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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比利亚北部阿普特期走滑环境碳酸盐沉积层序的构造成因 1 63

伊比利亚北部 巴斯克
一

坎塔布连 山脉地区东北 A ul es it 地 区下一上阿普特期过渡岩系为

以当地同沉积褶皱和断层为限的沉积层序
,

时代大致在 de hs ay es i 和 un ift el id en iss 带之 间的

3 个层序界面 (S b l
、

S b Z和 S b 3) 以正断层的下落断块内深达 1 5 o m 具古岩溶和古河谷地形

的侵蚀面为特征
。

其中一个层序界面 (S b 2) 是由走滑作用产生的古褶皱断层的清晰的角度

不整合
.

两个沉积层序 (S l 和 5 2) 的相分析揭示出该海向上穿过沉积柱时一般变深
,

根据

H a q 等人 ( 1 9 8 7 )的曲线
,

仅层序界面 S b3 可能是全球性的
。

然而
,

所有的层序界面又均主要

由局部构造脉动— 发生于与相对海平面上升有关的转换拉张应力聚集期之后的转换拉张

应力的突然释放及伴随的构造隆起所造成
。

cl oe t ign h 等人 ( 1 9 8 5 )的板内应力构造机理为所

观察到的层序排列的成因提供了最好的解释
。

2 利用加权平均粒度图进行砂岩的古地理重建
:

以南非 K ar oo 盆地和澳大利亚的悉尼盆

地为例 1 73

虽然砂岩的粒度图可能是重建古代沉积环境的强有力的手段
,

但在过去却很少应用
。

本

文举 出两个研究实例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潜力
,

在这些实例中
,

其他较常用 的方法可能不适

用
。

第一个实例研究了南非 K ar oo 盆地三叠系 M ol t en
。
组的辫状一网状河流体系

。

加权平

均粒度图清晰地描绘了水道和岛屿的分布
,

并与其他重建方法进行了很好的对 比
。

第二个实

例研究了澳大利亚悉尼盆地二叠系瑙拉组砂岩的滨外沙洲
,

其粒度图呈北北东向
,

显示了平

行于沙洲方向的趋势
,

最粗粒带移到沙洲脊以东
。

这可能反映出碎浪带的位置所在
。

因为当

粒度成为控制沉积物孔隙度和渗透率的重要因素时
,

这些图就能为勘探表生层控矿床
,

如铀

矿床
,

或设计油气生产井提供极有用的信息
。

3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早白至世索拉什特盆地 T h an 组三角洲平原煤沉积
,

1 81

早白里世索拉什特拉盆地 T han 组由砂岩
、

粘丰岩
、

碳质页岩和煤相互层组成
。

认为小

型交错层状和纹层状泥岩 /粉砂岩 ( rS / L m )相由分流河道的小型水下床沙形体和漫滩 沉积

的顺流迁移形成
; 面状

、

槽状交错层状砂岩相 ( S p ,

tS )由分流河道中的砂丘和横向砂坝的迁

移所形成
;
含或不含煤细脉的纹层状一波纹层状粉砂岩 ( lF )相与细碎屑岩交互在一起

,

表明

为三角洲分流河道的洪泛沉积物和废弃河间平原
;泥碳质页岩 (F m )相代表主要发生于低洼

的河间平原和漫滩沼泽的沉积作用
;
泥炭煤 ( P C )相为整个湖泊处于静水沉积条件下的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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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
。

本文综合岩相
、

结构和古水流分析的成果
,

认为 T ha
n
地层沉积之下

、

上三角洲平原环

境的进积大三角洲分流河道组合之内
。

-

4 德国西北 w es er b er gl an d 三里纪和侏罗纪灰岩胶结物的地层学 1 95

本文根据 23 2 个碳酸盐样品的阴极发光 ( C L )
,

研究了德国下萨克森丘陵南部 K or al
-

le n
oo ilt h (牛津阶 )组和 T r oc ih t e n k a

lk (上壳灰岩阶 )组胶结物的地层学
,

并将胶结物进一步

划分为 4 个主要世代
。

第 1 世代
:

由具斑点状 C L 和 /或微白云石包裹体的细柱状
、

等轴状和共轴状胶结物组

成
,

认为系原生海底镁方解石沉淀物
。

第 2 世代
:

仅见于侏罗纪的样品
。

这些胶结物呈纯净的至无发光的 C L
,

具细艳桔色亚

带
,

认为系大气潜水方解石
、

。

第 3
.

