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卷第 4期
1 9 9 5年 8月

岩 相 古 地 理
V o l

.

1 5 N
o

.

4

A u g
.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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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卷
·

1一 2期 1 9 9 3 年 2 月

1 意大利北部波平原第四系的大陆沉积体系
一

1

波平原是一个磨拉石前渊
,

以两条山链为界
:

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
.

亚平宁的逆

冲一直活动
,

而阿尔卑斯的逆冲则已于早上新世结束
。

大陆沉积物在地表构成薄层沉积
,

并

形成进积复合体的顶积层
。

波河将该平原划分为沉积相和沉积体形态各异的两部分
:

波河以

南
,

冲积扇和平原沉积较小
,

嵌入粘土中
,

呈长条形
·

;
波河 以北

,

沉积体侧向连续
,

呈板状
,

含

少量细粒沉积
。

这些差异系由于
:
( 1) 盆地两侧第四纪冰期气候条件不同

; ( 2) 盆地两部分构

造环境的差异
,

使盆地以南沉降速率较快 ; ( 3 )源区 (即阿尔卑斯和亚平宁山脉 )岩性的差异
。

2
、

单层浊积岩层内的地球化学
、

岩相和粒度变化

单层浊积岩层化学成分往上变化显著
,

51 0
:

的含量下降达 20 纬
。

所在其他主要元素和

18 种痕量元素的丰度均向上增加
。

富集系数从层底到层顶为 .1 2 ( N
a
刃 )至 .5 7 (C

” )
·

这些

变化与结构和矿物的粒度分极有关
,

而后者又是岩层沉积之前和沉积期间浊流作用的结果
。

虽然这一方法取决于操作员
,

且事实上仅是半定量的
,

但作者仍发现砂岩分级的模式岩相组

分变化很少
。

化学分析看来是确定源区和岩层组分对比的较灵敏
、

较迅速和不太主观的方

法
。

然而
,

由石英加大和盆内物质的稀释效应产生的化学异常需要应用各种方法和综合评

价
,

需要结构
、

构架方式和总体化学成
·

分的相互依赖性的评价
。

作者在单层岩层中检测的化

学变化也反映了在有限的 (数 R m
Z
)地理区 内采集的一组代表性祥品

一

的变化
。

因此
,

或在一

定的地区采样
,

或在各个岩层 (倘若该岩层在整个层序中有代表性 )特定采样
,

都能用来确定

整个地层的组分变化
。

3 朝鲜东南白至纪平海盆地
:
一个终端冲积扇内决 口扇和冲刷层的连续发育 37

朝鲜东南早白圣世平海盆地含一套沉积于远端冲积扇环境的厚层紫色粉砂岩和少量砾

岩和砾石质砂岩
。

根据岩层的几何形状和相组合
,

这些 (砾石质 )砂岩体划分为 4 个类型
:

类

型 l 由无序砾石块和块状砂岩透镜体 (数十厘米厚
、

数米宽 )组成
,

很可能是溢流沉积 ;类型

2 以天然层状和块状砂岩层 (厚达 Zm
、

宽 < 10 m )为特征
,

以侵蚀面和上凹面为界
,

系决 口扇

水道沉积
;
类型 3 呈席状 l( 一 3m 厚

、

宽 > Z o m )
,

下部为无序砾石层
,

上部为层状 (砾石质 )砂

岩层
,

呈向上变细趋势
。

可能为决 口水道 /分流河道充填物
;
类型 4 ( 3一 s m 厚

、

宽 > 2 0m )由

系主 (辫状 )河道充填物的层状 /交错状砾石质砂岩层组成
。

终端扇的加积与水道从决 口扇水道 (类型 2 )
、

决 口水道 /分流河道 (类型 3 )到主河道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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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4) 的频频变化有关
.

溢流 (类型 l) 之后为决 口作用或冲刷
。

终端扇的冲刷作用通过决口

水道的逐步扩大而完成
,

反映了水道对规模和频率各异的洪水的不同响应
。

,

4 冰舌间冰水河流的沉积作用 53

本文从露头和钻并研究了沃巴什河谷内及相邻地区晚威斯康星期沉积的沉积物以确定

其地层关系及其沉积方式
。

沃巴什河谷当时为冰舌间的接触线
,

每一冰舌均从密执安湖盆和

休伦湖
一

伊利湖盆几次推进到印第安纳州
.

当其冰接近该河谷时
,

可直接将融水和沉积物补

给到沃巴什河
,

也可间接通过该河谷下游的先成支流等将融水沉积物补给到该河
.

