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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礁与礁相

Reefs and reef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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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生物礁是碳酸盐沉积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它是由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堆积而成，或是

由生物作用的产物。

生物礁又是碳酸盐沉积中一种含油气的沉

积类型，在国外已发现了许多生物礁油气田。

近年来，在鄂西渝东二叠系生物礁、山

东、珠江口盆地第三系生物礁、北部湾石炭纪

生物礁发现了生物礁油气藏，预示着我国生物

礁具有广阔的油气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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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礁的概念
有关礁的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直

到现在还存在着认识上的争议。

在研究古代礁时，由于只能根据地质时代

中保存下来的有限的资料来认识它，并且差不

多都是从生物造成的海底地形上的特点来讨论

礁的存在与否。

这样，除了一些真正的礁外，常常把一些

因海流作用造成的异地介壳堆积、鲕粒丘、石

灰岩的残山、甚至一些砂页岩与石灰岩的相变

也看成是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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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清这种混乱，卡明斯和施罗克

（1928，1932）提出了生物丘（bioherm）和生
物层（biostram）的概念。

一些研究者直接引用他们的概念，强调地

形上的特点，并通过地层的接触关系去论述

礁。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造礁生物及其生态。

于是生态礁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些研究者为了避开这种争议而使用“生物
碳酸盐建隆”（organic carbonate buildup）这个
一般性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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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礁指造礁生物原状地生长造成的坚固

的抗浪骨架，它在地形上具有隆起的正性地貌

特征。强调生物成因、抗浪骨架、隆起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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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礁的存在足以影响四周沉积环境，从

而形成前后不同的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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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态礁的概念外，还有所谓广义的礁，

实际上是指厚的碳酸盐岩体，横向上延伸不

远，即是一个三度空间上的碳酸盐岩几何体，

包括石化礁、生物礁、生物岩礁、有机建造、

生物丘、灰泥丘、生物层、层状礁、地层礁等

多种名词。

礁复合体或礁组合是指礁石灰岩和有关的

碳酸盐岩的集合体。多数人认为它是生物礁不

同相的总称，凡是与礁的形成发展相关的相都

应该括在礁复合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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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场奥陶系红花园组生物礁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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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利川见天坝二叠系生物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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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古代礁的研究起步较晚，自1963年
何可梗发表第一篇论证贵州二叠纪地层中生物

礁的文章之后，直到70年代后期中国古代礁体
的研究工作才取得了显著进展，如曾鼎乾、范

嘉松等。

现已查明中国自震旦纪至三叠纪各地质时

期以及第三纪均有礁的分布。

在礁型油气藏勘探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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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礁的基本特征

礁主要由礁核和礁翼组成。在一些群礁复

合体中，礁间沉积也与礁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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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礁核

礁核是指礁体中能够抵抗波浪作用的那部

分，乃礁的主体。

它主要由原地堆积的生物岩或粘结岩组

成。其中生物的含量很高，主要是造礁生物，

还有一些附礁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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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礁翼
礁翼通常是指礁相与非礁相呈指状交错过

渡的那部分礁体。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School of Geoscience, Yangtze University

礁体迎风一侧称礁前，背风一侧称礁后。

礁前处于迎风一侧，在风浪冲击下，礁碎

屑顺着礁前缘的陡坡堆积形成的岩石一般称为

礁前塌积岩或礁前角砾岩。

礁后沉积多由分选较好的砂屑灰岩组成，

胶结物多为亮晶方解石。背风处含有较多灰泥

基质。碎屑物质主要为来自礁核的生物碎屑。

未受方向性风浪影响时，礁前与礁后相

似，礁翼分不出礁前和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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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礁间

在一些群礁复合体中，礁与礁之间的沉积物

和生物组成与礁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海侵时，群礁发展，礁间为正常海相沉积。

海退时，群礁发展受限制，礁间可出现一些

泻湖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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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礁的分类

1. 根据礁的形态和礁与海岸的关系分类

岸礁（裙礁）岸礁（裙礁）

堤礁（堡礁）堤礁（堡礁）

环 礁环 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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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礁：从海岸向海方向生长的礁，即和陆

