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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晚泥盆世台槽相沉积特征
陈志明 杨培基 潘正莆 侯 奎 刘国梁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
,

北京 )

加里东运动之后
,

前泥盆纪华南地槽回返褶皱成 山
,

结束了地槽沉积
,

开始转入相

对稳定的地台沉积
。

早泥盆世沉积了一套陆源碎屑建造
,

中泥盆世地台又开始活动
,

明

显地表现在浅水和极浅水的碳酸盐台地 中分布着一种特殊的较深水沉积相
,

引起 了许多

沉积学者的注意
,

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

对该沉积相的命名
、

分布特点及形成机理持

有不同的看法
。

这种较深水沉积相是在碳酸盐台地中或台地间呈槽状和条带状展布
,

作者把它命名

为台槽相
。

本文试图对这套沉积相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

欢迎批评指正
。

一
、

沉 积 背 景

由于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中国南部的古地理 发生了重大改变
,

曾为海域的黔北
、

鄂东

以及四川大都隆起为陆
,

没有接受泥盆纪沉积
。

湘
、

桂
、

粤地区在褶皱升起 后
,

北缘为

雪峰古陆
,

西为牛首山古岛
,

西南端为越北古陆
.

中南部为云开古陆
,

东南侧为华夏古

陆
.

古陆之间的坳陷区接受沉积
。

坳陷区内主要构造线方向为北东一 南西向
.

其次是北西一南东向
。

如湖南前泥盆纪

复背斜和复向斜基底上产生城步
一
新化

、

新宁一邵阳
、

零陵
一
衡阳等一系列平行分布的长期

活动的北东 向基底断裂
,

有些断裂直插桂北
。

广西大体有二组构造
。

一组是北东向的
;

另一组是北西向的
,

如南丹
一
忻城基底断裂

、

巴马一上林一博白基底断裂 等 构 成 的 构 造

带
。

在上述古构造背景上沉积了泥盆系
。

泥盆系的发育和岩相分异受着基底构造控制
。

自中泥盆世 东岗岭期碳酸盐沉积开始
,

在广西
、

湖南等地出现 了两套同期异 相 的 沉 积

物
。

南丹型和象州型 代表着两个迥然不同的沉积相 ( 图 1 )
。

前者为台槽相呈
“条条

” 延伸
; 后者为碳酸盐台地相呈

“

块块
” 展布

。

南丹型代表浅海较深水沉积
,

由黑色泥岩
、

瘤状灰岩和硅质岩等岩类组成
,

缺乏底

栖生物
,

富产浮游生物
。

象州型是一套浅水碳酸盐 台地沉积
,

由灰岩
、

自云质灰岩
、

生

物屑灰岩等岩类组成
.

富产底栖生物
。

二
、

沉积序列特点

华南湘
、

桂地区 中晚泥盆世碳酸盐台地内分布的台槽
,

由于受古地理位置
、

水的深度

及流态的影响
,

明显地反映出沉积序列的变化特点
。

中泥盆世晚期
,

湘桂地区台槽的发育程度和下沉幅度控制了不同类型沉 积 物 的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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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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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晚泥盆世沉积相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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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新邵周家湾剖面
,

主要是一套泥质岩
、

泥灰岩和瘤状灰岩组合
,

在剖面上呈韵

律产出
,

一般下部以泥岩 (或页岩 ) 为主
,

而上部则以泥灰岩和瘤状灰岩为主
。

湘西南城

步铺头剖面以泥灰岩(或泥质灰岩 )为主
,

间夹瘤状灰岩
。

向上的局部层位 (剖面 的中下

部 ) 瘤状灰岩略有增加趋势
,

与泥灰岩呈韵律产出
。

而桂西北南丹大厂
、

罗富一带台槽

沉积序列
,

不但与湘中
、

湘西南不 同
,

而且与桂南也不相同
。

大厂
、

罗富一带
,

主要是一

套泥岩
、

泥灰岩组合
。

剖面下部为泥岩
;
剖面上部为泥岩间夹泥灰岩

,

有些层段是泥岩

与泥灰岩呈韵律产出
。

桂南的南宁五香岭剖面
,

却与其它地区的沉积序列完全不同
,

主

要为一套硅质岩组合
。

综上所述
,

湘
、

桂中泥盆世台槽沉积序列因地而异
。

造成这种分异现象
,

很难用构

造振荡运动或海面升降变化解释
。

而沉积物补给的变化
、

盆地底部地形的变化和沉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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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如台槽的横向迁移和加积作用等 ) 可能是主导 的因素
。

