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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晚震旦世沉积相及磷块岩的

时空分布
’

唐天福 薛耀松 俞从流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内容提要 本文扼要 阐述扬子地台及邻区晚震旦世地层 的研 究现状
,

沉积相带 �台地相
、

斜坡

相及盆地相 � 及古地理轮廓
、

磷块岩的时空分布 � 包括地理
、

地层及沉积相的分布 �
。

同时还着 重指出

了台地边缘及斜坡相带的上部是寻找磷块岩的有利地区
。

主厄饲 沉积相 磷块岩 晚震旦 世 中国南方

第一作者简介 唐天福 男 �� 岁 研究员 沉积学 及磷矿地质学

近 �� 年来
,

在敬爱的老师叶连俊教授指导下
,

笔者先后对我国扬子地台及邻 区震旦

纪岩石地层学
、

沉积学及磷块岩地质学作了较广泛的调查和研究
。

本文阐述其沉积相及

磷块岩的地层和沉积相带分布
,

以祝贺叶连俊教授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周年
。

一
、

地层研究现状

� � � � 年李四光教授建立了长江三峡震旦系并确立其顶底界线及分组原则
。

长期来
,

它是我国同期地层划分
、

对比的标准
。

最近
,

王鸿祯等按照沉积类型
、

海陆分布和岩相古

地理特征
,

又将我国震旦系划分为扬子
、

华南
、

华北东部及南部边缘 以及西北 四个沉积

区
。

目前看来
,

扬子沉积区的研究程度相对较高
。

在地层划分对比
、

物质组成特性及其

分布规律
、

沉积环境类型
、

沉积相带划分及古地理轮廓等方面都获得了较明显的进展
。

对地层划分对比
,

研究者们曾提出多种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 前
,

以早寒武世梅树村 阶的底界作为震旦系上界的认识比较一致
。

其下界的 划 定
,

争 议 较

大
。

� � � �年曹瑞骥等曾把它归纳为三种主要的不 同方案
,

即震旦系的底界置于
� � � 莲

沱组的底界
, � � 晋宁运动表现的不整合面

, � � 南沱 �冰碳 � 组的底界�� �〕
。

他们赞 同 把

震旦系的底界置于南沱 �冰磺 � 组底界的意见
。

因为前寒武纪最晚的冰川作用是全球接

近同期发生的
。

冰期以后
,

生物大量繁衍
,

生物类型 飞跃发展
,

以冰川堆积 作 用 作为

震旦纪沉积的开始
,

有利于震旦纪地层的区域对比
,

甚至洲际性对比
。

按 这 种 方 案
,

自下而上
,

震旦系被划分为
�

下统南沱 � 冰磺 � 组
,

上统陡 山沱组和灯 影 组
。

在 台地

或台地边缘相带
,

还可进一步划分不 同的岩段 �表 � �
,

并具良好的对比 性
。

这 样 的

划分对沉积环境分析及探索沉积矿产的形成及分布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

以 往 认 为

, 本文为 国家自然科学幕 金委员会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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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扬子地台区展旦纪地层的划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贾 � 资弓来万

