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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中部晚古生代沉积岩的冰下沉积特征 1

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中部 aB cc h u s M ar hs 组的一个晚古生代混积岩剖面
,

其中含

有
:

( l) 长轴倒转的冰川擦痕漂砾 ;

( 2) 缺乏水分选证据的砾石层 ,

( 3) 薄的砂岩席状体和透镜体
;

( 4) 由密集的阶状断裂切割的板状和扭曲状砂岩体 ;

( 5) 薄板状韵律层状粉砂岩和粘土岩
。

擦痕漂砾表 明混积岩由运动着的湿底冰川冰下的冰破层所堆积
;砂岩席状体和透镜体

表明冰下水压急剧增加
; 而变形砂岩体则表明某些新沉积的混积物的流动是上覆冰传递 的

剪切力的结果
。

砾石层可能为一种运动着的碎屑地毯
,

其形成于控制冰川大小的障碍壁附

近
,

这些碎屑在沉积期间来自一层当时 已停止活动的近底岩屑
。

这些特点说明了可能引起冰

川激发性状态的冰下条件的变化
。

砾石层形成模式能估算砾石层形成期间冰的滑动速度
,

从

而提出了更新世前冰川滑动速度方面的定量方法
。

二
、

河流面状相模式
:

加拿大木列颠哥伦比亚省 s qu m is h 河网状
、

游移及曲流河段的沉

积学 17

s qu am ihs 河与哥伦比亚省海岸山脉的其它具高能砾石河床的大河一样
,

呈现出一种特

征的下游面状型层序
。

本文一致采用野外和室内分析方法
,

提出 qS ua m ihs 河毗邻三河段的

每一段
,

即网状
、

曲流及游移河段的河流面状相模式
。

在每一河段的砂坝上对不足三十年的

沉积带系统钻孔取样
,

采至河床砾石深度或地下水面止
。

根据粒度
、

层理特性和结构特征
,

采

用相编码方案对这些沉积层序进行分类
。

在采用马尔可夫分析得到的每个面状河段的相模

式中
,

其相类型的内部构造极不相同
。

当发现所预测的某一面状相类型逐步 向上的相过渡形式大量地存在于一种或两种其

它模式中时
,

则表明这些面状相模式并不代表本地的沉积构造
。

所预测的这些过渡形式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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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统计的人工产物
,

并不能代表野外所观测到的沉积组合
。

用简明的统计数据检验小型

构造单元的内部构造
,

可看出与河道平面形状的变化不一致
。

可以断定
,

采用河道平面形状

的一维数据来区分河流沉积序列是不适用的
。

三
、

特拉华州海滩中
一

前滨沉积物的季节性变化
`

37

自 1 9 8 2 年 3 月直到 19 8 3 年 刁月
,

特拉华州海滩 中
一

前滨沉积物分布的头三个要 素和

涌浪变化间有一个适中但很重要的关系
。

据月平均值
,

当涌浪变化自夏季往冬季增大
,

即风

暴浪的大小和频率增大时
,

沉积物的平均粒度增加
,

分选变好
,

进而偏度变得更正
,而从冬季

对夏季
,

这种变化正好相反
。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平均粒度受 2
.

25 一 2
.

75 小(F in es ) 的细

砂百分数的影响极大
,

这个百分数夏季较高
,

而冬季较低
。

分选对沉积物样品中粗粒尾砂的

范围最敏感
:

当其增加时分选变差
。

粗粒尾砂的范围和细砂的百分数主要说明偏度的变化
:

当沉积物样品中粗粒范围增加并且细砂百分数也增加时
,

偏度就变得更负
。

四
、

通过复理石一磨拉石相过渡
,

探索现代板块边界上一外来地体的缝合史 49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伸斯麦板块南部边界自西往东的变化特点是外来的菲尼斯特雷地体

同澳大利亚大陆和板块边缘斜向碰撞和缝合的结果
。

板块在重新进行排列
,

并且三岔点正沿

板块边界向东移动
。

现代沉积相特征导致下列相和构造环境的对比
:

构造环境 板块边界地段 相

已合拢地体 M ar k ha m 河谷 河流磨拉石

正合拢地体 胡翁湾 海相磨拉石

待合拢地体 新不列颠海沟西部 砾石复理石

这些关系为构造
一

沉积模式奠定了基础
。

该模式表示了沉积相按时间
一

距离的格局沿板

块边界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

相过渡是穿时的
,

其过渡途径提供了对三岔点迁移速率的度量
。

南傅斯麦板块南缘快速隆升暴露了与地体缝合的这段历史有关的较老的沉积物
。

这些

沉积物的相特征为该模式提供了支持
,

但时代控制不足以确证其有效性
。

五
、

意大利 D ol o m it es 三必系 D 七 r en set in 组风暴沉积作用的沉积机理 81

意大利三叠系 D ur r en set in 组为一个由于长期海平面静止而产生的垂向加积作用所形成

的总体向上变浅层序
。

所研究的 D姗 r
en set in 组上部为内陆棚和外陆棚

。

内陆棚的岩石组分

和沉积构造 (分选差的核形石
一

内碎屑亮晶灰岩
、

浅绿色泥质岩和扰动微品灰岩 )反映 了由于

风暴期沉积物的重大改造而中断的晴天浪基面之上的低速沉积
。

外陆棚由分选差的生物砂

屑石灰岩组成
。

丘状交错层理和河道典型地产于晴天浪基面之下的外陆棚相
。

沉积构造表

明为高能风暴的沉积作用
,

其造成沉积物向滨外搬运
。

风暴流的方向据古水流测量推断为

N w 一 S E 和 N E一 S W
,

即为沿滨向和滨外向的风暴流
,

与 S w i f t 等 ( 一9 8 3 )描述的基本风暴模

式相吻合
。

风暴流底层的滨外向次生流造成风暴切割的沟槽
,

可能为一种螺旋流动型式的结

果
。

已划分出向上变细和向上变粗层序
。

向上变细层序出现于由滨外风暴流在外陆棚形成

的实测剖面的下部
。

向上变粗层序则出现于该剖面的上部
,

通常直接覆于向上变细层序之

上
,

代表内陆棚晴天条件下的沉积作用
。

垂 向上层序和岩性的关系与盆地垂向加积造成的逐

渐充填一致
。

六
、

采用层状硅酸盐
、

里矿物和岩屑对一个会聚板块边缘上石炭一下二至统扇层序进行

相和源区分析 (联邦德国 rE be dn or f 海槽 ) 95

rE be n d o r f 海槽是 aS
x o t h u r i n g ia n 一

M o l d a n u 匕sa n
板块边缘巴伐利亚期结品基底东北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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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狭长的石炭一二叠纪地堑
,

其碎屑和火山岩反映了冲积扇进积和后退的复杂历史
。

单元 I

(前寒武系片麻质基岩 )之上是单元 n 到 v
,

它们是一个湿 /混合扇 ( 泥石流
、

河川径流
、

网状

河
、

泥炭沼泽
、

有机湖泊 ) .
单元 vI 到 x 为退积干扇 ( 网状河

、

钙结砾岩
、

含凝灰质夹层的漫滩

沉积 ) ;
单元 VI 到珊 为酸性喷出岩 (最上部 已热液蚀变 )及单元 x l 至 x份代表进积干扇

。

湿扇位于底部
,

其特点是以伊利石
、

稳定至过渡重矿物组合 (错石和石榴石 )以及指示华

力西期推覆体的中压变质岩碎屑团为主
。

随后的干扇
,

含有除白云母外的各种 1 4人层状硅

酸盐
,

其重矿物组合含较多的不稳定组分 (磷灰石和角闪石 )
,

片麻质砾石与酸性火山岩及深

成岩的砾石伴生
。

火山成因的岩石含脱玻化作用形成的可膨胀的 1 4 A 层状硅酸盐
。

重矿物

以锐钦矿和板钦矿为主
。

与磷酸
.

