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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珠江口盆地东部新近系下中新统珠江组碳酸盐岩 "’(& 块常规及铸
体薄片显微特征的观察$ 描述以及古生物特征和岩石学特征的研究! 依据碳酸盐岩
颗粒组分和结构构造等特点! 将珠江组碳酸盐岩划分为 ( 个主要微相类型! 并根据
灰岩颗粒类型及相对含量的多少! 将其进一步细分为 $$ 个次一级的微相类型% 根
据这些微相类型在纵向上的组合特征与环境意义! 可在珠江组碳酸盐岩中识别出碳
酸盐岩缓坡$ 局限台地$ 开阔台地$ 台地边缘滩$ 台地边缘礁$ 台地前斜坡等 # 个
沉积相带% 这些沉积相的纵向演化规律揭示了东沙隆起在早中新世海平面上升过程
中经历了由碳酸盐岩缓坡到台地的沉积演化历程%
关键词! 珠江口盆地东部’ 珠江组’ 碳酸盐岩’ 沉积相’ 沉积微相
中图分类号! a6"$"5& 文献标识码! R

*!引言

碳酸盐岩沉积微相的研究已经从最初依据岩石薄片鉴定单纯进行岩类学和古生物学描
述 (")发展到今天综合用于岩石学特征’ 古生物特征描述’ 碳酸盐岩分类命名’ 沉积环境解
释’ 成岩演化历史分析等& 碳酸盐岩沉积微相研究的迅猛发展无疑得益于偏光显微镜’ 阴极
发光’ 流体包裹体’ 扫描电镜和稳定同位素等分析测试技术的进步" 但是" 一个重要的物质
基础是能够获得足够的样品供研究者开展这些研究& 珠江口盆地东部中早中新世珠江期以碳
酸盐岩沉积为主" 生物礁’ 滩沉积发育" 是重要的油气富集层位& 中海石油 #中国$ 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对东沙隆起珠江组碳酸盐岩进行油气勘探的过程中" 钻探了 $" 口钻井"
采集了 #)* 7的岩心" 磨制了 "’(& 块薄片" 这为本文开展碳酸盐岩沉积微相研究提供了物
质基础&

前人对珠江口盆地东部东沙隆起中新统珠江组碳酸盐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礁及储层
特征与成因 (" i’)和沉积相与层序地层 (% i()两个方面" 鲜有关于沉积微相研究的报道" 制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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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珠江组沉积环境的客观科学认识" 同时也是对这些来自海上的宝贵的井下岩心资料的浪
费" 因为这些钻井岩心中所包含的矿物学’ 岩石学和古生物学信息给人们提供了认知珠江组
沉积环境’ 储层特征等方面的丰富线索& 因此" 本文在对珠江口盆地东部 "% 口钻井岩心观
察和 "’(& 块薄片鉴定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 QDF387 #"+#$$’ 67OEJ和 ]:A>8F #"+)"$’ 曾允
孚 #"+)*$ 等各家碳酸盐岩分类命名方案的优缺点" 提出了适合珠江组碳酸盐岩沉积发育
特点的碳酸盐岩分类命名方案" 并据此分类方案" 描述珠江组碳酸盐岩的微相类型和组合特
征" 进而详细分析珠江组的沉积环境" 建立珠江组的沉积模式" 为南海珠江组碳酸盐岩的油
气勘探和沉积演化研究提供地质依据&

"!研究区地质背景

珠江口盆地东沙隆起位于南海北部大陆架南缘" 构造位置为中央隆起带东段" 呈北东向
展布 #见图 "$& 早中新世珠江期碳酸盐台地主要位于盆地东部东沙隆起上" 呈北东走向&
台地内不同区域的碳酸盐岩厚度存在明显差异" 台地西南缘流花地区有一环礁带" 称为流花
礁带" 沉积时间较长" 厚度最大" 向北逐渐减薄& $* 世纪 (* 年代至今" 已经在流花地区’
陆丰地区发现多个生物礁油气田&

图 "!珠江口盆地地理位置及构造区划
X9G5"!ZHAGE8?39@8::A@8B9AF 8F; BH@BAF9@78? AL0H8E:U9>HEVADB3 Y8K9F

!

