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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地区早
、

中泥盆世沉积

演化的动力机制
①

陈代钊 陈其英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29)

提 要 泥盆纪时
,

黔南地区为一相对稳定的台地
,

早泥盆世晚期
,

海水开始浸漫其上
.

初始发育陆

源碎屑沉积体系
,

中泥盆世发育陆源碎屑 ~ 碳酸盐混合体系
.

空间配置有下列几种类型
:

滨岸障壁~ 泻湖~

河流体系
,

碳酸盐缓坡一滨岸障壁~ 泻湖体系
,

镶边型碳酸盐台地一泻湖三角洲 (潮坪 )体系
,

碳酸盐缓坡 ~

三角洲体系
。

基底断裂限定了台地和台间沟的延限范围和演化进程
,

这两种不同沉积背景的沉积演化旋回

可能主要受海平面变化控制
。

关键词 海平面变化 沉积演化 碎屑岩一碳酸盐岩混合旋回
、

早
、

中泥盆世

第一作者简介 陈代钊 男 32 岁 助理研究员 (博士 ) 沉积学

1 研究区概况

加里东运 动后
,

随着古特提斯洋的向东打开

和扩张
,

华南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构造演化时期
,

作为扬子板块东南部的大陆边缘
,

根据其沉积
、

构

造
、

岩浆活动特征
,

该区在泥盆纪时显示了被动大

陆边缘的特征
〔7 , 〔 1。〕 〔 1〕 。

泥盆纪时
,

黔南地区位于江南古陆西缘
,

黔中

隆起南缘
,

南部毗邻紫云一丹池断裂带 (图 1 )
,

该

断裂带以拉张性断裂作用为主
,

开始活动于早泥

盆世晚期
,

向北西逐渐深入黔中直抵水城附近
,

与

开远 一平塘 一盘县断裂带会合
,

其东南端则在桂

中地 区与北东 向的桂林断裂带 会合
,

在江南古陆

南端形成弧形展布 的台间沟 (或盆 )深水沉积
“ 〕 ,

而黔南地区表现为构造相对稳定的沉积地块
。

这

1
.

滨海相区
; 1

.

台地相区
;

1
.

台地边缘相区
; vI

.

台沟 (盆 )相 区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岩相古地理简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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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v i s i o n s a n d th e s t u di以 1 a r比

种构造格局可能与古特提斯洋向东打开过程中伴随的转换断裂作用有关
〔刀 〔’ 。〕 。

① 本项目得到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② 据周棣康
,

叶德胜
, 19 8 0

,

贵州中泥盆世岩相古地理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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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的泥盆系发育较好
,

类型较全
,

旋回性 明显 (图 2 )
。

南部的南丹一带以深水沉积

为主
,

独山以北以 浅水型沉积为主
,

在过渡区 (布寨一带 )
,

深水沉积和浅水沉积呈指状交错
。

从岩性分布看
,

早期以陆源碎屑岩为主
,

中期以陆源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混合沉积为主
,

晚期以

碳酸盐岩为主
,

它们以渐进式向大陆超覆
,

反映了海侵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
。

2 沉积体系

泥盆纪时
,

黔南地 区海底地形较平缓
,

水体相对较浅
,

为比较典型的陆表海环境
。

由于该

区南部丹池断裂带造成的阶梯状地形及台地边缘生物建隆的屏障作用
,

加上该区为深入 内

陆的宽阔海湾
,

常会造成水流不畅的环境
。

研究区毗邻陆源区
,

陆源物供应较 充分
,

沉积条件

的改变经常会引起陆源碎屑侵进到碳酸盐台地上
,

形成混合海岸
。

早泥盆世发育陆源碎屑沉

积体系
,

中泥盆世发育碳酸盐一陆源碎屑混合沉积体系
。

2
.

1 碳酸盐沉积体系

碳酸盐沉积体 系发育于中泥盆世
,

由镶边型碳酸盐台地体系和缓坡型台地体系两种类

型组成
,

它们经常与陆源碎屑体系过渡组成混合体系
,

在垂向上形成混合旋回
。

2
.

1
.

1 镶边型碳酸盐台地体系 ( 图 s c )

该体系主要发育于 中泥盆世晚期 ( 见图 2 )
,

台地镶边的形成和展布受台地南缘紫云一

丹池断裂带和海平面变化 (低水位后期 )的共同控制
。

由于陆源碎屑体系的侵进
,

该体系中潮

缘沉积或不发育或被侵蚀 (图 SC )
。

碳酸盐 台地边缘 台地边缘沿南丹六寨 一独山布寨一王佑一带分布 ( 图 1 )
,

明显受

台内断裂 (紫云 一丹池断裂带 ) 的控制
,

构成了台地与台间沟 (盆 )的过渡区域
.

