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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沉积相、岩相的概念由瑞士 A·格雷斯利（1883）首

先提出. 国内岩相古地理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

叶. 刘鸿允等以古生物地层学理论为指导，编制了我

国第一部《中国古地理图》专著，意在分析沉积盆地及

其成矿环境与区域构造演化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相继有聂振声［1］、丁杰［2］、宋天锐［3］等对辽宁

省典型地区进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较系统的岩相古

地理研究当属杨新德等编著的《辽宁省区域地质志》
中的沉积岩及沉积作用部分［4］，为辽宁省岩相古地理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宁南华纪地层研究较早，如高振家等［5］对辽宁

大连地区南华纪地层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南华

系包括金县群［4］、五行山群［4］及细河群［4］的桥头组. 曲

洪祥等［6］通过新编《辽宁省区域地质志》项目野外考察

及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编图 （辽宁省地质背景

课题研究）综合研究认为，辽宁南华系主要发育于大连

地层小区，包括五行山群长岭子组、南关岭组、甘井

子组和细河群桥头组；少量分布于本溪太子河地层

小区，包括桥头组和康家组；零星见于铁岭 凡河地层

小区，仅包括殷屯组［6］. 本文以曲洪祥等所著称的南

华系进行该期的岩相古地理研究，旨在为辽宁南华系

区域划分对比研究提供新的地质资料.

1 南华系地质背景

南华纪地层主要分布于大连地层小区，少量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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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ata of Nanhua Period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scattered in Tieling area in
Northern Liaoning Province. The Nanhau sedimentary period, which started with terrigenous clastic rocks as bottom, until
the forming of stable carbonate rock platform, composed a complete progression-regression cycle. With study on the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nhua Period, according to its lithologic assemblage, sedimentary
structure and facies fossils, six sedimentary facies are assigned, i.e. littoral facies, neritic shelf facies, open platform facies,
restricted platform facies, fluvial facies and alluvial fan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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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宁南华纪地层主要分布于辽东半岛，零星见于辽北铁岭地区. 南华纪沉积期由陆源碎屑岩沉积底垫始，至形成稳定的碳酸盐岩

台地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海侵-海退旋回. 通过对南华纪岩相古地理特征的较深入研究，根据其岩性组合、沉积构造、指相化石等特征划

分出 6 个沉积相，即滨岸相、浅海陆棚相、开阔台地相、局限台地相和河流-冲积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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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子河地层小区，零星见于 凡河地层小区. 大连地

层小区南华系发育较全，自下而上划分为桥头组、长岭

子组、南关岭组和甘井子组，各组之间均为整合接触.
南华系整合于青白口系南芬组之上，整合覆于震旦系

营城子组之下. 太子河地层小区仅发育桥头组、康家

组，下伏地层分别为青白口系南芬组和寒武系碱厂组，

其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 凡河地层小区南华系殷屯

组零星出露，该组可以角度不整合于长城-蓟县系不

同层位之上，区内未见顶.

2 主要沉积相类型

南华纪构成一个完整的海侵-海退旋回，从陆源

碎屑岩沉积垫底始，形成稳定的碳酸盐岩台地止. 大连

地层小区沉积相发育较全，可划分为滨岸相、浅海陆棚

相、开阔海台地相、局限海台地相；太子河地层小区缺

失碳酸盐岩台地相； 凡河地层小区仅见河流相-冲积

扇相. 本文主要以大连地层小区为例，简述南华系沉积

相特征（图 1）.
2.1 滨岸相

滨岸相可进一步划分为临滨亚相和前滨亚相，发

育于桥头组沉积期，沉积厚度 413~660 m. 本期发生了

大规模的海侵事件，沉积盆地广布于辽东半岛，形成一

图 1 大连地层小区南华系岩性岩相综合柱状图

（引自辽宁区调队，1994）

Fig. 1 Column of lithology and facies of Nanhua system in Dalian stratigraphic area
（from Liaoning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1994）

1—灰岩（limestone）；2—叠层灰岩（stromatolitic limestone）；3—砂屑灰岩（calcarenite）；4—砂屑泥质灰岩（psammitic argillaceous limestone）；5—白云

岩（dolostone）；6—叠层白云岩（stromatolitic dolostone）；7—含燧石结核砂砾白云岩（chert-bearing gravel dolostone）；8—含砂质页岩、钙质页岩（sandy
shale and calcareous shale）；9—粉砂岩（siltstone）；10—含海绿石长石石英砂岩（glauconite-bearing feldspar quartzose sandstone）；11—含海绿石长石砂

