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9 0 年 第 刁辑 岩 相 古 地 理 N o
.

4
,

1 99 0

碳酸盐沉积和生物礁— 国外研究现状

奚瑾秋 刘宝结

(地矿部地质情报研究所 ) (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 )

编者按
:

奚瑾秋
、

刘宝结 同志编写的有关碳酸盐岩隆和 生物礁材料 包括概念
、

分 类
、

结构
、

构造
、

成分
、

标志及演化发展等几部分
,

米用 和吸收 了国外最新 资料及最近 的研究

成果
,

材料新颖
,

概念清楚
,

附图美观
。

本文所介 绍的岩隆各种特征有利于在野外进行鉴

别
,

介绍的一些新方法有助于野外露头的详细研究
。

特别值得提 出的是文中收集 了不 少苏

联学者的成果
,

这在近十 多年来我国对苏联学者的研 究了解甚少的情况下
,

是很有参 考价

值的
。

这份材料是应 当前开展的 l : 5 0 0 0 0 区调工作的 要求而 编写的
。

文 中对岩隆 和礁的 概

念
、

特征及进行深入研究的一 些方法作 了解择和描述
,

因此对 野 外工 作极有参考价值
,

达

到 了预期 目的
。

由 于 文章内容丰 富
,

涉及面 广
,

所以 篇幅较长
,

本刊拟分三次连续载完
。

— 本刊编辑部

生物礁本身就是碳酸盐岩的组成部分
,

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

碳酸盐岩在地壳中占

沉积岩分布总面积的 2 0%
,

而沉积岩占岩石圈的 5%
,

出露面积占陆地的 75 %
。

因此
,

研

究地壳的组成
,

研究沉积学
,

特别是对碳酸盐岩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

所以对生物礁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理 论意义
。

生物是不断进化
,

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

组成生物礁的生物占地球漫长历史时期

整个生物界的数字是很可观的
,

研究其发展
、

变化又是研究整个古生物的发展
、

变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物发展观点来看
,

研究生物礁的发展也是很重要

的
。

研究生物礁跟找矿结合起来
,

既有实用意义
,

也有经济价值
。

研究生物礁又是石油勘

探的一个重要对象
。

阿拉伯地 区以及世界上许多高产油田往往是在
” ” 、

新生代的生物礁里

打出来的
,

因此
,

搞石油的人都搞礁
。

比如
,

加拿大是研究泥盆系 比较有成就的国家
,

因

为加拿大的石油 40 %是取自于泥盆纪的生物礁
。

此外
,

愈来愈多的资料还证明
,

生物礁与

很多金属
、

非金属矿产密切相关
。

因此
,

把研究生物礁与研究金属
、

非金属矿产结合起来
,

也是推动生物礁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

当前国内外对生物礁研究都围绕着以下方面进行
:

( 1) 生物礁的形态
、

大小与围岩的

接触关系
, ( 2) 生物礁的岩性特征

、

结构和构造
; ( 3) 生物礁的生物组成 (包括造架生物

、

联结包覆生物
、

附礁生物 )
、

生物群落 以及生物群落演化
; (钓 生物礁的沉积相带划分和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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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研究 , ( 5) 生物礁的发育过程和阶段
; (6 ) 生物礁的成岩作用

、

成岩层序和孔隙特征
;

( 7) 生物礁的区域分布规律
。

从生物礁研究总趋势来看
,

基本上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开展
:

( l) 从古生物学
、

古生态

学角度来研究生物礁的性质和成因 , ( 2) 从碳酸盐岩石学和沉积学角度来研究生物礁
。

前

者如美国和西欧以研究藻类化石为主的一批古生物学家
,

他们对生物礁作出了重要贡献
,

像

特米 ( D
.

F
.

