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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凤太矿田层控铅锌矿床的岩相

古地理环境

杨锦源 张四喜

(西北冶金地质勘探 公司 71 7队 宝鸡 )

凤太矿田
,

位于秦岭中段
,

陕西省凤县至太白一带
。

一

西接
“
西成矿 田

” ; 东邻
“
柞

山矿田
” 。

属秦岭泥盆系多金属
、

铁成矿带的一部分
。

本区铅锌矿产丰富
,

已经发现矿

床
、

矿点数十处
,

其中大中型矿床四处
。

对于矿床成因
,

前人多认为属
“
中低温热液矿

床
” 。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

发现凤太矿田内之铅锌矿体
,

主要赋存于中泥盆统古道岭

组上岩段与星红铺组地层界面附近
,

严格受此地层层位控制 ; 矿体形态多呈层状
、

似层

状分布
,

沿走向和倾向均较稳定
,

矿体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

多呈整合接触
;
矿石中矿

物组份简单
,

主要金属矿物为闪锌矿
、

方铅矿 ; 矿石中见有浸染状
、

胶状
、

条带状
、

细

纹状等原生沉积作用所形成之构造残余 ; 矿田内岩浆岩不发育
,

而且矿体空间分布和岩

浆岩无明显的直接联系
。

因此
,

目前认为应属层控铅锌矿床
。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
,

在此

认识的指导下
,

经过四年来的找矿实践
,

使原来四个中小型矿床发展成为四个大中型矿

床
,

储量成倍增长
,

并在矿田内划分了七个矿化带
,

使找矿远景不断扩大
。

为了查明层

控铅锌矿床形成规律
,

我们试图对主要含矿层位
-

一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上岩段沉积期的

岩相古地理环境进行研究
,

以总结规律
,

继续扩大找矿效果
。

概况

矿 田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秦岭褶皱系礼县柞水冒地槽褶皱带
。

属地槽型紧闭线状褶

皱
,

构造线方向为北西西— 南东东向
。

区内断裂构造亦很发育
,

除北西西向走向断裂

外
,

还有北西
、

北东及近南北向断裂
。

区内除发现少量闪长粉岩等岩脉外
,

尚未见大规模岩浆岩分布
。

出露地层以泥盆系地层为主
,

有少量石炭系至白奎系地层
。

泥盆系地层又以中泥盆统

地层为主
,

可划分为古道岭组及星红铺组
。

古道岭组下岩段下部为中厚层变质石英砂岩
、

长石砂岩夹少量钙质砂质板岩
,

上部为中薄层钙质砂岩
、

砂质灰岩
、

铁白云质砂岩
,

夹有

大理岩
、

灰岩夹层等
,

为一套粗粒碎屑岩沉积
。

古道岭组上岩段主要为中薄层结晶灰岩
,

含炭生物灰岩
、

硅化铁白云岩
、

中厚层结晶灰岩夹少量绢云母千枚岩
、

铁白云质千枚岩
,

为一套碳酸盐岩夹少量碎屑岩沉积
。

星红铺组以钙质千枚岩为主
,

夹有铁白云 质 千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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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砂岩及少量灰岩夹层
,

为一套以细粒碎屑岩为主
,

夹少量碳酸盐岩沉积
。

上泥盆统

地层在本区属九里坪组
,

为千枚岩及砂岩夹少量碳酸盐岩沉积
。

矿田内铅锌矿床含矿层位较多
,

但是目前已知矿床及大多数矿点
,

均产于古道岭组

与星红铺组地层界面附近
,

受地层
、

岩相古地理
、

构造等条件的多因素控制
。

二
、

岩相古地理环境演化特征

加里东运动
,

使秦岭古陆抬升
,

由北向南扩展
,

秦巴海盆向南退缩
。

加里东运动之

后
,

经过短暂的沉积间断
,

从早泥盆世末期开始
,

海水再次侵入
,

在矿田范围内
,

沉积

了一套碳酸盐岩
、

碎屑岩建造
。

为了研究凤太矿 田层控铅锌矿床成矿期的岩相古地理环境
,

我们选定矿田主要含矿

层位
,

即矿层下部围岩— 中泥盆世吉维特早期沉积 ( 古道岭组上岩段地层 )
,

作为研

究对象
。

古道岭组上岩段地层
,

属碳酸盐建造
。

根据地层岩石类型
、

颜色
、

韵律
、

原生沉积

构造
、

生物化石组合等相标志
,

结合岩相古地理综合图件中反映的特征
,

将凤太矿田划

分为
:

1
.