湘
、

桂晚泥盆世台槽沉积序列颇为近似
。

剖面的下部为硅质岩
; 中部为扁豆灰岩或

条带灰岩
; 上部为泥质灰岩

、

泥灰岩
。

如桂西南下雷一灵塘台槽
,

沉积序列 的 垂 向 变

比
,

首先沉积的是硅质岩
、

硅质灰岩和硅质页岩
,

向上为条带状
、

扁豆状灰岩
,

最后以沉

积泥质灰岩及灰质泥岩而告终
,

碳酸锰矿层赋存于条带状
、

扁豆状灰岩递变为泥质灰岩
、

硅质泥岩的过 渡带 ( 图 2 :
、 )

。

而桂西北南丹台槽沉积序列也大体遵循这一规律
,

沉积

序列由下而上变 化是
:

硅质岩一条带灰岩一泥质灰岩
:

大 厂锡
、

硫化物矿体产在宽条带灰

岩递变为细 条带 灰岩的过渡带 ( 图 Z B )
。

湘酉南城步铺头台槽沉积序列变化情况则略

仃不同
.

即从硅 质宕向泥质灰宕的过渡带
,

未出现扁豆灰岩或条带灰岩
,

其空间却被黄

铁矿层所占据 ‘ 图 Z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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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对晚泥盆世台槽沉积序列的详细研究
.

对寻找有关的矿床具有重 要意义
。

三
、

主要岩石类型及其沉积构造特征

组成台槽阳的岩石种类较多
.

其主要的岩石类型有
:

泥灰岩
、

泥质灰岩
、

泥岩 ( 或 贝

者 )
、

瘤状灰岩 (或扁豆灰岩 )
、

条带灰岩
、

泥晶灰岩和硅质岩等
。

这些岩类组合代表

泞台槽相的墓本特 证
。

反映台槽环境的沉积构造有
:

纹层状 构造
、

条带状构造和瘤状构

造等
。

( 1 ) 泥灰岩 分布十分广泛
.

rtlj 面上常与瘤状灰岩或泥岩间互产出
,

显示韵律

公理构造
。

主要成分为方解石
.

其次为水云母
、

石英碎屑和有机质
。

有机质呈星点状或云

雾状分布
:

方解石呈 泥晶
一
微晶状

.

石英碎 屑略大一些
.

最大的粒径也不超过 0
.

02 8毫米
。

依方解石和水云 母含量多寡不同而构成泥灰岩或泥质灰岩
,

两者呈渐变 关 系
。

具 纹 层

状构造
:

( 2 )泥岩 区内发育程度很不均一
:

以中泥盆世南丹台槽为例
.

泥岩约 占整个 fflJ 面

的 9。多
。 ,

l(rf 其它 的台槽则分布较少
。

湘中周家湾剖面 下部通常发育有几十米厚的黄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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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叶理清 楚
,

主要由水云母组成
。

南丹罗富剖面下部为泥岩
,

上部是泥岩夹泥灰岩及

硅质岩
,

向东南延伸至大厂一带
,

则出现一套含碳质较高的页岩
,

与泥灰岩间互产出
。

泥岩矿物成分比较单一
,

主要为水云母及有机质
。

具微细纹层构造
,

是 由水云母定向排

列或水云母与玉髓的细纹层交互而成
,

纹层厚度不到 1 毫米
。

( 3 ) . 状灰岩 (或扁豆灰岩 ) 主要分布在湘中
、

湘西南及 广西若干 地 点
。

在剖

面上通常与泥灰岩间互产出
,

或呈夹层产于泥灰岩中
。

瘤体为似塑性体的飘带状
、

似结

核状沿层理断续展布
,

宽度为 1 一 5 厘米
.