盐共生的 iT 0 2

表明主岩具热液蚀变
,

而碎屑状 IT O Z

及高

zr R ( = 错石
一

电气石
一

金红石 )指数反映出干一湿扇边界上古土壤的形成
。

扇的进积发生在

半干旱条件下
、

伴之以高岭石化及伊利石 (部分碎屑状 ) 的形成以及一个中等稳定的重矿物

组合 (磷灰石为主 )
.

由于高岭石化
,

仅有含石英片昧岩得以保存
。

保存有各种扇剖面 (近源及远源 )的相序反映出以断层围限盆地演化为破火山口 状的火

山构造凹陷的过程
。

从区域上来说
,

粒度间隔反映出以
“

再循环造山带
”

过渡为
“

转变弧
” ,

这

与晚华力西期 M ol d an ub ian 板块水平滑移于 sa xo th ur ign ian 板块之上及邻近缝合线处基底的

隆升一致
。

七
、

阿拉斯加中南部第三系白令河煤田受潮汐影响的含煤沉积物 1 11

阿拉斯加中南部构造复杂的白令河煤田中 T ok un 组第三系含煤沉积物由向上变细的

海绿石层序和厚达 7m 的罕见的向上变粗海绿石层序叠置而成
。

向上变细层序为冲蚀底部
、

上覆页岩质球粒砾岩
、

中至粗粒分选好含蟹类和双壳类残骸的面状和槽状交错层状砂岩与

碳质页岩及煤层
。

向上变粗层序与向上变细层序相反
。

二者叠置起来构成了厚达 50 m 的 巨

层序
。

向上变细和向上变粗层序被解释为进潮 口和障壁后泻湖以及草沼环境中的沉积
,

其构

成中潮障壁岛一河 口 弯组合的一部分
。

进水渠和涨潮三角洲向海迁移构成了由障壁后泻湖

与草沼沉积复盖的向上变细层序
。

层序的垂 向叠置则是沉积物补给和沉降的不同速率控制

的一系列海侵一海退事件所造成
。

对 白令河煤田的板块构造环境及阿拉斯加第三系沉积物

的构造控制的研究
,

表明巨层序沉积很可能与较长期的区域构造事件
,

如断层控制的盆地沉

陷有关
。

八
、

阴影沙丘的流动分离和内部构造 125

在科威特南部沙不饱和的风成岩区
,

仅有的沙丘床沙形态是蒸发盆地表面的 en b k ha 和

阴影沙丘
。

阴影沙丘是具似锥状流线形床沙形态
,

并由不透水层 (n eb k h as )背风面的水平流

动分离所造成
。

其内部构造为
:
(,l )板状

一

面状颗粒下降交错层的双方位和双倾向分布
,

其在

沙脊内为尖顶式
,

并由变化不定的次级风形成 ,和 ( 2) 可能代表每个滑落面上三级界面的交

替再作用面
。

这种构造主要发育于单向风区
,

仅有约一个向量平均值的微小变化
。

由于地下

水面上升使沙席向上迁移并复盖于蒸发盆地之上
,

从而使这些交错层得以保存
。

在古代层序

中
,

阴影沙丘的内部几何形状对估计区域古风向和无补偿沙漠区的古地理再造具有潜在的

价值
。

九
、

新西兰奥克兰西南部晚第三纪晚期海岸砂沉积物环境判别的构造方法 1 35

新西兰北岛西北海岸大部地区由晚第三纪晚期 K ia hu 群固结差的海岸沙和火山灰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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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

在本文及前人的研究中
,

采用标准粒度分析方法来确定这些沉积物的形成环境成功有

限
.