笔者在研究东沙隆起带珠江组碳酸盐岩时" 着重对下部灰色生屑粒泥岩夹白云质灰岩’
中部生屑泥粒岩夹生屑粒泥岩以及上部灰白色生物骨架岩’ 粘结岩和生物碎屑粒泥 h泥粒岩
的微相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试图通过微相和其组合特征" 对珠江组碳酸盐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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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积发育史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地层特征

东沙隆起新近系下中新统珠江组发育良好" 自下而上可分为底部砂岩段" 中部灰岩段"
上部砂泥岩段 #见表 "$" 与珠海组呈整合接触" 并与下伏珠海*恩平组’ 文昌组" 上覆韩
江组在纵向上形成一套良好的生’ 储’ 盖组合& 本文研究位于珠江组中部的碳酸盐岩" 最厚
%#$ 7" 以生物碎屑粒泥 h泥粒岩’ 生物骨架岩和粘结岩为主" 局部发生白云岩化& 流花地
区珠江组主要发育灰岩" 惠州及陆丰地区仅在珠江组下部发育灰岩&

表 "!珠江组及其相邻地层概况 #据文献 (+) 修改$

a8O:H"!IBE8B9GE8?39@?EAL9:HK8OADBW3DC98FGXAE78B9AF 8F; B3H8;C8@HFBKBE8B8

&!微相类型及特征

N8#%颗粒组分
颗粒和基质类型及其特征是划分碳酸盐岩微相类型’ 分析沉积环境的重要依据 ("*) & 珠

江组灰岩的颗粒类型主要为生物碎屑" 以及少量的内碎屑&
!生物碎屑! 主要为珊瑚藻’ 有孔虫" 其次还有红藻石 ("") ’ 珊瑚’ 海绵’ 腕足’ 腹足’

双壳’ 棘皮类和少量的介形虫等&
"内碎屑! 这种颗粒类型不如生物碎屑常见" 为盆地内弱固结的碳酸盐灰泥经波浪或流

(&



第 " 期 冯!琳等! 珠江口盆地东部中新统珠江组碳酸盐岩沉积微相研究

水打碎" 搬运再沉积下来的碎屑颗粒" 多为砂屑" 含少量砾屑&
N8!%微相类型划分

本文在综合前人碳酸盐岩分类命名方案优缺点的基础之上" 建立了适宜于珠江组灰岩的
命名方案& 生物成因灰岩及生物灰岩主要参考 QD387 #"+#$$’ 67OEJ等 #"+)"$ 的方案"
同时利用曾允孚 #"+)*$ 方案对颗粒类型进行细化的优势" 在划分珠江组的颗粒 h灰泥石
灰岩时" 将其按颗粒类型以及相对含量的多少进行细分& 微相的划分则以 X:rGH:#$**’$ 的
标准微相类型为依据" 根据颗粒和基质类型’ 沉积组构等微相资料将珠江组的碳酸盐岩划分
为 $$ 个微相 #见图 $$&
&5$5"!灰泥岩/VX"

该微相为基质支撑" 基质全为泥晶方解石" 偶见少量生物" 如抱球虫’ 介形虫" 含量一
般少于 "*g" 或见海绿石附生组合 #见图 $8$" 该类岩石粒度很细" 孔隙基本不发育& 主
要形成于局限台地或潮坪的低能环境&
&5$5$!粒泥岩/VX$

按生物颗粒类型以及相对含量的多少" 又可以划分为 ’ 个亚类&
&5$5$5"!生屑粒泥岩/VX$."

