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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颗 粒 灰 岩 的 成 岩 环 境

标 志 和 成 岩 序 次

余素玉 苏南茂

( 中国地质大学 )

一
、

前
、

一
~ ~

口

追朔至 19 世纪
,

首次将成岩作用术语引入文献要推 M
o r e s b y ( 2 5 3 5 ) 和 G u m比 e l ( 一5 6 5 )

,

后

经 w ia ht er ( 18 9 d )及其后很多学者研究才得以广泛使 用
。

而有关碳酸盐成岩作用的专题研究仅

是三十多年的历史
。

开始是成岩阶段分析
,

侧重在
“

时间
”
上研究成岩作用

。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

后
,

随着开展大量现代碳酸盐沉积工作
,

对碳酸盐矿物学和流体化学研究的 [J 益深入
,

才从
“

空

间
’ ,

变化和分布上讨论碳酸盐成岩作用
,

即进行成岩环境研究
。

lll in g ( 1 9 5钓研究巴哈马群岛海滩岩的胶结作用时
,

发现它们的胶结是在暴露地表条件下

发生的
;
rF i ed m an ( 1 9 6 4 )提 出了有关大气下成岩作用概念

。

于是大陆成岩环境这个概念首先树

立起来
,

紧接还进一步研究了该环境的鉴定特征 (包括稳定同位素证据 )
。

随后一些研究者也注

意到海底成岩环境的研究
,

例如 eG vi rt z 和 rF i ed m an ( 1 9 6 6) 发规红海底碳酸盐沉积物中有纤维

状文石胶结物
。

uB ht ur st ( 1 9 6 4
, 1 9 6 6 )也注意到泥晶化作用是在海底条件下出现的

。

直到七十年

代初
,

由于改进了海底研究方法和手段
,

海底成岩环境的研究才有明显进展
。

与此同时还开始

了深海成岩环境和地下成岩环境的探索
。

7 0年代至今
,

建立了展示各种环境特征 (或标志 )及其在空间上分布规律的碳酸盐成岩环

境模式 (表 1
、

表 2 )
。

1 9 8 0年 oL
n

gm an 进入深入的研究
,

提出浅海碳酸盐成岩环境因海平面逐

渐下降一上升发生变化或经历
,

认为如果产生在每种成岩环境中的可识别的结构没有严重改

变早期的结构
,

就可确定成岩序次
。

随之
,

可提供预测碳酸盐岩孔隙趋势的线索
。

当今该项研

究领域的核心仍是
:

成岩环境模式和成岩序次在古代碳酸盐岩中如何建立和应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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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成岩环境划分对比表

a T ble 1 T l、 e c la ss i llca tlo o na f d lge ne
c tl

e n vl ro nm e n ts

FFFa i i g r b r。。 同生成岩作用带带 表生成岩作用带带 变生成岩作用带带

(((1 9 6 6)))))))))

BBB匕山U 怡 ttt海底成岩环境境 大气成若环境境 深地壳成岩环境境

(((19 71 )))))))))

BBB达 tt等等 海底成岩环境境 地表渗流带和地地 地下深处成岩环境境

(((1 9 7 2))))) 下浅处成岩杯境境境

FFFO坎坎 海底成岩环境境 大气成岩环境 (渗渗 地下成岩环境境

(((1 9 7 3 ))) (潮间
、

潮下
、

礁
、

深海 ))) 流
、

潜流 )))))

LLL心U C kSSS 海洋成岩环境境 大气和混合合 区域地下水流动成岩环境境

(((1 9 7 7 ))))) 带成岩环境境 深地下成岩环境境

BBBu rg侧治治 海底成岩环境境 大陆成岩环境境 地下成岩环境境
(((1 9 79 )))))))))

