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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栖霞组沉积微相
、

旋回
、

沉积环境
及 其 演 化 规

一

律

何海清
(中国石 油天然气总公 司石油劫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

北 京 1 00 0 8 3)

提 要 本文 以研究 区三条 主干研究剖 面沉积徽相
、

沉积韵律
、

沉积旋回及生物生态分析为基础
,

对研究区栖彼组的沉积环境及其演化规律进行 了讨论
,

研究结果认为
,

浙江省栖该组属于潮下低能开阔无

障壁环境沉积
,

形成于向东南级倾斜的碳酸盐级坡沉积背景
。

关扭词 沉积徽相 沉积旋回 碳酸盐岩 沉积环境 栖该组 浙江省

第一作者简介 何海清 男 30 岁 工程师 沉 积学及大地 构造 学

1 前 言
堪山例压

`长兴 太.

翻州市

栖霞组在浙江西北部地区分布广泛
,

沉

积稳定
,

特征明显
,

主要由碳酸盐岩组成
,

早

期研究主要侧重于古生物地层方面
,

但就沉

积学方面的研究则很少
。

迄今为止
,

还很少

见到有关其沉积学研究的报导
,

研究程度较

低
。

1 9 9 2 年 1 0 月笔者对研究区栖霞组进行

了较全面的野外考察
,

并依地理
、

沉积演化

角度考虑
,

优选了三条研究剖面
,

即长兴煤

山 剖面
、

桐庐冷坞剖 面及 江山双塔底 剖面

(图 1 )
,

通过详细的野外观察资料
、

测制资料

和 室内分析结果对研究区栖霞组沉积微相
、

沉积韵律
、

沉积旋回
、

沉积环境及其演化规

律进行 了综合分析
,

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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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研究 区 地理位 置及剖 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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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微相
、

沉积韵律及沉积旋回

2
.

1 沉积徽相

根据研究 区栖霞组岩石中生物碎屑种类
、

含量及沉积结构和构造特征
,

将栖霞组划分

为 7 种微相类型
:

A 裸海松藻泥 (徽 ) 晶灰岩 以裸海松藻化石极为丰富为特点
,

其次有蟠孔藻
、

米齐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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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

海百合茎
、

腕足壳
、

刺
、

三叶虫壳
、

有孔虫
、

介形虫等
,

生物碎屑一般较破碎
,

生物

扰动构造不发育
,

不显层理
。

通过对藻类生态分析
,

该微相形成于较平静的浅水环境中
,

水

深不超过 1 0一 1 5 m ( J
.

D
. ,

M i l li m a n ,

1 9 7 7 )
。

B二冷生物碎屑流聂灰若 含少量保存较好胜争
碎影

_ .

爬
藻
群

不占
_

主导地位
,

生

物包括藻
、

有孔虫
、

介形虫等
,

一般为中
、

薄层状
,

根据止述生物屑少
、

藻类不发育
、

有

孔虫
、

介形虫为小壳化石等特征
,

说明沉积水体较微相
一

A 稍深
。 户

、

C 水平纹层状生物碎屑灰岩 藻类化石极少
,

以介壳碎屑的定 向排列为特点
,

介壳碎

屑主要为海百合茎
、

苔醉虫及腕足碎屑
,

次有有孔虫
、

三叶虫等
,

岩石中有机质含量普遍

较高
。

该微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腕足
、

苔醉虫
、

海百合生物组合
,

这在江山双塔底和桐

庐冷坞都有发现
,

海百合数量较少
,

腕足为个体小
、

凹凸型
、

薄壳
、

营躺卧生活
, ,

尸般壳

薄在 5 m m 左右
,

壳长和壳宽在 10 m m 左右的壳体为最多
,

壳小而薄反映低能环境
; 苔醉

虫呈扇体状
,

在岩层断面上可延续数厘米
,

主要由窗格苔舞虫组成
,

保存完好
,

因而象苔

醉虫这种容易破碎的生物能有这样 良好的保存状况
,

’

