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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梅树村剖面中谊村段底部白云质磷块岩与下伏小歪头山段含磷白云岩接触界面上

下沉积环境及其演变
,

过去曾从宏观地质特征
、

岩石化学成分
、

微量元素
、

重砂矿物及生物化石

等方而进行过综合研究
。

其成果表明
,

两岩性段界面上下呈渐变过渡关系
,

其沉积环境 由潮间

相向潮间一潮下高能相过渡
。

由干界面上下均为高能环境
,

二者间有时出现水下冲刷现象 ( 罗

惠麟等 19 82
.

! 98 搜)
。

本文试图通过碳
、

氧稳定同位素研究
,

获得更多信息
。

一
、

样 品地质特征

样 品系选取两岩性段接触界面上下岩层中的白云石单矿物
,

目的是使它既能 反映界面上

下岩石的沉积环境
,

同时 又有共同对比的基础
。

经岩石薄片研究表明
,

样品中的大部分 白云石

均为同生或准同生隐一粉晶状矿物
,

少量为同生内砂屑状隐晶白云岩岩屑
。

因此
,

白云石是较

理想的碳
、

氧同位素研究对象
。

6 件样品中
,

4 件采自梅树村剖面 ( 图版
,

图 l )
,

两件取于梅树村剖面西 70 0m 的磷矿采场

断面上 (图版
,

图 2 )
。

6 件样品的岩石特征如下
:

样品 ! :

小歪头山段顶部含磷石英砂质白云岩 (图版
,

图 3 )
,

其中隐一粉晶白云石 60 %
,

隐

晶白云岩屑 20 %
,

石英 (包括少许硅质岩屑
、

长石
、

板岩等陆屑 ) 15 %
,

胶磷矿 5%
。

样品 2 :

中谊村段底部条纹条带状白云质磷块岩 ( 又称过渡层
,

见图版
,

图 ! 中 2 号样层 )
。

由含磷白云岩条带与白云质磷块岩条纹条带相间组成
。

具波状层理
,

长形砾屑双向排列 (图版
,

图 4 )
。

白云石 (包括少量白云岩内碎屑 ) 70 %左右
,

磷质颗粒 30 %
,

石英 1%
。

样品 3
:

为中谊村段管近底部白云质磷块岩中的白云岩透镜体
,

大小 1c5 m 义 北用
,

主要 由

隐一粉晶白云石组成
,

胶磷矿内砂屑约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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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4 :

中谊村段近底部厚层块状白云质磷块岩
。

镜下显条纹构造
,

主要 由白云石和胶磷

矿相对富集而显出 (图版
,

图 5 )
。

白云石 40 %左右
,

磷质颗粒 (假鲡
、

内砂屑为主
,

少许鲡粒和

软舌螺化石 ) 60 %
,

石英 1一 2%
。

样品 5
:

小歪头 山段含磷白云岩 (图版
,

图 6 )
,

粉晶白云石 75 %
,

隐晶白云岩屑 20 %
,

胶磷

矿 3%
,

石英 2 %
。

样品 6
:

中谊村段底部叠层石磷块岩
,

叠层构造主要由相对富集的白云石
、

磷硅质和少部

分磷质层纹相间组成 (图版
,

图 2
、

7 )
。

层纹宽 0
.

1一 1
.

Zm m 不等
。

隐一粉晶白云石 50 %
,

隐晶

硅质 25 %
,

胶磷矿 20 %
,

石英 < 1%
,

黄铁矿假象褐铁矿 (立方体大小 0
.

05 一 0
.

Zm m )2 %
,

主要

富集于磷
、

硅质叠层中
。

二
、

样品加工及分析流程

野外采下两岩段 界面上下的大块岩样
,

按不同岩性 界面劈开取小层样品
,

用不锈钢钵破

碎
,

过 50 目至 ! 50 目的筛
,

对不同粒级分别电磁选
,

从中选择白云石较纯的粒级用蒸馏水在超

声波清洗器中清洗
、

自然干燥
、

双 目镜下挑纯 的白云石
,

最后经有经验的重砂工作人员检查合

格后送作碳
、

氧同位素下一步流程
。

稳定同位素分析测定工作是 由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承担
。

系采用 M A T 2 5 1稳定同位素

质谱计测定
。

三
、

分析测定结果

梅树村白云石碳
、

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 1
.

