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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矿田中泥盆统碳酸盐岩沉积微相
、

微相组及其环境分析

宋春晖 武安斌

(兰州大学地 质系 )

提要 西成地区中泥盆统碳酸盐岩分布广泛
,

岩石类型多
,

相变急剧
。

本文以结构成因分类

为基础
,

将本区碳酸盐岩归纳为四类 26 种微相
,

并分析了每种微相的基本沉积条件和形成环境
.

据区内微相的相邻和共生关系
,

建立了 10 个主要微相组合
,

并解释了各种微相组的沉积环境及其

演化
。

根据微相组控矿
,

提出半开阔台地凹 陷盆地和生物滩 (层 )礁后浅水盆地是本区碳酸盐型铅

锌矿成矿的有利环境
.

关键词 碳酸盐岩 沉积微相 微相组合 沉积环境

第一作者简介 宋春晖 男 33 岁 讲师
、

沉积学硕士 沉积学

位于甘肃境 内的西成铅锌矿田其控矿地层属于泥盆统安家岔组 ( D玉
.

)和西汉水组 ( D么)
.

含矿岩系由一套海相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组成
。

由于该矿田包括了众多的大中型层控铅锌矿床
.

已引起国内外地质界广泛重视
。

但以往的研究侧重于矿床方面
,

而沉积岩石学方面
.

因岩性复

杂
、

岩石类型较多
、

相变急剧以及变质作用等因素
,

则研究的较少
,

特别是对含矿性和发育 良好

的碳酸盐岩研究得不够
。

本文在区内十余条实测剖面沉积相研究和几百个碳酸岩薄片
、

光片鉴

定基础上
,

对碳酸岩进行详细的沉积微相
、

微相组合及沉积环境研究
,

以期能弥补这方面的不

足
。

1 微相类型和其形成环境分析

本文把沉积微相理解为能反映一定沉积条件的岩石单位
,

是岩石微观的沉积相标志
,

即叠

加有沉积环境意义的岩石类型
。

西成矿田中泥盆统地层中
,

碳酸盐岩约占各类岩石总厚度 的

4 0 %左右
,

它不仅是该矿田最重要的控矿岩石
,

而且具分布广
、

种类繁多的特点
。

以结构成因分

类为基础
,

按其特征
,

把本区碳酸盐岩归纳为四类
、

二十六种微相
。

1
.

1 颗粒碳酸盐岩类 ( M G )

颗粒碳酸盐岩是指由颗粒支架和亮晶或泥晶胶结的灰 (云 )岩
,

其中颗粒含量大于 50 %
。

按颗粒的种类和亮晶或泥晶胶结
,

该类可分为七种微相
。

1
.

1
.

1 亮晶团粒灰岩 ( M G
,
)

分布于江洛
、

歇台寺
、

广金坝等地
。

呈薄至中层状
,

具有块状构造或交错层理
。

团粒由泥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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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粒和泥晶包壳团粒 ( 贝壳碎屑为藻类泥晶化作用形成 )组成
,

一般浑圆状
、

粒径 0
.

5 ~ l m m
,

含量 50 ~ 60 % ;
偶见团块 (或葡萄石 )

,

其呈似竹叶状
,

长 1一 cZ m
,

含量约 10 %
。

颖粒间主要被

亮晶胶结 (图版 I
,

3 )
。

泥晶套和亮晶胶结是潮汐浅滩的标志
.

该微相类似于威尔逊的 S M F
一

11

微相
。

1
.

1
.

2 亮晶鲡粒灰岩 (M G
:

)

主要分布于矿田西部
,

呈中至厚层状
.

缅粒呈圆或椭圆形 (图版 I
,

l )
,

含量 55 一 75 %
,

主要

粒径为 。
.

25 ~ 。
.

4 m m
.

在上巷一带
,

鲡具放射状结构
,

缅壳大于缅核心
,

属相对低能缅粒
。

在店

子沟一带具放射状和同心纹结构
,

层纹 1一 3 圈
,

属高能师粒
。

岩石中含 5~ 15 %生物碎屑
,

及

不定量石英等陆源混入物
。

粒间主要由亮晶胶结
。

据其特征
,

表明形成于潮下浅滩环境
。

1
.

