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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二叠纪岩相古地理研究
。

牟传龙 丘东洲 王立全 万 方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j湘鄂赣二叠纪沉积盆地是在华南陆块基础上发育而成
,

具有扬子克拉通北缘被动

大陆边缘盆地
、

扬子克拉通盆地
、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和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等四类
。

根据古暴露

等标志
,

建立了各类盆地的沉积层序
,

并进行了区域对比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着重运用层序地层

编图法编制了湘鄂赣二登纪岩相古地理图
,

深化了该区岩相古地理研究
,

详细建立了沉积体系

域模式和岩相古地理演化特点和控制因素
.

关键词 岩相古地理 沉积体系域模式 二叠纪 湘鄂赣

1 研究思路的更新和编图方法

岩相古地理研究是沉积地质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

是重建地质历史中地壳上海陆分布
、

古

沉积环境和物质组成的恢复以及探索沉积环境演绎变迁的重要手段
,

其基础是地层学和 沉

积学
。

随着岩相古地理研究水平的提高
,

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
,

力求真实地恢复

沉积地壳演化和重塑古地理格局
。

近 40 年来
,

国内外在岩相古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我国岩相古地理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

卯 年代至 60 年代
,

以生物地层为指导性原则和基础编制了古地理图
.

恢复海陆分布范

围以及沉积体系的基本概架
。

在生物区系的研究基础上
,

以生物组合和生态环境来探讨古地

理展布与沉积作用的关系
。

这一阶段属第一代古地理研究
,

具体的编图方法是采取叠置压缩

的方法编制了小比例尺的古地理图
,

如刘鸿允先生编的《中国古地理图集户〕
、

卢衍豪先生 〔 2』

所编的寒武纪古地理图等
。

70 年代初
,

进入第二代岩相古地理研究阶段
.

这个阶段的岩相古地理编图主要从岩相

入手
,

以瓦尔特相律为准则
,

采用单因素
、

多因素和优势相的成图方法
,

编制了一些小范 围

的
、

某些时代的岩相古地理图
。

8。 年代开始
,

由于板块构造学说的兴起
,

地球科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

也冲击着

沉积地质学和古地理研究
,

不少学者企图以活动论观点
,

恢复地质历史中各陆块的性质
、

相

互关系和古地理 格局
,

古地理研究进入第三代研究历程
。

王鸿祯教授等川以活动论和历史阶

段论的观点编制的
“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
” ,

向第三代岩相古地理图迈进了一大步
。

关士聪
、

地质矿产部沉积盆地与流体动力学开放研究实验室成果
: 9 7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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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东洲等闭编制的
“

中国海陆变迁
、

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 ,

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岩相古地理与

油气相结合的图件
。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
,

进入与国际岩相古地理研究先进水平同步阶段
,

开始以构造活动

论为指导
,

以盆地分析和层序地层学为手段编制岩相古地理图
。

这方面的代表有刘宝裙
、

许

效松等田
“

中国南方震旦纪至三叠纪岩相古地理图集
” ,

许效松
、

牟传龙等
〔们 “

露头层序地层

与华南泥盆纪古地理
” ,

牟传龙
、

昊应林
「, , “

中国南方三叠纪层序地层
”

等
。

岩相古地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力求真实地
、

客观地揭示地质历史时期中某一时间间隔范

围内
,

某一地区的古地理面貌及沉积时空演化特点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编图单元时限越短所反

映的古地理图象越接近真实和客观
。

层序地层学的研究成果为攻克这一难题奠定了理论工作

模式
。

牟传龙
、

许效松等:B[ 在对华南泥盆纪进行详细的露头层序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
“
层序地

层瞬时编图法
” ,

把岩相古地理研究推向了新的进程
,

提出了具体的编图思路
、

原则和方法
,

即
“
以沉积层序为基本年代地层格架单元

,

以沉积体系域作为编图单元
,

以沉积体系域的顶或底

界面作为编图的等时或瞬时界面
,

以沉积体系域中不同的沉积相作为编图要素
” 0

.

这是因为

沉积层序的界面和层序内体系域间界面是定时的
,

所以沉积层序也应是定时的
,

加之它们可进

行全球或区域性对比
,

因此以沉积层序作为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基本年代地层格架单元较之用

生物地层单位或岩石地层单位作为编制岩相古地理图的基础地层单元更合理
、

更具等时性和

瞬时性
。

沉积体系域也是定时的
,

它所反映出的沉积环境或沉积相带的展布更具客观性
。

对湘鄂赣地 区二叠系进行层序地层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油气生储盖条件和进行油气