无疑反映较静水环境
。

通过对该生物

群组合生查分析表明其形成于水体温暖
、

温度正常
、

水质清洁
、

水体沐动微弱
、

沉积速率

较低的浅海陆架较深水沉积
,

其深度范围大至在 3 0一 l oo m 之间 〔1 , 。

D 纹理状钙质泥 (页 ) 岩及硅质泥 (页 ) 岩 黑色或灰黑色
,

常与微相 C 互层或夹有

灰岩透镜体
,

生物化石较少
,

主要为小壳腕足及有孔虫等
,

同微相 C 一样形成于浅海陆架

较深水环境
。

E 硅质岩类 栖霞灰岩中普遍含有健石结核或团块及条带状健石
,

另外存在薄层状

硅质岩
。

健石团块 (方便起见用 E
,

表示 ) 常与微相 A 一起出现
,

而条带状健石 之用 E
Z

`

表

示 ) 与微相 C 或 B 出现
。

健石团块或条带中生物特征与其相交互的岩相相近
。

薄层状硅质

岩 (用 E
:

表示 ) 在长兴煤山剖面发育
,

生物以含海百合茎
、

腕足
、

介形虫
、

有孔虫及硅质

海绵骨针为特征
,

属浅海较深水环境沉积
。

F 生物碎屑微晶
、

亮晶灰岩 主要在长兴煤 山和桐庐冷坞剖面见到
,

生物化石以有孔

虫
、

海百合
、

腕足
、

三叶虫为主
,

其次有部分藻类及球粒等
,

为微晶
一

亮晶胶结
,

为高能浅

滩环境沉积
。

G 生物建隆相 为海绵及珊瑚构成的点礁 ( aP t hc
r e e f) 或生物丘体

,

在长兴
、

桐庐都

有不同程度的发育
。

上述 7 种微相可根据岩石中生物碎屑含量多少
、

生物碎屑门类及岩石构成特征进一步

细分
。

2
.

2 沉积韵律

在剖面上 7 种微相常相互叠置而形成韵律或组合
,

主要有 6 种
:

( 1) B A 韵律
:

由中薄层生物碎屑泥灰岩及厚层状裸海松藻灰岩组成
,

单个韵律层厚一

般 0
.

5一 2
·

s m

(2 ) E
I
B A 韵律

:

表现为中厚层状微相 A 与中薄层状微相 B 及断续状分布的健石团块

之间的韵律沉积
,

单个韵律层厚一般 .0 5一 .2 O m
。

( 3 ) E
Z
B 韵律

:

存在有两种现象
,

即一种为微相 B 向上逐渐增厚的韵律
,

另一种为微相

B 向上逐渐变薄的韵律沉积
,

单个韵律层厚一般 20 一 50 m
。

( 4 ) C D E
:

韵律
:

以微相 C 为主
,

微相 D
、

E
:

为薄层或极薄层状
,

单个韵律层厚一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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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江省栖彼组沉积徽相
、

旋 回
、

沉积环境及其演化规律

于 20 c m
,

表现为黑色或灰黑色及纹理状
,

可夹有泥灰岩透镜体
。

(5 I D E
:

韵律
:

以薄层硅质岩为主
,

主要发育于长兴煤山剖面
。

(6 ) A F G 组合
:

在长兴
、

桐庐剖面见到
,

由厚层徽相 A 与浅滩生物亮 (微 ) 晶灰岩及

生物建隆相组成
。

2
.