1
.

3 层孔虫包粒灰岩 ( M G
3
)

仅见于歇台寺一带
,

呈薄层状
,

具块状构造或交错层理
.

层孔虫呈同心园状构成包壳
,

核心

一般为腕足类
、

珊瑚
、

海百合茎等生物碎屑
,

最大者直径可大于 1c0 m
。

此外
,

岩石中也多见腕足

类
、

海百合茎等生物碎屑
。

包粒和生物碎屑粒间主要由亮晶胶结
,

显示潮汐浅滩沉积特点
.

1
.

1
.

4 亮晶砾屑灰岩 ( M G
`
)

中至厚层状
,

主要由粒径 2一 18 m m
、

形状不规则的内碎屑组成
,

含量 “ %左右
。

砾屑 由泥

晶灰岩
、

含生物泥晶灰岩组成
。

含不定量的珊瑚
、

棘皮动物碎屑及少量砂屑
,

胶结物以亮晶方解

石为主
。

代表高能沉积环境
。

1
.

1
、

5 生物碎屑灰岩 ( M G
。

)

分布较普遍
,

呈薄至 中层状
,

具波状层理
、

水平层理及斜层理
。

岩石中生物碎屑含量 40 一

50 %
,

主要为棘皮类
、

腕足类
、

层孔虫
、

珊瑚等
,

含少量球粒
、

砂屑
。

上述颗粒具有一定磨圆和分

选
,

粒间以亮晶胶结为主
。

属潮下高能带 (生物滩相 )产物
。

1
.

1
.

6 泥晶内碎屑灰岩 ( M G
。
)

中至薄层状
,

具微细交错层理
、

包卷构造
、

重负荷
`

内碎屑由泥晶灰岩和含生物泥晶灰岩组

成
,

约占 6 0 ~ 7。%
。

含大量陆源碎屑物质以及不定量藻屑和腕足类
、

海百合茎等生物碎屑
。

粒

间主要由泥晶充填
,

呈多粒度支架型结构
。 “
结构退变

”
现象反映其形成于水动力条件较复杂的

环境
。

据内碎屑颗粒大小
,

主要分为粉屑灰岩和砾屑灰岩 (图版 I
,

2 )
。

前者主要分布于矿田西

部
,

常与潮间带产物共生
; 后者见于厂坝

、

董河等地
,

属中低能为主的如台地边缘 一上斜坡环境

产物
。

在毕家 山
、

页水河等地钙质泥岩中
,

见薄层扁豆状灰岩
,

其扁豆体一般长 1一 c3 m
、

宽 。
.

5

一 cI m
,

呈似层状平行层面排列
,

属砾屑灰岩层内再造作用形成
。

1
.

1
.

7 礁砾屑灰岩 ( M G
7
)

仅分布于董河
、

石湾下一带
,

呈深灰色中至厚层状
。

砾屑含量 40 一 60 %
,

由生物灰岩和生

物骨骸组成
,

粒径一般 c4 m
,

最大者 1 c5 m
,

磨圆
、

分选差
,

呈杂乱无序结构
.

填隙物为砂屑和沉

晶方解石
。

该岩石类似于威尔逊的 S M F
一

6微相
,

与生物礁共生
,

表明形成于 台地前斜坡环境
.

上述前五种微相的基本特征反映主要形成于浅水高能动荡水动力条件的滩相环境
,

波浪

和潮汐对沉积物强烈扰动以及簸选作用
,

使颗粒破碎磨蚀
,

粒间泥晶和细粒物质被冲走
,

成岩

期形成普遍的亮晶胶结
。

就其沉积能量而言
,

前五种微相由高到低 相对顺序
:

M G一M G
Z
一

M G
。
一M G

,

一M G
, ;而后两种微相的共同结构特征表明

,

属在水能多变
、

缺乏持续高能条件的

非滩相环境中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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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粒泥碳酸盐岩类 ( G M )

粒泥碳酸盐岩类是由灰 (云 )泥支架
、

颗粒含量 10 ~ 0 % 5的灰 (云 )岩
。

它是本区主要岩石

类型
,

按颗粒类型和特征构造分六种微相
。

1
.

