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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西兰白至系 M an ga po iK a
组

:

聚敛边缘的海底扇沉积作用 1 55

新西兰北岛东南部 eT A w iat i 附近中白蟹系的 M a n a
po k ia 组 ( aP h ao a

群 )由固结的无化

石的砂
、

泥岩互层组成
,

含少量砾岩
、

粗砂岩
、

含砾砂岩
、

含砾泥岩 (陆相沉积组合 )
,

以及少量

玄武岩
、

杂色泥岩
、

健石和泥晶灰岩 (洋底组合 )
.

根据岩性
、

层厚和儿何形状
、

砂 /泥比
、

粒径和内部沉积构造将该沉积组合分为 7 种岩

相
。

相 1( 总露头的 10 一 15 % )
,

包括所有 比砂级粗的沉积物
,

由以下 7 个亚相组戍
:

粗粒透

镜体和侵蚀层 (亚相 I IA )
、

中粒 l( 灿 )和细粒 (1 iA ii) 碎屑支撑砾岩
,

粗砂岩 (1 lA v) 和含砾砂

岩 (l A v )
,

均具不同类型的粒序层理和沉积构造
,

全系高浓度浊流或底负荷惯性流沉积 ;少

量混乱砂或泥杂基支撑的砾岩透镜体 (亚相 BI i) 和具明显沉积后再活动特征的层 (亚相

I B 五)代表碎屑流沉积
。

夹少量泥岩的砂厚透镜体 (相 2) 是大流量惯性流 (可能是颗粒流 ) 的

沉积
。

相 3是最为普遍的岩相
,

由侧向延伸较广的
、

中等厚度的砂岩和 泥岩交替的粒序层组

成
,

具极少的鲍马层序
。

它们是近源浊积岩
,

其沉积环境较相 1 和相 2更近末端
。

薄层状 (相

4) 和极薄层状 (相 5) 的砂
、

泥岩互层和夹少量砂岩的以泥岩为主的层序 (相 6) 沉积于水道间

洼地
、

水道天然堤上
,

或远离高浓度水流的地区
。

普通含有火焰构造的极少不连续粒序层状

砂岩 (相 7) 夹砾岩相代表水道内浊积岩
。

可以见到较低的内海底扇水道— 越岸流组合 (相组合 A )
、

内一中海底扇水道— 叶

状体组合 (相组合 )B 和中扇组合 (相组合 c)
。

反映内扇水道杂岩大规模迁移的两个大型进

积的相组合叠置在众多小型沉积旋回之上
,

后者是 由内扇和 中扇环境中大量辫状水道的侧

向迁移形成的
。

体积较小的洋底组合限于混杂岩带
。

化学成分方面
,

玄武岩是拉斑玄武岩
,

其痕量元素

的浓度同于现代洋底玄武岩
.

含放射曳的隧石和杂色泥岩被高度氧化
,

其化学成分相似于某

些现代大洋的深海沉积物
。

相对粘性的
、

强褶皱和构造上呈叠瓦状的海沟充填底扇沉积物与少量海底物质的并列

是与聚敛板块地区 内海沟斜坡底部同时的沉积作用和加积作用一致的
。

M an g
aop

k认 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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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r l

~ 地体的最年青部分
。

因此
,

在北岛南部 T or le ss e
的沉积作用和同时代的俯冲构造活

动
,

至少在中白垄世前是连续的
。

二
、

苏伊士湾中新世
:

地质构造对碳酸盐台地相分布和层序发育的控制 17 9

苏伊士湾西南部中中新世沉积作用受张性断块地形控制
。

浅水碳酸盐岩和碎屑岩沉积

于 出露的地块脊周围和裂谷的边缘半地堑中
,

而槽的中心沉积斜坡冲积物和 浊流的与深水

的泥岩
。

沿断块陡崖的小呷角发育扇三角洲
。

本文描述一地块脊的同裂谷台地碳酸盐岩
。

台地有三个发展阶段
,

形成了三个沉积序列
。

序列 1和 2 被断层再活动界面分开
,

序列

2 和 3 则以海平面下降
、

暴露和卡斯特化为界
。

沉积有 6 种岩相组合 ( LA I 一 6 )
。

礁 ( LA
I )

