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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震旦世至早寒武世扬子地台北缘碳同位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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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gontologisches Institut，Westffilische Wilhelms—Universitt MOnster，48148 MOnster，Germany) 

摘 要 震旦一寒武交变期是地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期，亦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过渡时期。运用碳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探讨 

扬子地台北缘四川南江地区晚震旦世一早寒武世交变期，碳同位素地球化学异常与环境变化和生物演化的相互联系。南江剖 

面沉积岩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在一35．8‰～一30．1‰间变化；碳酸盐碳同位素组成从 一3．5‰～+0．5‰。在灯影组顶部、牛蹄 

塘组下部和上部，变化的碳、硫同位素组成和不同的黄铁矿与有机碳含量反映了有机碳埋藏量和环境的变化。下寒武统富有 

机碳和黄铁矿的黑色页岩沉积，暗示了早寒武世早期缺氧环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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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opic Investigation of Late Neoproterozoic and 

Early Cambrian Carbon Cycle on the Northern Yangtze Platform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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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cambrian—Cambrian transition iS one of the critical time intervals in Earth history．Pmfound geotectonic climatic 

and biological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late Neoproterozoic and the period of its transition into early Cambrian．This paper has studied 

paired carbonate and organic carbon isotope determinations of samples from Naniiang of Sichuan Province OFI the northern Yangtze 

Platform，and provided a preliminary geochemical explan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relation to bio-events on the northern 

Yangtze Platform during the Precambfian—Cambrian transitional interva1．Organic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sediments vary from 

一 35．8‰ to一30．1‰ and carbonate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change between一3．5‰ and+0．5‰ along the Nanjiang section． 

Varied carbon and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s and different contents of pyrite and organic ma terials reflect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the burial of organic ma tter in the Dengying Formation and the lower and upper parts of Niutitang Formation．The anoxic condi— 

tions result in the widespread preservation of organic—rich sediments and pyrites in the black shale on the Yangtze Platform ． 

Key words Late Sinian to Early Cambrian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environm ental change Yangtze platform  Naniia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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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系列的地质事件出现在震旦一寒武交变 

期，如晚震旦世的板块活动、全球性冰期、全球海平 

面上升运动、”帽”碳酸盐沉积、一系列的“生物群”出 

现、成磷事件、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事件、黑色页岩和 

多金属矿等，使该时期成为地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前人已对扬子地台东缘和南缘等晚震旦世及震旦一 

寒武纪边界地层开展过大量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 

但对扬子地台北缘地球化学研究还很欠缺、对分析 

该时期的生命演化过程和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还不 

足、从地质环境背景的角度来探讨震旦一寒武交变期 

地质过程的科学努力显然不够。因为扬子地台震旦 

系和寒武系广泛发育，化石丰富，是研究地层古生 

物、沉积学和地球化学的理想地区。利用同位素地 

球化学研究手段，采用沉积碳酸盐和与之共生的有 

机碳同位素组成进行研究，目的是为扬子地台北缘 

环境变化和生物事件提供地球化学证据；利用碳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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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反映全球海洋／3v气系统地球化学扬子地台北缘 

混乱的情况；了解古海水同位素组成分布，分析和探 

讨该时期的生命演化过程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具有 

重要的研究意义。 

1 地质背景 

扬子地台位于昆仑秦岭槽地以南、西藏台地以 

东、华北地台以南和江南盆地西北，与西藏台地相连 

接(钱逸，1999)。四川南江地区位于扬子地台西北 

部，是中国震旦纪过渡层系发育地区之一，古地理位 

置属于碳酸盐台地相。 

四川北部南江和旺苍一带发育有晚震旦世和早 

寒武世地层。处于浅水或斜坡区，沉积厚度大，是一 

套以碳酸盐岩、含磷酸盐岩及碎屑岩为主的海相地 

层。该区主要出露上震旦统灯影组、下寒武统郭家 

坝组等。小壳化石主要分布于灯影组顶部和郭家坝 

组底部。区内以南江沙滩剖面(图 1)中的小壳化石 

和生物地层研究较为详细。灯影组上部(高家山段) 

