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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梅里晚期不整合对北海北部 G ull f ak s 油田高岭石分布的作用 3 95

对 G ull fa ks 油田中侏罗统 R an n oc h 的研究表明
,

高岭石的含量和分布与相对于基梅里

晚期不整合的位置之间没有关系
。

据岩石学资料
,

认为大部分高岭石均呈碎屑状
,

仅见微

量 自生高岭石
。

本文利用质量平衡计算
,

就高岭石在不整合面下的砂岩中形成和保存的可

能性提供指导
。

这些计算结果表明
,

砂岩中溶解前锋的扩展速率
,

可能平均低于基梅里晚

期不整合形成期间的侵蚀速率
。

因此
,

G ull fa ks 油田内不整合之下的砂岩中
,

没有大量的长

石
、

云母转变为高岭石
。

因此
,

不整合形成时的出露期是造成砂岩中高岭石化的原因的假

定可能不太有效
。

二
、

奥地利钙质阿尔卑斯北部上三叠统和里阿斯统
:

浅埋藏环境的地下不整合中放射

轴纤状方解石的成岩作用
。

40 7

奥地利钙质阿尔卑斯北部上三叠统 st ie nP lat et 碳酸盐和底部里阿斯统 H ilr at z 碳酸盐

中
,

多世代 ( I 一 W ) 放射轴纤状方解石 (R F )C 胶结壳与喀斯特溶洞内大气成因的内部沉

积物和微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相间
。

地层学
、

岩石学及地球化学证据表明
, R F c 是浅埋藏

( < 1 8 Om ) 环境中的海相流体的高镁方解石沉淀
。

估计晚三叠世和早侏罗世海水的原始 砰。

和 6 , 3 c 同位素组成分别为一 1
.

88 一一 2
.

2 1%
。
和+ 2

.

37 一十 2
.

89 编 ( P D )B
。

其后
,

R F C 经地

表暴露期间进入的大气流体或混合的大气
一

海相流体蚀变为低镁方解石
。

S t e i n p la t te 礁坡层中的 R
CF 胶结物 I 一 w 世代

, S et i n p l a t et 礁和渴湖及 H i r ra t z
的样品中

的 I 一 I 世代
,

在转化为低镁方解石期间均保留着近原始的海相氧
、

碳同位素组成 (分别

为一 1
.

8 8和 + 2
.

8 9%
。 P D B 以及一 2

.

1 1和 + 2
.

3 7%
OP o B )和岩石学的同一性

。

相反
,

H i r xa t z

和

s et nP lat t e 上部的 R cF l
、

w 世代却被强烈淋滤
,

并部分被大气成因的粗粒块状方解石交代
,

原始晶体组构和同位素组成也随之改变 ( 6
, a o 为一 4

.

65 一一 5
.

22 输 P D B
,

61
3 C 为十 .2 54 一 +

3
.

14 输P D B )
。

这些成岩习性方面的差异与截然不同的流体
一

岩石体系的作用和 R F c 胶结物

的原始显微组构的多样性有关
。

受喀斯特影响的
、

形成 R F c 的潜水
一

海相埋藏环境和这些岩

石随后的推断的成岩蚀变
,

以前在其它古代岩石中还未曾得到过论证
。

三
、

德国西北早萨克森期盆地上巴列姆阶和下阿普第阶黑色粘土岩内黄铁矿化期间的

结晶学和化学变化 犯 7

取 自早萨克森期盆地三个钻孔的岩心
,

提供了一条从盆地中心向边缘的横剖面
,

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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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乃

夕

了上巴列姆阶/阿普第阶最下部黄铁矿粘土岩和泥灰岩
.

