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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珍 张锦泉 叶红专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 成都地质学院 )

内容提要
:

黔西南及黔南中三叠世边缘带经历了从陆枷
、

斜坡至槽盆环境的 演 化
。

该带除发

育正常事件沉积外
,

还发育风暴流和重力流的钙屑沉积以及陆源碎屑浊流沉积
。

其中
,

陆屑浊 积岩的

宏观特征和旋回 曲线特征表明其属纵向搬运糟盆型浊积岩
。

根据垂向和横向上沉积特征的研 究
,

建 立

了在盆地整体坳陷的背景下
,

盆地边缘的演化模式
。

主睡词
:

盆地边缘 沉积特征 演化序列 黔西南

第一作者摘介
:

刘宝堵 男 5s 岁 教授 沉积学

一
、

概 述

黔西南及黔南地区在早
、

中三叠世时
,

恰位于碳酸盐台地与该槽盆的过渡带
,

形成

陆栩一斜坡环境沉积
。

近年来在中三叠世地层中发现的大型微细粒型金矿均沿中三叠世

槽盆边缘相带分布
,

与沉积相关系密切
,

因此
,

研究该区中三叠世沉积相特征对了解整

个沉积盆地的演化以及进一步研究金矿成因及分布规律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

意义
。

区内三叠系分布极为广泛
,

沉积类型复杂
,

变化大
。

大致沿开远一平 塘 断 裂 可把

下
、

中三叠统地层分为两种地层区
,

其北或北西为台地碳酸盐地层区
,

其南或南东为陆

源碎屑浊积岩地层区
。

中三叠世末的印支运动使研究区大部分摺皱抬升
,

所 以上三叠统

仅有零星分布
。

根据古生物组合和沉积类型等的不同
,

中三叠统安尼锡克阶划分为四个组
:
台地型

的关岭组
、

台地边缘型的坡 段 组
、

窄 陆 栩 型 的 青 岩 组 及 斜 坡一槽 盆 型 的新苑组

(图 l )
。

二
、

板其
、

丫他地区中三盛世沉积环境特征

笔者重点研究了册亨县的板其
、

丫他地区中三叠统剖面
。

该区在安尼锡克期位于碳

酸盐台地和台缘生物滩相
,

其南为陆源碎屑浊流沉积的槽盆相
。

根据岩性
、

生物组合
、

沉积构造
、

剖面结构及微晶灰岩中M n
含量的变化等沉积特征

,

剖面从下向上 划分出下

列主要的沉积环境
:

风暴流沉积的陆栩环境
、

碳酸盐沉积的斜坡环境
、

等深流沉积的斜

坡环境以及陆源碎屑浊流沉积的斜坡一槽盆环境
。

下面分述各环境特征
。

(一 ) 风 . 流沉积的陆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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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is tr ib u t io n o f th e M id d le -

T r ia s s ie s tr a tig r a p h y o f S o u thw e s t

G u i z h o 住 ( a f t e r th e r e g i o n a l s u r v e y

t e a m o f G u iz h o u ,
1 9 8 0 )

沉积学者很早就注意到风暴对滨岸及

浅水陆栩环境的影响
。

近年来
,

由于突变

学说 ( C a ta s t r o p h is m ) 的哲学思想逐渐

被地质学者接受
。

而代表瞬时 的 ( E p is 。

d i。 ) 和周期性的风暴沉积作用也就 引 起

了许多沉积学者的关注
。

本文所讨论的风暴沉积物见于板其剖

面中下部
,

第21 层到第24 层
,

岩层总厚 50

m
。

其上瞿层为陆源碎屑浊积岩
,

下伏层

为陆棚沉积的薄层暗色微晶灰岩
、

泥灰岩

及具水平纹层的粉砂岩和泥岩
。

层段中与

风暴沉积物伴生的无风暴期沉积物主要为

深灰
、

灰黑色中一薄层泥晶灰岩
、

炭质泥

灰岩
、

虫屑灰岩以及深灰色泥岩和钙质页

岩
。

沉积构造仅见水平纹层和波状纹层
。

含有瓣鳃类
、

介形虫
、

棘屑及单房室有孔

虫等底栖生物
。

上述特征无疑表明为正常

浪基面之下的低能外陆棚沉积
。

1
.

风 . 沉积物的组合类型

剖面 中风暴沉积物主要为粉砂岩和

泥岩的薄互层以及粉屑灰岩与泥晶灰岩
、

泥灰岩的薄互层
。

粉砂岩层和粉屑灰岩层

顶底界线清楚
,

底部往往呈侵蚀接触
,

顶

部呈突变
,

层面上见浪成波痕等
。

岩层的

厚度不稳定
,

有的甚至呈透镜状尖灭
。

粉砂岩层中能见到明显的浪成沙纹层理及小型丘

状层理
。

在粉屑灰岩层和泥岩层的底部常常见到定向排列的瓣鳃化石层
。

按岩性
、

沉积

构造及层序类型等特征
,

剖面从下往上依次出现三种组合类型
: 1

.