3
,

沉积旋回

根据上述沉积韵律及组合在剖面上的发育特征
,

栖霞组总体可划分为两大沉积旋回
,

每

个沉积旋回由以下 6 段组成 (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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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艺 研究区 栖霞组 沉积旋回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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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黑色
、

灰黑色薄层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薄层灰岩或灰岩透镜体
,

以微相 C 发育

为其特征
,

即相当于 C D E
:

韵律
。

在长兴煤山剖面
,

该段 由单纯的薄层硅质岩 ( E
3
) 组成

。

R
Z :

由中薄层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夹健石条带组成
,

以 E ZB 韵律发育为特征
,

而且表

现为向上灰岩层增厚
、

健石条带减少
。

R
3 :

由中薄层或厚层状健石灰岩组成
,

以 IE B A 韵律为特征
,

而且灰岩层向上逐渐变厚
。

R
; :

由中薄层状生物碎屑泥灰岩与厚层状裸海松藻泥灰岩组成
,

且以后者为主
,

相当

于 B A 韵律沉积
。

R )
:

由 A F G 组合构成
,

在长兴及桐庐剖面上部旋回的局部层段发育
。

R
S :

其组成同 R
3 ,

但与 R
:

不同的是灰岩层 向上逐渐变薄
。

R
` :

其组成同 R
Z ,

但与 R
:

不同的是灰岩层 向上减薄
,

缝石条带有增多现象
。

研究区所选剖面的沉积旋回特征分别见图 3
、

图 4 和图 5
。

3 沉积相及沉积环境

浙西北地区栖霞组碳酸盐岩中
,

生物组分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是主要的造岩组分
,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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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岩的7 0 %以上为生物碎屑灰岩
,

其中生物门类繁多
,

含量也很丰富
,

包括藻类
、

有孔

虫
、

蜓
、

棘皮类
、

腕足
、

海绵骨针
、

苔醉虫
、

介形类
、

三叶虫
、

海绵
、

珊瑚
、

腹足类
、

牙

形刺等十多个门类
。

虽然在研究区不同地点生物特征稍有变化
,

但总体特征是基本相近的
,

即主要的生物碎屑及主要的生物碎屑构成的灰岩类型在每个剖面都有其对应的层段
,

而且

生物数量
、

类型等特点也可相互对 比
,

因而研究灰岩中所含生物化石的类型
、

特点及生态

对于沉积环境判定有极重要的意义
。

栖霞组 中生物群的生态以底栖固着

为主
,

少数为底栖移动和营漂浮生活
,

化

石骨骼成分绝大多数为钙质
,

少数海绵

骨针为硅质
,

薄片观察表明
,

窄盐性生

物极少
,

基本上全 由正常海环境生物化

石所 占据
,

藻类发育
,

因而总体反映栖

霞组沉积形成于气候温暖
、

盐度正常的

浅海环境
。

生物化石 以藻类
、

有孔虫
、

棘

皮类
、

腕足
、

苔辞
、

珊瑚
、

海绵骨针为

多
、

岩石中的化石组合类型明显可划分

为四大类型 (图 3
、

4
、

5)
:

① 以裸海松

藻为主的组合类型 ( I 型 )
,

出现于中厚

层状 (部分中薄层状 ) 生屑灰岩中
,

生

屑除裸海松藻外
,

次有假蟠孔藻和米齐

藻
、

有孔虫
、

碗足
、

苔醉虫
、

海百合
、

三

叶虫壳
、

介形虫壳及少量腹足化石
,

为

较弱水动力条件下的产物
,

裸海松藻的

大量发育说明水体不但较平静
、

清洁外
.

而且分布在透光带以上
,

因而中厚层状

(部分中薄层状 )生屑灰岩是一种较浅水

正常海潮下低能沉积环境的产物
。

② 以

苔辞虫
、

腕足
、

海百合组成的类型 ( I

型 )
,

其中极少见到藻类化石的出现
,

存

在于黑色
、

灰黑色微细纹层状钙
、

硅质

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

镜体沉积
、

薄层硅质岩沉积及部分 中薄

层状生屑灰岩中
,

它们共 同的特点是藻

类化石极少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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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

灰黑 色徽细纹层状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

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 岩透俄体 2
.

中薄层状生屠灰岩

3
.