勘探 目标评选研究
。

因此
,

在湘鄂赣二叠系进行层序地层研究基础上
,

采用上述的层序地层

编图法
,

编制湘鄂赣二叠系的岩相古地理
,

为分析研究油气的生储盖条件奠定基础
。

2 湘鄂赣二叠纪岩相古地理格局

湘鄂赣二叠系分为 n 个层序 〔们 (表 1 )
,

虽然在不同沉积盆地中
,

皿级层序的数量不能完

全一一对 比
,

但从时限上可以横向对 比岩相古地理面貌
。

表 1 湘鄂赣二益纪不同沉积盆地的层序划分
T a 价 e 1 S e q u e n e e e l a s s i f i亡a t i o n i n v a r io u s P e r m i a n s e d i m e n t a r y b a s i n s

沉沉积盆地类型型 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①① 扬子克拉通盆地②②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③③ 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④④

时时 代代 层序编号号 层序编号号 层序编号号 层序编号号

长长兴阶阶 S 777 5 1 111 5 1111 S 999

5555555 1 000 5 1 000 S 888

昊昊家坪阶阶阶 S 999 S 999 S 777

SSSSSSS 888 S 88888

SSSSSSS 777 S 77777

茅茅 口阶阶 S 666 S 666 S 666 S 666

SSSSS 555 S 555 S 555 S 555

SSSSS 444 S 444 S 444 5 4
...

栖栖霞阶阶 S 333 S 333 S 333 S 333

SSSSS 222 S 222 S 222 S 222

SSSSS 111 S 111 S 111 S 111

注
:

③中在湘中
、

湘南地区昊家坪阶
,

只能划分出 1个层序
.

N o t e ③ o n l y o n e s e (一u e n e e e a n b e er e o g o i: 。 d i n r h e W u ji a p in g ia n : t r a t a i n s o o t h e r n 。 n d e e n t r a l H u n a n
.

O 牟传龙
.

湖南泥盆纪层序地层及控矿研究
,

成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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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栖般期

第 1层序的时限相当于栖霞阶梁山段的时限范围
。

层序为 I 类层序
,

顶底界为 I 类层序

界面
.

它是在华南加里东旋回构造升隆形成的前二叠纪侵蚀基准面之上发育而成
。

由于这

次构造隆升事件
,

研究区大面积暴露
,

形成古剥蚀区
,

只是湘南和赣南一带
,

石炭纪和二叠纪

的地层为连续沉积
,

构成了该层序的陆棚边缘体系域岩相古地理面貌 (图 1 )
。

大致位于江西

大余
、

于都
、

萍乡和湖南浏阳
、

益阳
、

安化
、

隆回一线以南所包围的地 区
,

该时段为浅海相的生
·

物碎屑灰岩和泥晶灰岩
,

周围为古陆和古暴露剥蚀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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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湘鄂赣二叠系第 1层序陆棚边缘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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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

海水漫及研究区大部分地区
。

由于古陆提供物源的缘故
,

在扬子克

拉通盆地
、

扬子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

板内拉张盆地的东北部 (主要是江西晓内 )以及华夏

克拉通边缘盆地中发育了一套滨海相和滨岸环境的含煤陆源碎屑岩系
。

在上述碳酸盐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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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区域仍保持了碳酸盐沉积背景
,

成为碳酸盐缓坡
。

这些含煤陆源碎屑岩构成了栖霞期中
,

期 (即第 2 层序 )发育碳酸盐的垫板
,

并构成了第 1 层序的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
,

其沉

积相带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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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滨海环境

一一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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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湘鄂帐二叠系第 1层序 T sT
、

H ST 沉积相展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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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 1 层序的演化
,