为浅灰色、灰白色白云岩(杨暹和等，1983，1984；何 

原相等，1986)，产叠层石等。其上连续沉积磨坊岩 

段，主要为深灰色、灰黑色含沥青质灰岩及硅质条带 

白云岩、灰岩。局部地段下部夹磷矿或含磷条带；此 

段产大量小壳化石等。其上连续沉积下寒武统郭家 

坝组，该组下段为深灰色泥质粉砂岩，底部为黑色页 

岩；上段为深灰色一灰黑色含粉砂页岩夹灰岩透镜 

体，产三叶虫。上覆地层为筇竹寺组。 

[ 1田 2回 3回 4匝 5 

图1 区域地质图(据Steiner等，2001；有改动)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modified after Steiner et aI．，2001) 

l一削面位置；2-台地相区；3-碳酸盐台地；4-过渡相区；5-盆地相区 

l—shatan section position；2-platform；3-carbonate belt： 

4一transition belt：5一basin belt 

2 样品采集和实验方法 

沙滩剖面位于四川北部的南江县沙滩，出露地 

层为灯影组、郭家坝组等，剖面厚度约为 155 m。笔 

者在南江沙滩剖面进行了系统采样，包括灯影组和 

牛蹄塘组白云岩、硅质岩和黑色页岩等样品47件。 

总碳、总无机碳含量和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分析 

工作主要在德国威斯特法伦州威廉一明斯特大学的 

稳定同位素实验室进行。 

2．1 碳、硫含量分析 

使用 CS-MAT 5500设备进行分析，采用 NDIR 

spectroscopy(无弥散红外线光谱)在 1 350℃或 

1 000℃下燃烧粉末样品[总无机碳(TIC)粉末样品 

与盐酸溶液(25％)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分析 

总碳(TC)、总无机碳(TIC)、总有机碳(TOC)等含 

量。采用含有 12％碳酸盐碳的100％碳酸钙作为标 

准，测定精度为 ±0．01％。 

2．2 无机碳同位素组成分析 

碳酸盐样品的 coe制备采用的饱 和磷酸法 

(McCrea，1950；郑淑蕙等，1986)，将净化后的不同 

样品在不同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与 100％饱和磷酸 

反应生成coe气体，然后经过液氮冷阱等真空系统 

收集纯化，并使用MAT 252气体质谱仪测定。实验 

过程 中使 用 GBW 04406 6 rh为 (一10．85± 

0．05)‰；6 Ocarb为(一12．40±0．15)‰作为质量控 

制标准。实验数据以 PDB为标准，测定精度均为 

±0．1‰。无机碳样品碳同位素组成的前处理和分 

析主要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 

2．3 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分析 

密封石英管燃烧法是将样品中的有机碳转化为 

coe。分析有机碳同位素组成的实验过程相当复 

杂，由于排除了样品中难溶矿物和水及杂质气体等 

对同位素组成分析有干扰的物质，所以分析精度较 

高。 

2．3．1 密封氧化铜石英管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分析 

法 采用 EA-ConFlo-IRMS进行测定，测定精度均 

为±0．1‰。 

具体提取步骤为：① 在石英管中，将配制的盐 

酸溶液除去样品碳酸盐部分，并烘干剩余样品；② 

将一定量的氧化铜装入有烘干样品的石英管，在真 

空系统中封闭；放人马弗炉4 h，温度调至850℃；③ 

在真空系统中将纯净的 coe转移到普通玻璃管里， 

使用质谱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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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干酪根提取和分析 使用一定浓度的盐酸 

和氢氟酸反复除去样品中所含的碳酸盐岩和硅质成 

份，分离重金属成份，残余物是酸、碱、有机溶剂都不 

能溶的那部分物质，即干酪根。干酪根 H／C原子比 

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采用德国 Heraeus CHN 

O元素快速分析仪测定干燥的干酪根 H／C原子比， 

实验数据的测定精度为 ±0．15％。 

2．4 原岩 Fe、Mn、Sr、Ca、Mg元素含量 

使用原子吸收法测定样品中碳酸盐所含 Fe、 

Mn、Sr、Ca、Mg的含量。元素含量分析在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开放实验室分析中 

