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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泥盆纪埃姆斯期 , 广西受陆内裂陷影响 ,形成碳酸盐台地与台沟间列的构造格局.吉维特期开始 , 六景及相邻的黎

塘一带逐渐形成孤立台地的沉积背景.吉维特期 ,六景剖面的民塘组为以竹节石为特色的礁前斜坡生态系 , 尽管目前没有

出露生物礁 ,从礁前角砾岩可以恢复曾经存在的礁生态系.而黎塘一带塘家湾组为以珊瑚 、层孔虫 、腕足类为主要特色的台

地生态系.弗拉斯期 , 六景剖面的谷闭组则为少量珊瑚 、腕足 、层孔虫为特色的局限-半开放台地生态系.黎塘一带的桂林

组仍为以珊瑚 、层孔虫 、腕足类为主要特色的台地生态系.六景 、黎塘地区自法门期开始发生生态系突变 ,六景剖面的融县

组和黎塘一带的东村组发育藻礁丘或藻席为特色的藻生态系.该生态系的突变是 F-F 生物群集绝灭造成的生物类群突变

的结果.生态系的特征也与吉维特-弗拉斯期烃源岩的形成 、演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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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from Devonian Givetian Carbonate Platform to

Famennian Bacteria-Algae Ecosystem in Litang Isolated Plat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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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rbonate platfo rms and the intrapla tfo rm troughs resulted fr om intracontinenta l rifting w ere simultaneously

developed in Guangxi since the Emsian stage of Devonian.An isolated platfo rm was found to occur at Liujing and Litang a re-

as in central Guangxi since the G ivetian stage.A fo re-r eef slope eco sy stem cha racterized by tentaculite s was identifiable in

M intang Fm.in Liujing during the G ive tian stage.The occurrence o f the reef eco sy stem w as infer red by the reef cong rega te s

in M intang Fm.r athe r than the reef outcrop.The carbona te platfo rm eco sy stem in the Givetian Tang jiawan Fm.in Litang is

composed of co rals , stroma topo idea and brachiopoda.An ecosystem of a re st ricted and pa rtly-open pla tfo rm developed in

Frasinan Gubi Fm., characterized by a small propo rtion o f co rals , brachiopoda and st romatopoidea.Frasnian Guilin Fm.in

Litang is shown to be an eco sy stem o f a carbonate platfo rm composed of co rals , brachiopoda and st romatopoidea.An abrupt

eco sy stem change w as obse rved to o ccur at the boundar y be tw een F rasnian and Famennian.Ecosystems o f Rongx ian Fm.in
Liujing and Dongcun Fm.in Litang of Famennian a re composed o f alg ae reef and a lgae sheet.The eco sy stem va riation was

proposed to re sult from the well know n F-F faunal mass ex tinction.These ecosystem fea tur es are clo sely rela ted to the form-

ing and the evo lution of the sour ce r ocks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Guangxi;Devonian;carbonate platfo rm;biohabitat type;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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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泥盆系是我国海相碳酸盐岩分布广泛 、沉

积分异明显 、烃源岩发育类型齐全的地层之一.尤其

是广西桂中地区 ,吉维特期-法门期受陆内裂陷影

响 ,形成孤立台地与台间裂陷海槽间列的构造-沉

积盆地格局.黎塘和横县六景分别位于黎塘孤立台

地内部和台地前缘斜坡 ,是孤立台地烃源岩研究的

理想地区.本文以横县六景 、黎塘位于孤立台地-台

地前缘斜坡吉维特期-法门期生态系研究为切入

点 ,研究台地生态系到菌藻生态系的演变 ,探讨生态

系和古环境变化的过程以及烃源岩的形成机理.

1　沉积背景及地层特征

受加里东末期广西运动的影响 ,广西泥盆纪除

了钦州地区继承早古生代海槽沉积外 ,全区褶皱隆

升为陆.泥盆纪开始 ,海水自南而北侵进.早泥盆世

洛赫考夫期到布拉格期以滨岸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

早埃姆斯期碎屑岩 、碳酸盐岩交替发育.早泥盆世晚

埃姆斯期到法门期 ,强烈活动的同沉积断裂切割海

盆 ,形成了台地-台间裂陷海槽交替 、棋盘式的古地

理格局(钟铿等 ,1992).这种格局控制沉积和地球生

物相的分布 ,构成了广西泥盆纪特有的分异明显 、丰

富多彩的生物组合.