其精度 优于士 0
.

!矫
: ( 2 0)

。

表 l 梅树村剖面白云石碳
、

氧同位素成分

aT b le 1 C a r
bo

n a n d o x y醉 n

助. o p lc c o n l p o s l官五o n s o f d o l o n 一i . e f r o m 一h e M e i s h u e u n
,

e该i o n

地地点点 层位位 样号号 岩性性 6
,” C , n ,

(火
。 ))) 尸” O 。 。 〔男

。 )))

梅梅树村剖面面 中谊村段段 444 白云质磷块岩岩 一 2
.

1 777

攀攀
一 7

.

7 666 吸、、

(((一采区 )))))))))))))))))))))))))))))))))))))))))))))))))))))
曳了了

....... 333 白云岩 (透镜体 ))) 一 2
.

6 00000 一 7
.

5 777
...

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222222222 条带状白云质磷块岩岩 一 1
.

6 55555 一 7
.

0 88888

小小小歪头山段段 III 含磷石英砂质白云岩岩 一 1
.

7 999 一 7
.

4 999

昆昆阳磷矿矿 中谊村段段 666 叠层石磷块岩 (贫矿 ))) 一 2
.

4 222 一 7
.

6 000

(((二采区 ))))))))))))))))))))))))))))))))))))))))))))))))))))))))))))))))))))))))))))))))))))))))) 小小小歪头山段段 555 含磷内砂屑状白云岩岩 一 2
.

3 222 一 7
.

6 888

上述结果表明
:

1
.

两岩性段界面之上的中谊村段样品 ( 2
、

3
、
4 号样取平均值 )与其下伏的小歪头 山段样品

相比
, ’
犯值有增加趋势

,

其 沪 C 差值为一 0
.

1一一 0
.

2 5%
。 ;从单个样品的垂向变化看

,

紧靠岩性

段分界面上下样品的 6 , 3C 差值 (绝对值 )分别为 0
.

1 4%
。
( l

、

2 号样差值 )和 0
.

1%
。
( 5

、

6 号样差

值 )
,

见图 l
。

2
.

不同地点而层位相当的样品是二采区 (5 号样 ) 比梅树村剖面 l( 号样 ) 富
” C

,

其 6 , 3C 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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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样品 6 , ’ c 纵向
、

横向变化图

为 2
、
3

、

4号样品 6c
. 3
平均值投影点

, . 2
、
3

分别为 二刑而中谊村段与小杀头山段分界
_

卜下样 .钻 犯
, 3

的差位
,

此样点与梅树村剖面相距 7 0腼
F ig

.

1
.

V e r t i ca l a n d h o r ioz
n t a l v a r i a t io n s i n 6 t℃ f r o m t he

s a m P les
.

, l in id ca
res t h e p r o

神 ted iop
n r o f t比 a v e r a罗 义

, 3 v al u es fo
r aS rn 压x 义灼 2

.

3
.

4 . , 2
一

3通n d i ca t es r恤 耳
v a l u es o f 父

13

f r o m t加 sa m 拟es e o l l e ct 曰 a or u n d t h e
bo

u n d r “ y 比 t w e e n r h e Z ho n gy i e u n m e rn be r a n d t比 X达 o w a i它o u s
ha

n m e m be r i n t比

呷
i o n ; “ ` i n d

ica
t e ” a dis t a n c e o f 7 00 m be t w ee n t h e aS m p l j n g l”

t j o n a n d t h e M e is h u c u n s ec t i o n
·

为 一 0
.

5 3% ;
中谊村段样品也是二采区 (6 号 ) 比梅树村剖面 ( 2

、

3
、

4 号平均 )富
” C (见上图 )

,

其

6 , 3c 差值为一 0
.

