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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沉积盆地相对海平面变化的多重因素
和旋回层序响应

柳永清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宋立琦
(中国地质科学院 56 2队 )

【内容提要〕 沉积盆地内相对海平面变化及沉积层序形成不仅受全球海平面变化旋回控制
,

而

且沉积盆地所处的构造背景和相关因素
,

如
:

沉积物供给
、

盆底沉降和 自然地理条件也对沉积层

序及其内部组成一
一

体系域具有极大的影响
.

对应于海平面变化发育的容纳空间旋回层序
,

沉

积供给也可以形成特征的
、

可以鉴别的供给旋回层序
。

具有过渡性界线的三级或高频旋 回层序

受相对海平面变化和沉积供给双重因素控制
.

不同构造背景沉积盆地边缘发育不同的盆底沉降

速率
,

相对海平面变化响应于盆缘沉降具有明显的构造
一

海平面分带
,

岸线在构造
一

海平面带 中

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层序界面和层序堆叠样式
,

也同样影响着低位体系域的构成
。

深水盆地环境

古地形特点及沉积物供给制约着深水沉积序列
.

构造运动显著地影响着沉积层序发育
。

碳酸盐

缓坡和平顶镶边陆架的层序格架及体系域发育受其坡度
、

盆地深度及下降幅度的因素的作用
。

台地边缘和大陆边缘盆地浊积岩层序的发育和体系域组成受控于差异的沉积物源 (平顶碳酸盐

台地
、

镶边台地和陆源碎屑岩陆架 )
、

古地理及构造活动性
,

关键词 沉积盆地 海平面变化 多重控制因素 旋回层序

一 序言

现今所应用的层序地层学的大多数概念几乎都源于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沉积层序的反射地震

剖面及露头地质研究
!
一

, 〕 。

尽管经典的理论强调了在应用层序地层模式时应考虑大地构造等因素

的影响
,

但是究竟不同的大地构造背景下沉积盆地内海平面变化 (或相对海平面变化 )
、

地层层序

和沉积格架怎样区别于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的模式
,

还不很清楚 (P os a m en t i er
,

1 99 3) .2[
’ 〕 。

传统的层序地层理论认为
,

地层层序及其内部组成— 体系域是叠加在稳定构造背景
_

L的

全球海平面变化旋回层序中
,

而短暂的盆地基底沉降变化
、

气候和沉积供给只能做为次要因素
,

并不能主导沉积层序的类型
、

组成和格架样式
。

近期的研究愈来愈注意到 ( P os a m e n it er
,

1 9 9 3 ’ 2 : ;

P o s a m e n t ie : 和 W
e i m e : ,

1 9 9 3 ,
一

3〕 ; V a i l
,

1 9 9 1〔
`」; S e h a l a g e r , 2 9 9 3〔

` 〕
)

,

沉积盆地内局部地层层序

格架
、

体系域发育明显地受控于盆地所处的构造背景和活动方式
、

盆地内部的自然地理状况
、

盆

底沉降速率
、

沉积物供给和全球海平面变化等 ( P o s a m e n t i e r a n d A l l e n ,

1 9 9 3〔 , J ; s e h a
l

a g e r ,

1 9 93 〔“ ;
w

e im e : ,

1” 21
5二)

。

而诸上因素中
,

只有全球板块运动导致的地壳增生和削减 (一级或二

级构造旋回 )及全球气候变化 (冰室一温室效应 )所引起的海平面变化旋回引起的沉积盆地容纳

空间变化具有全球对比意义
,

但余者却能对局部盆地中沉积层序
、

地层格架样式产生重要的影

响
。

可以这样认为
,

全球海平面变化和海底的沉降
、

上升决定了层序 (界面 )间的时间间隔
,

而盆地

O 本文 1 0 9 5年 6月 2 2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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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构造沉降活动规律
、

沉积物供给
、

自然地理条件却控制着不整合和界限单位内地层格

架和体系域发育及分布 (H
.

W
.

P o s a m e n t i e r 和G
.

P
.

A l l e n ,

1 9 9 3 )「
6

·

’ 〕
。

因此
,

对层序地层沉积

格架发育特征
、

盆地内相对海平面旋 回及多重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

不仅可以丰富发展传统

模式和理论
,

同时也将极大地拓宽层序地层的应用范围
,

使其适用于各类沉积盆地
,

如 :
裂

谷
、

前陆
、

走滑
、

克拉通内和弧前盆地 ( H
.

w
.

