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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学 > 3 7 卷 1 期 199 0 年 2 月

一
、

自悬浮标志与 5 种浊流的舒外艰翻结果之比较

将通过认识到的渡流的垂向构造直接从流体动力学公式提出的自悬浮标准与 5种浊流

的野外观侧进行了比较
,

发现这 “ 标准与 5 种浊流的运动一致
,

表明其至少在一定情况下

可能为估测自持浊流所需条件的合理指南
。

二
、

内格夫沙漠 A vd at 实验站沙淇尘土沉积作用的风洞模拟和野外验证

对内格夫沙漠北部 53 公顷区域内天然尘土的沉积作用进行了风洞 (按在地形比例模

型上的尘暴模拟 ) 和详细的野外研究
。

风洞与野外结果均非常一致
,

说明比例模型可作为

将来研究黄土和沙摸的一种重要方法
。

沉降于迎风坡的尘土多于背风摔
,

这与流传广泛的

风影概念截然不同
。

直接顺陡峭的迎风坡而下的气流分离带对尘土的沉积作用也有着重要

的影响
。

尘土在地形 比例模型上沉积时
,

有限的模型高度朱寡不一定会引起严事的问题
·

另外
,

为了获得合意的比例模型尘土沉积型式
,

风洞堵辛百分率可允许达
’ 3%

。

已计算出内格夫沙漠北部 19 8 7 年尘土年平均沉积量约为 2叩一 2 5 os/ m
, ·

y
。

因此
,

假

如内格夫沙漠内耕作区所沉降的尘土能免遭侵蚀
,

那末顶部土壤中尘土的含量将明显地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
。

但考虑到耕耘活动本身也造成较强烈的土壤侵蚀
,

从而造成大气圈

{毛溉蒸翼蒸薰拼董: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以南约 7 2 k0 m 处

,

沿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西海岸墨西哥 G ue rr er 。

N e

gor 镇以西
,

有一个 4 k5 m 长的障壁岛
。

该障壁岛发育于以稳定而强烈的向岸的西北风为

特征的中潮差
、

干旱气候地区
。

( G
u er r er o N e吕or ) 以西的这个障壁岛在最近的 1 80。年间

,

向

海推进约 卜k6 m
。

而从海滩吹来的沙所供给的风成沙丘原向内陆推进达 1 k3 m
,

该障壁的沙

丘体系在海平面相对上升期间向陆推进
,

因此
,

风成沉积大面积地出现于水平面 (或其

下 )
。

沙丘横越沼泽
、

潮坪和潮道
,

以及反复被潮水淹没的丘间地区的推进
,

在障壁后形成

了一套复杂的风成
一

水下混合沉积组合
。

风成沉积构造组合的复杂性以及所含的水下形成的

构造 (诸如水流波痕和摆动波痕 )
,

使得对古代岩石中大部分沉积物的风成成 因的识别变得

困难
。

除了识别风成沉积的科学重要性之外
,

以 G ue
r r er o N o gr 。

障壁为代表的沉积模式还应

用于石油勘探与开发
。

目前来看
,

大多数障壁岛的保存模式儿乎都不重视风成沉积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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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实例表明
,

体积上有意义的风成沉积能够在障璧后
、

特别是在干早气候状态下保存下

来
。

如果它被保存下来并含油
,

则所形成的产油砂岩可能部分由具 良好储集特性的向岸推

进的风成沙丘砂岩组成的极不规则的向陆边缘
。

正如流行的障壁模式一样
,

这种储集层之

上租向陆部分可能会被泻湖泥岩和粉砂岩
、

蒸发岩或燕发的砂质萨布哈沉积物封隔
。

在直

接与 G ue rr er o N e
gr

。
沙丘原毗邻的泻湖内生物的产率高

,

表明富有机质的源岩可能存在于

与 G u er er or N Ogr O
类似的古代环境中的风成砂岩附近

。

四
、

大西洋加拿大悉尼盆地宾夕法尼亚系 w ad d cn oC , 组的带状砂岩— 硅质硬壳对

河道砂体几何形状的影响

宾夕法尼亚系 w ad d en co ve 组内厚达 g m 的河道化岩体宽厚比较低 (8
: 1到 1 4 : 1 )

