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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宁远一带中
、

上泥盆统碳酸

盐岩复理石建造的发现
’

关尹文
,

胡火炎 李浩鸣

潘传楚 王伏泉 龙淑珍
( 中国科学 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 )

我们于 1 9 7 9年至 1 98 0年底
,

在湘南宁远
、

江永
、

江华
、

道县
、

兰山一带进行了野外

调查工作
,

发现本区 中
、

上泥盆统碳酸盐岩具有明显的复理石建造特征
,

值得提供大家

参考
。

一
、

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特征

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
,

国内外均有一些报道
,

例如意大利侏罗系
、

我 国陕西大西沟

中泥盆统等
。

其特征与砂页岩复理石建造相似
。

本区特征如下
:

1
.

沉积韵律

韵律性明显
、

清晰单个韵律厚度一般为几厘米至几十厘米
,

偶夹块状礁 灰岩或礁坡

崩塌角砾岩
。

当出现礁灰岩和间礁期沉积层所形成的韵律时
,

其厚度较大
,

一般为 1 一

2 米
。

现将各种韵律的组成
,

分述如下
:

1) 由灰黑色摘状灰岩和黑色泥质灰岩所组成的韵律 ( 图版 I ) 灰黑 色 瘤 状 灰

岩
,

砂屑
一生物屑结构

.

生物屑约 占40 一50 %
,

计有海胆
、

腕足类
、

海绵骨针及介形虫等

化石碎片
。

砂屑约占25 一 3 0 %
.

粒径 0
.

05 一 o
.

l m m ,

含有机质等杂质
。

泥晶或亮晶方解

石约20 %
,

层理清晰
,

单层厚 1 一 5 c n l 。

黑色泥质灰岩
,

泥晶结构主要由泥晶 方 解 石

组成
,

含苔鲜虫
、

珊瑚等化石碎片
,

成层清晰
,

单层厚 2 一 5 o m
,

个别 达 10 。m
。

单 个

韵律厚 3 一 8 c m ,

个别达 1 2c m
。

这种韵律常见于湘
、

桂中泥盆统棋梓桥组下段 和 上泥

盆统锡矿山组中
,

属潮下较深水陆棚低能带的广海陆棚相
。

2 )由黑色泥晶砂肩灰岩和灰黑色泥晶灰岩所组成的韵律 黑色泥晶砂屑灰岩
,

泥

晶砂屑结构
,

含砂屑60 一 70 %
,

粒径0
.

06 一 0
.

2 m m ,

最大0
.

7一 1 m m
,

个别见砾状 ( 30

m rn )
。

砂屑长轴有定向排列
,

含腕足类化石碎片
,

泥晶方解石占35 一40 %
,

富含有机质
,

成层清晰
,

单层厚 1 一 3 c m
。

灰黑色泥晶灰岩
,

主要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

部 分见团粒
,

一般为 0
.

05 m m
,

有时含硅质较高
,

富含有机质及黄铁矿
。

部分见叠层石化石
,

层理

清晰
,

具微层构造
,

单层厚 0
.

5一 2 c m
。

单个韵律厚 1 一 3 o m
,

个别厚 达 8 o m
,

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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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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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明君
、

魏小忠
、

谭良标
、

吴尊城 ; 我所实 验窒 陈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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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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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层构造
。

这种韵律层见于宁远
、

大坝头
、

九疑公社中泥盆统棋梓桥组中段
。

属潮下较

深水陆棚低能带台沟沉积的盆地相
,

其 中的砂屑主要来自陆棚边缘的内碎屑
。

3) 由灰黑色泥晶砂屑灰岩
、

粉胭泥晶灰岩
、

泥晶灰岩和黑色泥灰岩所组 成 的 韵 律

( 图版 1
、

2 )
。

灰黑色泥晶砂屑灰岩
,

泥晶一
砂屑结构

,

砂屑约占60 %
,

次棱 角状

为主
,

粒径一般为 0
.

06 一 0
.

15 m m
,

泥晶方解石约占35 %
,

晶面有较多的炭质物污染
。

生

物碎片有腕足类
、

介形虫
、

绿藻等
。

粉屑泥晶灰岩
,

粉屑
一泥晶结构

,

粉屑约占30 一 40 %
.

泥晶方解石 占55 一 60 %
,

含藻类碎片
。

泥晶灰岩
,

泥品方解石约 占90 %
,

隐粒状或泥粒

状
.

黄铁矿成粉尘状
,

偶见自然晶粒
,

粒径o
.