沉积作用发生于各种沉积环境
。

堆积干河谷辫状河道内以及冰水扇上的沉积物为纵向

沙坝和二维沙丘沉积物
,

侧向和垂向均相间辫状河道充填物
。

沉积物堆积迅速
,

显示排水量

变化很大
.

堆积于湖泊中的沉积物由泥质底积层
、

砂质前积层和砂质
月

富砾质顶积层组成
。

底

积层和前积层均显示底流的迹象
,

这种底流当其连续活动时强度变化很大
。

充填冰内水道的

沉积物包括湖泊相沙泥
、

碎屑流沉积
、

冰水沙砾和复杂的侧向和垂向并置的冰川消融岩屑
。

进入沃巴什河谷盆地的反复冰进
,

及其产生的复杂侧向沉积物源的出现
,

使河谷内及其

附近岩相的侧向和垂向排列复杂化
。

5 丹麦波恩被尔姆岛下寒武统内克瑟砂岩组风成砂席沉积物的结构和成因 71

迄今为止一直认为系纯河流成因的下寒武统内克瑟砂岩组局部含大量风成沉积
。

这些

风成沉积构成由平直到略为不规则的侵蚀界面扣伴生的池塘沉积物分隔的较薄层的板状砂

席沉积物
.

这些界面可按级别或
.

成因进 “了分类
。

内
一

克瑟砂岩组的风成界面可能为多成因
,

最

初是地下水控制的砂席的风蚀
,

继而是地 下水的上升或低能洪泛和鸭塘沉积
.

这些砂席和嵌

入的池塘沉积形成了一套多层地层 (厚 7二 )
*

这套地层记录了源区有效的砂补给的系统变

化
、

气流特征
、

地下水位和风成堆积速率
。

i乙录的沉积型式显然反映了与气候的系统变化

有关的砂席沉积物的幕式生长
。

6 希腊大陆早中生代奥斯里斯和平都斯蛇绿岩伴生的热液金属沉积物的成因 8 .7

希腊中部和北部的金属沉积物和硫化物均与侏罗纪的奥斯里斯和平都斯蛇绿岩伴生
。

这些蛇绿岩形成于 冈瓦纳北缘的断裂作用形成的平都斯小洋盆早中生代扩张脊上
·

广布的

陆源粉砂来源于 毗邻的陆缘
,

主要是以东的 P le ag
o n ian 微大陆

.

在纸斯里斯地区
,

授染状
、

块状和脉状硫化物产于 M o R B 型枕状熔岩和火山碎屑沉积物之内和其上
.

硫化物沉淀于断

层控制的网状脉内的石英脉中
。

绿帘石 (局部为绿帘岩 )在直接伏于厚层富 is
、

F e
的热液沉

积物之下的侵入体中局部极富
。

块状硫化物以断层控制的小岩体形式沉淀
,

直接被极度贫

M n
的富 F e 泥岩和富 F e

隧石上覆
.

热液 F e 、

M n 、

C u 、

Z n 、

P b
、

R E E 和 aB 较富集的泥岩堵塞
到靠近沉淀硫化物的区域边缘断层控制的刁硅地内

.

在其他地方 (例如奥斯里斯北部 )
,

条带

状放射虫岩内的富锰层则极度富集 M n 和痕量元素
。

富金属的沉积物也见于希腊西北部与伏子平都斯蛇绿岩之下的构造混杂岩 ( A vd lle
a

混杂岩 )伴生的洋中脊熔岩内
。

该处的硫化物局限于块状沉积物内蛇绿岩侵入体内的枕状熔

岩和硫化物脉之上
.

枕状熔岩上筱从海底断层崖注入的火山岩屑角砾岩
。

上理的金属泥岩

富集 外 和可能来源于附近的硫化物沉淀带的其他热液组分
,

并与成岩沉积物混合
。

一早中生代洋盆内的金属沉积物保存了各种热液沉积物
。

平都斯沉积物反映出可能于盆

地扩张早期含铁热液组分与陆源沉积物的混合
。

奥斯里斯硫化物和铁氧化物况积记录了该

海洋宽度近乎最大时靠近扩张轴形成的小范围高温热液区的证据
。

奥斯里斯北部的富锰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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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反映了热液组分广泛堆积于深海平原
,

这些热液组分来源于轴向高温热液区
,

祈或与低

温丈轴外 ?) 排出物有关
。

7 南非晚石炭世一二必纪卡鲁盆地
:

弧后一前陆过渡带内海平面的变化 1 15

卡鲁盆地晚石炭世一早二叠世地层 自下而上为混积岩
、

泥岩
、

杂砂岩和不成熟砂岩
。

混
一

积岩系陆栩之上海洋冰席沉积的冰成沉积物
.

