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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南部晚二叠世龙潭期岩相古地理研究

吴基文 陈资平
(淮南矿业 学院 )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地讨论了皖南地区晚二叠世早期沉积层发育特征
,

确定了龙潭期地层的

顶
、

底界线
。

以单因素图件为荃础
,

结合其它成因标志
,

编制了龙潭早期 (三个亚期 )和龙潭晚期

岩相古地理图
,

由此可以看出龙潭期的岩相古地理特征及其演化厉史
。

关键词
:

龙潭期 岩相古地理 安徽南部 层序地层

1 皖南龙潭期沉积层顶底界的确定

这一沉积期形成的地层顶底界的划分存在颇多争议
,

不少地区下界与茅 口期碎屑岩连

续过渡
,

缺少生物界线
;
有的地区碎屑岩假整合于茅 口组灰岩之上

,

厚度仅几米至 20 余米
,

分层界线较明确
。

而铜陵
、

贵池
、

安庆
、

含山一带
,

碎屑岩与下伏的硅质岩
、

硅质灰岩是连续过

渡的
,

碎屑岩层的厚度约 6 0一70 m
。

至宜城
、

宁国一带
,

碎屑岩厚达 300 m
,

除上部铝质泥岩之

外
,

没有见到明显的不整合界面
;
除植物化石外

,

没有发现有层位意义的生物化石
。

按苏南
、

浙北的情况
〔`

·

幻 ,

这一套碎屑岩的中上部存在早
、

晚二叠世地层的分界线
,

在皖南地区这一分

界应位于碎屑岩的什么位置 ?

皖南龙潭阶与长兴阶的界线确定也一直存在分歧
.

在长兴
、

广德一带
,

晚二叠世晚期 (长

兴期 ) 以碳酸盐沉积为主
,

岩性界线与生物界线一致
,

不存在问题
。

贵池
、

安庆一带
,

这一期沉

积与龙潭期沉积的上部在岩性上相差甚微
,

生物化石保存差
,

以往多将主要含煤段以上的硅

质灰岩
、

硅质岩
、

硅质泥岩组成的沉积层划归大隆组
,

这在生产上使用较方便石然而实际上按

岩石地层单位所确定的大隆组包括了晚二叠世早
、

晚期的沉积
,

分界应置于何处 ? 吴基文

( 1 99 5) 〔3〕及昊基文等 ( 1 9 9 5) 汇们根据居序地层学原理
,

通过对皖南及邻区早二叠世晚期至晚

二叠世地层的层序地层特征分析
,

得出了层序地层与年代地层及生物地层的一致性
,

龙潭阶

对应一个层序
,

其顶底界面即为龙潭阶与长兴阶及茅 口阶的分界
.

2 龙潭早
、

晚期沉积层划分

为了更好地反映龙潭期古地理演化
,

将其沉积层划分为早
、

晚两期沉积形式
,

并以
“
压煤灰

岩
”

的顶界作为分界
。 “

压煤灰岩
”

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层
,

其顶部沉积物等时意义较强
。

因为它

代表了淡水和陆源碎屑供应减退
,

正常盐度海水侵进
,

发育碳酸盐沉积的浅海环境
.

其底界是

穿时发展的
,

其顶部沉积层形成的时差相对较小
.

因为
“ 压煤灰岩

”

之上为含放射虫的硅质岩或

. 本文 29 7 7 年 x 月 x s 日收修改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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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菊石的泥岩
,

两者环境差异较大
,

前者贾水浅
,

底栖生物能大量生长繁殖
; 后者覆水深度大

,

超过了底栖生物所能适应的条件
,

以浮悬物沉积为主
,

含浮游生物化石
.

这种跃进式的海侵在

同一盆地应是同时的
,

把这一界线作为晚二叠世龙潭早
、

晚期沉积层的分界较为妥当
。

3 龙潭期沉积特征

3
.

1 龙潭早期沉积特征

早二叠世末发生了大规模的快速海退
,

使盆地地势较高的部位暴露于海平面之上受到风

化残积作用的改造
,

如广德
、

铜陵
、

宿松等地
,

二叠系上
、

下统之间为假整合接触关系
,

接触面之

上为铝质泥岩
;
盆地地势较低的地区 (贵池

、

安庆一带 )过渡为滨海湖泊
,

沉积了一套细砂岩
、

粉

砂岩及泥岩夹煤层
;
两者之间的地区 (宣城

、

宁国等地 )为滨海冲积平原
,

有河流的侵蚀和充填

作用
,

沉积物以中砂岩为主夹煤层
,

有冲刷现象
。

接着发生缓慢的海侵
,

并由地势低处向地势高

处的碎屑岩含煤岩系的超覆沉积
,

这一沉积层的上部往往有发育不等厚的障壁渴湖相沉积
。

这

种海侵伴随有滨海碳酸盐沉积作用
,

即形成
“
压煤灰岩

” ,

并由西向东扩展超搜
。

3
.

