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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学> 3 4 卷 3 期 1 9 8 7 年 6 月

一
、

沉积在侏罗纪特提斯洋裂谷盆地 (瑞士东阿尔卑斯 )中的碳酸盐浊积岩序列
·

36 3

沿未来的侏罗纪特提斯洋南部大陆边缘形成的盆地中的同裂谷沉积物
,

在瑞士东阿尔卑

斯由厚达 5 0 0m 的碳酸盐浊积岩序列与生物浊积泥灰岩和石灰岩互层构成
。

在边界断层槽内

没有海底扇 ;相反
,

作为线物源区的断层崖
、

不对称的几何形状以及盆地的演化决定了再沉积

碳酸盐岩的分布
。 ’

最丰富的再沉积物是生物的和岩屑的粒状灰岩和泥粒灰岩
,

其沉积构造具有广泛的从颗

粒流到高和低密度浊流搬运机制的特征
。

巨大的混乱的大角砾记录了灾变性沉积事件
。

它们

的主要碎屑成分是上三叠统的浅水碳酸盐岩和附近海底高地的骨骼碎屑
。

一次张性构造事件之后
,

沿断层堆积了沉积柱
。

每个沉积柱都呈楔形
,

具水平的上界
,

由向

上变薄和变细的巨旋回组成
。

每个巨旋回中有 6个相组合
。

在断层崖的底部
,

首先是由海底岩

崩和岩崩流沉积的角砾岩组合
。

然后沿断层约 4 0 0Om 宽的窄狭洼地中沉积巨角砾组合
,

其中

巨大的巨角砾岩与薄层状浊积岩和半深水灰岩相互层
。

厚层状浊积岩组合复盖在巨角砾组合

之上和继续向盆沉积形成沉积柱的基底
。

在厚层状浊积岩中
,

向上变薄和变细旋回普遍
。

盖复

其上的薄层状浊积岩组合几乎无旋回性
,

单一的细粒钙质浊积岩复盖了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

由

于不断的充填和沉积物供给的减少
,

发育了盆地一平原组合
,

它由细粒薄层状浊积岩与生物浊

积泥灰岩和灰岩互层组成
。

断层陡崖对面的平缓斜坡上
,

再沉积层罕见而发育泥灰岩 /灰岩组

合以及微瘤状灰岩
。

二
、

爱尔兰芒斯特盆地南部的海进相
`

3 89

本文描述了与南爱尔兰石炭系底部海进相伴的沉积作用种类和该事件对区域古地理的影

响
。

石炭系底部最明显的海进是晚泥盆世开始的成因上有关的几个海进脉动之一
。

那时
,

爱尔

兰芒斯特盆地南部是一东西向地堑
。

最近是非海相沉积 区
,

沉积物来自西和北方
。

沉降和海平

面上升导致韵律式的海进
,

产生了大量的海进一稳定的脉动
。

第一次海进 咏动 (T
J
)沿盆地轴向

西推近
,

发育了一陆表海状的海洋
。

滨线在盆地北部边缘基本保持稳定
,

直至第二次海近脉动

( T Z
)产生海域扩张为止

。

由于障壁海岸地区的逐渐向北侵蚀
,

T :
远至盆地北部边缘

,

在那里边

界台地的稳定性阻止 了它的推进
。

障壁临滨的侵蚀作用不足以破坏所有的障壁后泻湖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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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沉积物是一种薄层海进穿时单位
,

向北逐渐变为海岸冲积平原
。

紧随石炭系底部海进 (T
3
)