以泥为主的冰后悬浮
一

沉淀出现在开阔海和其

后的半咸水条件下的盆底
。

盆底扇沉积物堆积于前渊
,

而三角洲泥
、

粉砂和砂则最后充填该

盆地
。

冰成沉积作用于晚石炭世和早二叠世期间发生于弧后盆地内
。

冰后层序堆积于以上

升造山带为主要沉积物源区的前陆盆地内
。

在纳缪尔期大的海退之后
,

相对海平面在广裹的冈瓦纳冰川作用期间仍明显较低
。

海洋

冰席对海平面的变化非常敏感
,

当部分海洋冰席崩塌时
,

间冰期沉积便记录了可能由气候控

制的微小海平面上升
.

海洋冰席的最后崩塌与大的海进有关
。

除海平面低水位期盆底扇沉

积期间外
,

冰期后泥岩沉积作用的特点是海平面较高
。

大的海退之后该盆地最后被进积三角

洲所充填

二
`

卡鲁盆地晚石炭世一早二叠世的海平面变化与反映构造对海平面型式干扰低的全球海

平面旋回一致
。

然而
,

由于前陆盆地演化的结果
,

晚二叠世的海平面主要受控于构造
。

可能

的全球海平面事件补充了这一时期该盆地内明显的海平
.

面变化二 /

8 西班牙一法国比利牛斯山脉西部阿拉贡一贝亚恩盆地上斯蒂芬阶一下奥顿阶
:
扭张构造

环境的湖泊沉积作用和有关的火山作用 1 33

斯蒂芬期一早奥顿斯湖泊柑岩系出露于比利牛斯西部阿拉贡一贝亚恩盆地内
,

包含两

个主要的岩石地层单元
,

由位于伴有广泛的火山碎屑沉积的扭张环境内的一个封闭湖泊充

填而成
。

下部湖泊相单元筱于表生碎屑砾岩
、

砂岩和粉砂岩之上
,

主要 由块状
、

纹层状灰色灰

岩
、

纹层状碳酸盐和灰色富有机质凝灰质粉砂岩组成
。

第一阶段可能是层状的
、

深度频繁变

化的淡水湖
.

灰岩的 护
. 0 值很轻 (一 10 一一 14 编 P D B )

,

这一原始同位素标志与该盆地的陆

内环境一致
,

系来源于邻近海西期山脉的贫
”

O 的大气水体注入的结果
。

广布的火山碎屑流

沉积是含下列岩相的上湖泊单元的界限
:
豆粒白云岩

、

叠层石
、

块状和纹层状白云岩和灰岩

以及斑杂粉砂岩
.

湖泊充填的最后阶段为浅的半咸水环境
。

这两个单元的过渡以结核状灰

岩和某些灰岩层的白云石化为标志
,

但稳定同位素组成仍与下部单元类似
.

白云岩较重的

al . o (一 2一一 10 )和 als C (0 一4) 以及灰岩较重的 sls C 值 (一 1
.

5一+ 2) 均表明强烈的蒸发浓

缩
、

混合极好的浅水和与大气储层的再平衡
.

湖泊相阶段髓着冲积平原的进积而告结束
。

因为研究过的许多火山环境的湖泊沉积均贫碳酸盐
,

所以斯蒂芬期一奥顿期岩系提供

了碳酸盐和火山碎屑相伴沉积的研究实例
.

凝灰质相
、

碎屑相和碳酸盐相中火山组分和火山

碎屑组分的广泛存在和大量相间的火山碎屑层均表明火山碎屑的注入量很大
.

本文提出了

辨别陆上和湖底火山碎屑沉降物和火山碎屑流沉积的几个标志
.

在西欧其他一些斯蒂芬一

奥顿期盆地中也发现类似的湖泊层序
,

表明华力西期大陆盆地中的沉积作用反映了这一时

期的主要气候
。

《沉积地质学》 83 卷 3
一

4 期 1 9 9 3 年 3 月

本卷 3一 4 期为专辑
,

题为《东南亚和澳大碱北部海岸平原和低地河岸平原晚第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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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化 》
。

本专辑的论文出自 1 9 8 9年在马来西亚怡保召开的国际地质对 比计划 274 项目《第

四纪海岸演化 》会议
,

汇集了一系列以前未发表过的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平原和低地

河岸平原的研究
。

整个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有着广交的低洼海洋平原和河岸平原
。

特别矗这些平原为

有生产能力的
、

易于定居的土地
.