2 龙潭晚期沉积特征
“
压煤灰岩

”

形成后
,

发生了快速海侵
,

大部分地区沦为较深覆水的硅泥沉积盆地
,

沉积

层为薄层硅质岩和硅质泥岩
,

含放射虫
、

海绵骨针和菊石
。

龙潭晚期末
,

皖南东部受陆源物的

影响
,

沉积了一套碎屑岩
,

其邻区则为含煤碎屑岩沉积 ,皖南西部广大地区仍为内源沉积
,

为

含钙硅质岩或硅质灰岩
,

表明盆内水体变浅的现象
.

其特征及划分对比如图 1 所示
。

4 龙潭早期岩相古地理概况

4
.

1 龙潭早期各亚期沉积层的划分

考虑到晚二叠世龙潭早期是皖南的主要聚煤期
,

并且这一时期沉积层发育又是穿时的
,

如果以下部碎屑沉积层或上部碳酸盐沉积层编制岩相古地理图都不能如实反映古地理环境

的发展演化状况
.

为了阐明皖南地区晚二叠世聚煤作用的发展
,

对晚二叠世龙潭早期沉积的

亚期进行划分是必要的
。

早二叠世晚期
,

由于盆地基底的差异升降以及物源供应和堆积速率的不同
,

使盆地地势

高差进一步扩大
,

末期发生了大规模海退
.

至晚二叠世初
,

地势高的地区接受风化剥蚀
,

地势

低的地区成为滨海湖泊接受沉积
。

沿长江两岸的大片地区与下伏的早二叠世形成的碎屑岩

连续沉积
,

可作为早亚期的产物
.

随后则有缓慢的海侵
,

或气候趋向潮湿
,

使滨海潮湿地带向

陆地或古岛推进形成超覆沉积
,

开始了皖南大部分地区发育淡水泥炭沼泽及聚煤作用
。

这一

沉积发育期可列为中亚期
。

进一步的发展则是一些古陆
、

古岛区域被滨海障壁渴湖占据
,

渐

次转入浅海碳酸盐沉积环境
,

应为龙潭早期晚亚期沉积阶段
,

如图 1所示
。

4
.

2 龙潭早期早亚期岩相古地理

按照沉积期沉积物的岩性
、

岩相并参照单项因素 (厚度
、

含砂率
、

灰岩含量等 )的特点
,

这

一亚期内处于早二叠世末期大幅度海退之后
,

广德
、

宜城周王至休宁流塘一线以东及南陵
、

东至
、

宿松一带
,

是原沉积盆地中地势较高地区
,

底部有铝质泥岩发育
,

是接受风化剥蚀地

带 ; 而皖南的其他地区都是以碎屑岩连续沉积面貌出现的
,

但沉积层以水平层理的细砂
、

粉

砂为主
,

有缓角度的砂纹
、

波状及双向层理等
,

只产陆生植物化石
,

说明进入晚二叠世早期早

亚期仍然是处于半咸水搜盖之下
,

并受潮汐作用影响
、

,

应为滨海湖泊
、

沼泽环境
,

在近陆
、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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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皖南龙潭期沉积层特征及划分对比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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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处则属湖滨地带
。

据此本亚期古地理单元划分如图 2
。

图2 皖南晚二里世龙潭早期早亚期岩相古地理略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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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皖南滨海湖沼区 ( I )
`

这一沉积区主要分布于太湖至含山及芜湖
、

南陵与径县
、

太平之间地区
,

早
、

晚二叠世的

碎屑岩一般是连续沉积
.

根据所处古地理位置
,

进一步划分出亚单元为浅水湖沼和湖滨缓坡

(包括岛缘缓坡和陆缘斜坡 )
。

( 1) 浅水湖沼
.

( I :
) 沉积物以泥岩

、

粉砂岩为主夹薄层细砂岩
.

水平及互层层理发育
,

偶见低角度双向砂纹层理
.