,

垂向上达四个叠置层
,

并深切伴生的泛滥平原层
。

厚达 6m 的侧向加积层系的存在表明
,

附

岸砂坝的迁移是主要的河道充填作用
。

在层系与河道砂体的陡倾斜边毗连的地方
,

加积面

底部的高度逐渐上升
,

表明靠近河道两侧河底逐渐加积为沙坝
。

在平面上
,

该河流体系可

能呈现低弯度深切谷
,

谷内河道呈现更弯曲的和部分狭窄的水道
。

河道砂体周围的冲积物包括决 口扇和天然堤沉积而成的砂岩席
。

许多砂岩席的上部岩

层和一些河道砂体均含硅质硬壳 (致密硅岩 )
,

其由地形变得不活动之后不久开始的砂质的

成土石化作用形成
。

这些河道 砂体具含硅质硬壳的崩滑岩块
,

显示硅质硬壳上有阶状边缘
。

这些河岸的阶状特征表明
,

硅质硬壳是限制该河段的重要因素
。

作者认为
,

虽然河道砂体

的几何形状不一定受控于该石化层的存在
,

但却受其影响
。

w ad de sn C 0 v e
组灰色含煤带与红色富硅质硬壳带的交互是潜水面随着基准面的变化而

变化所造成的
。

较低的宽厚比和河道砂体的加积方式可能部分地反映了由这些他生旋回事

件引起的河道下切及随后的加积
。

五
、

北美白呈纪陆表海进潮 口复合体— 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南部 iM lk 河组 iV r se lle 段

位于阿尔伯达省 w irt in g
一

on
一

s ot en 省立公园的上白至统 M ilk 河组 vi gr 川 ,
段上部

,

保存

有沿北美白至纪内陆海道中另一浪控推进滨线的潮汐作用的特征
。

上 vi gr ell e
段之下分别

为向 T e l e g r a p h e r e e k 段和下 V ir g e l le 段的下部临滨沉积过渡的滨外沉积
; 上 v ir g e ll e 段之上

为 。份d h or se c o ul ee 段的非海相页岩和砂岩
。

上 vi r
ge lle 段是沿推进滨线沉积

,

本文解释为进

潮 口复合体沉积
。

大多数进潮口剖面由一侵蚀底面
、

上覆页岩一中砾砾岩和向上颗粒变细
、

规模减小的交错层状砂岩组成
。

潮汐作用的标志包括古水流分布
、

泥对
、

潮汐束状体
、

再

作用面和人字型交错层
。

根据盛行的古水流方向和沉积构造
,

整个进潮口复合体的层序可

划分为退潮为主的
、

涨潮为主的
、

或混合潮汐影响的三类
。

退潮为主的剖面通常具侧向加

积面
,

而涨潮为主的剖面则含潮汐
一

缓坡沉积
。

障壁后泻湖沉积以广泛的涨潮三角洲砂岩为

主
,

仅于进潮口复合体顶部局部保存有薄层页岩
。

缺乏退潮三角洲沉积
,

大概是由于沉积

物被作用于区域浪控滨线的波浪和波生沿岸流有效地分散的结果
`

六
、

加拿大夏洛特皇后群岛白翌纪扇
一

三角洲砾岩的沉积学和构造意义

科尼亚克期 H on 似 组由数百米厚与砂泥岩伴生的复屑支撑的砾岩组成
,

划分为 5 种砾

岩相
:

非粒序层
、

逆粒序层
、

逆粒序
一

正粒序层和平行层状层
,

被解释为水下无粘性碎屑流

和 /或高密度浊流沉积
。

沉积环境为覆于一断层控制的盆地边缘斜坡之上的谬水砾质扇
。

推断该扇逆坡而上直

接过渡为冲积扇 (未保存 )
,

因此
, “

扇三角洲
”
这一术语可运用于整个沉积体系中

。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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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扇三角洲— 北海 B r a e
油田就是一例— 称为

“

深水扇三角洲
” ,

它与其它类型的扇

三角洲的明显区别是缺乏陆棚
。

H on an 组有三种相组合
:

水下近源扇砾岩
、

远源扇浊积砂岩和具薄层砂质浊积岩的扇前

/扇间泥岩
。

近源扇设想为顺坡长度至少为 2 k0 m 的无沟蚀的砾石带
。

这样一条长长的水下

砾石带还没有现代实例
。

远源扇为近源砾石带的无沟蚀的砂质延伸部分
。

假定 H on an 组沉积于从海岸山脉向西迁移的一个前陆盆地
,

在那里
,

w ar n ge 川 a 一 lA e -

sa dn er 地体正与北美发生碰撞
.