�

上
卜� �

硅质 条带 白云 岩吸

碎属 岩 哭
脚 升 家笼

上贫 藻 呢

中亩 藻层

�贫藻层

松 林 段
七鸣允 等

、

二

六 井 段

巨冰期 羚段

大塘坡段

七
,

』早是许 等〔

� � 吕�

一一�
下 �水硫 羚段

陡山沱组
�

南沱�冰渍�组

� 下 仁气� 莲沱组 �徽江组

这些地层多半都属连续沉积
。

但现有资料表明
,

在灯影早期末
,

整个扬子区普遍抬升
,

致使灯影组上
、

下段之间出现广泛而明显的沉积间断 〔�
、

� �
、

跳 〕
。

这 种现象 在川黔滇台

地
、

鄂西台地及浙西台地曾多处见及
,

尤以浙西诸暨同山乡邵家山
、

湖北南漳王家堡
、

邓家崖和四川南江杨坝等地显示最为清晰
。

因此
,

这 一特征 已成 为
� � � 灯影组上

、

下段

划分的重要依据和标志
� � � 探讨构造运动史的有力证据

� � � 探寻某些沉积 矿 产 形 成

规律及分布规律的新线索
。

例如
,

在王家堡一带
,

其间断面上
,

往往堆积着灰色
、

褐色

砂状磷块岩及角砾状磷块岩
,

甚至一部分还沿喀斯特溶洞贯入到间断面 以下属灯影组下

段中部的富藻层白云岩 内 �图 � �
。

从地层分布看
,

这些磷块岩虽然分布于不同的层位
,

但就成矿期而言
,

它们应属同期产物
。

从上述情况分析可以看出
,

近 �� 年来
,

扬子区震

旦纪地层的划分对比确实已取得较大进展
。

不过
,

从具体情况看
,

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
,

需要今后加强研究解 决
。

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两 个方面
� � � 陡 山沱组与灯影组的

分界
� � � 台地相与盆地相带的地层 划分对比

。

陡山沱组与灯影 组的 划分
,

通常是依据

岩性特征
,

迄今仍然缺 乏固定而确切的生物标志和其它地质标志
,

两者界线并未肯定
。

另一方面
,

在台地相带及盆地相带
,

陡山沱组 与灯影组 � 或相当地层 � 的界线是否完全

相当尚无可靠依据
,

尤其在相变带
,

确定两者界线的困难更大
。

显然
,

这些问题已成为

震旦纪地层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如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

势必影 响到沉积环境
、

成矿

作用及成矿期的研究
。

二
、

沉积相及古地理轮廓

震旦纪是地质历史发展 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和成矿期
,

也是生物演化的新时期
。

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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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面貌
、

