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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地区上泥盆统碳酸盐岩沉积相

方积义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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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地区上泥盆统主要是一套海相碳酸盐地层
,

为岩溶发育的主要岩石之一
。

同期

异相明显
,

可以划分为两个岩相
:

一是白云岩灰岩相
,

下部为桂林组
,

上部为融县组
,

整合接触 ; 二是硅质岩扁豆状 ( 瘤状 ) 灰岩相
,

下部为榴江组
,

上部为三里组
,

整合接

触
。

桂林组可与榴江组对 比
,

属晚泥盆世早期沉积
,

融县组与三里组相当
,

属晚泥盆世

晚期沉积
。

它们与下伏的中泥盆统东岗岭组为整合接触
,

而与上搜的下石炭统岩关阶呈

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关系
。

笔者根据野外地质考察和室内薄片鉴定认为
,

桂林组为碳酸盐台地半局限泻湖相
,

融县组为潮坪相
,

而榴江组为碳酸盐台地内的深水盆地相
,

称台盆 ( 沟 ) 深水相
,

三里

组为碳酸盐台地内的半深水盆地相
,

亦称台盆 ( 沟 ) 半深水相 ( 图 1 )
。

研究桂林地区晚泥盆世碳酸盐岩沉积相
,

对于桂东北地区沉积环境的对比
,

古地理

面貌的恢复以及矿床成矿规律的分析将是有益的
。

一
、

沉积相特征

1
.

半局限泻湖相— 桂林组 ( 0 3 。
)

岩石呈灰色
,

灰黑色或黑色
。

中层至厚层
。

枝状层孔虫灰岩为该相特征性的岩石类

型
,

含量约 30 %
。

枝状层孔虫为长枝状
,

长约 3 一 5 厘米
,

沿层理平卧分布 ( 图版 I
,

1 )
。

剖面上呈豆粒状韵律富集
,

厚约几十厘米至 1米左右
。

自下而上
,

纹层状灰岩或

暗色泥晶灰岩与枝状层孔虫灰岩组成沉积韵律
,

表明海水深度的周期性变化
。

由于沉积

的枝状层孔虫遗体
,

起着障积或遮挡作用
,

而使含有细小骨粒 ( 屑 ) 的泥晶基质堆积
,

形成生物丘
。

它的抗浪能力弱
,

形成于较深水的低能环境 1)
。

与其伴生的还有球状
、

半

球状层孔虫
,

少量单体珊瑚
、

腕足类
、

腹足类和介形虫等
。

局部有小型球状
、

半球状层

孔虫在枝状层孔虫灰岩的基底上
,

原地向上生长
,

形成生物骨架构造
,

但厚仅 20 厘米左

右
,

其上则被暗色泥晶灰岩复盖
。

说明海水逐渐变深
,

层孔虫生长被抑制
,

不能形成生

物礁
。

1) 刘宝珊
,

曾允孚
, 1 082

,

岩相古地理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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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地相区 3
。

台盆 ( 沟 ) 相区

4
。

沉积相界线 5
。

断层线 6
。

等厚线 7
。

工作范围

①灵川一柳洲大断层 ,

②全州一荔浦大断层 ,

③龙胜一永福大断层 ,

④河池一鹿寨大断层 ,

⑤贺县一梧州大断层 ,

图 1 桂林地区晚泥盆世晚期沉权相古地理圈

( 图中的等厚线为上泥盆统地层 的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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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色泥舀灰岩 灰黑色至黑色
,

由小于 0
.

0 03 毫米的泥晶方解石组成
。

一般不 含 生

物化石
,

少含枝状层孔虫
、

球状层孔虫
、

钙球和介形虫等
。

有机质含量高
。

岩性致密
,

泥晶结构
,

含量35 %左有
,

是该相的主要岩石类型之一 具生物示底构造
,

偶见生物钻

孔
。

白云岩化作用比较强烈
。

白云石不均匀地交代泥晶方解石
,

常具泥晶灰岩残留体
,

二者呈渐变关系
。

泥晶灰岩是静水低能还原环境的产物
。

故层状灰岩 中层
,

层位稳定
,

常由砂屑级的凝块石
、

泥晶和球粒纹层交互排列组

成
,

纹层间呈渐变
。

纹层厚约 2 一 3 毫米
,

连续分布
,

向上常过渡为枝状层孔虫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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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化沿纹理选择性交代
,

形成纹层状白云化灰岩
。

纹层状灰岩代表水介质搅动作用

弱的潮下带沉积
。

泥晶砂属灰岩 成分单一
,

由泥晶灰岩碎屑组成
。

含有较多的有机质
,

次圆至次棱

角状
,

粒径变化较大
,

分选中等
。

含少量钙球
,

层孔虫和介形虫等
。

泥晶胶结
,

有时亮

晶胶结
,

因而构成不同的岩石类型
,

含量约为 20 %
。

属潮下带上部间歇动荡水环境的产

物
。

白云岩化作用强烈且很普遍
,

常呈夹层产出
,

为似层状或大透镜体
,

中层和厚层
,

与灰岩为过渡关系
。

纵向上
,

白云岩化作用强弱变化
,

具有一定的序列性
。

自上而下其

序列为 ( 图版 I
, 2 ) :

