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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注
:

本期是元古代沉积地质学专集
,

共 9 篇文章
。

一

其中 名篇是 12 届 国际沉积学家

协会的
“

元古代沉积物
”
讨论会上提出的

。

这些论文涉及了从露头的底形分析至区域分析和

各大陆上大区域的大地构造解释
。

限于刊物篇幅
,

仅对 9 篇文章 (按原文中的顺序 ) 的要点

及名称简译于下
:

第一篇文章 ( P
.

105 一 1 2 6) 提出了石英砂屑岩 (正石英岩 )的成因和特征
。

作者驳斥了对

此令人迷惑的岩石组的一些普遍看法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模式
,

以便结合板块构造
、

古气候

和海平面的变化等方面来解释这些岩石组的独特的几手单一矿物的成分和不规则的地层学

分布
。

根据石英砂屑岩出现的时间投影
,

作者认为
,

这些岩石在元古代不是主要的
,

但在早古

生代
、

二叠一三叠纪和白垄纪是主要的
。

认为在元古代是主要的是北美样品造成的偏见
,

如

果对澳大利亚元古代进行较多的野外工作就不会得出这样的印象
。

第二篇论文 ( R 1 27 一 l 刁钓也是注重区域的
,

通过北美的主要是元古界的地层来研究板

块构造
、

冰川和铁建造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
。

早和晚元古代时的冰川岩石和晚元古代铁建造

似乎主要形成于张性地 区
,

那里的较老的铁建造沉积于挤压区的饥饿盆地中
。

作者把 iF s c h
-

e r ( 1 9 8 2) 的显生宙全球海平面和气候变化模式延伸至前寒武纪
,

以找 出所分析的各种特征

间的内在关系
。

第三篇 (P
.

145 一 169 ) 和第四篇 ( P
.

171 一 1 9 4) 文章把研究规模降至野外露头和 描述 中

至晚元古代的不同湖相序列
。

前一篇是怎样有效地用大量地球化学测量值进行未变质层序

的详细相分析和得到更合理的沉积环境及其演化解释的一个实例
。

后一篇涉及变质的白云

质一泥质岩石旋回的纳米 比亚序列 (西南非 )
,

这些岩石含有大量的蒸发盐假形和沉积构造
。

尽管有变质作用
,

但文中所作的仔细的相和矿物学研究仍可用来推论裂谷大陆位置复杂干

盐湖中的沉积作用
,

并可与现代东非裂谷碱性湖中的沉积作用比较
。

第五篇论文 (P
.

1 95 一 2 16) 是讲 即使高变质岩石也可用大量的沉积学结果来进行详细

的野外分析和观察
。

作者排除了由于露头不连续造成的某些不确切性
,

主要根据沉积构造的

仔细研究
,

模拟了一个至少 2 2 0 0M a ,

厚 2 0 0 Om
,

变形变质砂屑岩和片岩序列的盆地
。

他们把

这个序列解释 为从浊积岩推进为风暴岩的海棚环境中的沉积
。

象其他作者一样
,

他们也将其

观察放入单源 (峡谷 )浊积扇模式
,

但他们可能涉及的是多源浊积岩序列
。

第六
、

七两篇论文是澳大利亚南部晚元古代阿德菜德褶皱带(
’ `

地槽
” ) 的详细野外调查

成果
。

前一篇 (P
·

2 17 一 23 5) 提出了使该 区闻名于世的极为壮丽的弯曲峡谷成因的浅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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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后一篇 (P
.

23 7一2 4 5) 描述了一个异常厚的丘状交错层序列 (H CS )
。

H CS 出现在不同的薄

旋 回中
。

控制供给陆栅不同沉积物类型的气候旋回性 (米兰科维奇型 )很可能是造成旋回的

原因
,

而不是水深变化造成的
,

后者曾普遍认为是形成小旋回的原因
。

旋回中泥晶灰岩非常

丰富
,

是中陆棚环境中的无机沉淀
。

克拉通沉积作用是否与现实的模式一致 ? 第八篇论文 ( P
.