切切 n夕a n nnn

海水潜流带带 淡水渗流带带 深地下成岩环境境

(((1 9 80))))) 淡水潜流带带带

淡淡淡淡水一海水混合潜流带带带

强强子同
,

郭一华华
、

_
_ 、 _ _

… _
. 、 _

混
. _ . _

… _
. ___

区域地下水水 深埋藏藏
((( 1 98 0 ))) 拇服成宕环境

*

大陌成宕外境境 成岩环境境 成岩环境境
~~~~~ _

、
_

二 _ _ 。

_ ~ 甘
_ ,

_
、
` _ _

.

_
、

“
___

(活跃
、

停滞 )))))
(((((酬川

、

伐姆
、

礁
、

珠姆 ) ~ (大气莎流相大气借流 )))))))

带带带带带带

笔笔者 ( 19 85 ))) 海底成岩环境境 大气成成 淡水渗流带带 浅埋成岩岩 深埋成岩岩

(((((潮间
、

潮下
、

礁
、

深海 ))) 岩环境境 淡水潜流带带 环境境 环境境

淡淡淡淡淡水一海水混合带带带带

二
、

唐山地区张夏组鲡粒灰岩

成岩环境模式和成岩序次

该区张夏组颐粒灰岩总厚 86
.

s m
,

全组可分成三段
:

中上段中一厚层状的鲡粒灰岩占该段

总厚近半
,

常与薄层微晶灰岩
、

云纹灰岩互层
,

往上 尚见与云斑灰岩过渡
,

夹较少页岩
。

下段鲡

粒灰岩呈中厚层状
,

夹于薄层微晶灰岩和页岩之中
,

页岩较多
,

鲡粒灰岩量约 占下段总厚的

l l

3 4

。

按这类灰岩沉积特征 (表 3) 分析
,

张夏组 下段属潮下泻湖和低潮间坪沉积
,

中上段则

为高潮间坪沉积
。

据其垂向沉积层序特征
,

张夏组总的是一海退过程
,

自下而上为潮下泻湖一

低潮间坪一高潮间坪序列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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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成岩环境标志对比表

Ta b】 e Z C侧 m洲 d扣 n of t h e e讨 d e n cs e of d ia醉 net l c
e n讨 n o r

m e n扭

成成岩环境类型型 成 岩 环 境 标 志志

胶胶胶结特征征 白云石及其它碳碳 共轴生长长 泥晶化特征征 其它它

酸酸酸酸盐矿物特征征征征征

海海底成岩环境境 呈等厚纤维维 纤 维状方 解解 ①共轴 生长长 生物碎屑
、

内内 胶结物含镁镁

状状状环边结构
,

横横 石 中出现徽 品品 边上有 藻菌钻钻 碎屑及其它颗颗 高
、

含惚 低
,

富富

切切切面为多边形
,,

由白云包体 (调调 孔孔 粒形 成保 存原原 含 C 和 0 重 同同

彼彼彼此缝合状接接 整白云化作 用用 ②棘屑共轴轴 始形 态的泥 晶晶 位素全岩
:::

触触触
,

(在古代岩岩 而成 )沉积物中中 生长呈嵌 晶结结 套
,

未泥晶化部部 + 0
.

4 7 5阶6 1弋弋

石石石中仍保留 ))) 均为 文石 和高高 构
,

而其它顺粒粒 分 易溶 形成粒粒 一 0
.

7 5编61勺勺

镁镁镁镁方解石石 有压实实 内孔或被充填填填

③③③③③ 介形 虫的的的的
部部部部部分共轴生长长长长

大大大 淡水诊流带带 ① 呈新月形形 均为无铁 低低 定向性共轴 生生 罕见见 jjj

气气气气 和悬垂状 (或重重 镁方解石石 长
,

但不发育
.....

具诊流豆粒粒

成成成成 力形 )胶结结构构构构构 和粉砂
,

近土壤壤
岩岩岩岩 后者有一 定的的的的的 带

:::

环环环环 定向性
。。。。。

一 4
.

Ose
一 一

8
.

0沁沁

境境境境 ②在顺粒 周周周周周 6 13CCC

围围围围呈细小均 匀匀匀匀匀 一 .3 0一
一
4

.

0喻喻

的的的的菱面体镶边
。。。。。 61 . 000

淡淡淡水潜流带带 ①呈较大的的的 棘屑均 匀地地地 胶结 物含高高

镶镶镶镶嵌 状亮 晶方方方 向外共轴生长
,,,

镁或缺铁胶结结

解解解解石胶结物物物 加大 部分无泥泥泥 物
:::

②②②②在上 述细细细 晶化现象
.....

+ 3
.

0阶 61祀祀

粒粒粒粒胶 结物后的的的 最发育育育 一 2
.

0阶 61
勺勺

叶叶叶叶片状方解石石石石石石

胶胶胶胶结物物物物物物

淡淡淡水一海水水 在淡水 末端端 混合白云石石石石石

混混混合带带 的混合带 同淡淡 化形成 自形 透透透透透

水水水水潜 流带 在海海 明的白云石
,

内内内内内

水水水水末端的混合合 咸外淡
.

故外较较较较较

带带带带同海水潜 流流 内透明明明明明

带带带带 (即海底成岩岩岩岩岩岩

环环环环境 )))))))))))

地地下成岩环境境 ①具 直线 形形 白云石粗
,

自自自自 低镁 高铁形形

接接接触 的粒状 亮亮 形透明均好
,

铁铁铁铁 成缝合 线并伴伴

晶晶晶方解石胶 结结 方解石胶结 物物物物 生铁白云 石和和

物物物粗粒粒 常见见见见 铁方解石石

