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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乐坳陷西部中石炭统

黄龙组白云岩成因探讨

余志伟
( 赣西地质调查大队综 合研究室 )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了萍乐坳陷西部中石炭统黄龙组白云岩的成因
,

着重对白云岩 的成因

类型及成因模式进行探讨
,

不同类型白云岩的岩石结构
,

构造特征具有明显的不同
,

通过镜下鉴定
、

氧

碳同位素值及微量元素—
锯的变化特征的研究

,

得出的结论是
:

白云岩属交代成因的而不是原 生 白

云岩 ; 白云岩的成因类型可划分为准同生白云岩和成岩白云岩 , 白云岩的成因模式分别为超咸水 白云

岩模式和混合水白云岩模式
。

主题词 白云岩 交代成因 氧
、

碳同位素 萍乐坳陷

作者简介 余志伟 男 29 岁 地质

笔者在萍乐坳陷内之高安
、

上高
1 、

万载
、

宜春及萍乡等地共测制了近十条微相剖面

( 图 1 )
,

经研究认为萍乐坳陷西部在中石炭世黄龙期早期为潮坪环境 , 晚期为潮坪泻

湖环境 ; 末期转变为开敞海台地环境
。

本文根据白云岩的野外观察与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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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扫描 电镜的鉴定
、

氧
、

碳同位素测定及微量元素光谱半定量分析等工作所获取的资

料
,

对黄龙组 白云岩的结构
、

构造
、

成因类型及形成 机理进行探讨
,

以求对白云岩的成

因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

一
、

黄龙组地层简述

通过剖面的观察发现
,

黄龙组 白云岩晶粒大小在纵向上呈现规律性变化
,

由上往下

晶粒变细
,

显现 出两个明显的 自然岩性段
,

即上段的细一粗晶白云岩
,

下段的泥一粉晶

白云岩
。

其岩性及沉积特征分述如下
:

1
.

上段细一粗晶白云岩

岩石 以浅灰一灰色为主
,

次为深灰色
,

中一厚层状
,

风化表面呈刀砍纹
,

质坚硬
,

断面粗糙
,

由晶粒粗大的白云石组成
。

岩石中夹少量斑块状及蠕虫状灰岩残余 (剖面顶

部 )
,

其中生物较多
。

白云岩中生物化石稀少
,

含量 1 %左右
。

沉积特征亦少见
,

偶见

由晶粒差异形成的水平层理及水平虫孔
。

见泥晶白云岩残块
,

并夹泥一粉晶白云岩及层

纹石 白云岩不规则薄层
,

其中干缩
、

干裂及鸟眼构造发育
。

沉积环境表现为以潮坪泻湖

为特征
。

2
.

下段泥一粉晶白云岩

深灰一灰色
,

少数浅灰色
,

薄一厚层状
,

质纯
,

结构均一
,

成层性好
,

常伴生层纹

石 白云岩
,

生物化石较少
,

以藻类生物为主
,

偶见雌
,

海百合茎等碎屑
。

干缩
、

干裂及

鸟眼构造发育
,

具虫孔
,

局部见石膏晶体
,

膏模孔及膏溶形成的花朵状构造
。

反 映了气

候炎热
、

蒸发浓缩强烈的较浅水潮坪沉积环境
。

二
、

白云岩的结构特征

1
.

泥一粉晶白云岩

此类白云岩主要分布在剖面下部
。

白云石晶粒一般在 < 。
.

01 一。
.

l m m
,

镜 下 呈 混

浊灰色
,

白云石含量> 95 %
,

在扫描电镜中
,

白云石呈它形粒状结构
,

晶粒 小
,

结 构

差
,

为早期交代高镁卤水下沉积的文石质灰泥所形成的白云石
,

具有结晶速度快
、

晶粒

小
、

自形程度差
、

不稳定
、

易溶解等特征
。

2
.

藻泥晶白云岩

此类白云岩见于剖面下部
。

其中包括层纹石 白云岩
、

亮晶核形石 白云岩
、

亮晶藻凝

块白云岩及含藻泥晶白云岩
。

层纹石是由泥晶 白云石组成
,

扫描电镜下层纹石的纹理结

构清晰
,

纹层断续
,

微具弯曲
,

由富藻层与富屑层组成 ; 亮晶核形石 白云岩
,

核形石呈

圆
、

椭圆形
,

核心色浅晶粒较粗
,

达粉晶级
,

边缘色暗富含有机质
,

为泥晶结构
,

均 白

云石化
,

粒间为亮晶白云石胶结 ; 亮晶藻凝块白云岩
,

藻凝块呈蠕虫状
,

不规则状
,

大

小不一
,

富含有机质
,

由 < o
.