其近台地一侧

生物礁 (滩 )发育
,

形成断续相连的堤坝 (图 5。 )
,

如独山布寨礁
、

王佑礁
、

罐子窑礁
、

南丹六寨

礁
,

环江北山礁
〔3〕 〔的 〔的 。

该区北侧以浅水碳酸盐岩为主
,

底栖生物丰富
;
南侧以黑色泥岩

,

钙

质泥岩
,

硅质泥岩等深水沉积为主
,

富含浮游一游泳生物
,

在该区这两种不同沉积类型相互

交错
,

显示环境的多变性
。

台地边缘生物礁 (滩 ) 在独山布寨有两次明显的成礁期
,

即鸡泡时和鸡窝时
,

前者为

骨架型礁
,

后者为障积型礁
。

叶德胜等人
〔 2〕
曾对此有较详细的研究

,

以鸡泡段礁为例
,

礁核

由大量基本保持原始生态的各种层孔虫
、

床板珊瑚及充填期间的棘皮类
、

通孔珊瑚
、

腕足类
、

四射珊瑚
、

红藻等组成
;礁后以生物障积岩

、

生屑一球粒泥粒岩 /粒泥岩为主
,

生物以枝状或

柱状层孔虫为主
,

礁前则由大量层孔虫
、

床板珊瑚等造礁生物的砾块或其它砾屑组成
,

并含

大量棘屑
、

腕足
、

苔鲜及藻类碎屑
,

砾屑间多以亮晶胶结
。

台地前缘针坡 研究区的台地前缘斜坡延伸范围都较窄
,

主要特征是暗色粒泥岩 /灰

泥岩和泥岩中常夹有异地碳酸盐碎屑流层
,

碎屑大小不等
,

分选
,

磨圆较差
,

礁碎屑 (块 )与斜

坡碎屑混杂在一起
,

生物既有底栖型又有浮游型
。

局限 台地 (或泻湖 ) 局限台地 因其 向海方向有断续相连的生物礁
、

滩构成的障壁
,

所

以与广海连通性较差
,

海水循环受一定限制
,

盐度较高
,

能量较低
,

生物也较单调
。

沉积物主

要由含泥灰泥岩 /粒泥岩
、

钙质泥岩
、

炭质泥岩
、

白云岩等组成
。

岩石中一般有机质含量较高
,

陆源泥质物混入较多
,

生物单调
.

以 介形虫
、

有孔虫
、

钙球
、

腹足类为主
,

有少量层孔虫及腕

足
。

白云岩以中一粗晶白云岩夹双孔层孔虫 白云岩为特点
,

白云石晶体普遍见污心和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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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

显示混合白云化作用特点
。

开放 台地 与局限台地相 比
,

开放台地与广海连通性较好
,

海水循环及盐度基本正

常
,

独山一惠水一带的独山组沉积属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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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页 )岩 51
.

粉砂岩 5
.

细砂岩 cs
.

粗砂岩

1
.

板状 /槽状层理 2
.

双向 /冲洗交错层理 3
.

波状 /断续波状层理 4
.

古岩溶面 /晶洞 5
.

鸟眼构造

6 丛状迹 /动藻迹 7
.

面拢动 /水平虫迹 8
.

含铁质 /铁矿层 9
.

砂质白云岩 /正石英岩 10
.

含砾砂

岩 /泥质砂岩 11
.

砂岩 /砂质泥岩 12
.

灰岩 /含泥灰岩 1 3
.

炭质泥岩 14
.

白云岩 15
.

白云质灰岩

16
.

瘤状灰岩 17
.

钙质泥岩 18
.

黄铁矿结核 /含硅质 19
.

生屑 20
.

腕足 21
.

珊瑚 22
.

腹足类

2 3
.

板状 /枝状层孔虫 24
.

鱼类 2 5
.

植物碎片 26
.

生物层

图 3 都匀
、

独山早
、

中泥盆世沉积相序列

F ig
.

3 V e r t i ca l eS q u e n se o f th e

aE
r ly a n d M idd l e 氏

v o n i a n i n D u y u n a n d D u s h a n ,

so u th e r n G u i z h o u ,

C h in a
.