( 1 )灰色白云岩
,

风化面呈刀砍状
,

原岩结构和生物化石基本消失
。

( 2 )深灰色灰质白云岩
,

与白云岩呈

渐变关系
,

残余生物结构发育
,

原岩为枝

状层孔虫灰岩或层孔虫泥晶灰岩
。

由于原

岩生物间孔和体腔孔发育
,

利于高镁重盐

水渗滤交代 ; 泥晶基质具有较大 的 表 面

积
,

孔隙度高
,

易被白云岩化
,

而枝状层

孔虫可仍为灰质
。

( 3 )深灰色纹层状白云化灰岩
,

由白

云石选择性交代纹层状灰岩形成
,

向下渐

变为深灰色泥晶灰岩或刀砍状白云岩
。

潮间高能亮晶砾 屑灰岩

具逆拉序性

潮下极浅水亮晶藻城 !灰岩

低潮线及 其以下亮晶砂屑
灰岩

_ _

_
溯间 高能 亮品砾屑灰岩
具 逆教】余性

乞圈 2 员川胜县组顶部破 . 盆岩向上变

浅的沉积的体

F i g
.

2 S e d i边 e n t a r y r h v t h也 o f u p w a r d l y

s il a l l o w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o f t h e u p P e r p a r t

o f R o n g x i a n F o r 皿 a t i o n i n L i n g e h u a n
.

序列厚度一般 1 一 3米
,

在剖面上周期性地重复出现
,

构成韵律
。

本组地层沉积物以细粒灰泥为主
,

纹层构造是代表性的沉积构造
,

显示静水低能环

境和缺少潜穴生物扰动的特点
。

可见生物示底构造
、

小型叠层构造和沉积韵律
。

砂屑灰

岩中偶见小型交错层理和叠瓦状斜层理 1) 。

生物种类较多
,

含量较为丰 富
。

主 要 有
: A m夕h`户o r a s p

.

p a r a m户h`夕o r 。 s p
.

G a s t r o
P o d

a .

T
e m n o P h夕 l l

u o s p
.

C夕 r t o s P ` r i f e r s p
.

A c t i ” o s t r o m a P s e u d o 之 a -

Ph t en t l’s M `。 t Ph
, 刃 lmu

。

并含海相低等植物藻类
、

枝状一球状层孔虫
、

单体珊瑚
、

腕

足类
、

腹足类和介形虫等广盐性生物的组合特征
,

特别是A m P hi P or
a
异常丰 富

。

枝 状

层孔虫由于枝体细弱
,

常在比较安静的水体中生长
,

枝体多经受轻微破碎
,

很少见到原

始生长状态
,

沿层理杂乱堆积 ( 图版 I
,

1 )
,

球状层孔虫多呈平卧或侧卧状
。

腕足类

具有个小
、

壳薄
、

壳纹细密
,

抗浪性弱的特点
。

呈双瓣状星散状分布
,

局部密集
。

偶见藻

类包绕单体珊瑚的现象
。

显示静水低能的沉积特点
。

2
.

潮坪相— 触县组 ( O 。 r )

岩石以色浅
、

质纯
、

层厚为特征
。

层纹石灰岩 层纹厚约一毫米
,

略呈平行的微波状
,

暗色富藻纹层为泥晶方解石和

)l 翁金桃
,

1 9 8 3
,

桂林谈酸盐岩及其与岩摘发育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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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球
,

富屑纹层为亮晶方解石
。

常与泥晶灰岩和球粒泥晶灰岩共生
。

白云 化作 用 较强

鸟眼构造发育
。

属潮间碳酸盐泥坪沉积
。

泥昌灰岩 是主要的岩石类型之一
,

含量约 2 0一 30 %
。

粒屑含量一般小于 10 %
,

砂

屑为主
,

其次为钙球和鲡粒
,

构成含砂屑泥晶灰岩
。

纹层发育
,

局部见鸟眼和生物扰动

构造
。

泥晶普遍具有微晶化和纹层状白云岩化现象
,

反映潮间坪低能沉积
。

亮 . 砂润灰岩 砂屑常由泥晶灰岩
、

泥晶砂屑灰岩和核形石泥 晶灰岩等碎屑组成
。

粒径 0
.

06 一 0
.

8毫米
,

磨圆度和分选性较好
,

圆至次圆
。

亮晶胶结
,

呈栉壳状或环 边粒

状
。

局部含泥晶
,

陆源碎屑很少
。

岩石中普遍含有较多核形石
、

鲡粒
、

砾屑
、

钙球
、

球

粒和凝块石等
,

含量约 10 一25 %之间
,

因而构成一系列不同的岩石类型
。

其中鲡粒常具

双众数粒级
,

即 0
.