01 m m 的泥晶 白云石构成
,

粒间由亮晶 白云石充填
;
含藻

泥晶白云岩由藻与泥晶 白云石组成
,

藻含量较少
, 5 一 30 %不等

,

零星分布在泥晶白云

岩中
,

局部富集形成藻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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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细一粗晶白云岩

分布于剖面上部
,

此类岩石晶粒大小在 0
.

1一 1 m m
,

局部见不等粒白云岩 及 泥 晶

( 层纹石 ) 白云岩不 规则条带
,

剖面顶部可见 巨晶 白云岩
。

镜下观察白云岩晶粒粗大
,

晶形较好
,

并见雾心亮边白云石和环带白云石
,

尤其是细晶白云岩中雾心亮边 白云石更

为发育
。

扫描电镜下呈板状一菱面体型晶体
,

具有从稀释的溶液中缓慢结晶
,

形成较大

的
、

有序度较高的白云石晶体的特点
。

三
、

白云岩的成因类型

( 一 ) 准同生白云岩
1

.

这类白云岩常见的岩石 类型有泥晶 白云岩
、

粉晶 白云岩
、

层纹石白云岩
、

藻泥

晶 白云岩
、

干缩
、

干裂溶蚀角砾 白云岩等
。

主要分布在黄龙组下部
,

上部也可 见 及 残

余
。

2
.

组成 白云岩的白云石晶粒细
,

泥一粉晶结构
,

它形粒状
,

结构均一
,

具有超咸

水环境中快速成岩的特点
,

反映了海水蒸发
、

浓缩强烈的潮坪环境的特点
。

3
.

由于海水盐度偏高
,

抑制了正常生物群的繁衍生长
,

岩石中很少见及 生 物 化

石
,

主要发育广盐度的藻类生物
,

以层纹石
、

核形石
、

凝块石
、

藻席及藻丘等 形 态 出

现
,

其 中具较多由藻腐烂形成的鸟眼构造
。

4
.

在上高甘家
、

高安鸡公岭
、

万载牛头坳等地见较多的膏模孔及花朵状构造
,

偶

见个别石膏晶体
,

它们指示干燥炎热
,

海水咸化的潮上带特征
。

5
.

白云石化过程表现为快速结晶成岩的特点
,

对生物结构及沉积构造破 坏 不 明

显
,

荃本保持原始沉积的结构
、

构造特征
。

(二 ) 成岩白云岩
1

.

此类白云岩的主要岩石类型有细晶 白云岩
、

中晶白云岩
、

粗晶 自云岩
,

局部地

方可见巨晶白云岩及不等粒白云岩
,

夹泥晶 (层纹石 ) 白云岩不规则条带
。

白云石晶粒

粗大
,

细一粗晶结构
,

晶粒自形程度较好
,

呈板状一菱面体型
,

具结晶缓慢
、

结构稳定

的混合水白云岩的特征
。

2
.

在白云岩中普遍发育的雾心亮边白云石及少数环带白云石
,

是成岩白云岩的重

要标志
。

Si b le y认为在白云石晶体中常 出现中心不清楚 ( 雾心 ) 和边缘清楚 ( 亮边 ) 的

现象
,

是由于成岩孔隙流体与淡水的混合作用影响有关
。

Fol k也曾对白云石的雾 心 亮

边现象进行了详细地研究
,

认为原先在超咸水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结晶速度快
、

结构差
,

不稳定的准同生白云石在埋深成岩过程中
,

进入淡水运移带
,

岩石孔隙中的超咸水与地

下淡水混合
,

有利白云石的生成
,

故围绕原先形成的白云石晶核四周生长
,

形成比较干

净明亮的白云石附晶
,

即雾心亮边白云石
。

它们不仅是变盐 (超咸环境向淡化环境变迁 )

环境中特有的产物
,

而且反映了两个不同阶段 ( 准同生
、

成岩 ) 形成白云岩的 组 合 特

征
。

3
.

