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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北新元古界露头层序地层学研究

殷勇 范小林 高长林 张玲华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中国地质大学地矿系
,

北京

湘西北地区新元古界属于扬子地台东南缘古被动大陆边缘稳定沉积 区
,

本文重点研究了该区新元古代地层 。。。一 的

层序地层学 采 用廊带式剖面和综合层序地层划分方案
,

在稳定浅海相区通过精细的野外露头工作共划分出 个 级层序
,

其中老

山崖组 相当于板溪群 个
、

谍水河组 相当干莲沱组 个
、

东山峰组 相当于江 口组 一湘锰组 个
、

南沱组 个
、

陡山沱组 个和

灯影组 个 识别出 个 型层序边 界
、

个 型层序边界和 个淹没不整合面
。

通过全区 包括湘中洞 口地区 的层序地层对比
,

在

级层序的基础 上建立 了该区展旦系
。
等时地 层格架 总结了适合于本区的新元古代露头层序地层学工作方法

,

在层

序地层工作的荃础 上对该区地 层的定位
、

岩相古地理和古构造演化提 出了新的看法
。

关键词 露头层序地 层 等时地层格架 综合层序地层划分 廊带式剖面 新元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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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古代的地质时限为 一 。 ,

其中晚

元 古代板溪群的时限为
,

震 旦纪为
。

新元古代层序地层学在国际上一直是

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
,

主要原因是对于新元古代地

层 目前尚缺乏可靠的生物化石和同位素定年手段 以

及变形变质老地层在退磁技术上的难题尚未解决
。

地质学家都明白这样一条简单的道理
,

相同岩

性 的地层不一定是同时的
,

但在实际工作 中特别是

新元古代地层的对比中往往会犯类似的错误
。

层序

地层学使我们从地层的成因和发展上考虑 问题并提

出一个统一的成因地层划分方案
,

这就比过去根据

某一项或两项岩石
、

地质指标提出的地层划分方案

要优越得多
。

其最大优点就是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等

时地层框架内研究地层的特性
,

从而为解决新元古

代地层定位这一难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

根据王鸿祯院士廊带式剖面的思想
,

我 们在

扬子地台东南缘古被动大陆边缘的不同构造部位选

择 了若干剖面
,

对这种古老而复杂的
、

时间跨度范围

又特别大的地层进行全面系统的层

序地层工作在国际上也并不多 见
,

因此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
。

国外对于新元古代层序地层 的研究 由于采用

、

同位素和元 素地球化学手段 等
,

,

又由于研究区域较小较集中
,

因而层序的划

分精度较高
。

对于新元古代层序地层我们主要采用

综合的层序地层划分方法 图
,

在野外找出切实

可行的适合于本区的层序界面识别标志
,

密切注意

副层序堆叠形式
、

沉积相和沉积物颜色的变化
。

这样

既照顾了单个剖面层序划分的精度
,

又为全区层序

地层的对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地质背景和沉积地层

研究区位于扬子古大陆被动边缘的稳定浅海沉

积 区 图
,

即刘鸿允所称的江南构造带北亚带 刘

鸿允
, 。

该区新元古代地层基本上未遭受很强

的变形和变质作用
,

同时在构造古地理方面是一个
“

承上启下
”

的关键部位
,

因而为开展新元古代层序

地层工作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

出露于本区最古老的地层是中元古界冷家溪群

表
,

为灰绿色泥板岩和砂板岩
,

发育劈理褶皱
,

属于 活动型的弧后边缘海沉积
,

中元古代末华夏板

块与华南板块的碰撞造山作 用使本区退出边缘海沉

积历史
,

并造成上覆板溪群与下伏冷家溪群之间的

中国古大陆及其边缘层序地层及海平面变化项 目资助

在中国古大陆及其边缘层序地层及海平面变化项目中评估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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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变界面面面 结构转换面面面 各种暴露标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造运动界面面

高高频旋回回回 沉积相相相 层序界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

同位素素

图解解解 沉积体系系系 三级层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序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素地球化学学

