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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地质学>
“

6 3 卷一 4 期 1 9 8 9 年 7 月

6 3 卷 3
、

4 期合刊为 (碳酸盐地层中的微晶菱形方解石及伴生微孔隙的性质和成因 >专

辑
,

其中 7 篇论文出自经济古生物学家和矿物学家学会 1 9 8 7 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举行的
“

储集层的成岩作用及碳酸盐岩中微孔隙及大孔隙网的演化
”

年中学术讨论会
。

选择这一题目进行讨论是因为微孔隙网构成了许多重要的碳酸盐油气储集层
,

而直到

最近
,

对这类储集层的性质和成因仍知之甚少
。

然而
,

过去 5 年的研究却集中于论证
、

描

述
、

分析及解释微晶菱形方解石及有关的微孔隙
。

本专辑代表北美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
,

现状
。

第一篇论文为微晶灰岩中微孔隙的评论
,

描述了几个实例的结构特征及灰泥经历结构

及地球化学变化从而形成微孔隙微晶灰岩
,

认为初始矿物成分和成岩作用期间岩石 /水的比

率是碳酸盐泥演化的重要 因素
。

第二
、

三
、

四篇论文均提出微孔隙的海相流体成 因
。

第二篇论文提 出
,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沙迎 s aj aa 区下白至统塔马马群 内的基质微孔隙是微晶灰岩早期发育的特征
,

是稳定

灰泥不完全胶结的结果
。

并认为微晶菱形方解石是在 55 0一 80 o m ( 4 0一 50 ℃ ) 的深度于封闭

的
、

具海水成分的流体体系内形成的
。

第三篇论文认为
,

加拿大西北地区中泥盆统 K ee cS ar p

组的微孔隙结构是在同期海相流体的三期重结晶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

第四篇论文论证了马

绍尔群岛 E en w et ak 环礁更新世
、

渐新世灰岩岩心中微孔隙的发育情况
。

根据对更新世资料

的研究
,

作者得出结论
,

微孔隙是当文石泥浸没在淡水透镜体之下的混合带流体中时
,

其

稳定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
。

根据对渐新世实例的研究
,

作者认为微孔隙的成因是高镁方解

石微晶在高镁方解石不饱和
、

低镁方解石过饱和的深水中蚀变的结果
。

第五
、

六
、

七篇论文提出微孔隙结构的大气流体成因
。

第五篇论文提出
,

美国得克萨

斯州东部上侏罗统 C ot t on 河谷灰岩鲡粒中形成的微孔隙为近地表淡水成 因
。

这些微孔隙鲡

粒在古水深高点处最为常见
。

构成这种鲡粒格架的微晶菱形晶体很可能是在针状晶体的基

础上发育起来的
。

第六篇论文则认为中东下白至统塔马马群中的微孔隙和微晶菱形方解石

是在大气水中两次成岩作用造成的
。

第一次成岩事件是沉积之后立即在非承压大气水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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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的稳定作用
。

其后
,

在晚白蟹世早期于非承压或承压大气水含水层中发生方解石一方

解石重结晶作用
.

第七篇论文认为
,

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下白奎统 tS ua rt 城走向线内的微孔

隙是由在局限水流
、

大气淡水或在高温海洋孔隙水中固定的球状高镁方解石所形成
。

第八篇论文提出美国得克萨斯州东部上侏罗统 H ay
n

ves ill e 细状粒状灰岩中的微孔隙为

深埋藏成岩成因
。

作者解释了这些岩石的岩石学与地球化学之间的关系
,

认为微孔隙是在

沥青和大多数压溶组构就位之后形成的
。

即使 8 篇论文看法各不相同
,

仍可找到一些共同点
:

( l) 所描述的大多数实例均出现

低镁微晶菱形方解石
; ( 2) 这种微晶方解石中痕量元素含量较低

,

其同位素组成往往反映

出主岩的同位素组成
; (3 ) 在异化颗粒中有微晶菱形方解石形成的地方

,

其母体物质为高

镁方解石
。

这些论文论述了碳酸盐储集层中微孔隙的重要性
。

形成微孔隙的储集层是良好的产凝

析气层
。

但在重袖地区
,

微孔隙碳酸盐可能形成油封
。

这些论文确认
,

微孔隙在埋藏期问

很可能保存下来
,

其在灰 彗中存在的深度较大孔隙深
。

本专辑论文题目如下
:

一
、

徽晶灰岩中的徽孔隙— 评论海相流体成岩成因 191

二
、

中东下白至统微晶灰岩储集层中孔隙度的发育 21 7

兰
、

加 t 大西北地区 N or m an w ell s
油田中泥盆统 eK

o sc ar p 礁组合中的成岩微孔隙 ( 白

蟹状孔隙 ) 2们

四
、

大气成岩作用
、

海洋成岩作用与马绍尔群岛 nE
e w et ak 环礁更新世和渐新世灰岩中

的徽孔隙 2 53

大气流体成岩成因

五
、

得克萨斯州东部 c ot t on 河谷灰岩中的早期成岩微孔隙 2 75

六
、

灰岩中的徽晶菱形方解石和微孔隙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下 白坚统塔马马群的地球

化学研究 2 93

七
、

得克萨斯州 st ua tt 城走向线西部白翌统储集岩内微晶菱形方解石基质的成因 3 13

深埋蔽成岩成因

八
、

得克萨斯州东部上侏罗统 H ay en vs ill 。
鲡状粒状灰岩中的深埋藏微孔隙

`

32 5

<沉积地质学> 64 卷 1一 3 期 1 9 8 9 年 8 月

一
、

加利祖尼亚东部下二盛统沉积物孟力流层序 】

加利福尼亚州中东部下二叠统中狼营统 iz cn iH ll 层序— 欧文斯谷群内一厚达 65 一

1 1 Om 的沉积物重力流层系
,

由来源于东部和东北部碳酸盐陆棚的碳酸盐沉积物及通常游寒

于该碳酸盐陆拥背后的硅质碎屑沉积物组成
。

厚度型式和古水流标志表明
,

构成这一层序

的沉积物最初向东南搬运
,

然后沉积在一南东向的舌状体中
。

显然
,

这些沉积物是由沉积

物重力流从碳酸盐陆棚携来的
:

沉积物重力流先向西顺坡向下迁移
,

然后转向东南
,

到达

斜坡底部的南东向盆地
。

这个盆地平行于该陆棚边缘
,

并认为与早二叠世陆缘的东南段平

行
,

对该盆地的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是支持北美西部陆缘于宾夕法尼亚纪至早二叠世时期削

蚀的最重要的论据之一
。



1 99 0年 第 5辑 国外沉积学期刊文献摘要选登

二
、

瘤状和肠状石一
:

得克萨斯州西部盐坪干盐湖
“

萨布哈化
” 13

得克萨斯州西部盐坪大陆萨布哈沉积是典型的毫米级纹层状沉积
,

由燕发盐矿物和成

岩矿物石膏
、

白云石
、

石盐
、

方解石和文石组成
。

这些纹层状蒸发盐原先沉积在一个晚更

新世常年卤水湖底
,

而现在则构成该干盐湖现代萨布哈沉积物的杂基
。

当气候从更新世时

期较潮湿转变为全新世较干燥的条件时
,

卤水湖干涸
,

这些纹层状蒸发盐被风蚀为石膏丘
,

或由于与萨布哈有关的水文条件之故而呈叠覆状
。

近地表富含石膏的盐层通过毛细管蒸发

作用转变为联合瘤状层
。

同时
,

在浅部渗流沉积物
,

(地面以下 l一 Zm 内 ) 中
,

石膏被溶解

并被石盐或白云石交代
。

成岩石膏为同沉淀的石膏次生加大和来自高盐度隙间卤水 (平均

1 5 6 0 0 0 m g l/ 固溶物总量 ) 的胶结物的衬边中
。

石膏晶体的这种早期成岩加大和联合造成了

全新世纹层状主岩沉积物内的石膏瘤
。

这些石膏瘤在下部渗流带中扩散生长
,

产生鸡笼结

构 , 而在上部渗流带中石膏常常沿特定的层聚集
,

形成肠状条带
。

更新世湖成蒸发盐实际

上是由于湖水面下降而被
“

萨布哈化
”