靠近剖面顶部的白云岩中
,

则见灰岩残留斑块
,

大小不等
,

形状多为 不 规 则

状
,

大致顺层分布
,

白云岩与灰岩残留体接触关系为渐变过渡
,

在鸡公岭
、

甘家
、

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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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等剖面中的灰岩残留体中见较多的生物
,

保存较好
,

常见单个晶形完好的白云石菱形

晶体或菱形环带白云石呈星散状分布在灰岩残留体中
,

说明在成岩阶段镁质溶液在交代

灰岩时
,

由于镁质不足而导致交代不完全
。

据此认为形成这套白云岩的原岩是灰岩
。

4
.

形成这套细一粗晶 白云岩的两种原岩区别在于
:

原岩为准同生 白云岩 的 特 点

是
,

岩石中雾心亮边 白云石发育
,

可见环带白云石
,

夹泥晶 (层纹石 ) 白云岩条带
,

泥

晶白云岩残块等
,

但绝对见不到灰岩斑块
。

而原岩为灰岩的则可从 白云岩中含有灰岩斑

块
,

菱形环带白云石
,

但不存在雾心亮边白云石等特点加以证实
。

然而
,

两者所形成的

白云岩均具有混合水作用的特点
。

5
.

白云石化过程中
,

由于淡水的混合
,

溶液被稀释
,

白云石结晶缓慢
,

使得原岩

中的生物结构及沉积构造均被破坏殆尽
,

原始沉积特征基本消失
,

对判断沉积相
、

恢复

沉积环境增加一定的困难
。

四
、

白云岩中鳃含量变化特征

作为碳酸盐岩的环境指示元素银
,

在本区黄龙组白云岩中
,

不同类型的岩石中银的

含量各不相同
。

根据上高新山上
、

高安鸡公岭等剖面中银含量变化统计发现
,

黄龙组剖

面下部的泥一粉晶白云岩中惚的含量为 < 1OOp p m ,上部细一粗晶白云岩中银的含量为<

1 00 一 lo 0P p m ; 剖面顶部灰岩中德的含量则为 15 。一5 00 p p m
。

明显看出
,

灰岩中惚含量比

白云岩的要高得多
,

而且不同类型及不同成岩环境形成的白云岩银的含量也不尽相 同
。

本区黄龙组下部的泥一粉晶 白云岩具有超咸水特征的准同生 白云岩
,

上部的细一粗

晶白云岩则是在混合水作用下形成的成岩白云岩
。

前者是白云石化发生在沉积物还未固

结之前
,

处于松散
、

淤泥状态
,

沉积物中的银处于离子状态
,

未进入稳定的晶格位置
,

在白云石化过程中银离子很容易丢失
,

故岩石中的银离子较低
。

后者白云石化发生在沉

积物基本处于半固结或固结状态
,

银离子已占据相应的晶格
,

在混合水作用下发生 白云石

化
,

岩石中的惚不易丢失
。

然而
,

来自大气降水经过地表渗入地下
,

在运移过程中流经

老地层 ( 前震旦及震旦系 )
,

从中摄取大量的惚离子
,

从而提高了混合溶液中的银离子

浓度
。

正如加拿大学者研究证明
,

银从液相向固相的分离与其在液相中的浓度成正比
。

这正是细一粗晶白云岩中惚的含量比泥一粉晶 白云岩要高的原因所在
。

据此可作为判断

白云岩成因的辅助标志
。

五
、

白云岩氧
、

碳同位素特征

氧
、

碳同位素是研究 白云岩成因的一种较新的方法
。

笔者在上高甘家
、

新山上
、

万

载牛头坳
、

萍乡样溪
、

杨梅岭等地黄龙组剖面中
,

针对几种不同类型的白云岩进行氧
、

碳同位素全样测定
,

得出本区黄龙组 白云岩氧
、

碳同位素原始数据列表如下 (表 1 )
。

本区黄龙组白云岩主要富含氧和碳的重同位素
,

而且不同类型的白云岩氧
、

碳同位

素数值不同
,

随着白云岩晶粒的增粗
,
乙’ 8 0 数值 减小

,

各
‘ 3

C则 增 大 ; 反之
,

则 乙
’8 0 增

大
,
乙’ 3 C减小

。

这种规律性的变化体现在各
‘“

O上要 比乙‘ 3 C明显 得多
。

以乙’. 0 为横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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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各‘3

C为纵座标
,

将15 个白云岩氧
、

碳同位素数值作图 ( 图 2 )从图中可发现落点明

显 分 为 两 个区
,

泥一粉晶白云岩一般集中在图的左边 ; 细一粗晶白云岩散布在图的右

8 1 3 C

‘ 1
0
2

1
.