至第 2层序 (栖霞期中期 )时
,

海平面的持续上升
,

海水浸漫湘鄂赣

三省
,

早时的古陆全部消失
,

区内成为碳酸盐沉积环境
,

成为统一的碳酸盐台地
,

开始了二叠

纪巨型台地的发展演化
。

其沉积模式为统一的碳酸盐缓坡
。

第 2 层序的海侵体系域的岩相古

地理格架清楚显示出这一沉积式样 (图 3 )
。

在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
,

伴随海平面上升和构

造拉张出现了深水台盆环境
,

其岩相为硅质岩和灰岩
,

为深水缓坡
。

扬子克拉通盆地则为浅

水碳酸盐岩台地环境
,

并可分为局限台地相和开阔台地相
。

局限台地相主要分布在鄂西 的

利川
、

恩施
、

咸丰一带
,

由生物碎屑灰岩
、

泥晶灰岩和暗色页岩构成
,

开阔台地相分布广泛
,

由

一套薄至中层状的生物碎屑灰岩和泥晶灰岩构成
。

板内拉张盆地该时主要为开阔台地环境
,

在湘中
、

湘南一带
,

环境相对深一些
,

为台地至台盆环境
,

为深水缓坡
,

总体上其岩相特征与

扬子克拉通盆地相似
。

华夏克拉通盆地可分为开阔台地相和局限台地相
,

其岩性与扬子克拉

通盆地相似
。

第 3 层序 (栖霞期晚期 )发育演化时限内
,

虽然海平面仍处于主体上升时期
,

但在被动边

缘盆地和板内拉张盆地中发生拉张
,

区域上的沉积式样开始出现分异
。

在扬子北缘被动边缘

盆地中
,

沉积环境也有较大的分异
,

北部的鄂西一带一直保持着浅水碳酸盐台地沉积环境
,

南部 (被动边缘盆地的主体 )早期为浅水缓坡
,

在最大海泛时期变成深水台盆环境
,

最后变浅

成为浅水碳酸盐环境
。

扬子克拉通盆地仍保持了碳酸盐台地环境
.

第 2 层序中的局限台地消

失
,

成为统一的开阔台地环境
。

板内拉张盆地中的沉积式样变化较大
,

在湘南一带
,

经第2 层

序演化至第 3 层序
,

成为一欠补偿盆地
,

靠扬子克拉通的盆地边缘为浅水碳酸盐缓坡
,

东北

部 (江西的萍乡
,

宜春
、

景德镇一带 )也保持了浅水碳酸盐台地环境
。

华夏克拉通边缘为碳酸

盐台地格局
。

在该层序的最大海泛期
,

研究区为统一的碳酸盐沉积区域
,

但在北边的被动边

缘盆地和板内拉张盆地的湘南一带为台盆环境 (图4 )
,

整体为台盆相间沉积式样
。

.2 2 茅 口期

第 4
、

5
、

6 层序演化代表了湘鄂赣早二叠世华 口期的沉积特征和古地理演变
,

总的特点

是沉积分异明显
,

也是研究区二叠纪海平面上升幅度最大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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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湘鄂赣二登系第 2层序海侵体系城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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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层序的沉积式样
,

在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经历了开阔台地~ 台盆~ 开阔台地的环境

变迁
,

其岩相分别为生物碎屑灰岩
、

豹皮状灰岩 , 薄至中层状硅质岩~ 薄至中层状灰岩
。

第

5层序则为欠补偿的深水盆地环境
,

岩性为硅质岩和硅质页岩
。

扬子克拉通盆地在第4
、

5 层序时期则为碳酸盐台地环境
,

均由一套向上变浅的碳酸盐

岩组成
,

为开阔台地相的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含生物碎屑硅质泥晶灰岩和似层状灰岩和台内

浅滩相的含骨屑砂屑亮晶灰岩以及 白云岩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局部地段则出现了局限台地

环境 (辰溪中伙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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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湘鄂赣二叠系第 3层序最大海泛期 (凝缩层 )岩相古地理图
生物碎屑灰岩

; 2
.

灰岩
; 3

.

白云岩
; 4

.

泥岩
; 5

.

硅质岩 ; 6
.

页岩 ; O P
.

开阔台地 ; P B
.

台 盆

F i g
.

4 S e d i m e
nt

a r y f ac i
e s a n d 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y o f t h e m a x i mu nt m a r

in e n o o d i
n g

( e o n d
e n s e d s e e t io n s ) in t h e P e r m ia n s e q u e n e e 3 i

n t h e H u n a n .

H u b e i
一

Jia n g x i
r e g io n

1 ~ b io e l a s t i
e l ime

s t o n e ; 2 ~ li m e s t o n e , 3 ” d o lo s t o n e ; 4 二m u d s t o en , 5二 s
i lie e o u s

or
e k ;

6” s h a l e , O P = o p e n p l a t f o r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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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此时的板内拉张盆地中的沉积分异明显
,

在通道
、
绥宁

、

洞 口
、

连源
、

酸陵以及萍乡
、

汝城

一线以南地 区为欠补偿的深水盆地环境 : 由硅质岩
、

硅质泥岩组成
,

而东北部则为碳酸盐台

地环境
。

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的沉积式样在该时期与区域上有所差异
。

第 4 层序经历了陆架相

页岩 , 碳酸盐台地~ 陆源碎屑滨海相的演变
。

第 5层序由一套陆源细碎屑岩构成
,

保持着陆

源碎屑滨岸环境
。

第 6 层序代表了茅 口晚期的沉积式样
,

区域变化显著
,

早期 (发育海侵体系域的时限 ) 分

异明显 (图 5 )
:

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为欠补偿深水盆地

克拉通盆地为一开阔台地环境
,

但在鄂西一带为台岔环境

,

为硅质岩和硅质页岩
、

泥岩
;
扬子

;
板内拉张盆地的深水台间盆地范

围达到最大
,

向东推至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的萍乡
、

安福
、

吉安
、

遂川一线
。

该盆地的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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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湘鄂赣二叠系第 6层序海侵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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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扬子克拉通盆地成为统一的浅水碳酸盐台地环境
。

