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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中晚泥盆世碳酸盐

沉积相和古地理概貌初探
’

吴 萍

(广东省地质矿产局地矿所 )

概 述

粤北地区为由上古生界所组成的两个互相连系的复向斜
。

北东部分是由前泥盆系组

成的诸广山复背斜 , 西部有一条南北向半岛形的前泥盆系瑶山复背斜使本区与粤西北上

古生界复向斜相隔 ; 南部为前泥盆系的云开复背斜北东端
。

在雪山嶂一带分布成东西向

排列的儿个由前泥盆系组成的短轴背斜
,

使本区分隔成南北两部分
。

值得注意的是
,

粤

北地区前泥盆地的构造线分布很奇特
,

北部为北北西
,

南部为北东东
,

两者互相垂直
,

其分界恰好位于本区南部的英德上古生界复向斜中
。

粤北的泥盆系过去被划分为上统帽子峰组和夭子岭组
,

中统上部东岗岭组和中下统

桂头群
。

近年来经广东省地质矿产研究所的研究
,

认为帽子峰组的下部及夭子岭组可 以

和湖南的锡矿 山组及佘田桥组相对比
,

属晚泥盆世 ; 中泥盆世包括棋梓桥组和桂头组
。

晚泥盆世主要为海相碳酸盐沉积
,

中泥盆世由陆源碎屑岩逐渐变为碳酸盐岩
。

泥盆纪沉

积在地区上有明显相变现象
,

由西向东碎屑沉积逐渐增加
,

至东部沿古陆边缘地带几乎

整个泥盆系全变为陆源碎屑沉积
。

一
、

碳酸盐沉积相特征

1
.

湘坪碳酸盐相带

故层状白云岩相 由厚 1一 3 毫米的细晶或微晶白云岩纹层与纹层泥晶灰岩交互

组成
。

纹层平直或微波状
,

部分有轻微的揉曲现象
。

常见有鸟眼或窗孔构成
。

纹层状白云

岩常与含枝状层孔虫的泥晶灰岩组成韵律
,

韵律底部常有间断面或含有大小不等的泥晶

灰岩或白云岩的砂砾屑的冲刷面
。

韵律中的白云岩代表潮上环境
,

枝状层孔虫泥晶灰岩

代表潮间环境
,

两者交互的韵律代表一个潮汐旋迥
。

韵律的厚度一般为 1一 2 米
,

大致

代表当时的潮差
。

粤北地区常见的花斑状白云岩
,

也常与纹层白云岩组成互层
,

常互相连续过渡
。

花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
“
粤北泥盆纪岩相古地理

”

专题研究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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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状白云岩实质上是一种灰质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风化后形成凹凸不平的花纹
,

白云质

花纹 凸出
、

灰质花纹凹进
。

花纹为宽数毫米
、

长十多毫米至几十毫米的蠕虫状
。

白云质

的花纹由具有环带构造的自形白云石交代泥晶灰岩中的蠕虫状构造而成
。

花斑状白云岩

的形成可能是
:
上升露出地表的灰泥层遭受到淋滤作用

,

然后在成岩作用过程中经白云

石选择交代而成
。

因此
,

花斑状白云岩也可以看成是潮上带的另一个标志
。

但 必 须 指

出
,

另一些花斑状结构
,

例如沿缝合线分布的白云岩花斑显然是成岩后形成的 ; 团砾状

灰岩中类似的斑状构造和花斑状白云岩的成因不同
。

城粒灰岩相 颗粒灰岩中的颗粒主要是鲡粒
、

藻团粒
、

球粒
、

小型生物遗体及被

磨蚀或泥晶化的生物介壳
,

偶有少量内碎屑
。

填隙物为亮晶方解石或泥晶方解石
。

此外

还常见有陆源石英
、

泥炭质及黄铁矿等
。

颇粒 这里所见的主要为放射师 ( 藻鲡 )
。

直径 0
.

15 一 0
.

