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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
，

综合研究地质体的各种特

征
，

并据此恢复当时的环境及建立
，

一系列的

地质模式是地质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
。

在

沉积学领域内
，

对沉积环
�

晓的研究
，

也同样取

得了长足以进的发展
。

环境的 自然背景是由

该区大地构造和地质历史决定的
，

因为区域

地质背景直接地控制了很多重要的因素
，

如

陆地和海岸
，

海底的坡度
、

介质的能量
、

内

外动力地质作用对古代沉积作用的改造
、

来

自沉积区周围剥蚀区的物质供给丰度及地表

径流
、

地下水的供给和循环等
。

海洋
、

大陆和

海陆交互环境中介质性质
、

能量
、

组分
、

物质

来源和生物配置等特点均不相同
，

正是这些

特点反映了沉积环境
，

从而 为指相标志的建

立提供 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

在这种条件下
，

一定环境中堆积的沉积物或形成的地层
，

具

有一定的岩性地球化学特点
、

生物组合和丰

度
、

以及不同的区域地质特征
。

其中岩石一

地球 比字特征是相分析时最常使用和最有效

的指相标志
。

积物或岩石成因标志的分析是一种相当繁重

的研究工作
，

它需要详细研究沉积 物 的 结

构
、

构造
、

成分和胶结物及其它 自生组分 �其

中应包括结核�的特征等
。

当将这些特征 与生

物
、

生态特征
、

以及地球化学特征和 区域地

质背景进行综合分析时
，

一般能够较准确地

鉴别某些沉积相
。

到目前为止
，

己能使用岩

矿标志有效地区分出若干沉积相
。

碳酸盐岩

一
、

指相的岩矿指亦

近年来湖相碳酸盐岩 �灰岩
、

鲡灰岩
、

鲡

云岩和 白云岩�的识别和解释引人注意
，

淡水

偏心鲡云岩的发现弥补了我国碳酸盐岩类型

中的一个空 白
。

这些岩石的成分
、

结构
、

构

造特点可能作为区分海湖相地层的标志
。

有

人认为角砾化致密结核状灰岩和泥晶状泥灰

岩主要是湖相产物
，

而偏心鲡状灰岩则是在

低能淡水环境中形成的
。

岩石或沉积物中方解石填隙物的结 ��占习

性亦有助于环境的判断
，

由于介质 中镁离于

的含量直接影响着方解石的晶形
，

故在镁离

子相对较高的海相环境中
，

方解石多 吸复三

方偏三角而体或纤维状集合体 � 在铁离
一

�较

利用指相矿物来确定沉积相和沉积环
�

境

是最早使用的方法
，

如通过轻重矿物的组合

和 自生矿物类型的分析
，

可以确定物质的来

源
，

物质动移的方式和途径
、

成岩和后生作

用的强度和沉积环境
，

并再造古地理
。

但沉

少的淡水甲
，

则多

近年来
，

对 白

很大的进展
，

但�

体出现 �图 �� “ 。

相意义的认识也有
���不���

。

�
�

��、。 〔�

在研究了从淡水到超盐水的不同盐度的水介

质中原生自 乙、石形成的今理后指出
� ’

一

�传统

而



的观点相反
，

在��
十 �

����
�

比值较 高 的 条

件下
，

低盐度的介质反而有利于白云石的形

成
。

这是因为在��
� 牛

���
� 干

� � 时
，

水 中

杂质的减少 �低盐度�对有序白云石形成的

干扰效应降低
，

有利于白云石缓慢而充分地

晶出
。

「

“
这样的条件所反映的是海水与淡水

橄盛径流或大气淡水�经常交替的变盐环

境孟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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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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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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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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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 自生长石
、

