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藻的形态分类和兰藻类碳酸盐岩

黄恒松 董 贞环

兰藻即藻门 (C y a n o ph y ta ) 或 称 粘 藻

门 (M y x o p hy ta )
,

亦有人称兰藻纲 (C y a -

n o p hy e e a e ) 或粘藻纲 (M y x o ph ye e a e )
。

目前
,

通称兰藻类或兰绿藻类
。

兰藻类分布极其广泛
,

适应力强
,

从热

带到极地
,

从高山到海洋 , 无论是淡水
、

咸

水或是温泉中都能生存
。

而 且 从 古至今 皆

有
。

这样
,

可根据兰藻类的演化特征将今论

古
,

古今对此
,

反复地进行探讨
。

兰藻类是具有叶绿素的单细胞或多细胞

的低等而简单的 自养植物
,

是非骨骼的一种

藻类
。

兰藻类与其它红藻等钙质藻类在其结

构和保存上是不同的
,

而且具有独特的形态

(迹) 与沉积构造特征
。

目前国内外对兰藻的研究
,

在其分类上

大同小异
。

它们的主要分类依据是
:

。种是

散乱的单细胞或细胞群体
; 另一种是丝状体

或丝状体聚集
、

扭结成束状物一叶 状 体 保

存
。

如G
.

N史密斯将所有的兰藻门植物放在

一个纲 (粘藻纲M y x o p hy c e ae ) 并分成三个

目
。

即兰藻目 (Chr o o e o e e a le s )
、

管 抱 藻

目 (Ch a m a e sip ho n a le s )
、

颤藻目 (O s c ill-

at or ial e s )
。

我国有关单位对兰藻类的研究

也较为深入
,

如山东海洋学院
,

根据兰藻有

无连琐体 (H or m oc y st)
,

分为二大类五个

目
:

即无连琐体兰藻类 (兰球藻 目C hr oo
。。

。。a le s 、

管抱藻目C ha m a e sip ho n a e e a e 、

瘤皮

藻目p le u r o e a p s a le s) ; 具 连 琐 体 兰藻类

(念珠藻目N o sto e a le s 、

多列藻 目St ig o n e m
-

at al es )
。

目前
,

我国广大地层工作者
,

大

多结合各区地层中兰藻保 存特 点 进 行兰藻

的形态分类
。

根据这种分类
,

可进行地层划

分及沉积相的研究
。

我们通过对川西北地区中三迭统的兰藻

类碳酸盐岩薄片的观察研究
,

认为兰藻的保

存形态是有它独特的结构特征
,

并与国内外

的兰藻形态分类颇为类似
,

有可 比之处
,

兹

介绍如下
:

一
、

兰藻的形态分类

1
.

藻迹
:

由泥晶碳酸盐组成
,

色较暗
,

含有机质
,

无一定输廓
,

形态不显
,

呈模糊

或斑痕状
。

一般认为是兰藻生命活动过程中

留下的痕迹
。

(图 1 )

2
.

藻线纹
:

呈线段形
,

长 短 不 一
,

曲

直不定
,

可呈弧线形或弧圈形
。

色较暗
,

含

有机质
。

由泥晶碳酸盐组成
。

若将藻线纹视

为脊线
,

其脊线两侧常具针柱状矿物晶体
,

对称正纤结构
,

或一侧为黄铁矿产出
。

(图

2
、

3 )

3
.

藻斑点
:

呈球点状
、

椭圆状
,

大小较

均匀
,

轮廓较易辨别
。

含有机质
,

色暗
。

由

泥晶碳酸盐组成
。

藻斑点周围为半透明的粘

液质粘结成群斑状聚集
。

(图 4 )

4
.

藻类管状体
:

呈细管状
,

单独或群体

出现
,

长短不一
,

断续相联
,

似肠状
。

由泥

晶碳酸盐组成
,

含有机质
,

色偏暗
,

管体内

为微晶或亮晶充填
,

横切面呈圆形
,

管壁近

等厚
,

细胞分裂的特征未见到
,

但往往出现

分叉
。

(图 5 )

5
.

藻类叶状体
:

片体薄 而 狭
一

长
,

大致



等宽
,

常呈板条状或长叶片
「

状
,

单向延长
,

两壁清晰
。

由泥晶碳酸盐组成
,

色暗含有机

反
,

叶状体内常有亮晶方解石 (白云石 ) 充

填
,

多顺层分布
。

(图 6 )

6
.

