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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南部石炭系砂坝一泻湖

沉积体系的比较沉积学分析
①

蔡进功 李从先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

上海 )

提 要 石炭纪内蒙古西南部广泛发育砂坝一泻湖沉积体系
,

该体系不同时期形成的泻湖沉

积物相互叠置
、

沉积厚度大
、

沉积层序多样
,

这在全新世泻湖中难以形成和观察到
。

依据沉积特征
、

沉积层序
,

识别出与现代同类沉积体系相似的四种基本类型
:

海侵型
、

海退型
、

稳定型和局部海侵

型
。

这表明研究全新世砂坝一泻湖体系得出的地层模式有助于识别地质时期的同类沉积体系
。

由

于研究地区石炭纪砂坝一泻湖体系发育于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内
,

它们常成复合类型
,

如海

侵型一局部海侵型
、

稳定型 一局部海侵型
。

此外
,

全新世稳定型砂坝一泻湖体系的上覆和下伏层皆

为陆相
,

但是石炭系同类沉积体系在同一地区连续叠置
,

这是长时期构造持续下陷和岸线相对稳

定的反映
。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形成于海侵层序中
,

泻湖沉积物的厚度大于砂坝沉积物的厚度
,

据此
,

建立了不同于现代同类沉积体系的地层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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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现代砂坝一泻湖沉积体系的研究 已取得 巨大进展 ( aC rt er
, 1 9 8 9 ;

李从先
, 199 1 ;

iN hc ol s ,

1 98 9 )
。

海平面升降
、

物源变化
、

水动力作用常被作为控制该体系形成和发育的主要

因素 s( at en ly
,

197 6 )
,

并划分出砂坝一泻湖体系的主要单元
,

描述了各主要单元的沉积特征

和相互关系
,

这大大深化了对该沉积体系的认识
。

特别是砂坝一泻湖体系地层模式的提出

( T ho m
,

19 8 3 ;
李从先

,

19 8 4) 为现代砂坝一泻湖体系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古代同类体系的分析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同时
,

研究现代砂坝一泻湖体系所得的结论也可以在古代地层中进行检

验
。

此外
,

古代砂坝一泻湖体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情况又为现代同类体系的研究提出

了新问题
。

本文试图以甘肃
、

内蒙古
、

宁夏交界地区石炭系为例
,

运用比较沉积学方法
,

研究

砂坝一泻湖沉积体系
,

旨在 了解研究现代砂坝一泻湖体系所得结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

1
’

近代
、

亚近代砂坝一泻湖体系的地层模式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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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近年来美国
、

澳大利亚和我国近代
、

亚近代砂坝一泻湖体系沉积学和地层学研究

( T、 。 m
, 19 8 3 ; s w i f t

,

19 7 5 ;
李从先

,

1 9 9 1 )
,

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

1
.

1 砂坝一泻湖体系是成因上相互依存的沉积体系
,

其中泻湖单元对环境的变化反应

最为灵敏
。

该单元可发育于不同的气候带
.

出现在干早地区者
,

泻湖以盐类沉积为主
;
处在

温湿地区者
,

泻湖中陆源碎屑占优势
;
发育在热带地区者

,

则常见碳酸盐 ( s h e讲 dr
,

1 9 63 )
。

1
.

2 在同一气候带内
,

泻湖单元的变化受控于砂坝的发育和泻湖的封闭程度
,

它 们的

沉积特征和生物化石均有明显的区别 ( L心 o t神
v ,

1 9 60 )
。

1
.