的
。

三
、

塔斯马尼亚州寒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下二盛统含煤
“

下淡水层序
”

的沉积学 25

塔斯马尼亚州下二叠统
“

下淡水层序
”

由与有浮浅海毗邻的寒冷气候环境下沉积的河

流和滨岸沉积物组成
。

该层序代表海盆充填时期的海退脉动
,

在晚石炭时期
,

该海盆可能

为冰川覆盖的宽 1 5 0 k m
、

长 2 7 0 km 以上的峡湾
。

塔斯马尼亚早二叠世时期的气候条件由下面几点所揭示
:

( 1) 发育极好的大陆山麓角

砾岩 , (2 ) 植物群 佑女
招即洲即初

一

山 .
卿加 ,妙 is 组合 ) ; (3 ) 潮汐沉积物 中化石稀少

; (4 ) 遗迹

化石群体构造 (滨外泥中强烈的生物拢动 ) ; ( 5)
“

下淡水层序
”

上
、

下的海相层内
,

以腕

足
、

苔醉为主并含 及护州留 ,、 的动物群的有孔性
,

和 (6 ) 沉积物 自身的特征
,

例如泥质滨外

海相沉积物中的
“

孤石
” ,

及共生海相碳酸盐的氧同位素
。

定性地看
,

尽管
“

下淡水层序
”

的沉积作用类相似于加拿大的第四纪层序
,

但河流及

海岸沉积物未有浮冰或冻土 的迹象
。

缺乏这 样的证据表明
,

其为寒
一

温带而不是副 极地 环

境
。

四
、

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地块东部早太古代 w ar ar w oo an 群 P an or a m a
组的浅水火山

碎屑沉积作用 43

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地块东部 33 一 35 亿年的 w ar ar w co an 群 P a n o ar m a
组为主要 由

早太古代长英质火 山作用的主要时期结束时沉积的硅化长英质火山碎屑砂岩和凝灰岩组成

的区域性单元
,

可划分为八个岩相
:

<A ) 火山碎屑凝灰岩和凝灰角砾岩
,

(B 》 健石
一

碎屑砾

岩
,

c( 》 层状良好的凝灰岩和凝灰角砾岩 ; <D > 交错层状火山碎屑砂岩 ; <)E 纹层状和交

错纹层状粉砂岩
; ( F > 条带状健石

; <G > 硅化蒸发岩
,

及 <H > 长英质熔岩
。

浪成特征见于

岩相 B
、

e
、

o 及 E
o

这八个岩相表现为四个相组合
:

( 1) 含少量凝灰岩的条带状健石层序
,

可能代表碎屑

很少的盆地环境
; ( 2) 具含量不等的凝灰岩的粉砂岩层序

,

代表下滨面和前三角洲环境
.