1世代
:

以具各种 C L 颜色的带状方解石为特征
,

这些胶结物在晚期成岩作用的初

期阶段沉淀于潜水环境的浅埋藏条件卞
。

第 3
.

2
、

世代
; 具较均一的桔色 c L

,

表明沉淀于稳定的化学环境
。

这一胶结物世代系晚期

成岩深埋藏方解石
。

第 3
.

3世代
:

部分强烈分带
,

具特征的强 C L 反差
。

仅见于 82 个 T r oc ih t en ka lk 样品中

的 17 个
。

变形双晶在这一世代内结束
,

表明其后成较年青的胶结物带是构造期后成因的
。

这

些胶结物可能沉淀于以还原或各种 E h 条件为特征的近地表环境
。

第 4 世代
:

与第 2 世代相比较
,

第 4 世代具艳桔色亚带的纯净 c L
,

但缺乏变形双晶的方

解石组成
。

认为这些胶结物系大气潜水环境中的构造期后砚期成岩产物
。

根据详细的 C L 岩石学
,

分辨出 1 5 个成岩事件 (3 个方解石胶结物
、

3 个白云石世代
、

3

个裂隙世代
、

2 期去白云石化
、

文石 溶解
、

杂基重结晶和 2 期高镁方解石~ 低镁方解石过

渡 )
,

并确定了胶结物分带的年代
。

第 1一 3
.

2 世代胶结物 的护
`
0 值逐渐降低

,

很可能反映了埋藏造成的温度的增加
。

第 4

世代胶结物的低 产 c 值
,

可能是大气成岩环境的反映
、
结合 c L 型式

、

胶结物的同位素资料

和研究区的沉降史
,

可模拟 出时间一埋藏一胶结作用的途径
。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
:

l( )第 1世代胶结物为海底沉淀物
,

其时代与沉积作用` 致
.

(2 ) T or o hi et 。肠 lk 组的第 3
.

1 世代胶结物在晚三叠世时达到约 1 2 o m 深处开始沉淀
。

如

果这一最小深度也是 K or a ll en oo il ht 组第 3
,

1 世代胶结物的形成深度
,

那末这些胶结物的

沉淀就始于晚侏罗世
。

’

( 3 ) T
r o e h i t e n k o l k 组和 K 6 r五ll e n o o l i t h 组的第 3

.

2 世代胶结物分别沉淀于在道格期和
.

侏罗纪 /白奎纪过渡期达到的大于 l 0 0 0 m 的假定深度
。

(4 )第 4 世代胶结物沉淀于 沉积物经历了晚期表成作甩之后
,

因此必定早于森诺期内

(亚海西期 )的构造期
,

甚至还可能早于古新世构造脉动期 (拉拉米期 )
。

5 澳大利亚南部东盆地湖— 一个咸水火口湖现代碳酸盐硬底的岩石学 21 5

东盆地湖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火山平原区一小型咸水火
`

口 湖
。

盆地中的水体为咸

水
,

碱性
,

以 N a +

和 cl 二

离子为主
。

湖中的现代和全新世滨线沉积和近滨沉积含固结得很好

的硬底和硬壳
。

这些现代白云岩和灰岩具各种各祥的结构
、

组构和成分
,

其形态从具各种多

边形碎屑化的扁平无特征的泥岩和粒泥灰岩滩到厚达 l m 的藻类粘结岩和微生物岩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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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由被白云石
、

一水方解石
、

水菱镁矿和蒙镁矿胶结的含量不等的硅质碎屑和碳酸盐碎屑

组成
,

并有碳酸盐矿物经无机沉淀二形成和生物引起的胶结作用的迹象
。

新生作用 (直接从孔

隙水沉淀 )在生成碳酸盐矿物和使岩石石化的过程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

与潮缘
一

海洋和其
·

他湖泊环境中的许多硬底相反
,

几乎没有成岩转变作用 (即先存矿物化学成分和构造蚀变 )

的证姆
。

一
` -

在东
.

