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33 期

1 9 8 8年第 1 期 岩相古地理

S u m N o .

3 3

N o .

1
,

1 9 8 8

国 外 沉 积 学 期 刊 文 献 摘 要 选 登

《 沉积学》 34 卷 1期 1 9 8 7年2月

一
、

维任编辑的声明 1

二
、

沉积学中的风格和徽式 3

三
、

智利北部第三系千盐湖砂岩的成岩作用 , 对安第斯山上升和矿床成因的意义 n

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省的渐新世一中新世的 P ac e n o
ia 群由沉积在一系列冲积扇 和 干

盐湖次级环境中的 Zk m以上的磨拉石沉积物组成
,

出露于圣 巴托洛附近的A r t ol la 段砂 岩 代

表干盐湖边缘的砂坪沉积
,

是层状铜矿矿化的部分宿主地层
。

这些沉积物的详细研究揭示出

有一复杂的成岩改造的长石砂岩质碎屑矿物组合的序列
。

不稳定铁镁矿物和钙质长石 的早期

溶解
,

导致正离子进入层内溶液
,

而后形成一套成岩早期的自生矿物
。

这些矿物包括骨架颖险上的早期赤铁矿包壳
、

孔隙衬泡沸石和充填孔隙的方解石
、

硬石

青和天青石胶结物
。

钠长石
,

石英和较不普遍的钾长石的共轴生长发育良好
。

伴随着早期氧

化的层内条件
,

在中成岩期来 自泥岩的酸性流体的流入导致重要 的次生孔隙的生成和建立了

一种酸性的还原的层内环境
。

这就促进了低温矿化溶液的导入和圣 巴托洛铜矿的形成
。

钾长石和石英的晚期增生和自然铜 /黄铜矿胶结物氧化为赤铜矿 /黑铜矿和辉铜矿 / 铜 蓝

组合记录了一种回归 的氧化成岩条件
。

最后 的表成的矿物组合与大气水的进入有关
,

并 为安

第斯山中至晚中新世的形变作用和上升的一重要阶段提供了依据
。

四
、

泥灰板岩
:
在新近形成的缺氧海中方解石

、

白云石和硫化物沉淀的模式 3 1

约克郡南部一新的完整的泥灰板岩岩心的详细研究
,

提供了同位素 (各” C
、

己` “
0

、

各3 `
)S

和地球化学变化的资料
,

使得能以建立晚二叠世蔡希施坦海中碳酸盐和硫酸盐沉淀的模式
。

方解石和白云石紧密伴生 ; 沉积物中的细小纹层
、

有机物特征和缺少海底生物是缺 氧条件的

标志
。

该岩心的岩性可分为下部 以腐殖泥为主 的泥灰板岩 (2 m ) 和上部腐殖泥与富方 解 石

和富云石的碳酸盐互层的过渡带 (0
.

65 m )
。

泥灰板岩和过渡带的 C S/ 分别为 2
.

22 和 1
.

72
,

二者均是缺氧环境的特征
。

碳酸盐中的b ` “
O

通过方解石 /白云石 比值的变化而反映出有大的系统变化
。

这些结果说明方解石中的分 馏 系

数等于
’ 吕O的 3

.

8脸和
` 3

C的 1
.

5编的亏损
。

各3 ` S的值是轻同位素的 (平均为
一

3 2
.

7%。
)

,

说明

泥灰板岩的分馏系数几乎为 44 肠
,

是典型的缺氧盆地
。

这些结果与蔡希施坦海的成层性有关
。

方解石沉淀于盐跃层之上的上氧化层中
。

氧化 /缺

氧界面之下沉淀草毒状黄铁矿
,

产生了较低的硫浓度和提高了M g / C a 比值 (由于方 解 石 的

沉淀 )
。

结果
,

白云石 的形成就在氧化 /缺氧界面之下 的缺氧水柱内和底部沉积物中
。

因此
,

方解石 /白云石 比值的改变
,

和同位素的变化被解释为受蔡希斯坦海中氧化 /缺氧界面 的相对

变化的影响
。

五
、

造 I 多毛类 L a
in

c e
co

n hi l e g a P al l as 的沉积学影晌和古生态意义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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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管多毛类 L a in c e 。 。
cn hi l e

