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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南非 03 亿年 P no go al 超群中各种盛层石形态的环境控制 3 83

南非 P no go al 超群 w ih et u m fo l og i段特有的部分硅化白云岩露头表明
,

叠层石的形态多

种多样
,

其适应 30 亿年前的浅海潮汐沉积环境
。

复合的柱状叠层石生物丘高 0
.

7一 1
.

6m
,

直径 0
.

4一 1
.

om
。

其不在潮道内
,

沿潮道边缘形成
,

侧面为生长于低能潮坪环境的水平层状

和小弯丘状叠层石
。

锥状叠层石高 0
.

05 一 o
.

30 m
,

直径 0
.

03 一 0
.

I Om
,

沿潮道底部的高能粗

粒碳酸盐砂增生
。

这些叠层石可能是通过丝状产氧的光合自养型蓝藻细菌的活动所形成
。

二
、

下石炭统斑杂灰岩 (假角砾岩 ) 的早期成岩成因 3 99

暗色斑点是构成英国许多地方和晚 sA ib an 层序的海退旋回浅海灰岩的普遍而显著的

特点
。

确定搏头斑点和颜色差异是由灰岩组构中明显的但往往是细微的岩石差异而造成的
。

确切地讲
,

斑点中含一种淡褐色不透明富含包裹体的方解石亮晶
,

即
“

斑点亮 晶
” ,

能发特征

的暗褐色光
.

在斑点边缘之外不存在这种方解石亮晶
。

洁净的大小不等的块状胶结物为孔

隙充填物
. “

斑点亮晶
”
的组构由直径主要为 5一 4 0o m 的不规则晶体所组成

,

直径达 1 0如m

的较规则晶体常常出现在粒内孔隙和大的粒间孔隙中
。

在阴极发光下
, “

斑点亮晶
”
显示出结

晶形态和生长型式
,

这说明局部的新生变形作用和斑状胶结作用有助于斑点的形成
.

阴极发光胶结物地层学表明
, “

斑点亮晶
”

形成的时间早于本地的 sA ib an 层序中所有其

它主要填隙胶结物
,

但在海相微晶化之后
。 “

斑点亮晶
”
明显地限定了现已被晚期洁净的大小

不等的亮晶胶结物充填的早期文石质异化粒的造型
,

这表明文石溶解发生在
“

斑点亮晶
”

形

成之后
。

钙质结砾岩中的斑点含未蚀变的异化粒
,

尽管斑点常常受地表角砾岩化的影响
,

但

它被
“

斑点亮晶
”

所保护
,

免受地表泥晶化的影响
。

这一证据表明
,

斑点形成于早期成岩作用

期间
,

海相泥晶化之后
,

但在文石溶解
、

地表暴露及大气成因环流地下水胶结作用之前
。

斑点为孔隙度很低的石化斑块
,

认为是在晚 sA ib an 期反复的海退和上升期 间于海水
-

淡水混合带中形成的
。

三
、

外南极山脉中部一条石炭
一

二盛系剖面中的冰进冰退序列 4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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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南极洲 Bc ar dm o er 冰川石炭
一

二叠系 Pa
g do a

组垂向相序的分析
,

可识别 出冰进冰退

的幕
。

该组包含接近一温带冰川末端处一套非常完整的大陆沉积作用记录
,

可以推断 出该相

序内主要的冰进
一

冰退旋回
。

其它重要标志包括夹混积岩的砂岩的分布 t 和几何形态
,

混积

岩的特性及岩层接触性质
.

利用这些特征识别出厚 5一 6 0m 的冰进
一

冰退序列
。

具条纹面和

侵蚀地形并被无构造混积岩 (底碳 )所夜盖的明显的接触面代表底冰前进
。

底冰后退以无构

造棍积岩 (底破 )为特征
,

上筱原生层状混积岩 (消融冰破 )
,

然后再叠置夹砂岩和砾岩的混积

岩 (流动冰碳及冰水沉积或冰湖沉积 )
。

上覆混积岩的页岩及上覆页岩的混积岩之间呈渐变

接触是水下环境中冰进冰退的特征
。

沉积物堆积的间歇
、

冰缘的轻微 ( ?) 变动和 /或冰下动力的变化都可由混积岩单元中特

定的特征
,

如可能的冰冻楔模
、

单层漂砾岩层
、

突变的沉积接触面及混积岩特征的变化表示

出来
。

这些微小 ( ?) 事件盈加在主要的冰进
一

冰退旋 回之上
。

即使对不完整的地层记录中总的

相序和个别特征构造进行研究
,

也能区别出大大小小的冰进
一

冰退事件
。

在 aP g od a
组的某些

剖面中存在的大的冰进一冰退旋回多达六个
,

但在不 同的剖面中
,

旋回的数目不等
。

四
、

冰下谷内的冰海相
:

爱尔兰海盆中冰川 (引起的 )地壳均衡下拗作用的沉积记录 ` 31

1 9 0 0 0 年以前沉积于爱尔兰都伯林附近的晚更新世的海岸露头提供了观察冰下侵蚀谷

充城的一个窗口
。

靠近陡倾斜谷的基岩墙露头表明
,

多层 u 形水道内的漂砾层被一高静水

头引起的冰下融水所侵蚀和充填
,

并被分选差的冰一近减冰海沉积削蚀
,

这些沉积物记录 了

大 t 的冰下岩屑沿隧道谷向潮水冰盖边缘推进
。

该沉积序列以沉积物重力流相为主
,

含混积

岩相和块状分选差的砾石相夹层沉积
,

被解释为水下碎屑流沉积
。

砾石层呈现出局部的逆
、

正粒序的粒级向上变细相
,

记录了紊流的发育受到制约
。

沉积物重力 流沉积充填了宽 ( <

kZ m )而浅 ( I Om )并且叠置的水道
.

穿透变形构造 (例如岩墙 )常见于水道底部
。

同样的冰下侵蚀地形和冰海充填地层可在穿过爱尔兰海西部近 6 O0 k m ’

的高分辨地 震

剖面中发现
。

由于最近下列颠冰盖下的冰川 (引起的 )地壳均衡下拗与海洋泛滥相一致
,

证明

隧道谷是冰崩的有潮冰盖边缘迅速冰退而引起的冰海作用的必然结果
。

本文描述的相组合

包括可能在其它冰蚀陆架上发现的事件地层
。

五
、

亚利桑那州东北部下侏罗统 w in ga et 砂岩中的砂质沙淇沉积— 斜沙丘沉积作用

4 49

科罗拉多高原下侏罗统 w in ga et 砂岩中的砂质沙漠 (风成砂海 ) 沉积在亚利桑那州的

M a n y aF
r

ms 附近 出露极好
,

这些三维露头使我们能够详细地研究砂质沙漠体的构造和 层

序
。

砂质沙淇层序主要由斜沙丘沉积组成
,

该沙丘相在大多数情况下 以发育良好的三合加

积作用为特点
。

每个沙丘层系组都含有异常厚而复杂的底积层
、

中部低角度倾斜的趾积层和

上部陡倾斜的前积层
。

前积层揭示出具重要意义的砂的横切脊向搬运
,

并且向南东东方向小范围内倾斜
;
底积

层由复合交错层组成
,

有力地证明砂是向南南西方向沿脊向搬运
; 而趾积层则揭示出砂向上

坡
、

下坡及沿脊向搬运
.

古沙丘显然是由风向变化的风流所形成
,

包括北西方向来的盛行风 (早夏 ) 和南西方向

来的周期性强风 (暮夏 )
。

这些沙丘不仅倾斜于季节性搬运方 向
,

而且倾斜于由此产生的年搬

运方向及沙丘迁移方向
。

这是由于沙丘体系和原始风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
,

这种原始风导致



岩 相 古 地 理

产生了二次气流及砂的主要的沿脊向搬运
。

加臼自 y F ra nls 的砂质沙淇沉积由若干上界面所分隔
,

表明其形成和破坏经过了若干个

幕
。

初始砂质沙摸体系主要为横向沙丘
,

而且上彼砂质沙摸只含斜沙丘
.

所有的砂质沙澳体

系都在南西方向上与沉积有风成砂席
、

河流及湖泊相的广阔的砂质沙澳边缘环境邻接
.

即使

研究区内的大部分层序都缺失河流沉积
,

这一体系的影响仍在 aM
n y F ar m s

砂质沙澳沉积内

得到反映
。

六
、

加利祖尼亚北部 C旧沈 e n . o yt 弗朗西斯杂岩中的场积岩 心71

场积岩和边界浊积岩出礴于沿 cr ~ nt a yt (加利福尼亚 )滨线分布的晚中生代弗朗

西斯杂岩中
.