整个东南亚大部地区许多平原的天然植被一般均已弄清
,

适宜农业
、

造林和定居
。

而在澳大利亚北部
,

这类平原的利用则寥寥无几
。

但至少在北部的

T O P E dn
,

目前旅游业正悄然兴起
。

从地质上看
,

这些平原都很年青
,

而且大多数都的确是仅在最近几千年才发展成现在的

模样的
,

且仍是活动的沉积中心
。

由于海平面变化的型式和影响沉积物补给和冲刷作用的微

妙的环境变化
,

该区在晚第四纪发生了演化
。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以广裹的低坡度大陆棚为主
,

大部分陆棚在低海平面期间出露

为哭他台地和萨胡尔陆棚
。

在低海平面如最后的冰川极盛的这些时期
,

现今的河流体系流经

广泛出露的陆棚
,

海岸沉积作用的位置向海迁移到现今淹没于海洋的位置
。

根据被冰层所筱

的那些热带山峰
、

澳大利亚北部和东南亚复杂的冲积沉积以及湖泊和湿地的抱粉记录等可

以确定第四纪气候的变化
。

由于气候梯度较宽
,

因而这一地 区的植被包括从马来西亚完全潮

湿的赤道雨林环境到澳大利亚西部干旱的半沙漠
.

澳大利亚北部以太古代和元古代为主的

自然景观
、

板块边界上的印度尼西亚列岛和新几内亚构造活动的火山自然景观及中国南海

周围的第三纪
、

第四纪沉积盆地均有显著的地质对 比
.

尽管如此
,

海岸平原和低地河岸平原

第四纪的演化型式在这一地区仍大体相似
。

本专辑论文题 目如下
:

1
.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平原和低地河岸平原晚第四纪的演化 1 63

.2 植河三角洲晚第四纪沉积环境和地形 1 77

3
.

马来西亚半岛瓜拉古劳变化中的红树林滨线
`

1 87

4
.

马来西亚屏雾地区某海岸处老冲积物的放射性碳和热发光年龄测定 1 ”

5
.

东爪哇梭地区湖汐形成的狭长三角洲晚全新世的发育

右
.

皮尔巴拉海岸
:

澳大利亚西北热带干旱环境的河岸海岸平原
、

2 35

.7 澳大利亚北部范迪门湾南部河口沟的充填和海岸的推进 257

8
.

澳大利亚北部季风回归线内与格拉克里克汇水盆地第四纪的地层学
、

地质年代学和演化

2 2 7

.9 澳大利亚卡彭塔里亚湾西南麦克阿瑟河三角洲全新世的出露和演化
。

3 03

1.0 澳大利亚北部季风吉尔伯特河扇三角洲河流
一

潮汐的相互作用
.

3 19

n
.

澳大利亚北部戴利河下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塞皮克河和拉穆河下游全新世沉积地质的
’

鲜明对比 3 39

《沉积学》 4 0 卷 4 期 1 9 9 3 年 8 月

l 波浪和水流内沉积物的悬浮作用
:

时间尺度和垂向构造 5 99

由快速响应光学背散射悬浮固体传感器可在野外测得近底悬浮沉积物浓度的垂向构

造
,

用以研究沉积物的再悬浮作用对波浪和水流的与时间有关的响应和床沙形体强加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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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

在水深 0
.

5一 5
.

om 处及浅水波和碎波飞有效波高为 。
.

肪一 1
.

5m0
;
峰值周期为 3一 8。 )条

件下从无沙槛海洋滨面和 降壁湖泊滨面记录出这些数据
。

沉积物的浓度与底层上逐渐增加

的高度呈正相关
,

但时间滞后
.

这种时滞随测量位置的间距而变化
,

并随近底摆动速度的水

平分量呈反比
。

波群的存在和悬浮中沉积物顺粒的沉降速度影响特定高度浓度的瞬时变化
.

由于下列

两种因素
,

沉积物的浓度似乎随着距底层距离的远近较缓慢地响应入射风波力 :( 1) 一波群
`

内的一套大波浪引起浓度的连续增加 ; (2 )具较小沉降速度的较细粒的沉积物相对增加
。

床

沙形体与近底水平流相互作用
,

对与流体的运动相有关的悬浮事件的定时施加明显的约束

力
,

从而产生了具各种时间尺度的悬浮沉积物浓度的垂向构造
。

近底层的浓度似乎主要取决

于与在波峰的背流面产生的分离涡流的波浪边界层喷溅有关的
尸

沉积物的垂向对流
。

较之在

水流的不同高度测定的浓度
,

涡流波浪存在时的浓度梯度较大
。

2
厂

波兰中部克莱什丘夫地堑构造活动带中的更新世冰湖沉积作用 623

波兰中部克莱什丘夫地堑形成于晚渐新世一中更新世拉伸构造
,

在更新世充填了 200 m

厚的以冰川沉积物为主的层序
。

该层序划分为属埃尔斯特冰期和萨勒冰期的 4 个不同的组
,

每一个组均含 1 5一 40 m 的冰湖地层
。

组界以侵蚀面为标志
,

部分为构造作用造成的角度不

整合
。

冰湖沉积作用受构造控制
:

地堑内地层的厚度为断层控制沉降地区之外的 3一 5倍
.