P o s a m e n t i e : a n d P
.

w
e i m e r ,

1 0 9 3 ) 仁
, 〕

。

2 影响沉积盆地海平面变化的多重因素和旋回层序响应

传统层序地层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相对海平面旋回性地变化
、

新的沉积物容纳空间产生
,

从而

导致层序界面和最大海泛面间不时间断的 ( p u
cn t ua t ed )沉积旋回层序

。

而容纳空间的产生和变

化不受沉积物供给所控制
。

实质上
,

潜在的沉积物充填厚度是容纳空间的函数
。

近 2 00 余年来
,

地

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海平面变化和沉积物供给对海侵
、

海退旋回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 S o h a -

1a g e r ,

1 9 9 3 ) [` 〕
。

Je r v e y ( 1 9 5 5 )认为除 T 全球海平面变化和盆地沉降外
,

沉积物供给是控制层序
、

海侵一海退旋回的主要因素
〔 . 〕 。

S w i f t 和 T h o r n e ( 1 9 9 1 )及 T h o r n e 和 S w i f t (一9 9 1 )对大陆边缘沉

积作用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容纳空间和沉积物供给是主导因素闭
。

w
o l fga gn S o

ha l a
ge

r ( 1 9 9 3)

认为除全球性海平面和区域大地构造控制的全球性海平面变化外
,

环境变化应视为第三个控制

地层层序的独立要素+[]
。

沉积层序和界面可以由沉积物供给的变化而形成
,

它包括受大地构造影

响的或洋壳变化
、

环境作用形成的海底斜坡垮塌
,

碳酸盐台地淹没所发生的沉积物输入的变化
。

cS h a la ge r
对应海平面变化形成的容纳空间旋回 (海平面旋回 )层序

,

提出了主要由沉积物供给形

成的供给旋回层序 (
5 u p p ly

。 3’c l e )
.

两类层序的区别和识别标志之一是界面特征
。

前者层序界面

为 海相 沉积物的陆上暴露面
,

陆架坡折的下移 ( d o w n s t e p p i g )
。

在 时线 ( t i m e l l n e s ) 分布

( s p a e i n g ) 和 岸 线 ( s h o r o
li n e ) 迁移

( 、 ih ft ) 图上显示密集状分布的特点
;

而 后者 的层 序 界面 为 渐变过 渡关

系 L̀ 」。

K , u f f m a n ( 1 9 9 7 ) [ ,」、

H a r d i e 和

S h i n n ( x g 8 6 ) [̀ 0〕 、

S e h a la g e r ( 1 9 9 3 ) [̀ 〕
.

认为浅水盆地碳酸盐层序及被动边缘

的相带间都常常是渐变过渡关系
,

并
且 皿级及高频旋回层间的过渡界面也

被 R e a d 和 G o ld h a m m e r
( 1 9 8 7

, 1 9 9 0 ,

1 9 0 3 ) [“ 一 , 3〕 、

O s l e g e r 和 R e a d

( 1 9 9 1) l[’ J多次描述过
,

但 由于地震反

射波分辨精度的限制
,

传统层序地层

学理论并未包含这类界面
。

S o hl a ge r

( 1 9 9 3) 认为此种渐变过渡的界面 (线 )

仅以海平面变化或沉积补给差异是难

以解释的
,

而是受两者综合作用的结

一
甲

一
~ ￡
乏霆轰遨

高水位体系域

策带于又

图 l 旋回层序体系域形成的双重因素控制
:

容纳空 间

果
,

即地层层序是海平面变化和环境 ,
,

_ 己,

dT/
.

海

犁黯檬磊粽姿提数碧驾
: , dT

.

、 积物洪

变化的复合 记 录 (图 l) 〔 ,oj iA g en r 给壑
,

sT
·

梦系域
, P .w 进积` 竺歼:界姗泛面

, T

贵严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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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 1 )

带沉积作用加积一进积交叉 图解 ( c r os s -

p lo t )在海平面变化旋回层序中识别出沉积

供给旋回“ , `
,

, ` ·
` “ 。

H e l l a n d
一

H a m s e n ( 1 0 9 5 )

利用进积层形态也识别了这两种旋回
。 “

S
”

型进积层为较高的容纳空间 /沉积供给率
,

倾斜状进积层为一种典型的低容纳空间 /

沉积物供给率 (图 2 )
。

沉积盆内容纳空间变化响应于相对

海平面的变化
,

它既是海平面表面的 ( eu
-

s at sy )运动
,

也是海底运动 (构造沉降
、

沉

积压实
、

均衡作用和 负载弯曲 ) 的函数
。

所有盆地
,

无论其位于何种构造背景中
,

盆地边缘的相对海平面变化都具有不同

的变化速率
。

不同盆地或者是同一盆地
,

这种变化速率取决于盆地不同部位的盆

底沉降和上升速率 的变化
。

沿着盆地边

缘
,

盆底 (海底 )构造运动存在着快速上

升和 急速沉降的巨大差异
。

.H w
·

P os “ -

m e n t i e :
和 G

.

