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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积 相
,

模 式 与 层 控 矿 床

文 宝 瑙

环境
、

相
、

沉积相模式的概念

环境是在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特点上与

相邻地区不同的一块地球表面
,

例如深海
、

浅海
、

湖泊
、

河流
、

沙漠
、

山脉等
。

现代的沉

积环境系指正进牙沉识的一块地球表面 ,

古

代沉积环境指古代的地球表面
。

但因现在我

们已经不能直接看到古代的地球表面了 , 只

能根据古代环境的遗迹一沉积岩
、

古生物

等来推断和认识某些环境的存在
。

之所以有

这种可能性
,

是因为不同的环境由于其本身

特殊的物理
、

化学及生物学条件
,

可造成能

表征它本身特点的与其他不同的沉积岩和古

生物等的组合
。

于是便引出了
“

相
”

的概念
。

如上述的理由
,

我们可 以 把 ,’目” 理 解 为
“ 沉积环境的古代产物 ” ,

亦即 “ 沉积环境
的物质表现 ” 。

在沉积岩石学方面的表现为
“岩相 ” ,

而在 占生物学方面 的 表 现 则为
“ 生物相 ” 。

沉积相模式乃是对环境的一种

概括
,

它包括了沉积岩和古生物等方面的特

征
,

以及该环境的机理 水 动 力
、

水 化学
等

。

因之
,

要制定 一个相模式
,

既要包括

沉积岩石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特征的总结 ,

也要包括对于该沉积岩层所代表的沉积环境

的成因和机理的解释
。

滨 海 相 模 式

滨海带或称海岸带
,

可以分出两种性质

不同的海岸 七障壁海岸和有障壁的海岸
。

无

障壁海岸位于与大海连通很好的海岸地带
,

它与广
’

海陆棚之间没有被队
,

壁岛
、

滩
、

砂坝

或生物礁隔开
。

在这种海岸地带
,

水的循环

很通畅
,

没有受到局限或障壁 的 作 用
。

因

此
,

波浪和海流 岸流
、

裂流和沿岸流 的

作用很强
,

水动力状况比较复杂
。

这地带 也

有潮汐作用
,

但与海浪相比
,

它 的 影 响较

弱
。

正是由于无障壁海岸的这一特殊的水动

力条件
,

造成了特有的地形地貌单位
,

以及

特征的沉积组合
。

在海洋中
,

由于暴风等因素
,

引起了涌

浪
。

涌浪是一种长而低的 规 则 的 海面上的

浪
。

在水深等于波长 。 的一半处
,

水质

点运动的环形轨迹的直径只相 当于表面水质
点运动环形轨迹半径 等于 浪 的 波 高 的

。

这样小的扰动
, 可以忽略不计

,

故把

此深度定为浪基面
。

当向海岸方向传播的涌

浪到达浪基面与海 氏交界处 即水深为
。

的海底
,

波浪开始对海底进行作用
,

边洽

向大陆方向的推进
,

海浪的波速降低
,

波形

改变
,

使波浪 脊线 传播方向改变
,

脊线

形状变化 , 波形的变化包括波脊变陡
,

波吞

变宽变平
,

最后转变为破浪
。

在破浪带
,

海

浪对海底进行强烈的机械冲刷
,

对碎屑沉积

进行强烈簸选淘洗
。

再向大陆方 句
,

进入碎

浪带
,

波浪能减弱
。

至冲洗带
,

则因水极浅
,

波浪作用的能量又相对较高
,

对于海岸进付

强烈的冲洗作用
。

再向大陆
,

则只有特别高

水位浪才能对海岸作
。

可以看出
,

山于波

浪的变化
,

它对于海岸带的水动力状况
、

地

貌
、

分带和沉积作用
,

有决定性影响 图
。

自浪基面以上至特大风暴浪 特高水位

浪 所及的水平 包括后滨
、

前滨和近浪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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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坝
,

