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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0 亿年板块构造期的构造一气候超旋回
:

二必纪泛大陆冰室与白圣纪分散大陆温

室的交替 l

在长达 4 0 0M a 的超旋回中
,

地球从具冰室气候的单一大陆 (泛大陆 ) 和大洋 (泛古

洋 ) 更替为具温室气候的许多大陆和海洋
。

该旋回由泛大陆隔热层下积聚的热所驱动
。

温

室气候则由板块运动速率较快时从地慢排出的过量 C O ,

所造成
。

在中石炭世 ( 3 2 OM
a ) 以来

的现代超旋回 ( A ) 中
,

在全球同期克拉通沉积层序中发现的泛大陆热的兴衰有以下从下到

上的顺序
:

(1 ) 地层间断
; ( 2) 拗陷作用

; (3 ) 断裂作用
; (4 ) 海底快速扩张和 (5 ) 海底

缓慢扩张
。

发现以前的超旋回 ( B ) 的第 4
、

5 阶级可回溯到显生宙之初
。

在元古代
,

推测

超旋回 ( )B 的早期阶段可回溯到 7 20 aM
。

第三超旋回 ( c) 的早期阶段可回溯到 1 100 M a 。

元古代末期 ( 7 0 0一 6 OOM a) 和晚古生代 ( 3 2 0一 2 6OaM ) 的大冰期局限于 l一 3 阶段时期的冰

室阶段
;
斯图特纪 ( 8 0 OM a)

、

奥陶纪末期 (峨刁OM a) 和第四纪 (2 一 OaM ) 的冰期的作用均

处于海底缓慢扩张的第 5 阶段的温室阶段
。

预计下一次冰室冰川作用在 8 0M
a 之后

。

过去及将来的长期气候变化问题可通过全球性研究加以解决
。

急需解决的是
:
( l) 花

岗岩侵位速率 (代表通过板块活动而得的慢源大气圈 c o :
) 的全球性估计 ( a)

,

和碳酸盐沉

降以及 C o Z

的其它沉积标志的全球性估计 ( b) ; (2 ) 海平面曲线的范围退回到 570 M a 至板

块构造期开始的 1 1 00 M a
前

。

根据这些研究
,

可划出过去气候状态的环境基线以判断现在及

将来的
“

背景
”

变化
。

二
、

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山脉中新世 cu
y
o

a
走滑盆地内粗粒三角洲的沉积作用 17

位于圣安德烈斯断层西南的加利福尼亚海岸山脉南部的 c uy am
a
盆地

,

早在圣安德烈

斯转换体系时期便开始发育
。

中新世的海相盆地形成于沿转换体系的一右旋走滑断层的过

渡环境
,

该转换体系则形成于扩张环境中形成的渐新世非海相盆地之后
.

本文根据两个大的相组中的九个相
,

描述了代表两个海侵一海退旋回开始的盆地西北

部中
、

下中新统 va q ue r
. 组

.

拍 0m 厚的 v aq ue r os 组 s od a
湖页岩段含深水盆地相和饥饿盆

地相
。

薄层海侵相局部产于该组底部
。

上覆的 v aq ue r os 组 aP in ted R oc k 砂岩段厚度超过

2 2 0 Om
,

主要由粗粒砂岩和砾质砂岩组成
,

构成了包括前三角洲相
、

斜坡水道相
、

三角洲前

缘相
、

潮汐影响的分流河道相
、

分流河道间海湾相和河道相在内的三角洲复合体
。

盆地沉积体系由在快速沉降的盆地内沉积的盆地相的浊积岩泥
、

沙和半远洋
、

远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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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组成
。