1一 0
.

06 毫米和 0
.

4一 1 毫米
,

谓之
“
结构进变

” 。

亮晶砂屑灰岩约 占

40 %左右
,

形成于潮下带上部至低潮坪环境
。

芦笛岩
、

七星岩
、

骸皮岩和穿山岩是桂林

著名的游览洞穴
,

均发育于 ( 泥 ) 亮晶砂屑灰岩中 ( 图版 I
, 3 )

,

这与岩石具有较大

的孔隙和高的渗透率
,

有利于水溶液的流通和溶蚀有关
。

亮昌旅颇灰岩 鲡粒呈圆形
,

少量为椭圆形
。

鲡径 0
.

1一 1 毫米
,

骊核为泥晶灰岩
,

含核形石泥晶灰岩碎屑
,

有时为钙球
、

鲡粒屑等
。

鲡壳常具隐约的同心纹层
,

且有形态

不规则的亮暗相间的辐射条纹
。

鲡粒边缘不清晰
,

呈齿状弯曲
,

( 图版 I
,

4 )
。

岩石

形成于潮间带或潮下极浅水的浅滩环境
。

砾脚灰岩 仅见于融县组顶部
,

厚层状
。

局部透镜状或旋涡状
,

夹于亮晶砂屑灰岩

中
,

呈渐变关系
。

砾屑由砂屑灰岩组成
,

次圆状至次梭角状
。

具逆粒序层理
,

粒径由数

毫米及数厘米变化为十几厘米
,

最大达 20 厘米
,

砾石含量达 80 %以上
。

砾石长轴大致平

行层理分布
,

颗粒支撑
,

填隙物为砂屑和鲡粒
,

亮晶胶结
,

粗粒
,

呈晶簇状
,

代表潮汐

海水潜流成岩环境
,

属潮滩沉积
。

故层状白云化灰岩 白云岩较强烈
,

多沿层纹石灰岩和泥晶灰岩的微层理选择性交

代而成 (图版 I
、

5 )
。

生物化石缺乏
,

亮泥晶砂屑灰岩具白云岩化
。

亮泥晶胶结物多被

交代
。

白云石多呈细粒菱面体晶形
,

十字交叉形结构发育
,

反映氧化环境
,

为潮坪燕发

泵作用的结果
。

鸟眼构造和藻层纹构造是潮汐带常见的构造
。 “

鸟眼
”
常发育于层纹石灰岩

、

泥晶

灰岩和球粒砂 屑 灰 岩 中
,

常与钙球伴生
。

呈不规则的蠕虫状
,

大致平行层理分布
,

显

示纹层外观
。

风化后微凸
,

轮廓清楚 ( 图版 1, 6 )
。 “

鸟眼
”
中充填洁净明亮的中粗

粒亮晶方解石
。

它是藻席被沉积物复盖后
,

经腐烂或干捆后
,

被亮晶充填而成
。

藻层纹

构造反映地面平坦和波浪作用微弱的潮坪环境
。

岩石中毫米级厘米级的水平纹层亦较发

育
,

构成沉积韵律
。

常见小型冲刷面构造
。

融县组顶部
,

可见亮晶砂屑灰岩
,

亮晶藻颇

灰岩和亮晶砾屑灰岩组成的向上变浅序列的沉积韵律
,

代表潮下浅水
-
潮下极浅水

一
潮间

海滩的沉积环境
,

表明海水深浅周期性的变化和周期性强烈的潮汐水流作用 ( 图 2 )
。

其中亮晶藻鲡砂屑灰岩见有小型叠层构造
,

砾屑灰岩具中层至厚层状逆粒序层理
,

顶部

发育冲刷面
。

逆粒序层表明潮汐水流的剪切力大
,

是海水浅
,

海滩沉积的标志
。

此外
,

岩石中缝合线构造也很发育
。

该相生物稀少
,

几乎不含化石
,

仅在局部偶见腕足类
、

海百合和介形虫化石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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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足类有C 夕
rt o sP f r

。 , T ne t` c 。 : P i r ` f
。 : ,

具有壳体较厚
、

壳褶稀琉而强烈
,

抗 浪 性

较大的特点
。

生物稀少的原因
,

可能是海水较浅
,

盐度不很正常 ; 或因潮汐水流作用
,

底质经常处于流动状态
,

不适宜于底栖生物生长
,

由于适应力较强的藻类大量繁殖
,

抑

制其他生物的生长
。

因此
,

在岩石中保存较多的钙球化石
,

含量约 10 %
,

高达 20 %
,

多

具泥晶套
。

本区钙球形成于能量较高的潮间间歇低能带中 1 )
。

3
.