沉积特征
、

沉积环境
、

沉积相类型
、

沉积 分区
、

成矿作用与显生宙均具显著

差异
,

但它们的古地理格局和古构造背景大体相似
,

显示出明显的继承性
。

不难看 出
,

震旦纪沉积相带的确定
,

对探讨古生代沉积环境的变迁与演化
、

沉积相划分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

在研究灯影组碳酸盐岩及磷块岩的基础上
,

按 沉积特征
、

岩石组合
、

生物 �藻类 �

一沉积结构构造
、

地球化学标志
、

古地理轮廓以及与现代海洋碳 酸盐沉积 � � � �� 盯
� �

,

� � �� � 的对比研究
,

唐天福等 曾提出我国西南及 其邻 区 灯影组沉积相的划分和沉 积 模

式 〔, �〕
。

从川黔滇向湘桂方向
,

依次划分出川黔台地
、

湘鄂 西 部 盆 地 斜坡 和 湘 桂 海

盆三个基本相带
。

它们的岩石类型
、

结构构造
、

陆源物含量及生物化石均不相同
。

在川黔

台地上
,

灯影早期碳酸盐岩还可再分出台地泻湖相
、

开阔台地相
、

藻滩相和台地边缘相
。

后来
,

在进行苏
、

浙
、

皖
、

赣震旦纪地层的调查研究中
,

笔者发现这样的相带划 分原则

及相带类型
,

同样适用或存在于下扬子区及浙西一赣东北一带的晚震旦 世 地 层
。

其 基

本情况已有报道 〔��
、

��
、

� �
、

�� 
“幻

。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

近几年来笔者对扬子区震 旦 纪

各类地层及岩石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和对比研究
。

根据新获得的地层
、

沉积
、

化石
、

古地

理特征及区域 构造等方 面的资料
,

并 以灯影早期的沉 积特征及生物群面貌 为 主 要 依

据
,

对以前工作的不足作了适当修改
,

重新拟定了中国南方晚震旦世的古地理轮廓及沉积

相分布图�图 � �
。

该图表明
,

扬子及其邻区可划 分出 � 个台地
、

� 个海盆和一些斜坡带
。

�
�

台地相带 自南沱冰期之后
,

陡山沱期开始广泛而稳定的海侵
。

此时各类台

地已逐渐形成
。

至灯影早期
,

它们已发育成熟
,

各种标志表现极为明显
。

自西 向东
,

目

前可依次划分为马尔康台地 � � �
、

文康 台地
、

川黔滇台地
、

鄂西台地
、

榕江台地
、

通

山台地
、

宁巢台地和浙西 台地
。

从沉积特征 及地理分布看
,

这些台地大部分属于分布在

海洋中的孤立碳酸盐台地
,

唯浙西台地与古陆相连
,

属边缘台地类型
。

�
�

盆地相带 主要分布 于台地 周缘或 台地之间
。

如 图 � 所示
,

它们是青藏海

盆
、

秦岭海盆
、

湘桂海盆和赣北
一
皖南海盆

。

这些海盆的性质直接控制或影响着各 台 地

的沉积作用
、

生物群的发育及沉积成矿作用的进行
。

�
�

斜坡相带 一般说来
,

台地相带向盆地相带过渡地区都有斜坡相带
。

由于斜

坡相带一般较窄
,

不 如台地相和盆地相分布广泛
,

不易发现或识别
,

其研究程度相对较

低
。

目前它与台地相或盆地相的准确边界尚待解决
。

尽管如此
,

现有资料证明
,

下列斜

坡相带的确存在
。

如川黔滇台地东南缘向湘桂海盆过渡的湘黔桂斜坡带
,

宁 巢 台地 的

东南及西北两侧的丹 阳斜坡带和滁县
一盯胎斜坡带

,

浙西 台 地 南 缘 往 南 或 北 缘 向 皖

�
�

白云岩 �
。

层纹状白 云 岩 �
�

核形 石 白 云 若
�

工
�

叠 层石 白 云 岩 �
�

海绵状藻白云 岩 �
�

具葡萄条带沟造的各种藻自

云岩
、

掺流豆白 云 岩及钙壳 岩 �
�

含 砂 贡及砂质白 云 岩 �
�

泥 质白 云岩及泥 云 岂 �
�

白 云 岩砾岩 � �
�

灰 宕 � �
�

� 磷

灰岩 ��
�

泥 吸灰岩及泥 灰岩 � �
�

页 岩 � �
�

秒 贡页 岩 � �
�

粉沙 曦页岩 � �
�

砂 岩 厂
�

含砾 台 � �
�

冰碳岩及冰水介 砾

泥岩 � ,
�

片岩 ��
�

花岗片岩 � �
�

饯石 条带
、

薄层及结该 � �
�

主 要磷矿 层
,

较 店 � �
�

主 要 磷矿 层
,

较 贫 � �
�

磷块

岩薄层
,

次要 磷块层 � �
�

磷结核 � �
�

磷质砂砾 ��
�

古 溶 洞 磷块 岩 ��
�

乌眼 构造

图 � 扬子地台及邻区上及旦统的礴矿层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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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面貌
、