三角洲沉积体系由三角洲复合体相组成
,

该相向深水盆地推进
,

并且延伸至半

深海深度的陡峭前三角洲斜坡
。

该三角洲系河成
一

浪控混合扇三角洲
,

其三角洲前缘的形态

和作用与峡湾三角洲相似
,

在这种三角洲内
,

由辫状河流供给三角洲前缘的粗粒沉积物被

沉积物重力流顺前三角洲斜坡搬运到深水
。

早中新世的海侵和盆地的迅速加深与急剧的构造沉降相吻合
。

这种加深随着最大海侵

期间饥饿盆地相或凝缩剖面的沉积而告结束
,

其后是海退的开始和盆地变浅
。
c uy am

a
盆地

西北总的盆地史和几何形态属走滑盆地的特征
。

作者认为
,

在早中新世以大于 50 Om /aM 的

速率开始急剧沉降到半深海深度是右旋走滑断层放开弯曲时扩张的结果
。

三
、

宾夕法尼亚州东南 hs oc h ar y R id , 层序— 可能的奥陶纪背式盆地充续 39

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阿帕拉契亚造山带中部的部分地区上筱三个断层限定的深水碎屑层

序
: H
am加 gr 飞来峰 (格林威治冲掩岩片 )的 w in d osr T

~
hs jP组

、

M留 tin sb gur 组和 hs co h a yr

jR dg 。
层序

。

w in dosr oT wn hs iP 组的深水砂岩是中奥陶世早期海洋岩石圈上的一个海沟沉积
。

中奥陶世晚期一晚奥陶世早期的 aM irt n
sb ur g组的碎屑作为一个纵向深海碎屑体系的一部

分堆积于阿帕拉契亚前陆盆地中部
.

同期的 hs OC h ar y iR dge 层序为 1 s o o m厚的
、

向上变粗的

半远洋泥岩和粉砂岩浊积岩层序
。

尽管缺乏已出版的海底扇模式所包含的那种层理的旋回

性
,

但 hs
Q c h a yr iR dg 。 层序仍可能是形态上发育很差的深海扇的一部分

,

在该深海扇中
,

海

底水道和沉积舌状体从未形成或发育极差
。

hs oc h ar y iR d gc 层序的向上变粗性质可能反映了

其沉积体系的进积作用
,

这种进积与所推测的中奥肉世晚期一晚奥陶世早期冰川引起的海

平 面降低和 /或腹地构造活动增加的反应
。

沉积学及古水流资料表明
, s 伙又 h a yr iR d ge 层序的

沉积物并未作为 aM rt i sn b哪 沉积体系的一部分
。

古构造古地理复原将 hs oc har y iR d ge 沉积

中心置于 M ar tin sb u gr 盆地东南
,

即在该前陆盆地的造山带一侧
。

从而可认为 hS OC h a yr iR d ,

层序反映了 M ar it sn bu gr 沉积中心东南一活动冲断地体内的盆地的逐渐充填
。

从构造上来

看
,

形成于 M ar t in sb
u gr 地层上的这一

“

背式
”

或斜坡盆地
,

当前缘冲断层进入前陆盆地时
,

已归并到西北的迁移冲断地体
。

四
、

新西兰南岛晚二必世一早三盛世 st e p h e n 。 亚群的沉积学和构造环境
:

一个岛弧来源

的块体流裙 55

新西兰南岛南部晚二叠世一早三叠世 S et 油en s
亚群源自一活动火 山弧并沉积于一狭长

的弧侧深海盆地内
。
S et hP en s

亚群厚 2 5 0Om
,

含 5 个组
。

这些单元侧向延伸广泛
,

在研究区

内至少可追索到 4 0k m
。

地层划分为类似于现代及古代深海扇的 5 个岩相
,

尤其是中扇相
。

但无迹象表明存在经典的放射状扇的几何形态
,

认为有可能是沿一海底缓坡沉积的
。

砂岩

主要属贫石英异地火山砂岩相
,

但也见少量玻屑状凝灰质砂岩
。

模式分析
、

碎屑单斜辉石

成分和全岩地球化学表明
,

该砂岩为中等演化的钙碱性洋弧来源
。

沉积学资料以及地层和构造的分析表明
, s et ph e n s 亚群沉积于晚二叠世一中三叠世一

个弧前或弧后盆地内
。

五
、

中国辽宁省辽河断裂内早第三纪冲积扇
、

扇三角洲和湖底扇 75

辽河断裂为郊
一

庐断层系的辽宁部分
,

经渤海向北延伸
。

该区早第三纪时两条近于平行

的主断层活动强烈
,

形成了两行 N E一 s w 向延伸的不对称凹陷
。

根据泥岩的颜色和成分
,

砂

岩的沉积构造和层序韵律
,

盆地早第三纪储油层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

( l) 冲积扇
,

( 2 ) 扇三角洲
; ( 3 ) 湖底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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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活动的变化造成了物质来源的差异
,

因而砂体的特征各不相同
。

据上所述
,

建立

了辽河断裂的沉积模式
,

即从盆地边缘到中心
,

沉积相类型分别为
:

冲积扇一泛滥平原一

扇三角洲一水下峡谷和湖底扇
。

扇三角洲和湖底扇是主要的相
,

位于该断裂的下盘
; 泛滥

平原和水下峡谷为过渡相
。

断层的密集度越大
,

其构造活动越强烈
;
从断层上盘补给的沉积物越多

,

则沉积物的

成熟度越低
,

且过渡相发育得不太好
。

总的来说
,

在湖泛时期
,

盆地陡峭一侧的构造活动

最强 ; 在陆地沉积期间
,

沿盆地走向方向上的构造活动最弱
。

根据这一模式
,

可解释不同构造幕和盆地的不同部位内形成的沉积体
。

六
、

不列颐西南密西西比系如状砂体的沉积模式和几何形态
:

对于碳酸盐缓坡环境中

石油勘探的愈义

一个 I 0 0 0m 厚的早密西西比世碳酸盐超层序— 不列颠西南的
“
石炭系灰岩

”

由三个

三级沉积层序组成
。

这些层序含形态各不相同的准层序
,

构成了碳酸盐缓坡堆积
。

在这种

格局内发育了 5 种主要的鲡状碳酸盐砂体
:
( r ) G as t e ll C o e h 灰岩 , ( 2 ) S t o w e 鲡状岩

; ( 3 )

rB嗯 ics in 鲡状岩
; ( 4) G ull y 鲡状岩

; ( 5) iH hg T or 灰岩
。

这种沉积状态整个说来是风暴和

浪控的
,

主要砂体代表了一套进积碳酸盐滩
、

障壁和孤立的潮下浅滩
。

三维形状和这 5 个

实例的分布的分析表明其已演化为三个主要的碳酸盐砂体形态
:

( l) 带状
; (2 ) 席状

,

( 3) 楔状
。

本文利用 5 个野外实例
,

描述了这些几何形态的特征
,

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富油

高能缓坡体系内的勘探及油藏模拟的模式
。

障壁岛 ( tS
o w e 鲡状岩 ) 和滩脊平原 ( G ull y 细状岩组 ) 达 刁ok m 的进积作用

,

形成单体

厚达 10 一 2 0m 的带状体和
“

厚层
”

席状体
。

当海侵期间
,

在泛滥表面发育了厚达 sm 的
“

薄

层
”
临滨

一

海退碳酸盐泥粒岩 /颗粒岩席状体 (iH hg hT
r
灰岩 )

,

其可与发育于硅质碎屑陆棚

沉积体系内的席状砂体对比
。

滨岸一孤立的鲡粒浅滩 ( ca st ell C oc h 灰岩
、

Br og isc ir 鲡状岩 )