冰

前湖中的沉积作用受盆地内差异沉降速率的控制
:

深湖相 (纹泥 )沉积于沉降速率高的亚盆

地 ;三角洲
一

浅水相堆积于中等沉降或偶然隆起的地区
。

这些变化构成了错综复杂的
“

镶嵌
”

的侧向相关系的发育
,

说明有几个具不同沉降速率的亚盆地
.

垂向地层呈现典型的与冰盖接

触有限的冰川补给湖泊的近源一远源程序
。

但重力流相很常见
,

产于浅水和深水沉积物中
。 `

这些沉积物形成于与湖接壤的活动断崖旁
。

虽然在地槽充填的历史时期发生过若干不同的

冰湖沉积作用阶段
,

但高沉降区的位置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二

3 加拿大育空地区迪纳利断层体系新生代走滑盆地内的河流为主的冲积扇和湖泊沉积体

系
·

一
6 45

古代河流为主的 (
“
湿地

”
)冲积扇沉积在文献中远远不如干旱 /半干早冲积扇沉积那样

受青睐
。

加拿大科迪勒拉西北迪纳列断层体系的新生代盆地充填物提供了河流为主的冲积

扇沉积的极好实例
,

因为这些沉积物是在活动走滑造山带内始新世一渐新世温暖气候状态

下发育的
。

安菲西厄特组充填了育空地区若干走滑
.

盆地
,

为厚达 1 200 m 的粗粒硅质碎屑岩

类和煤
。

对其中两个走滑盆地中的安菲西厄特组详细的相分析
、

砾岩夕砂岩百分比 ( c
:

)S
、

最大粒径 ( M P )S 分布和古水流的分析证实
,

古代河流为主的冲积扇体系是从近源向中扇 犷

远源和边缘环境过渡的
,

,

贝茨湖盆地的近源扇沉积物以碎屑支撑的杂乱巨砾岩和少量杂基 (泥 ) 支撑的砾岩为特

征
。

近源相位于这些地区断层盆地的边缘
,

该处 C
:

S 为 80 至 100
,

平均 M P S 为 3 0一 6 0c m
.

近源扇沉积过渡为水道化的中扇的
、

排列很好的粗粒砾岩
,

构成向上变细层序
,

平均厚度为

7m
。

中扇沉积向盆地过渡为分选好且侧向连续的正粒序砂岩夹槽状交错层状砂岩层
。

远源

扇沉积物的特点是这些地 区的 C
:

S 为 20 至 40
,

平均 M P S 为 5一 1 5c m
。

扇缘沉积由湖泊相

和轴向河流相组成
。

贝茨湖盆的古地理恢复表明
,

冲积扇沉积作用集中于盆地三部分
。

最大

的冲积扇体系紧靠走滑的 D u k e 河
,

并穿过盆地轴向西推进
。

两个较小较粗粒的扇从正断层

的盆地南缘共轴地向北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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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伯沃什盆地的相分析表明其相的过渡类似
,

也是从近源向河流为主的远源冲积扇环境

过渡
,

但有几个关键的区别
。

伯沃什盆地的中扇沉积物为 5任一 6Om 厚的向上变粗层序
,

其下

部为纲粒岩相和煤
,

中部为摺状交错状砂岩
,

上部为砾岩
。

90 一 14 0 m 厚的向上变粗层序也

常见于扇缘湖泊沉积物中
。

这些层序向上从泥岩逐渐变粗为细粒波纹一纹层状砂岩
,

最后为

粗粒槽状交错层状砂岩
。

这些向上变粗层序遍及整个盆地
,

与相无关
,

可能为河流为主的冲

积扇体沉积体系的进积
。

安菲西厄特组煤的分布与河流为主的冲积扇上主耍的沉积作用紧密相关
。

最厚的煤层

产于盆地充填物的最近源部分
,

以及边缘湖泊沉积物中
。

煤在过渡的中澎和远源扇地区的发

育因高频率自由水流事件和水道的侧向活动而中止
。

4 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下始新统浅海 A m et l l a
组相分析和高分拼率层序地层学 6 67

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阿格盆地下始新统 A ln et ll a
组为一个形成于同沉积构造活跃环境

的快速沉积的浅海相单元
.

