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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羌塘盆地侏罗系核形石纹层不发育, 只有个别核形石发育不规则的纹层,未发现菌藻类痕迹;核心主要以大小

不等的生物碎屑为主;核形石与填隙物都由泥晶方解石组成, 只是颜色上有差别。核形石主要产在能量较低的泻

湖 、局限陆棚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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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形石曾有多种称谓, 如藻球 、藻饼
[ 11]
、藻鲕

粒 、藻豆粒 、叠层石 SS型, 藻灰结核
[ 10]
等,这些称谓

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说明其与菌藻类生物活动有

关 。核心石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 从震旦系到现代

沉积, 从浅水到深海都有出现, 其矿物组分有灰质 、

磷质 、铁质及锰质等, 形态有圆形 、椭圆形 、不规则状

等,大小从0.1mm至数十厘米不等。

前人对核形石的分类和成因问题研究较多 。

Dahanayake( 1977)等对核形石灰岩垂向沉积序列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曾允孚
[ 8]
、黄志诚

[ 3]
、贺自

爱
[ 6]
、刘效曾

[ 7]
从核形石的形态 、内部结构着手,对

其成因进行推断;李熙哲等
[ 2]
通过镜下观察发现,

作为核心的藻类仅在顶端发生碎屑粘结效应,其底

部则发育厚度小 、规则的暗色单元纹层 。尽管各种

核形石千差万别,有两点是趋于一致的:一是核形石

由核心及包壳两部分组成,二是包壳与菌藻类生物

活动有关。

近年来,笔者在西藏羌塘地区工作时发现侏罗

系中的核形石有其自身的特点, 与平常所见的核形

石有一定的差别:包壳基本没有纹层构造,只在个别

包壳中偶见不规则的纹层,镜下薄片鉴定及电镜扫

描分析均未见藻类生物痕迹。

1　区域地质概况

羌塘盆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是一个晚古生

代—中生代的海相大型复合盆地。其南 、北边界分

别为班公 -怒江缝合带与拉竹龙-金沙江缝合带,东 、

西以中生界盆地边缘相地层尖灭为界 (图 1)。盆地

内可划分为北羌塘凹陷 、南羌塘凹陷及中央隆起带。

羌塘盆地内广泛发育侏罗系地层,为青藏高原内部

海相地层保存最为完整的含油气盆地
[ 1]
。

2　含核形石地层

羌塘盆地侏罗系核形石主要产在布曲组和夏里

组。布曲组中的核形石主要产在泻湖 、局限陆棚环

境中,上下岩层为灰黑色中-薄层生屑泥晶灰岩和泥

灰岩;夏里组中的核形石主要产在局限陆棚环境中,

上下岩层为深灰色中-薄层泥晶生屑灰岩 、泥灰岩

(图 2)。总的说来,核形石都产在相对局限 、低能的

环境中。

3　核形石结构特征

核形石由核心和包壳两个基本单元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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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羌塘盆地构造分区图

Fig.1　TectonicdivisionoftheQiangtangBasin

3.1　核心

羌塘盆地侏罗系核形石的核心具有如下特征:

①核心的组分是各类正常海相生物骨屑, 主要有珊

瑚 、腕足类 、双壳类 、棘屑, 有孔虫等 。凡是形成核形

石的层位中出现的生物骨屑,都可能成为核心;②核

心大小不等 ( 0.01 ～ 2mm) ,一般以砂级生物骨屑为

主;③核心的形态各异,有圆形 、椭圆形 、长条形及不

规则形状,其中以长条形及不规则状为主;④核心的

数量一般为一个,也有两个, 甚至多个;⑤轻度 -中等

磨损;⑥受成岩作用影响甚微,一般能清楚识别生物

骨屑的所属门类。

羌塘盆地侏罗系核形石包壳具有如下特征:①

均由深灰色 /深黑色致密状隐晶方解石组成,结构均

匀 、单一;②基本上没有纹层构造,个别包壳中偶见

不完整 、不规则的少量模糊纹圈,经镜下薄片鉴定及

电镜扫描分析,均未发现有菌藻类生物痕迹;③在包

壳中常见有粉砂级-微粒级生屑和粘土质;④包壳无

重结晶现象;⑤包壳的外形光滑,没有磨损痕迹。

3.2　包壳

在同一层位中可出现不同生长阶段的核形石,

有偏心的核形石, 也有多核心的核形石 (即一个大

包壳中包含 2 ～ 3个小核形石,或一个包壳有 2个生

屑 ) (图 4) 。在同一层中,只要有包壳形成,几乎所

有的生屑都会发育程度不同的包壳 。

4　核心与包壳的关系

核心的大小及形态与包壳的发育存在如下关

系:①当核心很小或为圆形时, 包壳呈全方位均匀

“生长 ”,一开始核形石就是球形;②如果核心是长

图 2　羌塘盆地侏罗系含核形石地层柱状图

1.核形石泥晶灰岩 2.炭质页岩 3.生屑泥晶灰岩 4.泥灰岩

Fig.2　ColumnoftheJurassiconcolite-containingstrataintheQiangtangBasin

1=oncoliticmicriticlimstone;2=carbonaceousshale;3=bioclasticmicriticlimstone;4=m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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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核形石包壳生长三个不同阶段示意图