盆地硬底和硬壳中
,

独特的碳酸盐矿物组合反映了卤水中高且变化不定的皿 g C/
a

比值
、

高碱度和高盐度
。

6 波兰中部 H ol y C or
s , 山脉风成下 T um . lu

、

砂岩中的 (下 5 盛统久深度风蚀洼地 2 31

厚达 1 05 m 的 T u m l in 砂岩为以单向风成砂搬运控制的辽阔的沙丘原沉积
,

其由薄的新

月形沙丘规则迁移和爬升堆积而成奈燕一过程有时局部因风蚀洼地的形成而中断
。

最大的

风蚀洼地至少 2 .0Q 一 3 0 0拟 宽
,

位于综合的沙丘原沉积面以下至少 30 m
。

它们切穿较老的几

个世代的沙丘沉积物
,

其中被平坦的一级界面所分隔
。

某些风蚀洼地的坡度超过 30
, 。

这些

风蚀洼地在其形成之后不久便被飞沙充填
。

充填这些风蚀洼地的沉积物与大而宽的槽状交

错层系类似
,
且构成交错层倾角的方位角在整个形成过程中通常不变

。

7 土耳其阿达纳盆地中新统 GI l d ilr l 组复合三岔点发育成的海相扇三角洲的构造控制冲

积扇 二 2 43

土耳其南部阿达纳盆地卡拉伊萨勒湾 G il id ilr 组的沉积物
,
记录了早中新世快速海侵期

间在复合三岔点构造控制下一个冲积扇到扇三角洲的演化
。

该冲积扇以该组下部 (C ak m a k

段 )为代表
,

以内部结构为特征
,

记录了粗粒近源扇砾岩总的推进到远源细粒沉积物之上
。

砾

岩多半含粒度不等的上白翌统灰岩碎屑
,

这些碎屑来源于这种灰岩广泛出露的陶鲁斯山脉

的断裂 山前带
。

这一活动山前带位于卡拉伊萨勒湾以北
,

在断层活动期间
,

大量粗粒碎屑向

该区冲积扇和上覆扇三角洲提供全部沉积物
.

在断裂作用期间
,

细粒碎屑的产生非常有限
。

因此
,

该源区几乎不向这些沉积物提供细粒碎屑
。

源区的研究表明
,

G il d ilr i 组的细粒碎屑是

在活动断裂作用期间和在构造宁费期都由河流从陶鲁斯山脉腹地的远距离源区带来的
。

沿

北界断层的复活活动导致在该组内形成细粒碎屑沉积和以粗粒为主的沉积物的夹层
。

当研

究区从南部被迅速加深的早中新世海洋淹没时
,

所有这些沉积物均堆积于扇三角洲 环境
。

这

些扇三角洲沉积物构成了 iG l id ilr 组的上部低
a
ab la k et eP 段 ), 并呈逆向相型式

。

这种相 型

式是前积层上覆顶积层
,

因此是一个向上变细和变深层序
,

与典型的海相三角洲的向上变粗

成因层序的差异多半是由于该地区构造沉陷伴随着波尔多期短期全球海平面上升而导致海
,

平面相对迅速上升的结果
`

8 巴基斯坦德拉加齐汗地区 C 址t ar , at
:
组和下粉 ho w a 组的磁性地层学 2 53

虽然沿巴基斯坦德拉加齐汗地区附近的苏莱曼 山脉南部 iz dn
a iP r

弯窿东南翼的达拉

纳河采集 了 C ih t ar aw at 组和下 iV ho w a
几

组 3个剖面的样品
,

加之来源于抬升的喜马拉雅高

地近 800 m 的连续的中新世沉积记录以及前人研究了以北的 P ot , a r
高原希瓦利克群中

、

上

中新统沉积物
,

然而
,

由于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相伴的连续掩冲造成的渐新世和下 中新统沉

积物的缺失
,

在那一地区早期进行详细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

幸运的是
,

更远离构造活动区以

南的苏莱曼盆地
,

以 C hi t ar w at a 组的形式提供了早中新世的记录
。

本文在达拉纳 A
、

B 和 C ( D G A
、

D G B 和 D G C )三个剖面进行采样和研究
,

进行磁性地层

学分析以将该地区出露的 C hi t ar w at a 组和 V ih o w a 组进行对比并确定其年代
。

将样品逐步



岩 相 古 地 理 ( 1 )

脱磁
,

以消除原生和次生剩余磁化分量
.