中厚层 状生周灰岩 4
.

含越石团块或结核灰 岩

5
.

生物格架岩 6
.

徽细纹理状硅质岩

图 3 浙江省长兴煤山栖厦 组沉积旋回
、

沉积环境及海平 面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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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透光带以下
,

而且岩石颜色较暗
,

普遍含有机质组分且具纹理
,

化石种类较多
,

全为

正常海分子
,

因而主体可能属于透光带及氧化界面 以下较深水低 能环境产物
,

特别是在薄

层状泥晶灰岩中的腕足
、

苔醉虫
、

海百合生物组合
,

它是一种反映浅海较深水环境比较典

型的生物组合类型
。

③ 为多门类化石都有分布的类型 ( I 型 )
,

出现于中薄层状生屑灰岩 中
,

生物包括藻
、

有孔虫
、

腕足
、

海百合
、

三叶虫
、

介形虫等
,

藻屑并不占主导地位
。

生物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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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少于 20 %
,

依藻类不发育
、

有孔虫
、

腕足
、

介形虫为小壳化石及部分具微细纹理等特

征
,

说明沉积水体能量低
,

其生活的水体深度较 I 型生物组合要稍深
。

④ 含翁格达藻生物

组合类型 ( VI 型 )
,

存在于含翁格达藻亮晶灰岩中
,

生物主要为有孔虫
、

海百合
、

翁格达藻
、

蜓等
,

为高能环境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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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物生态和共生组合及沉积微相等综合分析
,

可将研究区栖霞组沉积划分为四个

沉积亚相 (图 3
、

4
、

5 )
。

3
.

1 搅动水浅滩相

岩石中生物化石丰富
,

以有孔虫
、

棘皮类为主
,

次有腕足类
、

苔醉虫
、

蜒
、

介形类
、

三

叶虫和少量蟠孔藻等
,

另外有少量碳酸盐球粒
,

化石多被破碎
,

并有明显的磨蚀和分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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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胶结物为微晶或亮晶方解石
,

反映了一种中
、

高能沉积环境
。

但岩石中缺乏明显反

映高能环境的绍粒存在
,

而且这类岩石在地层中分布局限且较薄 ( < Z m )
,

因而说明一方

面可能是水体能量并不是非常强
,

另一方面这种中
、

高能的环境持续时间较短
。

主要见于

长兴煤 山和桐庐冷坞剖面上部旋 回的局部层段
。

3
.

2
·

生物建隆组

在研究区栖霞组沉积时期
,

还没有发现有大的生物礁存在
,

而且在整个研究区 内
,

就

有关生物建隆的任何报导也为数极少
。

本文通过对研究区栖霞组岩石学
、

沉积学的详细工

作
,

作者认为研究区存在小型的点礁 ( p at hc eer f) 或生物丘
。

骨架岩由造架生物海绵和珊

瑚组成
,

而粘结岩不是很发育
,

海绵呈丛状
,

高可达 10 一20
。 m

,

枝管间为生物碎屑和微

(亮 ) 晶充填
,

另外在骨架岩下伏岩层 中存在角砾岩沉积
,

应为礁前角砾岩
。

出现在长兴
、

桐庐剖面栖霞组上部旋 回的局部层段
。

3
.

3 较浅水陆栩相

主要特点是灰岩中以含有大量藻类和有孔虫化石为特点
,

其次有棘皮类
、

钙质海绵骨

针
、

腕足
、

苔醉虫
、

介形虫
、

三叶虫壳等
,

生物碎屑个体大小差异较大
,

保存一般较好
,

岩

石中除生物屑外
,

主要为泥晶方解石
,

因而反映 了海水盐度正常
,

气候温暖
,

能适应大量

的生物生存和发育
,

而且水动力条件较弱
,

同时说明了其沉积水体深度应处于正常浪基面

附近以下的低能环境
,

相 当于剖面中每个旋回的中部层段
。

3
.