然而
,

采自已知海滩
、

沙丘和火山灰相的样品
,

对构造数据进行逐步和典型判别分析
,

至

少 90 %可以进行区分
。

根据典型分析得 出的分类模式
,

用于划分采自 Tha ar oa 的均质地下

钻孔样品的沉积相
,

在奥克兰西南部为一大型的
、

目前已开采的铁砂矿床
。

以作用为基础的

扫描电子图象对沙沉积物中石英颗粒表面特征的解释表明与判别函数分析确定的环境大体

一致
,

尽管有相当程度的沉积期后蚀变存在
。

十
、

用于暴林在盐沼和河蚀悬崖上未固结的粘性沉积物连续采样的一种设备 1 51

该采样器由垂直压住暴露层理的两个开槽立柱间的一个可移动的金属挖掘板组成
,

设

计用于其湿度足以切片的泥质沉积物
。

该装置适用于沉积学和地球化学分析的未污染样品

的采样
,

样品为平行层理切片
,

最小厚度 1 0m m (干重约 0
.

1 5 ks)
。

样品的厚度和地层间隔可

视情况不同而改变
。

该设备成本低廉
、

便于携带
、

结构简单
,

而且易于使用和维修
。

《沉积地质学》61 卷 3一 4 期 1 9 8 9 年 2 月

一
、

美国新盈西哥州东北部三皿系 hC iln
e
组中砂岩段季节性与常年性河流同期沉积作

用的控制

新墨西哥州东北部上三叠系 c ih 川 e
组中砂岩段由沿古老的落基 山脉附近的弗朗特 山

脉分布的季节性河流沉积和东部大平原上的常年性网状河沉积组成
。

这两个河流体系是同

期的
。

季节性河流作为常年性河流主干体系的横向支流从南向北而存在
。

近源季节性河流

沉积以厚 60 一 8 0m
,

主要以漫滩片流形成的粗粒硅质碎屑沉积层序为特点
,

相组合以具水

平层理和次一级板状
一

水平交错层及槽状交错层层系的砂岩为主
。

深切河泛沉积以河床砾岩

及记录单一的块状和槽状交错层状砂岩为代表
。

远源季节性河流沉积可借助呈透镜体状
、

厚

2 0一 30 m 及主要指示低流态河流的沉积构造来区分
。

河床砾岩及槽状交错层状
、

平行层状砂

岩被槽状交错层状和次一级水平层状沙岩复盖
。

主干体系沉积物的相组合类似于普拉特和

南萨斯喀彻温网状河沉积物的相组合
。

板状
一

水平或槽状交错层状砾岩和砂岩层系
、

层 系组

根据水平层状砂岩的厚度变化来区分
。

这些相以 10 一 3 0 m 厚的层状硅质碎屑岩体 为主
,

侧

向延伸数十公里
,

并被较厚的或不太厚的红色泥岩所分隔
。

无论是盆外 (他生旋回 )还是盆内 (自旋回 )控制因素
,

都影响了中 c hi ln e 组砂岩体的几

何形状
。

抬升和沉降则决定了基准面的位置
,

并进而决定了自旋回作用的性质
。

在古老的落

基山脉附近
,

沉积物产量很大
,

使片流沉积物堆积在基准面上
,

从而加速了局部下切
。

在上述

条件下
,

并加之基准面不断上升
,

沿弗朗特山脉便形成 了透镜状粗粒沉积岩体
。

在大平原上
,

沉积物产量中等
,

沉降速率缓慢
,

推移质沉积物堆积到基准面
,

而不是在它之上
,

因此加速了

冲刷并发育了薄层状粗粒沉积岩体
。

对 比这两种共存河流沉积类型
,

其原因归结为径流量的

不同
。

在古老的落基山脉附近
,

季节性降雨造成了季节性水流
;而在大平原上

,

由于地下水自

高地往西排放
,

水流则是常年性的
。

二
、

美国加利福尼亚欧文斯河谷怀特山脉西侧冲积扇中的碎屑流沉积 177

10 个冲积扇上的深切河床实例剖面表明
,

厚度基本为 30 一 2 0 0 c m 的碎屑流层对沿怀特

山脉西侧的扇的构造较之河川径流沉积更重要
。

碎屑流层具杂基支撑组构
,

并含约占各层

4 0 %的砂泥杂 基
。

19 个碎屑流层 的全部 粒度分析表 明
,

其平均含砾 50 %
、

砂 25 %
、

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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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及粘土 J %
。