,

盆地为一浅水的以波浪为主的风暴影响的陆棚区
。

在平行海岸

水流体制影响下
,

陆棚上发育了两种近海滨的沙坝杂岩
,

源区显然在陆表海的一侧
。

石岩系底部海近有两个脉动
。

第一个 ( T
3。

)导致供给陆棚的砂迅速减少和粘土的沉积
。

障

壁滨线与穿过泻湖的侵蚀作用的后退一致
,

在其尾流中留下了海进滞留物
。

但它的向北的推近

却受到限制
,

因为北部台地相当稳定
。

在第二个脉动 ( aT
。
)时完全没有砂供给陆棚

,

障壁穿过北

部台地迅速迁移相当大的距离
,

海岸平原上复盖一薄的海进滞留物
。

这个海进根之后立即是滨

线的稳定和陆棚逐渐变浅
。

在风暴和波浪为主的体制下
,

滨外沙坝上发育一开阔的砂质陆棚
。

在盆地的较深部分继续沉积粘土
,

但最终由于陆棚砂向心推进到盆地而停止
。

控制整个海进作用种类的主要因素是海平面上升和盆地沉降间的相互作用
。

海平面相对

上升的速率与差异沉降的影响和来自北方的河流输入物显然随时间而降低
。

向北推近的连续

的海进脉动速率在总体上逐渐增加
。

三
、

前陆盆地中的陆棚结构
:

犹他州书崖上 白至统梅萨韦尔德群中风暴层
、

陆棚砂体和陆

棚一斜坡沉积序列
一

J 23

上白至统布来克霍克组 (梅萨韦尔德群 )的凯尼尔沃思段 (坎佩尼阶 )是一系列海岸平原

砂岩的一部分 ,这海岸平原砂岩与北美西部内陆盆地的陆棚页岩犬牙交错和超覆其上
。

对该剖

面的沉积学和地层学的综合分析显示出从陆棚斜坡推积到沉降前陆盆地的动态
。 ’

书崖上曼科斯和凯尼尔沃思层有 4 种主要岩相
。

滞留砂岩和河床充填页岩岩相构成了薄

的底部海进序列
,

它们沉积在海洋侵蚀表面之上
,

是外陆棚环境的产物
。

页岩
、

砂页岩互层
、

混
·

合砂岩岩相复盖在海进滞留砂岩岩相之上
,

是以波浪作用为主的三角洲和其侧翼海岸平原向

海推进的产物
。

凯尼尔沃思层中粒径和原生构造的分析表明
,

有 4 种基本的地层类型
,

以联合组成所观察

到的岩相
。

细粒至极细粒互层状的粒序层是风暴岩
,

是由沿陆棚风暴流 (地转流 )悬浮体中沉积

出来的
。

对它的出现无需借助穿横陆棚的浊流 (密度底流 )来解释
。

极细至细粒丘状层也是由

衰退风暴流产生的悬浮沉积
,

但是沉积在波浪搅动更为强烈的中临滨
。

本区的交错层组合是堆

积于涌浪带中外临滨的底负荷沉积物
。

滞留层是多事件的底负荷沉积
,

是长期风暴衰退的产

物
,

它们产出在海进表面之上
。

上述四种地层都是风暴沉积物 (s t or m d eP os it s
)

,

而粒序层才是严

格意义的风暴岩 ( t
e m卿

ti t e s
)

。

地层类型的分布及其古水流方位说明凯尼尔沃思搬运体系是由下沉的海岸风暴流驱动

的
,

和可能是由北东向的沿岸压力梯度驱动的
。

地层类型从上临滨至下临滨系统地改变
,

和 内

陆棚岩相变化部分原因是随水深度增加而流体能量消耗减少
,

也由于逐渐进行的分选作用
,

它

使得沉积负荷中的粒径到相邻的下游环境中减小
。

·

凯尼尔沃思段和一孤立的外露层 ( H ia hc M esa 透镜体 )构成一三角洲一前三角洲陆棚沉积

体系
。

它们的韵律层状的
、

透镜状的砂岩和页岩组合是前三角洲陆棚相
,

可能是前三角洲羽状

沉积物
`

书崖的大部分上白至统砂岩舌在侵蚀面之下
,

它们延仲数十公里而为曼科斯页岩
。

这

些侵蚀面是上白至统沉积作用序列的界限
。

这些序列是大型地层生成单位
。

它们是相排列成

沉积体系的结果
;
沉积体系又重复排列

,

这就构成沉积序列
.