4 较深水陆栩相

以黑色
、

灰黑色徽细纹层状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
、

薄层硅质岩及部分中薄层生屑灰岩组成
。

岩石普遍为黑色或灰黑色
,

极少有燕屑存在
,

生

物化石含量一般较低 ( < 20 % )
,

生物种属相对比较单调
,

灰泥
、

粘土
、

硅质和生物屑是主

要构成组分
,

具平行纹理
,

反映静水 的悬浮沉积作用占主导地位
。

根据其颜色为灰黑
、

黑

色及极少有藻屑存在
,

且在灰岩透镜体中常含有各种正常海相环境化石及沉积构造
,

说明

该亚相沉积物应沉积于氧化界面以下
,

而且可能在透光带以下
,

水体盐度正常且相对静水

的陆栩较深水沉积环境
。

相当于剖面中每个旋回的下部和上部层段
。

4 栖霞组成因分析

浙西北栖截组沉积稳定
,

分布广泛
,

沉积物中陆源碎屑的注人影响甚小
,

当时的构造

极为稳定
,

无同期火山活动
,

因而栖霞组沉积主要受全球海平面波动和古气候及古水文条

件等的影响
。

研究剖面中以中厚层状生屑灰岩为主层段
,

生物以大量藻类发育为特色
,

而

且一般保存较好
,

除上部旋回存在局部的高能环境
,

即有微晶
一

亮晶灰岩及点雄或生物丘外
,

总体表现为较低能的沉积环境
,

而徽细纹层状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

岩透镜体沉积
、

薄层硅质岩沉积及部分中薄层状生屑灰岩层段
,

为黑色
、

灰黑色含有机质

的贫氧环境沉积
,

属典型低能较深水环境
,

这种较深水
、

较浅水及局部高能环境的变化反

映了海平面的波动变化
。

由于栖霞组沉积时
,

研究区属于一种广阔的陆表海背景
,

可能再

加上当时的气候条件特点
,

使得整个沉积水体相对风平浪静
,

因而一定程度的海平面上升

可以造成底部水体的停滞和流通不杨
,

从而造成较深水的贫氧的沉积环境
,

但无论如何
,

栖

霞组沉积物中生物化石丰富
,

种类繁多
,

而且不存在因地理屏障而形成的局限泻湖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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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冯增昭 ( 1 9 9 1 ) 〔2 〕对华南栖霞组的研究
,

认为其沉积环境的形成与极地冰川消融
、

上升流发育时的水体分层有关
,

同时
,

吕柄全等

(1 98 9 ) 〔
3〕通过对下扬子早二盈世沉积相研究认为

,

下扬 子地区下二登统为缺氧环境产物
,

其

中阵发性和周期性健石
、

硅质岩沉积和古生物特征的变化是上升流的体现
,

所以影响研究

区栖霞组沉积环境的主要因索并非盆地内部因素
,

而是全球海平面变化及沉积水介质条件

和古气候条件
,

即在海平面较低时
,

水体处于扰动状态
,

充氧较好
,

以藻类的大量繁殖
,

其

它正常海相生物的发育为特点
,

而且在局部地形稍高部位形成了生物丘或点礁及局部高能

浅滩环境
,

沉积物 以中厚层状生屑灰岩为主
,

而当海平面上升时
,

氧化还原界面随之上升
,

水体底部流通不畅而处于贫氧状态
,

抑制了藻类和其它生物的生长发育
,

除个别灰岩薄层

或透镜体 中有较多且种类丰富的海相底栖生物外
,

主要以小而薄壳的介形类
、

腕足类等发

育为特色
,

岩石中多具水平层理
,

且多富泥质和有机质
。

同时我们注意到
,

栖霞组沉积时

期
,

海平面变化是一种 比较缓慢的升降变化
,

不具备阵发性的特征
。

5 栖霞组沉积演化

通 过对三条剖面的研究
,

栖妓组总体属于盐度正常
、

无障壁浅海低能 (局部中
、

高

能 ) 开阔海沉积环境沉积
,

沉积相和沉积环境演化主要受海平面变化的控制
,

三个剖面之

间具有可比性
,

但是在沉积岩相
、

生物特征及其组合
、

水体能量
、

沉积水深等特征上相互

之间明显具有各 自的特点
,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5
.