T

~
ey )

、

里丁 ( R
.

iR d ign )
;
后者如美国

、

加拿大从事油田勘探的生物礁研

究者
,

以岩石学
、

沉积学手段来研究生物礁
。

他们重视礁的野外特征
,

礁的结构
、

构造
,

特

别重视研究礁的成岩作用对油气储集的影响
。

西德以弗吕格教授 (E
.

lF a ge l) 为首的一批生物礁研究者
,

既重视碳酸盐岩石学研究
,

特别是微相研究
,

又进行生物礁内各类生物的综合研究
,

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

看来只

有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

才能阐明生物礁的特征和发育规律
。

生物礁的术语

岩隆 ( B u i一d u p ) 近年来
,

西欧
、

北美广泛使 用这一术语
。

斯坦顿 ( s tan to n ,

19 6 7 ) 首

先使用了岩隆一词
,

他提出了三条确定岩隆的准则
:

( )] 岩隆是由有骨骼的生物形成的原

地碳酸盐堆积 ; ( 2) 在沉积期间
,

它生长于地貌高地之上
; (3 ) 包括

“

礁
” 、 “

生物丘
” 、

“

生物礁
” 、 “

丘
”
等术语

。

其后
,

海格尔 ( 1 97钓 对岩隆下了如下的定义
:

( l) 岩隆是正向

地貌隆起
,

它与周围的同期沉积物以及上覆和下伏岩层在组成成分和 内部组构上均有明显

不同 ; (2 ) 厚度较同期沉积物要大
;

( 3) 在沉积期间比周围的沉积物处于地势的高处
。

岩

隆这一术语只说明一个三度空间的碳酸盐几何体
,

因而它完全是形态术语
,

而不涉及其内

容
。

岩隆既可能是由造架生物形成的抗浪构造
,

也可能是水流作用形成的生物碎屑或细粒

滩
,

也可能是灰泥堆积
,

因此它包括生物成因
、

水动力成 因
,

甚至可能包括了数种成因
。

岩

隆的大小规模并无明确规定
,

小的岩隆可在野外剖面上直接见到
,

而大型岩隆可呈为山脉
,

只有通过 区域填图才能揭露
。

巨大的岩隆相当于碳酸盐台地 ( ca
r b on a te lP a ft or m ) 或碳酸盐

陆棚 ( C冶r b o n a te hs
e l f )

。

古代生物建隆 (乡Io o n a e M o e o p r a ; Io r e :川 。 e n o e M p o 。 、 : 《 ) 在苏联第三届古生态
一

沉积岩石

学 会议 ( 1 9 6 8 ) 以后
,

广泛使用了这一术语
。

它是指
“

大多在生长位置上被埋藏的动物

(主要是群体的 ) 和植物有机体的遗体所形成的地质体
” 。

这个定义作为所有类型的古代生

物建隆 (生物层
、

生物丘
、

礁等 ) 的总括性概念
。

随 后 .11 .K 彻卯
J ,

。 和 .M B
·

M o an loJ “

( 1 9 7 5) 提出了略有展开的定义
: “

生物建隆是一种独立的
、

块状的碳酸盐体
,

由群体和单

体生物的骨骼残胜所形成
。

这些生物互相连生
,

在生长地被埋藏
,

营造了坚固稳定的骨架
。

在骨架内堆积了成因上与其有关的碳酸盐沉积物
,

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海底地段
,

这里有自

己的生物群落
,

有特殊的沉积物组合
,

耸立凸起
,

而有别于周围地段
”

( 图 l )
。

古代建隆产

于层状沉积物中
,

骤然看来与成层地层司空见惯的情形格格不入
,

似乎是破坏了 自然层序
,

因为它的岩性和生物化石组合都不同于周围的沉积层 (图 2 )
。

生物建隆发现于自晚前寒武

纪以来的老地层中
,

目前在现代的热带海洋中仍在继续形成
。

生物丘 ( B iho
e rm

,

B , , o T e p M ) 这一术语是柯明思 ( e u n l in g s ,

一9 3 2 ) 所创立的
,

指生物

成因的丘状构造或其它圆形构造
,

它们分布于其它岩性之内
,

或被其它沉积物所包围
。

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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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连续生长的块状珊瑚群体所形成的生物建隆 (生物丘 )

下志留统
,

n 毋加刀 I讯 伍
,

只
.

阶 lP ,eP
,

H
.

“
.