沸石是湖相沉 积 的 标

志 ， 鲡绿泥石和海绿石等矿物则是弱氧化
、

个别可能是弱还原条件下海相的产物
，

特别

是在沉积速度缓慢的海底
，

这些矿物最易生

成
。

北海
，�

雷州半岛一带第四纪海相沉积物

中经常出现的海绿石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

的自生矿物
。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在长江口

外的海滨砂中曾找到少量的海绿石
，

在河 口

砂坝砂中则发现了鲡绿泥石
，

但在河床砂中

却从未发现此类矿物
。

同样
，

根据阜宁组地

层中普遍含有海绿石
，

考虑到岩性
、

地球化

学等其它标志而认为金湖凹陷中阜宁群的沉

积环境为海浸影响下的河口湾环境
。 〔��

， �，同水介质条件下

豁
结。形。 、， 。

�
�

粘土矿物

印�������
下���

�

�必李年笔者曾于广西涸洲岛海滩岩找到

过这种白云岩
。

海滩岩位于抬升的 滨 岸 地

带
，

其上覆有 �一��公分厚的松散海滨砂
。

由于抬升作用
，

海滩岩已高出现代海约 �一

�公尺
，

除特大风暴和由风力搬运的海水泡

沫外
，

一般情况下海滩岩已脱离了与海水的

直接接触
，

但泵吸作用仍明显地影响着海滩

岩的成岩作用
。

大气降水具有明显 的 季 节

性
，

全年雨量集中于六
、

七
、

八月
。

因此这

里是典型的海水和大气降水交互作用带
。

这

个海滩岩中的中部岩石是由菊花珊瑚
、

蔷薇

珊瑚
、

鹿角珊瑚
、

标准蜂巢珊瑚
、

腹足类和

牡蜗等碎屑和陆源石英砂组成
，

在它的孔隙

中分布有完整菱面体晶形
、

半透明洁净的白

云石
，

部分细晶级的白云石则以集合体的形

式作为胶结物分布于粒屑之间
。

显然
，

这些

白云石是我国南海干早
、

炎热而周期性地受

大气淡化影响的滨海或潮滩沉积环境的典型

指相矿物
。

�
�

自生矿物

自生矿物常具有十分重要的环境意义
。

虽然目前尚不能以粘土矿物确 切 地 定

相
，

但在分析环境时
，

粘土矿物的组合类型

及其某些粘土矿物含量变化的规律仍在相分

析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由于高岭石是在

陆相酸性环境中形成的
，

在海水的碱性条件

下
，

既不可能形成
，

也不可能长期保存
。

故

蒙脱石一水云母大量出现并缺乏高岭石的矿

物组合
，

可反映海相沉积环境
，

而一般认为

自生水云母是海相环境特有的矿物
。

在陆相泥岩大量分布的地区
，

泥岩中高

岭石的含 量在纵向和横向上均有明显的变化

规律
。

通常在同一环境下沉积的同一层泥岩

中
，

高岭 石 在 水平方向的含量变化很大
，

从而反映 了物质来源的差异和环境的变化
。

在不同环境下沉积的泥
、

页岩中
，

高岭石含

量在纵向上具有共同的旋回性变化规律
，

这

种规律一般能反映沉积期古气候的特点和构

造运动的变化规律
。

一般
，

高岭石具有两种成因类型
。

一种

是作为碎屑胶结物的自生高岭石
，

它们多呈

六边形的自形晶出现
，

并在成岩作用或后生

作用阶段形成
。

这类高岭石的普遍出现
，

反

映炎热潮湿的气候和酸性的介质条件
，

应是



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 另一种高岭石
，

多见于

泥
、

页岩中
，

呈碎屑状
，

晶形不整并具磨蚀

痕迹
。

它们显然是经介质搬运
、

来 自剥蚀区

的细粒碎屑沉积物的一部分
，

应称为非自生

�或他生�高岭石
，

个别文献中则称其为碎屑

高岭石
。

这种高岭石反映了沉积盆地构造运

动的性质
，

对碎屑物质最终风化强度的影响

和控制作用
，

以及介质的性质和能量
。

故它

在平面上的分布应与沉积相带位置有关 �图

��
。 「‘

沉积物的最终风化强度不仅是古气

候条件和构造条件的函数
，

而且也直接影响

了细粒沉积物中不同成因类型高岭 石 的 丰

度
。

据此可以认为
，

泥岩中碎屑高岭石含量

的多少
，

可反映沉积物形成时遭受化学风化

作用的强度和沉积期的环境
，

不同时期中它

们含量的变化规律则可作为区域或小区地层

对比的标志
。

陆源区母岩成分
、

古气候条件
、

介质性质等

因素外
，

成岩和后生作用也强烈地改变着粘

土矿物的形成和转化
。

因此 目前在利用粘土

矿物指相或进行小区地层对比时
，

只考虑矿

物组合或其含量的多少
，

常常得不出正确的

结论
。

但某些粘土矿物
，

如高 岭 石
、

蒙 脱

石等在纵向上的旋回性变化规律却可以明显

地反映出古气候和构造运动演化的模式
。

表 � 不同环境中粘土矿物的分布

环 境 因 素
…

”土矿物分布特点

� �垫掣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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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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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咸水 � 水云母
、

