和发展
,

必须注意加强地质背景

分析的研究
,

否则会失之千里
,

影响区域沉积相的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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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质背景研究
,

层序地层学是一种比较好的工作方法
.

层序地层学研究思路
,

不局

限盆内
,

而是把盆内和盆外结合起来
,

强调完整性
,

把沉积学研究引入更大规模
。

层序地层学认为
,

一个沉积盆地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一系列基本要素所表现的特征均离

不开四大参数控制
,

这与背景分析的思路相一致
.

海面升降及沉降相对盆地边缘的海平面位

置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

根据这种必然联系
,

我们可将层序分解为不同的沉积体系

域
,

而这些不同的沉积体系域往往代表了背景条件的参数和盆地自身的一系列参数的互相

作用
,

因而是区域相分析和模式建立的基础
。

沉积层序是盆地中一个较大的成因单位
,

它组成较大区域的地层格架
,

可以在地表露头

大范围进行跟踪和识别
,

是确定区域相分析和相空间配置的前提
。

当然层序地层学在应用当中
,

往往受地表露头好坏的限制
,

受岩层倾向和走向变化的限

制
,

因此必须借助于钻并
、

测井和地震剖面资料来弥补
.

这样层序地层学工作才能做到更好
,

对盆地的正确相分析起更深刻的作用
。

四
、

加强背景分析研究的意义

一个地区的沉积相分析工作
,

往往受区域各方面条件限制
,

往往注意区域沉积盆地的自

身因素
,

而容易忽视地质背景方面的研究
,

尤其在目前造山带和 1 : 5 万区调沉积相工作
,

这

个问题比较突出
。

前者地质条件错综复杂
; 后者工作区范围更小

,

仅仅为一个沉积盆地的某

一小部分
。

苦不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充分研究
,

建立的相模式是难以为继的
。

因此
,

正确地认识盆地的演化
,

需要充分研究多方面的背景条件
.

因为盆地构成要素及

整个演化
,

是属于一个开放系统
。

任何一个沉积盆地不会自生发展和演化
,

它和外界背景的

条件变化息息相关
。

因此把握住演化分析和背景分析思路
,

正是把握了形成盆地地质作用的

系统特性
,

是我们深刻认识一个沉积盆地的基础
,

任何一个区域沉积模式的建立
,

都必须从

这两方面详尽入手
,

这是做好区域沉积相工作的保证
。

沉积盆地的演化离不开周围地质背景
,

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

国内出现的板块沉

积学 (龚一鸣
,

19 9 0 )
,

就是在造山带把板块构造与地层学
、

沉积学嫁接的产物
。

它以区域地层

为格架
,

以全球变化为背景
,

将表生沉积
、

生物作用与深部构造
、

正常沉积与事件沉积
、

板内

过程与板缘过程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
,

在北疆泥盆纪相分析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
。

因此
,

沉积盆地的相分析和背景分析
,

是建立区域相模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正如过去沉积作用

与构造作用的结合
,

其结果演化了沉积学研究领域
; 区域相分析和背景分析的结合

,

也将大

大深化一个区域沉积盆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使区域相模式建立在客观全面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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