2
.

1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G M
;
)

分布较普遍
,

见于画眉山
、

草关等地
,

呈中至厚层状
。

生物碎屑是破碎的原地生物介壳和骨

骸
,

分选和磨圆差
,

含量变化甚大
,

一般 15 一 30 另
.

泥晶基质中常见粉屑状泥晶颗粒
。

生物介壳

和骨骸受微生物钻孔或波浪搅动而破碎
,

表明形成于正常海水循环的浅水环境
。

该微相类似于

威尔逊的 S M F
一

g 微相
。

1
.

2
.

2 内碎屑含生物泥晶灰岩 ( G M
Z
)

分布于画眉山
、

草关等地
,

呈中至厚层状
。

内碎屑由原地泥晶灰岩和含生物泥晶灰岩组成
,

据内碎屑大小
,

主要分为砂屑泥晶灰岩和砾屑泥晶灰岩
,

前者分布较普遍
。

内碎屑含量变化大

( 15 ~ 30 % )
。

含原地珊瑚
、

棘皮类
、

腕足类等化石
,

具水平
、

微细交错和小型交错层理
。

上述特

征表明其形成于开阔台地中等能量环境
。

1
.

2
.

3 碳质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G M
3
)

分布较广
。

含碳高呈暗色
,

中至薄层状
,

具有水平层理和微细斜层理
。

主要 由泥晶方解石

(厂坝一向阳山一带重结晶为粗晶方解石 )组成
.

含 10 一 25 %生物碎屑
,

主要是层孔虫
、

珊瑚
、

腕足
、

棘皮类
,

呈砂至细砾级
,

分选和磨圆中等 (图版 I
,

10 )
。

常见少量陆源粉砂级物质
。

岩石具

双粒度双模式
,

表明在高能环境形成的生物碎屑被搬运到低能环境与灰泥一起堆积形成
。

该微

相是厂坝
、

李家沟
、

洛坝
、

毕家山
、

邓家 山等矿床控矿岩石之一
。

1
.

2
.

4 微层纹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G M
、

)

分布于洛坝
、

邓家山
、

页水河等地
,

呈中至薄层状
。

在薄片中
,

见十分发育的微层纹
,

纹层一

般小于 l m m
,

表现为浅色富屑层 (粉晶方解石组成 )与暗色富藻纹层 (泥 晶方解石组成 )构成微

细韵律 (图版 I
,

7 )
。

其中含 10 ~ 30 %广盐度原地生物碎屑
。

藻层纹构造反映地面平坦和浪潮作

用微弱的潮坪环境
,

广盐度生物反映局限环境
。

该微相类似于威尔逊的 S M F
一

19 微相
。

1
.

2
.

5 含铁白云石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G M
S
)

因含碳质较高及发生了硅化作用
,

岩石呈暗色
,

致密坚硬
。

生物碎屑主要是层孔虫
、

珊瑚
、

棘皮类 (图版 I
,

9 )
,

含量 25 %左右
。

岩石中见锥状的竹节石
。

基质为泥晶
。

由于该岩石常与生

物滩 (层 )礁相共生以及本身特征
,

表明其形成于封闭
、

能量较低的生物滩
、

礁后浅水盆地环境
。

该岩石中含不定量
、

呈星点状散布和沿缝合线断续分布的铁 白云石
,

其晶形好
、

具环带构造
、

表

面混浊不清
,

系成岩后生期 白云岩化产物
,

白云岩化溶液与成矿溶液有关
。

该微相分布较广
,

是

洛坝
、

庙沟
、

邓家山
、

页水河等矿床重要含矿岩石之一
。

1
.

2
.