3 依据沉积层序和地层位置
,

砂坝一泻湖体系可以划分为海侵型
、

海退型
、

稳定型和

局部海侵型 ( T b o m , 19 8 3 ;李从先
,

19 9 1 )
。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下伏为陆相层
,

上筱海相

层
,

其层序自下而上海相影响逐渐增强
。

海退型的下伏海相层
,

上筱陆相层
,

其层序向上海相

影响逐渐减弱
。

稳定性的上筱和下伏层均属陆相
,

其层序不显示定向变化
。

局部海侵型的主

要特征是砂坝单元上覆于泻湖单元之上
,

,

它可以由上述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改造而成
。

2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
、

甘肃
、

宁夏接界处
,

即东经 10 3
0

一 1 0 6
0 ,

北纬 3 7
0

4 0
护

一 3 9
0

4 0
`

之间
。

区域地质上
,

它居华北地台
、

祁连山地槽及阿拉善地块三大构造单元交汇处
。

石炭纪时期
,

来自西南方向的海水逐渐向东北推进
,

北部阿拉善地块及东部华北地台提

供了大量的陆源碎屑
,

在红水堡
、

景泰
、

中卫及呼鲁斯太等滨浅海地带发生沉积
,

形成了厚达

60 0一 1 1 O0m 的石炭纪地层 (表 1 )
。

鱿 2 井以及红水堡和呼鲁斯太剖面石炭系的厚度分别为
1 1 0肠的

、

6 2 0m 和 7 2 8m
,

其中
,

砂坝一泻湖体系占总厚度 的 46
.

5%
,

呼鲁斯太剖面高达 79
.

4%
。

衰 1 石炭纪地层简衰 -

一红水里创面为例

aT b l e 1 C a r阮姗妞 e r 0 U因 鱿xa 电ar hP y一 一恤 er 全er
e n心 e

ot H叨 g 跳滋 aB
o 翻沈 d o n

地地 层层 厚度度 岩 性 描 述述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系系系 统统 组组组组

石石石 上上 太原原 7 4 444 灰白色中 一细粒石英砂岩
,

粉砂岩及深灰色
,

灰揭色
、

灰黑色页岩
,

含粉砂
,,

炭炭炭 统统 组 C : ***** 夹菱铁矿薄层
,

含植物化石
。。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中中中中 羊虎沟沟 8 2
.

666 黑色炭质页岩及深灰色
、

灰色细粒石英砂岩
,

含葵铁矿薄层及动
、、

统统统统 组 C 汀汀汀 植物化石石

靖靖靖靖远远 19 7
。

555 黑色炭质页岩
,

夹暗灰色
,

灰白色中细粒石英砂岩
,

见菱铁矿薄层层

组组组组 C幼幼幼 及动物植物化石石

下下下下 奥牛沟沟 12 777 下部为深灰色
、

灰黑色页岩及灰白色中粗粒石英砂岩
,

含植物化石石

统统统统 组 C ,`̀̀ 上部灰黑色
、

褐灰色中厚层灰岩
,

含健石结核
,

产珊期
、

腕足等动物化石
。。

前前前前黑山山 14 2
。

999 深灰色页岩
、

灰黑色灰岩及青灰色
、

白灰色细砂岩
,

含动
、

植物化石
,,

组组组组 C , eeeee
顶部见赤铁矿薄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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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砂坝一泻湖体系沉积特征

3
.

1砂坝相沉积特征

砂坝相由成熟度较高的粗 一中粒石英砂岩及细 一 粉粒石 英砂岩组成
。

含舌形 贝

(“ 。 g。阮P s
.

) 化石及腕足类和瓣鳃类化石碎片
,

发育低角度交错层理 (图版 I 一 1 )
、

平行层

理和小型交错层理以及冲刷构造
。

其沉积层序既有向上变细者
,

如 cB Z 井
,

又有 向上变粗

者
,

如红水堡剖面
。

砂坝相厚约 2
.