氏 , 。 . )

旁边是正在生长中的
,

但未形成建隆的单个的珊瑚群体

周旧的泥质五岩 (a )
、

砂岩 ( 6) 和碎旧灰岩 ( , 飞紧异在原来 坚硬的生物丘体上

图 2 苔醉动物生物建隆 (d) 及其产状
。

上第三系
,

亚速海岸

( 11
.

H
.

A I .

妙 y co 一, ,
1 96 1)

-e 迈欧特期灰质层
;

kr
一

苔鲜动物灰岩上的柱状皮壳
, dk

一

苔鲜动物灰岩的碎屁
,

a 一

坡积层
; m

一

岩滔锥
. 1一不与谷醉动物灰岩同期的层状沉积

尔逊 ( N e一s o n , e t a 一
,

19 6 2 ) 专指那些原地的生物堆 积 为生物丘
.

2 2
.

M
.

玉朋脚` :卫胡 等

( 19 8 2 ) 认为其埋藏形态是块体
、

凸透镜
;
生长形态是海底丘

。

生物丘的特点是多样性
,

一

般来说
,

地质体为等轴状
。

它可以是 圆形
、

弯状
、

圆面包状
、

圆柱状
、

蘑菇状等等
。

生物

丘的大小多为 0
.

5
一

10 m (直径和厚度 )
,

偶尔 15 一 20 m
。

他们还认为
,

较大的建隆划入生物

丘块体显然更合适一些
。

生物丘的组成仪骨架灰岩为主
。

N
.

从
.

K叩olJ 。 和 M
.

B
,

Ml 。葫朋。

( 19 7 0
,

19 7 7) 按造丘生物的数量和分布方式把生物丘划分为
:

( l) 由一
、

二种生物组成的

单一的或简单的生物丘
; ( 2) 几种造丘生物在生物丘体内成层分布所组成的分带的生物丘 ,

( 3) 几种生物呈巢状分布所形成的斑点状生物丘
。

N
.

T
.

` y aP BJ . e aD ( 1 9 6 6) 把生物丘分为两

类
:

双顶式 (川 1刀。
扣彻

, ,。 。 ) 和单顶式 ( M o , ,。 ,
帅叻几, ,曰 n ) (图 3 )

。

底平顶窄的生物丘属 于单

顶式
,

这里有弯状的
、

透镜状的
、

饼状的等等
。

它的厚与底部宽之 比 < l
。

在平面上这种建

隆往往具有弯曲的轮廓
。

双顶式生物丘的上
、

下窄
,

中部宽
,

好象有二个顶
。

通常它向高

处伸长
,

厚度与最宽的中部之比或者相等
,

或者 > I
,

即生物丘的厚度往往大于其直径
。

结

核状
、

圆形
、

圆柱状
、

蘑菇状
、

柱状等建隆均属之
。

在平面上它具有圆形或椭圆形轮廓
。

有

时生物丘具有复杂的形态
,

好象是双顶式和单顶式建隆结合在一起
,

例如
,

图 4 示出的生

物丘开始发育为双顶式往高伸长 ( I )
,

在某一个发育时期
,

骨架生物主要是在侧向上生长

( I 一 皿 )
,

建隆就有了单顶式生物丘的特征外貌
。

生物丘是生物建隆最常见的类型
,

它包

括在生物丘块体和礁块体的组成之内
,

也常常形成独立的孤立体
,

在这种情况下
,

生物丘

一般呈长链状分布
,

或在一个岩层内在一定面积上集聚
。

由于规模较小
,

岩石成块状
,

生

物丘在层状沉积层中可以清楚划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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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物丘构造原则示意图 (a ) (I 1
.

K
.

伪
p即

: al , a)rI ) 及单顶式 ( 6 ) 和双顶式 ( ll) 生物丘实例

下寒武统
,

阿尔泰
一

萨彦区
,

俪
, ,
xa 河 川

·

.lA a3 朋环
〕` , . a ” )

l
一
产卜物丘灰岩

. 2
一

粉砂岩
; 3

一

砂 六和细砾 岩
; 4

一

含藻灰岩碎 lj1 的角砾岩

二二二
. `

·

丫丫丫

止
一

衬
一

二二::::: `司司司司
---

二
; 、 :乡乡

二欠
一

爪爪扮扮片
.