广西中泥盆世吉维特期到晚泥盆世弗拉斯期-

法门期 ,碳酸盐台地广泛发育一系列孤立台地.黎塘

孤立台地吉维特期之后逐渐形成 ,并出现孤立台地 、

台地前缘斜坡的地层分异(表 1).

六景台地前缘斜坡相区民塘组含有牙形石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 P.pseudo f aliatus ,

Ancy rodel la rotundi loba 等 ,其时代为吉维特阶.谷

闭组下部出现牙形石 Polygnathus d isparil is 和P .

asymmetricus带化石 , 包括 Polygnathus dispari-

li s , P.dubius , P.lati f ossatus , P .asymmetricus

等 ,其时代为弗拉斯阶.六景剖面的弗拉斯阶-法门

阶的界限目前尚未准确确定.图 1中 87层含弗拉斯

阶牙形石 Pa.gigas.剖面 95-96 层含有少量珊

瑚 、腕足类碎片 ,97-98层为藻礁 ,99层为第四系覆

盖未出露.100 层含法门阶最底部 Early triangu-

laris 亚带的牙形石 Pa.triangularis(钟铿等 ,

1992).因此 ,融县组 100层以上的地层时代肯定为

法门阶.考虑到 95-96层含有珊瑚 、腕足类化石 ,推

测弗拉斯阶-法门阶的界限位于 97层底部.

黎塘孤立台地内部年代地层研究较弱.该区吉

维特阶为塘家湾组中 、上段.塘家湾组中段含较多珊

瑚 、腕足类 、层孔虫 、棘皮类 、软体类等化石.上段含

较多的藻纹层 、藻球粒 、藻屑.上泥盆统分为桂林组 、

东村组 、额头村组 ,桂林组含少量牙形石 Icriodus

alternatus 等 ,其时代为晚泥盆世弗拉斯阶.东村组

上部见少量腕足类 Tent icospiri fer 、有孔虫 Sep ta-

tournayella rauserae 及介形类 Leperdit ia mansue-

ta 等 ,其时代为晚泥盆世法门阶早期.额头村组内

含较多有孔虫及少量腕足等化石.有孔虫分为

Quasiendothyra和 Septatournayel la 两个化石带 ,

其时代为晚泥盆世法门阶晚期.

2　吉维特期-法门期碳酸盐台地生态
系

桂中地区中泥盆世吉维特阶开始 ,同沉积断裂

强烈活动导致台间海槽发育 ,陆源物质供应减少 ,形

成孤立碳酸盐台地.碳酸盐台地的发育使水体动荡 、

清澈 、温暖 、富氧 、光线充足 ,底栖生物珊瑚 、层孔虫 、

腕足类 、软体类 、棘皮类等大量发育 ,而台间海槽仅

出现浮游生物竹节石和介形虫等.在造礁生物造架 、

粘结 、障积和生物碎屑不断加积中 ,在碳酸盐台地边

缘逐渐形成具有抗浪能力的层孔虫-珊瑚礁.吉维

特阶晚期到弗拉斯阶随着海侵范围进一步扩大 ,层

孔虫-珊瑚礁消失 ,碳酸盐台地上层孔虫 、珊瑚 、腕

足 、海百合等正常浅海生物发育.法门期受 F -F 事

件影响 ,宏体生物大量灭绝 ,代之而起的菌藻类生物

极其繁盛.因此 ,吉维特期到法门期 ,孤立台地的生

物出现了明显的分异 ,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态系.

2.1　吉维特期台地-台地边缘生物礁-礁前斜坡

生态系

黎塘地区的吉维特阶塘家湾组上部为典型的碳

酸盐台地沉积 ,而横县六景的吉维特阶民塘组为典

型的台地前缘斜坡沉积 ,其背景沉积为薄层-中厚

层泥状灰岩和极少量的粒泥灰岩 ,事件沉积为礁前

角砾形成的粗砾灰岩和漂砾灰岩.因此民塘组既保

存了背景沉积的原地生态系 ,又可以通过事件沉积

恢复地表未出露的礁生态系.所以黎塘孤立台地吉

维特期发育了典型的碳酸盐台地-台地边缘生物礁

-礁前斜坡 3个典型的生态系(图 1 ,图 2).

