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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泥盆系碳酸盐岩沉积相

叶德胜 周棣康 邹志福
苦

( 地质部第八 普查勘探大队
,

贵 阳 )

泥盆系地层在贵州分布广泛
,

发育完整
,

厚度大
,

沉积相变急剧
。

前人以地层划分

对比为主要课题
,

对泥盆系作了大量工作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近年的研究着重于沉积相

古地理
,

分析泥盆纪各世
、

期沉积相带的展布及其与油气的关系
,

寻找有利于油气生成与

储集的相带
。

本文主要探讨中
、

上泥盆统碳酸盐岩的沉积环境
。

其依据是 73 年以来研测

的地表岩相剖面 20 余条
、

四 口石油深井的岩芯
、

岩屑资料及岩石薄片
、

光面 4 0 0。余件
。

一
、

沉积环境模式

泥盆纪时
,

贵州南部及西部是华南陆表海的一部分
,

海水较浅
,

海底地形平缓
,

沉

积地域广阔
,

主要为清水或半清水碳酸盐沉积
。

黔北
、

黔东为陆地
,

黔南
、

黔 西 为 海

域
,

西侧及 南侧与滇桂海域相通
,

陆源物质来 自北面及东面的陆地
,

海浸方 向 由南 而

北
。

这种海陆分布的基本格局
,

决定了沉积物及沉积相的展布
。

依据岩石结构
、

沉积构造
、

生物组合与生态
、

指相矿物等特征
,

按古 地 理 位 置
、

海水能量及潮汐作用等因素
,

参考 x r w i n
,

( 1 9 6 5 )
、

L a p 。 r t e ( 1 9 6 7 )
、

W i l s o n
模

式
,

可将贵州泥盆系碳酸盐沉积环境综合模式归纳如下 ( 图 1 )
,

上述模式与W i l s o n
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

均属陆表海碳酸盐沉积
,

可划分 为台地
、

台地边缘及盆地等相带
。

然而贵州泥盆纪碳酸盐沉积模式有它本身的特征
,

如
:

1
.

碳酸盐台地濒临陆地
,

在其发育过程中
,

当陆地处于相对上升
,

遭受 强 烈 侵 蚀

时
,

可提供大量碎屑物质
,

陆源碎屑沉积常取代碳酸盐潮坪
,

甚至还占据 了碳酸盐台地

的一部分 ( 图 2
、

3 ) ; 当陆地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 如中泥盆世晚期
一晚泥盆世 )

,

陆源

碎屑补给甚微
,

普遍出现了碳酸盐潮坪
。

2
.

台地边缘生物礁与浅滩一般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垂直沉积走向的横剖面上
。

生物礁

是海底地貌隆起的构造
,

波浪 的能量 多已消耗在其上
,

故背风 的礁后一般均为较安静的

泻湖环境
,

不大可能再出现一个高能的滩相
。

但 沿沉积走向
,

礁
、

滩可相互取代
。

与此

相应
,

开放台地与局限台地一般也不同时出现一个垂直沉积走向的横剖面上
。

当台地边

缘礁
、

滩发育形成障壁时
,

向陆方向即邻接局限台地
。

反之
,

在礁
、

滩不发育
,

未形成

障壁时
,

其向陆方向则为开放台地
。

沿沉积走向
,

二者可以并存
。

3
.

按W n l s o n
模式

,

从碳酸盐 台地过渡到盆地
,

其间往往有
“ 开阔陆棚

” 。

但贵州泥

参加本项工 作的还有李静琏
、

李抓泽
,

陈系 彬
、

许德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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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白云岩 2 。

层纹状 白云岩 3 。

角落状 白云岩 ` 球屑 ( 竹叶状 ) 灰岩

5 。

亮 晶砂屑灰岩 亮晶妇状灰岩 7
。

亮晶生物屑灰岩 8
。

生钧 ( 屑 ) 泥晶灰岩

9
。

球粒泥晶灰岩 10
。

泥质条带灰岩 11
。

钙质泥岩 12
。

泥岩 13
。

层孔虫礁灰岩

1 4
。

局部发育的生物礁 si
。

层孔虫 16
。

枝状层孔虫 17
。

枝状板珊期

1 8
.

藻类 19 板珊瑚 2 0
。

四射珊瑚 21
.

碗足 2 2 。

棘皮 23
。

介形虫 24
。

钙 球

25
.