、

礁

前 ( LA 2) 和礁后 /海湾沉积物在地块南端的层序 1 中形成一礁缘小台地
。

沿陡崖脚和扇三角

洲上也发育岸礁和礁一泻湖体系
,

它 们跨越了地块边界断层
。

层序 2 中的岸礁沿 sE h 。 1
eM

l -

lha a
断层崖的 8 k0 m 长度形成碳酸盐山麓堆积层 -l( A 唾)

。

保存在陡崖脚的碳酸盐斜坡和礁沉

积物显示有丰富的同沉积断裂运动依据
。

层序 1一 2 边界处的较小的下沉
、

引起泻湖变深
、

背风的礁缘的进积
、

礁环的垂向加积和后阶梯作用
。

台地之后
,

在老台地的内部区域为藻纹

层状的 白云质沉积物 (层序 3 )
。

在台地生长期 间
,
E s h el

eM lla ha 脊的大部分仍然暴露在外
,

并把粗粒的冲积碎屑沉积物倾入边缘的海洋环境
。

中新世沉积作用与构造位置间的相互关系在现代 ez it 湾的环境中也同样存在
。

三
、

晚新生代碰撞层序的沉积学
:

土耳其南部阿达纳的 洲iss 杂岩 2 05

本文是研究土耳其南部丘库罗瓦盆地中的中新世层序
,

它是非洲一阿拉伯板块与 T au
-

ir de 一nA at iol an 微板块之间碰撞早期阶段主要下挠时产生的组合
。

本文报导 肠 iss 杂岩 (丘库

罗瓦沉积盆地的构造上升部分 )地层学
、

沉积学
、

构造和地球化学研究的综合成果
。

此分析 已

证实 珑iss 层序在构造方面的叠瓦性质和原来分离的同时相的构造并置
。

盆地沉积作用 (前

波尔多期 ) 的最初可看出的阶段以深海条件和边缘的构造不稳定性 (可能与 T au
r id e
推复体

前进的晚期阶段有关 )为特征
。

其后的地壳张性相 (波多尔期 /早托尔顿期 )产生丘库多瓦盆

地范围的扩大和向上变浅层序
,

其中沉积物搬运逐惭以向南西为主
,

这是早期缝合作用和碰

撞带的北东部分上升的结果
。

诵 51 5
杂岩的中新世砂屑岩的岩相

,

由于硅质碎屑和碳酸盐碎屑的混入而有所不同
,

加

之其矿物不成熟和在岩石构造域中的位置
,

表明它们有复合的来自再旋 回造山带和岩浆弧

的来源区
。

显著的岩相特征是浅水和深水海相的砂屑岩的组分相同
。

丘库罗瓦盆地和 随 iss 杂岩中见到 的新第三系相的基本层序是与它们在缝合前缘前陆

盆地内的演化是一致的
,

但此解释被一较老岩浆弧残留体提供的岩相和地球化学特征复杂

化了
。

盆地充填的晚期阶段也以
“

异常的
”

古环境组合的局部出现为特征
,

这些组合 (包括沉

积岩单位 )是同时代盆内地质构造作用造成的
。

四
、

印度河的碎屑物
:

印度拉达克喜马拉雅中前弧盆地的沉积作用 2 37

印度河群的中白奎世至早第三纪碎屑沉积物外喜马拉雅弧一沟体系的前弧盆地序列
。

晚阿尔布至早古新世
,

一向上变浅的巨序列 ( aT
r
浊积岩至货币虫灰岩 )和河流至三角洲 沉

积物分别沉积在该盆地的南
、

北翼
。

碎屑的岩相学指出其源区主要是弧体的未切割的火山盖

层
,

在北部河流层中有较为重要的深成岩碎屑
。

与印度被动边缘于早始新世碰撞之后
,

整个盆地为巨大的冲积扇沉积 ( N平la 组 )
,

然后

是山间洼地形成的湖泊沉积 ( N而
u
组 )

。

早始新世后单元中记录了岩相和地球化学组分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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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化
,