泥一粉白云岩岩 2
。

细一粗白云岩

图 2 不同类型白云岩乙’a o 各‘”C之间的关系圈

Fig Z T h e r e la tio n s p h ip b e tw e e n 乃1 8 0 a n d 6 l l C in V a r io u s t y p e s o f d o lo m iti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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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

从它们的分布特点分析
,
认为这两种白云岩具有不同的成岩环境和成因机理

。

根据盐度计算公式和温度计算公式
:

S ( 盐度 ) = 乙‘吕O ( PD B ) + 2 1
.

2 / 0
.

6 1

t (温度 ) 二 1 3
.

8 5 一 4
.

5 4 5 ‘8 0 (PD B ) + 0
.

0 4(乙‘8 0 )
“
(PD B )

分别求得
,

泥一粉晶 白云岩
: s
为 25 一29 编

,

平均27 编
, t为 32 一42 ℃

,

平均为 37 ℃
,

细

一粗晶白云岩 ; S为21 一25 编
,

平均为 23 编
, t为 42 一85 ℃

,

平均为63 ℃
。

显然以上述盐

度和温度值作为当时沉积时的古盐度和温度
,

与实际偏差较大
。

因为所求的盐度和温度

值是根据乙
‘“O换算得来

,
各‘8

0 数值的大小是随盐度的增高而加大的正比关系
,

而随 温

度的增高而减小的反 比关系
。

由于受到成岩作用的改造
,

盐度值具有普遍降低的特点
,

而随埋藏的加深
,

温度值升高
。

故不能用该盐度与温度值作为判断沉积
、

成岩时的定量

值
,

仅可依据其值的大小并结合其他特征对白云岩的成岩环境及成岩阶段作定性解释
。

泥一粉晶白云岩盐度值相对较大
,

温度低
,

更富含重的氧
、

碳同位素
,

反映具有超

咸水环境中的氧
、

碳同位素特征 ; 细一粗晶 白云岩盐度低
,

温度高
,

氧的重同位素数值

偏低
,

L a n d在总结白云岩稳定同位素 (乙‘ 8 0
、

乙‘
“
O ) 研究的情况时认为

,

在较高温度

和大气水的稀释下
,

都对轻的乙
‘。O 同位素进入固相有利

,

因此乙
‘日O偏低的白云 岩可能

受地下高温或富含
‘”

O 的地下水稀释的影响
。

六
、

白云岩成因机理探讨

萍乐坳陷西部处于九岭 (水下 ) 隆起和武功 ( 水下 ) 隆起的障壁之中
。

黄龙期
,

在

两个障壁的隔挡下
,

阻碍了坳陷内海水的正常循环
,

水体显浅
,

能量偏低
,

蒸发作用强

烈
,

属于受封闭的超咸水的局 限海台地环境
,

为本区黄龙组白云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 的

环境
。

随着沉积的发展
,

海水进退的变迁
,

反 映在各个时期的沉积环境
、

古地理面貌上

的差异
,

从而各个时期的白云岩成因机理是不同的
。

1
.

黄龙早期白云岩成因机理

黄龙早期
,

本区主要表现为水体较浅
,

能量极低
,

藻类及层纹石发育的广阔潮坪沉

积环境
。

受古地形 的限制
,

在坳陷中线出现相对较深的潮坪洼地环境
。

气 候 炎 热
、

于

燥
,

环境间歇性的暴露
,

形成众多的干缩
、

干裂及鸟眼构造
,

强烈的蒸发作用促使潮坪

地带的海水的含盐度增高
,

溶液中的钙离子大量丢失
,

而镁离子则不断富集
,

使浓盐水

中的M g / C a
比值大为提高

,

形成富镁的超咸卤水
,

这种富镁卤水由于密度增大而 直接

向潮坪环境中的沉积物渗透
,

并以镁离子置换沉积物中的钙离子
,

产生白 云 石 化 (图

3 )
,

本区黄龙组下部的泥一粉晶白云岩用此机理解释比较合适
。

2
.