向海方向可出现礁前塌积物
,

前滨
、

近滨沉积
。

向陆方向是礁后
、

潮坪
、

泻湖沉

积 , 顶部亦可能有风成砂丘沉积物
。

,

潮坪乃是高潮水位与低潮水位间的一片

低缓平坦的平地
, 主要沉积泥和砂

。

能量较

高地带形成砂坪 , 能量较低处
,

形成泥坪
。

特征的沉积构造是潮汐层理 图
、

浅水
波痕 平顶的

、

圆峰尖谷的及刻蚀状的
,

人字形交错层和某些暴露标志 , 如泥裂等
。

波痕类型和规模变化大
,

波脊方向多变
。

泻湖是被局限的水盆地
,

湖水可以咸化

或淡化
。

淡化泻湖主要沉积了深色的细屑物
质

,

咸化泻湖则沉积了一套与蒸发作用有关
的岩系

。

按水动力状况 , 泻湖属于潮下低能

,

图 冲洗层理构造

这些地带的海底是受海浪强烈作用的地带
,

统称为海岸带 或滨海带
。

近滨带一般沉

积粉砂为主
,

常见的是砂纹层理
。

此带的最

高能量处是破浪带
,

该处冲刷强烈
,

可沉积

粗砂
、

砾
,

细屑少
,

具有大型的如槽状的和

楔状的交错层鸟 地貌上可形成沿岸砂坝
。

前滨带沉积的特征是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

度均高 如古代的石英砂岩
,

它呈侧向延

伸稳定的席状砂
。

特征的构造是低角度的交

错层理
,

称之为冲洗层理 图
。

后滨带

为低能带
,

沉积了细 胃物质
。

常见的是水平

层理和小型砂纹层理
‘,

当前滨带的海滩上筑

起砂脊时
,

可把一块海滩地区障壁成沼泽
。

沉积物埋藏后成为海陆过渡相煤田
,

这种砂

脊称为千尼尔砂岗
, ‘

仑在地层中表现为与煤

层共生的砂质透镜体
‘,

有障壁的海岸的特点是有障壁岛存在
,

具有浅而宽平的海岸及水域
,

或者是多湾的

海岸 图
。

有障壁的海岸具有与无障壁

海岸不同的水文状况 , 波浪作用较弱
,

而较

多地受潮汐作用的影响
。

水动力能量一般不

高
,

海水因被局限
,

故盐度不正常
,

可以咸

化或淡化
,

它与气候为干旱或潮径 即蒸发

程度与淡水注入及补给状况 有关
。

生物带

为广盐度类型
,

或个体有变异
。

有障壁海岸及陆表海的主要组戍地貌单

元是障壁岛
、

潮坪
、

泻湖
、

潮汐通道和萨勃

哈
。

地层中的障璧岛相可以是生物礁
、

滩
、

‘‘‘

一一
丫 矛

飞飞
图 几种不同类型的障壁海岸的形成

一有降雄岛的 , 一多海的 ,

一其有浅而宽平的海岸和水城的



图 吸 潮汐层理

一彼状层现 , 卜一脉状层理 ,

一通债状及理

带
。 ,

、 ·

潮汐通道属于潮下高能带
,

它是潮汐流

梳劫的主要通道
。

有明显的冲刷作用
,

它的

沉积物是粗肩物 砂
、

砾
,

其中常见大型

交错层理
。

在千旱气候的潮上带
,

可因地下咸水的

补给和地表强烈的蒸发作用
,

而形成一块盐

溃化地区
,

称为萨勃哈
。

与咸化泻湖的膏盐

沉积不同
,

萨勃哈沉积中的膏盐为蠕虫状
、

肠状
。

定
,

侧向延续很远
,

厚度变化很小
。

沉积物

最明显的特点是成熟度高
, 泥质的岩屑及不

稳定的矿物碎屑很少
。

有代表 性 的 是 陆棚
泥 常见有海绿石

、

胶磷矿等自生矿物
。

常

见的沉积构造是水平层理
、

很小的砂纹层理

和生物扰动构造
。

陆棚泥 页岩 可含有种

类众多的正常盐度的海生生物
, 因之古生物

是极其重要的鉴别标志
。

宽阔平坦的陆棚上
,

除了主要以悬浮方
式沉积的泥而外

,

还有其他方式 的 沉 积 作

用
。

一种由海底底流所搬运和沉积的矿体
,

由细一极细粒石英砂岩组成
,

其中含少 粉

砂质泥
。

它是薄层或板状的层
,

单层厚

厘米
,

单层之间可被极薄泥层 几毫米至

几厘米厚 所隔开
。

砂层中可见小型交错层

和水平层理
, 顶面 上层面 可有波痕

, 还

可见到蠕虫钻孔构造
。

薄层砂乃是海流以砂

席方式周期性地搬运和沉积的
。

在砂的搬运

间戚期
, ,流速极慢

,
、 几

悬浮的泥质沉积下来
,

而成矿层间的薄泥层
,

·

在其上又发育了蠕虫