热脱磁轨迹表明
,

大多数样品有充足内协合性
,

其计

算极性是可靠的
。

同样
,

126 个实测地点的大多数在每一地点的三个实测样品间也显示出统

计学上的重大一致
。

但双峰数据组不能通过反向试验
,

因此被认为不适合构造解释
。

各个剖面的关系最初是使用岩石学法和地层学法进行
`
联系的

,

后来又通过磁性地层学

加以补充
。

复合的 D G 剖面暂时与标准磁极年代表进行对比
,

该表将 D G A 剖面的内假整合

的 C h i t a r w a t a 底部的时代定在 2 2M a 以前
; C h i t a r w a t a /V i石、 o w a

接触面定在 1 8
.

6M a ; D G C

剖面 内 v ht o w a
的顶部定在 1 6M a

左右
。

对于 c ih t a r w a at 组这些时代测定值
,

将有助于未来

的早中新世沉积物的生物地层和岩石地层对 比
,

有效地将建立得很好的希瓦利克动物群序

列推后了 4M a 。

9 西阿尔卑斯 T ar en at ls e
地带海底块状流砾岩的沉积作用和沉积环境 2 69

本文报道了西阿 尔卑斯 T ar en at is e ( V al a isa n
带西部 )一

_

变形 砾岩组的野外沉积学评

价
。

A or lcy 组为 150 m 厚向上变细的含晚白里世海相动物群的水下块状流沉积层序
,

主要 由

高浓度浊流和无粘性碎屑流沉积而成
。

各种沉积学证据 (碎屑成分
、 .

颗粒形状特征
、

古水流标

志
、

垂向及侧向相趋势 )表明
,

在这一沉积体系内
,

由西部急剧侵蚀源区供给的碎屑被直接输

送到较深的水体中
。

该层序向上变得较细
、

较薄
,

表明粗粒沉积物的有效性及沉积事件的体

积大小在整个时期均缩减
。

这种垂向变细
、

变薄趋势与主要相类型的逐渐变化相对应
;
高度

浓缩的非紊流证据向上递减
,

而全紊流沉积更显重要
。

据认为
,

该沉积体系在整个时期的发

展只能根据受源区剥蚀以及该盆地沉积斜坡倾角的减少的影响这一总的地形逐渐降低来解

释
。

1 0 建议的通用综舍岩性录井图 2 89

在适当的地方可作出常规编制出版的实测剖面的综合岩性录井图
。

理想的录井图应该

描述上述地层的地层学
、

岩性
、

粒度
、

旋回
、

构造
、

层厚
、

颜色和化石含量
,

也应为其他有关地

形 (风化剖面 )
、

矿物成分
、

分选
、

圆度和岩层的几何形状以及作者可能希望注意的其他任何

特征的资料作准备
。

本文推荐记录和提交这些数据的空白表格
,

以及建议的晕浦
、

符号和缩

写词
。

11 不列颠西南塞文河河口湾潮汐盐沼上的大规模结构型式和沉积作用 2 99

近 8 4 o k m
,

的主要填筑的河 口湾冲积层毗连现今的塞文河河 口湾和 内布里斯托尔水

道
。

根据粒度的直接测量和沉积物控制的早期土地利用 (中世纪一现代早期 )的代替证据
,

表

明填筑之前沉积于盐沼上的潮汐泥的粒度向外从主潮道和大潮道向冲积层的基岩边界降

低
。

当盐沼在填筑之后还残存时
,

其表面高度的变化就表明了这些沉积物的沉积速率也从这

些源区向外降低
。

在 lE o or e

— 一个有代表性的狭窄 (约 kI m )盐沼
,

其粒度变化陡而分明
。

相反
,

在 H ill — 一个大而宽阔 (约 sk m )的盐沼的代表性地段
,

实测的变化则是渐进的
、

无

序的
,

并被广阔的较粗粒弧形沉积物带所干扰
。

根据对各种作用和沉积作用的评论
,

并求助

于潮汐湿地和河流泛滥平原之间广泛的地貌相似性和水力学相似性
,

作者认为 lE m or e 型

沼泽可能主要通过来 自潮道的横向扩散供给沉积物
,

而 IH U 型沼泽则可能通过对流以及扩

散接受大量的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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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 1一4 期合刊为《等深积岩和底流 》专辑
。