3毫米
,

最大可达 0
.

5毫米
。

成圆形
、

椭圆形
、

长形和花瓣形等
,

具同心纹及放射纹 ( 图版 I
, 1 )

。

核部多为泥晶

方解石
,

有时为生物介壳或介壳碎片
。

有的鲡粒核部被熔蚀
,

然由壳晶方解石充填 ( 图

版 I
,

2 )
。

偶见到变形鲡或破碎鲡
。

与鲡粒共生的常有球粒 ( 或团粒 )
、

凝块石
、

生

物碎屑及陆源碎屑石英
、

云母等
。

填隙物主要为亮晶方解石及少量泥晶方解石
,

后者多

呈斑状分布
。

球较
、

团桩和凝块石 ( 团块 ) 球粒灰岩中
,

球粒往往小而均匀
,

直 径 0
.

03 一 0
.

1

毫米
,

椭圆形或水滴状
,

由尘状泥晶方解石组成
,

球粒含量平均为65 %
。

球粒灰岩往往

形成平整的水平纹层构造
。

纹层由以球粒为主的细层和含有陆源石英粉砂及棘屑的细层

交互而显示
。

有趣的是岩石中的球粒长轴往往排列成与层理相垂直的方向
。

这种排列方

式可以解释为球粒是在水面或水中由于某种生物化学作用凝聚生成的
,

在他们下沉到水

底去的过程中采取阻力最小的垂直的方向
。

如果解释为粪粒
,

则其数量之多
,

成层之厚

实难想像
。

另一种球粒较大
,

形状不规则
,

大小不均匀
,

可达 0
.

3毫米以上
,

含有机质较

多
,

在薄片中往往呈黑色
。

这种球粒可称为团粒
,

其成因可能和生物作 用 有 关
。

据 报

道
,

这种团粒也可由于被磨圆的生物碎屑完全泥晶化 而成 ( G
.

V
.

C ih l in g a r ,
H

.

J
.

iB
s s e n 和 K

.

H
.

W ol f
, 1 9 7 9 )

,

团粒很少单独组成岩石
,

多与藻俪及其他生物碎屑颗粒

共生 (图版 I
, 3 )

。

这种团粒灰岩多产于凡 口地区
,

其颗粒含量平均为 56 %
,

颗粒 / 灰

泥比可达 1 0
。

凝块石 ( 团块 ) 较大
,

往往在一毫米以上
,

形状不规则
,

并包裹有生物碎

屑及其他颗粒
。

在凝块石中有时可见不明显的藻纹层及葛万藻藻丝体
、

足以说明其生物

成因
。

生物碎周城位 常见的有被磨圆的介壳碎片
、

介形类
、

小型腹足类
、

钙球及准乌姆

贝拉藻 ( 李菊英等
, 1 9 8 1 )

。

准乌姆贝拉藻在某些颗粒灰岩中很普遍
,

其直径 0
.

3一 0
.

5

毫米
,

核部为单晶方解石或泥晶方解石充填
,

壳厚 0
.

03 一 0
.

06 毫米
,

由纤维放射状方解

石组成
,

多不对称状
,

一边较薄
,

另一边膨大成单峰火焰形成或双峰马鞍形
。

有时尚见

到核部同时为单晶方解石和泥晶方解石充填的现象 ( 图版 I
,

4 )
。

准乌姆贝拉藻在岩

石中分布疏密不匀
、

互相重叠挤压
。

填隙物主要为含泥炭质的泥晶方解石杂基
,

可能是较

低能环境的产物
。

磨圆的介壳碎片多成长条状
,

有泥晶套
,

其中偶见葛万藻藻丝体
,

主

要为亮晶方解石胶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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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晶胶结的颗粒灰岩中的颗粒含量较多
,