②②②连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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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海退型沉积模式基础上
,

依据不同段颤粒灰岩残存的各成岩环境标志
` ,

可知中上段

鲡粒沉积物在经历短暂的海底成岩环境后
,

随即进入淡水
一

海水混合带和大气渗流
一

潜流带 (因

海平面逐渐下降 )
,

故海水潜流 (海底 )标志不发育
、

泥晶套薄
,

而后两带标志明显
,

可见
:

表 3 唐山地区张夏组鲡粒灰岩沉积特征

aT b le 3 5 记 lm en atr y f e a tur es
o f o o li t ie ll m es t o n cs in t he hZ

a n
gx 认 F o r m a t io n i n t h e T a n g , h a n a r

ea

沉沉 ,

巍气气
下 段段 中 上 段段

鲡鲡粒灰岩岩 放射颤和 同心放射鲡
,

前者粒径 <<< 放射鲡 (细径 )为主
,

同心
,

放射鲡少少

和和变化化 0
.

8~
,

含量较多 ; 后者 > 0
.

8
~

一一 见
。

连生鲡较常见
,

单晶和多晶颤较较
11111

.

37m m
,

较少
。

连生鲡少见
,

鲡粒云云 多
,

鲡粒云化较常见
。。

化化化较弱
。。。

沉沉积构造造 具粗细鲡构成的递变层理以及鲡富富 下部见递变层
,

且含少量条砾状内碎碎

集集集显示的水平层理
。

递变层底部常含含 屑
,

往上未见
。

仍见条带
,

分布不均均

条条条砾状内碎屑及顺层排列有时分叉叉 匀
,

但顺层排列
。

有的条砾棱角状
,

且且

或或或断续分布的泥灰质条带
。。

在下层见虫孔及溶孔
。。

海海绿石石 常见
,

高含量可达 8%
,

有的碎屑状海海 少见
,

一般含量 1%左右
。

生物内模状状

绿绿绿石略显层状富集
。

生物内模状海绿绿 和碎屑状海绿石共生
,

前者较少且较较
石石石较多

,

有的较完整 (介形虫
、

三叶虫虫 破碎
,

有的完全是碎屑状海绿石
。

一一

状状状内模 )
,

有的常与鲡粒同径
。

还有团团 般分布于填隙物微晶基质之中
...

粒粒粒状海绿石与之共生
.....

化化石组合及及 三 叶虫较多
,

半自形
,

常呈碎条状他他 三叶虫呈碎条状
,

海百合茎明显减减

其其它颗粒粒 形
。

海百合茎常见
,

个别含量到 10 %
。。

少
,

介形虫亦少见
。

有较大的双壳类类

其其其次有介形虫和双壳类碎片
。

尚见表表 碎壳
,

可见泥晶套
。

有表附藻
,

局部有有

附附附藻
。

条砾状内碎屑较多
,

呈凸镜体体 柱状叠层石
,

但不发育
。。

或或或较集中分布在该段底部层位
,

往上上上

也也也有出现
。。。

填填隙物物 微晶为主
,

常混有石英细粉砂
,

可能能 微晶为主
,

混入少量细粉砂
,

可能有有

部部部分为渗流粉砂
.

局部有亮晶方解石石 少量渗流粉砂
。

较多的亮晶方解石胶胶

胶胶胶结物
。。

结物
,

有的壳晶呈栉壳状
。。

共共生的岩石石 鲡粒灰岩下伏常是紫色页岩
,

其上则则 颤粒灰岩单 层厚 度较大
,

可至 1一一

是是是较薄的含少量化石的微晶灰岩
,

再再 s m
,

中夹较多薄层的微晶灰岩
,

上部部

上上上又是紫色页岩
。

页岩较厚可达 Zm
,,

为云条
、

云纹及云斑灰岩
。。

单单单层鲡粒灰岩厚 0
.

4一 。
.

s mmmmm

(一 )出现的单晶鲡和多晶鲡在阴极发光显微镜下未见原始的同心
一

放射状组构
,

而为锯齿

状不规则边缘
,

所显示的方解石发光颜色 (桔红色 )稍深于内部方解石颜色 (偏桔黄色 )
。

据此
,

它们应为充填鲡
,

表明溶解文石和沉淀低镁方解石的作用明显 (图 2 )
。

(二 )可见细粒环边方解石胶结物和重力型及新月型胶结物
,

尚见渗流粉砂
。

(三 )颤粒白云化强烈
,

已成云化鲡
,

但胶结物无云化影响
,

表明胶结作用前
,

鲡粒曾遭受混

合白云化作用
。

形成的白云石晶粒较粗
,

自形程度高
,

有雾心
,

说明由内向外海水逐渐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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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 沉积模式

阴 卜;与副 ,
低潮间坪

l

}

二幕易多飞瑟

高潮 I、: JJI
`

中段上

毛扩
,

一

。冒霆树黔睿罗

段下

