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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我国
,

古沙漠的研究极其薄弱
,

至今没有一分系统的资料
。

本课题采用多种手段
,

进行专门研究
,

取得了较大进展
,

积累了较 丰富的资料
,

对于填补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

可

算有 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这对我国广泛开展古沙摸沉积的识别
,

拓宽找矿领域
,

特别是拓

宽寻找油气藏领域无疑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

心

2
.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
,

确定了西南区古沙漠环境的存在
,

即肯定了西南区的川南
、

黔

北和滇东北角有过一次沙漠事件
。

这一事件无疑在我国区域地质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

因

为这 一事件不仅在西南区约 30 个县的一些地区留下了地质记录
,

而且 已有信息表明
,

我国

其他地区 (例如江苏
、

陕西等地 ) 也保存了同类沉积
。

同时
,

随着白垄
一

第三纪古沙漠研究

的开展
,

其他时代如侏 罗纪
、

第四纪的风成砂岩也正在被认识之中
,

这就要求我们在地质

发展史上不再只记载褶皱
、

升降
、

海进
、

海退
、

喷出
、

侵入和生物演替等等事件的发生
、

发

展及其产物的性质
,

还要写上古沙漠事件在地史上留下的特殊的一页
。

3
.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剖析
,

结合国内外资料整理
,

我们对风成环境作 了有别于前人的

趋于合理的系统分类
。

在分类中提出了广义沙漠
、

狭义砂漠以及丘外
、

漠外等含义
。

首先
,

将风成环境分为广义沙漠和漠外两大环境
。

后者主要是指非沙漠的海岸
、

湖滨沙丘和黄土

沉积等
。

而广义沙漠可分为岩漠
、

砾漠和砂漠三类
。

在狭义砂漠之下可划出沙丘
、

丘间和

丘外三大类
,

并把 R ie en o k
一

iS gn h ( 19 7 5) 等认为与岩漠
、

砾漠平行的尘土或黄土改归于漠外

环境的产物
,

厘订了 A h 一b r a n d t
一

rF y比 r g e r
等的含混的丘外 ( E x t r a d u n e ) 的函义

,

并把他们强

调为与丘问环境平行的沙席改归入丘间和丘外亚环境的一种沉积物类型
。

指出
,

一个环境

应具有一定范围的几何空间
,

而沉积类型常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局部产物
,

故一种环境可以

有多种小的沉积类型
,

同一沉积类型可以插人不同的环境
。

刁
.

本区沙摸环境形成的地质背景是特殊的
。

燕山运动引起广阔的四川内陆湖盆 向西北

部收缩
,

于早白奎世晚期完全升起
,

无任何沉积记录
,

在中白至世本区西南部开始下降
,

下

降部位正处于亚热一热带
,

气候炎热干旱
,

风沙得以不断堆积
,

形成了沙漠环境
,

扣 5
.

本文对当时大气环流样式作了推测
,

认为该沙漠环境是 由东北信风及南北向流动的

季风共同作用造成的
。

当时的地貌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

6
.

通过本次研究
,

重新认识到乐山
一

仁寿地区在沉积特征上为宜宾
一

习水相区与邓妹
一

天

全相区之间的过渡相 区
,

应从成都
一

雅安相区中分割出来
,

从而构成三个相区
。

其中乐山
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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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相区以中白奎世沙摸发育和晚白奎世盐湖发育为特征
;
宜宾

一

习水区以中白奎世和老第三

纪均发育沙漠而湖相均不发育为特征
; 邓妹

一

天全地区则属漠外沉积区
,

全为河
、

湖相
,

并

且白至
、

第三纪均有盐湖发育
。

在地层对比上
,

乐山地区的夹关组不完全与邓妹地 区的夹

关组相当
,

即邓妹的夹关组相当于乐山的夹关组上部
,

可与宜宾
一

习水地区的打儿山组加三

合组对比
。

7
.

粒度分析结果表明
,

本区风成砂粒度众数多位 于 2一 3小
,

跃移组分占绝对优势
,

达

9 7% 以上
,

大于 4小的细粉组分低于 l %
,

分选性好
,

多数样品分选系数小于 1
.

25
,

偏度多

在 0一 0
.

5 之间
,

为微正偏
,

粒度中值集中在 0
.

17 一 0
.

2 3小之间
,

平均粒度在 0
.

17 一 0
.

2 1小

之间
,

峰态参数多在 4
.

0一 2
.

5 之间为很窄峰态
。

全部粒度参数均符合通常识别风成砂的标

准
。

但我们不特别看重这些参数
,

我们强调的是沉积构造和沉积结构的野外观察
,

特别注

意多因素的综合分析
。

8
.