泥岩的粘土矿物成分以伊利石为主
,

硼含量亦较高
,

为半咸水条

件下的沉积
,

仅见陆生植物碎片
,

常夹有碳质泥岩
,

岩层薄
,

含砂率低
.

此亚期沉积的上部逐

步过渡为障壁海岸环境的沉积
。

( 2) 湖滨缓坡带 ( I : ) 这一带沉积特征与浅水湖沼区相似
,

但它与古陆
、

古岛区相邻
,

沉积层含砂率增高
,

层厚有所增大
,

常有泥炭沼泽发育
.

按所在位置可进一步划出湖滨岛缘

缓坡 I : 一 :

和陆缘斜坡 ( I : 一 :
)

。

4
.

2
.

2 古半岛
、

古岛 ( 一 )

为一些下
、

上二登统地层之间有明显假整合
,

或有风化残积层发育的地 区
,

有宿松
一

东至

古半岛 ( I , )
、

施家冲古岛 ( I :
)

。

4
.

2
.

3 广德
一

宁国
一

屯溪残积平原 ( , )

上二叠统地层底部有高岭石泥岩发育区
,

应为风化残积物沉积形成
.

代表该区有受过风

化剥蚀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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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龙潭早期中亚期岩相古地理

中亚期岩相古地理单元划分如图 3所示
。

图 3 皖南晚二登世龙潭早期中亚期岩相古地理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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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皖南浅海陆棚 ( I )

由于海侵
,

早亚期的浅水湖沼区形成盐度正常的浅海
,

以碳酸盐沉积为主
, `

产底栖动物

化石
。

4
.

3
.

2 贵池
一

铜陵障壁海岸带 ( I )

指碎屑含煤地层上部的含煤碎屑岩组合的形成环境
.

障壁岛由生物碎屑及灰泥组成
,

腕

足动物化石丰富
,

随着海侵逐渐超覆在滨海润湖含煤碎屑岩之上
.

含煤地层中顶部煤层含硫

量高于下部煤层
。

沉积物以细粒为主
,

多为泥岩及粉砂岩
,

水平层理发育
,

砂岩多为泥质砂

岩
,

水动力能量弱
,

水介质循环条件差
,

造成沉积物分选差
。

潮汐
、

波浪的改造较弱
,

与现代的

一些障壁海岸不易对 比
,

反映陆表海条件下
,

似乎受地形的阻隔影响较大
。

4
.

3
.

3 古岛
、

古半岛 ( 皿 )

由于海侵使原有古陆的面积大大缩小
,

仍有一部分尚处于风化剥蚀中
。

因为这些地方含

煤碎屑岩的厚度甚薄
,

以泥质物为主
,

应是海侵的近高峰期的产物
。

这类地区有
:
宿松

一

东至

半岛
、

施家冲岛
。

4
.

3
.

4 滨海冲积平原 ( N )

在沉积区东侧及东北端
,

含砂率增高 ;另一方面从宜城周王
、

广德
、

宁国等地晚二叠世早

期含煤碎屑岩的下部几个旋回可以看出都是正粒序的
,

砂岩具大中型文错层理
,

中细粒为

主
,

粒度分析参数等表明应与河道沉积作用有关
。

细粒沉积物多为含砂质泥岩及鲡状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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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为泛滥平原及滨海湖泊环境
.

沉积层中只产植物化石
。

这些特征表明应为滨海附近的冲

积相沉积物
.

这一沉积区虽然有泥炭沼泽发育
,

但稳定性差
,

变化较大
,

含煤情况较差
。

4
.

4 龙潭早期晚亚期岩相古地理

晚亚期岩相古地理如图 4 所示
。

该期仍然是海侵进一步加强的时期
,

大部分地区均发育

为浅水陆棚海 ( l )形成顶部的
“
压煤灰岩

” ,

只是在原来 (中亚期 )的岛及半岛上形成沼泽
、

泥

炭沼泽及湖相泥质沉积等
,

聚煤作用差
,

大部分是高灰
、

高硫煤或碳质泥炭
.

沉积物多为细

粒
,

部分地区底部为细砂岩
,

假整合于早二叠世的碳酸盐岩之上
,

顶部为藻屑灰岩等碳酸盐

浅水沉积
,

是本区最后被正常盐度海水覆盖的时期
。

从其下部碎屑岩形成环境来看应为咸水

湖沼 ( I )
。

这类咸水湖沼有两处发育
,

即宿松
一

东至咸水湖沼和施家冲咸水湖沼
。

图4 皖南晚二盈世龙潭早期晚亚期岩相古地理略图
1

.

