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谈 岩 相 古 地 理

广 西 冶金地质学校 柳淮之

众所周知
, ‘

沉积矿产在各类矿产中占有

很大比例
。

沉积铁矿 包括沉积变质铁矿

在世界铁矿总储量中约占
,

特别是大型

富铁矿 —前寒武纪铁硅建造富矿
,

全是沉

积形成的
。

我国北方著名的宣龙式铁矿
,

南

方的纂江式和宁乡式铁矿
,

也都是沉积生成

的
。

在普查和群众报矿中
,

这类矿点所占比

重很大
。

以广西为例
,

所了解的八百多个铁

矿点
,

外生类型 主要是宁乡式 的 占七百

多个
。

沉积铜矿在全球总储量中约占
。

著名的赞比亚一扎伊尔铜矿带
,

长达五百公

里
,

宽数十公里
,

占国外 总 储 量 的五分之

一
,

就是浅海和泻湖三角洲沉积成因的
。

锰

矿和铝土矿基本上都是沉积 作 用 形
’

成的
。

妮
、

担
、

错
、

始和稀土金属斓
、 一

柿
、

错
、

钱

等主要来源于砂矿启更不用说煤
、

石油
、

天

然气和油页岩了
。

不管是现代的还是 古代的沉积矿产
,

其

形成及分布都受岩相 占地 理 条 件 控制
。

因

此
,

对沉积矿产来讲
,

研究岩相古地理
,

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古陆 地 边 缘 海湾和盆

地
,

是形成沉积铁矿的有利条件
。

古河流与

湖泊的交接地带和三角洲
,

是砂岩铜矿的赋

存地区
。

古陆上的长期风化剥蚀区
,

则有利

于风化壳型矿产的形成
,

如铝上矿及铁矿
。

潮湿气候的海滨平原和内陆盆地
,

是 古代成

煤的理想环境
。

干燥气候的古咸水湖和海岸

泻湖
,

则是
一

寻找岩盐
、

钾 盐 和 石 膏的远景

区
。

三角洲和内陆大盆地
,

是普查石油和天

然气的重点地区
。

因此
,

为了查明沉积矿产

的分布规律
,

进行成矿予 测 并 指 导伐犷勘

探
,

完全有必要探索和研究沉积矿产形成的

古地理
、

古气候条件
,

弄 清 它 们 的来龙去

脉
,

才能顺藤摸瓜
,

为国家找大矿
,

找好矿
。

例如
,

非洲尼 日利亚
,

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寻

找石油
,

但效果不好
,

直到一九五五年找到

了尼 日尔河古三角洲
,

弄清了岩相古地理
,

揭示了成油规律
,

找矿局面才迅速打开
,

很

快发现了一系列大油田
。

我国云南省中部的

砂岩铜矿
,

过去有些矿
,

如凹地直矿床
,

由

于研究不够
,

掌握不住矿床的侧伏方向
,

把

大矿误认为是 “ 巴掌矿 ” 。

六直矿床也曾把

短轴当成长轴
,

认 为 远 景 不大
,

曾一度放

弃
。

所谓侧伏方向
,

是指矿床或矿体的长轴

在空间的延深方向 据四川省地质局 队

资料
。

而矿床侧伏方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法广就是岩相 古地理分析
。

砂岩铜矿的砂粒

在湖相沉积环境里
,

由于水动力主要表现为

摆动式的流动
,

因而使砂粒长轴方向与湖岸

近于平行分布
,

倾角大小 受 古 湖 盆地形控

制
。

并且矿体大致 与 紫 色 层 平 行 分 布
。

据云南冶金 队几个矿区测定结果
,

砂粒

长轴方向 即主向 与矿体长轴方向一致
。

如大姚矿区
,

矿体长轴为北东
。 ,

形组测

定砂粒主向为
“ ,

当矿体在 号剖面转

为北东
。

时
,

形组钡定为北东
“ 。

另

外
,

砂粒倾角
、

倾 向 反 映 湖岸的坡度与方

向 , 一般砂粒倾角大
,

胡岸坡度陡
,

矿体也

厚 砂粒倾角小
,

湖岸坡度缓
,

矿体变薄
。

这个队正是以这一认识予测矿体长轴的侧伏

方向和推断古地理环境的
。

一 什么 叫岩相 沉积岩 古地理

沉积岩的岩相古地理研究
,

指的是根据



现在看到的各种沉积岩和古生物特征
,

去推

断这些岩石是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生成的
。

有的是海里形成的
,

称为 “ 海相 ” ,

有的是

在陆地上河流
、 ’