这些前陆盆地序列的剖析表明
,

它

们与被动边缘的序列不同
。

前陆盆地序列形成于沉降和稳定海平面上升迅速变化的地区
。

直

至这一时期结束才出现海平面的相对下降
。

序列界限被较快的海平面相对上升幕切割和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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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露水面的侵蚀地形
.

四
、

新西兰坝特伯里卡斯盆地晚更新世扇沉积物的特征
、

分类和成因 4 59

根据颗粒大小和碎屑排列特征
,

南阿尔卑斯山间小盆地中
“
谷侧扇

”
沉积分为碎屑流

、

水携

的
、

中部的和混合的沉积物
。

鉴定出了包括单峰态和双峰态
“

泥石流砾石
”

在内的 5 种碎屑流

沉积
。

主要由单峰态泥石流砾石 (它们外貌相似于 山区环境和冰缘环境的泥石流砾石 )构成的

扇颗粒较粗
,

有较少的粉砂和泥
,

其分选性较半干旱冲积扇的泥石流沉积物的好
。

建扇的晚期
’

空气搬运的粉砂和细砂投入扇中
,

便产生双峰态的碎屑流沉积
,

它们与塔斯马尼亚的寒冷气候

扇的砾石相似
,

并归入水携沉积物
。

向建扇的结束阶段
,

辫状河沉积加入沉积系列
,

表示扇已
“

较为潮湿
” 。

但在许多地方
,

较新的更新世扇沉积是富粉砂的混杂沉积物
,

反映黄土沉积的

峰
。

五
、

爱尔兰东端当多克湾终止于浅海环境中的晚更新世冰川舌边缘的沉积作用 47 3

爱尔兰东端当多克湾周围的晚更新世冰碳物序列沉积于大陆冰川舌边缘的各种各样浅冰

海环境中
。

沉积物基本上是近冰三角洲一扇和冰川沉积平原序列
,

并分为两种岩相组合
。

岩相

组合 1 是形成于冰川舌南部边缘的一系列冰破物滩
,

该冰川舌处于易受爱尔兰海影响的水体

中
.

冰破物滩主要由浊积羽状流沉积的混杂陆缘沉积物的泥组成
,

由于冰筏搬运具有少量的浊

积岩
、

交错层状砾石层 (水下冰水沉积 )和块状巨砾层 (高密度碎屑流 )
。

岩相组合 2 沉积于冰

川舌北部和东部边缘的一狭窄海湾中
。

沉积物主要由一系列连接的近冰吉尔伯达型扇三角洲

的沉积组成
,

并与末端的板状和透镜状水下沉积互层
,

后者主要是冰筏的混杂陆源沉积物
、

碎

屑流沉积和水下砂与砾石组成
。

两种岩相组合都覆以由雨水冲洗的碎屑流和牵引流活动联合

形成的陆源混杂沉积物
。

在局部地方
,

此序列的上部曾被少量冰席迁移的间冰亚期所间隔
.

这些序列形成一广阔冰海沉积带的一部分
,

邻接爱尔兰东一中部鼓丘群
。

岩石地层学的变

化与鼓丘形成期间主要低地冰席蜂拥而来时到达冰川舌边缘的大量碎屑有关
。

这种类型的复

杂沉积连续层没有任何侵蚀间断
,

不能用作气候标记和地层对 比
.

六
、

卢瓦尔河悬浮石英颗粒表面结构变化
:

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 4 95

法国 M on t沁an 的卢瓦尔河中悬浮石英颗粒的统计粒径分布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按一

年的周期 (水文循环 )进行
,

以了解其季节变化
。

悬浮液中的砂碎屑冬季分选好 (平均中数 =

.0 69 ~
,

中值 = 0
.

65 一 0
.

9 5m m
,

分选值
a = 1

.

1一 1
.

35 )
,

以石英一长石质矿物为主
。

在夏季则

相反
,

碎屑为富云母的矿物
,

分选差 (平均中数 ~ 1
.

