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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通过对海岸带海滩砂
、

沙丘砂
、

砂丘岩
、

海滩岩和有关近岸海底砂的沉积学
,

岩石学的 比

较研究
,

分析其形成环境
,

发现沙丘岩沉积特征和历史沙丘相似 ; 沙丘岩和海滩岩的识别有时不是主 要从

岩石学而可能从沉积学中去识别
。

兄弟屿比西海底硬地更可能是生物排出的钙质粘液胶结

主题词 海底硬地 沙丘砂 沙丘岩 海滩岩 岩石学特征 沉积学识别

作者简介 男 44 岁 助理研究员 地震地质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海滩岩进行过比较详细的研究 、 随着研究的深化又必然地深

人对沙丘岩 的研究
,

(沙庆安等 19 81 ; 何起祥等
,

19 85 ; 徐起浩等
,

1987 ; 刘 以宣 书
,

19 87)
,

显然这对研究古环境
,

认识地壳稳定性都有重要意义
。

本文侧重对沙丘岩
、

海滩岩

和有关海底砂的沉积岩石学的 比较研究
。

文章论及的样品分布见图 l
。

概率累积曲线见图

2
。

粒度分析
,

各种参数及对应的地貌环境见表 1
。

一
、

海底砂

为调查海域地震地质
,

笔者于 19 86 年 7 月在水深约 4Om 的福建东山县兄弟屿北西约

Zkm 和苏峰山东约 10 海里的海底组织潜水取样
, , 。

水下能见度不好
,

但据潜水员在海底

一定范围内的触觉
,

兄弟屿为海底硬地
,

样品为钙质胶结的硬块
,

主要成分为砾
、

粗砂和生

物碎屑
,

围绕虫管壳体表面粘附着大量生物碎片和花岗岩屑
,

被粘附的有潮下带的扇贝等生

物壳体 ; 虫管壳体内多呈空心状
,

样品在空气中暴露不久 即大部碎裂 (除虫管表面粘结 的

外 )
。

因此
,

该钙质硬块及海底硬地可能是生物排出的钙质粘液胶结
。

与
“

萨勃哈
”

不 同
,

海

底硬地是风暴潮将海水掀到潮上带一定位置
,

卤水浓缩形成石膏
,

硬石膏和白云石的盐壳胶

结 (罗宾
·

巴瑟斯特
,

19 77) 粒度分析该海底砂概率曲线具极窄的跃移段 中 2
.

25 一2
.

7匀
,

总体曲线较平稳
,

斜率约 33
“

(图 Za) 反映分选不好 ; 标准偏差 , , “ .2 2伏 不稳定矿物角

闪石 占重矿物总量的 41 %
,

反映沉积物搬运距离不长
。

苏峰山东海底
,

潜水员触觉为隆起

的沙丘地形
,

据有关文献反映台湾浅滩及其附近海底有大量这种沙丘形态沉积物分布
,

币
一

能

是和潮沙脊有关的沉积 (郑铁民等
,

19 82)
。

样品反映以细砂为主 (表 l )
,

概率曲线
_

具明撇

的双跃移段
,

斜率分别 48
“

和 70
。 ,

高斜率跃移段占总体含量 80 %
,

显示分选较好
,

和推

*

本 文为国 家地震局联合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 *

潜水取样承东山 县打捞队帮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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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段和悬移段斜率缓
,

造成总体分选变差 ; 。 1二 1
.

%
,

尖度值 oK = .2 30
,

反映尖度很大
,

表

明该海底曾经历较复杂的沉积环境
。

表 I 沉积物粒度参数及其分布地貌环境
T a b l e 1 T h e Pa r a m e t e r o f g r a i n s iez a n d g e o m o P h ie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d i s t ir b u t io n o f s e d im e n t s in c o a s t

a n d s e a fl o o r n e a r b y e o a s t i n s o u t h e r n Fuj i a n P r o v i n ce a n d e a s te r n G u a n酬 o n g P r o v in e e

编编编 名 称称 样品采集地地 分布布 粒径 (小 ) 累积 百分比比 平均均 标准准 偏态态 尖度度 地貌环境境

号号号号号 海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拔 粒径径 偏差差 S K zzz K GGGGG(((((((((m ))) 砾砾 粗砂砂 中砂砂 细砂砂 粗粉砂砂 (M
z ))) 口 111111111

一一一一一一 ]]] 000 ]]] 222 333 4444444444444

11111 海滩砂砂 达涂半岛广澳尖石石 000 0
.