岩石类型以生物 (屑 )粒泥岩 /泥粒岩为主
,

混有少量陆源物
,

常见混合白云化现象
。

各门

类底栖生物发育
,

其中以层孔虫 (球状
,

半球状
,

板状 )
、

珊瑚
、

腕足类为主
,

它们多保持原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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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此外尚见枝状层孔虫

、

棘皮类
、

苔鲜类
、

介形类
、

腹足类
、

海绵
、

有孔虫和藻类等
。

局部条件

适合时
,

特别是造礁生物大量繁盛时形成礁或生物滩 (如独山城郊鸡窝段 )
,

该类型礁 (或滩 )

多为障积型的
,

规模较小的点礁 (滩 )
,

主要 由球状
、

半球状
、

板状层孔虫
,

床板珊瑚等造礁生

物构成
,

填隙物以泥晶为主
,

极富有机质
。

2
.

1
.

2 碳酸盐缓坡体系

碳酸盐缓坡
〔, `〕
是指向陆缓倾的碳酸盐斜坡

,

亦即
“

开阔陆棚 ”
3 〕 ,

有两种主要类型
:

同斜

缓坡 ( h o m co l i n a 一 r a m p )和远端陡倾缓坡 ( d is at ll y 一 s t e e pe n e d r a m p ) `
2 0

、
2 , 〕 ,

可进一步划分为内缓

坡
、

中缓坡
、

外缓坡及盆地环境
〔 25 〕 〔 , 2〕 ,

形成于陆棚的淹没时期
〔 , ` 〕 〔 2 0〕 〔 2` 〕 。

黔南地区中泥盆世的碳酸盐缓坡体系普遍发育于快速海侵之后
,

因陆源碎屑体系的侵

蚀
,

大部分潮缘带沉积被侵蚀或不发育 (图 b5
,

d
,

图 3 )
。

内缓坡 位于好天气浪基面 ( F w w B) 之
’

上
,

大致沿独山一惠水以北地区分布
。

潮缘泻湖
:

岩石类型主要有中一细晶白云岩 /灰质白云岩
,

间夹双孔层孔虫薄层
,

其他化

石稀少
,

窗格状灰泥岩 /粒泥岩
,

岩石中亮晶方解石呈雪花状或网格状分布
.

生物仅见一些钙

球或兰藻屑
,

很象是藻席的干裂纹或收缩纹
。

砂坝 (或浅滩 )
:

潮下带上部
,

由于波浪的冲刷和筛选
,

可发育潮汐砂坝或浅滩 (图 b5
、

d )
。

主要 由颗粒岩组成
,

亦可见泥粒岩
,

常见生屑颗粒岩
、

鲡粒 (或球粒 )颗粒岩
,

有时发育小

型的交错层理 (图 3 )
,

如独山附近的龙洞水组
。

中缓坡 位于好天气浪基面之下风暴浪基面之上
,

大致在下一独山之间分布
。

岩石类

型以含泥生屑粒泥岩 /灰泥岩与钙质泥岩 /炭质泥岩互层为特征
,

偶夹一些风暴层
。

但由于华

南海域发育有许多的台间沟
〔 , 8 ,
的 i n t r a s h e一f o r i n t r a p la t f o r m 腼 i n

,

这种环境往往对风暴浪的

作用有较强的削弱作用
〔` 2〕 ,

这也可能是该区风暴沉积不太发育的主要原因
。

从中缓坡向海方 向
,

在短距离范围内就过渡为台间沟 (盆 )环境
,

因此外缓坡不太发育或

发育不好
,

外缓坡的沉积特征和台间沟 (盆 )基本相似
,

很多具有台间沟 (盆 ) 的缓坡体系都具

有上述特征
。

2
.

1
.

3 台间沟体系

台间沟是指台地之间发育的窄长形相对低凹的沟谷
,

其形成与台地的基底裂解沉降有

关
,

其沉积作用与广海盆地有某些类似
,

与台地的过渡也是 比较急促的
,

沿南丹罗富一紫云

向北西
、

南东方向延伸
,

在碳酸盐体系和陆源碎屑体系中都发育
,

是南方泥盆纪一种特殊的

沉积环境体系
。

岩石类型主要有黑色泥岩
,

含炭钙质泥岩
,

含炭灰泥岩
,

炭质含量普遍较高
,

有少许细砂

岩或粉砂岩夹层
,

发育微细水平纹理及波状纹理
;
富含分散状黄铁矿

; 生物较丰富
,

以浮游一

游泳型为主
,

如竹节石
、

头足类等
,

反映了水体较深
,

宁静及光照不足的弱还原至还原环境
。

2
.