ga 与大藻一起形成潮间丘
。

这个组合产生了能在地层中记

录潮汐和季节旋回的构造
。

它们代表低潮汐面
,

因为该组合出现在小潮低潮面之下
,

许多构

造是在水排出该组合时形成的
。

丘是由组合的集合体周围的沉积物表面的扰动和集合体内沉积物的堆积所形成的
。

最初

的集合体可能是成年蠕虫的残余斑块
,

幼虫或幼虫与成虫的新的团块
。

在高密度斑块中
,

幼

态蠕虫和漂移的藻容易沉降和成活
,

而食肉动物和波浪则容易扰动低密度斑块
。

藻和管穿过

堆积的沉积物
,

产生一新的较高的表面
。

通过这一相互作用
,

高密度斑块迅速增加高度
,

而

低密度斑块被侵蚀
。

无论密度如何
,

当最初的扰动是规则时
,

该表面保持乎坦
,

均匀上升或

均匀侵蚀
。

堆积和侵蚀作用在大潮期间增加
,

小潮期间降低
。

丘的发育也随季节变化
。

春季动态蠕虫的增多促进了藻的沉降和开始丘 的建造
。

夏初
,

由于风暴侵蚀力降低
,

造管和藻生长傲速率增加
。

这就导致夏末大藻开始死亡之前丘极大的

发展
。

藻的减少与秋季的风暴一致
,

和造成丘 的灾难性侵蚀
,

变为蛰伏蠕虫管的残留斑块
。

冬天成活过来的管块提高了春季的补助和又开始丘 的发展
。

在埋藏和保存期间丘的形状总是模糊的
。

基于此
,

可能很难辨别古代丘的原始形状
。

但

是
,

在 L a in o e
管和其它生物成因构造中记录了沉积作用和侵蚀作用旋回

。

这些构造与物理构

造一起用以确定潮汐高度
、

季度或水流体制
。

但一般说来
,

虫管集合体本身不是特定的水力

环境的标志
。

六
、

阿拉伯鸿北部科威特近岸环境中的海下石灰岩 67

与海相石灰岩的精细的岩相和矿物特征一样
,

潮间和潮上带石化岩石总是难以区分
,

因

此防碍了成岩环境的精确描述
。

科威特岸外水深 6至 s m的石灰岩的岩相特征为
: 从渔而粒 亮晶

灰岩和生物亮晶灰岩 (胶结物全是文石 ) 至鲡粒微晶灰岩和生物微晶灰岩 (其中至少有些胶

结物是微晶镁方解石 )
。

碳 14 资料说明鱼面粒亮晶灰岩石化的水深比现在出现的位置浅 (可能

是潮间 )
。

生物亮晶灰岩
、

鲡粒微晶灰岩和生物微晶灰岩是准同生的
,

在潮下石化
。

七
、

牙买加岸礁相 的沉积物组分类型 77

沿迪斯卡韦尔海湾附近的三条平行的采样线
,

采集了牙买加北海岸岸礁的现代碳酸盐沉

积物
。

每条采样线都从近岸处经礁后
、

礁脊
、

礁前至水深 75 m处
。

不 同位置间生物组合 的相

对丰度不同
,

反映了礁生物群落组分 的基本类型
。

沉积物以强烈破碎的珊瑚碎屑 ( 27
.

1%一

6 1
.

3 % )
、

钙质绿藻万
a l`m e d a

片 ( 0
.

4一 3 5
.

7 % )
、

珊瑚藻 ( 4
.

7一 26
.

2 % ) 和有壳有 孔 虫

I l 0 0 0 t : 。 。 。 : “
b

: 。 nr ( 0
.

7一 0
.

6 % )为主
,

及少量其它门类碎屑 (无壳有孔虫 1
.

3一 6
.

5 % ; 软

体动物 1
.

4一 7
.

。% , 棘皮动物。
.

9一 5
.

。% )
。

珊瑚碎屑
、

珊瑚藻和 H
o m ot er 。 。

ur bur m 颗

粒是礁前浅水 ( 5一 15 m ) 沉积物的主要成分
,

而 H al 俪 ed
。
片在礁后和礁前的 较 深 水 (之

2 4 m ) 沉积物中最丰富
。

用沉积物组分数据进行Q型聚类分析
,

得出了本研究的整个水 深 范

围内 (1 一 75 m ) 的四个礁生物相
。

八
、

娜威北部晚前寒武纪冲积相砂岩中过渡沙垅至上流态平坦层的料层理和床沙形态89

挪威北部一晚前寒武纪冲积砂岩序列在沿河剖面中以板状或透镜状大型交错层组为主
。

透镜状层组指状交叉和在有些地方有近 于对称的交错层组
。

板状层状在有的地方是孤立的
,

但在层系组中大量的成群出现
。

在这两种交错层组中
,

斜层理形状由凹至 S形
,

后者的 变化

包括微水平至缓倾斜的顶积层
,

顶积层 (具裂线理 )
,

沿下游不断地合并成较陡的 ( 10 一 2。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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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层
。