而在泥晶杂基中的颗粒含量相对较少
,

往

往呈凝块状胶结
。

在仁化凡 口地区
,

颗粒灰岩很发育
,

据两个钻孔的岩心观察统计
,

颗

粒灰岩约占碳酸盐岩石的 35 %
,

其中顺粒含量平均为62 %
,

泥晶含量很少
。

常见有波状
、

水平层理和团粒构造
。

颖粒灰岩常和生物屑灰岩
、

纹层状白云岩交互组成韵律
。

在乐昌

地区颗粒灰岩不发育
,

只占碳酸盐岩石的 5 %左右
,

而且主要是球粒灰岩
。

球粒灰岩常见

有小冲刷面
,

揉皱变形及角砾构造等暴露标志
。

这些现象说明颗粒灰岩主要是潮间到潮下

上部环境的产物
。

亮晶方解石胶结的鲡粒灰岩和其他颗粒灰岩反映较高能的环境 , 多种

颗粒组成的并具有凝块状胶结的灰岩反映一种多变的不安的环境
。

球粒灰岩则可能形成

于潮间或潮下上部的低能环境
。

球粒灰岩中的冲刷变形现象说明它们在沉积后曾一度上

升暴露而遭到侵蚀
。

. 层石泥晶灰岩相 该相一般由柱状叠层石泥晶灰岩与泥晶灰岩组成韵律层
。

在

乐昌县西岗寨剖面上见到的律韵结构如下
:

上部 柱状叠层石泥晶灰岩
,

厚一米左右
。

叠层石分布较密集
,

柱丛间充填生物屑

灰岩
,

时见单体或群体珊瑚化石
。

有的韵律的顶部有一薄层的球状层孔虫灰岩
。

下部 泥晶灰岩
,

厚数厘米至 20 厘米
。

与上部为过渡状
。

具波状
、

水平层理
。

含少

量生物碎屑
。

此层既是叠层藻的生长基础
,

又是下部的叠层藻的盖层
。

由于藻头生长高

低不平
,

往往形成一个波状起伏的间断面
。

柱状叠层石灰岩在乐昌县附近很发育
,

其层位主要在佘田桥组的上部
,

在西岗寨剖

面厚达七十米
。

柱状叠层石高可达数十厘米
,

直径 20 一 40 厘米
,

根部尖小成锥状
,

向上膨

大并成树枝状或指状分叉 ( 图版 I
,

5 )
。

叠层石的纹层往往和层孔虫交互生长
,

在切面

上黑白相间
,

黑者为藻纹层
,

白者为层孔虫
。

在叠层石之间常见有腕足类
、

腹足类
,

珊瑚

及块状层孔虫等化石及碎屑
。

在岩石层面上可见到叠层石的椭圆形断面成定向排列
,

其长

轴指向南西 22 5度至 25 0度方向
,

其藻纹层在南西方向较稀疏
。

据 B
.

W
.

洛根等 ( 1 9 6 4 )

