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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灰岩— 中奥陶统密集段

王泽中

(江汉石油学院石 油地质系 )

〔内容提要〕 广泛发育于中
、

上扬子地区的宝塔组马蹄纹灰岩是中奥陶统一密集层段
,

其依据

是
:

宝塔组沉积时水探最大
,

沉降幅度大
,

沉积速率低
,

分布广泛 ,在成岩早期可能是一种海底硬

地
,

马蹄纹是海底硬地发生收缩的结果
。

这些特征与密集层段的特征非常接近
。

关健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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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宝塔灰岩系指中上扬子地区宝塔组的一套泥晶灰岩或含生屑泥晶灰岩
,

因其发育
“

马蹄

纹
”
或

“
龟裂纹

”
而特别引人注目

。 “
马蹄石灰岩

”
最早由丁文江首创

,

系因
“
联想到石灰岩层面

上一种奇怪的
、

像马蹄的印痕
” .

lj[ 后来
,

玉迁又将其称为
“
龟裂纹

”
灰岩2[]

.

之后
,

马蹄纹曾一

度被当作暴露干裂的标志
.

近年来
,

随着对碳酸盐沉积成岩作用研究的深入
,

已有越来越多

的资料说明马蹄纹并非暴露干裂所致
,

而是水下收缩的结果闭
。

本文通过对湘西北地区宝塔

组岩性的野外和室内观察并结合对整个奥陶纪沉积和生物演化的分析
,

认为宝塔灰岩实际

上是中奥陶世海平面上升期形成的密集层段
。

2 宝塔灰岩作为密集层段的证据

2
.

1 沉积时水深最大

岩相方面 宝塔组岩性为灰色
、

浅灰色块状泥晶灰岩
、

含生屑泥晶灰岩
,

缺乏浅水沉积

构造
.

生屑类型有三叶虫
、

棘皮
、

介形虫
、

腹足
、

腕足等碎片
,

除三叶虫个体稍大外
,

其余均为

薄壳碎片
。

一些底栖生物碎屑
,

如腕足
、

棘皮等均较为破碎
,

显示出异地带来的特征
。

总的来

看
,

岩性特征指示浪基面以下安静的较深水环境
.

古生物方面 宝塔组生物化石以头足类及
n

~
: 和 人6七几戒

n

oce ar :
等典型营漂浮生活

的分子为主
,

少见底栖生物化石
,

指示其沉积环境可能位于不利于底栖生物生活的透光带以

下〔幻
。

陈均远 ( 1 9 88) s[] 根据头足类壳体演化特征所作的对奥陶纪水深变化的分析
,

亦说明宝

塔期是整个奥陶纪水深最大的时期 (图 1 )
。

. 本文 1 . , ` 年 盛月 1 8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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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根据头足类反映的中国南方奥陶纪水深变化

(据周名魁等
, 1 9 9 3 [̀ ] ,

略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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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降幅度大

根据文献闭所提供的扬子区的 B u b n of f 沉降曲线
,

中
、

上扬子区在整个奥陶纪期间的沉

降幅度不大
,

曲线平缓
,

平均每百万年不到 20 m
,

但在庙坡晚期
,

沉降幅度即开始明显增大
,

大约 已达到每百万年 3。一 4 o m
。

在整个奥陶纪
,

这一沉降幅度是较大的
.

2
.

3 沉积速率低

目前尚未见到宝塔组顶底的同位素年龄资料
,

也就不能单独计算宝塔组的沉积速率
.

然

而
,

若将中统的沉积速率与下统比较
,

就会发现中统的沉积速率比下统要低得多 (表 1 )
。

宝

塔组的沉积速率与密集段的沉积速率 (1 一10 m m / k : )相当
。

表 1 奥陶纪各主要时期沉积速率的对比

T曲l e 1 C o m aP r lso n o f de P佣川o n a l r at . I n ht e o 川vo le 加 n

浓浓浓
南津关组一分乡组组 红花园组一大海组组 十字铺组一宝塔组组

((((( 7
.

OM a
))) ( 1 0M a

))) ( 30 M a )))

厚厚厚度 ( m ))) 速串 (爪 IM a ))) 厚度 (。 ))) 速率 ( . /M a ))) 厚度 ( m ))) 班率 ( m /M a )))

水水顺麻岔岔 3 2 7
。

7 777 4 6
。

8 222 1 60
。

7 777 1 6
。

1 000 7 0
。

0 333 2
。

3 333

水水顺大吸吸 2 4 1
。

6 444 3 4
.

5 222 1 8 1
.

3 333 1 8
。

1 333 7 ,
。

6 888 2
。

6 666

宜宜 昌昌 8 6
.

8 111 1 2
.

4000 1 0 333 10
。

333 3 888 1
。

2 777

长长 阳阳 2 0 2
。

555 2 8
.

9 333 1 5 1
。

555 1 5
.

1 555 4 1
.

555 1
.

3 888

张张家界界 2 9 2
.

555 4 1
.

888 1 3 666 13
.

666 7 3
。

999 2
。

4 6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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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布广泛

宝塔组中的马蹄纹灰岩分布于整个中
、

上扬子台地
,

包括川
、

黔
、

湘
、

鄂的绝大多数地区

(图 2 )
,

而且岩性稳定
,

可作区域性对 比的良好标志层
。

2
.

5 马蹄纹是海底硬地发生收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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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in nd 在卡塔尔半岛对

现代碳酸盐岩硬地进行水下

摄影和掘坑时曾发现有几毫

米至几微米的小裂隙遍布整

个坚硬层〔月
.

这种小裂隙与马

蹄 纹有 很 大 的 相似 之 处
。

Lind str o m [.〕在瑞典西部和南

部的早阿伦尼克期 (红花园或

大湾早期 )也曾发现并报道过

一 层厚约 6m的生屑灰岩海

底硬地
。

说明奥陶纪时具备发

育海底硬地的条件
。

因此
,

宝

塔灰岩在成岩早期可能就是

一种碳酸盐海底硬地
,

而龟蹄

纹正是海底硬地发生收缩的

结果
。

3 讨论

密集段是形成于海平面

上升最大时期的一段海相地

乙乙乙

图 2 中
、

上扬子区宝塔灰岩的分布

(据姬再良
,
1 9 851 5] ,

略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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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它以极缓慢的沉积速率
、

沉积环境水体相对较深以及广泛分布并可作为地层对 比的标志

为特征阔
,

在碳酸盐岩中
,

密集层段常以海底硬地的形式出现 10[ 〕
.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

宝塔灰岩与密集层段的特征符合
,

因而是中奥陶统的一个密集

层段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里我们虽然明确认为宝塔灰岩是密集层段
,

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下伏的

庙坡组和枯牛潭组的部分或全部地层也是密集层段的可能性
。

密集层段可以是单独一段地

层
,

也可以是几段地层的复合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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