P
.

A l l e n ( 1 9 9 3 ) 总结了沿盆

地边缘倾斜方 向
,

盆底总沉降的 三种趋

势
〔 2」:

( 1) 沉降速率向海增大
; (2 ) 沉降速

率向陆增 大
; ( 3) 沉降速率相等

。

这 三种

沉降样式是不同的大地构造背景下沉积

盆地边缘的沉 降发育特点
。

第一种情 况

出现在克拉通内 ( i n t r a e r a t o n i e )盆地
、

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 以及沿某些边像 l( ea d
-

in g 一 ed g e )或活动大陆边缘
。

第二种情况

发生在邻近造山带边缘的前陆盆地以及

半地堑盆地
,

前陆盆地克拉通一侧的习

加积

卜杯泛三兰三主 价 G p = A

进积 + 加积

一
芝墓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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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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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镶边碳酸盐岩台地形态及层序的
双重因素控制 ( A f t e r S e

h
a la g e : ,

1 9 9 3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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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g
.

2 A d u a l e o n t r o l o n e o m m on 乎。而e t r
i

e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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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a n d t h e ir

s e q u e
cn

e s
( A f t e r

cS h扭l
a

罗
r .

l g 9 3 )

性更相似于被动边缘
,

至少沉降趋势的样式很相似
,

最后一种情况出现在局部构造作用为主

的盆地和地壳超冷却以至很少有差异沉降的盆地
。

在全球海平面变化的趋势下
,

这些不同大

地构造背景下的盆地边缘相对海平面变化
,

或称容纳空间的变化
,

就响应于盆底的构造沉降

样式表现着显著的构造一海平面分带 (图 3 )
。

、

在前陆盆地活动边缘
,

由于负载弯曲 (冲断作用所致 )
,

沉降速率向陆明显增大
;而被动

边缘盆地 由于响应于盆内的地壳热冷却作用
,

显现 出向海方向沉降速率增大的特点
,

B 带

内
,

在全球海平面下降期间
,

相同海平面下降速率大于盆底沉降速率
,

这样
,

在一个海平面旋

回中
,

时常发生相对海平面下降
;
而 A 带内

,

沉降速率大于海平面下降速率
,

因此
,

尽管沿盆

缘倾斜方向沉降速率有变化
,

但在全球海平面旋回中
,

一直处于相对海平面上升状态
。

于是
,

在一个海平面旋 回过程 中
,

海岸线 ( hs or iel en )相对于这种构造一海平面分带所位于向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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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远近位置 ( A 带
,

B 带 )
,

就决定了是形成 I

型还是 I 型界面或层序 (图 4 )
。

当岸线向海推进 (后退 )至 B 带时
, I 型界面

及层序 ( S B
,

)形成 ;位于 A 带内
,

形成 I 型界面及

层序 ( S B
Z

)
。

倘若不考虑沉积供给因素
,

那么
,

据

被动边缘盆地与前陆盆地边缘构造活动相反的

A
、

B 两带位置
,

就可以看出它们各自在向陆或向

海一侧沉积层序及体系域发育的差异
。

同时
,

假

如盆地 内无 A 带存在
,

那么
,

盆地中 B 带的差异

沉降速率就造成了区域上地层层序格架的迥异
。

在高速率沉降地带
,

层序间无沉积间断时 间较

短
,

河流下切不发育
,

G a l l o w a y ( 1 9 8 9 )称其为最

大海泛的增强海侵 ( e n h a n e e d t r a n g r e s s i o n ) 〔
, , 3。

声今
一一甲卜

向海

B 带

一 }一
A带

图 3
.

活动边缘前陆盆地 ( A )

及被动边缘盆地 ( B )沉降剖面
(据 H

.

W
.

OP
s a m e n t ie r

和 G
,

P
.

lA l
e n ,

1 9 9 3 )

iF g
.