对澳大利亚西部沙克湾的现代叠层藻的观察
,

单个叠层藻的延长方向经常平行波浪及潮

汐的水流方向
,

也即垂直于海岸线方向
。

其向海一面的纹层较稀疏可能是供藻体粘结的

碎屑物质来源比较丰富的原因
。

仁化县凡 口地区也有一层厚仅数米的叠层石灰岩
。

叠层石成弯状
,

其边缘可见干裂

纹和碎破 现象
,

裂隙为亮晶颗粒灰岩所充填
。

这些现象说明叠层石曾一度露出水面
,

可

能比乐昌的柱状叠层石生成于更浅水的环境
。

柱状叠层石代表能量较大的潮间环境
,

柱

高可大致代表潮差 ; 和柱状叠层石灰岩互层的泥晶灰岩可能是在深水位期叠层石不能继

续生长时所沉积的灰泥盖层
,

代表潮下环境
。

生物属灰岩相 生物屑主要是经过搬运和磨蚀的生物介壳和小型的生物化石
,

其

种类随不同环境而变化
,

常见的有腕足类
、

瓣鳃类
、

腹足类
、

珊瑚
、

层孔虫
、

苔醉虫
、

棘皮类
、

介形虫及钙藻等
。

多数介壳碎屑常具泥晶化的边缘
。

与之共生的有团粒
、

凝块

石
、

鲡粒及少量的陆源碎屑
。

填隙物为亮晶方解石或泥晶方解石杂基
。

亮晶方解石胶结

的生物屑都是磨圆很好的介壳碎片
,

可能代表高能环境的生物介壳滩
。

凡口地区的生物

屑灰岩的生物碎屑含量平均为 45 % ( 包括其他颖粒 )
,

顺粒 /灰泥比为 1
.

4
。

除亮晶方解

石胶结物外
,

常杂有成斑块状的泥晶杂基
,

代表一种较动荡的潮间环境
。

乐昌西岗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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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屑灰岩的生物碎屑含量平均为 33写
,

颗粒 /灰泥比近 0
.

6 , 瑶山复背斜以西的生物屑

灰岩的顺粒 /灰泥比更低
,

只 0
.

4
,

它们皆代表比较低能的环境
。

生物灰岩相 本区可见到两种不 同的生物灰岩相
。

一种分布于乐昌西岗寨的佘田

桥组顶部
,

主要是生活型的腹足类
,

包括厚壳的石燕及少量的小长身贝
、

及块状层孔虫
、

珊瑚
、

腹足类等
。

岩石基质为含少量陆源碎屑的泥晶方解石
,

局部有亮晶方解石胶结物
。

可能是潮下中等能量环境的产物
。

另一种为产于中泥盆统顶部的枝状层孔虫灰岩
,

主要

为泥晶灰岩
,

含大量可能是生活型的枝状层孔虫及少量块状层孔虫
。

枝状层孔虫灰岩与

潮上带的纹层状白云岩交互组成韵律
,

故它应代表较低能的潮间环境
。

姗瑚璐灰岩相 本区珊瑚礁灰岩不很发育
,

成 2一 4层
,

厚 1一 3 米
,

延伸数米

的似层状或透镜体
,

层位较稳定
,

东西近一百公里内皆可追索
。

乐昌西岗寨的珊瑚礁灰岩

发育最好
,

礁体由生活型的六方珊瑚
、

分珊瑚
、

假内沟珊瑚和床板珊瑚构成骨架
,

呈半球

状
,

层层相叠
,

向上生长
,

密集处生物含量超过 50 %
。

骨架间隙中充填的生物有腕足类
、

腹

足类
、

棘皮类
、

介形类
、

苔辞虫及层孔虫等
。

层孔虫及兰藻常成为珊瑚及一些腹足类的

包壳
。

仁化凡 口地区的珊瑚礁灰岩主要由分珊瑚组成
,

生物含量较少
,

成层也较薄
。

至

乐昌县梅花仅有相当的层位而 已
,

珊瑚含量很少
,

主要是假内沟珊瑚和播涅克珊瑚
。

与

珊瑚礁灰岩组成互层的粉砂质
,

泥质陆源碎屑岩表明
,

在珊瑚礁的发育过程中周期性地

出现浑水沉积
。

同时
,

还有大量的层孔虫和兰藻围绕着珊瑚生长
,

使珊瑚的生长受到抑

制
,

这可能是不能形成大型礁体的原因
。

内碎月灰岩相 区内所见内碎屑灰岩包括砾屑灰岩和砂屑灰岩
,

碎屑灰岩和生物
-

机械搅动灰岩相有密切的关系
,

将在后文叙述
。

这里主要叙述砂屑灰岩
。

砂屑灰岩中的

砂屑主要为泥晶灰岩
,

有时可见到白云岩的砂屑或砾屑
。

内碎屑在岩石中的含量平均为

54 %
,

颗粒 /灰泥 比为 7
。

内碎屑大小不一
,

多呈梭角状或稍经磨圆
,

其边缘有些 泥 晶

化
。

白云质砂屑中的白云石成 0
.