1 在岩性特征上

三个剖面都发育两大套由中厚层状 ( 部分中薄层状 ) 生屑灰岩组成的层段
,

但各 自在

特点上仍有区别
,

对于下部旋 回
,

特征基本上相近
,

同为 以裸海松藻泥晶灰岩为主的岩相

特点
,

而上部旋 回
,

长兴剖面以微晶
、

亮晶灰岩为主且有生物丘 (点礁 ) 存在
,

桐庐剖面

主体以泥 (徽 ) 晶灰岩为主
,

夹一套由微晶
一

亮晶灰岩及生物丘或点礁组成的层段
,

而江山

剖面则极少出现徽晶和亮晶灰岩
,

主体 由泥晶灰岩组成
。

除中厚层状 (部分中薄层状 ) 生

屑灰岩段之外
,

其它岩性特征也有明显差别
,

即中厚层状 (部分中薄层状 ) 生屑灰岩段上

下地层单元在岩性上在三个剖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

在长兴煤山地区为硅质 (泥 ) 岩和

纹理状灰岩组成
,

桐庐地区为黑色
、

灰黑色微细纹层状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

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及中薄层生屑灰岩组成
,

约占剖面的 20 %
,

而在江山地区为黑色
、

灰

黑色徽细纹层状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及中薄层生屑灰

岩组成
,

约 占剖面的 30 %一40 %
,

因而反映了自长兴一桐庐一江山
,

黑色
、

灰黑色徽细纹

层状钙
、

硅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及中薄层生屑灰岩层段在剖

面中的厚度及所占比例明显增大而硅质岩比例减少
。

.5 2 生物特征及其组合

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在长兴剖面的上部旋回 中
,

出现了翁格达藻而裸海松藻已不 占主要

地位
,

桐庐和江山剖面中则缺乏翁格达藻
,

岩石中以裸海松藻 占主导地位
,

另外在长兴
、

桐

庐剖面中有小型生物丘 (点礁 ) 存在
,

而在江山剖面中不具此特点 , 第三是反映浅海较深

水沉积环境的苔醉虫
、

腕足和海百合组成的生物群落在长兴剖面中未见分布
,

在桐庐剖面

分布局限
,

而在江山剖面中则大量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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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体能 ,

长兴剖面中以具较多微晶
、

亮晶灰岩
、

翁格达藻亮晶灰岩
,

存在生物骨架岩
,

黑色
、

灰

黑色微细纹层状钙
、

硅质泥 (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不发育
,

反映总

体能量较高 ; 桐庐剖面上部旋回局部存在微晶
一

亮晶灰岩及生物骨架岩
,

藻类以裸海松藻为

主
,

局部有苔醉虫
、

碗足
、

海百合群落组合
,

分布有黑色
、

灰黑色徽 细纹层钙
、

硅质泥

(页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及中薄层生屑灰岩等特征
,

反映总体能量较低
,

存在局部能量较高环境
; 江山剖面中厚层状 (部分中薄层状 ) 生屑灰岩主要为泥晶灰岩

,

缺

乏生物骨架岩及徽晶
、

亮晶灰岩
,

燕类主要为裸海松藻
,

黑色
、

灰黑色徽细纹层状钙
、

硅

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及中薄层生肩灰岩较发育
,

苔醉虫
、

腕

足
、

海百合生物组合发育等特征反映其属较低能沉积环境
。

因而 自长兴一桐庐一江山沉积

水体的水动力能量有由强到弱的演化规律
。

5
.