深成岩碎屑和与蛇绿岩伴生的痕量元素的明显增加
,

证明了与印度被动边缘碰撞后

弧体和俯冲杂岩都抬升了
。

印度河盆地碎屑岩岩相和碎屑模式的演化能 与现代和古代前弧盆地中沉积的火山岩

— 深成岩套很好地对 比
,

加积棱柱状内的砂岩层组分说明其源 区是一未切割的岩浆弧
,

沉

积区为半深海平原和海沟 ( iN dn
a m 火山碎屑浊积岩 )

。

来源于弧的砂岩的再作用发生了叠置

在加积海沟斜坡上的较小盆地中
。

因此
,

新特提斯洋的亚洲大陆边缘在古新世前是主动的太平洋型弧一沟体系
,

当它与印

度碰撞时遭受 了多期的褶皱一逆冲变形作用
,

最后上升几公里形成了喜马拉雅的印度缝合

带
。

五
、

干燥土壤
、

沙漠尘埃和沙漠黄土中的伊利石 2 51

特别是中亚的一些沙漠黄土沉积 中粘土碎屑 以伊利石为主
,

在其它地区
,

如近东和北

非
,

伊利石是次要组分
。

沙漠黄土沉积
、

沙漠尘埃和干燥 (沙漠 )土壤间的相互影响被用来解

释伊利石组分的差异
。

伊利石分布的垂向剖面
,

以及可溶钾和可交换钾的垂向分布
,

被用来

表示干燥土壤表面层中成土作用时伊利石的形成
,

伊利石一旦形成
,

便是稳定的和加积 的
。

假设伊利石化所需的钾是风成尘埃带入的
。

通过潮湿和干燥旋 回这个作用便易于进行
。

由各种岩石的沙漠风化作用产生的沙漠尘埃被定义为原生的或
“

年青的
”

尘埃
,

它们的

伊利石组分低
。

这些尘埃是从东撒哈拉和西奈半岛向北东搬至中东的那些
,

那里它们形成了

局部的黄土沉积
。

另一方面
,

中亚的沙漠曾遭受了众多的风蚀和沉积作用旋 回
,

在干燥土壤

的成土作用环境中有相当长的滞留时间
。

这就导至含伊利石尘埃的富集
。

因此
,

与这些尘埃

相互影响的中亚沙漠黄土沉积物就富含伊利石
。

伊利石富集的相同过程可出现在澳大利亚

等地 区
。

六
、

埃及西部沙漠北部新第三纪蒸发岩的沉积学研究 2 61

埃及西部沙漠北部的新第三纪硫酸钙沉积被解释 为浅水透光 的水下蒸发岩
。

对 lE 一

H ag if 山和 D ir IE 一 Bj r aq at 地区蒸发岩序列的研究
,

显示出有两个主要构造层
,

它们与地 中

海及其周围的 M~ in an 石膏层中所见者相同
。

从底至顶的排列为
:

( 1) 隐藻纹层和叠层石构

造
,

由土石膏和石膏砂岩单位中蓝藻细菌 (蓝绿藻 )群落构成
; ( 2) 透明石膏

,

以 ( a) 无序透明

石膏和 ( b) 垂向排列透明石膏为代表
。

盐度的旋回性增加和减少以石膏和隐藻碳酸盐纹理的

间纹层来表示
。

以石膏结晶大小的增长来表示盐度的增加
,

从土石膏至石膏砂岩
,

至序列顶

部为长度 > sc m 的燕尾石膏晶体
。

为此种蒸发岩层序的沉积作用提出了一种海退蒸发岩盆

地模式
。

石膏脱水经中间烧石膏相而成硬石膏
,

其后
,

次生硬石膏又过 渡为次生斑晶石膏
,

这是

影响所研究的新第三纪蒸发岩的主要成岩作用过程
。

七
、

穿过以风暴为主的内陆棚的相
、

水流和底形类型
:

印度拉贾斯坦元古代凯穆尔组 2 75

从印度拉贾斯坦元古代凯穆尔组推导出一种对进一步预测和对比很有用的陆表海综合

沉积作用模式
。

稳定的海退页岩一石英砂屑岩序列的相分析证实了穿过一风暴为主的均缓

斜坡陆棚 ( < 0
.

