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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效松 赵玉光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1 大会概况

第十四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于 1 9 9 4年 8 月 22 日至卫 6 日在巴西累西排 (R E C FI E )召开
。

由国家科协和地质学会组织以孙枢院士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 1Q 人于 8月 81 日前往出

席了本届会议
。

.

参加本届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沉积地质学家代表约 05 0多人
,

除东道主国巴西代表

最多外
,

关国
、

德国均有 10 多人
,

中国代表共 n 人 (其中一人为赴挪威的留学生 )
,

也是参加

人数较多国家之一
。

各国代表提交论文摘要约 45 0 篇
.

在会间和会后参加了野外地质考察
,

观察了 白至系与第三系界线以及 巴西大西洋沿岸

裂谷盆地和油储构造
。 `

本届
.

会议的学术报告共分 1 .0 个专题和 9 个讨论题目
,

可归纳成 乡个方面
:

(1) 陆源碎屑岩
,

以不同脚源的深水浊积岩为主
,

包括湖相和海相
,

其中与油储有关的浊

积砂体研究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讨论题
,

同时深海等深积岩
,

也是会议的重要内容
.

(2) 碳酸盐沉积学有三个 比较关注的研究内容
:

碳酸盐孔隙和成岩作用
;
碳酸盐的层序

地层研究和微生物
、

钙质藻在碳酸盐生物礁形成中的作用 ; 以及碳酸盐台地耳缝层序的叠置形

式的研究
。

(3 )全球沉积作用
、

海平面变化和层序地层学研究
、

构造和沉积作用的关系以及盆地分

析等
。

(4 )全球现代和
,

古代沉积环境研究
,

包括各大洋的沉积物
,

如沙丘
、

海滩沙的沉积
。

环境

地薄方面以大洋沿岸的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为主
。

_

」

(s) 应用沉积学
,

包括地球化学
、

计算机应用
、

数学沉积学
、

实验沉积学及全球湖泊体系

古环境数据库等研究
。

(6 )裂谷沉积和大西洋的打开
。

这个专题无论是论文摘要的数量和发言者之多
,

是这次

会议的特色
。

这个命题设立三个讨论题目
:

裂谷盆地
,

白圣与第三系界线和大西洋赤道大门

的打开
.

下面将着重介绍与前三个方面有关的何题
,

以便读者了解国际沉积学大会的某些发展

动态与方向
· -

二

会 陆源碎屑沉积学定量化和深水沉积流体动态数学模型
、 -

一
厂 、

扮
_ 子

陆源碎屑和深水沉积
,

包括浊流和等深流
,

会议设立 了二个命题和一个专题讨论
,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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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动力学及动力学行为
、
发郭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
( 1) 沉积物动力学及水下装载沉

积物流体 (se id m e吐St
一

la ed n o
nd er fl咖 )的动力学行为 、 (2 )深水沉积学新的流体动态模型探

讨
。 、

2
.

1 沉积物动力学及水下装载沉积物流体的动力学行为
`

沉积旋回和韵律的有
.

序出现可指示不同的沉积物动力学行为及沉积盆地背景
,

沉积物

动力学是当今沉积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

沉积物动力学指研究沉积物剥蚀
、

起动
、

运载
、

沉积及成岩和变形等一系列变化的学科
,

目的是建立较为完善的沉积物堆叠序列与盆地构造格架之间的祸合关系模型
,

从而正确
、

充

分和有效的对盆地资源作出评价
。 -

-

加拿大环境研究所 5
.

L or ar in 在本届会上作了题为
“

沉积物动力学及水下装载沉积物

流体的动力学行为
”

的发言
。

5
.

L o rr ia 。 和 B
.

D , A gn lej an ( 1 9 9 4 )运用牛顿牵引
.

流体的时间序

列测量光的传递 i(l g ht t ar ns m i s s io n) 和悬浮物总量 (T S M )
,

在 1 9 B6一 1 9 88 年进行 了连续的

观察
,

研究了圣
·

劳伦斯海湾台地上的剥蚀
、

搬运和沉积过程
。

他们选择了两个最敏感和最

能反映动力学行为参数
:

悬 浮搬运及悬浮物总量 ( T s M ) s(
.