皖南浅水海盆
; , :

.

宿松
一

东至咸水湖沼
. , :

.

施家冲成水湖沼
. ,

.

障璧海岸带
;

1
.

那庐断裂带
, 2

.

资料点位工
, 3

.

陆屑供应方向注
.

海俊方向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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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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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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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 n d ir e e t i o n

沉积区的东部广德
、

宜城
、

宁国
、

屯溪一带的含煤碎屑岩的上部
,

是煤层发育较好的层

位之一
,

煤层之上常发育渴湖相的黑色泥岩
、

纯度较高的石英粉砂岩
,

分选良好
,

具混浊层

理
,

再向上过渡为
“
压煤灰岩

” .

这种
“ 压煤灰岩” 在宁国港 口

、

广德一带为砂质灰岩或钙质砂

岩
,

据薄片观察
,

钙质多以亮晶方解石存在
,

我们认为是较完整的海侵条件下障壁海岸的自

然环境递变的沉积物组合
.

经韩德馨等 ( 1 9 80) 〔幻的研究
,

长兴
、

广德一带晚二叠早期含煤地

层上部的一层煤 (俗称C 煤层 )
,

有潮道沉积的夹歼
,

是发育于潮坪地带的泥炭沼泽
,

应与障

壁妈湖海岸的自然环境有关
.

因而将这一带归属到过渡相类的障壁渴湖海岸 ( , )
。

5
.

1

龙潭晚期岩相古地理概况

单因素等值线图特征剖析



岩 相 古 地 理

5
.

1
.

1 龙潭晚期沉积层厚度等值线图

如图 5所示
,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一沉积期沉积层厚度变化幅度甚大
,

厚度大的地方超过

I OOm
,

薄者在 10 m 以下
。

厚度大的沉积层分布在广德
、

宁国一带
,

其他大部分地区厚仅 20 m

左右
,

西南部贵池大山和安庆拓山亦有所增厚
。

厚度大的地区
,

沉积物的陆源碎屑沉积发育
,

西南部增厚区则与沉积物碳酸盐灰泥增多有关
。

图 5 皖南晚二盈世龙潭晚期地层厚度及硅质岩含t (沁 )等值线田
1

.

娜庐断裂
. 2

.

资料点位 t . 3
.

厚度《 m )等值线
. 4

.

硅城岩含 t ( % )娜值级
F ig

.

5 1的g r a m o f s t ar t a l th i e k ne
s s a

耐
s il ic e ou s

ocr k e o n t e n t . ( in % ) in t旋 I a t e
oL

n gt a n ia n

( L a t e P e r r n ia n ) s t ar t a i n s o u t h e
nr A n h u i

1= aT
n e h e n公 L u x i

a n fa u l t . 2 = ds at o o u

cer
, 3 , t

旋 k n

脚 i
a o g r a m ( i n m ) ,

4= 认姐
r a m o f s

il ic oe u s

ocr k e on et nt ( in 环 )

5
.

1
.

2 硅质岩含 t ( % )等值线图

沉积层中硅质岩含量 ( % )的区域分布规律性明显 (图 5)
,

以安庆拓山为中心的沿江及长

江以北地区含量较高
,

一般在30 %以上
,

向东南方向降低
.

广德
、

休宁
、

教县一带的沉积物中

不含硅质岩
,

以碎屑沉积为主
。

与龙潭早期沉积层相对照
,

陆源碎屑供应的影响大大地向东

南方向退缩
,

大部分地区以水体中细粒浮悬物沉淀作用为主
,

物源供应差异是递变的
,

沉积

作用稳定性较好
。

.5 L 3 硅质灰岩含里 ( % )等值线图
.

这一期沉积层中含有数量不等的硅质灰岩
,

特别是在钻孔岩心剖面中易于观察
,

常为硅

质泥岩与灰泥的混合沉积
.

据钻孔剖面所见
,

各地含量有较大的变化
,

含量高者达 80 %以上
,

低者小于 20 %
,

皖南东南部随陆源碎屑沉积物的增高而降低
,

其他地区则与沉积层中泥质沉

积物的含量互为消长关系
。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

硅质灰岩的增高处是在宿松
、

东至和径县潘

村
,

碳酸盐灰泥的来源应在西南端
,

说明在欠补偿的条件下
,

沉积物成分及来源对沉积层的

发育影响较大
。

5
.

1
.