2 1 m m
,

中值 = 0
.

33 一 0
.

g s m m ,

分选值
。 =

1
.

4一2
.

0)
.

较粗碎屑的粒径显示出有随河流排泄量增至约 I OO0m 、 一 ”

时为增加的趋势
,

然后

又降低
,

悬浮砂中石英颗粒的扫描电子摄影显微镜研究表明有机械作用和化学作用特征出现
。

前

者 (贝壳状断裂
、

机械断裂和破裂 ) 以冬季泛滥时在近水面采集的样品中为主
;
后者 (溶解作用

坑
、

蠕虫状特征
、

氧化硅华
、

新生氧化硅和硅藻 )多出现在夏季底部水流采集的样品中
。

夏季
,

化

学作用发生于沉积物沉积作用之前
。

冬季被再悬浮的沉积物主要遭受物理作用 (磨蚀和摩擦作

用 )
。

所以在河流平均排泄量和低排泄量期间见到的是混合表面特征
。

但是
,

不完全排除这些

表面特征的源区继承性
。

于是
,

悬浮液中石英颗粒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可以恢复这些颗粒的历史
。

不过它也可提

供由化学和物理作用联合产生的河流石英颗粒的表面结构
。

七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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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心叫,二曰.二曰 t二,臼尸al勺比」沙淇沙丘向风侧风速和砂搬运的变化

回答

j 、
、

书评

(沉积地质学 >5 2 卷 1一 2 期 1 9 8 7 年 4 月

一
、

下二盛统表生碎屑和火山碎屑扇沉积的环境和成岩作用分析— 它们在西德

h e im 槽中铀矿化和成煤中的作用

S to Ck -

1

中欧二叠纪裂谷槽中广布砾岩一粉砂或泥岩序列
。

这些地层中普遍富含火山碎屑
,

它们部

分来自火 山锥的风化
,

部分直接与一定的火山脉动爆发有关
。

在盆地演化过程中
,

火山对沉积作用的影响逐断降低屯最下部地层有丰富的熔结凝灰岩和

火山泥流
,

而上覆地层则显示出从碎屑流沉积逐渐变为以河流为主的扇沉积
。

外扇沉积为粉砂

质沉积物
,

局部混有气降凝灰岩
,

含煤系
。

含煤宿主地层可分为四类
:

( l) 灰色粉砂岩
,

主要由非

火山碎屑组成
, ( 2) 灰至黑色层

,

由表外碎屑和火山碎屑组成
;
( 3) 硅化煤层

;
( 4) 砖红色石化木

.

这些碳质岩石中的矿石结核是由含在大量易变组分中的母体物质的活动形成的
。

可见四

种层控铀结核类型
:

( 1) 含铀煤透镜体
, ( 2) 含铀石化木残体 , ( 3 )含铀碳质火山碎屑砾岩 , ( 4) 含

铀碳质细粒凝灰岩 (
“
鱼眼

”
)

。

这些铀的堆积是在火 山碎屑物质和含煤地层的早成岩作用期间

产生的
。

中欧二叠纪沉积物有很大前景的原因是由于含金属的碳质岩石与供铀的火山碎屑岩

石紧密地舌状交互
,

在迅速沉降的盆地
,

它造成这些碎屑沉积物的双峰性
。

二
、

小喜马拉雅西姆拉群 (上前寒武系 )的沉积环境及其古构造意义 27

小喜马拉雅西部的西姆拉群由一岸进泥质三角洲序列组成
,

是晚前寒武纪期间由于一碳

酸盐陆棚垮塌建成的
。

西姆拉序列由厚约 1 5 00 m 的向上变粗的碎屑组合组成
,

可再分为巴桑

特普尔组
、

恰萨组和桑贾里组
。

碳酸盐似乎仅在底部的巴桑特普尔组
。

西姆拉群底部有三个亚

相
:

东北方的碳酸盐台地 ( 巴桑特普尔亚相 ) ,南边为有较多碎屑的浅水的 K un ih ar 亚相 ,向北

西为邻近断层崖的相对水深的 K a s h lo s 亚相
。

三角洲沉积的第一个信号在巴桑特普尔组中部
,

上覆的恰萨组发育最好
。

恰萨相的总体特

征为三角洲一前缘和分支河口沙坝
,

在这些地区分支河流的泛滥和陆棚风暴导致非常迅速的

沉积作用
,

而且几乎都在波浪基面之上
。

上部的桑贾里组是较厚层状的粗粒沉积
,

有较多的交

错层
,

代表三角洲台地和分支河道沉积
。

在上覆地层中环境有大的改变
,

该层以前认为是上桑

贾里段
,

现在分出来作为 J ag as 组
。

J gn as 相反映有较大的抬升
,

气候变为半干操
。

西姆拉三角洲的碎屑来自南边的印度地盾
。

大多数组分为成熟沉积物
,

偶有沉积的碳酸盐

岩屑和层内特征
。

如同断裂大陆边缘的特征一样
,

西姆拉群沉积期间断裂作用可能不断发生
.

三
、

与被动大陆边缘演化伴生的普遍而特征的沉积矿物组合 45

澳大利亚南部的 lB an hc e P io n t 组与世界范围的被动边缘的沉积序列 比较
,

有一共同的矿

物学特征
,

出现蒙脱石
、

斜发沸石和蛋白石
一

cr
。

与被动边缘演化伴生的火山喷发作用也产生

这一矿物学特征
。

四
、

弗朗西斯科和 hS im an ot 地 区缝石及其伴生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和沉积环境
.

65

加利福尼亚弗朗西斯科地区 1 22 个侏罗系一白垄系岩石样和 日本西南 hs im an ot 地区 24

个白至系样品的分析表明
,

健石及其与枕状玄武岩伴生的相关岩石富含 eF 和 M
n 。

eF
、

Mn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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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乘自热液活动
。

弗朗西斯科岩石的陆源
、

玄武岩
、

热液和生物端员组分的馏分分析结果表明
,

热液喷射造成铁和镁在岩石中的富集
,

和在硅质岩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

热液碎屑和热液元素

(如及
、

Mn
、

Nl
、

zn
、
Y 和 P b) 的标准化 iT o :

值的垂向变化显示了一种可能性
:

弗朗西斯科地区

的层状拢石沉积于某些活动洋脊之上或附近的热液域
,

年龄在 3OM a
之上

,

而且是增加在北美

大陆的洋壳的残片
.

相反
,

根据热液元素的标准化 iT 0 2

值的垂向变化和野外产状
,

推测 hs i
-

m a
nt

。
岩石是半深海环境 (如边缘的和弧间的盆地 )的沉积

。

五
、

阿根廷安第斯山晚古生代盆地冰海序列的沉积模式 1 09

可能是冰川成因的含混杂陆源沉积的晚古生代序列出露在阿根廷西部的三个盆地
:

(l )塔

里哈盆地 , (2 )卡林加斯塔一乌斯帕亚塔盆地
, ( 3) 巴塔哥尼亚中部盆地

。

塔里哈剖面有明显的

找海环境中的松软沉积物形变特征
。

在几乎全由块状杂基支撑的砾质泥岩序列中
,

分选良好的

砂岩透镜体普遍有滑塌倒转褶皱和钩状与拉张构造
。

该剖面总的向上变浅趋势说明了河流的

进积作用
。

下伏的细粒岩石代表静水前三角洲沉积
,

混杂陆源沉积指出了三角洲斜坡位置
,

夹

交错层状砂岩和砾岩的上覆红色泥岩相当于三角洲平原沉积
。

在加林卡斯塔一乌斯帕亚塔盆地
, H oy ad a

ve
r de 组是具少量重力流沉积的冰界冰海沉积

体系的最好实例
。

与漂砾地相关的块状杂基支撑砂质混杂陆源沉积岩
,

与砂岩和砾岩水道一

起
,

代表递变为冰下流冰硫物的搁浅冰沉积
。

含有坠石的薄层状杂基支撑泥质混杂陆源沉积岩

是重力再沉积作用 (碎屑流 )和冰筏作用的产物
。

砾质页岩代表局部有浮冰沉积的陆棚沉积
。

nA isl at 组有典型的低和高浊流为主的环境特征
。

底部混杂陆源沉积与碎屑流沉积相同
,

与具鲍

马层 b二
。
的向上变厚的浊积岩序列和有泄水构造的块状砂岩伴生

。

以上描述的两个剖面代表

从冰海沉积到由冰川碎屑水下再作用形成的重力为主沉积的端元
。

与混杂陆源沉积伴生的细

粒岩石含有海相化石
,

属于威斯特伐期 ( C
: )的 eL vi p us ut la 带

.

巴塔哥尼亚中部的混杂陆源沉积显然与具鲍马序列的典型浊积岩
、

再沉积砾岩和高密度

浊流砂岩伴生
。

砾岩和砂岩普遍有融合现象和内冲刷面
,

是复合水道的沉积
。

这三个盆地的含混杂陆源沉积序列的沉积模式
,

可以作为包含冰海
、

近滨和重力流为主环

境中相互复杂影响的更为广泛的模式
。

六
、

由扫描电子显微镜揭示的 s on 峡谷第四系的沈积环境 1 27

S on 峡谷第四纪沉积的石英颗粒风化而成的表面不规则性被用来解释沉积环境和搬运机

理
。

约 9 0%的石英颗粒有复合特征
,

因为它 们有遭受冰川一河流
、

水下和成岩活 动作用的表

面
.

温迪亚山的冰川物质
,

后来
,

(镇 1 0 0
,

000 年前 )在河谷中经历了冲积旋回
,

而河水的流速在

整个第四纪是变化的
。

成岩作用特征说明在土壤地表风化期间潮湿而温暖的气候产生了广泛

的化学特征
。

随地表温度增加的干旱气候与形成滚动表面有关
,

这是氧化硅溶解和再沉淀的结

果
。

在寒冷和干早气候条件下
,

仅以机械作用特征为主
。

七
、

短讯
:
风成石英砂粒的圆度 14 9

<沉积地质学>52 卷 3一理期 1 9 8 7 年 5 月

一
、

加拿大南部落基山下寒武统 G og 群
:

潮汐的或滨海的滨外陆棚沉积 15 5

下寒武系 G og 群的厚近 60 Om 的浅海细至粗粒 石英岩夹页岩出露在 Y ho 。 国家公园
,



188 9年 第2 期 国外沉积学期刊文献摘要选登

)

心
k

i n g
h oys e pa二

,

S p i r a l T u n n e l s 剖面
。

根据沉积构造所确定和解释的相为
:

( 1 )砂
、

页岩互层

— 远海沉积
,

夹粗粒底部水流沉积
;
( 2) 块状至纹层状页岩— 远海沉积

,

( 3) 砾岩— 风暴

沉积
; (4 )页岩中的层状一透镜状砂岩— 含远海或悬浮沉积物的床沙负荷沉积

, ( 5) 平板状交

错层砂岩— 小型
:

二维大波痕的床沙负荷沉积
;
大型

:

沙浪或沙脊沉积
,
( 6) 槽状交错层砂岩

:

三维波痕和大波痕沉积 ; (7 )低角度一水平层状砂岩— 浅水波沉积 ; (8 )块状砂岩— 分选很

好的沉积
。

也有大型的 (厚 l一 s m )侧向加积 ( eP isl on )沉积物
。

相趋势被解释代表滨外沙脊的迁移和

堆积
。

较大沙脊复合体由融接的单个沙脊组成
。

沙脊复合体的推积产生向上变粗序列
;
而沙脊

复合体的退后则形成向上变细的趋势
。

总的说来
,

序列特征末很好确定— 主要是沙脊和脊间

洼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

早寒武世大陆结构
、

地一月间隔和古海洋条件等理论上的认识
,

说明风暴在沙脊复合体的

侵位中是不重要 的
。

主要的滨外水流体系认为是潮汐驱动的
,

可能有次生的滨海或地转水流的

影响
。

剖面的厚度 ( > 5 0 0I n)
,

以及稳定的遗迹化石
,

说明 G os 群沉积在迅速沉陷被动大陆边缘

的浅海滨外陆棚地区
。

这与前太平洋边缘 (早寒武世以迅速地热力沉陷为特征 )的地球物理模

式一致
。

二
、

共国东北部一海岸障壁上的越浪和风成作用 1 83

在新英格兰地 区进行了越浪
、

风成作用和植被反应的野外调查以获得第一手定量数据
。

197 8 年 (2 月 6一 7 日 )的新英格兰雪暴导致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瑙塞特沙嘴产生块状越岸作用
。

容积测量表明多达 扭0 0扩 的越岸沙 (沙丘海滩的每一米上 )在事件期间被搬运越过障壁
,

在活

盐沼泽上沉积作用厚度为 1
.

6 5 m
。

虽然相当数量的沙因越岸作用而沉积
,

但更多的沉积物在

风暴间隔期间通过风成作用而再分布
。

吸 9 78 年沉积 的近一半的沉积物被滨外风吹回到海滩
,

相同数量的另一些沉积物则在明显的扇状地形周围堆积为沙丘
。

大而荒瘾的越浪冲洗坪在很

长时期没有植被
,

其底质不断遭受越浪和风的搬运
。

这些地区最终因经由最高洪水位线沉积物

开始的植物作用而成为新的主障壁沙丘的场所
。

三
、

印第安纳南部具风暴特征的向上变浅序列
: R a

哪 xC
e e k 和 H a r r o d s b u r g 灰岩 2 0 7

以前描述的由风暴产生的层理大多是硅质碎屑岩中的
·

此类特征在碳酸盐岩中也应是普
遍的

。

沉积在博登三角洲顶部伊利诺伊盆地东部边缘的密西西 比纪 (瓦尔梅世 ) R a m p rC ee k 和

H a rr od sb ur g 灰岩便有风暴形成的特征
。

白云质含晶腺的灰 R a m p cr ee k 灰岩含有向上变为泥质

的序列
,

普遍具冲刷底面
,

上覆粒状灰岩
、

泥粒灰岩
、

粒泥灰岩和潜穴泥岩
。

这些序列与好天气

浪基面之下由风暴浪形成的丘状层序相似
。

该剖面中部 (包括上 R a m p Cr ee k 和下 H ar r oo d s b ur g

灰岩 )含有成 因不确切的白云化泥透镜体
。

它们可能是由苔鲜动物和 (或 )未保存的藻的障积作

用形成的
。

H ar r ok s b ur g 灰岩与 R a m p cr ee k 灰岩渐变接触
,

主要由浅水沉积的粒状灰岩和泥粒

灰岩组成
。

低角度交错层理和削蚀面说明 H ar r od s b ur g 灰岩是前滨沉积
。

没有那一个组含有前

人提出的潮上沉积标志
。

其所含的动物群表明这两个组沉积时是开阔海环境
。

四
、

士耳其西部大门德雷斯河和 K uc u’k 门德雷斯河三角洲第四纪生长型式 2 27

详细的 3
.

5 千赫和单道地震剖面以及岩石资料表明
,

K
.

门德雷斯河和大门德雷斯河外的

大陆陆棚由晚更新世冰川作用期间推进三角洲沉积物组成
。

地震剖面表明
:

现代的陆棚坡折是

更新世末期三角洲的顶积至前积的过渡
,

以及在可能代表冰川海平面下降期间古三角洲推进

深度外至少有两个老的陆棚坡折
。

陆棚坡折和现代 7 0m 等深线间一般没有海岸进侵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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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最后的冰期后海侵是迅速的
.