有孔虫 26
。

薄壳竹节石 27
。

菊石 28
。

三叶虫 2 9
。

放射 虫 30
。

礁灰岩砾块

3 1
。

鸟眼 32
。

干 裂 3 3
。

冲刷面 3 4
.

波痕 3 5
.

水平层理 3 6
.

黄铁矿

圈 1 资州泥盆系暇映盆沉积环境耸合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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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系并非如此
,

而是由碳酸盐台地直接过渡到盆地
,

这与受古构造控制的海底地形密切

有关
。

二
、

各沉积相带的主要特征

1
。

潮上带

主要分布于独山一惠水一赫章一带上泥盆统尧梭组中
、

下部
。

为一套准同生期形成

的 白云岩
。

白云石结晶细
,

多为微晶至粉晶级
,

一般均小于 0
.

05 毫米
,

自形程度中等
,

常呈半自形镶嵌结构
。

层纹构造极发育
,

多为水平状
,

厚度一般 0
.

2~ 1 毫米
,

部 分 可

达数毫米
。

形成纹层的主要因素是
,

白云石晶体大小不同
,

颜色深浅各异
,

其泥质与有

机质含量不等
。

局部具角砾状构造
,

白云岩可能系溶蚀垮塌或干裂收缩而 成
。

生 物 罕

见
。

局部有萤石及石膏矿物
。

靠古陆边缘尚见干裂
。

2
.

潮间带

类型复杂
,

变化大
,

包括潮间坪
、

潮滩及潮渠
。

1) 潮间坪及潮滩 主要分布于南丹一桑郎一盘县一带上泥盆统代化组
,

常以夹含

泥质条带的
“
条带灰岩

”
为特征

,

包括条带状泥质泥晶灰岩
、

竹叶状灰岩及两者间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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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扁豆状灰岩
,

夹少量鲡粒灰岩
。

其中竹叶状灰岩多夹于条带状泥质泥晶灰岩中
,

或两者呈韵律性互层
。

竹叶状的灰

岩砾屑多扁平
,

大小混杂
,

大可达 30 厘米以上
,

小者不足 1 厘米
,

一般 2 一 5 厘米 ; 圆

度差
,

半棱角至半圆状
;
砾屑成分多为泥晶灰岩

,

局部为腼粒灰岩及藻屑灰岩等
; 砾屑间

的充填物为含较多泥质及分散状自形白云石 ( 直径 0
.

03 毫米 ) 的基质
。

其形成过程大致

是
:

未完全 固结成岩的泥质泥晶灰岩经干裂
、

收缩
,

形成断续相连的扁豆状灰岩
,

经潮

汐作用
,

将扁豆状灰岩破碎
、

再沉积而形成竹叶状灰岩
。

竹叶状灰岩与条带状泥质泥晶

灰岩 的接触面往往不平整
,

存在小侵蚀面
,

局部尚见干裂
、

波痕等沉积构造
。

这套岩石中生物稀少
,

除牙形刺外
,

仅含少许介形虫碎屑
,

偶见灌木藻屑
,

部分地

区顶部含较多菊石
。

“
条带灰岩

” 在平面上与潮上带的纹层白云岩紧邻
,

在一些剖面上可见两者直接过

渡
,

如安顺胡坝
,

见条带灰岩夹纹层白云岩
。

安顺鸡场
,

见纹层白云岩夹条带灰岩
。

总观上述特征
, “

条带灰岩
”
应属潮间带 ( 包括一部分潮下浅水 ) 沉积

。

其中条带

状泥质泥晶灰岩属潮间坪沉积
,

竹叶状灰岩属潮滩沉积
。

2) 潮梁 此类沉积在研究地区不多
,

仅见于独山布寨
、

望漠六里及惠水雅阳等地

上泥盆统冗降组
。

岩性为亮晶颗粒灰岩与 ( 含颗粒 ) 亮晶灰岩互层
,

前者 以亮晶砂屑灰

岩为主
,

并有亮晶球 ( 团 ) 粒灰岩
、

亮晶鲡粒灰岩等
。

后者有含钙球泥晶灰岩
、

球 (团 )

粒泥晶灰岩及泥晶灰岩等
。

亮 晶砂屑灰岩之砂屑多为泥晶灰岩
、

球粒泥晶灰岩机械破碎

的产物
,

部分系干裂
、

收缩而成
。

砂屑间的充填物主要为亮晶方解石
,

但 尚有一些泥晶

残余
。

局部层位发育鸟眼构造
、

小型交错层理
、

部分泥晶灰岩具微细水平层理
。

生物较

少且单调
,

以钙球
、

介形虫为主
,

有少许有孔虫
、

兰绿藻
、

红藻
、

棘皮类
、

腕足类
、

腹

足类等碎屑
。

上述特征反映潮汐水道中水动力由强至弱
,

间歇动荡并不时暴露水面的结果
。

这一

环境一般不适宜生物生活
,

仅有适应性较强的门类及潮汐带来的浅海生物碎屑
。

3
.

