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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季节性水力跃变造成的辊式旋涡提供了似乎合理的成因解释
。

波状粉砂或极细砂绵延不断地覆盖于冲刷的潮间坪上
,

表 明冲刷后不久沉积能量即迅
速下降

,

这是淹没
一

出露潮汐旋回的结果
。

这种中型槽状冲痕在古代潮坪中的产出对识别诸

如沙坝之类的古地形会有所裨益
。

然而这些冲痕没有理 由只局限于海洋边缘或晴天条件
。

其形成的先决定条件是沉积底

层梯度的急剧变化和周期性或幕式沉积作用
。

古代层序中这类冲痕可能为数不多
。

5 英格兰中部中侏罗统灰岩亮晶方解石胶结物中复杂非同心分带组构的解释 39
一

英格兰中部 中侏罗统灰岩中亮晶方解石胶结物具复杂的非同心成分分带
。

详细的岩石

学研究使得能够识别和表征这些最常见的分带型式
。

虽然缺乏有关的同心分带和分带界限

不规则均妨碍这些带的结晶学检索
,

但利用区域上岩石学和几何学全部一致的关系仍能对

这种分带进行结晶学解释
。

根据常见的原生扇形分带和局部的幕式特定扇形
、

常见纹层状分

带
,

可模拟出这种组构
。

染色和阴极发光显示的成分变化表明
,

构成这些扇形体的晶面都不

具有必定与
“ 总体

”

孔隙流体平衡的沉淀成分
。

许多其他古代亮晶方解石胶结物中已证实有

类似的分带组构
,

但未如此解释过
。

其广泛产出说明
,

与生长作用有关的对扩散晶面上重要

而基本的动力学影响可能对其痕量元素含量有重大影响
。

6 不列颠西南塞文河 口湾和布里斯托尔海峡内细粒沉积物及其来源 57

河 口湾 22 个样品与河泛平原 22 个样品的粘土矿物组合之比较有力地表明
,

存在于现

代塞文河 口湾和布里斯托尔海峡内的细粒沉积物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来自供给该体系的河流

集水区
。

这些集水区地质条件是不同的
,

粘土矿物
,

特别是膨胀粘土
、

高岭石和绿泥石看来都

来自集水区的优选地区
。

尽管该河口湾以涨潮为主
,

某些细粒沉积物的补给来 自向海方向
,

但与河流补给比较
,

数量似乎微不足道
,

而沙看来主要直接来源于西部
。

7 河道的平面形状作为河流沉积学的非控制因素
:

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S q ua m i s h 河泛平

原为例 67

河道平面形状的型式证明了一系列变化
。

尽管端员的情况可能呈现特有的沉积学特征
,

但非端员的情况却可能很难可靠地区分
。

河流沉积单元的河道基底平面形态的沉积学差异

时有讨论 (如 J
a e k s o n , 1 9 7 5 ; B r id g e ,

1 9 5 5 ; B i e r l e y
, 1 9 s 9 a )

。

尽管这些论文有所保留
,

但岩石

记录中沉积建造的相模式及解释仍继续根据河道平面形状的型式
。

本文述及这一原则在某

个特定的沉积环境中的试验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南 S q ua m is h 河为峡湾环境高能砾石底河流
。

该河流在长 20 km 河

段内
,

河道平面形状的型式特征地从辫状顺流过渡到游荡砾石底床和曲流型
。

该河流沙坝表

面床沙形体规模的相单元组合并无平面形状型式的差异 ( Br ier ley
,

1 9 89
a )

,

相反
,

相组 合与

沙坝表面的地貌地层单元的型式却直接有关 ( Br ier ley
,

1 9 9 1a )
。

在分析泛滥平原的露头时
,

将与地貌地层单元相当的沉积层序称做要素
,

这些要素是据其几何形态
、

界面和沉积特征而

确定的
。

对 S qu
a m i s h 河辫状河段

、

游移砾石底床和曲流河段泛滥平原沉积的详细分析证明
,

正

如床沙形体规模级的相组合不能根据平面形状的型式加以区分一样
,

泛滥平原要素的组 合

也同样不能
。

对于 S q ua m is h 河来说
,

这些要素的类型
、

特征和空间组合的确不能按河流平

面形状的规模可行地加以区分
。

说明了在过渡的平面形状情况下
,

诸如局限河谷中的高能
、

砾石底床河流之类
,

’