5 000 12 沸 555 6 2
.

2000 9 7 3 777 9 9
.

8 33333 0
.

8 555 0石 555 一 0 0 444 1
t

0 333 潮上带带

头头头头山东坡海滩滩滩滩滩滩滩滩滩滩滩滩滩滩

,,, 沉溺海滩岩岩 广东惠东 6Ok mmm 一 40
...

0之 555 1 3
.

000 4 8万万 8 2乃乃 9 5 2 555 99
.

7555 1
.

34999 1
.

02 1222 0鸿 1777 3 2 0000 海底底

下下下下新礁海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

33333 沉溺海滩滩 东山康美前港港 一 666 3刀刀 13 2 555 2 3
.

555 4 5乃乃 75 555 9 7乃乃 2
.

18 888 1
.

4 1 111 一 0滩 2 111 2 7 0 000 低潮线偏潮下带带

44444 海滩岩岩 东山官前村村 555 6
.

5888 5 6 7 333 86
.

2 333 95 4 666 9 8
.

1222 98 4 777 n 产川 伟伟 0名 444 0 3 000 1
.

1666 距岸 4 Om
,

非迎风风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海岸边边
钊钊钊钊钊钊钊钊钊钊钊钊

一

目 廿 ~~~~~~~~~~~

55555 海滩岩岩 福建漳浦古雷雷 lll 3 】
t

9444 6 77 111 8 1 9 222 8 7
.

9 555 9 8
,

5 222 98
.

9 555 一 0 0 999 l
,

2 ]]] 0 5 555 1 1】】 距岸 50 Om
,

被 风沙掩掩

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埋

66666 海滩岩岩 广东澄海樟林林 777 4
.

4 000 5 74 666 8 6刀 333 9 6
,

7 444 9 8
.

2 333 9 8
.

3000 0 乃2777 04 555 03 000 1 1000 距海约 s k m 公路边边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坡积物源源

77777 历史沙丘丘 东山大帽山村村 7 555 0
.

0666 0石 555 5 7 999 2 9
.

2000 9 5石444 9 8石 444 2
.

1555 0石 111 一 0
.

2 000 1
.

0 555 距海 ZOOm
,

周围末有有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显坡 积物源源

88888 历史沙丘丘 东山陈城屋 ? 山山 4 000 1
.

7 000 6 2 111 】4 j 999 4 三
.

2 888 8 0
.

1666 86
.

4 888 2之 888 1 9 999 O
_

3 333 2 7
...

距海 3k m
,

周边 大部部

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丘陵环绕
,

坡积积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源丰富富

99999 历史沙丘丘 东山亲管山海边边 l 555 0
.

666 0 名888 15
.

3 888 49 名222 96 之555 98 名333 1
.

8888 0 刀999 ~ 0
.

2 1888 0名 666 距海 50 m
,

未有 显著著

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积物源源

111000 近 20 年 内形形 晋江围头村海边边 5555555 1
.

5777 54 2 999 99 夕888 99
,

9222 1 8 888 0
一

4 000 000 1
`

0 222 距海 30 m
,

未有有

成成成现代沙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坡积物源源
...

1 111 三年内形形 广澳尖石头山山脊脊 8000 1
.

1444 2万 000 4 石 lll 4 2 7 333 96
t

4 66666 2乃 888 0万 222 一 0
.

1 555 1
.

2666 距海 500 m
,

未有显著著

成成成沙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坡积物源源
999999999999999999999 J

.

乙 JJJJJJJJJJJJJ

lll 222 沙丘岩岩 广澳尖石头 山东坡坡 70000000 10 3 666 78 0夕夕 9 5乃 333 9 5
.

6 333 1
.

5888 0 万333 1
.

6555 1
.

3 111 距海 500 m
,

迎风向海海

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岸边
.

有坡积物源源

111 333 沙丘岩岩 广澳尖石头山 西坡坡 6 666 3 石555 1 9 月 111 55
.

1 777 76
.

7888 8 6
.

2999 8 8名 333 1
.

10 666 1
.

9 5666 0
.