台地相带

指浅海环境 中海水相对较浅
,

靠陆地较近的部分
。

按其 向海方向是否存在障壁
,

可

分为开放台地与局限台地两类
。

在环境适合时
,

可发育生物滩及生物礁
。

1) 开放台地相 ( 潮下浅水相 ) 开放台地在其向海方向无生物礁
、

滩等所构成的

障壁
,

因而与广海连通性较好
,

海水循环及盐度基本正常
。

主要分布于独山至惠水一带

猴儿山组龙洞水段
,

荔波至丹寨一带独山组鸡泡段 及鸡窝寨段 ( 图 2 )

岩石类型主要有生物 ( 屑 ) 泥晶灰岩
、

泥晶生物灰岩及亮晶生物屑灰岩
,

并有含生

物 ( 屑 ) 泥晶灰岩等
。

局部混有少量陆源物质
,

有 不同程度的成岩晚期白云化
。

生物较

多
,

主要为底栖生物
,

其中以腕足类
、

板珊瑚
、

四射珊瑚 为主
。

次为球状及半球状层孔

虫
,

它们多为原地埋藏
,

保持生长状态
,

部分稍经搬运和轻微破碎
。

此外尚有枝状层孔

虫
、

棘皮类
、

苔鲜虫
、

介形虫
、

腹足类
、

瓣鳃类
、

三叶虫
、

钙质海绵骨针
、

厚 壳 竹 节

石
、

兰绿藻等碎屑
。

常为中至厚层状
,

局部具中至小型板状及楔形层 理
,

含鲡状 赤 铁

矿
。

上述特征反映其沉积环境是正常浅海
,

适宜各种底栖生物发育
,

多处于低能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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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泥盆世早期沉积相古地理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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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局部能量较高
。

2 )局限台地相 ( 半封闭泻湖相 ) 局限台地的向海方向往往有断续相 连 的 生 物

礁
、

浅滩所构成 的障壁
,

因而与广海间海水循环受到一定限制
,

盐度较高
,

能量较低
,

生物单调
。

主要分布于独山至惠水一带独山组鸡泡段及鸡窝寨段 ( 图 3 )
。

岩性主要为泥晶灰岩
、

含生物 ( 屑 ) 泥晶灰岩及球 ( 团 ) 粒泥晶灰岩
。

其特征是鸟

眼构造发育
,

可见示底构造
,

偶具不规则多边形干裂
。

岩石中常见不均匀的成岩早期白

云化作用
,

形成 白云化灰岩及强 白云化细晶白云岩
。

生物较单调
,

数量较少
。

主要有适应性较强的钙球
、

介形虫
、

有孔虫
、

双孔层孔虫

及兰绿藻碎屑
,

并可见少许基本保持原始生态的腕足类
、

四射珊瑚等
。

该相中的
“

鸟眼
”
往往成群出现于细结构的灰岩中

,

如泥晶灰岩
、

球粒 泥 晶 灰 岩

等
,

轮廓清晰
,

外形不规则
,

常为亮晶方解石充填
,

有时其下部充填泥晶方解石构成示

底构造
。

与层理近于平行的
“
鸟眼

”
往往彼此相连

,

显示纹层状外观
,

或呈不规则蠕虫

状
,

也有的彼此孤立
。

它 往往与大量钙球 1) 及兰绿藻屑伴生
。

据以上 特 征 判 断
,

这 种

“
鸟眼

”
是一种非骨化藻类

,

经溶解
、

腐烂或干涸后
,

被较晚的亮晶方解石充填而成
。

其成 因与环境分布
,

同加拿大西部泥盆系中的
“ 鸟眼 ” 十分相似

。

1) 一般认为钙球是藻类的抱 子 或生殖 器官
,

因此也称 “ 藻钙球
” 。

R
u P l’( 19 6 7) 指出

,

无钊钙球酷似现代伞藻

( A
e c k a

l
a r `。 ) 的生殖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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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坪 3
。

局限台地 4
。

开放台地 5
。

台地边缘 6
.

