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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始地区志留纪纱帽组含磷白云岩的发现及意义
`

牛志军 段其发 徐安武 傅泰安 曾波夫 朱应华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宜昌 4 4 3 0 03)

摘 耍 在湖北省建始地区志留纪纱帽组中段发现多层含磷白云岩层
。

该套白云岩单层厚度薄
.

含较多黑色磷质砂砾屑
,

局部地段可构成磷矿层
。

它位于 高水位体系域顶部
,

以其消失作为 n 型

层序界面的识别标志之一
。

含磷白云岩的发育说明该区或邻区存在局限海湾或泻湖环境
,

反映特

列奇期哪西地区半干旱型气候的特点
。

关祖词 含磷白云岩 纱帽组 志留纪 湖北建始

长江三峡地区志留纪地层研究较早
,

其中纱帽组系由谢家荣
、

赵亚曾于 1 92 5 年命名的
“

纱

帽山层
”

演变而来
,

命名地点在宜昌罗惹坪纱帽山
。

纱帽组在鄂西渝东地区分布广泛
。

从前人

的论述上看 〔̀ 一 4〕
,

其岩性为黄绿色
、

灰绿色薄层状 粉砂质泥岩
、

粉砂岩及中一厚层状 石英砂

岩
,

即为一套碎屑岩地层
。

湖北省区域地质志〔5〕曾描述恩施太阳河剖面纱帽组下部砂岩中夹

含磷砾砂质白云岩
,

但未做详细论述
。

笔者近年来在湖北省建始北部地区进行 1 : 5 万地质填

图时
,

在纱帽组中部发现多层青灰色
、

灰色薄层至中层状含磷白云岩层
。

该套白云岩层数之

多
,

规模之大在扬子区同期地层 内尚不多见
,

这对于纱帽组沉积环境分析
、

层序地层划分及磷

的地质找矿均具有重要意义
。

万万万
图 1 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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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纱帽组地层概况

纱帽组主要分布于工作区长梁子背斜及八 阵图背斜两翼
,

剖面

测制于建始县三道岩 2的 国道上 (图 1 )
。

据岩性组 合特征可分为三

段
:

下段 灰绿色
、

灰色薄层状石英粉砂质泥岩夹石英细砂岩
、

泥质

粉砂岩
,

底部见 3一 6 层暗紫红色薄层状含赤铁矿石英粉砂质泥岩
。

水平层理
、

沙纹层理发育
。

零星见腕足类化石碎片
。

厚 121
.

s m
。

中段 灰
、

黄灰色中一厚层状含泥质岩屑石英细砂岩
、

菱铁质石

英细砂岩
、

含生屑砂砾屑石英细砂质粉晶白云岩
、

含磷粉晶 白云岩夹

薄层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发育大型板状斜层理
、

沙纹层理等
,

层面常见波痕
。

产腕足类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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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厚 2 1 2
.

4 m
。

上段 青灰色薄层状钙质粉砂质泥岩夹石英粉砂岩
、

细砾屑生屑含泥质石英粉砂 白云质

19 9 9 年 6 月 7 日收稿
。

,
一: 5 万长 梁子幅 ( H 4 9 E 0 0 5 0 0 5 )

、

龙潭坪幅 ( H 4 9 E 0 0 5 0 0 9 ) 区调联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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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
。

水平层理
、

沙纹层理发育
。

产牙形石 p ze r 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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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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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1、 w u 及腕足类

、

头足类
、

笔石等化石
。

厚 7 6
.

s m
。

纱帽组总厚 3 10
.

4 m
,

时代厘定为兰多维列世特列奇期「“ 〕
。

底部以 暗紫红色薄层状含赤

铁矿石英粉砂质泥岩的首次出现为划分标志 [’]
,

与下伏罗惹坪组呈整合接触 ;顶部见 。一 10

c m 灰白色高岭土粘土岩风化壳而与上覆泥盆纪云台观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

图 2 含磷 白云岩露头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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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碑质砂砾屑 b 一 含磷砂质条带

c 一沙纹层理

2 含磷白云岩岩石学特征

含磷白云岩产于纱 帽组 中段上部
,

作为夹层分

布于中厚层状含菱铁质石英砂岩层之间 (图版 一 1)
,

该套岩层总厚 约有 60 m
。

含磷 白云岩露头上貌似

石英细砂岩
,

一般呈薄层至中层状
,

至上部可达厚层

状
,

最大单层厚度为 0
.

80 Cm
,

w (几 0 5 )/ % 为 7
.

07
一
24

.