6 团粒泥晶灰岩 ( G M
`

)

分布于江洛
、

画眉山
、

草关等地
,

呈中至薄层状
。

团粒含量 20 一 25 %
,

分散于泥晶基质中
,

由泥晶构成
,

基色暗
,

不显内部构造
。

本区团粒存在三种成因类型
:

①生物贝壳碎屑为藻类泥晶

化作用形成
;②由蓝绿藻类破碎而成的

“

藻尘
”

经过凝聚
、

加积
、

滚动形成 ;③由泥晶质粒被磨蚀

形成
。

该微相形成于低至中能量浅水环境 中
。

1
.

3 灰泥碳酸盐岩类 (M )

灰泥碳酸盐岩是指由灰 (云 )泥支架并且颗粒含量 < 10 %的灰岩和白云岩
,

是本区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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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石类型
。

按成分和沉积组构可分为九种微相
。

1
.

3
.

1厚层泥晶灰岩 ( M
,
)

分布广泛
,

具水平层理或块状
、

条带状构造
。

主要由泥晶组成
,

含不定量的正常盐度原地生

物化石
。

表明形成于能量很低的开阔台地环境
。

该微相在周家庄
、

磊石山
、

江洛等地为灰
、

灰黑

色泥晶灰岩
,

而在吴家 山隆起区四周的徐明山
、

石鼓子
、

关子沟
、

海酒 山等则为白
、

灰白色大理

岩或结晶灰岩
.

1
.

3
.

2 白云质灰岩或灰质 白云岩 ( M
:

)

呈中厚层状存在于 M
,

微相之间
,

其 中方解石为中~ 粗晶粒
,

白云石呈细一中晶粒
,

其它

特征类似于 M
,

微相
。

该岩石是在准同生成岩期
,

发生选择性 白云岩化形成
。

1
.

3
.

3 条带状碳质泥晶灰岩 ( M
J
)

中至厚层状
,

主要 由泥晶方解石 (重结晶为中晶方解石 )组成
,

含碳质高
,

具水平层理
、

小层

交错层理
、

波状层理
,

发育条带状构造
。

按条带成分不同分为泥质
、

碳质和缝石条带三种类型
。

属台凹低能环境的产物
。

该微相是厂坝
、

李家沟
、

向阳山等矿床主要 控矿相之一
。

1
.

3
.

4 鸟眼泥晶灰岩 ( M
4
)

分布于洛坝
、

厂坝等地
。

主要由泥晶方解组成
。

含少量原地生物碎屑
,

一般为层孔虫
、

腕足
、

棘皮类碎屑和藻屑
。

鸟眼形状不规则
,

一 般长 2一 S m m
,

宽 1~ Zm m
,

彼此孤立呈蠕虫状
,

有时

彼此相连略显纹状外貌
,

孔内由中粗亮晶方解石充填
。

此种鸟眼是藻类被沉积覆盖后
,

经腐烂

充填形成
。

该微相属潮间带产物
。

1
.

3
.

5 含竹节石碳质泥晶灰岩 ( M
,

)

分布较广
,

主要由泥晶组成
,

含碳质
,

具水平层理
。

岩石中见长条尖锥状竹节石
、

完整介形

虫以及海百合茎化石 (图版 I
,

5 )
,

含量 10 %
,

呈单粒度基底型结构
。

此外
,

岩石具白云石化和硅

化
,

发育微细缝合线构造
.

白云石化和硅化与矿床改造期成矿溶液有关
。

按其组成和化石特征
,

表明形成于静水低能还原泻湖环境
。

该微相是洛坝
、

页水河
、

邓家山等矿床控矿岩石之一
。

1
.

3
.

6 含生物粉砂质泥晶灰岩 (M
.
)

分布普遍
,

常夹于千枚岩之中
,

呈薄层状
。

主要由泥品方解石组成
,

含少量完整微体介形虫

化石和腕足
、

棘皮类碎屑
。

常含 15 % 士的陆源粉砂物质
。

具有水平层理
,

条纹
、

条带状构造
,

并

存在小间断面 (图版 I
,

1 1) 和局部生物搅动构造
,

表明其形成于正常浪底的静水环境
。

该微相

类似于威尔逊的 S M F
一

8 微相
。

1
.

3
.