大多数碎屑流层底部的逆粒序被认为是支撑着粗砾和巨砾的上顶半钢性

高强度填塞物之下的强剪切应力层所致
。

埋在填塞物中的树木枝条都平行于流动方向
,

反映

出填塞物的纹层状
一

粘性运动
。

在剪切层中
,

盘状碎屑的平均倾角近于水平
,

在顶流方向为

2一 7o ;而在填塞物中
,

盘状碎屑具平均倾角为 5一 13
。

的近水平组构
。

与剪切层 比较
,

填塞物

的碎屑趋向更分散
,

大量碎屑的倾角为 60 一90
。 。

碎屑流中的大碎屑集中于碎屑流舌状体边

缘的冲积堤
.

在该堤中
,

盘状碎屑的平均顶流倾角为 21 一 31
。 ,

其显著的定向变化类似于填

塞物
。

各个碎屑流层的最大碎屑相当稳定地分布在扇下
,

直到碎屑流扩展到扇趾的砂坪并变

薄为止
。

碎屑的岩性表明
,

碎屑流来源于峡谷内高海拔花岗岩和变火山岩之上的陡坡
。

相反
,

河川径流获得的大部分碎屑来 自近扇顶变沉积岩之上的岩屑坡
。

碎屑流形成于春夏的急风

暴雨之时
,

那时
,

水饱和区的坍方向坡下运动
,

剪切
、

扩张
,

并 由于水的加入而转变为碎屑流
,

然后由于阵发性纹层状运动而沿谷底向冲积扇运动
。

据埋藏于碎屑流层下的植物物质的 c ’ `

测定
,

碎屑流的周期性间隔大约为 32 0 年
。

三
、

美国犹他州下侏罗统 M oe an ve 组 iD n

哪ur ca yn on 段砂岩体的构造和季节性河流作

用

对下侏罗统 iD on sa u :
ca yn on 段砂岩体构造的研究

,

提出了一个季节性河流沉积的三分

方案
:

夹粉砂岩的砂岩席状体厚度不到 l m
,

侧向廷伸达数百米
,

被认为是片流沉积物
;
单河

床砂岩体厚几米
,

宽数十米
,

反映了单河床的下切
、

阶段性迁移和充填
;
多层河道砂岩体厚几

米
,

侧向延伸达数百米
,

由若干河床形的层构成
,

仅局部下切
,

被认为是网状季节性河流沉积

物
。

具沟槽和小丘的两个砂岩席状体亚类分别为片流沉积与单一下切河床沉积的中间产物

和片流沉积与网状河流沉积的中间产物
。

因此
,

单河床和网状河流均被认为始于片流
,

中间

分别经过不同程度的侵蚀和沉积
。

片流演化为河床的这一模式可适用于以地表径流为主的

其 他半干旱和干早河流环境
。

四
、

英格兰南部中侏罗统鲡状岩储集层相中晚期胶结物的来源
:

液包体和同位素研究

2 2 3

巴通期
,

由于师状
、

骨粒和似核形石粒状灰岩与泥粒灰岩的进积
,

从而在英格兰南部构

成了一个碳酸盐缓坡
。

粒状灰岩构成了重要的碳氢储集层相
。

尽管这些碳酸盐经历了海洋

条件下
,

更主要 的是大气条件下的早期成岩作用
,

但后期的成岩胶结物如鞍状白云石
,

尤其

是低铁方解石
,

在由体积变化造成局部范围的孔隙封闭方面更为重要
。

我们已经使用了许多

方法系统分析这些晚期胶结物
,

如标准岩类学 ( 包括阴极发光和紫外线发光 )
,

碳和氧同位

素
,

银同位素及流体包裹体研究
。

将这 些研究结果综合在一起
,

从而限定了胶结物沉淀时的

孔隙流体组分和温度状况
。

鞍状白云石定位于低铁白云石之先
,

在温度 75 一 85
。

时自高盐度

卤水 (相当于 18 一 19
.

s wt % N a a )中析出
;
低铁方解石是在较低的温度范围内从低盐度卤水

(相当于 6
.

