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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皖地区茅 口阶和上二叠统沉积相

王文耀
(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华东石 油局 )

【内容提要〕 苏浙皖地区茅口阶和上二盔统各组普遍穿时
。

进入茅口期 `一改栖霞期广襄平坦

的碳酸盐台地面貌
,

三角洲
、

浅海和碳酸盐台地分割清楚
,

来自华夏古陆和鲁东古陆的碎屑和清

水的底栖生物成为塑造全区古地形的主要物质
。

冷坞海绵圆丘礁微相展布显示区域古地理格

局
,

区内孤峰组生物一岩相变化揭示茅 口期早时古地理差异
。

上二益统陆屑明显减少
,

全区呈现

碳酸盐台地和陆棚两个相带
,

其切变部位可能是江南断裂确切位里
。

关钮词 沉积相 茅口 阶和上二叠统 苏浙皖

根据多重地层理论进行的研究表明
,

茅 口阶和上二叠统各组具有明显的穿时特征 (图

1 )
。

以与其它组普遍关联的龙潭组为例
,

从东向西
,

其底界 (即孤峰组顶界 )由茅 口早期变至

茅 口晚期 1j[
,

顶界 (即长兴组和大隆组底界 )
,

由吴家坪期末变至吴家坪期初
,

在江阴一宜兴

砺山一带延至长兴期末
.

茅 口阶与上二叠统的界限
,

位于
“ C 煤层

”
与

“ 压煤灰岩
”

或
“ 四灰

”

之

间
,

反映由海退层序向海进层序的转折 21[
。

图 1 苏浙皖P I一P :

岩石地层时空分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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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皖地区茅 口期和晚二叠世地形分割明显
,

沉积相带交替有序 (图 2 )
。

1 茅 口阶

进入茅 口期
,

本区一改栖霞期广裹平坦的碳酸盐台地面貌
,

三角洲
、

浅海
、

碳酸盐台地分

割清楚
,

来 自华夏古陆和鲁东古陆的碎屑
,

以及清水底栖生物成为塑造全区古地形的主要物

质 (图 3 )
.

. 本文 1 9 9 7 年 1 1 月 18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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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111谈胶盐 111台地 一一 ~ 局限台地~~~

`̀ 陆栩边缘 ,, ~ 陆栩一一 ~
开阔台地一一 岸礁礁 粒屑屑 妈湖湖

盆盆地地地地地 滩滩滩

岩岩石石 放射虫硅质岩岩 泥岩岩 微晶生物屑灰岩岩 海绵绵 亮晶晶 灰岩岩 中砂岩岩 泥岩岩

类类型型 硅质泥岩岩 夹硅质岩岩 生物屑微晶灰岩岩 骨架架 粒屑屑 泥岩岩 杂细砂岩岩 煤煤
碳碳碳质泥岩岩 生物屑徽徽 含生物屑微晶灰岩岩 灰岩岩 灰岩岩 硅质 (化 )岩岩 夹微晶生生 含菱铁鲡软泥岩岩

央央央凝灰岩岩 晶灰岩岩 部分含泥质质 角砾砾 微晶晶 云岩岩 物灰岩岩 粉砂岩岩
徽徽徽徽晶灰岩岩岩 状灰灰 粒屑屑 及其过渡类型型 粉砂质泥岩岩 细一中一粗砂岩岩

粉粉粉粉砂岩岩岩 岩岩 灰岩岩 夹粉砂岩
、

含菱菱菱菱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结核核核核

颇颇色色 黑黑 深灰灰 灰灰 浅灰灰灰 灰灰 灰 白白 黑黑
深深深灰灰 灰灰 深灰灰 灰灰灰 深灰灰 深灰灰 浅灰灰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结结构构 徽 晶晶 泥质质 生物屑 (大小不均 ))) 海绵绵 砂屑屑 徽晶晶 砂质质 泥质
、