显微镜分析区分出六种与少量 凡

碳酸盐
、

黄铜矿
、

闪锌矿和纤锌矿伴生的黄铁矿 ( I : “

锥
、

管
”

状
, l : “

管
”

状
, 班 :

“

等轴晶集合体
” ; w

: “

化石假象
” ; v : “

星状结核
” ; vI

: “
毛发状黄铁矿

一

白铁矿连晶 ,’)
。

这些黄铁矿的晶形呈现出清晰的从以八面体为主到以立方体为主的成岩序列
。

在这些从早期至晚期的成岩黄铁矿中
,

晶体习性伴随着痕量元素含量的显著变化而发

生转变
,

一些痕量元素如 A u 、

eS
、

eT
、

1T
、

co 含量极低
。

由于这个原因
,

晶体习性的分类

与 sA
、

N i 的分析值建立了一个有助于确定这些泥质沉积岩的盆地分带的黄铁矿化序列
,

并

划归为受到短期贫氧底水干扰的
“
正常相

”

— 含氧底水 (沥青相 ) 一类
。

F eS :
集合体中的

八面体置换立方体
,

使 sA 和 iN 从黄铁矿中连续排除
,
’

证明孔隙流体中的这些元素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稳定地减少
。

反之
,

由于在有机质中较富的 A s 和 iN 这两种元素在盆地沉积物

中的预富集
,

所以它们在每类黄铁矿中的含量均从盆地边缘向中心增加
。

但其它一些元素
,

如 Mn j
、

c u 、

s b 和 A g 却并不遵循这种趋势
,

并与 eF 的二硫化物的晶格转换无关
。

其有时

在 eF 的二硫化物中异常高的数量受控于主岩的化学成分 (火山碎屑物的存在 ) 和与黄铁矿

连生的副矿物 (例如黄铜矿 )
。

I 至 皿类黄铁矿形成于钻孔生物的板状空穴内
,

W类黄铁矿形成于化石介壳内
。

v 和

VI 类虽不是交代或孔隙充填拼成
,

但却由硫酸盐沿非均一介质 (如层理面
、

收缩裂隙或泄

水构造 ) 扩散而产生
。

四
、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南部上始新统一中中新统 C y rP 哪 iH lls 组的结核状硅结砾岩

4 4 5

萨斯喀彻温省南部上始新统一中中新统 C yP
r

ess iH lls 组的硅质结核形成于广阔无垠的

辫状河平原远端
。

这些结核与文献中描述的其它地方的硅结砾岩相似
,

但其形态和产状表

明其为一种罕见种类
。

这些硅结砾岩为不连续的等轴圆盘状结核
,

厚 1一 3 cm
,

长达 1 c5 m
,

构成与未风化剖面内的层理平行的水平不连续层
。

结核内的空隙和裂隙嵌满或充满晶簇状

石英
。

硅结砾岩中 iT o :

含量不到 0
.

07 %
。

与现代硅结砾岩比较
,

其 iT o Z

/ 51 0 2

/ lA 刃
:

和 IT O Z

/

is 仇 / eF
20 :

比值与干旱
、

半干旱环境中形成的结核相似
。

这一解释为整个渐新世时期加拿大

西部平原干旱
、

半干旱气候的独立的沉积学和古生物气候证据所证实
。

五
、

澳大利亚南部弗林德斯山脉下寒武统陆棚和陆棚边缘建隆 4 55

早寒武世中期弗林德斯山脉的碳酸盐建隆形成于古杯动物繁盛时期
,

具有两个类型
:

( l) 低能古杯动物
一

海绵骨针泥丘
; ( 2) 高能古杯动物

一

钙质微生物 (钙化微生物 微化石 ) 生

物丘
。

泥丘由红色碳酸盐泥岩和稀少至大量古杯动物浮悬粒灰岩组成
,

具格状组构
,

呈现

出各种不同的平底晶洞构造
,

含大量海绵骨针
,

并形成了 1 50 m 宽
、

80 二厚的构造
。

生物丘

为红色或深灰色灰岩
,

呈由交错层状砂屑灰岩和砾屑灰岩包围的
、

大小为 2一 2 0m 的孤立小

构造产出
,

或呈数百米宽的泥丘和碳酸盐砂的复合体产出
。

红色生物丘由具分散的古杯动

物的白色附植藻块体和富含古杯动物的灰泥岩过渡区组成
。

灰色生物丘为古杯动物
、

结壳

深灰色肾形藻和厚的纤维状方解石胶结壳的复杂共生体
。

这些生物丘是平卧的同沉积断裂
,

并呈现出 1
.