虽然上凹层和 S形层沿下游普遍 交替出现
,

但前积层 的几何形态和倾斜明显一致
。

斜层理的特征说明泛滥阶段 的沉积作用发生在相对高速的
、

稳定的带有大量悬浮沙的水

流中
。

两种交错层组被解释为代表由沙垅至上游态平坦层过渡的水流所产生 的床沙形态
。

透

镜状交错层组可能代表周期性沙垅
,

但长的床沙形态 ( 以板状层组为代表 ) 是否归入沙垅
,

甚至归入孤立的至准周期性的沙坝
,

还远为不清楚
。

九
、

冰川沉积作用和据其岩相的环境恢复 1 0 3

阿尔伯达省埃德蒙附近维尔纳夫坑周围出露的冰川沉积物
,

据其颗粒大小
、

沉积构造
、

冰

川引起的形变和破裂
,

以及内痕被分为若干相
。

有两个混积物相
,

其一是直接由冰川冰形成

的原始冰硫物
,

另一个为块体移动所产生
。

此二混积相与被解释为冰水沉积物的流水层状相

紧密伴生
。

这些河流沉积物的地层学的
、

沉积学的和构造学的特征都表示有冰川下水道和洞

穴中的沉积作用
。

在任何地点
,

冰川都显示出浸蚀基底和不与基底接触的两种情况的交替
,

前者造成上冲和底痕 ; 后者则是洞穴中的河流和块体移动沉积物的堆积
。

结果是单一的冰川

推移产生了复杂的侧向变化大的地层
。

这种序列的正确解释的实质是
,

是否用岩相来建立冰

川的历史
。

此外
,

这里提出的解释意味着松软带形成
“
冰琐物

” 。

它们表明松软带是由块体

移动再沉积的分选沉积物层
。

十
、

英格兰南部下侏罗统巴里德普特一尤维尔砂岩中生物扰动浪成顺拉方位的磁化组构

特征 1 1 7

巴里德普特一尤维尔砂岩中
,

由于强烈的生物扰动
,

只有很少的水动力的纹层
。

在出现

纹层的地方
,

虽然也发现有水流波纹纹层
,

但它主要显示浪成特征
。

通过测量磁化率各向异

性
,

测定了大量生物扰动和无生物扰动的细粒砂岩的颗粒方位
。

磁化组构呈原始针状和保存

为近于 90
。
的两组线性方向

。

这些线性方向被解释为波浪和水流作用产生的颗粒长轴方位
。

磁

化组构主要是由少量的顺磁矿物 (主要是碎屑状绿泥石和云母 ) 构成的
。

它们是由碎屑状层

状硅酸盐的沉积排列和压实作用早期的再排列造成的
。

在大小特征和线性方向的保存方面
,

强烈生物扰动砂岩的磁化组构与无生物扰动砂岩的磁化组构没有区别
。

十一
、

加利福尼亚怀尼米扇的现代浊流事件
:

流动的皿蔺 1 29

描述了加利福尼亚大陆边缘地怀尼米扇的一现代浊积岩 ( 1。。年前 )
。

在扇面上进行了密

集的取样
,

因而对该沉积物进行了精确的描述
。

它具鲍马序列的 D E层和有明显双峰态 的砂

质粉砂粒径分布
。

虽然使用概略的流体动力学方程
,

但仍可重建沉积这些物质的水流的原始

流动性质
。

在中扇下部和上扇的水道中
,

计算的速度为 10 一 9 c0 m s
一 ’ ,

密度超过周 围 海 水

。
.

00 1一 o
.

o 0 6 g c m
一 ’ 。

水流高度为 5一 15 m
,

坡度 1
.

6至。
.

