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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耳曼盆地西南部三盈系 jG s k e u
ep

r
组一个蒸发岩

一

红层层序的动力地层学 5

本文根据 日耳曼陆表盆地西南部 iG s k c 。
l’e : 组三元谱系地层分析进行了蒸发岩堆积的

动力学研 究
:

!
.

不同的地层类型中
,

最重要的有
:

( l) 含海相动物群的薄层碳酸盐段
; (2 ) 含透石

膏的块状硫酸盐
,

表 明石膏是在很浅的水下沉淀的
; ( 3) 具各种沉积构造的薄层石膏砂岩

,

表明碎屑蒸发岩是在高 能事件期问堆积的 (
“
石膏风暴岩

”
) ; (钓 纹层状石膏

,

其琦上观的

帐蓬构造表明为潮间到潮上环境产物
; ( 5) 含结核状石膏的绿灰和淡红色粘土岩

,

表明为

蒸发干盐湖泥坪环境
。

2
.

相序产出多变
,

通常山厚 l一 111 :
的具向上变浅趋势的厚层海进 /海退旋回组成

。

长

期以来所公认的碳酸盐
“

标志层
”

代表 了进入几乎平坦的考依波盆地的短期海侵
。

强烈扰

动的帐蓬构造层位构成广泛的相应的海退峰
。

这些层序构成的蒸发岩旋回相当于众所周知

的碳酸盐体系内广布的向上变浅旋 回
。

3
.

盆地充填型式是小型旋回在垂向上互相叠置
,

构成 iG 讲 k c叩 c : 层序的连续地 层柱结

构的基本结构单元
。

叠置的小型旋 回叠加于大型海退旋回之上
,

其记录了从 局限边缘海到

超盐度海和上覆考依波阶的大陆红层沉积的总的转化趋势
。

这些旋回的谱系结构可能反映

了不同级别的海平面变动
。

因此
,

G i阵k o u ep :
论证了蒸发岩堆积的动力学

,

并使我们得以了解产生
“
连续地层柱

”

地层学的一些作用
。

其旋回谱系结构为整个 日耳曼盆地西南部充填物的普遍特点
,

看来是

陆表盆地所特有的
。

二
、

得克萨斯州西部与拉松盆地 T es llu
、
组辫状和曲流海底扇河道沉积 27

得克萨斯州西部 eT
s
un

s 组 (上密西西比
一

下宾 夕法尼亚系 ) 以
`
},扇河道沉积为主的露头

为研究单个海底扇系统中可能的曲流和辫状沉积提供了机会
。

在 T cs nu
s 组内

,

已划分出六

个与扇有关的沉积相
:

( l) 垂向上无厚度变 化趋势的混 合砂岩
; ( 2) 具向上变薄趋势的混

合砂岩 ; ( 3) 块状富杂基砂岩
; (们 砂页岩互层

; ( 5) 混杂砂
、

页岩
; (6 ) 黑色泥岩和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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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辫状河道沉积与曲流河道沉积在沉积相的排列
、

相接触面性质及砂岩的几何形状方面
,

都有很大的不同
.

席状辫状河道沉积通常有较为随机的相序和突然的相过度
,

而扁豆状曲

流河道沉积的相排列通常较规则 ( 从底部到顶部依次为相 I一 6 )
,

并呈渐变过渡
。

上述河道沉积特征的差别
,

主要是 山辫状 (废弃和快速迁移 ) 与曲流 (逐渐侵蚀和迁

移 ) 河道网的变化造成的
。

三
、

威尔士南部下石炭统 o iol ct 群成壤柱状方解石 ,l7

O o ilt e
群钙结砾岩古土壤含覆于富粘土结核状层之上的微亮

. }l’l灰质壳层
.

而结核状层

又粗于退变师状岩主岩之上
。

灰质壳层之内和直接在其下
,

柱状方解石呈 J
’ 一

阔的席状和扇

状发育
,

其单个晶体长达 3 0c m
。

晶体从具平行消光和正常生长分带经羽状品体到扫除消光

( s w e e p in s e x t in e t so n )
.

季节性气候堆积的钙结砾岩含有可能是干早季节期 .司蒸发作川产生

的灰质壳堆积
。

柱状方解石 自较稀的溶液中析出
,

可能在潮湿季节生长得最快
。

沉淀作川

可能部分或全部由细菌作媒介
,

或山于 自极其局限的灰质壳微裂隙
,

!
,
迁移出的流体

`
! ,二城

化碳分压 ( cP
。 ,

) 的减少所致
。

柱状组构反映出超饱和度较低
,

与此有关的是灰质壳增生
、

品体成核作用和沿 c 轴平行面的生长受到抑制
.