沉积环境的平面形状的差异的关联有限
。

在这种情况下
,

按要素规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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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沉积物分类 比根据河流床沙形体或河道平面形状的规模进行的解释更能透彻地了解泛滥
,

平原演化的机理
。

8 蒙大拿州东南尤尼恩堡组曲流河体系的沉积学和古水力学 85

蒙大拿州东南尤尼恩堡组 由 4 个岩柑组合组成
:

砂岩体
、

砂岩
一

泥岩互层
、

碳质页岩
一

煤

和席状砂岩
。

砂岩体厚达数米
,

向上变细
,

并含交错层状
、

水平层状和沙纹交错纹层状砂岩
。

层系普遍排列成具侧向加积层理的底部侵蚀的层
。

侵蚀面之上的底砾岩局部含 T or 向
。 in “ “

期的龟背石
、

鱼和爬行类骨屑
.

大部分砂岩体侧向连续
,

但局部出现水道的兴废边缘
。

砂岩

体为单层或多层
,
通常呈板状

.

某些砂岩体在基底侵蚀面下切数米 (常穿过直接下伏的煤层

到下一煤层 )的地方局部变厚
。

侧向连续的砂岩体被解释为侧向迁移和加积的单道河流的边

滩沉积
,

单层砂岩体纪录了单一侧向迁移事件的沉积作用
。

大部分多层砂岩体可能记录了

燃薰簌黔燃腿磐黔:黔
岩被解释为紧邻冲积平面上的水道而堆积起来的漫难

、

沼泽以及可能还有湖泊的沉积
。

边滩沉积的古水力恢复表 明有三种不同的水道规模
:

大水道 (仅 eL bo 段 )流向东
,

弯曲

度
、

排放量和坡度分别约为 .1 2 2一 .1 35
、

46 。一。的m丫。 和 0
.

00 0 02 6一.0
)

。00 0 51
。

中水道的

古水流沿剖面往上变化
:

在 T ull oc k 段向南东
,

在 L o bo 段向东
,

在 T on gu
e 河段最下部 向

北
, 一

可能受黑山现代隆起的影响
。

中水道的弯曲度
、

排放量和坡度分别为 .1 25 一 L 3 8
、
2 08 一

351
m ss/ 粗 .0 00 00 3卜。

.

00 00 570 小水道流向各种向东方向 ( N 35 00 一N n oo )
。

弯曲度泪卜放

量和坡度分别为 .1 2一 1
.

35 注40 一 2 40 m 3/ , 和 0
.

0 00 0 38 一 0
.

0 0 0 05 入 露头关系表明小水道

为较大水道的支流和 /或分流
。

区域古水系的研究也表明
,

可能由于黑山的隆起
,

水系方向从东南向东北变化
。

伴随古

水系方向变化的是沉积中心从黑山地区转移到威利斯顿盆地
。

在 T on gu
e
河中期

,

沉积中心

转移到波德河盆地
,

使古水系方向变向西南
,

在古水系方向变换的时期发育了广泛的煤沼
。

9 扫描电子显微照片的矿物学制图 10 9

本文根据标本的矿物学
,

描述了背散射扫描电子图象区作图的方法
。

这种方法可用于详

细研究地质物质的显微矿物学
,

特别是研究各个组分的大小
、

形状和分布
。

这样的信息可提

供有关这些物质成因和性质的附加证据
。

根据同一区有关元素的背散射图象和 x 射线图组成复式多层图象
。

确定代表不同矿物

种类出现的波列区
,

并利用这些区内的统计资料对整个图象进行分类
。

分类参数的变化看来

对测定组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

用这种方法对图象进行分段优于使用单一图象的方法
。

分

段之后
,

即可测定组成矿物颗粒的颗粒参数
。

包括了不同矿物显示不同的粒度频率分布的实

例
,

还涉及了使用这种方法的若干实用要点
。

10 新西兰马尔博罗东部晚白呈世 H er , ign 组早期成岩 白云石结核 1 25

新西兰马尔博罗东部晚白奎世月 er ir gn 组上部产出白云石结核
。

H er , ign 组沉积为厘米

级层状
、

固结差
、

富含粘土矿物的粉砂岩或极细砂岩
,

沉积于 N w 一 s E 向的海槽内
。

结核周

围沉积物的差异压实无所不在
。

结核状白云石由横断面 1。即m 的交生他形至半自形晶组

成
。

常见黄铁矿
。

不溶残余物的含量表明
,

在结核形成时沉积物的孔隙度为 70 写左右
。

这与

其产于沉积柱状剖面上部几米相吻合
。

一般说来
,

结核含接近化学计量的白云石成分
,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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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是 由方解石组成
。

