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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中晚石炭世沉积相及沉积模式

汪华敏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湖北
,

江陵
,

)

我国南方中上石炭统以碳酸盐岩为主
,

厚度大
,

分布广
,

岩相类型繁多
,

具有广阔

的油气远景
。

文章阐明笔者对中国南方中晚石炭世沉积相特征及沉积环境模式的初浅认

识
,

为寻找油气有利地带提供沉积方面的依据
。

本文研究范围北 以秦岭一大别山为界
,

西至龙门山前及滇东地区
,

东南 至 沿 海 一

带
。

一
、

沉积相特征

中晚石炭世基本继承了早石炭世陆表海的特征
,

但受淮阳运动和昆明运动的影响
,

海侵范围扩展
,

古陆面积大为缩小
。

康滇及上扬子地区古陆边缘普遍缺失下石炭统或岩

关阶
,

中石炭统直接超覆于泥盆纪或前泥盆纪地层之上
,

向东至华夏古陆
,

中石炭统超

覆于古老岩系或泥盆纪陆相地层之上
。

川东鄂西地区中石炭统向古陆边缘超覆于泥盆系

或下古生界之上
。

早石炭世海域中的云开岛
、

牛首山岛及黄山岛等全部被淹没
,

雪峰古

陆沉降为间歇岛
。

总的趋势是中晚石炭世地壳比较稳定
,

仅在闽东福鼎地区地壳有大幅

度升降
,

海侵
、

海退频繁
,

陆相
、

海相沉积交替出现
。

因此
,

本区沉积环境分异性不明

显 ; 以碳酸盐沉积为主 ; 生物组合差异小
。

中晚石炭世沉积相主要特征表现为碳酸盐 台

地相区十分发育
,

滨岸相区较之大为逊色
,

且多属浅海边缘的潮坪沉积
,

碳 酸 盐岩 为

主
,

比较典型的滨岸碎屑岩仅在局部地段发育
。

兹将南方中晚石炭世海域沉积相划分为三个相区及七类相带 ( 表 1 )
。

各相区相带

特征如下
:

( 一 ) 大陆相
一
滨岸相区 ( I 一 I )

福建福鼎南溪地区
,

近年来发现一套中石炭世地层 1 )
,

该套地层中所夹硅质岩及条

带 状 灰岩 中含雌类 N e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S e h u

b
o r t e l l a s p ,

及腕足类 N e o s P i r `f
-

er s p
.

等化石
,

证明 属 C
:

无疑
。

此套地层与华南海域的中石炭统岩性岩相特 征 上 是

难以类比的
,

是同期异相的产物
,

简述如下
:

下段 ( C : “
)

,

厚 6 73 米
,

为一套灰色厚层微变质的复成分砾岩
、

含砾砂岩和粗砂岩

等
,

砾径一般为 30 一 40 厘米
,

大者可达 60 一 100 厘米
,

小者 2 一 5 厘米
,

次圆一次棱 角

l) 林德成
,

1 9了9
,

福建福鼎南溪上古生代地层沉积特征和岩相古地理的初步探讨
。



58 沉 积 学 报 4卷

表 1相区相带划分衰

Tal be1 C l as s if ie at io no f f e ais e ar e as n ad f e aies z o e ns

区

{
大陆相

一

滨

岸相区 I一 I

;花岸潮坪相 带 I
,

蒸发坪相带 I 圣

灰泥坪相带 I 矛
泥藻坪相带 时

’

砂泥坪 ( 间夹灰泥坪 )相带 I

滨岸浅滩相 带 贾:

岸相滨区I

滨 岸 海 湾 相 带 I :