( 3) 含一种或一种以上其它相的交错层状砂岩层序
,

代表上滨面
、

扇三角洲前缘及辫状河

流环境
,

和 ( 4) 浊积凝灰岩和火山灰雨凝灰岩层序
,

代表直接受火山碎屑的火 山作用影响

的水下环境
。

在北极弯丘内
,

aP on
r

am
a
组直接发育于玄武岩之上

,

由底至顶 由相组合 l
、

2

和 3 的向上变浅层序组成
,

解释为侧翼为滨面环境的进积扇三角洲复合体的沉积
。

在其它

地区
,

相组合 3 和 4 发育在 D uf fe r
组厚层长英质熔岩和角砾岩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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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英质火山作用和控制了沉积物的组分
、

大小以及供给周围表生碎屑体系的沉积物的

补给速率
。

沉积作用发生在发育区域性的浅水至地表条件下
,

此时深水远源相发育不 良
。

尽

管有大盆证据证明为波浪影响的浅水环境
,

但潮汐证据稀少
,

这或许是因为沉积作用发生

于区域性的小潮汐海洋环境之故
。

五
、

希腊萨摩斯岛米蒂利尼盆地中新世湖相硅质沉积岩和火山碎屑岩的地球化学和成

岩作用 6 5

萨摩斯岛东部出露
一

由灰岩
、

含蛋白石
一

cr 灰岩
、

瓷状岩
、

硬泥灰岩
、

硅藻硬 泥灰岩
、

白云岩及层凝灰岩组成的晚中新世非海相地层层序
。

这一湖成层序可细分为 H or a 层及下伏

的 yP th a go r i o n
组

。

H o r a
层上筱含 T u r o li a n 期 (晚中新世 ) 哺乳化石的 M y t i l in ii 碎屑岩系

。

该湖成层序含火山玻璃和氧化硅同质多象变体蛋白石
一

A
、

蛋白石
一

cr 及石英
。

火 山玻璃主要

产于该湖成层序下部和上部的凝灰质岩石
,

蛋白石
一 A (硅藻细胞 ) 局限于 H or a 层上部的岩

层
,

而富含蛋白石
一

rC 的岩层则下伏于含蛋白石
一

A 的岩层
。

蛋白石
一

rC 广布于 H or a 层下部

和 yP t h a g o ir on 组的沉积岩和凝灰岩中
。

介于蛋白石
一

cr 和蛋白石
一

A 之间的 x 射线衍射图

案确定了蛋白石
一人 带和蛋白石

一

cr 带间的过渡带
,

这或许是由于这两种同质多象变体混合

造成的
。

成岩作用未达到足以使蛋白石一 cr 转化为石英或火 山玻璃转化为蛋白石
一

c 的程

度
。

根据地球化学和矿物学的资料
,

我 们认为
,

蛋 白石
一

A 向蛋白石
一

rC 的成岩转化速率主

要由孔隙流体的化学性质所控制
。

孔隙流体的特点是高盐度
、

微高碱度及高镁离子活度
,

表

现在蒸发盐 (石盐
、

钾石盐
、

钾硝石 ) 的出现
、

生物成 因二氧化硅中的高硼含量及含蛋白

石
一 A 和蛋 白石

一

cT 岩层中的白云石以及不存在 自生钾长右
、

硼硅酸盐及沸石
.

另外一些影

响氧化硅成岩作用速率的因素是主岩的岩性和中新世至全新世时爱琴海地区的热流较高
。

六
、

美国萦大东州中元古界贝尔特超群 N c wl an d 组微生物席中的黄铁矿矿化 79

中元古代 N e w l an d 组是 贝尔特超群的一个以页岩为主的单元
,

沉积在赫勒纳海湾贝尔

特盆地的东延部分
,

可划分出各种不同的页岩相类型
。

本文特别注意认为是被风暴作用

(造成粒序粉砂 /泥对的沉积 ) 中断的微生物席生长 (形成碳质页岩层 ) 结果的一种页岩相
。

具粉砂 /泥对沉积的碳质互层使这些页岩产生特征的条带
。

这些条带状页岩的富黄铁矿亚相

沿盆地边缘局部出现
,

其由与不含黄铁矿的粉砂 /泥对互层的纹层状黄铁矿层组成
。

黄铁矿

条带状页岩中的纹层状黄铁矿层
,

由于其波状内部纹层和直接与含微生物席沉积物的未矿

化条带状页岩共生产生
,

所以被解释为是矿化的微生物席
。

黄铁矿页岩层中的过剩铁可能

由地表译流以胶体的形式补给
。

由河流带入盆地边缘泻湖的铁的氢氧化物呈絮凝状
,

后而

进入微生物席并在埋藏条件下还原为黄铁矿
。

七
、

西班牙北部 C城m e r os 盆地西部早 白蟹世一个演化之中的裂谷盆地的大陆沉积作用

9 l

C a m er os 盆地西部的下白至统由厚达 2
.