L or ar ill
,

19 8 8) 和最大浊积带

( M T Z )
。

在台地上悬浮物总量 ( T S M )的积累受控于弱潮汐期沉积物的再悬浮
,

这些再悬浮

物来源于最大浊积带 ( M T Z )
、

岸边及冰盖之下的剥蚀物
;
在台地边缘以及下部方向的悬浮

物总量积累受控于平流 a( d ve it on )
。

在临滨附近
,

除了控制最大浊积带的机械作用外
,

沉积

物动力学的局部过程似乎更为重要
。

5
.

L o r ar in 还认为
,

一般情况下
,

作用在台地上半日潮汐不对称性导致 了向北东方向的

残余水流 (r e is d ua l cu r er nt )速度大约为 sc m s/
,

由此建立 了新的环流模型和水物理性质
。

同

时
,

在 d u L o u p 河河 口坝浊流翼部 ( t u r
b记 p lu m 。 )的平流影响河流下游较远地方

,

而台地表

面 ( s ur if ic al p la t for m )沉积物太粗不能作为再悬浮物质的来源
。

细粒沉积物的可能物源是潮

间沉积物
、

滨岸剥蚀以及冰盖之
一

F剥蚀物的再悬浮
。

这些再悬浮物质必须有搬运载体才能形

成记录季节性变化的韵律旋回
。

总之
,

台地能作为一个捕物器 (此id m o nt t ar p )
,

同时又是由

潮汐和清水期交替变化的残余水流作为运载体的能量
。

最大浊积带往往发育于河 口坝下部

以及海底峡谷等位置
,

并受机械作用的制约
,

同时受到水下地貌形态和物质供给能力以及与

聚集影响的制约
。

日本的 K
a z u h i s a A

.

C h ik i t a 、

美国的 N o r m a n D
.

S m i t h 和加拿大 N o b o r u Y o n e 单 i t s u
提

交 了题为
“

加拿大阿尔伯达冰川补给的 P ey ot 湖底装载沉积物流体动力学行为
”
的研 究成

果
。

他们于 1 9 9 3 年雪溶季节对 eP y ot 湖进行了水下装载沉积物流体的测量
,

目的是了解湖

底装载沉积物流体怎样通过水下山脊
。

湖面风驱动流的动力学作用极为重要
,

它与气候条件

及空气温压密切相关
,

他们取得了三个新认识
:

①在河口坝 附近产生的湖底装载沉积物流体

向斜坡方向最大深度 s om 士
,

这是 由于向南的环流在这个深度内张力突然消失
;②在沉积物

高卸载期
,

浊流水体停滞并储存
; ③由于高沉积物 h( ihg se id m e批 )的不断输人

,

最终停滞的

浊流水体在水下 山脊上溢流
,

然后产生向北部的可能向下搬运的最远距离为 s o h l 士
。

沉积物动力学行为主要研究底砂体的移动及活动轨迹与砂体建造
,

.

并揭示其运动成因

机制
。

本届会议亦有许多专家与学者发言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

南非的 P
.

J
.

R a m s a y 博士作了

题为
“

现代非洲大陆架东南的巨型水下砂丘 ”的发言
, R a m sa y ( 1 9 9 4) 发现并研究非洲大陆东

南外陆架水下砂丘
,

砂丘高 1 7m
,

波长 7 00 m
。

在深 35 一 70 m 处
,

底部流体速度为 1
.