(
: 义

-----

度琶}
;

唇巨}
2

压翌习
3

臣困
;

}觅习
5

图 4 珊瑚
一

层孔虫双顶式生物丘的复杂形态
,

为端面接触和透镜状尖 灭接触

志留系
,

11叭
o 月 : . ,. ( A

·

月
·

反 p `℃ p )

1
一

生物丘灰岩
; 2

一

白云质泥灰岩
, 3

一

海百合碎屑灰岩
; 4

一

自云岩
; 5

一 ,

卜物层灰岩

生物丘块体 ( B
. , o r e pM ; ,。 八 M a e e . , n ) 这个术语是 M

.

B
.

M , , x a n ; . o n a ( 19 5 9 ) 提出的
。

它

是空间上独立的块体
,

由区内紧密排列
,

剖面上 (时间上 ) 叠生的生物丘形成
。

埋藏形态

是凸起的块体
,

生长形态是海底丘
,

耸立于同期沉积层之上
。

生物丘块体的生长高度有两

个类型
:

一种情况是海底丘的高度不超过单个生物丘的高度
; 另一种情况是相当几个生物

丘的高度
,

它们叠生在一起
,

形成很高的海底丘
。

但是在两种情况下
,

这种类型的生物建

隆在生长过程中都不达到水边线
,

在浪蚀条件下不被冲刷
。

生物丘块体可有不同大小
:

底

面直径从几十米到几百米
,

厚几十米
。

生物丘块体所形成的地质体
,

常常是凸起的丘状
,

界

线简单
,

但有时见到奇形怪状的轮廓
。

生物丘块体的内部构造一般决定于沉积堆积的古地

理 和 古构造条 件
:

相环境愈不稳 定
,

生物 丘 块体 的构 造就愈复杂
。

.11 K
·

勃 PT yll aT oB “

( 19 7 6 ) 根据构造的复杂程度将生物丘块体分为单生物丘块体和多生物丘块体 (图 5 )
。

在单

生物丘块体中
, “

伴生的岩石数量极小
,

为小透镜体和包裹体
,

在块体之内很难把单个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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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丘划分出来
” 。

块体露头通常呈盘石般的峻陡 式悬崖
,

很难查明内部构造细节
。

多生物丘

块体
“

由几个能清楚划分出来的生物丘和把它们分隔开的伴生的层状岩石透镜体组成
” 。

组

成它的单个的生物丘在风化时很清楚地独立出来
。

生物丘块体的厚度多数情况下超过同时

代沉积层的厚度
。

它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建隆的生长高度
。

对生物丘块体来说
,

端面接触

和毗连接触最为常见
,

周围岩层可能有原始倾斜度
。

生物丘块体的周围沉积层中实际上没

有冲刷角砾岩
,

这是它和礁块体的区别
。

到封目

匹二〕
:

.0.洲l另

图 5 生物丘块体类型 [ 日
.

氏 叭
, ; )”

·

,
,
日 a l 、 , . ,a

)

一单生物丘吧
; ` 多

’ ! 物丘吧

l
一

块状什架灰岩 . 2一 3
一

层状沉积层 (2
一

伴生的生物丘问的沉积层
. 3

一

周 l日沉积层 )

生物层 ( iB os tr o m e ,

& loc 卿耐 它是由柯明思 ( ! 9 3 2) 所建立的术语
。

它不具地貌隆

起
,

横向伸展甚远
,

它由完整的生物组成
。

在苏联
,

对生物层的概念和定义已有相当大的

修正
。

根据苏联第三届古生态
一

沉积岩石学会议的决议
,

生物层是块状或层状的古代生物建

隆
。

它的埋藏形 态为透镜体
、

层
,

生长形态是海底植丛 ( 19 6 8)
。

11
.