1
`

)从海滩至滨外的水流
、

沉积物搬运和沉积作用型式
。

上部临滨的沉积物搬

运以一向西漂流的沿岸为主
,

但在下部临滨沉积物搬运逐渐转向滨外
。

水流型式的变化伴随

有底形的改变
:

上临滨是陡边的
、

密集巢状的
、

小而平行海岸的砂坝
;
较高较宽的均缓斜坡的

沉积砂坝
,

与海岸呈一大角度
,

可到达下临滨
; 再向滨外为丘状

。

与深度有关的相的过渡
、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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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

层厚和 形状
、

形 态参数和 丘状层理去顶 比率等 的变化
,

表明风暴影响的最大深度为
4 0m

,

虽然有效的风暴浪基面大致在 85 m
。

八
、

科威特 aJ 1 sA 一 z o r
地区地表沉积物的沉积学特征 2 95

本文的 目的是讨论 J al zA 一 oz
r
陡崖及其邻近地区地表地质学性质和特征

,

以更好地认

识沙漠地形沉积学及活跃在此类环境中的沉积作用和成岩作用的主要控制因素
。

沿陡崖表面出露的最老露头是科威特群 (新第三纪 ) M ut la 和 aJ 1 zA 一 oz
r
组的砂和砂岩

序列
。

科威特群 iD bd i b ba 组 (更新世 )上部的含砾沉积物局限于陡崖顶部少数小丘和脊
。

研究

区的大部分新第三纪沉积物上覆全新世未固结的薄层沉积层
。

根据它们的地貌位置和野外

产状
,

这些沉积分为
:

海岸沉积 (潮间泥
、

萨布哈沉积和沙丘 )和内陆沉积 (沙漂 居
、

斜坡 沉积

物
、

干谷充填物
、

残余沉积和干盐湖沉积 )
。

研究区全新世沉积物中以风成石关砂最为普遍
,

表明以风成作用为主
。

石膏和碳酸盐 出现为胶结物或 以石膏胶泥与钙结层形式出现
,

这是前全新世沉积物的

最显著的沉积学特征
。

石膏胶泥和石膏胶结物在陡崖的上部最丰富
,

向下减少
,

而碳酸盐 (钙

结层 )具相反的情况
,

即在陡岸的下部较为丰富
。

与石膏胶泥发育有关的地下水的硫酸盐离

子的来源
,

是新第三系层序下部的蒸发岩
。

形成石膏胶泥和方解石胶结物的离子来源不太了

解
,

因为近地表的沉积物中缺乏大量的原生碳酸盐
。

化学沉淀物质 (石膏和碳酸盐 )的分布和

性质受地下水的化学和水动力学控制
,

而地下水在其发育期间又主要受气候条件和宿主沉

积物的岩性控制
。

干燥和干燥气候和古气候条件是影响 aJ 1 sA 一 oZ
r
地区地表沉积物沉积和

成岩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

九
、

人造砂岩的配制 (用环氧树脂法 )及其物理性质 3 07

描述了用胶结玻璃球或石英粒来制作人造砂岩的新方法
。

开始
,

把这些颗粒弄湿与环氧

树脂混合
,

然后用真空干燥机干燥
,

结果只少数环氧树脂留下来作为胶结物
。

用玻璃球来制

作
,

就能预测所形成砂岩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

本文提出了测定的和预测的孔隙数据和检验了

arC m an 一 K O z e n g 方程的有效性
。

《沉积地质学》 6 0 卷 1一 4 期 1 9 8 8 年 12 月

译者注
:

本卷为
’ `

非热带陆棚碳酸盐岩—
现代和古代

”

专集
。

共包括 22 篇论文
,

其中

第 1至第 6 为现 代实例 (编号为译 出的论文顺 序号 ) ;
第 7一第 11 为古代实例

;
第 12 一第

17 为成岩作用形式和碳酸盐泥
; 18 一 22 为其它方面

。

所谓
“

非热带
”

陆棚
,

常不严谨的定义为

造礁珊瑚礁发育的界线位于向极地区
,

或在平均年表面水等温线 2 o0 c 线之外
,

特别是指纬

度 3 00 附近
。

大多数地质学家传统地把浅水碳酸盐岩的形成作为一种低纬度现象
。

但是
,

凡

陆源沉积物很少的地方
,

热带之外的陆棚上都存在有堆积骨骼碳酸盐的可能性
。

现代非热带

碳酸盐岩的相特性非常明显
,

在构造
、

岩相
、

动物
、

植物
、

矿物学和成岩特征方面均与热带碳

酸盐岩非常不同
。

因此
,

需要用热带和非热带两种碳酸盐相模式来认识和解 释古代浅海灰

岩
。

尸al
皿

ǔ11U口

以下是 22 篇论文的名称
:

1
.