s m 宽
、

镶有纤维状方解石的不规则大孔洞
。

这些建隆为孤立的
,

或产于相邻的垂直层序中
; 泥丘仅产于低能

、

通常为结核状的灰

岩相中
;
单个生物丘和生物丘复合体产于高能的陆棚和陆棚边缘相内

。

这两种类型也构成

大型向上变浅序列
,

应为深水泥丘
,

向上渐变为古杯动物
一

钙质微生物生物丘复合体和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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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层状碳酸盐砂中的生物丘
。

层序上覆鲡状颗粒灰岩和 /或格状至叠层石泥岩
。

钙质微生物和后生动物组合是早寒武世之后的显生宙大部分时期中
,

控制礁的两个主

要的生物单元
。

六
、

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 oM ha w k 湾的角砾状混积物 d 81

沿 M ho a w k 湾 rE i e
湖北岸的沉积物的研究

,

揭示出强烈角砾化的混积物的形成和砂块

内碎屑的存在之间的关系
。

假定这些砂块沉积于冰下融水环境
,

以后又于侵蚀和搬运之前

在活动冰下碎屑层内冻结
。

一经固定下来
,

由于冰冻前锋及有关的冻结
“

边缘
”

的推进
,

包

裹在混积物中的冻结砂块就起着在其周围的混积物内产生冰静压力的热沉作用
。

这些不均

一的压力使得孔隙水向冰冻前锋迁移
。

由于局部较高的张应力造成混积物细粒基质内的断

裂作用
,

其后的强烈角砾岩化以环绕砂内碎屑的晕圈的形式出现
。

七
、

加拿大魁北克省 o ut ar d es 河口湾的现代演化
:

河上筑坝的结果 4 95

魁北克省 o u at r de s
河 口湾为一海退砂质体系

,

发育于亚北方气候环境
。

o ut ar d es 河流域

为 18 7 8 k0 m 2 ,

为了发展水电
,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曾先后筑坝
。

作者根据过去 21 年的航空

照片所恢复的该河 口湾的水文图和绘制的地貌图
,

证明水文动态的变化引起了河 口湾的变

化
。

在 6 0 年代中期以前
,

一场灾害性春汛 ( 1 8 0 0一 2 8 0 0m 3s 一 ’
) 控制了该河口湾的形态

。

河

口以杂乱无章的辫状河道型式和河流排泄产生的横向大砂坝为主
,

河口湾上部的河道周缘

地区在洪泛期为搬运带
。

从 19 6 8一 1 9 6 9年的 18 个月中
,

由于主要水库的蓄水
,

河流的流

量戏剧性地减少 ( 5 0m 3s一 `
)

。

潮流和波浪注入并改造了该河口湾河口的形态
,

而河口湾上部

的周缘地带则经历了低能沉积作用
。

由于发电厂在 1 9 6 9 年并网
,

河流的流量已不能根本改

变河 口湾河口砂体的几何形状
。

在河口湾上部
,

周缘地区继续被充填
,

但谷道仍被侵蚀
。

根据岩心取样计划成果
,

作者认为
,

大的环境变化可能留下一种沉积标志 (粒度的增

减 )
,

这种标志可通过详细的粒度分布分析加以鉴别
。

八
、

在横向稳定水流和摆动水流的联合水流中沙纹的形成 5 09

本文描述了对受到与摆动水流成直角的稳定水流作用的沙层之上形成的沙纹的几何形

状的测量结果
。

研究了 4种不同的沙层
。

摆动系通过置入稳定水流水槽的沙层内的摆动盘

所产生
。

据观察
,

当叠置的稳定水流超过一定限度时
,

由摆动水流形成的脊平直的沙纹通常会

发育成蛇形
。

当摆动盘的速度振幅 U co 小于 0
.