台滩相带
生物屑滩相带

粒 (砾 )屑滩相带

I 孟

l l

台盆相带

台洼相带

台坪相带

碳酸盐地相台区l

状
,

分选性差
。

中段 ( c : b )
,

厚 1 91 米
,

为灰色弱千枚化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夹条带状硅质灰岩与

硅质岩互层
,

底部 10 米为灰绿色同生角砾岩
。

北面银铜矿区硅质灰岩厚度增大约 为 10 0

米
,

且发现有古火 山岩夹层
。

硅质灰岩中含双圆海百合茎及雌
,

粉砂质细砂岩中见大个

体 ( 直径 1 厘米 ) 双圆海百合茎垂直层面分布
。

上段 ( C
: “

)
,

厚 2 68 米
,

为灰一深灰色微变质的砾岩
、

砂砾岩及弱千枚化粉砂 岩
、

细砂岩夹硅质岩 ( 厚 7 米 )
,

硅质岩中含较多的雌类化石
,

粉砂岩中见植物化石碎片
。

底部之砾岩稍具定向性
,

砾石次圆一棱角状
,

分选性差
。

上述岩性
、

古生物及沉积构造等特征说明
,

中石炭早期本区为河床相
一
滨岸砾 滩相

堆积
;
中期为浅海环境

,

潮坪沉积为其特征 ; 晚期地壳抬升
,

再度出现河床相并伴有山

麓相沉积
。

中石岩世末的海侵又使本区处于海滨环境
,

以滨岸砂泥坪环境结束
。

中石炭

世本区海
、

陆交替
,

沉积相变化濒繁
,

反映出较强烈的华力西运动影响的必然结果
。

( 二 ) 滨岸相区 ( I )

位于古陆边缘
,

属潮间带 ( 局部属潮间一潮下上带 )
,

主要受潮汐作用影响
。

由于

陆源区经受长期剥蚀夷平
,

地势 比较平坦
,

唯东部华夏古陆及南部雷琼古陆仍为较高地

势
。

这种陆区地势 的差异
,

决定了滨岸沉积在不 同古陆边缘其沉积环境和沉积物有所不

同
。

濒临山地 以碎屑岩为主的潮坪相沉积 ; 临近平原则为以清水碳酸盐岩为主的潮坪相

沉积 , 处于海湾尚有泻湖性质的以自云岩为主的泥藻坪相沉积等等
。

根据不同岸段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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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沉积物特征
,

滨岸相区可划分为三类相带
。

1
.

滨岸潮坪相带 ( I
; )

,

可分为
:

蒸发坪相带 ( I : ` )

位于平均高潮面及最大高潮面之间
,

与陆地直接相邻的潮坪边缘
,

属潮上带
。

仅在

大潮及最大风暴期海水浸埋
,

属半干燥气候条件或具季节性的半干燥气候条件
。

沉积物

发生准同生白云化
,

同时由于长期暴露水面
,

沉积物干裂形成角砾
,

以泥一粉晶角砾云

岩及泥粉晶藻角砾云岩为主
。

角砾成份为泥一粉晶云岩
、

藻云岩
。

岩层 中含石膏结核
、

条带和单晶
,

成岩阶段去膏化作用后
,

形成膏模孔及石膏假像
。

局部可形成岩 ( 膏 ) 溶

角砾云岩 1)
。

此外
,

常见藻层纹
、

成层的乌眼和窗孔
。

含少量泥砂质
,

除蓝藻外
,

其它

生物很少
。

此带由于位处剥蚀区边缘
,

残存厚度较小
,

一般厚 2 一 25 米
,

局部地区大于

5 0米
。

灰泥坪相带 ( l : “ )

位于古平原边缘
,

由于陆源 区地势平缓地表径流不发育
,

沉积物以碳酸盐岩为主
,

含

少量泥砂质或夹泥页岩
。

这些物质除少量来自陆源区外
,

主要是由潮汐作用将海中的碳

酸盐泥及生物碎屑搬至海岸堆积而成
,

生物比较贫乏
,

种属也十分单调
,

属于广海型的

珊瑚
、

腕足类不发育
,

维科仅见少量的丁
r i t i c * t e s ,

夕s e u
d o s h o a g e r i o a ,

E
o 夕a r a

f
u -

su I t’n a
及 Z eI l l’a 等

。

其中一些生物碎屑
,

如维
、

有孔虫
,

可能为涨潮时由海水带来
。

此

相带以上扬子古陆南部边缘为代表
,

其东南缘由于地势稍高
,

碳酸盐岩中常夹碎屑岩
,

底部常有砂砾岩
。

泥藻坪相带 2 ) ( I : 2

)

