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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地区中寒武统张夏组藻灰岩及沉积相

江茂生 沙庆安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内容提要〕 鲁西
、

苏北地区中寒武统张夏组上部主要是藻灰岩与颇粒灰岩互层沉积
。

根据藻

类的宏观结构可划分为葬礁
、

藻登层石
、

藻丘及藻斑块
.

显徽镜下观察藻类主要由 P EP I妙 o n组

成
。

根据沉积相分析
,

研究区自东南而西北张夏组上部可划分为藻礁相
、

腼粒滩相及藻坪相
.

藻

灰岩的沉积与环境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

其主要影响因紊有海平面变化
、

沉积速率
、

碎屑物源供应

及水动力条件等
。

关健词 苏鲁地区 张夏组 藻灰岩 沉积相 环境条件

华北地台中寒武统张夏组以鲡粒灰岩著称
.

鲡粒灰岩的主要沉积环境是台地边缘浅滩
,

曾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 (王英华等
,

1 9 89 cl) ; 冯增昭等
,

1 9 9 O c2) )
。

野外研究表明
,

张夏组下部

主要以鲡粒灰岩与藻灰岩互层沉积
。

苏鲁地 区藻类及藻灰岩以及沉积相研究是本文讨论的

重点
,

通过对苏北徐州大北望剖面
、

山东峰县台儿庄
、

新泰坟南
、

长清尚山
、

东平梯门剖面野

外调查及室内薄片观察
,

对该地区藻类的类型
、

分布及沉积相带特征进行详细讨论
。

1 地质背景

华北地台鲁西
、

苏北一带中寒武统张夏组露头较好
,

分布广泛 ( 图 1 )
,

与下寒武统连续

沉积
。

张夏组岩相稳定
,

主要岩石类型有浅海页岩
、

鲡粒灰岩和藻灰岩
。

早中寒武世海侵是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推进的 (项礼文等
,

1 9 8 1 ) C3 , .

研究区张夏组的调查主要由苏
、

鲁二省地矿局做过 1
:
2 0 0 0 00 地质填图

,

部分地区做过

1
,
5。。。。 填图

,

但缺乏对沉积相与沉积环境的系统研究
.

对张夏组广泛分布的鲡粒灰岩与

藻灰岩的详细研究将有助于对这种沉积现象和环境的合理解释
.

张夏组可分为上下两段
:
下段主要为鲡粒灰岩

,

少数地区夹有页岩和藻灰岩
;
上段则是

藻灰岩与鲡粒灰岩的互层沉积 (图 2) 、

藻类特征

藻礁

0 本文 1 , , 6 年 1 月 2 3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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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礁灰岩单层厚 Zm
,

呈叠

层状或横向相 连的弯隆状
,

在

纵 剖 面 上 总 厚 达 20 m
,

由

EP IP 勺 ot 。
组成

,

主要分布于 山

东峰县台儿庄
。

2
.

2 藻亚层石

层状结构
,

明层 与暗层交

互沉积
,

暗色层富含藻类
,

而 明

层 由泥及粉砂组成
,

主要产于

苏北徐 州大 北望
、

山东峰县台

儿庄
、

新泰议南及长清圈山等

地
。

2
.

3 藻丘

藻丘为椭圆形
、

亚椭圆形

及不规则的弯隆状
,

长轴长 8一

15 e m
,

短轴宽 4一 s e m
,

藻丘之

间为裂隙断开
,

裂隙中充填有

泥 质 白云岩化灰岩
,

在 山东 长

清尚山及东平梯门一带发育较

好
。

2
.

4 藻斑块

顺层理面不规则分布
,

斑

块直径 0
.

2一 cI m
,

藻斑块较

暗
,

富含有机质
,

层面呈 花岗斑

状结构
,

在研究区各剖面均有

分布
。

图 1 苏鲁地区中寒武统露头及主要剖面位置图

1
.

寒武系礴头区域
; 2

.