台盆 ( 沟 ) 深水相— 榴江组 ( O : )I

此相岩石为硅质岩
。

灰色
,

灰黑色或黑色
,

薄层
,

水平纹层发育
,

隐晶结构
,

矿物

成分主要是玉髓
,

其次为微晶石英
、

粘土矿物
、

黄铁矿和有机质等
。

51 0 :
含量大于 90 % (见

表 )
。

富含竹节石 T
e 。 t f。 “ l` et :

化石
,

其体腔常被硅化
,

由微晶石英组成
。

所 有 这 些

都表明硅质岩是在低E h值的静水中形成的
,

可作为判断深水环境的标志之一
“ 》

。

裹 1

T a b l e l

桂林上泥盆统碳眨盐岩和硅质岩化举成分衰

C h e m i e a l e o也 p o s i t i o n s o f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a n d

s i l i e e o u s r o e k s o f U p p e r D e v o n i a n i n G u i l i n
.

. ! 出 { ! 、 分析结果 ( 拓 ) ,

于卜 ! , } { 卜切

_ _
_ _

_i } 岩石名称 } } } } } } } } }
一

} }一习一一 }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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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黔洋牛竺{兰斗婴缪业黑狱牛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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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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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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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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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
“

一

十分平坦的毫米纹层构造系由玉髓
、

泥质和炭质的定向相间排列及竹节石化石的顺

层分布组成
,

呈显条痕状聚集分布的炭质可能为含有机质的微层
。

显示还原环境的特征
。

硅质岩与下伏东岗岭组灰岩的沉积序列
,

很好地显示了沉积盆地海水逐渐变深的海

进过程
。

序列自上而下为 ( 图 3 ) 。

④黑色薄层状硅质岩
,

水平纹层发育
,

盛产竹节石化石 ,

③黑色薄层状硅质岩夹黑色泥晶灰岩透镜体和 同生结核
。

结核由泥晶灰岩组成
,

呈

同心纹层状
,

竹节石化石沿纹层理分布 ,

②黑色薄层状泥晶灰岩夹黑色硅质岩透镜体
,

含竹节石化石 ,

①东岗岭组灰色
、

深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化泥晶灰岩
,

纹层构造发育
。

序列表明
,

自中泥盆世末到晚泥盆世初
,

海盆地下沉
,

水深由C C D面以上下降到此

;:
王英华

、
张秀莲

,
1 9 7 9 ,

碳酸盐岩中的钙球及其研究意义
。

孟祥化
、

梁传茂
,

1 9 8 1 , 非霍力流深水破酸盐沉积棋式的探讨
。



龙 沉 积 学 报 3卷

面以下
,

碳酸盐沉积逐渐被深水硅质沉积所代替
,

成为一种欠补偿的沉积环境
。

圈 3 阳朔招江组 ( D 3 L ) 与东肖岭组

( D : d ) 整合接触的康生沉积构造序列
。

F i g
.

5 S e q u e n e e o f t h e p r im a r y

s e d im e n t a r y s t r u e t u r e w i t il e o n f o r

m a b l e e o n t a e t o f L i u j i a n g F o r m a t -

t i o n ( D s L ) a n d D o n g g a n g l i n g F o r -

m a t i o n ( D : d ) i n Y a n g s u o
·

底栖生物缺乏
,

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

竹节

石壳体完整
,

壳饰清晰
,

未见搬运和磨蚀的痕

迹 , 竹节石沿层理分布
,

排列没有方向性
,

表

明水深宁静的沉积环境
。

4
.

台盆 (沟 )半深水相—
三里 组 ( D 。 s )

主要岩石类型有健石泥晶灰岩
,

扁豆状 (瘤状 )

灰岩
、

泥质条带灰岩和泥晶灰岩
,

伴有碳酸盐

碎屑流沉积和钙屑浊积岩
。

与合盆 ( 沟 ) 深水

相硅质岩密切共生
,

分布范围大体一致
。

健石泥晶灰岩位于硅质岩之 上
,

渐 变 关

系
。

灰黑色的健石结核呈团块状
、

串珠状
、

透镜

状
、

有时呈薄层状
。

大小为 4 x s 厘米
,

多顺

层分布
,

与围岩界限清楚
。

其成分主 要 为 玉

髓
,

含有机质和泥质
。

镜下见有方解石微斑
。

这类岩石是台盆 ( 沟 ) 深水相向半深水相演化

的记录者
,

它表明沉积环境的显著变化
,

具有较重要的指相意义
。

扁豆状灰岩 是此相典型的岩石类型之一
,

系由扁豆体和条纹组成
。

沿层理排列
,

条

纹围绕扁豆体呈波状分布
。

扁豆状灰岩可分二种类型
,

下部扁豆体小而密集
,

最小长宽

为 2 x 0
.

2毫米
,

最大为 10 x l 厘米
,

多数为 ( 1 一 2 ) x ( 0
.

