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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华南孤峰组和大隆组硅质岩成因
、

分

布规律及其构造机制

朱洪发 秦德余 刘翠章

(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本文论述了华南地块二叠系孤峰组和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 的时
一

空结构
,

分布规律和沉积特征
.

认为放

射虫硅质岩的堆积是由于位于赤道附近的深断陷中冷热海水对流造成的
.

早二叠世晚期开始的
、

因南北向

拉张作用造成的规律性裂解迫及整个华南地块
.

华南地块二叠系硅质岩特别发育
,

下二叠统孤峰组
、

上二叠统大隆组以层状产出
,

栖霞组
、

龙潭组则为 团块状
、

条带状及似层状
。

随着工作的深入
,

在孤峰组和大隆组层

状硅质岩中发现放射虫的报道
,

日见增多
。

笔者根据近年来在华南碳酸盐岩区观察和收

集的资料
,

认为孤峰组
、

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性
。

并且认为关于成因

和分布规律的认识
,

对解释我国南方晚古生代构造演变
、

沉积模式以及油气源的确定都

具重要意义
。

初步查明
,

二叠系硅质岩的分布与特提斯洋的打开有关
,

但在不同的大地

构造位置上
,

表现形式是各异的
。

本文重点讨论孤峰组和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的成因
、

分布规律与构造机制的关系
,

并略述其它硅质岩的成因
。

一
、

孤峰组和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的分布

下二叠统孤峰组和上二叠统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分布 很 有 规 律
,

分 为 三 大 区

(图 1 )
。

1
.

华南地块北缘区 ( 1 区 )

放射虫硅质岩呈东西向狭长条带展布
,

绵延二千多公里
。

由四川北部的 广 元
、

旺

苍
、

南江
、

城 口
,

经川鄂交界的巫溪
、

房县
,

鄂东北的京山
、

武 昌
、

大冶
、

黄岗
,

往东

至安徽宿松
、

巢县等
,

再东至江苏南京
、

句容等地
。

放射虫硅质岩沉积带与两侧的碳酸

盐岩或以同生断裂为界 (西段 )
,

或以黑色硅质页岩和深色碳酸盐岩互层与之过渡 (东

段 )
。

2
.

华南地块西南区 ( l 区 )

整体呈北西西向
,

分为两个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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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华南地块二叠系层状硅质岩和灰岩露头分布简图

黔中小区 ( !
一
1 ) :

水城
、

安顺
、

贵阳
、

仁怀
、

福泉等地
。

桂中小区 ( I
一
2 )

:

柳州
、

来宾
、

宜山
、

平阳
、

上林等地
。

这两个小区中
,

孤峰组
、

大隆组盆

地相放射虫硅质岩或玄武岩和台地相

茅口组
、

长兴组碳酸盐岩呈棋盘格式

相间排列
。

盆地四周分别受北西西向

和北东向同生断裂控制
,

单个盆地均

呈钝角正对南北的菱形
。

盆地到四周

台地的岩相展布为
: 深水放射虫硅质

岩 (或沿断陷缝升滋的玄武岩 ) 一断

崖塌积角砾灰岩一台地浅水碳酸盐岩

(图2 )
。

盆地的纵向岩性序列由下而

上为
:
碳酸盐岩 (或含煤碎屑岩 ) 一

泥质岩夹钙质岩 (含磷 ) 一放射虫硅

质岩一硅泥岩和含泥碳酸盐岩
。

3
。

华南地块中部一东南区 ( 夏 )

由四条北东向条带组成
:

考考考
{{{{{

妈妈啼斗尹尹
图 2 黔中下二叠统孤峰组棋盘格式沉积相图

飞
·

富硅泥质岩 2
.

硅质角砾岩 3
.

玄武岩 4
,

台块灰岩及露出

水面 5
.

推断断裂 6
.