值得提出的是
,

由盆内的拉张活动
,

造

成差异沉降
,

在深水盆地中出现了孤立台地
。

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中沉积分异明显
,

大致以

鹰潭
、

临川
、

乐安
、

兴国
、

赣州
、

大余一线为界
,

西边 为碳酸盐开阔台地环境
,

东边为陆源碎屑

滨海沉积环境
,

由一套石英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岩和泥质粉砂岩构成
。

晚期 (高水位体系域

发育的时限 )沉积式样与早期有很大的改变 (图 6 )
,

这可能与华夏古陆甚至云开古陆的剧烈

隆升有关
。

其起因与构造活动相关
。

由于陆源碎屑的大量提供
,

使得陆源碎屑沉积区和碳酸

盐沉积区平分秋色
,

占据了湘鄂赣地区
。

由于持续的拉张作用
,

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仍处

于深水盆地欠补 偿沉积环境
,

岩相以硅质岩相为特色
。

扬子克拉通盆地为一宽广的碳酸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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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海域
,

只在鄂西地区出现一个台盆沉积区
,

其范围较早期向西收缩而变小
,

这是受同生断

裂活动的影响而形成
.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与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成为统一的陆源碎屑浅海

盆地
。

大致以鹰潭
、

临川
、

崇仁
、

乐安
、

上犹
、

崇义一线为界
,

东边为滨海至滨岸沼泽沉积
,

为一

套陆源碎屑岩和含煤陆源碎屑岩组 合
;
界线以西为陆源碎屑陆架环境

,

岩相为陆源碎屑岩
。

( ) 8 0 16 0 `m

L

一
~ 一一一一」 _

I

图 6 湘鄂赣二叠系第 6层序高水位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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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家坪期

第二叠世末的东吴运动
,

对湘鄂赣地区的沉积盆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盆地动力学发生

转换
,

沉积作用方式和沉积物性质也有所改变
,

导致整个区域的古地理面貌的变革
。

第7 层

序的沉积展布代表了吴家坪期早期的古地理格局
。

在发育第 7 层序的低水位体系域期间
,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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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现大面积暴露区
、

古陆
、

碎屑沉积和深水盆地并存的式样 (图 7 )
。

扬子北缘被动边缘以深

水欠补偿盆地为主体
,

为硅质岩
、

硅质页岩组合
,

范围限于竹溪
、

随州
、

黄破
、

黄州一线以北
,

其余为剥蚀区
。

扬子克拉通盆地全部升隆成暴露剥蚀区
,

并在武岗
、

清州
、

城步一带出现范围

较小的陆地
。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和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变成统一陆源碎屑充填盆地
,

早期的

环境急剧变浅
,

大致以弋阳
、

鹰潭
、

临川
、

崇仁
、

泰和
、

遂川一线为界
,

界线以西为三角洲环境
,

为一套陆源碎屑含煤岩系
; 以东则为大陆冲积相陆源碎屑岩相

.

之后
,

随着海平面上升和拉
.

张活动的作用
,

研究区沉积分异明显
,

该层序的海侵体系域期间较低水位期间有很大的改变

(图 8 )
。

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的深水欠补偿盆地向南扩展至钟祥
、

京山
、

汉阳
、

武昌一线
,

岩

相以硅质岩
、

硅质页岩为特征
.

这种急剧变化与拉张活动密切相关
.

扬子克拉通盆地成为碳

了了了

日日日L 1 ...

口口口口口口口

图7 湘鄂技二叠系第 7 层序低水位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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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湘鄂赣二叠系第 7层序海侵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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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台地环境
。

在鄂西地区
,

由于同生断裂活动的影响而出现台间深水斜坡一盆地环境
,

由

硅质岩和钙屑低密度浊积岩构成
。

板内拉张盆地和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范围
,

大致以景德

镇
、

波阳
、

南昌
、

高安
、

株洲
、

衡阳
、

道县一线为界
,

界线以东为潮坪一渴湖环境
,

为一套含煤陆

源碎屑岩系
,

但在新宁
、

永州
、

双牌一线以东南为浅海陆架环境
,

为灰岩和泥岩
,

局部尚有古

陆存在 ;界线以东地区
,

仍保持了早期的沉积环境
,

在玉山
、

横峰
、

金溪
、

南城
、

赣县一线以东

为大陆冲积相
,

以西为三角洲环境
,

发育的岩相为含煤陆源碎屑岩系
。

尔后当海平面保持相对静止和逐渐下降
,

形成了该层序的高水位体系域的沉积式样 (图

9 )
.

