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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中
,

既有同时能够反映沉积成岩环境地化

相和次生变化的
,

也有只能反映次生变化的
。

既如此
,

还原系数的上述每一数值
,

在还未了

解计算该数值的铁相对含量是次生
,

还是原生

时
,

其地质意义都是不定的
。

这就指出
,

那种

只管计算铁还原系数来划相是相当危险的
。

而

要求出具能反映沉积成岩地化相的铁还原系数

值来
,

则只有在判别了铁相对含量可否应用的

同时或之后
。

从这又可看出
,

作三角图划相比

计算铁还原系再作该系数与铁相对含量关系图

来划相优越
。

用那一种铁还原系数描述地 化 相更 为具

实 ? 目前人们各执一端
,

争渝不己
。

对此
,

笔者

冒昧提出一个问题
:

能否根据铁此例曲线建立

三种铁的平衡方程式
,

从而 由此解决上述争端 ?

各 种 敛 拯原 系 数在 某剖 面上 的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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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划分地化相上
,

铁还原系数起着重

要的作用
。

但如何应用铁还原系数还有许多争

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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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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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Fe) 是划分地化相的主要指

标
; 三队何志高同志提出了新的 铁还原 系 数

—
工Fe ; 中心室提出了 另 一新 铁还原 系 数

—
T ;

二队实验室及刘永祯 同志则认为应该

用 F e
查占

x 0
.

25 的铁还原系数
。

我们通过学习

认为
:

何志高 同志对 0
.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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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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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及 0
.

25 这

几个系数的理希批判是正确的
。

新 的 物
。

在 电

化理输上也是无误的
; 中心室的理希依据也很

充分
。

哪个铁还原系数好呢 ? 我们没有经验
,

需要实践证明
。

我们本着毛主席关于
“

无希何

人
,

要认识什么事物
,

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
,

郎生活于(实践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
,

是没有

法子解决的
。 ”

及
“

通过实践而发现具理
,

又通

过实践而证实具理和发展真理
。 ”

的教导
,

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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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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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铁还原系数
,

其

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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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K 与三种铁相对含量的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
:

K 与三种铁的相对含量

成线性关系
,

是有规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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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积和成岩过程中
,

随着还原程度的加强
,

菱铁矿(从弱还原亚相开始 )及赤铁矿的含量逐

渐减小
,

而黄铁矿的含量逐撕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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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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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井

进入了强还原亚相环境
,

所以K 二 0
.

60 是还原

亚相与强还原亚相的分界点
。

这样
,

K = 0
.

26

~ 0
.

60 就成为还原亚相的区间值
,

以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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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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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表现在图 2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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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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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者随后者的增大而 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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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说明本剖面以菱铁矿及其他亚

铁矿物为主
,

黄铁矿次之
。

本剖面的后一交点

没有达到
,

实际点是K = 0
.

25 ~ 0
.

58
,

所以本

剖面的地化相应该是除了 K = 0
.

25 这 一 个 点

的小部份是弱还原亚相外
,

其他绝大部份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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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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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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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差减重量法侧定还原硫还存在一定问题
,

所

以我们用了第二个公式
—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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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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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关系及规律性与图 1 是具有一致性的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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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K 值有所不同
。

但用图 1 的

相同方法来确定的地化相仍然是还原亚相 (除

K = 0
.

09 是弱还原亚相外 )
。

虽然何志高同志的新铁还原系数具有理希

正确性
,

而 K 在 0
.

2 36 这个乘数上有理希错误

性
,

但 K 与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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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线性关系 (见图 4 )
,

在本剖

面的应用中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

不管 K 或场
e2

单独应用都是难以发现规律的
。

我们认为 K 值

的应用套用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划相区间值是教

条主义的
,

不正确的
; 衡

e ,

现在还没有提出划

相方案
,

郎是有也同样不能套用
。

所以必须将

室已明确提出要用 30 男H CI 来溶矿
,

所 以 我

们新采岩心样用 30 多 (v/ v) H CI 提取补侧了 16

个地化责料
。

我们 用 两 种 酸 浓 度的 T 单独

地与中心室提出的划相方案 进行 了 比 较
,

如

下表
:

6 %(w / w ) H C I

提取70 个 T 在各
相区出现次数

3 0 %(v / v ) H C I

提取16 个 T 在各
相区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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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剖 面 以 F e盗占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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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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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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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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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薄片看
: F e

吉击为菱铁矿及其他亚铁

矿物
,

黄铁矿不多
,

都为泥岩
,

岩相单一
,

从 19

个 30 书H CI 提取的 少来看
:

还原相仅一个点
,

亚还原相 11 个点
,

弱还原相 3 个 点
,

过 渡 相

一个点
,

还原程度似乎降 低 了些
,

但 大部份

(12 个点 )在还原亚相内
。

-

从 少与铁的相对含量的关系曲线 (见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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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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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

规律
,

但随 T 值的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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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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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上升的趋势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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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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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还原系数
,

由于它与K 值具有同样的理谕错

误
,

而 0
.

25 与 0
.

2 36 又相差不大
,

所 以 在本

剖面中我们只用了 K 没有用 K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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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和 衡
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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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在实际应用中规律性地反映出地层的氧化

—
还原程度

,

在划分地化相上都有作用
。

我

们认为应通过继续的实践选择其中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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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或 断
。 2

与三种铁的相对含量一起应用
,

作出

关系曲线才能反映出规律来
,

因为三种铁在不

同的剖面和不同的相区 内的矿 物 组合是 不 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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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们这里不是膏盐地区
,

所以我们应用

了中心室提出的新铁还原系数的第二个公式
。

又因本剖面的地化资料是过去侧定的
,

70 个高

低铁分析是用 5多 (w / w )H OI 提取的
,

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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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与三种铁相对含量的关系

初图动

时应偏重于以选 场
。

为 目标
。

望应该用 30 终H OI 来溶矿
,

它在本剖面的

应用效果是不佳的
。

至于少 在我们海相地层是否适用 ? 有待进

一步实践证明
。

由于经验不足
,

理谕水平 不 高
,

有误 之

处
,

精同志们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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