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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铅锌矿田西部中泥盆统

西汉水组碳酸盐岩沉积特征

许凤仪

(中国有 色金属工 业尝
、

公司 甘肃地 咬斟探公司二队
,

天水 )

提要 运用岩石学和化石岩石学方法
,

论述 了西成铅锌矿 田西部中泥盆统西汉水组碳酸盐岩的沉积

特征
.

西汉 水组碳酸盐 岩的组分以生物
、

生物碎屑
、

内碎 屑和鲡粒最为重 要 ; 常见粒 屑结构 花岗变晶结

构
、

生物骨架结构及层纹一
-

条带状构造 ; 查明碳酸盐岩 2 2 种二 西汉水组 发育 三种韵律
,

分别代表潮间
、

潮

下的生物礁环境 ; 并探讨了岩 石类型
, J铅钟矿成矿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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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风仪 男 5 3 岁 高级工程师 岩矿鉴定 沉积矿床

七十年代以来
,

西成铅锌矿 田中泥盆统西汉水组碳酸盐岩的含矿性 已引起广泛的重视
,

但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地层构造方面
,

而沉积岩石学的研究和古生物的研究则涉及很少
,

是一

个薄弱环节
。

该区中泥盆统西汉水组碳酸盐岩发育 良好
,

岩相变化显著
,

地层总厚度约 16 7 5m
,

下

部是一套巨厚的海相碳酸盐岩地层
,

上部以碎屑岩为主
。

已探明的举世瞩 目的邓家山大型铅

锌矿床和数十个铅锌矿点均赋存于西汉水组生物礁灰岩和千枚岩的接触带
。

因此
,

这一套巨

厚的碳酸盐岩是寻找铅锌矿床 的目的层
。

从 19 7 8 年以来
,

作者对矿田西部 (图 l) 碳酸盐

岩进行了大量薄片鉴定和野外调查
,

积累了丰富的岩石学和化石方面的资料
,

本文将在这些

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碳酸盐岩的沉积特征
。

一
、

碳酸盐岩的特征

1
.

组分特征

粒屑组分以生物
、

生物碎屑
、

内碎屑和鲡粒最为重要
,

且分布广泛
,

含量较高
,

组成 了

该 区主要碳酸盐岩类型
,

其含量
、

大小
、

排列方式
、

分选程度
、

能够指示沉积环境及介质能

量大小
。

内碎淆 区内变形 内碎屑较发育
,

在成岩后生作用阶段
,

由于塑性变形或压实变形
,

形成各种各样的形态
,

如扁豆状
、

蟒抖状
、

锁链状等
。

生物组分 指原地生长未经搬运的生物化石
。

生物的发育受生活环境诸因素的影响
,

不同的生物种属和门类能够反映一定的环境条件 ; 生物的发育又能影响周围的环境
,

生物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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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的影响 龙为明显

本区生物化石纵横向分布普遍
.

在部分层次中很 丰富
,

主要有苔鲜
、

珊瑚
、

层孔虫
、

腕

足类
、

棘皮类等
。

苔鲜虫 大多生活于正常盐度和比较清洁的温暖浅海中
.

其种属多为变 口 目苔鲜虫
。

珊瑚 为主要造礁生物
,

多分布在礁前相带
,

共生的生物有小个体的腕足类
。

层孔虫 是重要造礁生物之一
,

在西汉水组 中很发育
。

腕足类 分布广泛
.

个体很小
,

壳薄
,

具平行片状结构
,

生活于近岸地带

棘皮动物 主要是海百合
,

其次有海胆
。

多呈碎屑状堆积成层
、

构成棘屑灰岩
.

有时与

腕足类等生物碎屑混杂
。

其他生物有
_ _

:

叶虫
、

海绵骨针
、

藻钙球

生物碎屑 是具有 主物构造
,

并具磨蚀痕迹的
一

各种生物化乙碎屑 本以生物碎屑主要

有腕足类
、

棘皮类
、

珊瑚
、

层孔虫
、

苔鲜虫
、

三叶虫
。

全部为方解石 质
.

形态各异
.

大小不

一
,

自 0
.