06 m m
。

三种岩石常组成递变层理
,

并具滑

坡型卷曲层理
。

由于各层界限不易截然划分
,

野外测量时
,

作为第一韵素
,

层厚 10 一 川

。m
。

第二韵素为泥灰岩
,

微晶结构
,

泥晶方解石约 占65 一 7 0 %
,

泥状
,

一般不具晶 态
.

泥质约 占30 %
,

主要为高岭土
、

水白云母
。

此外
,

含少量菱铁矿
,

泥质增高时为黑色钙

质泥板岩
。

与下部第一韵素分界明显
,

成层清晰
,

单层厚 1 一 8 c m
:

单个韵律 1 5一 场 c m
.

这种韵律主要见于宁远大坝头棋梓桥组上段
,

它是浊流搬运异地碳酸盐碎屑 沉 积 的 结

果
,

因而具有递变层理及平行纹层
,

属于浊流相沉积
。

4) 由灰黑色条纹状 泥晶粉屑灰岩和黑色催石层或硅质页岩所组成的韵律(图版 I
,

3)

灰黑色条纹状泥晶粉屑灰岩
,

泥晶粉屑结构
,

条纹状构造
;
粉屑约占50 一 60 %

,

园

粒状至次圆粒状
,

有时含角砾
,

砾径为 30 一 35 m m ,

泥晶方解石约占4 0 %
,

含有机 质 较

高
,

成层清晰
,

单层厚 1 一 5 c m
。

健石层全部由微 晶粒状石英及纤维放射状的 玉 髓 组

成
,

构成微晶粒状及纤维状结构
,

当含泥质达 5 0 % 以上时
,

则为硅质页岩
。

成层清晰
,

单层厚 0
.

5一 5 c m 单个韵律 2 一 10 o m
,

这种韵律常见于宁远大坝头上泥盆统佘 田桥组
.

在中泥盆统棋梓桥组中段
、

上段和上泥盆统锡矿山组中段
,

亦见有少量这种韵律
。

邻区

上泥盆统佘田侨组则相变为微含硅质的薄层灰岩
。

韵律中的隧石层
,

是一种硅质软泥
,

属于半深海一深海沉积
,

生物化石 稀少
,

偶见浮游动物竹节石
。

2
.

沉积 构造

成层明显是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的标志之一
。

水平微层理及微波状层理常见于上泥盆统锡矿山组的中
、

上段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中段的间礁期沉积层 中
。

锡矿山组中的水平微层理及微波状层理是 由含 白云质灰岩和灰

岩互层组成
,

成纹层构造
,

属浅海上部相
。

间礁期的水平微层理则属于浅海下部相
.

由

于海水加深
,

层孔虫
、

珊瑚等底栖造礁生物停止发育所形成
。

透镜状层理发育于全区中
、

上泥盆统地层的部分层位 中
。

生物礁体和礁前崩塌 角砾岩

体
,

都是一些厚度较大的透镜体
,

它的厚度从几米至几十米
,

延伸 几百米至几千米
。

较

小的透镜状层理厚度一般是几厘米至几十厘米
,

延长十余厘米至几米
,

在天然露头中常

见成豆荚状
。

属中等强度动能的浅海相沉积
。

滑坡型卷曲层理是一种和沉积准同时的海底滑坡所形成
。

即一个滑坡层沉积 以后
,

上部层尚未沉积 以前
.

产生海底滑坡所致
。

这种层理发育于全区的中泥盆统棋梓桥组中

段和上段及
_ _

匕泥盆统锡矿山组的中段
。

其中以宁远大坝头地区棋梓桥组上段最为发育
,

见有四个层位的滑坡型卷曲层理
,

每个卷曲层厚达20 一50 。m
,

卷曲轴面的倾斜 方 向 为

5 1 9 0一 2 1 0
“

W
.

表明当时滑坡方向为N N E
.

因为卷曲轴面的倾斜方向和滑坡方 l句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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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华
、

河路 口 公社粮仓附近棋梓桥组中段 的云化灰岩中
,

有一层厚 10 一 12 。m 的 滑 坡

型卷曲层理
,

卷曲轴面的倾斜方 向为 N 2 8 o
“

W
,

本层厚度增大的 方 向 是 S 100
O

E
,

表明

其滑动方向是 S 1 0 0
0

E ( 图版 1
.