这种微相类型在台地中并不多见" 生物碎屑极破碎" 大多数碎屑原始组构已难以辨别"
多为珊瑚’ 海绵’ 双壳’ 棘皮类等的碎片 #见图 $O$& 为高能带生物颗粒经强烈的波浪或沿
岸流作用打碎" 后经波浪或潮汐搬运" 沉积于浪基面以下的低能环境" 局部见少量白云石化
作用&
&5$5$5$!珊瑚藻屑粒泥岩/VX$.$

碎屑颗粒主要为珊瑚藻的碎片" 种属包括古石枝藻 >-G$&,1382$12$&T’8%T属’ 石叶藻
;82$1Y$H33%T属’ 珊瑚藻 C&’8& 属 ("$) " 横切面呈圆形" 纵切面呈长条状" 分枝或不分枝 #见
图 $@$& 镜下可见丝体规则排列" 少数可见被亮晶充填的孢子囊和生殖窝& 除藻屑外还有一
些含量很少的有孔虫’ 腕足’ 腹足类等生物的碎片" 总量小于 "*g& 破碎的珊瑚藻为高能
带的珊瑚藻骨架经强烈的波浪作用打碎" 后经波浪或潮汐搬运" 沉积于浪基面以下开阔台地
的低能环境&
&5$5$5&!红藻石粒泥岩/VX$.&

颗粒主要为红藻石" 基质为微亮晶方解石" 红藻石粒泥岩中的红藻石一般粒径较小" 为
珊瑚藻呈纹层状包卷生长形成" 发育特征的精细网格组织及孢子囊 #见图 $;$& 这类岩相多
出现于台地前斜坡" 或者是台地边缘构成礁顶或礁基的红藻石滩中&
&5$5$5’!含海绿石抱球虫粒泥岩/VX$.’

主要颗粒类型为海绿石及浮游有孔虫" 并含少量粒度较细的珊瑚藻屑’ 介形虫等的化石
#见图 $H$" 填隙物为泥微晶方解石& 该类岩相很少出现" 海绿石及广海浮游生物的组合"
指示该岩相可能来自于局限台地的风暴沉积&
&5$5&!泥粒岩/VX&

泥粒岩是研究区整个碳酸盐台地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种微相类型" 颗粒类型丰富" 大小和形
态各异& 按照颗粒类型的差异以及相对含量的多少" 可以划分为 + 个亚类 #见图 $L*$F$&
&5$5&5"!有孔虫藻屑泥粒岩/VX&."

生物颗粒主要为藻屑" 有孔虫次之" 藻屑颗粒较破碎" 粒度不一" 有孔虫则保存完好"
粒度相当" 多为 " 77左右" 或还含有少量的腹足’ 棘皮及双壳类碎片% 基质主要为泥微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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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绿石质灰泥岩/VX"" 含海绿石和抱球虫" 单偏光%

O*生物碎屑粒泥岩/VX$."" 颗粒为破碎的生物碎屑" 单

偏光% @*珊瑚藻屑颗粒质泥岩/VX$.$" 主要由珊瑚藻屑

和泥晶基质组成" 单偏光% ;*红藻石粒泥岩/VX$.&" 颗

粒主要为红藻石" 单偏光%

H*含海绿石浮游有孔虫颗粒质泥岩/VX$.’" 单偏光% L*有孔虫珊瑚藻屑泥粒岩/VX&."" 珊瑚藻屑极破碎" 单偏光% G*珊瑚藻

屑有孔虫泥粒岩/VX&.$" 有孔虫保存完好" 单偏光% 3*生屑珊瑚藻屑泥粒岩/VX&.&" 生物碎屑极细碎" 原始组构已难以辨别"

