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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形石雏形一

一弥散粒

—
以天津蓟县雾迷山组为例

赵
挂仁

护

辰二

(中国地质 科学 院 天津地 质袱 产研究所
,

戈津 )

`

提要 本文 首次报道 了天津蓟县中元
一

占宇雾迷山组 核形毛 的演化系列
.

依据雾迷山组的相序
,

辨释

了它纵 向序列的旋 (韵 ) 律沉积特证
,

进而筛析 了此中孩形石的成生
、

发育个 过程
、

遂件以 汰出核 形石的

雏形一

一弥散粒
.

从核形石发育的各个时期看
、

续
’

1
一

成环境
.

特别是水
.

动力势态
.

有着
.

不 }研强度的能量

关键词 弥散粒 核形石的演化系列 纵向序列的旋 亡韵 ) 洋沉积 蓟县雾迷山组相序

作者简介
、

赵震 男 57 岁 副研究员 、尤积学 及斌相占地理学

天津市蓟县 中元占宇雾迷 山组基本 上是 由生物 白云岩组成
,

对 i亥组厚达 3 k m 的地层

通过野外实测剖面
、

室 内岩石薄片及岩屑电镜扫描的微观研究
,

叮以清楚地看到核形石的演

化
、

发育全过程
,

而核形石的雏形
-

一弥散粒
, `

它的州司样式和包壳特征同样能够反映出不

同的形成条件
.

如若把从其初期的形成体弥散粒至 发育成为最终产物的核形石作为一个整体

系列看待的话
,

则其生成环境当不限于沉积介质为动荡
、

车交低能的势态
,

它既可以发育 f 户
水高能

、

间歇性强搅动的水体中
,

也能生成于浅水低能
、

间歇性弱搅动的沉积环境以及连续

性搅
`

动的较深水体内
.

碳酸盐岩中常见的核形石
,

其英文原名是 O n
句 ilt 。 ,

也有人泽为藻灰结核
.

由于它是萍

类等包壳的颗粒
,

故也可 能称之 为藻类增
一

长颗粒 (川 iig j 况 cl ℃ tio n al’ y g ar , n)
.

据 沃尔 夫

(W
( ) If

,

K
.

H
.

,

19 6 0 ) 及莱顿 ( I
曰 e ig h t o n

,

M
.

W
,

19 6 2 ) 等分类
,

将其归 属为包粒 ( C o a t

gr ia n ) 的一种
.

一般认为
,

它常是由蓝藻快速发 育
、

繁殖
,

坪作同心状生成而成
.

但其
`

川戊

起始是何状态? 发如何演化
、

发育成为完整的核形石 ? 至今尚鲜有实例报道
.

笔者在大津 市

蓟县对中
、 _

匕元古宇野外地质考查时
,

于雾迷 山组 内见到 了核形石 由孕育初期的雏形物一一
弥散粒

,

逐渐演化
、

递变为完整的包壳颗粒
- -

一核汗灯了的地质剖面
,

,

兹记述如 卜

一
、

地质概况

天津市蓟县中
、

上元古宇地质剖面弛名中外
,

是我国中
、

晚元古宙层型 i听在地
,

位处燕

山 f
一

尸部天津市区的北隅 (图 日
.

该区地层出露完整连续
,

尤其是雾迷 山组很大一部分沿着公路切壁裸露
,

为一极其理想

的地质观察研究场所
.

整个层型 厚近 g k m
,

而雾迷山组 即达 3k m
.

几 为整 个刹 面厚度的

1 / 3
,

它基本上是 由碳酸盐 岩构成 (图 2 )
.

从岩 石类塑
、

组构特征
、

沉积构造及藻类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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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毛
`

已岩子
;

物沉积体看
,

清楚地 显示 出
一

J
’

潮汐作用 的特

征
,

其产物受着宽广平坦的台地所制约
,

犷
、

石

纵向序列
_

匕巨有着旋 (韵 ) 律性组合
,

仁体是

一颇具特色的潮坪沉积产物
,

总括显示 门句卜

变浅的层序
.

二
、

雾迷山组纵向序列

.皿口

图 2 蓟县中晚元古宙岩性柱状图

F i g
.