5一 30 m
,

垂向上呈透镜状
,

并与泥岩交草 (图版 I 一 2 )
。

平

面上砂体呈弧形
,

向盆地内突出
,

两角指向海岸
。

然而
,

在呼鲁斯太 49 和 54 号层
、

红水堡 67

号层中
,

砂坝相砂岩夹煤层及泥质粉砂岩透镜体
,

这是砂坝相对位移的反映
。

砂坝相与上覆

相带为渐变接触
,

与下伏相带为突变接触
,

如 cB Z 井
、

红水堡剖面
。

但是
,

在呼鲁斯太 49 号

层 中 (图版 I 一 3 )
,

砂坝相与下伏的泻湖相既有突变接触
,

又有渐变接触
。

这种复杂的接触关

系与砂坝一泻湖体系类型有关
。

3
.

2 泻湖相沉积特征

泻湖相由泥岩
、

页岩及粉 一细砂岩和煤组成
。

其

曰曰曰曰曰
奇奇纤纤
111扁 l` lll

中
,

粉一细砂岩中发育双向交错层理 (图版 I 一 4 )
,

泥

岩
、

页岩中发育块状层理和水平层理
,

而且炭含量较高

为 8%
,

最高达 40 % ; S 一 “

高达 2一 3%
,

并含黄铁矿
、

菱铁矿结核
,

反映了静水还原环境特征
。

泻湖相化石丰富
,

主要产于泥岩和泥灰岩中
。

植物

化 石 有 入饭护州即. sP
. 、

石俪洲沙。 sP 一 占砷卿娜印砧 sP
. 、

肠禅阮蜘汤 , s p
. 、

& 山饥必” sP
.

已卯山商留 sP
.

和 尸改刁洲即钻 sP
.

等喜湿 性植物① ,

并见有硅化木 (图版 I 一 5)
,

长 1
.

s m
,

宽 3 c0 m
,

与层面微角度相交
。

动物化石属种多
,

有

忍负翻仪划毗版绍 s p
. 、

压绝卿如以哪 s p
. 、

沁时咖喇琉如 s p
. 、

口瓜璐郎留

s P
· 、

入钱” 沙汀即
s P

. 、

〔汤卯该功绍 s P
. 、

刀沙 t如如 s P
. 、

凸功认她

s P
. 、

价司孙勺疏掀 sP
. 、

幼目战户翻此葱加 s P
. 、

冼无欲呼即俪
s P

. 、

方巍除刃自跷” s p
.

和 尸触以如罗。
sP

.

等
。

但以腕足类和瓣鳃

类为主
,

它们大多保存完整
,

原地埋藏
。

腕足一瓣鳃一

植物化石组合是近岸环境的特点 (吴崇摘
,

198 1 )
。

泻湖沉积层序一般由泥岩
、

粉细砂岩
、

含生物泥灰

…
国

!

口昌昌邑日目日甘
。

动物化石 植物化石 交错层理

图 1 泻湖沉积层序

F ig
.

1 】〕 e户万 l t fo n a l se q u

ece of lag
o o n fa c

ies

岩和煤层构成
。

本区泻湖沉积层序可分为三类 (图 1 )
。

I 类以泥岩和页岩为主
,

夹灰色细砂

岩透镜体
,

顶部偶见煤层
。

该类沉积层序厚度变化大
,

从 2
.

5一 7 5m
。

l 类沉积层序夹于煤层

之间
,

除了泥岩和砂岩外
,

还有泥灰岩
,

厚度 0
.

1一 2
.

om 不等
,

常见 伽二必 s p
.

江、 爪以邵 s p
. 、

从那沙汀沙 sP
. 、

肠“ 匆神娜即乙 s p
. 、

及 )触抽%窃忆版绍 s p
. 、
刀幼艺尹

,必劝” s p
. 、
月以必叻男少留 s p

. 、

及加粗挤, 卿
s p

.