4 )
,

因为滑动层增厚的方向和滑动方 向一致
。

江永
、

桥

头铺公社手家岭附近
,

棋梓桥组上段灰岩中
,

卷曲层理厚约 30 c m
,

在滑动过程 中 还 伴

生有原生小断裂及滑动破碎角砾
。

江永
、

铜山岭农场山鹰生产队附近
,

棋梓桥组 中见有

两层滑坡型卷曲层理
,

单层厚20 一 30
。m ,

卷曲轴面倾向N 80
“

E
,

沿 5 2 6 0
“

W 方 向 上 岩

层增厚
,

表明当时滑坡方向是5 2 6 0
”

W (图版 I
, 5 )

。

宁远
、

大坝头锡矿山组中 段泥

灰岩中
,

有两层滑坡型卷曲层理
,

单层厚20 一 30 。m
。

江永县城附近锡矿山组下段
,

有 一

层由蠕虫活动所形成的卷曲层理
。

浊流型卷曲层理主要见于宁远大坝头棋梓桥组上段
,

其中除层理卷曲外
,

尚见有大量 由浊流搬运
、

沉积下来的角砾
。

有 的角砾中的微层是在

浊流搬运过程中
.

沿盆地底部滚动
,

使半凝固状态角砾中的微层产生弯曲
。

因此
,

卷曲

仅局限于角砾之 中 (图版 I
,

G )
。

由于这些层的存在
,

滑坡型卷 曲层理和递变层理的

发育
,

我们认为
,

本 区的碳酸盐岩存在有浊流沉积
,

特别是在宁远大坝头一带地区
。

我们在宁远汪井公社高脚坪地区
.

测量了棋梓桥组下段珊瑚及螺化石的排列方向
,

指示当时水流方向是 1 10
。

一 2 9 0
。

和 3 5 一 2 1 5
“

为主 (图 1 )
。

F 1 9
.

0 8 1

图 1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生物碎屑中通孔珊瑚长轴排列方位玫瑰图

( 宁 远汪 井高脚坪
,

测量 5 3 次 )

D i s t r ib u t i o n a l d i一。 e ti o n o f lo n g a x i s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T h a rn n a s t r a e o s p
.

in

b io e la s t 一e lim e s t o n e o f C h iZ ie h a o g r o t lp i n t h e 入l id d le D e n o v ia n

( T e s t 5 3 t im e s )

3
.

沉积结构

碳酸盐岩复理石沉积结构是 以各种砾状结构发育为特征
,

礁灰岩的发育也是其特征

少一

在显微镜下
,

灰岩中常 见有 由内碎屑
、 ,

仁物碎屑组成的砾屑
、

砂屑和砾块
。

在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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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常见的是健石或硅质
、

钙质岩石组成的同生角砾
。

角砾一般为 2 一 10 。m
,

顺层或成

叠瓦状排列
,

这种角砾 的原岩很容易在其下伏层位中找到
,

而且这些岩层的上层面有被

水下冲刷的现象
。

说明这些角砾的生因
,

先是隧石层或硅质
、

钙质岩形成于浅 海 下部
一

半深海静水环境下
,

以后由于海水变浅
、

海平面降低
,

盆地 中底流活动加强
,

冲蚀这些

半凝固的岩层
,

成为碎块
,

再和灰岩一起沉积而成
。

它们普遍见于中
、

上泥盆统 中
。

礁灰岩主要见于宁远
、

汪井
、

良山
、

江永罗坪等地的棋梓桥组中
、

上段和佘 田桥组

下段
。

组成礁体的生物主要是双孔层孔虫
,

其次是珊瑚和藻类
。

礁体一般为块状
.

不显

层理
,

厚几米至几十米
。

它们常被非礁体的具微水平层理的石灰岩所分隔
,

形 成 多 期

的
、

清晰的间礁 期
。

角砾状礁灰岩是一种礁前崩塌角砾岩
,

角砾的成分是来 自礁体的生物

石灰岩
,

大小不一
,

大的可达半米
.

块状
,

层理不明显
,

厚几米至几十米
,

延伸几百米

至几千米
。

如宁远清水桥 ( 图版 I
,

7 )
。

江华河路 口 ( 图版 I
,

8 ) 等地均见有礁前

崩塌角砾岩休
。

4
.

岩石颜色
、

厚度

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岩石的原生颜色主要是灰黑色
、

暗灰色
。

红色
、

浅 灰 色 较 少

见
。

岩石 中普遍含有黄铁矿
,

这是 由于沉积盆地具有弱还原
一还原环境

。

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均属海相
,

厚度较大
,

本区 中
、

匕泥盆统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

厚达 1 2 8 8一 16 0 0米
。

二
、

沉积环境的变化

过去认为
。

华南地区晚古 生代地层属面状分布
.