38 m s 一 ’

时
,

这一限度相 当于 u 。 / u
, 。

< 3 1 ,

式

中 u
, 。

为摆动盘正好在上游时测量的剪切速度
。

这表明蛇形系相邻的沙纹之问来回携带的

旋涡的相互作用所造成
。

根据这一假定
,

蛇形的波长理应与摆动期的产物和近底稳定水流

的速度成比例
。

本文的测量值看来支持了这一假说
,

尽管也有证据表明波长受到旋锅间的

优选间距型式的影响
。

这些测量值还表明
,

蛇形振幅与其波长之比近乎常数
。

经验关系是由沙纹几何形状与水流和沉积物性质的关系推导而来
。

据观察
,

雷诺数和

沉积物的性质对几何形状的影响很弱
。

认为这是在沉积物搬运速率较低的情况下形成的沙

纹的特征
。

还发现在本文的实验条件下
,

摆动方向上沙纹的间距也几乎与稳定水流的大小

无关
,

而与以前在摆动水道中测量的波长非常一致
。

这表明与摆动盘装置有关的附加的惯

性影响不足以影响本文实验条件下床沙的几何形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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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

九
、

高流态条件下的水平纹理及床沙相与层理序列 57 1

在水槽内的高流态条件下
,

通过平坦床沙及低同相位沙波上的沉积作用产生了两种形

状的水平纹层
。

上部平坦床沙纹层由数 目几乎相等的向上变细 (F )U 和向上变粗 (C u ) 的

结构纹层组成
。

重矿物 (当其出现时 ) 也夕娜型地产于 c u 纹层内
,

或形成 c u 纹层
。

在低同

相位沙波情况下形成的水平纹层内
,

UF 纹层可能占优势
,

并且明显地 比 C U 纹层厚
。

重矿

物 与某些 F U 纹层的顶部有关
,

并且不出现于 c U 纹层内
。

在平坦床沙和低同相位沙波上加

积的沉积物均呈低角度 ( 1 3一 1 40 ) 逆流颗粒状叠瓦构造
。

上部平坦床沙水平纹层由爆发 /冲

刷旋回 (爆发形成 F u 纹层
,

冲刷形成 C u 纹层 ) 对局部推移质搬动的影响所形成
。

同相位

沙波沉积物内的一些 UF 纹层则认为系河床沙波向下游迁移而形成
,

沙波上沙的粒度自波

谷往波峰逐渐降低
。

重矿物由于在迁移中的河床沙波的波峰富集
,

因而聚集于这些 F u 纹层

的顶部
。

同相位沙波沉积物内的其它 F U
、

C U 纹层可能— 如在上部平坦床沙上一样— 通

过爆发和冲刷作用而形成
。

据本文的观测结果
,

并结合文献中的描述
,

提出了高流态条件下形成的床沙相和层理

的层序
。

随着水流强度的增加
,

床沙相序依次为
:

( 1) 平坦床沙
; ( 2) 随着水流强度的增

加
,

振幅和波长均增加的起伏平缓
、

顺流迁移的同相位沙波
, (3 ) 静止的同相位沙波

,

(钓 逆流迁移的 (包括碎浪 ) 逆行沙丘
。

在这些河床相条件下形成的层理的次序为
,

( 1) 上

部平坦床沙水平纹理
; ( 2) 同相位沙波水平纹理与同相位沙波前积交错纹层

, ( 3) 同相位

沙波盖层纹层
; ( 4) 逆行沙丘后积交错纹层

。

十
、

浊积岩中的小型丘状交错层理
:

一种逆行沙丘层理 ? 5 31

小型丘状交错层理出露于巴斯克 比利牛斯西部的上白奎统钙屑浊积岩中
。

相组合和微

体化石组合表明为斜坡至坡脚 (半深海 ) 沉积环境
。

这种层理发育于浊积岩层的细粒部分
,

间距大多为 0
.

2一 0
.

