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岭沟组原称“串岭沟页岩”，意指下部为薄层

砂岩夹页岩，上部有数层硅质石灰岩［!］。!"#"年，全

国地层会议时改称为“串岭沟组”［$］，!"%#年陈晋镳［&］

建议将上部有数层硅质白云岩为主的地层划分为团

山子组。之后至!"’#年，华北前寒武系座谈会正式将

上部硅质白云岩地层从“串岭沟组”划分出去并建立

团山子组!。修订后的串岭沟组指分布于燕辽南麓和

赞皇等地区，岩性组合以页岩占优势，次为少量碎屑

岩和碳酸盐岩，与下伏常州沟组为过渡关系，与上覆

团山子组呈整合［(］。含丰富的球形藻群、船形藻群、

线形藻群等微古植物化石和少量叠层石"。近年来，

随着冀北地区!)#万区域地质调查大面积展开，先后

在串岭沟组中上部发现了一到两套厚%*+$(* ,不等

中粗粒—中细粒石英砂岩，并被解释为潮间—潮下

带高能环境的产物，隶属于浅海陆栅—障壁岛—泻

湖沉积体系［#］"#。本文依托!)#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在岩性、岩相及相序研究基础之上，认为燕辽地区串

岭沟组沉积环境隶属于障壁岛—泻湖沉积体系，而

并非存有浅海陆棚沉积［%］，因而恢复的古地理格局

也存在很大差别。

! 相区划分及地层特征

研究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兴隆县境内，西部与

北京密云接壤，东部毗邻遵化，承德位于其北，南界

为蓟县（图!）。区内中、新元古界地层发育齐全，隶属

于地台型沉积，自下而上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

口系，总体呈北东向延伸。串岭沟组为长城系常州沟

组以上一个岩石地层单位!，岩性组合与地层厚度存

在 明 显 的 区 带 性 ： 大 致 以 蛇 皮 沟—兴 隆 县—大 店

子—西花园一带为过渡带，西北区厚("+%$ ,，岩性

组合中下部为薄层含鲕粒、肾状、豆状赤铁矿石英砂

岩、泥岩互层，向上渐变过渡为黑色、灰绿色片状粉砂

质页岩、含钾页岩（-$.含量%/+"/）为主，泥裂、波痕

发育；东南区为灰色、灰黑色、灰黄色页岩、粉砂岩及

薄层白云岩，发育泥裂与波痕，底部有不稳定的含铁

砂岩或鲕粒赤铁矿透镜体，厚度一般大于#&* ,，据报

道往东南至蓟县最厚达0"* ,，再往东南厚度减薄，

至丰润、滦县一带尖灭!；过渡带岩性组合以中厚

层—中薄层石英砂岩为主，夹有深灰色粉砂岩、泥

岩，砂岩最大厚度达$(*,，向东南、西南渐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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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地质构造略图

$%&’ # ()*+,-%* ./)+*0 123 ,4 +0) 5%-&6,-& 27)2，8)9)%
:—第四系；;! !"#—中侏罗统九龙山组、髫髻山组；<—=—石炭系—二叠系；>—奥陶系；!—>—寒武系—奥陶系；