黄龙晚期白云岩成因机理

黄龙晚期形成的白云岩主要为细一粗晶白云岩间或夹泥晶 ( 层纹石 ) 白云岩
。

从白

云岩的结构特征看
,

属混合水作用形成的白云岩
。

从岩相古地理环境分析
,

黄龙晚期沉积环境是在早期的潮坪及潮坪洼地的基础上
,

发育为仍保持具有潮坪特色的潮坪泻湖沉积环境
。

然而
,

坳陷南北 (水下 ) 隆起继续起

着障壁作用
,

坳陷内仍就处在受隔挡的封闭环境中
。

强烈的蒸发作用形成超咸卤水
,

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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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潮

武功
海平面

超咸水白云岩

图 3 超咸水白云岩成因模式图

F 19
.

3 T h e O r 主g in m o d e l o f u lt r a s a lt y s e a W a t e r d o lo m itit e

水下渗促使沉积物产生 白云石化
,

属准同生阶段形成的超咸水 白云岩
。

这种富含大量超

咸孔隙水的白云岩
,

在深埋成岩过程中进入淡水运移带
,

淡水与超咸孔隙水发生混合
,

溶液被稀释
,

孔隙溶液的盐度急剧下降
,

然而
,

M g / C a 比却仍保持较高
,

结果大 大降

低 了结晶速度
,

提高了白云石的 自形程度与洁净度
,

形成晶粒粗大的白云石 ( 图 4 )
。

换言之
,

这种白云岩可以认为是准同生白云岩的重结晶
,

但这里的重结晶主要不是受温

九岑 降水
潮 坪 泻 湖 武功

海平面

地下浅水

混合水白云岩

图 4 淡水
一

超咸水混合白云岩成因模式图

f
’

至9
.

4 主扩 r e s h w a t e r 一 s e a w a te r m ix i n g
.

o r ig i n m o d e l o f d o lo ln it里之e

度与压力的影响
,

而是由超咸水与淡水混合作用形成的白云岩
。

白云石化是在溶解与结

晶同时发生的情况下进行的
,

原岩还未被完全溶解就开始结晶
,

所以雾心亮边白云石普

遍 发育
。

原始超咸环境和后来淡化条件之间有一个长时间间断
,

即这种变化发生在主要

的超咸水成岩作用已经完成的地下深部
,

其后来自深部淡水的溶液与岩石中的超咸孔隙

水发生作用
。

本区混合水白云石化主要发生在地下淡水运移带
。

地下淡水运移带之淡水来源有两

个方面
,

其一是大气降水 , 其二是地下淡水
。

区内九岭 (水下 ) 隆起与武功 (水下 ) 隆

起的存在
,

可作为两个淡水注入区 ; 其次是坳陷内虽然以潮坪泻湖为主体
,

但其边缘仍

为藻坪
、

藻泥坪环境
,

属潮坪沉积
。

区域性的海水退覆
,

临近隆起边缘地带即成为接受

降雨的地区及淡水注入区
。

另外
,

地下淡水可 以来 自相邻台地或陆棚区
,

只要沉积物与

淡水注入源连通
。

邓海姆 ( 1 9 7 8 )对内华达陆棚碳酸盐岩沉积观察表明
,

淡水透镜体不

仅下伏在出露地表的碳酸盐岩体之下
,

而且可以在侧向延伸相当大的距离
,

进入到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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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棚的海底沉积物中
。