图 1 唐山地区张夏组沉积层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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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某些鲡粒灰岩上突然多见虫孔和溶孔以及不平整的表面
,

甚至其上见较暗色的棱角

状内碎屑
,

显示 间歇性露出水面的淡水渗流带和海水潜流带 (潮间海底面成岩环境 )交替的特

点
,

可能为古海滩岩
。

图 2 单晶颇状和周边特征图边缘呈锯齿

状
,

颜色较深
,

张夏组中上段
,

单偏光
,

鲡粒

直径 1
.

s m m
.

F堪
.

2
.

hT
e s ha 讲 a n d ep

r jhP
e r

ia f ea tu
esr of a

is n以--e cr y s alt
o o ld w 加 e h 坛 d a 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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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lo u r
目 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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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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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场 ir z
目 il hg

t
·

hT
e u P讲 r an d 而 d id

e

m em 比sr of ht e
琴h a n g心 a oF n的 a t lon

·

由于海面上升以及地壳下降
,

中上段鲡粒灰岩又经历了淡水潜流带和地下成岩环境
,

其证

据有
:

(一 )棘屑加大较发育且无定向性
,

呈对隙或周边加大
,

边缘无泥晶化现象
。

(二 )在单晶或多晶充填颤石间生成叶片状方解石胶结物
,

重结晶呈叶轮状的放射鲡亦是

如此
。

这些方解石胶结物在孔隙内为锯齿状接触
,

剩余孔隙 (在中心 )又被中一粗晶方解石充

填
,

后者可能是地下成岩环境的产物 (图 3 )
。

(三 )单晶充填颤局部白云石化
,

可能经地下混合白云石化作用形成
。

有的可见缝合线
,

为

地下深埋环境压溶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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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放射鲡的胶结特点
,

张夏组中上段
、

单偏光
,

下方具泥团核心的放射鲡直径二

0
.

g m m

iF g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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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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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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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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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组下段鲡粒灰岩因海退露水面经受短期大气淡水作用后
,

很快被高潮间坪沉积物覆

盖
.

加之离海平面较近
,

时有向岸海水进入
,

淡水标志并不发育
,

如充填鲡极少见
、

鲡粒 白云石

化微弱
、

渗流粉砂也少
,

亮晶方解石较为少见
·

其内较多微晶基质
,

由于淡水冲洗镁套的作用微

弱
,

在岩石中很多仍呈 < 如 m 的泥晶状
,

少部分重结晶成微亮晶 (图刁)
。

图 4 鲡粒孔隙内的泥晶基质张夏组下段
,

单偏光
,

最小鲡粒直径~ .0 s m m

R .g

力 l e

4
.

M沁 r i红e ma
rix i n r加 op

r
es

o f oo id
·

mj
n jm u m oo jd js 0

