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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三陵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

原地风暴沉积的砾屑体

周 丽清 邵德艳
(大港石油管理局职工大学 )

提 要 研究区雾迷山组的层状藻叠层白云岩中存在一种属原地风暴成因的砾屑透镜体
。

砾

屑体的底部为略下切的侵蚀面
,

顶为上凸形
。

砾屑呈放射状或叠瓦状排列
,

无磨圆作用
。

其形成过

程是
:

在风暴初期
,

风暴浪对海底沉积物冲击
、

掀起
、

破碎
,

而后迅速原地堆积而成
。

风暴衰减后
,

正

常沉积顺应砾屑体的顶面形态
。

关镇词 原地风暴沉积 砾屑沉积体 前寒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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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北京十三陵地 区发育一套中元古界碳酸盐岩地层
,

其中蓟县系雾迷 山组厚 2 1 68
.

55 m

(据赵激林等
,

197 9) 〔 , 〕 。

雾迷山组主要岩性是白云岩
,

可分为泥晶白云岩
、

藻叠层白云岩
、

鲡

粒白云岩
、

内碎屑白云岩等
。

其中藻叠层白云岩可根据叠层石的形态细分成层状藻叠层 白云

岩
、

波状藻叠层 白云岩和锥柱状藻叠层 白云岩
。

陆源碎屑物质极少
,

普遍认为当时属陆表海

清水沉积环境
` , 〕 。

在无觅食及钻孔动物存在的前寒武纪
,

叠层石异常发育
,

广泛地产于潮间

带及潮下带
。

其中层状叠层石尤为发育
〔幻 ,

而在层状藻叠层 白云岩中常见一种透镜状的砾屑

(片状砾 )沉积体
,

其排列方式奇特
,

本文就对此砾屑沉积体加以描述和分析
。

1 砾屑沉积体的特征

1
.

1 砾屑沉积体产于层状藻叠层白云岩中
,

砾屑的成分和结构构造特征与围岩岩性完

全一致
,

这些砾屑实际上是层状藻叠层白云岩的岩屑
。

单个砾屑扁平状 (又称片状砾 )
,

长宽

可达几十厘米
,

但厚度仅 1一 cZ m 或更小
,

未经磨圆作用
,

砾屑间很少存在杂基
,

但可有不同

形式 的亮晶胶结物
。

1
.

2 砾屑沉积体呈透镜状
,

三维空间均尖灭
,

横向分布极不稳定
,

有的仅几十厘米宽
,

有的可宽达几米或十几米
,

横向上厚度变化也大
,

多在 10 一 5 c0 m 之间 (图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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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砾屑的排列方式很奇特
,

为放射状直立或叠瓦状排列
。

放射状排列方式不仅剖面

上如此
,

在平面上也为放射状 ( 图 l
、

2 )
。

放射状砾屑可以是向上发散的
,

也可能是 向下发散

的
。

叠瓦状排列方式比放射状少见
。

1
.

4
`

顶底接触都突变
。

砾屑奇特的排列方式与上下层状藻叠层 白云岩构成鲜明的对

照
,

接触关系突变
。

底部为冲刷面
,

下切深度一般为几厘米
,

有的冲刷面较为平整
。

顶面万般

为上凸状 (图 3 )
,

延伸较远时为云朵状
。

1
.

5 横向上砾屑与层状藻叠层白云岩之间的关系有突变也有渐变
。

有的透镜体与两侧

围岩均为突变接触 (图 lb
、 c 、

e)
。

较多见的为一侧突变一侧渐变 (图 la
、

2 )
。

有的两侧均为渐

变 ( 图 l d)
。

渐变的一侧砾屑向围岩方向逐渐水平并呈撕裂状
,

与同一层的层状藻叠层白云

岩尚未完全分离
。

1
.

6 砾屑透镜体之上的层状叠层石
,

顺应砾屑透镜体之上凸状顶面形状而呈上拱形
,

顶部变薄而两翼增厚
。

然后随不断的沉积而变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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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放射状分布的砾屑沉积体

A 顶视 B 侧视

(野外照片素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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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砾屑透镜状沉积体在剖面上的分布是

随机的
,

不受任何断裂等构造因素的控制
。

而

且各砾屑透镜状沉积体在剖面上是零星分布

上的
。

据统计
,

雾迷山组两千余米剖面内有砾

屑透镜体 41 层
,

多少不等地分布在其八个岩

性段中
。

一

一代三污丈廷墓喜多三
2 解释及推论

图 3 顶凸底略凹的砾屑体

(野外照片素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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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砾屑透镜体内部砾屑排列有规

则性 (放射状或叠瓦状 )
,

而它们在空间上分

布却是无规律的 (特征 1
.