a.包壳围绕球形均衡向外发展;b.围绕泥晶套不均衡生长发展

成球形;c.围绕生屑核心发展泥晶套;d.生物碎屑核心

Fig.3　Schematicdiagramshowingdistinctgrowthstagesof

theoncoliticcoatings

a.Outwardgrowthoftheoncoliticcoatingsaroundthe

spheroids;b.Asymmetricgrowthoftheoncoliticcoatings

aroundthemicriticenvelopes;c.Developmentofthe

micriticenvelopesaroundthebioclastics;d.Bioclasticcores

条形或不规则状,则包壳的 “生长”大致可分为 3个

阶段 (图 3):首先围绕核心形成薄的 “泥晶套 ”, 反

映了核心的形状;然后在核心短轴方向上包壳生长

形成一个圆球形;最后包壳才会呈圆形均匀 “生

长 ”,形成更大的球形或椭圆形;③当核心较大时,

其包壳的 “生长”能力似乎也大 (即核心越大, 形成

的核形石也越大 )。

5　核形石与填隙物的关系

如果把核形石作为泥晶方解石 “粒屑 ”来看, 其

填隙物几乎也是泥晶方解石, 与核形石包壳比较,填

隙物颜色略浅, CaCO3质地较纯,基本无重结晶现象

(图 5), 这种细微的差别只有在风化露头上和显微

镜下仔细观察才能辨别出来。核形石无任何白云石

化,填隙物含量常大于50%。

核形石呈 “悬浮状态 ”出现在典型的灰泥支撑

的岩石结构之中。在核形石与填隙物之间绝大多数

是渐变的,有时能见到微裂缝,被小栉壳边亮晶方解

石充填,使核形石边缘变得更加清楚。这是因成岩

过程核形石硬化 、填隙物收缩形成的。

6　成因探讨

笔者认为羌塘盆地侏罗系核形石可能是准同生

阶段成岩作用形成的:

( 1)经过镜下统系观察及电镜扫描检查, 未发

现任何菌藻类生物痕迹;

( 2)绝大多数核形石没有纹层构造 。在少数核

形石中隐约可见的极不完整的 “纹层 ”, 可能是在核

形石发育过程中, 由于物质供给的成分 、速度 、数量

发生细微改变而形成的;

( 3)复合核形石形成解释较多, 一种认为是 “藻

类机械捕获 ”
[ 2]
;另一种认为是轻微锰核形石在

图 4　不同生长阶段的核形石 (P3虎尾岭剖面 )

Fig.4　DistinctgrowthstagesoftheoncolitesfromtheHuweiling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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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核形石与填隙物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between theoncolitesandtheir

interstitialmaterials

5000m深海底呈半悬浮状态
[ 4]
;而 K.Ahanayaka

( 1978)对复合核形石的解释则是由于 “潮上环境的

洼地, 因涨潮不时地从下面潮汐带内带来的小核形

石个体,在平静期为藻类网状物包壳而成 ”, 在阅读

相关资料时却发现, 所有描述的 “复合核形石 ”, 其

藻纹层均不发育 。复合核形石 (或两个核心的核形

石 ) ,原本是几个独立的单核形石,在各自发育过程

中,其中一个大核形石包壳生长很迅速,将邻近正在

发育的小核形石包裹进它的包壳范围内形成的,这

些核形石既未经过滚动, 也未经过搬运。它们就象

成岩结核一样,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就地生长的产

物,其形成时期应在准同生阶段。

( 4)核形石包壳的生长机理目前还没有完全弄

清,可能是作为核心的生屑 (也是有机质 ) , 在一种

富含有机质及缺氧的特定环境中起到了晶核的作

用,对粘土矿物产生吸附作用的结果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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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genesisoftheoncolitesfromtheJurassicstratainthe
QiangtangBasin

PENGZhi-min, LIAOZhong-li, ZHANGYu-jie, CHENWen-bin
(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Unlikecommononcolites, nolaminatedstructuresandnoalgalorganismsareobservedinthecoatingsof
theoncolitesfromtheJurassicstrataintheQiangtangBasin.Thecoresgenerallycontainbioclasticsofvarying
sizes.Boththeoncolitesandtheirinterstitialmaterialsconsistofmicriticcalcite.Theoncolitesoccurmainlyinthe
lower-energylagoonandrestrictedshelfenvironments.
Keywords:oncolite;laminatedstructure;Jurassic;Qiangtang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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