藻凝块
:

由上述兰藻形态分类中的一

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构所构成的
,

一种形状不

规则的相互可 以粘结而又无可观界限的一种

组构
。

这种凝块结构
,

色暗富含有机质
,

由

富藻的泥晶碳酸盐组成
。

在岩石中通常表现

为
:

凝块大小不等
、

形状不定
,

轮廓模糊
、

溶孔发育
, “

体腔
” 内常被亮晶充填

,

可见

示序构造
。

同一薄片中可见一个或数个凝块

体
,

它们可以单独存在
,

亦可以粘结成网
。

其结构体内还可见到虫孔或干裂特征
。

(图

7
、

8
、

9 )

值得指出的是
,

目前关于
“
凝块

”
结构

尚有不同的认识
,

甚至做了些种属划分
。

其

中如艾特肯 (A itk e动 等人的划分
,

有些问

题还值得讨论
。

譬如
,

把岩石中暂时尚不能

正确判断的粒屑结构类型归入藻类
,

势必造

成兰藻含量的增高 , 也有将明显的一些粒屑

组分也归入藻类
,

必将导致内碎屑组分含量

的相对减少
。

实际上
,

有些实为内碎屑
、

藻

屑 , 有些本身就是藻凝块结构的破碎产物
。

类似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燕山震旦系兰

藻碳酸盐岩研究的藻砂屑
、

藻砾屑
。

所以
,

通过对比和薄片观察
,

我们体会到藻屑的含

义是
:

藻屑一红藻
、

绿藻的碎屑较易识别
;

兰藻屑一无论是原地破碎的
,

还是经过搬运

了的
,

其组构具有藻迹
、

藻线纹
、

藻类管状

体
、

藻类叶状体
、

藻凝块体等特征
,

或具与

藻类作用有关而形成的沉积结构
、

构造
。

此

种沉积包含破碎了的富藻组构
。

(图10 ) 通

常依据其大小
,

称之为藻砂屑或藻砾屑
。

这

样才不致混淆与其它碎屑组分的区别
。

在此

认识的基础上
,

通过川西北地区中三迭统的

岩石薄片观察
,

利 用 兰 藻类碳酸盐岩的结

构
、

构造特征
,

可对该区进行地层对 比和沉

积相的分析
。

二
、

兰藻类碳酸盐岩

藻类可 以造岩
,

兰藻
、

红藻
、

绿藻
、

金

藻
、

轮藻均能造岩
。

兰藻是依靠藻体外面较

厚的胶质壳一粘液质堆积石化形成特殊的迭

层体和迭层体部分而造岩
。

兰藻的藻丝体可

以粘结或缠绕一些碎屑物质使其沉 积 而 成

岩
。

兰藻藻丛能建造宏观的微相环境
,

它对

兰藻类碳酸盐岩一藻迭层
、

藻纹层
、

核形石

的结构
、

构造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下面按兰藻的形态分类特征与沉积构造

特点分别叙述如下
:

1
.

迭层石 (S t r o m a to lith ) 碳酸盐岩

早在一九六四年洛根指出
, “

藻迭层石

是层纹状构造
,

由细砂粒
、

粉砂粒和粘土粒

级的沉积物组成
,

是由藻膜陷捕和粘结碎屑
产

沉积质点而形成
, ”

这样不难认识到
,

迭层

石是藻成因的一种沉积构造
,

而不是生物遗

体的本身
。

所 以它的发育与沉积环境
、

沉积

介质
、

水流活动有关
。

又 与 兰 藻的种属有

关
,

因而还受季节性的影响
。

如蒙蒂和格贝

莱因的观察证实
:

在潮下环境
、

昼夜有别
,

裂须藻 (S c h iz o th r ix C a le ic o la ) 白天向上

生长
。

颤藻 (o s e illa t o r ia S u b m e m b r a n a -

c e
a) 夜晚向水平方向生 长 , 而在潮 上 带双

歧藻 (S e y to n e m a )
,

每一周或几周迭层一

层
,

而胶须藻 (R iv u la r ia b ia s o le ttia n a )