1
、

1
.

7 )
,

而且由于

砾屑透镜体之上的沉积是发生于砾屑形成之

后 (特征 1
.

6)
,

所以这种砾屑透镜体不是 由

断裂等构造因素引起的
。

从其规模较小
,

延伸不远来看
,

它们不会是沟道类沉积
。

而且也可

以排除滑塌成因
,

因为它们没有伴随滑塌成因的变形构造
,

而且滑塌砾石不是如此的排列方

式
。

砾屑成分和周围层状藻叠层白云岩

N 段

S 段

层状藻叠层白云岩
(正常沉积 )

突变的顶

透镜状风暴层{
扁平砾屑

无磨圆

放射状

一突变的底
,

冲刷面下凹或平的

图 魂 原地风暴沉积之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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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且无磨圆作用
,

反映是原地破坏原

地再沉积的
。

沉积体内杂基含量很少或

无杂基
,

反映其所处正常沉积环境有一

定的水体能量
,

或迅速被后来沉积物所

覆盖
。

沉积体底界有不同程度的下切
,

是

局部冲刷造成的
。

顶界面以上物质沿砾

屑沉积体顶面形态 (上凸形 )沉积
,

说明

透镜沉积体以上的沉积物是这异常沉积

体形成之后沉积的
。

横向上没有砾屑沉

积体存在之处
,

与之对应的岩层之间不

存在任何沉积间断
,

尤其是其上层状 叠

层石顶薄而翼厚的上拱特征
,

反映该沉

积体的形成是同生的
,

并且非常迅速
。

水流的作用不可能产生如此小规模
、

不连续的透镜体
,

而正常波浪的能量不致于局部地破坏藻叠层 白云岩
,

因而应是比较突发的
、

能量较大的波浪

一 一风暴浪造成的
。

风暴初期
,

风暴浪由海 向陆运动过程中对海底沉积物 (半固结的层状藻叠层 白云岩 )冲

击
、

掀起
、

破碎
,

而后迅速原地不动地堆积成透镜状
,

少量碎屑物质被带走
。

可能是风暴浪运

动特征决定了砾屑独特的排列方式
。

一个透镜体可能是单一风暴浪前缘对海底沉积物的撞

击所形成的
,

因而原地形成的砾屑沉积体在横向上是孤立或断续的
。

沉积体顶面上凸形或云

朵状的形态
,

代表风暴衰减后保留的各种砾屑原始堆积顶面的形态
。

所以
,

这种透镜状的砾



2期 周丽清等
:

北京十三陵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原地风暴沉积的砾屑体

屑沉积体是原地风暴沉积
。

砾屑堆积后继续进行正常天气下的碳酸盐沉淀和藻类作用
,

沉淀

物沿砾屑透镜体的顶面形态分布
。

这种原地风暴成因的砾屑沉积体
,

各种特征均类似孟祥化等 ( 1 9 8 6) 对华北古浅海有关

的原地型风暴粗颗粒灰岩的描述
〔3〕 。

但笔者认为
,

本研究中的砾屑沉积体形成于潮间带至潮

下带
,

因为围岩中需要充足阳光的叠层石要求这样的环境条件
〔 2 , 。

由于部分砾 屑仍连着围

岩
,

并无明显的泥裂特征
,

故不应认为产于潮上带环境
。

3 层序特征

原地风暴沉积有简单的二段式层序 (图 4 )
,

即砾屑风暴段 s( 段 )和层状藻叠层白云岩正

常沉积段 ( N 段 )
。

S 段中砾屑放射状或叠瓦状排列
,

无磨圆作用
,

上下均为突变接触
。

N 段是

风暴过后正常气候下的层状藻叠层沉积
,

顺应 S 段的上凸型顶面沉积
,

但不断地变平
。

4 结 论

4
.

1 习晾十三陵地区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的层状藻叠层 白云岩中发育一种透镜

状砾屑沉积体
,

并为原地风暴成因
。

4
.

2 原地风暴成因的砾屑体的特点有
:

①上下均为突变接触 ;②砾屑呈放射状或叠瓦

状排列
; ③无磨圆作用 ;④砾屑成分与围岩相同

。

4
.

3 风暴初期
,

风暴浪由海向陆运动过程中对海底沉积物冲击
、

掀起
、

破碎
,

而后迅速

原地不动堆积
,

形成透镜状的砾屑沉积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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