剖面线 (来自梁恩宇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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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一鄂西带 ( 工一 1 )
:

从黔西北遵义沿北东向延至鄂川交界的宣恩
、

鹤丰
、

称归

一带
。

它把 I 区和 ! 一 1分区联接成一体
。

桂中一湘中带 ( I 一2 ) : 从广西柳州北东向伸至湘中的邵阳
、

武岗
、

韶山
。

湘东一皖南带 ( I 一3 ) :
从湘东之故县

、

莲花
、

未阳
,

经江西南昌西
、

横 峰
、

景

德镇
,

延至安徽南部的屯溪一带
。

粤中一闽西带 ( l 一 4 ) :
由广东仁化

、

曲江至福建的大 田
、

漳平
、

建阳一带
。

此外
,

在 ( ! 一3 ) 带和 ( I 一 4 ) 带之间的江西省崇义
、

贵溪及浙皖交界处亦有二叠

系硅质岩分布
,

很可能组成另一条北东向条带
。

下二叠统孤峰组和上二叠统大隆组的放射虫硅质岩分布范围基本一致
,

后者略有缩

小
,

北东向条带有的 (东南部 ) 不明显
,

或硅质岩中不含放射虫
,

或无硅质岩
,

如 I
一 4

带的福建漳平
、

大 田一带为碎屑岩或碳酸盐岩
。

二
、

孤峰组和大隆组的沉积序列
、

沉积特征

以安徽巢湖地区孤峰组和大隆组实测剖面为例 ( I区 )
:

1
.

孤峰组剖面 自下而上分为三段 ( 图3 )
。

下段包括1
、

2
、

3 、
4层

,

为一套细 碎屑

岩
、

粉砂岩和硅质泥岩
,

产磷结核
,

为陆棚边缘沉积环境
。

中段为5一n 层
,

主要为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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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巢县王家下二叠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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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均一
,

多数为o
.

08 m m
,

大部分已重结晶成微晶石英
。

少量放射虫个体由朴有机质含量

高
,

阻碍了 51 0 2

的重结晶
,

遂保留原始的房室构造
。

这 类 放 射 虫 经 初 步 鉴 定 为

Fr ys tri ra sP
, 。

与放射虫共生的生物化石主要为硅质海绵骨针 ( 一轴居多
,

二轴
、

三 轴

亦有
,

照片3 )
。

部分薄片中还见有机质残留的放射虫壳体
,

构成示 底 构 造 (图4 ) )
。

在剖面中
,

硅质岩内还发现菊石
、

有孔虫
、

薄壳瓣鳃等化石
,

但绝不见底栖生物化石
。

硅质岩普遍发育水平纹层构造
,

不见任何牵引水流形成的沙波纹构造和其它浅水沉积标

志
。

上述生物
、

沉积特征表明
,

中段属C C D (碳酸盐补偿深度 ) 面以下的盆地相沉积
,

硅质岩显系放射虫死亡后其壳体直落海底堆积而成
。

上段 1 2
、

13 层为硅质泥岩
、

硅质结

核泥岩
,

含锰
。

此为盆地抬升
、

海水变浅
、

环境转化为陆棚
。

孤峰组经历了浅一深一浅

的沉积过程 (图4 )
。

2
。

大隆组剖面亦 分三段 (图5 )
。

下段 ( 1
、

2层 ) 为炭质 页岩
、

含炭泥质 白 云岩

}
协杆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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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一多遥呈盖
深灰 一 然灰色 中薄一纹 层 含硅 质 页岩

深灰 色薄一中 薄层微 品 含泥质 自云 岩
(化 )夹灰 黑色薄层 炭旋 硅质泥 岩

瑙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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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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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画

图 4 巢县孤峰组沉积进程示意图 图5 巢县鬼门关上二叠统剖面图

( 化 ) 夹 透镜状灰岩
,

此系C C D面之上的 陆 棚 沉

积
。

中段 3
、

4层为深灰
、

灰黑色层状硅质 岩 夹 页

岩
。

硅质岩由放射虫及硅质海绵骨针组成
,

但本组 的

放射虫内部房室构造与孤峰组的不同
,

孤峰组 的 为

圆形构造 (照片2 )
,

大隆组的为方形构造 (照片5 )
,

尽

管仍为F ry
str ira sP

. 。

本组的沉积特征和共生生物

化石 组合与孤峰组基本相似
,

不多赘述
,

故此段亦

为C C D 面之下的盆地相沉积
。

上段 6
、

7层为深灰色

含泥微晶白云岩化炭质硅质灰岩夹灰岩 透 镜 体
,

为C C D 面之上的陆棚沉积
。

本组亦经历了浅一深一

浅的沉积 变化过程 ( 图6 )
。

但是与孤峰组相比
,

盆

地经厉的时间短
,

厚度大大减小
。

上上上 1 . , ,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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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
产产 夹 白云 岩岩 之 上 的陆陆