每年才形成一层
。

所 以
,

迭层石常具有向上

隆起的弯状构造
、

连续迭置生长的纹层
。

在

纹层中常有藻的遗迹
、

藻类管状体
、

藻凝块

等形态结构与藻粘结组合等
,

这些组构都有

别于周围的沉积构造特征
。

关于迭层石的研究
,

我国对震旦系做了

大量工作
,

建立了层位标志
,

而川西北地区

中三迭统迭层石颇不发育
,

主要为波状迭层

石和柱状迭层石
。

地貌显示清楚
,

常出现连



续的迭覆构造
,

层位稳定
。

通过岩石薄片镜下观察
,

基本层构造明

显
,

其暗带层具绵层类 (S p o n g io s tr o m a ta )

兰藻结构特征
,

主要表现为 藻 线 纹
、

藻斑

点
、

藻凝块
,

色暗
,

富含有机质
,

为泥晶碳

酸盐纹层
,

其亮层由微晶或粉晶方解石或白

云石组成
。

川西北地区大都以白云石为主
,

并多伴有去膏化现象
,

溶孔发育
,

并具有鸟

眼一示底构造以及千裂
、

占孔等微相构造特

征
。

(图1 1 )

2
.

层纹石碳酸盐岩
:

前已叙及
,

藻迭层石具有明显的隆起特

征
。

而层纹石恰恰不具有这一特点
。

正如洛

根所称之的
“不 成 层 纹或层纹差的藻丛

,

可以看作边缘迭层石
。 ”

所 以
,

从 成因上认

识
,

层纹石是具有兰藻生命活动的遗迹的
。

从沉积特征上看
,

层 纹 石 是一种常呈水平

一微波状
、

条带状
、

揉 皱 状 等的碳酸盐岩

体
。

层纹石发育在川西北地 区的灰岩与白云

岩中
,

白云岩中尤为发育
。

通过宏观观察和

薄片鉴定
,

层纹石常具有如上特征
;

( 1 ) 层纹呈水平
—

微波状
,

断断续

续
,

或呈坡度不大的缓坡形
。

( 2 ) 层纹的基本层由暗带层 (保存有

兰藻的遗迹或其它结构
,

富含有机质 ) 和亮

带层 (由不同晶粒的碳酸盐组成
,

不含或少

含有机质) 组成
。

( 3 ) 层纹石中的 成 岩裂 缝
、

干缩错

裂
、

生物 占孔
、

溶孔
、

鸟眼一示底构造均较

常见
。

( 4 ) 层纹石中常伴有去膏化作用的发

生
。

现将所见的层纹石的沉积构造特征与兰

藻结构特征介绍如下
:

A
、

水平一微波层纹石
:

a 、

断续状的
:

层纹的主要特征 是 由藻

迹
、

藻斑点
、

藻凝块所组成
,

暗带较宽
,

亮

带较窄
,

虽不连续
,

但平行层面
。

(图1 2)

b
、

连续状的
:

层纹绵延起伏
,

厚 度 有

变
,

暗层具藻凝块结构
,

示底构造较醒目
。

(图13 )

B
、

微拱状层纹石
:

层纹微有隆起
,

其 暗 层 与亮层相互相

间
,

层系较薄
。

暗层一般为o
.

Z m m
,

最厚可

达0
.

8 二 m
,

由藻迹
、

藻斑点组成
。

暗层藻间

溶孔常为亮晶胶结物充填
,

沿层分布
。

(图

1 4 )

C
、

揉皱状层纹石
:

具水平层状特征
,

局部层纹弯曲
、

褶皱
。

一般层纹的暗带较厚
,

层纹多由藻迹
、

藻凝

块结构所组成
。

(图 1 5)

D
、

条带状层纹石
:

具水平
、

连续的层纹特征
。

条带厚薄不

一
,

从0. 1一 l m m
。

主要 由 藻 迹
、

藻斑点

结构组成
。

(图16)

E
、

花斑状层纹石
:

暗层厚度较大
,

、

层间界限不清且呈过渡

状态
,

仅借助于彼此近于平行分布的
、

长轴

方向较一致的亮晶或微一粉晶的斑点状物的

排列而显示出来
。

富藻暗层主要由藻斑点
、

藻凝块
、

藻迹结构所组成
。

(图17 )

3
.