体体系域域

层层序地层格架架

区区域对比比比 盆地演化化化
·

区域构造演化化

图 露头层序地层研究方法图

月月卜卜

乙乙含含

血血

图 工作区略图

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

本区从板溪期 亿年 开始进

入被动大陆边缘的裂陷作用阶段
。

板溪群是一套

紫红色的潮坪相和滨岸相粗碎屑沉积
,

北面石门杨

家坪一带水体最浅主要为潮坪相沉积
,

往南到常德

和沉陵一带水体逐渐加深
,

沉陵风滩沉积了一套紫

红色的滨岸粗碎屑沉积
。

再往南到安化
、

怀化一带为

浅海相沉积
,

并夹有凝灰岩和碳酸盐岩
。

从区域资料

看
,

裂陷作用在南面 洞 口以南包括黔东
,

桂北 要早

于北面
,

因此到洞 口 一带岩相古地理面貌已有很大

改观
,

巨厚的浊积岩代替了浅海相沉积
。

莲沱组

主要为紫红色的砾岩和砂泥岩
,

上部含少量的凝灰

岩
。

莲沱期是裂陷作用的短暂稳定期
,

全区仍以夷平

剥蚀和岩相古地理分异程度小为特征
。

桑植
、

杨家坪

以北为河流沉积相区
,

大庸
、

石门以北到杨家坪主要

为河 口湾潮坪相区
,

砾岩组成 了砾质的高能河 口浅

滩
,

河 口 两侧的岸区则发育砂泥质为主的潮坪相沉

积
。

往南到沉陵
、

常德一带过渡为滨浅海相区
,

一直

到湘中的洞 口水体逐渐加深
。

江 口期为裂谷作用

最强烈的阶段
,

断块活动造成地层厚度的巨大差异
,

本区江 口期沉积称东山峰组
,

厚度不足
,

往南到

洞 口厚度超过
。

岩相分异十分明显
,

大庸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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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杨家坪新元古代层序地层划分

传传 统 地 层 系 统统 层序地层层 体系域域

界界界 系系 统统 组组 区域地层对比比 层序

————————————————————— ——
新新新 震震 上上 灯灯

厂厂
层序  

兀兀兀 日日 统统 影影影

— ———————

古古古 系系系 组组组 层序 孕
界界界界界界界

—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陡陡陡陡陡山沱组组 陡 山沱组组

—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

层层层层层层层序

—————————————————— ——
     下下下下下 南沱组组 南沱组组 层序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 ——
湘湘湘湘湘锰组组 大塘坡组组 层序

————————————————— ——
东东东东东 山峰组组 江 口组组 层序

————————————————— ——谍谍谍谍谍水河组组 莲沱组组组

老老老老老老 板板板

山山山山山山 溪溪溪溪溪溪溪溪

崖崖崖崖崖崖 群群群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中中元元元元 冷家溪群群 冷家溪群群群群

古古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门以北主要为海岸冲积平原和近岸网状河流堆积
,

以南发育滨岸砂岩沉积
。

安化
、

怀化以南的洞 口地区

为一套巨厚的滑塌堆积
,

外来岩块 为具交错层理的

浅水粗砂岩
。

大塘坡组 或湘锰组 沉积岩相和厚

度变化仍然很大
。

石门以北主要是以黑色页岩为主

的泻湖沉积
,

厚度仅十几米
。

大庸和玩陵 则为灰黑色

到灰 绿 色 的含锰 砂 泥岩
,

属 于陆棚沉 积
,

厚度 达
。

到湘中洞 口一带为绿色粉砂质泥岩组成的深

水沉积
,

厚度超过
。

南沱组为气候较冷条件

下堆积的陆相冰川和海相冰债沉积
。

断裂活动对海
、

陆相冰川的分布
、

厚度变化仍起着控制作用
,

冰川岩

的厚度在各地差异很大
。

南沱组沉积起着填平补齐

的作用
,

它为上震旦统开始的碳酸盐缓坡沉积打下

了基础
。

陡山沱组主要发育碳酸盐岩缓坡沉积
,

从这一时期扬子板块东南缘进入真正的被动边缘阶

段
。

随着全球气候的转暖
,

冰川融化
,

相应的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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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