3 m s/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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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声波测试存在声波差异
·

,

认为是砂丘谷包含有大量的生物碎屑流沉积 (> 仑O% C a C O
3
)

。

砂丘在 oS d o an 湾外陆架分为内
、

外两个砂丘域
,

其间由更新世砂脊和风成岩楔区分
。

外砂

丘域比较大
,

由三个底砂叠置构成的爬升底砂系统 ;内砂丘域建造单一
。

已证明
,

除沿岸的 A g u lha
,

流能量增加时期外斗水下内砂丘沉积物的搬运一直是非活动

性的
。

由于在陆架边缘的外砂丘域的水流速度比内砂丘域流速高
,

因此
,

在外砂丘域的较小

底床砂可不断发生迁移
。

由于大砂丘大脊堤 ( m e g a 一 c r e , t lo e) 斜坡角 (8
“

>较缓
,

可以推测在外

砂丘域的最大砂丘在现今可能是不活动的
,

关于砂体三维空间形态
、

砂体运动规律及底床砂体建造体系的内部结构等基本问题
,

早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就形成 了砂体水动力学研究的高潮
。

J ac k s o n ( 19 75 )提出大
、

中
、

小底床

砂的形态分类
,

并进行流体力学分析
。

IA le n
等 ( 1 98 3) 根据颗粒大小和砂体形态构成划分了

8 种底床砂形态的构成元素
。

岩性相组合的研究 ( lA l。
, 1

「

9 83
; M ial l

, 1 9 8 5) 则是根据床砂系
、

层系组和接触界面三者的祸合关系
,

提 出具有成因意义的组合分类
,

使颗粒水动力系行为研

究更具实践意义
。

油储砂体中以重力流沉积物最具有现实意义
,

因而近几年在太平洋沿岸

( 巴西等 ) 白里纪 的克拉通边缘和陆架边缘裂谷中的重
1

力流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

在湖相重力

流沉积物
,

如我国准噶尔盆地
,

赵玉光 ( 1 9 9 3 ) 还进行了三叠系重力流砂体的详细划分
,

补充

了 A ll e n ( 1 9 83 )的分类方案 (图 l )
。 `

这些成果都是通过古代海
、
陆相砂体及现代沿岸

、

河湖砂体在各种驱动水流作用下
,

研

究其水动力行为
,

目的是建立沉积物定量动力学模式
。

`
’

2
.

2 深水沉积新的流体动态数学模型

深水沉积学是本届会议另一个重要的讨论题 目言由英国 D
.

A
.

W
.

象
o w 主讲和主持

,

并

于 1 9 9 5 年出版一本深水沉积方面的专集
,

本届会议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摘要 2 5 篇
,

先后约

有 o2 名专家及学者宣读了论文
。

沉积学家关注的焦点是深海扇模型
、

浊流沉积新的模态以

及深水层序地层学研究及对比
`

”
’ -

、
.

目前
,

深水扇 的数值模式研究颇受关注
。

早在 ” 队 年
,

伽访。瓦和 IP eP
r (l 988 )依据

C h ez y 公式以近代扇体沉积建立简单的浊流流动数值模式
。

研究深水扇的发育和生长
,

取决

于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的可对 比性
,

以往对浊积扇
’

研究只划分 内扇
、

中扇和外扇的相模式
,

显然不能解释扇体的生长机制
。

扇由水道启动而发育
,

因而继后的研究均采用 M u
itt ( 1 9 8 5)

建立深水扇的三个生长单元
:

单一水道
、

分支低效能水道及水道漫岸系统
。

,

用以解释深水扇

流动的能量
。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V a r
深海扇的研究

。

V a :
深海扇分布在法国尼斯附近的 rF

e cn 卜河口以及沿地中海西北缘
,

为全新世被动大

陆边缘沉积物
。

自 ” 79 年开始观测
,

至今仍在流动
,

因而不少国家
,

如法国
、

加拿大和英国等

沉积学家组织联 合调查组研究 v a r
深海扇的动力学行为

。

介
。 n C卜河谷

、

海下切谷及扇体的

流功 和迁移切断了部分海底电缆
,

因此通过钻井岩心
、

声纳扫描取得水道不同部位和扇砂体

的迁移距离和时何差
,

并与未切断的电缆附近的扇体对比
,

从而得到浊流流动的速度及对海

底侵蚀和改造的能量
,

建立三维空间可对比的数值模式
。

一

细粒浊积岩和浊流研究 自 1 9 6 2 年建立鲍马序列
、

以来
,

取得极大的进展
,

研究浊积岩体

的几何形态
、

水道和扇体生长叠置关系
、

碎屑物粒度和组分的变化与盆地性质
、

海底地形
、

海

平面变化和物源 供给率的关系
,

可为盆地分析和研究板块活动提供重要基础赞料
、 B olt m a

( 1 9 8 5) 提出活动边缘和被动边缘的模式
,

M ut it 和 N or o ar k ( 1 9 87 )提出四种浊积岩盆地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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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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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一具水平纹层砂 ( La m i n a t e

d
, a n d )