盆地

8
.

生物礁 9
.

生物滩 10
.

海授方向 11
。

陆源 物质供给方向

图 3中泥盆世晚期鸡泡亚翔沉积相古地理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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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J 1P ao su b st ag e
i

nt he la te mi d d le D e vo n
i a n

7
。

开阔陆栩

综上所述
,

从岩石结构
、

生物组合
、

鸟眼成因等特征
,

结合相带在平面上的展布来

看
,

该相主要反映海水循环受限制的浅水泻湖环境
,

因其水很浅
,

故在沉积
一
成岩 的漫长

地质厉史中
,

也有短暂上升露出水面的时间
,

但总体而言
,

应为潮下局限环境
。

3) 生物礁
、

滩 主要发育在开放台地相中
,

各种底栖生物
,

特别是造礁生物大量

繁盛形成生物礁
、

滩
。

台地相带中的生物礁
,

多为障积型的
、

规模较小的点礁 ( 如独山城郊鸡 窝 寨 段 的

礁 )
,

它主要由球状
、

半球状及不规则状层孔虫
、

床板珊瑚等造礁生物构成
。

填隙物以泥

晶为主
,

亮晶少见
。

厚度一般不大
,

往往与生物滩相
、

潮下浅水相及半封闭泻湖相组成

韵律沉积
。

台地相带 中生物滩分布较广
。

其生物及生物碎屑含量高
,

生物门类繁多
,

常见腕足

类组成的介壳滩
、

棘屑滩及通孔珊瑚 (或 四射珊瑚
一
通孔珊瑚滩 )

。

4
.

台地边缘相带

台地边缘相带处于 台地与盆地间的过渡地带
,

亦称为
“ 相变带

” ,

其近台地一侧生

物礁
、

滩发育
,

形成断续相连的堤坝
,

将其南北分隔成两大岩相类型
。

北侧 ( 向陆 ) 以

碳酸盐岩为主
,

富含底栖生物的台地相带
。

南侧 ( 向广海 )为粘土岩为主
,

富含浮游
一
游泳

型生物的盆地相带
。

边缘相带岩性变化剧烈
,

生物群复杂多样
,

它以台地相带的岩石
一生

物组合为主
,

又与盆地相带的岩石
一
生物组合相互穿插

、

交错过渡
。

可能此相带所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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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陷幅度较大
,

有利于碳酸盐的产生与沉积
,

生物礁
、

滩发育
,

故其沉积厚度大
。

早泥

盆世晚期
,

这一相带就开始发育
,

中泥盆世晚期发育最好
,

一直延续到晚泥盆世早期以

后
,

才改变了这一基本面貌
。

漫长的地质历程中
,

台地边缘位置基本保持稳定
,

各个时

期虽略有摆动
,

但变化不大
。

台地边缘相带包括生物礁
、

滩相及台缘斜坡相
。

1) 生物礁
、

滩相 生物礁
、

滩可以分布于各种相带中
,

但 以台地边缘相带最为集

中 ( 表 1 )
。

在该相带礁
、

滩呈断续相连的礁堤
,

阻碍了海水循环
、

流通
,

这在相当程

度上控制了其两侧的岩石
、

生物面貌
。

T a b le

表 1 贵州中泥盆统生物礁分布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b i

o h e r
m

s
i
n t h e 斑 i d d l e D e v o n

i a n

o f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 c e

带

\
\ \

台 地 边 缘 台 地

鸡窝寨 / /

(段
/ 上段

宋家桥
段

/ 中段
/

鸡泡段
,

障积型
:

紫云 猫营

障积型
:

惠水王 佑 障积型
:

独山城郊
赫障菜园子独山组

中

下 段

骨架型
:

独山布寨

障积型
:

安顺鸡场

王佑组

盆统

猴儿山 组 r书积塑
:

!万丹 大厂 龙 头 山

` 丹架型
:

惠水王佑北

罐子窑 组 障积
一

骨架型
:

普安罐子窑

. :