蒙脱石为主

度 � 、 �，

� 高岭石
、

蒙脱石等为
� � 淡 水 � 坚

“又

吴箭羹绘兰孟
�，

� 优 小 � 主
、

亦可有水云母
介碱�弱酸性 …高岭石为主
质 �

—
�

—
一

�

—酸度…弱碱性 】蒙脱石为主

一 �邵
一

代公

味鬓
� ‘ � 。

� ��
一

闷

一
一 十广

�…少质 ���碳蔽瘾一一
蒙脱石为主

水云母
、

高岭石为主

多无高岭石
、

蒙脱石
、

以水云母为主
受各种因素控制而组
合复杂

一 一 �一 氮。

田 � 粘土矿物理想沉积棋式 �据��。。������

其它粘土矿物
，

如水云母
、

蒙脱石
、

绿

泥石等
，

由于其形成多受水化学特 点 的 控

制
，

在一定条件下
，

还可作为水介质盐度的

指示剂
。

根据现有资料可将岩石中粘土矿物

与介质环境的关系综合为表
�。

值得注意的是
，

粘土矿物形成环境的反

映虽较其它矿物灵敏
，

但影响和控制粘土矿

物分布的因素比较复杂
，

除构造运动性质
，

在进行沉积环境的综合分析时
，

主要研

究下列特征
�

���沉积物或岩石的结构 �沉积颗粒

的形态
、

大小
、

含量
、

分选及磨蚀情况和岩

石的表面性质等� �

���岩石的构造 �层面的
、

层间的及

颗粒的分布方式等� �

���矿物成分及矿物共生组合的研究

�造岩矿物
、

重矿物或副矿物
、

自生矿物及

次生矿物的综合分析等� �

���岩石中胶结物或基质的研究 �胶

结物的成份和胶结类型等� �



���岩石成因一结构类型的确定及岩

类组合
、

沉积韵律的研究等
。

综合园内外部分有关资料
，

可将常用指

相微量元素和元素对比值的大致分 界 值 列

表��

二
、

指相的若干地球化学标志
表 �礁灰岩和非礁灰岩中��含�的对比��

�

�
�

��

地球化学方法是研究沉积环境的有效方

法
。

这种方法不但 已被
一

肯定
，

而且由于用地

球化学标志区分海
、

陆相地层
，

特别是用来

区分同环境下不同沉积期的沉积物具有明显

的效果
，

因而得到广泛地应用和发展
。

研 究 者 同地区非
礁 灰 岩

藤贯正
�

�盯�
�

日本相良地区新第
一�

三尸哗竺省一夕乙 ���

古相礁灰岩

����

古相非
礁灰岩

���一���
�

微盆元素
�

目前在应用微量元素分析古环境方面
，

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

除常用某些元素的

对比值
，

如�����
、

�����
、

����
、

���� 、

�����’
· ·

…和烃类化合物的成份等作为海
、

陆和过渡相的区分标志外
，

许多微量元素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等作为 指 相 标 志 也 愈

益受到重视
，

其中较为成熟的是�
、

�� 、

��
、

��
、

�
、

�
、

��等微量元素
。

它们不仅在 区

分海相和淡水陆相时具有很大意义
，

同时也

是反映古沉积介质盐度的灵敏指示剂
。

现 已证实碳酸盐岩中��的含量随高镁方

解石
、

文石向低镁方解石的转化
、

粘土矿物

含量和介质盐度的增高而加大
。

这就是说岩

石中��的含量除随地质年龄的由老变新而不

断增高外
，

其含量的变化尚与成岩
、

后生作

用强度和该岩石的形成环境有关
。

在现代沉

积中
，

礁相灰岩中的��含量远大于非礁相的

石灰岩 � 而在古礁相灰岩和非礁灰岩中
，

��

含量的变化规律则恰好相反 �表
��

。

虽然这

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尚不完善
，

但已能用来区

分碳酸盐岩中的礁相和非礁相岩石了
。

此外
，

我们发现在广西贵县沙村附近的

岩关阶碳酸盐岩中
，

凡富含蒙脱石等粘土矿

物较多的含生物泥晶灰岩中
，

�� 的含量亦较

该地纯泥晶灰岩高
。

弗里格尔等

����

鲍什
�

��弘

切斯特
�

��〕��

弗里格尔等

����

���

��

���一���

����

���

���

���一����

����� ��� ���

�据藤贯正 资扦综合编制�

�
·

’