5一 1 ) 厘米
。

岩石细
,

宽仅 1 一 2 毫米
。

上部扁豆体及条纹变大
、

增宽
。

纵向上
,

当泥质减少时
,

条纹渐变为具

缝合线构造灰岩或泥晶灰岩 , 或当泥质增加时
,

则渐变为波状起伏的泥质条带灰岩
,

有

时二者组成沉积韵律
。

横向上
,

由于泥质的减少
,

扁豆状灰岩亦可相变为泥晶灰岩
。

扁

豆体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

含钙球和介形虫
。

条纹则由泥晶和泥质组成
,

含陆源石英粉屑

和黄铁矿
。

风化后
,

扁豆体略微凹入
,

条纹弯曲微凸
,

扁豆状构造更为清晰
。

岩石呈灰

绿色或绿灰色
,

反映沉积物处于氧化界面之下
,

还原环境
,

形成F e + +

的化合物
。

.

笔者认

为扁豆状灰岩是沉积物的沉积分异和早期成岩分异作用的产物
。

泥质条带灰岩 主要是由泥晶和泥质组成
,

呈渐变关系
。

根据条带的宽度可分为两

类
: 一类为毫米至厘米级宽的条带

,

灰泥和泥质交互出现
,

波状弯曲
,
形态不规则

,

实

际上是扁豆状灰岩之扁豆体连续成层构成
。

另一类由厚约 3 一 5 厘米的含砂屑泥晶灰岩

与 1厘米厚的泥质条带组成
,

厚度和形态比较稳定
,

延伸也较远
。

灰泥和泥质的交互沉

积
,

反映沉积盆地周期性的变化环境
。

该相中还见有薄层至中层灰黑色泥晶灰岩与泥灰

岩的交替沉积
,

组成沉积韵律 ( 图版 I
、

7 )
。

厚 20 一30 米
,

泥晶灰岩具有清晰的水平

纹层构造
,

表明波基面之下的深水沉积
。

碳酸盐碎屑流沉积亦较发育
,

呈夹层产于碳酸盐岩中
,

层位不稳定
,

代表台地前缘

斜坡沉积
。

值得提出的是阳朔至白沙的碎屑流沉积
,

沿北西 3 1 5
。

方向断续延伸达 6一 7

公里
,

呈透镜状或席状
,

由 1一 3 层组成
,

厚度由 1
.

5一 10 余米
。

砾石大小悬殊
,

为毫米

级至一
、

二米
,

棍杂堆积
,

不显层理
。

砾石成分有来自深水斜坡的薄层状灰岩
,

少量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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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等岩块
,

呈棱角状和次棱角状 , 还有来自浅水碳酸盐台地的厚层状灰岩砾屑
,

呈次

棱角状和次圆状
。

填隙物含量小于 20 %
,

常为含铁泥质的泥晶方解石
,

极少量陆源石英

粉屑及玉髓等 ( 图版 I
、

8 )
。

砾岩层底面具冲刷和削切现象
,

且与薄层状泥晶灰岩
,

砂屑泥晶灰岩
、

泥质条带灰岩和扁豆状灰岩等半深水台盆 ( 沟 ) 相岩石共生
。

显然
,

它

是从碳酸盐台地流向深水斜坡或盆地的重力流沉积之一
,

对于准确地确定 台 地 与 台盆

( 沟 ) 的位置和沉积相带的展布规律等方面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该相中还见有钙屑浊积岩
,

由鲍马层序的 A
、

B段或A
、

B
、

C 段组成
。

A 段为砾屑

灰岩
,

粒径 2 一 10 毫米
,

具粒序性 ; B段为砂屑灰岩
,

粒径 0
.

1 35 毫米为主
,

平行层理
,

C 段为泥晶砂屑灰岩
,

粒径 0
.

1 08 一 0
.

06 7毫米
,

见波纹层理
。

厚度50 一 70 厘米左右
。

属

于深水斜坡或盆地沉积
。

扁豆状构造
、

泥质条带构造
、

纹层构造
、

粒序层理和不完整的鲍马层序是该相的主

要构造
,
少量潜穴构造

。

沉积盆地水深缺氧
,

阳光不足
,

底栖生物很少
,

唯有微体生物生存
,

牙形刺化石丰

度较高
。

如该组顶部地层产牙形刺有” :

P a l m a t o l e P f s g r a e i l f s g r a c i l f s P a l拭 a t o l e P ` 5 g r a c i l f
s s i g m o f d a l i s

P o l夕夕n a t h u s 刀。夕 e s l O
Z a r k

o
d i ” a

h o川 o a r c “ a t a
D

r e P a n o d u s s p
.

S P
a t h o -

夕 n a t h o d
u s e f

.
s 才a

b ` l ` 5 D r e P a ” o
d i n a s p

.