2 陆源碎屑沉积体系

陆源碎屑体系在早
、

中泥盆世都发育
,

而在中泥盆世
,

陆源碎屑体系常与碳酸盐体系在

空间上呈过渡接触
,

组成混合体系
,

形成明显的混合型旋回
。

2
.

2
.

1 河流沉积体系

该体系沿古陆边缘分布
,

随海侵范围扩大逐渐向大陆内部推进
,

因此其沉积层位是逐渐

抬升的
。

早泥盆世晚期主要沿独 山一惠水一带分布
,

中泥盆世早期退至都匀一贵阳高坡一

带
,

中泥盆世晚期退至该线以北地区
。

向海方 向
,

该体系可与障壁一泻湖体系或三角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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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图 5)
。

不过
,

一般保存不好
。

沉积物以中一粗粒岩屑石英砂岩为主
,

间夹泥质砂岩或砂质泥岩
。

具向上变细的剖面结

构
,

局部亦见向上变粗的序列
,

底部常见冲刷
,

砂体多层叠置
,

砂岩中常见大型板状和槽状层

理
,

富含植物碎屑
。

天然堤及河漫滩不太发育 (图 3 )
,

显示辫状河的沉积特征
。

2
.

2
.

2 海滨障壁一 泻湖体系

海滨障壁体系一般发育于以波浪作用为主的海岸
〔’ 7〕 。

研究区北东方向有一狭长的海湾

(见图 1 )
,

北西
、

南东方向的岸流及近南北 向波浪作用有利于在独山 一惠水一带及附近形成

障壁砂坝
。

早盆泥世丹林期的滨岸带可能位于布寨一 王佑一带 (未出露 )
,

舒家坪期至中泥盆

世早期滨岸带大致位于惠水一独山一带
,

而中泥盆世晚期滨岸已后退至都匀及其以北地区
。

海滨障壁一泻湖复合体系
,

由许多亚环境组成
,

障壁砂坝 自身可发育有海滩
、

滩脊
,

入潮

口等
,

向陆发育有泻湖
、

泻湖三角洲
,

滨岸平原和河流环境
,

向海方 向与临滨
、

近滨
、

远滨过渡

或与碳酸盐体系直接过渡 (图 5 )
。

以独山大河 口组为例
,

可识别出下列几种沉积类型 ( 图 3 )
:

潮道沉积
、

泻湖沉积
、

滨面沉

积
、

近滨沉积
。

潮道沉积以中一粗粒石英砂岩为主
,

底部常有冲刷
,

发育大型的槽状
、

板状
、

楔

状交错层理或双向交错层理
,

在深切潮道中
,

一般发育铁质鲡粒
。

泻湖沉积以砂质泥岩为主
,

夹有砂岩或粉砂岩透镜体以及 白云质沉积
,

发现有 公刃尸无萝
龙绍 及 `八, 动

1

骊 等遗迹 化石
,

发育

水平及波状层理
,

滨面沉积由纯的石英砂岩为主
,

底部常有冲刷
,

下部以块状纯石英砂岩为
,

上部 (特征似前滨 )发育低角度冲洗层理及楔状层
,

近滨沉积物粒 度稍细
,

以细石英砂岩为

主
,

夹泥质条带或两者互层
,

波状
、

水平层理
,

生物扰动较强
。

.2 .2 3 三角洲体系

在中泥盆世独 山期宋家桥时
,

在黔南地区发育了比较特征的三角洲体系
。

从该时期的沉

积特征
,

垂直层序及砂体形态 (由砂 /泥比率趋势显示 )看
,

该三角洲体系为以河流作用为主

的朵叶状三角洲体系 (图 4 )
。

该三角洲体系可能为贵阳一惠水间和凯里一都匀间两条大河

形成的复合型三角洲体系
,

其 中贵定以南的地区为两河 口 间湾地区
,

复合后的三角洲体系显

示出三个明显的朵 叶体 (贵阳一安顺朵体
,

惠水一王佑朵体
,

都匀一 罗甸朵体 )和一个不太明

显的朵叶体 (独山一布寨朵体 )
。

都匀一青岩高坡一线以北地区相当于三角洲的陆上部分
,

其

沉积特征与垂向序列和河流体系相似 (见图 4 )
,

但其沉积在低水位期大多被冲刷或侵蚀
,

仅

保存海侵和高水位期的沉积
,

该线以南至独山一惠水间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上
、

下三角洲平原

的过渡地带
,

沉积特征也具过渡性 (见图 3 )
,

独山一惠水以南地区相当于下部三角洲体系
,

其沉积特征和垂向序列明显地具水下三角洲平原的特征 (见图 4 )
。

另外
,

在中泥盆世晚期
,

发育了一种与镶边形碳酸盐台地体系共生的泻湖三角洲体系

( 图 SC )
,

与上述三 角洲相 比
,

其发育规模较小
,

河流也不如前者发育 (图 3 )
,

而在局部地区

(如间湾 )发育潮坪体系 (叶德胜
,

1 98 5 )
。

2
.

