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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潮汐和风暴影响的滨岸和内陆棚

沉积序列一 , 豫西前寒武纪汝阳群

孟庆任 胡健 民

(西安地质学院 )

提
:

要 豫西前寒武纪汝阳群是一套主要由潮汐和风暴所影响的滨岸和内陆棚碎屑沉积
.

整个沉积序

列由九种主要岩相组成
,

即粗砂岩 / 砾岩相 (F
1
)

,

槽状交错层砂岩相 (F Z)
,

复合交错层砂岩相 (F 3 )
,

巨

型板状 交错层砂岩相 ( F
4 )

,

丘状交错层砂岩相 ( F
S
)

,

平坦层状砂岩相 ( F 6 )
,

低角度交错层砂岩相

( F
7
)

,

互层泥岩 / 砂岩相 ( F
S

) 和水道沉积 (F
,

)
.

这些不同的岩相可构成三种典型的相组合
,

即潮汐影

响的相组合 (A
I
)

,

风暴影响的相组合 ( A
Z
)

,

和潮汐 / 风暴结合影响的相组合 (A
3

)
.

其中 A 】
主要发育在

云梦山组和白草坪组
,

A
:

构成北大尖组的大部分
,

而 A 。 则在云梦山组和北大尖组都有出现
.

文中详细讨论

了各种相的形成过程
,

并且强调了由潮汐形成的沙浪沉积
.

主题词 潮汐 风暴 相组合 丘状交错层 沙浪

第一作者简介 孟庆任 男 34 岁 讲师 沉积学 / 构造地质学

目U 舀

位于华北 地台南缘的豫西地 区广泛 出露前寒武纪沉积地层
,

其中汝阳群 ( 1 500 M a
一

1 1 5OM a
.

B P ) (关保德等
,

19 80 ) 是这一地 区位于火 山岩 (熊耳群 ) 之上第一套碎屑沉积岩

系
.

名
·

种沉积构造和典型的岩相及其组合指示它们多形成于滨岸和内陆棚环境
,

并主要受潮

汐和风暴的影响
.

汝阳群沉积序列 由九种基本岩相组成
,

序列的最底部由河流和滨岸砾岩及

粗砂岩开始
,

然后过渡为受潮汐和风暴控制的滨岸和 内陆棚沉积
.

对滨岸和浅海环境潮汐沉

积
,

特别是对潮流形成的沙浪 ( as n d w va e) 沉积过程及其内部构造 的研究 已有了深人的进

展 (A n e n ,

1 9 80)
,

一些元古宙滨岸和浅海石英砂岩 目前 已证明在成因上 与各种类型的沙浪

迁移有关 ( L e v e l l
,

1 9 8 0
,

s o e g a a d a n d E r i k s s o n
,

19 8 5 )
.

另外
,

由风暴作用所产生的丘状

交错层
、

浅海浊积岩等也 已有了进一 步的 了解 ( D o t t :`】l d B o u r g e o i s
,

19 8 2
,

w a lk e r ,

198 4)
.

通过对汝阳群内各种不同岩相的分析显示
,

许多砂岩体内部的沉积构造明显地与一

些类型的沙浪沉积有关
,

同时
,

由风暴而形成的浅海浊积岩
,

丘状和洼状交错层等也相当发

育
.

一
、

区域地质环境

豫西地区紧邻东秦岭造山带的北侧
,

属华北地台的南缘
.

汝 阳群大致呈北西一南东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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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分布
,

其发育明显地受两侧断裂的控制
.

该地层构造变形轻微
,

内部多被高角度的 正断

: ()) 害臼
,

这与南边变形强烈的秦岭造山带形成明显的对比
.

据区域构造和岩相分析
,

当时 、 珍

比线位 十汝阳群沉积的北东侧
,

主要物源由北东向南西供应
,

并且海水朝此方向加深
,

城
l

.

八人秦岭海槽 (孙枢等
,

19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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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
_ _ 一

仁
’

.