湖泊形成的
,

称为“陆相
” 。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亚类
,

如海相又可分
‘

为 “ 滨海相 ” 、
,

“ 浅海相 ” 等
。

这种研究
,

叫做岩相研究
。

在岩相研究的基础上
,

进一

步了解不同地质时期各种自然地理如浅海
、

滨海
、

山地等的变迁和发展
,

这在地质工作

中就 叫作 “ 岩相古地理研究 ” 。

岩相古地理研究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掌握

沉积矿产的分布规律
。

比如
,

滇中砂岩铜矿

分布于河流相与湖相沉积的交替部位
,

处于
所谓 “ 浅紫交互层位妙 中

。

那 么
,

研究了当

时的湖盆位置与地形
,

就可以指导人们去找

矿了
。

岩相古地理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
,

主要 内容有两方面
。

一是研究各种沉积岩的

物质成分
,

沉积特征和古生物特征并恢复其

生成环境 二是综合大量资料
,

研秃地史时

期的海陆分布
、

古地形
、

水系状况
、

水动力

和水化学条件
、

古火山位置和古气候等
。

根

据这些资料
,

编制各种比例尺的岩相古地理

图
,

并对沉积矿产进行 “予测 ” ,

探索其分

布规律
。

解放以来
,

我国开展了大量 的 地 质 工

作
,

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为进行岩相古

地理研究
,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有些地质队

已经作了不少工作
,

取得了好的效果
。

为了

更好地解决国家急需的富铁
、

铜矿
、

磷矿
、

南方煤矿等的成矿予测问题
,

今后进一步加

强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

二 岩相古地理分析的 原 则

探讨和恢复地史时 期 的 沉 积环境与条

件
,

是一件抽象而又比较困难的工作
。

恩格

斯在《反杜林论 》中指出 “ 地质学按其性

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

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 ” 。

因此
,

只能是根据现代环境及其形成的沉积物来推

断过去
。

也就是莱伊尔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出

的 “将古论今 ” 的原则
。

其实这条原则
,

早

在九百多年前
,

我国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他

的《梦溪笔谈 》这部名著中就已运用了
,

他

写道 “ 遵太而北
,

山崖之间
,

往往衔螺蚌

壳及右子如鸟卵者
,

横亘石壁如带
。

此乃昔

之海滨
。

今东距海已近千里
。 ” 沈括根据贝

壳化石
,

正确地推断了太行山东面这块地方

在远古时代是海滨地区
。 “将今论古 ” 这条

原则是容易理解的
,

例如
,

研究现代冰川的

剥蚀地形和堆积物
,

知道这种冰债物分选性

极差
,

大小混杂
,

砾石上有 “丁 ” 字形擦痕

等特征
,

著名
一

的地质学家李四光首先在江西

庐山发现了第四纪的这种冰川堆积物
,

从而

发现了我国的第四纪冰川
,

抗 日战争时期
,

又在桂林望城岗一带发现了冰川堆积物
。

又

如
,

现代干燥地区的咸水湖
,

象我国西北的

青海湖
,

有盐的沉积
,

前几年江西省地质局

队在江西省白奎系中找到了大盐矿
,

从

而推断出当时 即白至纪 该地为一干燥气

侯下的咸水湖地区
。

进行岩相古地理分析时
,

古生物化石是

一种有力的工具
。

这是因为不同的生物
,

都

有一定的生活环境
。

寒带气候和淡水中决不

能形成珊瑚礁
,

而只能形成于温暖的浅海
匕

河湖中的蚌和螺到了海水中就会死亡
。

大庆

油田正是很据岩心中丰 富 的 介 形虫
、

叶肢

介
、