2 M id d l--e U P Pe r P r o t e r o z o i e

e o l u m n o f j i x i a n C o u n t y

蓟县雾迷山组以原生 白云岩最为发育
,

片

常伴生 了形态繁多的硅岩
,

碎屑岩偶有 出露
,

据笔者 19 77 年野外实测剖面计算
,

总厚度叮

达 30 0 9
.

9m
,

岩石类型组成百分比是
:
碳酸欲

’

岩 89
.

7%
,

硅岩 10 %
,

碎屑岩 .0 3%
,

泥质兴

微量
.

上述岩类在雾迷 L自组纵向序列 中
,

表现着

由海时至海退的相序
,

并且组成了不同级次的

旋律层和韵律层
, ,

如若把蓟县 中
、

仁元古宇看

成是一个完整的一级旋律层的话
,

则雾迷山组

即是它的次级组成一一二级旋律层
,

而它又 . ` I

以划分为三个王级旋律层
,

相当于雾迷 山组的三个岩性段
.

每一个段又能再分成为若干个次

一 级的一级韵律层
,

它又可由更次 一级的二级韵律层所组成
,

而其中最常见
、

最基本的韵律

单元是厚达 3一 sm 上下 的三级韵律层
,

拟称之为
“

基本韵律层
” ,

它是宏观上构成地层柱 山

的最小的单少乙
.

上述各级次的旋 (韵.) 律层
,

互相套叠在一起
:

每一个不 同级次的旋 (韵 ) 律层
,

从地

层柱状剖面上看
,

表征出了类似特性的岩石
、

生物及岩石中的沉积形象等均是以螺旋式的规

律重复表露着
.

每一 层段寓示 了若干既定层位的信息
,

各有其大致赋含的内容
`

各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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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霭酥不薪蕃骊真清是地岩层接触突变界限
,

从而得以辩认出构成岩石地层中

的旋 (韵 ) 律单元
,

据以划分不同级次的旋 (韵 ) 律层 (图 3
,

表
·

1)
.

表 1 界迷山组荟本韵体层斌存特征简况

T a ble 1 F ea t u er s o r t h e b a s io yrH
t hm i it c m o d e l o f w 、

lmr hs
a n F o mr ; t io n

该该该
岩 性性 颜色色 沉积形象象 藻类沉积积 厚厚 沉积相带带

加加加加加加加m )))))

顶顶 层层 硅岩
、

砂砾屑 云岩岩 灰黑
、

...

泥裂
、

岩盐仿晶晶 /// 5一 1000 潮 上一潮间间

上上 层层 含硅质条带带 黑灰灰 浪成大波痕痕 锥
.

柱叠层石
,,

5 0一 2 0 000 潮间下下

细细细晶一泥晶云岩岩岩 板状砾岩岩 核形石石石石

中中 层层 弥散粒云岩岩 深灰灰 浪成砂纹纹 弥散粒粒 3 0一 3 0 000 浅潮下下

下下 层层 富沥青硅质质 灰灰 水流波痕
、

雨痕痕 波穿叠层石
,,

3 {卜 2 0 000 潮间间

条条条带细晶云岩岩岩岩 弥散粒粒粒粒

底底 层层 球粒状云岩
、、

浅灰灰 水流小波痕
,,

层纹石石 10一 15000 潮间上上

一一一 、

砂砾屑云岩岩岩 冲刷槽模模模模模

口臼网田硒

厂而气
下千

`

五夕厂
维 上

〔口
6

匿1 1 1

l曰 了
困

12

巨口 8

l还 l ”

l工 1 1 t

1
.

黑色硅岩及砾屑灰岩 之灰色硅质条纹一条带灰岩 3
.

深灰色弥散粒 云岩及核形石云岩 .4盛层石 云岩
·

3
.

富沥青吹

灰黑色硅质云岩

.9 深灰色肠粒云岩

6 灰色页片状含粉砂球粒状云岩 7
.

灰色含陆屑的砂
、

砾屑 云岩 8 灰色白云质砾屑泥晶云岩

10
.

浅灰色白云质石英砂岩 n
.

灰色竹叶状砾屑灰岩 12
.

灰色含砂及硅质的白云岩泥晶灰岩

雾迷山组沉积旋 (韵 ) 律柱状图

i o n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hr y t h m o f w u m i s h a n F o

rm
a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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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迷山组旋律层及韵律层的组构
,

根据野外地表观测统计
,

总共约达 4 30 多个三级韵律

层 (基本韵律层 )
,

由它们组成了不同数目更高级次的旋 (韵 ) 律层 (表 2 )
.