在经历了 60 年代深海沉积学的
`
静静的变革

”
之后

,

有关底流控制的沉只作用方面的著

作与日俱增
。

显而易见
,

等深积岩在深海沉积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

其作为漂积物和岩席产

午陆坡和陆隆上及洋盆内
。

在这些地方构成大范围的沉积波
、

深海水道内不见则的漂积物和

顺流出口处的扇状体
。

底流与浊流和 远洋一半远洋作用相互影响
,

能在各种浪度对沉积物进

行改造
。

现代海流中的等深积岩层序可厚达数百米
,

并保持着通过世界大洋之间主水道的水体

交换和底层水循环的惊人记录
。

这些变化本身受控于全球气候
、

海平面变化和大陆与海洋的

地理分布
。

因此
,

对其研究如此之重 视就不足为奇了
。

本专辑 19 篇关于底流和等深积岩的论文选 自 1 9 9 0 年 8 月在联合王国诺下汉举行的第

13 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上关于该课题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讨论会
。

第一篇文章适当地介绍

了等深积岩概念的由来
,

接着大多数文章均集中于大西洋的研究
。

很明显
,

太平洋和印度洋

也需要进行类似的综合研究
。

极为重要的是需要更确定的探讨和研究出露于陆地上的古代

等深积岩
.

最后一篇文章为等深积岩问题的综合研究
。

本专辑论文题自如下

1
.

深海等深积岩的概念 5

2
.

弗拉姆海峡的等深积岩 15

3
.

挪威以北 巴伦支海斜坡晚更新世底流沉积的沉积学特征 33

4
.

冰岛南部弗罗洋脊的等深流— 以床沙形体和不对称水道充填物为证 47

5
.

联合王国西北陆缘赫布里底群岛斜坡上的浅水上新世— 更新世等深积岩 61

6
.

费尼漂积物上的沉积作用和罗卡尔海槽北部晚冰期底层水的产生 79

7
.

大西洋东北沉积漂积物晚第四纪沉积物的通量 89

8
.

西班牙加的斯湾地中海底流砂质等深积岩 1 03

9
.

北大西洋西部布莱克外脊表层沉积物对深水循环的响应
:

古海洋学意义 13 3

10
.

放射虫等深积岩记录的赤道东大西洋始新世南极底层水循环 14 5

11
.

赤道大西洋洋流控制的沉积作用— 以几内亚高原南缘和罗曼什断裂带为例 157

12
.

巴西盆地南部韦马河 口以外的等深流堆积
:

等深积岩扇的型式 1 73

13
.

南
、

北大西洋洋盆地等深积岩漂积物的类型及其分布 1 89

14
.

地中海中部的沉积漂积物及侵蚀面
:

底流活动的地震证据 2 07

15 旧 本中部骏河湾和相模湾多变底流活动的摄影证据 2 21

16
.

浊积岩一等深积岩连续模式及深海环境中多过程搬运
:

岩石记录中的实例 2 41

17
,

澳大利亚东部拉克伦褶皱带奥陶纪的等深积岩 2 57

18
.

中国南方湖南北部鸳溪中扬子地体早奥陶世古陆边缘的化石碳酸盐等深积岩漂积

物 2 7 1

19
.

底流控制的沉积作用
:

等深积岩问题综合研究 2 87

20
.

根据火山灰层的等温坪裂变径迹年龄测定对新西兰旺加努伊盆地的海洋年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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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西巴拉刃
i

巧盆地晚古生代伊塔拉雷群— 一活动克拉通内盆地的冰川作用和区域地质

构造
.