7 m
。

岩层向上变细
,

无清晰的粒度间断或泥裂
,

表明沉积作用发生于单

一水流事件期间
。

丘状间隔为 0
.

1一 0
.

s m 厚
,

侧向和垂向均过渡为鲍马序列 B 段的平坦面状纹理
,

表明

沉积作用发生在高流态条件下
。

其具波状几何形态
,

纹层连续穿过
“

波峰
”
和

“

波谷
” ,

波

长与估算的底流厚度之比为 n
.

3一 12
·

8
。

结合上述观测结果和参考文献
,

将小型丘状交错层理的这些实例
,

解释为沿较薄较稠

的底流 (浊流的主体 /尾 )和上覆较厚的低密度层间界面的停驻波产生的一种逆行沙丘层理
。

这种产状进一步证明
,

小型丘状交错层理为多成因
,

因而并术指示特定的水流条件或沉积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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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一
C ob eq iu “ 湾

一

萨蒙河河 口湾 (芬迪湾 ) 一大潮砂坝复合体的动力学和相模式 577

4 ok。 长的 e o b e q u i d 湾
一

萨蒙河河 口湾最大潮差为 1 6
.

3 m
,

经受的波浪作用很有限
。

主要

来源于河湾向海地区的沉积物正以比高潮高度上升更快的速度沉积着
,

该体系为进积体系
。

沉积物由轴向砂带组成
,

在两侧
,

在发育为漏斗状地形的河口湾内半部为泥坪和盐沼
, 在

以谷壁围限的外半部则为侵蚀或非沉积的前滨
。

轴向砂带划分为三个相带
:

相带 l

— 向海

末端的狭长潮汐砂坝
;
相带 2

— 具辫状水道型式的砂坪
;
相带 3

— 内部的单水道潮汐
一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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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过渡带
。

潮流的速度在相带 2内达到最大
,

但由于主要涨潮水道向源头尖灭阻止粗粒牵

引总体进入河口湾内部
,

所以粒度向源头渐减 (从相带 1的中砂和粗砂到相带 2和 3 的细

砂和极细砂 )
。

纵向进积将形成一 20 m 厚的向上变细层序
,

其下部 l 2/ 一 2 3/ 将由沉积于相带 1 砂坝

上的交错层状中至粗砂组成
。

该单元落潮为主的部分的粒度较涨潮为主部分细
,

并具由三

维大波痕形成的槽状交错层理
。

相反
,

涨潮为主的地区将主要由具叠置大波痕的沙波形成

的复合交错层理组成
.