的 3 k0 m 的进积和垂向加积
,

形成向盆地扩张或变薄的
、

厚达 3 0m 的楔状体
。

构造控制的海

滨平原席状体的叠加造成了厚达 8 0m 的复合碳酸盐砂体 ( G叭 y 师状岩 )
。

本文还论述了控

制这些砂体几何形状的内在 (沉积的 ) 和外界因素 (海平面变化
、

构造活动和气候 )
。

精确地确定沉积层序内砂体的位置
,

使其位于所推断的地震层序几何体内
,

并提供一

种可能解决微妙的地层变幻情况下预测碳酸盐相分布这一难题的办法
。

在该缓坡体系内
,

浅

滩带楔状体代表了具最大储集层相潜力的最均匀的砂体 (厚达 3 Om 的颗粒灰岩 )
。

推进滨线

内可能的颗粒灰岩储集层相局限于单个临滨层序的上部 (颖粒灰岩最大厚度为 1 0m )
。

就滨

线碳酸盐砂体而言
,

最大储集层及地层圈闭潜力存在于最早的缓坡准层序中
,

在这些层序

内
,

顶层滨外沉积为硅质碎屑泥岩
。

在晚期
,

潜在油封很可能是不太可靠的低孔隙度的外

缓坡碳酸盐
。

七
、

搬运和风化对新西兰 ca
s ca de 河重矿物的影响 1 17

本文通过研究新西兰韦斯特兰地区 C城s c a de
一

M ar t yr 河流体系及有关海滩的重矿物组

合
,

评价了搬运和风化作用对它们的影响
。

这些河流排放出以超镁铁质为主的大量不稳定

矿物
,

如镁橄榄石
、

顽火辉石
、

透辉石
、

阳起石
一

透闪石和富钦褐色角闪石
。

发生于温湿气

候条件下的露头的风化作用并未使矿物的多样性明显减少
。

河流样品中可检测到的仅有的

矿物成分变化反映了汇水盆地岩性的轻微变化
,

表明泛滥平原上的风化作用在运移期间并

未影响重矿物组合
。

这说明最粗的沉积物于洪泛期间运移
,

而粗粒沉积物并不长期滞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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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扁犷

泛滋平原上
。

河流沙中发现的这些组合与海滩上的组合没有明显的不同
,

说明沿岸飘流进

入海滩时
,

并未将外来沉积物带入 C邸目川 .
岩屑

。

而且
,

海滩上的机械磨蚀作用并未使任何

组份矿物
,

甚至橄榄石— 力学上最不稳定的重矿物之一的分布盘有任何明显的下降
。

因

此
,

机械磨蚀和风化作用对 C冶s c a d e 一M a r
fy

r
河流体系内的重矿物组合未产生明显影响

。

八
、

荷兰 w a dd e n 海 eT xe l 进溯口退溯三角洲地夜沉积和层序模式 125

本文描述了 eT xe l 进潮口退潮三角洲内的粒度和原生沉积构造
,

重点放在潮汐和波浪

作用之间的关系上
。

粒度分布曲线代表两种主要类型
:

波浪为主的 (以跳跃总体为主的分

选极好的砂 ) 和潮汐为主的 (含较大量的悬浮总体和牵引总体
,

分选不太好 )
。

平均粒度
、

分选和不同的分布曲线的区域分布与沉积物的搬运型式密切相关
。

深进潮水道和滨外区均

为该退潮三角洲的源区
,

具有分选较差的粗粒沉积物
。

分选极好的细砂沉积于退潮三角洲

浅滩上
。 `

这些砂的粒度和分选是选择搬运和波浪作用的结果
。

波浪和潮流形成的沉积构造

清晰地分布于退潮三角洲浅滩
、

水道及相邻的内陆栩
。

退潮三角洲泥质盖层的区域分布受

到局部潮流型式和局部相对高浓度细粒悬浮沉积的联合影响
。

风攀及紧接其后以潮流为主
,

和与好天气候条件期间以波浪为主的交替
,

导致退潮三角洲中的特定地点
,

即主要退潮水

道的向海处
“
风暴

”
沉积的形成

。

根据本文的研究
,

提出了迁移进潮水道
、

进积退潮三角洲舌状体和向陆迁移的退潮三

角洲浅滩 (退潮三角洲舌状体废弃之后形成的海侵层序 ) 的序列模式
。

九
、

冷淡水石灰华的分类和环境模式 1招

泉华沉积普遍见于第四纪记录中
。

相的发育取决于局部碳酸盐沉淀
。

一般说来
,

呈植

物丘建隆形式
,

以及由前者的崩解而来的伴生碎屑沉积
。

植物丘胶结物与以生物作媒介或

生物改造的洞穴堆积物和方解石浮膜堆积有所不同
。

本文识别出下列 5 种类型
:

坡栖泉线相
、

跌水相
、

河流相
、

沼泽相和湖泊相
,

每种类

型均由各种不同的结构及碎屑沉积组合组成
。

这些独特的沉积组合是坡度
、

水的排泄速率
、

滞流水体
、

浅水植物和微生物定殖以及环境温度相互影响的产物
。

本文提出的模式对解释古代及部分暴露的泉华具有参考价值
。

十
、

·

新西兰旺加努伊盆地更新世以不整合为界的陆拥层序与全球同位素记录的对比

1 5 5

在旺加努伊盆地中更新世 C减s it . u iff an 期 C a s tl ce il ff 层型剖面中划分出 11 个以不整合

为界的连续层序
,

每一层序均典型地由下部砾度不等的 0
.

1一 Zm 厚的介壳层和上部 5一

ZOm 厚的无矿粉砂岩组成
.

根据磁性地层学资料
,

该剖面可与已发表的北大西洋深海钻探计

划 5 5 2A 岩心海底氧同位素曲线进行对比
。

每一层序都沉积于 自 31 至 11 这一间隔内的奇

数同位素间冰期中之一个阶段 ; 不整合则发育于冰川性海平面下降
,

陆拥被暴露时期的冰

川期
。

这一对比为评价海平面升降对促使在古滨线及有关的陆棚层序被保存下来的地方层

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地质年代格架
,

这种独立的海平面变化的近似历史从氧同位素曲线形

状可以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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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微晶质碳酸盐的内沉积作用— 沉积学家的一个基本问题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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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海底石化作用的研究表明
,

传统上认为代表沉积于静水之中的软泥的徽晶质碳

酸盐或碳酸盐泥
,

通常作为沉积物
一

水界面之下的内沉淀物
。

这种内沉淀的泥晶改变了先存

沉积物的泥 /粒比
,

并使将灰岩中的泥晶杂基含 t 和沉积环境的水能量级联系起来的分类法 尹

不能成立
。

二
、

阿拉斯加海 Y ak a at ga 角地区的冰该浅海砂金矿 1 71

全新世 ( < 1 0k a) 具经济意义的含金海岸沉积物产于阿拉期加湾沿岸边缘
,

从西部的

Y ak sat ga 角到东部的 Icy 湾
,

全长 50 k m
。

这些矿床自 1 8 9 8 年来一直在开采
,

从那时候起
,

总

产量约为 15 000 盎司
。

金采自暴露于沿高能的风攀控制的滨线的低潮区的不连续的
“
红宝

石
”

富石榴石海滩砂席
。

类似的含金砂相也出现于横切沿狭长多山海岸边缘的冰水扇的上

升海成阶地内
。

该区由于最近的冰川最大推进之后的地壳均衡回弹和高震级地震而已抬升
,

并位于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之间的碰撞带
。

对尹海岸边缘的抬升的
、

出露良好的晚新生

代地层露头 (冰海相 Y ak a at g a 组 )的研究证实这套地层为砂金的来源
。

Y ak a ta s a 组记录了超

过 k6 m 的含金冰海相沉积物在快速沉降的弧前盆地内的快速堆积
,

而这些地层又作为海岸

山脉被抬升
,

并被冰川侵蚀
。

可认为白河冰川和 Y a k a at ga 冰川流域为 aY k at ag a
滨线碎屑金

的主要来源
。

含金海滩沉积为白河和 Y ak a at ga 河冰川冰水沉积向西改造的产物
,

并砂金颗

粒粒度和数盘沿顺流明显降低
。

三
、

得克萨斯州南部古里奥格朗德省 rF io 组砂岩盆矿物的地下溶解 1 87

由古里奥格朗德沉积的得克萨斯州南部渐新世砂岩 ( rF 沁 组 ) 含明显蚀变的重矿物组

合
,

即使在所研究的最浅 (约 I k m 深 ) 样品中也是如此
.