5 s
u b s

id e n e e p r o if l e o f a e t iv e m a r g i n o f

fo
r e la n d ( A ) a n d p a s s

i
v e m a r g in ( B ) b a s

i n s

在构造一海平面带中岸线位置一定的情形 ( ^ f t e r H
.

w
.

P o s a m e n t i
e r 。 n d G

.

P
.

^ l一e 。 ,

x g 9 3 )

下
,

沉积物的补给
、

注入速率及物质组成就成为控制层序或界面类型及地层格架的重要因

素
。

在前陆盆地造山带边缘
,

若沉积物供给很充足
,

完全可以将岸线推进到 B 带
,

形成 S B
,

型

界面及 I 型层序
,
被动边缘盆地在沉积物供给率较低的情况下

,

也会形成BS
,

型界面和层序
,

“ }一
一丈竺婴

低 [

/ 、
时间

全球 海平面

沉降

相对海平面

一
时问

相对海 平面 卜降期间

一
时间

,

T S 下ù

图4 海岸线在A 及B 带时旋 回层序格架发育示意图

岸线在A 带
,

进积
、

加积和退积作用发育
,

沉积物退盛
、

不整合面和低水位沉积
;

岸线在B 带
,

低位滨岸沉积
、

沉积退圣带及河流下切发育

F ig
.

4 eS q u e n e e
州

t件 n s w h e n s hor e
li

n e 1
5 w it b i

n A or B : o n e ( A f t e r H
.

W
,

P o s a m e n t i曰 a n d G
.

P
.

A l拢n ,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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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低水位
、

海侵和高水位体系域
。

在前陆盆地活跃仰冲期和急速的沉降过程中
,

沉积物供

给远不能和容纳空间的高速增加保持同步 (k ee p p a c e )
,

而常常形成 I 型层序
;
被动边缘盆

地由于充足的沉积物携入
,

进积一加积作用发育
,

也将形成 I 型层序和界面
。

同时
,

在被动边

缘
,

由于较低的沉积速率
,

A
一

B 带界线并不总是位于陆架楔向海一侧
,

而形成陆架边缘楔
、

海

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
。

沉积物供给也影响着深水环境盆地中沉积层序
。

被动大陆边缘
,

高水位时期较高的沉积

速率使得沉积中心下移到陆架坡折处
,

在相对海平面下降期间
,

斜坡及盆底上发生广泛的沉

积作用
,

相型极其丰富
;而在低速率沉积背景下

,

盆底及斜坡上深水沉积不发育
,

仅有少量的

早期低水位陆架边缘滑塌堆积
。

盆边缘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层序及内部体系域组成
,

这主要取决于岸

线的进积是否越过缓坡边缘或达到不连续的陆架 /斜坡折 d( i sc er et s
he l f s/ loP b er a k )

。

在缓

坡边缘
,

低水位体系域中深水浊积岩体系不发育
,

而通常是强制海退 ( f or ce d er gr es s i o
)n 形

成的陆架盆地内呈线状
、

孤立状分布的滨岸砂质沉积
;
海岸线位于陆架一斜坡折带时

,

陆架

上深切河谷
,

盆底及斜坡上深水浊积岩广泛发育
。

若此时叠加上沉积物供给及携入组分的差

异因素
,

那么
,

陆架
、

斜坡及盆地底部的沉积层序和体系域发育就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

P os a -

m e n it er (1 9 9 3) 总结 了盆地环境富砂和贫砂泥沉积物 供给时
,

海平面变化
、

体系域发育的规

律和深水环境富砂和贫砂体系的典型垂向岩石 序列 ( 图5
,

图6)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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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富砂环境砂
、

泥比率
,

沉积物体积和相对海平面变化 (据H
.

W
.

P o s a m e n t i
e r a n d G

.

P
.

A l l
e n ,

l习9 3 )

I
,

衰退的边缘三角州
,
卜 深切河谷

: ,
·

冲积沉积物
。

(注
:

砂
、

泥 比临界线和主要沉积物源将随自然地理条件及时间变化 )

F i g
.

5 R a t io o f s a n d /m
u d

, s e d im e n t v o
l

u m e a n d
r el a t i v e s e a 一 l e v e

l
c

h
a n g e

( A ft e r H
.

W
.

P o s a m e n t i
e r a n d G

.

P
.

