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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晚元古代洛峪群沉积作用及环境演化

孟庆任 胡健 民

(西安地质学院 )

提 要 洛峪群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海侵 一海退沉积序列
。

早期海侵使得洛峪群底部滨岸沉积

逐渐被陆棚沉积所超覆
,

并造成典型的海绿石砂岩凝缩层
。

随后的海退导致明显的海岸进积
,

在垂

向上形成外陆棚 一内陆棚 一滨岸 /障壁岛一泻湖沉积序列
。

洛峪群中的硅质碎 屑岩沉积主要受风

暴控制
,

形成各种特征的丘状和洼状交错层 砂岩以及浅海浊积岩
。

洛峪群是华北地块南缘中
、

晚元

古代裂谷期的产物
.

并可能处于裂谷热沉降阶段的后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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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元古代洛峪群广泛 出露于豫西一带
,

并由硅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组成
。

下部碎屑岩层主

要为风暴控制的海岸和浅海陆棚相沉积
。

具鲍玛序列的薄层细砂岩是在外陆棚由浅海浊流沉

积而成
。

丘状交错层砂岩形成于风暴浪基面以上的 内陆棚环境
,

而洼状交错层砂岩以及复合交

错层和平行层状砂岩等则形成于内陆棚上部和滨岸环境
。

不同岩相所构成的相序明显地反映

了一个由海侵到海退的沉积环境演变
。

上部叠层石 白云岩
、

薄层泥质 白云岩以及与其共生的泥

岩是一套泻湖沉积
,

为海退序列最后阶段的产物
,

并且它本身也显示一种向上变浅的特征
。

整

个洛峪群的沉积作用和环境演化与豫西地区晚元古代裂谷发展有直接关系
。

1 区域地层和构造环境

洛峪群 自下而上由崔庄组
、

三教堂组和洛峪口组构成
,

并与下伏汝阳群北大尖组和上覆震

旦系黄连垛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

其时限大致与青白口系相当 (关保得等
,

1 98 0 )
。

崔庄组下部

为细
、

中粒石英砂岩
、

海绿石砂岩及少量长石石英砂岩和页岩夹层
。

中
、

上部主要由页岩组成
,

夹石英细砂岩和粉砂岩
。

三教堂组由石英砂岩组成
。

洛峪口组下部为页岩
,

中部为叠层石白云

岩
,

上部为薄层状泥质白云岩
.

豫西一带位于华北地台南缘
。

中
、

晚元古代时期
,

这一地带正处裂谷发育阶段 (孙枢等
,

19 8 2 )
。

以偏碱性钾玄岩为主的熊耳群火山岩以及汝阳群底部的小背沟组河流沉积代表了早期

强烈的烈谷沉降
,

而汝阳群和洛峪群则为晚期热沉降期的产物
。

由于热沉降期基底下沉速度缓

慢
,

造成区域性均匀的凹陷 ( M c K e nz i e ,

1 97 8 )
,

从而导致了这一阶段沉积环境的相对统一
,

广

泛发育以洛峪群为代表的浅海和海岸沉积
.

2 沉积相特征及解释

洛峪群主要由八种岩相组成
,

其中所有碎屑岩相组成了崔庄组和三教堂组
,

而部分泥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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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酸盐岩相则构成了洛峪 口组
。

交错层砂岩相 F(
:
)

此相 由细一中粒石英砂岩和少量长石石英砂岩组成
,

具槽状和板状交错层 (图版 I
,

l )
。

砂

岩底部为明显侵蚀界面
,

广泛发育冲刷及充填构造
。

沿交错层底部和细层常分布有 2 ~ c3 m 大

小的砾
。

相内普遍含海绿石
,

并可富集成层
。

交错层砂岩多出现在崔庄组底部
,

海绿石的大量出现指示了它是海侵初期阶段的产物

( v a n H o u t e n 。 n d P u r u e h e r ,

1 9 5 4 )
。

砂岩底部明显的侵蚀性
,

广泛的冲刷和充填构造以及普遍

含有层间砾岩等现象说明当时的沉积作用是在一种较高能量环境下发生的
,

即处于滨岸地带
。

在此环境下
,

较强的沿岸流
、

裂流以及可能的风暴大浪回流促使沉积物发生强烈的簸选
,

从而

把细粒及泥质物质携带到地内部
,

而只留下砂质物质并导致各种槽状和板状交错层的形成
。

平行层状砂岩相 ( F
Z
)