5 k m 的沉积于各种河流和湖泊环境的碎屑和

碳酸盐大陆沉积组成
。

? 启莫里阶一贝里亚斯阶红层和湖成灰岩上覆以含脊椎动物足迹
,

泥

裂和碳酸盐古土壤夹层的片流砂岩和远源冲积泥岩为主的丸兰吟阶一 ? 阿普第阶 P ed r
os

。

群
。

也出现湖成灰岩
,

通常含绵层藻似核形石
。

该层序的上部即 sa las 群和 ut 川 las 组 (阿

普第阶一下森诺曼阶 )
,

由含稀少泥质古土壤的石英砾质砂岩和砾岩组成
,

认 为属辫状河流

沉积
。

这一厚层大陆层序的沉积可能与 ca m er os 盆地及其以北的演化之中的比斯开湾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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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张历史有关
。

碎胃的补给主要由构造因素控制 , 相的演化也可能反映了气候的影响
。

八
、

西班牙北部 G O r be a
地块中白里世碳酸盐台地的演化 11 1

。 。 r

腼 地块极好的露头构成了 加闪 ue c冶n at br ian 地区阿普第阶一阿尔布阶混合的陆源

碳酸盐层序剖面
。

已划分出九个岩石地层单元
,

详细的沉积学分析使重建这一地区整个时

期的古地理演化成为可能
,

此时期的比斯开湾
,

裂谷作用让位于扩张作用
。

本文着重于阿

尔布阶一个主要的碳酸盐建隆 ( il ix an ) 的演化
,

其演化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

在建隆的西侧

反映得最好
.

首先缓坡型边缘演化为台地型边缘
,

接着再回复为缓坡型碳酸盐滩边缘
。

碳

酸盐台地的产生与消亡强烈地受从南部三角洲体系输入的硅质碎屑影响
,

硅质碎屑的输入

量取决于气候因素和相对海平面变化
.

构造对建隆生长位置的影响至关重要
,

该区形成的

构造可归因于海西期基底断裂的复活
,

导致产生了翘起地块
,

其顶部为孤立碳酸盐台地的

生长位置
。

九
、

南非共和国 z un g w iin 山出皿的一个下二必统含沙波陆棚层序 12 7

由于开凿铁路
,

P ie t e r m a r e t z b u r g 页岩组与 v r y be id 组的过渡带在 Z u n

脚 in i 山南坡出露

得十分壮观
。

已划分出九个相和三个相组合
。

沉积作用发生于古陆棚和滨外环境
。

重建的

海岸线为 s w 一N E 向
,

西北为陆
.

内陆棚受潮汐及外陆棚风暴影响
。

河流输入供给了可能是在河口湾内的改造为涨潮沙波的沉积物
。

海平面上升将沙波带

人发生沉积物改造的更远源的
、

平行于海岸的风暴潮流区
。

被风暴强化的强潮流将一些分

选较好的物质冲向海洋并在内陆棚和外陆棚中沉积为风暴层
。

这些水流也形成低密度浊积

岩和构成滨外泥质沉积的沉积物羽状体
。

陆棚边缘分选差的韵律层相可能是由洪水期间河

流滥出的没积物或由于异常强烈的海岸风暴产生的涨潮沙波体系发育而成
.