现代里奥格朗德的碎屑重矿物的

重量百分数约为 1%
,

而地下 rF iv 砂岩所含重矿物低达 (或不到 ) 0
.

1%
。

现代里奥格朗德

砂含以辉石
、

角闪石和一套铁钦氧化物为主的各种不同的不德定重矿物组合 , 徽量组分包

括磷灰石
、

石榴石
、

橱石
、

绿帘石和错石
。

地下更新世砂岩中的重矿物包括大量磷灰石
、

错

石和碎屑组分内的钦氧化物
,

微里富铁石榴石也保存于深度约为 k3 m 的地下
。

其它很稳定

但也很少量的重矿物包括电气石
、

铬铁矿
、

尖晶石和独居石
。

rF io 的重矿物局部以菱铁矿
、

黄铁矿或重晶石这些自生组分为主
,

其中也见自生闪锌矿
。

长石和岩屑表明
,

由古里奥格朗德沉积的沉积物较之现代河流更强烈地以火山碎屑为

主
。

同理
,

推断 rF io 组的初始重矿物组合较之现在里奥格朗德出现的重矿物更不稳定
。

因

此
,

通过将地下 irF
。
砂岩与现代里奥格朗德的砂进行比较而确定的重矿物损耗就偏于保

守
。

现代里奥格朗德砂和地下 rF io 砂岩 s r 和 N d 浓度之比较表明
,

地下重矿物的破坏并未

引起包括这些元素在内的全岩同位素系统的大的扰动
。

四
、

同沉积变形构造及其对深埋截期间缝舍作用的意义 2 01

本文描述了与北极娜威斯匹次卑尔根白圣纪 H cl v
iet

a
尔11e t组中与三角洲前缘崩塌有关

的同沉积断层
。

切穿河道砂岩的铲状断层并不呈现不连续的滑动面
,

而是 由砂岩为主的断

层带组成
.

这些断层带宽 5一 4 0c m
,

具断层平行纹层
,

沿其边缘富集粘土矿物和云母
,

并与

毗邻的中型砂岩层有明显的区别
。

断层运动可能发生于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包括由沿发展

中的断层的快速流体逸出造成的河道砂的含水塑性变形
;
根据断层带纹层的褶皱推断的第

二阶段发生于构成断层带的沉积物粘结之后
。

·

沿断层带边缘的断层擦面可能此时发育
,

但

也可能形成于后来的抬升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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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第三纪抬升和侵蚀之前

,

沉积物的最大埋深约为 3 5 0 0m
。

成核作用和与断层带内

的层理成高角度
、

而与纹理平行的缝合线的发育
,

可能是在正常埋藏应力和无大的水平挤

压时的那个深度形成的
。

垂直作用于陡倾斜的富粘土和富云母的断层带纹层的应力分 t
,

以

及约为 1 20 ℃的温度
,

均大到足以引起缝合作用
。

五
、

伊利诺斯州东北城斯特伐利亚 0 (宾夕法尼亚系 ) 弗朗西斯沁页岩 (主岩至马宗沁

生物群 ) 单个溯汐沉积作用和溯汐旋回证据 2 11

伊利诺斯州东北弗朗西斯湾页岩 (宾夕法尼亚系
,

威斯特伐利亚 D ) 中一粉砂一粘土岩

层序的特征是
:

( l’) 大 t 粘土岩对条带的存在
,
(2 ) 这些粘土岩对之间及内部粉砂厚度的

旋回变化
.

该层序形成于潮汐对内湾沉积的影响 , 枯土岩代表潮憩期悬浮质沉积作用
.
夹

层粉砂和细砂代表落潮一涨潮流期间的底拖曳沉积作用
。

认为厚度的旋回变化代表全日潮

为主的体系内潮差的月球的小潮一大潮
。

这些潮汐特征组合提供的方法可将沉积作用活跃期间的沉积速率定量为约每年 1
.

om

压实沉积物
.

