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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要介绍广西石炭纪地层特征及矿产资源
。

关键词 石炭纪地层 矿产资源 广西

A b s t r a e t T h e C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s t r a ta a n d m
l r i e r a l

r e s o u r e e s zn G u a n g x l w e r e b r l e f ly i n

t r o d u e t e d
.

K e y w o r d s C a r b o n if e r o u s s t r a t a ,

M i n e r a l
r e 、 o u r e e 、 ,

G u a n g x i

广西是中国南方海相石炭纪地层发育较完好的

省 (区 ) 之一
。

早自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
,

历经几代

地质学家的调查研究 l[,
2
·
3〕

,

取得了大量的地层
、

古生

物等丰富资料
。

因此
,

广西是中国石炭纪地层研究程

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

石炭纪也是广西研究较为详细的

地层之一
。

广西的石炭纪地层
,

层序完整
,

沉积类型多样
,

发育齐全
,

分布广泛
,

出露 良好
,

生物繁茂
,

化石保

存完好
。

同时
,

广西石炭纪地层内
,

赋存有煤
、

锰
、

磷及白云岩
、

石灰岩等矿产
,

是广西重要的含矿层位
。

步确定保 留的地方性岩石地层单位有 23 个 (其中 3

个为新建名称 )
,

修正 了各地不同相带早石炭世地层

区域对 比上的错误 (表 l )
。

岩石地层

广西石炭纪地层明显受基底构造
、

古地理环境的

制约
,

沉积岩相变化较大
,

因而以岩石组合命名的地

层单位较多比
4 〕

。

据统计
,

以往在广西以本地地名命名

和通用的地方性岩石地层单位近 60 个
。

广西石炭纪地层的演化与发展
,

大致与泥盆纪地

层的某些特点相类似
,

其海
、

陆分布和沉积相带的展

布
,

基本继承 了晚泥盆世地层的格局
。

当时古陆的位

置仍在今桂北一带
。

石炭纪地层分近岸沉积和远岸沉

积两种相区
,

大体可分为早
、

晚石炭世两个发展阶段
,

以及近岸碳酸盐台地
、

远岸碳酸盐台地和较深水的台

沟及其边缘三种沉积类型
。

据其分布
,

可分为桂北与

桂 中区
、

桂西区
、

钦州区和合浦区 四个沉积分区
。

在

各相区不同相带沉积的岩石组合
,

经清理
、

厘订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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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该项成果的 主要科技 人员 尚有广西地质研 究所的邝国敦
、

李

家骤
、

苏一保
、

陶业斌等
。

2 生物地层

广西石炭纪时期
,

生物群落颇为繁盛
,

地层中保

存的化石相当丰富
。

主要有海生的逆类
、

有孔虫
、

牙

形类
、

腕足类
、

四射珊瑚
、

三叶虫
、

棘皮类
、

双壳类
、

头足类
、

介形类以及近岸的陆生植物等
。

据研究
,

上

列 1 1 门类化石中蜓类
、

牙形类
、

有孔虫和四射珊瑚

可以划分出 5 5 个化石带 (组合 )
。

3 年代地层

当今世界各地对石炭纪地层的底
、

顶界限争议较

多
,

尚末最终确定 .
’ 一 ` 。〕

。

该项研究成果举桂林
、

宜州
、

柳州
、

隆安
、

大新
、

邑宁
、

钦州
、

隆林及那坡等地界

线剖面
,

以牙形类
、

姨卿冬
、

有孔虫化石带为主要依据
,

讨论 了其划分阮
” 〕

,

并据国际石炭系甲间界线委员会

( 1 98 3) 提出以牙形类化石为划分统的界线的标准与

广西若干地区进行 了对 比
, ’