十
、

向风
一

背风对惫大利北部 D of o
im est 三盛纪碳酸盐滩边缘相的影响 14 3

D of o
im est 三叠纪碳酸盐滩边缘较之现代碳酸盐边缘能量较低

,

相带狭窄
。

特征相取决

于地理边缘方向
,

表明了向风
一

背风的影响
。

低能沉积
,

如藻固定的砂坪与账蓬
一

豆状岩相产于面向北方和东方的较深水边缘
;
高能

沉积
,

如藻礁与交错层状沙坝以面向西南和西部边缘为特征
。

在局部地方
,

斜坡地形表现

为不对称分布
,

即东部滩缘厚
,

而西部则薄或缺失
。

当全部低能条件都可能因安尼西晚期盆地小而水浅所造成时
,

相的差异就表示净表面

水能通量
,

这是由三叠纪时的风暴和可能是由 D ol o
im et s

的从西南到西部的稠密风所造成
。

十一
、

沉积颗粒的挟带和平衡
`

16 7

来 自松散的粒状层的沉积物的挟带总是需要颗粒向上运动
,

并且离开初始的稳定平衡

位置
。

在挟带的临界值
,

每个颗粒都在瞬间通过不稳定的平衡点
,

在挟带之前
,

颗粒基本

上是原地运动
,

并且近乎平静
,

这取决于水流的紊流状况
。

可用非自然的维纳作用来模拟

这种运动并提供一个测量颗粒怎样易于挟带的简捷方法
。

这样就能预知挟带临界 函数的形

式
,

并指出根据时间平均
一

水流得出的临界函数和实测数据间的系统偏差的原因
。

十二
、

退潮三角洲沉积模式— 现代斯凯尔特潮 汐盆地东部 (荷兰西南部 ) 与比利牛

斯山脉南部 (西班牙 ) 早始新世罗达砂岩的对比 17 5

本文论证了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南部早始新世罗达砂岩中退潮 三角洲的序列
、

内部结

构构造和连续加积
。

特别注意所保存的这一退潮三角洲层序与荷兰西南部斯凯尔特中潮盆

地东部现代河 口湾和退潮三角洲环境的沉积作用之间的关系
。

根据这两个退潮三角洲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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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和差异
,

建立了退潮三角洲及其有关的河 口湾水道体系的沉积模式
。

它主要 由三角

洲前缘的进积终端舌状体
、

三角洲台地上广阔的退潮为主的潮下沉积舌状体及宽阔的浅水

退潮水道
,

以及河口湾盆地中的潮间浅滩和相对较深的
、

活动的迁移潮道组成
.

退潮三角洲和河口湾水道砂体的不同的几何形状和内部结构清楚地反映了河 口湾内特

征的水动力条件和地貌条件
。

海底废弃面和侵蚀面的普遍出现是退潮三角洲和河 口湾水道

层序的主要特征
,

其连续建造完全取决于潮汐盆地的海侵和构造运动的影响
。

( 沉积地质学 ) 6 4 卷 4 期 1 9 8 9 年 1 0 月

本期为 <燕发岩的沉积学和成岩作用 ) 专辑
。

包括 6 篇论文
,

出自加拿大地质学会和

加拿大矿物学会在萨斯卡通萨斯喀彻温大学联合举行的年会特别会议
“

蒸发岩和燕发岩的

成岩作用
” 。

其中 4 篇论文讨论加拿大西部的蒸发岩
.

加拿大普雷里及相邻的美国部分地区 (北达科他和蒙大拿州 ) 有世界上浓度最大的盐

湖之一和大陆蒸发岩环境
.