和 伽哪护双如翻 及初乒妇
,
朋 (卫决石即 )等化石

。

泥灰岩的出现位置也有变化
,

有的在层序底部
,

直

接覆盖在煤层之上 (图版 I 一 6 ) ;
有的夹在泥岩层中间

,

反映了泻湖多次开放
,

与外海通畅
。

① 武汉地质学院
,
1 9 7 5

,

宁夏呼鲁斯太古生代生物地层
,

地质科技动态
,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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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层序的厚度为 5一 7 2
.

sm
。

l类沉积层序由砂岩
、

砂岩透镜体与泥岩互层组成
,

顶
、

底 皆

为煤层淇砂岩层在垂向上既有向上变粗者
,

又有向上变细者
,

前者通常为泻湖边缘砂岩
,

后

者多系潮沟沉积
。

该类层序的厚度为 2
.

5~ 4 Om
。

本区各地泻湖沉积多以一种或二种沉积层

序为主
,

如红水堡剖面以 I 类层序为主
,

BC Z 井和呼鲁斯太剖 面以 l
、

l 类为主
。

泻湖沉积层

序的多样性反映了该地区泻湖沉积的复杂性
。

这种复杂性在全新世泻湖中难于充分发育
。

4 砂坝一泻湖体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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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性剖““ 相解释释

参参参参参妒黔鲜鲜
浅海海

222 333 丢丢卜
一

奋深 灰色 页岩岩岩
三三三三曰曰曰

区区区二玉 浅色丝竺竺竺叁叁 滨海海

{{{{{{{{{劲灰 白色租 一 中中中中中中
222 111

引夏竺塑兰
`̀

砂坝坝

到到到到到
甲甲甲甲甲甲

222OOO 二月 节 _ _
.

_
___ 泻泻

目目目
, 竺黑色 灰质 叨叨 湖湖

墓墓墓墓墓
’’’

111 9 二二二舀之 。 / 灰色含生物物物

可可可
`

昵
“ 灰 岩岩岩

_____ } 深灰色含 粉砂砂砂

国国国
’ 泥岩岩岩

三三三到 咨黑色 炭质 页页页

彗彗彗
奎碧匆艾鑫

-----

三三三到 盔黑色 炭质 页页页

自自自
石石石

同同同三籍解孰
、、 霭扁扁

交错 层理 平行 冲剧 有孔虫 介 形虫 珊瑚
层理

盟盟冒冒
剖 面面

酬酬
333 0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矛佗佗

二二二2二二

牙卜卜卜 一一

111 jjjjjjjjjjjjjjjjjjjjj 一一

111OOO 。

JJJJJJJJJJJJJJJJJ 111

JJJJJJJ

祥待待待
lll

000000000000000000000 海海

lllllll 『 11111111
{{{{{{{ , l }}}}}}}

一一一一
}}}}}}}

拜拜拜拜莽莽莽莽
井井井井

J

月-LLLLLLL

寒寒寒寒寒寒寒

摹摹摹摹摹摹摹
!!!!!!!国国国国
匡匡匡匡匡匡匡迁迁迁」」l 1111111

滨滨滨滨滨滨滨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图 2 红水堡臭牛沟组岩性剖面 (左图是海侵

型砂坝一泻湖剖面
,

右图是 23 号层放大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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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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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al y e r )

砂坝和泻湖是成 因上相互关联
、

相

互依存的沉积单元
。

依据沉积相
、

沉积层

序
、

地层及区域背景分析
,

可以识别出本

区的砂坝一泻湖体系的主要类型
。

值得

注意的是
,

这里广泛发育复合类型
,

如海

侵型一局部海侵型
,

稳定型 一局部海侵

型
,

这与近代和亚近代单一类型显著不

同
,

当然也有单一类型的存在
,

如海退

型
。

.4 1 海侵型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以红水堡臭

牛 沟组为代表 (图 2 )
,

其下伏层为扇 三

角洲相含砾砂岩和粗砂岩①
。

泻湖相泥

岩
、

页岩 中含 菱铁矿及 八劝灯。洲即砧 sP
. 、

〔泪护d如娜即沉自刀刀 sP
. 、

月协印娜即 15 sP
. 、

习户触肋娜即 is sP
.

