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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洼阶段古岩溶沉积建造

刘立钧 王清河 石静坤
(中国核工 业总 公司中南地勘局 2 30 研究所 )

, _ _

乏
二
司 斌 : 、义叙 丫;地 区

,
一
泛分布大小不 等

、

形态各异
,

以钙屑砾岩和角砾岩等组成的地质体
,

这

_
」

咬 厂 甲 ,
_

代六 i言凹陷和洞穴 中的洞穴堆积物— 占岩挤沉积岩 有 两个岩溶 诈用期 : 地洼初 动期

` 、` 。 J
·
卜

丈堆 积扮灼时代
.

分另11相当 士
:

日平纪一旱第 三纪
、

晚下叠世一 中沫罗世 地洼初动期岩 井 兀

科
’

体 了j[
’

一

卜

乡心阿 化
、

加 c
u

、

z 。 、

s b
、

M
。 、

A g
、

A
u

、

P b
、

u 等
、

在我国尚属新类型矿床

关键词 地注活动 心 i容作用 洞穴堆积 沉积体

第一作者简介 刘立钧 男 51 岁 高级 五程师 占宕溶矿床

目lJ 舀

华南碳酸盐岩地区
,

广泛分布一套 以钙屑砾岩和角砾岩为主的岩石
,

一般认为是构造
、

同生沉积等成因
。

而这 套岩石 与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北部的溶解一塌陷角砾岩一样
.

常有广

泛矿化
,

构成有较大工业价泣的矿床
。

故对这一问题讨论
,

不但有理论 价值
,

更有 重要的实

践意义
。

第三纪以前的岩溶
,

一股称为
一

占岩溶
。

地质历 史 匕的岩 i容作用
.

曾
、

是随着大陆的上升隆起过程而进行的 因此 宕溶作用的分

期以区域构造运动期为基础是合理的

自 J
,

C v
iij

。 在 19 1 8 年建 立岩溶 旋回以来
.

与岩溶旋回有关的沉积建造 和成矿作用
.

长

期未引起人们重视
。 _

直到近二十年来
,

欧美和苏联才开始注意
.

如 J
.

eP t itj
o h n 论述岩溶沉

积
,

P
.

Z u

ffa dr i 阐述岩洛与成矿作用
,

岩溶矿床 戈K a r S 、 dc p o ist s ) 在 19 7 6 年的第八届国际

沉积学会议上得到肯定
,

从此便开始独立出现
,

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矿床类型
。

在我 国对宕溶与成矿作用的研究
,

虽然起步较迟
,

近年来也认识到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

并取得一定成果
。

一
、

华南地洼阶段古岩溶作用分期

华南碳酸盐岩发育
,

盯代包括震岁
,

纪至 中三叠世
,

尝
、

亭达效千米

印支运动 使华南地壳演化到地注 发履新阶段
,

地壳运动频萦而蚀烈 形成以 汉入 E 主

N E 方 间为主
,

叠加在不 同老构造层 上阴隆起和拗陷带—
一

地育和地 i王 这些构造单儿间
,

地貌反差 大 ; 甲生代
,

尤其是早三叠世一晚床罗世的古气候适宜
,

植物萦盛
.

不仅是重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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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地洼初动与激烈期岩溶沉积岩化学成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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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F e

表 3 地洼初动期岩溶沉积岩中有机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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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石油地质局地质大 队实验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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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回
。

从沉积体下部至上部
,

沉积物的颜色
,

由深灰
、

灰黑色渐变为浅灰或灰白色 ; 有机质

和硫化物含量不断减少 ; 粒度逐步变粗
。

沉积体下部地下河
、

湖相发育
,

常为钙质泥岩
、

洞

穴灰岩或 自生 白云岩等 ; 向上洪积
、

泥石流和塌积相增多
,

发育钙屑砂一砾岩 ; 顶部主要为

塌积相
,

形成大量塌积角砾岩和岩块角砾岩
。

从岩石化学成分看
,

与钙质泥岩至灰岩或灰质白云岩相似
,

但富含腐泥型有机质和硫化

物 (表 2
、

3)
,

微量元素富集程度高
,

可达地壳丰度数十至数百倍或 以上
。

图 1是根据每个

样品中微量元素含量作的直方图
,

表示 8 个沉积体的 57 个样品的分析结果
。

元素富集率是

用该元素的含量除它的地壳丰度值 (据黎彤
,

19 7 6) 而得
,

图中的每条带代表一个样品中某

元素的富集率
。

亲硫元 t

签
拱
恤

图 1 微量元素富集率直方图

(取自 8 个岩溶沉积体的 57 个样品
·
表示光谱分析 )

,

微量元素地壳丰度据黎彤 ( 19 7 6)

F i g
.