长度不等
.

为 1
.

5一 15厘米 (图版 I
,

1 )
:

瘤体 由

泥晶灰岩组成
,

瘤体周围为泥灰质条带或泥质条带所环绕
:

作者选择以泥灰质为基质的瘤

状灰岩进行剖析
,

分别对其瘤体和基质作化学分析 ( 表 1 )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两者成

分颇近 似
,

唯其基质中5 10
:

的含量略高于瘤体
,

说明这种瘤状构造并非是物质来源不同所

造成的
,

成因还 不清楚
。

桂西南地区
,

扁豆灰岩中常见到水下滑动构造 (如卷曲层理 )l )
,

说明是在较深水的坡度较大的海槽里 形成的
。

条带状灰岩主要分布在桂西北和桂西南等地区
。

条带灰岩中的黑
、

自条带有规律地

间互产出
,

且条带较规则
,

沿层理方 向延展性好
,

一般延展长度达 10 厘米以上
。

条带宽

度不一
,

为 2 一 20 毫米
。

根据条带宽度可以细分为
:

细条带灰岩和宽条带灰岩
。

条带越

细越规则
,

而宽条往往不规则
,

形态则与瘤状灰岩相似 ( 图版 I
, 2 )

。

这些现象有助

于说明瘤状灰岩和条带灰岩形成条件颇近似
。

条带灰岩中的白条带为纯净的泥晶
一
微晶灰岩

,

主要成分为方解石
,

颗粒较细
,

黑色

条带为钙泥质条带
,

主要成分为水云母
,

其次为方解石和有机质
。

作者对同一块条带灰

岩标本
,

分别选取黑色条带和白色条 带作化学分析 ( 表 2 )
,

从表 2 所示
,

两者成分相

差悬殊
,

显然代表两种不同的物源
。

这种条带状构造
,

很可能是在较深水的宁静海槽中

由两种不同物源周期性更替沉积而成的
。

此外
,

还有泥晶灰岩中的硅 质条带和硅质岩中

泥质条带等构成的条带状构造
。

泥晶 灰岩 (白云岩 )中的硅质条带薄者仅0
.

5厘米
,

厚者可

达 9 厘米以 仁
.

但一般为 1 一 3 厘米
。

走向延伸十分稳定
,

镜下观察
,

硅质条带主要 由

玉髓组成
,

与围岩 (泥晶一微晶灰岩
,

白云岩 ) 界线比较平直
。

围岩中有较多竹节石
,

进

入硅质条带突然减少
,

往外又逐渐增加
,

表明环境有一突变
,

硅 质条带应为原生沉积成

因
。

条带一般薄而稳定
,

表明沉积环境相当平静2)

( 4 ) 硅质岩 分布范围广泛
,

在湘中
、

湘西南
、

桂西北
、

桂南以及桂西南台槽中

均有出露
。

南宁五香岭一带的硅质岩
,

主要由玉髓
、

微粒石英 ( 图版 I
, 8 ) 组成

,

并有

少量的粘土矿物和呈星点状分布的氧化铁
,

颗粒较细
,

粒度分布范围 0
.

00 4一 0
.

08 毫米
,

而较多的玉髓
、

微粒石英的粒级集中在 0
.

0 04 毫米左右
,

而较粗大的石英
,

往往是 重 结

晶造成的
。

硅质岩中富产竹节石及放射虫
,

普遍硅化
。

时代略老一些的中泥盆统塘丁组硅质岩
,

根据少数标本观察其重结晶作用明显
,

除

了生物体腔内被硅交代发生重结晶外
,

基质也发生重结晶作用 ( 图版 I
,

3 ) 大都为微

粒石英
,

大小为0
.

0 34 一。
.

06 8毫米
,

而生物体腔内或孔洞中重结晶的石英较大
,

一般为

0
.

05 1一 0
.

22 毫米
。

有趣的现象是生物体腔内或孔洞内脱水程度不同
.