为灰泥坪的另一种形式
,

潮汐作用明显
,

水介质能量较低
,

属局限海湾型潮坪
,

局部

存在潮间一潮下环境
。

由于间歇性暴露
,

加之属半于燥炎热气候条件
,

沉积物以准同生

白云岩为主
,

粒度较细
,

大部分为泥一细粉晶
。

在此气候条件下
,

于化破裂角砾发育
,

蓝藻类生长繁茂
,

藻叠层
、

藻丛比比可见
,

而其它生物则很单调
,

以有孔虫为主
,

局部

地区可见棘屑
、

珊瑚
、

腕足
、

维等
,

且大多为搬运而来
。

此相带原生沉积构 造 保 存 较

好
,

见有藻层纹
、

薄互层层理
、

乌眼
、

水平及斜交生物掘穴等
。

砂泥坪 ( 间夹灰泥坪 ) 相带 ( I , 冬 )

位于山地边缘
,

陆源物质供给丰富
,

碎屑岩沉积为主
。

典型相带见于雷琼古陆岸带

的白沙地区及华夏古陆岸带的铅山叶家湾及上烧枫岭头一带
。

铅山叶家湾中石炭统为薄

一中层状含砾细一粗粒石英砂岩与粉砂质泥页岩不等厚互层
,

夹泥质生物碎屑灰岩及微

晶含白云质灰岩透镜体
。

晚石炭世随着海侵的扩大
,

本区沉积物以含生物微晶灰岩为主
,

夹薄层状中粒石英砂岩
。

上饶枫岭头中石炭统为石英砂岩夹灰岩
。

白沙地区的中上石炭统

则以细碎屑岩为主
,

夹薄一中层状微晶灰岩
,

灰岩层间常夹钙质泥岩
。

此相带生物组合

较为复杂
,

灰岩中见珊瑚
、

腕足
、

维
,

泥页岩中见植物碎片
、

鱼鳞
、

瓣鳃类
、

螺类
、

海

百合茎等
。

2
.

澳岸浅滩相带 ( I
: )

1 )
, 2) 李南未等

,
1 9 8。 ,

川东石炭系中统砍酸盐岩沉积特征及储集性
。

科研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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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潮间下一潮下环境
,

经常受到潮汐作用
,

有时也受波浪作用的影响
,

为中一较高

能环境
,

形成了以砂级的生物屑
、

砂屑
、

藻屑
、

缅粒
、

核形石为主的粒屑碳酸盐岩
。

生

物组合有潮间带的蓝藻
,

潮下带的红藻
、

珊瑚
、

腕足
、

瓣鳃
、

腹足
、

棘皮
,

有孔虫
、

帷

等也较丰富
,

虫迹发育
。

根据粒屑成分可划分出生物滩 ( 亚: ’
) 及粒屑滩 ( 1

2 “
)

,

主要分布于川东及川西

北地区
。

3
.

滨岸海湾相带 ( l
:

)

为山地边缘的滨浅海洼地
,

属潮间下一潮下低能环境
。

沉积物为灰岩
、

白云岩
、

白

云质灰岩
、

泥质砂岩
、

粉砂岩和硅质岩等
。

中下部为我国南方有名的马坑式铁矿含铁建

造
,

厚度20 一 3 10 米
,

灰岩中产蜷
、

珊瑚
。

在龙岩经舍地区铁矿层为透镜体
,

且交 错 出

现
,

总厚度小于两米
,

马坑地区铁矿层最厚可达 1 60 余米
。

铁矿层原属赤铁矿
一
菱铁矿

,

后经改造成为磁铁矿
。

( 三 ) 碳酸盐台地相区 ( 1 )

此区位于平均低潮面 以下
,

氧化界面以上
,

沉积基底幅差不大
,

海水较浅而畅通
,

含盐度基本正常
。

生物繁茂
,

门类众多
,

沉积物以碳酸盐为主
。

在碳酸盐台地上存在着

局部范围内相对较深的台盆
、

与较浅的滩
,

及其过渡地带— 台坪
。

1
.