以及有效 c :o4
, 一

超过 C 。 ’ “ 。

山于特别的有机

化合物或枯土的出现
,

使得生长和成核作用曾受到抑制
。

品形的变化范围与品体生长而受

有机 化合物的毒化程度有关
。

四
、

阿尔卑斯东部 (奥地利 ) 二必纪和早三盛世砂岩中的碎屑长石和自生长石 5 9

本文采用薄片显微镜法
、

阴极发光 (C )L
、

x 射线衍射和电子探针研究了阿 尔卑斯东部

(奥地利 ) 二叠纪和三叠纪 ( 赛特阶 ) 砂岩中的碎屑长石和 白生长石
。

由于强烈的风化和成岩蚀变
,

二叠系冲积层序内砂岩中的碎屑长石含量较低
。

在早二

叠世砂岩内
,

碎屑长石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源岩
。

晚二叠世砂岩据全部薄片研究表明
,

其碎屑长石很少
,

且大部分 为碱性变种
。

早三叠世砂岩的特点是分选和磨圆度较好
,

长石含量较高
,

特别是在海 4l[ 环境 (亚长

石砂岩到长石砂岩 ) 中
。

到 目前为止
,

阿尔卑斯斑砂岩组 (德拉瓦山脉
,

G 盯 ikt 、 ! 推覆体和

阿尔卑斯北部钙质层 ) 的所有剖面都是以碱性 长石为主
。

德拉瓦山脉和 G o r ikt 、 ! 推覆体的韦

尔丰组也以碱性长石为主
,

而在阿尔卑斯北部钙质层中
,

山于源岩不同
,

钠 长石成 为最常

见的碎屑长石
。

尽管晚二叠世 ( G r旬 c11 组 ) 和早三叠世砂岩 (阿 尔卑斯斑砂岩组和韦尔丰组 ) 大部分

源自二叠系内含透长石的流纹质火山岩的改造
,

但据 x 射线衍射和 }:)J 极发光研究
,

上述单

元内的碎屑碱性长石却明显不具火山成因而属变质成因
,

为4毛鲜蓝色阴极发光的微斜长石
。

二叠系内火山岩中的透长石由于结构状态极不稳定
,

在风 化和成岩时期看来弓完全遭到破

坏
。

自生长石的增生 (几乎是纯钾长石 ) 屡现于德拉瓦山脉和 G u r ikt 、 ! 推授体的赛特期砂岩

中
,

特别是在海相环境
`
!`

。

与碎屑 长石岩心比较
,

自生长石增生的特点是光性方位不同
、

微

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化学成分不同
,

以及无 阴极发光
。

火山透长石
、

火山岩屑
、

斜长石和其它不稳定硅酸盐矿物 的济解使孔隙水
`
}

,

,\1
、

is 和

K 的浓度增 加
,

导致成岩期间形成的钾长石增生体沉淀在海相成 r川的砂岩
`
! , 。

五
、

日本西南部岛根半岛中新世 U 、 h i ikr i 组浊积岩中泥岩碎屑的成因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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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西南部岛根半岛中新 世 Us ill ik r i红l的某些浊积岩
、

在其正粒序层和 /或块状下部层

中含许多泥岩碎屑
。

这些泥岩碎屑最长 !一 Zm
.

厚 10 一 Z Oc m
.

呈波状
,

被褶皱或被拉裂
,

并

常常聚集于下部某些层位
。

含泥岩碎屑的浊积岩通常具突变的平坦底面
,

无清晰水道
,

但

有时它们又穿入并撕裂下伏泥岩层
。

此外
,

大多数 (并非全部 ) 泥岩碎屑的岩性都类似 于

下伏泥岩
。

对露头的这些 观察结果表明
,

大多 数泥岩碎屑都是被浊流从下伏具破裂强度的

含水塑性泥撕出来的
,

并被带入浊流
,

在搬运期问变形为各种形态
。

在该过程中起着这样

重要作用的力可能来自发育于浊流内的巨大的剪 切应力
。

六
、

全新世海滩岩中的碳酸盐胶结物
:

突尼斯东南部 aB hi er et l iB b an 的实例 89

本文研究了突尼斯东南部 aB hi er t e l B ib o n 浅水局限泻湖北部和西部海滨的全新世海滩

岩
。

这些海滩岩 由 2一 1c5 m 厚的水平状胶结岩层组 ) J父
。

早期胶结作川发生在滩脊下的潜水

面 处
,

此处的地球化学
、

水动力条件
、

也可能还 有微生物 条件均有利于文石及 /或高镁方解

石沉淀
。

从 局部看
,

重叠的低镁方解石胶结物表明后来受到淡水的影响
。

只在一个地方发

现了六个垂 向叠置的海滩岩层
。

全岩
’ `C 年龄测定表明

,

最高的海滩岩层老于现代地下水面

上的海滩岩层 (具相同的岩石组分 )
。

这意味着胶结作用向下发展
,

这种胶结作用或许记录

了大约 3 0 0 0 年前高水位期后的海面下降
。

七
、

约旦早白至世 K ur un b 砂岩的里矿物 ! 0[

本文研究了早 自乎世 K 盯 n
ub 砂岩中重矿物在垂 向和侧向剖面中的分布

。

约旦北部和南

部 K ur un b 砂岩的乖矿物组合与以色列南部和西奈西南部的一致并可与之进行对 比
,

主要 为

不透明矿物
、

铭石
、

电气石和金红石
; 石榴石

、 一

卜字石
、

绿 帘石
、

锐钦矿
、

重晶石和普通

角闪石不常见
。

十字石和普通角闪石分布范围局限在南部
,

而石榴石则局限在北部的几个

层位内
。

选择性的化学分解对 K ur nu b 砂岩中不稳定重矿物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

超稳定重

矿物表明源区主要由花岗岩和变质岩组成
。

纯石英砂屑岩中的错石
、

电气石和金红石组合

表明约旦 K ur
n
ub 砂岩一定主要来源于风化的古代沉积物

。

《沉积地质学》 62 卷 2一 4 期 1 9 8 9 年 5 月

本专辑名为
“

冰下床沙形体— 鼓丘
、

R o
se

n
冰破和有关的冰下床沙形体

” ,

所包含的

18 篇论文主要取自 198 7 年 8 月 3一 4 日在加拿大握太华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第四纪研究

大会的专题讨论会
。

冰下床沙形体的重要性在于其提供了了解冰 川底部所进行的各种作用

的关键性证据
,

是再造从前的冰 川和冰盖的动态和流动型式的决定性因素
。

本专辑针对这

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解释
,

并阐述了冰盖下进行的各种复杂作用
。

对冰下床沙形体的研究

已成为冰川和冰川学研究的主要焦点
,

尽管对鼓丘及有关的冰下床沙形体形成的作用的了

解还未尽人意
,

并有许多争论
。

本专辑共 18 篇论文
,

分为四部分
。

一
、

理论概念和形成作用
。

这一部分包括四篇论文
。

第 3 篇论文利用沉积学和地 貌学证据
,

发展并论证 了作为某

些冰下床沙形体形成作用之一的灾变性冰下泛滥这一见解
。

第 2 篇论文是作者根据在挪威北部的工作
,

在 A u s t r e o k s t s , l d b r e e n
冰 川前陆鉴别出与盛

置在大凹槽表面的凹槽的形成有关的净侵蚀和净沉积的局部地区
。

穿过这些凹槽的冰下应



岩 相 古 地 理

力型式是根据碎屑组构的测量推出的
,

并根据粒度
、

表面形状和碎屑组构的详细分析估算

被搬运的沉积物的体积
。

第 4 篇论文的作者认为
,

在威斯康星冰期
,

随着冰下水压的上升
,

切 。 r cn . idc 冰盖南部

的冰舌迅速移动
.

