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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震旦系磷块岩中的藻类化石

曹仁关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

令

内容提要 湖北荆襄地区震旦系陡山沱组磷块岩特别发育
,

含丰富的藻类化石
。

陡山沱组有四

层磷块岩
,

第一层含叠层石和核形石
,

第三
、

四层含核形石
。

叠层石柱体被磷酸岩紧密包 裹 者
,

品位较高 ; 基本层理由磷灰石与白云石交替组成亮层和暗层者
,

品位较低 ; 柱体中仅含团粒状磷灰

石者
,

品位更低
。

主题词 震旦系 磷块岩 叠层石 核形石

作者简介 曹仁关 男 58 岁 工程师 叠层石和微植物

湖北荆襄地区震旦系陡 山沱组磷块岩特别发育
,

分布广泛
,

其中含有丰富的叠层石

和核形石
,

它对研究磷块岩的沉积环境
,

形成过程和叠层石的成因
,

均有非常重要的地

质意义
。

1 9 6 5年邹采抒
、

李继亮 〔 1 〕首先发现了中国磷块岩中的叠层石
。

叶连俊
、

孙枢
、

陈

其英 〔 2 〕 、

赵东旭 〔 3 〕 、

黎荫厚 〔 4 〕 、

孟祥化等 〔 5 〕
、

刘魁梧 〔 6 〕 、

东野 脉 兴 〔 7 〕

等详细研究了磷块岩或磷块岩与微生物的关系和沉积环境
。

笔者鉴定了该地区陡山沱组

叠层石和核形石
,

现描出其中的藻类化石
,

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对它的重视和研究
。

一
、

地层层序

湖北荆襄地区
,

根据湖北第八地质大队的资料
,

震旦系陡山沱组的层序 自上 而 下

为

上覆地层 : 灯影组

12
、

灰色中厚 层一厚层泥晶白云岩
、

含核形石 O阳 g `a f
.

—
整 合—

陡山沱组

n
、

灰
、

深灰色厚层粉晶一泥晶白云岩厚 1 0
。

3 6 m

10
、

深灰色薄层泥晶一粉晶 自云岩
,

顶部及底部为深灰一灰黑 色砾屑磷块岩
,

含核形石 O sa 沁 朋
r
sl’ ” fca

Y
a k s e

h i n ,
O s a g f a

f
.

s 一 1 8 m

9
、

灰
、

深灰色薄至 中厚层泥晶一粉晶 白云岩 15 一34 m

8 、

灰 色中厚层砂屑磷块岩
,

中夹灰
、

浅灰色碑质白云岩
,

含核形石 O sa g :’a 拼认 ut a
Z

.

Zh ur
.

3 一30 nI

7
、

灰
、

灰黑色薄至中厚层含磷质砂屑细粉晶 白云岩 13 一38 m

6
、

灰色中厚层砂屑磷块岩
,

有些地区相变为灰色厚层含磷质砂屑泥晶白云岩 2 一 s m

5
、

灰色厚层含磷质砂
、

砾 屑粉晶一细晶白云岩 5 一52 m

4
、

上 部肉红色中厚层磷块岩
、

含叠层石 B o f e o l`a 扭 f
” 。 t a K o m a r 、

B
. a协 P l

a
S

e m i kh
a t o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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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oP人少 to n夕 fe

h
e” 夕 e” 5 15

C
a o( f

. v o n.

)
、

C
.

优 ` lo ro do” fc` R
a a b e n、

C
·

f
.、

P a a re o” o
P h少 to”

人“ b e茗 e” s` 5
C

a o
( f

. o nv
.

)
、

C
o川 P a c才 c o o

l le” fa tu” e o s` 5
K

o r
.

, 核形石 O
; a夕 i a j f a o s h。 ” e ” 5 15

C
a 。

( f
.

n o v
.

)
。

中部肉红色
、

灰色条带状 白云 质磷块岩
,

下部灰色
、

浅 肉红色条带状泥质磷 块 岩

1 一 14 m

3 、

灰 色薄一中厚层含锰白云岩与页岩互层 6 一70 m

2
、

灰色
、

黄褐色砾岩
,

砾岩成 分主要为花岗岩
、

片麻状花岗岩
、

片岩等碎块
,

胶结物 为泥质 1一 16 m

—
不整合

—下伏地层
:

前震旦系

1
、

灰黄
、

褐黄色片麻状花 岗岩

二
、

藻类化石

1
、

纽层石 含叠层石磷块岩为肉红
、

紫酱色
,

含丰富的叠层石
,

呈礁状
。

叠层石

暗层由磷灰石
,

亮层 由白云石组成
。

含不分叉柱状叠层石 C on
o p h y ot o

iy
o h。 , g 。 。 : `: 、

C
.

m i l o r a d o v i e i
、

C
.

f
. 、

P a r a e o n o Ph夕 t o n h u
b

e i e n s i s C a o
( f

. n o v .