排迷山组旋 (韵 ) 律层组构

T a b le

表 2

T h e t’a b r ie o f sP ir a l ( R h y th m )
o f W u m is h a n F o

确
a t i o n

几几级旋律层层 三级旋伟层层 一级韵律层层
一级韵律层层

生生生 lllllll
止 .不 , A 了、、

!!!!!!! jjj ` 666 到土 1 峥呀,,

((((( 几段 )))))))))

1111111111111

炭炭炭 乙段 ))) 333 2 2 ;;;

{{{{{{{{{{{

三
、

核形石的层位

上述碳酸盐岩
,

尤其是 白云岩
,

主要均为原生的生物白云岩
,

此中的真核生物
、

原核生

物已曾作过多次报道 (张鹏远
,

19 80
,

19 8 4 ; 刘志礼
,

19 8;2 )
,

由藻类生物参与所成的自云

可见藻类遗迹
,

宏观则呈现出不同样式的叠层石或为其变态
,

现依据藻类集合体沉积状

样式及充填物等等的特征 (朱士兴
,

19 78 ; 邢玉盛
,

19 85 ; W at er
,

19 7 6) 可将其划分

岩况为

1
.

层纹状盛层石主要见 于韵律层的底层及下层最下部
,

由密度不同的层 (波 ) 纹组成

2
.

弯状要层石主要 出现于韵律层的 F层
,

多呈岩礁体产出
.

.3 柱
、

锥状至层石矮柱状见于韵律层的下层
,

长柱状 及锥状见于韵律层的上层
,

常为礁

状体 z
、女二 ; l备

.

.4 球状登层石一州核形石主要 见于韵律层的上层
,

而它的雏形一一弥散粒
,

则分别发 育

j
几

韵律层的 卜
、

中
、 _

卜层
.

卜层的弥散粒形体小而边缘不清晰 (图版 工
,

r ) ; 中层的弥散粒
一

般比相邻的 卜层内的弥散粒度大并且
.

渐具明显的周界 (图版 I
,

2) ; 上层则是多填积于锥

状朴层 {l 的基本层内 (图版 I
,

3、 其体态近椭圆形
,

弥散粒的长轴平行于基本层的层理
,

或 址不 j与匀的聚积 上岩层内
,

但多数仍依稀见到递变状
.

弥散粒实际上是
一

种藻团粒
,

在蓟县雾迷山组中
,

由 于它具有着特殊的形态
、

组构 ( !钊

版 i
,

4 )
,

井且尚可见到它逐渐演化为核形石 (图版 I
,

5 )
,

故暂拟命名为
“

弥散粒
” ,

把它

视为核形石发育成形之前的雏形体
.

宏观上看
,

是一些褐黑色有机质物及泥晶白云石组成近

似球粒状的
、

大小不等的颗粒
,

或填充于锥状叠层石的基本层内
,

或有规律地聚积岩石内

起始
,

只是 一 些棕黑色粒状体
,

与围岩界限不清
,

似是漂浮
、

弥散 于基体之中
,

随着层位的

抬 升
,

此种棕黑色粒状体渐增 大
,

与围岩界限趋于清晰
,

显微镜 下具放射性组构
.

故弥散粒

涪隐具放射纹
、

边界逐渐消失于围岩中的略具包壳层的一种有机物粒状聚积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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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散粒的层位
,

从一个基本韵律层看
,

主要是见于上层
、

中层及下层
.

在较高级次的韵

律层或旋律层内
,

也大体如是
.

于雾迷山组的纵向序列及相序内
,

由弥散粒至核形石演化的

具体产状是 (图 4) :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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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3

园

1
.

不同粒径的弥散粒 .2不同粒径隐具包壳的弥散粒 3
.

不 同粒径的核 形石 .4 填积 了弥散粒的锥状叠层石

图 4 雾迷山组弥散粒一核形石纵向序列分布图

F i g
.

4 T h e v e r ti e a l s e q u e n e e o f d i s Pe r s a l g r a i n一 o n e o l i t̀ , o f w u m i s h a n F o mr
a ti o n

1
.