4 222 1 1 777 距海 ” Om
,

处 圈椅状状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腰
,

有坡积物源源

lll 444 沙丘岩岩 广澳附近
,

好望角角 2 222 2 7 333 17 滩 lll 5 2 3 000 8 5石 666 8 97 666 9 1
.

1888 0
一

8666 1
.

4 777 0
.

1888 2
.

1 111 距海 ZOOm
,

位处谷地地

一一一一崎壁 山谷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内
,

有坡积物 源源

lll 555 海底硬地地 兄弟屿西北 Z k mmm 一 4 000 23 2 888 4 4 名777 6 1
.

7444 7 2
.

8 888 8 9
.

3 333 9 0
.

7000 0 石 333 2 之000 0 4 555 1
.

111 海底底

海海海海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lll 666 海 底沙丘丘 东 山县苏峰山山 一 4 000 3名555 9 4 888 22 2 444 4 7
.

1555 8 5
.

8 555 9 2
.

1444 l 名 3 --- 1
.

9666 一0
.

0 222 2 3 000 海底底

东东东东 m 海里海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二
、

沙丘岩与沙丘砂

沙丘岩和沙丘砂两者往往具相似的地貌学分布特征和沉积特征
’ ,

如地貌上都具有顺风

向分布的选择性 ; 前积层产状都较陡
,

沙丘岩产状可达 37
“

; 物质组分和所处的地貌环境

*

徐起浩
、

冯炎基
,

19 8 7
,

粤东
、

广澳福建东山等地海岸砂丘岩及沙丘的地貌学
、

沉积物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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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

沙丘岩多在沙丘前积层最发育
,

这是因为前积层砂粒较少
,

生物碎屑相对较富集
,

易

胶结
。

通常愈是现代沙丘
,

愈是向风地带
,

搬运距离愈长
,

愈处沙丘前积层
,

周 围愈极少有

坡积物源
,

沙丘或沙丘岩的分选就愈好
,

如表 l 中 7
、

8
、

9
、

10
、

11
、

12 号样品
,

反之分选

愈差
。

概率曲线对此也有明显显示
,

广澳沙丘岩都缺失通常海滩砂所具有的推移组分
,

仪有

斜率较大 ( > 50
。

) 的跃移组分和较平稳
、

分选较差的悬移组分
。

但是各曲线反映的跃移

段斜率无论是沙丘砂还是沙丘岩都随地貌环境和海滩分布的差异而不同
,

与表 1标准偏差 。

具良好的对应 (图 Zc) : 即有丰富坡积物源的分选最差概率曲斜率较低
,

如表 l 中 8
、

13 号

沙丘
。

反之沙丘和沙丘岩都具较好的分选性
,

概率曲线跃移段有较大的斜率
。

,, 州
。

口口

一一
k mmm

1 3 14 渔场 下新礁海域沉溺海滩岩 2 东山康美前港沉溺海滩岩 3
.

东 山官前村海滩岩 ; .4 漳浦古雷海滩岩 ; 5 澄海桥林

海滩 岩 ; 6 东山大帽山村历 史沙 丘 ; 7
.

东山陈城村屋 眉山下历史沙丘 ; 8 东 山亲营山海边历史沙丘 ; 9
.

晋汀 润头村现什沙

斤
,

10
.

汕头 广澳尖石 头山沙丘岩 ; 1 1
.

汕头广
一

澳尖石 头山脊三年内形成沙丘
,

12 汕头广澳好望角一崎壁山 谷地沙丘 六
二

13
.

东山兄弟屿西北 2 公里海底硬地砂 ; 14
.

东山苏峰山东 10 海里海底

图 1 闽南
、

粤东海岸及近岩海底沉积物样品分布

F ig
.

1 D i s t r ib u t id n o f s a m P l e s o f s e d im e n t s in c o a s t a n d s e a b e d n e a r b y t h e e o a s t o f s o , J th e r n F、 IJ i a n

P r o v in e e a n d t h e e a s t o f G u a n g d o n g P r o v i n e e

表 l 还反映广澳沙丘岩细粒质组分较现代沙丘和海滩砂含量要高
,

粉砂约 占 4
.

9 7 一

13 71 %
。

现代砂丘粉砂约占 0
.

22 一3
.

34 %
,

历史沙丘粉砂占 3
.

75 一 19
.