。

在 7 Om 等深线和现代岸线之间有几个相互叠瓦状叠置的透

镜状地震单位 ;它们被解释为海进三角洲和海洋沉积物
。

随着海侵作用
,

大门德雷斯河和 K
.

门

得雷斯河三角洲重建于古海湾的头部
。

考古学和历史依据表明
,

6 0 0 0年前与 2 0 0 0年前之间
,

这些三角洲在一以河流作用为主的狭窄地堑内推进
。

从 2 0 0 0 年前至现代
,

三角洲推进相对缓

慢
,

约 50 0年前出现滩脊一沙丘体系
。

现代三角洲以波浪作用为主
,

推进作用已大大受阻
,

地

堑快速加宽为海岸障积
。

地堑内构造控制的挤压地区极可能是盆地沉陷期间沙的最佳沉积地

带
。

五
、

沙和砂岩中颗粒的方位
、

形状和大小一岩石薄片中图象分析 2 51

以图象分析体系为基础的计算机被用来测定岩石薄片中颗粒的方位
、

形状和粒径分布
。

蒙

特卡洛模拟允许对微粒效应 (薄片边缘的颗粒有较小的视直径 )进行粒径分布校正
。

已对现代

和古代样品中来自薄片的粒径分布和筛分所得的粒径分布进行了比较
。

不同的颗粒形状参数

已与瓦德尔公式进行了 比较
。

由一个样品的不同切面的薄片可以很容易测得颗粒方位
。

颗粒

方位资料有助于测量古水流方向
。

六
、

西德埃姆斯河地带魏克塞尔期 aT l sa dn 中河流至风成层序的沉积学特征 2 73

这里提出的是埃姆斯河地带魏克塞尔期 T al sa dn 中河流至风成层序的沉积学研究
。

在所

研究的露头中从底至顶连续出露两个河流单位
:

一风成层 ,一风成一湖泊单位和一次要的风成

沉积物
。

风成相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风的沉积作用
。

下部风成擎位具水平交替层理
,

可能是平

均地面风强度周期变化和季节性冻结地面春季消溶的结泉
;
北海盆地的暴露部分是这类沉积

物的沙和粉沙的主要来源
.

上部风成单位以低沙丘或沙席为特征
,

有倾斜
.

层理但以板层状纹层为主
。

它通常堆积在不

能形成粘结层理的干燥的沉积表面
,

地表风速一般是高的
,

而在一年内的分布已较以前均一
。

沙的供应来自紧靠沉积区酌源区
,

且 日益增多
。

风成 一湖泊单位的沉积是上述低沙丘侧向迁

移的结果
。

在这过程期间
,

沙亦吹入静水塘水
,

然后遭受重力滑动
。

在 aT lsan d 中见到的从河流至风成沉积体制的改变
,

主要是由于强风和 冻土消溶造成的

水面下降二者联合作用的结果
。 `

七
、

印度西孟加拉平行交错层理古土壤— 一种风成特征 299

更新世风成沙丘 (特别是海岸沙丘中 )中沿交错层理周期出现古土壤是广为人知的
。

这些

古土壤是沙丘在数千年迁移的中止期间形成的
。

印度西孟加拉 aB k k ha ll 海滩的新近沙丘中已

见有具相同关系的古土壤 ( por t
, 15)

.

这些沙丘年迁移速率的计算表明
,

风速季节减低时形成

古土壤
。

由于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可兹类比的季节风动力变化
,

因此风成沙丘中此类年度古土壤

很可能也是广布的
,

特别在温湿地区
。

不是水下床沙负荷的平行交错层理古土壤
,

提供了认识岩石记录中风成沙丘沉积的潜在

工具
。

成熟的古土壤显然需要长期气候旋回 (如冰期中所见的那些一样 )
,

因此它在地层记录中

不普遍
,

而季节性古土壤则是普遍的
。

由于其它风成特征非常非常的少
,

所以这些以古土壤为

标志的再作用面在识别古代风成沙丘沉积中特别重要
。

八
、

书评 (略 ) 3 0 9

成都地矿所 李文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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