2 55 一 2 7 6) 提出有些向上变浅

旋 回 (西非上元古界叠层石与硅质碎屑互层的序列中 )可与现代碳酸盐台地中由相迁移产生

的旋回对比
,

但是作者所描述的其它相间的突然接触
,

和非常广泛而均一的叠层石生物层又

与发表的现代潮缘沉积模式不合
。

作者认为海平面周期性迅速上升之后海水中沉积的登层

石相间隔了序列的沉积史
,

所间夹的地层主要是辽阔克拉通海较浅部分的受风暴影 响的沉

积
。

文中所描述的沉积作用类型与澳大利亚的 M c户J t h ur 盆地中的有些部分非常相似
。

第九篇论文 (P
.

27 7一 2 9 3) 描述了澳大利亚中部早元古代厚河流层段内两层蛇曲河沉

积
。

作者认为前志留纪没有陆地植被
,

不能排除元古代时发育蛇曲河
。

以下九篇论文的名称
:

一
、

石英砂月岩
:

评论和解释 10 5

二
、

元古代板块构造
、

冰川和铁趁造
`

1佗7

三
、

澳大利亚北部中元古代湖泊层的沉积学和地球化学 玉朽

四
、

纳米比亚达马拉带南邮晚元古代碱性湖 (千盐湖 )沉积的沉积相和位里 1 17

五
、

芬兰 uP ol an ka aj
r vl 组角闪岩中前寒鱿纪浊积岩风 . 岩的变化 1 95

六
、

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山脉的先古代峡谷
. `

2 17

七
、

南澳大利亚晚元古代 w on ok
a
组具丘状交错层理旋回的以风 . 为主夹碳破盐 /硅质

碎属的陆棚序列 2 37

八
、

克拉通沉积作用与现有模式一致吗 ? 西非克拉通上元古界的一个实例 2 55

九
、

元古代河流沉积
:

辫状的或曲流的
·

2 77

《沉积地质学 》5 9 卷 1一 2 期
’

19 8 8 年 9 月

一
、

北爱尔兰 G . er y 谷一冰界冰海三角洲的沉积学 1

北爱尔兰上 ca
r ey 谷 出露一广阔的晚更新世三角洲体

,

它与海平面之上 10 伽 的水面

有关
。

沿现代河流的礴头是最下部相组合
,

为块状混积岩和沉积物重力流沉积的无分选的砾

石
,

上粗记录一大冰供三角洲推进的顶积相组合和砾石质前积层
。

混积岩相是水下碎屑流沉

积 ;伴生的砾石为混乱层状
,

是无分选的巨大砾石沿斜坡 向下移动的沉积
,

它们微弱的粒序

特征可能与大 t 的块体流过程有关
。

沉积物重力流是 由谷上部迅速沉积的沉积物形成的
,

这

些沉积物堆积在一冰海前缘的一狭窄冰下水道水中出口附近
。

水下冰的后退使得吉尔伯特

型三角洲生长
。

区域特征表明
,

三角洲顶部记录了不列颠冰盖周围与均衡下陷相应的相对高

的海平面
。

C凌 r . y 谷充填物的构造和沉积学表明
,

它们可能是保存在英国北部海岸线附近地

形低地中的典型的商位冰海三角洲
.

二
、

受冰川影响的冲积扇中陆上碎月流相的碎周组构和沉积学 15

加拿大不列颠哥仑比亚内地 a qn ue f iol 澳河 口 处 7 0 0 0一 1 1 0 0 0 年前形成的一大冲积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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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冰川影响的以碎屑流为主的沉积
。

该扇是冰消期间和紧接冰消后的迅速沉积
。

其时大

盘冰川碎屑沿坡向下再沉积
。

此类扇广布于北美科迪勒拿山的冰川部分
。

碎屑流沉积的混

积 岩相占扇体积的 48 %
.

