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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盆地南部布曲组含油白云岩中

自生文石胶结物的鉴定及其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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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中侏罗统布曲组砂糖状白云岩中首次发现针柱状胶结物，分布于沥青充填的溶蚀孔隙中。 显

微结构、微区 Ｘ 射线衍射以及电子探针分析表明，胶结物类型为自生文石，呈针柱状晶形，簇状、放射状集合体，ＭｇＯ 和 ＳｒＯ 质量

分数呈正相关。 微区同位素测试显示，文石胶结物 δ１３ＣＰＤＢ值为 ３．５‰～ ３．９８‰，δ１８ＯＰＤＢ值介于－１１．６３‰～ －９．９８‰。 文石在地质

历史时期形成的碳酸盐岩中很少发现，常通过新生变形作用或溶解作用转变为低镁方解石。 砂糖状白云岩中自生文石碳氧同位

素组成与现代海洋沉积和大气淡水成因的文石存在较大差异，其形成过程中淡水淋滤作用影响较小，δ１８Ｏ 值的负偏主要受埋藏

期地温梯度控制。 储层成岩序列显示文石胶结物形成于埋藏白云石化作用之后，有机酸溶蚀伴随着碳酸钙自生矿物沉淀，烃类

充注抑制了文石向方解石的转化。 文石胶结物形成于晚成岩阶段，属于埋藏环境下碳酸盐矿物溶解再沉淀的产物，烃类充注可

能对文石的保存起重要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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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石是 ＣａＣＯ３的同质多象不稳定变体，属斜方

晶系，主要形成于温暖浅海、岩溶洞穴以及高压变

质带中［１］。 现代浅海环境沉积成因的文石主要包

括等厚环边针状胶结物，发散状纹层以及碳酸盐颗

粒（鲕粒、球粒及团粒等） ［２－６］；生物成因的文石包

括珊瑚、藻类等生物礁沉积中的文石质有机显微结

构和胶结物［７－８］，以及一些双壳类、腹足类生物相

的贝壳和骨骼［９－１０］。 岩溶洞穴主要发育文石笋，也
可见葡萄状或皮壳状文石产出［１１－１４］。 它形的粒间

文石以及微米级的文石包裹体形成于高压低温变

质作用［１５－１６］。
常温常压条件下文石处于亚稳态，通过新生变

形作用或溶解作用可以转变为低镁方解石，因此在

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碳酸盐岩中很少发现［１７－１９］。
然而，在羌塘盆地南部中侏罗统布曲组古油藏中发

现了罕见的针柱状自生文石胶结物，目前尚未见到

相关文献报道。 布曲组白云岩储层一直以来都是

学者关注的热点［２０－２２］，早期研究以雾心亮边白云

石作为矿物学标志，利用混合水白云石化模式解释

其成因［２３－２５］。 最新证据表明砂糖状白云岩可能是

埋藏白云石化作用的产物［２６］。 自生文石胶结物的

发现对于解释白云石化作用模式以及储层成因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介绍了文石胶结物的鉴

定过程，借助扫描电镜、电子探针以及微区 Ｘ 衍射

等分析方法对其成因进行了探讨。

１　 采样位置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昂达尔错古油藏带油

气显示丰富，地表出露的砂糖状白云岩中可见浸润

状液态油苗。 样品采自隆鄂尼地区格鲁关那含油

层剖面（图 １），采样层位为剖面第 １１ 层（图 ２）。
地层岩性主要为砂糖状白云岩、介壳灰岩、鲕粒灰

岩以及生物碎屑灰岩。 含油层为褐黄色、灰黑色砂

糖状白云岩，中—厚层状构造，中—细晶粒状镶嵌

结构。 砂糖状白云岩成岩组构主要有不等粒结构、
雾心亮边结构等，受白云石化作用和重结晶作用影

响，原始沉积组构消失殆尽。

２　 分析方法

室内分析中首先磨制普通薄片观察岩石结构

和矿物类型，在初步鉴定的基础上选择胶结物含量

较高、晶体形态较好的样品磨制探针片，分别进行微

区 Ｘ 衍射、电子探针和碳氧同位素分析。 扫描电镜

及能谱分析由成都理工大学四川省矿物学岩石学矿

床学重点学科实验室完成，测试仪器为 Ｎｏｖａ Ｎａｎｏ
ＳＥＭ ４５０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以及 ＥＤＡＸ 公司

