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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露头剖面层序地层学研究方法
:

一以柯坪县印干村志留系剖面为例

刘万沫 杜小弟 王璞姑 匡立春 王东坡

(长春地质学院能源系 )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层序地层学方法原则上适用于每一露头
,

但最好是沉积滨线坡折附近的

露头
.

系统总结了
“

横向追踪
、

多个露头对比综合及区域范围内的精细填图
”
的露头层序地层学

研究方法
。

最后以柯坪县印干村志留系剖面为例进行说明
。

关挂词 露头剖面 层序地层学 志留系

1 露头剖面特点及层序地层学方法的适用性

层序地层学是盆地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
,

近儿年在我国已得到广泛地开展和普遍的应

用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但目前开展的层序地层学工作多在地震剖面上进行
,

露头剖面层序

地层学工作较少
,

原因在于露头剖面规模小
,

分布局限
,

相对地震剖面只能算是点剖面 (
s p ot

ou ct or p s ) ;
个别露头难以看到整个沉积序列

,

加上地层的尖灭
、

超覆现象不易观察到及后期

改造作用
,

从而使得露头剖面层序地学研究难度较大
。

那么层序地层学方法在露头剖面上的

适用性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露头剖面是否具备应用层序地层学的基础和前提
,

即

周期性的相对海平面变化及由此所形成的旋回性沉积层序关系是否存在
。

回答是肯定的
,

层

序地层学适用于野外露头剖面
。

那么每一处露头点是否都适合进行层序地层学研究呢? 作

者认为层序地层学方法原则上可适用于任何一个露头点
,

但最好是在沉积滨线坡折附近的

露头
,

原因在于
:

在沉积滨线坡折附近是海平面变化最敏感的地带
,

在此处沉积物容易发生

迁移和改造
,

并可形成各种沉积体
,

纵向相变频繁
;
海平面的变化在沉积物上能准确地记录

下来
,

是进行层序地层学研究的最好场所
;
沉积滨线坡折从古沉积地形上看位于陆棚上

,

大

致与三角洲内河口沙坝向海端相一致
。

2 露头层序地层学研究方法

露头剖面层序地层学方法既不同地震剖面研究方法
,

也不同于测井研究方法
,

而有其特

殊之处
。

对单个露头而言
,

因其规模小
、

分布局限
、

加上后期的构造改造作用
,

常是层序界面不

清
、

地层尖灭现象难以见到及层序发育不全等
。

为弥补其不足
,

必须采用
“

横向追踪
、

多个露

0 本文 1 9 95 年 3 月 1 7 日收稿
。



3 0岩 相 古 地 理

头对比综合及区域范围内的精细填图
”

的研究方法
。

2
.

1 层序界面及其性质的确定

层序界面的确定和划分是进行层序地层学研究的基础
。

层序界面的性质取决于海平面

的下降速率与盆地沉降速率的对比关系
,

据其特点分为二类
,

即 I 类层序界面 (S B
l
)和 l 类

层序界面 s( B Z )
。

I 类层序界面是在海平面下降速率大于盆地沉降速率时形成的
,

其特征是在地史上曾

暴露地表遭受风化剥蚀
,

露头剖面上表现为不整合接触
,

上覆地层的下超及沉积物向盆地中

心方向的相移
。

在垂向上表现为相序的间断
、

沉积物粒度突变
,

有时可相伴有古土壤的发育
。

H类层序界面是在海平面下降速率小于盆地沉降速率条件下形成的
。

此时有效沉积空

间扩大
,

陆棚沉积向陆地方向上超
,

其特征是不出现陆上暴露和河流下切现象
。

野外剖面上

表现为整合连续沉积
,

垂向上表现为相序和沉积物粒度的渐度
。

2
.

2 层序的建立及性质的确定

单个露头上层序常发育不全
,

加上不同露头因其所处盆地或地区的位置不同及后期改

造程 变的差异
,

导致沉积物组成
、

相带类型和垂向相序不同
。

尽管不同露头间其沉积特征并

不完全相同或相差甚远
,

但它们所反映出的该地区海平面升降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故为建立

工作区完整的纵向层序
,

可根据海平面升降变化趋势
,

采用横向追踪及多个露头的综合来完

成
。

层序的性质取决于层序界面的性质
,

以 I 类层序界面为底界面的层序
,

谓之 I 类层序
;

以 l 类层序界面为底界面的层序
,

谓之 l 类层序
。

2
.