_

全全

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丽
二

而 花\
’ 1J] 两

甲甲汝汝汝 J七七七 互子犷奋奋奋 陆 .
一 、 、

\
、

介介

阳阳
...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棚棚

群群群 尖尖尖 {{{{{{{

组组组组组
一一一一

毛毛毛毛毛王 笼男男男男

任任任任任步
主主主主

夕夕夕夕夕

滋或夕夕夕夕

自自自自自

竺{{{{{{{{{{{{{{{{{{{草草草草草 州晌于 ;;;;; 亨坟坟

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组组组组组组
一一一一一一

石石石石石 窟 士士
梦梦梦梦梦

之
,

又又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组组组组组
.

污瓜
___

`̀̀̀̀

丸 叮 -------------------

毛毛毛毛毛孰书井井

丫丫丫丫丫
入

_ 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

,,,,,,,,,,, 只甲只月月

分分分分分务从
_____ . . . . . . . . ...

侧侧侧侧侧侧侧 . . . . . .口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信信

熊熊耳群群

整个层序形成 f 滨岸和内陆棚环境
.

云梦山组和 自草坪组 主要由潮汐影响的岩相组成
,

化 大尖组则 仁要 为风暴影响的沉积

图 1 汝阳群综合岩相剖面图及环境解释

l 厂: 9 1 C o m P r e h e n s l v e 【五e r e s e o l L1m n a n d r e le v a n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l n te r P r e t a ti o n o f th o R u y u ir g ( ; 一̀ , 、 `

w h
、、
le s e q u e n ce t ,o mr

e d i
n s h o r e li n e a n d I n n e r s h e l.f T h e Y u n m e n g s h a n a n d B a ic a o Pi n g F o r m a t , o n s 。 , ; 1

s i s t m a in l y o f ti d e一 ; n fl u e n c e d af e ie s ,

w h i le t h e B e ; d司ia n
F o r m a t i o n is d o m i n a t e d b y

s t o r m 一 In fl u e n e e d d e P o s l t s
-

汝阳群 与下伏熊耳群火山岩呈不整合接触
,

其
_

上与洛峪群为连续沉积
.

汝阳群自 自自八
_

、

为二梦山组
、

白草坪组和北大尖组 (图 1)
.

云梦山组底部为
一

套砂砾岩
,

向 卜变 为砂
、 `

{

紫红 色页岩的互层
,

其余大部分为石英砂岩层
.

白草坪组基本 由砂岩和页岩互层组成
.

{、
_

入尖组则主要由砂岩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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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基本沉积相特征及成因

根据汝阳群的岩性特点和沉积构造可将其划分为九种基本沉积相类型 :

1
.

粗砂 /砾岩相 ( F
:

):此相普遍发育在云梦山组最底部
,

是一套结合型厚层或块状的

紫红
.

色和灰白色长石石英粗砂岩
、

石英粗砂岩和砾岩
.

总体来看
,

此套岩层显示向上变细的

趋势
.

下部结构杂乱
,

沉积构造不清
.

层内由强烈冲刷而造成的凸凹起伏的侵蚀面非常发

育
,

并
:

出现一些 2 0一
.

30c m 厚的滑塌层和同生砾岩层
.

大型透镜状交错层局部出现
.

上部 i二

要为板状
、

槽状交错层粗砂岩
.

云梦 山组底部这种岩相曾被解释为滨岸砾岩 (孙枢等
,

198 1)
,

但从以上描述的沉积构

造特点来看
,

它很可能与河流沉积有关
.

汝阳群沉积早期正处于沉积盆地的拉伸裂谷阶段

(孙枢等
,

19 82)
,

因此可产生 以冲积和河流为主的快速沉积以及相伴生的滑塌构造
.

豫西 部

分地区汝阳群下部所出现的小背沟组红色砾岩和砂砾岩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

覆于小背沟组之

日旦分布较广的云梦 山组底部粗砂 / 砾岩相无疑也与早期的盆地伸张和快速沉积有关
,

但山

于后期海水侵人
,

对于早期沉积进行改造从而使其不断转化为海岸沉积
,

但部分仍显示河流

沉积特点
.

.2 槽状交错层砂岩相 ( F :z) 这种岩相 由中粒石英砂岩组成
,

层系厚 5一3cs m
.

羽状交

错层 (图版 l) 和再作用面非常普遍
,

并发育有
“

S
”

形交错层理 ( is gm io d c or ss be d id gn )

(图版 2)
.

层系间和再作用面上存在有 0
.