的钻孔
。

在有波浪作用的地带
,

在陆棚上可堆积

起砂质浅滩或滨外砂坝
,

它的特点是剖面上

粒度向上变粗 , 交错层向上变成大型 例如

自下而上为 ,理砂纹层理一小型砂垄交

错层 大型槽状交错层 ,

反映了向上水

动力变强的序列
。

交错层中常有原地冲刷构

造
。

滨外砂坝层序与障壁岛沉积层序的区别

是上部缺少暴露 水上 部分
。

当出现暴风浪时
,

可在陆棚海底形成暴

风浪堆积
。

这种沉积的特点是层不厚
、

不稳

定
、

呈透镜状体
、

层底有侵蚀面
、

沉积中有

粗屑 泥砾、
生物碎屑

、

交错层构造
。

但
因暴风浪是一个暂时性的动力

, 不能进行持

续的分选作用
,

因之
, 砂砾中常混积有较多

的泥质杂基
。

·

浅 海 陆 棚 相 模 式

包括近滨带下界至大约达 米水深的

陆棚边缘之间的区域
,

这是一个坡度极小的

宽广而平坦的地带
,

亦称滨外带
。

海底处于

浪基面以下
,

只有暴风浪才能波及海底沉积

物
。‘ 但在中陆棚及外陆棚

, 也可 能 有 海 流
底流 存在

。

海水盐度正常 ,

有众多的生

物活动
。

‘ ·

陆棚主要沉积细屑物质
, 层 的 产 状 稳

次 深 海 相 模 式

次深海包括从降棚边缘 海面以干
。米深

,

大多数是 米 到陆隆与深海平

原的交接处 深度 。米左右 的区域
。

在

地形上包括大陆斜坡 和 陆 隆 图 两 部

分
,

大陆坡与坝隆交界的 深 度 界 限是 、

米
,

最早鉴别出来的次深海沉积是灰绿色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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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陆缘的地形剖面淤音 图

等
, , ‘

已步亡一种陆 源 的有
机粘土

、

粉砂和远泽泥的混台物
。

在大陆坡

上常有峡谷
,

其中沉积了粗的具有滑塌构造

的野复理石和滑塌浊积岩
。

大陆坡沉积中已

发现的生物有薄壳双瓣的底内动物
、

腕足动物和各种软体动物
,

生物中以

浮游类型为主
。

近年来
,

由于海泽沉积学的发展
,

已搞

清斜坡沉积 的 特 征 表
,

据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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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坡沉积的主要特征是 细粒的远洋

沉积
、

受底流影响的半深海物质
、

常有生物

扰动
、

浊积岩
、

滑塌构造层
、

以及大量的内

源悬浮物沉积
。

现代陆隆的深度范围是 。。 米 ,

宽度变化于 叫至数百公里
,

具 有很 厚的地

槽性质的沉积层序
。

陆隆上主要的流动是浊

流
,

也有沿坡走向的流动和底流
。

因之
,

陆

隆上的搬运和沉积方式有 三 ①沿 坡 向 下

的 滑塌沉积
,

碎屑流
、

砂流和浊流 , ②沿

斜走向的 是一种沿等深线的深水低速的底

流
,

其沉积称为等深流积岩 ,

③悬浮物沉积 生物的和碎屑 细屑 的沉

积
。

陆隆沉积物的简要特征列表于下 表

表

厚度 魔米的块状砂层 少

畜含重犷物的交带息系 极常见

, 泥的交褚层系
·

无

砂或粉砂层中 , 的故理 极常见

砂或粉砂层中 , 泥的故理 少

粉砂与泥的薄纹层的互层 极常见

砂和粉砂的粒序层 常见

陆隆上重要的沉积物类型是浊积岩和等

深流积岩
。

等深流积岩与浊积岩不同
,

它是

具有牵引流性质的沉积
。

与浊积岩相比
,

它

的特点是 粒度分选好
、

单层厚度较小

厘米
、

可具有正或逆粒序
、

层的顶和底

为突变接触
、

常见交错层
、

无块状层理
、

砂

岩中杂基少
、

按成分它可能是

次硬砂岩
、

长石砂岩或石英砂岩
。

浊 流 相 模 式

浊流是一种水下重力流
, ’