�
·

����� �和岛田等人 �����一

����� 更以大量样品的测定结果为依据
，

作

出了�一�� 、

�一�的沉 积 相 图 �图 �
、

��和以�
、

�� 、

��三元素为端元组 分 反

映海
、

陆和过渡相的三角形沉积相 图 �图

��
。

目前
，

这些图件 己被用来作为标准底图

使用
，

在工作中可将某地区某层段样品的分

析数据 �光谱半定量或化学全分析数据�投

影于上述底图之上
，
以判断该样品的形成环

境
。

国内一些研究单位试用此法时
，

效果是较

为明显的 �图 ��
。

事实征明
� �

、

�� 、

��在区分淡水页岩和海相页岩上是有用的
。

同样
，

�
、

��
、

�和��富集在海相页 岩 中
，

而��和��则富集在淡水页岩中
。

�
，

沉积磷酸盐法测定古盐度

����年�
·

����。�提出了用沉积磷酸盐

分析法来
�

测定沉积物或沉积岩的古盐度
，

其

根据是河湖相淡水沉积物中的磷酸盐主要是



表 � 常 用 地 球 化 学 指 相 组 分 分 界 值

指相微量元

素或元素对

…、 相

�
。，、 ，卜，‘、渡，。

�
�

…
国 内 实 例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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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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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
。卜。

��、 二 ���明显受海
��式

�

匕 一�一 从�气目 盛二�� 四 〕�二亡少 〕光〕、卜笋入 �明
、

俘七�，」又才琴
、 二�炙寸叮�，卜 园二�幼 故�

� 万 汗口 �口 ‘肠 �二� �址留 舀已 奋‘分石�� 去石 佘口 一沉二。卜口 �‘， �占八 叮布 曰冬试先户 合‘别 ��、 �，产 ”�叮 “ 切

�尔阴 于目肥居 �傅伪门例状 “匕�
‘砚 ‘明��� �

口”’双伙私
‘�乙

�毖浦江水

��一��石�

����
�

�
�

� �

��

�

��

�����

����

����
�

行
�

， 止冷 � �
�

� 一 �
�

���一�
�

���
�

��

一 � � 一 ��� 一 ，
夕�� �一 �

夕�� ���一�� � 交�� � ��

� ，““ ��‘。

叫 “。。 灸，。� · ��了

���
一

’���

…
‘��丁���� ��� � ���。

了
‘

…咬��
�

一 �� �

户�� …戈
�
…

�了

� ��� ���
·

�一
� � ��

�

�� �

�心 �� 一 �一��

资料来源 北大地质系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根据表 �内的分界值
，

大庆科学研究 没计院石油地质研究所论证了松辽盆地白噩纪沉积的陆 相 特证 �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等单位则讨论了全湖凹陷阜宁组的沉积环境
，