白云石e F的成分平均约为 4m o l% FeCO
3 ,

M n
含量为 62 3一 9 5 4 3

又 10
一 ` ,

所有结核的 M n 含量均小于 F e ,

rS 的平均含量为 1 75 一 71 O X l o
一 ` 。

结核可划分为盆

地 中心的
“

轻碳组
”
(护

3
C 一 < 一 6编 P D B

,

护
。
O 一 < 一 5编 P D )B 和在盆地边缘发现的

“

重碳组
”

(a
,

℃~ > 一 9编p D B
,

护
吕
O 一 > 一 4编 P D B )

。

c 。 ,十和 M g卜最初来源于孔隙水
,

最终来源于上

覆海水的扩散
。

根据 护
启
O 分析值计算的古温度表明

,

结核形成于 60 ℃以下
。

根据古温度求

得的埋深较从形成于沉积柱剖面上部的结核所预测的高
。

但认为 S r
的富集表明大部分白云

石是早期成岩方解石经白云石化而形成
、

这一作用以及其他相匹敌的早期成岩反应均使地

层水贫幼 O
。

综观 S r
和 护

日
O 资料

,

认为整个海相地层均无大气流体的影响
。

黄铁矿的存在和

护
`
C 资料表明

,

结核的形成与沉积柱状剖面上部 5 0
` , 一

的还原作用有关
。

因此被 5 0
` 2

一

还原

细菌代谢的有机质的分布和丰度在白云石结核的分布和形成 中可能很重要
。

当结核被埋藏

于细菌发酵带时
,

白云石化作用仍然继续进行
。

此外
,

尹 C 分析值表明
,

形成于盆地中心的
一

结核含来源于向上扩散的甲烷的有机碳组分
,

而盆地边缘的结核则不含这种组分
。

当结核埋

藏于 c a , + 、

M g
Z +

可能扩散的深度之下
,

以及当 s认
2
一

和 /或有机质的补给不足以维持 5 0
` ’ -

还原细菌的水平时
,

结核便停止生成
。

继续埋藏导致绒核周围沉积物的压实
。

某些盆地边缘

结核后来被剥露并磷酸盐化
。

n 日本中部 M ion 地体侏罗纪砂岩的中前寒武纪来源
:
独居石电子显微探针研究的 T h

-

U
一

全 Pb 证据 1 41

本文对日本中部 M ion 地体侏罗纪砂岩中的碎屑独居石进行了精密的电子显微探针分

析
,

并根据 P bO 和 T h O
: , ( T h o

: , ~ T h O
:

加等量的 U O
:
)研究了碎屑独居石 T h

一

U
一

P b 关

系
。

大多数碎屑独居石 ( 5 8 1 个颗粒中的 4 0 3 个 )的 P bO / T h O
Z ’

比值集中于 0
.

0 7 6 3一 0
.

6 1 8
。

其余颗粒的比值约 0
.

0 5 4 1 (连6个颗粒 )
、

0
.

0 3 6 4 ( 2 9 个颗粒 )
、

0
.

0 1 70 ( 2 4 个颗粒 )和 0
.

0 0 1 1 6

( 7 9个颗粒 )
。

0
.

0 7 6 3一。
`

0 6 2 8 的 P bO / T h O
: `

比值与 M i n o 地体 K a m i a s o 砾岩中前寒武纪

( 1 7 4 0M a) 片麻岩屑中的独居石的比值近乎相等
。

这有力地说明碎屑独居石来源于中前寒武

纪片麻岩和 /或花岗石类
。
。

.