主要剖面位里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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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藻类组分

上述各种藻灰岩的宏观形态虽然不同
,

但显微镜下研究表明其组分都是 EP IP勺 t on
,

藻

体由致密两分叉的叶状体构成
,

叶状体纤细或强壮
,

形成小藻丛
,

叶状体高 。
.

2一 0
.

4m m
,

横

切面呈圆形
,

直径 2。一 3如m
,

黑色隐粒状结构
,

亮晶方解石充填于 叶状体四周
。

EP IP勿 t此

分布广泛
,

在苏鲁地区张夏组上段各剖面均有分布
。

3 沉积相标志

3
.

1 沉积构造

.3 1
.

1 充淤构造

水流侵蚀未固结的沉积物表面而形成的浅而非对称的沟槽
,

由于流速减小
,

粗粒的碳酸

盐内碎屑沉积于其中而成
,

其宽度 2一 1 5c m
,

深度 1一 c3 m
,

有的可发生分叉
.

沟槽周围为藻

斑块灰岩
,

碳酸盐内碎屑有缅粒
、

生物碎屑
,

如三叶虫
、

软舌螺
、

海百合茎及海绵骨针等
。

这种

构造主要发育于潮间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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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2泥裂

潮湿的藻坪暴露于空气中干涸收缩而形成的多边形或不规则形的裂缝
。

泥裂的表面裂

隙宽度为 。
.

3一 c Z m
,

直线或弯曲
,

多边形有 3一 6 个边
.

纵切面呈
“ V

”

字形
,

裂隙中充填有泥

质沉积物
,

且易白云岩化
.

这种构造主要发育于潮间带上部或潮上带
。

3
.

1
.

3 泥质团块及条带

这种构造在研究区内分布极为广泛
,

在垂直层面的纵剖面上尤为清晰可见
,

呈团块
、

条

带及透镜状分布
.

团块中泥质含量较多并易白云岩化
,

这是一种潮汐层理
,

主要发育于潮间

带
。

3
.

2 指相矿物

海绿石是同生或准同生期沉积的矿物
,

主要分布于张夏组下部缅粒灰岩与上部藻灰岩

的过渡层位
,

在研究区广泛分布
。

海绿石颗粒直径 0
.

02 一。
.

l m m
,

并与生物碎屑共存
.

海绿石形成于弱碱性环境
, p H 值为 7一 8

。

据研究
,

形成海绿石的速度很慢
,

形成 Zm m

的颗粒需要 100 一 l o o oa
,

这表明沉积间断的存在对海绿石形成有利
,

因为在间断面上缺乏

沉积或沉积速率很小
.

同时形成海绿石需要有弱水流的扰动
。

苏
、

鲁地区张夏组下
、

上段过

渡地带广泛分布的海绿石表明其间有沉积间断或沉积速率相当小
,

为最大海泛面期沉积饥

俄形成的产物
。

4 相带划分

4
.

1 藻礁相

华北地台寒武纪张夏期东南部海水较深
,

而西北部较浅
。

山东峰县台儿庄处于台地东南

海水相对较深
,

礁灰岩发育
,

藻礁灰岩纵向厚达 Zo m
,

单个藻礁体层厚达 Zm
,

呈扇形分布
.

造

礁生物为 EP IP hy t o , ,

附礁生物有三叶虫
、

软舌螺
、

海绵及海百合
.

4
.

2 鲡粒滩相

位于藻礁相向陆一侧
,

主要岩石类型为缅粒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
.

缅粒为同心状结构或

放射状结构
,

还有少量的复缅
.

生物碎屑有三叶虫
、

软舌螺及海百合碎片
.

有的层位缅粒暴

露于大气中
,

被淡水扰动后形成空心结构
,

后期的碳酸钙溶液充填其中形成单晶或多晶缅
。

沉积构造主要有大型交错层理
,

指示高能环境
。

4
.

3 潮坪相

位于缅粒滩相的向陆一侧或在海平面低水位期由缅粒滩相演变而成
。

由微粒或微晶薄

灰岩
、

少数地区为页岩组成
.