岩（glauconite-bearing arkose）；12—石英砂岩（quartzose sandstone）；13—海绿石（glauconite）；14—赤铁矿（hematite）；15—水平层理（horizontal
bedding）；16—平行层理（parallel bedding）；17—板状交错层理（tabular cross-bedding）；18—槽状交错层理（trough cross-bedding）；19—透镜状层理

（lenticular bedding）；20—羽状交错层理（herringbone cross-bedding）；21—干涉波痕（interference ripple）；22—波状交错层理（hummocky cross-bedding）；23—
鸟眼构造（birdeye structure）；24—浪成波痕（wave ripple）；25—灰色、灰白色（gray/grayishwhite）；26—绿色（green）；27—层序界面（sequence interface）；28—海

侵体系域（progression system tract）；29—凝缩段（condensed succession）；30—高水位体系域（highstand system 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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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无障壁陆源碎屑岩.
（1）临滨亚相沉积物以黄绿色和颗粒细为特征，主

要岩性为黄绿色砂质页岩、钙质页岩、粉砂岩夹薄层含

海绿石长石砂岩及长石石英砂岩. 发育水平层理、平行

层理等沉积构造. 产宏观藻类化石及海绿石，反映了低

能还原沉积环境特点.
（2）前滨亚相沉积物以灰白色和颗粒粗为特点，主

要岩性为灰白色中—厚层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夹

薄层粉砂岩. 发育板状交错层理、浪成波痕等沉积构

造. 产赤铁矿，反映了高能氧化沉积环境特点.
2.2 浅海陆棚相

浅海陆棚相可划分为盆地亚相、深缓坡亚相和浅

缓坡亚相. 发育于长岭子组 （太子河地层小区称康家

组）沉积期，沉积厚度约 571～707 m. 本期海侵是本区

最大的海泛事件，沉积盆地广布于辽东半岛，形成一套

无障壁陆源碎屑岩和内源碳酸盐岩混合沉积.
（1）盆地亚相沉积物主要岩性包括黄绿色砂质页

岩、钙质页岩和粉砂岩，发育水平层理沉积构造.
（2）深缓坡亚相沉积物主要岩性为黄绿色砂质页

岩、粉砂岩夹薄层泥晶灰岩和长石石英砂岩，发育水

平层理、槽状交错层理等沉积构造.
（3）浅缓坡亚相以黄绿色和颗粒细为特征，沉积物

主要岩性为石英砂岩夹粉砂岩，发育平行层理、板状交

错层理等沉积构造. 产宏观藻类化石及海绿石，反映了

低能还原沉积环境特点.
2.3 开阔海台地相

开阔海台地相可划分为生物礁亚相和砂屑滩亚

相，形成于南关岭组沉积期. 本期沉积盆地萎缩，仅限

于大连地层小区，沉积厚度约 160～270 m.
（1）生物礁亚相沉积：由于水体较浅，水体循环良

好，盐度正常，故生物繁盛，主要岩性为叠层石灰岩、薄
层泥晶灰岩，发育浪成波痕沉积构造.

（2）砂屑滩亚相沉积：发育于台地上的水下高地，

水体较浅，受潮汐和波浪作用影响，能量较高，主要岩

性以碎屑灰岩、豆屑灰岩为特征，发育浪成波痕、板状

交错层理等沉积构造.
2.4 局限海台地相

发育于甘井子组沉积期. 本期沉积盆地更加萎缩，

仅限于大连地层小区，沉积厚度约 220~360 m. 根据岩

石组合、沉积构造及生物化石等特征，可以将局限海台

地相划分为生物礁亚相、潮间带亚相、潮上带亚相和海

岸沙丘亚相.

（1）生物礁亚相：叠层石为生物礁的主体 . 叠层

石呈短柱状或半球状，叠层石高 5~13 cm，柱体直径

3～7 cm，主要岩性为灰色叠层石细晶白云岩.
（2）潮间带亚相：主要岩性为灰色含砂砾屑白云

岩、薄层泥晶白云岩，发育透镜状层理沉积构造，常

见鸟眼构造暴露标志.
（3）海岸沙丘亚相：分布较局限，仅见于盆缘瓦房

店地区，呈透镜体产出，小者几米，大者长轴约 30 m，

短轴长 10 余米，由中心向外，粒度变细. 其岩性为石

英砂岩，粒度（1~0.125 mm）由跳跃总体构成，跳跃总

体含量约 96%. 其沙丘系甘井子组沉积时期处于潮上

带亚相风积形成髴.
2.5 河流相与冲积扇相

河流相与冲积扇相仅见于辽北铁岭地区. 冲积扇

相对应于殷屯组下部，岩性为紫色砾岩、碍层砂岩，砾

石大小混杂，呈块状层理，沉积厚度约 410 m. 河流相

主要见于殷屯组上部，主要岩性为灰白、灰绿、紫色薄

层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砂泥质板岩，具大型斜层

理、平行层理构造，沉积厚度大于 484 m.