已以悬浮方式

搬运颗粒
,

颗粒在流体中呈下粗上细的粒序

状
。

浊流可以由于滨海或浅海的沉积物经液
化作用而形成

。

由于它的密度大
、

流速快
、

而且底部为粗屑物
,

因之它具有很强的侵蚀

能力
,

它是造成海底峡谷的动力
。

浊流在前

进过程中
,

流速逐渐变缓 特别是在深海平

原或深湖底
,

沉积物可按拉度大小沉积下

来
,

而在剖面上及平面上形成粒序性分布
。

这就是剖面上砂岩中所见的粒序层及平面上

的海底扇 图
。

很据已有研究资料
,

可以举 出以下几点



书
砾 砂 砂 己

图 浊流的运移
、

沉积与海底地形

作为浊流相的鉴别依据 ①砂体稳定
,

可延

长许多公里仍保持相当平的席状和似毯状的

形状
,

但也可能有枝状和分叉状的
,

它向海

延伸入盆地
。

②砂岩和页岩的韵律性互层
,

岩石中有大量成熟度低的物 质
,

杂 基 含量

高
,

粒度分布范围宽
。

③砂岩层底界清晰
,

向上粒度逐渐变细 之正粒序
,

剖面上层理
, 类型的出现有一定顺序

,

即所谓鲍马层序
。

④层底有大量印模
,

岩石中常见液化构造和

泄水构造
。

⑤不与海岸冲洗砂
、

浪成浅水波

痕
、

浅滩构造
、

大型交错层
、

泥裂等暴露标

志
、

蒸发岩
、

生物礁
、

根土岩及冲积相沉积

沉积厚度大
,

剖

面上为海退相序
, 下部

是前三角洲泥 浅海陆

棚或半深一深湖沉积
,

中部是相当于河 口砂坝

的三角洲前缘沉积
,

上

部是以河流相为主 分

支河道 的三角洲平原

沉积
。

三角洲砂体在平

面上成朵状重叠
,

剖而

上呈大的透镜状
,

厚度

等值线图上 表 现 为 扇

状
。

剖而上自下而 上

粒度有变粗的趋势
,

至

分支河道相
,

又因河流

旋回本身特点而出现向
上变细的剖面结构 图

图 三 角洲音」面的

粒度变化

共生
。

年 鲍马提出的鲍马层序是较早

期得到普遍承认并被大量引用的浊流模式
,

他的层序包括 自下而上 卜 粒序或块状砂

岩 段 一具平行层理的砂岩 段 一具

砂纹层理的粉砂岩 段 一具水平 纹 理的

粉砂质泥岩 段 一泥岩 段
。

年代

由沃克以及马蒂和李奇卢基所提出来的浊流

相模式
,

则是更为全面的描述浊流沉积的模

式
。

该相模式共分出七个相 相为砾岩和

砾砂岩 , 相是粗砂岩
, 、

和 相是具有

鲍马层序的砂岩和页岩
,

相是重力潜动堆
积

,

相为远洋泥
。

这七个相完整地描述了

自斜坡浊流水道至上
、

中
、

下 部 水 下浊积

扇
、

以及扇上的浊流水道各 部 分 的 沉积环

境
。

三角洲及河 口湾相模式

三角洲是非常复杂的沉 积体系 , 它地处

大陆河流与水盆地 湖或海 间 的 过 渡地

带
。

其形成兼受河流与盆地 水 动 力的 作用

包括海浪和潮汐等
。

其沉积也反映出海

与陆的影响
。

古代三角洲的鉴别特征如下

。

生物化石可有咸水
、

半咸水与淡水分

子共生的情况
。

在河流人海处
,

如河流能量大大超过潮

汐能量和海浪能量时
,

可形成巨厚的河 口砂

坝沉积和以河流为主的三角洲平原沉积
。

如

波浪能较强时
,