1

巴拉那盆地面积 1 6 0 0 0 0 k0 耐
,

是南美南部最大的克拉通 内盆地
,

具厚的 、 13 00 m )二叠

一石炭纪冰川 ;池层 (伊塔拉雷群 )
。

本文描述了在最近的油气勘探 中发现的 1 70 0多米岩心
。

伊塔拉雷群沉积物为块状和层状混积岩
,

夹块状粒序砂岩和块状与纹层状泥岩
。

相系冰川影

响的海相盆地内沉积物重力流的产物
。

整个盆地划分为 3个地层组
,

每一组最下部均为富砂岩段
,

上覆富混积岩段
。

伊塔拉雷

群岩石的岩心和露头的研究表明
,

沉积作用受到较陡且不稳定的底层斜坡上顺坡再沉积作

用和 活动断裂作用的影响
。

原生冰川沉积如冰债岩和伴生冰川擦痕面沿现在的东露头带产

出
,

该带可献{与伊塔拉雷群沉积期问的东部盆地边缘一致
。

分布于盆地东缘 (非洲南部 )和西

缘 (玻利维亚 )的冰块以河流
一

冰川三角洲
、

扇和浮冰舌的形式向盆地补给沉积物
。

然后
,

这些

沉积物又以碎屑流和浊积岩的形式顺坡再沉积下来
。

通过地层关系和相类型的区域分布
,

识别 出由于晚元古代活动带内向外断裂作用产生

的盆地沉降
:

和阶状扩张的清晰型式
。

连续的盆地边缘位置可能与下伏基底内特定的区域线

性构造有关
。

在伊塔拉雷群沉积期间
,

巴拉那盆地北缘和南缘发生不对称扩张
,

这种扩张可

能反映 了海西造 山运动期间沿南美安第斯边缘碰撞运动激发的浅部地壳调整
。

2 波兰喀尔巴吁山脉克雷尼查温泉 T yl i cz 地区第四纪温泉中的方解石
1

27

在靠近克雷尼查温泉 (波兰喀尔巴吁山脉 )的 T vil cz
,

洞穴沉积物儿袂始新世复理石岩

石的裂隙和孔洞
。

其产出形式为
:
( l) 由于细晶质低镁方解石的胶结作用而转变成硬壳的碎

屑洞穴沉积物
; (幻覆盖着硬壳表面并充填硬壳内的孔隙的晶簇状方解石

; ( 3) 胶状方解石
。

本文划分 出两种晶簇状方解石
:

针状和柱状
。

针状方解石由形成球粒扇或锥的雏晶组

成
,

有的 地方可见其为胶状方解石共轴包裹
。

晶簇状方解石为具无铁亚带的低镁铁方解石
,

而胶状方解石则为低镁无铁方解石
,

柱状方解石晶体构成扇形束状体
。

垂直柱状晶体 c 轴的切面为等边三角形
,

虽然某些

边缘略为弯曲
。

柱状晶体具陡斜的菱形顶端
,

且大多数晶体均具弯曲的三角面
,

即弧边菱形

书七形方解石
。

也见鞍状晶体
,

’

柱状 晶体由放射状排列的雏晶组成
,

其长度方向平行于 c
.

轴
, 。

这种聚合晶体的弯曲晶

面 杀雏晶的生长率不同所致
。

洞穴方解石沉淀于 C O
Z

饱和的水体
。

C a C O
:

的高沉淀速率是放射状构造形成的原因
。

细晶质方解石形成于靠近水
一

空气界面的碎屑沉积物的孔隙内
,

晶簇状方解石在水
一

空

气界面之下结晶
,

而胶状方解石则沉淀 自水体薄膜
。

1

3 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默德尔弗莱金矿
:

侵蚀的晚太古代辫状河流内砾石粒级的异常

变化 41

河流砾岩的特征之一是在古水流方向上砾石粒级逐渐 降低
。

然而本文研究的古代辫状

河流却迥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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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尔弗莱砂金矿为一开采的石英砾石砾岩
,

其在位于约翰内斯堡以西
、

以西威特沃特

斯兰德线著称的南非金矿田 内
。

从地层上看
,

该砂金矿产于威特沃特斯兰德超群的中兰德群

近底部
。

前人的研究认为
,

该砂金矿及下伏层序为河流成因
,

构成了向上变粗的地层成因增量
。

但这一完全整合的层序却仅保存于远源沉积环境
,

在该金矿 田的大部分地方
,

该砂金矿与下

伏地层被渐进不整合分隔
.

,

并往盆地深处消失
、
该不整合是在进积期间形成的

。 -

默德尔弗莱砂金矿的古水流在研究区西部朝向 S一 S E
,

而在研究区东部则朝向 s一 E
。

`
但砾石的最大粒度却朝 W一 SW 方向

,

即在大致垂直于古水流的方向上减小
。

研究区西部砂金矿底部的古地理重建揭示出较大的古高度变化
:

沿沉积走向梯度约为

。
.