黎塘地区的吉维特阶塘家湾组台地生态系主要

以四射珊瑚 、腕足类 、层孔虫类为特色.包括腕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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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黎塘和六景剖面泥盆纪地层对比

Table 1 Co r rela tion of the M iddle to Upper Devonian betw een Litang and Liujing sections

年代 地层 黎塘台地相区 六景斜坡相区

上泥盆统

法门阶

法门阶

弗拉斯阶

额头村组

东村组　

桂林组　

融县组

谷闭组

中泥盆统
吉维特阶

艾菲尔阶

塘家湾组

塘家湾组

民塘组

那叫组上部

图 1　广西六景泥盆系吉维特阶-法门阶生境型柱状图

F ig.1 Column of biohabita t types f rom Givetian to Famennian o f Devonian in L iujing section , Guangxi

M.泥状结构;W.粒泥结构;P.泥粒结构;G.粒状结构;M 1.白云岩化;M 2.白云岩

Stringocephalus sp., Schizophoria stroatula ,

Schizophoria sp., Atrypa sp., Emanuuel la cf.

takwanensis , Emanuuel la sp.等.珊瑚类 S tringo-

phy llum sp., Temnophy l lum sp., 层孔虫类 S tro-

matopora sp., Atelodictyon sp., Amphipora sp.,

Climacostroma sp.等.该生态系腕足类 Stringo-

cephalus ,珊瑚类 S tringophy l lum ,层孔虫类 S tro-

matopora为优势属 ,形成S tringocephalus-Stringo-

phy l lum-S tromatopora 群落 ,为典型的碳酸盐台地

生态系 ,相当于生境型 IV(图 2).

六景剖面民塘组的原地生态系为礁前斜坡生态

系.民塘组从近底部开始到 58层在背景沉积的薄板

状灰岩中富含薄壳竹节石化石 , 以 Nowakia cf.

otomari为主 ,其次为 Sty liolina(钟铿等 ,1992).该

竹节石生物群分异度低 ,数量多 ,保存完好 ,一般沿

层面或平行层面分布 ,其生态类型为浮游型.因此民

塘组原地生态系是以 Nowakia 群落为代表的浮游

生态系 ,相当于生境型 VI(图 1 ,图 2).

黎塘孤立台地吉维特阶地表没有发现典型的生

物礁沉积 ,但横县六景 、伶俐等地民塘组发现典型的

礁前角砾岩.因此可以根据民塘组的礁前角砾岩中

的造礁生物间接恢复台地边缘生物礁生态系.民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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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六景-黎塘吉维特-弗拉斯期孤立台地生境型剖面示意图

Fig.2 Section of biohabitat types of isolated platform from Devonian Givetian to F rasnian of in Liujing and Litang sections

组礁前角砾岩中造礁 、喜礁生物都极其发育 ,角砾中

生物含量高达 50%～ 80%.这些生物包括大量的四

射珊瑚 、层孔虫 、腕足及少量的棘皮类 、腹足类 、头足

类等.民塘组礁角砾岩中珊瑚类包括 S tringophy l-

lum m initangensis , Acanthophy l lum involutum ,

Dohmophy l lum l iuj ingensis , Cyst iphy l loides dis-

junctus , Temnophy llum sp.等.腕足类代表性的属

种包括 S tringocephalus sp., Rensselandia cury-

irstris , Desquamatia desquamate , Acrothyris sp.,

Hhynchospi iri f er sp.等.层孔虫类主要有 P lect-

ostroma sp., Actinostroma clatharatum , Trupe-

tostroma ruedemanni , Pseudoact inod ictyon lent ic-

ulane , Stromtopora septa 等.这些生物以底栖生物

为特色 ,反映富氧 、清洁 、浅水动荡 、正常盐度的开放

水体.该生态系以 P lectostroma 、S tringocephalus 、

Stringophy llum 为优势 属 , 组 成 P lectostroma-

Stringocephalus-S tringophy l lum 群落 , 相当于生

境型 V(图 1 ,2).