则河 口砂坝沉积薄
,

大量砂

质沉积成海滩和砂脊
。

当潮汐能较强时
,

相

当于河 口 砂坝的沉积也薄
,

并可形成潮汐砂

坝和潮坪组合的水下及水上三角洲
。

此时 ,

实际上已过渡为河 口湾相了
。

古代河 口 湾相的鉴别特征为
。

平面上位于海陆交互带
,

剖 而上常位

于自大陆河流相向海相过渡的海进层序中
。

平面上砂体呈指状
,

剖 而 仁 如果是

大型河 口 湾 为长透镜状
、

层状
。

。

含半咸水
、

咸水及陆生生物化石
。

砂岩中有交错层
,

人字形交错层
,

粉

砂和泥质岩石中有潮汐层 哩
,

生物 扰 动 构

造
、

浅水波痕
。

河 口 湾相实际 匕是潮汐能比河流能要强

的河 口 ,

这种河 口 已成为潮汐通道
,

因之
,

河 口湾沉积实际上是潮下高能的潮汐砂坝沉

积与潮汐带的潮坪沉积的组合
。

沉积物质可

能为陆源的
,

亦可能是海源的 ,

亦可能是海

源 十 陆源的
。

如四川峨嵋龙门洞嘉陵江组底

部河 口 湾相由海源的碳酸盐 生 物 碎 屑 灰



岩
、

鲡状灰岩组成的潮汐砂坝 和陆源岩石

红色粉砂质泥岩组成的潮坪 组成
。

河 流 相 模 式 才才泣介不兀兀
河流沉积物变化很大

,

根据对现代及古

代河流沉积的研究
, 可以提出以下的鉴别特

征
‘

平面上砂体呈宽窄不同的条带状 , 剖

面上呈透镜状
、

板状
。

沉积剖 面 具 二 元结

构 , 下部为砾一砂质沉积
,

上部为粉砂一泥

质沉积
。

。

剖面上常出现不完整的半韵律旋回结

构
,

上覆旋回下部的粗屑层与下伏旋回顶部
的细屑泥质层之间常有冲刷面

。

含植物和淡水生物化石 , 无海相生物

化石
。

有大气暴露标志
, 如干裂

、

钙质结核

等
。

层理类型多
,

特征的是反映强水动力
和单向水流的交错层理

,

如大型槽状交错层
、

板状交错层
、

平行层理
、

逆行砂波层理
。

可以划分出两种极端的河流类型 —辫

状河与曲流河
。

辫状河的特征是河道宽而浅
、

坡降陡
、

流速急
、

水的流量变化大
、

河道不

稳定
、

水流不断分叉与会合
、

以下切侵蚀作

用为主
、

心滩发育
、

边滩不发育
、

很少或不

发育河漫滩
、

沉积物以粗屑者为常见
。

曲流

河的特征是河道窄而深
、

坡降陡
、

流速缓
、

水的流量变化小
、

河道稳定
、

侧 向 侵 蚀为
主

、

在凸岸发育边滩
、

心滩不发育
、

河漫滩

很发育
、

沉积物中粉砂和泥的百分比高
。

曲
流河与辫状河之间存在过渡类型

,

如低弯度

、、欲芝生二 ,

曲流河相棋式 娜状河相棋式

河
。

古代冲积岩层中区别曲流河流相与辫状

河流相的标志如表 所列 参见图
。

表

一
一

上 ⋯一产一兰工
‘

·

冲积旋回 中 , 上部旋回 ⋯‘
·

上部旋回的粉砂泥岩薄

的粉 砂泥 岩较厚
·

下部旋回的砂岩 呈板状
·

砂岩 呈透锐状

产状 ⋯
轰 提岸沉权发育 ⋯”

·

堤岸沉积不发 育

大组板状交错层为特征一 大皿栩状 交错 层
、

平 行

丧示 流向的文错层倾向

分散

层理

表示流向 的交 错 层 倾向

集 中
’