淡水运移带在地下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
,

垂向位移很小
。

然而
,

混合水带在地

下延伸的范围
,

主要受淡水供给的控制
,

降雨季节
,

有大量的淡水供给
,

淡水运移带也

较宽
,

发生的淡化程度也较高
,

形成的白云石晶粒粗大 ; 淡水供给量的减少
,

淡水运移

带变窄
,

淡化程度相对较低
,

形成的 白云岩晶体增加不大
,

甚至 出现泥一粉晶 白云岩残

留斑块
。

淡水间歇性的补给
,

导致混合水白云石化间断性发生
,

从而对细一粗晶白云岩

中出现的泥晶 (层纹石 ) 白云岩不规则条带得到了合理地解释
。

3
。

黄龙末期白云 岩成因机理

笔者认为黄龙组顶部这套白云岩的形成是由于碳酸钙沉积物 (灰岩 ) 在地下埋深成

岩过程中
,

岩石中的孔隙水与地下淡水混合的结果
,

从古地理环境分析
,

这时期赣北 地

区船山组 ( 可能包括部分黄龙组 ) 缺失
,

栖霞组直接覆于黄龙组之上
,

说明不仅九岭
,

还包括修水
、

永修等地在内的广大地区地壳抬升
、

隆起
,

另一方面
,

武功地区则没入海

底
。

由此坳陷内长期封闭
,

隔持的盆地遭到破坏
,

与西南海域连为一体
,

环 境 开 敞 海

水正常
、

水体变深
,

形成浅海潮下环境的灰岩沉积
。

淡水进入到海底沉积物是由于坳陷

北部九岭隆起带广泛出露地表
,

成为淡水注入区
。

古气候的湿润为本区提供充分的淡水

源
,

由此渗入到地下
,

与岩石孔隙中的水混合
,

产生白云石化
,

这时期棍合水中的镁质

较少
,

故 白云石结晶速度更为缓慢
,

形成的白云石晶体更为粗大
。

本文所述资料属岩相组全体同志的劳动成果 ; 成文后蒙胡功建主任工程师审阅及提

出修改意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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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 U DY ON T H E D OLOM !T IT E OF HUANG LONG

G R OUP
,

MID一CAR BONIFE R OUS IN R E G !ON OF

W EST E RN JIANG X ! PING LE T R OUG H

Yu Z hiw e i

( T 五e g e o lo g ie a l s u r v ey b r ig a d e o f W e ste r n Jia n g 叉 i )

A b s tr a e t

C o n e e r n in g the o r ig in o f d o lo m itit e o f H u a n g lo n g g r o u P o f M id 一C a r b o n ife r o u s

in W e s t e r n P in g le t r o u g h
, a e e o r d in g t o f e ild g e o lo g ie a l r e s e a r e 五,

d e te r m in a tio 且

u n d e r p o l一a r iz in g 垃ie r o s e o p e , a n a ly s is o f e o m m o n e le m e n ts a n d o , is o to p e s a n d

5 0 o n , th is a r tiele e o n s id e r tli a t d o lo m itit e w a s n o t th e r e s u lt o f p r im a r 了 s e d im e n -

ta t io n b u t o f m e t a s o m a tis m
。

H o w e v e r ,
th e d iff e e r e n e e s a m o n g te x tu r e s , s t r u e t u r e s a n d th e v a r io u s g e n t ie

ty p e s o f d o lo m it it e r e p r e s e n te d d iff e r e n t 皿 e e ha n is m s o f o r ig in .

A e e o r d i且9 t o th e s iz e o f e r y s t a l a n d the d 主ffe r e n e e o f t e x t u r e s a n d s t r u e t u r e s o f

d o lo m it e , d o lo m it it e e a n b e s o r te d in t o tw o m a in g e n e tie t了p e s .

1
.

Pa r a s y n g e n e t ie d o lo m itit e

M ie r itie d o lo m itit e ,
p o w d e r e r y s t a l d o lo m it it e , a lg a l m ie r it ie d o lo m it it e , a lg a l

la m in a t e d b e d d in g d o lo m it主te a r a th e m a in ly r o e k ty p e s in w h ieh a lw a y s e a n b e

s e e n s u e h s e d im e n ta r y eh a r a e t e r is tie s a s b ir d 一 e y e s . e o n t r a e t io n f is s u r e s ,

b u r r o w s

a n d s a lt k a r s t s t r u e t u r e s .

tli e s e d im e n t a r 了 e n v ir o n m e n t s h o w e d t o b e a h o t , d r y a n d

a h ig h e v a p o r a t io n r a t e tid a l fla t
.