与早期的海侵体系域岩相古地理面貌相比
,

其总体面貌相似
,

只是相带展布范围有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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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8.0” 早 o` m

图 9 湘鄂赣二叠系第 7层序高水位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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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扬子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深水沉积盆地范围向北略有缩减
,

而成为碳酸盐开阔台地环

境
。

扬子克拉通盆地主体仍为一浅水碳酸盐台地沉积环境
,

只是在鄂西早期的台间盆地范围

向西有所缩小
。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和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
,

其总体为陆源碎屑沉积区域
,

但

早期的潮坪一渴湖环境展布范围向西收缩
。

三角洲环境向西扩展
,

大陆冲积环境的范围也有

所扩大
,

在湘南早期局部的陆架环境
,

此时已变成潮坪一渴湖
,

为含煤陆源碎屑岩系
。

在武

冈
、

绥宁
、

城步一带
,

仍保持着古陆
。

昊家坪期中期地层构成了该区的第 8 层序
,

其古地理面貌与层序7 的非常相似
.

在被动

边缘盆地仍保持着深水沉积盆地环境
。

扬子克拉通盆地保持了第 7 层序的古地理面貌
,

在鄂

西地区为深水台面盆地环境
,

其余地 区均保持着代水碳酸盐台地环境
。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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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保持了早期的古地理格局
,

为三角洲环境和大陆冲积环境
,

早期的古陆

也存在
。

吴家坪期晚期的地层构成了第9 层序
,

该层序代表了湘鄂赣区沉积古地理格局一次大

的转变时期
,

沉积式祥也有较大的改变 (图 1 0)
。

扬子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仍保持着深水盆

地沉积环境
,

为一套硅质岩和硅质页岩
。

扬子克拉通盆地保持着台地和台盆并存的沉积格

局
,

台盆主要发育在鄂西地区
,

其岩相为硅质岩的低密度钙屑浊积岩
。

湘赣板内拉张盆地的

沉积有较大的转变
,

早期的古陆范围已变为滨海沉积环境
,

湘南局部出现深水盆地欠补偿沉

积海域
,

其岩相为硅质岩和硅质页岩
。

其余地区为浅海陆架环境
,

岩相为砂岩和泥岩
。

华夏

图 10 湘鄂赣二叠系第 9 层序高水位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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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通边缘盆地一部分为拉张盆地的浅海陆架环境相连
,

另外地区为滨海环境和大陆冲积

环境
,

两者以玉山
、

上饶
、

南城
、

宁都
、

瑞金一线为界
。

2
.