本区开始被海水淹没
。

桑植以北地区为内缓坡

相区
,

主要发育浅海和潮坪相碳酸盐沉积
。

桑植以南

到古丈为中缓坡相 区
,

发育浅海到深水陆棚相碳酸

盐岩夹页岩沉积
,

沉陵
、

常德以南则为硅质岩
、

页岩

夹灰岩和 白云岩的外缓坡一盆地相区
。

灯影组 沉

积时期海水进一步扩大
,

岩相古地理面貌与陡山沱

期相比发生了变化
。

主要表现在中缓坡和外缓坡沉

积相区
,

大庸以南灯影组沉积几乎全为硅质岩
,

偶夹

灰岩透镜体
,

称留茶坡组
。

洞 口的留茶坡组硅质岩中

见有同生滑塌变形构造
,

为大陆坡沉积
。

露头区层序界面的识别标志

露头层序的划分有赖于层序界面的识别
,

已归

纳 出 种适合于本区新元古代层序地层界面的识别

标志 图
。

构造作用增强之不整合

板澳群 冷家溪群 〕

古士壤
、

古风化壳

陡山 沱 灯影组
‘
凤滩

超 面

羹羹羹卜卜
气气岌州州

淹没面

灯影组顶 部

艰 吃
。小小

攀礴面 渗健 豆石和钙结壳 〕

碳酸盐台地
浅水沉积顶 于深水

沉积之 上

冰川侵蚀面

陆架区暴露于陆上遭受风化剥蚀作用
。

本区陡山沱

组和灯影组之间的古风化壳厚度超过
,

呈土黄色

外观
,

有大小不等的淋滤孔洞和铁质结核
,

镜下也见

此特征
。

上超面是识别层序界面的可靠标志
,

在野 外由

于露头规模的限制
,

有时不易识别 图
。

淹没面

或称 面 图
,

一般指碳酸盐地层而言
。

海平

面突然升高导致碳酸盐没入透光性差的水中
,

碳酸

盐
“

加工厂
”