M
.

a3 朋op ` , .` 等认为
,

“

生物层
”

的这个概念与柯氏原意不同
。

只有那些生长时形成了原来坚硬的骨架构造的固架

生物所营造的层状碳酸盐体
,

才属于生物层
。

生物层的厚度从几厘米到几米
,

长可达几千

米
。

生物层岩层的底面一般是平坦的
,

顶面常呈波状起伏
,

反映了钙质群体的生长面
。

生

物层中骨架生物的生长速度与相邻海底地段同期沉积物的堆积速度相当
,

因此
,

生物层的

厚度相当于周围沉积层的厚度
。

生物层与围岩的接触
,

为透镜状尖灭接触或者逐渐相变的

互生接触
。

骨架生物在生物层岩层内可以是均 匀分布
,

斑 点状分布
,

或者具有层状分带

(见图 6 )
。

生物层广泛发育于地台区
,

长达几百公里
,

是填图时的 良好的标志层
。

例如
,

在西伯

利亚地台的剖面中
,

在几个层位上划分了下寒武统藻类生物层 (标志层 )
,

它们的长度从

2 0一 3 0k n ,
ffJ 几百公里

,

厚度从 一 Zm 到 2 0 m (袱 )
·

p a o J , e o a
等

,

19 7 9 )
。

研究生物建隆中的生

物时发现
,

在多数情况下
,

由建隆中心向边缘生物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
。

生物层块体 (。 ocI
T伪 lM ,。 n M ac cl lD ) 是苏联学者所建立的术语

,

它是层状或透镜状碳

酸盐体
,

由剖面中 (时间上 ) 连续生长的生物层总体形成
。

生物层块体只作为埋藏体存在
,

因为在生长期它和单个的生物 层一样
,

是海底植丛
,

高

度与骨架生物群体的高度相应
。

其生长速度相当于同期松散沉积物的堆积速度
,

因此生物

层块体的厚度实际上等于或者略微超过同时代沉积层的厚度
。

与围岩的接触是透镜状的或

互生型
。

代表生物层块体的地质体
,

一般具有清晰的层状形 态
,

其长度 (几十米一几干

米 ) 超过其厚度 (几十米 ) 很多倍
。

显然
,

这类地质体用生物层岩层的名称会更相应一些
。

层状亚层石更是这样
,

它的岩层延长有几十公里
,

厚度有几百米
。

如果同一类型的相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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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层孔虫
一

珊瑚生物层中生物化石的分布
,

印
二
1()

K
.

西伯利亚地台 ( 、
.

尸
.

压p . 叩
, 日

.

日
.

瓜 p a 二 。 :

司

l
一

粗周不均匀层状石灰岩
. 2

一

含岩洲的板状石灰劣
; 3

一

层孔虫
一

珊瑚
’ ! 物层 ( 。

一

层孔虫
、

板状珊瑚
、

“下体和 单体皱

珊瑚构成的部分
; ` 柱状层孔虫构 )tJ 的部分

; 4
一

团块灰岩

在埋藏状态中长期保存
,

生物层在区内分布有限时
,

则可以形成凸透镜状或不规则形状的

地质体
。

从总的外形看
,

这地质体与其他类型的生物块体类似
,

完全符合
“

生物层块体
”

的

概念
。

生物层块体和岩层的内部构造特点是具有不清晰的生物骸层理
,

反映 了群体骨架生物

连续生长的不平坦的表面
。

生物层岩层常作为生物丘块体和礁块体的基底
。

帽状体 ( K翻 : 、 n , 。 ) ca 一y p t r a
,

希腊语
,

意为
“

根冠
” 。

这个术语是 J lyT
: , ; 1.川 a B

.

八
.

在

197 1年提出的
。

这是最小的生物建隆
,

大小 由几厘米到几十厘米
。

帽状体形态多种多样
:

圆

形
、

弯状
、

圆面包状
、

柱状等等
。

可由一种或几种类型的生物组成
。

生物在帽状体 内的分

布可以是均匀的
、

带状的
、

巢状的
。

相当于群体形态自然的原始生长面的帽状体表而
,

常

常凸凹不平 (图 7)
。

帽状体在生长期为凸起形态
,

其高度可与全部或部分埋藏的帽状体相

当 ( lJ 打川
:川 , a B

.

A , 1 9 7 3
、

1 9 7 5 ;
水” a n J , e B a 11

.