1一 cI m 的泥岩薄层或泥岩碎片
.

一个层 系组 !

Zm 厚
,

底部为明显的侵蚀面
,

且常具 1一 Zc m 厚的细砾岩层
.

相内羽状交错层和再作用面的发育以及再作用面上覆有泥质薄层现象
,

指示其形成
’
j 潮

汐 有关 ( K ile n
,

197 0)
.

同时
,

小型
“

S
”

型 交错层 的 出现和 内部所 含有的双粘 土 层

( V i s se r
,

1980) 进 一步说明此相形成于潮下带
.

主体槽状交错层由蛇曲脊状大型 沙纹

( M e ga ir pp le) 的迁移产生
,

而且当时的潮流表现为时间一速度的不对称性特征
.

.3 复合交错层砂岩相 ( F :s) 此相由细一中粒石英砂岩组成
,

内部交错层呈板状
、

楔形

和向上凸起的波状
.

一般下部层系较厚
,

向上逐渐变薄
,

上
、

下层系间为侵蚀接触
,

但经常

可见到不连续的泥质薄层和泥岩碎片
.

上
、

下相邻交错层多呈相反倾向
,

指示当时水流的双

向性 (图 Z A )
.

此相一般厚 5一佗 o m
,

在云梦山组下部和中部特别发育
.

前寒武纪浅海环境中这种特征的 交错层砂岩 已被识别 ( A n d er ot n
,

19 76
,

L ve ell
,

19 8 ( ) )
,

它们的形成与潮汐所产生的沙浪沉积有关 (W a lk 。: r
· ,

19 8 4 )
.

A ll e n ( 19 80 ) 根据流

动条
:
件和沙浪的内部构造

,

把沙浪划分为六种类型
.

汝阳群 中的这种复合交错层砂岩相 大致

相 当于 A l le n 的类型 V 与VI 之间的过渡类型
.

这种类型的沙浪是在时间一速度对称性的潮

流
,

也 即涨潮流和退潮流强度相 当的作用下形成的
,

其内部构造特点显示 明显的双流向
.

卜
、

下不同层系间的侵蚀面
、

或称为二级侵蚀面
,

构成了相 内主要的层面
,

其倾角一般小 J
飞

10
0 .

实际上
,

这种类型的沙浪是由涨潮流和退潮流所产生的大型沙纹相互冲蚀和叠加而造

成的
.

4
.

巨型板状交错层砂岩相 ( 4F :) 此相主要 由中粒石 英砂岩组成
,

单层砂岩厚 l一 3m
,

内部前积层厚 1一 10 c m
,

倾角 6一 12
“

(图 2B
,

图版 3)
,

并
_

且其内部特征在侧向数 十米的

范 !同内基本一致
.

前积层常被一些二级侵蚀面所切割
.

一种为从底到顶切穿整个交错层砂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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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珍回 卜凸起的仁浊面 ( EZ 、

)
,

终 卜发 育有泥岩或粉砂岩薄层
,

最厚可达 Zo n
.

另外
,

泊

利
一

健蚀 lkI }
_

由 自句上叮见有 卜爬的沙纹状交错层
,

但一般仅爬升很短的距离
,

片呈起伏的扁

透镜状 另 种佼蚀面位 j
二

交错层的顶部
,

比较短而陡 (乓
b )

.

这种侵蚀山 不含泥质或粉砂

质薄层
,

们 其 卜经常出现小型的交错层 (图 Z )B
.

此相 与下伏地层呈明显的侵蚀接触
,

戈

称为
一

级侵蚀面 ( E
, )

,

!司时底部 可具有 3一 1c0 m 厚的回流交错层
.

另外
,

伯部表面也可 见

受波浪改造而形成的对称波痕
,

涨潮 退 潮

A

l

!
一l卜11!卜1
1

涨潮

( l

呈士户用(卜丁
J
、

一 回流沉积 E

入 } !抽 “ 一

速度对 称划潮流产牛的沙浪 ; B
.

}山司
一

速度不对称众。潮流六 `
}
一

的沙浪 ; E
; 一级俊 蚀曲

气

卜
一

级份蚀 117

图 2 汝阳群石英砂守中 二种沙浪的内部构造

I n t e r n 、 、1 s t r :一e t u r c s o t飞w o t y P e s 、 ) r s a n d w a v e s 一n q u a r t z a r e n 一t e o f R u y a 一1 9 ( i
r ( ) u P石勺

口̀
协.

