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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南—赣西地区加里东期沉积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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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研究区加里东期沉积物的野外地质调查、剖面横向对比和岩相古地理编图，发现研究区加里

东期主要发育五种沉积相类型，分别为碳酸盐岩陆棚相、碎屑岩—碳酸盐岩混积陆棚相、冰海相、欠补偿型硅质岩—

页岩盆地相和补偿型浊积岩盆地相。剖面横向对比显示，研究区加里东期沉积物由西向东为连续相变沉积，横向上

各种沉积相指状交叉、相互过渡；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加里东期湘东南—赣西地区主要发育硅质岩—页岩盆地相

和浊积岩盆地相两大相带，从南华纪—奥陶纪时期两大相带的发育规模略有差异，在两大相带的结合部往往发育两

种沉积相的交叉过渡带。笔者认为该区沉积相的过渡性质对探讨华南洋加里东期属性的问题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湘东南—赣西；混积陆棚相；冰海相；浊积盆地；加里东期

　　湘东南—赣西地区位于华夏板块与扬子板块的
过渡区域（图１），是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拼接的关
键部位。迄今为止前人对研究区加里东期的岩相古

地理格局及其演化历程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王鸿祯等（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刘宝臖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尹
福光等（２００１）、陈懋弘等（２００６）、刘树根等（２００１）、
陈洪德等（２００６）在研究中国南方加里东期（即南华
纪—志留纪）岩相古地理时，认为中国南方加里东

期存在扬子（或康滇）和华夏两个截然不同的古地

理体系：扬子沉积域主要为碳酸盐岩—硅质岩、泥质

岩沉积，并且古生物种属丰富，化石数量巨大，而华

夏及华南盆地沉积域则主要发育厚度巨大的陆屑浊

积岩沉积，生物化石稀少，与扬子沉积域差异较大；

郭福祥（１９９４）、肖传桃等（２００６）、殷继成等（１９９４）
等从古生物方面研究得出加里东期扬子与华南属于

同一生物区，生态环境相仿；任纪舜（１９８９，１９９０）等
对中国南方寒武纪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中指出来自东

南方向的强大浊流可达扬子陆块东南边缘的低洼

处，在沉积相上湘东南—赣西一带无截然跳相现象；

黄汲清等（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在南方震旦纪岩相古地理研
究中指出扬子与华夏两个板块在晋宁期拼接在一

起，在震旦纪时扬子海与华南海是相通的同一沉积

域。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如万天丰（２００４）、马文璞
（１９９２）、郭令智等（１９８０，１９８４）、汪新等（１９８９）、陈
旭等（１９９５）、杨森楠（１９８９）、李日俊等（１９９４）、李聪
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从大地构造学角度入手对加里东期
华南盆地的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华夏与扬子陆

块之间是否存在分割两大岩相古地理体系的华南洋

也有不同认识。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区的沉积特

征，笔者从野外实地考察出发，通过对研究区加里东

期１９条野外露头剖面的观测（图１），分析了加里东
期主要发育的沉积相类型、沉积相的横向相变规律

及岩相古地理格局，为华南盆地加里东期的大地构

造属性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沉积方面的证据。

１　沉积相类型
１．１　碎屑岩—碳酸盐岩混积陆棚相

混积陆棚是指同时发育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两种

沉积的陆棚。其岩性为灰一灰绿色泥岩、生物泥岩、

钙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深灰色瘤状泥质灰岩、泥灰

岩、生物屑灰岩、砂质砂屑灰岩及少量细粒钙质石英

砂岩等。在研究区主要发育于湘东南地区的城步、

新宁一带的上寒武统地层中，主要为厚层状泥质灰

岩，泥质呈条带状或团块状产出于厚层状泥质灰岩



中，有时泥质条带或团块中含有粉砂级陆源碎屑颗

粒。垂向上与碳酸盐岩陆棚相的中薄层泥质灰岩、

泥晶灰岩和浊积岩盆地相的砂泥岩沉积交互产出

（图２ａ）。垂向上与碳酸盐岩陆棚相及浊积岩盆地
相沉积物交替出现的特征也反映了该种沉积相类型

为上述两种沉积相的过渡相特征。

图１湘东南—赣西地区南华系—奥陶系野外露头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１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ｎ（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ａ