.

5 m m i n d la m e把 r
.

lP a n e 一

加 la r i z记 月hg t
,

hT
e lo w e r m e m be r of ht

e

hZ a n

叨
a 凡

r fn a t io n
.

综上所述
,

本区张夏组鲡粒灰岩自下而上为海退沉积层序
·

分别处于高
、

低潮间坪的鲡粒

灰岩从沉积到成岩
,

经历的成岩环境即成岩序次很不相同
。

现今显现的成岩结构
,

实际上是叠

加了各带留下的
“

痕迹
” ,

故在不同段鲡粒灰岩内
,

因成岩序次差异造成的
“

痕迹
”

都可以预测或

验证的
。

按图 5 所示
,

左方分别是海退条件下高
、

低潮间坪 (或中上段及下段 )的成岩序次和成

岩模式
,

显示的
“

痕迹
” ,

与上述的证据接近
。

右方则是海进前提下同是高
、

低潮间坪沉积物的成

岩序次和成岩模式
。

由于它们将不经历或短暂经受大气成岩环境的流体化学作用
,

因而长期连

续处于海底成岩环境
,

所以留下的海水潜流标志
,

例如泥晶厚套和铸型
、

未见充填鲡
、

具等厚环

边的纤维状方解石胶结物以及棘屑共轴生长有藻菌钻孔等
,

是明显和发育的
。

此外
,

本区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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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海进层序
,

因此沉积期间虽有短暂水进也不足以留下上述
“

痕迹
” 。

按 oL gn ma (n 19 8 0) 研究
,

成岩序次与孔隙演化的关系极为密切
。

他曾指出
,

在海退条件下

近岸浅海沉积的典型成岩序次随着沉积物经历的海水潜流 (即海底成岩环境 )一淡水潜流带一

淡水渗流带
,

之后又因海平面上升又经历海水潜流带
,

原生孔隙度在上述过程中自 45 %逐渐

降低
。

但在进入文石不饱和带而发生改变后的淡水潜流环境
,

由于淋滤作用可以产生次生孔

隙
,

可使已下降至 10 %的孔隙率增到 20 %
。

因此
,

对碳酸盐岩进行储集性能的研究
,

必须进行

成岩环境及成岩序次分析
。

图 5 唐山地区张夏组鲡粒灰岩成岩环境模式和成岩序次

一海进方向

~ 海退方向

A一淡水渗流带

B一淡水潜流带

c一海水淡水混合带

D 一海底成岩环境或海水潜流带

E一区域地下水带

F ee 深埋带
地下成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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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 d e e p-ly bu ir de OnZ eS

su 加 u r加 ca 以明 e n . t ic e n v 肚o n m . n t s
·

三
、

泥晶方解石胶结物的形成

及其与泥晶基质的鉴别
自 F O I卜( 19 5 9 )将碎屑岩结构引入碳酸盐岩提出碳酸盐岩成因分类以后

,

便对颗粒碳酸盐

岩中泥晶 (或微晶 )方解石基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

这种泥晶方解石一般小于 4林m
,

电子显微镜

下呈大小不均匀的晶体
。

晶间界线可以是平直的
、

弯曲的
、

不规则或缝合线状的
。

19 6 2 年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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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结构图谱
,

认为这些泥晶基质含量能反映环境水流的扰动程度
,

随着扰动增强
,

泥晶基质

含量减少
,

关于以泥晶方解石基质 (或灰泥基质 )反映环境水流能量的形式有两种
: 1

.

亮晶 /灰 ,

2
.

顺粒 /灰泥 (即粒基比 )
。

除福克最初分类应 用以外
, D un h aln 也以此作为划分泥支撑和颗粒

支撑的依据 ,助 ihg t on 和 eP dn xe 介 n
等人分别以粒基 比 9

: 1
、
1 : 1 以及 1 :

9 对岩石进行命名
,

还有 lP u
而ey ( 19 6 2) 等人以颗粒 /灰泥的比值定量

,

作为环境水流强度的能量指数
。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
,

研究者发现泥晶方解石不尽然是反映水流冲洗弱的机械混入物
,

它们

既可以与渗流粉砂一起带入粒间
,

又可作为成岩早期较快速沉淀的胶结物
,

此外尚见其因藻类