:-—青白口群；;?$—#—蓟县群洪水庄组—铁岭组；;?%—蓟县群雾迷山组；;?—蓟县系；@/—南口群；

<0—长城群；:&-—秋花峪片麻岩；A&-—三屯营片麻岩；5&-—小关庄片麻岩；!B!—花岗岩；

!"B!—花岗闪长岩；#—地层界线；!—角度不整合；C—平行不整合；D—断层；B—县城；E—山峰

1不等的两层砂岩并直至尖灭，地层厚度达E"" 1。

横向上C个相带呈指状交错关系。

! 垂直相序与沉积环境分析

!"# 西北区垂直相序与沉积环境

构成西北区的串岭沟组的岩相单元较简单，主

要有：#灰黄色、浅灰色中薄层石英细砂岩，局部见

鲕状或含铁赤铁矿，发育小型波纹层理，层面上时见

斜交干涉波痕及泥裂；$灰黄色页片状泥页岩，时见

泥裂；%灰绿色页片状泥页岩；&深灰色页片状泥页

岩。其中!FC种岩相单元相互组合构成不同类型的米

级旋回：#$、#%、%$、%&$、&$等。不同类型

的米级旋回在垂向上有序叠加构成加积型和退积型

的垂直相序，总体上表现为向上“泥岩含量增多、砂

岩单层厚度减薄”正旋回变化特点（图!G、!H）。这种

垂直相序实质上是由潮间坪亚带—高潮坪构成，表

现有较多的泥裂、脉状等潮汐层理、斜交干涉波痕等

沉积构造，局部富集紫色鲕粒、肾状或豆粒状赤铁

矿，水动力条件以间潮汐期静水期为主，偶有潮汐作

用、波浪作用介入，因而其沉积环境为局限泻湖潮坪

沉积（图C）。

!"! 过渡带垂直相序与沉积环境

构成过渡区的串岭沟组的岩相单元有：#浅灰

色、灰白色中厚层—厚层含砾中粗粒石英砂岩，发育

塌落交错层理与正递变层理，底部见较平滑冲刷面，

层面时见斜交干涉波痕；$紫灰色、浅灰色、灰黄色

中薄层含鲕状赤铁矿石英细砂岩，具小型波纹层理

与平行层理，偶见泥裂；%灰黄色、深灰色中薄层泥

质白云岩，有时含少量细粒石英砂，发育水平层理；

&灰紫色页片状泥页岩；’灰绿色页片状泥页岩；(
浅灰色、深灰色页片状泥页岩。其中#FC种岩相单元

相互组合构成不同类型的“向上变细、变浅”的米级

旋回，如#$&、#(、$&、$’、%’、’(等，不

同类型的米级旋回在垂向上有序叠加构成了进积—

退积型和退积型米级旋回序列。结合下伏常州沟组

相序，过渡带两种米级旋回序列均表现底部为厚的

潮间带低潮坪砂体，向上依次为中潮坪时沉积的薄

层细砂岩与泥岩、高潮坪时沉积的粉砂岩与泥岩，总

体表现为向上变细的层序（图!<、!I、!J）。据相序

特征及沉积构造组合分析，过渡带区串岭沟组的沉

积环境属障壁岛沉积体系一部分，可细分为入口潮

道沉积、潮汐三角洲沉积和泻湖潮坪沉积（图C）。

入口潮道与潮汐三角洲沉积：主要由中粗粒—

中细粒石英砂岩构成，局部含少量石英砾，砂岩分选

好，磨圆度高。岩层以中厚层为主，层内及层面上发

育有塌落交错层理、正递变层理、干涉波痕与冲刷

面，垂直相序呈“圣诞树”（图D）或“伞”型（图!<、!I、

!J），水动力以潮汐作用为主，偶有浅水风暴作用侵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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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串岭沟组米级旋回类型与环境变化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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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岩；!—中粗粒石英砂岩；#—细粒石英砂岩；=—泥岩；

>—泥质白云岩；?—低角度板状交错层理；@—泥裂；

+—植物根系；6—碳质；$)—铁质

图! 兴隆地区串岭沟组地层对比

$%&’ ! A*+/*%&+/25%. .3++)0/*%38 34 *5) 657/80%8&&37 $3+9/*%38 %8 *5) B%8&038& /+)/
<—含砾粗粒石英砂岩；!—粗粒石英砂岩；#—中粒石英砂岩；=—细粒石英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C—泥岩；D—白云岩；"—白云质泥岩；<E—砂泥质白云岩；<<—冲刷面及塌落交错层理；<!—波状交错层理；

<#—透镜状层理；<=—波痕；<>—泥裂；65!—常州沟组；65"—团山子组

入。两种类型沉积往往夹于泻湖潮坪沉积之间（图

=），由此可推测潮汐三角洲沉积为一种涨潮三角洲，

由于波痕作用为主的入潮口侵蚀砂体直接进入泻湖

中，入潮口的水道以较平直、较浅为特征。

砂岩粒度分析表明，累积概率曲线是由跳跃总

体（F）和悬浮总体（G）组成，其中F占主体（">H），斜

率倾角为?EI，略显二段式；悬浮总体G占>H，斜率为

<EI。F和G之间多为突变，个别存在较窄过渡带，截

点为E’EDD =JE’<!> 99，反映了以单向强水流作用为

主、偶有双向水流参与等特点。

泻湖潮坪沉积：主要由潮间带中高潮坪沉积构

成，岩性组合为浅灰色、灰白色中薄层细粒石英砂岩

和灰紫色、灰黄色、深灰色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

局部夹有浅灰色中薄层泥质白云岩和白云质泥岩。发

育小型波纹层理、透镜状层理、水平层理，偶见泥裂。

!"# 东南区垂直相序与沉积环境

构成东南区的串岭沟组的岩相单元有：!灰紫

色、灰黄色、浅灰色泥质石英细砂岩—粉砂岩，局部

含赤铁矿，偶见中小型波纹交错层理；"灰黄色、深

灰色中薄层泥质白云岩，有时含少量细粒石英砂岩，

发育水平层理；#灰色、灰黄色薄层页片状白云质泥

页岩；$灰紫色页片状泥岩；%灰黄色泥页岩，偶见

泥裂；&深灰色、灰黑色页片状泥页岩。其中!"#种

岩相单元相互组合组成不同类型的米级旋回，如：!
$、!%、!&%、&%、"#等等，而不同类型的米

级旋回在垂向上有序叠加构成结构特征不很明显的

垂直相序（图!$）：下部以!$型米级旋回有序叠加

徐德斌等：河北兴隆地区中元古界串岭沟组沉积环境与相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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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串岭沟组潮汐三角洲沉积（蛇皮沟）