1毫米大小的自形晶 (图版 I
,

7 )
。

白云质砂屑 (或砾屑 )

灰岩常产于潮间带与潮上带交互的具有冲刷面的韵律底部
。

白云岩内碎屑的存在说明本

区在成岩早期已经有白云岩化作用
。

另一些砂屑灰岩常跟开阔浅海盆地沉积共生
,

未见

任何暴露标志
。

可能是潮下高地的高能环境产物
。

2
.

局限海盆地相带

主要有碳泥质生物灰岩相
,

硫化物泥晶灰岩及生物
一
机械搅动泥晶灰岩相等

。

核相带

富含炭泥质及黄铁矿
。

据化学分析
,

局限海盆地相带中的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0
.

20 1 %
,

最

高可达 0
.

4 75 %
,

比开阔海盆地相带高出一至两倍
。

产于本相带中的生物群缺乏珊瑚
、

层孔虫等正常浅海生物
,

其中的腕足类和软体动物的个体比正常海的同类动物都有不 同

程度的变小
,

说明动物群是处于较特殊的环境中
。

本相带的另一特征是产有黄铁矿层
。

矿层成似层状或透镜体
,

黄铁矿浸染状或块状分布
。

许多矿区都见到黄铁矿具有成岩早

期所特有的霉球状结构
。

本相带中的生物
一
机械搅动泥晶灰岩相是本区的一个特殊的相

,

特叙述如下
。

生物
一
机械搅动泥晶灰岩相包括一套过去被称为瘤状灰岩的沉积物

。

但这种瘤 状 灰

岩和国内外所说的深海瘤状灰岩不同
。

在乐昌西岗寨该套岩石具有如下韵律
:

上部 泥晶砾屑灰岩
,
砾屑成扁平状

,

大小 2 一25 毫米
,

较密集
。

厚 0
·

08 一 0
·

1 8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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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砾屑泥晶灰岩
,

砾屑较小而扁平
,

含里较少
,

大致成倾斜的定向排列
。

杂基

为含泥砂的泥晶灰岩
,

与上部成过渡状
。

厚 0
.

1一0
.

2米
。

下部 含泥砂质的泥晶灰岩
,

含少量呈水平排列的砾屑
。

与中部为过渡状
。

底部以

冲刷面与下一个韵律接触
。

厚 。
.

02 一 0
.

1米
。

很明显
,

这是一个向上变粗的韵律
。

沿剖面往上
,

韵律层的厚度逐渐变大
,

可达一

米以上
;
韵律间的冲刷面逐渐消失 ;砾屑减少

,

砾屑界线逐渐模糊以至成为网脉状
。

据作者

研究
,

这套岩石中的
“
瘤

”
实际上是以下不同成因的团砾

: 1 ) 内碎屑
,

主要是砾屑
,

明显是由机械破碎造成的未经搬运或搬运不远的原地堆积物
,

如韵律层中的砾屑
。

2 )