根据层序地层学原理
,

特别是相分析
,

在该组 25 k m 范围内填图
,

该组已划分出 1 2 个相和 5 个相组合
.

所研究的地层从推进到沉积物饥饿的陆棚上的三角洲

体系垂向过渡到与深切谷有关的河 口湾沉积
,

到潮汐水道中的沙坝复合体
.

根据层序地层学
,

划分出 3 级成因沉积单元
。

( l) 在区域一级
,

划分出 2 个 3级复合层序 (按 E x
xo

n 定义 )单元
,

包括含 A m et l la 组最

下部和下伏 P as sa er Ua
组的一个 3级高水位层序组和构成 Ame llt

a
组中部的一个 3 级海进

层序组
。

这些层序组由下切达 3 5m 的被解释为主层序界面的不整合所分隔
,

与这一不整合

有关的这些深切谷被认为是在陆栅沉积体系向陆跨进期间被充填的
。

这一不整合面向盆地

方向近乎水平且上彼一 Zm 厚的牡蜘层
,

此牡蜘层形成于这些深切谷 (仍作为沉积物通道 )

淹没之后的沉积物饥饿的环境
。

海侵层序组以砂岩为主
,

而高水位层序组则以粉砂岩为主
,

在下部尤其如此
.

在海侵层序组中发现砂的含量和大小向上增加
,

可能与海侵趋势被高频琳

海平面变化中断及砂的顺坡重新分布有关
。

(2 )在亚区域一级
,

详细的填图表明有 5个 4级层序存在
。

4 级层序界限与沉积物滋过

和最低的侵蚀地形有关
,

并由海平面相对下降期间的强制性海退所造成
。

彼于这些不整合面

之上的底部明显的砂岩是在其后相对海平面上升期间沉积的
。

在可见 4 级最大洪泛面的地

方
,

该层序均可进一步划分为砂岩为主的海侵体系域和粉砂岩为主的高水位体系域
。

( 3) 在局部一级
,

有 2一 9个 5 级准层序见于 4 级层序中
。

叠置的准层序被以生物碎屑堆

积物
、

大量的钻孔和广泛的方解石胶结作用为特征的洪泛面所分隔
。

这些准层序通常以向陆

跨进方式叠置在一起
。

5 西班牙东北渐新世坎平斯盆地湖泊碳酸盐的沉积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 6”

非海相坎平斯盆地发育于渐新世 C at al an 海岸山脉早期断裂期间
·

夹于两个冲积单元

之间的湖泊相沉积含浅湖和深湖相
。

下部浅湖相由微生物岩建隆和薄层灰岩层组成
。

在研

究区内
,

这些相蔽若干个米级交替的碳酸盐为主的和泥岩为主的层段组成的深湖相上粗
.

除

了具浅湖特征的方解石之外
,

客石和大量白云石均产于深湖相中
.

层序内的这些矿物学变化

反映了湖水中 M g / c 应比值总的增加
。

深湖层序形成于水体 M g / C 。 比值有变化的水文上封

闭的盆地内
,

可能与燕发 /沉淀速

坎平斯盆地白云石的沉积学

有关

同位素特征表明其基本为原生成因
.

稳定同位素

资料显示下部浅湖碳酸盐 (方解石 )中沪 C 和 沪O 间的接近的协方差值
,

表明其于该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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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时形成
.

深湖碳酸盐的 aal C 和沪 0 值呈现大致与碳酸盐的矿物成分有关的 3个不同的

群
。

根据来自深湖碳酸盐的白云石和文石的同位素组成的方解石的标准化
,

使所有这些同位

素值都可归并为一个协变趋势
.

不同碳酸盐矿物的连续出现和同位素的协变趋势可能表明湖泊水体的总的蒸发浓度
。 \

浅湖和深湖碳酸盐同位素值协变趋势的斜率变化可能反映了盆地充填物层序中记录的水体

形态的变化
.

6 美由加利福尼亚州其哈维沙澳中部阿尔沃德山一中新世变质核心杂岩环境中的沉积作

用和拉伸盆地的演化
·

/ 7 21

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阿尔沃德山下中新统克卢斯组含厚度不等的向上变粗的同拉

伸大陆沉积层序
,

向西尖灭于阿尔沃德山的前第三纪基底杂岩
,

向东在 k7 m 距离内增厚到

约 3 0 0 m
.

该组分为两个沉积阶段
:
在初始沉积阶段

,

沉积中心为一湖泊体系
,

该体系西界为

小规模片流为主的冲积扇
,

北界为向南流动的河流辫状平原
。

湖泊相泥岩
、

粉砂岩和峨酸盐

表明最初为一封闭盆地
。

西边的砾岩代表小规模片流为主的扇
。

火成碎屑和 S一 E 向古水流

方向说明在阿尔沃德由区西部有一个近源低起伏源区
.