螺蚌和抱子花粉等来恢复其陆相生油环

境及其生油时代一白垄纪的
。

有孔虫
、

笔石

和腕足类等是只能在海里生存的生物
,

是海

相环境的确切证据
。

还有一些 古 生 物 的遗

迹
,

如腕动物的潜穴和蠕虫的管道及爬迹
,

、

往往是滨海潮浦地带保护自身的反映
,

是这

利,环境的证据
。

但在运用 “将今论古 ” 的这一原则时
,

不可机械地套用
,

不能把现代与古代完全划

等号
。

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机械的重复和永

恒不变的
。

比如
,

古生代的海百合生长在浅



海中
,

这在桂林附近泥盆
、

石炭纪地层中极

多
,

但是现在这种生物多生长在深海地区
。

又如
,

红层在前寒武纪 晚 期 以 前根本不存

在
,

这和当时大气圈缺乏氧气有关
。

而那时

大量沉积的条带状铁硅建造则在寒武纪以后

没有出现过
。

因此
,

在运用 “将古论今 ” 这

一岩相分析原则时
,

同时还应有一条 ‘辩证

法 ” 的原则
。

在具体分析时
,

一般凭借化石可以明确

地把海相沉积和陆相沉积区别开来
。

至于海

相中的亚类型如滨海
、

浅海
、

深海和不正常

海
,

以及陆相中的河流相
,

湖泊相等
,

则要

靠各方面的特征综合分析
。

如 沉 积 岩 的成

分
、

碎屑的粗细
、

磨 圆 度
、

分 选 性以及层

理
、

波痕
、

泥裂等沉积特征
。

这些特征都不

是岩相分析的唯一的
、

充分的证据
,

而是分

析时的参数之一
。

正 如 波 特 等人强调指出

的 反映环境差异的是沉积构 造 的 丰 富程

度
,

而不是它的类型
。

因此
,

在恢复一个地

区的岩相古地理时
,

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

还要参考相邻地区的地质发展史及区域地质

情况
。

运用上述两条原则
,

才不致犯片面性

的错误
。

至于前寒武纪老地层的岩相古地理

研究
,

则首先要恢复这些变质岩的原始沉积

类型
,

并参考残余的结构
、

构造等
,

推断再

造其古环境
。

例如
,

加拿大的前寒武铁硅 建

造分为氧化物
、

硅酸盐
、

碳酸盐和硫化物等

四种沉积相
。

以这种岩相分析为工具
,

在加

拿大地盾上圈出了十个古盆地
,

从而指导了

找矿
。

段消
一 理蟹罕

近年来 , 有些新技术引进了岩相分析的

研究
,

如用电子显微镜观
’

察 砂 粒 表面的结

构
,

以及同位素地质和古地磁等方法
。

,

为灰 白色中细粒石英砂岩
,

粉砂岩

夹泥岩
,

底部含砾石
,

砾石成分主要为下伏

寒武系岩石碎屑及石英
。

砂岩粒度不均
,

有

韵律变化
。

砂粒为次棱角状及次圆状
。

化石

极少
,

只有小型瓣鳃类
,

有机质也很少
。

本

段砂岩中见到相 当多的大型 交 错 层及斜层

理
,

交角约
。 ,

层理以粒级层显示
,

显示

了脉动水流的单向流动
。

未见波痕与泥裂
。

厚度 米
。

上述特征
,

恢复其古地理环境
,

应为古

冲积扇
。

论据如下 碎屑的次棱角状次

圆状和大型斜层理显示了山前快速堆积的冲

积扇特点
。

有机质和化石少是陆相环境

充分氧化
,

并且河流
、

洪水冲积不及湖泊和

浅海那样有利于生物繁殖
。

未见海相化

石
,

也没有滨海
、

湖 相 常 见 的泥裂和虫迹

等
。

沉积物粗细相间
,

显示韵律面积很

大
。

这些都是冲积扇的特征
。

结合区域地质情况
,

由 于 加 里 东运动

李四光同志曾把它叫作 “ 广西运动 ” ,

这

个运动在两广一带作用强烈
,

使泥盆纪初

期地势高差较大
。

先是堆积山前砾瓦 厚度

不一
,

在广西大瑶山厚达千米
,

这里厚仅

米
。

随后
,

就是山前冲积扇发育
。

地史上
,

造山运动之后
,

通常出现冲积扇
。

如挪威
,

在加里东运动之后形成的泥盆纪冲积扇和美

国加里福尼亚州里奇盆地中上新世的巨大冲

积扇等
。

三 一个 实例一横县六景

丁蔺万广西横县六景是我国泥盆纪的一个典型

剖面
。

笔者最近在野外教学中
,

对这里作了

粗浅的观察
。

’

一

丫 二一
‘

一
’