单偏光% 9*珊瑚藻屑泥粒岩/VX&.’" 含少量亮晶胶结物" 单偏光% C*有孔虫泥粒岩/VX&.%" 主要为底栖有孔虫" 粒度不一" 单

偏光% e*红藻石泥粒岩/VX&.#" 红藻石滩微相" 单偏光% :*苔藓虫泥粒岩/VX&.)" ,E9OE9:8E98K?c拟筛壁苔虫" 单偏光% 7*

珊瑚屑泥粒岩/VX&.(" 颗粒多为珊瑚破碎角砾" 单偏光% F*砂屑泥粒岩/VX&.+" 颗粒主要为内碎屑.砂屑" 单偏光% A*有孔虫

藻屑颗粒岩/VX’" 粒间孔发育" 单偏光% ?*珊瑚骨架岩/VX%."" 六射珊瑚" 单偏光% 1*珊瑚藻骨架岩/VX%.$" 藻架孔被亮晶

方解石充填" 单偏光% E*红藻石粘结岩/VX#."" 红藻石中片状包壳为有孔虫" 单偏光% K*苔藓虫粘结岩/VX#.$" R:>HA:8E98K?c

肺泡苔虫" 单偏光% B*海绵礁灰岩/VX)."" 脑纹状海绵" 单偏光% D*灰质白云岩/VX)."" 可见原岩组分为生屑泥粒岩" 岩屑

薄片" 单偏光% >*细粉晶白云岩/VX).$" 粉h细晶白云石" 镶嵌式接触" 岩屑薄片" 单偏光

图 $!珠江组碳酸盐岩微相类型
X9G5$!,8EOAF8BH79@EAL8@9HKBJ?HK9F W3DC98FGXAE78B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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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 局部发生弱白云化& 这种微相类型在碳酸盐岩台地中较为常见&
&5$5&5$!藻屑有孔虫泥粒岩/VX&.$

碎屑颗粒的含量以有孔虫相对较多" 藻屑次之" 常具定向性" 还含有很少量的苔藓虫碎
片以及棘屑’ 珊瑚砾屑’ 腹足碎片" 偶见海绵& 生物碎屑多保存完好" 藻屑则较破碎" 粒径
较小" 部分相带发育的这类岩相的颗粒边界模糊不清" 泥晶化严重& 基质为亮晶方解石胶结
物& 根据上述特征" 推测这类岩相可能形成于水动力条件很强的台地边缘或台地边缘后浅滩
环境&
&5$5&5&!生屑珊瑚藻屑泥粒岩/VX&.&

生物颗粒除了藻屑颗粒外" 还含有类型丰富的极度破碎的生物化石颗粒" 颗粒原始结构
已难以辨别" 可能为珊瑚’ 海绵’ 有孔虫’ 腹足等的碎屑颗粒" 颗粒的高度破碎反映其为异
地沉积" 这类微相形成于台地内能量相对较低的环境&
&5$5&5’!藻屑泥粒岩/VX&.’

生物颗粒主要为藻屑颗粒" 其他类型的生物颗粒含量很少 #小于 "*g$& 藻类主要为红
藻门珊瑚藻科& 藻碎屑一般呈长条状" 亦有未完全打碎" 体积较大的藻团块& 此种亚类型并
不在泥粒岩微相中占主要地位&
&5$5&5%!有孔虫泥粒岩/VX&.%

生物颗粒为保存完好的有孔虫" 同时还有含量很少的藻类及苔藓虫的碎片& 有孔虫粒度
不一" 以底栖有孔虫为主" 有孔虫泥粒岩多出现于开阔台地内水相对较深的低能环境&
&5$5&5#!红藻石泥粒岩/VX&.#

同 VX$.& 一样" 红藻石泥粒岩中红藻石一般为小红藻石" 不参与造礁" 多出现于构成
礁顶或礁基的红藻石滩相中&
&5$5&5)!苔藓虫泥粒岩/VX&.)

生物颗粒主要为苔藓虫" 还含有少量其他生物碎屑" 这种微相中苔藓虫未呈大规模出
现" 并未参与造礁&
&5$5&5(!珊瑚屑粒泥岩/VX&.(

常与珊瑚礁伴生" 颗粒主要为极其破碎的珊瑚碎屑" 以及少量的海绵’ 有孔虫及棘皮动
物的碎片" 碎屑颗粒分选较差" 基质主要为泥晶方解石& 这类微相并不常见" 主要出现于礁
的骨架孔中" 包含较多灰泥基质&
&5$5&5+!砂屑泥粒岩/VX&.+