11111 . , --- ’

深深 透镜体体 棚环境境

’’’’’’’’

浅浅浅浅

lllll~ 。。。。。

号号号户
.........

..... 一一一一一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灰黑色薄薄 C C D 面面

层层层层层硅质岩岩 之下 的盆盆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七 率 币币 地地.............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下下下
. 之日日日

灰黑 绿绿 C C I) 面面

段段
‘‘‘‘‘‘‘‘

含炭质页页 之 上陆栩栩

..... 一 ..... 岩 夹微晶晶 环境境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云 岩岩岩

“““一
’’’’’

11111 11 “““““
’’’

翻
”””””

阶阶阶
’ 二

姗姗姗姗姗

LLLLL
『 ---------

昏 昌 目 匡巨}
炭质页岩 页 岩 硅质岩 白云岩

图6 巢县大隆组沉积进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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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孤峰组和大隆组层状硅质岩的成因

综合上文
,

孤峰组和大隆组有如下特点
:

( 1 ) 主要为在C C D面之下沉积的层状硅质岩
。

( 2 ) 硅质岩主要由70 %左右的硅质放射虫组成
,

其次为硅质骨针
、

火山碎 屑
、

硅

泥
、

硅质岩及上下层含磷高
。

( 3 ) 孤峰组和大隆组具断陷硅质岩组合的横向和纵向岩性序列
。

众所周知
,

现代大量形成硅质放射虫的先决条件是具备冷洋流
、

冷热洋流对流及较

丰富的二氧化硅来源
。

具备这样条件的地区有赤道附近的洋
、

洋缘及 大 陆 西 部 广 海

( 洋 )
。

根据二叠系的古地磁资料
,

二叠纪时华南地块及其西
、

西南特提斯洋的三江部

份位于赤道附近
。

极地冷洋流流至该处
,

遇到热洋流
,

形成对流
,

溶解了大量氮
、

磷等

微量元素的上升冷洋流使放射虫大量繁殖
。

当时被温暖浅水复盖
,

且有较大岛屿的华南

地块上发育的深水槽盆的西端
、

西南端与特提斯洋三江区是贯通的
,

所以一部分放射虫

游入槽盆
,

同时进入的冷洋流亦与上部温暖海水发生局部对流
,

有利于放射虫的进 一步

繁殖
。

强烈的火山喷发产生的二氧化硅被放射虫吸食
,

转化为硅质放射虫壳体 堆 积 下

来
,

形成具相当厚度的层状放射虫岩
。

因此
,

我们认为孤峰组和大隆组层状硅质岩是华

南地块与特提斯洋 (赤道部分 ) 相通的断陷盆地中的生物成因硅质岩
。

另外
,

二叠系栖霞组
、

吴家坪组也见硅质岩
,

它们多数为透镜状
、

团块状
,

少数为

薄的似层状夹于浅水灰岩中
。

薄片中除见有一些海绵骨针外
,

未见放射虫
。

我们认为这

类硅质岩大多为成岩交代
,

或准同生交代而 成
。

根据其它沉积特征综合考虑
,

它不代表

盆地相
,

而是浅水环境产物
。

当栖霞组
、

吴家坪组灰岩沉积后
,

沿断裂上升的岩浆使海

水 中51 0 :

含量猛烈增值
,

并渗进地层水中
,

51 0 :
在地层水中呈水玻璃的凝胶

,

随着p H

值的改变
,

发生了脱玻化的硅质交代和沉淀
,

致使这类硅质岩广泛发育
。

三
、

孤峰组和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形成的构造机制

罗志立 ( 1 9 8 1 , 1 9 8 8 ) 对上扬子地台及西南地区晚古生代地裂运动已作了比较深入

系统的研究
,

对其大地构造环境和机制也进行了探讨
,

认为该区的刚性基底原先有深断

裂 , 古太平洋的关闭及特提斯海洋的打开共同控制该地裂运动的时空分布
。

我们的研究

成果在放
:

1
.