.
ù吧

L
l

、 “ a n d w a v e g e n e 一a t e d b y t lm c 一 v e l o e l t v s y m 一n e l r le r一d e ; B S a n d w a v c b y r一n l e 一 v e lo e i t y a s y m m e t r l e t l ( i e
,

「 ]
i r 、 {

() r d e r c 了又 ) s 互t , n , u l寸U e e 二 E Z一 s e e o n `
1 o r d e r e r o s一o n s u r {飞l e e

浅海环境 中这种覆有泥质薄层 再作用面的大型板状交错层砂 岩在成因 卜也是
一

种潮汤沙

浪沉积
,

1[’ 相
、 `
气士

一

lA le n 沙浪类型中的类型 口
.

前积层明显地单向倾斜指示 当时潮流具松明

掀的时间一速 度不对称性
.

一 个方向的潮流得 以加强 是由其它流动在相同方向 卜叠加的结

果 如风暴大浪的回流可增加退潮流的强度
.

贯穿整个交错层砂岩的再作用面是由次级反 l句

流动所造成郎
,

其 卜的泥质盖层是憩潮期的悬浮沉积
,

但经常被破坏成碎片保留在前积层
`

朴
.

弓
一

种发育碑 交错层顶部短 而陡的侵蚀面是由叠加在沙浪之
_

上而月
.

迁移速度较快的大型 ?,l
、
纹

产
`

仁的 这科解释可由 E Zb 仁发育次一级但倾向相同的薄的交铭 层所支持 (图 Z )B
.

大半板

状交错层砂岩内部特征侧向稳定表明当时沙浪为一几维 汽脊状
.

顶部对称波痕的出现是后期波

浪改造的结见
`

.5丘状交错层砂岩相 ( F, :) 这种相主要由分选很好的细一中粒石英砂岩组成
.

斤壮 交

惜层根据其底部接触关系和规模 人致可分为二种类型
.

一种是 由细粒砂岩组 成
,

底面 比轩
`

1凡

络 几 卜伏层 呈连续整合过渡
一

丘间的距离多为
一

t
一

或数
一

l 厘米
,

少数可达 Zm
.

另 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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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细一中粒砂岩构成
,

其底部明显地侵蚀下伏层
.

二丘间的趾离为 3一 s m (图版 4)
.

前

一种 丘状 交错层 一般认为 比后 一种 形 成 的深 度要 大 ( B哪 e
,

19 88)
.

在垂向上 此相显

H F X M 层 序 ( H一丘状 交错层 二 F一平州 层 ; X 一交 错纹 层 二 M一泥 岩层 ) ( D ot t an d

B ou gr oe i.s 19 82)
.

M 段经常缺失
,

所以常为结合型
.

H 段中的纹层多呈非常低的角度向

一个方向倾斜
,

指示其形成时发生一定 的侧向迁移
.

丘状交错层是 由风暴浪产生的
,

主 要形 成在风暴浪基面与 正常 天气浪 基面之间
.

一个

H F X M 序列代表一次风暴由强到弱而产生的 一个沉积层序
.

丘状交错层 内的纹层 向一个方

向倾斜而显示 的迁移特征说明其形成除受风暴作用外
,

还可能叠加有单向水流
,

即是由摆动

水流与单向水流相结合而产生的 ( S iw ft
,

et al
,

] 9 8 3 )
.

6
.

平坦层状砂岩相 ( F 6
) : 这种相 由细一粗粒石英砂岩组成

.

单层 砂岩厚 5一40c m
,

上
、 一

「面平整
,

侧向延伸稳定
,

但在部 分平坦层状砂岩间夹有浅 ( 10一 30c m ) 而宽 ( 10 一

20 m ) 的水道或冲沟
.

部分平坦砂岩层 内常具有相当于鲍玛层序的 A B C 或 B C 段
,

但缺乏

槽模等底面构造
.

在垂向 上
,

这种具鲍玛层序的平坦层状砂岩构成 0
.

5一
一
Zm 厚的向

_

L变厚序

列
.