5一 1 swt % N a a )中析出的
。

已划分出五种流体包裹体
:
( l) 单水相 (液相 ) ; ( 2) 单

油相 (液相 ) ,
( 3) 双水相 (液 + 气相 )

; ( 4) 双油相 (液相碳氢十气相碳氢 ) ; ( 5) 三水一油相 (液

相碳氢 + 液相水 + 气相 )
。

当埋藏变热 (> 7 50 )时
,

卤水通过灰岩并沉淀出鞍状白云石
,

后来
,

稍冷的富油卤水在碳氢聚集已不可能发生的地方沉淀出低铁方解石
。

我们的鳃同位素研究

表明
,

这些卤水来自下伏埋藏较深的里阿斯统 (J
:
)页岩

,

并形成于晚侏罗世以后
,

很可能到

晚白至世时卤水已基本停止运移
。

五
、

保存在富含红柱石
一

盆青石的花岗变晶岩和石英岩中的早元古时期 ( 19 亿年 )的前



岩 相 古 地 理

塞武纪风 . 浪基面沉积 (瑞典韦姆兰省 R云m seb rg 地区 )

本文将在几个向上变厚和 向上变薄的层序中保存完好的纹层岩
、

浪成波痕和薄的丘状

交错层状岩层解释为舌状风暴浪基面沉积
。

薄片中见到的细微特征证实了波浪活动的重要

性超过了水流活动的重要性
。

这些特征包括厘米级的
、

向上变薄和向上变细层序
,

这些层序

从各种纹层 (粒序的
、

逆粒序的
、

非粒序的 )
,

由于簸选而具发散状或尖陡的顶部
;
波长为 cZ m

的毫米级微扁平层理 ,侧向分选和粒度差异
,

以及单粒厚度长约 0
.

5一 I c m 的粉砂质薄层
。

这些构造极其完好地保存于中级变质岩中
,

是由于早元古代沉积物缺乏生物钻孔
、

热变质作

用不变形等特点所致
。

该元古代层序可与现有的现代和古代风暴影响的陆棚沉积模式进行

对比
。

六
、

阿里山脉株罗系一个纵向碳酸盐扇
: H a m ar t a d o u r u

的 o u w e y z a 灰岩组 2 5 3

对阿曼新特提斯 ( Ham ar t D ur u
群 )陆隆沉积物进行的沉积学

、

地层及构造资料的研究
,

可恢复其原始盆地的形状
。

该盆地是在晚白至世时期这些沉积物和 se m alj 蛇绿岩一起向南

西方向定位于阿曼大陆边缘上之前形成的
。

H a m ar t D ur u 群沉积保存在出露良好的叠瓦状扇

中
,

其中最大的一个扇是阿曼 山脉中南部的 H a m r ia a d D u r u 山脉
。

在 H a m ar t ad D ur
u
中南部

,

中一上侏罗统富细碳酸盐沉积在构造不稳定期间 自毗邻的

阿曼碳酸盐台地由高密度浊流和低密度浊流搬运到阿曼新特提斯 ( H a w as i an 盆地 )
,

从而形

成边缘平行于沉积作用轴向的沉积席状体
。

沿 Ham ar t ad D u r u 的西南
;
古水流呈 N w 向 (平

行于阿曼边缘 )
,

而在 H a m ar t ad D ur
u
东北

,

构造位置较高较远的叠瓦状扇中则呈 N E 向 (远

离边缘 )
,

表明沉积物是从 H a m ar t ad D ur
u
的南端输入的

。

沉积相的分布反映出这样一种趋

势
:

近源相发育于 H a m ar t ad D ur
u
南部

,

往西北和东北逐渐变为较远源相
。

沉积物远离边缘

往东北方向变薄
、

变细
,

沉积作用集中平行于阿曼边缘
。

H a m ar t ad o ur 。
为一个至少 12 k0 m

长
,

离边缘至少 6 0k m 的纵向扇
。

七
、

不对称粘附 . 疲一一种新的粘附表面构造的形态和成因 2 77 `

本文研究了东格陵兰一个河流沙坝上形成的枯附表面构造
。

产出两个类型
:

粘附波痕和

不对称粘附瘤痕
。

粘附波痕形成于潮湿表面之上
,

其脊线横截风向
,

并由于在其陡峭的前缘

捕获了干燥的流沙而发生迁移
。

不对称粘附瘤痕 (新构造 )是由于粘附波痕上的小瘤优先 向

风迁移引起湿度下降所形成
。

小瘤显然继承了沙州表面最初的雨水蚀痕
。

本文首次描述的

不对称粘附瘤痕平行于风向延伸
,

并与陡峭的向风前缘有关
,

通常呈现在背风方向上尖灭的

砂影尾
。

娜威
·

H or en len 盆地泥盆系洪泛盆地沉积物研究揭示出粘附表面构造的存在
,

其与现代

的枯附表面构造极为相似
。

该泥盆系实例与雨水刻蚀的表面有关
,

其与现代实例中的一样
,

控制着粘附表面构造的形态
。

本文采用古代粘附表面构造的定向分析以确定古风向
,

其风向

为 EN E
。

八
、

阿根廷前科迪勒拉山脉西部一个奥陶系深海扇体系内的沉积物重力流沉积 28 7

本文认为阿根廷前科迪勒拉 山脉西部 P or t ez ue lo de 】T on alt 组 (叮)F 奥陶系硅质碎屑层

序为形成于被动陆缘上的深海沉积物
。

已划分出儿个相和层
,

并将其解释为高密度及低密度浊积岩
、

碎屑岩和等深积岩一半远

洋岩
。

海底扇已划分出外扇和内扇 (上一中部 )亚环境
:

外扇组合由舌体和舌缘层序组成
,

内

扇组合为粗粒和水道化沉积
.

(下转 15 页 )



1 990 年 第 2辑 扬子板块东南边缘西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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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组合的垂向排列是根据进积和退积作用来解释的
。

某些进积和退积呈突变过渡
,

是 由

他生循环因素如源区海平面变化和源区构造所控制的
。

oP rt ez ue lo de l T on at l 组海底扇模式是富泥质岩扇和富砂层扇间的过渡类型
,

是在进积方

向上一个大洋隆起的同期演化所控制的狭长的深海盆地中形成的
。

九
、

南非晚太古代一早元古代 v en et r sd o r p 超群中的雨滴印痕
.

3 03

保存完好的雨滴印痕产于长石砂岩和凝灰岩互层的层序中泥岩之上 R an d ian 时期 (约

27 亿年 ) v en et dr or p 岩石的五个不同地层层位中
。

这些雨滴印痕表明大气圈确实存在
,

长石

砂岩是在周期性地暴露于大气圈的环境中形成的
。

众所周知
,

这些是曾被描述过的最古老的

雨滴坑
,

其具备控制其形成和保存的特定条件
。

十
、

斯里兰卡一个现代陆地磷块岩矿床实例 31 1

在斯里兰卡中部的 EP aP w al a ,

一个很厚的风化剖面 已被作为磷酸盐肥料进行矿山开

采
。

现代的热带陆地风化作用在发育于前寒武系磷灰石大理岩建造的风化剖面中产生了一

个磷酸盐富集层
。

该富集层的 P 20 。
组分为 10 一 40 %

,

主要由产于溶坑网中的纹层状含磷白

奎构成
。

纹层状含磷白奎的详细研究揭示出
,

原生变质磷灰石晶体与磷质异化粒如包粒
、

幼粒
、

豆粒和内碎屑结合在一起产于薄层基质中
。

现 已查明
,

原生磷灰石颗粒由于热带风化作用自

母体磷灰石大理岩中释放并沉积于溶坑中
,

在那儿
,

富于营养的大气渗透水沉淀出次生磷灰

石
。

接着
,

活跃于这些溶坑沉积环境中的成岩作用产生了具次生磷酸盐矿化特征的磷质异化

粒
。

该异化粒同其矿化基质和原生磷灰石颗粒一起形成了 E paP w al a
磷块岩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