7 含生物暗色泥晶灰 ( M
,

)

分布较广
,

呈灰黑色
、

黑灰色
,

主要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

含微体完整介形虫化石
。

具均匀泥

晶结构
,

水平层理
。

属静水低能环境的产物

1
.

3
.

8 块状或层纹状 白云岩 ( M . )

分布于厂坝
、

李家沟一带
,

呈乳白色
、

具砂糖状断面
。

白云石含量大于 95 %
,

呈细晶
、

它形

粒状为主
。

偶见石英
、

透闪石等矿物
,

缺乏生物化石
。

具块或层纹状构造 (图版 I
,

4 )
。

层纹由碳

质
、

泥质和少量灰质组成
,

系蓝绿藻捕捉沉积物形成
。

岩石化学分析表 明 aB O 和 M g O 含量高
。

其特征反映形成于低能
、

高盐度的泻湖环境
。

1
.

3
.

9 具泥裂白云岩 ( M
,

)

分布于厂坝
、

李家沟一带
,

呈薄至中层
、

致密块状
。

主要由白云石组成 ( > 90 % )
,

呈它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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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自形
,

细至中粒状
,

缺乏生物
。

具鸟眼构造
,

其鸟眼边界呈不规则火焰或顺层长扁豆状
,

系干

缩孔充填成 因
。

层面具类干裂构造
,

呈不规则状
,

被白云石
、

石英等充填
。

其特征反映形成于潮

上环境
。

1
.

4 礁灰岩类 ( R )

礁灰岩是指 由原地固着造礁生物支架并且生物含量大于 3 0 %的灰岩
。

按其特征可分为四

种微相
。

1
.

4
.

1 生物骨架岩 ( R
.

)

仅分布于董河一带 由块状和板状层孔虫以及群体珊瑚组成坚固的抗浪格架 (图版 I
,

8 )
,

主要附生生物为腕足类
。

生物含量 3 0 ~ 60 %
。

骨架间由藻类
、

泥晶
、

团粒以及生物碎屑充填
。

具

块状
、

斑杂状构造
。

系成礁时期较安静环境缓慢沉积的产物
.

该微相与威尔逊的 S M F
一

7 微相类

似
。

1
.

4
.

2 生物包覆和粘结岩 ( R
:

)

仅见于董河一带
。

常见两种
,

其一由层孔虫裹在珊 瑚之上
,

形成层孔虫与珊瑚类的纹层互

层 ; 其二为苔鲜虫分泌钙质粘结外来物质而形成管室
,

并与藻粘结同时交替进行
,

使分散生物

碎片粘结在一起
。

上述包覆与粘结形成的礁灰岩是成礁早期 (拓殖阶段 )较安静环境缓慢沉积

产物
。

1
.

礴
.

3 生物灰岩 ( R
:

)

分布较广
。

一般由原地 固着生长的层孔虫和珊瑚构成骨架
,

密集处生物含量大于 50 %
,

骨

架间由泥质
、

生物碎屑
、

泥晶充填 (图版 I
,

6 )
。

按生物种类
,

主要可划分为珊瑚灰岩和层孔虫灰

岩
。

在焦沟
、

庙沟等地
,

粉砂岩
、

泥质岩夹珊瑚灰岩层序表明
,

在珊瑚礁发育过程中周期性出现

混水沉积
,

不利于厚大的生物礁发育生长
,

仅形成小型点礁
。

在邓家山
、

页水河
、

洛坝等地
,

造礁

生物以顺层排列为主
,

形成珊瑚灰岩和层孔虫灰岩
,

而且其生物灰岩以具一定地层层位
、

厚度

不大
、

延伸较广为特点
,

表明属层礁相的产物
。

1
.

4
.

4 “
瘤状

”
层孔虫灰岩 ( R

;
)

见于洛坝一带
,

呈斑杂状
、

似眼球状
,

薄至中层
。

主要由指头状或树枝状单体层孔虫和其碎

屑顺层紧密排列成
“

瘤状
” 。

层孔虫体 内由亮晶方解石充填
,

一般长 2 ~ c4 m
,

宽约 cI m
,

含量

8 0 %左右
。

层孔虫间由泥晶
、

碳质和粉屑充填
.