向南推进的辫状平原砾石质砂岩在

北边的帕拉斯山脉有一个变沉积源区
.
第 2 个沉积阶段以粗砾岩和角砾岩为主

,

W一W S 向

的古搬运标志和特征的变质火成岩相表明物源区在东边 sk m 的克罗内斯山
。

这些地层反映
`

了穿过轴向辫状平原和湖泊体系的片流为主和碎屑流为主的冲积扇的迅速向西推进
。

盆地的发育受控于西边 30k m 与中部莫哈维变质核心杂岩有关的挤离断层的 N E 向的

区域拉伸
。

阿尔沃德山一克罗内斯山一带最初作为向忆 倾斜的挤离构造上的单个上盘岩块

搬运
.

初期的湖泊沉积作用反映了上盘内挠曲或凹陷盆地的发育
。

其后
,

源自克罗内斯山的

冲积扇的向西推进记录了与低角度向 E 倾斜的挤离断层反向的走向 N W
、

倾向 SW 的正断

层的推进
。

7 特立尼达塔马纳组
:
一构造标志层的生物地层

、

沉积环境和成岩作用 743

本文研究了特立尼达中央山脉塔马纳组
,

以便确定其在南美东北部的地层和构造发育

中的重要性
.

生物地层
、

岩石和矿物学资料以及野外填图表明
,

塔马纳沉积物由 5个不同的

岩相组成
:

内陆棚一外陆拥钻孔页岩质泥岩相
、

外陆棚富 F e
砂质灰岩相

、

海底水道砾岩质

泥岩相
、

中陆棚一近滨藻
一

有孔虫泥粒灰岩 /粒状灰岩相和潮间一近滨含珊瑚生物层的藻亚

层石
一

珊瑚枯结灰岩相
.

塔马纳组最大厚度为 2 4 4m
。

塔马纳灰岩的沉积作用发生于 尸ar e侧佬̀ il 二 9 1

一
￡。

(早中新世最晚期 ) 和 lC 砧
o 犷--O

at ila fo h is 八活“

sat (中中新世中部 ) 浮游有孔虫带之间
,

比现在的露头带上见到的趋势更为

连续
。

详细的生物地层研究表明
,

塔马纳组为布拉索组浅水和深水页岩与锡佩罗组埃雷拉段

深水浊积岩的同期相
。

塔马纳灰岩的早期成岩历史以自生海绿石质蒙脱石的沉淀和骨粒及碳酸盐杂基的溶解

为主
.

后来的埋藏成岩作用以伊利石和伊利石 /蒙脱石的沉淀为主
,

比较矿物学和结构分析

表明
,

塔马纳组的最小埋藏范围为 800 一 1 5。。m
,

最大埋深为 2 4 00 m
。

在中央山脉后上新世构

造隆升和蚀顶期间发生了含 F e 矿物的地热蚀变和晚期断裂作用
。

塔马纳组沉积物可作为特立尼达晚第三纪地史内的构造
、

地层事件标志
。

这些单元记录

了加勒比海东南的加勒比海板块和南美板块间构造上的相互作用阶段
,

反映了中央山脉可

收缩变形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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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南朝鲜济州岛隅岛凝灰岩锥
:

从火山碎屑降落物转变为陡峭火山锥斜坡上的碎属降落物

和顺粒流 .7 69

南朝鲜济州岛隅岛凝灰岩锥为中更新世玄武岩凝灰岩锥
,

形成于早期的 Sur t s cy an 式

喷发和晚期较干的水成碎屑喷发
。

该凝灰岩锥含陡峭 (2 。一 30
。

)和平坦的火山砾岩
、

火山砾

凝灰岩和凝灰岩岩层
,

可划分为 7个沉积相 ( A一 G )
.

相 A 和 B 含连续至透镜状顺粒支撑和

有孔火山砾岩层
,

逆粒序
,

顺坡变粗
。

这两个相说明是由重力引起的应力和颗粒碰撞维持的

颗粒流所沉积
.

相 C 含分选差的天然层状局部逆粒序火山砾凝灰岩
,

也表明是由高浓度颗

粒流所迅速沉积
.

相 D 含可能由风携火山灰堕落物沉积的薄层状和表层状凝灰岩
。

其余的

相则包括分别由诸如碎屑流
、

滑动 /滑塌和河川径流这些再沉积作用沉积的块状火山砾凝灰

岩 (相 E )
、

混杂火山砾凝灰岩 (相 F )和交错层状凝灰质砂岩 (相 G )
.