１．２　碳酸盐岩陆棚相
该种沉积相类型主要发育于湘东南城步、新宁

一带的上寒武统、衡东小汾源一带的震旦系地层中，

此外在江西崇义古亭地区的上奥陶统地层中也有发

育，其岩石组合特征主要为深灰色薄层状—页片状

泥晶灰岩、泥灰岩及灰黑色含有机质泥灰岩，局部夹

薄层灰色、黄绿色泥页岩，有时夹有具水平泥质纹层

的厚层状泥质灰岩（图３ａ）。该种沉积相类型的深
灰色、灰黑色薄层泥灰岩、含有机质泥灰岩中局部富

集条带状、星散状黄铁矿。

１．３　冰海相

该种沉积相类型在中上扬子地区的南华系地层

中广泛发育。以桂阳泗州山南华系发育的冰碛砾岩

为例（图２ｂ）。从岩石结构来看，主要为两大部分，
即基质和砾石。基质成分主要为微变质的泥岩。砾

石含量不等，通常在３０％ ～４０％左右，砾石分选较
差，个体粒径相差较大，砾径一般为１～５ｃｍ，个别达
５０～６０ｃｍ。砾石磨圆度较差，个别砾石磨圆度达到
了次圆状，但多数砾石为次棱角状—棱角状，砾石成

分主要为砂岩和泥岩，此外还有少量火成岩砾石，砾

石排列杂乱，具落石特征（图３ｂ）。
１．４　欠补偿型硅质岩—页岩盆地相

盆地相是指水体深度在２００ｍ以下的半深海—
深海环境下形成的沉积物所对应的沉积相区。主要

为页岩、硅质岩，有时以一种为主，有时二者互层产

出（图２ｃ），与补偿型盆地相比总体厚度较小。湘东
南新宁、双峰、永兴一带的震旦系，城步、靖州、绥宁、

邵东等地区的下寒武统及个别地区的中寒武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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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宁远、祁东、桂东地区的下奥陶统以及江西永新一

带的中下奥陶统都为欠补偿型硅质岩—页岩盆地相

沉积。

图３湘东南—赣西地区加里东期沉积相标志
Ｆｉｇ．３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ａｃｉｅｓｓｙｍｂｏ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ａ

（ａ）湖南城步白毛坪西侧上寒武统深灰色中薄层状泥质灰岩；（ｂ）桂阳泗州山南华系上部含冰碛砾千枚岩；（ｃ）永新石口北侧石口组砂
岩底面的槽模构造；（ｄ）江西永新石口奥陶系石口组砂岩与下伏具水平层理的粉砂岩冲刷接触；（ｅ）江西崇义寒武系中统砂岩发育正递
变层理；（ｆ）湖南永兴鲤鱼塘南华系粉砂质泥岩中的滑动变形构造
（ａ）Ｄａｒｋｇｒｅｙｍｅｄｉｕｍ—ｔｈｉｎｌａｍｅｌｌａｒ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ｆＢａｏｍａｏ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ｂｕｃｏｕｎｔｙ，Ｈｕｎａｎ；（ｂ）ｍｏｒａｉｎｅｐｈｙｌｌｉｔｅ
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ｉｚｈｏｕ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Ｇｕｉｙａｎｇｃｉｏｕｎｔｙ；（ｃ）ｆｌｕｔｅｃａ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ｒｏｃｋｏｆＳｈｉｋ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ｏｎｔｈｅ
ｗｅｓｔｏｆＳｈｉｋｏｕ，Ｙｏｎｇｘ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ｄ）ｓｃｏ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ｏｆＳｈｉｋ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ｉｎ
Ｓｈｉｋｏｕ；（ｅ）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ｄ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ｙｉ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ｆ）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
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Ｌｉｙｕｔ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Ｈｕｎａｎ