正如伴生的马宗湾生物群所表示的那样
,

这样高的沉积速率说明了软体生物

的迅速埋藏和保存
。

类似环境 (即潮汐海湾 ) 中的类似速率近来已有报道
。

虽然许多威斯特伐利亚层序的沉积环境有利于潮汐特征的保存
,

但几乎没有被记录下

来的实例
.

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潮汐的证据在其它地方的野外研究中被误解或忽视
。

六
、

阿拉伯油科戚特第三纪碎周沉积物内潜水白云结砾岩的产状 2 23

本文利用白云结砾岩这一术语描述部分或全部被大陆潜水白云石胶结和 /或交代的硅

质碎屑沉积物
。

几个连续的白云结砾岩剖面产于科威特市地下第三纪河泥质砂和泥岩沉积

物内
。

这些白云结砾岩剖面从上到下划分为三个带
:

( l) 白云结砾岩条带 ; ( 2) 白云结砾

岩结核
; (3 ) 初始白云结砾岩

。

白云结砾岩也产于致密的绿色泥岩层内
。

所研究的白云结

砾岩含从宿主沉积物继承下来的碎屑顺粒和白云结砾岩化作用期间沉淀的自生顺粒
。

碎屑

顺粒主要为石英
、

长石
、

伊利石和蒙托石
。

相对于碎屑顾粒的自生矿物 ( 白云石
、

方解石
、

坡缕石 ) 的丰度反映了白云结砾岩的成熟度
。

成熟的白云结砾岩主要由白云石和坡缕石组

成
。

已发现若干种白云石组构和结构
,

但是白云结砾岩的白云石通常呈具尖锐顶端的不完

全菱面体产出
。

宿主沉积物的性质和成岩条件的变化造成了白云结砾岩化的程度和组构
、

结

构的多样性
,

表明白云结砾岩形成于为潜水带内的白云石饱和的孔隙溶液的白云石的沉淀
。

白云结砾岩化作用所需的化学物质的三个主要来源为 :’ ( 1 )来自白云质 D a

~ am 组的富 gM
地下水 ; (2 ) 从宿主沉积物泥杂基内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中释放出来的 gM 和 c o : , ( 3) 诊

滤的大气降水
。

《沉积地质学》 68 卷 4 期 1 9 9 0 年 10 月

一
、

巴垂斯坦西南马克兰加积椒状体中砂岩的碎肩棋式
:

对于构造环境和长距离浊积

岩搬运作用的愈义 2 41

巴基斯坦西南马克兰加积楔状体早中新世至早上新世砂岩的碎屑模式表示
,

以硅英质

岩屑的主要成分从过渡再旋回向石英质再旋回演化
。

但岩屑类型表明有两种不同的岩相
。

加

积深海平原浊积岩具 Q
p : ,

vmL
, ` 。和 `

3

击
。与

. ,

( q = 多晶质隐晶质长石质颗粒
;

编 = 火

山
、

变火山隐晶质岩屑顺粒
;

瑞~ 沉积
、

变沉积隐晶质岩屑颗粒
,
瑞 ~ 变质隐晶质岩屑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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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肠二火 山隐晶质岩屑顺粒

, 肠 = 沉积隐晶质岩屑顺粒加盆外像碳酸盐顺粒— 编译者

注
。

) 表明沉积物的补给主要来像于沉积和变沉积来像的地体
,

而沉积子加积楔上的斜坡和

陆枷相沉积物由于火山碎屑增加
,

具 如编
。 L . . 和 玩

”肠
4.
从”

.