S P
a t h o 夕, a t h o d

u s 口 a n夕 i u e n s泣s

可能与静水还原环境有关
,

是特征性的指相化石
。

其次产有介形虫
、

放射虫化石和遗迹

化石等
。

二
、

沉积相模式

广西泥盆系岩相古地理受加里东期基底断裂的控制
,

北北东向为主和北西西向为辅
.

的两组基底断裂
,

奠定了沉积相的构造格架
。

特别是晚泥盆世
,

基底断裂差异运动愈趋

明显
,

沉积相分异也愈趋显著
。

广阔的陆表海则由地垒和地堑式的断陷盆地组成
。

其地

垒区为浅水碳酸盐台地
,

地堑区则为深水盆地
,

构成地形上虽然毗邻但在环境上迥然不

同的沉积格局
。

就桂林地区而言
,

大致以灵川
一
柳州断裂以西和全州

一
荔浦断裂以东是以

块状展布的浅水碳酸盐合地
,

断裂之间或断裂带则为带状延伸的深水 盆 地
,

称为 台盆

( 沟 )
。

其间被一台地所间隔
,

北侧为灵川台盆 ( 沟 )
,

南侧为荔浦台盆 ( 沟 )
,

台盆之

间被狭窄的台槽所沟通 ( 图 1 )
。

晚泥盆世碳酸盐岩沉积相模式如图 4 所示
。

晚泥盆世早期
,

被基底断裂分割的断块所构成的碳酸盐台地
,

为障壁礁或浅滩后半

局限泻湖环境
,

海水与广海不很畅通
,

循环受一定限制
,

能量较弱
,

盐度较高
,

还原环

境
,

以潮下低能静水沉积为主
,

伴有间歇动荡水沉积
。

在基底断裂带
,

为槽状的海底谷

地
,

水深宁静
,

沉积界面位于碳酸盐补偿深度以下
,

碳酸盐供给不足
,

为台地内水体能

量最弱的地带
。

1 ) 韦炜烈
,

城国括
,

1 9 83 , 从牙形刺化石粉桂林螺丝山地层的划分
.



8 0沉 积 学 报 3卷

雪峰

古陆 潮坪相 台盆 (沟 )半深水相 l潮坪相
合盆 (沟 )半深水相

!
潮 ” ”

五通 桂林 潮 田 高潮线

雪峰
古 陆

潮坪 ,

卜
盆 ( “ ) “ 水 ”

!
半局· “ `

咖
(沟 )深水相

!
潮坪相

目
`

圃
2

圃
3

圃
`

目
5

色目
6

圈
,

医昌
8

1
。

砂周灰岩
5

.

泥晶灰岩

2
。

泥质条带灰岩

6
.

健石泥晶灰岩

3
.

层故石灰岩
7

.

层孔虫次岩

4
。

扁豆 状灰岩
8
。

硅质岩

圈 4 挂林地区晚泥盆世曦. 盆岩沉积相摸式

①晚泥盆世早期沉积棋式 ②晚泥盆世晚期沉积橄式

F 19
.

4 S e d i血 e n t a r了 f a e i e s 也 o d e l s o f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o f U p p e r D e v o n i a n i n G u i l in
.

( 1 ) M o d e l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o f

E a r l了
一
U p p e r D e v o n i a n

.

( 2 ) M o d e l o f s e d i扭 e n t a r y f a e ie s o f

L a t e r一U p p e r D e v o n i a n
.

晚期
,

因柳江运动影响
,

半局限泻湖相演化为潮坪环境
。

温暖富氧
,

藻类大量繁殖
,

适于大量碳酸盐沉积
。

与此相邻的一侧
,

早期台盆 ( 沟 ) 深水相则转化为半深水相
,

沉

积物仍处于波基面以下和氧化界面附近
,

除碳酸盐灰泥外
,

还有从台地分洗搬运来的泥

质沉积
,

局部发育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为静水低能还原环境

。

可见
,

桂林地区晚泥盆系碳酸盐沉积时
,

由于基底断裂 ( 同生断层 ) 的影响
,

造成

合地和盆地下沉的差异
。

台地区
,

虽然筱水很浅
,

沉降速度缓慢
,

但因物质供给丰富
,

下沉速度近于或等于沉积速度
,
引起碳酸盐沉积不断向上建筑加厚

,

形成巨厚的碳酸盐

岩
,

总厚达 8 00 一 1 0 00 米以上
。

而在台盆 ( 沟 ) 区
,

沉降速度较快
,

水体很深
,

沉 积 物

供给少
,

沉积速率缓慢
,

构成沉积速度未能补偿下沉速度的
“
饥饿盆地

” 。

因此
,

沉积

物 ( 岩 ) 厚度很小
,

总厚仅 10 0一 2 00 米
。

根据岩层厚度差的量度计算
,

台盆 ( 沟 ) 的水

深在 70 0一 80 0米以上
。

从台地到盆地
,

不但坡度变化很大
,

坡度较陡
,

为陡坎相接 , 而

且厚度突然减薄
,

相变截然
,
相变宽度很窄

。

笔者注意了突变式相变关系剖面 的寻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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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是被断层破坏
,