在这个模式中
, H on an 扇三角洲的物源是一个西倾推覆体

,

其基底冲断层是直接向东的 aS dn 印 it 断层
。

深水扇三角洲可能在全球海平面较高时优先发育
,

因此
, “

补给
”

冲积扇较小且全为砾

石质
。

在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中
,

应注意区别深水扇三角洲与坡脚 (峡谷供给的 ) 海底扇
,

因为根据粗粒沉积物的分布
,

这两个体系差别很大
。

七
、

澳大利亚西部坎宁盆地 E以r b w ier 地体白云石化的成因

面积广褒的厚层上泥盆统地下碳酸盐层序产于澳大利亚坎宁盆地 aB br w ir e

地体上
,

为

一台地层序
,

其中的大部分浅水岩类 已完全白云石化
;
水深稍深的泥灰岩仍为灰岩

。

该层

序内主要的区域白云石类型并不局限于潮缘岩类
,

而形成厚度很大 (厚达 60 0m ) 的无原生

方解石的白云石
。

只在一个地方出现有少量蒸发的潮上白云石
。

这种白云石来源于干早潮

上环境中形成的高盐度流体
。

这种区域白云石类型的交代白云石具他形
、

波状消光
,

不规则的晶体界限
。

此外
,

鞍

状白云石胶结物看来是与主要的交代白云石相同期沉淀的
。

这表明这种区域白云石是在稍

高的温度下沉淀的
。

白云石化缝合线和胶结物似乎表示 白云石化发生在胶结作用和压溶作

用之后
。

从地球化学的观点看
,

同沉积潮上白云石和区城白云石完全不同
。

潮上白云石的 61 “ o

值 (一 2一 1%
。

( P O B) ) 大大地高于区域白云石的值 (一 9一一 2%
。

( P D B) )
。

假定萨布哈白

云石最低的 6j 勺 值代表海水中的交代作用
,

那末上泥盆统坎宁盆地海相白云石的氧同位素

组成就应为 6
,

勺 ~ 一 2编 ( P D B ) 左右
。

区域白云石的岩石学和地球 化学特征支持了埋藏成因这一解释
。

可是
,

目前的埋藏白

云石化模式中镁的来源看来不足以解释 aB br w此 地体上大量的白云石
。

因此认为白云石化

可能发生于埋藏成岩作用期间叠加有大的重结晶事件的近地表环境
。

八
、

埃及 白蟹纪巨型磷块岩
一

海绿石砂的成因剖析

根据总的沉积和成岩格局及稳定同位素和有机地球化学特征研究了埃及晚白奎世陆表

磷块岩
、

瓷状岩 /健石
、

黑色页岩
、

海绿石砂岩和生物碎屑细粒碳酸盐岩
。

通过层序地层分

析
、

解释并对比了两个主要的沉积域
:

( l) 伴随海侵初期阶段并有助于富有机碳页岩
、

生

物硅质沉积和厚层磷块岩形成的浅半远洋环境
, (2 )伴随海平面下降的较高能沉积环境

,

在

这期间
,

三角洲前进
,

在向海处的海绿石被改造及进积牡蜘滩周期性地暴露于淡水成岩幕
,

从而促使伴生隧石中发生溶塌现象
。

透镜状至块状磷块岩被认为是最初沉淀于共生的还原

页岩和生物硅质沉积物中的自生颖粒被水流簸选和富集的结果
。

在埃及东部
,

磷块岩形成

了簸选滞留层
,

其中一些可能顺坡而下再沉积于构造低地内
。

而在西部
,

这些砂富集为巨

型磷块岩砂浪
,

它们是在海侵期间由准同生期沉积的磷质泥的改造构筑的
。

碳同位素结果

证实了根据现代沉积作出的解释
,

即由于晶格中毒
,

磷酸盐矿物沉淀随着沉积物深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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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而受到限制
。