) ; 分叉

柱状叠层石 B a i c a l i a a m户 l a
、

B
·

m i n u t a ; 瘤柱状叠层石 C o 。 夕a e r o e o l l e n i a t u v o n s i s

产于湖北宜城腰子山
、

钟祥龙会山
、

大峪 口
、

王集等地
,

现将其中的新形描述如后
。

锥要层石群 C o n o夕h夕 t o n M a s l o v , 1 9 3 7

宜城锥叠层石 ( 新形 ) C o n o 夕h夕 t o 。 夕 i 。 h e n 夕e n : ` : C a o ( f
. n o v .

)

( 图版 I
, l

、

2 )

不分叉圆柱状叠层石
,

呈礁状出现于磷块岩中
。

柱体 较 小
,

高 3 。 m ,

宽 1
.

2一 1
.

7

c m
,

有轴带
,

无侧壁
,

侧表面不平整
,

外围有鞘包围
、

鞘一般厚为 1 m m
,

个别地方较

厚
,

且不规则
。

基本层由灰白色白云石和暗色磷灰石交替组成
,

呈 圆锥形或圆一三角形
,

中间厚
,

向两侧变薄
,

以致尖灭
,

但有些基本层不规则
。

暗层 厚 0
.

1一 0
.

s m m
,

亮 层 厚 1 一 2

m m
,

具不规则条带状微构造
。

其特点是其柱体较小
,

侧表面不平整
,

轴不平直
,

基本层不很规则
,

暗层 由磷灰石

组成
。

产地及层位 湖北宜城腰子山
,

震旦系陡山沱组下磷矿层
。

拟锥叠层石群 P a r a c 0 0 0夕h夕 t o n L i a n g 。 t T S a 。 , 1 9 7 4

湖北拟锥盈层石 ( 新形 ) p a r a e o n o夕h夕 t o 。 h u b e i 。 。 : i : C a o ( f
. n o v .

( 图版 I
, 3

、
4 )

叠层石呈礁体
,

产于磷块岩中
,

彼此互相平行的柱体
,

间距 0
.

3一 o
.

4 c m
。

4 一 6 o m ,

宽 3 一 4 c m
,

不分叉
,

无侧壁
,

有少量连结桥
。

基本层呈弧形
,

厚度不均匀
,

向边缘变薄
,

且向下弯曲
。

亮 层 厚 0
.

2一 1

白云石组成
;
暗层较厚

,

为0
.

3一 3 m m
,

由磷灰石组成
。

其特点是基本层较厚
,

有连结桥
,

暗层由磷灰石组成
。

产地及层位 湖北钟祥龙会山
,

震旦系陡山沱组下磷矿层
。

柱 体 高

m m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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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核形石 含核形石磷块岩为灰
、

灰黑色
,

核形石含量 为50 一 80 %
,

呈圆形
、

次圆

形
,

直径大小为 1 一 10 m m
,

一般 2 一 5 m m
,

同心层 2 一 7 层
,

最多 可 达 10 层
,

由磷

灰石
、

白云石和少量有机质组成
,

含核形石 O s a 夕 f a
j i

a n s h a o e n s ` 5 C a o
( f

. n 。 v .

)
、

O s a 夕 f a n e r s f n f c a Y a k s e h i n 、

O s a 夕 f a f
.

O s a夕 f a m f n u t a 2
.

Z h u : .

等
。

奥赛基核形石群 0 5 。 9 1。 T w e n h 。 f e l
, 2 9 1 9

尖山奥赛基核形石 ( 新形 ) O s a g s 。 j `。 。 s h a o e n : i : C a o
( f

. n o v .

)

( 图版 I
, 5 )

不规则次椭圆形核形石
,

个体比较大
,

直径 2 一 3 。 m
,

中心部分呈次椭 圆 形
,

大

小为 0
.

2 又 1
.

cI m
“ ,

无 同心纹层
,

外围部分有不太发育的同心纹层
,

它呈波浪状弯曲
,

不规则
,

厚度不均匀
。

暗层厚 0
.

2一 1 m m
,

亮层物质组成不均一
,

呈断断续续的斑 点

状
,

厚 0
.

1一 2 m m
。

其特点是个体比较大
,

外围部分同心纹层呈波浪状弯曲
。

产地及层位 湖北宜城尖山
,

震旦系陡山沱组下磷矿层
。

三
、

藻磷块岩的古地理位置和化学成分

1
、

含叠层石和核形石磷块岩沉积在鄂西台地前缘近南北向斜坡相对低凹 地 区 〔 4 〕

属海进序列的滨海相沉积建造
,

出现于冲刷或间断面之上
。

2
、

柱状叠层石一般高 2 一 2 c0 m
,

直径 1 一 1 7c m
,

呈礁状产于磷块岩 中
,

磷灰 石含

量一般为 90 一 94 %
,

白云石为 i 一 5 %
,

其次有少量的石英
、

磁铁矿和水云母
。

3
、

湖北钟祥大峪 口含叠层石的磷块岩
,

根据赵东旭的化学分析资料 〔 3 〕 ,

含 P
Z
O

。

3 7
,

5 %
,

5 10
:
1

.