综上所述 ,黎塘孤立台地吉维特期可以划分为

台地生态系 、台地边缘生物礁生态系 、台地前缘斜坡

生态系三种生态系类型(图 2).台地生态系以丰度

较高 、分异性较强的腕足类 、珊瑚 、层孔虫 、软体类等

为特色 ,反映适合生物生长的动荡 、富氧 、开放的水

体.台地边缘礁生态系以含有大量的造礁生物(如珊

瑚 、层孔虫)及喜礁生物(如软体类 、棘皮类 、腕足类

等)为特色 ,代表生物生活条件极佳的开放水体.礁

前斜坡生态系以浮游的竹节石为特色 ,反映较深水 、

静水的生活环境.这种生态系的空间分异是由台地

不同部位生物的生活环境差异造成的.

2.2　弗拉斯期碳酸盐台地生态系

弗拉斯期黎塘孤立台地生物礁消失 ,主要发育

碳酸盐台地沉积.相对来讲 ,黎塘一带弗拉斯阶桂林

组生物更为繁盛 ,而六景一带生物比较稀少 ,反映前

者较后者水体更为开放 ,生物的生活环境更为良好 ,

因此二者生态系组成具有一定差异(图 1 ,图 2).

黎塘一带的桂林组以灰岩 、白云质灰岩为主 ,内

含大量层孔虫 、珊瑚 、腕足类 、软体类 、棘皮类等化

石.层孔虫化石包括 Act inostroma corpulalata , Ac-

tinostroma tabulatum , Amphipora corpulata ,

Atelodictyon mult itectum , Clathrocoi lone sp.,

Stromatopora sp..珊瑚化石包括 Cystophrentis

sp., S yringopora sp.等.腕足类包括 Tent ico-

spiri f er v i l lic kwangsiensis , Cystospiri f er sp.,

Schizophyoria sp., Camposi ta sp., Margini f era

sp., Rugosochonetes sp.等.因此桂林组为 Act inos-

troma-Cystophrentis-Tenticospiri f er 群落为特色的

开放台地生态系 ,相当于生境型 IV.

六景一带弗拉斯阶谷闭组为一套含红色泥质条

带灰岩 、泥晶灰岩 、含硅质团块或条带的扁豆状灰

岩.谷闭组的生物主要分布于谷闭组底部 ,包括腕足

类 、珊瑚类 、棘皮类 、层孔虫等.其生物种类丰富 ,但

属种相对单调.谷闭组底部的 59-74层出现了腕足

类 Tent icospiri fer sp., I lmenia sp.等新属种 , 谷

闭组珊瑚类主要有 Paracolumnaria sp., Tabulo-

phy llum sp., Truncicarinulum sp., Temnophy l-

lum sp.等 ,集中分布在 59-74层.谷闭组层孔虫类

除了从民塘组延续下来的 Clathrostroma sp., Ac-

tinostroma sp., Amphipora 等 , 还有 Gerronostro-

ma sp., Salairel la sp., S tachyodes sp., Param-

phipora sp.等.谷闭组生态系以 Tenticospiri f er-

Gerronostroma-Truncicarinulum 群落为代表 ,相当

于生境型 III-IV(图 1 ,图 2).

融县组底部(88-96 层)为含生物碎屑的砾屑

灰岩 ,属于台地边缘斜坡相沉积.砾屑中生物含量达

5%左右 ,其种属分异度低 ,个体数量不多 ,生物化石

破碎 ,说明为异地埋藏.生物种类有腕足 、珊瑚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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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六景融县组 97-98 层藻灰岩

Fig.3 Algae limestone in 97-98 beds of Rongxian Fm.in Liujing , Guangxi

a.藻礁;b.肾形藻;c.表附藻;d.球松藻

及少量的核形石和叠层石.珊瑚主要有 Peneck iel-

la , Neotemnophy llum 等.腕足类有 Atry pa 等 , 并

有少量的 Tenticospiri f er.藻类主要有 Renecies sp.