深海平撅沉积碎屑模式表明

这些沉积物为再旋回的造山来源 (可能是喜马拉雅碰撞带 )
。

相和纵向分布型式表明渐新世

一中新世的沉积作用类似现代印度扇的沉积作用
。

这些沉积物必定穿过走向线
,

平行于连

接马克兰楔状体和喜马拉雅山脉 ( hc ~
n 一 C甘n a hC N ia 断层系 ) 的转换构造搬运

,

并注入消

减带西端的扇中
。

碎屑分布方式也表明
,

火山碎屑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从早中新世深海平原沉积物

的 vL / L = 0
.

2 7到斜坡层序的 肠 / L = 0
.

4 7 )
。

其可能来裸于体路支北部晚中生代的火山地体

或拉达克喜马拉雅山脉
,

或更为可能来探于马克兰北部的早至中中新世安山岩火 山中心
。

二
、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一海俊古新世地层内块状流为主的扇三角洲复合体及其伴

生碳酸盐礁的发育 26 1

本文研究了土耳其安卡拉以北某地一始新世盆地充坡地层 ( iD ilz it asl
e r
组 )

。

这套盆地边

缘碎屑地层底部为冲积沉积 (2 5 0m 厚 )
,

几乎无垂向登 ! 的海相扇
一

三角洲层序 (通S Om )
,

顶

部为砂质浊积岩沉积 ( “ m0 )
。

总的地层相为海侵型式
,

但扇
一

三角洲层序代表主要的海退

(滨线推进 ) 脉动
。

岸礁和斑状碳酸盐礁将这些层序分隔
,

标志着气候适宜
,

以及由于海平

面的相对上升
,

引起的扇
一

三角洲淹没期间碎屑物质的补给减少
。

该扇
一

三角洲体系一直以砾

质块状流为主
,

具次一级辫状河支流
。

这些连续的扇
一

三角洲楔状体的形态
,

特别是斜坡的

倾斜度
,

均主要由控制礁类型的先前海平面上升幅度的大小 (实际水深 ) 所决定
。

该盆地

为正在沉降的盆地
,

由突然的海平面上升分隔的粗粒碎屑输入的五次脉动系盆地边缘的活

动断裂作用所造成
。

广泛的断层下落和盆地扩张促进了较深海浊积岩的沉积作用
。

三
、

印度库奇一个不成熟的被动边缘盆地 (上株罗统 K atr of 组下段 ) 的同沉积地展活动

2 7 9

在遭受大量其它同沉积干扰的沉积层序内
,

地震难以识别
。

本文在印度板块西北缘一

拉张盆地内形成的下部海底扇状复合体内识别出的一些可能是地震的标志
。

消亡生长断层
、

页岩层的优先底部砾岩化
、

频繁的局部层内不整合
、

由机械筛选和通

过沙火山的盆内块状流造成的逆粒序提供了地展活动的不同记录
。

本文还提出了大量同沉

积地堑和地垒及丰富的液化标志
。

也证实了在这一组合中
,

尚具有块状流流态逐渐降低的

向上变薄
、

变细的水道充填层序
。

四
、

日本中部美浓地体二盛纪建隆内的 ?以户匆蜘诵理龙阳以翻切卿曲
一

孙
之栩拍如 礁相 2 93

日本中部美浓地体下
、

中二叠统 o ku m ion 建隆在座落于开阔大洋水域内的海山上形成

一碳酸盐盖层
。

显微镜研究揭示出这些岩石内有数量可观的 乃以 ,匆蜘
, 月沙成阳` 翻加阿

口如 和

孙
艺权肥如

。

这些低等纹层状结壳生物及泡孔苔醉虫和同沉积放射纤维状胶结物形成了粘结

岩
。

认为这些粘结岩在也含有渴湖潮坪
、

砂坝或砂洲和前斜坡相的 ok um in 。
建隆边缘阶地

上形成抗浪藻礁丘
。

ok
u m in 。

建隆的主要结壳生物组合和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的 ca iP at
n
礁复合体比

较起来
,

更接近于阿尔卑斯南部的 T r o g k o fcl 建隆
。

这一相似性意味着 物脚娜蜘 和 洲沙c加卜

以“加娜以如是早二叠世至中二叠世早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造岩结壳生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