4 长兴期

湘鄂赣地区经历栖霞期
、

茅 口期和吴家坪期的沉积古地理演变
,

历经苍桑
,

几经更替
,

尤

其是经历了茅 口期与吴家坪期交替时间的重大变革
,

进入长兴期时岩相古地理面貌与吴家

坪期又有很大的区别
,

表现出海平面上升速率快
、

幅度大
、

海水浸漫范围宽
、

沉积相带较复杂
`

的特点
。

扬子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

整个长兴期均处于欠补偿盆地沉积环境
,

其岩相为硅

质岩和硅质页岩
,

只是长兴期早期和晚期的展布范围有所不同
,

早期相对较窄
,

晚期已与扬

子克拉通盆地的鄂西台盆沟通 (图 1 1 )
。

扬子克拉通盆地在长兴期早期 (第10 层序 )的沉积式

样与吴家坪期晚期有很大的不同
,

大量发育台地边缘生物礁
、

台缘斜坡礁
、

台内礁滩等
,

构成

了中国南方二叠纪颇具特色的鄂西生物礁群
,

相带展布齐全
,

可分出局限台地
、

台地边缘
、

台

前斜坡和台盆
、

开阔台地等微相带
。

同时在开阔台地环境发育风暴沉积
。

晚期 (第 n 层序 )基

本保持了早期的沉积格局
,

只是台盆范围扩大
,

与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相连 ( 图 1 1 )
。

同时
,

台地边缘碎屑流
、

台盆中低密度浊流相发育
。

长兴期末期
,

即发育第 n 层序的高水位体系域

的时间范围
,

沉积式样与早期相似
,

只是一些格带的展布范围有所缩小 (图 1 2 )
。

湘赣板内拉

张盆地一改早期的陆源碎屑陆架环境
,

在其东北部 (赣中地 区 )与扬子相连成为统一的浅水

碳酸盐台地环境
,

而在湘南的宁远
、

茶陵
、

双峰
、

涟源
、

冷水江
、

绥宁一线以南地 区一跃成为欠

补偿深水沉积盆地
,

一直持续到二叠纪末
。

向扬子克拉通盆地方向以台地边缘斜坡
、

台地边

缘相带与扬子克拉通盆地巨型碳酸盐台地相连
。

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在层序 10 时限
,

西部

为碳酸盐台地
,

东部为陆源碎屑潮坪环境
;
在第 n 层序的海侵体系域时限

,

碳酸盐沉积区几

乎覆盖全区而成为碳酸盐台地环境
,

而早期陆源碎屑潮坪环境向东部收缩至上饶
、

铅山
、

资

溪
、

绎前
、

瑞金一线
,

该线以东为陆源碎屑潮坪环境
;
末期

,

即第 n 层序的高水位体系域的时

限内
,

该盆地的陆源碎屑潮坪环境向西推进至玉山
、

上饶
、

金溪
、

广昌
、

信丰一线
。

3 岩相古地理演化特点及控制因素

通过对湘鄂赣二叠系地层进行层序地层研究后
,

把层序地层研究成果采用层序地层编

图法与岩相古地理研究结合起来
,

其结果表明湘鄂赣二叠纪岩相古地理演化具有明显的继

承性
、

不均一性
、

阶段性特点
。

继承性特点是指在二叠系各个层序所代表的时限范围内
,

地壳的活动区和稳定区的位

置
、

海域性质和海侵方向
、

隆起和凹陷的部位
、

陆源碎屑的物源和推进方向
、

浅水沉积区域和

深水沉积区域的位置
、

碳酸盐台地边缘及其空间配置基本一致
,

只是在影响古地理演化的各

种因素的作用下
,

浅水沉积区域和深水沉积区域的范围及沉积物性质有所改变
。

以上述整个

二叠纪的岩相古地理的沉积式样的时空演化可以证实这一点
。

不均一性是指在同一层序
,

甚至 同一体系域内
,

在不同沉积盆地 (如第 4
、

5
、

6 层序所代

表的时限内的扬子克拉通盆地和湘赣板内拉张盆地 )经历了不同的沉积特征和发展历程
。

同

时在同一盆地内 (如湘赣板内拉张盆地 )的不同部位
,

也有着不同的岩相古地理演化特点
。

另

外
,

在同一盆地内 (如湘赣板内拉张盆地 )在不同时期 (茅 口期和吴家坪期 )有着不同的沉积

面貌和演化特点
.

阶段性是指湘鄂赣二叠纪岩相古地理演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四个时期
。

早二叠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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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湘鄂赣二叠系第n 层序海浸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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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二叠世具有不同的岩相古地理演化杯点
,

但在有些方面又有可 比之处
,

如早
、

晚二叠世地

壳都有从稳定到活动的演化趋势
。

另外
,

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是
,

在扬子克拉通盆地中都是

由碳酸盐缓坡发展而成碳酸盐台地
。

综合起来
,

控制湘鄂赣二叠纪岩相古地理的主控因素是古气候
、

构造和海平面变化
。

1
.

古气候对岩相古地理的控制
:

湘鄂赣二叠纪岩相古地理与中国南方二叠纪的气候息

息相关
。

众多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南方二叠纪时位于赤道附近的低纬度 区
,

气候属于温暖潮湿

型
。

这 , 气候特征致使湘鄂赣二叠纪沉积特点为
:

①发育了一套温湿气候条件下的沉积组 合

和生物组合
,

如碳酸盐沉积
、

含煤陆源碎屑沉积
、

生物礁沉积和广泛发育的放射虫硅质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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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湘鄂赣二叠系第 11 层序高水位体系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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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②与温湿气候相关的沉积作用和类型广泛发育
,

如生物沉积作用
、

缺氧沉积和风暴沉积
。

③有利于化学风化
,

从而为海盆中提供大量的陆源碎屑物质和化学溶解物质
,

并形成象铝土

矿
、

海泡石和锰矿等矿产
。

2
.

构造因素
:

构造因素对岩相古地理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

如古构造形成的基底 的地形

决定后期岩相古地理的基本面貌和水域性质
;
地壳的活动性

,

如研究区可以分为稳定区和半

活动区
,

决定了其海域性质和沉积式样
。

扬子克拉通盆地为一稳定区
,

几乎全由浅水碳酸盐

沉积和陆源碎屑沉积
。

而湘赣板内拉张盆地为半活动区
,

它除了有碳酸盐沉积和陆源碎屑沉

积外
,

在很大的时限为一非补偿的饥饿盆地
,

主要为含放射虫
、

海绵骨针和空球虫的硅质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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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同时
,

同生断裂对岩相古地理控制作用也非常明显
。

在扬子克拉通盆地的鄂西地区
,

由

于同生断裂的作用
,

导致了长兴期第 10 层序的台盆环境和台地边缘生物礁的形成
,

形成了

颇具特点的鄂西生物礁群
。

其实
,

同生断裂对岩相古地理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

如它控制了一

些大型凹陷和隆起
、

深水沉积盆地的边界等
,

间接地对岩相古地理的面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
。

另外
,

构造运动对湘鄂赣二叠纪的岩相古地理起到了决定性和根本性的影响
,

如研究区

发生于早晚二叠世之间的东吴运动
,

改变了整个早二叠世的海陆分布和沉积格局
.