停止生产而形成淹没面
。

此界面之下为

浅水碳酸盐沉积
,

包括叠层石和藻席
,

其上突变为有

机质含量高的黑色页岩或泥岩
,

本区灯影组顶面就

是一个典型的 面
。

在碳 酸盐地层中识别层序界

面的最好方法就是寻找各种暴露标志
,

碳酸盐 台地

中典型的暴露标志是钙结壳和渗滤豆 图
。

钙结

壳是一种富含灰质的沉积物
,

常具 同心环带和似枕

状体构造
,

是 由沿毛细管上升的含灰质的水份蒸发

作用形成 何镜宇等
, 。

渗滤豆也称钙结砾岩
,

其实它属于钙结壳的一种
,

专指具 明暗相间纹层的

豆粒集合体组成的岩石
。

纹层 由放射状的亮晶方解

石组成
,

纹层数 目可多达十层以上
。

豆粒集合体由亮

晶方解石胶结在 一起
,

豆粒的核心有时可以是陆缘

石英颗粒和岩屑
,

溶蚀和交代现象普遍
。

总之有钙结

壳和渗滤豆出现代表一种古河道径流量少的干燥蒸

发季节下的产物
。

冰债岩对下伏地层的侵蚀面也是一个很好的界

面标志 图
,

本区在南沱期沉积时 由于气候转冷

广泛发育冰川沉积
。

盆地边缘发育陆相冰川和过渡

类型的冰硕岩
,

盆地中发育海相冰川
。

由于冰期的发

生在全区具有等时效应
,

因而上覆冰川对下伏地层

的侵蚀面是一个理想的等时界面
。

图 层 序界面识别标 志

构造作用增强之 不整合 板溪群 冷家溪群 古土 壤
、

古风

化壳 陡山沱组 灯影组 凤滩 上超 面 ‘ 淹没面 灯影

组顶部 暴露面 渗滤豆石和钙结壳 碳酸盐台地 浅水沉

积覆于深水沉积之上 准 冰川侵蚀面

研究区碎屑岩层序地层的识别和划

分

构造作用增强之不整合 图
,

这种界面常常

与本区发生的主要地壳运动相一致
。

界面上下沉积

相和岩相古地理面貌有较大的改变
,

此类不整合一

般是 级或 级层序的界面
,

板溪群与下伏冷家 溪

群之间的界线就是这种接触关系
。

古土壤和 古风化壳在本区是一种重要的界面识

别标志 图
,

它代表大规模的海平面下降
,

浅海

本区碎屑岩沉积地层有晚元古代的板溪群
,

下

震旦统莲沱组
、

江口 组
、

湘锰组和南沱组
。

详细的层

序地层工作主要集中在杨家坪到沉陵的滨岸潮坪和

浅海相 区
。

在本 区碎屑岩地层中共识别出 个 级

层序
,

个 型层序边界和 个 型层序边界
。

板溪期层序

杨家坪地区与板溪期相当的地层称老 山崖组
,

其间共识别出 个 级层序
,

分别命名为层序
、

层序
、

层序 和层序 表
,

层序 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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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发育潮坪沉积为主
,