按其特征和具一定层位
,

表明属生物层礁产物
。

2 微相组合及其环境解释

由于单微相进行环境分析常有片面性和不确定性
,

所以笔者又采用微相组合的方法
,

综合

分析解释其沉积环境及其演变
。

本文对研究区主要存在的微相组合归类为十个基本相组
:

2
.

1 相组 M
, 一

M
z一

M
3
(图 l a )

见于昊家 山隆起区 D么组下段
。

其中以 M
.
(结晶灰岩或大理岩 )为主

,

夹数层 M
: 。

有时

G M
.

取代 M
: ,

呈 M 一G M 一 M
:

形式
。

M
,

无任何波浪标志以及不与其它高能微相共生
,

显然其

形成于正常浪基面之下
,

但又缺乏任何斜坡环境标志
,

所以属开阔台地低能环境
。

从 M
,

到 M
Z

可视为一个沉积层序
,

代表了地壳运动
,

使台地抬升
,

蒸发作用使浓缩的海水残留在沉积物孔

隙和层间
,

导致上部的 M
,

准同生选择性 白云岩化形成 M
: 。

因此
,

该相组代表周期性上升下降

的开阔台地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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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微相组合类型及其环境解释

T y p e o f m i e r o f a e i e s a s s o e i a t i o n s a n d t h e e x p l a n a t i o n t h e i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1
.

水平层理
, 2

.

条纹
、

条带构造 ; 3
.

徽细斜层理 ; 4
.

交错层理 ; 5
.

层纹状构遣 ;

`
.

类干裂构造 , ,
.

鸟眼构造 ; 5
.

生物碎屑 . ,
.

角砾状构造 .
10

.

铅锌矿体
;

2
.

2 相组 M G
:
(或 M G

`
)
一

M
l 一

G M
6一

M
,

(图 l b )

见于周家庄
、

磊石山
、

小牌沟南
、

草关
、

画眉山
、

清河艳
、

江洛等一带的 D弘组中部
。

其底部

偶见出现 M G
: ,

当 M G
`
出现时

,

往往取代 M G : .

M G
,

和 M G .

是本区最典型的颗粒岩
,

且发育

多种正常波浪和流水作用标志
,

属浅滩环境
。

该相组主体为 M
, 一

G M 一M
.

交互形式
,

其 中 G M
`

往往被 G M
.

代替
,

也偶见被 M G
:

代替
。

该主体以层面平整
、

厚度大
、

横向延展稳定和水平层理

发育为特征
。

因此
,

该 相组代表水动力低至中 (偶高 )交替
、

具浅滩的开阔台地
。

2
.

3 相组 M
。 一

M
,

一M
。

(图 l e 上部 )

分部于厂坝
、

徐明山等地的 D么组上段中上部
.

该相组具水动力低和高盐度局限台地的环

境标志
。

其下部以 M
。

与 M
,

交互为主
,

上部以 M
。
为主

,

反映局限台地发育早期曾出现气候干

燥
、

蒸发作用较大和间歇性暴露的潮上带环境
,

晚期出现以泻湖为主的环境
。

2
.

4 相组 G M
3一

M
3
(图 l e

下部 )

分部于厂坝 ~ 向阳山一带的 D么组上段中部
。

该相组呈 G M
,

与 M
3

交互形式
,

按其具水平

层
、

小型交错层理
、

波状层理和碳质含量高
、

条纹条带构造发育
,

以及上覆地层为局限 台地的

M
, 一

M
。
组合

、

下伏地层为潮间陆源碎屑岩沉积
,

因此
,

该相组代表低潮线以下
,

相对安静
、

半开

阔台地的浅水盆地环境
。

该 相组控制了厂坝 l 号和李家沟 I
、

I 号铅锌矿体
。

2
.

5 相组 M G
,

一M G
`

一M
`

一 R
:

(R
: 、

R 3
)一 G M

,
(图 l d )

仅见于礼县 白关一白河一带
.

其下部 M G
,

一M .G 一M
。
组合充分反映属台地前斜坡环境

;

而中部 R
.