此相为具平行层理的细一中粒石英砂岩
。

内部细层平坦延伸或波状起伏
,

有时结合成厚层

块状
。

砂岩层底为侵蚀性质
,

顶面偶尔可见剥离线理以及对称的浪成波痕 (图版 I
,

2) 和不对称

的水流波痕
。

此相在崔庄组底部与交错层砂岩相紧密共生
,

并普遍含海绿石和夹有 2一 3 m 厚

的鲡状铁矿层
。

平行层状砂岩的形成一方面与上部水流动态的单向水流有关
,

另一方面也与对称的风暴

摆动流有关
,

或是在一种结合型水流过程中形成的 ( N ot vt ed t a n d K r e is a ,

1 98 7 )
.

它不但要求

有较多的沉积物供给
,

而且需要水流在沉积物表面产生高的剪切力
。

与交错层共生的平行层状

砂岩应与单向水流有关
,

其特点是细层平坦且粒度较粗
。

而与丘状交错层砂岩共生的平行层状

砂岩则多是由风暴摆动流或结合型水流形成的
,

其特点是细层波状起伏
,

颗粒细且岩层表面发

育浪线波痕
。

丘状交错层砂岩相 ( F
3 )

此相 由细粒石英砂岩组成
。

崔庄组顶部和三教堂组底部丘状交错 层规模比较小
,

一般覆于

平坦层状细砂岩上
,

或直接位于泥岩之上
。

底部具明显侵蚀性
,

含下伏层岩砾
,

向上逐渐过渡为

平行层状细砂岩和粉砂岩或泥岩
。

平行层状细砂岩表面可见到弯曲状或纺锤状的水下缩痕 ( 图

版 I
,

3 )
。

崔庄组中的丘状交错层砂岩的剖面结构非常类似于理想的含丘状交错层层序 ( D ot t

a n d B o u ; 9 0 15 ,

1 98 2
,

W a l k e r , e t a l
. ,

29 8 3 )
,

并反复出现多次
。

三教堂组中部的丘状交错层砂岩

比较厚
,

一般 3 ~ 4 m
,

多为结合型
,

在剖面上明显呈波状形态 (图版 I
,

4 )
,

但在侧 向上逐渐变为

平行层状砂岩相
。

内部细层平行于或部分呈低角度下超于 ( < 5
“

)层系界面
。

层系界面多具不连

续的 2一 c3 m 厚的泥质薄层
。

细层倾向呈发散状
,

倾角小于 2 00
,

多为 4一 1 5
” 。

部分丘状交错层

有侧向迁移的趋势
。

丘状交错层是与风暴作用有关的一种典型的沉积构造
,

并认为形成在正常浪基面与风暴

浪基面之间 ( H a r m S ,

et a l
. ,

1 9 7 5 )
。

底部侵蚀面 以及其上的丘交错层砂岩
、

平行层状砂岩等是

风暴期的产物
,

而上部并与下伏砂岩呈逐渐过渡的泥岩段则代表了风暴期后的安静的滨外沉

积
。

丘状交错层砂 岩与泥岩的反复出现指示了滨外环境周期性地受风暴作用的侵扰
。

交错层

的形成过程或被认为纯粹是 由风暴摆动流造成的 ( D ot
t a

dn B ou
r ge io s ,

19 8 2 )
,

或被认为由摆

动流和单向水流相结合而产生的 (S w ift
, e t a 】

. ,

1 98 3 )
。

三教堂组中部分丘状交错层具有侧向

迁移特征表时它是 由结合型水流形成的
。

然而
,

更普遍的情况是由二种水流产生的丘状交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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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

洼状交错层砂岩相 F(
`
)