台滩相带 ( l :
)

为台地内的浅水部分
,

水体能量 中等
,

循环好
,

光照充足
,

既利于生物大量繁殖生

存
,

又利于形成鲡粒
、

盆屑及核形石等
。

因此生物屑灰岩
、

藻屑灰岩
、

鲡粒灰岩
、

砂砾

屑灰岩
、

核形石灰岩发育
,

且累积厚度大
,

粒屑灰岩厚度一般为剖面总厚度的 25 一50 %
。

粒间主要充填方解石基质
,

淀晶胶结物相对较少
,

反映水体能量中等
。

除粒屑灰岩外
,

岩石组合中有泥一细晶灰岩及白云质灰岩
、

结晶 白云岩等
。

生物以雌
、

有孔虫
、

海百合

茎
、

珊瑚
、

腕足为主
,

并含藻屑及腹足
、

苔鲜虫
、

三叶虫
、

介形虫等
。

可分出生物屑滩

及粒 ( 砾 ) 屑滩
,

前者最发育
。

2
.

台盆相带 ( I
:

)

为碳酸盐台地上海水相对较深而平静的部分
,

处于浪基面以十
`

的弱还原环境
,

水动

力较弱
。

主要岩石类型为泥一微晶灰岩
、

硅质灰岩
、

硅质岩
、

泥质岩
、

泥质灰岩及含生

物屑泥一微晶灰岩
。

微细水平层理发育
,

岩石薄一中厚层为主
。

生物以缝
、

有孔虫
、

海

绵骨针
、

菊石
、

海百合茎为主
,

并见珊瑚
、

腕足等
。

台盆相带共有六处
:

水城
一
六 枝 台

盆
、

罗甸
一
南丹台盆

、

丘北
一
富宁台盆

、

宜山台盆
、

天等台盆
、

连县台盆
,

前 三 者 较 典

型
。

3
.

台洼相带 ( !
。

)

为碳酸盐台地上半闭塞的洼地
,

受到间歇岛与台滩的障壁作用
,

但又基本与广海连

通
,

处于浪基面附近
,

为相对安静
、

闭塞的环境
,

水动力弱一中等
。

台洼分布于宁化一

长汀一带
,

受三明
一
上杭间歇岛与其西邻生物滩的控制

。

沉积物主要为灰岩
、

白云质灰岩

夹 白云岩
、

硅质岩
、

砾屑灰岩等
,

底部为含菱铁矿层的硅质角砾岩
、

硅质岩夹泥岩
,

厚

20 余米
。

含有孔虫
、

蜷及珊瑚
。

4
.

台坪相带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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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碳酸盐台地上的平台
,

广布全区
,

水动力中等
,

沉积特征介于其它各相带之间
。

岩石类型也较为多样
,

有泥 晶灰岩
、

含生物泥一细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结晶白云岩
,

也有硅质团块及条带灰岩
、

瘤状灰岩
、

泥质灰岩
,

并夹各类粒屑灰岩等
。

生物丰富
,

以

装
、

有孔虫
、

珊瑚
、

腕足
、

海百合茎为主
,

次为藻屑
、

腹足
、

苔鲜虫等
。

水平层理及微

波状层理发育
,

近岸地区常含少量陆源物质或夹薄层碎屑岩
。

二
、

沉积相展布特点

相带的展布严格受到古构造格架的控制
,

主要受古陆延展方向及基底断块活动的控

制
。

早泥盆世一早石炭世
,

西部北西向断裂活跃
,

并有北东向及近东西向
、

近南北向的

各组断裂活动 ; 东部北北东及北东向断裂活跃
。

相带走向与古构造走向基本一致
,

中晚

石炭世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

但其相带展布基本继承了早石炭世的展布格局
。

1
.