等 喜 湿 性 植 物 化 石
;

石凭艺砂如取纪白 s p
. 、

门如记扼名 刀沙面 , * 助诚那
j
又 r e娜少无卿撇绍 sP

. 、

凡七以娜沙。 sP
.

等近岸水

域动物化石
。

泻湖相厚 7 5m
,

与上覆的

砂坝相呈突变接触
,

反映了砂坝 向陆移

动
,

显示了局部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

的组合关系
。

所以
,

这是海侵型与局部海

侵型的组合
,

这在现代海岸和亚近代剖

面中也可见到 (李从先
,

19 9 1 )
。

砂坝相厚

1 0m
,

由粗一 中粒石英砂岩组成
,

向上颗

粒逐渐变细
,

出现泥岩和灰岩
,

灰岩多达

五层
,

并 向上增厚
,

最后变为 9
.

s m 厚的

生物灰岩层 ( 图 2 )
,

反映了自砂坝一泻湖体系形成之后
,

水深逐渐增大
。

这种上覆层的变化

① 蔡进功
,
1 990

,

巴彦浩特盆地石炭系沉积相和沉积环境
,

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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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层序的厚度为 5一 27
.

s m
。

l 类沉积层序由砂岩
、

砂岩透镜体与泥岩互层组成
,

顶
、

底 皆

为煤层淇砂岩层在垂向上既有向上变粗者
,

又有向上变细者
,

前者通常为泻湖边缘砂岩
,

后

者多系潮沟沉积
。

该类层序的厚度为 2
.

5~ 4 Om
。

本区各地泻湖沉积多以一种或二种沉积层

序为主
,

如红水堡剖面以 I 类层序为主
,

BC Z 井和呼鲁斯太剖 面以 l
、

l 类为主
。

泻湖沉积层

序的多样性反映了该地区泻湖沉积的复杂性
。

这种复杂性在全新世泻湖中难于充分发育
。

4 砂坝一泻湖体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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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性剖““ 相解释释

参参参参参妒黔鲜鲜
浅海海

222 333 丢丢卜
一

奋深 灰色 页岩岩岩
三三三三曰曰曰

区区区二玉 浅色丝竺竺竺叁叁 滨海海

{{{{{{{{{劲灰 白色租 一 中中中中中中
222 111

引夏竺塑兰
`̀

砂坝坝

到到到到到
甲甲甲甲甲甲

222OOO 二月 节 _ _
.

_
___ 泻泻

目目目
, 竺黑色 灰质 叨叨 湖湖

墓墓墓墓墓
’’’

111 9 二二二舀之 。 / 灰色含生物物物

可可可
`

昵
“ 灰 岩岩岩

_____ } 深灰色含 粉砂砂砂

国国国
’ 泥岩岩岩

三三三到 咨黑色 炭质 页页页

彗彗彗
奎碧匆艾鑫

-----

三三三到 盔黑色 炭质 页页页

自自自
石石石

同同同三籍解孰
、、 霭扁扁

交错 层理 平行 冲剧 有孔虫 介 形虫 珊瑚
层理

盟盟冒冒
剖 面面

酬酬
333 0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矛佗佗

二二二2二二

牙卜卜卜 一一

111 jjjjjjjjjjjjjjjjjjjjj 一一

111OOO 。

JJJJJJJJJJJJJJJJJ 111

JJJJJJJ

祥待待待
lll

000000000000000000000 海海

lllllll 『 11111111
{{{{{{{ , l }}}}}}}

一一一一
}}}}}}}

拜拜拜拜莽莽莽莽
井井井井

J

月-LLLLLLL

寒寒寒寒寒寒寒

摹摹摹摹摹摹摹
!!!!!!!国国国国
匡匡匡匡匡匡匡迁迁迁」」l 1111111

滨滨滨滨滨滨滨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图 2 红水堡臭牛沟组岩性剖面 (左图是海侵

型砂坝一泻湖剖面
,

右图是 23 号层放大剖面 )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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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 et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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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al y e r )

