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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泅项泥盆系上统融县组中核形石

的类型及其环境意义

曾允孚 张锦泉 林文球 叶亚平
( 成都地质学院 )

广西泅顶泥盆系上统融县组 中含有 丰富的核形石
,

通过岩相剖面
,

100 多块 核形石

手标本及 50 多块核形石薄片
,

对核形石 的形态
、

纹层和核心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核形石是 由含粘液的藻类生长并捕获和粘结沉积物 围绕核心而形成的颗粒
。

核形石的形

态及纹层特征能反映它形成的条件
。

核形石不限定在动荡环境
,

如帽状
、

花瓣状核形石

形成于浅水低能间歇性弱搅动的沉积环境
。

核形石的堆积环境与形成环境可以一致
,

也

可以不一致
。

一
、

含核形石的层位及岩性特征

泅顶地区的核形石主要分布于泥盆系上统融县组第三灰岩段的下部 ( 图 1 )
。

其主要

岩性特征为灰色中厚层状微晶球粒灰岩
,

微晶枝状层孔虫灰岩
,

具有波状叠层 石及鸟眼

构造
。

明显属于泻湖一潮坪沉积环境
。

含核形石岩层厚 18 米
,

下部为核形石砂屑 灰 岩夹

有具波状叠层石的白云岩化微晶
一
亮晶球粒灰岩

。

核形石砂屑灰岩成扁平透镜状 产 出
,

可能属潮渠沉积
; 上部为核形石的球粒灰岩

,

为具鸟眼构造的球位灰岩所覆盖
,

属于潮

坪上部沉积
。

核形石的含量约 15 一 3 0 %
,

一般 由下 向上核形石有由大变小
,

由少增多的

趋势
。

由于核形石的颜色不同于基质
,

有的比基质深
,

呈灰黑 色
,

也有的比基质浅
,

呈

浅褐色
,

因此
,

野外特别容 易识别
。

核形石的大小和形状多变
、

一般直径 为 0
.

5一 2 厘

米
,

最大可达 6 5匣米
,

形状呈椭球
、

球状及不规则状
。

多数情况是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核

形石相伴生
,

椭球状的核形石没有显示出任何定向性
,

少数的核形石平行层理排列
,

这

可能是成岩作用时受到压力 的影响造成的
。

二
、

核形石的基本构造特征

1
.

纹层的类型和特征

核形石是由核心与外壳或外层二部分组成
,

而外层又是由不同的纹层构成的
,

通常

由明暗相间约纹层组成
,

即富藻层与富屑层相间
。

D a h a n a y a k e ( 1 9 7 8 ) 研 究了法国侏

罗山上侏罗统的核形石
,

将纹层分为三种
,

即泥晶纹层
、

凝块纹层和含生物纹层
。

根据

融县组 中的核形石的特点
,

通过镜下的观察
,

纹层可分为四种
:

( 1 )泥晶纹层 致密
,

由极细的泥晶组成
,

含有零星分布的微亮晶透镜体
,

纹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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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小于 1 毫米
、

颜色较暗
,

边缘也较模糊
。

( 2 )凝块状纹层 也很致密
,

但其厚度变化较大
,

一般大于 1毫米
。

由大约 1 5一 1 0。

微米的微小颗粒组成的暗带
,

这些颗粒的边缘不很清楚
,

形状成凝块状
。

凝块纹层 中常

见有 1 00 一 30 。微米大小被亮晶方解石充填的亮点
,

呈海绵状结构
。

( 3 )含生物 的纹层 主要 由藻类捕获或粘结其它生物碎屑形成的
。

这些纹层致密程

度相对较差
,

有时多孔
,

类似于凝块纹层
。

在融县组核形石中可以见到含有孔虫碎屑的

藻纹层
、

含层孔虫碎屑的藻纹层及含藻屑的藻纹层
。

( 4 )藻纹层 色较暗
,

可见到藻的丝状体
,

纹层厚 0
.