弗朗西斯地层剖面内相序的特征是从 uM itt 和 lR cc i Luc hc i ( 1 9 7 8) 的混合相

B
、

C 和 D 向上过渡为 F 相 (塌积都和混合相 A
、

B 和 E
。

F 相单元的搏头厚达 6 00 m
,

沿走向

延伸 12 k m
,

由最大为 2 00 m
,

分散在鳞片状泥质岩基质中的扁 圆至板状的绿岩
、

英闪岩
、

放

射虫健石
、

灰岩
、

千枚岩和硬砂岩岩块组成
。

其滑塌成因在于与边界浊积岩的沉积接触
、

该单

元内出现的大 t 的再循环沉积碎屑及无论在塌积岩内还是下伏的浊积岩中都出现的沉积角

砾岩和伴生的解体滑移褶皱浊积岩所指示的
。

砂岩主要为长石质岩屑砂岩
,

其很可能来源于

部分切割的晚中生代 is er ar
n 一

lK am at h 岩浆弧
。

弗朗西斯岩石记录了早期普遍存在于诸如张性断裂
、

颈缩和串珠状构造这类特征中的

平行层面的压扁应变
。

不同规模的张性断裂作用是造成具不同相和 /或地层不同程度断裂的

浊积岩的毗连
、

砂岩菱形体和塌积岩基质中鳞片状叶理形成的原因
。

后者是由于具有不同浓

度的粉砂和粘土的透镜体的毗连而形成的
,

其主要来源于并入塌积岩中的较细的浊积岩层
。

某些砂岩滑塌岩块和塌积岩基质间呈渐变接触以及侵入断裂的砂岩岩墙和伴生的拖曳褶皱

浊积岩层的存在表明
,

弗朗西斯沉积物在其早期变形期间尚未石化
,

它们沉积于海沟或海沟
一

大陆坡盆地
,

由于海沟
一

大陆坡盖层的重力塌陷
,

或 由于加积楔前缘之下的垂向负荷 (不太

可能 )而首次变形
,

后来在生长着的弗朗西斯增生柱内部缩短期间被褶皱
。

《沉积学》 3 6 卷 4 期 1 9 8 9 年 8 月

一
、

河成高密度砾质牵引毯状沉积
:

爱尔兰西南 rT
.

beg 砾岩组的可能沉积及其成因的

理论研究 5 13

在高密度洪流内
,

砾石搬运和沉积的主要机制是借助于河成高密度牵引毯状沉积 (具类

似于顺粒流的流变 )
,

这些砾石毯状沉积构成了二分高密度
.

洪流的底部
,

与上覆含砂和粉砂

紊流分隔
。

本文回顾了文献中已证实的几个实例
,

并另提出了爱尔兰西南下老红砂岩宰例
.

讨论了牵引毯状沉积产生的两种机理
:

在上升期间将砾石迅速挟带入悬浮态
,

接着在顶峰及

下降期间沉积下来形成砾石毯状沉积
; 以及超浓度的

“
正常

”

低密度推移质形成砾石毯状沉

积
。

如果洪水携带了呈悬浮状态的高浓度的砂和粉砂
,

则砾石的挟带
、

悬浮和牵引毯状沉积

的发育就很容易
。

理论研究进一步指出
,

砾质牵引毯状沉积可通过 由上述高密度含砂紊流产

生的剪应力而在坡度较低的河床中保持下来
·

这种切向剪牢力转变为分散压力
,

其有助于浮

力和准静态的粒间接触以支撑砾石毯状沉积内的碎屑
。

认为这种毯状沉积具准塑性流变
,

但

更象高剪切速度的粘性流
。

河成砾质牵引毯状沉积可望产生碎屑至基质支撑的席状砾岩单

元
,

其以平行组构或 a( p ) a( O碎屑组构为特征
。

这些砾岩单元可能为无粒序
、

正粒序或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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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这取决于剪切速率
、

流速和沉积速率
。

二
、

马里西部 .T ou de ln 盆地西非地台上的晚元古代冰缘风成沉积 5 31

晚元古代 aB k oy
e 3 组主要为一个沉积于冰川影响的西非克拉通 aT ou d en l 盆地内的风

成单元
.

aB k oy
e 3 组可以划分为 5 个远源单元

、

2个近源单元和一个当地的上部块状砂岩
。

底部的单元 l 为复杂的风成和水下构造的指状交错
,

被解释为上筱砂质沙摸层序的前身二

单元 2 由以顺粒流层为主的风成交错层的复杂棺状层系组组成
,

作者将该单元解释为具登

t 的小型新月形沙丘的沙臂
,

上界面标志着砂质沙淇的终止和夷平
.