黔添聋口面

. . . . . . . . . . . . . .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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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八种岩性相组合的动态构成元素 (据 M ; a1l 修改补充 ) `

而细粒浊积岩
,

特别是缺乏沉积构造的厚层块状泥和粉砂质浊积岩的研究
,

自第 ” 届沉积

学大会英国的牛津大学 K
.

P
.

N
.

oJ en
。 和美国斯坦福大学 J

.

z e n g 提出超浓缩浊流以来
,

至

今仍是浊流 沉积中的热点
。

英 国 w h i t e k n i g h t s
大学的 p a m l a w r e n e e ( 1 9 9 4 ) 研究了北海

Wi
t 。 h gr o u n d 地堑中下白奎统 K o eP vr ik 段浊积砂屑砂岩 (油气储层 ) 的浊积相分带

。

该砂

岩厚度大
,

沉积构造不明显而泄水构造特别发育
,

其流动机制仍以减速流动下的高浓度浊流

来解释
,

基本上沿用经典的 B o u m a
浊流沉积模式的原理

,

即浊流加速度为负值 (叭` / dt < 0 、

英国里兹大学的 B en K en ll e r
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一组浊流沉积模式的新格架

,

名为加速 〔
几

模型
。

他认为 B o u m a
建立的浊流流动加速度递减的模式只是一种简单的型式

,

而实际上流

体具有三种情况 (图 2 )
:

加速度 递减 ( d l’/ dt < 0 )
、

均速 ( d u/ dt 一 0) 和加速度递增 d( 刃dt >

0)
。

创门的控制参数为实际加速度
,

是搬运碎屑物流体的经验加速度
。

因此
,

依据流体速度

( 非均匀流体 ) 和瞬时加速度 的空间变化
,

被搬运碎屑物的实际加速度由下式给出 ( B en

K n e l le
r

·

19 94 )
:



岩 相 古 地 理

du /d t
。 p,气 d u/ 故十

“ ·

d u

d/ x

其中
, u :

装载沉积物流体的运动速度
; ot(

) :

装载沉积物流体的运动时间
; d耐 dt

:

碎屑物运动

加速度
; d u/ d x :

装载沉积物流体的运 动加速度度
; d u/ dt ( p ) :

流体运动和碎屑物运动合成的

实际加速度
。

如果装载沉积物流体运动的实际加速度为负值
,

即 d u/ dt < o ,

那么
,

这些装载沉积物流

体无论是加速
、

均速和减速运动其浊流沉积均可发生
。

形成的地层序列及内部构成依据构成

参数的特征及大小发生改变
、

。

不均匀流体将与梯度变化和盆

地内部及边缘地形相联系出现
,

造

成装载沉积物流体侵蚀及沉积的结 累积

果
。

有许多方式可以产生均速流体

和准均速 ( q u a s i
一 s t e a d y )流体

,

例如

河流件生的高密度流
、

火山喷发流
、

不变

冰川溶水以及粘性物质的前积等
。

依据流体的实际加速度和内部

构成 关 系建立一 个模型 图示 ( 图 消散

2 )
,

其 中一个轴是空间参数 ( s p a it al

et r m )
,

另一个 轴为瞬时参数 ( et m
-

p o r a l t e r m )
。

依据参数的正负变化
,

该图被分 为几个区域
,

其中四个区

域 为侵蚀或无沉积区
,

其余五个区 图 2

域的每一个都代表了垂向和侧向的

预测序列模式
。

经典的 B ou m a 层序

W
a n i n g tS

e a
d y W

a x in g

巳巳二二

……
——————

剥蚀或无沉积 ——
队队邑邑 … 111

:::
_

咔
---

日口口口口口
,

口:::`̀̀̀

之:::::::