心进行，分析误差低于 5％。 

3 沙滩剖面沉积岩地球化学分析 

灯影组：813 rh从 一2．3‰～+0．6‰，平均值 

为(一0．6±0．8)‰，相对应 的 O 主要为 
一 12．7‰～一4．4‰，平均值为(一7．3±2．6)‰； 

Cn 为一35．6‰～一34．1‰，平均值为(一35．1± 

0．6)‰。△ 为32．7‰～34．6‰，平均值为(33．9± 

0．7)‰；TC值为7．2％～14．7％；TIC值为7．2％～ 

12．8％；TOC值在 0～3．4％。 

郭家坝组：寒武系底部碳酸盐碳同位素组成为 
一 3．5‰～一1．7‰，平均值为(一2．6±0．5)‰，有机 

碳同位素组成为 一33．7‰～ 一35．1‰，平均值为 

(一34．3±0．4)‰；TOC为 0．9％～4．9％，平均值 

为3．1％；S同位素组成也有类似特点(Goldberg等， 

2003a，2003b)：黄铁矿平均含量为 0．96％；有机硫 

平均 含量为 0．82％；黄铁矿 S同位 素组 成为 
一 16．2‰～+8．4‰，平均值为(0．3±7．5)‰；有机 

S同位素组成为 一10．7‰～ +10．8‰，平均值为 

(3．4±7．1)‰。 b和 B 在郭家坝组底部 

的起伏变化。郭家坝组的中上部 C同位素组成变 

化平稳，海水 C同位素组成重化(即 C升高)，与 

该组下部的C同位素组成特征差异很大：碳酸盐 C 

同位素组成为0．6‰～一1．4‰，平均值为(一0．2± 

0．7)‰，有机碳同位素组成为一32．1‰～一30．1‰， 

平均值为(一31．4±1．3)‰，呈现稳定的正漂移； 

TOC为 0．2％～1．6％，平均值为 0．8％；样品的黄 

铁矿 平 均 含 量 是 0．5％ (Goldberg等，2003a， 

2003b)；有机硫平均含量为 0．07％；黄铁矿 S同位 

素组成为 +23‰～ +12．3‰，平均值为 (17．8± 

3)‰；有机硫同位素组成为+22．1‰～+11．7‰，平 

均值为(16．9±1．8)‰。 

4 有机质和碳酸盐样品的可靠性评价 

4．1 有机质保存 

沉积期后热扰动作用极其重要，可能导致生物 

标志物信息的流失，同时也致使有机质 C的损耗 

(Strauss等，1992；SamLlelssorl等，1999；Kaufman 

等，1995)。因此，评价沉积有机质保存的可靠性，对 

有机质 C同位素组成的解释至关重要。 

H／C原子比值是评价干酪根保存状态的重要 

因素。研究表明，H／C和 B C0 有 直接 的联 系 

(Strauss等，1992)：H／C值大于 0．2的样品， BC 

受到后期作用的影响低于 3‰。干酪根样品受到热 

扰动作用影响越大(H／C小于 0．2)，样品越富集 

C；同时结合野外采集新鲜样品、室内分选和分析 

来排除可能已经变化的样品。 

沙滩剖面H／C原子比为0．3～1．1。样品的H／ 

C比值高于0．2，有机质样品干酪根的保存完好。 

4．2 碳酸盐岩样品可靠性评价 

虽然碳酸盐 C同位素组成能反映海水的化学 

组成，但受成岩作用影响的碳酸盐将失去最初沉积 

信息。所以进行碳酸盐样品的可靠性评价尤为重 

要。在海相沉积过程中，灰岩受到成岩作用影响，当 

Mn被吸附和结合时，Sr被排出，Mn含量升高，Sr 

含量降低(Veizer，1983；Marshall，1992)，因此 Mn／ 

Sr比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评价热扰动作用程度的指 

示剂。减少的 C、O同位素组成反映在碳酸盐沉积 

过程中co2起源于有机质氧化的结果；Mn／Sr减少 