沉积特征
、

沉积环境
、

沉积相类型
、

沉积 分区
、

成矿作用与显生宙均具显著

差异
,

但它们的古地理格局和古构造背景大体相似
,

显示出明显的继承性
。

不难看 出
,

震旦纪沉积相带的确定
,

对探讨古生代沉积环境的变迁与演化
、

沉积相划分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

在研究灯影组碳酸盐岩及磷块岩的基础上
,

按 沉积特征
、

岩石组合
、

生物 �藻类 �

一沉积结构构造
、

地球化学标志
、

古地理轮廓以及与现代海洋碳 酸盐沉积 � � � �� 盯
� �

,

� � �� � 的对比研究
,

唐天福等 曾提出我国西南及 其邻 区 灯影组沉积相的划分和沉 积 模

式 〔, �〕
。

从川黔滇向湘桂方向
,

依次划分出川黔台地
、

湘鄂 西 部 盆 地 斜坡 和 湘 桂 海

盆三个基本相带
。

它们的岩石类型
、

结构构造
、

陆源物含量及生物化石均不相同
。

在川黔

台地上
,

灯影早期碳酸盐岩还可再分出台地泻湖相
、

开阔台地相
、

藻滩相和台地边缘相
。

后来
,

在进行苏
、

浙
、

皖
、

赣震旦纪地层的调查研究中
,

笔者发现这样的相带划 分原则

及相带类型
,

同样适用或存在于下扬子区及浙西一赣东北一带的晚震旦 世 地 层
。

其 基

本情况已有报道 〔��
、

��
、

� �
、

�� 
“幻

。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

近几年来笔者对扬子区震 旦 纪

各类地层及岩石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和对比研究
。

根据新获得的地层
、

沉积
、

化石
、

古地

理特征及区域 构造等方 面的资料
,

并 以灯影早期的沉 积特征及生物群面貌 为 主 要 依

据
,

对以前工作的不足作了适当修改
,

重新拟定了中国南方晚震旦世的古地理轮廓及沉积

相分布图�图 � �
。

该图表明
,

扬子及其邻区可划 分出 � 个台地
、

� 个海盆和一些斜坡带
。

�
�

台地相带 自南沱冰期之后
,

陡山沱期开始广泛而稳定的海侵
。

此时各类台

地已逐渐形成
。

至灯影早期
,

它们已发育成熟
,

各种标志表现极为明显
。

自西 向东
,

目

前可依次划分为马尔康台地 � � �
、

文康 台地
、

川黔滇台地
、

鄂西台地
、

榕江台地
、

通

山台地
、

宁巢台地和浙西 台地
。

从沉积特征 及地理分布看
,

这些台地大部分属于分布在

海洋中的孤立碳酸盐台地
,

唯浙西台地与古陆相连
,

属边缘台地类型
。

�
�

盆地相带 主要分布 于台地 周缘或 台地之间
。

如 图 � 所示
,

它们是青藏海

盆
、

秦岭海盆
、

湘桂海盆和赣北
一
皖南海盆

。

这些海盆的性质直接控制或影响着各 台 地

的沉积作用
、

生物群的发育及沉积成矿作用的进行
。

�
�

斜坡相带 一般说来
,

台地相带向盆地相带过渡地区都有斜坡相带
。

由于斜

坡相带一般较窄
,

不 如台地相和盆地相分布广泛
,

不易发现或识别
,

其研究程度相对较

低
。

目前它与台地相或盆地相的准确边界尚待解决
。

尽管如此
,

现有资料证明
,

下列斜

坡相带的确存在
。

如川黔滇台地东南缘向湘桂海盆过渡的湘黔桂斜坡带
,

宁 巢 台地 的

东南及西北两侧的丹 阳斜坡带和滁县
一盯胎斜坡带

,

浙西 台 地 南 缘 往 南 或 北 缘 向 皖

�
�

白云岩 �
。

层纹状白 云 岩 �
�

核形 石 白 云 若
�

工
�

叠 层石 白 云 岩 �
�

海绵状藻白云 岩 �
�

具葡萄条带沟造的各种藻自

云岩
、

掺流豆白 云 岩及钙壳 岩 �
�

含 砂 贡及砂质白 云 岩 �
�

泥 质白 云岩及泥 云 岂 �
�

白 云 岩砾岩 � �
�

灰 宕 � �
�

� 磷

灰岩 ��
�

泥 吸灰岩及泥 灰岩 � �
�

页 岩 � �
�

秒 贡页 岩 � �
�

粉沙 曦页岩 � �
�

砂 岩 厂
�

含砾 台 � �
�

冰碳岩及冰水介 砾

泥岩 � ,
�

片岩 ��
�

花岗片岩 � �
�

饯石 条带
、

薄层及结该 � �
�

主 要磷矿 层
,

较 店 � �
�

主 要 磷矿 层
,

较 贫 � �
�

磷块

岩薄层
,

次要 磷块层 � �
�

磷结核 � �
�

磷质砂砾 ��
�

古 溶 洞 磷块 岩 ��
�

乌眼 构造

图 � 扬子地台及邻区上及旦统的礴矿层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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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含磷层及磷块岩的地层分布