从二级旋律层整体看
,

由偏下部至偏上部
,

它是由粒径 o
.

s m m 左右的弥散粒
,

逐渐

递变为粒径 10 m m 的弥散粒
,

再演化为粒径 20 m m 左右的核形石
,

具有一层层完整包裸着

的壳层
,

然后形成为锥状叠层石基本层中的填积物
,

最后又变为粒径近 l m m 的小型核形石
.

2
.

在三级旋律层中
,

从下至上 :

( 1) 第一个旋律层内
,

由下部粒径 0
.

sm m 的弥散粒演化为上部填积于锥状叠层石基本

层中的椭圆形弥散粒
,

长轴平行锥状叠层石基本层的层理
,

轴长 s m m 多
.

( 2) 在第二个旋律层内
,

从下部粒径 l m m 的弥散粒演化至上部粒径 20 m m 的核形石
,

最后是填积于锥状叠层石基本层中的椭圆形弥散粒
,

长轴平行于基本层层理
,

轴长 I Om m

多
.

( 3) 在第 3 个旋律层内
,

由下部粒径 sm m 左右的弥散粒径变为粒径 l m m 左右的核形

石
,

这是垂向层序向上变浅的上部层位海退相的产物
.

3
.

在一级韵律层内
,

以第二个旋律层 (三级 ) 的中部为例
,

可见到由下部至上部弥散粒

从粒径 s m m 递变为
`

10m m 再为隐具包壳的弥散粒
,

最后至直径 20 m m 的核形石之演化系

列
,

颗粒边界也是越向上越分明
.

4
.

在二级韵律层内
,

以上述的丫级韵律层中部为例
,

同样见到了类似的演化
,

但由下至

上只
、

见到弥散粒的粒径从 s m m 至 1 s mm 的递变
,

最后演化为粒径 20 m m 的核形石
.

5
.

在基本韵律层即三级韵律层内
,

从位于上述二级韵律层的上部看
,

其下部层位是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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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m 的弥散粒
,

向上逐次加大
,

以至上部的粒径 20 m m 的核形石
.

上述变化
,

表现出了核形石 一弥散粒随着时间的推进
,

显示 出了周期性的
、

螺旋式地
、

由简单至复杂的系列式演化
.

四
、

弥散粒的组构

弥散粒宏观上是一些结晶或泥晶白云岩中的褐黑色似球粒状的颗粒
,

富含有机质
,

其长

轴大致平行层面分布
.

它与围岩界限逐渐过渡
,

似是漂浮于整个岩石块体内
、

但又趋于颗粒

状聚积
,

粒径一般在 0
.

5一2 0 m m
.

此诸弥散粒
,

能堆聚成各种形态的集合体
,

一般是大小不

等的岩礁状 弥散粒的形成具有从小到大
,

边界 由模糊变为清晰的演化特征
,

这种变化在基

本韵律层中最为醒 目
, `

·

而在较高级次的旋律层 (或韵律层 ) 内
,

同样可以显示出相似的宏观

演化特征 (图 4)
.

偏光显微镜 卜
,

按其形态
、

组构可分为 :

1
.

具放射纹状弥散粒 由泥晶白云石组成
,

可见到淡黄色有机质残迹
,

波状消光
.

略

具放射状组构的弥散粒一般为大小近似椭球一圆球形
,

或呈连续的半球形 (图版 I
,

6)

.2 具同心纹状弥散粒 多呈椭球到圆球形或连续的半球形
.

除少数外
,

一般也具有放

射纹结构
.

同心纹呈不规则的环形
,

由数层白云石或数层泥晶白云石与玉髓相 间互层构成
.

这种弥散粒的同心纹层厚薄不一
,

呈不规则的聚环形
,

它是弥散发育成熟
,

即将成为核形 石

的产物
,

是隐具包壳的弥散粒 (图版 1
,

5)
,

与发育成熟的核形石相接近
,

只是包壳
、

放射

纹等不明显而已
.

.3 豆粒状弥散粒 具有豆粒构造的弥散粒一般出现于叠层石的基本层内
,

它是由富含

有机质的泥晶泊云石质点组成的颗粒
,

近椭圆状
,

大小 比较均匀
,

其长轴平行叠层石的基本

层理 (图版 I
,

3 )
,

隐具幅射纹线
,

海退层位的地层内更为清晰
.