38 一 1 毫米
,

由蓝绿藻的生长

而形成的
,

边缘模糊不规则
。

在融县组中还见到少数核形石由薄板状层孔虫缠绕小的核

形石或核心而生长
,

外部又被藻纹层包绕着
,

其包壳厚度一般大于 2 毫米
。

核形石通常有二种或二种以上的纹层组合而成
,

在融县组中最常见的是泥晶纹层
、

藻纹层组合
,

及泥晶纹层
、

藻纹层
、

凝块纹层组合
,

少量的藻纹层
、

泥晶纹层
、

含生物

纹层
、

凝块纹层组合
。

泥晶纹层
、

薄纹层可以是连续的
,

也可以是不连续的
,

其它的纹

层都是不连续的
。

纹层围绕核心可以形成完整的同心纹
,

或不完整的同心纹
。

完整的同

心纹可以由连续的泥晶纹层构成
,

也可以由几种不连续的纹层联合构成完整的同心纹
。

2
。

核形石 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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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4 ) 通过扫描 电子显微镜研究了现代核形石的藻纹层
,

注意到围绕藻丝体有 4 微米

大小的晶体 (可能是方解石的存在 )
,

或代表
“

颗粒退变
” 的早期阶段

,

按 照 上 述 观

点
,

可以认为凝块纹层是藻生长 中
“
颗粒退变

”

作用形成的灰泥基质
;
可能 在 成 岩 时

期
,

藻中原来的空洞由亮晶方解石充填
,

显示出孤立的亮晶斑点
。

泥晶纹层可 以认为是

没有或少有空洞的原生藻类物质 以相同的作用形成的
。

融县组核形石中除了藻生长过程

中
“颗粒退变

”

作用形成的泥质基质以外
,

主要是藻粘结
、

捕获碳酸盐的颗粒质点形成

的
,

具有粘结的痕迹
,

可以清楚看到被粘结的球粒
,

凝块纹层都是不规则断续的纹层
。

2
.

核形石纹层及形态特征的环境意义

在核形石的形成过程中
,

纹层的生长受水体运动的控制
,

如果水体是持续运动或搅

动 的条件时
,

核形石形成连续完整的纹 层
,

特别是连续的泥晶纹层
。

不连续的不完整的

纹层往往是反映了较短暂的无搅动的时期
,

藻类在静止 的核形石颗粒上生长
。

核形石的

形态特征也反映了它形成的环境特征
:

( 1 )帽状核形石其纹层发育于核心的一侧
,

藻类

只在向光 的垂向或则向上生长
,

但都是不连续的纹层组成
。

帽状核形石在相对静止状态

下生长
,

它往往形成于弱搅动的相对平静的低能环境
。

( 2 夕椭球状核形石其纹层围绕核

心
,

成同心纹状
,

连续 的纹层形成完整包壳层或者为不连续的纹层形成完整的包壳层
,

此种核形石是在悬浮或连续的翻滚状态下生长的
,

或在不断的搅动下使核形石翻转
,

藻

类总是在 向光一侧生长包壳
,

故椭球状核形石的圆度程度较高
,

反映了它形成于连续搅

动的较高能量环境
。

( 3 )花瓣状核形石是不连续的纹层作花瓣状排列
,

花瓣间由灰泥基

质所充填
,

此种核形石在间歇性滚动状态下不均匀的生长
,

纹层由灰泥基质截切
,

反映

了它形成于间歇性搅动的低能环境
。

3
.