为推测的潜 伏礁
。

独山布寨王佑组下段生物礁是台地边缘堤礁 的一个比较完整而典型的出露点
。

礁核

可见最大厚度 2 0 0 一 2 4 0米
,

长 5 公里
,

宽约 1 公里
。

可划分如下亚相 ( 图 4 )
。

礁核亚相 为生物礁的主体
:
含大量基本保持原始生态的各种层孔虫

、

板珊瑚及

充填其间的棘皮类
、

通孔珊瑚
、

腕足类
、

四射珊瑚
、

红藻等
。

生物含量大于 50 %
,

高者

达 80 一 90 %
,

其 中造礁生物大于 30 一 40 %
,

高者达 70 一 80 %
。

生物间多为亮晶胶结
,

局

部泥晶充填
。

该亚相可进一步划分为块状层孔虫礁灰岩微相
、

厚板状层孔虫礁灰岩微相
、

柱状及

球状半球状层孔虫礁灰岩微相
、

含层孔虫灰岩微相等
。

礁后亚相 岩性以含生物 ( 屑 ) 球粒灰岩为主
,

夹含生物屑泥晶灰岩
。

球粒灰岩

之填隙物既有亮晶胶结物
,

又有泥晶基质
。

生物含量较礁核大为减少
,

一般仅 5一 20 %
,

以枝状及柱状层孔虫为主
,

并有少许球状及半球状层孔虫
、

板珊瑚
、

腕足类
、

苔鲜虫
、

介形虫
、

兰绿藻等
。

反映紧邻礁核后侧间歇扰动的环境
。

礁前亚相 由礁核经波浪冲击破碎堆积而成
。

主要特征是含大量层孔虫
、

板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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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核
: 1

.

块状层孔虫礁灰岩微相 2
.

厚板状层孔虫礁灰岩徽相

3
。

柱 状一球状半球状层孔虫礁灰岩微相 礁间
:4

。

含层孔虫灰岩徽 相

礁 后
:

5
.

球拉灰者微相 礁 而
:

6
.

层孔虫砾咚灰岩徽相 7
。

棘屑灰岩微 相

8
.

含 薄板状层孔 虫灰岩微相

图 4贵州独山布寨鸡泡段生物礁模剖面

Co r s s so e tio no f b io h e rmo f t l
i e J i pao 、 e e tio n

1 1,
D

u s h a n p ; , z h a i
,

G 、 l i z h o u

等造礁生物的砾块和其它灰岩砾屑
,

并含大量棘屑及通孔珊瑚
、

腕足类
、

苔 鲜虫
、

藻类

等碎屑
。

此外
,

厚数厘米
、

长数十匣米的薄板状层孔虫也较发育
,

颗粒间多为亮晶胶结
。

该亚相可进一步划分为层孔虫砾屑灰岩微相
、

亮晶棘屑灰岩微相及含薄板状层孔虫

灰岩微相
,

均反映礁 前强烈动荡环境
。

2) 台地前缘斜坡相 该相分布于台地边缘靠盆地一侧
,

主要特征是在暗色泥晶灰

岩及泥岩中夹有异地碳酸盐岩屑层 (塌积层 )
。

这些岩屑层的特点是
:

岩屑大小是从砂级

颗粒直至砾径数十厘米的岩块大多数岩屑磨圆差
,

次棱角状为主
。

岩屑类型多样
,

既有造

礁 的层孔虫
、

板珊瑚的砾屑
,

又有生物屑灰岩及纹层泥晶灰岩砾屑
,

礁碎屑与盆地碎屑

混合在一起
。

纹层泥晶灰岩砾屑之层理表明这些碎屑排列是紊乱 的
。

基质是暗色泥岩
、

泥晶灰岩
,

其中既含腕足类
、

棘皮类等底栖生物
,

又含光壳节石等浮游生物
。

这些特征与加拿大上泥盆统古壁礁组合东南边缘 的碳酸盐岩屑流十分相似
,

是礁组

合边缘
、

台地边缘的典型相标志
。

5
.