砂质质
泥泥泥质质 徽晶晶 微晶晶 骨架架 生物物 泥质质 少量生物物 撕裂状泥砾砾

粉粉粉粉砂砂砂 砾屑屑 屑屑 生物屑 《细小 ))) 微晶晶晶

生生生生生生物物 亮晶晶 生物屁屁屁屁
屑屑屑屑屑屑屑 徽晶晶 交代残余余余余
微微微微微微晶晶晶晶晶晶

构构造造 水平纹层层 水平纹层层 厚层层 厚层层 厚层层 薄层水平层理理 大型交错层理理 水平纹层层

韵韵韵律层理理 薄一中层层 块状状状状 水平纹层层 砂纹层理理 薄互层层理理

水水水水平层理理 生物周无定向向向向 (生物屑定向 ))) 水平一直立立 透镜层理理
生生生生物扰动动动动动 藕节团块块 虫迹迹 压扁层理理

水水水水平虫迹迹迹迹迹 盛层石石石 双向砂纹层理理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刷面面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裂裂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物扰动动

生生物物 放射虫虫 放射虫虫 腕足足 海绵绵 红藻藻 红藻
、

绿藻藻 植 屑屑 叶
、

根根

海海海绵骨针针 菊石石 棘皮皮 腕足足 绿藻藻 有孔虫
、

小双壳壳 少量腕足足 植屑屑
菊菊菊石石 腕石石 缝缝 珊瑚瑚 有孔孔 部分腕足足 趁趁 舌形 贝贝

珊珊珊珊瑚瑚 珊瑚瑚 棘皮皮 虫虫 棘皮
、

珊瑚瑚 菊石石 介形虫虫

有有有有孔虫虫 红燕燕 红藻藻 棘皮皮 植屑
、

少量昆虫虫虫虫

绿绿绿绿绿藻藻 绿藻藻 腕足足足足足

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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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黄海
,

西界为盯胎一六合西一含山一宣城周王一桐庐一线
。

包括江苏
、

浙北和皖中

东部
。

茅 口阶以龙潭组下部为主
,

次为孤峰组
。

江南由东南向西北减薄
,

无锡一吴县东 山为

4 0 0m 左右
,

南京一宜城为 Zo o m 左右
;
江北由北向南减薄

,

滨海北大于 6 0 0m
,

夭长仅 l o o m
。

主体相为三角洲
.

龙潭组下部由下向上显示前三角洲
、

三角洲前缘
、

三角洲平原 3 个亚相
。

本

区以仪征一宜兴西一广德一线为界
,

东为三角洲平原亚相
,

西为三角洲前缘亚相
。

桐庐冷坞分布有 30 m 厚海绵圆丘礁
〔 3〕 ,

其微相 (后礁
、

礁核
、

前礁 )展布序次
,

显示东南为

陆西北为海的区域古地理格局 (图 4 )
.



3 8
岩 相 古 地 理

( 1 )

尸了牙/

0 滋两
沪。 尸

、 代岁

尹产

一 心`

z,
九勺J̀咭

团团口团

合吧

@

,

悦
一 30 0 , 亡

堪县

卜海 O

/ 今久
、

尹 夕
/

·

尹
.

`

/

`

才
/才

宿松
尹

叁
/

-

找于
S h

/

P

声 力
/
/

/
/ 0

屯薄 //
`

/ /
/ /
厂卞

, 。

/

1
.

P蟹主耍分布区
, 2

.

相带界线
, .3
图3 苏浙皖茅口阶沉积相图
亚相界线

, 4
.

P于厚度线 ( m )
.
.D

灼 9
.

3 M
a o k o u

1= m id d l e E
a r ly eP

r m认n

a n s e d ime
n t a r y fa e

i
e s m a p

三角洲相
.

hS
.

陆橱相
. P

.