$%&’ # (%)*+ ),+-* ),./0%-%/1 /2 -3, 43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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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向上依次渐变为以!"、!#"、#"、$%型

米级旋回有序叠加，总体向上泥岩含量增高，尤其至

中部以深灰色、灰黑色泥岩增多为其主要特征，上部

则以泥质白云岩和白云质泥岩为主，反映了东南区

串岭沟组沉积期古水深经历一次加深!变浅的过

程。其水动力条件主体以静水为主，结合沉积构造组

合分析，东南区串岭沟组沉积环境为泻湖沉积。

! 相模式与控制因素分析

在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之上，根据串岭沟组的

岩性、岩相组合、垂向变化特征及空间变化，笔者建

立起串岭沟组沉积相模式（图"）。串岭沟组在研究区

内其岩性、岩相、相序特征乃至厚度变化存在着明显

的变化趋势，在燕辽南麓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后期构造运动使区内串岭沟组岩性、岩

相组合及厚度变化分为西北区、过渡区和东南区，

但 区 与 区 之 间 均 已 被 近$%向 和&$向 右 行 走 滑 断

裂系［’］ 所分隔，而每一个区内串岭沟组地层完整，

顶、底界线清楚。因此区内岩性、岩相组合差异及厚

度变化是由当时沉积的古地理格局所决定的，而非

后期构造运动所造成。

（(）虽说分隔!个岩性组合区的近$%向和&$向

右行 走 滑 断 裂 系 位 移 可 能 超 过)" *+［’］，但 据 前 人

#,(-万和#,"万区域地质资料，河北省宽城—平泉一

带的串岭沟组岩性、岩相组合、厚度变化规律与研究

区相似。也就是说，即使根据估算的位移量恢复近

$%向和&$向断裂系形成之前的地层格架，研究区

内串岭沟组仍存有上文所述的横向变化规律。

（!）由西北向东南，研究区内串岭沟组存在着局

限泻湖潮坪相砂泥岩向潮道相、潮汐三角洲沉积的

砂岩、泥岩及泻湖沉积泥岩过渡，而且砂体在横向上

呈线状延伸，总体上应隶属于小潮海岸型障壁岛—

泻湖沉积体系［)］，海侵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图"）。

（.）进积在东南区泻湖泥岩之上的潮道相、潮汐

三角洲相砂岩从理论上讲向西北方向延伸应与下伏

常州沟组砂岩相连通，因而在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

极有可能将本属于串岭沟沉积期“同时异相砂岩”厘

定为常州沟组砂岩。若就层序划分，串岭沟组理应对

应于常州沟—串岭沟大层序高水位体系域，同时也

应隶属于常州沟组顶部三级层序&［/］高水位体系域

沉积。事实上，不论是低级别的米级旋回，还是高级

图" 串岭沟组沉积相模式图（0为平面图；1为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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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三级层序亦或二级大层序，其岩相单元叠置规

律在垂直相序上均存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不同级别

的旋回或层序在垂直相序的下部以厚层砂（砾）岩

相、薄层泥岩相甚至无泥岩相为特征，往上则渐变为

中薄层、薄层直至尖灭的砂岩相、厚层泥岩相（图U）。

（W）串岭沟组与下伏常州沟组一同构成二级海

侵—海退旋回，常州沟组发育数套潮汐—浅水风暴

型“毯状砂体”，沉积环境为潮汐作用与风暴作用共

同控制的浅海相砂滩，两者之间沉积环境转变的重

要原因是由于构造升降差异造成的［T］，因而串岭沟

组顶界面远较其底界面更具有构造意义。

参加该项工作的还有张长厚副教授、孙恺荪副教

授以及孙立新、高颜波、朱迎堂等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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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U 串岭沟组不同级别层序岩相单元叠置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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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岩；1—含砾粗砂岩；@—中粗粒砂岩；S—细砂岩；

W—粉砂岩；U—泥岩；\—碳质泥岩；?—白云岩；T—泥裂；

)>—小型波纹层理；))—中大型板状交错层理；)1—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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