贝壳层和粉屑微晶灰

岩层组合 ; 2
.

贝壳层和具粒序泥质岩层组合 , 3
.

具纹层的粉砂岩和泥质岩组合
。

贝壳层中底栖及游泳的薄壳瓣鳃大都顺层排列且发育遮蔽孔隙
,

表明其埋藏前明显

地被改造翻转才达顺层排列这种稳定状态
。

从贝壳层与粉屑微晶灰岩
、

微晶灰岩
、

泥灰

岩和泥岩紧密伴生可推测贝壳层的形成是由于风暴引起的灰泥悬浮体
,

(或灰泥云雾层 )

突然注入
,

使底栖及浮游瓣鳃等窒息死亡
,

大量堆积下来
,

在其埋藏前又经风暴浪搅动

作用的改造
。

风暴减弱后
,

悬浮细屑物质快速沉积下来
,

并沿贝壳及生物碎 屑 间 往 下
“
渗滤

” ,

从而形成贝壳层中的遮蔽孔隙等
。

贝壳层中的生物碎屑 以及粉屑微晶灰岩
、

粉砂质灰岩
、

泥质岩层中均具明显的正粒

序性并且在粉屑微晶灰岩
,

粉砂质灰岩中发育沙纹层理
,

这些反映了风暴流兼具密度流

和牵引流两重性的特性
。

在粉砂岩中发育的主募层理构造除粒序层理 (图版 I
,

1 ) 外
,

还有丘状交错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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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版 1 , 2 )
、

浪成沙纹层理
、

平坦纹层以及低角度交错层 ; 主要的层面构造有浪成

波痕
、

孤立波痕
;
底 面构造有檐模 ( gu tt ter m o

de l) 和工具模 ( 如锥模和跳模 ) 等
。

2
.

风. 沉积层序及沉积模式

根据剖面中风暴沉积的特征
,

可归纳出两种主要风暴沉积层序
: 1 ) 较高流态再沉

积的贝壳层和粒序层段 , 2 ) 较高流态的丘状交错层
、

平坦纹层段向上过渡为低流态的

浪成沙纹层段
。

这种层理构造及层序的特征
,

反映了风暴流的密度流性质和风暴浪作用

能量衰减的特点
。

从下向上
,

剖面中风暴浪作用特征变得明显
,

尤其是在粉砂岩和泥岩组合中
。

风暴

岩最后过渡为陆源碎屑浊积岩 ( 图 2 )
。

风暴沉积层序中层段的发育状态受风速
、

风暴持续期
、

水深和离岸距离以及盆地所

提供的沉积物的有效粒径等的影响
。

板其剖面中风暴 沉积 层序与理 想 的风暴沉积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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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a 反n e h a r a e t e r s a n d v e r t ie a l v a r ia tio n o f th e s t o r tn d e p o s it

( R
·

D
.

K r e is e 和 R
.

K
.

B a m b a e h 1 9 8 2 ) 相比较
,

缺典型的
、

较厚的风暴 滞 留 层
,

代

表较高流态的平坦纹层不发育
,

丘状交错层理也规模较小
,

层序底部侵 蚀 构 造 不甚发

育
,

以浪成沙纹层为主
。

根据上述风暴沉积层序发育状况和垂向变化特征以及剖面中风暴岩层薄而粒细
,

侵

蚀构造不发育和含一套较深水的生物组合等
,

可以认为该区风暴沉积属发育在风暴浪基

面附近的远源沉积
,

即属滨外深水陆栩风暴流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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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碳酸盐沉积的料坡环境

丫他剖面下部新苑组第一段的第三亚段主要为黑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及泥灰岩夹数

层滑塌灰岩
,

属斜坡沉积环境
。

此亚段向上过渡为新苑组第二段的陆源碎屑浊积岩
。

剖面中醒 目地出现四层滑塌灰岩 (图版 I
, 3 )