4 8%。 。

3
.

6 件白云石样 61
“ o 的平均值为一 7

.

5 3%
。 .

其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为 0
.

6 8%
。 。

四
、

讨论

1
.

据资料
,

不同时代海相碳酸盐岩的 6 ’ “ C 值差别很小
,

而不同沉积环境形成的碳酸盐岩

的 61
3 c 值有明显差别

。

Bae
r st o hj ( 1 9 5 7) 从世界各地碳酸盐样品中测得海相样品 6

, 3
C 值为一 .3

2一 + 5
.

2%。 ,

平均 一 1
.

1 6%。 ;
淡水相样品 6 ,“ e 值为一 8

.

5一 + 8
.

5%
。 ,

平均一 4
.

3刁%
。 。

e l a y t o n 和

oe , n s (一9 5 9 )测得海相碳酸盐岩 6, 3e 为一 6
.

3 9一 0
.

0%
。 ,

平均一 一 5 4%
。 ;
非海相碳酸盐岩 6 , 3C

为一 11
.

07 一一 2
.

59 %
。 ,

平均 一 6
,

66 %
。 。

因此
,

梅树村 6 个样品的 la6 c 值均在海相碳酸盐范 围

内
,

但其平均值 ( 一 2
.

06 %。 )比上述海相样品平均值 (一 1
.

1 6%。
或一 1

.

5刁%
。
)略低

,

俪比淡水相样

品平均值 (一刁
.

34 %
。

或一 6
.

6 6%
。
)高得多

。

2
.

海相碳酸盐岩碳同位素具有指相信息
。

据 M ull er ( 19 6 8 )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叠系施

塔富斯特碳酸盐岩五个相带的研究
,

存在着边缘岸堤和岸堤相富含重同位 素
,

泻湖相较轻
,

而

盆地内部最轻的结论 (表 2 )
。

梅树村样品虽不多
,

但也存在类似的结果
,

即潮间相 6 ’ 3C 值比潮

间一潮下高能相的高 (表 3 )
。

五
、

结论

1
.

梅树村剖面中谊村段与小歪头山段白云石的 la6 c 值均属海相沉积范围
,

且紧靠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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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样品的 6 , 3C 差值很小 (0
.

1 4%。 )
,

岩性上呈明显过渡
,

两者为整合关系
。

表 2 施塔富斯特碳酸盐岩五个相带的 6 ,℃ 值

T a b le 2 T h e 6 1
犯

v 以 u es In fi v e fa e ies be l t s o f cS h t a f u s t ca
r

bo
n a t e r

oc ks

相相 带带 东北部 6 ,
犯 (编 ))) 东南部 61 弋 (%

。
))) 两地 81 犯 差值值

边边缘岸堤堤 4
.

2 111 4
.

4 888 0
.

2 777

岸岸堤堤 4
.

1 333 4
.

2 444 0
.

1 111

斜斜坡坡 2
。

9 3333333

盆盆地内部部 2
.

6888 2
.

2 000 、 O
·

刁888

泻泻湖湖湖 3
.

6 00000

表 3 梅树村不同相带白云石的 61 犯 值

T a bl e 3 T h e 6 1
犯 va lu e` 加 r d ol o n d它e f r o m th e d lf f e r e n t fa d es be l st in th e M e i s h u e u n se

e峨io n

相相带
’’

梅树村剖面 (一采区 )6
,
犯 (编 ))) 二采区 61 犯 (编 ))) 两地 61 ℃ 差值值

潮潮间一潮下高能带带 一 2
.

1 777 平均一 1
.

9444 一 2
.

4 222 0
.

4888

一一一 2
.

0 000000000

一一一 1
.

6555555555

潮潮间间 一 1
.

7999
一
2

.

3 222 0
.

5 333

,

据参考文献 l
、

2
,

梅树村地区小歪头山段为潮间相
,

中谊村段为潮间一潮下高能相
.

2
.