77
,

其中的磷质呈黑色砾屑状富集于下层面附

近
,

或呈细的含磷砂质条带状分布于层 内 (图 2
,

图

版 一 2)
,

在下部层位磷质含量较低
,

石英砂质含 量

高
,

横向上分布不稳定
,

多渐变为石英细砂岩
。

至上

部层位则分布稳定
,

厚度相对较大
。

富含腕足类和

腹足类化石
。

含磷 白云岩 中常见大型板状斜层理
、

沙纹层理
、

正粒序层理
,

部分层位不显层理
。

底部多见冲刷构造
。

镜下见白云岩晶粒主要为粉

晶一细晶
,

呈半自形一自形
,

对石英
、

长石等具溶蚀交代现象
,

呈基质或填隙物产出
。

颗粒成分

主要为陆源碎屑
、

生屑及盆 内砂砾屑
。

陆源碎屑占 26 % 一 33 %
,

以棱角状一次棱角状细砂级

石英为主
,

另见极少量的长石
、

白云母
、

错石
、

金红石等 ; 生屑占 2 % 一 2 8 %
,

一般仅为 2 % 一

8%
,

主要为无铰纲腕足屑
、

有铰纲腕足屑
、

棘皮屑 (图版 一 3 a )
、

双壳屑及苔鲜虫碎 片等 (图版 -

5a )
,

除前者外
,

均为白云石充填或交代 ;盆内砂砾屑占 3 % 一 35 %
,

一般为 16 % 一 30 %
,

主要为

粉晶白云岩砂砾屑
、

磷质石英细砂岩砂屑 (图版 一 3 b)
、

石英细砂质粉晶 白云岩砂砾屑
、

石英细

砂质粉晶白云岩砂砾屑
、

含石英细砂磷质岩砂砾屑 (图版
一
4b

,

s b) 及胶磷矿砾 屑 (图版 一 4 a)
,

多呈次棱角状一半圆粒状
、

长条状
,

部分砂砾屑颗粒见强弱不等的黄铁矿浸染
,

胶结物多为粉

晶白云石
,

部分层位见颗粒支撑
。

镜下多见生屑砂砾屑或陆源石英细砂大致沿一些薄层相对

富集而显示层状构造
。

岩石中磷质产出状态有三种
:

( 1) 含石英细砂胶磷质砂砾屑一胶磷质细砂岩砂砾屑
,

( 2) 胶

磷矿砂砾屑
,

( 3) 胶磷质无铰纲腕足屑及少量牙形石
,

以前二者为主
。

3 讨 论

3
.

1 层序地层学

据工作区及区域地层资料
,

可将纱帽组与下伏 罗惹坪组划分为 2 个三级层序 (图 3
,

罗惹

坪组未全部画出 )
。

下部层序 (层序 1) 包括罗惹坪组
、

纱帽组下段和 中段
,

该层序完整
,

顶底均

为 11 型界面 ; 上部层序 (层序 2 )仅包括纱帽组上段
,

只发育海侵体系域
,

顶部为 I 型界面
。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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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纱帽组层序划分与相对海平面变化图 (建始三道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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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质泥岩 2
.

钙质粉砂质泥岩 3
.

含赤铁矿粉砂质泥岩 4
.

粉砂岩 5
.

菱铁质石英砂岩 6
.

石英砂

岩 7
.

石英岩状砂岩 8
.

含磷砂砾屑 白云岩 9
.

砂屑 生屑白云质灰岩 10
.

水平层理 11
.

沙纹层 理 12
.

板状斜层理 13
.

冲刷构造 14
.

海相动物化石 15
.

海侵体系域 16
.

早期高水位体系域 17
.

晚期高水位

体系域 18
.

工型层序界面 19
.

11 型层序界面

纱帽组中
、

下段典型基本层序为 ( A )含磷白云岩~ ( B )石英细砂岩~ ( C )粉砂岩 ~ ( D )粉

砂质泥岩
,

基本层序间常见下超现象 (图版 一 6 )
。

单个基本层序厚 5 一 2 2 m
,

具向上变细型特

点
,

但组合型式则具向上变粗变浅进积型特征
。

这种进积型层序在中段上部表现尤为明显
,

并

以典型基本层序的 A
、

B 单元频繁交替为主
,

偶夹 C
、

D 单元
,

垂向叠置以 A 单元向上逐渐增厚

为特征
。

该套含磷白云岩的发育表明海水较浅且形成环境较为局限
,

以含磷 白云岩及砂岩的

大量发育
,

将纱帽组中段划分为层序 1 的晚期高水位体系域阶段 ( L H S T )
。

纱帽组上段基本层序以钙质粉砂质泥岩为主体
,

随机性地夹少许灰色透镜状
、

条带状石英

粉砂岩
、

生屑粒泥灰岩
,

组成非韵律性基本层序
,

至上部出现多层中一厚层状生屑粒泥灰岩
,

垂

向叠置的组 合型式为退积型
,

构成层序 2 的海侵体系域
。

层序 2 的底界面为 11 型不整合面
,

标

志有
:

( l) 岩性突变面
,

由中段的含磷 白云岩突变为薄层粉砂质泥岩
,

含磷白云岩在上段基本消

失 ; ( 2) 该界面之上的粉砂质泥岩底部层面常见腕足屑
、

腹足屑等生物富集层
,

代表沉积初期海

侵沉积
,

即海侵面与 S氏 重合
。

综上所述
,

以含磷白云岩的大量发育作为晚期高位域划分标志
,

将其消失作为 n 型层序界

面的证据之一
,

从而将纱帽组更详细地划分 出 2 个层序
,

对 区域上讨论特列奇期海平面变化有

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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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沉积环境及古气候特征

如上所述
,

含磷白云岩为特列奇期海退沉积产物
。

从沉积相序上看
,

纱帽组下段以粉砂质

泥岩为主
,

水平层理
、

小型沙纹层理发育
,

层面常见较细的 P al o ilt .es S p
.

