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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沉积学期刊文献摘要选登

王承书 编译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沉积地质学》 73 卷 1一2 期 1 9 91 年 9 月
1 意大利南阿尔卑斯特垒托高原西北碳酸盐一碎屑岩的逐渐过渡和石英的来源

{藻淤汾麟蒸数馨黔
翼翼篡耀粼瓢霆黑拉育霉黯

一
汇集到相邻伦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o k an a g an 湖的地震地层学
:

一个深
“
峡湾湖

”
盆地内快速冰川消退作

勺d今口11月任用的记录
3 联合王国西威尔士小潮 D yf i 河河口湾潮间沉积物内的潮汐层理和潮汐旋回

西威尔士小潮 D戏 河河 口湾潮间沉积物内的特征沉积物构造是潮汐层理
,

由沙一泥夹

层组成
,

根据厚度测量和详细观测可得出下列结论
:

(1 )在所研究的岩心和槽探剖面内
,

每一

{公称介禅
之间

的影

一大

低潮

潮汐

态以

出结

;;鄂簿鳄缪湍曹藕二黔
犷i

海岸上
,

财白云石为主要硬壳矿物
。

这些白云结砾岩和内陆钙结砾岩均呈现相似成熟层序
。

在这种层序内
,

富碳酸盐结核发育并聚集在一起
,

碳酸盐逐渐交代并置换碎屑颗粒
。

白云结砾岩的白云石构成了典型的晶体镶嵌图
,

粒度为 1 0一 7即m
,

从简单的菱形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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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

一种 过渡形态— 根据其在 电子显微镜下的形状命名为 ar iet h ok
e

白云石— 尤其 丰

富
。

自生坡缕石与这种白云石伴生
。

白云石晶体内的核或带已发生溶解
,

方解石呈亮晶晶体

产出 (时代总在白云石之后 )
,

为现代土壤和地下水的预期沉淀物
。

白云石的化学分析表明
,

尹 C 值为高负值 ( 一 9一 一 10
.

7编 DP
B )

,

尹 。 为 十 0
.

6一十

3
,

3编P D B )
。

认为氧同位素值反映了基于海洋的流体的蒸发作用
。

锰值为 I U0 0义 1 0 一 6

左右
,

说明这种流体是还原的
。

银的数据反映了矿物
一

流体反应的变化
。

一般缺乏准稳定的碳酸盐
,

而在 白云石晶体内有分带
,

表明海水也发生大气水稀释
。

假定硬壳没有生物成因特征
,

则可

用轻碳同位素值来表示渗入的碳氢化合物的氧化
。

本文认为
,

白云结砾岩解释为在比现代更高的相对海平面时期
,

在半咸水体潜水面附近

的地下水沉淀物
。

5 美国科罗拉多高原下侏罗统 Kay en at 组的结构特征
:

与 P ar ad ox 盆地盐类构造的关系 77

本文利用结构单元分析法分析了 K ay en t a 组的河流砂岩
。

古水流方向
、

湖泊相的分布和

硅结砾岩的局部发良均表明
,

下伏 aP
r时 ox 盆地蒸发岩的同沉积运动造就了位于 K ay en at 河

流体系下面的不稳定的盆底
。

这种不稳定性导致河流轴向的偏转
、

局部的盆地发育和局部地

区具风成沙丘的间断河流沉积
。

K ay en 协 体系的古水流趋向反映了西南水流的同期性间断
。

边缘 向斜的盐侧向迁移到毗

邻的盐背斜内
,

使边缘向斜的地形略为起伏
。

所形成的盆地可能迅速被充填
,

使西南水流得

以恢复
。

厂 盐的差异运动 (初始的溶蚀塌陷特征 ( ? )) 导致小型向心盆地的形成
,

干盐湖泥岩便形成

于这些盆地之中
。

侧向连续的抗蚀水下岩脊伏于水平面之下
,

说 明风蚀作用达到出露的河谷充填物剖 面

的潜水面处
。

在这些表面之一的顶部
,

河床冲刷具有比未固结砂的休止角陡得多 ( > 6 00 )的

边缘
。

出露的泛滥平原的早期胶结作用是造成这种抗蚀性的原因
。

6 低角度碳酸盐缓坡内体系域的识别— 以西班牙伊比利亚山链上侏罗统为例 1 01

本文选择西班牙东北伊比利亚山链上侏罗统作为研究和识别低起伏碳酸盐缓坡体系内

的层序界限和沐系域
。

该研究区为层序地层分析提供了特殊的机会
,

因为出露的上侏罗统碳

酸盐缓坡相对未变形
,

从近 源到远源地区均出露 良好
,

并具稳定的菊石分带
。

已划分出两个

层序
:

层序 A ,

时代为卡洛阶的最上部至牛津阶的最上部 (在近源区厚达 60 m
,

在中源区和

远源区厚 巧一 sm ) ; 层序 B
,

启莫里支阶至提通阶最下部 (穿过该盆地
,

厚度从 80 至 1 6 0m 沁

第一个层序的演化与区域相对海平面变化
,

即叠加在
一

沉积盆地上的构造
一

海平面变化有关
。

另一方面
,

认为在第二个层序期间产生的较大的调整主要受不断沉降的控制
。

在盆地的近源区
,

指示地表暴露的层序界线表现为地层间断的不整合
。

层序 A 中的低

水位体系域以分米厚的再作用面为代表
,

由几个菊石生物带组成
;
在层序 B 中

,

该体域为一

厚层楔状泥灰岩单元
。

在这两个层序 中
,

上覆这些低水位沉积的海侵面通常呈面状
,

为局限

气 , 海相和开阔海相化石之间的明显界线标志
。

但在层序 B
,

即盆地中部
,

海侵面可能缺失
,

而代

之以向开阔海相的过渡变化
。

海侵体系域至少在主要为菊右和底栖化石粒泥岩的盆地远源

区显示出沉积凝缩
。

这一海侵单元通常被相当于最大洪泛面的硬底面上覆
。

最后
,

在这两个

层序的上部
,

高水位体系域以盆地近源区的进积硅质碎屑和浅海碳酸盐组合为代表
。

在层序

A 中
,

沉积凝缩发生于海绿石泥灰岩层位出现的盆地远源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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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
,

对发育于低角度碳酸盐缓坡内的这两个层序体系域的沉积特征的描述
,

在对

笋咒毓髻黔鬓盟髯翼渭
手段

’
、

1、 7

)藻落豪潺腾淤撼淤粗粒砾石质砂岩
,

向上经细粒砂岩租粉砂岩过渡为粉砂质页岩
,

砂岩为由具侵蚀界限

层系组构成的板状
、

侧向连续
、

丙部构造复杂的单元
。

这些砂岩的厚度和粒度及粉砂

砂质页岩的比例比相 ( l) 中的大得多
,

且还含大量铁质结核 (土状结核 )
·

鲜消粉锥
;蔗燃骂蜀藻薰

;二欲桨霭骥
篡璨糕糕孺黔胃舔瓷篇粼默默摆
凯聋馨雾默吵孵卿

一
`

孵
在

吵
布

状态

怎婴氢篇拿黯裂翼粼赢探黑霹易默黔默葬要
物的孔隙度和在萨布哈形成的硬石膏的体积表明

,

自进积作用开始以来的最后
,

仅有约 2一理cm a/ (净的 )的地下水从萨布哈表面损失掉— 这一速率对于这一

值47

干早地区是惊人的低 l 作者认为这是由于侮相萨布哈 (宿主海相沉积物 )通过来源于区域体

系大陆地下水的重要侧向流而补给的一
这是一种维持萨布哈长期稳定性的作甩没有它

,

风蚀作用就会盛行
。 、 -

一海相和大陆萨布哈水体的氧和氮同位素组成构成了与当地大气水和更新世地层水体的
同位素截然不同的一组同位素值留 so ~ 口土 2编

,

犯~ 一 10 士 7编 )
。

其代表重同位素特征增

加的古老的地层水体的蒸发作用
,

只有潮泛区 (狭窄的港湾地区 ) 中的萨布哈水体可证明为

蒸发海水
,
当残留卤水的沪。 值和 。。 值 J重向并在石盐沉淀点停止时

,

其分别增加到约 +

咚编和干2 3溢
;斌
这两种蒸发水体仅少量混合

。 _

在萨布哈水体的溶解硫酸盐和沉淀的
.