粘结作用而被捕获和固定在颗粒间
。

沙庆安等人 ( 197 7
,

19 7 8 ) 在研究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的海滩岩时就指出
,

该岩石内存在泥晶

方解石胶结物
。

认为这些胶结物是在潮间
,

因气候较干燥
,

沉积物又间歇性露出地表
,

通过蒸发

作用
,

隙间水快速达到过饱和沉淀了泥晶文石或镁方解石胶结物
。

尔后在迅速被埋藏情况下 ,

转化为泥晶方解石或微亮晶方解石保存下来
。

笔者曾对山东张夏地区徐庄组含铁颤粒灰岩以及唐山张夏组鲡粒灰岩进行观察
,

发现泥

晶一微亮晶方解石胶结物位 于鲡粒壁细粒或细柱环边 (指对隙环边 ) 之后
,

或直接沉淀在孔隙

内壁
,

在此基底上 又充填了粗晶 (或中晶 )方解石 (图 6 )
。

这种世代性特点
,

反映其经历成岩环

境流体化学的变化
,

第一世代细柱胶结物表明沉积物首先进入海底成岩环境
,

因时间不长不甚
、

发育仅显部分环边
。

而上述沉积物是处于潮底海底
,

频繁地间歇性露出地表
,

在气候较为干燥

情况下
,

类似海滩岩内快速沉淀的泥晶胶结物
。

最后因海进很快被埋藏进入地下成岩环境
。

图 6 具泥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颤粒灰岩
.

泥晶向孔隙中心见亮晶方解石充填 (右半部明

显 )
,

张夏组中上段
,

单偏光
,

右方最大放射颤直径

~ 1
。

3 m m

iF g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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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u P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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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年苏南茂曾对广西涸
.

州岛进行过短期考查
。

初步观察到
,

这里的海滩岩主要分布在岛

北部潮间带到潮上带
,

从下后背塘一北港一大沙滩连续分布
,

最宽达 5 00 m 左右 (北港 )
,

最厚

达 6 m (横岭 )
。

但在潜水面之下 5 0 c m 左右
。

沉积物仍然是疏松的
,

南部的炮岭
一

西拱手的潮间

岩受海水侵蚀仅有少量残留
,

呈断续分布
。

涸州岛海滩岩组份有陆屑
、

生屑和泥晶及亮晶胶结物
。

陆屑主要是长石
、

石英和玄武岩屑
。

碎屑粒径 > 2 ~
,

玄武岩砾石可达 5 c m
,

一般在 2一 4 m m
,

分选较好
,

但磨圆次圆一次棱角状
。

生物碎屑主要是珊瑚
、

双壳类
、

棘皮
、

苔醉以及有孔虫等
。

生屑大小在 2一 50 m m (多数 )
,

个别珊

瑚碎屑可达 10 c m 以上
。

在同一层 内
,

分层较好
,

磨蚀较强 烈
。

以上这些造礁和喜礁生物均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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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四周的现代珊瑚礁体
。

海滩岩胶结物有亮晶方解石和泥晶 (文石仰方解石类待进一步测定 )
。

岩石呈颗粒支撑
,

接触式及孔隙式
,

上述沉积一般已硬结
,

成为当地建筑石料的基本来源
。

该岛

碳酸盐沉积物的胶结作用具明显分带性
:

潮下带基本没有进行胶结
;
潮间带沉积物的胶结物是

泥晶碳酸盐矿物 (以蕉坑海滩岩剖面为代表 ) ,而潮上的胶结物几乎全是亮晶方解石 (以横岭剖

面和北港剖面为代表 )
。

图 7 泥晶胶结物形状

泥晶呈半自形粒状
,

粒径仅为 0
.

4一 0
.

6“ m
.

扫描电子显徽镜照片
,

蕉坑潮间带
,

H一 1
.
又 3 0 0。 ,

F运
.

7
.

S E M尸 of n U e r i t ic c e幻。 e n .st

T he m立e r iest 刘 t h a gr an 立
日七。 ar n g e f r o r n 0

.

4 t o 0
.

6 “ m a er

su b h ed
r at a

nd g r a n
曲

rI
.

H一 l
,
X 3 0 0 0

.

J达 o k e
gn in t e rt 记 ia onz

e
.

潮间带内的泥晶胶结物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呈半自形粒状
,

粒径仅为 0