4 泥岩含 t ( % )等值线图

从图 6 中可见
,

龙潭晚期沉积层中的泥岩较发育
,

但含量变化亦较大
,

与区内硅质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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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呈互为消长关系
,

与碎屑岩含量则呈正相关关系
。

在宁国
、

欺县
、

广德一带
,

泥岩含量增

高
,

可达 70 %一 80 %
,

这一地区龙潭晚期沉积受灰泥物质供应的影响小
,

但近陆源碎屑供应

区
,

沉积层中砂级碎屑相对较小
,

泥岩多为砂质泥岩
,

说明较远源的细粒陆源物参与了沉积

层的形成
。

团口曰曰

仁
、

Z
一 ’ .

、
.

图6 皖南晚二盛世龙潭晚期地层硅质灰岩含 t (% )及泥岩含 t ( % )等值线图
1

.

那庐断裂
. 2

.

资料点位 t
. 3

.

硅质岩含 t ( % )等值线
, 4

.

泥岩含 t ( % )等值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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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龙潭晚期岩相古地理概况

从以上对沉积层单项因素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

龙潭晚期整个皖南是处于陆表海中覆水

深度相对较大的盆地中
,

沉积层岩性
、

岩相及生物的生态环境在空间上是有差异的
。

从现有

资料来看
,

空间上岩性
、

岩相和生物种群的差异是递变的
,

这种递变与下伏沉积层的横向变

化是一致的
,

表明在皖南境内龙潭晚期基底构造的差异活动是不明显的
。

与龙潭早期沉积层

形成环境相比
,

其变化主要是快速海侵
,

筱水深度剧变
,

盆地东南方向的陆源碎屑供应向后

退缩
,

西南端向本区的灰泥供应亦有减弱
,

浮悬物沉积作用占优势
。

据此划分的古地理单元

如图 7 所示
,

其特征分述如下
。

皖南中部海盆 ( I )
:

这一古地理单元的基本特征是沉积层厚度薄
,

大部分地区在 30 m

以下
,

沉积物以泥质硅质为主
,

薄层
、

微薄层状
,

水平纹理发育
,

含放射虫及硅质海绵骨针等
,

属陆表海内覆水深度较大的盆地内的沉积
.

皖西南盆缘低隆区 ( I )
:

这一沉积区是皖南深水盆地的西南端边缘地带
,

以水体中的细

粒浮悬物沉积为主
,

沉积构造及所含化石与深水盆地区较一致
,

差别在于沉积物中碳酸盐灰

泥所占比重较大
,

硅质灰岩含量达到了 50 %以上
,

沉积层厚度亦有所增大
,

一般超过 30 m
,

是

盆地中与同期发育的碳酸盐台地相邻
,

使水体中浮悬物的灰泥成分增多形成的
.

与盆地中其

他位置相比较
,

沉积物堆积的基面应有较高的地势
,

向西南则转变为碳酸盐台坡和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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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皖南晚二益世龙潭晚期岩相古地理略图
1

.

皖南中部海盆
,
二 皖西南盆缘低隆

. ,
.

广德
一

宁国盆缘级斜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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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
一

宁国盆缘缓斜坡 ( , 少
:

这一沉积亚区是皖南中部盆地向东南方向过渡至滨
、

浅海

区的过渡带上
,

岩性
、

岩相及所含生物化石等均由西向东递变
:

陆源碎屑沉积层逐渐增多
,

硅

质岩向东减薄并缺失
,

碎屑物粒级向东增粗
;
生物化石种群由营漂浮生活的种属递变为营底

栖生活的种属
;
但浮悬泥质沉积仍占主要部分

,

沉积作用上与皖南中部深水盆地大同小异
。

应属盆地东南缘受到陆源碎屑供应影响的地段
,

向东过渡至浙北
、

苏南地区的陆源碎屑浅海

环境 (冯增昭
,

1 9 9一) [`〕 .

6 结论

1
.

皖南地区晚二叠世龙潭早期沉积层明显受基底地形影响
,

沉积层首先沉积在地势低

洼处
,

并逐渐向地势高的地方超甚
.

龙潭晚期为甚水较深的陆表海盆
.

晚期末
,

海水有变浅

的趋势
。

2
.

龙潭期存在一个海水进退周期
。

3
.

将晚二叠世龙潭期划分为早
、

晚两期以及龙潭早期划分为三个亚期
。

这种划分对认

识皖南地区晚二叠世早期岩相古地理演化及聚煤作用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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