此相由组一中粒砂岩组成
,

以发育洼状交错层为特征
。

这种沉积构造是一种碟形侵蚀洼

槽
,

其上的细层平行于侵蚀面发育
,

并 向洼槽中心加厚
,

而向两边缘减薄变平
,

逐渐上超于边缘

之上 ( L e e k i e a n d W
a lk e r ,

1 9 8 2 ) (图版 I
,

5 )
,

洼槽深度 s一 3 o e m
,

宽 3 0一 6o e m
,

底面有时发育

小型重荷模
。

在剖面上
,

洼状交错层很类似于槽状交错层
,

但前者的细层 比较平缓
,

并平行于底

部侵蚀面谐合发展
。

洼槽的宽度相对较大
、

较浅
,

而且在不同的垂面上显示大致相同的几何形

态 ( A ll e n a n d U n d e r h i l l
,

1 98 9 )
。

这些特点在三教堂组洼状交错层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

许 多研究结果证 明
,

洼状交错层是 由风 暴作用 产生的
,

主要发育在滨面带 ( eL
c k记 a n d

W a lk e r ,

1 9 8 2
,

M e C r o r y a n d W a l k e r ,

1 9 8 6 )
。

滨面带环镜的推测是根据洼状交错层砂岩大都出

现在丘状交错层之上
,

而同时又伏于海岸线和非海相沉积物之下而得出的
。

三教堂组洼状交错

层与丘状交错层和强烈冲刷构造共生
,

很少出现高角度交错层等现象也支持风暴成因的解释
,

说明洼状交错层是 由滨面带的砂质沉积物不断受到改造而成
。

然而
,

对于洼状交错层的环境意

义和成因仍有反对意见
,

认为这种沉积物构造是由单向水流产生的
,

并不一定出现在滨面环境

( lA le n a
dn U dn

e r
hil l

,

198 9 )
。

尽管如此
,

根据洛峪群中洼状交错层的三维剖面形态
,

细层低的

倾角
,

发散的倾向以及细层倾向并不与流水波痕走向呈垂直关系等现象
,

说明研究中所观察到

的洼状交错层是风暴成因的
,

并且从相邻环境演变的关系上也证明它是发育在滨面带
。

薄层细砂岩 /粉砂岩相 ( F
。
)

此相出现在崔庄组的上部
。

单层细砂岩和粉砂岩厚 0
.

5~ 4 c0 m
,

侧向延伸稳定
,

厚度变化

不大
,

局部有增厚或减薄的现象
。

层内沉积构造包括水平纹层
,

小型砂纹状交错层
、

粒序层或均

匀不显结构
。

单层底面截然
,

向上渐变为泥岩
,

内部结构类似于浊沉积岩中的鲍玛层序
,

即显示

T a b e ,

T b e d 和 T e d 等
。

在崔庄组上部
,

此相位于丘状交错层砂岩之下
,

且二者呈逐渐过渡关系
。

形成环境为风暴

浪基面以下的滨外地带 “ H o b d a y 。 J: d M or
t o n ,

1 9 8 4 )
。

与之互层的泥岩段为正常的背景沉积
,

而薄层状细砂岩和粉砂岩则是风暴引起的浅海浊流沉积
。

浅海浊流的形成主要与风暴浪密切

相关 (W al ke
r ,

1 9 84 )
。

在薄层砂岩底部不见槽模和沟模
,

这说明当时浊流为低密度稀释型
。

泥岩相 ( F
`
)

。

根据 出现的位置
,

此相可分为下泥岩相和上泥岩相两种
。

下泥岩相出现在崔庄组的中
、

上

部
,

构成较厚的 ( 10 一 20 m )的泥岩段
,

向上逐渐过渡为薄层细砂岩 /粉砂岩相
。

上泥岩相出现在

洛峪口组下部
,

为紫红色和绿色页岩
,

并夹有泥质白云薄层或透镜体以及菱矿结核等
,

其上被

叠层石白云岩所盖
。

下泥岩相中保存完好的水平纹层说明它是由悬浮沉积形成
,

并不受波浪和水流的改造
。

碳

质和黄铁矿的出现显示当时为一种缺氧环境
。

因此
,

下泥岩相形成于相对较深的外陆棚环境
。

此相在剖面上过渡为滨外带形成的薄层细砂 /粉砂岩相的实事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解释
。

上泥岩

相本身也显示出一种低能量环境下的沉积
,

并 向上过渡为叠层石白云岩
,

而叠层石又多形成于

盐度较大的条件下 (J
a m e s ,

1 9 82 )
。

因此
,

上部泥岩产生于一种受限的封闭环境
,

即泻湖环境
。

叠层石白云岩相 ( F
7
)

此相出现在洛峪 口组
。

叠层石据其形态可分为球形
、

育形和层状三种
。

·

球状叠层石直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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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Zm
,