和 R
: 、

R
3

组合具剖面厚度大
、

横向延伸不大的特点
,

是本区最典型生物礁的产物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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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GM
,

可能属礁后滩相的产物
.

因此
,

该相组代表了较完整的礁前一礁一礁后环境演化
。

2
.

6 相组 M
s

一 M G
`

一 R
3

( M G
。

)一 G M
。

( G M
3 、

M
。

) (图 l e
中下部 )

主要分布于本区西部矿区的 D么组上段中部
,

其主体为 R 3
( M G ,

)
一

G M
,

( G M
, 、

M
,
)交互形

式
。

该相组中 M
.

与陆源泥质岩构成互层
,

发育水平层理和细微斜层现
,

代表低能环境的产物
。

M G
`

(粉屑灰岩 )有时被 M G
:

或 M G .

代替
,

具交错层理
、

潮汐层理
、

分选和磨园好
,

代表潮汐浅

滩环境
。

R
,

与 M G
,

组合具一定地层层位
、

横向延伸较稳定
,

属生物滩一层礁环境
。

G M
, 、

G M
3

和 M
。
组合含有机质高

、

含完整竹节石和微体介形虫化石以及控制铅锌矿的形成特征
,

代表静

水低能还原盆地环境
。

因此
,

该相组代表了生物滩 (层 )礁一滩后浅水盆地的环境演化趋势
。

2
.

7 相组 M
`

( G M
`

)
一

M
, 一

M G
。

(G M
3 、

G M
S
)
一

M
。

(图 I f 下部 )

见于 D么组上段中部
,

广泛分布于洛坝
、

邓家山等许多矿区
.

与相组 6 十分类似
,

并常共生
。

但 M 一 G M
; 一

M
, ,

代表潮汐作用微弱的潮间潮坪环境
。

M G
, 、

G M
,

和 G M
,

组合代表潮间高能生

物滩环境
; M

,

赋存铅锌矿体
,

代表滩后浅水还原盆地环境
。

因此
,

该相组代表潮间潮坪一潮间

生物滩一滩后浅水盆地环境的演变
。

2
.

8 相组 R一M
。

(图 I f 中部 )

分布于洛坝矿区
,

位于相组 7 之上
。

其中 M , 赋存铅锌矿体
; R

.

具一定地层层位
,

延伸较稳

定
,

厚度一般不大 l( 一 3 m )
,

产于滩后浅水盆地相之中
,

属生物层礁相产物
.

所以该相组代表生

物层礁~ 滩后浅水盆地环境组合
.

2
.

9 相组 R
3一

G M
3
( G M

。
) (图 1 9 中部 )

分布于庙沟
、

焦沟等地的 D么组上段
,

其中赋存有铅锌矿体
。

该相组
,

厚度不大
,

沿走向及垂

向发生急剧相变为陆源细粒碎屑岩
。

所以该相组代表点礁环境
。

2
.

2 0 相组 M
。一

M
, 一

M
。

(图 l e 、

f
、

g 上部 )

分布十分广泛
,

特别是 D么组上段上部
,

呈夹层产于钙质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之

中
,

是特殊的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组 合
。

其以薄至中层状
、

陆源混入物多
、

具生物搅动构造和小间

断面
、

发育水平和波状层理为特征
,

代表陆棚环境
。

在局部地区 (如毕家山
、

页水河地区 )该相组

底部夹 M G
.

(扁豆状灰岩 )
,

M G
。
可能属风暴浪高峰期产物

。

小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
,

认识如下
:

1
.

西成地区中泥盆统碳酸盐岩可划分出四类 26 种微相
。

根据微相的相邻和共生关系
,

可

建立十个主要出现的微相组合
,

它们分别代表开阔地台
、

局限台地半开阔台地
、

礁前一礁一礁

后
、

生物滩 (层 )礁 ~ 滩后浅水盆地
、

点礁和陆棚等环境
。

2
.

西成地区中泥盆统主要控矿的碳酸盐岩沉积微相组 合反映的有利成矿环境如
:

半开 阔

台地凹陷还原盆地和生物滩 (层礁 )后浅水还原盆地
。

3
.