+ V
e

流体速加度

叙而

十 V
e而爪

碎屑物实际加速度

深水沉积学新的流体动态模型 (据 eB n K en lle
r ,

1 9 9 4)

虚斜线为 伽
u m

a

层序位置

仅占据图中的一个区域 (图 2 中
,

虚线区域 )
,

代表五个可能出现的基本层序之一
。

在区域上
,

剩 余的 四 个候选序 列均能在 深
一

水沉积物地层 记录 中予以识别
,

不服 从经典的浊 流模式

( B o u m a 层序 )
。

3 碳酸盐台地的生长机制与发育垫板模型

碳酸盐
、

沉积仍是沉积学中的热点提交论文摘要 约 2 8 篇
,

先后约有 20 人宣读了论文
。

有三个较为关注的研究内容
:

碳酸盐孔隙和沉积成岩作用序列
;
碳酸盐的层序地层研究

,

微

生物
、

钙藻在碳酸盐生物礁形成中的作用
;
碳酸盐台地的沉积层序及其层序边界研究

,

碳酸

盐缓坡层序特征
。

迈阿密大学海洋气候学院的 R
.

N 气
iG sn b ur g 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

“

控制南佛罗里达晚

新失代碳酸盐陆架的硅质碎屑岩垫板 (t “ m p `“ t “ ,
”

的发言
,

提出了碳酸盐发育的新模型
。

iG
n s

b u r g l( 99 4 )认为著名的南佛罗里达第四系弧和现代生物礁灰岩的形态和位置是由

下伏的硅质碎屑陆架边缘所决定的
,

生物礁厚仅 30 一 50 m
,

覆于 90 一 1 60 m 厚的硅质碎屑岩
和混合执积岩之上

,

其范围从迈阿密到 M a r a t h。 : 之间约 , 5。 k m
。

由沿岸的钻井和远离岸的

地震剖面共同揭示了硅质碎屑陆架边缘一部分是三角洲
,

另一部分 由等深流和几个海底峡

谷改浩的刻
.

肺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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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的测井资料揭示了中上佛罗里达层之下的上新世硅质碎屑岩呈大面积的层状展

布
,

覆盖了佛罗里达半岛的南部
。

这些硅质碎屑岩的显著特征是水下通道沉积由石英砾石和

粗砂组成
,

水道南端砾石 最大直径 为 4c m
。

此硅质碎屑岩楔形体下超在受侵使的中新世

P o u r t a l e S
海底高原上

,

上新世大面积层状硅质碎屑岩中断了下部的中新生代碳酸盐沉积作

用
。

研究证明
,

从北美分离出的已关闭的佛罗里达海通道 (s ea w a
妇很象现代的佛罗里达海

峡
。

这些水下通道沉积的硅质碎屑岩
,

其物源来自距佛罗里达数千公里的阿帕拉契亚南部
,

是海平面高位时的沿岸搬运与海平面低位时河流泛滥与三角洲改造的复合作用的产物
。

水

道的东南端是硅质碎屑岩陆架边缘
,

并成为上覆碳酸盐的垫板
。

碳
,

酸盐体的形状受控于三角

洲沉积作用和海湾河流体系的海流作用
。

. 、

硅质碎屑岩垫板决定上覆碳酸盐陆架边缘位置的例子决不是特殊性 (乳 N
.

iG sn b ur g,

2 9 9 4 )
。

在晚新生代的大堡礁中心 ( C e n t r a l G r e a t B a r r i e r R e e f )亦发育类似的序列
,

我国上扬

子东南边缘碳酸盐台地的发育
,

也是建筑在碎屑岩充填的构架上
。

碳酸盐生长机制的研究也是当前的热点
,

有两个控制因素
;

一是海平面变化
; 另一则是

旋回 (图 3 )
。

碳酸盐他旋回模式 ( C a r

bo
n a t e a

l lo e y e l i e i ty C y e le s )

ù
、

双
产

-/
//

增生窗

!
一

!