其外缘先重 结 品

1) 树皋
, 1 9 8 0 ,

桂西南地 区晚泥盆世 岩相古地理 特征及锰 矿沉 积环 境的 初步探讨
。

]) 沈德麒
、

陈刚
, 1 9 81

,

湘
、

桂
、

粤区 中泥 盆世末期的台盆 沉积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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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英
,

中心部分仍为玉髓 ( 图版 I
,

4 )
。

石英之间均匀分布着似尘埃状方解石
。

南丹大厂的硅质岩
,

普遍含较多的方解石
,

呈星点状分布
,

大都为半 自形
一
自形 晶

(图版 1
.

5 )
,

大 ,J. 为0
.

0 3 4一 0
.

0 0 8 5毫米
,

含量约 5 一10 %
,

并有方解石交代硅质的

现象
。

当 /l’解石的含量增高时
.

就会出现硅钙质条带与含钙硅质条带间互产出
.

形成条

带状构造
。

作者对湘
、

桂 几个地区的硅质岩 作了化学分析 (表 3 )比较
,

以南宁五香岭
、

城步铺

头的硅质岩较纯
,

不含碳酸钙
,

而大厂
、

下雷硅 质岩都普遍含一定数量的碳酸钙
,

说明

硅的沉淀并未超过碳酸钙非补偿线
,

其水深显然要比五香岭
、

浦头等地浅一些
。

硅质岩中发育微细的纹层状构造及细条带状钩造
。

四
、

湘
、

桂地区台槽相与环境分析

由于基底断裂 (和同生断层 ) 的影响
,

湘
、

桂地区 中
、

晚泥盆世出现了相对较深的

台槽 ( 海槽 )
,

呈舌状延伸或槽状婉蜒于碳酸盐台地之中
。

台槽相与碳酸盐台地相界线

大都为突变关系
,

且在厚度上各具特点
。

台地沉积
,

尤其是台地边缘 (鲡滩或礁 ) 沉积

厚度巨大 (如大新台地边缘龙马村附近厚达 1 7 0 0余米 )
,

而台槽相沉积厚度比台地相要

薄得多
,

一般为3 00 一 6 00 米左右
。

恨据不同的岩类组合
,

大致可分 以十
‘

儿种岩相
:

( 1 ) 泥岩泥灰岩相 )
’
一

泛发育在湘 中
、

湘西南
、

桂西北等地区
。

上要由粉砂质

泥岩
、

泥灰岩
、

泥质泥晶灰岩及泥晶灰岩组成
。

生物稀少
.

主要有 竹节石
、

介形虫和薄

壳小型的腕足类
、

瓣鳃类和腹足类
。

每类岩石中生物组合都较单调
。

有的仅富集于数十

厘米厚的层中
。

腕足类常凸面向上密集分布
。

泥灰岩及泥晶灰岩中瘤状构造发育 (图版 I
,

1 )
: “

有时在生物稀少或仅含有浮游生物的泥晶灰岩
.

叶片状泥灰岩中会突然出现一层

介壳灰岩
。

介壳成分以腕足类为 仁
.

大多凸面向 匕 反映流水特点
.

含量可达 t0 一刘
” , 。

这种介壳灰岩也常具有瘤状构造
,

很可能与富碳酸钙的洋流活动有关
” 。 ’)

( 2 ) 黑色泥岩相 广泛分布在桂西北南丹一带
。

主要 由黑色泥岩
、

硅质泥岩和

钙质泥岩组 成
,

夹有少量硅质岩条带
。

富含有机质及分散的黄铁矿
。

平行纹 层 构 造 发

育
.

在硅质和泥质条带间互产 出的地方
,

则出现条带状构造
。

缺少底栖生物
,

浮游生物

仃竹节石
、

菊石
、

三叶虫
、

杆石
、

小型薄壳腕足类和介形虫等
。

( 3 ) 硅质岩相 )
’ 一

泛分布在南宁附近及以南地区
,

其它 台槽亦有分 (lj
.