盆地相带

盆地指浅海环境 中海水较深
、

沉积底面地形相对低陷的部分
。

广泛分布于南丹罗富

一望漠和桑郎一盘县石坝一带下泥盆统塘丁组至上泥盆统响水洞组
。

主要为暗色泥岩
、

泥晶灰岩 ( 二者间的过渡类型— 钙质泥岩
、

泥质灰岩 ) 和硅质

岩等
`

局部含炭质较高
,

有少许细砂质或夹薄层粉砂的细砂岩
。

泥岩中粘土矿物主要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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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
,

并有少许绿泥石
、

胶岭石及海绿石
。

普遍发育微细水平层理及微波状层理
,

常含

分散状原生黄铁矿及菱铁矿
。

生物较丰富
,

以浮游一游泳型为主
,

如竹节石
、

三叶虫
、

头足类 ( 菊石
、

角石
、

杆

石 ) 及硅质放射虫等
。

其中三叶虫的眼睛多已退化成盲眼
,

或眼特别发育
,

以适应在光

照微弱的较深水 中生活
。

竹节石主要为薄壳
、

胎室呈滴珠状的类型— 塔节石及光壳节

石
,

它们往往平卧在层面上
,

排列无一定方 向
,

富集成层
。

还有少量体小
、

壳薄
、

壳线

细弱或壳面光滑的腕足类
、

瓣鳃类
,

可能营浮游或假浮游生活
。

还有细弱的海百合茎
。

上述 特征反映其沉积环境为海水较深
、

宁静及光照不足的弱还原至还原环境
。

盆地相带中
,

局部可发育生物礁
、

滩
,

如广西南丹大厂龙头山罐子窑组生物礁
。

该

生物礁属环礁性质
,

横剖面上呈圆丘状
,

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以上
,

最大可见厚 8 73 米
,

向

外及 向上均被盆地相泥页岩
、

泥质泥晶灰岩所包 围
、

复盖
。

礁体本身可分出三个亚相
:

礁核亚相 由礁基底及礁间砂屑
一棘屑灰岩微相

、

粗枝状及球状板珊瑚
一层孔虫障

积礁灰岩 微相
、

板状与弯丘状板珊瑚
一层孔虫障积及骨架礁灰岩微相等组成

,

为礁组合的

主体和骨架
。

礁翼亚相 由棘屑灰岩微相及塌积层微相组成
,

反映礁前强烈动荡的环境
。

礁后泻湖亚相 由近礁生物屑灰岩及砂屑— 球粒 ( 团块 ) 灰岩微相及远礁泥晶

灰岩微相组成
,

反映礁后间歇动荡至安静环境
。

6
.

开阔陆棚相带

该相带位于盆地相带之南
,

广泛分布于广西隆林德峨至乐业一带的中
、

上泥盆统
。

主要有三种岩石— 生物组合
:

( 含 ) 生物灰岩
、

生物屑灰岩
一
珊瑚

、

层孔虫
、

腕足类组合
。

具鸟眼构造的球 ( 团 ) 粒泥晶灰岩
、

泥晶灰岩—
双孔层孔虫

、

钙球
、

介形虫及腕

足类组合
。

以上两类大致分别与台地相带之开放 台地相
、

局限台地相相似
。

比较特殊的一类是亮晶砂屑灰岩
、

亮晶鲡 ( 豆 ) 粒灰岩— 钙球
、

介形虫
、

双孔层

孔虫组合
。

该组合多居剖面顶部
,

平面上主要分布于陆棚边缘靠近盆地处
。

综上所述
,

开阔陆棚与台地有许多相似之处
,

但 因所处古地理位置及海 水 深 度 不

同
,

两者也有明显差别
,

如开阔陆棚距陆地较远
,

因而它所含陆源碎屑物极少
,

多为极

纯的碳酸盐岩
。

由于海水较深
,

因而生物门类较台地单调
,

有层孔虫
、

珊瑚
、

腕足类及

介形虫
、

钙球等
,

缺乏苔鲜虫
、

钙质海绵骨针等台地 中常见的门类
。

而且珊瑚
、

层孔虫

属种单调
,

多为细弱枝状的类型
,

开阔陆棚边缘有较特殊的滨外鲡粒滩发育等
。

在野外工作及本文编写过程 中
,

范嘉松
、

沙庆安
、

曾允孚
、

吴 崇药
、

冯 增 昭 等 给

予指导
,

戴永定
、

张荫本协助鉴定部分生物碎屑
,

本 队实验室鉴定古生物及部分岩矿薄

片
,

在此一并致谢 !

( 收稿 日期
: 1 9 8 2年 4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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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l P o s i t i
o n , s e a 一 w a t e r

e n e r g y a n d t i d a l a e t i o n , a n d w i t h r e f e r e n e e t o t h e P a t t e r n s o f I r w i n ( 1 9 6 5 )
,

L a P o r t e ( 1 9 6 7 ) a n d W i l s o n ( 1 9了5 )
,

t lz e g e n e l
·

a l p a t之e r n o f i t
s s e d i : n e n t a r y e n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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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x f a e i e
s b e l t s a n d t h i r t

e e n f a e 元e s .