等.该生物态系以 Peneckiel la-Renecies-Neotemno-

phy llum 群落为代表.相当于生境型 IV(图 1 , 图

2).

融县组底部(88-96 层)为含生物碎屑的砾屑

灰岩 ,属于台地边缘斜坡相沉积.砾屑中生物含量达

5%左右 ,其种属分异度低 ,个体数量不多 ,生物化石

破碎 ,说明为异地埋藏.生物种类有腕足 、珊瑚等 ,以

及少量的核形石和叠层石.珊瑚主要种属有 Pe-

neck iel la , Neotemnophy l lum 等.腕足类有 A trypa

等 ,并有少量的 Tenticospiri f er.藻类主要有 Rene-

cies sp.等.该生物态系以 Peneck iella-Renecies-

N eotemnophy l lum 群落为代表.相当于生境型 IV.

综上所述 ,黎塘孤立台地弗拉斯期可以划分为

开放台地生态系 、局限台地生态系两种生态系类型

(图 2),开放台地生态系以富含大量珊瑚 、腕足类 、

层孔虫 、软体类 、棘皮类等为特色 ,生物丰度高 ,分异

性强 ,化石保存不完整.反映动荡 、富氧的开放水体.

局限台地生态系生物丰度低 ,分异性差 ,以少量珊

瑚 、腕足类 、层孔虫及软体类为特色 ,反映较安静 、轻

度贫氧的局限或半开放水体.开放台地和局限台地

生态系的分异反映了台地不同部位生物的生活环境

差异.

2.3　法门期藻生态系

六景融县组 97-98层为藻粘结灰岩 ,属盆地边

缘典型的藻礁相沉积.该藻礁地貌上为圆丘状的正

向碳酸盐隆起(图 3a),厚度 14 m 左右.表面呈纹层

状或花斑状构造 ,无层理.生物以蓝细菌为主 ,还含

有钙球 ,藻孢子.少量的介形虫等生物与藻类共生.

而黎塘东村组主要为藻纹层白云岩或灰质白云岩 ,

内藻席发育.六景融县组菌藻生态系含有大量菌藻

类化石 ,可鉴定的类别包括:

肾形藻(Renalcies)生长形态从由几个房室组成

的单间群体到许多房室组成复杂的总花序状集合

体.显著特征是藻丝体具有空心而膨大的房室集合

体 ,房室集合体的直径一般>50 μm ,隐粒结构(图

3b).肾形藻是上泥盆统重要的造礁微生物.

表附藻(Epiphy ton)由密集而二分枝的叶状体

放射丛组成 ,呈小灌木丛植物 ,叶状体为园管状 ,直

径约为 30 μm ,实心 ,不分节 ,暗色隐粒结构(图 3c).

表附藻常与肾形藻共同出现 ,也是上泥盆统重要的

造礁微生物之一.只见于 98层底部 ,数目较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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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位未见.

球松藻(S phaerocodium)生长形态是特有的层

纹状 ,并且形状和大小各异.群体皮壳状 ,由大致平

行壳面的圆管层藻体叠积而成(图 3d).管径40 μm ,

管壁隐粒结构 ,管内充填微晶.在横切面中圆管体断

面为圆形 ,呈串珠状排列.球松藻也是上泥盆统重要

的造礁地微生物之一.只见于 97层底部 ,数目较少 ,

其他层位未见.

钙球(Calcispheres)是钙质球状体的统称.钙球

空心 ,有明显的壳壁 ,壳壁为隐粒结构 ,内腔为晶粒

结构 ,十字消光 ,直径一般为 50 ～ 100μm .融县组 97

-98层的钙球数目多 ,可分为二种:刺球形钙球和

圆形钙球.刺球形钙球以外部表面具有放射状排列

的刺为主要特征.圆形钙球为简单圆形 ,薄壳外有栉

壳状泥晶套包裹.钙球的成因一般被认为是粗枝藻

的生殖孢子.

融县组 97-98层的生态系以 Renalcies群落为

代表.相当于生境型 V.融县组 100-113层含藻团

粒 ,藻屑 ,以及钙球.在各别层段偶见形态较好的肾

形藻和表附藻.其生态系所对应的生境型为Ⅲ-Ⅳ.

