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区调资料表明，区内上石炭统沉积地层分

布广泛，所属岩石地层单位为石咀子组（$%!）及白家

店组（$%"#）。大量的冲沟天然露头良好，沉积结构清

楚，是研究基本层序、沉积构造及岩相古地理环境的

有利场所。自下而上由陆源粗碎屑岩、陆源细碎屑岩

相变为碳酸盐岩沉积组成。分别相当于海进初期的

滨岸相到相对海平面逐渐升高形成的碳酸盐台地斜

坡相及台后盆地相（图!），总体构成一个海进序列。

! 沉积相及基本层序特征

!"! 河口相沉积

该相形成于近陆源的青龙山公社—黄家店一带

（图!）。剖面上呈旋回性叠置。具退积结构，基本层序

图%—&（’!）基本代表了河口相沉积特征（图%(&）。

属于河口侧向迁移形成的向上变细型旋回性基本层

序。由河道滞留沉积的灰黄色（局部见紫灰色条带）

砾岩、砂砾岩到河道底部沉积的灰色、绿灰色、深灰

色中粗粒岩屑砂岩和粉砂质细砂岩组成。前者砾石

多呈次棱角到椭圆状，砾径一般小于!) *+，局部呈

现倾向海洋一侧的叠瓦状构造。后者砂屑多呈次棱

角状，且以岩屑和长石为主。分选差，结构和成分成

熟度均很低，多为孔隙式胶结。具平行层理。可见保

存较完整的腕足、双壳、海百合茎及植物叶片或茎干

等化石。上述特征表明其物源区较近，潮汐作用超过

河流作用，属海陆交互相沉积。

!"# 滨海碳酸盐相

其分布范围较局限，呈透镜状或不规则状。与河

口相呈相变关系。岩石组合为灰色含砾生物碎屑砂

屑粉屑泥晶灰岩、粉屑泥晶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具

水平层理，多呈中厚层状（层厚%,)-! +）。灰岩中含

丰富的腕足、单体珊瑚、腹足及海百合茎等化石。其

中，单体珊瑚多呈蚯蚓状及圆柱形。反映出其沉积的

水动力较强，水流往复变换，属于高能环境沉积。

!"$ 潮坪相

分布于滨岸相北侧，叠复在滨岸相之上，呈北东

东向展布于青龙山公社—马拉亲一带。根据物质组

成不同可进一步划分出潮坪相细碎屑岩和台地潮间

带碳酸盐。

（!）潮坪相细碎屑岩：基本层序.（’%）代表潮坪

相细碎屑岩沉积特征（图%(.）。由灰色、灰绿色石英

细砂岩与深灰色石英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韵律性沉

积组成。细碎屑岩中含植物茎干。其垂向叠置构成

向上变薄型三级旋回层序［!］。岩石的结构与成分成

熟度较高。岩层中可见脉状层理、透镜状层理、砂泥

互层层理、低角度交错层理，局部可见波状层理、包

卷层理及不对称波痕构造。近上部上述沉积构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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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内蒙古通辽南部石炭纪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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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岸河口相粗碎屑岩；"—陆地边缘滨浅碎屑岩相碳酸盐岩；#—湖坪相细碎屑岩；