藻类为 EP IP llyt on
,

并有许多泥质或白云质斑块或条带
。

沉积构

造有千裂
、

充淤构造及微波状层理
。

在野外观察
,

许多剖面为缅粒灰岩与藻灰岩交互沉积
,

表明藻坪与鲡粒滩环境是随海平

面变化而交替出现的
,

在海平面低水期沉积藻灰岩而在海平面高水位期则沉积缅粒灰岩 (图

3 )
。

5 藻类与沉积环境的关系

利用藻类解释古环境一是将今论古根据现有藻类的生活环境来推论古代藻类的生存空

间
;
再有是参照前人已建立的藻类的环境分布模式

。

寒武纪藻类主要有 EP ,’P .11 oot
、

iG~ en all 和 R le o cl is ( iR id gn
,

1 ” 1 )
,

EP l’P妙 t o,l 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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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浅海礁灰岩中
,

与古杯一起构成造礁生物 ( J a m e s ,

1 9 9 o C̀ , ; R id i n g
,

1 9 9一` “ , )
,

EP IP勺 t o n

也可在向陆一侧的渴湖
、

潮坪环境中分布 (孙玉娴等
,

1 9 8 5 )
〔 . , 。

张夏组上部灰岩中含大量的

EP ,’P勿 ot 。 ,

在某些地方可成礁
,

它的生活环境主要为潮下高能带到潮间带
,

在此环境由于海

平面变化及潮差的影响水动力条件可引起很大的变化
。

在广布的潮间带
,

沉积物经常被潮水淹没或暴露于大气之中
,

潮汐周期性地冲刷沉积颗

粒
。

退潮时水位下降对藻类生长不利
,

藻头较长时间暴露于大气之中
,

由于缺水而干涸
,

而当

涨潮时藻头获得充足的水份而生长繁盛
,

这样就形成了藻层与沉积层的交互沉积
。

现代大巴哈马滩研究表明
,

环境条件是藻类形态结构形成 的主要控制因素 (M o n yt
,

18 7 2) 〔 7 , ,

这些环境因素有
:

湿度
、

C O
:

供给量
、

温度
、

基底及沉积速率
。

华北地台张夏组藻类

沉积的主要控制因素有海平面变化
、

沉积物供给速率及水动力条件
。

海平面变化及水动力条件
:
季节性的潮差可引起海平面的相对变化

,

相对较大的海平面

下降可引起沉积物暴露于水面之上而形成干裂
,

这对藻类生长不利
;
相对较大的海平面上升

使藻坪环境转变为高能滩环境
,

在这种环境下
,

基底被波浪强烈地冲刷
,

树枝状纤细结构的

EP ,’P勿 t , 经不起波浪作用而破碎
,

这对藻类生长也不利
。

因此
,

最适宜藻类的生活环境是

潮间及潮下低能环境
。

沉积物供给
:

波浪或潮汐带来过多的沉积物可埋葬藻头
,

对藻类生长是不利的
,

而当上

覆沉积物较薄时
,

藻头能穿过沉积物生长
,

经过较长时间沉积物表面可形成藻席
.

藻席的形

成使其下的沉积物受到保护
,

而不致于被水流带走
。

6 结论

苏
、

鲁地区张夏组依沉积特征可划分为两段
:

下段主要为鲡粒灰岩而上段则是缅粒灰岩

与藻灰岩的互层沉积
,

而在上下段之过渡地带为海绿石灰岩
,

它指示海平面高水位期而形成

最大淹没面
。

张夏组藻灰岩中藻类主要由 EP IP h夕t o n 组成
,

也有大量的藻斑块及藻丝体
。

藻灰岩的沉

积相分析表明张夏组主要是开阔或局限海环境
,

向海的一侧海水较深为台地边缘滩环境
。

藻类的生长与环境密切相关
,

其主要控制因素为海平面变化
、

沉积物供给及水动力条件

等
。

海平面高水位期主要沉积鲡粒灰岩
,

主要为浅滩环境 ;海平面低水位期主要沉积藻灰岩
,

为开阔或局限海台地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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