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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燕山地区大红峪期岩相古地理图及古流节点 (右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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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含硅质碳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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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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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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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冲积扇

冲积扇沉积厚 17 一 29 m
,

由扇砾岩 (图 2
一

A )
、

砂砾质主河道 充填 (图 2
一

B) 和粉砂质洪泛

平原沉积 (图 2
一

)C 亚相组成
。

扇砾岩亚相厚 7一 1 3 m (图 3
一

I )
,

在桃园
,

砾石成分以混合花岗

岩为主
,

占 52 一 77 % ;
在青龙 山

,

除花岗质砾石外
,

磁铁石英岩亦占 30 一 40 %
。

砾径一般为 2

一 2 c5 m
,

最大 」c6 m
。

砾岩粒度分析曲线中只有牵引和跳跃次总体
,

两者斜率均低 (图 4
一
A )

。

砾岩层内部无明显粒序变化
,砾石分布杂乱

,

基质支撑
,

底部具侵蚀面构造
。

上述特征反映出

扇砾岩堆积时介质粘度禽
,

载荷能力大
,

具有碎屑流的沉积特征
。

此外
,

扇砾岩沉积的底部多

发育 1一 3 m 厚的残坡积物 (图 3
一

I
,

a)
。

.2 2 三角洲前缘沉积

包括陆上部分和水下部分
,

前者由河道充填 (图 2
一

B )
,

河间砾质砂坝 (图 2
一

D )
、

河滩残 留

砾石沉积 (图 2 一E )组成
。

大型河道充填 (图 2
一

B )主要为砾质粗砂岩或细砾岩
,

砾石大小多在 1一 s c m 之间
,

次棱

角状居多
;
碎屑中长石可占 30 一钓%

,

成分和结构成熟度均低
。

层内具大型板状和槽状交错

层理
、

平行层理
,

底部为大型侵蚀面或冲蚀坑槽构造 (图 3
一

I )
。

板状交错层理的前积安定角

一般在 25 一 35
。

之间
。

河道充填沉积切入扇三角洲体内
,

主要形成于河道底面与扇三角洲表

面的交汇点之上
,

代表近扇三角洲顶部的沉积
,

是洪水向下和侧向扩散的主要通道
。

河间砾质砂坝 (图 2
一

D )沉积物中
,

砾石含量较河道充填为少
,

砾径较小
。

层中发育 由砾

石局部集中而呈现的平行层理或块状层理
,

及单向大型交错层理
。

粒度概率曲线出现滚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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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
、

悬浮三个次总体 (图 小B)
,

具网状河流

砂坝沉积特点
。

发育正粒序或逆粒序 〔图 3
-

皿不河间砾质砂坝沉积主要是河流网状化过
程 中分割形成的菱形砂体

·

多为以垂向加积

为主的沉积产物
。

河滩砾石 沉积 (图 2
一

E )
,

为突发性大洪

水过后残 留下来的漫滩堆积
。

主要由棱角状

石英质砾石 (切一 69%
;

砾径 3一 1 oc m ) 及长

石质粗砂组成
,

碎屑分选磨圆极差
,

砾石分布

杂乱无
一

章
,

层内无层理构造
,

底 面具侵蚀构

造
。

2
.

3

图 5
一

I

图 5
一
贾

水下扇沉积

为扇三角洲前缘沉积的水下部分
,

主要

图 5
一

I

B

B 图 3
一 夏

二罗
A

w3[
-

图 2

;

认
滦县大红峪组扇三角洲相序 (-A J 见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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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含砾的陆源砂与碳酸盐混合沉积
。

亚相包

括
:

-

仁
底部有冲蚀构造

。 _

_

水歹重力流沉积 ( 图
·

5一 )I 包括两种类

)娥弊撇黔l
递变

屑白

lJ面
,

上部为平行层理段及低有度单向交错层理

:洲鹭薰蒸薰
点

。

其形成应是由河流载荷突
,

液化流沉积规模不大
一

,

仅出

夕顶面平整而底面具火焰状构

透镜状纹理
。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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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陆屑一碳酸盐水下扇的亚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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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 图 6 滦县北大型砾岩脉产出状态

(点线表示产状校正后脉 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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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嘿 l

三角洲的基本特征
,

强调了其形成时沉积条件或环境的突变
,

并认为这种转变往往受到构造

因素的制约
。

E也 ir dge 等 ( 1 9 8钓对扇三角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
,

分出三种主要类型
:

陆架

型
、

斜坡型及 iG lbe rt 型
。

后来 M a 、 iar 等 ( 198 8 )对这三种类型的扇三角洲作了详细的论述
。

根据物质组成
、

沉积相序
、

沉积构造及同沉积断裂的存在等方面的分析
,

滦县大红峪组的扇

三角洲沉积属于 白 lbe rt 型
。

G il 忱 rt 型扇三角洲明显地受盆缘断裂的控制
,

主要特点包括
:

①

下伏基岩坡度大
,

常出现由同沉积断裂控制的构造陡坡
;②缺乏底积层

,

特别是在沉积早期
;

③前积层倾角陡 ( 3 5
。

一」0
。

)
,

并发育 S 型前积层组
;④粗碎屑所占比例大 ; ⑤蚀源区相对持

续快速上升
,

陆上岸线狭窄
;⑥多形成于大陆内部的拉张盆地或走滑盆地中

。
·

燕山地区扇三角洲发育子长城纪时期拉张盆地的第二次扩张期
。

控制扇三角洲发育的

滦县
一

建昌南断裂是在大红峪初期形成的
,

其同沉积活动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
,

对盆地东南

侧的蚀源区隆升及陆源的产生和补给有着重要的影响
。

扇三角洲沉积直接发育在早元古代

一太古代混合花岗岩基底上
,

大量的成分
、

结构成熟度均低的粗碎屑组分得以保存
,

表明陆

源物质的高速率难积和盆地一侧的频繁大幅度的沉降
。

约占剖面厚度三分之一的下部粗碎

屑
,

貌似其下伏的混合花岗岩
,

与北美得克萨斯州 aP hn ad le 地区的宾西法尼亚纪扇三角洲的
“
花岗岩冲积物

”
极为相似

。

从组分特征和古水流指向 (图 1) 来看
,

碎屑物质直接来源于盆地

周边的古隆起基底母岩
。

燕 山南部地区大红峪期扇三角洲沉积模式见图 7
。

该地区扇三角洲的沉积相序 由陆源

粗碎屑转变为碳酸盐
,

显示出向上变细的退积型序列特点
。

沉积相的主体具一般的三角洲沉

积特征
,

但在下部与冲积扇和网状河流体系密切共生
;
向上则与海相碳酸盐沉积成指状交互

变化
。

这种相序结构反映了其形成主要受两种水流体制作用的影响
,

代表了两种环境的交

接
。

早期
,

滦县扇三角洲分布区主要处于陆表的冲积条件下
,

水流性质以紊流状态下的牵引

流为主
。

南东侧隆起剥蚀区的突发性洪水成为粗碎屑搬运的动力
,

水流具有能量高
、

载荷量

大
、

侵蚀力强的特点
。

中一晚期
,

海水逐渐向盆缘方向侵入
,

扇三角洲沉积受陆表注入水流和

盆地 内水体的双重作用影响
。

与一般的三角洲不同的是
,

两种性质水体的密度差占次要地

位
,

而陡坡的影响
,

则主要控制着扇体较为局限的分布
。

扇三角洲的陆上与水下部分是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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