滨岸沉积相的展布特点

l) 靠近古陆边缘分布的滨岸相区
,

主要受潮汐作用影响
,

发育着多种类型的滨岸潮

坪沉积
。

2) 滨岸相区中的各种相带的展布
,

受古陆性质所影响
。

在相对稳定的古陆边缘
,

如

上扬子古陆南部的滨岸区
,

以清水碳酸盐沉积为主
,

厚度一般小于1 00 一 3 00 米
。

在活动

性的古陆边缘
,

如华夏古陆及雷琼古陆边缘
,

砂泥坪夹灰泥坪相带发育
,

具有比较典型

的滨岸碎屑岩沉积
,

厚度一般 1 00 一 30 0米
。

在华夏古陆与三明
一
上杭间歇岛之间的北东

向海湾
,

龙岩
一
大田海湾

,

为清水与浑水的混杂沉积
,

厚度 10 0一 3 00 米
,

属滨浅海 沉 积

类型
。

川东
、

鄂西一带
,

位于上扬子古陆及武当
一
大别古陆之间

,

东有利川半岛将其 与

外海相隔
,

环境闭塞
,

成为具有海湾泻湖性质的潮坪区
,

沉积物以白云 岩 类 为 主
,

厚

。 一 1 60 米
,

蒸发坪及泥藻坪相带发育
,

为中国南方中石炭世非常特殊的滨岸潮坪 沉 积

类型
。

3) 局部能量较高带发育有滨岸生物屑滩及粒屑滩
。

2
.

碳酸盐台地沉积相的展布特点

1) 整个碳酸盐台地呈北东向展布
,

西南开阔
,

东北相对狭窄
。

其中以台坪 相 为 主

体
,

约 占总面积的五分之四
,

厚度一般 1 00 一 9 00 米
,

滇黔桂地区可大于 1
,

00 。一 2 ,

00 。米
。

台盆
、

台滩
“
镶嵌

” 于台坪之中
。

2) 近岸台地部位水浅
,

一般 。一 10 米
,

循环条件好
,

既受潮汐作用
,

又受波浪的影

响
,

台滩发育
,

主要分布于临近滨岸的台地边缘地区
,

其次分布于台盆相带的周缘
。

滇黔桂一带
,

中晚石炭世发育了多处台盆相带
,

其展布方向以北西向为主
,

次为北

北东向
。

海域东部间歇岛发育
,

常在间歇岛与台滩之间形成安静半闭塞的浅水环境
,

发育了

台洼相带
,

相带的展布受间歇岛控制
。

3) 碳酸盐台地东北区的间歇岛大多为早石炭世的古陆或滨岸砂滩及砂泥坪被海水间

歇浸没形成
,

仍保持为海底较高地形
,

具有继承性
,

如原雪峰丘陵沉降为洞庭
一
郡阳间歇

岛
,

黄山岛沉降为昌化间歇岛等等
。

如洞庭
一
都阳间歇岛

,

呈东西向长垣展布
,

西 高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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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沉积物为灰岩
、

泥质灰岩夹页岩及钙质砾岩
,

厚度较小
,

中部仅 n 米
,

而其南侧台

坪区厚 1 00 一70 0米
,

北侧为 30 一 1 50 米
。

该间歇岛缺失下石炭统与上石炭统
,

中石炭统

与上志留统之间属不整合接触
,

与下二叠统亦为不整合接触
,

周 围台坪区在中石炭统下

部或底部常有碎屑岩夹层
。

说明此 间歇岛具有活动性质
,

对其南北毗邻区的控制颇为明

显
。

在厚度
、

沉积特征上
,

南北地区相差均较大
。

又如三明一上杭间歇岛
,

对其两 侧 的

宁化
一
长汀 台洼及龙岩

一大田海湾的沉积都具有控制作用
。

4) 中晚石炭世台滩的面积大
,

分布广
。

这种特点的形成
,

主要由于这些地带的基底

多为早石炭世的滨岸潮坪及滨岸砂滩
,

其面积大
,

成片分布
,

中石炭世海侵到来之时被

淹没
,

处于平均低潮面 以下
,

但仍继承性的保持较高的水下地形所致
。

海区的东北部
,

其西北及东南两侧均濒临潮坪区
,

基底为早石炭世砂滩
,

是本区碳酸盐台地 上 最 浅 水

域
,

发育了大面积的浅滩
。

核形石主要分布于此区
,

成为有名的
“
船山球

” 。

三
、

沉积环境模式探讨

依据上述的岩相古地理特征
,

笔者对本区沉积环境模式有如下认识
:

1
.