0 1 1 6这一比值与 M in 。
地体以北 iH da 地体的二叠纪 ( 2 7 4M a)

,

副片麻岩近乎一样
。

P bO / T h O : `

的独居石资料
,

结合砂岩的古水流分析和岩石学特征
,

表 明

中前寒武纪高级变质岩和花岗岩类广泛分布于 M ion 地体 E一W 向的侏罗纪盆地的北部和

南部源区
。

碎屑独居石的 P bO / T h O
: ’

比值是碎屑岩源区分析的有用的新方法
。

12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迪克森大陆地区泥盆纪伍德湾群钙结砾岩的成因 1 49

连续的成土钙结砾岩和大量团块状钙结砾岩出露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迪克森大陆地区

泥盆纪伍德湾群约 1 50k 功
’

的地区
。

主要的连续钙结砾岩层位厚达 4m
,

显示出柱状和瘤状

风化露头
。

具近于六方形排列的垂直裂隙的柱状钙结砾岩露头与下伏沉积物通常呈过渡接

触
。

钙结砾岩和直接位于过渡接触面之下碎屑沉积显示出交代和置换碳酸盐的结晶作用的

岩石学证据
。

相反
,

瘤状钙结砾岩通常呈透镜状
,

可能为层内砾岩
。

无论是瘤状还是柱状结

砾岩均具角砾状组构
,

在这种组构中月毋铁方解石碎屑被白云石胶结和粘结
;
某些方解石碎

屑被同心状白云石纹层包裹
。

团块状钙结砾岩由低铁方解石结核组成
,

大小为数毫米至约 6

厘米不等
。

垂直于层理的伸展率约为 1
.

5
。

这些结核状带在 tS j争dr a len 组和 K el iet fej n e t 组

上部的洪泛盆地和天然堤沉积物中很常见
。

结核状层呈单独或成群产出
,

从单层结核变为几

米厚的岩层
。

钙结砾岩常见于大不列颠老红砂岩中
,

但在斯匹次卑尔根的同期地层中却少

见
,

显示出它们在气候或沉积环境等其他方面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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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即黝 ~ ~
兰提兹河” 。

一

“ 全新世海平面趋铆
潮间“ 积

峥
可”

赞
一

本文证明
,

全新世渐间沉积物的详细光致发光 (P )L 和热致发光 ( T )L 研究
,

能指示它们

霏翟默黔寒箕揉豁踩瞰:`窝郭豁蕊霍霭至
摹{糯恕篡态雾霏忿嘿瓢嘿溉黑裂笙粼纂
:燕:惹嵘屠黔燃燕黔{:彝
:监糯粼默默黯探黯

。

一 、
赫黯默黯鼎擎茸絮瞿忿瓷蕊豁翼霎粼默翼
动地区泣壤在以块状流为主的加积冲积扇中未充分发育

,

反映了较高的沉积速率
。

在冲积

黔瓢票蠢翼瑟氯篇穿抒半
“ ’前者“ “ 镁 ” 沉

咖“

吻
后者形

该盆地北东部的气候不太干旱
。

该地区的冲积扇以源自碳酸盐地 区的河泛沉积物为主
。

在远源地区形成泛滥平原沉积和淡水湖泊沉积
,

当地碳酸钙的大量补给有助于钙结砾岩在

黔爵蟾墓盆粼粼粼黔探黯怨蕊恕之
源较

一

纂价…:嚣翼黔黔巍愁愁孽锣
常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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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北部
、