·

’ 3〕 。

由于 目前 国际石炭

纪地层尚缺乏统一阶名
,

国内原用阶名也未统一
,

因

此
,

广西石炭纪地层拟暂不使用阶名
。

4 沉积相特征

广西石炭纪早期
,

大部分地区基本继承了泥盆纪

晚期 沟台相间的古地理格局
。

早石炭世之初
,

受地质

事件影响
,

古陆相对上隆
,

河川下切加剧
,

给滨海地

区带来丰富的陆源物质
,

使沉积相分异复杂化
,

出现

滨海潮坪
、

开阔台地
、

台地边缘斜坡
、

台沟
、

槽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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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广西石炭纪岩石地层对比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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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类型
。

从而改变了晚泥盆世单一的环境
。

广西晚石炭世时
,

沉积环境趋于单一化
,

沉积相

分异度明显降低
,

沉积相 以局限台地相和台地浅滩相

间夹台沟相和台地斜坡相 为主
。

钦州地区从构造及沉积演化史分析
,

可能属另一

个独立地块
。

自晚泥盆世开始
,

整个石炭纪及至二叠

纪中期
,

为持续下降的深水— 半深水海盆
,

沉积环

境比较稳定
,

岩性为硅质岩
、

放射虫硅质岩及硅质泥

岩等
。

5 矿产赋存概况

石炭纪地层是广西重要的含矿层位之一
,

赋存有

煤
、

锰
、

磷
、

白云岩
、

石灰岩等矿产
。

前二种矿分布

于桂北地 区
,

后二种则全 区均有分布
,

磷矿则品位较

低
,

工业意义不大
。

研究成果以红茂
、

罗城煤矿 以及

宜州龙头
、

武鸣灵马锰矿等典型矿区为例
,

阐述石炭

纪时期沉积矿产的分布及其赋存特点
。

该项成果 已通过验收
,

不 日即可付梓
。

参考文献

1 赵金科
,

张文佑
.

广西地质 ( 一 )
:

地层概要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1 9 59
·

2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中国地层典 (七 ) 石炭系
.

北京
: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2 月 第 2 卷第 l 期

.

科学出版社
,
1 9“

·

3 广西地质矿产局编著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

北

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85
·

4 王增吉
,

侯鸿飞
,

吴样和等
.

中国的石炭系
.

北京
:

地质

出版社
,

1 9 9 0
·

5 熊剑飞
.

华南泥盆一石炭系的分界与对比
.

石油与夭然

气地质
,

1 9 8 3
,

4 ( 4 )
·

6 茵 琳
,

张遴信
.

论石炭系与二叠系的分界
.

地层学杂

志
,

1 9 8 6
,

1 0 ( 4 )
.

7 丁蕴杰
,

夏国英
.

许寿永等
.

中国石炭一二叠系界线
.

北

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9 .2

8 W
a g n e r

R
.

H
.

e t a l
.

T h e C a
br

o n i 1
e r o u s of t h

e U S S R
.

cO
-

e a s io n a
l P u b lie a t io n s o

f t h
e Y or k s h ir e

eG
o lo亩

e a l S co ie t y
·

1 9 7 9
,
4

.

9 王成源
.

中国泥盆系石炭纪系界线层型研究的现状
.

微

体古生物学报
,

1 9 8 7
,
4 ( 4 )

·

1 0 W
a n g C h

e n g y u a n e t a
l

.

aC
r

切
n if

e

ousr
B心

u n d a r ie s i n C h i
-

n a
.

eB ik in g
:

cS i e n e e s P er ss
,

1 9 8 7
·

n 王成源
,

殷保安
.

广西宜山浅水相区的一个泥盆一石炭

系界线层型剖面
.

微体古生物学报
,

19 85
,

2 (1 )
·

1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中国各纪地层对 比

表及说明书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82
·

13 杨敬之
,

徐珊红
.

石炭系上
、

下统分界研究— 概况与展

望
.

地层学杂志
,

1 9 8 6
,

10 ( 4)

(责任编辑
:

莫鼎新
、

唐铃弟
、

何启彬 )

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