层序 和层序 1
.
4

以发育滨岸沉积为主
。

层序 1
.
1 与下伏冷家溪群 为高角度 不整合接

触
,

这是一个构造作用增强之不整合
,

属于 I型层序

边界
,

在层序 l
‘

1 的底部 已识别出河流相的低位体

系域沉积
。

层序 1
.
1 的海侵体系域始于一段发育干

涉波痕和削顶波痕的砂泥岩
,

属于高潮坪沉积代表

海进作用的开始
。

随着海水的逐渐加深
,

高潮坪沉积

逐渐被潮汐层理和冲刷构造很发育的潮间坪沉积代

替
。

高水位体系域仍以高潮坪沉积为主
。

层序 1
.
2 底部 为发育槽状交错层理的潮道沉

积
,

代表水体加深及新的海侵开始
。

其海侵体系域仍

以潮间旋回为主
,

高水位体系域以潮上旋回为主
。

由

于缺乏低水位体系域沉积
,

层序 1
.
2 的底界被认为

是一个 1 型层序界面
。

层序 1
.
3 和层序 1

.
4 与下伏两个层序相比较

,

厚度明显增大
,

且副层序以滨面旋回汐特征显著区

别于下伏的潮坪副层序旋 回
。

层序 1
.
3 始于一层厚 30c m 的灰白色块状砾岩

层
,

据研究属于海侵滞留沉积
。

由于缺乏低水位体系

域沉积
,

该层序的底界为 I 型层序边界
,

具波状层理

的下滨面沉积构成该层序的海侵体系域
,

上滨面砂

岩组成高水位体系域
。

层序 1
.
4 与层序 1

.
3 之间没有重大暴露

,

因此

层序 1
.
4 的底界为 l 型层序边 界

,

该层序的海侵体

系域主要由下滨面的粉砂岩和泥岩组成
,

高水位体

系域由上滨面和前滨中细砂岩组成
。

3. 2 莲沱期层序

杨家坪地区与莲沱组相当的地 层称谍水河组
,

该组中识别出两个层序
,

分别称层序 2
.
1和层序 2

.
2

(表 1)
。

层序 2
.
1 始于一层 4m 厚的砾岩

,

属于低水位

体系域的河流相沉积
。

由于界面上下存在沉积相的

突变
,

层序 2
.
1 的底界被认为属于 I 型层序边界

。

砾

岩层之上发育的具低角度交错层理的滨岸沉积属海

侵体系域
,

由于上覆地层的侵蚀
,

层序 2
.
1 的上部未

见高水位体系域沉积
。

层序 2
.
2 的 3 个体系域发育完整

,

底部 Zm 厚

的砾岩层为低水位期的河流相沉积
。

上部厚度较大

的紫红色含砾粗砂岩和 中砂岩为海侵体系域沉积
,

高水位体系域由临滨带的凝灰质砂岩构成
。

3. 3 江 口一大塘坡期层序

杨家坪地区与江 口 组相当的地层称东山峰组
,

与大塘坡组相当的地层称湘锰组
,

东山峰组与湘锰

组构成层序 3
.
1。 该层序较薄仅十几米

,

底部的砂砾

岩属于近岸冲积物代表低水位期沉积
,

上部的深灰

一灰黑色薄层钙泥质岩属于海侵一高水位体系域沉

积
。

3. 4 南沱期层序

南沱组沉积时期发育层 序 3
.
2 ,

杨家坪地区该

层序有 10 0m 厚
,

由冰啧砾岩组成
,

具有 5 个向上变

细的幕式旋 回
,

由于该层序处于冰期中无法识别出

相应的体系域
。

在沉陵风滩剖面
,

相应的层序地层工作是从
“

小

冰
”
( 相当于江 口组 )开始的

。

该地 区的层序 3
.
1 由

“

小冰
”

和湘锰组构成
,

厚度 比杨家坪要大得多
。

整个

层序发育在一个滨岸浅海环境中
,

低位体系域 由河

流相
.
粗砂岩和含砾砂岩组成

,

海侵体系域由上临滨

细砂岩和下临滨 一滨外砂泥岩组成
,

含锰结核粉砂

质泥岩属于凝缩段沉积
。

高位体系域由含铁粉细砂

岩组成
。

在该地区
,

南沱组中也仅识别出一个层序

(层序 3
.
2)

,

该 层序与层序 3
.
1. 之间发育一个 侵蚀

截切面
。

4 研究区碳酸盐岩层序地层的识别和

戈d分

本区上震旦统陡山沱组和灯影组广泛发育碳酸

盐岩
,

并沉积在一个大致南倾的碳酸盐岩缓坡环境

中
。

石门以北包括杨家坪和走马坪位于 内缓坡相 区
,

大庸四都坪位于中缓坡相 区
,

玩陵位于外缓坡一盆

地相 区
。

精细的层序地层工作主要在内缓坡相区开

展
,

上震旦统共识别出 6 个 l 级层序
,

2 个 I 型层序

边界
,

4 个 l 型层序边界和 1 个淹没不整合面
。

4. 1 陡山沱期层序

在杨家坪陡山沱组中识别 出 2 个层序
,

分别称

层序 4
.
1和层序 4

.
2( 表 1)

。

层序 4
.
1是在南沱组冰

磺岩填平 补齐面上发育起来的碳酸盐岩层序
,

该层

序以一层 lm 厚的白云岩与下伏层序为界
,

在镜下

所见白云石为 0
.
02 一 0

.
04 m m 的自形晶

,

混有陆源

石英颗粒和白云母
,

有溶洞和褐铁矿
,

受大气水成岩

作用影响明显
,

推测为低水位楔状体沉积
。

海侵体系

域 由潮下低能带的炭质粉砂质泥岩
、

薄层泥灰岩和

硅质灰岩构成
,

高水位体系域由泥硅质白云岩组成
。

层序 4
.
2 始于沥青质

、

炭质灰岩和泥质 白云岩

组成的潮下低能带
,

接着是鲡粒灰岩层
,

见有冲刷构

造
,

显示缅粒滩的侧 向迁移
,

代表潮下高能带
,

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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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下低能带一起构成该层序的海侵体系域
。

高水位

体 系域 由潮 l司带 内碎 屑白云岩和潮上泥 白云岩组

成
,

该泥 白云岩层面上见有泥裂等暴露标志
。

4

.

