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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石炭纪石膏矿床的控制因素探讨

刘卫红 李耀西 张瑛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古构造
、

古气候
、

古地理和沉积相等方面的研究
,

探讨控制湘中地区早

石炭世右膏矿床形成的有利因素
。

湘中膏盐盆地是两隆夹持的断陷盆地
.

早石炭世大塘晚期梓门

桥时位于 N 10 .7
“

的高温炎热气候区
。

盆地内又被水下隆起分隔为三个次级盆地
,

当海水退却时
,

在次级盆地内形成咸化漓湖及萨布哈型潮坪等环境
,

随着海水不断蒸发
、

浓缩
,

便沉积了石膏岩
·

这些有利因素使湘中地区大型石膏矿床得以形成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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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进一步

层和钙质

膏矿一般

产于梓门桥组中段
。

膏系厚 打一 1 71
·

7 m 不等
,

发育有 1一 4 个膏组
,

每个膏组厚 5一 2 3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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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意义

石膏矿是一种蒸发沉积矿产
,

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控制
,

本文主要就古构造
、

古

气候
、

沉积相和古地理等方面的控制作用进行探讨
。

1 古构造因素的控制作用

世界上大多数成盐盆地都是受断裂控制的
。

深大断裂控制着大面积的沉降地区而成为

盆地系
,

次一级断裂又把盆地系分割成若千次级盆地
。

断裂的活动决定了盆地的发生和发

展
,

例如苏联白俄罗斯的泥盆纪钾盐矿床位于地堑之内
,

我国云南产钾盐的兰坪
一

思茅拗陷

也是两组大断裂控制的盆地系 (袁见齐等
, 1 9 8 0)

心

同样
,

研究区的膏盐盆地亦受断裂的控制
,

加里东运动使扬子地块与华南地块碰撞对

接
,

组成统一的中国南方板块
。

缝合线的位置如图 l 所示
,

本区的主体部分奠基于华南加里

0 本文收稿日期 1 9 9 2年 7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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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褶皱带之上
,

因而活动性较强
。

其北缘 (即逢合线以北部分 )属于杨子克拉通边缘改造带
,

由于受到华南地块的碰撞挤压和走滑剪切的影响
,

活动性得到加强
。

因此
·

缝合线两侧的不

同基底性 质的盆地
,

石炭纪时表现为沉积
、

地层上的一致性
。

然而
,

由于冷水江
一

龙胜断裂
、

长

寿街
一

双牌断裂和萍乡
一

郴州断裂等平行排列的同沉积断裂系的存在以及断裂两盘的相对活

动
,

将区内分 隔成隆凹相间的构造格局
:

冷水江
一

龙胜断裂之西为雪峰隆起区
; 冷水江

一

龙胜

断裂和长寿街
一

双牌断裂造成了地堑型的断陷盆地— 湘中断陷盆地
; 长寿街

一

双牌断裂和

郴州
一

萍乡断裂则共同组成一个地垒式的隆起带— 湘东隆起带
。

衡阳岛即是该隆起带的表

现之一
。

湘中断陷盆地中
,

次一级构造
,

如近东西向的 白马山
一

龙山弯断带和北东向的真宝顶隆

起系
,

将湘中盆地分隔成三个呈
“

品
”

字形展布的次级盆地
:

北为冷水江盆地
;西为隆回盆地

;

东为双峰盆地
。

这三个次级盆地均为聚膏盆地
。

由于断裂的活动是不均衡的
,

其中冷水江
一

龙

胜断裂较长寿街
一

双牌断裂的活动性强
,

冷水江
一

龙胜断裂东盘强烈下陷
,

靠近该断裂的隆回

盆地 比离开冷水江
一

龙胜断裂较远的双峰盆地的沉降幅度大将近一倍
,

致使湘中盆地成为一

个向西倾斜的箕状断陷盆地
。

2 古气候因素的控制作用

对于蒸发沉积矿产的形成来说
,

古气候的影响是先决条件之一
。

而古气候的影响作用又

直接表现在形成蒸发岩地区所处的古纬度和古温度上
。

一般说来
,

炎热干旱的气候区是蒸发

岩沉积和保存的良好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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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冷水江同兴乡测水组顶部的石英砂岩中采取 的古地磁样品
,

经南京地矿所张华

田测定
,

其古纬度为 N 1 0
.