生物搅动形成的团砾
,

在形态上未完全分离
,

岩石被虫管或搅动痕迹所切割形成各种不

规则的
、

忽连忽断的团块
,

泥砂质和白云石沿虫管及搅动痕迹充填和交代使团砾界线更

为明显
。

3) 有些团砾本身就是凝块石
。

4 ) 有些是由于后生的缝合线或不均匀的白云岩

化所形成的假团砾
。

因此所谓的瘤状灰岩实际上是由于机械破碎
、

生物搅动
、

藻灰结核

及后期的各种作用所造成的复杂的团砾状灰岩或白云质灰岩
。

团砾状灰岩无论团砾本身还是杂基都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

表明它生成于潮下低能的

环境
。

从团砾主要集中在韵律层的上部
,

并愈往上愈加明显
,

说明这些团砾是在沉积物

形成后周期性地上升遭到机械破碎和生物搅动而形成的
。

如果沉积物上升到潮间带
,

就

会形成较多的砾屑
,

并具有冲刷间断面 , 如果上升位置只在低潮线以下
,

可能就以生物

搅动为主
,

无冲刷面
。

因此
,

生物
一
机械搅动泥晶灰岩相代表局限盆地的潮下到潮间环境

。

3
。

开阔海盆地相带

主要是一套以核形石灰和泥晶灰岩组成频繁韵律的碳酸盐沉积
。

核形石灰岩相中的

核形石常成 2 一 4 厘米大小
,

椭圆形
,

常以生物屑为核心
,

同心包卷层较密集而规则
,

长轴往往平行排列
,

按 B
.

W
.

洛根等的分类属于5 5一 C型叠层石
,

其形成环境应为低潮线

以下
。

核形石灰岩常与含硅质结核或光壳节石的泥晶灰岩组成韵律层
。

光壳节石及硅质沉

积一般认为是较深水的标志
。

并且其沉积韵律皆为连续韵律
,

缺乏浅水和暴露的标志
。

因此该套包括核形石灰岩的沉积物可能属于潮下至水深较大的开阔海环境
。

在仁化凡 口

地区的潮坪沉积中也见 到零星分布的核形石
,

但其形状多不规则
,

核心较大
,

包卷层少

而不规则 ( 图版 I
, 6 )

,

与上述开阔海的核形石显然不同
,

是一种潮间动荡环境的产

物
。

4
.

料坡相带

在瑶山复背斜西部边缘的乐昌石坪
、

乳源大布等地的上泥盆统底部存在一层厚数米

至十米的碳酸盐同生砾岩
。

在五点梅花复背斜北坡的红岩及其英德的马 口
、

西牛田寮等

处也见到类似的同生砾岩或角砾岩
,

它们往往与黄铁砂层有密切关系
。

同生砾岩的砾石

多为棱角状
,

大小不一
,

最大可达 50 厘米
,

往往以砾石遂渐减少至消失而过渡为正常的

灰岩
。

同生砾岩中未发现化石
,

其邻近的岩层只产一些小型的浮游生物化石
。

根据这些

砾岩的性质和产状
,

它们可能是开阔海盆地边缘斜坡的垮塌沉积物
。

5
.

海沟相带

在英德县的望埠至大湾一带的中上泥盆统为一套具有纹层状层理的泥晶灰岩
,

其下

部夹有较多的硅质及泥质条带
,

在硅质条带中产有放射虫
,

灰质及泥质条带中产有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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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光壳节石等浮游动物化石
。

岩石呈暗灰黑色
,

纹层厚 1 一 4 毫米
。

在某些层位中还

见有操曲断折现象
。

在该套岩石的中下部夹有厚百米左右的深灰色至褐色纹层状泥岩
,

含少量粉砂石英及铁质
,

可能属半深海至深海沉积
,

纹层状泥岩可能是深海泥岩
。

二
、

沉积相分布及古地理概貌

本区潮坪碳酸盐相带很发育
,

在中泥盆世晚期分布于除较深海盆外的大部分地区 ,

晚泥盆世时其分布范围逐渐缩小
,

主要见于乐昌
、

仁化一带及一些古陆的边缘
。

在靠近

东部古防地区
,

潮坪碳酸盐沉积逐渐相变为潮坪碎屑沉积
。

局限海盆地相带主要分布于

伙

1
.

古陆及岛屿
、

2
.

相带界线
、

3
.

潮坪碎屑岩相带
、

4
.

潮坪碳酸盐相带
、

5
.

局 限海盆

地相带
、

6
.

斜坡相带
、

7
.

开阔海盆地相带
、

8
.

海沟相带
、

9
.

陆源物质来源方向
、

1 0
.

海侵方向
。

图 1 了. 北晚泥盆世早期岩相古地理略田

F 19
.