并提出了曝宁组二段
、

四段具有海 水 浸

进和河流注入的双重沉积特证
。

笔者则用现代泻湖软泥验证过上述指相标志
。

。。
燕

二图 � ��一�一��含盘关系图�据岛田等�����

一
��

图 � �一�含盆关系图 �据������等 �����

�只 �

���日
日久吸国

� � 工� 艺�� ��

� � ���

��亡� �� ��
����� �杯

图 � �一��含贵关系图 �据������等�����

图 � 我国不同时代沉积物中�一��含，在标准底

图上的投影

��



� 现代滨海泻湖软泥 �广��� 、

▲金湖凹陷阜宁相二段

�松辽平原白坐系

���� � ，

海相沉积物中 则 几 乎 全 是 ��
�

��� ��� 「� 。

求出��
� ��� 、�� 不������

�

的含量及����� � �� 的相对 比值
，

即可 反

映沉积时水体的盐度
。

目前
，

这种方法在欧

美许多地区中
，

从古生代至全新世地层中都

曾大量应用这一方法
，

虽然干扰因素的校正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但仍不失为颇有前途的测

定古盐度的新方法
。

同济大学等单位曾对我国渤海
、

东海
、

黄海和西湖
、

巢湖
、

都阳湖等��余个样品进

行了磷酸盐的分析
，

其结 果表明
�
样 品 中

���� ‘
或��

� ��� ‘�� 「�
，
磷的含量

，

尤其是

二种组分中含磷量的比值 �������� � 均

与盐度密切相关 �表 � �
。

他们在应用此法研

究苏北阜宁群二
、

四组沉积岩样品时
，

同样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查明了这些有争议的沉

积样品的海相沉积特征
下“ 。

海
、

陆相沉积物

中����
。
和�鲜��

���的含量 以及����� �

��比值的变化不仅由于羡叮所示那 样 显 著

地作为区分海
、

陆相沉积的标志
，

而且也可

以根据其变化趋势 �不是含量�作为同 一沉

积相区或异地相的小层对 比标志
。

表� 磷 酸 盐 含 最 对 比 表

����
�

中磷的含量

��
�

�
�

�� 或相应的

����
‘

克分子数

�� ����
‘��中磷的含量 ��

�

�
�

��

����� ���

或相应的��
�
���

‘
�
�

的克分子数

相积沉

海 相

�
，

稳定同位素 二�气乐

自然界中各种地质体和不同自然环境有

着各种的稳定同位素成分
，

它既可反映当时

的成岩过程
，

也可用来区别不 同的地质背景

�图 ��
。

利用氧
、

碳等同位素在沉积物中

含量的变化可以查明沉积介质 的 性 质
、

盐

度
、

温度
、

物质来源
、

生态环境因素
，

因此

利用同位素分析研究沉积环境是近年发展较

快和颇受重视的方法
。

由于氧同位素的分馏主要受温度控制
，

所以根据介壳化石的�
‘“
��

’“的比值 可 以

确定古水温
。

矿物中某些同位素年 龄 的 测

定
，

可用来确定沉积物的来源和判断沉积速

度
。

硫同位素的研究更有意义
，

在海相碳氢

化合物中�
“�
��

�“
的比值几乎不变

，

而 在 湖

一 ��

一 �〔

一 ��

一 ��

漪 �

牙 一 功

一 ��

一 ��

� ��

一 目�

图 � 各种沉积物和岩石的 乙�
‘�

值 �据�
�

�
�

�����

��
，

�����

相地层中�
“ �

��
“�的比值变化甚大

。

因 而 利

用�
“ 毛

��
““

的比值可以确定其成因或 沉 积环



境
。

在个别情况 下
，

还 可 利 用 ��
““

��殊
�‘

及��
�“

���
咭“
�总��的比值来 研 究 沉积环

境
。

�
·

�
·

����� ���� �����
， �����

除了利用了��������的样品外
，

又精选 了

下石炭系地层中的腕足类化石作为样品
，

经

氧同位素比值测定获得下石炭纪的古水温为

��一��℃
，

二迭纪的古水 温 则 为 �
�

�� 和

��一��℃
，

这一高一低的两个数值恰好反映

了当地二迭纪时冰川的影响
。

用氧同位素比值法测定中生代古水温的

资料甚多
。

由 于箭石具有分布广泛
、

壳体坚

硬而易保存
、

易于鉴定和分辨有无重结晶现

象等特点
，

故多采用箭石化石为样品进行测

定
。

�
·

����� ，

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箭石 化

石
，

测定了中生代的古水温
，

并于����年出

版了介绍氧同位素方法及其研究历史和成果

的专著
。

综合世界各地箭石测定结果
，

可知

各地区侏罗纪一白亚纪时古水温的变化总趋

势 �表 ��
。

古古 地质时时 侏 罗 纪纪 侏罗纪末期一白蟹纪初期期 白 至 纪纪

水水温 期
�����������������������������������������

初初初 期期 中 期期 晚 期期期 中 期期 晚 期期

℃℃℃ ��一���� ��士士 ��一���� ��一���� ��士士 ��一����

�
·

�
·

���� �� ，

������综合了样品

分析量最多的欧洲地区的测试数据
，

结果发

现欧洲地区中生代古水温的变化大体是一致

的
，

但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相 比则有地区性

差异
。

虽然�� �� ��曾用大气中��
�
含量的

变化
、

当时古地理的差异以及大陆的分割和

移动等因素加 以解释
，

但直到 目前为止仍被

认为未能从根本上阐明这种差异的原因
。

大

量实例说明
，

古水温的 变 化 常
一

与 当 时生

物群的发育程度有一定关系
。

由于海水的盐

度和酸碱度直接影响着生物群的变化
，

所 以

这些古环境因素也必然影响样品中稳定同位

素的含量而与最终测定结果相关
。

新生代第三纪古水温的研究工作是以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为中心进行的
，

并多以

瓣鳃类化石为样品
，

有时也利用有孔虫作为

样品进行氧同位素比的测定
。

有意义的是大

致在 �� 年代后期由不同学者所 测定的古 水

温
，

大体上都是一致的 �图 � �
，

其总的趋势

为始新世中期古水温较高
，

从始新世末期至

上新世初期古水温较低 ���一��
“

��
，

当 进

入更新世时则全部为低温
。

中间中新世时温

度最高
，

部分测量结果可达��一��
�

�
。

二少介介

图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和太平洋西北的

古温度曲线

���
、

���一澳大利 亚 �据���� �价，����� �

���一新西兰 �据�������� ， ����� �

���一太平洋西北岸 �据�������等�����

众所周知
，

生物群的分布规律和生态特

征可直接用来判断沉积时介质的盐度
、

温度

和深度
。

但应用生物硬体的氧同位素比值测

定古水温则更为具体
、

准确
。

这种方法具有

物化学原理明确
、

能以具体数值表现古水温

的优点
。

此外
，

不仅化石可作为测定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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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它含氧的沉积物
，