单元 3 与下伏单元 2

的区别是具大型的
、

总的来说较简单的棺状交错层系
,

被解释为简单的
、

大型的新月形沙丘
。

单元 4 仅局部地产于侧向不连续的大型 凹棺中
。

在某种情况下
,

这种凹柑被以顺粒流沉积

为主的小型板状交错层系所充城 ,在另一个剖面中
,

粗粒风成砂纹层楔状体充填着这种凹

柑
.

单元 4 可能为砂质沙澳的残余
,

或很可能代表了洼地 内的局部沉积作用
。

在这种情况
,

下
,

洼地随着削平单元 3 的第二个上表面的发育而形成
。

单元 5 由具不常见的颗粒流沉积

层系的大型风成砂纹交错层层系所组成
,

认为这些 沉积物代表了大量具大型山基坡和次级

滑动面发育的沙丘
。

第三个上表面将单元 5 与上筱海相沉积分隔开来
。

单元 1一 5 代表了与

、 邻近高地源区有关的远端处的砂质沙漠的核心
。

从近端来看
,

风成沉积为简单的小型槽状层

系
,

被解释为中型新月形沙丘
,

以粗粒辫状河流沉积为主
。

从局部来看
,

aB koy 。 3 组的顶部以

含风成岩块的河道化的块体流沉积为标志
,

认为是由于冰山接地而形成的
。

aB k oy
。 3 组总

的环境为以冰盖为标志的高地环境
,

其中包括有远处延伸到风成砂质沙摸的冰水沉积平原
。

以多边形断裂和粗粒沉积物为标志的上表面可能代表与冰川一河流一风成旋回有关的砂质

沙澳的终止期
。

三
、

砾质滨面沉积
:

现代与古代相序之比较 5 51

由于我们对现代砾石滨面的形态和动力学 的研 究较差
,

妨碍了对古代砾石滨面沉积可

能的解释
.

现代 (英格兰的 hC es ll 滩 )和古代 (加拿大阿尔伯达 aC dr iu m 组 aB y tr ee 段 )砾石滨

面的对比研究表 明
,

这两个体系很相似
,

即都接近 于海平面和在海平面之上
,

一个高 约 l m

的砾石倾伏阶地位于滩面平坦层状砂和砾石之下
。

hc es il 滩滨面主要为不对称砾石波痕
,

其

靠近滨面趾部向滨外定向排列
,

在较浅的深度则向滨内呈定向排列
。

这可能反映了风暴期间

波浪的离岸运动和晴天期的向陆改造
.

aB yt r ee 段厚度超过 1 2m
,

80 % 以上为砾岩
.

砾岩为分

米级的层状
、

块状或交错层状砾岩
,

层系的厚度 > 6 0c m
,

由沿岸迁移的砾石床沙形态所产

生
,

并与可能为交错层状的不连续的厘米至分米厚的层状砂岩成互层
。

砾石组构和交错层取

向有力地证明沉积物沿岸搬运
.

靠近剖面底部的砾石的取向表明砾石波痕是在强大的沿岸

流地带之下发育的
。

这两个实例的差别可能归因于波浪射线的方向不同
.

四
、

荟底 w al et ma at 群岩相
:

新西兰早中新世弧间盆地的急剧沉降 5 59

海岸和浅海陆棚沉积急剧过渡为半深海沉积记录了早中新世 w ia et m a at 盆地急剧沉

降和加深的历史
.

底部浅海相地层 ( K
a w a u

亚群 )堆积在筱于变形的中生代变质硬砂岩之上

的深切侧面之上
。

这一早中新世海岸的特征是多湾陡崖
,

并有许多海蚀柱和海岛
。

K a w au 亚

群的岩相包括袋状滩
、

浅海陆棚和陡崖基底岩屑堆积
,

反映了崎岖不平的基岩面埋藏时海岸

线地形和水深的急剧变化
。

W al et
ma at 盆地连续的急剧沉降和海侵反映在沉积物上 为粗粒碎屑沉积的补给减少

。

由于顺陡倾的基岩坡向下崩塌
,

海滩砾石部分地被运移到较深处
。

断断续续地盈里在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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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w au 亚群之上的第一个半深海浊积岩相包括通常由残存的海底基岩高地围住的原地沉积

