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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浪控三角洲沉积的识别

一江西
“

花屋石英砂岩
’

矿沉积条件的讨论

侯 光仪

( 四川建材工业 学院 )

“
花魔石英砂岩

”
矿位于江西省瑞昌县花屋地 区

。

含矿地层为中志留统夏家桥组 ( S
:
x)

。

夏象桥组为一套贡岩一粉砂岩一砂岩的碎屑岩沉积组合
,

下部主要为砂岩
,

上部为 砂 质 页

岩
、

页岩夹粉砂岩
,

偶尔夹灰岩
。

含丰富的腕足类
、

三叶虫及腹足类化石
。

总 厚 在 1 75 m一

34 4血间
。

其祝权坏境主要是浅海内陆栩` 海岸
。

夏家桥组地层中的砂质一粉砂质泥页岩
、

据质粉砂鲁波粉砂质细脸长石石英杂砂岩三种岩石都可 以作为优质水泥硅质配套校正原料
,

商长石石英杂砂岩尤甚
。

这种沉积型矿床
,

弄清其沉积条件
,

对手找矿勘探则是十分必要

的
。

夏家桥组的岩相特点

花屋地区夏家桥组 s(
Z x ) 剖面如次 ( 自上而下 )

:

第五层
、

紫红色
、

灰绿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夹细砂岩层
。

厚 50 m
。

第四层
、

黄绿色
、

紫红色粉砂岩夹粉砂质细粒砂岩
。

呈薄层状构造
。

厚 3 1 m
。

第三层
、

杂色泥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互层
。

薄层状
,

具有发育的水平 层理
。

厚 20 m 。

第二层
、

黄绿色
、

灰绿色粉砂岩夹薄层砂质泥岩
。

发育沙纹层理
。

厚 50 m
。

第一层
、

黄绿色粉砂一微粒砂岩
、

杂色粉砂质泥岩及泥质粉砂岩互层
。

厚 4 o m
。

剖面底部与下志留统清水组 ( S
:
q) 砂页岩连续沉积

,

顶界与二叠系断层接触
。

在这套岩层的下部产丰富的化石
,

如
:

分离条纹石燕 ( S t r i i s P i r i f
e r e f

.

d f s户a r a t “ s )
、

猫王王冠虫 ( C o r o n o c e p h a
l
u : r e x )

、

格伦贝 形纳里夫金 贝 ( N a l i v k i 。 i a g : “ 。 e w a ld t f a e -

f o r m `s )
、

纳里夫金贝 ( N a l f o k f n `a s p
.

)
,

条纹石燕 ( S r r i i s p f r i f
e r s p

.

)
。

从上述岩层剖面来看
,

本区夏家桥组岩层可分为两种岩相
,

下部第一
、

二
,

三层主要为

一套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与泥页岩的互层
,

岩层呈薄状
,

具有发育的水平层理与沙纹层理
,

颜色主要为黄绿色及灰绿色
,

含有丰富的海相动物化石
。

其沉积环境显然系海岸近滨带及部

分浅海
。

其上部第四
、

五层为薄层状的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的互层
,

夹细粒长石石 英 杂 砂

岩
。

长石石英杂砂岩呈层状
,

具块状构造
。

其沉积环境显然也是以海岸近滨带为主
,

长石石

英杂砂岩亦应为海岸环境产物
。

总 的说来
、

夏家桥组应当是一套广海海岸环境的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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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夏家桥组
.

“

花屋石英砂岩
”

的粒度分布

“
花屋石英砂岩

”
是 主要的矿石类型

,

化学分析表明其化学组成是
: 51 0

: = 8 5一 75 %
、

F e 2 0 3 = 7
.

0 3一 3
.

4 5%
、

A 12 O
3 = 1 1

.

2 6一 7
.

5 2%
、

R Z
O = 2

.

3一 2
.

3%
, n
值为 4

.

3一 7
.

3
。

为

优质的水泥配套硅质枝正原料
。

“
花屋石英砂岩

” 主要为粉砂质长石石英杂砂岩
,

其碎屑成分中石英占8 7
.

5一 9 3
.

7 5%
,

长石 占6
.

25 一 1 2
.

5肠
,

还有少量 电气石
、

金红石等重矿物
。

杂基含量较高
,

达 15 一 20 %
,

杂

基成分主要为绿泥石
、

绢云母
、

水云母及高岭石
,

按其特征均应属正杂基类
。

此外有少量的

硅质胶结物
。

砂岩分选较好 ( a
; 二 0

.

5 7)
,

碎屑颗粒呈 次圆一次棱角状
。

对于砂岩的粒 度分

布特点现详述于后
。

1
.

粒度概率曲线的特征

图 1 是根据21 个薄片作出的粒度分 布概率成因图解
。

从图上可以看出样品具有A
、

B
、

C

三个总体
。

以 A总体为主
,

其含量为 84 %
,

B总体的含量也较高
、

达 9 %
,
C总体 的 含量也

大于 5%
。

S点及 T点均为明显的拐点
,

分 别为 4小与 2小
。

A 总体的斜率约为 5。
。 ,

C总体的斜

率高于 A 总体
,

约为6 00
。

“ 花屋石英砂岩
”
的粒度分布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

若以书本的模式去对照解释则会令人

迷惘而踌躇不前
。

图 1 表明
,

该粒度分 布在总体发育的类型及其含量上
,

反映了
“
标准的

”
河

流环境牵引流沉积作用的特征
。

S及 T点的明显拐点性质亦证明如是
。

然 S
、

T两 点的位里则

明显偏细
,

S点具有海滩的特点
,

T点则与三角洲环境的河 口沙坝者同
。

C 总体 的 粒 度大于

。
.