。

滑塌灰岩层厚 65 厘米到1 30 厘米
。

薄层泥晶灰岩经塑性变形形成同生
“
摺皱

” 和倒转小
“
背斜

”
与上覆层焊接

,

有的滑塌

层的底部及 内部灰岩层已剪切拉断成角砾
。

滑塌轴面基本向南或南东倾斜
,

指示顺斜坡

滑动的方向
。

另外
,

薄层泥晶灰岩和泥灰岩中还夹有少量薄层钙屑浊积岩
。

钙屑浊积岩单层厚 4

一 5 厘米
,

底界清楚
,

底面平坦
,

单层厚度均一
。

钙屑浊积岩显示粒序性
。

根据产 出特

征
,

认为钙屑浊积岩属顺斜坡而下钙屑浊流沉积
。

上述特征表明丫他地区在安尼锡克早
、

中期属于上斜坡沉积环境
。

(三 ) 等深流沉积的斜坡环境

H e e z o n ( 1 9 6 6 ) 把沿着大陆斜坡
、

陆隆等深线流动的底流特称为等深 流
。

等 深流

沉积和其它底流沉积
,

本文对两者不做进一步区分
,

将其统称为等深流沉积
。

板其剖面中部第 31 层至第37 层具有等深流沉积特征
。

此层段位于两套陆源碎屑浊积

岩之间
,

主要岩性为粉砂质灰岩
、

粉屑灰岩以及微晶灰岩
、

泥灰岩和钙质泥岩
。

粉砂质

灰岩
,

粉屑灰岩层顶底界线清楚
,

单层厚度较薄
,

一般为 3 一 8 厘米
,

最厚达 13 厘米
,

厚度不稳定
,

其变化有两种情况
: 1 ) 岩层厚度稍有变厚或变薄但不尖灭 ; 2 ) 岩层呈

透镜状
,

在数厘米一数米的长度范围内尖灭
。

厚度变化的特征明显不 同于邻层薄而稳定

的细屑浊积岩层
。

剖面中等深积岩除分选良好
,

石英颗粒定向排列外
,

另一突出特征是粉砂质灰岩呈

透镜状或表面呈似波状
,

而在透镜体或似波状层内广泛发育单斜沙纹交错纹层
,

包括小

型楔状交错层理 (图版 I
, 4 )

。

层 系 厚 0
.

5一 2 厘米
。

一般由 2 一 3 个层系组成
,

细

层倾角较缓
,

一般小于12
。 ,

倾向在 150 一 1 65
。

之间
,

校正后指示流 向为南南西
,

而板其

地区斜坡倾向为南东或南东东
,

二者近于垂直
。

( 四 ) 陆源碎屑浊流沉积的料坡一抽盆环境

1
.

浊积岩的主要特征

中三叠世南盘江地区浊流沉积范围是逐渐扩大的
,

安尼锡克期浊流沉积主要分布在

东兰兰木和隆林者保一线以南
,

但此线以北的黔南及黔西南部分地区如册亨板其
、

丫他

以及乐园
、

卡务等地也先后不 同的发展为安尼锡克期浊流沉积环境
。

拉丁尼克期浊流沉

积覆盖了开远一平塘断裂以南或南东的地区
。

板其
、

丫他等剖面中出现的浊积岩明显成巨厚的中一薄层的砂岩与泥岩的韵律互层

(图版 I
, 5

、

6 )
。

按岩性组合不 同
,

可大致分为两类
:

一是 以中厚层为主的微细粒

长石石英杂砂岩和石英杂砂岩或泥质粉砂岩向泥岩递变组成的韵律互层
,

剖面中以前一

种类型为主
。

浊积岩层厚稳定
,

延伸远
,

具突变的底界和渐变的顶界
。

浊积岩中除植物

碎片与浮游薄壳瓣鳃和菊石共生外
,

还常出现浊积相 中特有的遗迹化石 如L o ev i c y o l。 :

和水柱迹 (H 夕d r a o e少e lu s o o s te r i ) 以及均分潜迹 ( C ho n d r ite s )
。

浊积砂岩的成熟度和粒度分布特征以及浊积枯土在扫描电镜下呈
“
凝絮

”
状杂乱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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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图版 I
,

7 ) 均反映出密度流迅速搬运和快速沉积的特点
。

根据萨胡环境判别式计

算得 Y = 8
.

2 7 20
,

小于9
.

8 4 3 3 ,

属浊流沉积
。

另外
,

在薄层粉砂质灰岩中
,

分选较好
,

可能说明浊流被稀释后
,

牵引作用加强
,

或者浊积物被等深流簸选改造
。

在较厚层的浊积砂岩底部
,

底模构造发育
,

主要为拉长状和 舌 状 槽 模 (图版 I
,

8 )
,

偶见不规则状槽模
。

槽模大小不一
,

以高 1一 3 厘米
,

长 5 一20 厘米者居多
。

其

次还见沟模
、

针刺模以及重荷模和火焰状构造
。

根据槽模侧定恢复的古流向主要为 2 7 0
。

左右
。

按岩性及鲍马段组合情况
,

剖面中的浊积岩主要有三种组合类型
: 1

.

由微粒杂砂岩

或粉砂岩向泥岩及瓣鳃生物层递变构成的 ( A B ) CD E F段组合 ; 2
.

主要 由含泥粉 砂 质

灰岩和泥灰岩及泥晶灰岩构成的 C ( D ) E F段组合 , 3
.

