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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探讨安徽巢湖二叠系

海陆相的变化
.

王子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21 00 08)

本文在系统地化学分析资料基础上
,

应用Mn o /Ti 伍比值
,

对安徽巢湖二叠系海陆相的变化和主要的沉积

相类型进行了研究
。

所得结论与 c/ s 比值
、

脚 c 以及古生物和岩石地层沉积环境的综合分心衫部仑是基本吻合

的
。

从而证明了 Mn o /T 10 2
比值可以作为辨别海洋沉积物沉积环境的一项有效的地球化学标志

,

而用其来探讨

地层海陆相的变化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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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叠纪地层的研究
,

前人已作了不少的工作
,

但以地球化学指标研究其沉积环境的

尚不多
。

本文仅以化学分析资料为基础
,

应用M n o /Ti 0 2

指标对安徽巢湖二叠纪地层海陆相

的变化进行探讨和研究
。

一
、

依 据

R yu ic 垃 su g isa ki 等(1 9 8 2) 在研究日本中部的 Ka m in so 三叠系层状隧石的沉积环境时
,

曾

提出页岩和隧石的成岩段是同源的
。

si
、

Al
、

Ti 和 zr 等元素在沉积过程中
,

经风化和搬运
,

是

趋于保存和稳定的
。

在经过与来自不同环境中的现代海洋沉积物的地球化学和地质资料对

比后
,

他特别指出 Mn o / Ti o :
比值是辨别海洋沉积物沉积环境的一项有效标志

。

由于距陆地

的距离和海水的深度增加
,

陆源的物质减少
,

而来自海水的锰沉淀物几乎是不变的
。

所以

M n

o/ Ti 场比值显示了从近岸地区到深海地区的两个量级变化次序(图1)
。

以其能指示海水

的深浅变化
,

来判断海水的进退
,

而可作为探讨地层海陆相变化的依据
。

二
、

方法和应用

根据以上理论
,

笔者对安徽巢湖平顶山(下二叠统)和鬼门关(上二叠统)剖面
,

其中主要

是孤峰组和大隆组
,

共进行了14 块样品(硅质岩和页岩)的化学分析
。

表 1中所列各样品的分

析结果与岩性一致
。

在此基础上
,

应用图1的Mn o /Ti o Z

标准化比值
,

进行海陆相变化的探讨

和沉积相类型的研究
。

方法是先将样品粉碎(1 6 0 ~ 20 0 目)
,

在碱溶样品分离二氧化硅后的滤

液(或硫酸一氢氟酸溶样后的提取液)中
,

各取一定量的溶液
,

分别以原子吸收法和二安替比

林甲烷比色法测定 Mn O 和 Ti 肠之含量
。

再计算得出Mo

o/ Ti 场比值
,

结果见表1
。

0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部分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荃金联合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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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安徽巢湖二盛系化学分析和

产产地地 层位位 样品品 岩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55555555555 10 222 A 12 0 333
FC

ZO 333 Fe OOO ()1000 M色000

巢巢巢 卜卜 大大 G u 2555 灰黑色页岩岩 63
.

5 888 1 8
.

4 222 3
.

8 222 0
.

7 000 0
.

6 444 1
.

1777

湖湖湖 统统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鬼鬼鬼鬼 组组 G u 2 000 深灰色页岩岩 62
.

3 111 1 8
.

1 333 4
.

1 888 0
.

4 555 0
.

7 555 1
.

6 666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关关关关关 G u l666 深灰色硅硅 78
.

1 888 1 0
.

5 888 1
.

9 999 0
.

5 555 0
.

7 333 0
.

7 666

叠叠叠叠叠叠 质页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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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剖剖剖剖 G u l333 灰黑色色 7 5

.

2222 8
.

0 666 3
.

1666 0
.

2 777 2
.

5 000 0
.

5 555

面面面面面面 硅质页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龙龙龙龙潭潭 8t1 777 土黄色色 5 0
.

5222 9
.

4 555 2 3
.

1 000 3
.

4 000 0
.

7 444 1
.

1 000

组组组组组组 砂质泥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巢巢巢 卜卜 银屏屏 Pi 2 999 肉红色色 5 8
.

6 000 2 0
.

8 777 7
.

8999 0
.

1 000 0
.

5 111 0
.

7 333

湖湖湖 统统 组组组 砂质页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顶顶顶顶 孤孤 Pi 2 888 灰褐色色 9 0
.

4 888 2
.

5 777 2
.

5 888 0
.

4 000 0
.

4 888 0
.

1 000

山山山山 峰峰峰 硅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叠叠叠叠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系系系系系 Pi 2 666 灰色色 9 2
.

1 222 2
.

3 888 0
.

7 111 0
.

盆000 0
.

1 777 0
.

1 111

剖剖剖剖剖剖 硅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PPPPPPPPPi 2 444 灰黑色色 9 1
.

2 000 1
.

2 111 0
.

7 000 1
.

1555 0
.

5 222 0
.

0 6 111

硅硅硅硅硅硅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访访访访访2 333 灰黑色色 9 3
.

8 444 1
.

3 000 0
.

2 000 0
.

5 888 0
.

3 111 0
.