尸
,

位于古赤道附近
,

属热带气候 区
。

该纬 度值 落在布里登等

( 19 够)总结的世界各地晚古生代蒸发岩古纬度范围内
。

布里登等认为
,

早
、

晚古生代的蒸发

岩发育于52 50

翎
3少的纬度范围内

,

而晚古生代则以在 。
。

一N 1 00 的纬度地区更常见
。

中生代

以后则不同
,

蒸发岩的发育区北移
,

到第三纪时蒸发岩 只形成于北半球 1 8
“

一 50
”

的纬度 区

丙
。

按照现代的气候情况
,

赤道地带虽然炎热
,

但由于两极冰 川的作用
,

受上升冷气流的影

响
,

雨量异常多
,

不适宜蒸发岩的形成和保存
。

而早石炭世大塘期 (相当于维宪晚期 ) 为无冰

期 ( v ee v er s
和 owP ell ,1 98 7)

,

因此赤道附近受下降气流的作用
,

成为副热无雨 的干旱气候

带
,

有利于蒸发岩的形成和保存
。

另一方面
,

笔者在隆回及冷水江等地的梓门桥组中采集腕足类长身贝的介壳作为碳
、

氧

同位素分析祥品
,

经无锡石油中心实验室高仁祥侧定
,

求得当时的古温度为 43 一打℃
。

该数

值同样说明早石炭世大塘晚期梓门桥时研究区处于炎热的热带气候区
。

总之
,

研究区具备 了高温无雨的气候条件
,

使蒸发作用得以高速度进行
,

足以抵消少量

海水或地下水的流入和卤水在其达到硫酸钙沉淀点以前的损失
,

因此形成 了大型的石膏矿

床
。

3 沉积相
、

古地理因素的控制作用

古地理景观控制着本区大塘期梓门桥时的沉积相
,

而沉积相又控制着区内的石膏沉积

及矿床的分布
,

从图 2 可知
,

湘中石膏盆地北部和西部为江南古陆
、

雪峰古陆环抱
,

东部又受

到衡阳岛限制
’ ,

海水从南面侵入
,

致使湘中成为一个海湾渴湖环境
。

在海湾内
,

发育了近东西向弧形延伸的龙山水下隆起和北东的真宝顶水下隆起带
,

二者

在邵阳市附近相交
,

构成一个
“
丫”
字形隆起系

,

限制了外部广海与湘中盆地海水的循环和交

流
,

有时甚至于隔断海水的补给
,

这个
“ `

r
”

字形叶1槛
”

使湘中地区成为半封闭一封闭的渴

湖
,

同时使大盆地分隔成三个次级盆地一北部的冷水江盆地
、

西部的隆 回盆地租东部的双

峰盆地 (图 )oz 这三个盆地也就是目前发现的具有丰富储量的石膏盆地
。

海侵时
,

海水越过
“

Y’
,

字形隆起系进入三个次级盆地 内
,

此时各盆地的海水是相通的
,

表现为地层特征和沉积层序的一致性上
.

在盆地中心
,

以正常渴湖相为主
,

岩性组合为生物

碎屑灰岩
、

生物碎屑泥质灰岩和泥灰岩等
。

古生物分异度较高
,

且主要为狭盐性生物
,

如腕足

类
、

海百合
、

四射珊瑚
、

苔鲜虫
、

有孔虫等
。

水下隆起则成为具有较高能量
、

海水较动荡的浅滩

环境
一

,

以隆回一带尤为典型
,

沉积藻鲡粒灰岩 (图 砂和藻缅粒砂屑泥粒灰岩
一

等岩类
。

在盆地

翼黔黔戴鳄矫罗祥恶瓢但是
,

当海水退却时
,

水下隆起便露出水面
,
限制或阻止了广海向湘中盆地补充海水

,

盆

地内的三个次级盆地连通较差或彼此隔离
。

随着海水的不断蒸发
、

浓缩
,

盐度增高
,

沉积环境

变为咸化渴湖
。

当海水浓度达到石膏沉淀的卤水浓度时
,

便沉积了致密块状石膏岩和纹层状

默孺默馨睿桨霜跳纂需潞鼎翠瓢录睽
岩为主要岩类

,

含丰富的黄铁矿晶体
,

反映了闭塞
、

滞流的具较强还原性的环境 (图助
。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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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侧向上则逐渐为潮坪相
,