我国南方晚震旦世重要成磷期具多阶段性
。

在地层分布上也有明显的规律性
。

从磷

块岩的地层分布就可看 出这些特征
。

( 一 ) 陡山沱组磷块岩的地层分布

南沱冰期之后
,

随着陡山沱期海侵的扩大或增强
,

气候转暖
,

海水温度增高
,

营养

丰富
,

生物迅速繁衍
。

同 时早先富集于 低温海水中的多 种化学元素
,

如C a
、

入地
、

P

、

M

n
、

Si 等
,

由于海洋的物理及化学 性质
、

生物 及地质条件的改变
,

沉积分异作用逐渐

进行
。

首先形成含锰白云岩及灰岩
,

然后逐步转变为含锰碳酸盐岩与暗色泥质沉积物交

替沉积的时期
。

之后
,

富含有机物的黑色页岩形成
,

与其 相伴沉积的是磷酸盐及二氧化

硅
。

二氧化硅主要以条带状
、

结核状及团块状形式聚集
。

磷酸盐则主要堆积为中一薄层

状磷块岩
。

虽然扬子区陡 山沱组地层普遍含磷
,

常有含磷岩系之称
,

但具重要工业价值

的磷块岩大体上有三个主要层位 ( 图 1 )
,

即下磷矿层 ( 或称广丰型 )
、

中磷矿层 (或称

宜昌型 ) 和上磷矿层 (或称石门型 )
。

它们不仅形成时代不同
,

而且沉积序列也各异
。

1

.

广丰型磷矿层 可以江西广丰大南坑为代表
,

其沉积序列是
:
底板为含锰 白

云岩或灰岩、磷矿层 ( 砂屑磷块岩
、

砾屑磷块岩及薄层状含锰 白云岩 ) , 顶板为含锰白

云岩或深灰色页岩
。

这种类型在江西上饶朝 阳
、

浙江江 山双塔底
、

常山三里亭西峰寺组

下段下部或相当于六井段 中
、

上部的地层都有产出
。

2

.

宜 昌型磷矿层 它 比广丰型磷矿层的分布要广
,

湖北宜昌樟村坪
、

远安桃坪河
、

钟祥大峪 口
、

湖南沉陵凉水井等地松林段下部或相当层位均有这种类型的分布
。

现以宜

昌 ( 樟村坪 ) 磷矿为例
,

其沉积序列为
:
含锰白云岩‘黑色页岩夹薄层状或条带状内碎

屑磷块岩 ~ 主磷矿层 ( 灰色
、

暗褐色层纹 状磷块岩
,

核形石磷块岩
、

叠层石磷块岩 ) , 上

部浅灰色 白云岩夹条带状及透镜状磷块岩
。

粗略地讲
,

磷块岩的底板为黑色页岩
,

顶板为

白云岩
,

上下均有厚薄不等的过渡层
。

5

.

石门型磷矿层 产于陡山沱组的上部或顶部
,

或西峰寺组下段的顶部
。

可以湖

南石 门杨家坪为代表
,

其序列为
:
深灰色泥灰岩或白云岩及黑色 ( 或深灰色 )页岩 , 磷

矿层 (深灰色或黑色层纹状磷块岩
、

内碎屑磷块岩夹薄层灰色白云岩 ) 、浅灰色白云岩

( 灯影组底部 )
。

贵州开阳洋水
、

遵义松林
、

湖北南漳王家堡
、

浙江常山三里亭
、

江西

上饶朝阳均可见到此种类 型的磷矿层
。

从
_
L述磷矿的地层分布看

,

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

1 ) 扬子地台及浙西一带
,

陡山沱组 自底部到顶部都有产 磷块岩的 可能性
,

但沉积

区不同
,

其层位高低不一
。

它们的岩石学特征及形成规律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

2 ) 含磷层及磷块岩层 以湖北钟祥 胡家集 ( 大 峪 口 ) 一带及江西上饶朝阳等地为最

多 ( 图 1 )
。

虽然成磷期最长
,

但具重要工业价值的磷 矿层并不多
,

且 品位相对较低
。

弄清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 原因将有利于磷块岩 的勘探与开发
。

( 二 ) 灯影组含磷层及磷块岩的地层分布

灯影组 的岩性特征与陡山沱组相比已有显著差别
,

含磷层及磷块岩层也远不如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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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组发育〔1
透〕