台地边缘生物礁相 2
.

台地边缘浅滩相 3
.

开阔台地相 4
.

局限

台地相

各相带特征详见表 1 :

( 一 ) 在时间上的变化
:

古道岭组下岩段地层
、

是一套颗粒较粗的碎屑岩沉积
。

古道岭上岩段地层
,

为碳酸

盐沉积
。

根据实测资料编制了古道岭组上岩段
.

剖面结构分析图 ( 见图 1 )
。

从图中可以看 出中泥盆世吉维特早期
,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级
,

由于全区位

于陆表海部位
,

形成一套下部以细粒灰岩
、

上部以生物礁灰岩
、

生物灰岩为主体之碳酸

盐沉积 ( 即 D
Z g 孟层 )

。

按照剖面结构分析
,

应属台地边缘浅滩相至台地边缘生物礁相

沉积
。

第二阶段
,

形成一套以砂质灰 岩
、

泥灰 岩为主之 潮间带碳 酸盐沉积 ( 即 D
: g 呈

层 )
。

按其特征
,

’

应属局限台地相沉积
。

第三阶段
,

形成以中厚层灰岩
、

炭质灰岩为主

的台地边缘浅滩相沉积 ( 即 D
: g 夏层 )

。

第四阶段
,

形成以生物礁灰岩
, 、

生物碎屑灰

岩夹薄层灰岩
、

炭质灰岩为主的生物礁相沉积
.

( 即 D
: g 盆层 )

。

由上述可见
,

中泥盆世

吉维特早期沉积岩相表现了分阶段有规律的演化特征
。

( 二 ) 在空间上的展布

古道岭组上岩段地层
,

遍布凤太矿 田
。

为了研究其沉积岩相及古地理环境空间展布

特征
,

根据野外实测资料
,

编制了一套单因素等值线岩相图
。

在此基础上
,

经过进一步

综合整理
、

编绘了 《 秦岭凤太矿田中泥盆世吉维特早期岩相古 地 理 略 图 》 ( 图 2 ) 及

《 秦岭凤太矿田 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上岩段等厚线略图 》 ( 图 3 )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1
.

矿田北部地层厚度逐渐减薄以至尖灭
,

碎屑岩比多为高值区
。

根据各岩相图以及

地层岩石组合特征推断
,

矿田北缘靠近蚀源区
。

此蚀源区 ( 暂称
“
秦岭古陆 ) ) 与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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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n g x i a n 一 T a i b a i C o u n t i e s ,

Q i n l i n g M t s

二

之间
,

被白坚系东河砾岩覆盖
。

这一东西向狭长沉降盆地
,

将秦岭古陆与矿田海盆之间一

段古地理景观掩盖
,

使其面貌不清
。

但是
,

可以大致推测
,

秦岭古陆南缘
,

应在凤县安

河寺至太白县靖口关一带
。

矿田东北部
,

由于 白云一丹凤断裂
朴
及太白花岗岩基侵吞

,

给

恢复该区古地理原貌带来困难
。

矿 田东南侧
,

地层厚度亦较薄
,

而且是砂页 岩 高 比 值

区
,

虽然被华阳花岗岩体侵吞
,

仍有理由推测应有佛坪海岛存在
。

申

根据陕西省地质局区城地质测量队
, 《 陕西省构造休系图说明书 》 ,

19 8 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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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凤太矿田层控铅锌矿床的岩相古地理环境 的

2
.