但磷质直接退吸到碎屑的铁的氢氧化物相的孔隙水中
,

这在白垄纪环境中

也可能很重要
,

退吸作用中还原的铁可进入海绿石
。

自生海绿石沉淀的主要场所看来是在

梦 红土风化区来的铁通量最高处以及靠近含氧水与还原水的界线附近
。

本文提 出了海绿石和磷块岩在地质记录中共生的模式
。

虽然上涌洋流常作 为几乎所有

巨型磷矿的成因
,

但作者认为
,

有一些巨型磷矿床可能曾强烈地受到河源磷的影响
,

这些

磷 质影响了颗粒并经絮凝作用和 (或 ) 还原作用
,

从底水或孔隙水中的这些化合物中退

吸
。

九
、

阿拉伯湾科威特碎屑层序中的成岩明矾石

成岩明矾石与钙结岩
、

膏结岩和硅结岩沉积共生于阿拉伯湾科威特南部几个地方的中

新世一更新世碎屑层序中
。

根据其物理特性和构造特征
,

这些明矾石沉积分为
:

( l) 白蟹

状石英质明矾石
; (2 ) 白奎状无石英明矾石

; ( 3) 坚硬的淡红色明矾石砂岩
。

白垄状明矾

石主要由水合氢明矾石 ( H
30 ) A L ,

(s 0 ;
)
:

( o H )
。

组成
,

而坚硬的淡红色明矾石 只由发育 良

好的钾明矾石 K A L 3
( 5 0 ;

)
2
( o H )

。

组成
。

这些矿物经硫酸与泥质砂岩和泥岩宿主沉积物中的

粘土和钾长石作用而形成
。

硫酸很可能由从该区油 田渗出的硫化氢氧化而成
。

对所研究的

明矾石的成因提出了四个成岩阶段
:

石膏化
、

硫化
、

硅化和明矾石化
。

在油田 区
,

明矾石

的出现可作为深处赋存烃类的标志
。

<沉积学> 3 7 卷 2 期 1 9 9 0 年 4 月

一
、

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早元古代 u cn o m p ha gr 。 群风暴
一

潮汐陆棚层序演化的外源控制

18 9

早元古代 u cn o m aP h gr 。
群粗粒为主的浅海变质沉积岩记录了不同时间规模的变浅和淹

没
,

这是由于相对海平面的长期幕式升降叠加较短持续期的波动的结果
。

长期事件可能是

构造事件
,

短期事件为全球海平面升降
。

2
.

s k m 厚的 U n co m阵 h脚 群由 2 5 0一6 0 0m 厚的以粗粒石英岩为主的单元 ( Q I一Q 4 ) 和

20 0一 3 00 m 厚的泥岩
一

泥质岩单元 ( lP 一 5P ) 组成
。

该群含 5 个沉积体系
:

外陆棚体系

( 0 55 ) 由鲍马式岩层夹泥岩组成
,

垂向上过渡为内陆棚体系 ( 15 5 ) 的平行
一

纹层状至浪成波

痕砂岩和丘状交错层状砂岩
,
临滨体系 (S H )S 由槽状交错层状砂岩组成

;
潮汐内陆棚 l/在

滨体系 (T sI s/ H s) 由交错层状砂岩
、

薄层状砾岩
、

泥岩和波纹砂岩的复杂互层组成 ; 冲积

体系 ( A工 L S ) 则以槽状交错层状砾质砂岩和薄至厚层状砾岩为代表
。

u cn o m aP h gr 。
群内的沉积体系共存子构成 4 个层序 (1 一 4) 的海侵及高水位体系域内

。

层序界限与岩石地层界限并不相当
,

但由微小不整合确定
。

底部 Q l一 1P 单元 (层序 1 下

部 ) 由含参侵体 系域的 A

SLL 一 lT s/ s H S一 155 组成
。

地层单元 lP 一 2P 内 oSS 相的沉积反映

了最大海侵
。

从 2P 到 Q Z 的上中部 (。 5 5一ss1 一
s H s 到厚层 T is S/ H s一从 SL )

’

这一过渡层

内的变浅记录了层序 l 上部的高水位体系域
。

微小的假整合 /似整合勾画出了在高水位体

系域顶部的类型 2 的层序界限
。

俺没到变浅这一型式重复 出现于层序 2 ( Q Z上部一 P 3 至

Q 3 上中部 )
、

层序 3 ( Q 3 上部一 P月至 Q刁上中部 ) 和不完整的层序 4 ( Q 4上部和整个 Q )S
。

P 3 和 Q Z 下部
、

Q 3 和 Q ,l 中较薄的 0 55 一 15 5一 s H s 的变浅层段代表准层序
。

由于边缘到沉积盆地的构造作用所产生的沉降速率的增减时期
,

使得层序的持续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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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准晨序倦西录子与海平面升确有关的较短期的时阿控制
.