物重力流
。

当原地沉积物的补给枯竭
,

继而无粗粒沉积补偿时
,

半深海淤泥便堆积起来
。

随

着恢复沉积物供给和海底基岩起伏地形逐渐被掩埋
,

海底扇就融为一体并侧向生长
。

作者认为
,

w alt
e m a at 盆地沉降至半深海深度是在一百万年内发生的

。

根据上述假说
,

提

出了一个综合的沉积作用模式二

五
、

娜城 助七b 吮思 n
一个 ,J妹川湖中沉积物的沉积学及成因 5 81

本文描述了由于娜
一

威 oJ扣hn 。如 en 中部 比 i r
br ee n

一个小 (可能从未超过 0
.

03 k m
,

)冰

川湖盆排水而出尽的现代冰前湖泊沉积
。

主要的相包括波状纹层状
、

块状和水平层状砂
,

块

状和水平纹层状粉砂及不规则纹层状细砂和粉砂
。

控制湖泊循环及这些相的性质和分布的

主要因素是作为该湖湖水主要来源的冰下融水河流引起的底流
。

尽管该沉积序列的大部分

表明沉积物的输入是脉动的
,

但这个小型湖泊的近源特征却妨碍了碎屑纹层粉砂的发育
。

由

于冬季湖冰的推进引起滨线沉积挤压变形
。

其它变形作用包括冰山接地
、

水的排泄和同沉积

顺坡塌陷
。

对 址 ir b er en 附近一个小冰缘湖的观察支持了根据古冰川湖沉积得出的几点结

论
。

六
、

加本大纽芬兰晚前寒武纪 G as ik 。 组冰川影响的深海沉积作用 60 1

出露于加拿大纽芬兰阿瓦龙半岛的晚元古代 co cn 印it on 群为靠近底部的一个厚 收m

的浊积岩序列
,

其包含一个厚 30 0m 的整合混积岩层序 ( G as k ier s 组 )
。

块状和原生层状混

积岩为厚达 2 5m 的板状岩层
,

基底接触面轻微侵蚀
,

并夹泥岩和细粒薄层浊积岩
。

作者将这

些混积岩解释为海底碎屑流沉积
。

断裂混积岩为强烈变形单元
,

其含大而复杂褶皱的泥岩和

浊积岩相漂块
.

作者将这些混积岩单元解释为海底滑塌沉积
。

混积岩含具冰川擦痕和磨面

的碎屑
,

碎屑和基质主要为火山来源
。

某一露头显 出火山集块岩和混积岩夹层
,

并且还发现

了火山弹
。

浊积岩与混积岩夹层及其下 ( M all aB y 组 )和其上 ( D r oo k 组 ) 的厚层浊积岩层序圈定

的地层范围表明
,

混积岩沉积于深海斜坡环境
。

混积岩相记录了最初沉积在浅水边缘海地带

的大量不稳定火山和冰川碎屑的重新活动和顺坡搬运
。

区域构造格局表明
,

c on ce itP on 群堆

积在火山中心活动但向北减少并向南开 口的硅铝层裂谷盆地中
。

G朋 ik e sr 组或许代表沉积于北大西洋周围和欧洲的晚前寒武纪受冰川影响的其它混

积岩序列
。

以碎屑流
、

浊积岩及滑塌沉积为特征的这些深海混积岩序列可与其它盆地环境中

与白云岩伴生的
、

分布较广的浅海陆棚混积岩序列和受潮汐影响的浅水相进行对比
。

七
、

纳缪尔阶和威斯特伐利亚阶煤系黑矿层含铁建造
:

古沼铁矿 621

黑矿层含铁建造主要为薄层 (厚约 0
.