外形不规整
。

叠层石间夹泥岩和少量泥砾
,

或被泥膜所包
,

侧旁和顶部显侵蚀特征
。

弯

状叠层石呈向上突起的拱形 (图版 I
,

6 )
,

侧向相互连结
,

其间见夹有小型柱状叠层石层
。

层状

叠层石侧向延伸平稳 (图版 I
,

7 )
,

局部具小的突起
。

由上部泥岩相过渡到叠层石白云岩相
,

其

间还普遍夹有 5一 10 m 厚的一层极不平整
、

厚度变化较大的泥质白云岩
,

或泥质白云岩透镜体

(图 3 b )
。

现代叠层石主要发生在超盐度环境下的潮间和潮上带
,

但在前寒武纪
,

由于不存在捕食生

物
,

所以当时叠层石的生长可出现在潮下带较深的范围
。

叠层石的发育需要一个固定的基底
,

而洛峪口 组上泥岩相顶部的泥质白云岩层正为其提供了比较固定的底板
。

叠层石的生长形态

与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 H of f m a n ,

1 97 6 )
。

在前寒武纪叠层石层序中
,

育状和柱状叠层石被认为

形成于潮下带
,

而层状叠层石则多发育在潮间带 ( S ou ht g a t e ,

198 9 )
。

洛峪 口组叠层石相在垂向

上总体显示一个由不规整球形~ 育形 /柱形~ 层状的变化趋势
。

球形叠层石边界的侵蚀性质暗

示了其遭受水流明显的冲蚀
。

弯状叠层石直接覆于球状叠层石之上
,

并且不显示被水流冲刷的

迹象
,

这又反映了一种水下安静的环境
。

因此
,

由球形到弯形叠层的变化代表了一种短暂快速

的水面上升过程
。

而随后由弯形
、

柱形 向上逐渐过渡为层状叠层石又反映了主要的向上变浅的

沉积层序 ( J
a m e s ,

1 9 8 2
,

S o u t h g a t e ,

1 9 8 9 )
。

薄层泥质白云岩相 (F
。
)

此相 出现在洛峪 口组顶部
,

为灰 色和紫红色泥质白云岩夹紫红色页岩组成
。

层中普遍发育

板条状白云岩砾
、

页岩片和菜花形倦石 团块
。

岩层表面出现帐蓬构造 ( 图版 I
,

8 )
,

并偶见干裂

和槽状溶解面等现象
。

薄层泥质 白云岩直接覆于层状叠层石白云 岩之上
.

并出现帐蓬构造
、

干裂和槽状溶解 面

等
,

这不仅显示它与下伏叠层石白云岩相共同组成一个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
,

而且反映它是在

一种干热或半干热
、

并经常出露于水面之上的环境下形成的 ( R e a d a :飞d G r o v e r
.

1 9 7 7 )
。

菜花形

隧石则可能是通过硬石膏硅化而成 ( C ho w n S a n
d lE k i n s

.

1 9 7 4 )
。

特别是帐蓬构造的发育更进

一步指示当时沉积在一种受限环境 ( A
s s e r e t o a n d K e n d a l l

·

1 9 7 7 )
。

3 相组合与沉积相序

3
.

1 组合 I ( A :
)

— 滨岸 /障壁岛沉积

此组合主要由 F
; 、

F :

和 F `

组成
,

代表了受风暴控制的滨岸沉积
。

A
,

出现在崔庄组下部

( A
I .

)和三教堂组的上部互A
, b

)
。

A
l .

是以 F
;

和 F
:

为主
,

并以普遍含海绿石为特征
。

海绿石常集

中出现
,

形成 l ~ Zm 厚的
“

绿色层
” ,

内部具有明显的冲刷面
。

另外
,

还可见到 2一 3 m 厚的鲡状

铁矿层
。

这种现象是 由风暴作用造成的一种凝缩层 ( G eb h a r
d

,

1 9 8 2 )
,

并且多发生在海侵阶段

( L o u it t e t a l
. ,

1 98 8 )
。

因此
,

A
, .

主要为风暴控制下海侵开始阶段的产物 (图 1 )
。

A ; 、

的特点是

其下部以 F
.

为主
.

而向上 F ,

和 F :

逐渐发育
,

并且多表现为厚层或块状石英砂岩
。

洼状交错层

的广泛发育指示 A
, 、
的下部代表了由风暴控制的滨面带沉积

,

而上部具小到中型槽状交错层

和 少数板状交错层的块状砂岩则代表了浅的水道沉积 ( R e isn o n ,

1 9 8 4 )
。

另外
,

又 由于 A : 、
直接

覆于丘状交错层上
,

而又被泻湖沉积覆盖
,

这样
,

三教堂组上部的 A : 、

实为一种障壁岛沉积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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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崔庄组上部至洛峪口组下部典型的

沉积相序及其环境解释

1
.

平行 层状砂岩相 ( F : )
.

2
.

交 错层砂岩相 ( F , )
,

3
.

注状交 错

层砂岩 相 ( F
. )

,

4
.