时 !可

~ 短暴露
{ 潮上

潮间

潮下
一
短暴露

潮上

潮 }可

向下

短暴露

潮坪他旋回垂直序列与海面变化
进积潮坪楔状体

( p
r o g r a

d,a
t io n

fl
a , w e

d g e )

碳酸盐自旋回模式

( C
a r

b o n a t e a u ot e
界 l ie i t y e

cy l es )

图 3 碳酸盐序列旋 回样式



岩 相 古 地 理

海平面的相对变化
,

短周期与长周期的相关性决定了碳酸盐生产力
、

台地边缘和相的展

布
,

高海平面时的碳酸盐具有相对较厚的加积份进积的几何形态
。

而低水位期的碳酸盐体则

有三种类型
:

(1 )来源于斜坡侵蚀的异地物质
,

包括泥石流席状体和碳酸盐砂
; ( 2) 上斜坡的

楔形状
; ( 3) 类型 I 界面上的台地边缘楔

。

碳酸盐自旋回和他旋回也决定了其生长
。

自旋回中碳酸盐物质成分的叠置 (图 3) 也可

使碳酸盐台地边缘增生形成潮坪楔状体
。

他旋回则与海平面升降有关并导致可容空间的变

化
,

通常分为两类
:
向上变浅旋回和淹没旋 回

。

向上变浅的旋 回在露头上最常见
,

区分两种变浅的标志
; 一是逐渐变浅最后暴露的特

征
,

它是由潮下~ 潮间~ 潮上缓慢暴露
,

这种暴露的间断时间往往较短 ,而另外一种是洛菲

尔旋回 (图 4 )
,

它反映了海平面的较大规模的突然下降
,

导致了潮下厚层钙屑灰岩暴露
,

遭

受风化剥蚀
,

出现了由红绿等杂色泥质砾岩
,

这样的不整合界面反映了三级界面特征
。

B潮间

4 层序地层学和沉积盆地分析

层序地层学研究领域在本届大会上已不

是理论性的研讨追求的新鲜热门
,

而是从不

同学科的深度和广度上展示了近几年的研究

成果
。

围
飞

雏
一领域的成果很多

,

命题新颖
,

如不 同级别海平面升降周期叠置 的层序标

志
、

高分辨率层序
、

高频 振荡与准 层序的叠

置
、

海平面上升期的多重界面
、

海平面升降中

成岩作用等
,

几乎是沉积学的各个分支学科

的研究内容均与层序有关
。

但从研究内容来

看可归纳为三部分
:

高分辨率的层序地层学
;

界面与准层序和陆相环境中层序地层
。

`二

一
暴露不整合

夕 }
潮下

{
兮 钙屑灰岩比 · 层富生物

白云岩藻席
红绿色泥质砾岩

暴露不整合

含有充填上伏地层中

红绿色溶洞

洛菲尔旋回序列示意图

4
.

1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

层序地层学是 以新理论
、

新方法和新技术为立足点
,

以建立高精度的地层年表为目标
,

并作为盆地分析和全球沉积对 比的基础
,

因此高分辨率地层学的内容必然转向高分辨率的

层序地层学领域中
。

层序界面是等时年代框架的主体
,

最大海泛面
、

凝缩段等也是重要的精

细标定的重要界面
。

比较多的实何是研究白至至第三纪的各种界面沉积物
,

如比利时的 M
.

A ko da d 和荷兰的 M
.

tS er e l
,

研究比利时上 白奎统坎佩尼阶至梅斯特利克阶的白奎
,

这是全

球沉积物对比的重要界面
,

通过粘土矿物分析
、

抱粉和花粉
,

以及氧碳同位素等方法研究粘

土级旋回
,

分析蒙脱石在层序中的含量变化
,

确定 40 万年至 10 万年的米兰科维 奇旋回
、

沉

积速率和古气候的冷暖转换
。

粘土矿物在层序中的含量和组分关系也作为辨别体系域的组 合特征
,

上 白奎统粘土组

合
:

自下而上的规律为贝得石和蒙脱石混层是低水位体系域的特征
; 贝得石相是海侵相的标

志 ;
伊利石和蒙脱石相是凝缩段的主体

;
蒙脱石相则是高水位体系域的重要组分

。

渐 新世 至 中新 世 大西 洋的白奎 是 古大西 洋的事件沉 积物
,

称 兰色 标 志 层 ( bl let

m a r k e r ), 为深海有孔虫和超微化石布拉鲁德球 石组成的灰泥
。

巴西的 N
.