(约为少理 , 10
`

年 o) 由于高

水位体系域内的变找和加租雌租
、

雾玲 /3 H s和 林终上餐
,

井禅时有侧洛一贬`钾 s H s 分隔
。

这种过渡记录了盆地到海平面的充镶 , 形成了促使潮汐扩大的陆栩几何形态
,

综合长期的

脉动沉降和短期的海平而升降的复合相对海平面伸线
、
圆满娜解拜了 U n

~ 琳卜那 e
群的地

层演化
。 ,

. ·

一
`

·

二
、

纽芬绘省西部牛头群早古生代斜坡层序中细拉碳酸盐和硅质碎屏沉积物的成因
2 1 5

牛头群为碳酸盐和页岩组成的早古生代坡脚沉职裙 ,
,

尽管粗粒砾岩和砂屑奔岩容易解
释为碎屑流沉积和浊流沉积

冬
但泥屑灰岩 (舞泥岩 )

、

粉屑灰岩和页考却构成了三种不同的

岩相
,

其出现的特征则是沉租作甩和早期成岩作用的结果
`

页者是最常见的岩类
,

黑色
、

绿

色和红色页岩额色的变移反映了源区有抓质的丰度租海瘫的充氧条件
,

在黑色页岩和绿色

页岩中
,

毫米至厘米厚的颇色探浅交替纹理分别代表陆源泥拽积岩和半远洋岩
。

粉屑灰岩

/页岩相不常见
,

由衰诚确酸盐浊租岩和陆镶泥的坠落物所沉积的大量粒序碳酸盐
一

页岩层

序 ( G译逻p 组成
。

根据碳酸盐泥自稀释浊流沉积或半远洋沉淀
, `

可解释泥屑灰岩 /页岩相内

带状和碎裂灰泥岩的某些特征
_

。

其余特征为成岩成因
`

粒序碳酸盐
一

页岩层序和泥屑灰岩 /页岩相的页岩夹层中缺少泥晶
,

认为是反映了这些

沉积物中较细的碳酸盐的早期溶解
。

这种再活化的碳酸盐的局部沉淀
,

使灰泥岩
、

浊积岩

或半远洋岩石化
;
形成成岩灰泥岩层和结核

、

胶结粉屑灰岩及白云石
。

因此
,

许多粉屑灰

岩和泥屑灰岩 邹是靠消耗相邻泥质沉积物而富集的碳酸盐
。

这些特征不仅维观在牛头群细粒沉积物中
,

.

而且在许多其它早古焦代斜坡碳酸盐中也

有出现
、 从而说明本文提出的沉积

一

成岩模式有较广泛的应用意义
。

三妇南非 K必 r“ 盆地西缘二盛
一

石炭系 D w yk
a
组底部的冰川床沙形体

具冰蚀沟
、

级向脊
、

球茎状床沙形体和大冰碳碎屑
·

的保存完好至保存很差的砂岩面零

星地出现在 K ar oo 盆地西缘 D w y ak 组底部
。

当冰叠覆于冰锋退缩初期形成的薄层
一

(0
·

1一

2
.

oln 厚 ) 水下冰缘裙之上时
、

便发育这鲁床沙形体
。

其上覆以冰岩 ( cb
r

脚 oll
e ) 泥和雨水

冲洗混积物
`

」 ’ -

冰下床抄形体形成于
:

(l ) 水饱和的沉积物侧向进入瓜琢带
,

这是 由冰川底部的孔隙

和洞穴造成的 . ( 2 ) 由于岩层的岩性变化和孔隙水耗散所形碑的高泽度底层区
; ( 3) 由于

孔隙水压的耗散和沉积物的压实 、 使得沉积物诚进在高强度底层区形成的障碍的背冰川面

上的低压带
。

这些床砂形体及其细长的滑移扇
,

因海平面骤然上升时冰川底两与底层分离

而得以保存
。

二系列动力冰缘事件
,

包括海平面升降
、

均衡效应
、 、

冰缘变化
、

·

冰缘类型和

底层类型之间的反馈关系
,

均控制着底部
;