3 沉积体系的空间配置

自从早泥盆世晚期海水浸漫到黔南地 区后
,

该区从初始发育的陆源碎屑沉积体系逐步

演化为碳酸盐
一

陆源碎屑混合体系
,

在不同阶段
,

由于沉积条件的不同
,

不同沉积体系的空间

配置也有较大的差别 (见图 5 )
。

早泥盆世丹林期以河流沉积体系为主
,

滨岸带分布范围相对较窄
,

这可能主要与丹池断

裂作用有关
,

舒家坪期
,

障壁一泻湖体系较为发育
,

河流体系明显地向后退缩 (图 3
、

s a)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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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魂 宋家桥时黔南三角洲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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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体系发育于陆源供给充分的相对低海平面期
。

当时的古陆范围相对较大
,

估计在都匀一贵

阳高坡以北地区
。

中泥盆世
,

碳酸盐沉积体系和陆源碎屑沉积体系混合共生
,

不同的沉积条件 (基底构造
、

海平面变化
、

物源供给 )往往造成不同的空间配置
,

主要有 ( l) 碳酸盐缓坡体系与滨岸障壁一

泻湖一滨海平原体系过渡
,

碎屑滨岸沉积上覆于浅水潮下 (部分潮间 )碳酸盐沉积之上 (图

5b )
,

该配置主要发育于龙洞水一大河口期
,

建立于快速海平面上升之后
。

( 2) 镶边碳酸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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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系与 ( 泻湖 )三角洲体系过渡 ( 图 sc )
,

该类型三角洲体系较小
,

波浪作用受到限制
,

而潮

汐作用相对增强
,

河口之间常发育有潮坪环境
。

在平面上
,

三角洲体系一般与碳酸盐开放台

地呈指状交错
,

甚至伸入到泻湖 (或局限台地 )之 中
,

发育于 中泥盆世晚期屯上时和鸡窝寨

时
,

即台地边缘具相对较快沉降速率的低水位后期
。

( 3) 碳酸盐缓坡体系与三角洲体系过渡

(图 sd)
,

该三角洲体系表现为以河流作用为主的复合型三角洲
,

平面形状呈朵叶状 (图 4 )
,

在沉积过程中
,

直接上覆于内缓坡甚至中缓坡
,

发育独山期晚时
,

即快速海平面上升之后
。

图 5 黔南地区早
、

中泥盆世沉积体系的空间配置 (图例参见图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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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沉积作用的动力机制

影响沉积作用的因素很多
,

主要有构造
、

海平面变化
、

物源供给等三大基本因素
,

而后者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两者的变化
。

丹池一紫云同沉积基底断裂是黔南南部非常重要的 N W 向沉积边界断裂 (图 1 )
,

以拉

张断裂作用为主
〔` 〕 〔’ 。〕 ,

活动于埃姆斯中
、

晚期
,

扩张断裂的结果导致了该 区域 的迅速下沉
,

形成了一狭长形的地堑式的台沟 (或盆 )
,

并在沉积演化中充当了广海盆地的角色
,

沉积了厚

度巨大的黑色岩系
,

同时也促使北侧相对稳定的台地 (或陆棚 )开始接受沉积
。

该断裂限定了

台
、

沟 (或盆 ) 的延限范围
,

奠定了黔南地区的沉积古地理格局和演化进程
。

相对海平面变化 (全球海平面变化十构造沉降 ) 决定了沉积盆地的沉积空间 (或通量 )
。

在盆地充填初期
,

由于海平面上升幅度不大
,

沉积平衡基准面相对较低
,

陆源 区强烈的侵蚀

作用为汇水盆地提供 了丰富的陆源物
,

发育陆源碎屑沉积体系
。

随着海平面的逐渐上升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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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范围的扩大
,