主要由粉砂岩向泥岩及瓣鳃层递

变构成的D E F段组合
。

这三种组合类型显然均为整个浊流沉积过程中的 产 物
,

组 合类

型1代表浊流 以高流态到低流态的演化过程中
,

由浊流首部或体部及尾部共同沉积而成
。

组合类型 2 可能由部分体部和尾部浊流沉积并经底流或等深流微弱改造而成
。

组合类型

3 代表浊流尾部的悬浮部分的沉积
,

此时的浊流运动已离开底部
,

为低密度流
。

此外
,

在浊积岩 中还见到两种特殊类型
:

一是在剖面中随机出现的厚层砂岩和泥岩

构成的 A E 组合 , 另一种是夹在陆源碎屑浊积岩中的碳酸盐碎屑流沉积的细角 砾微晶灰

岩
。

A E组合中砂岩层厚40 一1 40 厘米
,

仅显示正粒序
,

不具其它任何层理
。

砂 岩 层 底

部含有泥砾
,

可见槽模等底模构造
,

但未见水道沉积证据
,

厚层块状砂岩层的上覆层中

也未见向上变薄的水道层序
。

E 段泥岩为块状
、

层厚
,

一般小于砂 岩 层厚度
。

A E 段组

合一般认为是近源高流态下的沉积
。

但是剖面中A E 组合随机出现
,

既使是在远 源 浊流

沉积的组合类 型 2 和类型 3 分布的层段中也见A E 组合出现
。

因此
,

用扇相推进 模 式也

不能解释这种特殊现象
,

它显然为一种突然发生的阵发性高能事件的产物
。

2
.

浊积岩的剖面结构分析及浊流沉积模式的讨论

浊积岩剖面垂向层序的分析对判别浊流沉积模式有重要意义
,

尤其是对判断浊积扇

的发育状况
,

区分浊积扇的水道化和非水道化部分特别有用
。

因为
,

浊积扇垂向层序 中

沉积旋回的差异和变化主要反映了浊积扇最活跃部分
—

水道和叶状体沉积的水动力学

特征
。

为此
,

在测量浊积岩剖面时
,

笔者对所有露头上
,

数百米厚的浊积岩层中的各鲍

马段厚度
、

岩性特征
、

沉积构造特征以及各韵律层间的接触关系进行了逐层的观察
、

测

量和统计并将所得的韵律层厚度和层数的数据
,

绘制出层数与层厚对应图
。

从大的旋回 (或一级旋回 )来说
,

浊积扇有两种垂向层序变化趋势
: 一是厚度向上

变薄
,

粒度向上变细
,

代表退缩型浊积扇
,

相应地
,

在层数与层厚对应图
.

上
,

曲线的峰

值总的趋势是向上减小
,

曲线呈阶梯状
。

另一是厚度向上变厚
,

粒度向上变粗
,

代表推

进型浊积扇
,

在对应图上
,

曲线峰值总的趋势向上增大
,

曲线呈倒阶梯状
。

盆地平原一

般以远洋垂向加积和细屑浊流沉积为主
,

其垂向层序不具规律性的向
.

上变厚或变薄的特

征
。

在层数与厚度对应图上
,

曲线呈锯齿状 (表 1 )
。

研究区浊积岩在垂向上
,

不显示向上变厚或变薄的特征
。

在对应图上曲线峰值不显

示规律性地向上增大或减小
,

曲线呈锯齿状
,

类似单调层序 (m o n ot o n

ou
s s e q ue nc

。)
,

但又有一些差异
。

从图 3
、

4 可看出板其
、

Y他地区浊积岩的层厚与层数对应曲线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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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显著特征
: 1

.

曲线中常出现 由厚层浊积岩层引起的峰值突然增大的对称尖峰式曲线
,

这 可能是浊积物的脉动性的推进和退缩作用所造成的
, 2

.

整个浊积岩层中未见向上变细

变薄的水道充填沉积
,

也未见向上变粗变厚的叶状体推进的沉积
,

而主要为薄一中厚层

的砂岩与泥岩的频繁互层
。

所 以
,

本区浊积岩不同于一般扇相和盆地平原相浊积岩
。

表 1 脚相浊积岩与甘盆纵向浊积岩垂向层序特征对比
T a ble 2 C o m p a r is o n o f t h o s e q u e n e 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b e tw e e n the

s u b m a r in e fa n t u r b id it e a n d t r o u g h lo n 义it u d in a l t u r b id it e

扇 相 浊 , 、

{
, 盆 型 浊 , 岩

推 进 型 浊 积 扇 退 缩 型 浊 积 扇
单 调 层 序

向上变粗变厚
,

逆旋回层序 向上变细变薄
,

正旋回层 序

级回一旋

内 扇

主要有主 水道与

堤岸沉积

向上变细变薄的

正旋回层序

中 扇

主要有分流水道

与水道 间沉积

由多个向上变 细

变薄的水道沉积 以

及水道 间沉积构成

正 旋回层序
。

或 由

多个水道沉积与向

上变粗变厚的叠覆

扇叶状体沉积构成

近 对称 的 旋 回 层

外扇一盆 地平原

叶状体和扇缘及

远洋沉积

由多个向上变厚

的逆旋回层序组成

微 相 不 清

缺水道沉积
,

主要由沉积

物的席状推进或退缩沉积组成

向上变薄或变厚特征不明

显
,

成单调层序
,

二旋级回

序
。

对 应曲线呈 阶梯

伏
,

峰流向
_

七减小

对应 曲线呈 倒阶

梯状峰 值向上 增大

或 者兼具阶梯状和

倒阶梯状
,

峰 值向

上可增大也可 减小
。

对应曲线呈倒阶

梯状以及 锯齿状
。

对应 曲线 呈锯 齿尖峰状

曲线特征

R
.