沉积层序的沉积和伴生的冰川床沙形体的形成
。

与

冰川有关的形成作用和沉积作用错综复杂的联合
,

可能影响了过去对基底
“

冰碳岩
”

的解

释
。

四
、

澳大利亚西部 汉“ 比 oP 掩地区
一

w 妙 ar w的an 群早太古代蒸发岩沉积
。

24 7

各种化学
,

沉积普遍产于澳大利亚西部 w ar ar w oo an 群约 35 亿年的 N

hort olP
。
缝石

一

重

晶石单元内
。

量然几乎所有的原生矿物在热液蚀变
、

变质作用和变形期间均被交代
,

但沉

积和成岩的结构
、

构造的假象残余表明
,

.

至少有 6 个岩相部分或全部为化学沉积组分
:

原

生碳酸盐泥
、

成岩碳酸盐晶体
、

原生琉酸盐晶体
、

成岩硫酸盐扇体积成岩硫酸盐结核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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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卜

有这些均显示出仅为海相燕发成因的广泛的特征
。

曾为铁白云石和石膏的成岩碳酸盐硫酸

盐晶体沉淀于滨岸泥坪上火山成因的细屑岩内
。

其它燕发盐矿物显然沉积于由搁浅浮石堆

积物组成的谭壁砂坝背后
。

曾是石甘而现为重晶石的原生硫酸盐晶体沉淀于紧接砂坝背后

的半永久性池塘内
。

最初为方解石质或文石质但现 已硅化的原生碳酸盐泥则沉积于附近的

水道内和周围的泥坪上
。

这些沉积物内的成岩碳酸盐晶体 (从前的铁白云石 ) 和成岩硫酸

盐结核和晶体 (曾为石膏 ) 均在稍后的干化时期生长
。

这些蒸发盐及其它早太古代克拉通

沉积中诸如此类沉积的存在表明
,

与某些全球构造演化模式相反
,

浅海及陆地奔件曾盛行

于早期地球上的一小块而重要的部分
。

其与许多现代燕发盐沉积的总的相似性说明
,

现代

与原始海滨环境条件之何 比预料的更“ 致
,

尽管年龄差异很大
。

寓于许多对地球早期历史

解释之中的这一认识
,

即蒸发盐既不沉积也不保存于太古代沉积物中
,

由此看来是不正确

的
。

五
、

巴茜米纳斯吉拉斯 aB m bu i 群晚元古
.

代文石胶结壳
`

2 79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附近晚元古代 P a d r 。 坛
。 op ldo 相 ( aB m b` 群 ) 含纹层状微亮晶灰岩

(层厚 10 一 35 m m ) 和纤维状灰岩 (厚 10 一 55

耐
互层

.

后者由具镶嵌结构的亮晶方解石晶

体组成
。

这些不规则横切的放射状和扇状构造由具方块生长带的羽状先驱晶体束状体组成
。

在横切面中可见六方形原始纤维状矿物的幻影
。

纤维状岩层中银含晕很高而镁含量低
,

以

及微亮晶层等这些岩石学特征有力地证明原始矿物成分为文石
。

认为放射状构造是在沉积

物
一

水界面处沉淀而成
,

而泥晶则是在海底沉积作用之前从水柱内沉淀的
。

.

缺乏暴露特征表

明文石广泛沉淀于稳定的潮下环境
。 `

六
、

德国菜茵地区美因茨盆地渐新世湖相凹凸状似核形石 (
“

燕窝
”
) 的原地增生机理

2 8 7

美因茨盆地湖相淡水岩层渐新世似核形石呈疤状面
,

底面具特征的孔洞
,

因而得名为
“

燕窝
” 。

似核形石在沉积作用停顿期间原地生长于低能条件下
。

下面三点特征说明其从未

倒转过
:

(1 ) 似核形石可置于平滑表面的固定位置上
; ( 2) 绕整个似核形石大多呈同心状

的纹层在似核形石的各个生长期均在顶面呈极性加厚
. ( 3 ) 凹 陷总是位于似核形石稳定的

一面
。

蚌形蛤介壳有利于这种孔洞在固定位置发育
,

这便是似核形石的核
,

但这种孔洞也

出现于扁平核之下
。

认为孔洞的发育是由于光照不足的条件下蓝藻细菌在细粒底层上还原

生长的产物
,

并是似核 形石 的原地生长特征
。 ·

似核形石壳主要由双歧藻状的蓝藻细菌所形成
,

其碳质有机残余物偶有保存
。

单个似

核形石的生长期已经过图象处理
,

并可借助于形状参数进行对 比
。

由于生长条件最佳
,

蓝

藻细菌尽力占据整个 有效空间
,

因此
,

似核形石甚至在原地生长期间仍往往长成球形
。

复

活背景沉积作用触发厄状面的形成
,

最后使蓝藻细菌的生长停止
。

七
、

重晶石的沉积构造—
以比利时 hC

a du f o n at in 。
矿床为例 3 03

hc 如df on at in e
矿床主要 由重晶石组成

,

赋存于 比利时弗拉斯期页岩和碳酸盐建造中
。

本

文描述并讨论了重晶石晶体的 13 种沉积构造
。

其中许多构造看来是在重力控制下发育而

成的
。

文章还详细述及每种情况下的机械及化学矿石的同沉积作用
。

本文指出有两种重晶石形成
:

( l) 生长于水
一

沉积物界面之上的卤水中的晶体
, (2 ) 在

早期成岩作用期 间发育于沉积物中的晶体
。

这两种生成方式有特定的大小
、

习性和构造
,

但

都是在占优势的物理
一

化学条件控制下结晶的
。

重晶石晶体的大小和丰度可能随钡的过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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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而变化
。

高能水流和不稳定沉积物使原先沉积的晶体得到改造
。

已发现C hu a d
-

f on n a t ie矿床的重晶石和蒸发岩中的石膏形态相似
。

八
、

英格兰诺福克海岸北部潮间沼泽和沙坪沉积物中的菱铁矿
一

镁方解石
一

硫化铁结核
一、

的形成3 2 5

主要由菱铁矿
、

镁方解石和一硫化铁胶结的结核普遍产于诺福克海岸北部晚全新世沼

泽和沙坪沉积物中
。

野外实验表明
,

这些结核正活跃地形成于硫酸盐还原细菌很活跃的还

原沉积物中
。

夕℃ 值为一 3一 11
.

8%
。
(平均为一 5

.

9%
。
)

,

表明结核中的碳酸盐部分来自海水
,

部分来自有机物的微生物降解作用
。

6 ,

ao 值为一 6
.

j %
。

一 0
.

8%
。

(平均为一 1
.

0%
。
)

,

表明碳酸

盐沉淀于从纯海水到被大气水稀释海水的孔隙水中
,

孔隙水的化学分析表明在结核形成的

深度没有硫酸盐大量亏损的特征
。

一些结核围绕木屑或金属屑形成
,

但另一些并无明显的
.

核心
。

在野外实验中
,

菱铁矿
、

eF S 和镁方解石都是围绕几种不同的核在六个 月的时间内沉

淀出来的
。

作者认为
,

在铁的还原速率超过硫酸盐的还原速率时
,

有可能形成菱铁矿
,

这

样
,

溶解不足的硫化物就可用来沉淀所有的溶解铁离子
。

九
、

深度有限的砾石沙坝上颗粒的越过 3朽

本文利用实验水道研究混合沙和砾石床沙载荷在
“

弓背
”

沙坝的脊部平台上以及沿平

坦的砾石席顶部的搬运
。

水力作用使粗砾和中砾在由大小相近且较细的颗粒组成的静止的

密集层上同时搬运
。

就规定的条件而言
,

高水位的平坦的面状沙层发育于脊部
,

因为砾石

易于在沙质层上滚动
。

在波痕顶点
,

流动分离使砾石与沙有效地分离
。

在滑落面上
,

在砾

石迅速沉积进一步推进床沙形体之前
,

沙的沉积速率不足以完全充填砾石前积层内的空隙
。

结果
,

当另一个沙坝在初始构造上迁移并使其保存时
,

各种垂向的
、

具有孔隙和封闭接触

骨架的砾石组 合就可能产生
。

\

关于所观察到的沙坝上的分选机制
,

已提出了一个数学表达式来解释能使粗颗粒在高

水位面状层条件下
,

在脊部平台上的平面砂层或石层之上活动的临界条件
。

此外还可利用

该模式查明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描述的本特 ( B u nt e r ) 砾岩层中某个相的沉积环境是否适合这