此岩相的特征表明其形成 与风暴作用有密切关系
,

并经常遭受正常波浪的改造
.

平坦层

状砂岩内部所 具有的鲍玛层序显示它可能由浊流形戍
.

在古代浅海沉积中已广泛发现 具有浊

流沉积特征的地层 ( H a m ibl
n

粗 d W al ke
r ,

19 7 9 )
,

但关了
二

浅海环境下浊流形成的机制仍是

一 个有待深 入研究的问题 W al ke
r ( 198 4) 认为浅海浊流主 要是 由风暴或台风而

一

导致的
.

风

暴大浪首先在滨岸区使水位 大大提高
,

并使其 下部的沉积物发生液化
.

受液化的沉积物向海

方向发生滑塌
,

并在风暴大浪回流的扰动下逐渐演化 为浅海浊流
.

另外
,

如果沉积物供给过

足
,

滨岸较陡并 目地 震 频繁 发生
,

那么在 没 有风暴的情况 下也可 产生浊 流 (W al k er
,

198 5 )
.

此时
,

地震是促使滨岸沉积物发生液化的重要因素 在汝阳群平坦层状砂岩中见夹

有 20一 SO tT I
厚的滑塌或软沉积物变形层 (图版 5 )

,

其形成 很可能 与当时的
}
片地震有关

.

具

鲍玛层序的平坦层状砂岩在侧 向 h 延伸平稳
,

片在垂向 上显 示向 卜变厚趋势
,

这种情况 可解

释为由浊流而形成的舌体沉积
、

另外
,

平坦层状砂宕也可形成于陆棚浅滩环境
.

,.7 低角度交错层砂岩相 ( F , :) 低角度 ( < l。
。

) 交错层砂岩厚 10
一

礴加 m
,

经常呈透

镜状
,

并常 与具对称波痕的
一

平坦层状砂岩互层 (图版 6 )
.

其底部为明显的侵蚀面
,

顶部被

平坦层状砂岩所盖
.

在侧 向 }
_

低角度的前积
.

层 }叮逐渐 变为平扣层状
.

这种交错层的形成与

单向水 流导致的沉积物 的床沙搬运 和波浪摆动流导致的沉积物垂 直沉降的共同作用有关

(N o {tt v e d t a n d K r e i s a
,

19 8 7 )
,

并且这 二种水流都可 以由风暴作用产生
.

其中单向水流为风

暴 大浪 回流
.

呈透 镜状的低角度 交错层 实际
_

[ 是 一种洼 状 交错层 ( L ce ik e a n d W
a l k e r ,

19 82)
.

关于洼状交错层的成因虽 目前还不清楚
,

但它
:可能是形成在丘状交错层之间的一种

交错层
.

当后期水流将丘状部分浸蚀冲刷掉后
,

则仅保存 卜洼槽内的构造
,

即洼状交错层
.

洼状交错层也被认为完全是 由 .ql 向水流产
’ 1二的 `A l le n : , n ( 1 I J n d e r h i l l

,

19 8 9 )
.

这种交错层

主要发育在正常浪基面之上的滨面带
.

.8 互层泥岩和砂岩相 (F
, ) : 这种相 主要发育在 云梦 L扫组的底部和白草坪组

.

泥岩呈紫

红色
`

薄层或块状
,

砂岩为分选中等的长石石英砂岩和分选好的石英砂岩
.

砂岩内经常含泥岩

碎片
,

并发育交错层和 平行层理 以 及羽状交错层
.

泥岩表 面干裂普遍
,

部分砂岩表面见有削

顶波痕和梯形叠加波痕 (图版 7) 以 及异层 石构造
.

砂宕内出现 一此 深度小 于 l m
.

宽 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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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构 水道
.

在白草坪组
,

这种岩相在垂向上经常形成向上变细的序列
,

即 卜部以砂 石 勺

, }佰 } 部则以泥岩为主
.

根据砂 / 泥比例
,

自下而 仁出现 由脉状层理一波状层理一透镜状
; ; 卿 的 布化

.

,lJ 壮交错层 与由泥岩和砂岩所构成的脉状
、

波状和透镜状层理的广泛出现指示此科 {是
一

润
,

树令门 ( 岩相内出现的
止

于裂
,

削顶和干涉波痕
、

叠层石构造以及向 卜变细的沉积少子列 ,

现 午写毛介反映 J
’ “

场时的沉积主要发生在潮间环境 ( T er iw n dt
,

1 9 88)
.