0 1一s m m

如社 是内缅核和其周围的放射状或同心状 的碳敌钙层纹构成的球 形或椭球颗粒
_

鲡

核为泥晶或粉翁方解石组成的砂 屑 棘支动物茎板
、

腕足类或有孔虫
。

鲡拉 可
“ J砂屑共传

一 ,

大部分鲡 粒灰宕的胶结物为亮晶方解 石
,

两世代结 构显著
,

胶结类型以 基底 一孔隙式为主
,

孔隙式次之
。

区内鲡粒类型有正常鲡
、

藻鲡
、

表鲡
、

变晶鲡
。

鲡粒形成于潮间带浅滩和潮 卜

带浅水鲡滩环境

球垃 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

圆形或椭圆形
,

无内部构造
.

} ( 小为 0
.

卜刁 25 m m 区内

为粪球粒
、

粪球粒内有机质含最较高
.

在薄 片中呈暗色
,

基贡为泥晶
、

亮晶胶结 粪球 粒是

在较安静
、

盐度稍高的海水环境下形成的
、

是潮 卜低能环境的产物

岩石内常 含数量 不等的陆源砂
、

粉砂 及泥贡了昆人物
、

i
:

要 有亡: 英
.

士之石
、

日 二 母
、

铭

子;
、

电气石等 以细砂及粉砂居多 次棱角状至次民{状

上述颗粒之问
.

分布着泥晶方解石基质和亮
t

箔方解石胶结物 基质和胶结物 含最的多少

也部分地反映川 水体能量的 友小
, ’

当沉积介自附近 水动力较强
,

灰泥丛贡叮以 部分或 个、不被

冲洗掉
.

基质 含示扰低
.

当水动 力较弱时
.

灰泥葵质则可深留 下来
-

2
.

结构构造

本沐
_

常 见的结构构造有
: 各种粒 属结构

、

花岗变晶结构
、

生物骨架结钩
、

层纹一条带状

构造
、

缝合线构造

粗屑结构 内碎屑
.

生物碎属和鲡粒等颗粒被泥晶基质或亮晶胶结构充镇胶结 生物

碎 屑以惋足类
、

珊瑚
、

棘支类等为主
.

内碎屑有砂屑
、

砾胃等
,

粒屑堆积受水的扰动 搬连

等机械因索的拉制

花 岗变晶结 构 为结 晶灰岩所具有的
一

种结构
。

层 纹 一条带状 构造 因组分及结构不同
.

形 成各种层纹一条带状构造
,

组合
_

方式 反映

其成因 层纹 由
了

种方式 钩成 : 不等量的碳 质含量交替分布 : 方解石的泥晶与粉晶交替排

列 ; 粒属 ` j 粉晶方解石交替分布 粉晶灰宕的层纹是在水流受到抑制
.

扰动较弱的潮间带 卜

部形成的
.

生物 碎属
、

砂 属是在潮间带 卜部和潮 卜若 匕部水体动荡
、

扰动较强的环境 中形

成
-

缝合 线 构造 由厂已容作用听形成的
,

呈锯齿状 的接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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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化学成分特征

光谱分析资料表明
,

西汉水组碳酸盐岩
,

一般铅
、

锌含量均大于地壳碳酸盐的 平均含

量
,

而与陆源混人物有关的元素象硅
、

铝等大部
。羊品小于地壳碳酸盐岩的平均含量 (克拉克

值
:
硅 = 4 %

,

铝 二 1
.

3% )
。

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分布有明显差别
。

杜家台向斜北部
,

氧化镁

含量一般小于 1
.

5%
,

C a o / M g O 值大部分大于 50
.

1
、

属石灰岩
。

杜家台向斜南部氧化镁

含量大部分样大于 1
.

5%
,

C a O / M g O 值在 1 5-碑 0 左右
,

属白云质灰岩
。

二
、

碳酸盐岩的岩石类型

1
.

岩石类刑划分

碳酸盐岩的分类是相分析的基础
,

是认识和判断岩石沉积环境的依据
。

近年来
,

碳酸盐

岩研究工作进展迅速
,

产生 J
’

许多分类方案
,

本文所使用的分类方案表示 于图 1

泥晶乙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

- - 益 壳 消人
( t 粒 lb3孔 )

泥品灰 石 11 含粒屑泥晶 灰宕 111 粒妈泥晶 灰者 n ;{己品粒码 灰我 、
.

亮品粒 妈灰 肖

图 1 本文使用的碳酸盐岩分类图

F i g 1 T h e e la s s 一if e a t i o n o f e a r b o n a t e r o c k b y th e a u 一h o r
.