G
.

W al k e r ( 1 9 7 8 , 19 8 0 ) 认为垂向层序的向上变薄或变厚的变 化 趋 势
,

对古

流向平行于盆地轴向的长形盆地来说
,

可以是无意义的或不存在的
。

因此
,

笔者认为剖

面中浊积岩的垂向层序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

具单调 层序旋回曲线的特征说明研究区浊积

岩是沿槽盆轴向纵向搬运沉积的
。

3
.

浊积岩的化学成分特征与盆地的性质

沉积类型和成分特征是一定大地构造背景下的产物
。

研究区中三叠世陆源碎屑浊积

岩的成分特征与构造的成因类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

其主要 化学成分见表 2
。

笔者采用 M
.

R
.

B h a tia ( 1 9 8 3 ) 的判别公式及判别函数系数值 (表 3 ) 分别计 算出

判别 函数 I和 亚的判别得分值 ( 表 4 )
,

并将所得的值投入判别函数对的直 角 坐 标 图

( 图 5 )
。

如图 5 所示
,

投点集 中落入大陆型岛弧区
。

M
.

R
.

B ha ti a 的大陆型岛弧主要

指在发育完善的陆壳上形成的岛弧附近的沉积盆地 ( 如L a 。
盆地 ) 和岛弧靠大陆一侧 的

弧后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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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盘江地区中三 . 世浊积岩化学成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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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到别系橄及到别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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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浊积岩的成分特征以及区域上伴生有火山岩
、

火山碎屑浊积岩等反映出其优

地槽的沉积性质
,

说明南盘江盆地在印支期为边缘海盆
,

这与前人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郭令智
, 1 9 7 9 ; 罗志立

, 1 9 7 9 , 1 9 8 0 , 张宗命
, 1 9 5 0等 )

。

三
、

黔西南地区中三叠世沉积相模式

黔西南及黔南地区中三叠世沉积相的分布继承了早三叠世沉积相分布的特点
,

大致

沿福泉马场坪
、

青岩
、

安顺
、

贞丰
、

册亨
、

兴义以及云南广南
,

宽20 公 里
,

略呈
“ S ”

形的带
,

可以分为五个沉积相带 (图 6 )
。

该带以西或西北为局限碳酸盐 台地相
,

其南

或东南为槽盆相和槽盆边缘的孤立碳酸盐台地相
,

该带内侧为台地边缘生物滩相
,

外侧

为陆棚一斜坡相
。

下面分述各相特点
:

1
.

局限碳酸盐台地相

相当于前述关岭组 以及杨柳井组的分布范围
。

中三叠世局限台地是由早三叠世的陆

棚经向上变浅的颗粒滩浅滩化演化而来的
。

主要岩性为微一细晶白云岩
、

紫红色
、

灰绿

色钙质
、

白云质泥岩及厚层泥云岩
。

具富云质和富泥质纹层相间的季节水平纹层
、

晶洞

、尹 、尹

V 勺

勺
、 暇 ,

. 、尹

v 穿

1
.

写湖
一

潮坪栩

11
.

生一「1坪杆l

ili 生物 吐相

「、 陆栩 料城枪

V 沼盆 相

城 孤 立台地机

田 6 峙西南
、

肠南中三 . 世沉积相圈 〔据贺自爱 ( 13 8 3

F 19 6
.

D is tr ib住 tio n o f t五e M id d le 一T r ia s s三e

f a e ie s in S o u th w e s t a n d S o u th G u iz ho u

( m o d ifie d a fe r H e z ia i , 1 9 8 3 )

)修改 〕

s e d im e 丘 ta r 了

构造
、

膏盐溶孔
、

溶塌角砾状构造以及藻纹层和鸟眼构造
。

在所夹的数层透镜状厚层颗

粒亮晶灰岩及 砂屑灰岩层中发育鱼骨状交错层理和含灰泥角砾
,

无疑这些透镜层应属潮

汐通道沉积
。

所含生物门类单调
,

主要为壳体小而薄的咸化瓣鳃
。

从安尼锡克期到拉丁尼克期
,

局限台地沉积大体显示出两个大的旋回
,

即泻湖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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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坪相令泻湖相令潮坪相
。

2
.