矿 田海底地形 比较复杂
。

西部南侧苇子坪一带
,

地层厚度较小 ( 3 0 0一 4 00 米 )
,

碎屑岩比多为低值区
,

由于生物礁不断发育
,

一

形成北东向半环状珊瑚礁障壁 岛
,

构成局

部半封闭沉积环境
。

另外
,

沿核桃坝南北方向一带
,

地层厚度更小 ( 2 0 0一 30 0米 )
,

泥

砂质含量较高
,

说明存在一个近南北向水下隆起带 (或称水下砂坝 )
。

海水下不甚畅通
,

将矿田一分为二
,

使东西两部份沉积岩相和成矿特点有较大差异 ` 海底相对凹陷地带
,

地层厚度也比较大
。

矿 田西部
,

地层厚度较大部位呈弧形
,

分布于上述生物礁障壁岛外

围
。

矿田东部
,

地层厚度较大部位
,

大致呈北西向分布
,

其厚度由西北向东 南依 次减

薄
。

这种有规律的厚度分布特点与其东南部存在之佛坪海岛密切相关
。

3
.

古道岭组上岩段地层中
,

发现大量珊瑚类化石
,

特别是顶部见有四射珊瑚及床板

珊瑚亚纲中的许多群体
。

根据现代珊瑚生态资料及珊瑚礁体生存环境的研究
,

认为此类

珊瑚
,

只能生活在海水温度22 ℃以上
、

海水盐度 27 一 48 编
。

( 一般为 34 一 36 肠
。

)
、

海

水深度不超过 60 叹 ( 1 8
.

3米 )
、

光线充足
,

有机质食物丰富的滨海一浅海环境
。

据此推

测
,

该段地层形成时的古地理条件
,

与此相类似
。

4
.

在野外调查中
,

除见到小至大型交错层理外
,

还见到小至 中型海浪波痕等原生沉

积构造
,

因而可以判定
,

原生沉积时期
,

其水动力条件应属较为动荡的环境
。

同时
,

利

用吴氏网
,

将地层恢复为原始水平产状
。

恢复后之斜层理 ( 交错层理 ) 倾向
,

即代表古

海水流向
。

结果表明
,

本区属下部流动环境
,

古海水主体流向为自南西流向北东方向
。

5
.

地层中普遍含有炭质
、

黄铁矿
、

铁白云石
、

重晶石等指示环境的特征矿物
。

特别

是顶部含矿层位
,

此类矿物含量尤其丰富
。

另外
,

矿田范围内
,

从铅铜山
、

八方山
、

银

母寺等矿区
,

共采集 24 件样品
,

进行酸碱度 ( p H值 ) 与氧化还原电位 ( E h值 ) 试验
,

测定结果为
: p H值为 6

.

8一 9
.

1 4 ; E h值为 一 4 0() 一 + 4 00 毫伏
。

以上可大致说明
,

原生沉

积时物理化学条件为中一弱碱性
、

弱还原环境
` ,

6
.

根据岩比计算结果
,

碎屑岩比 ( C R ) 采用 8
、

1
、

0
.

25 三个比值 ;砂页岩比 ( S S R )

采用 8
、

1
、

0
.

125 三个比值
,

绘制三角比率相图
。

全矿田划分为五个岩石类 型
:
第 一

岩类为石灰岩 ( 碎屑岩比C R = 0
.

00 一 0
.

25 )
。

差不多整个矿 田均有分布
,

是最主 要 的

岩石类型
。

第二岩石类为泥质灰岩 (碎屑岩比 C R = 0
.

25 一 1
.

00
;
砂页岩比 S S R = 0

.

00

一 0
.

1 2 5 )
。

除银母寺以东出露面积较大外
,

其均为零星分布
。

第三岩类为钙质千枚 岩

( 碎屑岩比C R 二 1
.

00 一 8
.

0伪 砂页岩比 S S R 二 0
.

00 一 1
.