冲刷 构造
,
’

5
.

丘状交错层砂岩相 ( F
、

)
, .

6
.

具鲍玛层序的薄层细砂岩 /粉砂岩相 (F S )
, 7

.

砂岩 /泥砂

F ig
.

2 T y p ie a l s e q u e n c e f r o
m U p p e r

C
u i z

h
u a n g F o r -

m a t i o n t h
r o u g h aS

n
j i

a o r a n g F o r m a t i
o n t o

L o w e r L u o )
,
u k o u F o r m a t io n ,

w i t h
s u g g e s t e d

。 n v i r o ” m o n t a 、 、n t e r p , 。 t a t i o n s
.

1
, p a r a ll e l

一 s t r a t if ie d s a n d s t o n e ( F
:

)
; 2

, e r o s s -

s t r a t i f i
e d s a n d s t o n e ( F

, ) ; 3
. s w a

l
e y s t r a t if i

e d

s a n d s t o n e ( F
.

) ` 4
, s e e u r s ; 5

.

h
u m m

o e
k
一 s t r a t i

-

f ie d s a n
d

s t o n e ( F ,
)

; 6
, t h i n 一

la y e r e
d f in e 一

g r a i n e
d OB

u m a 一 t y P e s a 刀 d a t o n e ( F
。 ) ; 7

, s a n d
-

s t o n e /nr u d s t o n e
.

租砂中砂.砂里.砂

图 l 崔庄组底部剖面

显示主要 由交错层砂岩相 ( F
, )和平行 层状砂岩相 ( F : )组成

.

层内冲刷充填构造发育
.

结 合型海绿 石砂岩是海侵期由于风

暴反复作用 而形成的凝缩层
.

F 19
.

1 M
e a s u r e d s e e t io n f r o rn l o w o r p a r t o

f

C u i Z h u a n g F
o r m a t io n , s h o w i n g p r o d o m l -

n a n e e o f e r o s s 一 b e dd e d a n d P a r a l le l
一

b
e d

-

d e
d

s a n d s t o n e
f

a e i e s
.

S
e o u r a n d f il l

s t r u e t u r e s a r e e o m m o n
.

T h
e a

m
a l g a m a t -

e
d g l

a u e o n i t ie a r e n i t e 15 t h
e c o n d e n s e d

f a e i e s
f

o r m e d b y r e p e a t e
d

s t o r
m

e v e n t s

d
u r i n g t h

e t r a n s g r e s s io n
.

3
.

2 组合 I ( A
Z
)

— 外陆棚沉积

此组合主要由 F
`
和 F 。 组成

,

发育在 崔庄组的中部
,

A
:

中的 F
。

为滨外悬浮沉积
,

而 具鲍

玛结构的 F
S

则为浅海浊积岩
。

F 。

在 A
:

的剖面中向上逐渐占导地位
,

细砂岩 /粉砂岩增厚
。

鲍

玛层序也 自下而上 由 T cd 变为 T a b 。 和 T a e 。

因此 A
:

也显示一个 由远端向近端的沉积过程
。

浅海浊积岩一般多形成在风暴浪基面以下的外陆棚环境 ( w a lk e r ,

1 9 8 4 )
,

这一点可以由 A
:

中

缺乏对称的浪成波痕以及泥岩相反映深水缺氧的情况得以充分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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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云石态形之长毛交

入价 |

l | 1
1

|l

…
弯愁扣仕形球状

3
.

3组合 l( A
3

)

—
内陆棚沉积

由 F
3、

F
:

和下泥岩相 F 。

组成
,

发育在崔

庄组顶部和三教堂组的下部 (图 2 )
。

在剖面

上
,

F
,

自下向上逐渐 占主导地位
,

同时丘状

交错层的规模也由小变大
。

与理想的丘状交

错层层序 相 比 ( W a lk e r e t a l
. ,

1 9 8 3 )
,

A
。
的

下部主要表现为 B H F X M 和 H F M 结构
,

而

间上则逐渐发展为 H F 和 H H H 结 构
,

即最

后表现为结 合型丘状交错层砂岩
,

并且局部

与注状交错层共生
。

丘状床砂的波长一般是

随 水深 的增 加 而 减 小 ( A l l e n a n d P o 。 n d
,

1 9 8 5 )
。

因此
,

A
,

由下向上代表了水深变浅
,

沉积 由远端向近端转变的一个进积过程
。

泥

岩相是平静期的背景沉积
。

在正常浪基面以

下
,

虽大的风暴对泥岩有一定的侵蚀作用
,

但

它一般仍易保存下来
。

然而
,

愈靠近滨岸
,

除

受风暴影响外
,

还将受其它各种水流的作用
,

所以泥岩发育不好或缺失
。

丘状交错层发育

说明当时沉积发生在风暴浪基面以上
。

因此
,

A
3

是一套典型的内陆棚沉积
。

3
.