次试验中产生的某些特殊相组合和 已知的颗粒分离作用的水动力控制
。

十
、

在风成跃移期间沙丘上的粒度分离

最近
,

蒙特卡洛计算机模拟了局部的几何学的机制
,

按此机制
,

大小不同颗粒的混合

总体在摇动时自身调整
,

结果较大颗粒依靠较小颗粒而上升
。

这一作用称为分离作用
,

其

有别于较小的颗粒落在较大颗粒的空隙间的筛分机制
。

本文将粒度分离作用应用于沙丘表

面的砂粒总体
,

其与风驱动的分选作用有关
。

作者提交了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省的 d 个新

月形沙丘的资料
,

运用简单的模式证明跃移冲击引起 粒度分离作用
,

这在沙丘表面典型的

风速条件下
,

从能量上来讲
,

似乎是合理的
。

十一
、

美国俄勒冈州 o ak cr ee k 推移质砾石粒度分布的水力控制

俄勒冈州 o ak cr ee k 内作为推移搬运的砾石
,

其粒度分布随流量的变化而呈系统 的变

化
。

在流量较低时
,

砾石的分布近乎对称并呈高斯型
。

当流量增大时
,

这种分布形式就变

得歪斜
,

并呈理想的罗辛 ( R os in ) 分布趋势
。

这些变化形式是通过实测的与理想的分布之

间的拟合优度比较和 Q 型因子分析确定的
。

在因子分析中得到两个端元
,

分别为近乎理想

的高斯分布和 罗辛分布
,

这两个端元在单个样品中的百分率随流量的变化而系统地变化
。

(下接第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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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混合粒度层的顺粒的选择性挟带作用来解释随着流量的增加从高斯分布到罗辛分

唇布的转变
。

Oak cer 氏底层物质的样品呈罗辛分布趋势
。

在流量较高时
,

被搬运的推移质接

近底质来源的粒径
,

并呈罗辛分布趋势
。

在流量较低时
,

随机选择作用对于颗粒挟带必定

更重要
,

因此被搬运的推移质的罗辛分布反映了由河流施加的河床应力的类似分布
。

oa k c eer k 的研究成果证明
,

水流的启动能力反映在被搬运的砾石粒度的整个分布中
。

现代或古代的一套河流砾石层序可能显示粗粒罗辛分布和翅粒高斯分布之间的系统变化
,

可利用这些变化来推断各种流量的频率
,

并确立与源区沉积物的关系
。

对推移质的各种粒

度分布型式及搬运速率的分析等进一步的研究
,

将更好地了解底质沉积物粒度的顺流变化
,

以及这些分布型式怎样反映结构成熟度的渐进发育
。

十二
、

娜威斯瓦巴德群岛斯匹次卑尔根西部 nE ge lsk b uk t a 峡湾沉积物的热发光性质
:

解

译沉积环境的新手段 ?

本文探讨了高纬度北极峡湾沉积环境和沉积物天然热发光 (T )L 信号之间的关系
。

在

搬运和沉积期间轻度暴露的持续期和能量控制了沉积物中硅酸盐矿物颗粒的 T L 级
。

沉积

物的 T L 信号在冰川沉积物源约 0
.

sk m 内迅速降低
。

最高的 LT 级出自冰破物和冰川
一

近源

冰海沉积
,

其在搬运和沉积期间很少或没有接受轻度暴露
。

距冰川前缘约 0
.

5一 sk m 的冰川
一

远源冰海泥纪录了中等和一致的 T L 级
,

反映沉积速率较慢
.

随浅滩化而广泛轻度暴露的

滨岸和近滨沉积物
,

其 LT 级最低
。

沉积物的粒度分析结果很相似
,

不具以粉砂和粘土为主

荡大多数样品的沉积环境的特征
;
滨岸和冰川近源样品中砂的分布量很大

。

这些成果表明
,

沉积物的相对 LT 信号对沉积环境
,

特别是对于近源 ( 0
.

sk m 以内 ) 到冰川末端环境和浅水

环境 (不到 15m 深 ) 很敏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