就是在比较短的距离内被第四系复盖
。

经差异风化溶蚀后
,

在地

貌上构成不 同的自然景观
。

台地区往往是陡峻的峰丛和峰林林立的岩溶地貌
,

台盆 (沟 )

区则是比较低缓起伏的山峰或山地
,

彼此形成鲜明的对照
。

晚泥盆纪末
,

海水退却
,

碳酸盐台地的局部地区
,

露出水面
,

沉积了暗紫红色铁锰

胶结的砾岩
,

厚约 10 厘米 ; 台盆 ( 沟 ) 半深水相区顶部则有砂屑增多
,

海水能量增强的

趋势
。

总的说来
,

大部分地区为连续沉积
,

继承性地进入石炭纪
。

工作中
,

得到地质矿产部岩溶所翁金桃工程师的大力支持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刘

宝裙教授和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杨心宜 同志提出宝贵的意见
,

我院王琼芬
,

陈玉妍同志

磨制薄片在此谨致谢意
。

( 收稿 日期 1 9 8 4年元 月 2 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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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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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D !ME N T ARY F AC !E S O F TH E C A RB ONA T E

R OC KS O F TH E U P P E R DE VON !AN

IN G U IL !N D IST R IC T
,

G UAN G X I

F a n g J i y i

( G u i l i n C o l l e g e o f M e t a工l u r g y a n d G e o l o g y )

A b s t r a e t

今

公

T h e U p p e r D e v o n i a n i n G u i l i n d i s t r i e t e . ) n s i s t s o f a s e r i e s o f e a r b o n a t e s t r a t a

o f m a r i n e f a e i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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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h e y

e a n b e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w o l i t五o f a e i e s 。

o n e 15 d o l o m i t i e l im e s t o n e f a e i e s , i t s l o w e r

p a r t b e i n g G u i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D s g ) a n d i t s u p p e r p a r t R o n g x i a n F o r m a t i o n ( D s r )
。

T h e o t il e r 15 s i l i e e o u s l e n t i e u l a r ( n o d u l a r ) l im e s t o n e f a e i e s ,

i t s l o w e r p a r t b e i n g

L i u j i
a n g F o r m a t i o n ( D 。

1 )
, i t s u p p e r p a r t S a n l i F o r m a t i o n ( D s s )

.

G u i l i n F o r m a -

t i o n e a n b e e o m p a r e d w i t il L i u j i a n g F o r m a t王0 0 w h i l e R o n g x i a n F o r m a t i o n e o r r e s -

p o n d s t o S a n l主 F o r m a t i o n 。

T h e a u t h o r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G u i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b e f o r m e d i n a s em i一 r e s t r i e t e d l a g o -

o n e n v i r o n 口 e n t o f a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nt ( s e m i一 r e s t r i e t e d l a g o o n f a e i e s )
, R o n g x i a n

F o r m a t i o n i n a t i d a l f l a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 t记 a l f l a t f a e i e s )
, w h e r e a s L i u j i

a n g F o r m a -

t主o n w a s f o r m e d i n a d e e p
一
w a t e r b a s i n e n v i : o m e n t ( d e e p

一 w a t e r b a s i n f a e i e s ) o f a

c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
S a n l i F o r 犯 a t i o n i n a s e m i一d e e p

一
w a t e r b a s i n e 牡 v i r o n扭 e n t ( s e扭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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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p 一 wa t e rba sin f a ei e s)o f a ea rbo n a t ep la t f o rm
.

L it ho lo g ia el ly, t h e s e m i一 r e s t r i e t e d l a g o o n f a e i e s 1 5 d a r k i n e o l o 住 r , m e d i u 也 i n

s t r a t i f i e a t i o n .

I t e o m p r i s e s s u e h r o e k s a s d e n d r i t i e : t r o 瓜 a t o p o r a l im e s t o n e ,

d a r k

m i e r i t e l im e s t o n e , l a m i n a r l im e s t o n e a n d m i e r i t e e l a s t i e l im e s t o n e 。

T h e y a r e a l l s t -

r o n g l y d o l o m i t i z e d
.

T h e I a m i n a r s t r u e t u r e 1 5 t h e m a i n s e d im e n t a r y s t r u e t u r e .

B io l o -

g i e a l l y
, t h e y a r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e u r y h a l i n o u s o r g a n i sm s , i n e l u d i n g m a r i n e a l g a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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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 a e h i o p o d a a n d o s t r a e o d a , s p e e i a l l y

r i e h i n A m p h i p o r a , w il i e h r e p r e s e n t s t h e s t a t i e r e d u e t i o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w i t h l o w
一 e n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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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 d a l f l a t f a e i e s e o 红 s i s t s o f l a m i n a r a l g a e l主m e s t o n e , m i e r i t e l im e s t o n e , e l a s t i e

a n d s p a r r y l im e s t o n e , o o l i t i e
一 a l g a e l im e s t o n e a n d g r a v e l

一 e l a s t i e l im e s t o n e .