4 组合 VI ( A
`
)

—
;写湖沉积

此组合由上泥岩相 F 。
、

F
:

和 F
。

组成
.

并

且在剖面上
,

A
`

下部为上泥岩相
,

中部为叠

层石白云岩
,

而上部为薄层泥质白云岩
。

洛峪

口组实际上就是 由 A
;

组成
。

A
.

中各相的沉

积特 征都 明显地反映出一种受 限的沉积 环

境
,

如帐蓬构造和菜花形隧 石结 核的发育
。

A
。

下部的泥岩直接盖在结构和矿物成熟度

极高的石英砂岩之上 ( A 、 。
)

,

这指示了由于海

平面的相对下降
,

障壁岛间 海方向的迁 移
,

从

而导致障壁后泻湖沉积直接进积于障壁砂岩

之上
。

F 7

内部叠层石形态在垂向上的变化和

F 。

中干裂 等现象的出现表 明水体进一步变

浅
,

并最终露于水面之上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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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洛峪 口 组总体向上变浅层序以 及 内部

岩相 ( F
。 .

F
7
)的特 征

。
.

洛峪 口 组沉 积 剖面
;
b

,

登 层石 生 长形 态在垂向上 显示 由

球形
一

弯形 “ 住形
一

层状的变 化趋势
; 、

.

上部 薄层质 白云 岩普

遍发育帐蓬构造
.

泥 裂和菜花形琏石 结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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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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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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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种组 合在洛峪群中按 一定的顺序出现
,

清楚地反映出一个完整的海侵到海退的沉

积序列
。

A 、 .

出现在洛峪群的下部
,

代表了海侵开始阶段的沉积
。

然而
,

此阶段的沉积厚度很小
,

仅占整个沉积序列的 10 一 1 5%
。

A
、 .

中海绿石凝缩层的发育不仅说明它们反复长期地 受海浪

或风暴的改造
,

而且暗示了当时海侵速度缓慢
。

这种情况极不利于海侵沉积的发育以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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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 pi n o an S dn a d e r,

1 9 8 0 )
,

因此
,

造成了洛峪群海侵层序不发育的现象
。

崔庄组 中部的 A
:

代表了海侵的最盛阶段
,

发育了外陆棚的泥质沉积和浅海浊积岩
。

然而
,

由崔庄组上部开始
,

沉

积基低又重新受风暴作用影响
,

由外陆棚逐渐转为内陆棚沉积 ( A
3
)

。

三教堂组上部的 A
: 、
和 A ;

代表了进一步的海退而导致的障壁岛和泻湖沉积
。

很 明显
,

在这一从海侵到海退的程序中
,

海

退序列 占主要部分
,

反映海退沉积一般 比海进沉积具有较大的保存潜力
。

图 4 为洛峪沉积模

式
。

图 4 洛峪群沉积模式

标有数字箭头表示各种水 流
.

1
.

沿岸流 ; 2
.

风暴大浪回流 ; 3
.

地转 流 ; 4
.

向岸风暴浪
; 5

、

浅海密度流 (浊流 ) ;

M S L 一平均 海

平面 ; FW W B一 正常天气浪墓面 ; S W B 一 风暴浪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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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峪群沉积序列的发展实际上与当时豫西地区裂谷构造演化相一致
。

裂谷盆地的沉降一

般明显地分为二个阶段
,

即早期的起始或裂谷沉降和晚期的热沉降 ( M c K e nz i。
,

1 9 8 7 )
,

并且早

期的起始沉降比较短暂和强烈
,

而随后的热沉降则相对缓慢
。

汝阳群和洛峪群底部被认为发生

在当时裂谷盆地热沉降阶段的早期
,

而洛峪群的主体则处于热沉降的后期阶段
。

热沉降的早期

阶段 由于相对较快
,

所以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

从而造成海侵沉积序列的形成
。

到热沉降的后期
,

由于沉降速率降低
,

沉积速度逐渐超过基底的下沉速度
,

从而导致海平面的相对下降
,

造成海

退沉积序列的发展
。

收稿 日期
: 一9 9 2年 6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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