2 8%
,

T IO
:
0

.

0 2 %
,

M g O O
.

6 2 %
,

C
a O 4 9

.

i s %
。

4
、

含核形石磷块岩
,

其中的核形石 由磷灰石与白云石交替组成同心 纹 层
,

P
:
0

5

含

量较低
,

约为 16 一19 %
,

或者更低
。

四
、

生物化学作用

叠层石和核形石是蓝绿藻生长和新陈代谢与沉积有关的一种生物沉积构造
。

由于季

节和气候的变化
,

形成 了亮层和暗层交替的纹层结构
。

叠层石磷块岩产于潮间带
,

核形石是在潮下带充分搅动的环境下
,

形成一些球状外

形和 同心纹层
。

在潮间带或潮下带
,

藻类生物特别繁茂
,

形成藻席
,

它们对磷 矿 的 形

成
,

起 了重要的作用
。

1
、

根据东野脉兴 〔 7 〕的研究
,

藻类生物汲取海水中的磷
,

渗入到细 胞内
,

以发展
、

壮大和建造其组织结构
。

因此叠层石和核形石的暗层
,

有些由磷灰石组成
。

2
、

藻类生物进行光合作用
,

增大局部海水的碱度
,

由弱酸性过渡为弱碱性
,

磷酸盐

达到过饱和而沉淀
。

随着磷酸盐的析出
, p H值继续升高

,

则沉淀碳酸盐
,

如此周 而 复

始地进行
,

则形成了由磷灰石组成的暗层和由白云石组成的亮层
。

3
、

蓝绿藻群落可 以分泌的粘膜
、

粘液吸附海水中的磷酸盐沉淀
。

夏季水量大
、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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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
、

藻类生物特别茂盛
,

大量 的粘膜
、

粘液吸附海水中的磷酸盐
,

形成了叠层石的暗

层
。

冬季水量较小
,

水体比较平静
,

碳酸盐开始沉淀
,

形成了叠层石的亮层
。

因此年复

一年
,

形成了暗层和亮层的相互交替
。

4
、

由于藻席中的生物活动
,

产生大量的 C H
` 、

H
:
S

、

H
Z

等气体
,

在这种 还 原环境

下
,

海水中的磷酸盐便沉积下来
。

由上可以看出
,

磷块岩是生物化学作用形成的一种沉积矿床
。

工作中
,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第八地质大队黎荫厚工程师给 予帮助 ; 我所黄 碧 乔 同

志
、

朱延敏同志为标本照像
,

谨此致谢
。

收稿 日期 19 8 6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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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Ca oR e nga un

令

(Y n una nI n sti t ute of Ge ol og y)

Ab stra e t

Ph o sph r oi te wi th ab un da n t str oma t oli tei n t五 eD o u sha n t o uF r oma ti on ofSi ni a n

S y ste m 15 we l l
一 de ve l ope da n dwi de spe ra di n th e J宜 ng me n一 Xi a ng ya ng regi on ofH ub ei

.

h Te ra e ref o ur ph o sph ori te一
b e d s,

t h e f i r s t o n e e o n s i s t s o f s t r o m a t o l i t e , B a i e a l i a

m i n u t a K o m a r ,

B
.

a m p l a S e 也 i k h a t o v ,

C o n o p h y t o n y i e h e n g o n s i s C a o ( f
.

n o v
.

)
, C

.

m i l o r a d o v i e i R a a b e n , C
.

f
.

, P a r a e o n o p il y t o n 五u b e i e n s i s C a o ( f
.

n o v
.

)
,

C o m p a e t o e o l
-

Ie n i a t u v e n s i s K o r
.

; t五。 s e e o n d o n e o l i t e O s a g i a j i a n s五a n e n s i s C a o ( f
.

n o v ) ; t h e t h i r d

o n e o l i t e O s a g i a m i n u t a 2
.

Z h u r
.

, a n d t il e f o u r t五 o n e o l i t e , o s a g i a n e r s i n i e a Y a k s e h i n

a n d o
。

f 二

P : 0
6 宜n t h e s t r o m a t o l i t i e P h o s p 五o r i t e a e e o u n t s f o r 3 7

.

5% w h i l e t h e P : O 。 i n t h e

o n e o l i t i e p h o s p h o r i t e 16
一

29 % o r l e s s
.

U s u a l l了 p h o s p h o r i t e a p p e a r s i n t h e o f f s h o r e

n e a r p l a t f o r m
, a n d 1 5 a k i n d o f b i o e h e m i g e n i e d e p o s i t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