台地边绦生物滩相

贺自爱等 ( 1 9 8 0
, 1 9 8 3 ) 认为本相带是中三叠世横贯贵州的

“

S,, 形黔滇大堤礁带
。

他们认为主要是藻类
,

尤其是造礁红藻构成生物格架
,

伴以特有的玛瑙状纹带
、

藻灰结

核
、

藻屑等共 同构成不均一
、

不规则
、

千变万化的藻礁灰岩集合体
。

但是安尼锡克期的台地边缘相
,

在黔西南主要为 以蓝绿藻屑为主的藻砂屑
、

砾屑灰

岩及藻屑生物屑灰岩 ( 如册亨坡段剖面 ) 或 由块状泥晶灰岩
、

灰质云岩
、

云质灰岩夹藻

屑藻团粒灰岩和生物屑灰岩 (如关岭扒子场剖面 )
。

在贵阳附近的桐木岭则主要为白云

岩
、

泥灰岩
、

灰岩和泥岩
。

各处仅见少量保持生长状态的造礁红藻
。

拉丁尼克期黔西南

台地边缘相沉积特征与桐木岭垄头组相似
,

主要岩性为泥晶灰岩
、

内碎屑灰岩以及藻砂

屑灰岩
、

核形石灰岩及生物屑灰岩和 白云岩
,

几乎未见造礁的生物格架
。

因此
,

笔者认

为中三叠世台地边缘为生物滩相
。

被认为是较典型的堤礁代表的垄头剖面垄头组实际上是 由藻砂屑 灰 岩
、

内碎 屑灰

岩
、

颗粒灰岩
、

核形石灰岩
、

叠层石灰岩和白云化灰岩组成
。

每一旋回下部的藻砂屑灰

岩
、

颗粒灰岩中常见大型一中型板状交错层理及鱼骨状交错层理
,

可能代表潮下浅滩或

潮汐通道沉积
。

上部为叠层石灰岩及 白云化灰岩
。

见有鸟眼构造和干裂
,

其顶层面为凹

凸不平的侵蚀面
,

沿侵蚀面见垂直裂隙及水平裂隙
,

在这些裂隙中发育皮壳状玛瑙纹构

造
。

贺白爱等 ( 19 8 3 ) 认为这种玛瑙纹构造与藻及藻类的溶解有关或与成岩早期的溶解

有关
。

实际上这种皮壳状玛瑙纹是由纤维状咸水方解石和栉壳状
、

柱状淡水方解石交替

成层构成
,

其中心为粗晶淡水方解石
。

显然
,

这种玛瑙纹构造反映了淡水和海水渗流交

替的特征
。

因此
,

上部代表潮间或潮上浅滩环境
。

从上述可看出
,

中三叠世台地边缘生

物滩的演化类似奥地利北阿尔卑斯山的达奇斯坦灰岩的边缘滩的洛费尔旋回
。

3
.

陆栩一斜坡相

安尼锡克初期
,

黔西南发育有受风暴作用影响的碳酸盐陆棚沉积环 境 ( 如册 亨 板

其 )
。

以后
,

由于滩的迅速加筑
,

盆地持续下沉和同生断裂的活跃
,

陆棚迅速转化为斜

坡
。

滩前常发育塌积砾岩和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总的来看
,

此相带北端 (如青岩
、

镇宁

良田以及贞丰等地 )塌积砾岩和碳酸盐重力流沉积较发育
,

碳酸盐碎屑流沉积在剖面中

多次出现
,

成带分布
,

内碎屑成分主要为本层的
。

斜坡相可分为斜坡高能带和斜坡低能

带
。

斜坡高能带
,

广泛发育各种底栖生物
、

腕足
、

海百合
,

常富集形成单门类生物介壳

灰岩
,

介于介壳灰岩之间的为由多种生物
:

碗足
、

海百合
、

瓣鳃
、

菊石以及珊瑚
、

苔醉

虫
、

绵形水媳等构成的生物灰岩 (贺自爱等
,

19 8 3 )
。

斜坡低能带则主要发育泥晶灰岩
、

泥灰岩
、

健石灰岩及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含菊石
、

瓣鳃
、

腕足及少量腹足和海百合等
。

丫他剖面新苑组第一段中的薄层泥晶灰岩微相
、

远源钙屑浊积岩微相
、

滑塌灰岩微相以

及薄介壳灰岩微相组合代表了典型的斜坡下部沉积
。

从安尼锡克期到拉丁尼克期
,

总的趋势是斜坡坡度变陡
,

斜坡相带逐渐变窄
。

拉丁

尼克期
,

在黔西南
,

此相带变得极窄
,

仅由宽数十米至二百米左右的薄层灰岩
、

含腿石

灰岩及泥岩构成此相
。

陆源碎屑浊流沉积覆盖了安尼锡克期此相带分布的大部分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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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抽盆相

此相遍及滇黔桂南盘江地区约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

中三叠世主要为陆源碎屑

浊积岩
,

其特征在前节中已做详述
。

黔西南和黔南地区
,

独流沉积分布范围是逐渐向西

北扩展
,

最后
,

几乎覆盖完整个开远一平塘断裂 以南或东南地区
。

5
.

孤立台地相

罗甸边阳板庚孤台相位于槽盆相的北缘
。

孤立台地内部为泥晶藻屑灰岩
、

砂屑藻屑

灰岩及泥晶灰岩等构成的半局限台地亚相
。

台地边缘为藻屑灰岩等构成的浅水生物滩亚

相
。

环台地边缘的台裙坡脚亚相为塌积砾岩和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孤立台地最终因造陆

抬升和 自身加积而暴露地表
,

结束演化
。

根据上述讨论
,

建立了黔西南
、

黔南地区中三叠世沉积模式 ( 图 7 )
。

葬蘸攀奎

户汽介

田 7 璐西南
、

叶南中三 . 世沉积摸式圈

Fig
.