2 5 )
。

只在矿田东部南侧见小片

分布
。

第四岩类为泥砂质灰岩 ( 碎屑岩比 C R
二 :

0
.

25 一 1
.

0伪 砂页岩比 S S R 二 0
.

12 5一

1
.

00 )
。

矿田最东部古宇梁一带有少量分布
。

第五岩类为砂质灰岩 (碎屑岩比 C R = 0
.

25

一 1
.

00
,

砂页岩比 S S R = 1
.

00 一 8
.

00 )
。

其分布位置大致同第四岩类
,

但范围更为局 限
。

综上所述
,

矿田内沉积相带分布与古地理环境关系十分密切
,

古地理环境严格控制着

沉积岩相
。

西部生物礁障壁岛占据位置大致为台地边缘生物礁相沉积区
,

中部王家楞一

带为开阔台地相沉积区
,

最东部为局限台地相沉积区
,

其余均为台地边缘浅滩相沉积区
。

( 三 ) 与成矿之相关性
:

凤太矿田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上岩段原生沉积期岩相古地理环境
,

严格控制着矿床空

间分布
,

而且矿层也赋存在特定含矿层位中
。

1
.

矿 田内已知大中型矿床及主要矿点的平面展布
,

呈现弧形分布特征
。

特别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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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桐 山
、

八方山
、

银母寺等大中型矿床相连
,

恰好位于苇子坪一带生物礁障壁 岛外侧
,

并与其边界线大致平行
。

其岩相位置
,

大多出现在海底隆起 ( 生物礁障壁 岛 ) 边缘向台

边缘浅滩相过渡地带
。

2
.

矿 田东部和西部成矿条件差别甚大
。

已发现之大中型矿床均集中在西部
。

究其

原 因
,

主要是矿田西部存在由障壁岛形成的半封闭沉积环境所造成的
。

3
.

古道岭组上岩段含矿层位为 D受g 盆
“ 2
层

,

分布上下两层矿体
。

下部矿层
,

位于距

含矿层顶面 60 一 100 米处
。

一般矿层薄
,

规模小
。

上部矿层位于含矿层顶面附 近
。

是 矿

田中构成大中型矿床之主要矿层
。

矿体多呈层状
、

似层状或大 的透镜状分布
。

矿体长儿

百米至千余米
,

厚 1一30 米
。

矿体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

界线一般较清楚
。

矿石呈灰黑

色细粒至隐晶质结构
,

镜下多为半自形微粒镶嵌结构
,

局部见有花岗变晶结构或碎屑结

构
。

矿石构造多为浸染状构造
、

细纹状构造
,

亦有似条带状构造等
。

也常见各类交代结

构与构造
,

如交代残余结构
、

交代蚕蚀结构
、

穿插结构与团块状构造
、

网脉状构造
,

放

射状构造等
。

矿石 中金属矿物以闪锌矿
、

方铅矿为主
,

还含有少量黄铜矿
、

黄铁矿
、

菱

铁矿
、

毒砂等
。

次生矿物为菱锌矿
、

兰铜矿
、

孔雀石
、

褐铁矿等
。

脉石矿物 为 铁 白 云

石
、

铁方解石
、

石英
、

绢云母等
,

并见少量缘泥石
、

白云石
、

重晶石
、

炭质等
。

矿石中

化学成分以锌铅为主
。

锌最高品位 50
.

22 %
,

一般为 1 一 8 %
,

铅最高品位 2 0
.