4 沉积水深

对于沉积水体深度的判定
,

生物的生态
、

组合是最有用的标志
,

长兴剖面最富有特色

的是出现了大量翁格达藻
,

它是浅水高能环境产物
,

水体一般较浅
,

整个剖面中无苔醉虫
、

碗足
、

海百合群落组合存在
.

桐庐剖面藻类 以裸海松藻为主
,

剖面中存在苔辞虫
、

碗足
、

海

百合群落组合
,

说 明沉积水体较长兴剖面稍深
。

江山剖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剖面中含有较多

反映浅海较深水环境的苔辞虫
、

碗足
、

海百合生物组合
,

且藻类以裸海松藻为主
,

因而较

长兴和桐庐的沉积水体都要深
。

即由长兴一桐庐一江山有沉积水体逐渐加深的规律
。

综上所述
,

在浙西北地区
,

栖被组沉积时期
,

自西北 向东南沉积水体逐渐加深
,

水体

能量逐渐降低
,

水体盐度正常
,

开阔无障壁
,

因而形成于一种向东南缓倾斜的碳酸盐级坡

沉积背景
。

其沉积特征及其演化可 以用 A h r ( 19 7 3 ) 〔。 提 出的碳酸盐级坡型 ( C ar bo
n a t e

ar m p ) 模式来加 以解释
。

即在栖被组沉积时期
,

研究区西北为
“
江南古陆 ” ,

向东南为一华

南洋
,

沉积背景为一缓倾斜的缓坡
。

另据作者对研究区栖霞组层序地层学分析表明 (见另

文 )
,

在海侵体系域 ( T S T ) 的晚期和高水位体系域的早期 ( E H S T ) 沉积 了长兴地区 的硅

质 (泥 ) 岩段及纹理状灰岩段
,

在桐庐
、

江山地区沉积 了黑色
、

灰黑色微细纹层状钙
、

硅

质泥 (页 ) 岩夹纹理状灰岩薄层及灰岩透镜体沉积及 中薄层生屑灰岩
,

代表浅海较深水缓

坡环境沉积
,

而在高水位体系域晚期 ( L H S T ) 沉积了栖霞组中厚层状 (部分中薄层状 ) 生

屑灰岩沉积
。

海平面变化是控制栖霞组沉积相及序列演化的主要因素
,

而且表现为长缓变

化的特点
。

6 结 语

本文以所选三条剖面的研究为基础
,

以沉积微相一沉积韵律一沉积旋回一沉积相和沉

积环境一沉积演化 的研究为主线
,

结合野外和室内分析和研究
,

分析了浙江省栖霞组的沉

积特征及演化
。

通过上述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以下认识
:

( 1) 栖霞组沉积 由 7 种徽相类型组成
,

可划分为二个大的沉积旋回
,

每个沉积旋回由 6

个韵律沉积或组合有机组成的 6 段沉积所构成
。

(2 ) 浙西北栖霞组除在长兴和桐庐地区局部层位存在高能成礁或浅滩环境外
,

总体属

于潮下低能环境产物
,

同沉积期不存在地理屏障
,

与广海具有较好的连通性
。



增刊 何海清
:

浙江省栖妞组沉积徽相
、

旋 回
、

沉积环境及其演化规律

3 ()根据沉积
、

生物生态等特征分析
,

将栖霞组沉积划分为 4 种沉积亚相
,

即搅动水浅

滩相
、

生物建隆相
、

较浅水陆栩相和较深水陆拥相
。

(4 ) 沉积岩相
、

生物生态特征及其组合
、

水体能量
、

沉积水深等的研究表明
,

栖霞组沉

积时期
,

自西北 向东南沉积水体逐渐加深
,

水体能量逐渐降低
,

水体盐度正常
,

开阔无障

壁
,

形成于一种向东南缓倾斜 的碳酸盐缓坡沉积背景
。

( 5 ) 海平面变化是控制栖霞组沉积相及序列演化的主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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