84 %
,

可见广澳沙 丘

岩粉砂质含量和历史沙丘相似
。

显然
,

这种差异是由坡积物 的参与而引起的
,

沙丘岩 中由 于

含有较多棱角状的细粒质
,

而使分选变差
。

坡积物的参与是区分非海相沉积的重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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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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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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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
/

刀
`

门
1

99)捌绷剥渊引
比é QJ0000

986d
通

2

口éO口

rl一了
J

.

1」 V

9
.

9 1

。 `

1 : 不厂
J

.

J l l

一 1 0 2 3 4 5 6 一 1 0 2 3 4 5 6

.a 海底砂 I东山县苏峰山东 10 海里底硬地 ;ll 东山县兄弟屿北西 2 公里海底沙 ;b
.

5 个海滩岩
,

1
.

东山县官前村
,

且
,

漳浦县

古雷
,

m
.

澄海县樟林
,

W
.

东 山县前港海底
,

V
.

惠来县 3 14 海 场下新礁海底 ;c 沙丘岩
、

沙丘砂及海滩砂 (广澳 )
,

I 广澳尖石头山西

坡沙丘岩
.

11
.

好望角一崎壁山狭谷沙丘岩
,

皿
.

广澳尖石头 山东坡沙丘岩
,

W
.

广澳尖石头山脊三年内形成沙丘
,

V
.

广澳尖石头山东

坡海滩砂 ;d 沙丘砂 (东山
、

晋江县 )
,

工
.

晋江县围头
,

11
.

东山县崇营山
,

111
.

东山县大帽山村旁
,

W东山县 陈城屋眉山

图 2 闽南
、

粤东沿海及近岸海底部分沉积样品概率累积曲线

F ig Z T h e P r o b a b i li t y ac
e u m u l a ti o n e u r v e s o f t h e s a m P 1e s o f s o m e s e d ime

n t s in e o a s t a n d s e a b e d n e a r

b y t he e o a s t o f s o u t h e rn F uj ia n rP o v i n e e a n d e a s te rn G u a n g d o n g P r o v i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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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儿种碳酸盐岩的岩石学特征

本文指的海岩碳酸岩包括海岩沙丘岩和海滩岩
。

镜下显示 3 14 渔场下新礁沉溺海滩岩
水

具显著的原生孔隙
,

周边有粒状方解石淀晶和马牙状方解石晶体
,

电镜显示具菱面体方解石

晶粒 (图版 I
,

l
、

2)
,

主要反映潜流带胶结特征
。

东山县前港沉溺海滩岩除反映潜流胶结

特征外
,

还明显有渗滤砂胶结特征
,

这与地貌上该海滩岩主海滩脊产出是一致的
,

显示该海

滩岩胶结时曾处一定暴露环境
,

电镜下呈清晰的镁方解石菱面体 (图版 工
,

3 )
。

古雷
、

樟林

和官前村海滩岩及广澳沙丘岩镜下孔隙类型主要为次生孔隙
。

电子探针反映胶结物主要为粒

状
、

柱状低镁方解石 (图版 I
,

4
、

5
、

7)
。

从镜下的结构特征看
,

这几处海滩岩的胶结环境

和沙丘岩是相似的
,

都主要处于渗流胶结 (淡水或有限的海水渗流 ) 环境
,

出现嵌晶胶结或

接触胶结及新月型胶结 ; 广澳沙丘岩还具文石针胶结 (图版 工
,

8)
。

图 3 所示沙丘岩孔隙度较大
,

可占体积的 55 % (好望角一崎壁 山谷地 )
,

沉溺海滩岩孔

隙度很低
,

仅占体积的 2一 3% (少于 5% ) ; 胶结物的含量则相反
,

沉溺海滩岩的含量最

高
,

可达 22 % (下新礁海域 )
,

故而沉溺海滩岩总是胶结比较紧密
、

坚硬
。

孔隙

1
.

沉溺海滩岩 ; 2
.

沙丘岩 ; 3 海相 陆成海滩岩
,

图 3 闽南
、

粤东几种海滩岩
、

沙丘岩组构成分含量

F i g
.