片流砾石 37 %
,

其他的相 15 %
。

混积岩有三种相类型
:

粗略层状相

含松软沉积物的筏
,

它们是沿斜坡向下的倒塌物和异地冰川沉积物的混合物
,

出现在扇的核

心 ,
块状的和弱粒序 〔反向或正向 )混积岩相源自风化火山基岩的顺坡流

,

产生于能在整个扇

追踪的非常清楚的地层内
。

有些层内
,

弱粒序层侧向变为块状相
,

说明在一倾斜 6o 的斜坡上

运动的粘性碎屑流内部分发育有紊流的高速度
“

河
” 。

这些相中的碎屑组构显示微微成簇的
a
轴向坡上和坡下的倾斜

,

这可与其它碎屑流和火山泥流对 比
。

lG qn ue fo i 扇
、

其 内部构造和相
,

为沉积在积极上升的
、

断裂的和冰川地区的古代混积岩

序列提供了一 良好的
“

现代 ,’f 目似物
。

三
、

加 t 大洛签山丘陵地区坎佩尼阶至古新世沉积物中区城气候标志的抱粉学和沉积

学的依招 29

上坎佩尼阶至下古新世 w aP iab i期后地层中古气候变化依据
,

在横向上可见于中部和

南部丘陵地区之间
,

纵向上 可见于地层记录中
。

这些差异表现为对气候敏感的沉积物 的不同

分布
·

敏感沉积物有煤和钙结层
,

泛滥平原相内伴生的抱粉组合
,

以及河道形式的变化
。

将成

熟的钙结层古土解释为半干早气候得到 了伴生泡粉组合衰退特征和 cl a ss 。伪川 s
的大量出现

的支持
,

这种衰退特征是根据采集样品的数盘和变异所确定的
。

半干早泛滥平原和伴生的宽

阔而多变的河道沉积物的侧 向范围限于盆地的南部
。

中部丘陵地区的 w aP lab i 期后地层中

未曾发现钙结层相
,

而是在该盆地这个部分与曲流河有关的某些泛滥平原沉积中含有大量

的厚的含煤层段
。

盆地较为湿热的中部和干燥的南部间的相对气候差异在整个 W a p i ab i 后

阶段都是存在的
。

由于这种差异 只用海岸位里和地形影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

所以可能

有另外的外部因素
。

这可能是大气循环类型
,

诸如相当于现在存在于南部和中部丘陵地 区之

间气候差异
。

半干早泛滥平原相在南部丘陵地区的地层柱中出现在两个层位
:

上坎佩尼阶的 se lly

河组和上麦斯特里希特阶至下古新世的 w m o w 澳组
。

它们相当于陆缘浅水区的海退幕
。

这

些半干早泛滥平原相之间是 刀心. r aP w 组的海相页岩
,

其上极和下伏层是薄煤层
。

它们代表障

壁后环境的沼泽再生期和泥炭堆积 (分别为泻湖和潮上沼泽 )
。

由于这些沼泽邻近海岸
,

所以

很难确定气候对这些位里的相对湿度的影响
。

但是
,

中部丘陵地区这些边缘— 海相位里和

有关湖相沉积物 (含有淡水叠层石但无煤 )中采集的抱粉组合的大陆分子与钙结层相中已知

的衰退组合明显不同
。

前者是结果实的
,

形形色色的
,

并含有大量的三射花粉种
,

这表示坎佩

尼末期是相对湿热的气候
。

四
、

印度尼西亚苏拉成西 se
n K an g 盆地中新世灰岩的成岩作用和沉积作用 77

中新世圆丘礁灰岩在苏拉威西西南的东 S en kan g 盆地形成气储集层
。

它们主要由泥粒

灰岩和粒泥灰岩组成
,

也有粒状灰岩和粘结灰岩
。

沉积作用期间礁就上升和出露
,

连同埋藏
,

导至生物碎 屑溶解
,

新月形和块状亮晶胶结物的沉淀
、

岩石的广泛破裂和裂隙被内部沉积物

(主要是碳酸盐粉砂 )充填
。

新月形胶结物非常普遍
,

主要是在生物棋形 (特别是珊瑚模形 )孔隙中
。

胶结物的新月形

状可能是由珊瑚溶解形成的复杂孔隙系统内圈捕的空气气泡所形成的
。

可能是由与局部断层运动伴生的断裂作用产生的裂缝与生物铸模孔穴一起构成复杂的



岩 相 古 地 理

网状
。

碳酸盐内部沉积物— 主要是结晶的粉砂
,

但也有球粒状的
,

它们在有的地方形成薄

粒序层— 完全充填了这些裂缝和邻接的生物铸模孔隙
。

这些特征
,

及伴生的生物碎屑溶解

和新月形胶结物
,

说明是渗流成因
,

此解释得到了可与沉积杂基相比较的内部 沉积物的 夕
。o

和 夕
3 c 稳定同位素值的变化的支持

。

等轴亮晶方解石局部广泛
。

仅据中等亏损的 俨0 值和提高的蟋值
,

将其暂时解释为海

洋地下水成因
。

五
、

瑞典哥德兰下志留系 H
妙如

, 点礁内碳眺盐栖粒的沉积作用和相 93

哥德兰志留系 H 6 gk “ nt 组内下温洛克阶生物丘有大量的碳酸盐颗粒沉积
,

可分 为三个

相
:

礁间沉积物
、

礁内沉积物和骨架间沉积物
。

风暴期间增大的正常波浪作用和块体坡移
.

与

潮汐水流一起
,

被认为是沉积物搬运的主要机理
。

礁间沉积物可分为近源的和末端的沉积
.

从礁体至礁间地区粒径和颗粒支撑降低
.

礁内沉积物代表礁表面上洼地
、

水道租低地的沉

积
。

向礁顶骨架间沉积物的颗粒支撑减少
,

反射礁外是高水能量环境
。

粒序层
、

小型交错和

平坦层理
,

和与孔隙大小有关的粒径反映了水泵作用特征
,

通过波浪和 (或 )潮汐水流把沉积

物泵入 H鲍 ikl nt 点礁内的洞穴中
。

与该点礁相关的生物碎屑沉积物来自礁突出部分的机械

破坏
,

这些突出部分是由造架生物
,

包壳生物及礁的居住建成的
。

在提供生物碎屑沉积物方

面生物侵蚀作用是次要的
。

六
、

潮缘碳酸盐旋回的成因
:

撤丁早寒武纪 1 15

研究了撤丁的早寒武纪的旋回性浅水碳酸盐岩
.

其底部由泥质泻湖沉积物组成
,

上为薄

层的潮间沉积物
,

然后又为溢流鲡粒岩复盖
。

旋回局部受限
,

横向以非旋回序列为界
。

这些同

时代的沉积物一侧为台地边缘鲡粒岩
,

另一侧主要为潮间的陆缘碎屑
。

这些环境中的沉积条

件在沉积期间可能是稳定的
,

没有露出水面的证据
。

因此
,

海平面变化似乎不是旋回形成的

驱动机理
。

旋回性是被内部性质控制
。

此模式的提出是据沉积速率的变化
:

潮何阶段
,

高堆

积和 向海平面上建
;
滞留期间

,

增加水深
,

沉积速率降低
。

按此
,

沉积作用反复
,

一新的旋回开

始
。

七
、

沉积物中球状蓝铁矿结晶集合体形成的一种机理 12 5

常常发现蓝铁矿〔eF
、 `OP

`
儿

·

S H刃几以结核形式出现
,

由球状晶体集合体组成
。

在各种

浓度的琼脂凝胶中蓝铁矿结晶产生球形和双态大小分布的晶体集中体 (结核 )
。

这说明是在

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西种条件下形成的
。

当使用配有电极的特殊氧化还原电池时
,

在电极较其

在开放循环时变短的情况下
,

优先形成球形构造
。

在自然界
,

蓝铁矿结核基本上见于含凝胶的沉积物和粘土中
,

并总是由有机碎屑的出现

引起的
。

据凝胶的动力学和实验室观察提出了一个模式
,

以解释结核状蓝铁矿的成因
。

为保

持沉积孔隙中铁和磷的浓度
,

其空间要充填凝胶状的有机碎屑
,

分隔上部沉

氧带的电场可能是增加扩散的重要驱动力
。

积吻中喜氧一厌
这说明孔隙空间中的凝胶介质与上部沉积物中

八00口Q曰月任场才口二
翎..JJ.1. .l̀

的自然电场
,

是造成蓝铁矿晶体球形集合体的原因
。

八
、

钻孔的套砂硅薄
:

钙质砂粒上的观案

九
.

短评
:

玫瑰图的形状

十
、

书评 D
.

5
.

o on 而 编 西南太平洋中的矿床和沉积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