15
。 。

10 天中堆积的 沉 积物 总 量 为 4

10 7 m 3 。

推测该浊流直接起因于 18 8 4年洪水时河流的输入
。

也描述了一较老的事件
,

它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和成 因
。

该较老的沉积体颗粒粗
,

其沉积

构造说明是高流态的
。

推测它是由滑塌作用引起的密度较大
、

流动更快的水流沉积的
。

需要

进一步认识浊流特征的控制条件及其对扇形态 的影响
。

十二
、

尘埃撅运和沙成黄土建造问题 1 39

虽然在干早和半早地 区现弋尘暴很频繁
,

但沙漠黄上沉积极不发育
。

世界黄土大都在更

新世时经历了冰川的中纬度地 区
。

海洋岩心特征表明在更新世的寒冷阶段期间亚热带沙漠的

尘埃搬运增加了
,

但仅在一定的沙漠边缘形成黄土
,

其原因尚未得到充分地解释
。

本文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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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尘埃搬运和沉积的机制
,

和导致厚层黄土堆积的环境
。

典型的黄土是由地面上几米呈

短期悬浮搬运的中粉砂粒组成
。

只有当尘埃被圈捕在相 当靠近源区的有限区域时才形成很厚

的黄土
。

被搬运的尘埃颗粒细于20 山
n ,

在较高的高度范围 内呈长期悬 浮状态
,

可以分 布 很

宽
。

粉砂的可得性尘埃搬运的频率
、

大小和方向是控制黄土生成态势的重要因素
,

但合适的

尘埃圈捕的存在特别重要
。

圈捕可以地形障碍
、

潮湿地面地 区
,

或植被地面等形成
。

更新世

时中纬度地 区的邻近冰川冰水平原的植被和辫状溶水河圈捕了尘埃
。

冰川时期从一定沙漠吹

起的尘埃 (著名的有西奈
、

苏联的中亚和中国 ) 在邻近的半干早地区堆积为黄土
。

在其它沙

漠的边缘
,

由于缺乏植被圈捕
,

黄土的形成受到了部分抑制
。

在全新世的大部分时期
,

纯尘

埃沉积速率
,

在所有的沙漠也都太小
,

不能形成厚 的黄土堆积
。

这主要是由于粉砂的可得性

降低和 出现地形稳定的趋势
。

所报导的过去 50 年期间的尘暴频率过高估计了由于人类活动的

影响而产生的较长时期的全新 世尘埃流量
。

很多现尘埃的成因是由于半干早地区开垦土壤的

侵蚀作用
,

其顺粒小于典型 的黄土
。

十三
、

自由垂直沉积作用过程中城粒变平作用和城粒团化作用间的千沙现象 1 55

本文研究自然颗粒自由垂直沉积期间颗粒变平和颗粒圆化之间的干涉现象
。

用 C
o r e y

S h
a p e

F
a e t o r ( C S F ) 来测颗粒的变平

,
p o w e r s I n d e x ( P )测颗粒圆化

。

可用 D i e t r i e
h

方程分别研究变平和圆化 对颗粒终端下降速度的影响
。

测定了颖粒变平和颗粒圆化对 颗 粒

沉积作用系数 ( P S C ) 的影响
,

P C S是颗粒名义直径与等效沉积作用半径之 比 ( D扩D `
)

。

它表明颗粒变平作用与圆化作用相互依存
,

以致出现干涉现象
。

在正干涉的情况下
,

变平和

圆化对 P S C的联合影响大于这两个参数的分别影响
。

相反
,

如果联合影响小于单个的影响
,

则出现负干涉
。

对细粒颖粒
,

其形状在一变量范围内 (变平或圆化 ) 越是不同
,

其它变量对自由垂直下

落的影响越大
。

对粗粒颗粒
,

则出现相反现象
。

对极细粒颗粒〔D
。

< 2。。卜m (空气 ) 或 < 3 70

林m (水 ) 〕
。

颗粒圆化对自山垂直沉降的影响极小
。

对较粗的颗粒
,

如果颗粒强烈 变平
,

则

变平作用是最重要的参数 , 如果不是这样
,

则圆化是控制参数
。

十四
、

碳酸盐沉积物定皿 X射线衍射
:
通过洛伦兹例面拟合衍射峰的矿物学分析 1 69

描述了用X 射接对碳酸盐沉积物进行定量矿物学分析的新的自动方法
。

用比较衍射峰 全

区强度的方法得出百分数分析
。

衍射峰用洛伦兹剖面拟合
。

增加一内标准就能测定化学计里

不平衡的数据
,

和允许非碳酸盐相和 (或 ) 非结晶相的同时存在
。

碳酸盐相定里计算的相对

误差总是小于 15 %
,

虽然实际值和计算值间的真百分误差在任何情况下都小于 3
.

8%
。

成都地矿所 李文汉 供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