比较稳定
.

列为地台构造层
,

其实

不竹
:

湘南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的沉积环境在空间上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
。

湘南中泥盆世

早期
.

除道县洪扩营地区没有沉积以外
,

其他地区沉积了一套河流
一
滨海相的少 矿砂 泥

质建造
.

厚 10 0一 50 。米
。

中泥盆世晚期开始
,

海水入侵
.

许多河流被掩埋于海 中
.

陆屑

进 入盆地显著减少
,

沉积了中
、

上泥盆统的石灰岩
、

泥灰岩
、

白云质灰岩和页岩等
。

棋梓桥组下段
.

厚 9 5一川7 米
,

含有底栖生物 T ha 。 。。Por
。 : 户二 月 t r 夕户a 。

le : : -

,‘。 , , : 。 ta , : t : i 。 g o c 。力ha l‘, 5 0 乙
, e s ,‘s等化石

。

在宁远汪井高脚坪有一层厚 40一SO e m 的腕

足类
.

碎片约 占9 5 % 以上
.

其次为珊瑚碎片的生物碎屑灰岩
,

往上很快变为珊瑚碎屑灰岩

这种生物种类的改变和有无生物层的变化在剖面中是经常 出现的
,

我们推想这是海水深

度或盐度的改变有关
。

以腕足类碎片为主的灰岩层中
.

腕足类贝壳大多是 分 离 成 两半

的
.

凸面朝上层面
、

斜交和垂直的都有
。

以通孔珊瑚为主的灰岩层
,

珊瑚在层面上的排

列也大致有定向性
,

这些特征说明当时沉积盆地有定向的水流活动
,

而且沉积的速度比

较快
。

沉积物富含泥质
、

粉砂质
,

底部和顶部出现黑色页岩夹层
.

粘土矿物以伊利石为

主
。

它和下部 的跳马涧组成逐渐过渡的关系
,

属氧化一弱还原环境的广海陆棚相
。

本 段

在区内侧向变化不大
.

在宁远清水桥一带泥质较少
.

在江华姑婆 山一带没有 此 期 沉 积

( 图 2
. _

、 )
。

棋梓桥组中段沉积时期
,

本区海盆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分异
,

海盆的深浅变化开始明

显
.

宁远 大坝头地区沉积了一套黑色泥晶砂屑灰岩和灰黑色泥晶灰岩所组成 的 韵 律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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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探海泥质

、

钙 质
、

硅 质相 3
.

浅海 白云 质
、

硅 质
、

钙 质相 4
.

缺 失棋柞桥 组下 段地 区

5
.

浅海泥 质
、

钙质相 6
.

浅海钙质
、

泥质相

石 1 1
。

层孔 虫 12
.

珊瑚 13
.

腕足类 11
。

7
。

古水流方向 8
.

推测海浸方向 9
.

卷曲层理及滑坡方向 1 0
.

竹节

头足 类

F1 9
.

2

图 Z A
、

棋梓桥组下段岩相古地理图 B
、

撰梓桥组中
、

上段岩相古地理图

C
、

佘田桥组岩相古地理圈 O
、

锡矿山组岩相古地理图
a

.

L it h o fa e ia l a n d Pa la e o g e o g r a p hi e a l m a p o f th e L o w e r m e m b e r o f C h

b
.

L i th o fa e ia l a n d p a la e o g e o g r a Ph i e a l m o p o f tll e M id d l。

—
U p p o r

m e m b e :
·

o f C l, iz i e h a o g r o u p

e
.

L i t h o fa e ia l a n d p a la e o g e o 义r a p h ie a l m a p o f H s e ti e n q i a o g 了
,

o 一」p

、1
.

I
J

it l、o fa e i a l o n 〔1 P a la o o g e o g r a p h i e : , 1 m a p o f S h i卜k o n g s h o n g r o u p

1 z i e h a o g r o tz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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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野外未见化石
,

层理清晰
、

平整
,

单层厚0
.

5一 3 c m ,

沉积时期水 的 活 动 能 量不

大
,

厚达 159 米
,

属弱还原一
强还原环境的台沟沉积

。

邻侧地区宁远汪井
、

清水桥
、

道县

后江桥
、

江永罗坪
、

江华河路 口等地则以不显层理的层孔虫礁灰岩和厚度较大的白云质

灰岩为主
,

生物化石有底栖生物层 孔虫 A o Ph fP o r a : 户
.