1 O u t l i n e p a l e o g e o g r a p h i e 垃 a P o f e a r l y L a t e

D e v o n i a n i n N o r t h e r n G u a n g d o n g o f C h i 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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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泥盆世早期及部分晚期的乐昌
、

仁化及韶关地区
。

开阔海盆地相带分布于中泥盆世晚

期至晚泥盆世的瑶山复背斜西部边缘及云开复背斜的北缘
。

海沟相带分布于中晚泥盆世

的英德望埠至大湾一带( 图1 )
。

从沉积相分布情况来看
,

瑶山复背斜以东
、

雪山嶂以此的乐昌
一
韶关地区实际 上是

一个与古陆毗邻的浅海碳酸盐台地
。

瑶山草背斜及雪山嶂一带在中泥盆世晚期至晚泥盆

世早期有潮上白云岩相分布
,

说明它们当时是两条断续露出海面的障壁岛群
。

根据碳酸盐

塌积岩的分布推侧
,

晚泥盆世早期瑶山障壁岛的西缘存在一条较陡峭的斜坡
,

由于障壁

岛的分隔
,

乐昌
一
韶关碳酸盐台地发展 成 为局限浅海盆地 ( 图 2 )

。

瑶山障壁岛以西的

梅花开阔海 瑶山岛群

梅

花
:

,

一一7 ~
乡

一

乐昌韶关局限海 诸广山古陆

乐
吕

芯几丫今

平均海平面

涵场 屯毛七详

凡口 仁化
t .

` 1

全专芝兰少奋子二升:
二

屁碎岩相颗灰粒岩相层纹状白云岩枢屑物生灰岩相迭层石灰岩相生物l械机搅动岩灰相
生悯相岩灰物纹岩状云层白相碳酸盐塌积岩相尸核形石灰岩相

泥晶灰岩相

圈 2 弃北仁化至梅花晚泥盆世早期理想沉积创面

F 主9
.

2 ! d e a l s e d i m e n t a r 了 s e e t i o n o f e a r l了 .I a t e

D e v o n i a n f r o 垃 R e n 五u a C o u n t y t o M e i h u a i n

N o r t h e r n G u a n g d o n g o f C五i n a .

广大地区中晚盆世时一直为开阔海盆地 ; 到了晚泥盆世晚期由于海浸进一步扩大
,

瑶山

岛群消失
,

开阔海向东一直扩展到乐昌韶关地区
。

在雪山嶂岛群以南
,

云开古陆以北呈

东西向分布一条较狭窄的海盆地
,

向西和梅花开阔海盆地相连
,

它的沉积相变化很大
,

靠近陆地及岛屿地带分布着潮坪浅水沉积
,

往外分布斜坡相带的碳酸盐塌积砾岩
,

在盆

地中央英德望埠至大湾一带沉积了较深水的碳酸盐和深海泥岩
。

这条东西向的狭窄的海

云开古陆 英德海沟 雪山 峥岛群 乐昌韶关局 限海
诸广山古防

生屑物岩灰相顺粒岩相灰迭层岩相石灰生物|械机动搅岩相
泥灰品岩相

生物周灰岩相

晶灰泥岩相
深海泥岩相

、?碳塌酸和盐岩相斌内生同断裂带

图 3 粤北英德至韶关晚泥盆世早期理想沉积创面

F i g
.

3 Id e a l s e d i m e n t a r y s e e t i o n o f e a r l y L a t e

D e v o n i a n f r o m Y i n d e C o 锐 n t了 t o S h a o g u a n

,

C i t y i红 N o r t五e r n G u a n g d o n g o f C五i 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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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可称为英德海沟 (图 3 )
。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东西向的英德海沟正位于粤北地区前