7 人lid d l
e 一T r ia s s ie s e d im e n t a r了 p a t t e r n in 5 0 住 th w e s t a n d S o u t h G u 文z h o u

结 论

1
.

黔西南地区中三叠世沉积相的展布受到开远一平塘深大断裂的控制
,

该断裂以西

为局限碳酸盐台地相及台地边缘生物滩相
,

断裂 以东为陆栩一斜坡相及槽盆相
。

板其
、

丫他地区位于碳酸盐台地相区与槽盆相区的过渡带
,

剖面中
,

从下向上相应地出现了陆

棚相 ( 包括正常陆栩沉积和风暴流沉积 )
、

斜坡相 ( 包括正常碳酸盐斜坡沉积和等深流

沉积 ) 以及浊流沉积的槽盆相
。

相序特征说明该区中三叠世为海进沉积旋回
。

2
.

风暴岩具有三种组合类型
,

即贝壳层与粉屑微晶灰岩
、

粉砂质灰岩组合
,

贝壳层

与具粒序粉砂质泥岩组合及粉砂岩和泥质岩组合 , 具有粒序层理
、

小型丘状交错层理
、

浪成沙纹层理及檐模等特征构造
。

风暴岩单层厚度较薄
、

无合并
,

缺典型的滞留层沉积

等反映其应为滨外陆栩远源风暴流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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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板其剖面中的等深积岩以单层薄
、

层厚不稳定
、

颗粒分选 良好
、

不具粒序性以及

发育透镜状或似波状交错纹层等区别于伴生的浊积岩
。

4
.

陆源碎屑浊积岩主要 由CD E F段组合及D E F段组合构成
,

以细屑为主
。

剖面中不

见水道系统沉积
,

垂向层序上无明显的向上变薄或变厚的趋势
,

层数与层厚对应图中
,

旋

回曲线呈锯齿状
,

具单调层序特征
。

出现
“近源层

”

和 “远源 ”
层随机叠覆

,

或在
“
远

源”
层中出现厚层一块状砂岩层等说明该区浊积岩不属浊积扇和典型的盆地平原沉积

,

而属受构造控制的纵向搬运的海槽型浊积岩
。

5
.

近年来
,

在黔西南中三叠统中发现有中一大型层控型金矿
,

金矿的分布与沉积相

关系密切
,

一类分布于陆棚相
,

另一类分布于槽盆相的边缘亚相
。

据初步研究
,

位于槽

盆相的边缘亚相的金矿中的金 主要 富集于陆源碎屑浊积岩的鲍马层序的D E段 中
。

本文编写过程中
,

得到曾允孚教授等的帮助
,

野外工作期间得到贵州省地质 局 1 08

队陈文一 高级工程师
,

张明发
、

郑启铃
、

王立 亭和廖朝忠等工程 师的帮助
。

剖面测量是

和张明发
、

王雪华等共同完成的
。

在此特深表谢意
。

收稿 日期 1 9 85年 1 1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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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LF一SLOPE S E D IME NTAR Y E N V !R O NME NT

O F M !D D LE T R !ASS!C IN SOUTHW EST G U !Z NOU

Liu B a o ju n

( C h e 力 g d u I n s tit u t e o f G e o lo g y a n d M in e r a l R e s o u r e e s )

Z ha n g Jin q u a n Yie H o n g z hu a n

( C h e o g d t: C o lle g e o f G e o lo g y )

A b st r a e t

T li e s e d im e n t a r y e n v ir o n m e n t o f 孔Iid d le T r ia s s ie in S o u th w e s t a n d S o u th G u i-

z h o 住 15 e o n t r o lle d b了 the K a iy u a n 一Pi n t a n g g ia n t fa u lt
.

T h e r e g io n o n th e w e s t o r

n o r t hw e s t o f th is fa u lt 15 a r e s t r ie t e d e a r b o n a t e p la tf o r m o r o r g a n ie s ho a l f a e ie s o n

t li e m a r g in o f t h e p la tf o r m
, a n d t li e r e g io n o n th e e a s t o r s o u the a s t o f th e fa u lt 1 5

a s五elf
一。lo p e o r tr o u g h b a s i n fa e ie s ,

B a n q 主一Y a t a R e g 主o n l主e s in the t r a 且 s it io n a l

z o n e b e t w e e n th e p la tfo r m a r e a a n d t r o u g h b a s in a r e a
.

In th e s e e tio n ,
th e s he lf f a -

e ie s ( in e lu d in g th e n o r tn a l s h e lf d e p o s it a n d t e m p e s t it e ) , th o s lo p o f a e ie s ( in e
lu -

d in g t he n o r m a l e a : b o : a t e s lo p e d e p o s it a n d e o n t o u r it e ) a n d t he t r o u g h b a s in fa e ie s

o f th e t u r b id it e o e e u r 认p w a r d s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l丁
.