时代从

泥盆纪一直延续到石炭纪
。

岩性 为一套单一的薄层状硅质岩及硅质泥岩
。

常具有层纹状

构造
,

部分具串珠状层理
。

常见的浮游 生物有竹节石 ( 图版 I
, 6 )

、

杆石
、

三叶虫和

故射虫 ( 图版 I
,

丁 )
。

( 4 ) 硅质岩扁豆状灰岩相 主要发育于湘
、

桂晚泥盆世海 槽中
。

主要由含竹节

石硅质岩
、

含放射 虫硅质岩
、

扁豆状灰岩
、

泥灰岩和粉砂质泥岩组成
。

主要产竹节石
、

放射虫
、

菊石和小型薄壳腕足类等生物
。

大厂剖面上部的粉砂岩 夹层局部见有递变层理
.

底部有槽模
、

沟模
,

显示浊流沉积特点
。

沈德麒等 ( 19 8 1 ) 在其池地方尚见有浊积岩所

l )之七德麒
、

陈 J弓JJ
, l‘吕1 , , ,

}!
、

址
、

弓
.

区
r

l
l

泥盆 1比才之明的台盆沉干以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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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鲍马序列
,

但仅见递变层与平行纹层
,

缺失变形纹层段
。

浊积砂岩夹于较深水的

瘤状灰岩中
,

有时序列顶部还有少量微薄层泥岩
。

前面提到台槽相与台地相之间界线大多是突变的
,

但也有过渡相区出现
,

靠近台槽

一侧有明显的前缘斜坡相
。

如广西六景东岗岭组碳酸岩地层
,

是 由薄板状含泥质条带灰

岩夹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

具有浅海底栖生物和广海浮游生物 ( 如 竹节石 ) 混 生 的 生 物

群
。

纹层构造
、

水平层理发育
。

富含竹节石
,

其次有珊瑚
、

腕足类
、

棘皮类
、

三叶虫和

介形虫等
,

一般顺层理定向分布
,

代表斜坡上较平静的深水沉积
。

生物碎屑灰岩主要为

砾屑生物屑亮晶灰岩和砾屑生物 屑泥晶灰岩
,

呈透镜状或厚怪状夹在薄 板状灰岩中
.

以具

有大量层孔虫砾块及其它生物屑
,

并和内碎屑杂乱堆积为特征
.

具 有明显的 角砾状 沟造
.

其中有的可能是塌积产物
。

除层孔虫砾块外
.

还有珊瑚
、

腕足类
、

棘皮类
、

三叶虫
、

腹足类
、

及介形虫等碎屑
。

和前类岩相比较 竹节石显著减少
。

内碎屑以砾屑为主
,

砂屑为次
。

各

种碎屑大小差别较大
,

大者可达 5 、 1 0厘米一 1 0 火 2 0厘米
。

局部略显粒级序列结构
。

少公

孔虫砾块和珊瑚砾块具有明显的磨损特征
,

说明许多底栖生物碎屑可能是从台地边缘搬

运来的异地分子
。

综合上述
,

泥灰岩
、

泥岩
、

瘤状灰岩 ( 或扁豆状灰岩 )
,

条带灰岩和硅质岩是台槽

相特征的岩类组合
。

层纹状构造
,

条带状构造
,

代表较深水宁静的沉积环境
。

瘤状构造

的成因争论较大
,

争论的焦点是深水沉积还是浅水沉积
。

如麦克丹尼尔推测
,

瘤状泥质

灰岩是盆地环境的一种构造特征
。

加里森和费希尔认为奥地利阿尔卑斯的阿德纳特瘤状

层 是 在 很 深的水中形成的
。

威尔逊却认为
,

这种构造是滨海浅水环境的一个特征
。

显

然
,

控制瘤状灰岩形成的环境不只一种
。

因此
,

确定瘤状构造形成的环境
,

既考虑瘤状

灰岩本身的成分
、

组构特征
,

又要结合垂向序列特点分析其沉积环境
,

才能作出正确的

判断
。

从本区来看
,

瘤状灰岩总是产在台槽相沉积相中
,

可作为台槽相一个较可靠的标

志 ( 沈德麒等
, 1 9 8 1 )