这种岩相为富含内碎屑的石灰岩" 其碎屑粒度不一" 粒径多为砂屑级" 原始组构已难以
识别" 多见于水动力较强的台前斜坡碎屑流和浅水台地沉积中" 其中有的碎屑在搬运前已完
全胶结" 但仍可将其作为盆地内的准同生再造物质" 即认为它们为内碎屑&

在泥粒岩分类当中" 以 VX&."’ VX&.$’ VX&.& 等 & 类微相占整个碳酸盐岩台地岩相的
主要部分" 也是珠江组灰岩段最为常见的岩石类型&
&5$5’!颗粒灰岩/VX’

主要为有孔虫珊瑚藻屑颗粒岩 #见图 $A$" 该岩石类型在台地较少出现" 只间或出现在
流花地区珠江组灰岩取心段的下部" 颗粒支撑" 含泥很少" 颗粒主要为珊瑚藻屑’ 有孔虫"
粒间孔很发育" 形成于水动力很强的台地边缘环境&
&5$5%!骨架岩/VX%

按主要造礁生物类型可以将骨架岩划分为 $ 种类型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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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珊瑚骨架岩/VX%."
珊瑚是珠江组最为常见的造礁生物" 以枝状六射珊瑚居多" 类型包括孔珊瑚’ 柱珊瑚’

鹿角珊瑚’ 山星珊瑚’ 近星珊瑚’ 星孔珊瑚等" 为原地生长的具抗浪骨架的碳酸盐建隆& 除
珊瑚外" 参与造礁的生物还有珊瑚藻’ 海绵’ 大底栖有孔虫’ 苔藓虫等" 居礁生物主要为有
孔虫’ 腕足’ 腹足’ 双壳’ 棘皮类等& 波浪和潮汐共同作用的高能环境适宜于珊瑚的生长"
因此珊瑚骨架岩沉积多形成于台地边缘或开阔台地内水动力很强的环境当中" 构成台地边缘
礁或开阔台地内点礁&
&5$5%5$!珊瑚藻骨架岩/VX%.$

造礁生物主要为珊瑚藻" 在岩心和薄片中很容易见到" 多为保存完好的藻体" 也有藻
屑& 岩心上常呈皮壳状和结核状" 薄片中可见到分枝状’ 皮壳状& 皮壳状珊瑚藻粘结生长"
而结核状珊瑚藻呈缠绕状" 为原地生长具抗浪骨架的生物" 构成珊瑚藻骨架礁" 多发育于台
地边缘水动力较强的礁核亚相&
&5$5#!粘结岩/VX#
&5$5#5"!红藻石粘结岩/VX#."

这类微相主要岩性为红藻石粘结岩" 红藻石主要是由非固着的珊瑚藻构成的独立钙质结
核& 珠江组具粘结结构的红藻石普遍是由珊瑚藻和结壳有孔虫或苔藓虫互层包卷生长形成
的" 具粘结结构的红藻石多呈球状’ 椭球状或包壳状 #见图 $E$" 与滩相的红藻石相比" 体
积更大" 参与造礁& 其形态的多样性反应了沉积环境的差异性" 其中球形的’ 椭球形的和纹
层状的生长模式代表高能的沉积环境" 要求水体能量高促使其频繁滚动&

在珠江组灰岩的取心段中" 红藻石粘结岩非常发育并具有一定的规模& 其中相当数量的
红藻石颗粒都较大" 其直径最大者可达 "% @7" 一般 $ i# @7& 较大的红藻石颗粒具有较强
的抗浪能力" 对灰泥起着遮挡和捕集作用" 其粘结和包裹着大量灰泥基质" 常构成礁顶或礁
基的包壳粘结岩" 称之为粘结礁& 这种藻类的包壳颗粒形成于中等高能" 极浅水环境&
&5$5#5$!苔藓虫粘结岩/VX#.$