晰爪下泥盆统底部莲花山组分为三段 下段

中段 之 为紫红色砂质泥岩及泥质

细砂岩
、

粉砂岩互层
。

与下段分界处夹白云
质泥灰岩层和透镜休

。

含海豆芽
、

瓣鳃类和
沟鳞鱼等化石

,

上部更多
。

在细砂岩和粉砂

岩中
,

有很多交铅层和斜层理
,

层面有明显

药汤食丁波痕分两类
,

一类是基本对称的
,

粉叭
一

斌 钱冥多恤钟砚感丈章
米

,

波脊成干涉菱形
。

萝 七乞厘戒
另一类堪 不 对

‘

称波

箕币整坡鸳陡
,

菠芝〔匕

。

在泥质岩石上见到许多虫迹
’

着
,山痕为尸



的虫掘潜穴被细砂及泥质充填
。

厚 米
。

段
,

之 为粉砂质泥岩
,

玩质泥岩

和泥质细砂岩
、

粉砂岩互层
,

并夹有儿层中

厚层泥灰岩
。

色调以红色为主
,

夹有黄绿色
‘

条带及团块
。

有三个含矿层 底部为灰绿色

含铜页岩
,

可见孔雀石
、

蓝铜矿和极少量黄

铜矿
, 一

厚度 米
,

’

中部及上部 两层皆 为灰

绿色含铜钙质页岩
,

分别厚度 为 及

米
,

三层品位都低 , 均约 多
。

本段含

少量海豆芽及瓣鳃类化石及植物碎片
,

靠上

部有大量沟鳞鱼骨片及虫迹化石
。

在泥灰岩

及泥岩中
,

见到极清楚的泥裂
,

大块的直径

达 厘头
,

小块的也有 厘米
。

本段厚

米
。

这两个段应属滨海潮浦的沉积
。

理 由如

下 ‘ 海相化石 海豆芽 及陆相淡水化

石 瓣鳃类
、

沟鳞鱼 混杂
,

显示潮浦地带

水体含盐度频繁交替的特征
。

沉积物粗

细相间
、

波痕
、

交错层及虫迹等
,

都是滨海

或三角洲地带不稳定水体的特征
,

特别是虫

迹潜穴
,

是生物对这种环境 的 生 态 反映
。

” 大量的泥裂
,

显然是潮浦地区沉积物周

期性地暴露于烈 日之下的证明
。 、

至于 白

云质泥灰岩则是干燥气候潮浦上部受限制海

水的蒸发岩
。

现在波斯湾和加勒比海的潮浦

地区都有白云石沉积
。

沉积岩的紫红色
,

说明了强氧化环境 ,

代表了一种干燥炎热的古气候
。

同时也反映

了古大气圈的氧气含量已相当于现代水平
。

上述岩相
,

结合区域地质
,

,

反映了泥盆

纪初世
, 、

地盘逐步降低
,

海水侵入
,

由下段
的河流冲积相缓慢地向滨海相或海陆交互相

的过渡
。

本段三个含铜层位
,

皆位于尖色及浅色

交互带的浅色层
,

这 和 其
一

他 沉积铜矿如滇

中
、

湖南等地一样石反映了介质由氧化转化为

还原环境
,

铜质的瘩解度和迁移能力减小
,

于是在浅色层中聚集
。

滇中的主要含铜矿层

位丁河流相和湖泊相的交替部位
,

而此地的

含铜层则处于滨海相的海陆交互相之中
。

看

来
,

这是一个道理
,

岩相交替部位
,

由于不

同介质 水体 相遇
,

有利于铜质的析出
。

下泥盆统上部是那高岭组 。 ,

主

要为黄绿色页岩
、

泥质粉砂岩并夹泥灰岩数

层
。

含化石极多
,

主要为东方石燕 古准石

燕
、

广西小咀贝和戟贝等小型腕足类
,

在

层面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

在一块手标本上

厘米 可有七
、

八个之多
。

本组在

上部砂岩增多
,

粗度变粗
,

显示了泥盆纪初

世第一个沉积旋回的结束。 厚度 米
。

上述岩性是典型的壳相正常浅海沉积
。

反映了气候温暖
、

水 流 通 畅
、

海 底氧气充

足
,

底栖生物大量繁殖
。

从莲花山组 到那高岭组 、

的岩相可看出泥盆纪初世
, 。

地盘逐步下降
,

海侵不断加深的过程
。

即陆相一海陆交互相

一海相的演变
。

那高岭组以上
,

梅相底栖化石丰富
,

全

部为海相沉积
。

以上看法 不一定恰当
,

希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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