。

但是
,

据野外调查及室 内偏光显微镜观察
,

自下而上
,

灯影组仍有五个含

磷层位 ( 图 1 ) ,

有的也可富集成 为具工业价值的磷块岩矿床
。

1

、

灯影组下段下部含磷层 江西上饶朝阳在这个层位的黑色 页岩夹层中产砂状

磷块岩
。

湖北宜昌莲沱灯影组下段 底部的灰自色自云岩薄片 中可 以观察到胶磷矿的斑块

或显微结核
,

但目前尚未发现磷块岩层
。

这两种类型
,

在层位上不尽相同
,

不过大体上

可划归为同一聚磷期
。

2

、

灯影组下段中部含磷层 这个含磷层位仅见于江西上饶朝 阳磷矿区
。

含磷岩

系为黑色页岩
、

薄层白云岩与砂状磷块岩互层
,

其上为藻叠层石 白云岩
。

砂状磷块岩甚

薄
,

不具工业意义
。

3

、

灯影组下段上部含磷层 湖北南漳王家堡一带
,

灯影组下段顶部(相当于上贫

藻层 ) 白云岩受到强烈 的剥蚀
,

保存着清晰的沉积间断面
。

在这个间断面以下 50 一60 米

范围内
,

灯影组下段顶部白云岩 的喀斯特溶洞内堆积着砾状
、

砂状磷块岩
。

本 文 称 其

为古喀斯特磷块岩
。

它与灯影组上段底部磷块岩的特征十分类似
。

两者虽然产于不 同层

位
,

但实际上应属同一成矿期的产物
。

4

、

灯影组上段底部含磷层 这种含磷层有两种类型
:
南漳型和巢县型

。

南漳型含磷层 湖北南漳王家堡
、

邓家崖
、

彭家崖一带
,

在灯影组上
、

下段之间

的间断面 之上
,

堆积一套以 砾状
、

砂状
、

核形石 及藻层 纹为主 的 磷 块 岩
,

厚 。一15

米
,

P

:

O

。

为25 % 左右
。

这层磷块岩是 目前扬子区灯影组地层中唯一具工业价值的类型
。

目前
,

这种类型的产 地虽不太多
,

但具潜在意义
。

巢县型含磷层 在安徽巢县伴汤
,

灯影组上
、

下段之间有一层黄绿色页岩
,

厚。
·

6

米
。

在这层页岩的上部夹灰色或深灰色砂状磷块岩薄层
,

厚数厘米
。

另外
,

最近在宁镇山脉东段震旦系灯影组 白云岩中发现的磷块岩
1
)( 厚1

.2米左右
,

P
:

0
5

含量为26 一31
.82% )