A l le n ,
1 9 9 3 )

缓坡与镶边陆架对相对海平面的反应主要取决于缓坡向盆地方向的坡度
、

相邻盆地的探

度及海平面下降的幅度 ls[ 〕
。

因此
,

碳酸岩镶边陆架和缓坡对不同的海平面高度有明显不同的

反应
。

大多数碳酸盐镶边陆架在相对海平面高位期 (整个台地被淹没 )形成的沉积物数量要多

于低位期形成的沉积数量
。

浪基面仅仅下降几米 (相当于许多第四级和第五级相对海平面变化

幅度 )就可使碳酸盐台地 (包括缓坡边缘 )的整个内部暴露出来
,

宽可达几百公里 (图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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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s a m e n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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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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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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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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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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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相对海平面微小变化对镶边陆架 ( A )和缓坡 (B )的沉积作用的影响 (据 T
.

P
.

uB cr h et et et al
. ,

1 9 9 2 )

注
:

即使很小的海平面变化也可攀露平顶镶边陆架的整体表面
,

而将碳酸盐沉积限制在老台地缓坡的狭窄边缘内
.

在缓坡上
,

相带向盆内移
,

越过缓坡表面没有 明显的间断
,

形成 一个
“
低位进积楔形体

”

F ig
.

7 T h e v o r
i

a t io n 吕 o f r
im m ed

s
h

e l f ( A ) a n d r a m p ( B ) u n
d

e r s l ig h t r e la t i
v e s e a 一

l
e v e

l
e h a n g e s

( A f t er T
.

P
.

B
u r e h e t t e e t a l

. ,
1 9 9 2 )

在低位期
,

碳酸盐的形成可 以继续
,

但速度降低而且被限制在老的台地缓坡上
,

这就造

成了镶边陆架在相对高位期和相对低位期的沉积物生长速度的显著不平衡
,

并表现为在相

邻盆地内沉积物成分的变化
。

陆架一锡湖体系的缺失使大多数缓坡体系的高位体系沉积物
“
增加

” 了
。

v ial 等 ( 1 9 9 1 )认为
,

构造运动和海平面变化过程一起影响着海平面的相对变化
。

同时
,

构造运动对增加或减少容纳空间影响最大
,

而且当与气候因素结合一起还控制着容纳空间

里沉积物类型和沉积量
。

盆底构造沉降样式与构造运动状态及层序和不整合界面关系密切
,

构造活动趋于增强或减弱全球海平面旋回层序和体系域界线 (图 8 )
。

当盆底快速沉降期间
,

层序界线被减弱
,

具有微弱的侵蚀
,

类型 I 层序界线在此背景并不转化为 I 型界线
;
沿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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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状态
沉降样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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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冲断层

;咸弱

忿地沉降期海 平面急 i也 卜降

峡 芥切入

增强

构造 卜仆期急速的 相对海平面 卜降

二二不挤委育
倾斜的地 ],! 被政切

图 8 构造沉降样式及其与构造状态和不整合的关系 (据 v ial et al
. ,

1 9 9 1)

F i g
·

8 T
e e t o n ie s u b , i d

e n e e p a t t e r n s a n d t h
e i r r e

l
a t io n t o t e e t o n ie r e g im

e s

a n d u n e o n fo r m i t i e s ( A f t e r V a
il e t a l

. ,
1 9 9 1 )

弱的层序界线
,

地层样式趋于平行或近似平行并具微小的上超
。

在构造稳定或上升期
,

层序

的边界往往在那些活动上升时期已变形的地层接触面之上被增强 L̀ ,〕。

碳酸盐浊积岩不仅可以由海平面的变化所致
,

而且构造活动因素以及它的活动样式和

规律都极大地影响着层序的形成和其旋回堆叠的样式
。

在相对稳定构造背景的被动边缘 (进

积台地边缘 )
,

旋回的加积一进积的样式完全由海平面变化控制
〔Z O J ; 而在聚敛边缘盆地或伸

展构造背景
,

如陆一陆或弧一陆等冲断系前渊
、

张性断陷
、

同生生长正断层等是影响盆地 中
’

相对海平面变化和沉积层序中旋回样式的主要因素
。

伸展断裂或聚敛碰撞的幕式活动规律

和样式直接控制着陆源或台缘物质供给
、

浊积岩发育频率以及旋回层序格架的发育
。

在这类

盆地中的充填层序通常是在断陷或冲断巨烈活动期
,

由于盆底在同生生长断层或冲断层系

的作用
,

导致持续沉降
,

形成较深的欠补偿盆地
,

沉积大量的块体流或深水复理石建造
,

随着

它的活动性衰减及相对海平面的上升
,

形成向上变薄
、

变细的旋 回充填序列
,

晚期发育特征

的浅水沉积或磨拉石建造
,

总体层序样式表现着向上变浅
、

变粗
。

因为在这类盆地中相对海

平面变化和旋回层序的发育完全是区域构造活动所驱动的
,

故此
,

这种海平面变化及旋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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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称之为构造
一

海平面变化和构造
一

海平面变化旋回层序
。

G
.