腹足类 M盯 ch i : on l’a bl’ l i-

ne at a
等

,

属气候比较温暖
,

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氧化
一弱还原环境的浅海沉积

。

这些特征

都不同于宁远大坝头地区
。

棋梓桥组上段沉积时期
,

基本上和中段沉积时期相似
。

宁远大坝头地区海水继续加

深
,

属弱还原环境的深海
一
半深海沉积

。

其理 由如下
:

( 1 ) 生物化石稀少
,

主要 有 少

量浮游动物 以竹节石为主
.

计有工。 : 。, 。寿ia o t o o a r i , s t夕 li o li n a , : a 、d e 、e n s is 及菊石类

化石
; ( 2 ) 岩石特征是沉积物以薄层状暗灰色

一灰黑色钙质
、

泥质及少量硅质沉 积
,

其

中异地骨屑砂
、

鲡粒砂与深水盆地形成的软泥
、

硅质组成粒级递变层
。

( 3 )沉积构造特

征是沉积时期由地震所引起的水下滑坡比较频繁
,

形成多套滑坡型卷曲层理
。

这些特征

都是碳酸盐岩深水相所特有
。

厚达 3 47 米
。

邻侧地区则未见竹节石化石
,

大量化 石 计有

块状及双孔层孔虫
、

厚皮鄂头贝及腹足类等底栖生物化石
,

出现了多套礁体堆积
,

属潮

间带一浅海沉积 ( 图 2
、

B )
。

晚泥盆世佘 田桥组沉积时期
,

海水加深
,

海盆进一步扩大
,

是本区海侵 最 大 的 时

期
。

在道县泅马桥 向斜东翼洪扩营一带
,

佘 田桥组超覆于花岗岩
、

风化壳型花岗碎屑岩

之上 1〕
。

在宁远大坝头地区
,

沉积物 以灰黑色健石为主
,

含少量泥质
、

钙质
,

组成健石

层或薄层庭石层与硅质泥岩
、

石灰岩互层
,

单层厚 1 一 5 。n l 。

生物化石稀少
,

以浮 游

动物竹节石为主
.

未见层孔虫
、

珊瑚等底栖 生物化石
.

属深海一半深 海 沉 积
.

厚 2 0 4
.

5

米
。

邻侧地区
,

生物化石 以层孔虫
、

珊瑚等底栖生物 为主
.

有时在个别地区组成礁体
.

从未发现竹节石化石
。

岩石性质主要是薄层石 灰岩
,

略含硅质
、

白云质
,

层理清晰
.

厚达

60 5米
。

属浅海沉积
.

厚度远较同期的深水相为大 ( 图 2
,

C )
。

锡矿山组沉积时期
,

大部分地区
,

海水有变浅的趋势
,

在宁远大坝头地区
,

生物化

石 稀少
,

个别层位含云南贝化石
。

沉积物是以薄层泥质
、

钙质和硅 质为主
,

成层清晰
,

有两个层位见有滑坡型卷曲层理
,

厚 4 31 米
,

属浅海一半深海沉积
。

邻侧地区
.

含大量云

南 贝化石
。

沉积物中白云质
、

钙质显著增加
,

常见暗棕色白云质灰岩和灰色灰岩互层
,

成层清晰
,

厚 4 53 米
。

属潮间带一浅海上半部沉积
。

上述沉积环境变化表明
.

本区中
、

上泥盆统碳酸盐复理石建造的沉积环境以宁远大

坝头地区海水较深
,

大部分时间属深海
一半深海相

,

邻侧地区是潮间带
一浅海沉积

,

因此

在生物群
、

岩性
、

沉积构造等方面都和大坝头地区有所差别
。

我们推测大坝头地区沉积时

期是一个水深较大的海底峡谷
,

这个海底峡谷的出现是受南北 向深断裂控制的
,

但断裂

现己被白工系红层所覆盖
,

因此未能提出直接的证据
。

本区的石岩系
、

二 叠 系
,

厚 达

3 0 0。多米
,

仍然具有地槽型碳酸盐岩沉积的特征
。

这些都是和前人结论不同的地方
,

供

少心家 i寸i仑
。

( 收稿 卜} 期
: 飞9 82 年 5 月 2 5 [l )

〕杨开济
, 飞9 8 0 ,

道 县后 汪桥泥 盆 纪沉积 相
一

礁 与矿 床成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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