.4 扁叶状的弥散粒 这种弥散粒的组构类似一片树叶
,

隐具包壳纹
,

具有假
“

中轴
’ , ,

较近球状的椭圆形
,

由富含有机质的泥晶白云石组成 (图版 I
,

7)
.

电镜扫描中弥散粒均是 由一些扁平的白云石片体围旋堆积成花朵状
,

花朵中心为空洞
,

大小不一
,

其直径由几个 # m 至几十个 并m 的最常见
,

而有时又可见到由小的花朵群聚而成

复合状花朵
,

形成 了似放射状的核心 (图版 工
,

8)
.

五
、

弥散粒形态特征的环境意义

弥散粒的形成过程及其包壳的逐渐增积
,

从上述资料看
,

它明显地受到当时的沉积介质

一
一

水体动能的控制
.

结合堆积条件
,

即所处的相序及旋 (韵王律层的纵向层序位置来推

断
,

一般可以判释它所赋存的环境状况
.

从总体看
,

弥散粒是生成于潮间带至浅潮下带之间
,

从潮间带上部水体能量较低的 开

始
,

己然能够形成小的弥散粒
,

此时它位于旋 (韵 ) 律层的下部
,

与同一旋 (韵 ) 律层的中

部及上部的弥散粒相比
,

个体小与四周基本界线过渡递变
.

它宏观显褐黑色
,

弥散于 白云岩

基体之中
,

本身组构混饨一片
,

空间 上随机分布
.

循其而上
,

进升到旋 (韵 ) 律层的中部
,

弥散粒个体增大
,

其周缘界限趋 向清晰
.

在厚 0
.

5m 左右的地层内
,

垂向序列 即可显示 出弥



2期 赵 震 :

御移石雏形一一锄 ;散粒—
以天津蓟县雾迷山组为例

散粒个体下面小上面大的演化
,

从而呈现出弥散粒略具层状的排列
,

显然此时的沉积介质一

甲水体已渐趋深
, ’

转换为浅潮下的环境
,

沉积介质的动能一般为中等
.

再向上是为旋 (韵 )

律层的上部
,

此中弥散粒个体继续增大
,

其外缘界限已是截然明晰
,

内部略具放射线纹及包

壳层理
,

甚至填积于锥状叠层石的基本层 内
,

反映了它形成于水体动能较强的潮间下的强搅

动
、

间歇性场所
,

尤其是处于大的海退环境中时
,

则发育成熟为核形石 (图 4)
.

结 语

弥散粒一一核形石的雏形
,

是依据蓟县雾迷山组地层的纵向序列旋 (韵 ) 律性沉积格架

及相序中筛析出来的
.

这种核形石演化系列
,

实际上仅是陆表海潮坪沉积环境中的一种样

式
,

作者尝试着进行归纳
.

自不待言
,

核形石的萌生
、

成形
,

相信会有更多的系列
.

期待有

关专家不吝指正
,

促使作者对核形石在潮坪环境中的发育
、

演化日臻深入
.

收稿 日期
: 19 9 0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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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构造沉积学一一

沉积建造学学术讨论会

第
一

二号通知

为了推动以板块构造为基础的沉积学和建造学的研究
,

经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负会

和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会批准
,

拟定于 19 93 年 4 月召开板块构造沉积学一沉积建

造学学术讨论会
。

希望欲参加会议的各位同仁 卜 19 92 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以 卜有关方面的论 义摘

要 ( 8 0 0 字左右 ) :

1
.

板块构造沉积学
、

建造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近期在板块构造学和建造学 方面的研究成果 ;

3
.

新层序地层学 与建造学的联系和发展 ;

4
,

沉积建造 与共生矿床 ;

5
.

含油气沉积盆地分析和建造

会议召开之际
,

适逢我国沉积学先驱者之
-

一叶
一

连俊教授八 于寿辰 属时将举行有关 以; 祝

幸舌动

会议预期五天 (含一天野外考察 )
,

拟收会务费 100 元
,

食宿自理
。

参加会议的同志请将回

执与论文摘要一并寄给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地质矿产系葛铭同志

,

电话
一

2() 2 2 2 44
一 2 2比

、

邮政编码
: 10 0 083 详细日期请见第三号通知

。

会议地点 : 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