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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生物礁的发现及意义

罗新民

我国西南从震旦纪到三叠纪
,

广泛发育

碳酸盐岩地层
,

其中 唯有 中泥 盆 世
、

二叠

纪
、

中晚三叠世由于不同门类造礁生物的繁

茂
,

才形成主要造礁时期
。

近年来
,

生物礁

的经济价值引起地质界的普遍重视
,

生物礁

也成了积极寻找和探索的对象 对于生物礁

的研究
,

多从几何形态
、

分布规律
、

礁组合

的岩石特征
、

礁生物地理群落
、

出露的构造

部位等方面论述
。

湘南生物礁主要分布于湖南郴县华塘
、

桂 阳新屋昌
、

宜章梅 田
、

浆水等地 (图 1)
。

自北向南呈条带状断续 延伸
,

长 达 40 多公

里
,

宽数公里
。

湘南生物礁属中国南方二叠

纪生物礁群的一部分
,

是由造礁生物原地增

殖而成的生态礁
。

笔者于 1 9 8 2年研究湘南上

二叠统剖面时发现
,

郴县华塘的三合
、

桐木

桥
、

太排冲长兴组灰岩呈灰白色
,

块状无层

理
,

横 向不连续
,

可能属生物礁
,

但当时多

把横向的不连续看作是断层造成的
,

嗣后于

1 9 8 6年以来多次对该区长兴组灰岩进行详细

观察研究
,

才定为生物礁
,

横 向的不连续实

为相变
。

显然生物礁的发现对认识该区的古

地理格局和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礁体发育的层位属长兴晚期
,

相当于建

类的p a l ae o
f o s。 “ , 。 s` , e , 而 s带

。

礁灰岩的

厚 度为 60 ~ 1 50 米
,

而同期沉积的硅质岩
、

硅

质灰岩 的厚度只有 20 ~ 30 米
。

因而生物礁在

形成时具有显著的古地貌隆起
,

在地层中出

现 明显的岩相变化和厚度变化
。

礁体的生物类型繁多
,

数量丰富
。

根据

它们在造礁过程中的作用
,

大致分为造架或

障积生物
、

粘结或结壳生物及附礁或造屑生

物
;
前者构成礁体的生物格架

,

主要有串管

梅绵 ( S P h i n o t oz o a )
、

纤维海绵 (I n oz
o a )

、

李学杰

硬海绵类 T ab ul oz
o a n 以及 水 媳类

、

四射珊

瑚
。

粘结或结壳生物起加 固生物骨架和粘结

碎屑的作用
,

主要包括古石 枝藻 ( A cr h

一
o l i t h o P o r e l l a )

、

管 壳 石 ( T u b i P h y t e s
) 及

蓝绿藻
。

附礁生物有腕足类
、

双壳类
、

有孔

虫
、

海百合
、

海胆
、

苔鲜虫
、

珊瑚
、

鹦鹉螺
、

钙藻及三叶虫等
,

它们 与造架生物同居于礁

体之中形成共栖关系
。

礁体主要由浅灰色块状礁灰岩组成
,

依

造礁生物的特征可以分为骨架岩
、

障积岩
、

粘结岩三类
; 骨架岩是由各种原地生物骨架

及其孔隙中的灰泥碎屑物和胶结物组成
,

原

生格架孔发育
。

障积岩是由原地茎状
、

枝状

生物及捕获的灰泥组成
,

因此生物之间由灰

泥充填
。

粘结岩是由原地纹层状生物和被捕

获的基质组成
,

没有原地生物骨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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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礁主要由骨架岩和障积岩构成
,

在顶部仅

有少量粘结岩分九一
、 ,

无论古代和现代造礁更物
,

皆为括应性

较弱的生物
,

在阳光充足
、

没有泥沙渗入的

情彻海水申
,

.