西成地区中泥盆统地层中广泛发育的碳酸盐岩以其岩相种类多
、

纵横向相变急剧为特

征
,

因此
,

对其深入的认识还需进一步详细的研究
,

特别是古生物和微体古生物 的研究
。

本文第 一部分 1
.

1
,

1
.

2 由武安斌执笔
。

在野外工作 中曾得到孙胜利
、

周少平以及有关矿山

和地质队同志的协助
,

在此谨致衷心 感谢 !

收稿 日期
: l , 9一年 一2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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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e r o f a e i e s A s s o e i a t io n s a n d S e d i m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o f C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o f t h e

M i d d l e

D e v o n i a n i n X i e h e n g P b
一

Z n O r e f ie ld

S o n g C h u n h u i
,

W u A n b i n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G e o l o g y
,

L a n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

A b s t r a C t

T h e X i e h e n g P b
一

Z n o r e f i e ld l o e a t e s i n G a n s u p r o v
i n e e ,

15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f a m o u s o r e -

f i e l d s i n C h i n a
.

I t s e o n t r o l l in g h o r i z o n a r e A n j i a e h a a n d X ih a n s h u i f o r m a t i o n s o f t h e m id d l e

D e v o n ia n , a n d i t s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r o e k s b e l o n g t o m a r i n e e l a s t i e a n d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

aC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w id e s p r e d i n g
,

m u l t i
一 r o e k t y p e s , r a p i d f a e i e s e h a n g m e n t a n d g o o d o r e -

b e a r i n g b e d d
s

.

O n t h e b a s is o f t e x t u r a l o r ig i n e l a s s i f i e a t i o n a n d e o n s u l t i n g t h e t y p e s o f g
r a i n s

a n d s e d i m e n t a r y s t r u e t u r e s ,
t h e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e a n b e d iv i d e d i n t o f o u r t y P e s a n d t w e n t y

一 s i x

k i n d s o f m i e r o f a e i e s : i n e l u d e s e v e n k i n d s o f g r a i n s t o n e ( M G
,
一 M G

,
)

, s ix k i n d s o f w a e k e s t o n e

( G M
:
一 G M

`
)

, n i n e k i n d s o f m u d s t o n e (M
,
一 M

,
) a n d f o u r k i n d s o f h e r m a t o b i o l i t h ( R

。
一 R

:
)

.

T h e m i e r o f a e i e s r e p r e s e n t r e s p e e t i v o l y d i f f e r e n t s e d i m e n t a r y e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e n v i r o n rn e n t s
.

T e n k i n d s o f m i e r o f a e i e s a s s o e i a t i o n s h a v e b e e n e s t a b i l i s h e d a e e o r d i n g t o n e i g h b o u r i n g

a n d P a r a g e n e t i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f m ie r o 一 f a e ie s
.

E a e h a s s o e i a t i o n e o r r e s p o n d s a d e s i g n a t e d s e d i
-

m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i t s e v o l u t i o n : s u e h a s ( F i g
.

i ) o p e n p l a t f o r m
, u p p e r t id a l z o n e -

s w a m p i n r e s t r i e t e d p l a t f o r
m

, s a g b a s i n o f s e m i
一 o p e n p l a t f o r rn

, r e e f
一

f o r e ~
r e e f ~

r e e f
一

b a e k
,

b i o g e n i e b a n k ( o r s t r a t i g r a p h i e r e e f ) ~ s h a l l o w b a s i n b e h i n d b a n k ~ s h e l f a n d s h e l f p o i n t r e e f

s h e l f
.

O n t h e b a s is o f m ie r o f a e i e s a s s o e i a t io n s e o n t r o l l i n g P b
一

Z n o r e ,
t h i s p a p e r s h o w s t h a t

s a g b a s i n o f s e m i
一 o p e n p l a t f o r m a n d s h o l lo w b a s in b e h i n d t h e b a n k a r e a f a v o u r a b l e e n v i r o n -

m e n t s t o f o r m P b
一

Z n o r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