１．５　补偿型浊积岩盆地相

图２湘东南—赣西地区南华系—奥陶系
三类沉积序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ｎ（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ａ
（ａ）新宁上寒武统砂泥互层中夹中薄层状泥质灰岩沉积序列；
（ｂ）桂阳泗州山南华系含冰碛砾岩与泥岩互层沉积序列；（ｃ）
桂阳华泉下寒武统硅质岩—页岩与浊积砂岩互层沉积序列

（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ｔｈｉｎｌａｍｅｌｌａｒ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
ｗｉｔｈｉｎｓａｎｄ—ｍｕ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ｉｎ
Ｘｉｎｎｉｎｇ；（ｂ）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ｒａｉｎｅ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ａｎｄ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ｉｚｈｏｕ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
Ｇｕｉｙａｎｇ；（ｃ）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ｈａｌｅａｎ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ｉｎ
Ｈｕａｑｕａｎ，Ｇｕｉ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浊积岩盆地相是研究区加里东期一种最主要的

沉积相类型。与以往认为该种沉积相类型只出现于

赣西地区的观点有所不同。本次野外工作期间发现

浊积岩盆地相在垂向和横向上与其它四种沉积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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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江西永新浊积岩盆地中发育的鲍玛序列模式图
Ｆｉｇ．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Ｂｏｕｍ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ｂａｓｉｎｉｎＹｏｎｇｘ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段—底部递变层段；Ｂ段—下平行纹层段；Ｃ段—流水
波纹层段；Ｄ段—上平行纹层段；Ｅ段—泥岩段

ＰａｒｔＡ—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ｌａｙ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ＰａｒｔＢ—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ａｙｅｒｓ；ＰａｒｔＣ—ｗａｔｅｒｒｉｐｐ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ＰａｒｔＤ—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ａｙｅｒｓ；ＰａｒｔＥ—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ｓ．

型逐渐过渡。浊积岩相发育的地层厚度巨大，一般

图５新宁—桂阳—崇义加里东期地层沉积相横向对比剖面
Ｆｉｇ．５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ｉｎＸｉｎｎｉｎｇ，Ｇｕｉｙ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ｏｎｇｙｉａｒｅａ