未扰动的冰川沉积层序的存在
,

说明冰下物质未出现大范旧的变形
。

而

且
,

未扰动的层状包裹体和内碎屑在冰碳内的存在
,

甚至还可能否定局部的和幕式的变形

作用
。

第 1篇论文研究了造成底部碎屑层内不普遍的剪切作用的控制因素和可能的影响参

数
,

并根据快速运动的底冰之下碎屑的变形提出了床沙形体发育的可试验的机理
。

二
、

鼓丘沉积学

鼓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广泛研究鼓丘的内部沉积物及其沉积学解释
。

这一部分包

括三篇论文
,

对爱尔兰
、

新斯科舍省和明尼苏达 州的三个实例进行了详细的沉积学研究
。

第 5 篇论文记录了位于爱尔兰西部多尼戈尔湾海滨一个鼓丘的背冰川面中部广布的层

状沉积物的证据
,

注意到相的垂直过渡为向上变粗层序
,

可能表明水动力活动逐渐增强并

且是渐进发育的
。

第 6 篇论文主要调查了新斯科舍省鼓丘的分布
,

并将其与如擦痕和沉积物搬运途径所

表示的各种冰的流型式相联系
。

第 7 篇论文详细地研究了明尼苏达州 aL ur c nt ide 冰盖 w ad c an 冰舌地 区鼓丘内部沉积

物的岩性学
、

沉积学和地层学
。

三
、

R o ge n
冰磺和 eD G ee r

冰磺

这一部分包括三篇论文
,

涉及 R og cn 和 eD G ee r
冰破的各个方面

。

第 8 篇论文重点放在这一事实上
,

即关键是与鼓丘的关系
,

并且这两个床沙形体具有

与盆地中的 R og en 和凸坡上的鼓丘一致的地理
一

地形关 系
。

概述并讨论了 Rog c ,、 冰破形成的

各种理论
,

其结论是
:

这些冰碳类型为多期复式成因
。

魁北克省中部和北部地 区出露以 流线形地体和 R og cn 冰破地体为特征的冰硕层
。

第 9

篇论文对这些地体进行了沉积学和形态学描述
.

指出该区的这些单元为规则型
,

并存在叠

置的床沙形体
。

作者认为
,

R og e n
冰碳是 山压应力造成

,

这些压应力引起底部冰内碎屑的局

部向上剪切和叠加
,

并最终使底部冰内碎屑作为消融冰硕而沉积下来
。

第 10 篇论文根据内部沉积物的岩性和碎屑组构
,

并再造特定的古水文条件
,

提出了一

个新的模式来解释芬兰的 D o G ee
:
冰破

。

该模式提出
、

芬诺斯堪的亚冰盖的局部上涌期导致

基底冰带的挠曲在冰盖内形成底部冰隙
;
其后冰体下降

,

是山高度饱和的沉积物向上挤压

进入冰隙所造成的
,

并形成了冰碳
。

四 A
、

区域性研究— 欧洲

这一部分包括 5 篇论文
,

对欧洲的鼓丘进行了区域性研究
。

第 日 篇论文研究了爱尔兰

西部三个地区鼓丘的形态
,

总共对 2 22 魂个鼓丘进行了位置
、

密度
、

延和}
, 、

累积表而积和加

权定向的研究
,

认为这些鼓丘是在快速 运动的冰盖下大量改造
、

兼并现有沉积物 而形成

白勺
。

第 12 篇论文对芬兰的鼓丘和前 贝壳灰岩进行了评述
。

说明前 贝壳灰岩和鼓丘线理均

反映了当地冰川的流动方向
,

前 贝壳灰岩可能指示底冻冰 川环境
、

而鼓丘则可能是在底暖

冰川环境形成的
,

正如从活动的冰河 /冰舌边缘 向内 2 0一 10 k0 , 1、 左右的地带所反 映的川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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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第 31 篇论文对芬兰的鼓丘和 凹槽进行了补充性的但是独立 的研究
,

概述其分布与冰

的主要运动和各床沙形体区有关
。

指出大多数鼓丘区均呈扇状空问型式是由于活动冰舌地

形所造成
。

叠置于较大鼓丘上的较小凹槽可能表示晚期冰的运动
,

而某些鼓丘的脊线分叉

则 说明了冰运动方向的变化
。

第 l刁篇论文讨论了德国前陆南部三个主要的鼓丘区
:

iD e
mt an n

isr ed
、

R ose hn ic m 和 OB
-

da nr uc k
。

论证了这些鼓丘区与 w ur m ian 冰进的关系及鼓丘区的空间分布与当地冰舌厚度的

密切关系
。

第 15 篇论文详细地讨论了爱沙尼亚鼓丘的分布
、

沉积学和各种形 态
。

并且根据爱沙尼

亚鼓丘发育和分布的宏观模式讨论了鼓丘之间的关系
、

地形制约及 当地冰川年代等详细情

况
。

该模式认为这些鼓丘区为位于苏联北部以侵蚀为主的地带和南部沉积地带之间的过渡

地形体系
。

四 B
、

区域性研 究— 南
、

北美洲

这一部分包括 3 篇论文
。

第 16 篇论文首次对南美洲的鼓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和

讨论
。

特别注意其不对 称形状
、

较小的叠置鼓丘的产状及冰破的存在
。

认为这 些鼓丘呈放

射状型式反映了山麓冰舌的流动途径
,

其形成是由于底部碎屑的冰川变形
。

第 17 篇论文描述了大型融冰河道横贯的威斯康星州同心状冰碳脊
、

丘状地体和鼓丘
,

并着手详细解释了该区距今 ! 8 0 0 0一 ! 3 0 0 0 年间晚威斯康星期 切 u r en tj dc 冰盖进退时底部

的状况
。

第 18 篇论文宏观地描述并分析 了加拿大东北部荃威延冰盖下形成的床沙形体的分布
。

结论是
:

虽然鼓丘反映了塑性冰底碎屑的造型或固结的冰川底层和墓岩的流线型侵蚀
,

但

鼓丘和肋状冰硫都是在相似的冰动力条件下形成的
,

而肋状冰破是被挟带的碎屑层 内部逆

冲的产物
。

鼓丘和蛇丘在空问位置上的关系表明
,

它们是在不同的冰 川条件下形成的
。

本专辑各部分论文的题 目如下
:

一
、

理论概念和形成作用

1
.

冰下水力条件及其可能对冰下层形成的影响 125

2
.

冰川应力型式及与叠置凹槽的形成有关的沉积物的搬运 151

3
.

鼓丘及灾变性冰下洪水 177

4
.

助 ur en t ide 冰盖南部快速运动的冰舌下普遍变形的底部物质的反对证据 20 3

二
、

鼓丘沉积学

5
.

爱尔兰西北部一晚更新世鼓丘中的层状流沉积 2 日

6
.

新斯科舍省中南部鼓丘的方向
、

形状和地层的变化与连续冰流的关系 2 23

7
.

美国明尼苏达州 w a d c
an 鼓丘区的岩性学

、

沉积学及成因 2引

三
、

R og en 冰破和 D e G ee r
冰破— 形成作用和沉积学

8
.

R o
ge

n (肋状 ) 冰破— 鉴别及可能的成因 2 81

9
.

加拿大魁北克中部和北部的冰下地形和沉积— 以 R og ell 冰碳为重点 2 93

10
.

芬兰 D e G e e r
冰碳的成因 3 0 9

四 A
、

区域性研究— 欧洲

11
.

爱尔兰西部三个鼓丘 区的对比研究
:

地貌资料和成因意 义 3 21 咬



岩 相 古 地 理

1 2
.

芬兰的前贝壳灰岩区和鼓丘 区

1 3
.

芬兰的鼓丘和凹槽
:

其与冰川运动的关系及相互间的关系

l月
.

论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前陆鼓丘的成因

15
.

爱沙尼亚的鼓丘

四 B
、

区域性研究— 南北美洲

16
.

智利巴塔戈尼亚的不对称鼓丘

1 7
.

威斯康星州晚威斯康星冰期地形的分布和冰川底部的条件
18

.

加拿大基威延冰盖的床沙形体

3 3 7

3 4 9

3 5 7

3 7 1

3 8 7

3 9 9

刁0 7

《沉积地质学》 63 卷 1一 2 期 1 9 8 9 年 6 月

一
、

爱尔兰南部泥盆纪浅海硅质碎屑沉积中的构造沉积波痕

构造蚀变沉积波痕常见于爱尔兰南部的海相泥盆纪 ol d H ae d 砂岩组
。

这些构造沉积波

痕主要由波痕产生并具尖 v 形波谷
,

在波谷内
,

间隔的压溶劈理而与层理高角度相交
。

波

痕控制了劈理的间隔并影响其方向
。

波 痕的剖面形状随复层层序中硬质砂岩层内应力的折

射和集中的变化而变化
。

波痕的对称性受在构造沉积波痕的发育
,

l ,起重要作用的构造变形

作用的影响
。

构造平缓波产生的波痕出现于劈理方向平行于层理的地方
,

这是 山于 G all cy

H ae d 的 ol d H ae d 砂岩组中不规则变形造成的
。

所挑选的波痕剖而用计算机模拟复原
.

以重

建古波痕条件
。

构造沉积波痕用于这种目的时有其局限性
,

因此
,

本文给出了在其它地方

应用此技术的若干原则
。

二
、

科罗拉多离原圣胡安盆地侏罗系莫里森组 w es wt 。 fe r
ca

l l
yo

, 1
段河流类型的变化 21

结构要素分析和侧向剖面法已应用于圣胡安盆地南部侏罗系莫里森组河成的 w se wt
a -

et r

ca ny on 段
。

宏观地看
,

砂岩体的结构主要山一系列 5一 ! s n 、 厚
、

数百米宽
.