中晚石炭世的海域属陆表海性质
,

形成了广阔的碳酸盐台地及很宽的潮坪带
,

潮

汐影响区可达几十公里
。

2
.

由于陆源区的性质及远近
、

海水的深度及能量等的不同
,

沉积相的组合是多类型

的
,

可分清水的海岸沉积相组合模式及浑水的海岸沉积相组合模式
。

以清水海岸沉积相

组合为主
。

除华夏古陆及雷琼古陆岸带外
,

基本属此
。

可综合归纳为两种模式
,

即清水

沉积类型模式 ( 图 1 ) 及清水一浑水沉积类型模式 ( 图 2 )
。

古陆

飞
}`均高潮线

一一平均低潮线
二于二于正常浪荃面

图 1 中国南方中晚石炭世清水沉积类型模式

I了19
.

1 M o d e l o f M i d d l e 一 L a t e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e l e a n w a t e r

s e d im e n t a r y t y P e i n t h e s o u t h o f C h i n a

曦蒸纂豪 粉韶线
线

鬓琴奏
扩刊滩

卿 {训菊}弃布{华
碳防故台地相区

—
一

—— —
图 2 中国南方中晚石炭世浑水

一

清水沉积类型模式

l犷19
.

2 M
o d e l o f M i d d l e一 L a t e C a r lo o n i f e r o u , t u r b i d w a t e r a n (1

e l e a n w a t e r s e d i m e n t a r y t y P e i n t h e s o u t lz o f C il i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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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南方中晚石炭世沉积环境模式以碳酸盐模式为主
,

由滨岸区和碳酸盐台地相区两

部分组成 ; 碎屑岩模式仅在局部岸带出现
。

由于陆区地势
、

海底地形
、

沉积条件
、

潮汐

及海浪作用等等的差异
,

可划分出不 同的沉积相带
。

根据上述
,

设想了中国南方中晚石

炭世沉积环境模式 1) ( 图 3 )
。

此模式概括了我国南方中晚石炭世海域沉积 相 的 总 面

貌
。

.4 中国南方中晚石炭世的海盆和滩
,

不 同于威尔逊碳酸盐模式中的盆地和台缘滩
,

而是在碳酸盐台地上发育的盆和滩
,

属于碳酸盐台地整体的一部分
,

是次一级的相带
。

其能量与威尔逊的盆地和台缘滩是有差异的
。

在台滩的岩石组合中
,

粒屑灰 岩 多 为 夹

层
,

其厚度多数小于总厚度的 1/ 3一 1/ 2 ,

是中晚石岩世整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短期沉积过

程的产物
,

而非连续发育的滩
。

本文是在石炭系沉积相区域编图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

文中素材取 自南方各省

有关兄弟单位
;
参加工 作的有地质矿产部石 油地质综合大队岩相分队石炭系专题组及鉴

定组
,

在编写本文过程 中
,

李善良
、

艾华国同志协助绘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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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全5 t h a t t h e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f a e i e s d e v e l o p s w e l l
.

D u r i n g t h i : p e r i o d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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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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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 e k e d
.

H o w e v e r ,
t h e r e w e r e s t i l l s o m e b a s i n s w i t il r e l a t i v e l了 d e e p w a t e r a n d q u i e t

b a n k s w i t 五 s h a l l o w w a t e r w i t h i n t h e p l a t f o r m
.

In t h e n o r t h e a s t e r n p a r t o f t h e s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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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t w e e n t h e i s l a n d s a n d t h e b a n k f o r m e d q u i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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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d hem i一 el o s edpl a tfo rm nl d ep rs s e io n s
.