西汉水组碳酸盐岩包括 22 种
,

最常见和最主要的有 10 种 :

泥晶灰岩 分布广泛
。

常呈深灰色
、

灰色
、

褐色
,

薄至中层状
,

层纹一条带构造 口

0
.

0 0 5 -戒 )
.

0 3m m 的方解石组成
,

常含少量泥质
、

石英粉砂
、

生物碎片及碳质
。

岩石中发育有

鸟眼
、

干裂纹
。

依据发育的干裂纹
、

鸟眼
、

少量生物碎片及不规则的层纹构造
,

说明它主要

形成于潮间带上部
,

当向潮下带过渡时
,

出现较多的生物碎片
。

粉晶灰岩 分布广泛
。

常呈灰色
、

深灰色
、

褐色 ; 薄至中层状
,

具层纹
,

主要 由粒径

为 .0 04 一刃
.

08 m m 的方解石组成
,

含少量球粒
、

石英粉砂
,

少量生物碎 片
,

形成于潮间带
。

含生物屑粉晶灰岩 分布广泛
`

呈浅灰
、

棕灰等色
,

薄层
,

中厚层状
,

生物屑含量 5

一2 5%
,

常见海百合
、

腕足类等碎屑
。

形成于潮间环境
。

含生物屑砂屑 灰岩 分布较普遍
。

呈灰色
、

棕灰色
,

薄至 中层状
,

主要 由粒径为

0
.

03
se - 习

.

lm m 的灰岩砂屑组成
。

生物屑有海百 合
、

腕足类
,

含量 1( }一25 %
,

少量陆源碎

屑
,

粉晶方解石基质
。

根据组分
、

结构构造以及丰富的生物屑种类
,

说明形成于穿朝下低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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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变形砂屑灰岩 分布较普遍
。

大小不等
、

形态各异的变形砂屑
,

常常定向排列
,

沿层

分布
。

类球拉灰岩 粪球粒含量 30一石0 %
,

含少量生物屑和石英粉砂
。

形成于潮下浅水盆

地环境
。

细粒灰岩 分布较广
。

岩石具灰色
、

深灰色
,

厚层至块状
,

主要粒径为 o
.

2 5
es 一o

.