并被薄层细

粒单元所分隔的板状砂岩层组成
。

从内部结构看
,

这些砂岩层具侧向加积而
,

并被 10 一 ZOm

深
、

至少 2 5Om 宽的河道所切割
。

更详细一点
,

根据大比例尺照片镶嵌图所作的解译
,

表明为一套结构要素和界面
。

中

至高弯曲河道 (侧向加积沉积物 ) 的典型标志共存于具下游加积的巨型沉积物的同一露头

中
,

这些沉积物代表低弯度复道河流的砂坪
。

通过仔细迫索主要界而
,

绘制出几个露头中

边缘平缓至陡倾斜的宽而深的河道图
。

从局部来看
,

厚大的平而纹层状及低角度交错纹层

状砂岩岩相表明水流速度很快
,

可能向高流态条件过渡
。

这样一种沉积型式多半代表季节

性河流或周期性地遭受主要季节性 (或更不规则的 ) 阶段变化的河流
,

这一解释与晚侏罗

世干旱气候的独立的矿物学证据相吻合
。

向上变细层 序在研 究 区 内很罕 见
,

这 与 e a n、 p伙一 ( 19 7 6 ) 的描 述 相 反
。

G a ll o w a y

( ! 9 7 8) 的潮湿区冲积扇模式得不到证实
,

ca m pbe ” ( ! 9 7 6) 的结构模式同样需要作较大的

修改
。

与印度的大河如恒 河和 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沉积结构进行比较
,

如最初 山 C : 、m p比 11

( , 9 7 6) 提出的一样
,

看来仍然是合理的
,

尽管 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干旱气候和大的阶

段性变化的存在
; 这既不同于现代河流

,

也有别于 ca m p be lj 的解释
。

三
、

南极洲詹姆斯罗斯岛一主动边缘盆地内的浅海沉积作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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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露于南极洲詹姆斯罗斯岛北部的圣玛尔塔组代表一主动边缘盆地内的浅海陆棚沉积

作用
。

该组厚约 100 Om
,

时代从桑托期末期到坎佩尼期
,

为构成 切 ser
n
盆地的 5 0 0 0一 6 0 0 0m

厚的沉积层序的一部分
。

助 ser
n
盆地为一个弧后盆地

,

或箕状盆地
,

发育于韦德尔海的延伸

边缘上
。

该组已划分出 12 个沉积相
,

又可再分为两个组
:

由陆棚作用控制的一组及与活动

弧火山作用有关的一组
。

背景陆棚作用包括
:

晴天悬浮沉积作用
、

风暴砂和罕 见的潮流改

造
。

活动弧作用包括
:

火山灰屑的直接沉淀
,

以及火山碎屑通过砂质碎屑流和高
、

低浓度

浊流而迅速再沉积
。

此外
,

席状砾岩代表由同沉积滑塌引起的碎屑流
。

可区分出代表中陆

棚至外陆棚和内陆棚沉积环境的两种相组合
,

在坎佩尼中 ( ?) 至晚期已明显海退
。

四
、 “

安科纳一安齐奥
”

一线亚平宁山脉中部的构造演化条件下托尔顿期和墨西尼期浊

积岩的成分和来源 83
“

安科纳一安 齐奥
”

一线是一 复杂的构 造体 系
,

它分隔了亚 平宁山脉 中部 U m b r 。 -

M ar o h dj e
域和拉齐奥

一

阿布鲁齐台地
,

它在托尔顿期拉齐奥
一

阿布鲁齐四 个盆地 (S alt 。
,

T as l ia
-

co z oz
,

L i r i和 sa cc o) 和墨西尼期切 ga 盆地浊积岩的沉积中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

岩石学研究表明
,

各盆地中浊积砂岩的成分均相同
,

特别是
:

( )I 钾长石总 呈比斜长

石更大量的 出现
; ( 2) 岩屑主要为碳酸盐和花岗岩类岩石

。

浊积岩来源于西部地区阿尔卑期山链的碎块
。

这一碎块在亚
一
t
一

宁变形向东迁移期问与

iL gu r ids 推覆体有关
,

可能随着 aL ga 盆地的充填而在 切
n hg 油 1

期和早上新世期问逐渐被侵

蚀
。

M ar
n璐。 一

A cr an cc a
盆地 中来源于结品岩类的侵 蚀和 L i su r id s

推覆体的碎屑 的存在证 明

其时代早至 加
n s h i a n 期

。

托尔顿期间
,

拉齐奥
一

阿布鲁齐台地较 u n l b r 。 一

M
: , r

hc i d e 地区低
,

来 自西部源区的重力流

可能供给台地内形成的四个盆地的物源
。

在托尔顿晚期和墨西尼初期之问
,

山于
’ `

安科纳
一

安齐奥
”

一线发生位移
.