砂坝和泻湖是成 因上相互关联
、

相

互依存的沉积单元
。

依据沉积相
、

沉积层

序
、

地层及区域背景分析
,

可以识别出本

区的砂坝一泻湖体系的主要类型
。

值得

注意的是
,

这里广泛发育复合类型
,

如海

侵型一局部海侵型
,

稳定型 一局部海侵

型
,

这与近代和亚近代单一类型显著不

同
,

当然也有单一类型的存在
,

如海退

型
。

.4 1 海侵型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以红水堡臭

牛 沟组为代表 (图 2 )
,

其下伏层为扇 三

角洲相含砾砂岩和粗砂岩①
。

泻湖相泥

岩
、

页岩 中含 菱铁矿及 八劝灯。洲即砧 sP
. 、

〔泪护d如娜即沉自刀刀 sP
. 、

月协印娜即 15 sP
. 、

习户触肋娜即 is sP
.

等 喜 湿 性 植 物 化 石
;

石凭艺砂如取纪白 s p
. 、

门如记扼名 刀沙面 , * 助诚那
j
又 r e娜少无卿撇绍 sP

. 、

凡七以娜沙。 sP
.

等近岸水

域动物化石
。

泻湖相厚 7 5m
,

与上覆的

砂坝相呈突变接触
,

反映了砂坝 向陆移

动
,

显示了局部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

的组合关系
。

所以
,

这是海侵型与局部海

侵型的组合
,

这在现代海岸和亚近代剖

面中也可见到 (李从先
,

19 9 1 )
。

砂坝相厚

1 0m
,

由粗一 中粒石英砂岩组成
,

向上颗

粒逐渐变细
,

出现泥岩和灰岩
,

灰岩多达

五层
,

并 向上增厚
,

最后变为 9
.

s m 厚的

生物灰岩层 ( 图 2 )
,

反映了自砂坝一泻湖体系形成之后
,

水深逐渐增大
。

这种上覆层的变化

① 蔡进功
,
1 990

,

巴彦浩特盆地石炭系沉积相和沉积环境
,

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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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的发育模式

石炭纪时期
,

全球范围内海平面相对上升 (佩顿
, 19 8 8 )

。

在本区石咀山
、

中卫
、

景泰一线

沉积了厚达数百米的石炭一二叠系砂坝一泻湖体系
,

其中大部分属稳定型
,

反映了该区内海

岸线较稳定
,

相对海平面 (包括构造沉降和海平面上升 )上升率与沉积速率相近
。

石炭纪海侵

在研究区的砂坝一泻湖体系中也留下了记录
,

这就是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
。

这种类型的分

布虽然没有稳定型那么广泛
,

但它却显示了海侵过程
,

特别是它具有许多在近代和亚近代难

于形成的特点和发育过程
,

这里予以重点讨论
。

,

砂坝相薄
,

泻湖相厚
,

二者不相 匹

相解释

泻湖冷
中习剖

瓢
砂坝

封动箕
: 燮

{ 、
,

{二
砂

哈空
;尹
:习
、

司习ùǔ

.ùǔ盏ǔ袱曰昌鲁

巨二〕砂 岩 任三 { 煤

区三!粉砂岩 巨三〕交错层理

巨至目泥灰岩 画四动物化石

厂刁泥 岩 区至〕植物 化石

lù习备4飞
.

气
ó? 、

明
.

入扮 砂坝 l

图 4 呼鲁斯台太原组稳定型砂坝一泻湖剖面

F i g
.