00 2
。

本文假定沉积辫状河流向东迁移并进积
,

以此解释该砂金矿砾石粒级的异常侧向变化
。

在向东迁移期间
,

下伏地层的侵蚀 日趋强烈
,

这就形成了向东变薄的下伏地层楔
。

、

这项研究成果并非否定砾石粒级的侧向变化可作为区域古斜坡标志
,

然而研究结果表

明
,

应用这一标志时应小心谨滇
。

4 磷块岩中碳酸钙的磷酸盐化
:

显微构造及其重要性
·

53

本文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法和 X 射线色散
’

显微分析研究了各种磷块岩中磷酸盐化的

碳酸针顿粒的组构
。

,

在双壳碎屑和有孔虫壳中已 见碳酸钙被磷灰石交代
。

这种交代体积保

持不变
,

且原生显微结构保存极好
。

在某些沉积物中
,

碳酸盐被磷灰石交代已成为主要的成

磷作用
。

似是
,

一般说来
,

这种作用看来远不如完全根据薄片观察所确认的更重要
。

磷灰石

生物碎屑内膜和外膜常见于许多磷块岩中
,

包括极细的颗粒如磷酸盐化 白奎中的颗形石
。

磷

灰石沉淀之后是碳酸盐的溶解
,

以后磷灰石在溶解孔隙内沉淀
,

可形成部分或全部原始碳酸

盐颗粒的磷酸盐假象
。

这些实例均不能证实碳酸盐直接被磷酸盐交代
。

5 美国纽约州法尔岛砂离岸一向岸搬运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证据 63

由于发现沿岸向西漂移的沉积物比估计由 M on at t ,k P io nt 地区 R on k on ko ln a
终啧的浪

蚀供给的沉积物多
,

因此要平衡长岛大西洋滨线的沉积物量就显得有了问题
.

。

需要存在 另外

一种可能滨外的来源
。

作为较大型的大西洋海滨研究的一部分
,

将采自下 iP r e
岛的 n 个海

滩徉品与代表 M o nt a u k P io nt 已知冰川源的样 品和 以南 4 个滨外样品进行了对比
。

这种对

比是根据扫描电子显微镜调查分析得来的石英砂颗粒表面结构型式
。

离岸一向岸联系的初

始证据由研究样品间表面结构变化的定性结果所提供
,

图文并茂
。

这一证据被定量分析所完

全证实
。

特别是典型变量分析将代表被埋藏的冰Jll一冰河舌物体杭积的 公个滨外样品与毗

邻滨岸位置或稍微向下漂移的
’

叭比 岛的海滩样品分为一组奋此外
,

还利用 s P S S X 仪器设备

进行旧子分析和典到变么羹分析
,

以及
`

秘用 A R下 r {U R 仪器设 备进 寺敬汽彩群 }析
.

描述 了决定徉

品区别的主因子和结钩变量
。

其相互间强扭关并与区域地貌强相关这一事实揭戈今出离岸一

向岸联系和影响石英顾粒表面结构的有关因子的意义护 `
「

6 印度元古代风成 D h 。
叼

r
au 引右英岩层内小型纵向沙丘的形态

几、

内部构造和形成机制 79

保存极好的印度先古代风成 乃h脱 d r 。 u )着英岩层的米级线性床沙形体呈之字形排列的

反倾斜岩层
。

这些岩层主要为平移型
,

’

由保存手与沙丘侧翼沿脊部迁移的沙纹沉积而成
。

因

此
,

这些床沙形体从形态动力意义上讲可解释为纵 向沙丘
。 ’