2 灯影期层序

由于杨家坪和走马坪两个剖面位于碳酸盐岩内

缓坡地区
,

在野外 已辨认出 4 个 l 级层序
,

分别命名

为层序 4
.
3 、

层序 4
.
4 、

层序 4
.
5 和层序 4

.
6 。

层序 4
.
3 与下伏陡 山沱期层序(层序 4

.
2) 之间

有一个重大的暴露界面
,

广泛发育渗滤豆
、

溶洞孔和

泥裂等暴露标志
。

接着为硅质白云岩代表海侵体系

域
,

高水位体系域为具有鸟眼构造的白云岩
。

层序 4
.
4 以浅潮下一潮间的砾屑

、

砂屑 白云岩

开始
,

代表海侵体系域
,

其上薄的藻纹层白云岩为高

水位潮坪沉积
。

层序 4
.
5 始于浅潮下一潮间的内碎屑 白云岩和

叠层石白云岩
,

属于海侵体系域
,

高水位体系域由藻

纹层白云岩和帐篷构造极其发育的中厚层白云岩构

成
,

局部层段见膏溶角砾岩
。

层序 4
.
6 下部含泥较多的中薄层 白云岩属于海

侵体系域
,

上部浅色的含泥质少的中层状 白云岩为

高水位体系域
。

5 研究区层序地层对 比和震旦系等时

格架的建立

通过各剖面层序之间的相互对 比
,

建立研究区

的等时地层格架对于重新评价
、

厘定各套地层之间

的关系
,

阐明该区的岩相古地理和古构造演化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

由于工作精度的限制
,

本区新元古代

层序地层的对 比以 I级 层序为准
,

为便于问题的讨

论将对比范围扩展到湘西北以南的湘 中洞 口地 区
,

该区已属于大陆坡沉积区
。

湘 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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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湘西北震旦系等时地层格架
1.砂屑灰岩

;2
.
硅质白云岩

;3
.
砾屑灰岩

;4.泥 白云岩 ;5
.
具鸟眼构造白云岩

;6
.
内碎屑缅粒白云岩

.7
.
页岩

;8
.
沥青质灰

岩
;9.泥灰岩

;10 泥质岩
;H
.
泥质粉砂岩

;12
.
粉砂岩 ;13

.
砂岩

;14
.
砂砾岩

;15
.
硅质岩

;16
.
砾岩

;17
.
碳酸盐滑场角砾岩

;

18
.
碎屑岩滑塌角砾岩

;19
.
冰硕岩

;
20
.
含锰

;21
.
含凝灰质

.
22
.
栉壳层

;23
.
处层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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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重要的等时界面是莲沱期层序与板溪期