3 岩相古地理特征

南华纪沉积盆地较青白口纪沉积盆地缩小，仅限

于辽东半岛及铁岭大甸子盆地西部，辽西、铁岭以北地

区为陆源剥蚀区. 南华纪早期沉积盆地广布于辽东地

区，主要由滨海砂岩相、浅海陆棚灰岩相沉积组成. 晚

期沉积盆地更加萎缩，仅见于大连瓦房店以南地区及

铁岭大甸子盆地西部. 前者属开阔海台地灰岩相和局

限海台地白云岩相沉积，后者属河流-冲积扇砂砾岩

相沉积. 地貌经过长期风化夷平，地形总体上起伏不

大，地貌中心位于岫岩-庄河一带. 盆地有 2 个沉积中

心，大连沉积中心沉积厚度大于 3000 m ，铁岭沉积中

心沉积厚度大于 500 m ；一个拗陷区，即铁岭拗陷区.
海侵方向由南西向北东向. 岩相古地理特征如图 2、3.

4 结论

（1）南华纪早期沉积盆地广布于辽东半岛，晚期盆

地萎缩，仅限于大连瓦房店以南及辽北铁岭殷屯一带.
（2）南华纪构成一个完整的海侵-海退旋回，从陆

源碎屑岩沉积岩垫底始，形成稳定的碳酸盐岩台地止.
（3）南华纪沉积期由滨岸相、浅海陆棚相、开阔海

台地相、局限海台地相和河流-冲积扇相组成.
髴辽宁区调队. 复州湾镇等 4 幅 1∶5 万区调资料.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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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辽宁省南华纪岩相古地理图

Fig. 2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map of Nanhua Period in Liaoning Province
1—陆源剥蚀区（terrigenous denudation area）；2—物源供给方向（direction of material supply）；3—海侵方向（direction of progression）4—实测地层剖面

位置（surveyed stratigraphic profile）；5—岩相古地理图切剖面位置（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profile）；6—地层等厚线/m（stratigraphic isopach）；7—水下

拗陷（underwater depression）；8—河流－冲积扇砂砾岩相（fluvial-alluvial fan gravel facies）；9—滨海砂岩相（littoral sandstone facies）；10—浅海陆棚灰岩相

（neritic shelf limestone facies）；11—开阔台地灰岩相（open platform limestone facies）；12—局限台地白云岩相（restricted platform dolostone facies）

图 3 南华系沉积相横剖面图（大连－铁岭）

Fig. 3 Sedimentary profile of Nanhua system from Dalian to Tieling
Nh—南华系（Nanhua system）；Nhq—桥头组（Qiaotou fm.）；Nhc—长岭子组（Changlingzi fm.）；Nhn—南关岭组（Nanguanling fm.）；Nhg—甘井子组（Ganjingzi fm.）；

Nhk—康家组（Kangjia fm.）：Nhy—殷屯组（Yintun fm.）；Qbn—青白口系南芬组（Nanfen fm., Qingbaikou sys.）；Qbyw—青白口系腰未台冲组（Yaoweitaichong fm.）；

Zy—震旦系营城子组（Sinian Yingchengzi fm.）；1—含砾石英砂岩（gravel quartzose sandstone）；2—粉砂质泥岩（silty mudstone）；3—石英砂岩（quartzose
sandstone）；4—钙质粉砂岩（calcareous siltstone）；5—长石石英砂岩（feldspar quartzose sandstone）；6—泥晶灰岩（micritic limestone）；7—白云岩（dolo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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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第一序次至第八序次，侵位越来越浅. 这一特

点与西天山构造带整体在逐渐抬升相吻合.
2）物质来源主要为玄武岩浆分异，仅仅是个别序

次有壳源物质加入．
3）以 I 型为主，部分序次由于有壳源物质的加入

而显 S 型特征.
4） 较早序次形成于阿拉套晚古生代陆缘盆地之

拉张-聚合阶段，较晚序次形成于阿拉套晚古生代陆

缘盆地之闭合-碰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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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l-Na-K）-Ca-（Fe2+Mg）图解

（据 R. Hine 等, 1978）

Fig. 9 （Al-Na-K）-Ca-（Fe2 +Mg）diagram
（after R. Hine et al., 1978）

1—第一序次（the 1st sequence）；2—第二序次（the 2nd sequence）；3—第

三序次（the 3rd sequence）；4—第四序次（the 4th sequence）；5—第五序次

（the 5th sequence）；6—第六序次（the 6th sequence）；7—第七序次（the
7th sequence）；8—第八序次（the 8th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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