核形石碳酸盐岩
:

洛根 ( 19 6 4年) 曾将核形石 (O n e o lit e )

称为
“
非固着 (生长) 的迭层石

” 。

亦可以

说是
“
由巨大的藻类群体形成的 碳 酸 盐结

核
”
体

。

我们认为
,

核 形 石 的形成是 由藻

类植物的参与
,

又 经 过 波浪或水流活动而

形成的一种结构体
。

成因类似于 豆 鲡 粒
,

称为核形石
,

我们认为不 甚 确 切
,

仍称豆

鲡或豆粒为好
。

因 为 颗 粒的大小并不反应

组成它们本身所具备的 别 具 一 格的结构特

征
。

在日常生产过程中
,

区别核形石与鲡粒

的万般原则是
:



{
“

大小 }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

< Z m m 者称
豆鲡

形态
圆至不规则状

,

形状多变
。

圆至椭圆状
、

钩状
、

链
状

。

层纹
厚薄不等

,

凹凸

不平可不同心
。 同心

、

偏心
、

规则
。

除生物鲡外
,

一般没有
。

鉴于核形石的结构特征
,

除从大小
、

形

状划分外
,

根据所见
,

按核形石 的 层 纹特

征
、

核心结构
、

围裹物的特点进行分类
。

( 1 ) 层纹特征
:

a .

疏密不等的层纹
:

其层纹围绕核心显

同心状扩展
,

层纹与层纹的间距有变
,

亦可

作规律性产出
,

层纹厚薄不等
。

(图18 )

b
.

均匀等厚的层纹
:

层纹呈 同 心 状排

列
,

层纹与层纹的间距基本相等
,

层纹本身

厚薄不一
。

(图19 )

上述核形石的层纹内
,

也可见由富兰藻

或藻类丝状体或红藻围绕核心作迭复不定的

围裹
。

c .

不规则状层纹
:

核形石的层纹
,

尤其

外缘轮廓的层纹很不规则
,

呈港湾状
,

以藻

迹结构为主
,

富含有机质
。

(图 2 0)

( 2 ) 核心特征
:

a . “
雏核

”
核形石

:

由数 目不定的层纹

所组成
,

起始层纹的形态
,

负有
“
核

』

合” 的

作用
,

然后依次
“
增长

”
的层纹发育

。

(图

2 2的内核 )

b
.

单核核形石
“
其核心可以是藻屑或粒

屑的任何一种组分
,

也可 以是石英等其它碎

屑
。

层纹围绕核心发育
,

层纹具上述特征
。

(图 2 1 )

c .

复核核形石
:

就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核心
,

其核心大小有均等的或大小兼备

的
、

被同一层纹所包裹
,

先是一个小的俘形

石被另一
“
核心

”
所结合

,

全部包裹在同一

层纹内
,

逐渐发育成为更大些的复 核 核 形

石
。

(图2 2 )

d
.

受核
』

臼形状所控制的核形石
:

此类型

的核形石
,

所见以生物碎屑为核心 者 占多

数
,

尤其是介屑类壳
,

如瓣鳃类
、

腕足类
。

其层纹发育特点是长轴方向层纹密
,

相反方

向稍疏 (图23 )
。

( 3 ) 瘤状特征
:

在核形石的形成与发育过程中
,

于一翼

粘结了其它碎屑物质
,

千扰 了 同 心层纹生

长
,

呈瘤状突出
,

俗称
“
瘤状核形石

” 。

这

种核形石的形成
,

一般发生 在 发 育终止阶

段
,

不是产生在早期或核时期
。

(图2 4)

在我们的工作中
,

得到 了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曹瑞骥
、

穆西南同志的

热情帮助与鼓励
,

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主 要 今 考 文 献

〔1 〕朱浩然 1 9 7 6年 古藻类学基础 (初稿 )
。

〔2 〕 G
、

M 史密斯著 朱浩然译 1 9 6 2年 隐花

植物学 科学出版社
。

〔3 〕 B
.

n
.

马斯洛夫著 湖北地院地质系译 造

岩生物的矿物遗体 (藻类部分) 《沉积岩石

学手册 》第十一章
。

〔4 〕山东海洋学院编1 9 6 1年海藻学 农业出版社
.

〔5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七室译 1 9 7 8 年现代

沉积碳酸盐 (第一卷海洋碳酸盐) 地质出

版社
。

〔6 〕美国沉积岩石学杂志 67 年 34 卷 了期 成都地

院译 隐藻类石灰岩和白云岩的分类及环境

意义
。

〔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七室编著 化石岩石

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