均在千米以上。岩性主要为灰色、深灰色中厚层

状—块状岩屑石英砂岩、岩屑石英杂砂岩、岩屑砂岩

与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及泥岩组成韵律互层，砂岩粒

度相对较细，以细砂岩为主，在序列底部有时发育少

量中砂岩。发育各种丰富的浊积岩沉积中常见的沉

积构造，如砂岩底面的沟模和槽模、泥岩顶面冲蚀

坑、砂岩底部波状冲刷面、重荷模构造、火焰状构造、

砂岩中的泥岩撕裂屑、砂岩中的递变层理和平行层

理、泥质粉砂岩中的滑塌变形构造、包卷层理、沙纹

交错层理及泥岩、粉砂质泥岩中的水平层理等（图

３ｃ～３ｆ）。在垂向序列上主要以 ＡＥ段、ＡＢＥ段、
ＡＤＥ段、ＤＥ段沉积序列为主，具远源浊积岩沉积特
征（图４）。

２　沉积相横向相变特征
通过对研究区加里东期主要发育的沉积相类型

研究，为了探讨研究区各地质时期沉积相类型的分

布和横向演替规律，理清沉积相变与沉积物源区位

置、物源供给能力等，笔者选取了两条跨越扬子陆块

与华夏陆块的剖面，开展了沉积特征对比。

２．１　新宁—桂阳—崇义加里东期地层沉积相横向
对比剖面

　　南华纪时，剖面自西向东主要由含冰碛砾岩的
砂质千枚岩、砂质板岩的冰海相沉积向东过渡到以

浅变质的中细粒石英砂岩夹灰绿色砂质板岩、泥板

岩为主的浊积岩相沉积；震旦纪时期，西边的新宁剖

面主要以灰黑色厚层硅质岩、炭质板岩为主的页岩

硅质岩盆地相沉积为主，向东的桂阳及崇义剖面则

主要发育了灰、深灰色泥质、钙泥质石英细砂质粉砂

岩、细砂岩夹灰绿、黄绿色泥板岩或呈互层的浊积岩

相沉积；寒武纪时期，剖面自西向东均为一套巨厚层

浊积岩盆地相的砂岩夹板岩、砂质板岩或互层沉积；

早奥陶世时期，西边的新宁剖面主要以浊积岩盆地

相为主，向东过渡为页岩—硅质岩盆地相的炭质页

岩和硅质岩沉积（图５）。
２．２　绥宁—东安—邵东—永兴加里东期地层沉积

相横向对比剖面

　　绥宁—永兴剖面与新宁—崇义剖面的沉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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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相同。南华纪时期，剖面西边主要以含冰碛砾

岩的板岩、微变质砂质板岩的冰海相沉积向东过渡

到砂泥岩互层的浊积岩盆地沉积；震旦纪时期该剖

面地层发育较薄，自西向东主要以页岩—硅质岩盆

地相为主；寒武纪时期，西边的绥宁剖面下部和上部

发育了一套中薄层状灰岩、含粉砂泥质灰岩为主的

碳酸盐陆棚相即局部的混积陆棚相沉积为主，绥宁

剖面中部及以东剖面则主要为浊积岩相与页岩硅质

岩盆地相互层为主；早奥陶世时期，该剖面呈现为明

显的上下两段，下段地层都为巨厚层浊积岩盆地相

的砂泥岩沉积，上段则为一套页岩—硅质岩盆地相

的炭质页岩和硅质岩沉积（图６）。

图６绥宁—东安—邵东—永兴加里东期地层沉积相横向对比剖面
Ｆｉｇ．６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ｉｎＳｕｉｎｉ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ａｎｄ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３　岩相古地理平面展布
通过对研究区加里东期地层进行相关的野外调