3
.

海平面变化
:

海平面变化对岩相古地理控制是极其重要的
,

它不仅控制了海陆分布

和沉积格局
,

而且决定了沉积类型和沉积式样
。

海平面的上升
,

使一些隆起
、

暴露地段沉没于

水下
,

如栖霞期中期第2 层序
,

使得研究区成为一片汪洋
,

除靠华夏古陆的地段
,

几乎全为清

水碳酸盐沉积
,

岩性
、

岩相和厚度均较一致
。

海平面的下降
,

导致一些地区上升成陆地
、

或暴

露
,

从而形成古风化壳和古溶喀斯特 (如茅口顶部 )
.

海平面的变化还影响着岩相古地理单元

的迁移
。

另外
,

海平面变化决定了沉积物类型和沉积体系域
,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
。

总之
,

某一地质时期一定区域的岩相古地理控制因素是多方面的
,

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

尤其是构造因素和海平面变化
.

4 沉积体系域模式

沉积模式实际上是对一个特定地质时期内的一定区域沉积环境的全面概括
,

也是对一

个沉积区内某一地质时期沉积式样和相带展布的高度浓缩
.

湘鄂赣二叠纪沉积式样的发展演化与中国南方二叠系沉积区的总体背景息息相关
。

中

国南方二叠纪时是一个位于古特提斯大洋中
,

四周被深水包围的巨型台地
,

在其周边有一系

列的水下隆起和古陆
,

当时的巨型 台地位于赤道附近的低纬度区
,

属热带
、

亚热带的温湿气

候区
。

但是在这巨型台地上存在着很大的分异
。

它发育在多种沉积盆地背景上
,

而表现出不

同的演化历程和沉积特性
,

从而决定了在不同时期
,

在沉积相带的展布 (沉积模式 )也有很大

的分别
。

湘鄂赣二叠系的沉积类型比较复杂
,

并有四种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
,

因而其沉积模式是

多种多样
,

难以一模概括
。

为了探索整个二叠纪沉积相的时空演化
,

将以层序为基本单元逐

一阐述每个层序 中的各个沉积体系域的沉积模式
,

即沉积式样和相带展布
。

栖霞期早期地层为第 1个 皿级层序所占据
。

由于加里东构造升隆
,

导致研究区大面积暴

露
,

只在湘南和江西的于都一带
,

该时期有沉积
,

构成了该层序的陆架边缘体系域
,

其沉积模

式如图 13 所示
。

尔后
,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

区内形成了统一的陆源碎屑和碳酸盐沉积共同发

育的沉积式样
,

其沉积模式为混积型缓坡
.

该模式的特点是
:
靠陆部分为碎屑岩

,

向海逐渐过

渡为碳酸盐岩
。

栖霞期中期和晚期的地层构成了第 2
、

3 个 皿级层序
。

该时限范围是研究区沉积式样和

沉积作用转换变革时期
,

控制其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海平面变化
。

第 2 层序的海侵体系域和高

水位体系域的沉积相带展布说明
,

其沉积模式为缓坡 (图 1 4 )
。

第3 层序开始发育时
,

由于湘

鄂赣板内拉张盆地的构造拉张
,

改变了区内的沉积式样
,

出现台盆相间模式 (图 15 )
。

台盆环

境中为硅质岩沉积
,

台地上为一套向上变浅的碳酸盐岩
。

茅口组的地层可分成 3个 I 级层序
,

即第 4
、

5
、

6 层序
。

第 4
、

5 层序发育时间范围内
,

其基

本的沉积模式为台盆和台地共同发育的沉积格局
,

即扬子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为硅质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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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欠补偿盆地
;
扬子克拉通盆地为碳酸盐台地

;
湘南一带为硅质沉积盆地

;
华夏克拉通边缘

盆地为浅水碳酸盆台地
.

在发育第6 层序的海侵体系域时
,

由于板内拉张盆地中同生断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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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强烈
,

产生差异性沉降
,

从而在沉水盆地中形成了弧立台地
。

同时
,

在鄂西地区
,

也因为同

沉积断裂活动而产生差异性沉降
,

形成了台盆环境
,

从而形成了在扬子北缘被动边缘
、

扬子

克拉通和板内拉张盆地范围内形成台盆相间沉积模式
,

而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则发育陆源

碎屑滨海环境 (图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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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
,

