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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地质调查与研究 第26卷一一———————————————————一沉积作用以重力流和牵引流为特色，浊流沉积序

列为CI)和DE序列，层碰上可见丰富的弯曲状

波痕。

第二段(P日2)厚209．29 m，以灰至灰绿色粉

砂质板岩、中厚层变细、粉砂岩为组合特征，内部

普遍发育递变层理、沙纹层理，浊流序列以cD、

BE、I)E序列为主。

第1==；三段(Ptj3)厚349．o m，为紫红色薄层粉

砂质板岩与紫红色薄一中厚层变细、粉砂岩的岩

性组合为主体，夹有翠绿色板岩和紫红色与灰绿

色交互出现为特征；普遍发育沙纹层理、水平层

理和弯曲状、分叉状和菱形状流水波痕等各种不

同类型的流水波痕；发育CD、cE、和顶部ABCD

序列。

安乐林组(Pta)厚756 m，为一套灰绿色粉

砂质板岩，含砾杂砂岩，中一厚层变细砂岩，粉砂

岩夹杂砂岩，沉秘构造发育条带状构造、火焰状

构造、变形构造、波痕。鲍玛序列为AB、Bc、AE

等。

修水组(Ptx)厚902 m，为黄绿、灰、灰黑色

薄一中厚层变粉砂岩、板岩，底部为灰色、块状变

砾岩。砾石成份主要为石英岩、燧石岩及泥质砂

岩，沉积构造为平行层理、波状层理、波癯等，发

育碎屑流和鲍玛序列Bc、CD等。

双桥山群地层横向上由东向西变新。赣东

北出露其下、中部的障公J【J组、横涌组、计林组、

安乐林组，赣西北则出现中、上部的安乐林组、修

水组，反映赣北古地形差异较大。

双桥山群岩性总体由细变粗，鲍玛序列由远

基向近基演化的，不断向卜变厚、变粗的海底扇

体。

2环境相分析

本区舣桥山群横涌组、计林组、安乐林组、修

水组沉积特征总体为单层厚度，具有由薄变厚的

趋势，粒度上由细变粗，递变层理由近基型过渡

为远基型，总体上反映了由浊积角外扇一中扇一

内扇不断向海方进积演化的过程。

2．1基本沉积构造类型

本区常见的几种基本沉积构造主要为条带

状层理和流水波痕。这些沉积构造作为原生沉

积作用留F的烙印，是沉积作用特征的一种物质

表现形式，对它的研究可用于确定沉积介质的能

量条件，同时因原生沉积构造一般不受后期构造

变动的影响，常常是恢复地层序列的可靠标志。

(1)条带状层理

纵向上条带状层理由于颜色、岩性差异形成

韵律而频繁出现，它往往是构造环境变化，海平

面波动以及陆源注入的标志。主要发育于横涌

组，根据条带宽度不同，可划分为窄条带层理与

宽条带层理两种基本类型。1)窄条带层理，条带

宽度小于1 cm，纹层往往细而密，延伸十分平

直，纹层对密集，以2 mm相间，1 m内可产生

300～500纹层对。这些毫米级韵律不但可以

呈席状分布，而且经常与变岩屑砂岩共生(图1

一a)，常常是静水形成的标志。2)宽条带层理，

条带宽度大于1 cm以上，内部颜色、岩性差异明

显，主要由灰黑色变粉砂岩与黄绿色变粉砂岩组

成，并常常与浊流细碎屑岩系和变形层理共生

(图1一b)。

(2)流水波痕

长期以来，流水波痕一直作为近岸环境相的

标志。测区横涌组、安乐林组、计林组首次发现

大量流水波痕，它们形态多样，大致可分为如下

四种：1)直线形波痕，主要发育于横涌组，波脊呈

直线状，在层面上密布。波长8 cm，波高2 cm．

呈一边缓一边陡的不对称流水波痕，它往往产于

浊流Tc层的层面一卜。2)弯曲形波痕，见于计林

组一、二、三段。波脊呈弯曲状，波长2．5～7

cm，波高0．5～1 cm，陡端窄，为一边陡一边缓

的不对称流水波痕，往往与浊流Tc层共生。3)

分叉形波痕，产于计林组三段，波脊较尖，波长1

cm，波高o．5 cm，波脊延伸不远分叉，分叉宽度

不大。4)菱形波痕，见于计林组三段，呈凹凸不

平的网状分布，可见两组不同方向的波痕，与浊

流Tc层共生。

综l：所述，不对称流水渡痕的渡脊形态的变

化主要取决于流速和水深，由低能向高能条件转

化，波脊的形态从直线形一弯曲形一分叉形一菱

形。

2．2沉积类型

测区沉积类型主要分为重力流和牵引流沉

积。由重力流与非重力流交互或由重力流高峰

期和间歇期，构成了中元古界沉积作用的独特色

彩。

(1)重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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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 蔡雄飞等：塑!。竖塑坐翌兰兰璺兰塑竺兰竺窒竺塑兰垦—————竺二—一—————————一———一重力流以浊流为主，少量为碎屑流沉税。浊

