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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余庆一带下震旦统陡山沱组的元素

地球化学特征及形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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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一带
，

陡山沱组主要为黑色
、

灰黑色粘土

岩组成
，

夹泥质粉砂岩或粉砂质粘土岩
，

中上部常

夹有灰色厚层白云岩
。

大致分为下
、

中
、

上三部分
，

下部和上部 以黑色调为主
，

中部则为褐黄 一灰黑

色
。

该组的粘土岩常含碳质
，

有时含磷质
。

由余庆

向西至瓮安一带
，

该组相变为一套浅水台地相的碳

酸盐岩含磷岩系
。

在余庆一带
，

沉积环境为斜坡一

盆地
。

一般厚 ��一��� �
，

与下伏南沱组及上覆灯

影组都为整合接触
。

�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
�

�微量元素特征

陡山沱组的 �� 种微量元素中
，

下部微量元素

的含量大多高于中上部元素的含量
，

只有 �� 是下

部的含量低于中上部的含量
，

��
、
��的含量是下部

和上部高
，

而中部低
� ��和 �� 的含量则是下部和

上部低
，

而中部高
。

大部分元素是亏损的 �以维若

格拉多夫
，
���� 年的页岩含量为标准�

，

富集系数

在 �以下
，

只有 ��
、
��

、

��
、
��等少数几个元素

是富集的
，
�

、

�� 、

��
、
� 是下部富集

，

而中上部

却是亏损的
，

下部富集系数最高的是 �。 和 ��
，

分

别为 ����和 ���
。

�
�

� 稀土元素特征

陡 山沱 组 的稀 土 元 素 总 量 较 高
，

下 部 为

���
�

���一。 一 �
中 部 为 一��

�

��� ��一 �
上 部 为

���
�

��
、 ��巧 � 显示了由下往上稀土总量逐渐降低的

特点
。
��������� 的比值不高

，

为 ����一�
�

��
。

经

北美页岩标准化后 的稀土配分 曲线近于水平
。

��留��知 的值近于 �� ��留��知 为 �
�

��一 �
�

���

������卜为 �
�

��一�
�

���具正 �� 异常
，

犯
� 为 �

�

��一

����
，

下部具明显的正 �� 异常
，

具由下往上降低的

特点
� 具微弱至弱的负 �� 异常

，

犯
� 为一����一

刁
�

��
，

下部负 ��异常非常微弱
，

具有由下往上升

高的特点
。

� 形成环境

一些金属元素含量及相应的比值对氧化还原

条件的变化比较敏感
，

可根据这些指标对环境的氧

化还原条件作判别分析
。

�。 在缺氧黑色粘土岩中的含量明显高于其它

沉积岩类
，

平均为 ��、 ��
，

非缺氧环境的沉积岩

一般在 �、 ��荀 以下
。

陡山沱组下部粘土岩的 �。 含

量较高
，

为 ��
�

����
一�，

富集系数高达 ��
�

�
，

而中部

和上部的 �。 含量在 �� ��一 以下
，

可见下部为还原

环境
，

中上部为氧化环境
。

含量较高的 � 一般出现

在还原条件下
，

陡山沱组下部粘土岩的 � 含量为

������ ���一
，

富集系数为 �
�

�
，

显示轻微的缺氧环

境
，

上部粘土岩的富集系数在 ���左右
，

反映正常

的氧化环境
。
�通常在缺氧沉积中富集

，

下部粘土

岩的富集系数为 ����
，

反映轻微的缺氧还原环境
，

而中上部的粘土岩的富集系数仅为 ���左右
，

应为

正常的氧化环境
。
����也可作为识别沉积环境的参

数
，

若 ������为缺氧环境
，

反之
，

则为富氧环境
。

陡山沱组下部的比值为 ����
，

反映缺氧环境
�
中部

和上部分别为 �
�

�和 ����
，

反映富氧环境
。

综上
，

陡山沱组下部和中上部的沉积环境是不

同的
，

下部反映的是缺氧的沉积环境
，

而中上部则

显示的是正常的富氧沉积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