。

台槽相中富产竹节石
、

菊石
、

杆石
、

介形虫和放射虫等浮游 生

物
,

表明水体较深
。

根据岩类组合
、

原生沉积构造及生物组合等综合特点
,

台槽相是相

当于陆棚浅海较深水环境形成的产物
,

它与浅水碳酸盐台地相有着显著的区别
。

由于古构造 (和同生断层 ) 的影响
,

造成了台槽相与碳酸盐台地相两种不 ltrJ 的沉积

环境
,

局部地区 由于构造活动而产生了塌积角砾岩
,

而促使沉积 分异的直接控制因素是

水动力条件
。

一般浅水域水动力活动强
,

氧气充足
,

生物大量繁殖
,

适于大量碳酸钙的

沉积
,

而泥质
、

硅质往往很难沉积下来
,

即使沉积下来也会被水流搅动起来
,

只有当这

些悬浮物被搬运到水动力活动弱或停滞的台槽 中
,

硅
、

泥质才大量沉积下来 ( 图 3 )
。

当泥质物涌 向台槽
,

由于钙
、

泥比例不同
,

可 以形成不同的岩类
,

若泥多钙少
,

就

生成钙质泥岩
,

反之则形成泥质灰岩
,

若两者含量相当就形成泥灰岩
。

当台槽水体较深
,

超过碳酸钙补偿深度
,

沉积物中钙的含量就相对要少得多
,

如南

宁五香岭一带的硅质岩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

可能为深水环境
。

而南丹大厂的情况与此略

有不同
,

硅质岩中碳酸盐含量普遍较高
,

说明其沉积时水深相对要浅一些
。

比较有趣的

现象是硅质条带中伴生的方解石大都为 自形晶
,

并具有交代石英现象
,

说明方解石生成

晚于石英
,

似为晚期成岩阶段的产物
,

可能是在成岩阶段中
,

硅质沉积物 中原生水钙的

浓度不断增大
,

因而发生了 自形晶状方解石的晶出
。

( 收稿 日垢
198 2年 “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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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e n t
.

T h e s t r u e t u r a l lin e a m e n t 15 m a in ly o f N E 一 SW t r e n d a n d s e e o n d ly o f N W
-

S E t r e n d
.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D e v o n ia n s y s t e m a n d Iit五o fa e ie s d iffe r e n t ia tio n

w e r e o b v io u s ly e o n t r o lle d b y Pa le o t e e t o n ie s .

T w o s e t s o f th e d e P o s it s b e lo n g in g

t o th e d iffe r e n t fa e ie s in th e s a m e s t a g e w e r e P r e s e n t in th e M
.

D e v o n ia n .

N a n d a n t y p e r e p r e s e n t s th e “

in t r a p la tfo r m t r o u g h
”

fa e ie s d e p o s ite d in th e d e e p e r

w a t e r , e o n s is t in g o f b la e k m u d s t o n e ,

k n o t t y lim e s t o n e , s ilie e o u s r o e k
, a n d 15

e h a r a e te r i z e d b y lu x u r ia n t flo a t in g o r g a n is m s 。

In th e M id d le a n d L a t e D e v o n ia n p e r io d th e s e d im e n ta r 3
,

s e q u e n e y

in t h e fo r e g o in g in t r a p la t fo r m t r o u g h “ w a s g r e a tly e h a n g e d o w in g t o th e

、
一

a r ia n e o o f it s p a le o g e o g r a p h i e lo e a lit y
,

w a t e r d e e p t h a n d flo w r e g im o
.

1n t h e Z h o 一: Jia w a n p r o f ile o f e e n t r a l H u n a n ,
m 一 d s t o n o 15 t ll o m a in

1
·

e p r o s e n t a t iv e o f t l、e lo w e r p a r t o f t h e M id d le D e v o n ia n ,
w h ile i t s :一p p o r p a r t

15 e o m p o s e d o f m a r l in te r b e d d e d w ith k n o 上ty lim e s to n e .