1 H i s t o gr am
o f
enn

e h m e n t ra t io o f t r a ce e le m e n t s
.

57 sa m P les fr o m 8 k a r s t se d im e n ta ry b od ie s
.

* 15 r e P re se n t ed s p 戈 t ra l a n a l y s i s
.

C ru s ta l a b u n d a n ce o f t r

aee
e le m e n f i s a ft e r ed L I T o n g ( 19 7 6 )

.

2
.

地洼激烈期岩溶沉积旋回不发育 在一个沉积体中
,

一般仅有 l
se - ~

2 个大的沉积旋

回
。

从沉积上部至下部
,

沉积物颜色没有什么变化
,

全呈红色
。

沉积物粒度 自下而上逐渐变

细 ; 下部以塌积
、

洪积和泥石流相为主
,

发育塌积角砾岩
、

岩块角砾岩和钙屑砾岩 ; 向上地

下河
、

河湖相增多
,

钙屑粉砂一砂岩发育
,

并有少量洞穴同生白云岩
。

在化学成分上
,

与灰质白云岩相似
,

但 eF +3 》 eF +2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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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古宕溶沉积体几何形态

古岩溶沉积体的形态复杂
。

在 平面 h
,

分 布范围从小于 l 平方米至数 乎方公里
.

短轴状或 不规则形状 (图 2)
。

在音U囿上
.

延深从数米至数 百米
、

呈脉状
、

注状
、

管

礁状
、

似层状和不规则形状 (图版 I
,

l
、

;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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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地洼 激烈 期宕溶沉 积休
,

2 地 洼初功 期衬 洛沉 积

3
.

地洼 初动期岩溶沉积体 ; 4 下子, 炭统 大塘阶梓 门桥

(白云 者 )
.

5 下石炭统 大塘听测 水组 (谋系
。 二 6

.

下 石

炭统 大塘阶 石瞪 子组 (灰岩 ) ; ’
.

断 层破碎 若 二 8 图 3 刹

面 位置

图 2 3 8 7 矿 宋地质略匕

F 一9
.

2 5一m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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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 l 改 P o t

’

N o
.

3 8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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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u n a n

.

l 也 洼初幼 期踢谕 角砾 宕
,

2 地洼初动 期呜 质泥 、 李
,

钙 洲砂 一砾 片等 3
. 一

则水组
、

4 石碳 子组 } 段 8 卜韵律

层
.

5 者三且界线
.

。 油 矿 仁艳
`

一 地 暇荞八
`
钻九

一

相 3 3 8 ,

矿床 日 0 号勘探刹面

F 【9
.

3 入 0 11{ , e x P lo r l n g 户 r o t几;e 、 ) t N 、丫
3叹

-

u r a n 一u m d e p o ` l t
.

脉组

四
、

地洼阶段古岩溶沉积体发育和保存条件

近代岩溶学研究
,

揭示了影响岩溶发育因素的复杂性
_

丫奋
`
一

吝发育不仅受 宕性
、 `

训叹
、

多

种溶蚀基准面
、

植被和复被影响
,

更受地貌 和构造等因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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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发育与构造关系十分密切
。

首先
,

地质历史上的岩溶作用
,

是随大陆上升隆起过程

而发生 ; 其次
,

构造作用不仅通过对碳酸盐岩体变形和破碎控制岩溶发育
,

也通过对气侯
、

地貌的影响来控制
。

地洼阶段古岩溶沉积体
,

发育并保存在地洼里面
,

主要分布在这一构造单元中的次级拗

陷一古叠置型岩溶洼地中
。

尤其是地弯与地洼过渡地带的这种洼地
,

常发育地洼初动期大

型岩溶沉积体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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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翻
2

〔习
“

楚」
4

匡二1
5

1二习
6

巨口
7

! 白至 至老第三系
: 2

.

上 三叠统至下侏罗统 ; 3
.

上 古生界至下三叠统 (碳酸盐 者 为主沁 4
.

地官 ;

5
.

地洼 ; 6
.