为片状*板状苔藓虫粘结" 包裹着各种居礁生物和大量灰泥基质 #见图 $K$" 不具备抗
浪骨架& 陆丰地区" 苔藓虫粘结岩呈厚层状广泛发育" 或为苔藓虫层状礁& 该微相并不是台
地的主要生物礁类型&
&5$5)!障积岩/VX)

沉积物中含有丰富的茎状或树枝状生物化石遗体" 多为异地搬运沉积下来的生物化石"
如珊瑚’ 海绵’ 海百合茎等 #见图 $B$" 通过障集作用" 捕集灰泥" 在其后堆积成丘" 基质
在含量上相对较多" 抗浪能力差" 一般出现在低能环境&
&5$5(!白云岩/VX(

白云岩在珠江组分布较少" 主要出现于珠江组灰岩取心段的下端" 常与灰岩共存& 白云
岩中残留部分原岩的结构和组分" 可以推测这类白云岩为次生白云岩& 按照白云石相对含量
的多少和晶粒的大小" 可以划分为 $ 个亚类&
&5$5(5"!灰质白云岩/VX(."

多为细中晶颗粒" 半自形*自形晶" 偶见陆源石英混入" 仍可见原岩结构和组分" 其原
岩多为生物碎屑泥粒岩 #见图 $D$& 原岩残余组构中广盐度生物普遍出现" 推测此微相可能
形成于间或暴露的碳酸盐缓坡或潮坪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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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细粉晶白云岩/VX(.$
白云石含量 +*g以上" 半自形晶" 呈紧密镶嵌式接触 #见图 $>$& 偶见陆源石英混入"

以及少量生物碎屑&
次生白云岩对沉积环境的识别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根据研究区的构造背景’ 岩石学以及

沉积特征" 判断其原岩可能为灰泥岩或生物碎屑粒泥岩" 该微相或形成于水浅暴露的环境&

’!沉积模式及沉积相分析

$8#%碳酸盐岩缓坡模式 #!期$
该模式出现在碳酸盐岩台地沉积之前" 因珠江组取心灰岩段下部普遍有白云石化现象和

广盐度生物同时出现 #见图 &$" 推测碳酸盐岩台地形成之前其沉积环境应为碳酸盐缓坡&
缓坡低能带水动力较弱" 主要沉积泥晶碳酸盐沉积物" 高能带则沉积颗粒较粗的碳酸盐颗
粒" 主要为生物碎屑泥质颗粒岩 h颗粒质泥岩以及一些灰泥岩 #见图 ’$" 生物种类繁盛"
数量较多" 并因水浅暴露" 常见次生的白云质灰岩’ 灰质白云岩’ 细粉晶白云岩发育&
$8!%镶边碳酸盐岩台地模式 #"期$

根据前述的微相分析" 并结合剖面结构的沉积特征" 在综合前人碳酸盐岩相模式的基础
上" 将该碳酸盐岩台地划分为台前斜坡相’ 台地边缘礁相’ 台地边缘滩相’ 开阔台地相’ 局
限台地相’ 台地潮坪相 # 种相带类型&
’5$5"!台地前斜坡相

除了台地前垮塌角砾沉积" 台前斜坡上还发育着生屑滩’ 红藻石滩’ 点礁或塔礁" 含广
海生物&
’5$5$!台地边缘礁

高能带" 生物礁具有抗浪骨架" 能粘结生物’ 捕集灰泥& 岩性主要为珊瑚藻骨架岩和珊
瑚骨架岩" 有孔虫" 苔藓虫" 海绵" 绿藻也参与造礁" 红藻石滩常构成礁顶和礁基& 本区构
成造礁格架或骨架的生物主要是珊瑚和珊瑚藻" 其次是苔藓虫& 居礁生物主要为有孔虫’ 腹
足’ 双壳’ 棘皮类等& 生物礁向海一侧为高能带" 波浪作用强烈" 适宜于具抗浪骨架的珊瑚
的生长" 形成以块状珊瑚为主的骨架岩沉积% 向陆一侧" 水体能量减弱" 各种生物都较发
育" 珊瑚藻及腕足’ 腹足等的含量增加" 于岩心上常见生物扰动等沉积构造& 生物礁因其孔
隙发育" 常为储层分布和发育的有利相带&
’5$5&!台地边缘滩