$—台地潮间带碳酸盐岩；%—台后盆地相粉砂质泥岩；&—台后盆地相碳酸盐岩；

’—碳酸盐岩台地；(—碳酸盐岩台地斜坡相

加丰富，同时可见数层厚约#9的风暴沉积。属于海

进层序潮间带沉积。

（!）台地潮间带碳酸盐岩：多呈孤立的透镜状产

出，与潮坪相细碎屑岩呈相变关系。以泥晶生物碎屑

灰岩、含陆屑泥晶砂屑灰岩及含砂屑泥晶灰岩为主。

具束状层理及羽状交错层理，毫米至厘米级的水平

纹层理发育，多呈薄层状构造。含单体及群体珊瑚，

腹足及腕足等化石。表明其水位变化频繁，水动力能

量弱到中等，潮汐流作用明显。

#’= 碳酸盐台地相

根据其形成的构造背景及其分布特征，研究区

碳酸盐台地应属镶嵌陆架型碳酸盐台地［!］。可划分

出碳酸盐台地相（狭义）和台地斜坡相，出露于白音

昌—东牌楼一带。

（#）碳酸盐台地相（狭义）：总体呈近东西 向 展

布，台地的北部被松辽盆地围陷。根据阜新幅和下洼

幅#>!"万资料，其西部可能超覆于四周受海水包围

的上志留统—下泥盆统西别河组之上。南部部分地

段为碳酸盐台地斜坡相。基本层序5（?@）反映了其沉

积特征（图!—5）。由含陆屑泥晶灰岩与泥晶灰岩韵

律性沉积构成。局部夹厚#!9的泥质岩石。陆屑呈次

棱角—次浑圆状，由石英和长石组成，含量在!ABCA
之间，以=A为主。岩层中水平纹层理发育 ，局部可

见低角度斜层理及波状层理。属于潮坪环境沉积。

（!）碳酸盐台地斜坡相：分布于碳酸盐台地相向

岸一侧，在苏子沟一带较为发育。由厚层含陆屑泥晶

灰岩组成。具水平层理，斜坡中缘同时伴有十分发育

的滑塌构造。其中的砾屑灰岩（灰岩碎屑流）中砾屑

和胶结物均为泥晶灰岩，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定

向性差，厚度变化较大。沿走向追索有尖灭现象。进

入台后盆地附近，含陆屑泥晶灰岩与钙质泥岩或含

铁质（炭质）粉砂质泥岩交互沉积。而且随着向盆地

的推进，碳酸盐厚度逐渐变薄，以致尖灭。而陆源细

碎屑岩厚度不断加大，在横向上具有犬齿交错状相

变特征（图#）。属于海平面快速上升阶段沉积。

!"# 台后盆地相

其发育于潮坪相与碳酸盐台地相之间的扣河

子—白音花一带。该相带在威尔逊模式相带［@］中是

没有的。本文是指连接大陆剥蚀区与陆棚浅海碳酸

盐台地之间的浅海盆地。沉积物主要为陆源细碎屑

沉积，亦有薄层或透镜状含陆屑泥晶灰岩沉积。据此

可以划分出台后盆地相陆源细碎屑岩和碳酸盐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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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内蒙古通辽南部石炭纪沉积地层基本层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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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相基本层序；8—潮坪相基本层序；1—碳酸盐台地相基本层序；9—台后盆地相基本层序

?—砾岩；!—砂砾岩；@—细砂岩；#—粗中粒岩屑砂岩；A—粉砂质细砂岩；B—粉砂岩；C—粉砂质泥岩；D—泥岩；

"—含陆屑泥晶灰岩；?E—泥晶灰岩；??—平行层理；?!—水平层理；?@—古流向（F@EG(）

微相。由于后者分布局限，无明显的规律性，此处不

作详述。陆源细碎屑岩相从基本层序9（H#）反应了

其沉积特征。由深灰色粉砂质泥岩和灰黑色泥岩韵

律性沉积构成（图!—9）。具水平层理，呈薄层状，应

属海侵体系域中的低速率沉积。其向陆一侧，与潮坪

相过渡；向海一侧，则与碳酸盐台地相过渡。

! 沉积相模式

晚石炭世沉积相模式如图@所示，由陆向海各岩

相发育完整，依次为滨岸相、潮坪相、台后盆地相及

碳酸盐台地相。

河口相的出现表明本区当时潮汐作用大于河流

作用。正因如此，海相和陆相生物在这一岩相中同时

存在，在潮上带相对稳定清静的水体中形成碳酸盐

岩沉积。

潮坪相尾随在河口相之后，上述各种沉积构造

表明，此带潮汐流作用最为明显，由具有韵律性向上

变薄型基本层序反映当时的海水是逐渐加深的。

台后盆地是碳酸盐台地与古陆之间的狭长带状

盆地。其主体沉积物在浪基面或氧化—还原面以下。

岩性以含炭质、铁质粉砂质泥岩、泥岩为主。其近陆源

一侧为滨岸带性质的沉积，而近台地一侧则与碳酸盐

岩混合沉积。其沉积物主体是陆源细碎屑物质为主。

胶结物主要为铁、钙质。但由于受古地形影响，局部水

体相对较浅部位也有少量碳酸盐岩呈透镜体产出。

碳酸盐台地属于具有潮坪性质沉积的镶嵌陆架

型碳酸盐台地，南部大陆物源通过台后盆混入碳酸

盐台地，造成白家店组灰岩中普遍含有陆屑物质。此

时的台地南缘部分地段较陡，表现为出现大量的塌

积岩及滑动构造。而北侧应该是较深水的区域，它与

外海相连通，限于受松辽盆地叠复作用，这方面资料

目前还不清楚。

@ 岩相古地理环境分析

众所周知，华北板块北缘于加里东期和华力西

期伴随陆缘交替性裂解成洋和隆起成陆过程［#］。区

内晚石炭世沉积地层即是在陆缘裂解的构造背景下

形成的。石炭纪海水开始由华北板块北缘自东向西

入侵，形成了自吉林至本区的浅海环境。

晚石炭世初期，海侵到达本区，此时的海侵幅度

不大，但潮汐作用远大于河流作用。气候温暖潮湿，

植被发育。于陆缘近岸地带形成海陆交互的河口相

沉积。离岸则以潮汐作用为主。与河口相相邻的地

带。陆源物质供给相对丰富，以碎屑岩沉积为主，而

张凤林等：内蒙古通辽南部石炭纪岩相古地理特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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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O 内蒙古通辽南部石炭纪沉积相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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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陆源区则主要为碳酸盐岩沉积。

晚石炭世晚期本区为最大海泛期，河口相及先期

形成的潮坪相向岸推移，此时间歇性风暴作用较强，

使原有沉积物再次搬运堆积。由于海进，河道不断迁

移，并于局部相对清静的环境下形成了碳酸盐岩沉

积。此时的向海一侧构成局部障壁作用的碳酸盐台地

被海水淹没，淹没事件之后，形成与台后盆地过渡的

斜坡相碳酸盐及台后盆地相细碎屑岩低速率沉积。

到晚石炭世末或早二叠世初，海水开始从本区

逐渐退出，西邻与上石炭统连续沉积的下二叠统酒

局子组（Q5<）底部海陆交互相沉积的基本层序为向

上变粗变厚型。代表了海退环境下的进积型沉积［7］。

综上所述，本区晚石炭世属于一个较完整的海

进环境。在海进过程中，由陆到海形成了具有被动陆

源盆地性质的沉积序列，即华北板块北缘在晚石炭

世属于陆表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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