层序之间的界线(图 4)
,

莲沱期作 为裂陷作用 的短

暂稳定期
,

全区以剥蚀填平作用为主
。

在杨家坪地

区
,

板溪群之上一套厚度很大的紫红色砂岩 (称谍水

河组 )与下伏板溪群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

其沉积特征

以及在层序 中的位置恰好与洞 口地区板溪群浊积岩

之上
、

大规模滑塌堆积之下的粗碎屑岩 (洞 口称江 口

组一段)相当
,

同属莲沱期层序
。

第二个重要等时界面是江 口组的底界面
,

全 区

在湘锰组海侵体系域之下都能找到一层低水位期的

粗碎屑沉积
,

杨家坪地 区构成这一低水位期沉积的

是东山峰组杂砾岩
,

代表近岸冲积扇
,

向南到大庸四

都坪其特征类似 于杨家坪
,

沉陵风滩相变为网状河

沉积
,

再往南到洞 口为大规模的滑塌角砾岩构成低

水位斜坡扇
,

从近岸冲积扇到斜坡扇这一系列的横
向展布关 系说 明它们构成 了同期的低海平面沉积

物
。

上覆的湘锰组在杨家坪为较薄的泻湖相灰黑色

钙泥质岩
,

四都坪地 区情况与其类似
。

但有机质含量

明显增多
、

页理更加丰富
,

往南到沉陵地区为浅海相

的粉砂岩和粉砂 质泥岩
,

锰的含量增 加
,

见有锰结

核
,

而更南面的洞 口地 区为灰绿色的盆地相页岩和

泥岩
,

锰含量达最高
,

厚度超过 20 om
。

从泻湖相泥岩

到盆地相 页岩
,

在平面上和空间上构成 了一个海侵

系列
。

第三个重要的等时界面是 南沱组底部的侵蚀

面
,

由于冰期的发生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甚至全球

都具有等时性
,

南沱组的底界代表气候变冷冰期到

来时的侵蚀界面
,

因而具有很好的等时性
。

这一特殊

的冰期层序从石门以北的陆相冰债岩到沉陵和洞 口

相变为海相冰川
。

陡山沱期层序与南沱期层序之间构成第四个重

要的层序界面
,

其等时性原理在于全区该界面之上

都能见到一层钙结壳
,

在全区分布稳定
,

厚度不超过

lm
,

相变不明显
,

大都由潮坪 白云岩构成
,

与碳酸盐

低水位楔十分相似
。

陡山沱期层序与灯影期层序之间的界面构成了

第五个重要的等时界线
,

全区在此界面附近都可见

到重大的暴露标志
,

因而很容易在全区进行追索
。

在

四都坪此界线之上还 见有低水位期的斜坡扇滑塌角

砾岩
,

而且规模较大
,

这一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界线的

存在
。

第六个重要的等时界面位于灯影组 顶部
,

寒武

系的底部
,

它代表碳酸盐台地淹没
,

这是由于海水迅

速上升
,

原快速生长的碳酸盐没入透光带之下而停

止发育的缘故
。

这一界面在全 区特征明显易于追踪
。

等时格架的建立对于阐明本区乃至上扬子东南

缘大陆边缘盆地原型和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早震

旦世扬子板块东南缘处于裂 谷拉张阶段 (图 5)
,

由

于断裂活动强烈
,

形成垒堑构造
,

地形高差明显
。

裂

谷时期主要为快速的碎屑充填
,

并伴有火山喷发和

图 5 震旦纪上扬子东南缘大陆边缘盆地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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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源碎屑流堆积
。

裂谷边缘和裂陷中心沉积物堆积

厚度相差悬殊
,

如江 口 一大塘坡期沉积物在湘西北

厚度不超过 20 Om
,

但在湘中一带却厚达 四
、

五千米
,

而且有大规模的滑塌扇
。

现有资料表明江 口 一大塘

坡期为裂谷作用强 烈时期
,

南沱期为裂谷作用相对

减弱期
,

南沱组冰硕岩的厚度差异在全区已明显缩

小
,

主要起填平补齐作用
。

下震旦统砂泥岩的稀土元

素分配模式更接近于裂谷或裂陷构造环境稀土分配

模式0
。

晚震旦世上扬子东南缘进入被动边缘的漂移阶

段
,

由于海平面的大规模上升
,

上扬子古陆大部分被

淹没于浅海环境
。

晚震旦世早期碳酸盐沉积体在本

区以缓坡型为主
,

不具镶边陆架特征
。

晚期 由于碳酸

盐的垂 向和侧 向加积达到鼎盛
,

碳酸盐斜坡向盆地

大规模推进
。

虽然晚期仍以缓坡碳酸盐沉积为主
,

但

少数地区 (如鄂中台地)已有明显的台前斜坡
,

可称

为初始碳酸盐台地
。

该期未出现大规模碳酸盐台地

的原因在于断裂活动引起的差异沉降或掀斜仍对碳

酸盐台地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影响
。

在半深海
、

深海

区的留茶坡组硅质岩中出现滑塌变形构造
,

具明显

的大陆坡性质
,

这也说明了晚震旦世上扬子东南缘

已进入真正的被动大陆边缘时期
。

法
,

即廊带式剖面和利用综合手段划分 层序的原则
;

(2) 浅水地区特别是潮坪地区的层序由于厚度小
,

应

十分注意副层序 的堆叠形式
、

沉积相和沉积物颜色

的变化
;(3) 总结了适合于本 区新元古代层序地层工

作的
、

实用的野外层序界面识别标志
,

这些标志尤其

适用于稳定浅海环境
;(4) 在野外露头上对浅海相区

的地层剖面进行 了精细的层序地层划分
,

划分精度

在 皿级以上
;(5) 通过全区(包括洞 口地区 )的层序地

层对 比
,

在 I 级层序基础上建立 了该区震旦系等时

地层格架
;(6) 在层序地层工作的基础上对该区地层

的定位
、

岩相古地理和古构造演化提出了新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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