遗迹化石
,

应属陆棚

相 ;中段开始出现前三角洲相一三角洲前缘相
,

下部以石英细砂岩为主
,

砂体多呈楔状
,

发育大

型板状斜层理
、

沙纹层理
,

层面常见流水波痕
,

属三角洲前缘河口砂坝沉积
,

上部表现为中厚层

状菱铁质石英细砂岩与中薄层状含磷白云岩互层
,

偶夹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发育大型板状斜

层理
,

镜下见石英岩岩屑
、

水云母粘土岩岩屑
,

部分孔隙内充填有水云母
,

同时岩石中亦 见较多

菱铁矿
,

其为典型淡水矿物 [,1
,

s r/ B a = 0
.

79 < 1
,

表明砂体在海相沉积区内常有大量淡水带入
。

考虑下伏层位为河口砂坝相
,

此套砂体应属分支河道相
。

含磷 白云岩位于基本层序底部
,

富含碎屑颗粒
,

代表分支河道砂体沉积前的海侵初期沉

积
。

含磷白云岩的发育表明该区或邻 区有局限海湾或泻湖沉积
,

它的形成可能是与两个或多

个分支河道砂体较发育而造成的封闭环境有关
。

腕足类尤其是无铰纲腕足类发育
,

说明其与

正常海相连通
,

且水体相对较浅
。

这种局限环境由于海侵及分流河道砂体充填的双重破坏而

显得非常短暂
,

尤其是在
一

F部层位显得更明显
,

这从含磷白云岩具冲刷构造
,

单层厚度薄
,

横向

上分布不稳定
,

常含陆源碎屑得以证实
。

至中段近顶部层位 由于砂体充填的减弱
,

局限环境得

以保存
。

因而含磷白云岩层厚度相对较大
,

碎屑颗粒相对减少
,

横向上分布稳定
。

据叶连俊等 81[ 研究
,

磷质岩多为热带
、

亚热带的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

纱帽组 中段

含磷白云岩的大量发育表 明了志留纪特列奇期鄂西地区这种气候特点
。

另外下段多层暗紫红

色含赤铁矿石英粉砂质泥岩的大量存在也是半干旱气候的表现
。

陈旭等 14 〕认为该时期区域

性海平面下降
,

大片华夏古陆的存在是导致这种大陆性干旱气候的原因
。

志留纪地层在鄂西地 区厚千余米
,

但地层含矿性较差
。

该套含磷白云岩有固定的层位
,

局

部可构成磷矿点 (如建始长梁子
、

巴东汪家坪等地 )
,

但因其厚度小
,

品位低
,

工业意义不大
。

这

是由于局限海湾环境的短暂性决定的
,

因而在今后的磷的找矿工作中
,

应侧重于含磷白云岩的

横向变化调查
。

承蒙曾庆蛮研究员
、

徐光洪研究员
、

周天梅副研究员
、

李志宏工程师鉴定古生物化石
,

项 目

进行过程中湖北省地勘局区调科吴传荣高级工程师
、

邓乾忠高级工程师及韦顺林工程师多次

亲临指导
,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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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所有标本均采自湖北建始三道岩
.

保存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1
.

灰色中层状残余砾屑含磷白云岩 ( a) 夹于灰色中层状石英细砂岩间
。

镜头方向 S E l o『 。

2
.

灰色中层状残余砾屑含磷白云岩
。

镜头方向 S E 13 0’ 。

3 含生屑砾屑石英细砂质粉晶白云岩
。 。 一

棘皮屑
,

b 一 磷质石英细砂岩屑
。

单偏光
.
火 犯

.

5
。

4
.

含生屑砂砾屑石英细砂质含磷细晶白云岩
。 。 一

胶磷矿质砂砾屑
,

b 一 含石英细砂磷质岩砂砾屑
。

正交偏光
,

x 12
.

5
。

5
.

砂砾屑生屑含磷粉晶白云岩
。 a 一 胶磷矿交代的苔醉虫屑

、

b 一 磷质细砂岩砂砾屑
。

单偏光
. x 1 2

.

5
。

6
,

典型墓本层序底部单元—
含磷白云岩 ( a )对下伏岩层的下超现象

。

镜头方向 N E 7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