昆阳磷矿二采区中谊村段与小歪头山段样品的碳同位素表明
,

二者界面上下白云石的

6 , 3C 差值很小 (0
.

1%
。
)

,

其间的不平整接触界面属沉积冲刷构造
。

·

3
.

两岩段界面上下样品 (纵向 )和相同层位不同地点样品 (横向 )的 6 , “ c 差别可能是沉积

环境或沉积相不 同引起
。

它既与水的深浅 (反映介质的氧化还原作用 )有关
,

也与生物 的多少

(生物在中谊村段更为发育 )及其在氧化条件下腐败形成富含
’ Zc 的二氧化碳有关

。

d
.

如果说海相沉积碳酸盐岩的 6l ao 值随地质时代呈有规律变化的话
,

那么梅树村白云石

的 扮
RO 值对该地层沉积时代属早寒武纪或晚前寒武纪提供了佐证

。

5
.

有人认为
,

在前寒武纪一寒武纪界线附近出现 6 ’ 3C 减少 2%。 ,

与成磷事件之前有 一广泛

分布的相对缺氧期 ( Y u d o m s k i 事件 )存在相一致 ( p
·

S
·

摩克
,

J
·

H
·

谢尔登
, 1 9 8 4 )

。

梅树村剖

面 6 件白云石样正处于震旦系一寒武系界线附近
,

其 驴 C 平均值比一般海相碳酸盐岩的 61 3C

平均值低 0
.

52 %
。

或 0
.

9%。 ,

与上述结论大体吻合
。

其是否与 Y ud
o

lsn ik 事件有关
,

值得进一步

研究
。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昆阳磷矿张世山同志
。

电磁选及挑样为吴梅英同志负责
,

李如植同志

负责精选样品的检查
,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叶莲芳同办进行碳
、

氧同位素测定
。

文成后
,

蒙中

国科技大学陈江峰
、

程伟基 屯周泰禧等老师
,

给予热情指像女
,

并审阅全文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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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 1
.

小歪头山段与中谊村段整合接触
,

岩性渐变过渡
,

l
、

2
、

4 为采样号 (3 号样位于 4 号

样左侧约 3m 处
,

已出图 )
,

梅树村剖面
。

图 2
.

中谊村段磷质叠层石沿冲刷面向上生长
,

下伏浅色部分为小歪头山段含磷骨砂屑粉

晶白云岩
,

5
、

6 为样号
。

昆阳磷矿二采区
。

图 3
.

小歪头 山段顶部含磷石英砂质白云岩
,

白色砂屑为石英
,

黑色颗粒为胶磷矿
,

灰色者

为白云石或白云岩内碎屑
。

单偏壳
,

义 23
。

梅树村剖面
。

图 4
.

中谊村段底部条纹条带状 白云质磷块岩 (过渡层 )
,

条纹条带宽 l 一 20 m m 不等
,

具波

状层理
,

磷质内碎屑显双向排列
。

义 0
.

86
,

梅树村剖面
。

图 5
.

中谊村段底部白云质磷块岩
,

镜下显条纹构造
,

条纹宽 2一 3~
,

由白云石 (上部浅

色部分 )和胶磷矿 (上部深色部分 )相对富集而成
。

正交偏光
, 义 23

。

梅树村剖面
。

图 6
,

小歪头 山段含磷 内砂屑状粉晶 白云岩
,

黑色不规则颗粒为胶磷矿
,

较深色颗粒为白

云岩内砂屑
,

灰白色者为白云石粉晶
,

单偏光
,

x 23
。

昆阳磷矿二采区
。

图 7
.

中谊村段底部叠层石磷块岩
,

深色部为磷
,

硅质层纹 (下部 )
,

浅色部分为 白云石层纹

( 上部 )
。

单偏光
,

丫 12
。

昆阳磷矿二采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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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i n i n g D is t r ie t in th e K u n y a n g

Ph os P h o r主t e d e P os i t
.

7
.

S t o rm a t o li t i e Ph o s P h o r it e a t t h e b o t t o m o f t h e Z h o n g y i e u n m e m b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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