流、碎屑流均为统一机制下不同阶段的产物。1)

碎屑流沉积，主要发育于安乐林组第一段和修水

组底部，少量见于横涌组。岩性特征下部为一套

黄灰色中一巨厚层的岩屑杂砂岩．有时含泥砾，

常与上部灰绿色或黄色中、薄层变细、粉砂岩与

板岩互层，旋回单元从()．8～2 cm。下部岩屑

杂砂岩底界平整，内部缺乏任何沉积构造，既无

牵引流作用形成的层理构造，也未见有非牵引流

形成的递变层理，与测区广泛分布的千篇一律单

凋的砂板岩形成强烈的不阱调。镜下鉴定，碎屑

赣东北游城(n：h)

40孱⋯理：
擘擗脚_J， · · l

1

‘
。 ， }

组份含量高，碎屑石英80％，斜长石碎屑约3

％。其余为泥质。这种无任何内部层理的岩屑杂

砂岩与浊流为不同流体的沉积产物。砂质碎屑

流为塑性块体流，颗粒由基质强度及浮力支撑，

在流动过程中可以发生变形及体积变化，但几乎

没有内部物质的交换，一般晕层状、块体流动。

因而碎屑流沿坡面流动，而浊流一泻千罩，为斜

坡下盆地沉积(表1)。2)浊流，测区浊流序列多

以间段不完整序列为主，少见比较完整序列，早、

中期以远源浊流为特点，晚期以近源为特点。

赣东北游城(Pt：^)

(m)
b

图l游城地区横涌组条带状层瑾的特征

n备1 Vertic4l 8equences of the b如ded bedding in Yo邺heng are雌

表l碎屑流与浊流异同点

。rable 1 Comparjs彻of mbrite蛐d turbidjte

宽条带

递变层理

宽条带

变形层理

～～～—＼ 类型
碎屑流 浊流参教—＼～＼

粒度 砂级 泥级一砂级

曲线 概率曲线t一2个总体 1个总体，斜率小

组构 可见优选方向 基本没有

杂基 5～20％ O～30％

沉积构造 无 递变层理

厚度 往往巨厚层以上 5～100 cnl

接触关系 顶，底均突变 主要为底突

变沉积机制 塑性 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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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 白云鄂博地区乌德弧一盆体系构造略图

n昏l Tectonic ske址h map of Wude arc—b曲in system in&d”腓b0 a啷

1二连组}2．蒜蔫痞藩l}j藩譬鏊器i，j茸蠹嚣耋鬟i i，舞登劈墼：R?重臻誊冀煎霸!i．鬻瑟簦}≮÷鬻誊曩瑟?

“囊耄弹跫t 8§∞蕊裂霎莲鬟季嚣j蘑萋蚕鬣整磬蘑黧移；ji=篡蘸羹蕈嚣照黧；ij!曼瓣鬃棼譬薹菇落j d sj鬈霉誊

：zi粤基萋j；*若衙曼篓墓～嚣囊器墓磊雾醇

鍪彰鼙馥曩㈢蔼蠹象瓣嚣it琳t—li露差萋攀

弱孵疆R≈?牟∑z1≤薹～“，r。蘑苗蓦￥篮霹露要一悼，IH一。

i枣¨{磐R≥十一?。jj毫髫㈢嘻张静旁；^嚣_一

6j膏 1 j02 625 556 106 142 182 210 174 242 3

37T1()， 眦95 05j 063 u70 U78 O78 014 0c1( )64 n57 0

60Ca() 994 418 384 ．6 ．52 2 1 j0 178 292653 6

93Mgo 989 089 256 475 3 2 223I )4 l0R 140 187 231 287 3

07K20n_72 n47 025 n68 058 O06 021 387 ．28 130 173 138 1

51。12()．22 432 432 072 562 490 ．17 408 301 ．56 2

77Mn() 11 n16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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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流水渡痕。横涌组占水流流动方向为100。， 率区双桥山群是一个发育齐全、自下而上不

计林组第一段为180。，第二段为210。，第i段 断向海方进积、不断接受物源供给并向上变厚、

210。～24L)。，安乐林组则为320。～22()。，总体由 变粗的海底扇，其沉积模式如图2所示。

南西往北西呈扇形，与古斜坡坡向基本～致。考 2．6几种特殊深海成因类型的探讨

虑到本区基本构造格架以东西向褶皱叠加近南 测Ⅸ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中的古红层．间断鲍

北向褶皱为主体，将褶皱分别展平复原后，虽然 玛序列不完整以及深海中特殊的原牛沉积构造

位置有所变化，但其古水流方向基本E保持不 一流水波痕等儿种深海成因类型，都是我国南
变。因此，这里的古流方向基本上代表了初始成 方中元古界浅变质岩系沉积学方面值得关注的