形成相 A
、

B 和 C 的颗粒流来源于降落的火山碎屑
,

其最初产生高分散的突然的崩塌
,

其中的动量由颗粒本身传递
.

这种搬运机理与碎屑降落的机理相似
。

当坡度太低而不能保

持高分散流动时
,

由于分散压力减小
,

碎屑降落便减速和收缩
。

因为碎屑降落的缩减使颗粒

浓度增加
,

动量传递的方式变形成碰撞的方式
。

这一搬运机理与常见的搬运机理相似
。

颗粒

的分离有几种方式
,

由于其终点降落速度不同
,

以及与岩层的滑动摩擦程度相异
,

最初便是

火山灰从火山砾中分离出来
。

流动 (运动筛选 )期间火山灰渗入火山砾的间隙
,

进一步证明火

山灰是从火山砾中分离出来的
。

后一种作用以及分散压力影响
,

引起垂向逆粒序
。

下向逆粒

序则由颗粒的立体交叉所致
。

9 西班牙中部第三纪河流沉积物中交错层状砂岩内的粒度
、

成分屯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差异

7 8 7

用手提式探针渗透仪在交错层状砂岩露头上测得的渗透率为 。
.

0 9一 1 9D
。

渗透率最高

值 ( 2一1 9D
,

平均为 8
.

S D )出现 于最粗粒的前积层纹内 ( C F L )
,

中等值 ( 2一 1 2D
,

平均为

5
.

3 D ) 出现于较细粒的前积层纹层内 ( F F L )
,

最低值 ( 0
.

9一 10 D
,

平均为 4
.

SD ) 出现于底积

层内 ( B L )
.

交错层内的平均粒度从 C F L 内的中粒砂到 F F L 和 BL 内的细粒砂
。

在所有这 3

个亚相内
,

原生孔隙的平均大小接近 1争单位
,

比平均粒度小
。

大量不稳定碳酸盐碎屑与平均

粒度的增加有关
,

泥晶碎屑在 CF L 内最为丰富
.

相反
,

石英含量随着粒度的减小而增加
,

在

F FL 和 B L 内达到最高值
。

原生孔隙亩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造成的成岩破坏
,

及通过溶解作

用产生的次生孔隙均受控子砂的原崎矿物成分
·

粒度的差异决定了 c F L
、

F F L 和 B L 间原生

孔隙大小的差异和成分的差异
。

渗透率的差异反映了平均原生孔隙大小的变化
,

而不是总的

孔隙度的差异
。

C F L
、

F F L 和 B L hlI 探针渗透率差异取决于这些亚相间平均孔隙大小的差异

和矿物成分的差异
。

10 河流沉积物的描述和解释
. .

801

本文提出的对河流沉积物的标准化描述
、

分类和解释的新方法的评论是根据
; ( l) 地层

的分级及其界面 ; (2 )岩相 ; (3 )岩相组合 (结构要素 ) ; ( 4) 沉积体的几何形状
。

大部分描述性

资料均可用清楚明确的图解而不借助于复杂的术语表达
。

所使用的任何一种分类法均应根

据用以限定相互不同等级的可易于测量的参数
。

适用于这些等级的术语均应确切
。

描述地

层的最好的术语几乎都不一致
,
主要是因为现有术语未考虑到所有不同的叠置的地层规模

。

本文提出了籍以规定地层和交错层的等级睑目对规模的简单术语
,

以数字确定地层界面 (而

(下转第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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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地层本身 )来描述地层等级的方法难于在实际中使用
。

标准化岩相符号的使用往往妨碍

对岩相种类和叠置的周密观察和识别
,

导致缩略词增多
,

表明特定的岩相有独特的解释
。

事

实上
,

许多与岩相符号有关的解释使人误解或者本身就是错误的
.

在常用的岩相组合 (结构

要素 )的分类系统中
,

不同的等级并不互相排斥
,

它们描述性和解释性术语的混合使用
,

而每

一个要素都只由单个两维剖面图表表示
。

如果三维形式可以明白无误地重建
,

则用来描述沉

积体三维几何形态的术语应仅用来指两维剖面
.

建立河流
“

祖模式
” ,

将岩相组合和几何形态

与诸如河道和泛滥平原的几何形状
、

河道迁移的方式和沉积作用的速率这些参数联系在一

起
。

因为显示的三维资料不充分
,

大多数均使用有限或误用
。

此外
,

它们通常不正确地将河

道的平面形状 (如曲流河
、

辫状河 )与特征的岩相组合和几何形状结合在一起
,

虽然起主要作

用的或许是其它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