湖 泊 相 模 式

通常指的是淡水湖泊相
,

大型的淡水湖

与潮汐作用弱的海洋在动力条件上颇多相似

之处 , 也有波浪作用和湖流作用
。

非常巨大

的湖泊中
,

也可有潮汐作用
。

在湖缘地区 ,

沉积作用集中在河口 附近
,

可形成三角洲
。

因无潮汐作用 ,

波浪作用弱 ,
故以河流能为

主
。

由于注人的河水与湖水的比重相若
,

所

以
,

带入湖中的泥砂堆积速度快
。

三角洲前
缘的坡度可达休止角

,

称之为吉尔伯特型三

角洲
。

在河口 以外的地方
,

波浪的作用可形

成湖滩
、

砂咀
、

砂堤
。

它们与海成的类似物的

区别
,

是分选性与成熟度均差
,

这是由于波
浪能弱的缘故

。

在地形起伏大的地区 ,

冲积

扇可直接形成于湖内
,

冲积扇末端的陡坡可

达休止角
。

整个层序可 以是被冲积扇覆盖的

具有陡前缘斜坡的吉尔伯特型三角洲
。

湖泊的深水区可沉积悬浮的细屑物质
,

也可有浊流沉积和底流沉积
。

在寒冷地区和

季候风气候区
,

可有纹层状湖底沉积
,

属季

节层沉积
。

湖泊中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沉积 包括豆状

铁质沉积
、

硅藻土
、 。 、

铁锰结核
、

核

形石
、

蒸发盐矿物
、

沸石
、

隧石等
。

它们的形

成与水化学
、

泄水类型及气候有密切关系
。

古代地层中的湖泊相的鉴别特 皿二如下

平面上亚相的分布有一定顺序
。

大的



沉积盆地中
,

由边缘到中心
,

可依次出现

冲积扇一河流相一三角洲一滨湖相一浅湖相

一深湖相
。

剖面上具旋回性
, 例如我国松辽盆地

白至系青山口 组滨浅湖相
, 由泥岩

、

粉一细

砂岩
、

生物灰岩组成的小旋回
,

厚 一

米
。

含特有的淡水生物化 石
,

如 淡 水鱼

类
。

深湖相位于浪基面以下
,

沉积物为泥

质
,

具水平层理
。

半深湖相位 于 浪 基 面附

近
,

或在浪基面以下兼有湖流作用
,

粉砂质

一泥质沉积中有小型交错层
、

水平层理和生

物扰动构造
。

浅湖相位于浪基面以上
,

粉砂

质沉积中上叠砂纹交错层理发育
,

而滨湖砂

中则具有冲刷构造
、

双向交错层
、

泥裂
、

雨

痕等构造
。

深湖和浅湖相砂体一般为毯状或长形

板状 受构造控制
,

滨湖砂体呈带状
。

深

湖浊流沉积为扇状
。

特殊的岩性 生物灰岩
、

油页岩
、

碳

质页岩等
、

矿物 某些粘土矿物 和地球

化学
、

比值等 指 标
,

亦 可

作为辅助的鉴别标志
。

碳酸盐沉积相模式

碳酸盐岩石中最重要的类型是石灰岩
、

白云岩和含陆源物质的陆源一石灰岩
。

组成
石灰岩的原生结构要素为颗粒 包括生物

、

鲡粒
、

内碎屑
、

球粒
、

、

灰 泥 和 淀 晶方解

石
。

岩石中颗粒与灰泥的相对含量
,

可以说

明形成时的能量条件 水 动 力 强 弱 , 因

之
,

可以作为岩石成因分类与环境分析的基
石出

。

直接由水中析出并 沉 淀 的 “原 生 ” 或
“ 同生 ” 白云岩是否存在

,

目前尚有争论
。

至于白云岩的准同生成因
、

成 岩 或 后生成

因
,

则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

然而由于准

同生和成岩白云岩亦在特定条件下形成
,

因

之 , 对分析环境也有意义
。

由于碳酸盐物质的沉淀
,

要求一定的饱

和度
,

水中溶解的 要少
,

所以大量碳酸

盐主要堆积在温暖
、

清洁 无或很少泥砂注

人 的浅水环境
。

由于在自然界
,

最能满足

这种条件的首先是具有宽广陆棚的陆表海
,

因之它被大片碳酸盐沉积覆盖后
,

衫成谈酸

盐台地
。

古代碳酸盐岩的沉积环境
,

是对于现代

碳酸盐沉积物的形成环境有了较多的了解之

后
,

才可能有较深入的认识的
。

现代碳酸盐

沉积研究得最好的有巴哈马台地
、

波斯湾等

地区
。

巴哈马碳酸盐台地位于 拉 丁 美 洲北

部
,

是一个远离大陆的
、

孤立于深水海洋中

的
、

又为深海峡分隔的浅水碳酸盐台地
。

安

德鲁斯岛是许多岛屿中最大的一个
。

在安德

鲁斯岛以东 迎风一侧 形成珊瑚藻礁
,

再

向东是一深人台地内的深水洋舌
,

其中潮汐
作用强

,

形成蛹粒砂坝
。

礁与安德鲁斯岛之

间是泻湖
,

沉积了介屑和粪球粒
。

安德鲁斯

岛的两侧是一个广阔的潮坪
, 主要沉积灰泥

和球粒
。

在潮上带发育了 白 云 岩 化
。

再向
西 ,

是一广阔的浅水局限海
,

再向西到台地

西缘
,

由于潮汐作用强
,

形成由缅粒和生物

颗粒组成的摊 图
。

在波斯湾的卡塔尔地区
,

海底沉积物的

分带 粒度
、

圆度
、

分选性
,

与潮汐作用

强度
、

水深
、

水动力条件以及生物的关系十

分密切
。

在阿布札比地区
,

由于有一系列障

壁岛
,

故形成泥坪
、

红树林 与 砂 坝 的复合

体
。

岛之间是潮汐通道
,

海 水 由 此 进人泻

湖
。

低潮时
,

湖底常露出水面
,

泻湖中沉积

了粪球粒和文石泥 , 潮间带广 泛 发 育 藻席

藻叠层石 , 可延至潮 上带
。

潮上带堆积

着正在进行白云化的文石泥和石膏
,

即所谓

的 “ 萨勃哈 ”