C
.

D e A az m b U i a

iF hl 。
自 1 9 9 0就进行研究

,

划分了二级和三级层序
,

兰色标志层作为凝缩段沉积
.

通过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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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和地震剖面与水道蚀积岩序列对 比
,

分别测出不同扇体和凝缩段的年龄在 30 一 16 M a ,

以及相应全球梅平面下降的年代值
. _

4
.

2 关键界面多重性 ( m u l t i p l a e a t i o n
)和准层序

界面包括
:

层序界面
、

不同体系域之阿的转换界面和准层序的海泛面等的辨认和标定
,

是层序地层学的根本
,

因此沉积学家非常重视界面的研究
。

其 目的
,

除了建立精确的年代地

层格架外
,

也是为确定盆地性质
、

全球构造和沉积追踪
、

海平面升降与构造活动的祸合关系

等的重要基本资料
。

199 1 年
,

.G iE n se 卜和 V a il 等提出界面的综合成因分析
。

瑞士的 A u 击
’ e tS ar

s

疵 从理论上用海平面升降单因素来分析高频海平面变化中最大

海泛面
、

层序界面和海侵面的增强作用
,

其基本观点是
:

(l )高频海平面振荡 (短周 )可形成多

个海泛面和层序界面 ( (2 )低频海平面振荡 (长周期 )在海平面曲线的上升翼有长个最大海泛

面的理论位置
,

同样在下降翼也有一个层序界面的理论位置
; ( 3) 如果高频海平面升降曲线

叠置在长周期曲线上
,

各柑应的拐点可以不相合
。

R
.

M
.

M i t比
u 爪 和 J

,

c : v a口 w ag on
e r

( 1 9 9 1) 也提到在长周期的上升翼
,

海侵和海泛面加强而高频振荡的下降曲线削弱
;
相反

,

在

长周期的下降翼
,

层序界面增强而海泛面减弱
。

按这一理论在地震和露头上就可能 出现高频

的海泛面和低频的最大海泛面
,

或者是高频层序界面及低频的主层序界面
。

与此相似
,

加拿

大的 J
a n k Bh a ff a hc a r y a ( 1 9 9 0 )在露头和岩心中 区分了初始海侵面

、

重复性海侵面
、

最大海

侵面
、

主要海侵面
、

最小海侵面和陆上暴露等
,

它们也是高频率海平面短周期变化的结果
。

成岩间断
,

特别是水下早期成岩作用形成的硬底
,

iG sn bur g 和 T uc ke
r
认为均可作为一

种可能的层序界面砂成岩间断
, 同样

·

古溶喀斯特也是早期成岩阶段的产物
·

海平面下降

造成部分沉积物暴露并转为陆上早期感岩肺段
。

iG sn “ ” gr 还根烤间断面上的矿物学变化确
正共欣讯开为地震剖面沂证实

· 、 .