海平面发生下降
,

形成该层序的高水位体系域
,

从而出现了不同的沉积相带展布

格局 (图 1 7 )
。

此时
,

湘鄂赣地区出现两大沉积域
,

即碳酸盐沉积区和陆源碎屑沉积区
。

以乐

平
、

南昌
、

宜春
、

萍乡
、

涟原
、

清洲一线为界
,

以北的沉积海域 (覆盖扬子北缘被动边缘盆地和

扬子克拉通盆地 ) 以碳酸盐台地发育为主体
,

并有台盆深水环境
,

其沉积模式应为台盆相间

模式
。

该线以南为陆源碎屑沉积海域
,

为一陆源碎屑海岸沉积模式
,

由东往西为沼泽含煤相
、

滨海相 (前滨一远滨 )和滨外陆架浅海相
,

再往西则与开阔台地相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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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早二叠世末和晚二叠世之间的东吴构造运动
,

改变了早期沉积古地理面貌
,

因而

其沉积模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

一直保持深水欠补偿的硅质盆地环境的北缘被动边缘盆地
,

范围缩小
,

局部发生隆升而暴露
。

扬子克拉通盆地全部暴露而形成剥蚀区
,

形成分布广泛的

风化壳
。

在城步
、

武冈
、

清州一带出现古陆
。

在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和湘赣板内拉张盆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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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陆源碎屑充填型模式
,

由东往西为大陆冲积相和三角洲相
,

构成第7 个 l 级层序的低水位

体系域的沉积式样 (图 18 )
。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和构造活动
,

北缘的深水盆地范围迅速向南扩

展
,

扬子克拉通盆地迅速演化成浅水碳酸盐台地
,

在鄂西地区并发育成台盆深水环境
,

并在

边缘出现一套潮坪渴湖含煤碎屑岩建造
。

板内拉张盆地和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仍为陆源碎

屑充填区
,

由东往西为大陆冲积相
、

三角洲相
,

其总的沉积式样显示 出碳酸盐沉积和陆源碎

屑沉积共同发育的特点 (图 19 )
。

可能反应出研究区海盆边缘构造演化的差异
,

即海盆的北
、 `

西
、

南三个边缘
,

其构造应力应为拉张
,

而东可能为挤压升隆占主导
。

第 7层序的高水位体系

域沉积式样与海侵体系域基本一致
,

只是相带在范围上有所变化
。

第 8 层序的沉积相展布与

第7 层序十分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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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层序的时限范围为昊家坪期中一次大的海侵时期
,

改变了第 8 层序的岩相古地理格

局
。

扬子北缘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的深水盆地范围向南扩展
。

扬子克拉通盆地以浅水碳酸盐

台地环境为主
,

其中的台盆深水环境较前期有所扩大
。

湘鄂赣板内拉张盆地也从三角洲相变

为陆架相
,

局部成为台盆环境
。

华夏克拉通边缘盆地则为滨海相 (占主体 )和冲积相所占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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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沉积构成了混积型缓坡模式 (图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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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湘鄂城二登系第 9层序高水位体系域沉积式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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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和第n 两个层序构成了长兴期的地层层序
,

两层序的沉积演化代表了长兴期的岩

相古地理面貌的变迁
。

第10 层序和第n 层序发育时期
,

由于海平面的急剧上升
,

使得早期的沉积环境发生重大

的改变
.

整个湘鄂赣地区演化成以碳酸盐沉积占绝对主体
,

只在靠华夏边缘有一展布狭窄的陆

源碎屑潮坪相带
。

碳酸盐台地也由缓坡型台地演化成镶边台地
。

这一变革的主要特征是表现为

台地边缘相
、

台地边缘礁滩相和台地边缘斜坡相的大量发育
.

同时可以清晰分出碳酸盐台地的

微相 (图 2 1 )
.

长兴期末期
,

即第n 层序的高水位体系域的沉积相带与海侵体系域一致
,

只是

有些相带的展布范围有所改变
。

根据这些沉积相带的展布可以看出
,

长兴期的总的沉积式样

应为台盆相间模式
,

局部有陆源碎屑沉积
,

此时深水盆地环境在整个二叠纪时期达到最宽
。

而此时的碳酸盐台地模式不是早期的缓坡型模式
,

代之为镶边碳酸盐台地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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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湘鄂赣二叠系第 n 层序海侵体系域沉积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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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
,

湘鄂赣二叠系沉积模式相对较复杂
,

但也有其规律可循
。

从碳酸盐台地的生

成和发育看
,

早晚二叠世的生长历史具有相似性
,

它们均是以陆源碎屑岩为垫板
,

历经缓坡
,

而发育成为台盆相间的沉积式样
。

但早二叠世的碳砖盆 介地为缓坡型台地
,

而晚二叠世的碳

酸盐台地为镶边台地
,

因而在沉积微相带方面有较大的差别
。

从碎屑岩的沉积模式来看
,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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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二叠世有较大差别
。

早二叠世以陆屑滨岸沉积环境占主体
,

而晚二叠世以三角洲充填序列

为其代表
。

造成这些差别是因为盆地性质或者盆地演化阶段的差异和海平面升降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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