冲流水道 (连接落潮和涨潮为主地区的倾斜水道 ) 向源头迁移将产

生与河 口湾长轴方向呈高角度相交的落潮交错层理套
,

并具向源头倾斜的侧向加积面
。

上

覆的相带 2和 3 的细砂和极细砂将主要由高流态的平行纹理组成
。

该层序被 4m 厚的混合

坪
、

泥坪和盐沼沉积单元所覆盖
。

对潮差大于 l刀m 的其它大潮河口湾的评述表明
,

该模式

的主要单元具普遍的适用性
。

二
、

1 9 2 9 年大海滩浊流通道内大型水流诱发的侵蚀与沉积 6 13

本文提供了有关 1 9 2 9 年大海滩浊流通道内水流诱发的侵蚀程度与沉积的新的观测结

果
。

大多数观测结果均获自劳伦扇的东谷
。

s ea b ea m 和 se a M A R C I 资料揭示出
,

水流侵蚀沿

陆架坡折的狭谷 2 0 0k m 距离内广泛分布
。

侵蚀谷底水道靠近谷缘和谷 内高地侧翼优先发

育
。

不对称横向床沙形体 (本文称之为砾石波 ) 形成于覆于侵蚀谷底之上的风蚀中砾和粗

砾滞留沉积物内
。

相反
,

在东谷的末端
,

厚层块状细砾沉积表明沉积作用发生于减速浊流

之下
。

对称横向床沙形体 (本文称之为大沙丘 ) 发育于这些细砾沉积物内
。

床沙形体和侵蚀掘蚀区的空间分布表明
, 19 2 9 年的浊流在距陆架坡折第一个 1 0 0k m 的

距离内正减速
,

而在至少 2 0 k0 m 的距离内正在侵蚀和挟带来自谷底的沉积物
。

由于东谷远

端无侧向约束
,

浊流侧向扩展
,

并在减速时开始沉积沉积物
。

应把水流诱发的谷底侵蚀出

来的长 5 0一 1 OOk m 3

的潜在沉积物物源并入到形成的浊积岩中
。

三
、

1 9 2 9 年大海滩浊流形成的巨型槽状冲蚀及其它侵蚀特征 6 31

本文借助 s ea M A R C I 侧向扫描声纳影象和 S ea bca m 多光束回声探测结果描绘 出水深

2 8 0 Om 的劳伦扇东谷谷底的侵蚀特征
,

并借助深潜式 lA vi n 在潜水作业期间进行 了直接观

测
。

最壮观的特征是一条 l’k m 多长深 10 Om 的槽状冲蚀沟
。

周围谷底为未固结的粗砾岩
,

它

们被 1 9 2 9 年的大海滩地震激发的浊流带入横向床沙形体中
。

直接观测和地震反射剖面表

明
,

槽状冲蚀沟切穿砾岩并深入到上新世一更新世谷底沉积物中
,

因而揭露了穿过 1 9 2 9 年

沉积物的一个剖面
。

阿伦缺陷理论的应用表明
,

因为一般水道底侵蚀受到砾岩盖层的抑制
,

故该槽通常很深
。

k1 : n
宽

、

1 0m 深的典型谷底水道其间或深达 3 Om 的一系列封闭洼地
,

它们也被解释为

侵蚀冲蚀沟
,

类似于切割河流基岩岩层的冲坑
。

该大型槽可能是由于使原始冲蚀洼地加大

的外来水流形成的
。

这些冲蚀坑可能在河底侵蚀中起着重要作用
,

增加了大型浊流搬运沉

积物的体积
。

四
、

水改造的沉积物内临界剪切应力
、

摩擦角和粒状突起的变化 6柞

在诸多因素中
,

粗糙岩层上颗粒的侵蚀程度受它在平均岩层上的相对凸起
、

相对于逆

流颗粒的暴露及其摩擦角所控制
。

本文报道了摩擦角
、

颗粒凸起和暴露
,

以及各种水改造

过的混粒沉积物表面的小型地形构造的直接测量结果
。

利用单个颗粒上力平衡的简单分析

模式
,

计算了在实侧岩层地形上理想化的球状颗粒的临界剪切应力的分布
。

在给定的层面

今

阅`



19 9 1年 ( 4 ) 国外沉积学期刊文献摘要选登

舒

今

夕

内单一粒度的摩擦角
、

凸起和暴露在各点上变化很大 , 在单一的表面内的变化常常超过不

同表面均值之间的差异
。

因而沉积物表面上给定粒度的临界剪切应力以概率分布而不是以

单值分布为特征
。

在一给定的岩层上
,

不同粒度的临界剪切应力的分布下限均相似
。

但在

其下限末端之上
,

应力的分布则迅速改变
,

较小颗粒的平均临界剪切应力显著增高
。

圈闭

在岩层矿囊内或被逆流颗粒遮蔽的大量细粒物质不再受水流的影帅
.

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
,

如常规所测量的那样
,

临界剪切应力为与紊流伴生的瞬时剪切应力偏移期间挟带的大部分

侵蚀颗粒所限定
,

这是初始运动不确定的物理学基础
。

这些观测结果表明
,

搬运速率与剪

切应力之间的关系可部分地 由平均剪切应力增加时可挟带的颗粒数的增加所控制
;
也表明

岩层的结构和粒度分布
,

在强制剪切应力和沉积物补给状态的制约范围内
,

可受控于每一

粒级碎屑对出现于岩层上的其它粒级的侵蚀程度的影响
。

五
、

方向不同的水流中横向
、

斜向及纵向沙丘排列的水摘实验 6 73

一个多世纪以来
,

地质学家们感到纳闷的是 ; 为什么一些床沙形体大致与水流横切
,

而

另一些则与水流平行或斜交
。

本文通过在 4m 宽的水槽底上
,

一直径为 3
.