高频旋月无论是碎屑岩还是碳酸盆都与

为层序地层学的粗点
:
挤终木今上比较突出

固稼体矿产的储层有关
,

因而准层序的研究成

的是 T ” c
ke

r
作的碳酸盐准{层序的叠置型式的

发言
。

他例举矛非羊峥羊中石炭统
、
中东上侏笋统和督郎

、

伊拉克中新统 ;以及中国华北早古
`

生代地层的碳酸盐叠置关系
。

他把沉积相和厚度变化用以解释准层序的叠置
,

相的分隔通常

是准层序组的特征
,

姐潮下相则是厚度较大的海浸准层序组
,

潮间一潮上相组合趋向于低水
位准层序组

。

iF sc h er 图解也是识别沉积
、

厚度与准层序相关性的途径
。

.4 3 陆相环境中层序地层学

由于本届大会在巴西 召开
,

因此 巴西东北部发育在克拉通上的陆相地堑盆地的层序研

究颇受关注
。

除此
,

大会还开展古喀斯特和古土壤专题讨论
,

也是从不同学科研究古暴露的

层序界面
。

会议中以法国西北部以及与比利时交界的新生代地层古暴露面的研究较有代表
J

比
。

巴西东北部沿大西洋西海岸分布着 10 多个侏罗至白至纪的裂谷盆地
,

不整合在古生代

和前寒武纪克拉通上
;西部为陆相地堑盆地

,

向东淹埋在大西洋陆架下的海相盆地
。

陆相的

裂谷盆地为不对称型
,

呈南北向展布
,

为巴西的 含油盆地
,

具生储盖组合
。

生油层为深湖相的

黑色泥岩
、

页岩
,

而储层多为冲积和洪积相的砂砾岩
。

这些盆地 由于受裂谷作用控制
,

所以在

研究层序对比时
,

以洪泛面和沿轴向主水道及不对称分布的扇体为依据
,

建立构造生长层序

的对比方案
。

法国西北部古新统丹尼亚阶古土壤代表该时期的湖面暴露
,

C ol s o n
J

e l o an 和 C oj an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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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ll
e 通过湖泊的地形学和水文学方法

,

分析湖泊高水位期和低水位期的范围及沉积物
,

并

通过沉积物中各种胶结物的组分
、

结构恢复低水位期的古地下水和潜水面变化
,

以确定高水

位和低水位的等时界面
。

在沉积盆地方面
,

G
.

iE sn el e
教授介绍了引人瞩 目的题 目

“
过去 20 M a

喜马拉雅一孟加

拉湾扇体剥蚀
一

堆积系统
” 。

从喜马拉雅和印度大陆剥蚀和堆积岩石经过下喜马拉雅前渊到

达孟加拉湾形成深海扇 (沉积物平均的密度 2
.

7创咖
3
)

。

他计算了沉积剥蚀和堆积平衡总量

与构造作用的关系
,

但不包括从印度次大陆注入的沉积物
.

进入印度洋相对低值溶解物为喜

山化学剥蚀 (c he m ica l den ua it o n )
。

运用沉积物通量概念系统地阐述了构造控制沉积作用
,

沉积物通量可很好地反映构造运动序列方程
,

体现了盆山转化的研究思路
。

上述内容
,

仅是本届大会的部分缩影
,

侧重于国内沉积学界较关注的几个间题奋简介并

加以评述
。

限于笔者的学识和对当前国际沉积学动态的理解不深
,

以及对讨论内容的背景资

料掌握不够
,

加之为了使该文尽快面世
,

故而不妥之处甚多
,

望国内沉积学界同行修正
。

新 书 简介

由刘宝邢院士
、

李文汉研究员主编的《层序地层学研究与应用 》一书
,

于 1 9 9 4 年底由四

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 ’ `

几

该书由
“
基础理论和概念

” 和
“

应用与实例
”

两个部分组成
「

。

前者
,

即第一部分有下述 7篇

文章
:

总论
、

层序地层学基础和基本概念
、

碳酸盐岩层序地层学
、

露头层序地层学研究
、

层序

不整合界面的综合地层标志
、

层序地层学在岩相古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

层序地层学和沉积盆

地充填史
;
后者

,

即第二部分有下述 5 篇文章
:

中国南方三叠纪层序地层及海平面变化
、

湖南

及邻区泥盆纪层序地层与岩相古地理编图
、

华南泥盆纪某些沉积层控矿床的控矿机制
、

东秦

岭山柞旬泥盆纪沉积盆地沉积层序和演化
、

西准噶尔界山前陆盆地晚期层序地层模式及其

应用
。

此书主要反映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对层序地层学的认识和应用
,

这对国内同行

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对促进层序地层学在我国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

自去年年底出版出来
,

已引起同行的注意和兴趣
,

目前
,

存书渐少
,

有兴趣的读者可向成都地矿所发行组 (邮编

6 1 0 0 8 2 )购买
,

每本 7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