岩相 内的水道代 表

}!幼勺潮沟
,

同时水道 内的侧向加积现象反映潮沟具有曲流性质
.

场
.

水道沉积 ( F ,
)

:
汝阳群中的水道沉积根据其规模可分为小型和大型止种

.

小烈 水
!

厂 ` 飞1, 、
, `

宽 < 20 m
.

底部多具 2一 sc m 厚的石英质砾岩或泥砾 水道充填物中发育槽 伏和

朴状 丈个羚叹
,

平行层理
,

羽状交错层 以及再作用面
.

层 内泥岩碎 片普遍
,

沿斜层理 而和次

汉的中刷 向分布 水道之 上的盖层为具羽状交错层理 的薄一中厚层状砂岩
.

大刑水道多
一

! {现

八
、 、

梦 山纤1的北 大尖组的顶部
.

水道沉积序列厚 4一 15 m 宽 20 一50 m 并显示 向 卜变薄的连
_

。势

沉积
’

吻内部次
·

级的冲刷 面和大型槽状和板状交错层发育
.

在鲁山云梦山组顶部的大型水川

自拼, 叮见侧 向加积现象
.

大刑水道沉积常被中一厚层状
、

具平行层理分选好 的中粒石英冲软
,
旅 件门这种砂岩在侧向呈低角度 ( 6

“
士 ) 相

一

互切割
.

表现 为典型的 冲洗层理 `
、

喇版

书 ’叫水道沉积内羽状交错层的发 育
,

再作用面的出现以及与 f : 和 F :
经常组合指示 咚成

“ ; ’ ,溯汐作用有 关
,

它们代表了潮 卜及潮间带的潮沟沉积
.

水道相互切割以及相邻水道
`、、 弓

-

协以介时显示不同流向的现象可能说明不同水道的沉积分别是受涨潮流和退潮流的控制 }川

与潮 水石科 吧奥利 力的影响 卜
,

涨潮流和退潮流常不遵循同
一 流动路线

,

而是出现空问朴离

人
、 才

(“ 次道沉积的 内部构造显示
,

其底部侵蚀面之 匕为
一

层 10
一一4 0 c m 厚的砾岩

,

然后
一

衬小
’

)

沐」娜戈大刑 ( 可 j玉 12Oc m 厚 》 槽状和板状交错层砂岩
`

L部为各种小刑 (含羽状 ) 交 用
, ;

砂 火 这种向 卜变薄和相伴的沉积构造变化
,

同时再加 上水道侧 I句加积现象
,

显示 J
`

其
,

「淤
-

子’
`

人
卜

种潮汐通道沉积序列 ( R ie ns o n ,

19 84)
.

上覆具冲洗层理的薄一中厚层砂岩 可 l走为

了八
_

洲汐硕道沉积之 七的沙嘴前滨沉积
.

另外
,

在大塑水道的 卜覆层中也有 0
.

5一 Zm )和勺沙

牡
’

尸
一

交m ) 砂六
.

砂岩内具透镜状的板状交错层
,

孤立波痕以及平行层理
.

这种砂岩
·

么
_

州沂价沉积 ( w a s h o
ve

r )
,

它是风暴大浪超越滨岸某种障壁后形成的席状沉积
、

气
、

相组合分析及
一

占环境重建

体种沉积相从成因 卜可构成 几种相组合
.

奎
.

潮汐影响的相组合 ( A
. :)

伙种组介由 F :
、

F 3
、

F 、 和 F g 组成
.

在石梦 111组底部和白草坪组
,

此组合构成数 个川 !

变细的 序 叫 下部 以 F : 和 F
;

为 仁
、

向 仁逐渐变为 F 、 ,

F , 在 卜部常 见 (图 3)
`

F : ,

J f }

公 “
一

几戌有潮 卜带
.

F 、
则基本形成在潮间带

,

并可能包括潮 !: 带
.

石梦山组底部的潮汐沉于( i

要发
`
} 在向临 )

’ 一

海的宽阔的滨岸环境
,

因为广阔平缓的滨岸可大大地降低海水的能量
.