融县组顶部(114-115层)灰质白云岩 、白云质

灰岩含少量腕足类化石 ,包括 Pseudoleiorhynchus

postural icus , Pugna x sp., Tenticospiri f er sp.

等.该 生 态 系 以 Pseudoleiorhynchus-Tent ico-

spiri f er-Pugnax 群落为特色 ,相当于生境型 IV.

3　讨论

3.1　生态系演变与弗拉斯-法门期生物群集灭绝

事件

弗拉斯阶-法门阶之交的生物灭绝事件是全球

5大生物灭绝事件之一(通称 F-F 事件).在这次绝

灭事件中 ,受影响最强烈的生物主要有珊瑚(-25

科)、具铰腕足类(-17 科)、菊石(-14科)、海百合

(-13科)、盾皮鱼类(-12科)、层孔虫(-11科 ,几

乎全部绝灭)、三叶虫(-8科)、介形虫(-10科).在

属种级别上 ,绝灭率较高的生物类别是层孔虫(几乎

全部绝灭),竹节石(几乎全部绝灭),四射珊瑚的浅

水种(96%)、深水种(60% ～ 70%), 浮游植物

(90%),腕足类(86%),菊石(86%),三叶虫(57%).

该事件发生于 lingui formis带和 triangularis带之

间 ,并且具有全球性 、等时性特征(McGhee , 1996).

对于华南 F-F 事件 ,许多学者从生物灭绝和生

物复苏(Liao , 2002;Wang and Ziegler , 2002)、化学

地层和同位素(Yan et al., 1993;Bai , 1995;Hou

et al., 1996;Wang et al., 1996;王大锐等 , 2001)、

层序和旋回地层及海平面变化(龚一鸣和李保华 ,

2001;Chen and Tucke r , 2003)、分子地层(龚一鸣

等 ,2002)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 F-F 事件的原

因 ,一直有地内原因(如缺氧事件等)和地外原因(外

星碰撞地球)的不同认识(Joachimski and Bug-

g isch ,1993;Racki , 1999).Gong et al.(2005)通过

碳同位素和分子化石分析 ,探讨了 F-F 之交菌藻微

生物繁荣与集群绝灭的关系 ,认为 F-F 之交生物集

群绝灭的多期性 、选择性 、全球性和同时性是菌藻微

生物繁荣 、中-低纬度浅水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积累出现赤潮的结果.

黎塘孤立台地内部吉维特期-弗拉斯期塘家湾

组 、桂林组含有大量底栖生物化石 ,如珊瑚 、层孔虫 、

腕足类 、软体类 、棘皮类 、介形类等 ,反映了该孤立台

地处于浅水 、动荡 、富氧 、正常盐度的开放海环境.斜

坡相区吉维特期民塘组礁前角砾中发育大量的生物

礁体系的造礁生物珊瑚 、层孔虫及喜礁生物软体类 、

腕足类 、棘皮类 、介形类等生物组合 ,弗拉斯期谷闭

组该区处于相对局限的台地环境 ,生物量和分异度

不高 ,代表海水不太通畅的半局限海环境.

弗拉斯期末-法门期初 ,是华南海洋生态系的

突变时期(图 4),它不仅表现为动物的群集灭绝 ,也

表现为由于海洋生物群集灭绝带来的生态空间使生

态链底层的低等藻类大量繁盛.华南地区弗拉斯期

海洋底栖生物均十分繁盛 ,而法门初期这些生物突

然消失 ,代之而起的藻类极其繁盛.法门期初 ,滇黔

桂地区广泛分布藻礁 、丘及广布的藻席 ,湘中 、南地

区出现广布的核形石滩 ,证实了藻类的大量繁盛填

补了海洋动物集群灭绝带来的生态空间.同时 ,藻类

的大量繁盛也造成了华南浅水海域的富营养化 ,更

加剧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 ,减缓了以石燕贝类为

代表的生物复苏的进度.滇黔桂大部分地区法门期

腕足类稀少 ,而位于海域边缘的湘中地区腕足类极

其繁盛 ,可能说明华南海内部的滨岸 、孤立台地区环

境恶化造成了这种生物分布的空间分异.