T h e

1i t t o r a l f a c i e s r e g i o n e o m P r
i
s e s s u p r a t i d a l b e l t a n d i n t e r t i d a l b e l t

, s u b s h a l l o w s e a

f a e i
e s r e g i

o n
i
n e l u d e s p l a t f o r m f a e

i
e s b e l t a n d p l a t f o r m m a r g i n a l f a e

i
e s b e l t

,

a n d a b丁 s s a l a n d s h a l l o w 一 s e a f a e
i
e s r e g i o

n e o n s
i
s t s o f b a s i

n f a e
i e s b e l t a n d o p e n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h o r e f a e i e s b e l t
。

T h i
s p a p e r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b a s

i e f e a t u r e s o f e a e li f a e
i e

s r e g io n ,

f a e i e s b e l t

a n d f a e
i e

s , a n d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g e n e r a l p a t t e r n o f s e d im e n t a r丁 e n v
i
r o o nf e n t o f t h e

D e v o n i a n e a r b o n a t e 、
i
n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 。 .

I t 15 b e l i e v e d 菠}
一a t i n t 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p a t t e r n o f e a e h g e o l o g i
e a l p e r

i
o d

, n o t a l l s i
x f a e

i e s b e l t s a n d t h i
r t e e n f a e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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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 P
re e s nti a n ge e nra l pat te r n.

Fo re x at np le,

b o t h b i
o h e r

m a l f a e
ie

s a n d s h o a l

f a e
i e

s o f p l a t f o r m m a r g i n
a l f a e

i e s b e l t a r e g e n e r a l l y n o t p r e s e n t a t t h e s a m e t i -

m e .

N e
i t h e r 15 t h e e a s e o f o p e n p la t f o r m f a e i e s a n d l im i t e d P l a t f o r皿 f a e i e s o f

p l a t f o r nr f a e i e s b e l t
。

T h i s 15 a n i口 p o r t a n t f e a t u r e f o r s e d i m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t h e D e v o n i a n e a r b o n a t e s
i n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

A e e o r d i n g t o W I I s o n ` 5 p a t t e r n ,
t h e r e 1 5 o f t e n a n 扩 o p e n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h e l f 口 i n

t h e t r a n s i t io n a l P e r i o d f r o 皿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t o b a s in
.

B u t
,

i t 15 n o t 5 0 f o r

t h e D e v o n i a n s y s t e m in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

w h e r e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t r a n s i t s

d i
r e e t l y t o b a s in

,

w h i
e h 1

5 e l o s e l y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s u b m a r i
n e l a n d f o r m e o n t r o l l

-

e d b y P a l e o s t r u e t u r e -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e o l o g i e a l p e r i o d s .

d e v e l o p e d t h e t e r r
i g e n o u s e l a s t i

e d e p o s i t s
,
t h e y

m i g h t b e n e a r s h o r e一 f o r e s h o r e一 b a e k s h o r e d e p o s i t s w i t h o u t b a r r
i e

r s , a n d nr i
-

g h t a l s o b e l a g o o n一 t i d a l f l a t d e p o s i t s w i t h b a r r
i e

r s .

U n d e r s t r o n g f l u v i a t i l e a e t -

i o
n ,

t h e d e l t a d e v e l o p e d
.

V a r
i o u s e l a s t i

e d e p o s
i t

s m a y o e e u p y t h e w h o l e o r p a r t

o f s u P r a t i d a l
,

i n t e r t i d a l a n d p l a t f o r m f a e
i e s b e l t s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t五u s e o n t r o l l i n g

o r a f f e e t i n g t h e e a r b o n a t e d e P o s i t s
。

T h i s p a p e r a l s o s t u d i e s t h e f e a t u r e s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o r i g i n o f t h e D e v o n i a n

b i o h e r m
,

b a n k a n d 护 b i
r d , 5 e y e 护 s t r u e t u r e i n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

S t r e s s 15 p u t o n

t h a t t h e 于 b i r d , 5 e y e , 15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l i v i n g a l g a e ; i t m a y b e d i s t r
i b u t e d f r o m

s u p r a t i d a l b e l t t o i n t e r t i d a l b e l t
, o r i n e o n f i n e d s u b t i d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