,l
’ ,

J一y r川川 l , a B
.

八
.

19 7 7 )
。

这种类型的建隆一般在大量带入陆源物质的海盆地段发育 ( 3明叩o’j 、 : l a 。 11
.

M
. ,

1 9 7 4 )
。

周期性的淤积显然阻碍了骨架生物的连续分布
,

因而独立成小的弯隆 (帽状体 )
,

在其间隙

中堆积了碎屑物质
,

并杂有泥质
,

结果就形成了表 面上覆盖一层 泥膜 的小独立体 (5 一

5 c0 m )
。

帽状体与其他类型的建隆的区别在于其中可有大量泥质杂质充填在生物遗体骨骼

部分之间的间隙中
。

帽状体块体 ( K o
.: , n T因

B o n M a e e : ,。 ) 是空 I坷上独立的块体
,

山紧密生长的帽状体形成
,

其次是帽状体间隙中的生物碎屑岩和化学沉积
。

埋藏形态是独立的块体
,

主要为不规则的

透镜状
。

古地理生长形态是海底上紧密排列的小圆丘
,

其高度不超过帽状体的大小
。

中居状

体块体的厚度实际上等于同时代周围沉积层的厚度
。

有些研究者反对划分帽状体块体作为古代生物建隆的独立形态
,

他们认为
,

这类形成

物相当于帽状体构成的生物层块体
,

因为其生长高度不超过单个帽状体的高度
,

这和由帽

状体组成的生物层岩层中的情况一样
。

但是
,

11
.

M
.

3ar7 o p 。 * 工,洲 等 ( ! 9 8 2 ) 把帽状体块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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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粼改
,

公使地质人员注意这类岩体构造的特殊性
,

因为它的构造比帽状体生物层的总和

更复杂
.

后者可能只是帽状体块体的个别情况
,

因帽状体块体一般不只是由帽状体组成
,

而

且也由生物丘以及伴生的生物碎屑岩组成
。

图瓦 下寒武统 帽 状体块体就是丫个例子

( , 八
。 op ` 11胡 H

.

M
.

,

19 74 )
。

该块体长 4 k m
,

厚 1 7 0m
,

为不规则的透镜状
,

系由紧密排列的

藻类帽状体组成
,

帽状体大小为 2一 sc m 到 5 0c m
,

由灰泥物质胶结而成
。

在帽状体当中分

布粉孤立的旅类生物丘
,

主要为单顶式
。

在西端
,

帽状体块体
“

分裂
”

为二个生物丘垅
,

系

由紧密排列的生物丘块体组成 ( 见图 R)
。

攫鬓瓢
认睿氰

〕

图 7 帽状体

一 2
一

透镜状藻类帆!状体
:

I
一

层状灰岩 ( 6 )
,

1
, (I勺孤 \’l ; (rJ 扔l状体 ( a ) ; 2一朝1状休块体结

构细节
,

筑下状体 (
a ) 之问 (fJ 间陈被泥质 ( 6 ) 充坑

, ,

卜寒武统
,

护耳了I
,

I利亚地台
, A M . 、

河 。 1
.

M
.

入叨。
伪、 , l a n ) , 3一 4

一

孤立 ((J 藻类机1状们`
。

J产j l幼frJ 石灰岩 ( 6 ) 拟盖 r 帆!状体

(。 )
,

奥陶系
,

哈萨克斯坦 (米 y aP l曰。 ,。 日
. ’

l’. , M , : K o ,。 I几二」一 9 7 7 ) ; 5
一

啊1才丸体内部构

造实例 (珊瑚
: a 一

单体的
,

` 皮壳的二
卜
碎洲一泥质的 )

,

l几休罗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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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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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3

任日
;

缪
5

呸〕
6

匡困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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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图 8 中昌状体块体岩相断面图
,

下寒武统
,

图瓦 阮川 卜 K
川 河 ( 日

.

M
.