75 m )富菱铁矿 (全铁达 相% )含碳纹层状泥岩
,

通

常产于紧靠煤层的灰色含煤序列中
,

呈现出由含碳富菱铁矿纹层以及诸如根扰动纹层
、

菱铁
`

矿化的未压扁抱子和植物细胞细部保存的这些原生构造组成的明显纹层状宏观构造
。

所有

这些表明
,

菱铁矿是沉积之后不久形成的
,

在某些情况下则在重要的压实作用之前形成
。

其

包裹沉积物清楚地表明
,

它们沉积于三角洲顶部冲积泛滥平原和小范围内遭受周期性湖泊

沉积作用的海岸平原沼泽之间的环境
。

直接位于许多黑矿层含铁建造之上的纹层状泥岩和

油页岩以及特征的黑矿层微细纹理的存在则是这种沉积环境的佐证
。

作者认为这些黑矿层

含铁建造是由类似于现代沼铁矿的方式形成的
,

因而被解释为古沼铁矿
,

其形成方式的模式

也在文中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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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西班牙伊比利亚山脉三盛系斑砂岩统砂岩中的成岩钾长石假象 6 35

西班牙伊比利亚山脉三叠系斑砂岩统 (T
,

)中的早期成岩钾长石 以碎屑钾长石 ( o r
< 93 )

和斜长石妥A b < 96 )假象形式产出
。

其化学成分较纯 ( or > ” )
,

无双晶
,

通常由于有气泡和微

细包体而极其混浊
,

暗色发光
,

并由无数细小的自形钾长石晶体组成
。

自形钾长石晶体的性

质表明
,

这种假象是由于碎屑钾长石和斜长石溶解
、

自生钾长石沉淀而成
。

x 射线衍射分析

表明自生钾长石为中性微斜长石
。

九
、

钾利北部阿塔卡马地区上侏罗
一

下白至统大陆红层序列内的盐湖碳酸盐 6 51

c od OC e d。 灰岩段是智利北部阿塔卡马地区上侏罗
一

下 白至统 Q ue b r ad a
M on ar d es 组红

层内一个薄但侧向连续的湖泊层序
。

Q ue b r ad a M oe b r ad a
组的厚层碎屑陆源沉积是在干早

至半干早环境中沉积的
,

沉积相显示出风成沙丘
、

冲积扇和辫状河
、

干盐湖泥坪及盐湖和海

岸泻湖沉积
。

岩层堆积在活动火山弧向陆一侧的一个狭长的呈 N
一

s 向延伸的弧后盆地中
。

3m 厚的 C od oce do 灰岩段是 Q ub
r ad a

M on ar de s 组 内显著相变的标志
,

其下为一个在

冲积扇中沉积的厚层砾岩和砂岩层序
。

灰岩本身以蒸发盐矿物和侧向连续的纹层为特征
,

表

明常年性盐湖中的沉积作用是垂向加积
;
而上覆粉砂岩和细砂岩含晶洞及石膏假象

,

为干盐

湖泥坪沉积
。

因此 ,该灰岩段代表以陆缘为主的层序内较短期的湖泊沉积
。

该湖可能是突然

形成的
,

例如由于盆地被熔岩流拦阻而成
。

常年性湖泊的沉积作用以旋回沉积作用为主
,

季节性的浮游藻类的过量繁殖生成了毫

米级纹层
,

与这些纹层相间的是厘米级的蒸发盐矿物
:

石膏
、

硬石膏和少量石盐层
。

这些蒸发

盐矿物多半已被方解石
、

玉髓和石英交代
。

厘米级旋 回可能是 由于淡水周期性地注入湖泊所

造成
。

大约 3 0 0 0 年一个周期之后湖泊干涸
,

代之以广阔的干盐湖泥坪
。

C od oc 团。
灰岩段可能在早第三纪 E

一

w 向区域挤压期间形成了一个滑脱面
,

灰岩和蒸发

岩被褶皱并广泛破碎成角砾
。

这种变形可能是 由于在蒸发盐矿物被方解石和石英交代之前

沿较弱的蒸发盐矿物层面的简单剪切作用所引起
。

十
、

湖成碳酸盐和成土作用
:

西班牙北部 ca m er os 盆地西部早 白
.

至世 R uP el o
组沼泽沉

积的沉积学及成因 一 6 65

C渔m er os 盆地西部贝利亚斯阶 R u ep lo 组由厚度为 2一 Z O0m 的边缘湖和广湖碳酸盐及伴

生沉积物组成
。

广湖相含非海相生物群
,

包括大量轮藻植物 (茎干和轮藻藏卵器化石 )
、

介形

类
、

腹足类和稀少的脊椎动物
。

碳酸盐的生成主要是生物成因的
,

伴生的边缘湖泊 (沼泽 )相

表明有强烈的地表暴露迹象并呈现各种成土组构
。

在靠近该层序顶部发现的硅 化蒸发岩反

映了湖泊历史中短暂的超盐度阶段
。

该层序位于坡度平缓 的浅湖相杂岩中
,

其特点是滨线变

化大
。

碳酸盐的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为非海洋数值
:
夕

3C 为 一 7一 一 1 1%。 ,

沪 o 为 一 3一

一 7
.