由潮二
、

潮间和潮上萨布哈三个亚相组成
。

潮下带发育漓湖相岩

类
,

如生物碎屑灰岩和泥质灰岩
;
潮间带则显示了咸化特征

,

以白云岩为主
,

含硬石膏质
,

并

零星见有石盐假晶和夭青石
、

菱扒矿等矿物
;
潮上萨布哈则发育硬石膏岩

,

具有特征的鸡笼

铁丝状构造 (或称结核状和镶嵌状清构 )
、

肠曲状构造和条带状构造
。

三亚相构成了标准的萨

布哈型潮坪序列 (图 嫂)
。

鸡笼铁丝句造在冷水江较常见
,

而双峰一带则发育透镜状层理硬石

膏岩
,

亦为潮坪相产物
。

另外
,

水下崖起露出水面后
,

因处于炎热
、

干燥的环境中而由线滩变

为萨布哈平原的一部分
,

也沉积了不膏岩
。

隆回猫头崖露头剖面的浅滩相由藻鲡粒灰岩组

成
,

缅粒多为放射鲡
,

系海水盐度较再的产物
。

潮上萨布哈的石膏岩 已遭后期淡水溶蚀而成

为膏溶角砾岩保存下来 (图 5 )
。

可见
,

石膏矿主要产于咸化渴湖召和潮上萨布哈亚相中
。

其中咸化渴湖相中的石膏矿因

气 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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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厚度大 (单层厚度 5一 s m )
、

质地纯净
、

品级优良而具重要

的经济意义和开采价值
。

潮上

萨布哈所产的石膏
,

因杂质较

多
,

厚度亦小
,

开采价值不大
。

尽管三个石膏盆地在沉积 2rn

石膏时彼此连通较差或完全隔

离
,

但它们均具有上述几种沉

积序列
,

彼此仍可大致进行对 〔

比
。

它们一般都发育了四次海

水浓缩致石膏沉淀序列
,

形成

四个膏组
。

只是由于同沉积断

裂的影响
,

沉降幅度有所差异
,

造成沉积厚度
、

膏组厚度厚薄

有别
。

其中 I
、

班膏组主要属咸

化渴湖相
,

顶
、

底部有少量萨布

哈 潮坪相
; I

、

孙 膏组则相反
,

以萨布哈型潮坪相为主
,

夹少

量咸化渴湖相
。

因此
,

开采时可

把 目标对准 I
、

班膏组
,

可望采

获高品质的石膏矿
。

上述古地理格局和沉积环

境
,

与加拿大萨斯 喀彻温省东

南部的弗罗比歇蒸发岩的环境

极 为相似
,

后者为被窄长条的

潮上带萨布哈分隔开的许多浅

的海边湖 (图 6)
,

发育 了由结

核状和镶嵌结构 (即鸡笼铁丝

柱柱状图图 沉积特征征 亚相相 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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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隆回猫头崖梓门桥组浅滩相柱状图

F i g
.

5 C o lu m n o f th e s h o a l 纽 e ies in t h e 乙m e n q iao

凡
r m · , io 一 M ao ,。 u

节躺霉从
的石 ,

在萨

布哈环境中受到蚀变

萨布哈旋

图 6 萨斯喀彻温省东南部的部分弗罗比歇蒸发盐

(密西西比纪 )的推测环境 (据 ^
,

e
.

K e n d al x
,
t 9 7 8 )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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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s k a比 h e w e n ( a f et 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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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n d a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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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的硬石膏岩组成的标准的萨布哈序列以及超咸水漓湖序列浅滩序列
。

综上所述
,

古地理格局及沉积环境所起的作用
,

也是受到海水进退规程的制约的
。

海水

侵进对石膏沉积不利
,

而海水退却后
,

由于具有两隆夹一坳的古构造格局以及凹中有隆的古

地理景观和干旱炎热的古气候条件
,

便造就了适宜石膏沉淀的沉积环境
,

形成了湘中地区大

型的石膏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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