英格兰南部和比利时的桑托阶一下坎佩尼阶和下麦斯特里希特阶的磷酸盐

质白圣是欧洲分布最广的沉积磷酸盐沉积物
。

本文研究了该岩相的地层学
、

沉积学
、

岩石学
、

矿物学和地球化学
,

并提交了新资料
。

利用已发表过的实验成果
,

并根据对现代高产和低产

成磷体系的观察
,

建立了磷酸盐白垄沉积物的沉积成岩模式
。

断定磷酸盐质白垄沉积于充分

氧化的
、

水流冲刷的环境
。

磷酸盐化需要在中等有机碳和碳酸盐沉积速率之间及降低总体沉

积物堆积速率和提高生物扰动速率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

碳氟磷灰石的沉淀伴随着以

细菌为媒介的有机质的分解
,

发生于沉积物
一

海水界面处数厘米内
,

优先发生于微生物体和

包壳内
。

除了生物来源的组分外
,

孔隙水的磷酸盐水平因磷酸盐吸附于铁还原期间释放的氢

氧化铁之上而得以提高
。

矿化作用可能是一种主要的氧化后作用
,

但却发生于一海相有氛质

经强烈的喜氧和厌氧微生物混合降解作用的厚沉积混合层中
。

成磷作用主要发生于以浅海

和适宜的古海洋条件为主的 A m gl
。 一

巴黎盆地东北缘
。

成磷期受限于控制着侵蚀水流有
」

效

性的海平面变化
,

侵蚀水流形成并维持了磷酸盐盆地并可能促进了当地磷酸盐的产率
。

`

5 石英压溶和扩散物质移动引起的砂岩
一

泥岩界限处孔隙度变化的数学模式 卯

在许多砂岩中
,

石英胶结物大大降低了孔隙度
。

这些胶结物的成因常常不清楚
。

本文研

究了石英胶结物的二氧化硅通过互层泥岩中压溶生成的可能机制
。

包括二氧化硅沉淀动力学影响的石英压溶理论模式表明
,

压溶沉积物孔隙流体中溶解

二氧化硅的浓度随着粒度和二氧化硅沉淀系数的降低而增加
。

由于沉积物中存在少量粘土
,

石英的沉淀强烈受限
,

表明在经历压溶的粉砂岩和富石英泥岩 可作为输出到附近较粗沉积

物的溶解二氧化硅的来源
。

本文描述了由于压溶引起的砂岩
一

泥岩界面处成岩变化的计算机模式
。

假定砂岩和泥岩

层都正在积极地被压溶压实
,

那未物质搬运则通之分子扩散进行
。

当泥岩层中的石英沉淀较

砂岩层中更慢时
,

泥岩中便有大量溶解的二氧化硅
,

并可能输入到相邻的砂岩中
。

在缺乏孔

隙流体平流情况下
,

可能导致界面附近砂岩内广泛的次生石英的形成
。

从泥岩中输出的二氧化硅的体积受到泥岩 内有效扩散长度规模的限制
,

该长渡一般为

3一 sm
。

因此
,

有用的二氧化硅的体积表明
,

邻近的砂岩内广泛的孔隙度变化只能发生子靠

近泥岩处
。

因而薄层砂岩可能因二氧化硅缓慢扩散移动而被胶结
,

但在厚层砂岩中
,

二氧化

硅可能因孔隙流体平流而分散
。

6 南极洲 F er ar r
湾渐新世一更新世的沉积作用 1 09

1 6 6m 厚的渐新世一更新世冰川沉积层序取心于南极洲罗斯海西南角 F er ar
r
湾

。

这一

岩心含下列岩相
:

块状混积岩 (岩心的 33 %
,

认为系底破或冰水冰啧物 )
、

成层较差的混积岩

( 2 5%
,

冰水冰破物或近源冰海沉积 )
、

成层好的混积岩 (8 %
,

近源冰海或冰湖沉积 )
、

砂岩

(2 5%
,

风成或冰川上成因的砂 )
、

泥岩 (7 %
,

来源于冰下碎屑和滨外悬浮搬运 )和少量韵律岩

和凝灰岩
。

这一极地环境中相的范围与通常在风成来源的砂比例较高和泥岩相比例较低的

亚极地和温带冰川峡湾环境中发现的不同
。

根据成分和结构
,

这一岩心可划分为两个层序
:
1 62 一 10 om bs f 层序 (海底以下的米数 ),

具以基底岩石和薄层海相泥岩层为主的混积岩互层
,

其时代为渐新世 (4
.

9一 2
.

OM a )
,

记录

了穿过外南极山脉和西部井位的几次冰进冰退 ; 100 m b sf 至海底的层序时代为更新世
,

由混

积岩互层组成
,

认为系底硫层和冰水冰碳物及冰湖环境中沉积的风成成因的砂岩
,

与今天

D yr v al le y s
中冰川覆盖的湖泊相似

。

这些沉积物的火山组分含量高
,

因此推测其来源是由



岩 才日古 地 理 (芍 )