滋 、 xI ” 、 : . a , . )

l
一

生物丘垅
. 2

一

相状体块休
,

相状休之问有个别的生物丘
; 3

一

相状体和淡紫色的团块灰岩
,

含个别的
’
l几物丘

; 确
一

粗板状

尸积层灰岩
. 5

一

薄板状泥质灰岩
. 6

一

灰暗绿色细砾砾岩
. 7一绿色泥质 岩

; 8
一

绿色粉砂岩
,

细粒砂岩
; 9

一

断而
一

剖而线

滩 ( aB nk ) 这个术语由 oL w en s at m ( 19 5 0) 提出
。

滩 由不能形成抗浪构造的生物组成
。

由于它缺乏联结生物
,

因此该构造没有固定的形状
,

受波浪和水流作用的制约
。

一般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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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缓的坡角
。

滩内生物仅能产生沉积物
,

但不能抗浪
。

如滩内生物骨屑 已被胶结
,

并能抗

浪
,

也称为滩
。

滩有时也可称为生物滩 ( or g an 化 ba n k )
。

滩也具有一定的或微弱的地貌隆起
,

但显然不及岩隆那样明显
。

它山生物和非垫纷材

粒组成
,

生物已破碎
,

受到搬运和改造
。

如由各种生物碎屑组成的滩
,

称为生物滩或生屑

滩 , 如全由幼粒组成
,

或主要 由细粒组成
,

则称为细粒滩
; 如山各种砂砾屑组成的滩

,

则

称为粒屑滩
。

由上面所介绍的一些术语可见
,

生物礁是碳酸盐岩分布区由各种生物组成的一种特殊

的碳酸盐隆起构造
。

在欧美称 为碳酸盐建 (岩 ) 隆 ( ca
r bo an et bu il d uP )

。

在苏联称为生物建

隆
。

它是一种独特的碳酸盐体
,

由群体或单体生物骨骼组成
,

彼此叠覆生长
,

保存于生长

地
,

形成坚固的骨架
.

或为几代生物的骨架
,

在生长时粘连在一起
,

形成坚固的构造
,

耸

立于海底之上
。

它具有特有的沉积组合和生物群落
。

因而它是古生物学
、

古生态学的重要

研究对象
。

为了有别于现代的珊瑚礁
,

把古代礁称之为生物礁 ( or gan ic r ee f )
。

泥丘 ( m ud m ou dn ) 比利时籍华人古生物专家钱宪和博士 ( H
.

H
.

sT i en ) 对它有独

特见解
。

他认为
,

泥丘是 由藻和菌类作用形成的钙质泥晶所建造起来的弯窿状构造
。

其中

包含有能忍受混浊水体的生物
,

以及适宜生活于波浪带之下以及接近波浪带的生物
。

关于泥丘的成因有不同的认识
。

有人认为是沉积作用而成
。

但泥丘中许多结构构造和

现象是无法用沉积作用来解释的
。

有人认为泥丘主要是山苔鲜虫
、

珊瑚
、

海藻
、

海绵等枝

状生物捕获灰泥的作用而成
,

但实际上泥丘的内部和其外围都可以有同类型的枝状大生物

同时存在
,

它们的生态条件是相似的
,

这就很难解释同一类型的生物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

捕获灰泥
,

有的又不能捕获灰泥
。

而且在现代的生物中
,

从未发现过能捕获灰泥形成泥丘

的实例
,

何况大生物捕获超过自身体积千百倍的大量灰泥将自已掩埋而不被窒息
,

这也是

无法设想的
。

近年来
,

经过不少学者的仔细观察和研究
,

发现在泥丘中普遍有类似层纹迭

层
,

或藻丝体的构造
,

说明泥丘的形成主要是藻和菌类的生物作用而成
。

以比利时泥丘为例
,

它主要发育在早弗拉斯阶 ( D
3 ,

rF a sl l io n) 末期一 晚弗拉斯早期的

海进相中
,

在有较多的泥质陆源物进入海盆的条件下
,

位于向南倾斜的平缓斜坡上的一定

深度范围内建造
。

它主要由能忍受混浊水的一些珊瑚
、

海绵
、

藻类
、

棘皮
、

以及山微生物

形成的构造组成
。

从不同的生物相组合的泥丘
,

在古地理上的分布位置看
,

反映了不同深

度和水动力条件
。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