扮般鳌殖的深度小于乒0米矛盐

库的妈了” 卵沁
,

平均温度在 2犷甲 3 pt 之间
,

伺时海水中还要有供珊瑚吸收而充足的榕解

氧
,

因而现代造礁珊晰分布于南北纬 2犷之

间的热带
、

亚热带浅梅
。

F hi g e ( 19 6 3) 认

为钙质海绵最适宜的水深为 4~ 18 米
,

而珊

姗则约为 20米
。

钙质海绵既不能生活在停滞

的海水中
,

也不能经受 动荡 水流 的 作用
;

B ia n ( 1 9 6 7) 曾提到钙质海绵生长于礁顶
,

而硅质海绵则分布于较深水盆地
。

从造礁生物生态坏境的比较中 ; 可以看

出海水温度、 深度
、

透明度
、

含盐度以及海

水中溶解氧的含量等皆存在着相当严格的局

限性乡也许由于这种生态的局限性
,

才使它

们成为造礁时期经常共生的重要条件
。 ` 、

,

生物礁是生物筑积作用的典型实例
,

’

是

受生物生长时生物的补 物理的因素所制约琴

是由于生命物质不断向生增殖的结果
,
以致

盛立于盆地之上
,
具有苞大厚度和边缘陡坡

的隆超
,

因此有别予单纯沉积作用的堆积
。

礁体形态的变化往往受海平面的升降或区域

性地带升降引起海平面的变化而控制
:

当海

午面处于相对稳定时
,

礁体侧向延伸
,

若礁

体生长速度与海平面上升处于平稳时
,

则礁

体垂直增长尹造成生物隆起
。

· -

· , -

根据生物礁的特征及古地理格局来看
:

礁体的西侧为盆地相
,

·

以硅质岩及硅质灰岩

为主 , 而东部则为碎屑岩沉积
。

礁体的发展

直下而上
,

从西向东超 覆
,

.

是 在 海侵过程

中
,

生物礁逐步向岸侧向延伸
,

在桐木桥礁

体明显地被多层黑色薄层灰岩分隔
。

、

这些现

象以及确相生物群落的演替均说明该区在晚

二叠世晚期出现广泛海侵
,

而且海侵的速率

波动性地超过了生物礁生长的速率
。

生物礁又是多孔隙类型的岩石
,

因而具

有良好的储集性能
,

所 以 发现` 个潜伏礁

体
,
就等于澡现了一个构造

,

如果其中储集
“ J

了油气
,

’

那就是一个油气藏
,

一

因此
,

生物礁

的发现为油气勘探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

它

不仅有成岩期形减的孔像
,

而且经常受后期

改造的影响
、

, i

这给识别带来了困难
。

礁灰岩

中具有极其发育的原生孔隙
,

在 成 岩过程

中
,

,

被各种类型的胶绪物充填
,

`

飞

但不同的胶

结物形成于不同的成岩环境
:

如纤维状方解

石及叶片状方解石形成于海底成岩坏境 , 中

晶粒状方解石为大陆成岩环境的产物 , 巨晶

方解石是在区域地下水成岩环境中缓慢结晶

出来的
。

又如 白云石化作用普遍发育
,

尤其

在礁基底
,

白云石 化破 坏了 岩石的 原生结

构
,

白云石叉具
·

“

雾心亮边
”

结构
,

显然是

混合水成因环境的产物
。

因此生物礁除具有

特殊的原生孔隙如
:

生物骨架间孔隙
、

生物

体腔孔隙及角砾状孔隙外
,

还有在其他成岩

沐境中发育有大量的次生孔隙如
:

溶蚀晶洞

孔隙
、

云化晶洞孔隙及结壳孔隙等
。

它们的

储集条件都很有利
`

,

特别是礁核和礁前角砾

岩带更是油气储集的良好场所
。

早二叠世栖霞期
,

新的海侵范围远远超

过中晚石炭世
, 几乎整个华南沦为汪洋

,

碳

酸盐岩沉积普遍分布
。

茅口晚期
,

东吴运动

开始波及
,

地形出现差异
,

大致以江南古陆

为界
,
东部岛屿棋布

,

除江南古陆被海水淹

没形成岛群外
,

尚有云 开 古陆
、

大 瑶山潜

性 一丘
,

九连古陆等遍布其间
,

致使岩相分异明

显
,

生物群也发生变化
。

西部景观迥异
,

地

形平坦
,

处子浅海环境的稳定碳酸盐台地
,

被具有一定方向的台沟所分隔
,

这些台沟呈

北西
、

北东或北北东延伸
,

大多与深大断裂

的分布相一致
,

例如呈北西向延伸的娅都一

紫云` 罗甸一都安大断裂
,

位于西侧出露的

生物礁有贵州紫云地区的猴场
、

石头寨 , 望

说地区的包树
、

平绕
、

河 贝
、

大观
、

大塘 ;