台地相

3 t r a t a ; 2= fa e i
e s

be l t
i n t he

Ji
a n g s u 一 Zh e

ji
a n g

一

nA h u i
r e g l o n

m id d le E a r l y eP
r m i a n s t r a t a

b o u n d a r y , 3 = 吕 u baf e ie s b o u n d

( in m ) , D二 d e l t a i e fa e ie s .
hS

a r y , 4= i
s o P a e h o f t h e

= s

he l f fa e ie令 , P = P l a t fo
r m af e ie s

.

-
之` S E

昌
;

固
,

田
,

曰
;

曰
5

一
:

麟粼蒸淞
t e r n Z h ej i

a n g

;



19 9 8年 ( 1 ) 苏浙皖地区茅口阶和上二叠统沉积相

1
.

2 巢县
一

贵池陆棚相带

东邻滨海
一

湖州三角洲相带
;
西南侧为彭泽台地相带

;
西界北段为郊庐断裂

,

南段为宿松

一祁门西南一线
。

茅口阶仍以龙潭组下部为主
,

但孤峰组厚度 比值明显增大
。

且龙潭组下部前三角洲厚度

比值相应增大
。

茅 口阶 100 ~ 50 0m
,

由东南向西北减薄
。

主体相为孤峰组显示的陆棚相
。

其中巢县一太湖一线以西为陆棚边缘盆地亚相
。

1
.

3 彭泽台地相带

位于本区西南隅
。

东
、

北两侧为巢县
一

贵池陆棚相带
.

茅口阶为茅口组藻灰岩和粒屑灰岩
。

厚约 2 00 一 3 00 m
,

由东北向西南增厚
.

上述系全区茅 口阶沉积相概貌
。

孤峰组特征则显示茅 口期早时全区沉积相差异
。

茅 口

期初
,

海平面猛烈上升
,

全区处于浪基面之下
,

但各地海水深度不同
,

浅海作用时间长短 不

一
。

巢县处于陆棚边缘盆地环境 (图 5 )
。

孤峰组岩性为黑色放射虫硅质岩
、

深灰色硅质泥岩
,

夹凝灰岩
,

含沥青
,

水平纹层及韵律层理发育
,

产丰富的飘游动物化石
,

包括放射虫
、

菊石及

较多的硅质海绵骨针
。

放射虫在岩石中的含量往往超过 50 %
。

反映沉积环境异常宁静
,

沉积

界面位于氧化界面以下
,

远离古陆
,

属饥饿型的陆棚边缘盆地
,

陆源物质很贫乏
,

沉积速率很

低
。

另外
,

孤峰组的沉积物除生物颗粒就是泥质
、

硅质
,

成岩压实作用 引起的厚度缩减是可观

的
。

尽管如此
,

孤峰组在茅 口阶的厚度比例仍然占 34 % (图 6 )
。

因此巢县陆棚边缘盆地发育

历史可能跨茅 口早期至晚期
.

岩相类似的孤峰组在宿松坐山占茅 口阶52 %
。

巢县

!

宜城

{
广德 临安
! !

桐庐

川之〔习二夕 6 女乏二 轰奉凛
较深 水陆栩一一一

一浅水陆。一斗一一- 较深水陆。
.

— 州
边缘盆地

图5 茅口期早时沉积相及古构造示意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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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县东山
,

孤峰组岩性为深灰色含硅灰质泥岩夹薄层灰绿色泥质粉砂岩
,

薄层水平层

理 ;产腕足类底栖动物化石
,

反映水体盐度正常
,

沉积界面位于浪基面与氧化界面之间
,

属浅

水陆棚环境
。

由于临近华夏古陆
,

陆源碎屑供应充足
;
随着古陆由东向西推进

,

浅水陆棚环境

维持不久
,

被三角洲沉积体系所取代
。

因此孤峰组厚度仅占茅 口阶 3 %
,

年代当属茅口早期
。

贵池一南京一带
,

孤峰组岩性为硅质泥岩夹硅质岩及灰岩
;
水平纹层及薄层水平层理 ;

产飘游菊石
、

放射虫及腕足类等底栖动物化石
。

沉积环境属较深水陆棚
.