P
.

E be ril ( 1 99 1) 〔 , 1丁系统地论述了钙质浊积岩发育与海平面变化和构造作用的关系
,

其观点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层序地层学理论
.

首先
,

他和 D r

ox l e r 和 s hc al ag
e r ( 1 98 5 ) 以及

Rey m e :
等 ( 1 98 8) 指出

,

现代巴哈马台地在间冰期的高水位期
,

也即高海平面期
,

障壁岛已

被完全淹没
,

此时钙质浊积岩发生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

太平洋中的深海钻孔中揭示的情况也

同样可以得出该种结论
。

这样G
.

P
.

E b er h 归纳了不同沉积物源和沉积背景下浊积岩发育和

海平面变化旋回的关系模式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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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 u r b i d i t e s、 l e e e s s
io n s a n d t h e i r r e la t i o n t o s e d i m e n t s u p p l y

。 n d s e a j e v e l e h a n g e ( A f t e r G
,

P
.

E b er l i
,

1 9 9 1 )

从这理论模式中可以看见有两个端元环境
,

即纯碳酸盐和纯碎屑岩环境以及一个过渡

的混合碳酸盐
,

一陆源碎屑岩环境
。

在海平面高水位期
,

碳酸盐环境沉积物高速产生并可被越

过台缘搬运至斜坡一带
,

导致高频的浊流发育
; 而低海平面期

,

台地暴露
,

碳酸盐生产速率降

低
,

但台缘礁丘 (镶边 )可能仍在发育
,

因此
,

此时的物源由于镶边障壁的阻挡
,

陆架上的物质

很难搬运过镶边
,

而主要沉积物源只能来自台缘的塌积角砾岩 (碎屑块体流 )
,

从而导致低海

平面时期盆地及斜坡环境的钙质浊积岩就不很发育
。

在陆源碎屑环境高海平面时期
,

沉积物

皆被限制在内陆架内
,

浊流少有发生
。

随着海平面的下降
,

海流将内陆架沉积物携运至陆架

边缘而形成高频的向下斜坡及深海盆地的浊积流
,

混合物源的环境主要取决于环境中物源

是以陆源还是内源为主
,

前者同陆源碎屑岩环境
,

后者则相反
。

同陆源碎屑浊积岩一样
,

碳酸盐岩浊积岩也同样记录着短暂的沉积物再搬运至沉积的

过程
。

但由于碳酸盐岩的高生产率使得它的浊积岩石组合中既包含了再沉积物
,

也具有新生

的组份
。

并且同陆源碎屑浊积岩相比
,

它并不十分发育与鲍马序列 同样的层序
,

但却发育大

量岩块碎屑及生屑
,

但一般块体粗碎屑沉积分布在底部
。

碳酸盐岩浊积岩并不广泛发育扇

体
,

而多形成斜坡底的沉积或称
“

类坡积裙
” 。

对碳酸盐浊积岩的发育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我

们可以归结为
,

低海平面期由于台缘的侵蚀作用增强
,

使得块体流在坡底尤为发育
,

而细粒

浊积物质是在高海平面期盛行在盆地中
。

而混 合堆积背景可能导致沉积堆叠样式与海平面

变化的关系变得更复杂
,

因此
,

在研究钙质浊积岩层序发育和海平面变化旋 回的关系时
,

需

全部综合考虑物源
、

古地理背景以及沉积物自身的供给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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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

影响沉积盆地内相对海平面变化具有许多因素
,

它包括全球海平面变化
、

盆底沉降速

率的变化
、

沉积物供给及物源性质
、

盆地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构造背景及活动样式等
。

2
.

响应于不 同因素的控制作用
,

在沉积盆地中可以形成容纳空间 (相对海平面变化 )
、

沉

积供给和构造
一

海平面旋回
,

它们皆以独特的沉积旋回变化样式
、

层序界面和体系域沉积构

成显示出来
。

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浊积岩旋回发育更明显地受控于构造活动及沉积物源

供给
。

3
.

研究分析沉积盆地中相对海平面变化
,

要充分注意如上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

并注重把

握主导控制因素的存在
,

从而限制或增大沉积盆地中海平面变化规律及区域或洲际对 比的

置信度
,

提高研究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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