如碳酸盐矿物
、

铁和锰

的氧化物等亦 可作为样品
，

这种方法应用范

围甚为广泛
。

应用生物硬体组织中的氧同位素 比值求

得的古水温可反映该生物 的 生 活 环 境
。

�
·

��������通过多年 �����一�����对浮游

性有孔虫的己�
’“
的研究绘制了第四纪以来的

海水水温变化曲线 �图 ��
，

这条曲线适用

于加勒 比海
、

太平洋
、

大西洋和地中海
。

通

过这条曲线不难看出
，

距今��万年以来的这

段时间里
，

共发生了七次温差约达 �℃的周

期性变化
，

作者认为这些变化正是冰期和间

冰期的具体反映
。

图�� 以����种
���� ����������为样品所

测得的古水温攀节性变化曲线

�‘

絮
士“ ‘���’

� � �
��� ��� ��� ���

�了寸介习�仟年�

图 � 加勒比海中部海面水温曲线

�据��������
，

�����

增田富士雄等人 ������ 以更新统的瓣

鳃类化石的外层为样品
，

通过乙�
’“
的测定

，

求出了古水温的季节性变化曲线 �图���
。

从曲线中可以看出
，

在化石中长 �公分的测

定范围内共呈现了三次周期性的寒暖变化
，

其温差约为 �
“ ，

贝壳上纹饰密集或连续延

长处均与低温点相符
，“ 。

大量乙�
’�
的综合分析资料表明

，

用 乙�‘“

方法测得的古水温变化规律
，

与使 用 古 地

磁
、

古生态学及生物组合等方法所获结论基

本相符
。

�
·

������等���了��曾将古地 磁强

度和倾角变化曲线与乙�
‘“
古水温曲 线 和 生

物丰度曲线进行对比
，

结果发现这些曲线完

全一致
，

因而认为古地磁强度的变化可能是

改变古气候的重要因素 �图���

田 �� 叙同位寨古水温曲线与古地磁强度
‘琳角 曲 。 的。较

�一有孔虫 ������ ��七���� ��������� 丰度

曲线�

�一有孔虫 ���������������� ����������

、������ ‘吕

瓜曲线�以上二 曲线据����
�

�

�
�

�资料����� �

�一占地磁磁场强度 ������� � ��一 “
�曲 线

正一滋倾角变化曲线 �以 仁二 曲线 据 ����。

‘

等
， �����



裹 �

广

赢
现代白云石，。。。

� 。

和。。
� �

的含，�、�

样样 品 号号 样品名称称 色�
���� 乙� ‘ 吕�������

������������ �������

�����一 ��� 白 云 石石 � ��
�

���� 一 ��
�

���� 一�
�

����

�����一 ��� 白 云 石石 十 ��
�

���� 一 ��
�

���� 一 �
�

����

�����一 ��� 白 云 石石 � ��
�

���� 一 ��
�

���� 一 �
�

����

女
‘飞

涸州岛现代 白云石氧
、

碳同位素成份的

测定结果 �表 ��表明该 白云石中 的乙�
‘�

具
一肴高贾值趣乡则具低负值 。

以�
·

�����所

提供的色�
’�与盐度的关系曲线为参考

，

可大

致估计这种现代白云石形成时的盐度低于正

常海水盐度
，

应是变盐环境中的产物
。

总之
，

在划分地层和研究各种沉积相时

经常使用的分层
、

划相标志很多
。

岩矿一地

球化学标志中也绝不仅限于上述的 若 干 方

法
，

但对属这一范畴内的岩石结构
、

构造
、

岩性组合
、

氯离子浓度测定
，

�
、

��
、

��等

同位素分析方法
，

或因其属于常规方法而为

大家所熟知 � 或因目前资料较少尚不成熟而

不再详述了
。

本文承北京大学地化教研室同位素实验

室代为分析氧
、

碳同位素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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