二叠系孤峰组
、

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为断陷组合型
,

它的空间分布证明早二叠世

晚期一晚二叠世早期的地裂运动不限朴上扬子地区
,

它已扩及整个华南地区
,

其强度亦

远大加泥盆一石炭纪
。

2
.

从放射虫硅质岩在华南地区的宏观展布 (图 1 )
,

说明整个华南地块受到强大南北

向拉张构造应力场的控制 (图 7 )
。

华南地块北缘绵延 2。。o k m 的东西向放射虫硅质岩 带

( I )
,

受南北向拉张主应力产生的东西向断陷带控制 ; 桂中
,

黔中的棋盘格式的台块

碳酸岩和断盆放射虫硅质岩区 ( I )
,

由拉张应力产生的两组交角 (正对 南 北 ) > 90 。

的x 型断裂所造成
,

其盆地形状则取决放或是北东向张剪断裂发育
,

或是北西西向断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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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孤峰组与大隆组层状硅质岩形成的构造背景图

发育
,

或两者的复合
。

儿条北东向硅质岩条带 ( l )
,

则是受南北主张力产生的北东向

张剪断陷控制
,

这几条张剪断陷承续了原有的北东向深断裂
。

了从放射虫硅质岩发育程度和玄武岩喷发强度向东变弱表明
,

地裂运动自西向东逐渐

变弱
。

3
.

特提斯洋中各小洋盆与中间微陆块的展布也证实特提斯洋的裂离主要亦是南北向

拉张力的结果
,

其裂离的强度从西向东减弱
。

华南地块的拉张地裂与其同时发生
,

因此

有理 由认为华南地块的拉张断陷与特提斯洋的形成是同一应力作用的产物
。

它们的不同

表现形式只是说明华南地块已处龄这一构造应力作用的较弱部位
。

结 语

1
.

孤峰组和大隆组层状放射 虫硅质岩
,

在华南地块上呈条状展布
。

它们分别与茅口

组
、

长兴组的碳酸盐岩间互呈棋盘格式分布
。

说明二叠纪时
,

中国南方经历了大规模的

拉张活动
,

它与特提斯洋的打开是同步的
,

它们都受南北向拉张主应力统一力 场 控 制

的
,

只是不同的大地构造部位反映的形式有差异
。

就华南二叠系分析
,

孤峰组沉积期间

的拉张强度大朴大隆组沉积期
。

2
.

层状硅质岩有必要区分出
,

也可能区分出层状放射虫硅质岩和一般的硅质岩
。

华

南地块二叠 系有二类不 同成因的硅质岩
,

其中孤峰组
、

大隆组硅质岩是生物成因的放射

虫硅质岩
,

横向和纵向岩性序列证明它们是断陷盆地硅质岩组合
,

即在广阔浅水碳酸盐

合地上的断陷盆地中沉积的
。

孤峰组和大隆组放射虫硅质岩的出现和分布决非偶然
,

其所处的大地构造一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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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具备了放射虫硅质岩大量生成的必要条件
:

1) 位朴 赤道附近
、

升降强烈的 断 盆 陷

地
、

其西
、

西南与广阔的特提斯洋贯通
,

冷热海水得 以对流
。

2) 同时的强烈火山活动
,

使硅质含量剧增
。

孤峰组和大隆组深色放射虫硅质岩有机质含碳高达8
.

62 %
,

因而它们是 良好的生油

层段
。

它们有一定的展布范围和相当厚度
,

所以孤峰组和大隆组应是油气普查中不可忽

视的重点对象
。

( 收稿日期
: 1 9 5 5年1 1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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