6m 被沙覆盖着的

转台上的水下沙丘
,

对床沙形体的排列进行了实验研究
。

在每一项实验中
,

通过在两个方位之间变换转台产生两个水流方向 (相对于槽床 )
。

在

床沙形体的再造时间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

转台保持一个方位
,

所形成的床沙形体与双向水

流的均时条件相平衡
。

本文研究了沙丘在 5 个发散角度 (两个水流方向的夹角 )

— 碑o5
、

67
.

50
、

9 00
、 1 12

.

50 和 1 35
。

的排列
。

各实验期间的水流深度约 为 30 c m
,

平均速度约为

50 c m s一 ’ ,

平均粒径为 0
.

6
~

。

每项实验持续 3 0一75 分钟
,

在这段时间内
,

水槽水流保持

稳定
,

转 台位置每 2 分钟改变一次
。

每项实验结束时
,

将水缓缓地从水槽内排出
,

并测量

沙丘的排列
。

横 向沙丘 (相对于总搬运方向而定义的 ) 形成于发散角为 45
。

和 67
.

50 时
,

而

纵向沙丘则形成于发散角为 135
。

时
。

具这两个方向的沙丘产生于居中的发散角
,

但横向沙

丘以 9 00 为主
,

纵向沙丘以 1 1 2
.

50 为主
。

有一项实验是在发散角为 1 35
。 ,

这两个水流方向上搬运量不等的情况下进行的
。

通过

在不同时间间隔内改变转台的方向
,

因而在两个方向上的搬运量不相等
。

这项实验中形成

的沙丘斜交于总搬运方向
。

这些实验沙丘的排列规则与前人在转台实验中研究的风成沙纹相同
。

在这两套实验中
,

床沙形体均在具最大总体床沙形体
一

正常搬运量的方向 (这两个搬运矢量的床沙形体
一

正常

组分的总量达到其最大值的方向 ) 上发育
。

换言之
,

床沙形体发育于尽可能与这两种水流

横切的方向上
。

在这两种水流以大于 9 0
,

的角度发散
、

搬运的沙量相等的情况下
,

尽可能与

这两种分散水流横切的床沙形体会平行于这两种水流矢量的合成矢量
。

尽管前人的研究将

这样的床沙形体称之为纵向床沙形体
,

但其实质上为与横向床沙形体同种的床沙形体
。

六
、

爱尔兰芒斯特盆地的冲积沉积型式 6 85

加里东期后的爱尔兰南部经历了称为芒斯特盆地的 N E一 s w 向箕状地堑的发育时期
。

中泥盆世晚期和晚泥盆世时该盆地内堆积了 k7 m 以上的非海相沉积
。

盆地南部在泥盆纪末

期为海相环境
。

本文建立了盆地及其周缘沉积作用演化方式的模式
,

旨在鉴别控制沉积作

用型式和盆地充填结构的主要因素
。

根据 组个连续幕研究了盆地的沉积史
。

在第一幕期间
,

东北和北部盆周高地地 区两侧

为砾质冲积扇
,

其向西南过渡为片洪为主的泛滥平原
。

在盆地西部
,

开始了盆地的三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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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流注入中的第一次
。

在第二幕期间
,

第一次注入发育为一大型砂质辫状复合体
。

沉积

物来源于位于盆地以北
、

以西的远源地区
,

并斜向穿过盆地向东南搬运
。

第三幕经历了从

东北和北部排进盆地的第二次注入
。

河道的蛇曲度低
,

向远端过渡为季节性干盐湖
。

第四

幕以来自西部和西北部的第三次河流注入为标志
,

其局限于盆地南半部
,

且水系向东
。

河

流的支流两侧为永久淹没的漫滩区
。

注入与向西推进的第一次海侵一致
。

第四幕末期为石

炭纪的开始
,

且以一次大的海侵为标志
。

各地的沉积物输入受到盆地两侧的花岗岩深成体占据的稳定区和沿盆地北缘的向南下

落断层的影响
; 水系方向主要受 E一 w 向的盆内断层和南部的 E一 w 向稳定区的控制

.