则是流体水改造的结果。为了量化碳酸盐成岩后期 

作用的程度，一定的评价指标是必要的。Kaufrnan 

等(1995)提出 Mn／Sr小于 10、818O rh大于 一10‰ 

和 △ 值为(30±2)‰[TOC为 1 g样品中含大于 1 

mg的碳，△ 值可以达到(33±2)‰]，表明样品未受 

成岩后期作用和热扰动作用的影响，而保留了最初 

海水 BC rh的值。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样品满足以 

上评价原则，813C rh较好地反映最初海水的同位素 

组成。 

沙滩 剖 面 埔O rh值 主 要 为 一13．5‰ ～ 
一 4．4‰；△ 为30．3‰～34．6‰。样品Mn／Sr比值 

大多小于5。灯影组的白云岩 818O rh多为一5‰～ 

一 10‰，样品 Mn／Sr比值大多小于 5，样品保存较 

好；郭家坝组黑色页岩 Mn／Sr比值小于 5，但部分 

样品的 818O rh小于 一10‰。因此大多数样品保存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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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和环境初探 

5．1 分析和探讨 

在界线剖面的震旦系灯影组顶部碳酸盐 C同 

位素组成为0．6‰～～2．3‰ (图2)；同时有机质 C 

同位素组成由一35．6‰～～34‰，有机碳埋藏速率 

缓慢降低；在震旦一寒武交变期，碳同位素组成负漂 

移出现在前寒武／寨武界线附近，反映了碳短期的变 

化，可能指示了震旦纪末环境变化导致了生物的绝 

灭o(雷家锦等，2000；Shen等，2000a，2000b)。同时 

碳酸盐中含有的硅质成分有机质含量很低，这与盆 

地相区的硅质岩富有机质相反 (Lambert等，1987； 

Magaritz，1989；Wang等，1994)，可能由于晚震旦世 

过渡区热水作用减弱，古海水营养组成的急剧减少， 

或是下降的海平面导致大陆和大陆架有机质氧化增 

加(Lambert等，1987；Magaritz，1989；Wang等， 

l994)，使海水相对富集， C含量上升，海水碳同位 

素组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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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扬子地台北缘四川I南江震旦一寒武界线剖面 

岩性和C同位素组成曲线 
I ig．2 Profiles of lithology and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 at 

the Nanjiang section，Sichuan province on the northern Yagtze 

platffom during late Neoproterozoic and early Cambrian interval 

1一硅质岩；2一白云岩；3一黑色页岩 

1一chert：2一dolomite：3．black shale 

在缺氧条件下一般形成高的有机质保存和黄铁 

矿的形成，有机碳含量和黄铁矿的绝对含量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缺氧环境0。黑色岩系的形成受 2个 