3.2　生态系演变与台地相烃源岩

华南地区泥盆系是中国南方优质烃源岩保存的

主要层位之一.这些烃源岩包括孤立台地之间的台

沟相区中的暗色泥质岩 、泥灰岩 、灰岩和台地相区暗

色灰岩.由于台沟相区处于后期构造活动区 ,构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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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西六景-黎塘泥盆纪吉维特期-法门期生态系突变示意图

Fig.4 Mutation of ecolo gical system fr om Givetian to Famennian of Devonian in Liujing and Litang sections , Guangxi

形强烈 ,岩石经过轻微变质 ,所以 Ro 值一般较高

(>4%),不利于油气的形成和保存.而台地相区一

般变形微弱 ,容易形成油气藏 ,且岩石一般未经高的

温压改造 ,Ro 值多在 1.5%～ 4%之间 ,因此形成泥

盆系主要的有效烃源岩类型.

黎塘孤立台地中上泥盆统烃源岩主要保存在六

景民塘组 、谷闭组上部 ,黎塘塘家湾组中段和桂林

组.民塘组斜坡相背景沉积的底部为准厌氧相的暗

色薄层含竹节石的水平纹层灰岩 ,之上为不同程度

贫氧相的暗色薄层-中厚层含低丰度珊瑚 、腕足类 、

软体类 、介形类等的灰岩.谷闭组下部为常氧相的浅

灰色含生物或生物屑的灰岩或含白云质灰岩 ,上部

为暗灰色中-厚层局限台地相的低丰度 、低分异度

的含生物灰岩.黎塘一带的塘家湾组中部为贫氧相

的暗色中-薄层含少量珊瑚 、腕足类 、层孔虫 、软体

类的灰岩 、泥灰岩.桂林组为贫氧相的含生物(屑)灰

岩.由于六景剖面民塘组 、谷闭组地表岩石风化严

重 , TOC(%)小于 0.1 ,经风化校正后的 TOC(%)

为 0.1左右(校正系数为 1.75),为差的烃源岩 ,而

黎塘采石场塘家湾组中段 TOC(%)为 0.28 ,校正后

为 0.5左右 ,为好的烃源岩 ,桂林组野外露头校正后

的 TOC(%)为 0.12左右 ,也为差的烃源岩.可以看

出 ,台地生态系的烃源岩是华南泥盆系除台沟之外

的另一种烃源岩类型.黎塘孤立台地的法门期主要

为菌藻类生态系控制下的含菌藻灰岩 、白云质灰岩 、

灰质白云岩.虽然该时期成烃的原始有机质含量较

高 ,但由于处于法门期海平面下降期 ,海水变浅 ,水

体动荡性加强 ,环境富氧而造成有机质氧化 ,没有形

成烃源岩.

4　结论和问题

(1)广西黎塘 、六景地区吉维特期-法门期为典

型的孤立碳酸盐台地沉积 ,其中黎塘位于孤立台地

内部 ,六景位于孤立台地边缘.孤立台地吉维特期发

育典型的开放台地-台地前缘斜坡生态系 ,根据礁

前斜坡礁角砾中的造礁 、喜礁生物可以恢复地表没

有出露的台地边缘礁生态系.弗拉斯期黎塘一带发

育开放台地生态系 ,而六景地区发育局限台地生态

系.

(2)弗拉斯期-法门期之交 ,孤立台地海洋生态

系发生突变 ,由底栖动物组成的生态系突变为菌藻

生态系 ,生态系突变的主要原因是 F-F 群集灭绝事

件造成的生态空间变化.海洋生态系的突变同时造

成了孤立台地海区富营养化 ,进一步造成生活环境

的恶化 ,减缓了孤立台地区法门期的生物复苏.

(3)由于六景剖面 99层为覆盖区 , 95-98层目

前没有发现牙形石化石 ,因此本文弗拉斯-法门阶

(F-F)界限仅根据 95-96层含有珊瑚 、腕足类化石

确定 ,有待进一步处理 95-98层的牙形石样品 ,以

准确确定弗拉斯-法门阶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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