I n th e P u to u p r o file

o f C h e n g b u ,
t h e r e 1 5 m a in ly m a r l

,

h a v in g o e e a s io n a lly in t e r e a la t e d b e d s o f

k n o tty lim e s to n e .

T he lo w e r Pa r t s o f D a e h a n g a n d L u o fu p r o f ile s a r e m a d e

u p o f m u d s to n e a n d th e ir u p p e r p a r t s in t e r e a la t e d w ith m a r l a n d s ilie e o u s r o e k s .

D l: r in g t h e I
J
a t e D e v o n ia n ,

t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s e q u e n e e in th e “

in t r a P la tf o r m

t r o u g h
” ,

w li ie h 15 v e r y r e g u la r i n lith o lo g ie a l e v o lu t io n ,

15 a s fo llo w s ( in o r d e r

f r o rn b o t t o tn t o t o P ) : s ilie e o u s r o e k
,

le n tie u la r lim e s t o n e ( o r b a n d e d lim e s t o n e )
,

a r g illa e e o u s lim e s t o n e a n d m a r l
。

In th e “

in t r a p la tfo r m t r o u g h
”

the r e a r e v a r i o u s ty p e s o f s e d im e n ta r y r o e k s .

A m o n g t h e m
,

t h e m a in t y p e s in v o lv e m a r l
, a r g illa e e o u s lim e s t o n e ,

m u d s t o n e

( o r s h a le )
,

k n o t t y lim e s t o n e ( o r le n tie u la r lim e s t o n e )
,

b a n d e d lim e s t o n e ,

m ie r it ie l:获 。 : t o n e a n d s ilie e o u s r o e k s a n d o th e r s 。

T h e “

i n t r a Pla t f o r m t r o u g h
”

15 b a s ie a ll沙
一

e h a r a e t e r iz e d b y s u e h p e t r o g r a p h ie a s s o e ia t io n s .

O n th e b a s is o f i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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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t r o g r a p h ie a s s o e ia tio n , s e v e r a l lit h o fa e i e s e a n b e d i、
·

id e d a s f o llo 、、 s :

m u d s t o n e -

m a r l; b la c k m u d s to n e ; s ilie e o u s r o e k a n d s ilie e o u s r o e k 一 le n t ie u la r lim e s t o n e 。

_

\e e o r d in g t o th e P e t r o g r a Phie a s s o e ia t o n ,
P r im a r了 s c d im e n ta r ,

,
s t r Lle t t一r e

a ,l d o r g a 几 is tn a 、、o e i几 tio n s a n d 5 0 o n ,

it s e e m s v a lid to e o n s id e r th 。 ”
i n t r a p ln t fo r m

t r o 一: 义1一
”

t o b e i n th e d e e p e r 一 w a te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s h a llo w s e a .

T h e d iffe r e n t ia t io n o f th e “

in t r a p la t f o r m t r o u g h
”

fa e ie s f r o m e a r b o n a te p la t -

fo r m fa e ie s w a s i n flu e n e e d b y P a le o t e e t o n ie s 5 0 a s t o r e s u lt i n tw o k in d s o f

5 e d im e n t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

It W o u ld b e p o s s ib le th a t th e d if fe r e n e e o f h y d r o -

d y n a tn ie e o n d it io n w a s r e s p o n s ib le fo r th e d if f e r e n t ia t io n s o f s e d im e n ta r 手
-

fa e ie , .

T h e w e a k o r h y d r o d y n a m ie s i n th e d o e p e r w a t e r o f t h e “

i n t r a p la t f o r m

t r o u g h
” a n d th e s ta g n a n t w a te r b a s in w e r e fa v o u r a b le f o r th e d e p o s it io n o f

a r g illa e e o u s ,

w h e r e a s th e s t r o n g e r h 了d r o d y n a m ie s in s ha llo 从
·

w a t e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f o n r b o 们 a t o p la t fn r m w a 、 fa v o 、lr a b lo f o r e o r b o n a 走。 d叩
o s it i o n in s r o a d o f t h a t

0 f a r隽illa e e o : [ 、 a n (1 s ilie o o tl s m a te r ia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