.

月一 0
.

6、 m (图 7 )
。

其产出形式有三种
:

①在颗粒表面呈薄环边
,

厚度近等
,

孔隙连通
; ②断续厚环边式

,

孔隙边缘

较平滑 (图 8 ) ,③泥晶填满孔隙
,

呈孔隙式胶结
。

此外
,

在生物空腔内也出现同样的胶结特征
。

潮

上带的亮晶方解石胶结物
,

晶粒大小 0
.

5一 1
.

s m m
,

接触一孔隙式
,

在颗粒表面偶见残留的泥晶

胶结物
。

上述特征表明潮间带形成的泥晶胶结物
,

因海平面下降进入潮上
,

在淡水作用下大部

分不稳定的文石或镁方解石溶解
,

尔后沉淀亮晶方解石 o’ 据此
,

在海退系列 中潮间形成的泥晶

胶结物难以保存
,

只有在海进条件下
,

已被泥晶胶结的岩石较快速埋藏
,

泥晶文石或镁方解石

经新生变形作用缓慢转化成泥晶或微亮晶方解石
,

并保存其特出特点
。

综上所述
,

泥晶方解石胶结物在近地表成岩环境或近岸潮间岩中确实存在
,

而且可以保存

在岩石内
。

因此
,

以泥晶方解石含量作为水流能量准则就要慎重
,

这里必须进行泥晶基质和胶

结物的鉴别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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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位于珊瑚砂之间的泥晶胶结物 (m )

黑色为残余孔欧
、

未充填
。

焦坑潮间带
,

H一3
.

止交偏光
, `
卜倍镜 ( 功义 8)

F gj
.

8
.

M lc r i it e ce m
e n st w主如n c o r已 sa n d (m )

.

T七e b la c k 加 dj aC tes r e il Ct 即 res
, u nf 山 ed

.

H 一 3
,

1 0义 5 C r

~ 卯l a r坛ed il gb t

经初步观察
,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以下差异
。

泥晶方解石的胶结物与基质的差异

A
.

泥晶方解石胶结物 B
.

泥晶方解石基质

a
.

泥晶较均一
,

极少混入粉屑 ,呈半自形晶粒状 ,

孔隙一接触式
,

少见墓底式
,

岩石呈颗粒支架
.

b
.

纯化学成因的胶结物有机质少或无 ; 生物成因

的胶结物
,

在泥晶中可见藻菌成因的丝状物 (近

黑色 )

。 产出特点
:

1
.

环边式
,

近等厚连续或断续
,

向中心有剩余孔
.

晾

皿
.

有世代性
,

可位于第一期栉壳之后或直接沿

内壁分布 ,在近居中的剩余孔隙中又可充填亮晶

方解
,

其与泥晶胶结物界线平滑
,

晶粒较粗无逐

渐过渡现象 ,

1
.

全为泥晶胶结物充填的孔隙式 ,

w
.

在机械充坟的基质之外有文石针环边
,

再外

沉淀泥晶胶结物 ,

d
.

同位素值可能
:
+ 4

.

7 5沁 61犯

一 0
.

7 5监 6`勺

` 保存在海进系列的岩石中
。

a
.

泥儡不均一
,

混入较多粉屑 (如陆屑和生屑 ) ;

呈碎属状他形 ,填隙一基底式
,

呈泥支架
。

b
.

泥晶中有机质少一多 (潮下多 )丝状物偶见
。

.c 产出特点
:

1
.

常见
“

基底式
”

或
“
示底式

”

1
.

未见世代性
,

常重结晶成微亮晶
,

或不变 ,

皿
.

也见孔隙式
,

再按以上其它特征区别
。

.d 同位家值待知

e
.

海进
、

海退系列中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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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区别的图解可见图 9
,

图示符号与上述对比说明一致
。

A
.

泥晶方解石胶结物 B
.

泥晶方解石基质

曦卿颤
C一 I

护 ,
.

1

c二 兀

c匕作

图 9
.

泥晶胶结物和基质

徽观特征示意对比图

iF g
.

9
.

反 h e

hal
t ie 比运 g r a

ms

迅 u s t r a

itn g m l“ of ae加
r
既 of

m i e r l石C c e m e n t a n d 口以 t r议
。

副酬潺叠夔藏

存在问题

1
.

关于成岩序次与油气储集性关系的研究
,

尚待进一步实践和深化 ;

2
.

在颗粒碳酸盐岩中泥晶方解石胶结物和基质的鉴别还不够全面
,

地化方面区别特征有

待进一步测试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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