4m m

的球形或椭球形鲡粒组成
。

鲡粒多为亮晶方解石胶结
,

占 15一30 %
,

鲡粒含量 5 5一75 %
,

生物屑 5一 15 %
,

有石英砂屑等陆源混入物
。

该区多数为正常鲡
,

少数为表鲡
。

生物屑以腕

足类和棘皮动物居多
。

根据岩石组分
,

结构构造特征
,

受磨蚀的贝壳化石多
,

原地生物少
,

有石英砂屑混人
,

说明形成于潮间浅滩或潮下浅水鲡滩环境
。

波浪和潮汐对此带的沉积物扰

动强烈
,

簸选作用也能充分进行
。

由于生物扰动强烈
,

原生层理被破坏而呈厚层块状
。

砾屑 灰岩 呈浅灰
、

棕灰等色
,

中层至厚层状
,

主要 由直径 2一 18 m m
、

形状不规则

的 内碎屑砾屑组成
,

含量 65 % 左右
,

砾屑由泥晶灰岩
、

含生物屑泥晶灰岩组成
,

并有不等

量的珊瑚
、

棘皮动物屑及少量砂屑
,

胶结物为亮晶方解石
。

形成于潮下高能环境
。

在动荡水

条件下
,

簸选和磨蚀作用可充分进行
,

泥晶和细粒物质多被带走
,

形成砾屑灰岩
。

生物厉灰岩 分布较普遍
。

具灰色
、

深灰色
,

薄至中层状
,

生物屑含量 35 一石 5%
,

主要为棘屑
、

腕足类
、

珊瑚等
,

含少量球粒
、

砂屑
,

粉晶方解石基质
,

胶结物为亮晶主解

石
。

生物屑一般是多组分的
。

据其组分
、

结构构造以及丰富的生物屑种类
,

说明生物屑灰岩

是潮下间歇动荡水条件下的产物
,

或是在潮下高能带形成的生物屑被搬运到潮下低能环境沉

积的
。

在前礁亚相和后礁亚相均有分布
。

生物碑灰岩 分布广泛
。

是碳酸盐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邓家山
、

页水河
、

尖崖沟等

地形成了生物礁
,

以 骨架灰岩为主
,

主要有苔鲜虫灰岩
、

珊瑚 灰岩和层孔虫灰岩
。

一般而

言
,

浅海台地向海的边缘地带是发育生物礁的有利地区
,

邓家山等地正处于 台地边缘
。

此外
,

本区尚有 白云化灰岩和白云岩
。

在部分层段发生不同程度的白云化
,

白云岩 只见

于局部
,

是经 白云化作用交代灰岩形成的
。

呈 自形
、

半白形
,

糖粒状银嵌结构
。

日云化灰岩

中的白云石
,

一般呈断续脉状
、

斑块状
,

在镜 下
,

白云石大多呈半自形
、

自形晶
,

粒径

.0 0 7一
一

0
.

巧m m
,

或沿缝合线分布
。

三
、

碳酸盐岩的沉积环境

该 区中泥盆统西汉水组剖面具有多韵律特点
,

韵律的形成 与海水面的升降相关 如潮

下
、

潮间环境的变化
,

以及陆源物供给
、

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沉积物的变化
。

据剖面分析
,

西汉水组第六岩性段八个小层中的碳酸盐岩的基本沉积特征如下
:

1
.

戊
.

和 D孟
,

层

岩石类型包括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
、

层纹状粉晶灰岩
、

含生物屑粉晶灰岩
、

粉砂质页

岩
,

具薄层
、

中层层理和交错层理
,

生物含量 巧一25 % 形成于潮间浅水洼地沉积环境
,

上

部鲡粒灰岩和变形砂屑灰岩形 成 厂潮间浅滩或潮下浅水鲡滩环境
。

2
.

D护
,

D护和 D护层

岩石类型包括砂砾屑灰岩
、

生物屑粉
。}}。灰宕

、

生物礁灰岩
、

生物屑灰岩
,

属潮下高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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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礁环境及礁后受限浅水盆地环境
。

按生物礁的产状
,

属堤礁
,

与海岸线大致 平行
,

长度可达数 于公里
,

厚度可达 7 0Om
。

礁灰岩以骨架灰岩为主
,

造礁生物主要是层孔虫
、

珊瑚
、

苔鲜虫和藻类
,

附礁生物为棘皮功

物
、

腕足类
、

腹足类等
,

礁核具明显的生物骨架结构
,

孔隙内被刺屑
、

腕足类和灰泥充填
,

礁体具块状和斑杂状构造
,

生物含量变化大
,

最高可达 6 5一86 %
。

现已查明
,

生物礁 与铅锌矿床的形成关系密切
,

生物礁的发育
,

使海盆向陆的一侧构戊

礁后受限浅水盆地
,

这种盆地形成滞流还原环境
,

沉积 了深灰色
、

灰黑色富有机质和黄铁矿

的粉晶灰岩和铅锌
,

构成矿源层
。

礁灰岩有利于铅锌元素的迁移聚集 而成矿
,

工业矿体赋存 J
二

礁灰岩顶部
、

礁灰岩与 千枚

岩的接触带这个事实就是佐证

3
.

D念
“ 、

n乙
“

和 n之
“

层

六
一

石 类型主要有灰 色
、

深 灰色粉砂质粉解: 灰衬
、

含
`

} 物 屑粉晶灰岩 具薄层
、

中层层

理
,

有少量陆源碎屑白英
,

生物 化有少
,

含量 10 一2肥
。 ,

代表潮间带上 部的沉积环境
。

据 上述沉积相的分析
,

可归纳出西汉水组碳酸盐岩的沉积模式
: 从潮间浅水洼地相

、

;初

间浅滩相
、

潮 卜生物礁相
、

礁后受限浅 水盆地 相到潮间带沉积环境 从而可综合成图 2 所示

的沉积环境模式图
。

一 {孔均高潮而

一
、

砰均低潮 而

砂砾屑灰宕牛物礁灰岩生物屑灰岩纸粒灰ù石泥晶灰ó石球龚粒灰岩生物屑粉晶从ó右变形灰砂臀岩含生物屑粉晶灰岩粉晶灰泥 岩晶灰岩

匣玉}
;

【2习二

鲡杜

!夏习
3

1二习
4

巨习
5

2 砂砾 叼 3
.

`

i 物 礁 4 ’

l 物哨 先球 粉

图 2 西汉水组碳酸盐岩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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