本文抛弃了我国常用的福克和沃德的峰态计算公式 兀 ,
-

价9 5一价5

2
.

4 4 (价7 5一沪2 5 )
而采用

由李玉文推导的峰态公式
: K :

似 5) 成反 比
,

也和 师95 一功5)

4
.

4 4

(功9 5一价5 ) (功7 5一功2 5 )
。 认为峰态参数不仅与 师 7 5一

成反 比
。

9
.

本区风成砂粒具有很高的磨圆度和球度
,

粗砂级颗粒达 vl 级
,

为浑圆状
,

中粒级为

皿级
,

为圆状颗粒
,

细砂级亦达 u 一 l 级
,

为圆至次圆状
。

粒面毛玻璃化
,

无光泽
,

常有

铁锰漆膜
,

扫描电镜下可 见碟形风蚀坑
。

风蚀面上极端罕见的滞留砾石
,

已完全风棱 石

化
。

1 0
.

本区古沙漠沉积的狭义的砂漠沉积
,

即砂质沙漠沉积
,

包括沙丘
,

丘间和丘外等

各类沉积
。

沉积序列中风成岩占绝对优势
,

风成岩中又以沙丘沉积 为主
。

曰
.

本区沙丘从突出的特点是大一巨型板
一

楔状高角度交错层的广泛存在
。

交错层常经

风蚀
,

只保留古潜水面以下部分
,

单层一般厚 2一 10 m
,

10 一 25 m 者见有数处
,

最大的交错

层组厚达 35 m ; 交错层横向展延稳定
,

一般数十米
,

长达数百米的亦不罕见
; 交错层多为平

板状
,

前积纹层与上界面高角度相交
,

倾角一般为 25 一 2 90
,

最高者可达 礴o0
,

与下 界面平

稳相切 ; 少数交错层为楔状
;
在交错层内和底面上没有冲刷痕迹

,

也不含泥片或泥带
。

本

区可见多次沙丘推移的连续记载
。

12
.

本区干丘问或干丘外沉积除在组分上 由分选好的基本不含粉砂和泥质的风成砂组

成
,

在构造上常显示低角度交错层或水平层理
,

常紧跟于沙丘大型交错层之上或之 iI’
,

或

通过沙席与沙丘相连
,

纹层多为连续均匀的
a 型纹层

,

也可是不连续的 b 型纹层
。

干丘间和

干丘外沉积的各种类型在本区是难以区分的
,

但与植物生长有关的沙影和与水成在有关的

早谷是肯定存在的
。

干丘外以沙席更为发育为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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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本区湿丘间或湿丘外沉积不多
,

但 由于当时相对难于被风蚀
,

比干丘间或干丘外

更易留下记载
。

旱谷 突发水流造成的
“

洪积物
”

常可在沉积系列中发现
,

主要特点是顺粒

分选差
,

常可见泥裂
,

极个别情况可见砾石
。

片状分布的沙漠湖沉积在本区显示的短暂水

体对风成沙的改造
,

其物质成分常有大量的风成砂相混
,

只是其分选性相对低于干丘间或

干丘外沉积
,

泥质组分的存在是重要的识别标志
。

湿丘外以旱谷更为发育为特征
。

14
.

蒸发丘间或丘外沉积在本区是稀少的
,

盐壳
、

石膏
、

碳酸钙结核与沙泥质的分选

差的堆积有三处发现
,

但厚度极小
,

·

总是呈透镜状
,

可能因为本区当时进入水流太少
,

未

能带进足够的盐分
。

1 5
.

本区风成系统中发现有准同生变形构造
,

表现为前积层的差异崩塌作用
,

以及生

物扰动两种形式
。

在研究东部的湿丘间沉积中还发现极少量的节肢动物化石
。

1 6
.

曾经有人利用本区湿丘间和湿丘外沉积的存在否定沙漠沉积的存在
,

甚至风成砂

岩的存在
。

虽然 A hl br an dt
一

rF y be gr er ( 19 8 2) 早已指出国际上这类常见的错误概念
,

但我们

通过本区的研究需要更加强调的是
,

正是大量的沙丘
,

干丘间
、

干丘外
、

湿丘外和湿丘间

共同存在才是一个完整的沙漠环境
。

17
.

本课题研究了区内沙漠各类环境的分布及其演变
。

从小环境讲
,

沙丘与不同类型

的丘间和丘外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互相交换位置
,

但沙丘环境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
从大环

境讲
,

本区中白奎世中期的沙漠环境由其前以河流为主的河湖环境 因气候干旱和盆地转移

逐渐演变而来
,

又因晚白奎世的河
、

湖 区扩大而逐渐消失
。

在空间上本区沙漠在西部 (乐

山
、

宜宾 ) 较东部 (合江
、

习水 ) 更为发育
。

1 8
.