25 m m
,

斜率达 60
。 ,

均高于 A 总体
,

反映出滚动搬运过程中有明显的海滩作用过程
。

频率曲线图 ( 图 2 ) 所表明的特征同概率累积曲线相若
,

不呈一个单一的正态分布
,

图

形明显包含了三个总体
。

峰态 K G
为 1

.

00 6① ,

偏度 S K :
为。

.

0 3 7 8
。

按福克和沃德 ( 19 57 ) 的

划分标准属于峰态中等及近对称的曲线
。

因此
,

峰态 ( K c) 和偏度 (S K )I 的特点均表明具

有明显海滩砂的性质
。

2
.

粒度参数的组合特征

根据
“
花屋石英砂岩

” 16 个薄片
,

求得的各种粒度参数平均值为
.

平均粒度 M
乙 二 3

.

2朴中
,
标准偏差 a : = 0

.

5 7 ,

偏度 S K
: = 0

.

0 5 7 8 , 峰态 K
G = 2

.

0 0 6 ,

三阶矩卜
, = 一

0
.

25
。

以上值我们作了三种粒度参数组合图
,

即 al ~ S K I
图 ( 图 3)

、
a : 一 件 3图 (图 4) 及 口 : -

K G
图 (图 5 )

。

在图 3与图 4两张图上
,

点子落在海滩环境内
,

具有明显 的海岸沉积特征
。

而在 图 5上
,

我们以16 个散点投图
,

今人惊奇的是
,

16 个戚中除一个点骑墙 (线 ) 外
,

其余 15 个点中
, 8

个是海滩
,

7个为河流
,

表明其沉积条件具有明白无误的二重性质
。

3
。

萨胡环境判别公式计算结果

利用萨胡 ( 1 9 6 4 ) 环境判别先计算结果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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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准偏差对偏度的离散图

( 据弗里德曼
, 19 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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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拐

图 4 标准偏差对三僻矩的离散图

( 据弗里德曼
, 19 67 )

a
.

y 海滩
、

浅海
= 1 5

.

6 5 3 4M : + 6 5
.

70 9 z a : 2 一 z s
.

l o 7 1 S K : + 1 8
.

5 0 4 3K 。 二 9 0
.

7 0 1 2
,

>

6 5
.

36 50
,

为滩海沉积环境
。

b
.

y 浅海
、

河流 = 0
.

2 8 2 5M : 一 8
.

7 6 0 4 a : 2 一 4
.

89 3 2 S K
: + 0

.

0 4 8 2K
G = 一 2

.

0 5 4 7
,

)

一 7
.

4 19 0
,

为浅海沉积环境
。

e .

y 河流
、

浊流
二 0

。

78 7 5M : 一 0
.

4 0 3 0 a l 2 + 6
.

73 2 2 S K , + 5
.

2 9 2 7 K 。 = 5
.

0 3 4 9
,

< 9
.

8 4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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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标准偏差对峰态的离散图 ( 据弗里德曼
,

19 67 )

为蚀流沉积
。

上述萨胡环境判别式计算结果

表明
, “

花屋石英砂岩
”
似乎应为

浅海沉积环境
,

这个结论与其相邻

地层即夏家桥组岩层总的沉积环境

相若
,

即如夏家桥组岩相特征一节

所述
,

具有海岸近滨带到浅海的沉

积特征
。

另外
,

在口 l
一 K G

组 合图

上
,

出现了七个河流 沉积的点子
,

而 Y河流
、

浊流公式计算结果又表

明了浊流沉积的特征
。

我 们 认为
“ 浊流 ”

特点的出现可能同砂岩的

高杂基含量 (可达 20 % ) 有关
,

而

且这还可能是由于河流形成作用的

影响
,

并且由于堆积速度较快
,

从

而显示了一种
“
密度流

” (密度略

大 ) 的特点
,

这一点可从砂岩的杂基含量高及具有块状构造等特点得到证实
。

三
、

结 语

综上所述
,

我们得到如下的一些认识
:

·

第一
,

夏家桥组
“
花屋石英砂岩” 岩类应属长石石英杂砂岩

。

包含
“
花屋石英砂岩”

’

的

厦家桥组泥页岩一粉砂岩一砂岩沉积组合
,

其沉积环境为海岸近滨带一浅海
。

第二
,

对
“ 花屋石英砂岩

”
进一步的粒度分析结果还表明

,

这些长石石英杂砂岩具有明

显的双重性沉积特征
,

即受到河流作用与波浪作用的双重影响
。

其总的沉积背景应该是海岸

近滨一浅海带
。

长石石英杂砂岩主要应是一种海滩的
、

即为受到波浪作用的产物
。

然而就是

这个具有海滩性质的长石石英杂砂岩却还藏着没有消磨殆尽
,

并一 目了然的牵引流 (河流 )

的
“
性格

” 。

众所周知
,

三 角洲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沉积体系
,

它是河流作用与海洋作用

(包括波浪作用及潮汐作用 ) 相互影响
、

斗争
、

协调的结果
。

以河流作用为主的三角洲则形

成以河 口沙坝沉积为代表的三角洲前积层
,

如现代密西西 比河鸟足状三 角洲
。

以潮汐作用为

主的则形成以潮汐沙坝为代表的前积层
,

如现代的巴生一朗加潮汐三角
。

以波浪作用为主的

则形成以各种席状沙
、

弧形席状沙为代表的前积层
,

如现代的罗纳河朵状三角洲
。 “

花屋石

英砂岩
”
应该属于第三种类型

,

即它是一种以浅海沙或海滩沙 (席状沙 )
,

的面 目出现的波浪

作用为主的浪控三角洲的前积层
。

所以其粒度分布显示了双重的沉积作用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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