T he top o gr ap hyo f t hes e a bo to tm ws aC O I】 1 -

Pl ie a ted

o r a und

o win g to t五 ex e is tn eo e ef t he in te rm i t tn e tisl n ad s
.

T hes edm in e ta tio n s

t hem we reo en trol l ed to so m ex e ten t
.

T he e rl ie veo sf

t hs e e a, e x e e p t C a t h a y s i a a n d L e i q i o n g
,

w e r e r e l a t i v e l y e v e n

a n e i e n t l a n d s a r o u n d

d u e t o l o n g e r o s i o n

a n d t r u n e a t i o n
.

T 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s e d i m e 仓 t s i n e v e r y l i t t o r a l a r e a

a d j a e e n t t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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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l i e v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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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l y o f t u r b i d一 w a t e r e l a s t i e r o e k s ; i n t h e a r e a a d j
a e e n t t o

、

p l a i n
,

t h e t i d a l f l a t

d e P o s i t s a r e d o m i n a t e d b y e l e a n 一 w a t e r e a r b o n a t e , i n t h e b a y a r e a , s e d i m e n t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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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L a t e 一M i d d l e e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s e a a r e a w a s a e P i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e a
.

I t s w a v e

a e t i o n w a s l e s s i n t e n s i v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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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u s , a v a s t e a r -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a n d t i d a l f l a t z o n e s o e e u r r e d a s w i d e a s s e o r e s o f k i l o m e t e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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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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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d e n e r g y o f s e a w a t e r , a n d 5 0 t h e e l e a r w a t e r s e d i 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s e t m o d e l a n d

t h e t u r b i d w a t e r s e d im e n t a r 了 f a e i e s s e t m o d e l e a n b e d i s t i n g u i s h e d
,

b u t t h e f o r m e r

1 5 d o m i n a 刀 t
.

T h e e a r b o 力 a t e s e d i m e n t a r y m o d e l
,

t h e r e f o r e , w a s a P r i力 e i P a l o n e i n

t h e s o u t h o f C h i n a i n t h e L a t e一 M i d d l e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E p o e h , e o n s i s t i n g o f t h e f a e i e s

o f n e a r s h o r e a n d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

W h e r e a s ,
t h e e l a s t i e s e d i m e n t a r y m o d e l a p -

P e a r s o n l y i n a f e w l i t t o r a l z o n e s
.

T h e L a t e一 M i d d l e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b a s i n a n d b a n k i n t h e s o u t h o f C h i n a d i f f e r f r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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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W i l s o n 产5 e a r b o n a t e m o d e l
.

T h e

f o r m e r , a s u b f a e i e s z o n e ,

d e v e l o p e d o n t h e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 o r m
.

T h e L a t e 一M i d d l e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s e d i m e n t a r y m o d e l i n t h e s o u t h o f

e o r r e s P o n d s t o 7 一 9 f a e i e s z o n e s o f J
.

L
.

W i l s o n 产 5 m o d e l
.

I t s l 一 6

d i s a p P e a r i n t h e a u t h o r 产 s 皿 o d e l
.

C h i n a

f a e i e s

评全国岩相古地理学米讨论会

由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与贵州省地质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岩相古地理学术讨论会
,

于一九八五年

十月六 日至 十日在贵阳举行
。

十一日至十五日
,

代表们对贵州两条相标志明显的沉积地质路线分别进行 了野外考查

和研究
。

此次大会以交流学术
、

提高研究水平
,

促进矿产的预测与寻找为宗旨
。

参加会议的有地质矿产
、

煤炭
、

石油
、

冶金
、

有色金属
、

核工业部
、

中国科学院
,

地质院校及新闻单位等系统

的代表及工作人 员共 18 1人
。

在筹备过程中
,

共收到论文摘要 2 60 余篇
,

其 中五月底前收到的 2 28 篇
,
已刊 印为 论 文

摘要集
。

在会议中
,

共宣读交流论文71 篇
。

这些论文
,

按所研究的内容
,

大致可分为三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