该区孤峰组占茅 口

阶的厚度比例介于上述两类剖面之间
.

在桐庐冷坞
,

类似岩性和生态 的地层占茅 口阶 14 %
。

2 上二叠统

以C 煤层顶为界限
,

苏浙皖地区进入晚二叠世海进期
。

以南通西一宜兴一歇县一线为

界
,

划为两个相带 (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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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坐山 11几宁 天宝山 昊县东山 桐庐冷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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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石煤层段

东坞里段

黑

图 6 苏浙皖孤峰组厚度变化
F i g

.

6 V a r
i
a t i o n s

i n t h i e k n e s s o f t h e G u f e昭 F o r m a t i o n i n t h e
J ia n g s u 一 Z h e

ji
a n g

一

A n h u i r e g i o n

2. 1 无锡
一

苏州台地相带

上二叠统包括长兴组和龙潭组上部
,

属浅水或滨岸沉积
,

其中以长兴组碳酸盐台地为代

表
。

上二叠统厚 150 ~ 3 50 m
,

由东南向西北减薄
。

长兴组灰岩一般以浅灰
、

浅褐灰
、

灰色为主 ;以颗粒支撑的颗粒岩和泥粒岩为主
;
厚层或

块状层理
;
富含竣

、

有孔虫
、

腕足类
、

苔醉虫
、

珊瑚
、

海绵
、

水媳
、

棘皮
、

介形虫
、

腹足类
、

瓣鳃类

和钙藻等底栖生物化石碎片
。

说明台地水较浅
,

水动力较强
。

台地边缘无锡篙山发育海绵

礁匡
。

部分地区如长兴葆青一带
,

长兴组灰岩为深灰
、

灰黑色薄一中层粒泥岩
,

底栖与漂游生

物共生
,

反映水体较深
,

水动力弱的台凹环境
。

长兴组厚20 一 160 m
,

由东南向西北减薄
。

.2 2 巢县
一

江阴陆棚相带

上二叠统在大部分地区为大隆组
,

在西南隅包含吴家坪组
,

在东南缘江阴一砺山一带演

变为龙潭组上部
。

上二叠统厚 50 ~ 1 50 m
,

由东南向西北减薄
。

上二叠统主体相为以大隆组和东南缘龙潭组上部所代表的陆棚相
。

大隆组 以黑色泥岩
、

硅质泥岩为主
,

夹泥质粉砂岩
、

隧石层及泥灰岩透镜体
。

富含有机质
。

薄一中层状
,

水平纹理

发育
。

以产浮游和假飘浮生物如菊石
、

鹦鹉螺
、

薄壳型腕足类
、

放射虫为主
,

底栖生物仅有少

量适应还原环境的腕足类iL
n g “ la 和瓣鳃类〔 5〕 。

反映深水陆棚的沉积环境
,

水体深
,

沉积界

面位于氧化界面之下
。

江阴一砺山一带相当的地层为龙潭组上部黑色
、

灰黑色泥岩
、

粉砂岩
,

夹薄层和透镜状

细砂岩和灰岩
。

水平纹理及韵律层理发育
。

以产浮游和假飘浮生态的菊石和薄壳型肺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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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苏浙皖上二叠统沉积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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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属种单调
,

个体量少
,

沉积环境属近台陆棚
,

水体较深
,

沉积界面位于浪基面之下
,

水体循

环差
。

3 结论与认识

①苏浙皖地区茅 口期主要为三角洲一陆棚环境
,

呈海退沉积序列 ;在晚二叠世海水漫浸

全区
,

呈碳酸盐台地一陆棚环境
,

以清水沉积为主
。

②茅 口期一晚二叠世沉积中心在皖南江

北和沿江地区
,

沉降中心在苏锡地区和滨海一带
。

③南通西一宜兴一款县当是江南断裂的确

切位置
,

其同沉积活动则控制两侧茅 口阶一上二叠统厚度以及上二叠统岩相的巨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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