人
.

向

有列 ) 潮沙六的形成
.

但白草坪组潮汐沉积则可能发生在 一个受障壁保护的环境
,

这种附中

口
, , !

川 : : 、 梦 山组 顶部 出现的潮汐通道沉积和溢流沉积所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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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则可能由 f衍 日的潮流而被抹掉
.

另外
,

以上特征以及 F : 和 F :
与 F 6 之间没有 人酚沉科

-

间断表明
,

风暴作用和潮汐作用所影响的沉积可能同时发生在浅海的不同环境带 内
.

’

〔 们八
-

垂向的朴合并小代
一

表沉积条件大的改变
.

第 几种组合类型是 由 F 4
、

F 6 和 F :
组成

.

与第一种类型不同
,

F 4 是由时问 速度机小 扣

称的潮流形成的
,

同时它 与 F
6

和 F
二

在垂 向剖面 ?.I 频繁多次的重复
.

另外
,

组合中阿洲
·

砂岩

多为
`

卜
一

粗粒结构
,

井出现 少量细砾岩
.

砂岩矿物成熟度低
.

卜
’

6 和 F
:

明掀地
’ J 风暴

了
j
一

关
,

!川此
,

“
1时形成 F 4 的潮流很 可能由 f 风暴大浪的回流使其在 个方 向 卜得 以力}!强 少

,

种
, ,

}能性则是当时环境处 f 河 「I弯的前端
.

在这种情况下
,

风暴大浪回流 与河水 入海流祠结合

钩成更强的水流
,

从而极 大地增强 了向海方向的退潮流
,

这不但可产生较强的浅海梯
`这流

,

)!浪成 E
、

}(lJ 目加强了
1

个方向的潮流
,

形成 F 4
.

这种过程造成 了 F 6 和 厂4 在剖 向 卜 ,lI 现频

繁 交替的现象
`

F 4 中前积层的倾向为 2 60
。

一 280
0

.

根据区域地质分析
、 ’

匕日寸的滨 片线位

}
一

汝阳群沉积的东北方向
,

因此
,

这种流 向与当时的退潮流相 致
.

相对 J
二

海岸线 止日万洲
,

{

比较偏北西
,

这可能是由 于科 吸奥利力的作用而使水流向右偏离
.

由河流听供给的沉彩物价
_

河 ! I附近没有经强烈的改造
,

细粒物质又被水流携带到更远的地方
,

所以 其成分成热 珍较低

向 日结构较粗
`

总之 相卯 f杯全析表明
,

汝阳群是一个主要受潮汐和风暴影响的滨岸和内陆棚沉和
!护列

`图 1)
.

乙、梦山组最底部是在盆地裂谷期形成的以冲积和河流沉积 为 仁的快速沉积
,

这种

沉积被随后的海浸不断地改造
.

多转变为滨岸砾岩 石梦山组的 卜部 仁要由潮汐影响印村J组

汗构成
.

沉积环境 为 )
“ 阔平坦的滨面环境

.

卜部由潮汐 / 风暴结合影啊的相组 介的第 种类
`

叫组成
,

沉积 i
一

要发生在滨面和内陆棚环境
.

很明显
,

云梦山组沉积的 卜体受潮汐作片 的扮

制
.

1
`

l草坪组基 本由 F 、
构成

,

反映
一

种受障壁保护的潮汐沉积环境
.

北大尖组 由风暴彩响

的相组合和潮汐 / 风暴结合影响的相组合的第二种类型组成
.

这也反映
一种滨 向和内队棚环

境
,

片目
_

部分沉积可能发生在河口 湾前端
.

风暴作用是影响这一时期沉积的
一

i
一

要因素
.

寿士 穷呈 i
二目 卜门

像西前寒武纪汝阳群记录 了非常丰富的潮汐和风暴沉积
,

这为深入研究在这二种们用朴

制 卜的滨岸和浅海沉积环境提供了条件
,

同时也为进一步 了解浅海浊积岩演化等问题提供 J’

证据和资料
.

对 百梦 Llj组和北大尖组中沙浪沉积 以及它们厂
`

泛发 育特点的识别对正确认 识
`

场

时沉积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另外
,

对汝阳群沉积环境的重建也有助于对秦岭造 11
;

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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