—潮上盐碱地
。

年代以来 , 沉积学者根据对现代碳酸

盐地区的研究资料
,

捉出一 些碳酸盐 相

环境模式
。

杨等 所捉出的潮汐作用

相带模式分出四个相带
,

潮上带由白云岩
、

白云 质泥晶灰岩
、

球粒泥晶灰者组成
,

有鸟

眼
、 一

卜裂
、

藻纹层构造和石膏铸模
。

潮间带

的沉积常被改造和再沉积 如内碎屑沉积 ,

女心台斯岛
瑚

嫌

图 巴哈马 台地现代碳服 盆沉 积的 分布



台地热发岩局限台池生生生 浅浅

物物物 滩滩

礁礁礁 砂砂

协坡

儿勺 协

广海陆棚
补︸盆地

厂瓤厂爹二穿习
、

兰薰圣护
。

图 威尔逊的理想碳酸盐

标准相带示意图

有冲刷沟槽
、

虫孔
、

藻叠层 石
、

泥 裂 等构

造
。

潮下高能带沉积了无灰泥的内碎屑灰岩

或介屑灰岩
,

有交错层
。

潮下低能带主要沉

积了灰泥物质
,

由于轻微冲刷
,

可有少量介
屑淀晶灰岩

。

还有由生物泥晶灰岩与粘结岩

组成的局部的生物丘
。

威尔逊 了 提出的理想标准相带模

式 图 共分出九个相带 盆地相 细

屑岩 , 广海陆棚相 生物仄泥岩等 , 斜

坡脚相 碎屑流沉积
、

灰泥丘 , 台地前缘

斜坡相 滑塌砾灰岩 , 台地边 缘 生 物 礁

相 骨架礁
、

粘结岩
、

障积岩 , 台地边缘

浅摊砂相 障壁岛及浅摊 的 砂 纳
、

内 碎

屑
、

介屑 灰岩 , 开阔台地相 生物灰泥

岩
、

粒泥岩
。

藻灰结核灰 粒 泥岩 , 局
‘

限台地相 潮坪和藻坪的 白云化叠层石灰泥

岩
、

球粒纹层灰泥岩
、

通道中的颗粒淀晶灰

岩 台地蒸发岩相 结核状硬石膏
、

纹层

状泥晶白云岩
。 ·

除研究较成熟的 上述浅水碳酸盐台地相

模式而外
,

近年来对于深水碳酸盐和一些非

海相碳酸盐沉积
,

也做了不少工作
。

沉积相与层控矿床

层状矿
一

床与层控矿床均赋存于一定地层

层位之内
, 层状矿床的矿体沿层延伸

,

层控

矿床的矿体叨过层理 呈 “ 热液 ” 产状
。

近年来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
,

许多层控矿床

都是在沉积演化过程中富集起来的
,

成矿作

用与岩浆活动
、

火山喷发及变质作用无关
。

它只与沉积作用带的成岩作用
、

后生作用和

表生成岩作用有关
。

力〔积演化各阶段均可形成矿沫
,

同生沉

积期的新生堆积物 枯表一定的 时 间 地 层单

位
,

成岩期形成物主要是本层物质重新分配

组合而成
。

故此两阶段富集起来的矿床既有
一定层位控制

,

矿体又沿层理方向延伸
,

因

之多形成层状矿床
。

后生期和表生成岩期形

成物的形成作用中
,

因有外来物质加人
,

其

聚集堆积受外部因素 如构造因素 影响很

大
。

故矿质堆积体虽可有一定层位控制
,

但

矿体木身是任意延伸 可与层理相交切
,

而且矿体本身亦作 “ 热液” 产状 如交代
、

役染
、

囊状
、

脉状等
,

因之多形成层控矿

床
。

矿质的富集常通过掺合与分 异 作 用 完

成
,

沉积作用圈内存在着风化分异
、

同生期
的沉积分异及沉积物埋藏后的沉积期后分异

作用
。

对于层控矿床的形成来说
,

应更强调

沉积期后分异作用
。

这是因为 与同生期相

比 作用的时间长 , 更易出现有利矿

质富集的长期稳定的物理化 学 平 衡 条件 ,

陆源区或矿源层可长期不断 供 给 成 矿物
质 , 生物埋藏后经分解而形成硫族物质

,

这是造成硫化物矿床所必不可少的
。

同生期形成的层状矿床受岩相 环境

控制
,

是很容易理解的
。

近年来
,

大量的研

究表明
,

成岩一后生一表生成岩矿床虽系沉
积埋藏后才富集成矿的

,

但它也受岩相 原
生沉积环境 控制

。

其原因是一定的古地理
环境及岩相可造成一种沉积障壁和地球化学

障壁
,

它们所起的作用是

在局限性沉积环境中造成一种沉积障

壁 潮坪
、

泻湖
、

生物礁
、

滩
、

海湾及湖湾
等 , 在受障壁的局限或半局限水体中

,

金

属均不会扩散
,

而要发生浓集
, 遂至形成背

景值高的矿源层
。

形成硫化物矿床的重要组

分 —硫
,

也是特定岩相的生物 如潮坪上
的藻席 的分解产物

。

某些高盐度的含矿溶液的形成
,

可能

与蒸发岩系有关
,

促使含矿溶液进行流动的

动力梯度乃是一定岩相的特征
。

如潮上带的

蒸发泵作用
、

古地形造成的地下水水头
、

快

速堆积带所造成的超孔隙压力等
。

。

一定的岩相在沉积演化的不同阶段
,

可在层系的一定部位形成某种性质的地球化

学阵壁系统
,

它决定了某些 物 理 化 学参数

五
、

等 的空间变化
,

这是含 矿溶液

中矿质迸行沉淀和分异的必要杀件
。

要使金属能在长时间内进行富集
,

必

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矿化条件
,

而后者是与



·

一
稳定的岩相环境相对应的

,

它 意 味 着古地

理
、

古水文