岩之前的水流方向。 问题。

2．5环境相模式

喇2删区双桥山群海底扇沉积模式

F|g 2 sediment8ry modd for the hn of sea hed of sh岫ngqiaoshan G删Jp

(”古红层 特别是与鲍玛序列的cDE层紧密共生(图3)。

长期以来，对沉积岩的原生紫红色都把它作 从镜下看，计林组第一、三段紫红色层在成

为古气候、沉积环境和地球化学的良好标志，认 份E具一定差异。计林组第一段陆源组份含量
为它是炎热、干旱和半干旱的气候和近岸氧化环 略高，炭质具一定含量(表2)。而计林组第三段

境的产物。然而，这种紫红色并非具有这种专属 则缺乏炭质。从而表明计林组第一、三段紫红色

性。在测区双桥⋯群计林组的第一、三段，几乎 组份有相当部份来源于陆源富铁氧化物。有人

全是大母深水环境的紫红色层，而且它们层位稳 统计，每年从陆上搬运到海洋碎屑组份约200亿

定，并非是风化的残余，而是原生的猪肝色，有时 吨，其中约10％～15％进入深海[⋯。另外表明

夹灰绿色层，并与深水沉积构造、水流流动构造、 深水紫红色层与还原环境也具一定的关系。

  万方数据



156 地质调查与研究第26卷

———————一—————一———————一——————————(Pt门 (njl)

水平层D 沙纹层c平{r层÷ 小具纹理‘ 水平层D

小具纹理E沙纹层 c

不具纹理E慕赣理：”幽；水平纹理D

l±：￡’≥’E 沙纹层c6隹i；；；：i灰绿色：

不具纹理Eb=圭至j紫红色D沙纹层。(0：j一一

(P【，3)图3紫红色层与深水沉积的共生序列

Fig．3Cmnmon

sequ蛐cesof redbedsanddeep

wntersediment

众所周知，在深海，由于氧化剂消耗，氧化还Fe2+／F或F

e{+原电位随深度减小，固态Fe3+

被_i生；原为易溶的Fe2+离子，出于Fe2+易被氧化，所以标志Fp+

Fc2+氧化还原界面深度就

容易形成紫红色层，而且可以与灰绿色层共生。

如果我口J‘‘将今论占”，在现代大洋沉积物中沉积

着多种类型的软泥，其中分布最广的首推红色粘

土，它们显然是由于海水中铁的氧化物沉积所

致。上个世纪8(1～90年代的大洋锰结核的化

学分析，结核的顶部，接触海水的一面富集Fe，

而结核的底部富集Mn，因而深水环境也是紫￡『： 色层产生的良好场所。

表2计林组紫红色层镜下岩石组份特征Table2

chnmcte—s“csof JiIin

Fo珊ati帅purpIebed

öithostatigraphiccnmpos“ionsin

themicm唧pe

、～～～微层理、成份时代、样品毒～～—＼～微层理

细、％石英嵌％绢云母

r吲13B一1 韵律

％

绢云母％ 泥％ 浅色层

60 J一6B】

斜层理

8260 30—

P妒

J一6n一25730 4n／

I|116B一1 律

浅色层

2 908

(2)流水波痕

以往常常认为，流水波痕大量出现和富集应
是“浅水”沉积的标志，而测区和邻区发现双桥山

群自下而J二产有多层位的、不同类型的大量流水波痕，发育直线状、弯曲状、分叉状、似菱形波痕，

，f在部分层段，可见流水波痕多层叠复，因而具有水流流动十分活跃的特点。这些多层位的水

流波痕多与鲍玛序列远源的c段，部分与D段

紧密共生。因而这些流水波痕庖属于深海沉积

的产物。鲍玛序列远源的c段，当今公认是浊 流衰减并向牵引流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大量c

层面上富含流水波痕就是一个佐证。

大量不同类型的流水波痕的出现，表明深海

环境也不是风平浪静的单凋沉积，而居沉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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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一————一。Progress in Sedimentology of the Light Metamorphic Rock

in Shuangqiaoshan Group，North tl iangxi ProVince

cAl xiong fci，zHANG ze jun，wANG De—hui，Lu Lian

(F“f础J u，Enrm sf，e”fes，f^”㈣，ztwⅢy o，＆州2e”c8s tⅥ‰^dn 43(】074)

Abstract：The single rock and scdimentary structure of Shuangqiaoshan Group in Nonh Jiangxi ProV—

ince has been studied in this paper．It is the first time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t typcs the of current rip-

ple marks And a 1a。ge numbef banded bedding and flysch haVe been analysed．The banded beddi“g

mav bc classified in Lo【he broad and narrow types，flych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e debrite and diffc卜

ent sequences of the turbidite There may be Intefpfeted as the good in dicators of decp—water enVi—

ronmcnt Shuangqiaoshan Group was contjnued to change thickness and coarse turbidite fan regression

toward sea basin in North Jiangxi， the sedimentary tectonic evolution not quiet but continuously

strcngthcning．Morc attentjon should be drawn on the tectonics with the sediment0109y in the orogen—

ic belts

Kq words：turl)idjtc fan of sea bed；regression toward sea basin；tectonic eVolution；North Jiangxi

Province；MesoprOtero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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