平衡基准面随之提高
,

陆源区侵蚀作用减弱
,

碳酸盐产率逐渐提高
,

形成碳酸

盐岩
一

陆源碎屑岩混合体系
,

直至完全为碳酸盐体系所取代
,

这是被动陆缘盆地沉积演化的

一般规律
。

沉积层序是指由不整合面或其对应的整合面为界所限定的一套具有成因联系的或相对

整合的沉积序列
〔 ,的 〔23j 〔

24j
,

被认为形成于一个完整 的相对海平面变化旋回
,

即低水位
,

海侵

和高水位期
,

由它们所形成的具成因联系的独特沉积组合称之为体系域
,

代表了海平面变化

不同阶段的产物
。

海平面下降幅度决定了沉积层序的类型
,

当海平面下降至沉积坡折 (说明

见陈代钊等
,

1 9 9 4 a )以下
,

造成近端陆棚 (或台地 )的暴露和侵蚀时形成类型 一 1 层序
;
未降

至沉积坡折以下时形成类型一 2 层序
。

黔南早
、

中泥盆世的沉积纪录中发育六个明显的三级沉积层序
,

其中底部为两个碎屑岩

层序
,

其余四个为碳酸盐岩 一碎屑岩混合层序
,

层序 I
、

w
、

vI 为类型 一 1 层序
,

其余为类型

一 2 层序
〔5 , (图 6 )

。

能够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很好的对比
〔 , 5 , 〔 ’幻 〔

22j
,

反映其形成受一种全球

性或区域性驱动力的控制
,

这也正是海平面变化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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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地 区是埃姆斯 中晚期华南区域性大幅度海平面上升时接受沉积的 (图 6 )
,

此时以

前的沉积发育于广西地区
〔的 。

早期的碎屑岩层序反映了盆地 充填初期相对较低的海平面和

充足的物源供给
。

在低水位期
,

以滨线和河流的向海进积为特征
;
在陆棚暴露的情况下

,

通过

下切河道 向盆地输送陆源物形成低位扇和低位楔 (类型一 1 层序 )
。

海平面的迅速上升 (海侵

体系域 )将导致滨 线的迅速退积
,

并使台间沟深水沉积上超到浅水陆棚上
。

底部的层序 I 由

于长期剥蚀
,

所为层序界面和海侵面重合
。

高水位早期
,

滨线将继续向陆退积
,

晚期
,

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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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降
,

近端陆棚河流开始复活
,

并开始向海进积
。

随着海侵范围的扩大
,

在黔南地区开始发育碳酸盐岩一碎屑岩混合体系
,

并在垂向上形

成混合层序
。

低水位期 (低位 /陆棚边缘体系域 )
,

由于沉积平衡基准面下降
,

陆源碎屑体系向

海进积
,

并越过碳酸盐台地
,

形成碎屑岩楔状体
。

当海平面下降至沉积坡折以下时
,

陆源碎屑

将通过下切河道被 输送到台间沟 (或盆 )
,

形成低位扇和低位楔 (如层序 w
、

vI )
。

当海平面未

降至沉积坡折时
,

低位扇不发育
。

在有些层序 ( v
、

vI ) 中
,

低水位后期
,

由于海平面缓慢上升
,

陆源供给相对减少
,

加上台地 (或陆棚 )边缘由断裂或碎屑岩体系本身造成的正向地形
,

使生

物 礁得以发育
,

但终因赶不上海面上升速率而被淹没 (图 2
、

6 )
。

海平面的快速上升促使碎屑

滨线迅速后退
,

台间沟深水泥岩迅速上超到浅水沉积之上
,

最大淹没面附近以黑色泥岩
、

灰

泥岩和瘤状灰岩为主
。

海平面快速上升后
,

陆源碎屑供应大大降低
,

碳酸盐产率迅速提高
,

使

碳酸盐缓坡体系得以建立
。

高水位早期
,

碳酸盐缓坡体系继续向陆扩展
,

碎屑体系大大萎缩
;

晚期
,

海平面开始下降
,

近端陆棚陆源碎屑体系开始复活并向海进积
,

并最终越过碳酸盐台

地
,

造成对下伏地层的冲刷和侵蚀
。

上述分析表明同沉积基底断裂限定了黔南地区台沟 (或盆 )的延限范围
,

奠定了沉积演

化的古地理格局
。

而海平面变化则控制了沉积区内的沉积演化及环境变迁
。

该项研 究得到叶连俊教授的 指导和关怀
,

野外工作 曾得到 独 山县经委王约同志的协助
,

谨致诚擎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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