7 0%
,

一

般 1一 2 %
。

矿体及近矿围岩蚀变不甚强烈
,

但因后期改造作用影响
,

局部 可 见 弱 硅

化
、

铁白云石化
、

铁碳酸盐化
、

黄铁矿化等蚀变现象
。

总之
,

上部矿层厚度大
,

品位富
,

矿体规模也较大
,

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

这两个矿层均 出现在两个相应的 造 礁 期 之

后
,

岩石类型为由碳酸盐岩变为碎屑岩的过渡岩类
。

因为上部矿层形成时是由清水碳酸

盐岩沉积向浑水碎屑岩沉积演化
,

海盆水介质物理化学条件也随着发生变化
,

生物礁之

发育受到制约
,

原处于半封闭环境的富含有用金属组份沉淀下来
,

形成矿源层
,

为后期

各种改造作用在本区形成大中型矿床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断因而
,

本区与礁灰岩密切

相关的铅锌矿体
,

就在这种比较有利的岩相环境中形成 ( 图 2 )
。

三
、

结 语

秦岭凤太矿田古道岭组上岩段地层的岩相古地理条件应与
“
碳酸盐沉积地层基本相

模型
”

( 即威尔逊模型 )
爷
中第五至第八标准相带

.

大致相 当
。

根据剖面结构分析
,

本区

中泥盆世早期可分四个级段
,

即台地边缘浅滩相至台地边缘生物礁相沉积 (第一阶段 )
,

局限台地相沉积 ( 第二阶段 )
,

台地边缘浅滩相沉积 ( 第三阶段 ) 和生物礁相沉积 ( 第

四阶段 )
。

在本区形成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建造
。

古道岭组沉积至此便告结束
。

随后
,

沉积了中泥盆统星红铺组以碎屑岩为主的沉积建造
。

两者之间为整合接触
。

就在中泥盆

世吉维特早期即将结束之际
,

出现了两个造礁期
,

特别是后一个造礁期之后
,

伴生着丰

富的有用金属组分沉淀
,

形成矿 田最为重要的含矿层
。

生物礁障壁岛所形成的半封闭沉

积环境直接控制着成矿作用
。

已知大型矿床 ( 恰位于苇子坪一带生物礁障壁岛外围 )
,

呈弧形分布的客观存在
,

使我们有理由推测
:
今后继续扩大矿田远景

,

发现新的矿床
,

*

根据 J
.

L
.

威尔赴著 《 地 质历史中碳酸盐相 》 。

冯增昭等译
。

1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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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沿此弧形地带开展找矿工作
。

文中涉及资料
,

主要为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7 17 队及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地质

研究所等单位近期来集体工作成果
。

本文完稿后
,

承蒙任柱荣高级工程师审阅
,

并提 出

了修改意见
,

在此一 并感谢
。

( 收稿 日期 1 98 3年 6 ]J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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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N G X IAN
一

T AIB A I C O U N T IE S
,

S HAANX IP RO V IN C E

Y a n g J i n g y u a n a n d Z h a n g S i x i

( M e t a l o 一 g e o l o g i e a l P r o s p e e t i n g C
.〕 m p a n v o f N o r t h w e s t C h i n a )

A b s t r a e t

T h e o r e f i e l d r i e h i n P b z n o r e d e p o s i t s i n t h e F e n g x i a n 一 T a i b a i e o u n t i e s 15

l o e a t e d i n t h e m i d d l e o f t h e
Q i n l i n g M t s 二

’

r h e o r e b e a r i n g b e d 皿 a i n l y e x i s t s i n t h e

t r a n s i t i o n a l s e d i m e n t a r y b e d s b e t w e e n t h e G u d a o l i n g G r o u p a n d t h e x i n g h o n g p u

G r o u p o f t五e M i d d l e D e v o n i a n S e r i e s
.

I t e a :。 b e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w o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b e d s
.

T h e u , p e r b e d 15 t h e p r e d o m i n a n t o n e ,

f o r 且 z i n g t h e h u g e a n d t h e m e d i u m 一 s i z e d o r e

d e P o s i t s i n t h i s a r e a
.

T h i s p a P e r b r i e f l y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d i s t r i l) u t i o n o f t h e s e a a n d t h e l a n d
,

t il e s e a

f l o o r r e l i e f s ,
t h e h v d r o d y n a m i e e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t h e p h v s i e o 一 e h e m i e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d u r i n g t h e s e d i m e n t a r y p e r i o d o f t h e m a i n (〕 r e一 b e a r i n g b e d o f t h e o r e f i e l d i n t h e

F e n g x i a n 一 T a i b a i e o u n t i e s
.