T h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th e f a e ie s s e -

q u e n e e s in d 主e a t e t h e t r a n s g r e s s iv e s e d i皿 e n t a r 了 e y e le o f 入Iid d le T r ia s s i e
.

T his p a p e r d e a ls w it h m a i n l了 t he s h e lf 一s lo p e s e d im e n t a r了 e ha r a e te r is t ie s o f

M 1d d le T r ia , s i e 主且 B a n q i一Y a t a R e g io n
.

T h e t e m p e s t it e , e o n t o u r it e a n d t u r b id it e a r e

d is e u s s e d i n d e t a il
.

T he r e a r e th r e e k i n d s o f t e m p e s t it e a s s e m bla g e s in th e s e e t io n ,

1
.

e
.

a ss m b la g e o f s h e ll一b e d a n d e a le is ilit it e , s ilt了 lim e s平o n e ,
t h a t o f s h e ll一b e d a n d

s ilt了 m u d s t o n e , a n d th a t o f s ilt s t o n e a n d m u d s to n e
.

T h e r e e x is t t y p ie a l s t r u et位 r e s ,

s u eh a s g r a d e d b e d d i n g
, s m a ll hu m m o e k了 e r o ss b e d d 主n g

,

w a v e 一r ip p le e r o s s一b e d d in g
,

‘仁 t t e r e a s t
.

T 五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th e t e tn p e s tit e , s u e h a s f in e g r a in , thin n e r b e d
,

v e r y r a r e la g d e p o s it a n d la e k o f a m a lg a m ti o n i n d ie a te th e t e m p e s tite b e lo n g s t o

t he d is t a l s t o r m d e p o s it o n o ffs h o r e s he lf
.

T h e B a n q i e o n t o u r ite 1 5 丫 e r 了 d iff e r e n t fr o rn the a s s o e ia t e d t u r b id it e
.

It s b e d s

a r e t h in a n d g r a io s w e ll s o r t e d b u t n o g r a d e d b e d d王n g
.

H o w e r e ,
t he tr p ie a l I e n t ie u -

la r a n d 下a v e 一lik e e r o s s 一b e d d i n g d e v e lo p
.

T he t u r
b id it e in the s t u d 了 a r e 口 a in ly e o -

n si, ts o f t he C D E F a s s e 口 bla g e o : D E F a s s e m bla g e o f th e B o u tn a s e q u e n e e ,

i
.

e
.

p r i-

m a r ily f in e g r a in s
.

T h e e ha n n e l一 s 了s t e m d e p o s it e o u ld n o t b e fo 认 n d in th e s e e t io n a n d th e r e 15 n o t

a thin n in g o r t hi e k e n in g u p w a r d , t e n d e n e 了 e it he r
.

T h e e了e le e u r v e i n t h e e o r r e s -

p o n d in g d ia g r a m b e tw e e n b o d n u m b e r s a n d b e d thie k n e s s s h o w s a s a w t o o t五一lsk e

s ha p e a n d t五e th e e 五a r a e t e r ss t ie s o f m o n o t o n o u s s e q u e n e e
.

I n t li e t u r b id ite
, “ p r o x i-

, a l
,
a n d

“
d ista l

”
be d

s o v e r la p p e d e a eh o th e r a t r a n d o m o r thiek
一 m a s s iv e s a n d s t o n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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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e u r in a d is t a l
”

b e d s
.

T he a b o 丫e 一m e n t io n e d e 五a r a e t e r s in d ie a t e t ha t th o t u r bid it e

1 5 n o t s u b m a r in e一fa n o r ty p ie a l b a s in 一p la in d e p o s it b妞 t b elo 力 9 5 t o t五e t r o 妞 g h lo n g i-

t u d in a l t住r b id it e e o n t r o lle d by r e g io n a l s t r u e t u r e s
.

Fi n a ll了
,

t五e s e d im e n ta r 了 p a t -

te r n o f M id d le T r ia s s ie in th e s t u d 了 r e g io n 1 5 p r e s e n t e d
.

O n t h e b a s is o f th e s t u d 了 o n th e M id d le T r ia s s ie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e s , it i ,

fo u n d th a t the r e ’ 5 a elo s e r e la t io n s hip b e tw e e n t he s e d itn e n t a r了 f a e ie : a n d t he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t 五e m id d le 一 la r g e s e a le A u d e p o s it s fo 廿 n d o u t r e e e n tly in th e s o u th-

w e s te r n G u i z h o u , a n d t h a t o n e k in d o f A u d e p o s it s lie s in th e s h e lf fa e ie , , a n -

0 t h e r a p p e a r s i n th e m a r g in a l s u bf a e ie s o f t r o u g 五 b a s in f a e ie s
.

I n t he lig h t o f t he

p r e l主m in a r了 s t u d了
,

A u i月 th o m a r g in a l s u b f a e ie s m a in ly e o n e e n t r a t e s in the D E

s e g m e n t s o f B o u m a , e q u e n e e in t h e t住r b id it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