核形石颗粒是在沉积过程中由蕊类成因的灰质围绕核心加积形成的

它的堆积环境可与它的形成环境相一致
,

即核形石形成后就地堆 积下来
;
但也可以

不一致
,

即核形石形成后被搬运到另一种环境堆积下来
。

核形石的形成条件能够在核形

石的形态上得到反映
,

而核形石的堆积条件
,

可以从岩石类型
,

胶结特征等方面得到反

映
。

亮晶胶结的颗粒灰岩中的核形石
,

一般反映了核形石堆积在高能环境
,

如潮下高能

带及潮渠环境中
; 泥晶一微晶胶结的球粒灰岩或泥晶灰岩 中的核形石

,

反映了核 形 石堆

积在低能环境中
,

如潮间带或潮下低能带
。

广西泅顶上泥盆统融县组 中
,

椭球状 的核形

石位于微晶砂屑灰岩中
,

帽状核形石位于微晶球粒灰岩中
。

在整个含核形石的剖面中
,

帽状核形石 占整个核形石的70 %
,

剖面上由下向上帽状核形石增多
,

反映了浅水弱搅动

低能的潮坪沉积环境
,

且核形石的形成条件和堆积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
。

广西泅顶上泥盆统融县组核形石是藻类成因的
,

帽状核形石在相 对平静的状态下生

长
,

椭球状核形石是在持续的搅动状态下形成的
,

花瓣状核形石是在 间歇性搅动不均匀

的生长状态下形成的
。

根据核形石形态及纹层特征
,

反映融县组核形石形 成于浅水弱搅

动低能的环境
,

而核形石形成条件与堆积环境是一致的
。

在野斤工作期 间得到广西 周 项铅辞矿地 浏科及广西 冶全 70 地质队同逸
、

焕然的帮助
,

成都地院学生熊嘉育骆 肆

君 参加了吁外工作
,

罗中流描绘图片
,

深表感谢
。

( 收稿 日期
: 19 5 2 年 魂月 1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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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u m o s e a n d

a lg a l la m in a s u r r o u n d in g a b i o e la s t o r a n i n t r a e la s t
。

A e e o r d in g t o th 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t h e s h a p e s ,
th e y m a y b e d iv id e d in t o th e e a p -

f o r m
,

p e t a l一 f o r m a n d s u b e lliP s o id a l一 f o r m
.

T h e la m i n a e o f e a p 一 fo r m g r e w u p w a r d

5 0 a s t o p ile u p a n d th o s e o f p e t a l一 fo r m g r e w ir r e g u la r ly
.

T h e y w e r e a ll fo r m e d in to

in e o n s e e u t iv e la m in a e .

T h e la m in a e o f s u b e llip so id a l一 fo r m g r e w e o n ti n u o u s ly
.

T h e g r -

o w th o f th e la m in a e w a s e o n t r o lle d by th e m o v e m e n t o f w a t e r b o d y
.

T h e a lg a e a lw -

a y s g r e w t o w a r d s t h e s u n s hin e 。

If th e w a t e r b o d y p e r s is t e d in a g it a t io n a n d o n e o id s

t u r n e d o v e r e o n t in u o u sly
,

tli e o n e o id s fo r m e d e o n t in u o u s la m in a e .

If t he w a t e r b o d y

a g ita t e d w e a k ly a n d o n e o id s r e s t e d o r t u r n e d o v e r i n t e r m i t t e n tly
,
th e o n e o id s fo r m e d

in e o n s e e u t iv e la m in a e 。

T h u s th e o n e o id s o f e a p 一 fo r m a n d p e t a l一f o r m 下e r e f o r m e d in

th e e n v ir o n m e n t o f s ha llo w w a t e r w ith w e a k a g ita t io n a n d lo w e n e r g y
。

T h e o n e o id s

o f s u b e lliP s o ida l一 fo r m w e r e fo r m e d i n t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p e r s is te n t a g it a t io n a n d

hi g h e n e r g y
.

O n e o id s o f e a p 一 f o r m a n d p e t a l一fo r m m
a in ly o e e u r i n p e lle t a l lim e s t o n e

a n d s u b e llip s o id a l一 fo r m o n e s o e e u r in e a le a r e n it e
.

l t 1 5 s u g g e s t e d t ha t th e e n v ir o n m -

e n t o f th e fo r 皿 a t io n o f th e o n e o id s e o i n e id e d w ith th a t o f a e e u m u la t i 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