、

古构造状况的稳定
。

形成 金 属硫 化物 矿床 的萨勃 哈模 式
,

能很好地说明上述结论的

正确恻
一 ,

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 图

在萨勃哈地带
,

大陆地下水因有一 水头
,

可把金属携至 次处 , 由于蒸发率高
,

使 含

金属地下水向地表流动 , 由于藻席埋藏 以

后的分解
,

一方面可提供足够的硫族物质

另一方面可产生一有利于金属沉淀的还原的

物化条件
、

梯度
,

促使金属硫化

物在此地带富集 持续不断的萨勃哈和潮

间带的沉积作用
,

造成一长期稳定的矿化条

件
。

因之
,

在很长的地质时间间隔内
,

不断

蒸 、

攀奈髯
人 片弓

、

山

图 金属硫化物矿床形成的

萨勃哈模式图

这个模式清楚地说明了原
‘ 一

积沉环境或

岩相
,

为什么可以影啊到积沉期后的金属矿

床的矿化富集问题
。

除了与潮坪一萨勃哈有

关的矿化而外
,

自然界还见到与冲积相有关

的
、

与生物礁有关的以及
一

与湖沼 丫犷关的成兴

一后生的矿化作用
,

其富 ’ 的机理 从木上符

合 述的原则
。

冶 金 电 法 勘 探 会 议 简 讯

年 月 日 , 中国金属学会地质学术妥员会

物探学组和冶金 部物探公司在北京联合召开 了 冶金电法勘

探经脸交流和讨论会
。

参加会议的有生产
、

科研
、

教学等

方面的代衷共筋人
。

会议收到电法找矿经验
、

科 研论文共

篇
,

其中在会议上 宣读 的有 篇
。

物探公司副经理
、

物探学组组长王 继伦同志主持了这

次会议
。

冶金部地质局地质处处长姚培慧同志
,

金属学会

地质学术委员会负责人
、

北京冶金地质研究所副所长马力

周志等出席了会议 ,

并就当前有关电法勘探的问题做了报

告

在分组讨论时
,

与会代表回顺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应用 电法直接和间接找矿 , 在 云南
、

吉林等省都取得了很

好 的地质效果
。

后来有一 个时期
,

受 “ 以 钢 为 纲 ” 的影

响
,

过份地强调 了 磁法寻找富铁矿
,

加上人 员调走
、

设备

不 齐等某些其他原 因
,

致使 电法工作蚤大减
,

甚至 中断
。

尽管如此 , 在黑龙江 的吴努克头 山 , 在辽 宁的望宝 山和 肖

家营子 , 以及陕西
、

广西等省 区 用 电法找到了有色金

属矿 , 另外在 山东用 电法 圈定蚀变带并找到 了金矿
。

在贵

州
、

甘索
、

内蒙等省 区 电法亦取得了好的地质效果
。

在解决某些特定的地质任务 以及 寻我地下水方 面 ,

都获得

一些显著的成效
。

代 表们认为
, 电法勘探是大有可为的

,

是 寻找有色金属和黄金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

近年来在 电法勘探科研方面 , 也取得 良好进展 , 解决

了找矿 中某些 急待解决的间题 例如地形改正
、

清除激电

的感应辐合等
。

激电和 电磁法仪器的研制也取得了大的

进展
,

另 外还开展 了参数侧定和 电异常区分间题的研究
。

航空和地面过彼场法的研究也在积极进行
, 为全面更好地

推广电法劫探创造条件
。

与会代表提出 ,
要振兴 电法

,

端正 认识 ,
实事求是

地进行调查
, 迅 速采取有效措施

,

在 增加工 作 皿的同

时
,

提高工作质谙
,
充分发挥 电法在地质找矿 中的应 有作

用

为此 建议

希望各级领导加强对 电法工作的领导
, 重视和 支持

电法工作
,

认真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

因地制宜地大力开展各类 电法的 普查找矿工作
。

迅

速推广地面 电磁法 ,
并争取在 两三年内完成航空 电法仪器

的研制 , 交付找矿部门使用
。

积极开 展井 中电测
,

做 到 空

中
、

地面
、

地下都展开 电法工作
,

更大地发挥它的作用
。

适当进 口 一 批适于 我 国条件的仪器 , 满足当前的 急

需
。

但仍要 立 足子 国 内
,

加强对仪器研制 工作 的领导 , 改

变 目前的落后局面
。

过去进 口 的仪器要 充分发挥作用 , 现

有国产仪器 的检修和 维护也要搞好
。

充实电法 的科研力量 , 要 求以解 决当前实践中遇到

的带普遍性的关健 间题为主要科研 目标
。

分期分敬培训 电法技术骨干
。

通过这次会议 , 统一了认识 ,

找出了存在的问题 , 明

确了主攻方向
。

相信在各级领导的关心 和支持下 ,

广大电

法工作者振奋精神
,

努力工作
,

电法勘探必 将振兴 , 也 一

定能为寻找更 多的矿产资源作出贡献
。

阎立光 丘 荣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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