地洼滋烈期岩溶沉积体 ; 7
.

地洼初动期岩溶沉积体

图 4 湘南中生代构造一地貌略图 (卫星照片解译 )

F i g
.

4 S im P I
一
if e d t e e t o n ie l a n d fo mr m a P o f M e s s o z o ic e r a e x P l a i in n g by m e a n s

o f r e m o t e se n s i n g g e o lo gy i n so u t h e
nr H月 n a n

构造对地洼阶段古岩溶控制
,

还表现在岩溶作用继承性上
,

如地洼初动期岩溶沉积体
,

常被地洼激烈期的叠加
、

破坏
。

而且
,

这些古岩溶发育地带
,

也是现代岩溶活动区
,

形成区

域 卜岩溶作用的强带
。

占叠置型岩溶洼地
,

是地洼阶段多期多次岩溶作用形成的
。

现代地貌 上位 于相对低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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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有时为呈环形的山体围绕
。

在这一范围内
,

有时出露零星的白奎系一第三系或上三叠统

一中侏罗统沉积 ; 更多的则是与上述时代相同的岩溶沉积体
,

尤其是小型沉积体 ; 有时则是

大规模塌陷构造
。

在卫星或航空照片上
,

这种洼地呈明显的环洼影象 (图版 工
,

6
、

7)
。

五
、

成岩和后生变化 工

古岩溶沉积岩的形成环境特殊
,

产生它 自身很多特点
,

如不均一
、

高孔隙等
。

而且是在

洞穴中固化的
,

压实作用较小
,

胶结作用有较重要地位
,

产生一些独特的成岩和后生变化
。

主要成岩和后生变化及与一些地质事件的关系是
:
印支运动~ 地洼初动期岩溶作用~ 地洼初

动期岩溶沉积 (同生矿化 ) ~ 自生白云岩化~ 自生硅化 (低温
,

不同强度和规模
,

保存原岩

的结构
、

构造特征 ) ~ 燕山运动~ 地洼激烈期岩溶作用 (同生 白云岩化 ) ~ 方解石化一方解

石重结晶作用 ( 30
.

7一币 SM a
,

9 3一 150 ℃
,

产生不同大小和形态的粗至巨晶方解石体
,

使地

洼初动期岩溶沉积的同生矿化局部活化富集 )
。

六
、

沉积模式

现代岩溶区特点之一
,

是地下截水 (K ar ist cl os s)
。

地表水通过岩溶洼地 中的天然井等

进人地下
,

使地表水流局部或全部消失
。

表生风化形成的碎屑和溶液
,

随地表水搬运进人洞

穴 中
,

由于水力和化学条件改变而沉积下来
。

当地壳上升隆起时期形成的岩溶洼地和洞穴
.

在地壳转化为下陷时
,

将必然进行上述的

沉积充填
,

成为一种特殊沉积盆地
.

并伴随变价元素还原障型矿化
。

随着地洼初动期向激烈期转化
,

地壳运动增强
,

地貌反差增大
,

并产生古气候变迁
,

由

近海或滨海湿热气候 向内陆潮旱一湿热气候变 化
。

受这些因素影响
,

地洼初动期岩溶沉积

物
,

由下向上变粗 ; 化学沉积作用变弱
,

碎屑沉积
,

尤其是塌积增多 ; 有机质和硫化物含量

减少
,

沉积作用旋回性明显
。

最后
,

由于构造作用强烈
,

洞穴顶板岩石无法维持稳定平衡
,

产生大规模塌 陷
,

形成大量塌陷和岩块角公岩
。

地洼激烈期向余动期转化
,

地壳活动性不断减弱
,

地貌反差变小
。

因而地洼激烈期岩溶

沉积
,

表现为上细下粗
,

旋回性不明显
。

因古气候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为内陆潮热环境
,

形成

一套红色沉积物
。

结 论

1
.

华南碳酸盐岩地区
,

广泛分布 的
、

以钙屑砾岩和角砾等组成的地质体
,

古洞穴堆积成因
。

地洼初动期的这种地质体
.

有广泛的矿化
。

2
.

古岩溶沉积岩
,

是一套混杂陆源沉积建造
。

3
.

地洼阶段古岩溶沉积体发育并保存在地洼里面的古叠置型岩溶洼地中
。

遥感圈上呈环洼影象
。

是地洼阶段

这种洼地在

工限于篇幅
,

另文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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