M se r o 一 s ilt e r ys ta llin e , x e n o m o r p li ie g r a n 住 la r te x t u r e s e a n b e s e e n u n d e r e le e t r -

o n 一 s e a n n in g 一 a n d p o la r iz in g m ie r o s e o P s 。

T h is k in d s o f d o lo 现 it e s t a n d s f o r th e

f e a tu r e o f p a r a s yn g e n e tie d o lo m itite u n d e r f a s t d ia g e n e s is in th e h y p e r s a lin e s e a

w a te r e n v ir o n m e n t
。

2
。

D ia g e n tie d o lo m itit e

T he m a in r o ek ty p e s 15 fin e一 e o a s e e r ys ta llin e d o lo m itite in t e r e a la t e d b y ir r e g u -

la r thin b e d in g s o f m ie r itie d o lo m it ite a n d a lg a l m ie r it ie
,

y e t e a n b e s e e n h u g e -

e r y s t a llin e

d o lo m itie a b o v e t五e s e e tio n .

T li e s ed im e n t a r y c h a r a e te is t ie s m a in ly h o r iz o n t a l

b 住 r r o w s a n d b e d d in g s ,

bir d
一 e 丁e s a n d e o n t r a e tio n f is s u r e s e a n b e s e e n in m ie r itie

a n d a lg a l la 边 in a te d b e d d i且 9 d o lo m it ste . o r g a n is m s a r e e o m p a r a tiv e lv r a r e ly
.

T he

s e d im e n ta r y e n v ir o m e n t 1 5 t id a l fla t la g o o n .

T h e fin e e o a r e s e r 了s ta llin e t e x t u r e .

id io m o r p h ie e x t e n t s la b
一 r h o m b ie e r y s t a ll-

in e , a n d t五e f o g e e 立 t r e r in g 一b a s o d , n o t o n ly r e v e a le d a s a lty eha n g in g e n v ir o n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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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t a ls o b e im p o r t a n t s ig n s o f d ie g e n e tie d o lo m it it e .

T h is k in d
o f d o lo m it e w a o f

the f e a t u r e o f d ia g e n e tie d o lo m itit e o f s lu g g is h e r 了s t a lli z a tio n .

T h r o u g h the a n a lys is a n d s t u d y
,

the a u th o r d is e o v e r e d th a t t r a e e e le m e n t一S r a n d

乙1 8 0 a n d 各l sC is o tp e s v a lu e s o f m ie r o s ilt e r y s t a llin e a n d f in e e o a r s e e r y s ta llin e

d o lo m it it e ha v e e v id e n t d is e r e p a n e 了
, s e p e e ia ll了 己1 8 0 a n d 各1 8 C is o t o p s v a lu e s in

th is r e g io n .

T h is r e fle e t e d tha t d o lo m it it e s w e r e fo r m e d in d i ff e r e n t s e d im e n t a r y

( d ia g e n e tie ) e n v ir o n m e n t s a n d d ia e n t ie s ta g e s ,

it 15 a s u p p le m e n t a r y s ig n t o

a iy s is tli e o r ig in o f d o lo m it it e .

In this the

m a y b e a p ip le d

p a p e r th e a ” th o r p r o p o s o d tw o m o d e ls o f d o lo m it ite o r ig in w h ie h

in th is

1
。

T he d o lo m itit e

r e g l o n 。

m o d e l o f hy p e r s a lin e S e a w a ts r

T he H y p e r s a tin e s e a w a t e r s in k in to s e d i沮 e n t b e e a u s e o f it ’5 s o lu tio n w e ig h t
.

5 0 th e C a e a ti o n e s w a s r e p la e e d b y M g e a t i o n e s a n d d o lo rn iti z a tio n h a v e t a k e n

p la e e in th e e a r b o n a t e s e d im e n t s ,

f o llo w e d th a t f o r m e d d o lo m it it e o f m ie r o 一 s ilt

e r y s t a llin e .

2
。

T he d o lo m it it e m o d e l o f the m i x t u r e w a t e r

T he m ix in g o f f r e s h w a te r ( u n d e r g r o u n d w a t e r a n d p r e eip it a t e w a t e r ) a n d

the s e a w a t e r o f h y p e r s a lin e ( o r n o r m a l s e a w a t e r ) , ta l e n p la e e in th e flo w z o n e

o f u n d e r g r o u n d f r e s h w a t e r .

T h e s e e o n d it io n s fa v o u r e d th e r e p la e e m e n t o f d o lo m i-

t it e b e e a u s e th e s a lin ity d r o p e d d r a s t ie a llv a n d th e M g / C r a t i o e h a n g e d le s s in

the p o r e一w a te r ,

fo r m e d d o lo 扭 itit e o f e o a r s e e r y s t a llin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