3 T h e e o m p o s it i o n P e r ee n t a g e o f e o m P o n e n t a n d s t r u e t u re o f th e d u n e r o e k s a n d b e a e h r o e k
s

,

徐起浩
、

冯炎基
,

19 87
,

南海北部陆架及其近岸沉溺海滩岩的发现与形成环境的初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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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东海岸带沉积物的沉积学
、

岩石学比较研究

四
、

几种碳酸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与成岩条件的关系

对上述几种碳酸盐岩进行地球化学分析 (表 2)
,

发现沉溺海滩岩 M g O 分子数百分含

量最高
,

达 n
.

%一 15
.

26
,

樟林海滩岩和古雷海滩 M g O 分子数含量为 2
.

14 %
,

广澳尖石头

山及好望角一崎壁山谷地 内沙丘岩 M g O 分子数含量介于沉溺海滩岩和樟林
、

古雷和官前海

滩岩之间
。

为什么有这种差异? 这可以用沉积环境
一

与成岩环境的差异来解释 盆 通常海滩岩中

镁的含量与成岩时其中海水的蒸发
、

镁方解石的沉淀有关
。

当海平面上升或地壳下沉
,

原来

在滩脊沉积并胶结的海滩岩愈来愈频繁地接触海水
,

海水也愈来愈充分地得到蒸发
,

海滩岩

中就有更高的镁含量 (有的含惚量较高 )
,

海滩岩胶结也愈来愈坚实
,

如东山县前港和下新

礁沉溺海滩岩
。

表 2 海滩岩
、

沙丘岩地球化学特征比较表

T a l b e 2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g e o e h e m i s t r y e h a r a e t e r i s ti e s o f t h e d u n e r o e k s a n d b e a e h r o e k s

编编号号 C a OOO M g ooo S r ooo C a ooo M g ooo S r ooo 分子数数 分子数数 分子数数 分 子数数 分 子数数 分子数数 二 a o ///

%%%%%%%%%%%%% %%% %%% C a O x 10 0
’’

M g o x 10 000 3 f 0 x 10 000 C a o %%% M g O (% ))) S r O%%% M g OOO

lllll 3 1 ( !000 0
.

1 333 .0 04 999 9 9
.

4 222 0
.

4 1666 0
.

15 777 5 5
.

2 777 0
.

3222 0
.

0 4 777 9 9
.

3444 0 5 777 0力888 2 3 8
.

4 666

22222 13
.

8 888 0
.

0 777 0
.

0 1 222 9 9
.

4 111 0
.

5000 0乃 8 666 2 4
.

7 555 0
.

1 777 0 0 1 111 9 9
.

2 777 0
.

6 888 0
.

0 4 444 1 9 8
.

2 888

33333 13
.

2 999 Q Z III 0
.

0 3 333 9 8
,

2 000 1
.

5 555 0
.

2 444 2 3
.

6 999 0
.

5 222 0 0 3222 9 7 7 222 2
.

1444 0
.

1333 6 3
.

2 888

44444 1 6 8 888 ( )
.

3 999 0
.

0 3 000 9 7
.

5 777 2
.

2 555 0
.

1777 3 0
.

1000 0
.

9 666 0
.

0 2 888 9 6
.

8 222 3
.

0 888 0
一

0 999 4 3
.

2 888

55555 2 1
.

8 444 0
.

5 000 0
.

1 5 111 9 7
.

1 111 2
.

2 222 0 6 777 3 8
.

9 333 1
.

2 444 0
.

1 555 9 6
.

5 555 3 0 777 0
.

3 777 4 3
.

6 888

66666 6
.

5 888 0
.

3 888 0乃 1999 9 4
.

2 888 5
.

4 1444 0
.

2 777 1 1
,

7 333 0
.

9 444 0
.

0 222 9之
.

4 333 7浦 lll 0
.

1666 1 7
.

3 222

77777 1 1
.

8 222 1
.

1666 0
.

1 1444 9 0
.

2 777 8
.

8 666 0
.

8 777 2 1
.

0 7 777 2 8 7 888 0
.

1 111 8 7
.

5 888 1 1
.

9 666
`

0
.

4 5 777 10
.

18 999

88888 17
.

1 333 2
.

2 222 0
.

0 444 8 8 3 444 1 1
.

4 555 0
.

2 111 3 0
.

5 555 5
.

5 111 0
.

0 3 8 666 8 4
一

6 333 15 2 666 0
.

10 777 7
.