地或岛屿相连的礁。这种礁有时可以沿陆地或

岛屿的边缘分布并延伸很远，就象把陆地或岛

屿镶饰上一个裙边，所以也叫裙礁、镶边礁、

边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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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礁：离岸有一定距离，常呈带状，其延

伸方向多与海岸平行；由于它象带状延伸的堡

垒一样护卫着海岸，所以也叫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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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礁：远离海岸即位于广海中的呈环形或

不规则的断续环形礁，其四周常露出海面呈低

矮的环形礁岛，中间常呈现一个不深的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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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礁、堤礁和环礁的演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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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礁的形成环境分类

台地边缘礁台地边缘礁

盆地礁盆地礁

泻湖礁泻湖礁

台地礁台地礁

滩礁滩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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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礁的形态分类

线状礁线状礁

马蹄礁马蹄礁

点 礁点 礁

塔 礁塔 礁

桌 礁桌 礁

台 礁台 礁

分散在盆地、泻湖、台地

或滩中的孤立礁，也称作斑

礁、补丁礁或点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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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鼎乾等（1994）从我国各地质历史时期中
的生物礁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礁的古地理位

置和几何形态，把礁分为台地边缘礁、堤礁、

环礁、塔礁和点礁等。

5. 范嘉松从生态的观点讨论了我国地质时代中
生物礁的分类，他把礁划分为生物建隆礁、障

积建隆礁以及灰泥建隆礁。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School of Geoscience, Yangtze University

三、礁的形成及生物造礁作用

1. 礁的形成条件
礁的形成条件指能使造礁生物群落中的生物

蓬勃发展的生态条件，包括水温、盐度、水深、

浊度、溶解的气体、底质、波浪以及水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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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积式：

粘结式：

附着式：

骨架式： 造架生物死亡后仍然保留其生态条

件，作为礁体拓展的基本格架。

生
物
造
礁
作
用
方
式

海流流过时生物可阻碍海流中的泥

晶物质而沉淀成岩。

生物把海底生物碎屑覆盖起来快速

粘结成岩，加固以抗风浪。

藻类等附着在骨架生物上造成结

壳，起到加固作用。

胶结式： 藻类生活在洞穴、孔隙中，产生胶

结作用，同时起到加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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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礁的形成与演化

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礁也有它的发

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海侵过程中的古地貌高地常常是礁的发生

地；地壳下沉的幅度与造礁生物生长幅度一致

是生物礁发育的必要条件。

海侵过程中海平面上升幅度太快，海水变

深，或海退过程中海平面下降得太快，海水变

浅，盐度增加，以及其他因素等，都会中止生

物礁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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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礁复合体和礁相

自亨森（Henson，1950）提出礁复合体或
礁组合这一概念以来，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

生物礁的不同相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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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骨架相、礁顶相、礁坪相、礁后砂相、泻

湖相、礁斜坡相、近侧塌积岩相、远侧塌积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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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历史中的礁和造礁生物

地史上最早的礁出现在晚前寒武纪，主要

是一些蓝绿藻捕集灰泥而形成的丘状构造。

∈：藻仍然是主要的造礁生物。

O：藻类，管状珊瑚。
D：极为重要的造礁期，层孔虫、珊瑚、藻。
C：珊瑚、苔藓虫、藻。
P：海绵、苔藓虫、水螅、一些钙质红藻。
T：生物建造的规模较小，分布不太广泛。
J：珊瑚、海绵。
K：生物建造分布于40°N～20°S范围内。
R：礁比较发育，规模比较大，珊瑚、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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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礁分布与油气的关系

礁及其复合体极易形成有效圈闭而成藏。

凡有碳酸盐岩发育的地区，大部分都存在由礁

控制的油气田。

礁型圈闭常具有较高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礁型油气田具有良好的生、储、盖组合。

礁型油气田一般分布于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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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要点：本节要点：

生态礁的概念

礁的基本特征

根据礁的形态及其与岸的关系分类

造礁生物的作用形式

礁复合体相的划分及其特征

礁与油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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