册亨地区的央坪
,
贞丰的白层等

。

呈北东向

延伸的开远一平塘大断裂
,

在南侧出庵的生



少专家雄拌
·

老专家议她质行业1 2年找矿规划纲要
、

。 )
-

二
、

进 , 步完普地质工作布局
`

, 于

妙带指出万
一

“
调整好工作布局是 找 矿裘

破的重要一步
. ”
地质工作布局是 , 个复杂

的
、

动态性的系统工程产既受她质规律的制

约
,

又受经济
、

自然和技术条件的制约
。

从

工作部署上要连照地质规律办事
, ,

选择相对

最好的成矿远景区带为重点地区
, 从地质工

作任务上看
,

要立足于为全局服务
,

把重点

调整到保证墓础
,

加强普查
,

增强后劲 , 努

力为发展农业
、

能源
、

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

基础产业提供一批急需钓矿产地和地质成果

上来
,

完善地质工作布局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结合地质条件
、

技术经济条件及地质队伍进行工作的能力
,

确定各类地质工作在全国一定区城内的空间

分布
、

合理比例与科学组合
。

与会的老专家

们还认为要协调好以下几个关系
:

第一
,

重点成矿区带与一般成矿区的关

系
。

巩杰生在发言时指出
: “

找矿的 历 史经

验证明
,

在重要成矿带上长 期 坚 持 找矿工

作
,

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 就能不断积累和扩

大地质找矿成果
。 ”

但对重要成矿区带的认识

应是一个动态的
、

发展的概念
,

在一定时期

内保特稳定是应该的
,
滋着客观地质条释认

识的变化和找矿形势发展需要
, ,

吸时地进行

调整也是必要地孚物如扩伪合云年太原普查会

议为完善勘查1 作宏现饰局扒确定了龄片重

点区
。

经过三年喃勺实践
,

在武汉召开的重点

工作区会议上
,

将原韵片重点工作区保留邵

片
,

新增 3片公 调整为如片
。

调整后的重点

工作范围
、

得 1锄
`

种更集中
,

任务 目标更明

确
。 “ ` 、

第二
,

找大矿和找中
、

小型矿的关系
、

, “

纲要少 中强调重点寻找且型、 大型矿

床
,

确实
,
巨型

、

大型矿床的开发利用往往

可以决定以至改变国家生产结 构和经 济面

貌
。

寻找巨型矿床应是地质工作者追求的重

要目标
。

黎盛斯认为
:

只要找到特大
、

(矿床

储量规摸为大型
、

超大型 )
、

特 高 (矿 石平

均晶位成倍地超过工业品位 )
、

特缺 (国家十

分急需又长期未找到或未基本解决的矿种 )
、

特殊 (新矿床类裂井具有普遍的找矿意又 )

的矿床
,
或新产地具备上述四项要求之种者

,

就算找矿突破
,

同时满恳两项或两项以上要

求的
,

无疑会引起震动性影响
。

沈永和指出
: “

户国矿产的基本帐点是

筑矿多
,
富矿少 , 中小矿 多

,
巨型 大 型矿

物礁有滇东开远阿择
、

丘北温浏
、

广南阿科
、

茸暮
、

蓝那孟等
。

八面山大断裂的西侧为发

育完好的见天坝
、

黄泥绪生物礁
;
还有呈札

北东向延伸的郴怀大断裂
,

湘南生物礁即位

于西侧
。

由于基底大断裂的构造因素直接控

制着岩相古地理的格局
,

生物礁一般常出现

在碳酸盐台地的边缘地带
。

声近年来根据古地磁的研究资料
,

四川峨

嵋附近晚二叠世地处南纬 2 , 7
“ 。

湘南生物礁

位于峨嵋以南约 3
。 ,

四川开县红花生物礁处

于蜂嵋以七约 1 ,
5

。 ,

上述生物确皆位于晚二

叠世赤道附近热带海洋形成的礁体
,

,

综上所述
, ,

生物礁的出现往往是成群成

带分布
,

这是礁体发育规律所决定
,

是受沉

积环境和沉积作用所控制
。

这种条件的形成

往往与古断裂活动有密切羡系
。

由于古断裂

活动形成较大的沉租差异侧 构成明是的地貌

隆担
,

方为生物礁提拼生长妇基础
,

对潜伏

生物礁的寻拱起决定作用
。 一 、 “

式
` .

(中国地屏大学试祝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