澳大利亚西南 R ot o es t 陆棚的沉积物和历史
; 以涌浪为主的非热带碳酸盐边缘

2
.

波大利亚南 部全新世非热带海岸和陆棚碳酸盐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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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现代新西兰陆棚上的非热带碳酸盐沉积 71

4
.

不列颠爱尔兰周围大陆陆棚上海进期间介壳砾石的动物组分中的温度变化模式 95

5
.

苏格兰西部陆棚上含钙沉积物的沉积作用和产生的环境 170

6
.

大西洋东北 P o r c
uP ni e

滩上碳酸盐沉积物的相分布 1 50

7
.

中奥陶世温带碳酸盐陆棚
:

加拿大安大略南部的黑河和特伦顿灰岩群 1 73

.8 昆士兰鲍恩盆地东南部的二亚纪灰岩
:

温带碳酸盐沉积的实例 1 55

9
.

马来西亚某些二亚一三必纪碳酸盐岩的古气候 163

10
.

新西兰霍克斯湾非热带的潮汐激流的古新世前弧海道中具大交错层的以滕壶为主

的灰岩 1 73

n
.

意大利北部威尼托东部的新生代藻生物盛层石
:

非热带碳酸盐沉积的可能实例 1 79

21
.

澳大利亚东南温带陆棚碳酸岩的成岩蚀变 2 90

1 3
.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冷水 Be rr i以扭 I e 灰岩 (下二盛系 )的氧和碳同位素组分 2 21

州
.

新西兰渐新世 T e K ul it 群非热带碳酸盐岩中以埋藏为主的胶结作用 2 33

1 5
.

加拿大温哥华岛西北斯科特陆棚上冷水骨骼碳酸盐岩的岩内生物降解作用 25 1

61
.

温带陆棚上的碳酸盐泥沉积
:

澳大利亚东南巴斯盆地
’

2 69

71
.

高纬度陆棚上碳酸盐泥的产生和生物侵蚀作用 2 18

1 8
.

新西兰非热带碳酸盐沉积的相分析中苔醉虫虫室生长形式研究的意义 3 10

19
.

冷水碳酸盐形成的初步阶段 2 23

20
,

作为古纬度标志的碳酸盐岩相
:

问题和局限性 3 33

21
.

有孔虫 (u 温带型 ,’ ) 碳酸盐台地的死亡 3 47

2 2 ,

热带太平洋中铁镁铝榴石的产状— 中中新世古海洋地形变化的结果 3 55

纪念翁文濒诞辰 1 00 周年

《翁文濒选集 》出版问世

翁文颧 ( 1 8 8 9一 19 7 1) 是近代我国著名科学家
。

他是我国第一位地质科学博士
; 长期担任

解放前最大的地质机构— 全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
组织领导并具体从事了我国早期区域地

质
、

矿产地质的基础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
。

他在地质学
、

地理学各领域都有很大贡献
,

尤其在

构造地质学 (大地构造学 )
、

地震地质学
、

沉积学
、

矿床地质学
、

山志学
、

地图学等方面颇多建

树
。

他是
“

燕山运动
”

等概念和理论的创立者
。

他是最早从事地震地质考察和研究的中国学

者
,

也是首先 引进
“

活动论地质学 ,’ ( 大陆漂移学说 )的前驱
。

他长期
、

多次担任中国地质学会
、

中国地理学会等专业学术团体以及中国科学社
、

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综合性学术团体的领导

职务
,

他不但是我国地球科学 (特别是地质学
、

地理学 )的主要创始人
、

奠基人
,

也是我国整个

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与组织者
。

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教育家
、

科普作家
、

诗人
。

他

1 9 1 3 年回国伊始
,

即为
“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

讲师
、

教授
,

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