拉齐奥
一

阿布

鲁齐台地相对抬升
,

造成在该台地内形成的盆地件
,
浊积沉积的问断

。

亚平宁山链逐渐向东

迁移
,

有利于浊积岩的沉积作用向外侧的 ha ga 前陆盆地迁移
。

五
、

西班牙南部贝蒂克山链晚古生代重矿物系列和碎屑样式
:

从被动向主动大陆边缘

过渡 93

志留纪到晚石炭世沉积物构成了贝蒂克山链内带最上部推覆体 ( M a l: lgu id cs ) 的主体部

分
。

这些沉积物代表以复理石沉积为主的连续深海环境
。

泥盆系一 石炭系各组的重矿物系

列和粗碎屑样式证明了酸性深成岩与再旋回克拉通和变质沉积物输入之问的重复变化
。

其

振荡和振幅
,

特别是变质碎屑的补给
,

在华力西假整合面附近变得更大
、

更频繁
。

按照岩

相和重矿物含量
,

二叠
一

三叠纪红层显然为造山期后沉积
。

综合岩相
、

碎屑样式和重矿物 系列的成果
,

证明在古生代存在着从被动向主动大陆边

缘的过渡
:
M al as u ide 地区的志留

一

泥盆纪沉积物在离散的克拉通期沉积于 cB it c o 一

iR 陀 an 地块

一非洲板块的挤离裂块以北
。

韦宪阶一上石炭统各组纪录了 eB ict 。 一

iR fc o n
地块和南欧板块

南缘之间的碰撞造山期
。

碰撞作用引起连续变浅的碳酸盐陆棚区和相连 的结晶并多半已变

质的内陆的强烈隆起和侵蚀
。

源区为 M al ag u ide 盆地以南的 反 it c 。 一

R i f ea n 地块
。

本文还特地

简要地讨论了 M al ag iu de s
与米诺卡岛 ( 巴利阿里群岛 ) 的古地理联系

。

六
、

以色列南部寒武系白云岩质提姆纳组表生溶解对岩相和厚度的控制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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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南部寒武系提姆纳组标志着该区显生宙的首次海侵
,

由于与死海裂谷毗邻
,

在

提姆纳谷地的礴头被强烈褶皱
。

该组上部岩相关系复杂
,

包括在很短的距离内从砂质白云岩侧向变化为砂岩 (富锰 )
。

砂质岩相的分布并不是任意的
,

而是沿着被证明与该区的节理系和断层系有关的线性构造

发育
。

伴随这些岩性变化的是急剧的厚度变化
:

砂质岩相比白云质岩薄 2一 3倍
。

这两个岩

相的过渡区以大量变形构造
,

如陡倾斜的地层
、

旋转地块和滑塌构造为特征
。

这些观察可

得出这样一个见解
,

即砂质岩相是差异溶解的结果
。

砂质岩相与断裂型式问的密切关系确

定了这种溶解的表生成因
。

该区的构造分析表明
,

强裂的断裂以及山此而产生的显明的表

生溶解的时代为晚 (新 ) 第三纪
.

七
、

加 t 大安大略省埃利奥特湖区早元古代下休伦超群的沉积学 127

早元古代休伦超群为局部厚度大于 1k0 m 的一浅变质沉积层序
,

出露于加拿大安大略

省休伦湖以北
。

研究了 Q iu r ke 向斜区
、

埃利奥特湖及以西
、

以南地区的该超群下部
,

包括

aM
t in e n d a

组
,

M e k im Ram 级 y 湖组和 p e e o r s
组

,

共 一3个岩相
:

槽状和板状
’ `

交错层状
”

砂

岩
、

石英砾岩
、

富粘土砂岩
、

透镜状
一

层状砂岩
一

粉砂岩
一

泥岩
、

纹层状砂岩
一

粉砂岩
一

泥岩
、

块

状砂岩
、

块状含砾砂岩
、

块状混积岩
、

层状杂荃支撑的混积岩
、

层状碎屑支撑的混积岩
、

粒

序混积岩和块状粉砂岩
.