7 1666

I 樟林海滩岩 ;.2 古雷海滩岩 ;.3 官前村海滩岩 ;.4 广澳尖石 头山东坡沙 丘岩 ;5
.

广澳尖石 头山西坡沙丘岩 ; .6 广澳好望角一
崎壁 山谷地沙丘岩 ;7 东山县前港沉溺海滩岩 ;8

.

下新礁沉溺海滩岩 ;( 样品分布海拔
,

地貌环境同表 、 )

当上述海滩岩形成后
,

地壳上升或海平面下降
,

则原先沉积的滩脊愈来愈脱离海水的浸

淹
。

若在热带
、

亚热带气候条件下
,

沉积物中又有足够的生物碎屑
,

由于淡水对生物碎屑的

溶蚀和快速的蒸发
,

使得原来在海相条件下沉积的海滩物质
,

在非海相环境

—
大气条件下

陆相环境胶结成岩
。

倘若时间足够长
,

海相胶结的海滩岩在大气条件下
,

胶结物中不稳定的

高镁方解石将逐渐释镁而转化为低镁方解石
。

在福建漳浦古雷半岛
,

那些在表面风沙覆盖下

的海滩岩可以用来垒墙盖房
,

时间愈长
,

这种由海滩岩建造的民房愈坚实
。

这是由于海滩岩

被风沙覆盖后
,

淡水潜流和渗流作用对生物碎屑产生溶蚀
,

富含碳酸钙水分的蒸发
,

晶出方

解石
,

致使海滩岩胶结得更坚实
。

因此
,

这种胶结物的
’ 4 C 同位素年龄已经不可能正确反映海相环境的年龄

,

因而也不能

正确反映古海平面
。

这是一种海相沉积
,

但由于地壳抬升或海平面下降导致淡水渗流或潜流

胶结的发生
,

故而称为海相陆成海滩岩
,

其中包括局部海成海滩岩
。

这类海滩岩在有的文献

中也称海相表成或海相淡成灰岩 (沙庆安等
,

198 1 )
。

前人所称的古雷
、

官前和樟林海滩岩就是这种海相陆成 (含海成 ) 海滩岩
,

理由是 :

1
.

这三种海滩岩组分中都含大量的砾和粗砂
,

累积百分比达 16
.

7 3丈 ,币 7
.

71 % 表 1
。

镜下

显示古雷和樟林海滩岩都具双众数结构 (图版 工
·

,

6)
,

砾石磨圆度好
,

古雷海滩岩中光滑的

石英砾石中有大量风暴潮作用特有的刨蚀坑
。

樟林和官前海滩岩分选性比较好 (。
: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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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5及 0
.

84 )
,

概率曲线形态与沙丘岩表面相似
。

古雷海滩岩由于含砾石较多
,

分选差
,

反

映跃移
、

推移概率曲线段斜率比较低
,

上述说明官前
、

樟林
、

古雷海滩岩都是明显的高能环

境下的风暴潮沉积
。

2
.

这三种海滩岩 M go 分子含量都很低
,

有的甚至远远低于沙丘岩 ; 电子探针显示胶结

物主要为低镁方解石晶体 ; 颗粒间主要呈渗流胶结
,

表明这些海滩岩在海相环境沉积后又脱

离该环境
,

而在陆相 (淡水 ) 环境下胶结成岩
。

广澳及其附近好望角一崎壁 山谷地中沙丘岩主要是风搬运海滩砂沉积
,

并有坡积物参

与
。

但由于该处距海仅数十至数百米
,

迎风向海
,

不象樟林海滩岩那样距海 s km ; 也不象

古雷海滩岩那样被砂土掩埋
,

不易要受风暴潮 ; 官前海滩岩虽然仅距海数十米
,

但由于不处

强迎风面
,

所以不如广澳和好望角一崎壁山谷地沙丘那样易接受风暴潮海水细 滴
,

故而它的

M g O 分子数含量比前三者要高得多
。

特别是好望角一崎壁 山谷地沙丘岩
,

由于海拔低 f十

几至二十余米 )
,

风暴潮作用时极易接受海水浪花
,

所以 M g O 分子数含量高达 7
.