B y t h e t e x t u z
·

e a n a l y s i s s e e t i o n ,

i t d e s e r i b e s t h e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p r o e e s s o f f a e i e s f r o m t il e p l a t f o r m m a r g i n a l s h o a l f a e i e s t o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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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r g i n a l s h o a l f a e i e s 一 t il e p l a t f o r m m a r g i n a l b i o il e r m f a e i e s o f t h e M i d d l e D e v o n i a n

( L o w e r G i v e t i a n ) s i n e e t h e o r e f i e l d 1 5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w o a l o n g t h e S o u t h 一 n o r t h l i n e

o f H e t a o b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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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t w e e n t h e e a s t a n d t h e w e s t o f t h e o r e f i e ld
.

T h e g e o g r a p h i e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s o m e h u g e a n d m e d i u m 一 s i z e d o r e d e P o s i t s e l e a r l y s h o
w s t h a t t h e r e s t r i e t e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f o r m i n g t h e b a r r i e r i s l a n d o f l: h e b i o h e r m s 15 f a v o r a b l e f o r t h e o r e -

f o r m a t i o n
.

T l一 e f i e l d w o r k il a s p r o v e d t h a t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o r e d e p o s i t s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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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 i z i p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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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 r i o d s d u r i n g t h e M i d d l e D e v o n i a n ( L o : 下 e r G i v e t i a n )
, a n d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w a s

e l o s e l y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b i o h e r m s
.

T h u s ,
t h e a d v a n t a g e o u s f o u n d a t i o n w a s p r o v i d e d

f o r t il e o r e b e d s o f l a t e r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u n d。
: r a l l k i n d s r e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P r o e e s s

.

I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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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r d

,
t h e o r e f i e l d i n t h e F e n g x i a n 一 T a i b a i C o u n t i e s b e l o n g s t o a k i n d

5 t r a t a 一b o u n d o r e d e p o s i t s
, a n d s o m e p r o m i s i n g a r e a s h a v e b e e n i n d i e a t e d i n

P r o s P e e t i n g s
.

o f t h e

f u r t h e r

一部岩相古地理图的新著

—
《 中国海陆变移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 一书评介

江 涛

《 中国海陆变 迁海城沉积相与油气 》 一书系继刘鸿允先生 《 中国古地理图 》 之后
,

又一本中国古地理图方面的

的专著
,

作者关士聪先生 等在博采国内外名家的岩相古地理概念 , 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了统一的中国 海 城 沉 积模

式
,

在 此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岩相剖面资料
,

编制了二十幅晚元古代 至三叠纪的海陆分布及海城沉积 相图
,

五幅早

寒武世至晚三叠世 的海陆变迁图
,

并附有相应的文字说明
。

本书有下列特色 :

1
.

充分吸收 了七十年代以来 国内外在研究碳酸盐沉积相的研究成果
、

吸收了威尔逊的沉积相模式
,

但又克服了

这个模式 的局限
,

把威 尔逊的相模式放在全球海城地理环境的背景上加 以扩充和 深化
,

吸收了无 障壁 海的陆缘沉积

相模式
,

浊 流模式
,

以及近年来 我国岩相古地理工作者所发现和查明的凹槽台地相 ( 又称台沟相等等 )
,

这 个模式

基本上概括 了自然界各种千差万别的海城岩相带
,

为本岩相古地理 图的阅读和应用提供 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概念
。

2
.

上述模式在概念上划分了相组
,

相区
,

相带三个层次
,

共 分出了二个相组
,

六个相区十六 个相带
:

上述三个层次对于划分不 同地质历史时期的沉积相
,

提供了一个有伸缩性的尺度
,

据此可以按照不 同的地层的

时距或不同的地层岩相 的研究程度
,

使用不 同层次的尺度来划 分岩相
。

同时
,

由于建立多次的岩相概念
,

书 中所列

的二 十五幅岩相古地理 图拥有较丰富的信息量
,

充实了图件的内涵
。

3
.