台地边缘浅滩相主要为生屑滩" 岩性为泥质颗粒灰岩和颗粒岩" 基质多为亮晶胶结" 代
表其水动力极强的高能环境& 该环境由于受到波浪和潮汐的共同作用" 能量很高" 灰泥含量
一般很少" 当水体能量交替变化或暴露交替时" 可形成生物礁和滩的互层&
’5$5’!开阔台地

开阔台地可划分为台地内浅滩和滩间亚相& 浅滩为生屑滩" 岩性主要为生物碎屑泥粒灰
岩" 为台地内水动力较强的环境% 而滩间主要为生物碎屑粒泥岩" 灰泥基质含量相对于生屑
滩升高" 测井曲线上表现为 .X的值升高" 代表台地内相对较弱的水动力环境&
’5$5%!局限台地相

主要为位于礁’ 滩或障壁后的澙湖" 其岩性主要为生物碎屑粒泥灰岩及灰泥岩& 因水循
环受限" 生物种类有限" 澙湖底以软体动物’ 绿藻’ 有孔虫为主" 生物扰动强烈" 向岸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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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惠州 ^井珠江组沉积相综合柱状图
X9G5&!,A7?EH3HFK9>H@A:D7F ALKH;97HFB8EJL8@9HK9F W3DC98FGXAE78B9AF 8OADB_H::̂ 9F MD923AD 8EH8

!

为潮坪&
’5$5#!台地潮坪相

出现于珠江组灰岩取心段的下部" 该相带可进一步划分为潮间带和潮下带& 潮间带主要
沉积的岩石为灰泥岩’ 生物碎屑粒泥灰岩" 生物碎屑颗粒细小" 一般具定向性" 还可见到一
些灰质白云岩或细粉晶白云岩" 常有藻席发育% 由于潮汐水流方向反复变换" 羽状交错层理
发育& 潮间带的动物群种类有限" 仅腹足类比较丰富" 伴有介形虫’ 有孔虫及双壳类& 潮下
带几乎很少出露水面" 相对于潮间带" 灰泥含量稍减少" 水动力条件略高于潮间带环境" 岩
石类型与潮间带基本相同" 多见生物扰动构造&

通过上述沉积相类型以及沉积模式的分析" 可见珠江组灰岩的发育经历了由碳酸盐岩缓
坡到台地的沉积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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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标准相带% VX*研究区微相类型

图 ’!珠江口盆地碳酸盐岩沉积模式图及各微相类型在沉积相序中的分布 ("& i"’)

X9G5’!IH;97HFB8EJ7A;H:AL0H8E:U9>HEVADB3 Y8K9F 8F; ;9KBE9ODB9AFKAL8::BJ?HKAL

79@EAL8@9HK9F B3HKH;97HFB8EJL8@9HKKH1DHF@H
!

%!结论

珠江口盆地东部珠江组碳酸盐岩的主要颗粒类型为生物碎屑 #包括藻类’ 有孔虫’ 珊
瑚’ 苔藓虫’ 海绵’ 腕足’ 腹足’ 双壳’ 棘皮’ 介形虫等$ 和少量内碎屑& 岩性则以生物
碎屑泥粒 h粒泥灰岩和骨架岩为主" 并发育具有相当规模的红藻石粘结岩&

根据珠江组灰岩的生物组合" 颗粒’ 基质类型及特征将该地区的碳酸盐岩划分为 $$ 种
微相类型" 分属于台前斜坡相’ 台地边缘礁相’ 台地边缘滩相’ 开阔台地相’ 局限台地相’
台地潮坪相以及缓坡相& 沉积模式及沉积相带组合表明" 在早中新世该区在海平面上升的过
程中碳酸盐岩的发育经历了由碳酸盐缓坡*镶边碳酸盐台地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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