4 P r of il e Of s ta t io n ar y b o r r i e r

一 l a g o o n s y s te m
s

配
;
其次

,

砂坝相以突变接触上覆于泻湖

相之上
。

在考虑海平面变化
、

物源供给及

水动力特点的基础上
,

提出了适合本区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体系的发育模式
。

如

图 5 所示
,

当 最早的砂 坝 ( I ) 一 泻湖

( I )体系形成之后
,

由于海平面上升
,

波

浪作用把砂坝的砂质沉积物带到砂坝相

的向陆一侧
,

致使砂坝向陆移动
,

由位置

( I )移到位置 ( l )
,

同时
,

上覆于从前的

泻 湖 ( I )沉积层之上
,

砂坝 ( I )的沉积

物大部分移动
,

同时部分留在原来的位

置 ( l )处
。

砂坝 ( l )的形成
,

又得到新的

沉积物
。

当砂坝 ( l )形成之时
,

其内侧形

成相应的泻湖 ( l ) 沉积物
,

新的泻湖

( l )沉积物覆盖在泻湖 ( I )之上
。

随着

海平面进一步上升和持续海侵
,

老 的砂

坝不断被改造
,

新的砂坝不断形成
,

同时

也留下未被改造的砂坝沉积物
。

与此同

时
,

各期泻湖沉积物不断加积
,

形成较厚

的泻湖沉积层
。

这样在地层中留下来的

砂坝和泻湖沉积层的厚度相差悬殊
。

这

一发育过程既不 同于里海的卡尔根湾

( eZ
n k o v i c h

,

1 9 6 7 )
,

也有别于长江三角洲

(李从先
,

19 9 1 )以及美国东海岸 ( s w in
,

1 9 75 )
,

应为一种特殊的发育模式
。

in T al Y u n F or 们n a t in n
H

u L u 5 1 T a l se tC i o n 6 讨论和结论



2 期 蔡进功等
:

内蒙古西南部石炭系砂坝一泻湖沉积体系的比较沉积学分析

1
.

通过对内蒙古
、

甘肃和宁夏交界处广泛发育的石炭系砂坝一泻湖体系的研究
,

证明研

究现代砂坝一泻湖体系所得的地层模式是识别和分析古代同类沉积体系十分有用的工具
。

该区同样可以划分出海侵型
、

海退型
、

稳定型和局部海侵型几种基本类型
。

然而广泛发育的

是海侵型一局部海侵型
、

稳定型一局部海侵型等复合类型
。

2
.

由于古代砂坝一泻湖体系形成和发育于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漫长的时间内
,

它们具有

许多在近代和亚近代的同类体系中难以形成或难以保存的特征
。

地壳升降和海平面上升造

成泻湖叠置
,

形成巨厚的泻湖相
,

留下了各期泻湖的物源
、

封闭程度
、

水动力作用变化的沉积

记录
,

这在发育时间短的全新世泻湖中通常难以形成和观察到
。

其次
,

在判识某些古代砂坝

一泻湖体系的类型时需考虑较大尺度的时间变化
。

如在识别近代
、

亚近代稳定型砂坝一泻湖

体系时
,

其上覆和下伏层 皆为陆相是重要的根据之一
。

然而
,

本区石炭系同类体系在同一个

地区的连续叠置
,

则是海岸长期稳定的反映和稳定型砂坝一泻湖体系有力的判据
,

如文中所

提的呼鲁斯太地区
。

l
·

一 l

晰三 角洲沉积

}一 一 l

泻湖沉积

( : 一 1

砂坝沉积

卜
二

l

族诲 沉积

I , }
浅 海沉积

lll三口口

巨巨 ]]]
价价二二二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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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
门门门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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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海侵型砂坝一泻湖地层模式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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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y s t e m

3
.

砂坝一泻湖体系在一个地区的连续叠置是该地区物源供给
、

构造沉降
、

水动力作用长

期处于相对平衡的反映
。

4
.

在进行古代砂坝一泻湖体系的研究中
,

必须详尽而深入
。

本区石炭系砂坝一泻湖体系

的研究表明
,

许多现代砂坝
、

泻湖中形成的沉积体均可保存在古代记录中
,

其规模相当可观
,

如泻湖中的潮沟砂体
。

砂坝与泻湖过渡带斜坡上的断续分布的新月型砂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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