5陆
。

广湖碳酸盐同位素组成的差异与湖泊内有机物产量变化的沉积证据一致
。

整个样

组的分析呈一线性趋势
。

同位素组成由于增添了成土变化数据而变得更轻
,

这表明了渗流带

的渐进成岩作用和富含来 自土壤的 c 0 2

的大气降水的影 响
。

因此
,

稳定同位素的资料支持

了来 自岩石学与相关系的证据
,

即
“
沼泽

”

灰岩通过湖成碳酸盐的成土改造而形成
。

十一
、

南阿尔卑斯三盛系 公 in 。
灰岩中的纤维状海绵

:

早期石化和晚期成岩盛加标记的

记录
.

6 85

isE on 灰岩— 一个中三叠世碳酸盐岩隆 出露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南石灰岩质阿尔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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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岩隆边缘和开阔潮下相内部的 sE in 。
灰岩具厘米至米级的方解石胶结物充填的孔洞

。

这些称为纤维状海绵的物质可能在主岩内普遍构成网络
。

充填物由具强烈波状消光和弯曲

解理的纤维状低镁方解石晶体的同心等厚层组成
。

胶结壳在阴极发光下不发光
,

但胶结物和

主岩却都被与晚期城充空洞的亮晶有关的
、

明亮发光的方解石充填的微裂隙横切
。

稳定同位

素资料反映出不同的碳酸盐的混合
。

在手标本范围内
,

胶结物和主岩的氧碳同位数组成没有

什么变化
,

而当在区域范围进行比较时
,

氧碳同位数值的变化则较大
: 6 ,

aO (P 8D )为
一

5~ 12 编

及 6l aC ( P O B )为 0~ + 3%
。 。

由不同取样区的氧碳同位家资料得出的线性协变趋势反映了同

位索贫化的晚期方解石与早期成岩成因的
、

同位素富集的
、

不发光的方解石的混合
.

lES
n 。

灰岩的纤维状胶结物可能是在海水或海水一大气成因潜水环境中沉淀的
,

其受

到晚期成岩作用的影响
。

在晚期成岩作用期间
,

由于更晚期的方解石重结晶和混合使矿物变

形
,

同位索贫化
。

这些晚期的方解石沉淀可能来自与晚三登世火山活动和 /或晚白垄世一早

第三纪早期阿尔卑斯造山运动有关的贯入流体
。

十二
、

球状白云石是烃的渗出形成的吗 ? 7 01

球状白云石胶结物是科威特出露的五种具不同地质时代岩性中普遍而又独特的特征
.

球状体直径为~ 5一 3 50 卿
,

其液包体呈具有或没有放射状组构的同心带和核
,

其成分从接

近化学计算值到 ca
。

汉g 。 ; 。

全部球状体似乎都是原生的
,

没有交代作用的迹象
。

某些 同心带

显示出选择性方解石化和 /或淋建
。

这些特性的大部分都局限在离地表 30 m 的范围内
。

因

此
,

可在古代层序的深处找到的球状白云石可能表示一个局部的不整合
。

·

白云石的分布区域与已知的烃的渗出区有关
,

而后者局限于主要油田的背斜走向上
。

因

此
,

作者认为白云石化是由将烃携至地表然后又被氧化为二氧化碳的地下水引起的
。

气泡可

能作为球状体生长的核心
,

其生长是由于某一可能的诱因并借助 于喜烃细菌而进行的
。

这意

味粉球状白云石的区域分布可作为深处潜在储集层相的标志
。

十三
、

特征粒度分布
:

一种新的多元广延摘分析方法的评价 7 11

在粒度分布的环境特征描述符的研究中
,

使用最小二乘统计法和单一指数或概括方法

去表征沉积物的分布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
。

这些方法的试验强调了这些批评的确实性
。

采

用摘原理对所筛选的样品进行分析— 沉积学文献中作为潜在的有力的粒度分析手段
,

得

出的结果准确得多
。

以前仅采用单变量形式
,

本文提出的多元广延嫡法就可克服单变量应用

中所固有的区间数和区间宽度的问题
。

其样品分组根据粒度分布的总体情况而定
,

并考虑到

了特殊样品最佳区间数的变化
,

还允许使用一组以上的可合并的描述符变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