沙摸事件造成了本区生境巨变
:

( l) 沙摸事件可能是统治中生代的恐龙提前退出

四川盆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

对于这一地域恐龙的灭绝不是一般说的白至纪末的星球

撞击事件
,

而是中白垄世的沙漠事件
; ( 2) 四川盆地晚 白奎世的半咸水有孔虫的出现

,

可

能不是海水通道
,

而是沙摸事件之后形成的盐湖产物
。

至于物种来源问题
,

可能由风力或

是鸟类带来
。

1 9
.

这次研究表 明
,

沙漠环境的形成和维持
,

水力作用是不可少的
。

这不仅因为风沙

物源大量来自摸外水成环境的由水力事先搬运来的碎屑
,

而且湿丘 间和湿丘外就直接发生

着水力的搬运和沉积作用
,

不断地增加着沙漠物源
,

风力反复改造沙漠内的短暂水成沉积
,

短暂水流又反复把途中的风成沙再搬运并沉积于湿丘间和湿丘外
,

而且水的冲刷作用可打

破风蚀平衡
,

使 沙源的供沙量加大
。

因此
,

完整的沙漠沉积系统是风力和水力的叠加作用

的产物
。

同时
,

其他物理作用 (冻裂
、

蒸发等 ) 和化学作用 (溶蚀
,

风化
,

氧化等 ) 也在

沙漠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

2 0
.

按将今论古的原则
,

现代沙漠的研究可作 为我 们研究古沙漠沉积的借鉴
,

但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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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环境的沉积记录经过了长时间的复杂地质变化
,

要从残存的物质中恢复古环境要比研究

现代沙摸困难得多
。

例如古沙丘前积纹层的上部常被风蚀面削切
,

现在看到的
_

L部通常不

是原始的上部
、

所 以倾角一般较现代的小
; 又如古风成砂特别是干丘问沉积和干丘外沉积

容易被风蚀而保存困难
,

而湿丘间和湿丘外则相对易于保存
,

故残存的 占代沙摸风成岩与

水成岩的比例要比现代沙漠的低
。

21
.

本区古沙漠沉积中大量的风成砂岩可作为型沙矿产原料
,

藏量极大
; 沙漠沉积

,

}”

有盐类矿化现象
,

沙漠沉积之后
,

适 当的地方有钙芒硝和石膏矿产
; 风成系统母岩风化的

土壤松散
,

含 eF
、

K 较高
,

有利于花生
、

柑桔等经济作物栽培
。

2 2
.

本区中白至世沙漠时期古地磁测定的古纬度为北纬 21
。

士 o3
。

这对形成干旱气候造

就沙漠是非常巧合的
,

但这块地面现处北纬 30 一 31 度
,

是什么力量的推动
,

地壳如何消长
,

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

综上所述
,

本课题的实践表明
,

由于地域的不同
、

沙漠环境随之而有差异
,

我们不能

把某些地方的研究结论到处引用
,

也不能生搬某些现代沙漠环境标志
,

去硬套古沙漠沉积
,

而且当前国内外常用的传统的粒度参数公式也存在某些问题
,

只可参考使 用
。

风成系统中
,

风
、

水沉积常可相间出现
,

风积物特征也有差异
,

无论化石问题
、

成熟度问题
、

粒度分布

问题
,

还是交错层的形态
、

规模和产状问题都与当时当地所处的大地构造背景
、

物源性质
、

风力大小
,

搬运远近
.

沉积速度
,

气候变迁
,

沙丘和丘问的转换等多种因素相关
,

必须采

取多种手段具体分析沉积实体
,

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

进而找出规律性东西
。

根据这个思路
,

我们没有单纯地从沉积学角度进行研究
,

而以构造
、

古地磁
、

地层
、

古生物
、

古生态
、

沉

积学
,

古气候学和应用地质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手段
,

研究地壳运动
,

寻求该时期的构造轮

廓
,

沉积盆地背景
、

古地磁显示的古纬度位置
、

风力动态
、

基底和盖层沉积趋势
、

盆地升

降性质
、

生物环境显示
、

测定沉积序列
、

沉积构造特征
、

结构特征
,

分析其纵横向差异
,

比

较其与现代相关环境的异同
,

联系多因素进行解释
,

以探讨本区古沙漠事件的发生
、

发展

及其性质特征
,

思索其在恢复岩相古地理和地层发展史上的意义
,

评价其经济价值
。

这些

是本课题的基本宗 旨和特色
,

也是我们将在延伸项 目中进一步深化的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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