于穿过火山罗斯岛东部的罗斯冰] ll 陆棚的搁浅和推进
。

这一来源变化系含越来越多的东南

极冰的正在上升的夕喃极山脉造成
。

10 Oms bf 之上的更新世层序显然代表极地冰川沉积作用
,

为冰碳物和冰湖砂互层
。

渐新

世层序以下的泥岩含袍粉体
,

表明这一时代的合然景观至少部分含植被
,

但无融冰迹象
。

7 内布拉斯加砂丘陵区卡拉穆斯河
; 一条低弯度辫状河的水流和沉积物动力学 1 25

本文在内 布拉斯加砂丘陵区卡拉穆斯河一辫状至曲流河段研究了与一河心岛有关的河

道几何形状
、

水流
、 一

沉积物搬运和沉积作用的相互作用
,

并利用在狭窄通道卡车上操纵的仪

器在广泛的排水量范围内进行了水力学和沉积物搬运测量
。

该岛右侧弯度较低的河道高水

流期的排水量为 70 %
,

低水流期的排水量为 5卜 60 %
,

因此
,

该处的平均速度
、

深度
、

河床剪

切应力和沉积物搬运速率往往比左侧更为弯曲的河道的大
。

最大流速
、

深度和河床剪切应力

的位置在该岛上游的河道中心附近
,

然后向下游则朝两河道的外岸分流和移动
,

这些位置的

潍莽豢麟黔麟掀i
默默拿爵黯蒜

一

黔粼尝浆粼橇豁撇爵念
河床剪应力

、

床沙载荷搬运速率和平均粒度
,

可将单一河段内水流
、

河床地形和沉积物搬运

速率的理论模式分别用子左
、

右河道而予以精确的预测
。

在高水流期间
,

沉积作用持续地发生于该岛近下游一端
,

凹岸则受到侵蚀
。

相反
,

当排水

量变化时
,

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仅局部地发生于河道内
。

高度弯曲的河道段的废弃和充填
,

可能通过高水流期上游砂坝迁移进河道入水口而发生
。

8 巴西 A m be gr isr 礁岛全新世 ( < 即00 年 )潮缘白云石的早期成岩重结晶作用 1 43

巴西 A o be gr ir ;

礁岛三种潮缘碳酸盐壳及伴生壳间沉积物 (总厚度约 3 c0 m
,

年龄时代

为 距令 < 30 00 年 ), 含 32 一 100 %的含钙白云石 (又一 72
.

5肠白云石 )成分为 40 一 46 m ol %

M g c ao ( x一 43
·

3)
。

白云石交代了与沉积作用准同生期的高镁方解石有孔虫泥
·

形成部分白

云石化沉积物和石化壳
。

白云石化可能发生于正常到中等蒸发的海水中
,

看来现在仍在继

续
.

详细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揭示出
,

白云石晶体的平均粒度与深度呈线性增长关系
:

靠

近剖面的顶部为 。
.

4拜。 ,
靠近白云石化剖面的底部为 1

.

印 m
。

粒度的这种增加并不伴随着

黔篡然麟黔棘黔
的增加

一

而变得越来越

位置上的浓度的增加
1 个 l阮 m 内

。

化学计

量并未随深度而增加
,

说明 c a
/ M g 比值和阳离子有序化之间不相关

。

顺白云石部面往下
,

见

有强烈的地球化学趋势
,

包括
:
(1 )M n 含量逐渐增加 ( 4”

一
2 74 火 10

一 “
沁 (2 )尹 c 值逐渐降低

(一 .0 9一一 5
.

5编 P D )B
。

剖面上部氧同位素值为尹 0 ~ 1
.

3编 P D B
,

剖面下部为 2
.

6编 P D B
,

认为代表了两组截然不同的值
,

而不呈连续的趋势
。

顺剖面往下
,

白云石晶体的粒度增加
,

晶体分布的形状与通过表面能引起的溶解
一

再沉

淀作用 (奥斯特瓦德成熟化 )的重结晶作用一致
、

所观察到的碳同位素和 M
n
含量趋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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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结晶期间的地球化学再平衡引起
,

反映出还原条件和轻同位素的
、

有机质来源的碳源
。

氧同位素组成可能反映了残留的原生白云石值和由于海平面上升而蒸发作用不断减弱的结

果
。

9 澳大利亚西部海沃德湖全新世白云石形成的新位置 16 1

全新世白云石形成于海沃德湖— 澳大利亚西部克利夫顿一普雷斯顿多湖泊地区体系

内一小型超盐度的常年湖的沉积物内
。

海沃德湖内白云石形成的地貌环境与南澳 C oo or gn

地区相似
。

但不同的是
,

海沃德湖的白云石并不是直接从湖水中沉淀的
,

而是成岩成因
。

这

可根据下列特征推断
:
( l) 白云石仅产于距沉积物

一

水界面 6 0一 70
c m 以下

; ( 2) 白云石作为

发光胶结物产出 ; (3 )白云石具原生的成形很好的菱形 晶体
。

白云石化所需镁可能来自经蒸

发浓缩的地下水
,

以及钙经化学的和生物的文石 /方解石沉淀而选择性地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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