`

这些岩相可分为两种组合
,

其大致与填 图的各组相当
。

交错层状砂岩和砾岩包含河流

组合 ( aM
it en dn

a
组 )

,

主要形成于浅水辫状河道
。

富粘土砂岩和透镜状
、

纹层状 址拼日构成

M
e k im 和 P e e o r s

组的一部分
,

沉积于辫状三角洲的滨外地 区
,

在侧向上和垂 I句上与 M a t i n e n -

d a 河流沉积呈指状交错
。

R a m sa y 湖组内存在 4个冰成亚组合
。

冰川近源亚组合 ( l ) 山块状含砾砂岩和混积岩

组成
,

其向北逐渐削蚀 M a t i n e n d a
组和 M e k i n l 组

。

块状砂岩可能为山下伏 M a t s, l o n d a 组侵蚀

改造而形成的冰川推覆沉积
,

或局部侵蚀的冰川碎屑的冰下陆棚雨水冲洗堆积
。

亚组合 n

和 I 主要由水下沉积物重力流和 冰川雨水冲洗沉积组成
。

亚组合 w 被解释为含再沉积的冰

破块的冰川近源河流冰水沉积
。

地层和古水流资料表明为一向南倾斜的古坡
,

在河流和三角洲单元沉积期问向东南倾

斜
。

一深水海槽穿过该区呈 N w 一 s E 向延仲
,

与 假定存在于研究区 以南的 E一 N 向的离散

大陆边缘枢纽线横切
。

认为与加拿大大西洋边缘上的中生代一现代盆地类似
,

在这些盆地

中
,

横向的古地理走向反映出活动大洋断裂带向陆延仲
,

或早期线性构造的活化
。

八
、

埃及西苏伊士湾舒凯尔角超盐度池塘及其周围萨布哈的全新世碳酸盐相模式 ! 55

全新世舒凯尔角池塘为一蒸发盐潮上萨布哈所包困的活动碳酸盐沉积亚环境
。

对该池

塘碳酸盐组分的野外及室内岩石学研究划分出 7 个沉积相
:

( l ) 碳酸盐岩屑
一

球粒集合体砂

相
; (2 ) 含层状隐藻纹层岩及侧向上紧密相连的半球体 (L L H

一

c ) 的藻 (蓝藻 ) 叠层石 ;

(3 ) 含白云石化的生物碎屑浮石 /泥粒灰岩壳的球粒
一

灰泥
; ( 钓 球粒

一

灰泥相
; (5 ) 腹足

(伽以如
,。 ) 球粒

一

灰泥泥质砂相
; ( 6) 膨胀石膏壳及 ( 7) 泉华灰岩斑块

。

该池塘中碳酸盐相的侧向分布取决于与盛行西北风有关的池塘的取向及水渗透的方

向
。

本文将蒸发盐萨布哈分为二类
:

( l) 季节性覆水地区
,

碳酸盐和蒸发盐季节性地直接

从地表水中沉淀而成
; ( 2) 地表暴露的萨布哈

,

有石 化的帐蓬构造的石盐壳
。

( 下接 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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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布哈硅质碎屑岩中碳酸盐以及随后的硫酸盐和石盐的产出是卤水向上迁移沉淀的结

果
。

九
、

苏丹卡萨拉市季节性枯竭的加什河河道充填和片流相序 17 1

在穿过并沿加什河道的二维剖面上
,

河流沉积物的详细相分析揭示出若干相和两种不

同类型的相序
:

河床充填相序和片流相序
。

看来每一种相序类型都是 由特定的沉积事件产生

的
,

这种相序代表了混合相序组的两个端元
。

相和相序侧向变化迅速
,

并相互结合
,

呈指状

交错
。

由于后来的洪水及阶段性变化
,

它们也部分至全部地被改造
。

看来
,

卡萨拉地区厚大的加什河沉积形成于两个阶段
:

一是通过辫状河道的加积和侧

向迁移而成
;
二是通过河道化及未河道化的片流沉积而成

。

这两个阶段的沉积构成 了卡萨地

区现代加什河河成盆地的沉积物
。

加什河沉积物与季节性及低弯度辫状河流沉积物有某些相似性和差异
。

以片流沉积 为

主
,

这与加什河季节性湍急高流态一致
;
加什河的沉积型式与辫状河流沉积模式的不一致

,

可能是由控制沉积作用和沉积型式的半干旱气候下的季节性枯竭所造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