岩相古地理 图是 以一定时距的地层为单位编制的
,

但 一个地层单元往往是 由多种岩相组合而成
,

这就产生了

岩相的归属问题
,

这众多 的岩相组成的地层单位应定为那一个相带
,

相区或相组 呢? 既不能将众 多的岩相加 以平均

化处理
,

又不能将众 多的岩相统统吸收作多相投影
。

在本书里
,

作者运用了 “ 主导相 ” 这一概念和手法
,

顺利地解

决了这 一棘手的问题
,

并且 由于采用了这种手法
,

图面上的岩相带匹配获得鲜明的效果
。

4
.

本书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

突出面 向寻找油气田这 一重大实践课题
。

实际上本书展示的海域岩相组
、

区
、

带不

仅对寻找油气田有指导意义
,

而且对寻找许多固体矿产也有指导意义
,

例如
,

近年来寻找层控矿床 的 实 践经验表

明
,

许多金属矿产的分布和一定的碳酸 盐岩岩相带有密切的关 系
。

由于具有上述特色
,

本书反映了我国八 十年代研究岩相古地理的水平
,

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
,

所展示的岩相古

地理 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

并且又具有较高的实 用价值
,

因此本书的出版
,

对我国找矿实践和地学的发展

将产生有益的影响
。

由于种种原因
,

本书还存在下列不足
:

1
.

作者提出沉积环境综合模式基本上概括了 自然界 的海域岩相古 地 理 面 貌
,

但 I 相 区 ( 台地相区 ) 和 W相区

( 陆地边缘相区 ) 的关系还有待确切查 明
,

著者认为
,

在 自然界 中
,

l
、

U相带的关系特 别是 1 2
( 半 闭塞台地相

带 ) 1 3 ( 闭塞 台地相带 ) 和 W l
( 沿岸滩坝相带 ) W以潮坪泻湖相带 )的关系

,

更多的是交错关 系而不是续接关系
。

2
.

由于受地层研究程度的局限
,

作者不得不冒着地层对 比失误的风险来确定编 图的时限地层单元
,

如 中国长城

纪
、

蓟县纪
,

青 自口纪海陆分布及海域沉积相 图 ( 图 1 ) 就冒着这种风险
、

作者把三斗坪群 ( 睦岭群和长城纪
,

蓟

县纪对比
,

实际上前者被一个年龄为 17 亿年的含金石英脉所穿擂
,

比长城纪为老
。

不过上述间题 并不是主体性的间

题
,

在本书出版后的未来岁月 中类似 问题还有 可能出现
。

地层 的研究是不断深化 的
,

永远不会完结
,

任何一个作者

如果试图编一张小比例尺 的岩相古地理图就不能不冒着这种风险
,

关键的问题是只要作者编图所采用 的时限地层单

位的对比框架基本上是正确的
,

那么岩相古地理 图上所反映的轮廓就将接近于实 际
。

3
.

作者编 图所遵循的构造原则是 固定论的槽台概念
。

从活动论的全球大地构造概念来看
,

由于海底扩张和板块

的俯冲
,

现在许多跨省区的大的古地理单元面貌和岩相
,

岩组的展布状况
,

在它们所处的地质历史时期里并不 完全

如此
,

只是 由于后来的板块的缝合
,

才使它们固定于现今的空间位置上
,

在板块俯 冲的过程中
,

板块边缘的岩相带

湮失将是不可避免 的
,

因此
,

现今岩相古地理图上几个大地构造 单元 之间的岩相带的缺失现象
,

一方面可能如作者

所说那样是瓦尔特的例外
,

但是 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板块收缩碰撞 所造成的湮失 的结果
。

限于科学技术条件
,

目前还

不可能用活动论的概念来编制岩相古地理图
,

我们期待这种条件 的出现
,

而在这种条件出现之前
,

本书是一本创新

之作
,

并将在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史上留下一块坚实的里程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