55 %
、

为

高镁沙丘岩
。

所以这种沙丘岩虽然主要由搬运海滩砂沉积
,

即陆相沉积
,

但胶结成岩时却包

含了淡水渗流和海水渗流的混合胶结环境
,

风暴潮时不仅浪花可能飞溅到较高海拔的沙丘

上
,

而且强风可能把富含海水的海滩砂不断吹扬滚动上爬
,

甚至越过山脊风 「l 进人背风坡
。

风暴过后在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富含海水的被搬运至沙丘表面的海滩砂 (
.

这时已属沙丘

砂 )
,

海水很快蒸发并胶结
,

所以胶结物中 M gO 分子数含量较高
。

由表 2 可知广澳沙斤岩

M g O 分子含量较古雷
、

官前
、

樟林海滩岩要高得多
,

甚至出现文石针胶结
,

这是由于海水

中总是含有一定的 M g Z 和 sr
“ ,

当强风把裹有海水的海滩砂从海滩搬运至沙丘
一

L 以后
,

在热

带或亚热带气候环境下
,

裹着颗粒的海水迅速蒸发
,

就会在颗粒表面形成含镁和银的沉淀
,

即为文石胶结物
。

只要形成时间不是足够长 (本文论及的沙丘岩几乎都在 30 00 年以 内)
,

薄

片中这种针状文石胶结物通过电子探针就会观察出来
,

说明由强风夹带的海水在沙丘 上的渗

流胶结对沙丘的成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在好望角一崎壁 山谷地内这一局部表牛成岩环境
,

可能对成岩起了主要作用
。

结 论

1
.

沙丘岩和沙丘有相同的沉积环境
。

历史砂丘岩和历史砂丘的沉积物粒度
、

组分反映的

沉积学特征相似
。

2
.

沙丘岩和海滩岩具不同的沉积环境
,

但在有些方面具相似的成岩环境
,

如都在热带亚

热带气候环境下快速胶结 ; 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淡
、

咸水渗流胶结等
,

其中海水对成岩胶结的

影响程度与碳酸盐岩距海岸的远近
、

风向等一系列环境条件有关
。

因此
,

识别沙丘岩和海滩

岩有时不能主要从成岩特处而应该主要从沉积特征认识
。

3
.

苏峰山东的海底砂可能是与潮沙脊沉积有关的沙丘砂 ; 兄弟屿北西的
“

海底硬地
”

可能

是生物排出的钙质粘液胶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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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i l e o f t h e m a r im e l a n d一 m a k i n g

b e a e h r ( ) e k
,

i t 15 e o m P o s e d m o s t ly o f g r a n u l a r a n d e o l u m n a r e a le iet w i t h l o w M g a n d h a s th e

fe a t u r e s o f v a d o s e e em e n t a t i o n
.

T h e r e fr )er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o f d u n e r o e k fr o m b e a e h r o e k 15 n o t



m o s t ly a e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c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c o f t h e P e t r o l e
,
g y b u t t h a t o f s e d im e n t l o l g y

.

T h e h a r d g r o u n d o f t h e s e a b e d
,

w h ic h i s r 〔 , fe r r e d t o i n

e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c a l e一 m
u c u s d i s e h a r g e d b y t h e o r g a n i s m

.

T h e

fl o o r 15 P r o b a b ly r e l a t e d t o th e r id g e o f t id a l s a n d s ( ) f t h e z o n e
·

t h i s a r t i e l e
,

15 P r o b a b l y

fo r
m

a t i o n o f d u n e o n t h e

t h e

Se a

肇巍夔
解

石
,

E
,

十
,

2 0 x 12 5
,

①孔隙 ②淀晶方解 石 马牙 伏品 粒 ③泥 晶方解石杂基 Q 石英陆屑
。

2
.

同

上
,

碎屑颗粒外及其表面上的高镁方解石泥晶胶结物
。

3
.

东山县前港沉溺海滩岩
,

泥晶胶结物中的高

镁方解石晶粒
.

4
.

樟浦县古雷海滩岩胶结物中之柱状
、

粒状方解石晶体
。

5
.

东山县官前村海滩岩

胶结物中之粒状
、

柱状方解石晶体
。

6
.

澄海县樟林海滩岩
,

双众数结构
,

14
.

6 x
。

7
,

汕头达嚎半岛

广澳尖石头 山东坡沙丘岩胶结物中之粒状方解石
,

表 面有的被溶蚀
。

8
.

广澳沙丘岩胶结物中之 文石

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