一

`

为了确定区域古水流的型式
,

本文测定了保存于沙丘交错层伴生并且内部呈近水平的



岩 相 古 地 理

平移岩层的席状砂岩顶部的沙纹的迁移方向
,

从而指出一种平均方向几乎平行于沙丘的平

均轴向的方向变化的水流
。

因此沙丘的动力主要为两种斜向水流分力交替作用的结果
。

每

一种分力都是在沙丘脊部转为沙丘顺风一侧的沿脊水流
。

这种偏转水流形成了沿脊迁移的

沙纹
,

其反过来又沉积了爬升沙纹层
。

相反的两侧的交互沉积
,

如之字形排列的地层所示
,

使

沙丘近于垂向加积
。

7 侏罗纪浅海碳酸盐中锰
、

铁和硫酸盐细菌还原期间方解石的胶结作用 87

有证据表明
,

英格兰东部中侏罗统动物群局限的泥质粒泥灰岩有早期成岩骸晶文石的

溶解特征和紧接带状方解石胶结物沉淀的碳酸盐基质的固结以及黄铁矿的沉淀
。

自生方解

石的特征的阴极发光和痕量元素趋势
、

其负的 护℃ 组成及黄铁矿在共生次序中的位置都表

明
,

方解石沉淀于 M n 、

eF 和硫酸盐连续的细菌还原期间
,

虽然由于轻微污染
,

成分随贫
” O

的
“

晚期
”
胶结物的变化而变化

,

但方解石的子
吕
0 值与主要为海洋孔隙流体的胶结作用并不

矛盾
。

方解石中 M g 和 rS 的浓度较现代海洋方解石胶结物低
,

这可能是与浅埋藏的胶结微

环境有关的动力因素之故
。

自生方解石的持续沉淀所需的重碳酸盐主要来 自文石的再活化
,

这为金属和硫酸盐还

原环境中所产生的厌氧有机质氧化作用进一步证实
。

有机质的喜氧细菌氧化期间产生的酸

度引起文石的溶解
.

现代碳酸盐沉积物中氧化后的金属还原成岩环境与缺氧硫酸盐还原成

岩环境的区别鲜见于远洋环境之外
。

现代台地碳酸盐中早期细菌成岩作用与广泛的碳酸盐

溶解相伴
。

侏罗纪沉积物中碎屑 F e
的高含量及其局限的沉积环境都可能是促进早期胶结

作用的关键因素
。

这些沉积物为 M n 、

eF 细菌还原期间浅水灰岩内方解石 自生成因的特例
。

8 得克萨斯湾海岸南部中新世一渐新世地下泥岩中粉砂级碳酸盐的来源和消亡 10 7

本文综合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资料
,

论证了得克萨斯湾海岸中新世一渐新世地下泥岩中

的几种碎屑碳酸盐
。

在得克萨斯州最南部
,

在由古代格兰得河前身至现代格兰得河沉积的泥

质沉积物中
,

泥岩碳酸盐主要含源于爱德华兹高原白至纪灰岩的盆外碎屑
`

再往北
,

渐新世

泥岩含主要为同沉积骸晶物质的碳酸盐
。

所有泥岩中均见呈粉砂级长石交代产物的少量 自

生碳酸盐
。

尽管还不能从岩石学上得到证明
,

但与深度有关的产诉机和 子℃方娜石的变化仍

表明
,

少量 自生碳酸盐也是通过碎屑碳酸盐的交代 u( 重结晶
” )而形成的

。

泥岩原生孔隙中普
·

遍的碳酸盐胶结作用并不常见
;
碳酸盐经压溶而损耗的结构证据则屡见不鲜

,

从而提供了在

许多海湾海岸钻井中见到的碳酸盐含量随深度下降的机理
.

泥岩中碳酸盐的溶解和 aC C O
3

的输出表明有一个可能由埋藏成岩作用期间泥岩内硅酸盐的反应所造成的大量酸源
。

9 西班牙中部伊比利亚盆地上斑砂岩统的河流结构 1 25

C er ca id ll 。
砂岩一粉砂岩 ( C S )S 组构成了伊比利亚盆地西缘斑砂岩统河流相的上部

。

沉

积作用受控于两个主要的前三叠纪构造体系
:

伊比利亚 山脉体系 ( N W一 S E )和 中央体系

( N E一 SW )
。

这一时期及有关的短暂阶段的河流沉积作用发生于共存的辫状河和 曲流河河

道内
。

这种独特的伴生是由于主要正断层的构造控制与大的水系变化交织所致
。

C S S 组由具极相似的垂向型式的两个大的河流层序组成
,

其含向上过 渡为与大范围的

泛滥平原沉积伴生的高弯度河流沉积的低弯度河流沉积
。

在下部层序的顶部发育有广布的

钙结砾岩层
;
在上部层序的顶部则有一具成土特征的层面

。

这些层位可能是由于围限该盆地

的主断层处于宁静期时该区侵蚀
一

沉积作用平衡和无沉降期间地表暴露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