重要条件的限制：①生物生产率要高，能够向海底提 

供充分的沉积有机质；②必须具备有利于沉积有机 

质保存、聚集与转化的条件。牛蹄塘组、郭家坝组的 

黑色页岩形成于海侵阶段海水相对较深的沉积条 

件，构成黑色岩系含矿序列。 

下寒武统底部的黑色页岩分布层位稳定，可与 

全球大洋缺氧事件对比。在许多厌氧背景条件下， 

由于可利用铁的数量变化，黄铁矿的形成受到限制， 

但也会造成黄铁矿含量的一些变化，有机碳、无机 

碳、不同形态硫同位素可用来评价黑色页岩沉积条 

件0(雷家锦等，2000；Shen等，2000a，2000b)，寒武 

系底部郭家坝组无机 C同位素组成为 一3．5‰ ～ 

0．6‰，出现短暂的负漂移，并达到最低负值；有机质 

的C同位素组成为一30．1‰～一35．8‰，有机碳埋 

藏速率较高，量大，使沉积样品的有机碳含量较高。 

沙滩剖面黑色页岩 TOC为0．2％～4．9％，平均值 

为2．5％，远远超过缺氧事件的黑色页岩 I％的标 

准；黄铁矿含量较高(平均值为 0．96％)，富有机质 

和黄铁矿的黑色岩系揭示了大范围分层海体的存 

在，或者至少是区域大量孤立缺氧盆地的出现，海水 

滞流。说明在早寒武世早期海平面上升、缺氧事件 

发生。牛蹄塘组一郭家坝组底部有机碳、无机碳、有 

机硫、黄铁矿硫同位素组成值相对较低(图 3)，变化 

范围小，这在 STDEV值(图 3)上反映明显，说明在 

早寒武世早期处于一段特殊 的时期。 B C h、 

¨c
。 34SoBs、 34ScRS在牛蹄塘组一郭家坝组底部 

的变化(图3)，反映了环境条件的不稳定和迅速变 

化；在郭家坝组的中上部 C、S同位素组成重化、趋 

于稳定，有机碳埋藏量增大，这可能由于海平面上升 

和全球 co2含量下降，导致海水氧化带范围扩大、 

寒武系生物产量大幅度增加，稳定的环境条件使海 

水 C同位素组成重化。 

从不同阶段的碳同位素组成分布图中可以发现 

(图2，图 3)，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平均值有从灯影组 
一 郭家坝组逐渐降低趋势，指示了牛蹄塘组黑色页 

岩在缺氧环境下有机质碳同位素组成更轻。 

晚震旦世一早寒武世在扬子区并不存在封闭，滞 

流盆地，同时该期黑色岩系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 

伊朗、法国、英格兰、威尔士、阿曼、俄罗斯、蒙古、澳 

。 吴朝东．1997．湘西上震旦统一下寒武统黑色岩系及含矿性研究(中国科学院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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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下寒武统郭家坝组 C同位素组成比较 

Fig．3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in the Guojiaba Fm 

a，b．郭家坝组上部；c，d-郭家坝组下部 

a，bup~r ofGuojiaba Fm．；c，d-lower ofGuoiiaba Fm 

大利亚、加拿大等范围内有广泛分布，具有全球性o 

(Fan等，1984；Brasier，1990；陈锦石等，1995；Li等， 

1999；李任伟等，1999；Veizer等，1999；Hayes等， 

1999；吴朝东，2000；雷家锦等，2000；Steiner等， 

2001；Mao等，2002)特征。在中国，早寒武世早期的 

黑色岩系广泛分布于扬子地台、新疆各地等，在扬子 

地台区其分布近百万平方公里，所以，黑色页岩可作 

为区域和全球对比的重要标志，反映了缺氧的、滞流 

的、弱的水动力条件。 

5．2 环境初探 

自晚震旦世晚期以来，整个南方处于地壳拉张 

裂陷作用之后，海平面迅速上升，江南陆坡海盆形成 

水体较深的非补偿沉积环境。由于受古构造控制作 

用的影响，地形分割渐趋明显，形成水下隆起和凹 

地o(吴朝东，2000)；受到多个沉积板块边缘抬升构 

造控制，得到上升氧化海水补充的滞留海水，为多金 

属硫化物层、磷矿、重晶石和石煤(可燃的黑色页岩) 

提供了环境和条件(Mao等，2002)；在海底，硫化物 

被硫酸盐还原细菌还原、有机质被氧化，以致本来还 

原的环境变得更为缺氧。硫和碳同位素组成较负， 

黄铁矿和有机质含量较高。缺氧环境是全球性的， 

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形成了现在丰富的黑色页岩。 

在牛蹄塘组中晚期，硫和碳同位素组成重化、有机质 

和黄铁矿含量降低，指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寒 

武纪初期植物的繁衍和带壳动物的爆发，在大气圈 

和水圈中C02含量降低(C02被转化为碳酸盐沉积 

和碳被固化)、氧含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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