查和室内总结，结合能反映典型沉积环境的岩性岩

层的展布来对分析研究区的岩相古地理平面分布特

征。

３．１　南华纪晚期岩相古地理
由于研究区南华系研究程度普遍较低，多数地

区南华系地层没有细分，但该套地层厚度巨大，沉积

物复杂多变，若以整个南华系为编图单位，难以反映

横向相变规律，因此本次研究仅以南华系上部地层

（相当于南沱组）为单元进行研究。南华纪晚期研

究区大致可分为三个沉积相带，衡东—新田一线以

西基本都为冰海相沉积，以南沱组含冰碛砾岩系为

典型标志；茶陵—资兴一线以东则都为浊积岩盆地

沉积，以巨厚层的砂泥互层为典型标志；而位于这两

个相带中间的过渡区域，即衡东—耒阳—桂阳—汝

城—崇义一带，则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该相带南华

系上部的岩石组合中既发育西侧相带的冰碛砾岩

系，同时也具有与东侧浊积岩盆地相带类似的巨厚

层砂泥岩沉积，在此为了突出其过渡特征将其称之

为冰海—浊积岩盆地过渡相（图７ａ）。如崇义关田
南华系上部的含冰碛砾泥质粉细砂岩和桂阳泗洲山

南华系上部含冰碛砾的砂泥岩互层。

３．２　震旦纪岩相古地理
研究区震旦系地层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两种划分

方案，湖南桂阳以西地区划分为陡山沱组和灯影组，

基本都为硅质岩—页岩盆地相的硅质岩—板岩沉

积，局部地区如洞口、祁东和衡东一带夹有少量灰岩

透镜体。而桂阳以东江西一带没有细分，统称为天

子地组，岩性主要为一套浊积岩盆地相的砂泥互层。

由于湘南一带的陡山沱组和灯影组岩石特征基本一

致，因此笔者以震旦系为研究单元。从岩相古地理

图中可以看出自茶陵—新田一线以西震旦纪基本都

为页岩—硅质岩盆地相沉积，而自莲花、永新一线以

东基本都为浊积岩盆地相的砂泥岩沉积，而位于两

个相带中间的井冈山、桂东、桂阳、汝城和崇义一带，

则为页岩—硅质岩盆地与浊积岩盆地的交互沉积，

岩石组合为巨厚层浊积岩砂泥岩互层夹硅质岩、板

岩（图７ｂ）。
３．３　早寒武世岩相古地理

早寒武世湘东南—赣西地区衡山、衡阳、新田和

桂阳一线以西基本都为页岩—硅质岩盆地相的硅质

岩—板岩岩石组合；茶陵、桂东和崇义一线以东则基

本都为巨厚层、浊积岩盆地相的砂泥岩互层。而位

于两大体系中间的衡东、耒阳、郴州和汝城一带（图

７ｃ），下寒武统则为两种沉积体系的过渡区域，发育
了页岩—硅质岩盆地相与浊积岩盆地相的交互沉

积，岩石组合主要为砂泥岩互层夹硅质岩、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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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湘东南—赣西地区加里东期岩相古地理
Ｆｉｇ．７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ａｌ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ｏｆ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ａ

３．４　中寒武世岩相古地理
中寒武世研究区沉积相平面展布和相变规律与

早寒武世有一定相似性，不同的是沉积相变方向由

原来的由西向东转化为由北西向南东。该时期在衡

东、衡阳和城步一线的西北侧，主要发育了页岩盆地

相的板岩沉积，硅质岩发育较少；而位于资源、零陵、

耒阳和茶陵一线的东南侧则发育了巨厚层的浊积岩

盆地相的砂泥岩沉积，并且该套地层中可见各种浊

积岩相的典型相标志，包括槽模、泥岩撕裂屑、递变

层理、变形构造等。而位于两大沉积体系的中间过

渡区域，即新宁、永州、祁东一带，发育了一条总体呈

北东—南西走向、呈带状展布的过渡型沉积区域。

该区域发育了浊积岩盆地相与页岩盆地相的混合沉

积，岩石组合为巨厚层浊积岩序列夹板岩、硅质板

２７１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岩，并且由西向东板岩夹层数量逐渐减少（图７ｄ）。
３．５　晚寒武世岩相古地理

晚寒武世湘中南衡东、衡阳、城步一线西北侧演

化为碳酸盐岩陆棚沉积，此时位于衡东、永州和东安

一线的东南侧广大地区仍然发育了巨厚层、浊积岩

盆地相的砂泥岩沉积。而位于二者交接部位的城

步、新宁一带上寒武统较为特殊，该地区上寒武统主

要为一套混积陆棚相的泥质条带灰岩，该套碳酸盐

岩沉积中，局部可见砂质条带，虽然粒度较细，主要

为粉砂级，但仍然与泥质条带有显著区别。城步、新

宁一带远离扬子陆源剥蚀区，并且紧邻其西侧为范

围广阔的碳酸盐岩台地、陆棚沉积，因此该地区灰岩

中的砂质沉积物应该不是来自扬子陆源区，而是东

侧的浊积岩砂泥岩沉积区（图７ｅ）。
３．６　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

研究区下奥陶统沉积相平面展布基本趋于一

致，地层基本都由巨厚层砂泥岩、板岩、硅质板岩、暗

色含有机质板岩组成，只是各地区各种岩石所占的

比率有所差异。由零陵向东经资兴、桂东至江西井

冈山、遂川这一呈东西向展布的带状区域，下奥陶世

统以浊积岩盆地相的巨厚层砂泥岩互层为主，夹有

少量暗色板岩；而除此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则主要

以页岩盆地相的深灰色、灰黑色板岩为主，夹少量砂

岩沉积（图７ｆ）。

４　结论
通过对研究区南华系—奥陶系的野外观测，笔

者认为湘东南—赣西地区主要发育有碳酸盐岩陆棚

相、碎屑岩—碳酸盐岩混积陆棚相、冰海相、欠补偿

型硅质岩—页岩盆地相和补偿型浊积岩盆地相五种

沉积相类型。通过剖析处于扬子板块和华夏板块之

间的研究区沉积相演化规律，发现在加里东期研究

区沉积相呈指状交叉过渡，从沉积角度证实了扬子

和华夏两大板块在早古生代已经完成拼接，华夏和

扬子两大沉积域在加里东期是相互连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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