矿物硫酸

益中的硫和氧同位素分析证实
,

潮区海水硫酸盐 (产 s一 + 19 士 2编
,

砂 o 一十工l输), 仅有少
岁

量补给
,

从而表明大部分海相萨布哈水体硫酸盆拐飞一+ l d士 2编
,

俨 0 一 + 讨士 工编 ) 和共

生硫酸盐矿物主要为大陆成因
。

- 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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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之

在 A I
一

K hi ar 以锡尔特湾 (利比亚 )和阿布扎比邵可拉伯联合酋长国 ), 萨布哈硫酸盐的沪 s

值在向陆一侧下降到 十 1 4%
。

— 接近大陆萨布哈和大陆 ge t hc (石膏 )的 + 13 编和十 1 6%
。
之

间的值
。

这一广泛的均一硫酸盐来源可能为被大的尘暴分配的再旋 回颗粒硫酸盐
。

这些成

果具重要的蒸发岩沉积学意义
。

9 净沉降和旋回的数目
:

其在印度半岛不同的二叠纪冈瓦纳盆地的相互关系 16 1

包括印度半岛的科尔
一

达莫达尔和马哈纳迪盆地的 K ar h ar bar i
、

aB
r ak ar 和 R a n i g an j组在

内的二叠纪冈瓦纳煤系
,

其地下岩性测井由 7 个数据组构成
。

这三个组均为河流相
,

主要由

煤 /碳质页岩覆盖的碎屑况积物的向上变细旋回组成
。

已计算出现地层总厚度 (净沉降 )和每

个数据组的旋回数目的简单线性回归线和相关系数
。

二叠纪煤系中地层总厚度和旋回数目

间的强正相关表明
,

K ar h二ba ir
、

aB
r ak a r 和 R an i ga nj 组的河流旋回是通过河道迁移

、

沉积作用

和沉降这些盆内机理而不是源区的构造事件所形成
。

与这些数据组吻合的线性回归线的斜率 比迄今所假定的变化还大
,

并划分为两种类别
。

7 条 回归线 中的 3 条斜率较陡
,

与澳大利亚
、

大不列颠和德国其他二叠纪和上石炭煤 系近

似
;
其余 4 条斜率较缓

,

回归线斜率的不同系旋 回数 目随地层总厚度 (净沉降 )而增加的差异

速率以及二叠纪冈瓦纳超群在整个时空中的差异沉降所造成
。

10 印度喜马偕尔邦 s iP it( 特提斯 )盆地奥陶纪层序的海退一海侵沉积作用 17 1

在特提斯
一

西藏喜马拉雅地区 SP iit 盆地含厚约 l 。。OOm 的
、

或多或少含化石的寒武纪一

白里纪沉积层序
。

该盆地内的奥陶纪地层主要为砂岩相
,

含少量泥岩一粉砂岩相
,

局部发育

底砾岩和最顶部有固定的少量碳酸盐
。

这一层序分别视为大陆相和 /或海相
。

从沉积环境入

手
,

进行了野外特征
、

古水流
、

岩石学和 已报道的海相动物群和遗迹化石的详细研究
,

提出 3

种主要沉积环境
,

即河流相
、

过渡相和海相
。

河流相组合的特征是含细至粗粒多层具大量面状交错层理和泥岩含量较低的亚岩屑砂

屑岩席
,

并且认为是在辫状河流环境中形成的
。

总的古坡度是朝向 N E 和 N w
。

过渡相含细至中粒亚岩屑至亚长石砂岩质砂屑岩
。

这些砂屑岩含主要具小至中等的槽

状
、

面状交错层理
,

其次具人字形交错层理
、

s 形再作用面
、

压扁层理和潮汐层理等的片状和

透镜状砂岩
。

这些特征说明了受非海相 (河流 )和海才别潮坪 )环境的影响
。

海相由细至中粒亚长石砂岩
、

亚岩屑砂屑岩和石英瓦克岩以及上部的砂质微晶白云岩

组成
。

砂岩通常为多层
,

具席状几何形态
,

并与泥岩成互层
。

重要的沉积构造包括槽状
、

面状
、

丘状交错层理和平行纹理
。

古流向一般朝向 N E 和 N w
,

略为向南
、

向西 (向陆陌侧 )波动
。

这

些特征揭示出沉积作用发生于近滨一滨岸带
。

已划分出 3个不同的海退
、

海侵阶段
:

第 工阶段导致早期海域 (寒武纪 )河流相沉积
,

代

表可能由岩浆侵入和 /或区域构造诱发的差异隆起和沉降造成的海退期
;
第 2 阶段代表潮坪

上河流体系的沟渠化
,

标志着海侵的开始
;
第 3 阶段表示由盆地沉降和海平面变化造成的滨

岸带相的发育
,

被解释为海侵期
。

《沉积地质学》 73 卷 3一 4 期 1 9 91 年
’

10 月

1
.

砾质滨面沉积物中砾石形状的研究 1 85

本文作了大量尝试
,

提出了可用于区分滩面或
“

海相
”
砾石与河流砾石和砾岩的形状标

志
,

并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上白奎统 aC dr iu m 组一个滨面砾岩露头上进行了试验
。

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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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馨默咒鹭篡霭鹭蔷纂装言霉瓢氰{黑纂豁筹磊黑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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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署雅群羚姗跳}
戮毅姗粼淤袋漾〕

攀派井…
结作用

。

{蒸淤珑麟淤嚣燕
;娜徽带诊一

一

:

裂黑豁煮默默钾
一

盆
缈件妙吵 Ver 血组 (石淡系 )中的薄层混积岩

:

- 一

2 ,l7

典旗秘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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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利时坎彭盆地晚韦宪期浅埋藏胶结物的成因 2 57

本文研究了比利时北部坎彭盆地晚韦宪期建隆和陆棚碳酸盐岩 3 个钻孔的成岩作用
,

以确定该盆地内早期成岩孔隙流体的演化
。

最早期的胶结作用表现为等厚纤维状和放射轴

状纤维状方解石
,

它们沉淀于氧化条件的海相环境
。

其后的成岩作用期间的新生变形作用广

泛地改变了这些胶结物
。

第一期胶结物沉淀之后为碳酸盐组分 (腹足
、

瓣鳃和棘皮类 )的溶解期
。

在这一阶段之

后
,

随着孔隙水变得越来越缺氧
,

不发光
、

明亮发光和暗淡发光阶段相继发育于陆棚碳酸盐

中
。

暗淡发光阶段的流体包裹体和氧稳定同位素表明
,

这一胶结物形成于温度较低 (~ 30 ℃ )

的大气水流体中
,

因此埋藏条件仅几百米
。

陆棚边缘建隆碳酸盐的成岩演化与之相似
,

但暗

淡发光的胶结物显然沉淀于较陆棚碳酸盐更高 ( ~ 45 ℃ ) 的温度条件下
。

认为产生胶结作用

的大气水来源于 Br ab an t 地块附近
。

在该地
,

当北方的灰岩被埋藏于纳缪尔期地层之下时
,

韦宪期灰岩可能已发生溶解
。

重力引起的侧向地下水流可能是造成陆棚碳酸盐胶结的一种

极为重要的水流类型
。

晚韦宪期地层的断裂始于大气水胶结物沉淀之先
,

而且恰好在暗淡发光方解石沉淀之

前和沉淀期间最为强烈
。

这种断裂作用可能发生于韦宪期末和纳缪尔早期的苏台德造山

期
。

`

7 新纽约州下泥盆统 H el de r
be gr 群 T h a c he r 灰岩的沉积学 2 73

下泥盆统 H el de r be gr 群 aM
n
ilu

s 组 T ha hc er 灰岩段的沉积学研究划分出两个相
:

泥岩和

砂屑石灰岩
。

泥岩可为白云质或非白云质
,

典型纹层状
,

呈泥裂或柱状裂隙和窗格构造
。

砂

屑石灰岩含极粗粒的内碎屑或骨屑至似球粒
。

这些颗粒结合成各种沉积构造
,

这些沉积构造

反过来又组成各种厘米一分米厚的沉积物
。

泥岩和砂屑石灰岩相主要是构成米级不对称向

上变细沉积层序
。

本文还叙述了两个对称层序
。

T h ac he r
段与现代和古代硅质碎屑沉积和碳酸盐沉积的比较表明

,

该段主要 由风暴所沉

积
,

潮坪沉积次之
。

不对称层序系向上变浅层序
。

对称层序可能记录了变浅之后的变深
。

对

称层序与某些不对称层序的对 比表 明
,

后者为 自生成因
,

但整个 T h ac he r
灰岩段可能反映了

区域或全球海平面变化
。

8 印度阿迪拉巴德地区前寒武纪昌达灰岩组盆地自碎块体流流态 2 99

印度安得拉邦阿迪拉巴德地区前寒武纪昌达灰岩组记录了戈达瓦里裂谷系一个张性盆

地 内的碳酸盐块体流沉积
。

在该组下部
,

通常中断薄层状灰泥浊积层序的砾岩层记录了块体

流作用的脉动式恢复
。

这些砾石质块体流产物之所以重要
,

是因为其表明 ( 1) 沉积作用发生

于 比浪基面低得多的地方
; (2 )盆内成因

; ( 3) 与任何一种沉积斜坡 (如礁缘 )无关
;
( 4) 呈不连

续的垂向组合产出
;
( 5) 清晰的沉积物重力流标志

; ( 6) 不变的相系列
。

这些砾岩体为连续的
,

与沉积走向平行
,

但局部相交
。

主要加积方式以垂向为主
,

仅泥质

浊积岩普遍延伸入该盆地
。

本文还根据垂向相过渡解释了块体流时间演化的过程
。

虽然每一流体最终都引起浊流
,

但其初始状态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

其与移位斜坡的梯度有关
。

沉积底层的倾斜度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降低
。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布期 N a
hr U m r 组的沉积学解释 3 17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N ha r U m r 组 (阿尔布期 )含一套杂 色页岩
、

粉砂岩和泥岩
,

碳酸盐



7 O 岩
一

相 古 地 理 ( 5 )

l黔戳}献翼麟
矿物

一

的百分含量为 62 一 7 3%
,

而非
、

海绿石和磷酸盐
。

该组厚度 63 一

地球化学研究表 明
,

这些页岩无产

油气的可能性
,

总有机碳含量从低达 .0 2仓纬到高达 .0
一

50 %
。

这些沉积物沉积于浅海至远源

滨外陆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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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短暂性作用对新墨西哥州 Fs p巨而标盆地一裂谷盆地火
一

山碎屑
一

冲积层序中的火山碎

屑沉积作用的影响 1 3 0

7
`

南阿尔卑斯 (意大利
、

奥地利
、

南斯拉夫 )三叠纪火山成因沉积—
“
iP

e tar V “

der
”
问题

称智利北部晚石炭世张性弧内盆地的河流
一

湖伯沉积作用和火山作用

1 5 7

1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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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下泥盆统斯诺伊河 C澳大利亚 )火 山岩水下层状火山碎屑岩的沉积控制和特征 1 89

1 0
.

浅海火山碎屑岩相模式
:

以与北威尔士奥陶纪水下熔结 G ar ht 凝灰岩交界的沉积岩

为例 21 7

1 .1 北威尔士奥陶纪 L le w el yn 火山岩组火山碎屑沉积物中大波痕的理论波浪模拟 2 41

12
.

北威尔士奥陶纪 c aP el c u ir g 火山岩组一次大的熔结凝灰岩喷发之前水下沉积环境

的出现— 区域火山构造隆起一例 ? 2 51

13
.

加勒比海地区大洋岛弧地层学
:

不是花岗岩

1 `
.

日本西南早中新世 K o u ar 组浅水陆缘盆地火山碎屑沉积作用 3 09

1 5
.

日本本州北中部晚新生代构造
、

火山作用
、

沉积作用和盆地发育的关系 3 23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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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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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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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3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