3 体系域性质的确定

每个层序都可包含有 3 个体系域
,

I 类层序由低水位体系域
、

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

域组成 ; 1类层序包括陆架边缘体系域
、

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
。

需要指出的是 3种体

系域并非在所有的层序中都存在
,

其存在与否取决于构造运动
、

海平面升降
、

剥蚀作用等因

素相互作用的程度
。

低水位体系域是海平面迅速下降低于滨线坡折以下时的产物
,

其底界面为 I 类层序界

面 、一般可分为 3 个独立单元
:

盆地扇
、

斜坡扇和低水位楔形体
。

盆地扇是在斜坡下面或盆地

沉积的海底扇
,

它的形成是斜坡上峡谷的侵蚀和陆架上河谷下切作用形成的碎屑物质快速

堆积的结果
。

斜坡扇是重力流在斜坡底部的沉积
。

低水位楔形体以陆架上下切谷的充填为

特征
,

上覆在陆坡上
,

呈楔形体
,

下切在盆底扇或斜坡扇上
。

其顶面是海侵面
。

陆架边缘体系域是 l 类层序中最下面的体系域
,

其底界是 l 类层序界面
。

海侵体系域是 I 类和 I 类层序的中间体系域
,

其底界面是陆架边缘体系域低水位体系

域顶部的海侵面
。

顶面是一个海泛面
,

是最大洪水面
。

凝缩层位于海侵体系域内
,

是海平面

上升速率最快和海平面达到最高位时
,

碎屑物质带入最少的时期
,

深水部位处于非补偿性的

饥饿状态下形成的
。

常由富含有机质的黑色页岩
、

油页岩
、

黄铁矿层或具硬底构造的碳酸盐

岩组成
,

是很好的生油层
。

高水位体系域位于 I 类和 l 类层序的上部
,

由一个或多个加积准层序组成
。

向陆地方

向
,

它上超在层序的边界上
,

向盆地方向下超在海侵体系域的顶面上
。

其顶面可以是 I 类或

l 类层序界面
。

低水位体系域其几何形态为扇形或楔状
,

空间延展性差
。

沉积物粒度上表现为粗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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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水位体系域 ( 图 1 )
。

该层序底面为下志留统的柯坪塔格组与下伏上奥陶统的印干组之间的平行不整合面
,

发育含磷结核砾岩和 1 c0 m 厚的黄褐色铁质风化壳
,

表明曾经长期暴露
、

剥蚀
,

为 I 类层序

界面
。

该层序属 I 类层序
。

在长期暴露之后
,

开始海侵
,

接受了柯坪塔格组的沉积
。

柯坪塔格组的下段构成低水位

体系域
。

由于该时期海侵速度很慢
,

海平面变化很微弱
,

水体很浅
,

此时沉积速率与沉积容纳

空间的增长速率基本相等
,

沉积 了一套加积型的由潮坪相组成的准层序组组合
,

构成低水位

体系域
。

随后海平面快速上升
,

沉积速率大大低于沉积空间的增长速率
,

水体迅速加深
,

沉积物

供应匾乏
,

以很缓慢的速率形成垂向加积型的笔石页岩
。

其中间夹富含磷质泥质条带
,

构成

了凝缩层段
。

这套笔石页岩沉积构成了海侵体系域
,

对应着柯坪塔格组的中段
。

高水位体系域由柯坪塔格组的上段和塔塔埃尔塔格组构成
。

在海平面上升至最高后
,

海

平面开始较快回落
,

此时沉积速率大于沉积空间增长速率
,

形成了柯坪塔格组上段和塔塔埃

尔塔格组下段的一套向上变厚
、

粒度向上变粗的由潮坪相
、

障壁岛相和渴湖相构成的加积型

准层序组
。

到了塔塔埃尔塔格组上段则由一套由潮坪相组成的退积型准层序组构成
,

此时海

平面略有回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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