虽

然也有来 自北部
、

西北和东北的强烈侧向注入
,

但该盆地主要为轴向搬运型
,

主要水系向

东
。

盆地周缘稳定区既无沉积物保存
,

又无多层河道沉积层序
,

而以细粒泛滥平原沉积或

漫滩沉积为主的厚层层序则为盆内沉降速率较高地区的特征
。

盆地北缘断层的活动可能是

第一次河流注入的主要原因
; 而盆地及其北缘的区域性沉降则导致第二次注入

;
第三次注

入是对芒斯特盆地南部的局部沉降作出的反应
。

这也有助于泥盆纪末期该区同时向西发生

海侵
。

与海平面上升相关的源区的剥蚀和后退最终结束了芒斯特盆地的冲积体制
。

七
、

构造与化学风化作用对热带环境中河成砂成分的控制 7 13

沉积于沿美国中部火山前缘山区及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前缘山区的河成砂的

化学成分与其源区地体的构造环境有关
。

源自美国中部火山弧的这些砂的成分与源自安第

斯地体的有别
,

且构造型式也有微小变化
。

构造环境和源岩成分的细微差异仅在化学风化

改造轻微时方可加以识别
。

源 自山区具适度冲积平原的低级河流的砂变化最大
。

在冲积存

储时
,

长期遭受风化作用的砂在化学稳定相时逐渐富集
。

随着风化作用增强
,

源 自大陆地

体的砂向超成熟石英砂屑岩端收敛
,

源区成分和构造环境遗留的印记模糊不清
。

在相对于

不太稳定期的稳定期内
,

类似但不太显著的富集可见于洋内地体内
,

同样打上了构造的烙

印
。

尽管详细的构造信息不易保存
,

但源自洋内地体的砂与即使在强烈的化学风化条件下

长期暴露后的源 自大陆地体的砂也有区别
。

八
、

佛罗里达西部缓坡
:

有孔虫和冀足虫产生的碳酸盐矿物旋回对吏新世气候的反应

7 27

碳酸盐缓坡为缓倾的沉积作用面
,

在那里浅水粗粒相向盆地过渡为细粒深水沉积
,

在

斜坡上无突变
。

本文的目的是
:

( 1) 将记录于西佛罗里达外缓坡的更新世地层内的沉积作

用综合进墨西哥湾东部的古气候
,

古海洋格架中去
; (2 ) 根据与气候变化相应的翼足类和

浮游有孔虫群体研究矿物旋回和沉积旋回的成因
。

含大量不溶残余物的文石质富翼足类沉积产于冰川期沉积的沉积物中
; 含大量浮游有

孔虫的砂质方解石质沉积则堆积于间冰期
。

这些旋回反映出远洋翼足类和浮游有孔虫的生

物生产率的变化
,

而不是文石质或方解石质碎屑的优选溶解
。

种的组合表明
,

生产率旋回

与卢普洋流边缘的上涌强度变化和水体盐度变化
,

以及密西西 比三角洲的陆源稀释有关
。

这

些旋回是对受米兰科维奇轨迹参数控制的更新世冰期
一

间冰期变化作出的反应
。

虽然影响深水碳酸盐环境的生物在整个地史时期已经改变
,

但佛罗里达西部沉积物的

相型式以及沉积结构构造仍提供了识别古代缓坡的标志
。

对现代缓坡 (例如佛罗里达西

部 ) 上的这些作用的认识
,

对分析在岩石记录中的缓坡和陆表海碳酸盐层序的古气候
、

古

环境是十分宝贵的
。

侧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