在萨斯喀彻温省南部
、

阿尔人伯塔省东南部及曼尼托巴省西南

部有数百万个常年性及季节性盐湖
,

其中许多具层状燕发岩
。

第一篇论文为综述
,

讨论了

这些湖泊燕发岩的产状及其形成的环境范围
,

是作者近年来详细研究这些湖泊的沉积学和

地球化学的成果
。

已从几个盐湖
,

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些盐湖中发现了现代白云石
。

第二篇论文

描述了澳大利亚南部几个蒸发盐干盐湖中现代非海相白云石的形成
。

作者根据获得的证据

断定这种白云石是原生的
。

在加拿大落基山脉以西
,

第二组盐湖产于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中南部
。

研究大陆蒸发岩

的大多数沉积学家都很熟悉 拍es ibt t ( 19 7 4 ) 描述过并由 E ug
s et r
和 H ar id 。

( 1 9 7 8) 总结过的

巴斯克湖
。

然而
,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
,

另外还有数千个盐湖
。

第三篇论文初步描述

了巴斯克以北 C知r ibo 。
高原地区的盐湖沉积

。

位于针叶林内的这些湖泊
,

其卤水成分在这样

小的地理 区域内变化很大
,

从而碳酸盐和蒸发盐矿物正广泛地形成
。

这些湖泊与普雷里的

盐湖一样发育于 以冰水沉积和冰碳为主的地 区
,

并且如美国西部许多著名的盐湖一样
,

这

些湖泊的前身并不是大型微淡水湖
。

卤水成分的演化途径是封闭盆地中碳酸盐和蒸发盐沉积作用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
。

第

四篇论文将几组盐湖中主要离子的比值与海水中的进行了对比
,

并讨论了其意义
。

最后两篇论文讨论 了 lE k oP 主nt 盆地中泥盆统普雷里蒸发岩的沉积学
。

尽管经过 30 多

年的研究
,

对这一厚大的蒸发岩沉积 (其含一些世界上最富的钾盐矿 ) 仍了解甚少
。

第五

篇论文提出一个综合模式用以解释该盆地内蒸发岩的异常分布及伏于这些蒸发岩之下的古

生代和中泥盆世碳酸盐的区域白云石化
。

这一模式主要以流入某个大型干燥的蒸发岩盆地

的区域地下水流为基础
,

对世界范围内类似的古代大型 蒸发岩盆地或许具有重要意义
。

第六篇论文测定了普雷里蒸发岩中俘获在石盐内的液体包裹体的俘获温度和稳定同位

素组成
,

证明虽然存在可能为原生盐类的结构证据 (如人字花纹石盐 )
,

但包裹体内的水不

可能是泥盆纪海水
。

作者的证据表明
,

这些盐类的多期重结晶作用与类似于 目前覆于普雷

里蒸发岩组之上的那些组中的水体有关
。

本专辑论文题目如下
:

(下接 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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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

扇三角洲是冲积扇直接进积到稳定水体而形成的粗粒三角洲
,

水上部分全由冲积扇

相组成
,

与水下部分成互层
.

扇三角洲面积为数十平方公里
,

由于其位于断裂边界
,

高沉

陷条件导致其具有相当厚的层序
。

2
.

辫状三角洲是辫状平原体系进积到稳定水体而形成的粗粒三角洲
,

辫状三角洲平原

全由辫状分流河道组成
,

具较大的面积 (数百平方公里 )
。

它们在现代及古代岩石记录中普

遍
,

但曾经被认为是扇三角洲
。

3
.

扇三角洲和辫状三角洲可根据其水上组分特征进行 区别
,

前者为片流
、

碎屑流
、

辫

状沟道沉积 ; 后者为辫状沟道沉积
。

岩相及其组合
、

沉积层序及单元古流数据资料可用来

区别它们
.

4
.

在岩石记录中
,

正确区分扇三角洲及辫状三角洲对古地理
,

古构造演化有重要意

义
。

5
.

扇三角洲由于其分选差
、

泥质含量高 (或是沉积的或是渗滤的 )
,

单层砂岩分布范

围小
,

高度的粘土及碳酸盐胶结导致其储集性能差
。

辫状三角洲由于其分选好
,

粒度粗
,

泥

质含最低
,

各个岩相侧向连续性好
,

因而储集性能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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