0 7 333

硅硅硅硅硅硅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PPPPPPPPPi 2 222 磷结核核 2 4 9 222 8
.

1 111 1
.

0 555 0
.

1555 3 3
.

4 000 0
.

3 555

PPPPPPPPPi2 2 AAAAA 7
.

1444 5
.

1222 3
.

2 333 0
.

2 999 4 3
.

5 555 0
.

0 9 333

洒洒洒洒洒 Pi lsss 深灰色色 9 2
.

8 222 0
.

4 111 0
.

1 666 0
.

7 000 3
.

1 333 0
.

()4 333

霞霞霞霞霞霞 硅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PPPPPPPPPi llll 深灰色色 9 4

.

1 444 1
.

2555 0
.

1666 0
.

4999 0
.

5 666 0
.

1 444

硅硅硅硅硅硅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1 )Pi1 8和 Pi ll 样品分别采自上
、

下硅质层
。

2) 硼 (B) 含量为朱宗秋同志在一米光栅光谱仪上测定的定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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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刀 0 2等结果与沉积相分析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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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环境中的海洋泥质沉积物与三叠系迷石和页岩脉石的Mn o / Ti q 比值对比
G 和 B 分别表示花岗岩和玄武岩的平均位(据助ul d il S u 8) ‘ tk i等

,
1 9 8 2)

根据安徽巢湖二叠系自下而上的岩石类型
,

相应 Ti
、

Al
、

Fe 等亲陆元素和亲海元素 Mn

的变化
,

可知二叠纪地层变动活跃
、

海陆变迁较大
、

海水进退频繁
。

本区在栖霞组沉积期
,

最

初下扬子海萎缩
,

海水稍有撤退
,

形成了栖霞组底部的含煤海侵沼泽相沉积
。

以后海侵扩大
,

造成了浅海开阔台地相的栖霞组沉积
,

而下
、

上硅质层 (几 1 1
、

Pi 18 样品 )分别出现 1
.

52 和

6
.

6 7的M n O /芍姚 比值
,

这是标志着其间有两次海水加深的过程
。

孤峰组沉积期
,

底部产磷结

核(Pi 2 2A 和 Pi 22 样品分别含 PZO :

达31
.

1.1 %和21
.

86 % )
,

此为陆棚边缘沉积环境
。

向上其硅

质岩呈灰黑
、

深灰
、

灰褐色
,

富含有机质和放射虫 (Pi Z.l 样品)反映出沉积物是在较深水体中

形成的
。

由表 1中列出的 R 2 3
、

Pi Z」
、

R 2 6
、

R Zs等样品的 M n o /肠0 2

比值分别为 2
.

1 9
、

3
.

x l
、

0
.

909
、

0
.

59 7
,

可知在本组下
、

中部其比值大于 1和接近 1
,

说明海水加深
,

为盆地相沉积 ;而在

上部其比值为小于1( 大于 0
.

5 )
,

说明盆地抬升
,

海水变浅
,

又转为陆叫相沉积
。

银屏组沉积

期
,

其砂质页岩 R 29 样品所处层位
,

腼
1 0 / Ti o此值为0

.

0 1」
,

硼含量为1 1 5pPn’
,

由此分析可能

是一种极浅水陆棚造成的淡化泻湖环境
。

这与沉积物中出现腕足类
、

瓣鳃类和植物碎片的生

物组合较为一致
。

估计此层位是处于东吴运动高潮
,

时为大规模海退的突变之际
,

乃滨海过

渡相沉积
。

龙潭组沉积期
,

在东吴运动后
,

开始出现海侵沼泽相沉积
。

该组砂质泥岩 G u 7样品

所处层位
,

其 M n o / Ti 0 2
此值为1

.

5 0
,

沉积磷酸盐法一 ca / Fe + Ca 比值为0
.

87
,

是偏咸的半咸

水环境
,

估计是靠近海
、

湖边缘地区之产物
,

为海陆过渡相沉积
。

大隆组沉积期
,

其硅质页岩

呈深灰色或灰黑色
,

在底部出现较高磷值(G
u l3 样品 P

Z
o

s

为2
.

03 % )
,

该组样品的 Mn

o/’Ti 姚

比值均很小(大都小于 0
.

1 )
,

平均硼含量为88
.

4PP m
,

可能是受到一定程度淡水影响的海相

沉积环境
。

二了 左士 字五

一
、 二目 冬口

以上结论
,

证实了Mn O / Ti o此值
,

具有一定的指相意义
,

应用于地层海陆相变化的研究

是可行的
。

通过本项工作的探讨
,

Mn O / Ti o
此值以鉴别开阔海的深浅变化为宜

。

故其在正常

广海海域内
,

是研究沉积环境和认识古地理条件的一项有效的地球化学标志
。

同时该指标要

以海洋泥质沉积物或硅质岩
、

页岩为分析对比对象
。

对于海陆因素影响复杂的过渡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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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

最好结合其它地球化学标志进行全面分析研究
,

以免得出片而的结论
。

本文是笔者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

中国南方二叠纪沉积环境和矿产予测
”

中的一

项地球化学实验工作的总结
。

课题负责人江纳言同志介绍了文献资料
,

并对研究结论提出了

修改意见
,

在此深表谢意
。

(收稿日期
: 19 89年9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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