I t
产 5 l i g h t

i n e o l o u r ,
p u r e i n q 住 a l i t y a n d t h i e k i n l a y e r s .

A s a r e s u l t o f t h e e v a P o r a t i o n o f

t i d a l f l a t , t h e y a r e p r o m i n e n t i n d o l o m i t i z a t i o n .

T h e a l g a e l a m i n a e s t r u e t u r e , b i r d ` s

e y e s t r u e t u r e ,

l a m i n a e s t r u e t u r e , s u t u r e一 l i n e s t r u e t u r e a r e a l l d e v e l o p e d , 5 0 a r e t 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r h y t h nt s , w h i e h b e e o m e l i g il t u p w a r d s .

I t 尹 5 r i e il i n a l g a e ,

b u t r a r e

i n b i o f o s s i l, r e p r e s e n t i n g i n t e r t i d a l a n d : u b t i d a l s h a l l o w w a t e r o x i d a t i o n e n v i r o n -

m e n t s
.

D e e p
一 w a t e r b a s i n f a e i e s 15 t il e d a r k g r e了 t h i n s i l i e a l i t e w i t h a r g i l l a e e o u s , o r g a -

n i e 也 a t t e r s a n d p y r i t e
。

I t 尹5 f u l l o f 五o r i z o n t a l Ia m i n a e a n d l a e k o f b e n t h o n i e o r g a -

n i s m ,

b u t r i e h i n t e n t i e u l i t e s , a k i n d o f p l a n k t o n 。

T h e d e p t h o f w a t e r m a y b e b e l o w

t h e 护 e a l e i t e e o m p e n s a t i o n d e p t五
扩 , i n d i e a t i n g t h e s o e a l l e d

产
H u n g r y B a s i n ,’ , w h o s e s e d卜

m e n t a r了 s p e e d 15 s l o w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 e t t l em e n t
-

S e m i一 d e e p
一
w a t e r b a s i n f a e i e s 15 e o m p o s e d m a i n ly o f e a r b o n a t e p o d z o l a n d a r g i l-

l a e e o u s s e d im e n t s , i n e l u d i n g e h e r t m i e r i t e l im e s t o n e , l e n t i e u l a r l im e s t o n e , a r g i l l o
-

b a n d e d l im e s t o n e a n d m i e r i t e l i m e s t o 立 e , s o m e t i m e s w i t五 c a r b o n a t e e l a s t i e s e d i垃 e n t s

a n d e a l e
一 e l a s t i e t u r b id i t e .

L e n t i e u l a r s t r u e t u r e , a r g i l l o
一
b a n d e d s t r u e t u r e ,

l a m i n a e

s t r u e t u r e ,
g r a i n o r d e r b e d d i n g a n d B o u m a s e q u e n e e s a r e 士五e i r e o m m o n s t r u e t u r e s -

T h e s e d i m e n t s l i e u n d e r t h e w a v e b a s e a n d n e a r t h e o x i d a t i o n i n t e r f a e e 。

I t / 5 l a e k

o f b e n t h o n i e o r g a n i sm , a n d i t 15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a s a s t a t i e d e e p
一 w a 之e r r e d u e t i o n e n -

v i r o n m e n t
。

A 11 o f t h e a b o v e s e d i边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h a v e b e e n e o n t r o l l e d b y C a l e d o n i a n

b a s e m e n t f a 住 l t s .

T il e w i d e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e a 1 5 e o也 p o s e d o f h o r 月t a n d g r a b e n f a u l t b a -

5 1公 s 。

T 五e f o r m e r 15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坦 , a n d t h e l a t t e r 15 t h e d e e p w a t e r b a s i n .

I t
尸 s

s t e e p f r o 位 t h e p l a t f o r 位 t o t h e b a s i n , a n d o b v i o u s l y d i f f e r e n t i n t五e l i t h o l o g i e e h a -

r a e t e r 。

I t s t il i e k n e s s a b r 住 p t l y b e e o m e s t五i n s o t五a t t h e f a e i e s e h a n g e s s h a r p l y a n d

t il e e五a n g i n g w i d t h 15 n a r r o w
。

T h e a b r u p t l y一 e h a n g e d f a e i e s , t o w h i e h t h e a u t h o r 五a s

p a i d g r e a t a t t e n t i o n , 15 o f t e n e o v e r e d b y Q
u a t e r n a r y o r d i s r 仁 p t e d b y f a u l t s .

M o r e o 7 e r , t il e e a r b o n a t e s e d im e n t l o n g i t u d i n a l l y s h o w s o b v i o u s s u e e e s s i o n s a n d

s t a g 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