,

如果不是与南漳型或巢县型含磷层相当
,

那么就可能是一

个新的含磷层位
。

上述几种情况表 明
,

在扬子区灯影组上段底部确实有过磷块岩 的堆积
。

其沉积特征

及形成 环境对扬子区寻找同类磷矿层具有指导作用
。

同时
,

它对探讨晚震旦世成磷期也

是重要的基础
。

5

、

灯影组项部含磷层 在江西上饶朝阳磷矿区
,

灯影组上部 (距顶约 2 米 ) 的

白云岩中夹一层黑色 内碎屑硅岩 ( 7 一 8 厘米 )及薄层状磷块岩 ( 5 厘米左右 )
。

磷块

岩的 P
:0 。

含量达36 %
。

四
、

磷块岩与沉积相带

晚震旦世地层在我 国南方 分布甚广
,

沉积巨厚
,

岩石多样
,

( 天然气
、

磷块岩
、

菱

锰矿
、

岩盐
、

菱镁矿
、

白云石以及银
、

钒等 )矿产丰富
。

对磷块岩的空间分布
,

叶连俊教

授〔5〕曾做过扼要的归纳和总结
。

他指出
“磷块岩的形成 总是 与一定 的沉积相相联系

。

1) 陈根生 等
,

1 9 8 6
,

宁镇东段震旦纪地层中发 现磷块岩
,

江苏地质
,

1 期
。



。 沉 积 学 报 5卷

磷块岩矿床多半形成 于大陆边缘地带
,

特别是海侵的前缘部位
,

以及水下隆起 的周 围地

带
。

磷矿层多出现在海侵岩系的底部或下部
,

但含磷岩系本身则有 时为海侵式的
,

有时

为海退式的
” 。

这些结论对于探讨我 国南方晚震旦世磷块岩的地层
、

地理及沉积相带分

布及成 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磷块岩的地理及沉积相分布则是空间分布规律的集中反

映
。

图 1 、

2

、

3 表明
,

陡 山沱组及灯影组磷块岩的空间分布有 以下规律
:

1 、

具重要工业价值 的
、

品质优良
、

厚度较大的层状磷块岩主要分布于碳酸盐岩台

地的边缘及斜坡部位 ( 图 3 )
,

如川 黔滇台地东南缘及向湘桂海盆的过渡带
,

鄂西台地的

南
、

北缘及 向相关海盆 的过渡区
,

宁巢台地东南缘的丹阳斜坡带以及浙西台地南缘往南

的斜坡区
。

总之
,

台地与广海相通的斜坡部位是成磷的有利沉积相带
,

也是寻找磷块岩

矿床的重要地区
。

一

一
军雏翔

爹多岁
产

海盆

i

“坡

之翔匕尹夕

台、
! !

台缘

合地
斜坡

{

海盆

卜一
-
} 三日

2
巨困 3

3层状磷块 岩 4 砂质泥岩

三刁
4

1灰 岩 2 白 云 岩

图 弓

F 19
.
3 S od im e n ta r丁

中国南方晚展旦世礴块岩沉积模式

m odel o f p h osp卜o r itos o f L a te S in ia n in S o u th C h in a

2
、

灯影组上
、

下段之间的沉积间断面可作为寻找磷块岩的标志
:
在 间断面 以下的地

层往往有形成 古喀斯特磷块岩的可能性
。

在间断面 以上则是各种类型层状磷块岩 的堆积

场所
。

后一情 况说明
,

在沉积间断面上
,

海水再次侵入的初期
,

有利于磷酸盐 的堆积
。

从

沉积相分析
,

台地边缘及斜坡仍然是磷块岩堆积有利地带
,

如湖北南漳灯影组上段底部

磷块岩层的产 出部位 ( 图 2 )
。

这进一步证实叶连俊教授关于
“
磷矿层多出现在 海侵岩

系的底部或下部
” 的论点

c

总之
, “ 沉积矿床是一种特殊的沉积相

” 〔灼
。

它们的形 成是与一定 地质环境 密 切

相联
。

因此
,

矿床的成 因既有成矿 的空间规律
,

又有成矿 的时代规律
。

前者是探讨成矿

作用的变迁
,

后者是从 发展演 化方面来认识矿床的形成
。

就我国南方震旦系而言
,

不仅

磷块岩有其时
、

空分布规律
,

其他矿产 资源也有其特定的规律性
。

例如
,

矛台地藻滩相

是油
、

气的有利储集带 ( 四川威远气田 )
,

在其他 中新生 代断陷盆地中的这个带 的位置

上有寻找古潜山;由气田 的远景 (苏北平原
、

杭嘉湖平原和江汉平原 )
;
º 台地泻湖相是形

成盐岩及菱镁矿的良好场所 ( 川黔滇台地上的长宁产盐岩
,

汉源夹菱镁矿
,

宁巢 台地上

的六合冶 山含较多的石膏假晶 )
;
贾斜坡带可能是铜

、

铅
、

锌
、

汞矿 床的有利聚集区
;

子斜坡带下部及盆地相 似乎有利于菱锰矿的形成
。

这些规律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

也 不是偶然出现的
。

除与沉积环境
、

沉积相紧密相

联外
,

古构造及古气候也起过特定 的作用
,

沉积期后的成岩变化及构造活动也是不应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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