泥盆系的两组互相垂直的构造线的分界处
。

根据这种有趣的构造格局和沉积相分布的吻

合
,

可以推测
:
在加里东运动时这里曾发生过某种近东西向的断裂构造

,

使得南北两边的

构造线发生垂直相交
,

因而造成了较深的构造断裂凹陷带
,

在此基础上发育成为泥盆纪

的深海沟
。

按扳块构造的观点看
,

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的板块 ( 云开板块 ) 向北推覆的

结果
。

这条断裂在泥盆纪沉积过程中甚至泥盆纪后可能还在活动
,

同生垮塌砾岩可能就是

在同生断裂作用或俯冲带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

沿着英德海沟南北两边分布着包括著

名的大宝山矿床在内的许多黄铁矿和多金属矿床和矿点以及一些泥盆纪的火 山活动
,

表

明断裂带不仅控制着沉积作用
,

而且还控制着矿产的形成和分布
,

是一条重要的成矿带
。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粤北泥盆纪岩相古地理专题研究项 目
。

承莫桂孙总工程师审阅原稿
,

仅致谢忱
。

( 收稿 日期 1 9 8 4年 3 月 2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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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o n o f o n e o l i t e l i m e s t o n e f a e i e s , m i e r i t e f a e i e s w i t h s i l i e e o u s n o d u l e s a n d s t y l i o l i n i d a

m i e r i t e f a e i e s , o e e u r s i n t h e 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o f Y a o s h a n a n t i e l i n o r i u m i n M i d d l e 一L a t e

D e v o n i a n a n d i n t h e a r e a f r o m L e e il a n g t o S h a o g u a n i n L a t e D e v o n i a n
·

T h e b e l t o f

5 l o p e f a e i e s ,

b e i n g a s 住 i t o f e a r b o n a t e s l u m p i n g s e d i m e n t a r y e o n g l o m e r a t e , 1 5 d i s t
-

r i b u t e d a l o n g t h e w e s t e r n m a r g i n o f Y a o s h a n a n t i e l i n o r i u m a n d t h e n o r t h e r n m a
-r

g i n f r o m W u d i a n m e i h u a a n t i e l i n o r i u m t o Y u n k a i o l d l a n d i n e a r l了 L a t e D e v o n i a n
.

T h e b e l t o f t r e n e il f a e i e s 15 d i s t r i b u t e d i n t h e a r e a o f Y i n g d e C o u n t y i n M i d d l e -

L a t e D e v o n i a n
.

I t 1 5 a f o r m a t i o n o f m i e r i t e e o n t a i n i n g s o m e o f t e n t a e u l i t i d a , s t y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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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 p a r a t e d b了 t h e Y a o s il a n b a r r i e r i s l a n d s a n d X u e s h a n b a r r i e r i s l a n d s ,
t h e r e g i o n

f r o m L e e h a n g t o S il a o g u a n h a s b e e n d e v e l o p e d i n t o a b a r r i e r s e a b a s i n
.

T o t h e w e s t e r n

p a r t o f Y a o s h a n b a r r i e r i s l a n d s 1 5 t h e M e i h u a o p e n s e a b a s i n a n d b e t w e e n X u e s h a n

b a r r i e r i s l a n d s a n d Y u n k a i o l d l a n d 15 t h e Y i n g d e t r e n e h
.

l t 15 w o r t h n o t i e i n g t h a t

t h e
·

E 一

W t r e n d o f Y i n g d e t r e n e h I i e s e x a e t l y o n t五e d i v i d i n g l i n e s b e t w e e n t w o t e e -

t o n i e s y s t e m s o f P r e一 D e v o n i a n i n n o r t h e r n G u a n g d o n g , w h i e il a r e m u t u a l p e r p e n d i e u -

l a r一 o n e b e i n g N N W
, a n d t h e o t h e r N E E

.

5 0 i t e a n b e i n f e r r e d t五a t t h e Y i n g d e

t r e n e五 w a s d e v e l o p e d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t e e t o n i e r i f t s t r a p f o r m e d i n C a l e d o n i a n m o v e -

m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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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Y i n g d e t r e n e h s h o w s t h a t t il e r i f t s t r a p m a 了 b e a n i m p o r t a n t z o n e o f m i n e r a -

l i z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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