ＡＸＥ－６５０ 电制冷能谱与电子背散射衍射（ＥＢＳＤ）
一体化系统。 测试条件：电压 ２０ ｋＶ，温度 ２１ ℃，
相对湿度 ３５％。

微区 Ｘ 射线衍射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

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采用加装附

件的 Ｘ’Ｐｅｒｔ ＰＲＯ 衍射仪在岩石薄片上选定的区

域进行测试。 实验条件：电压 ４０ ｋＶ，电流 ４０ ｍＡ，
Ｃｕ 靶，Ｎｉ 滤波。 实验流程详见参考文献［２８］。

电子探针分析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

用研究所电子探针实验室完成，测试仪器为日本岛

津 ＥＭＰＡ－１７２０ 型电子探针分析仪。 测试条件：加
速电压 １５ ｋＶ，束流强度 ２０ ｎＡ，束斑直径 ５ μｍ。

图 １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构造单元及剖面位置

据西藏 １ ／ ２５ 万《昂达尔错幅》区域地质图修改，构造单元引自参考文献［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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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布曲组含油层剖面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激光微区同位素测试由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完

成，使用 Ｎｄ：ＹＡＧ 激光器（束斑直径小于 ２０ μｍ）
加热 分 解 取 样， ＣＯ２ 气 样 采 用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公 司

ＭＡＴ２５２ 型稳定同位素质谱仪检测。 测试精度 δ＜
０．２‰，ＰＤＢ 标准。 实验流程详见参考文献［２９］。

３　 文石胶结物的鉴定

３．１　 显微结构
偏光显微镜下文石呈针状或针柱状晶形，簇

状、放射状集合体，具有高级白干涉色；负低至正高

突起以及明显的闪突起，主要产出于沥青充填的溶

蚀孔隙（图 ３ａ，ｂ）。 文石晶体细小，镜下与硬石膏
（ＣａＳＯ４）、片钠铝石［ＮａＡｌＣＯ３（ＯＨ） ２］较难区分。

扫描电镜分析可见白云石粒间溶孔中，文石胶结物

呈针簇状垂直或斜交孔隙壁生长，针状晶体长度一

般 １０～１５ μｍ，宽度 ３ ～ ５ μｍ；顶部较尖锐，形态不

规则（图 ３ｃ，ｄ）。 能谱分析显示其主要成分为 Ｃａ，
Ｏ 和 Ｃ，谱线特征有效排除了 ＣａＳＯ４成分。
３．２　 晶体形态

样品中针柱状胶结物含量较低，常规衍射方法

不适用于矿物相分析，本次研究采用了原位微区

Ｘ 射线衍射精确判别胶结物类型。 首先在岩石薄

片上获取待测矿物的衍射图，通过多次实验获得重

复性较好的数据；其次使用 ＭＤＩ Ｊａｄｅ５ 软件进行谱

图分析，将处理后的衍射谱图与标准卡片对比。 衍

射峰位置及强度对应关系较好，基本确定胶结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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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
文石显微结构及扫描电镜照片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ｈｏｔｏｓ ａｎｄ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图 ４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
文石胶结物微区 Ｘ 射线衍射谱

Ｆｉｇ．４　 Ｉｎ ｓｉｔｕ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型为自生文石（图 ４）。 通过实测值与 ＰＤＦ 标准卡片

对比发现，ｄ 值（晶面间距）偏差小于 ０．０１，相对强度

存在一定差异（表 １）。 标准卡片的衍射峰是对成千

上万的小颗粒粉末进行衍射形成的，测试结果可以

避免定向性，而微区衍射束斑直径仅为 ０．１ ｍｍ，颗
粒数量有限产生定向性，导致衍射强度出现偏差。
３．３　 成分分析

文石胶结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测点

ＣａＯ 的质量分数均非常接近 ＣａＣＯ３ 的理论值，
Ｋ２Ｏ，Ｎａ２Ｏ 以及 Ａｌ２Ｏ３的质量分数较低，表明胶结

物受长石、黏土矿物等陆源组分影响较小，ＭｇＯ 和

ＳｒＯ 质量分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表 ２）。
综上所述，矿物形态特征、晶体结构以及成分

分析充分表明，针柱状胶结物为自生文石，排除了

孔隙中可能存在的片钠铝石和硬石膏。

表 １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
文石胶结物微区 Ｘ 衍射分析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ＸＲ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ＰＤ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ａｒｄ ｉｎ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序
号

实测值

２θ ／ （ °） ｄ 值 ／ ｎｍ 相对强度 ／ ％

ＰＤＦ７６－０６０６

ｄ 值 ／ ｎｍ 相对强度 ／ ％

１ ２１．１１９ ４．２０３ ３ ４．６ ４．２１０ １ １
２ ２６．２２５ ３．３９５ ３ ７１．５ ３．３９４ ４ ９３
３ ２７．１７９ ３．２７８ ３ ２７．６ ３．２７１ ４ ５４
４ ３２．７１２ ２．７３５ ３ １１．２ ２．７３０ ８ ９
５ ３３．２１２ ２．６９５ ３ ２８．３ ２．６９９ １ ５７
６ ３６．０８７ ２．４８６ ９ ２８．７ ２．４８３ ４ ４２
７ ３７．３３６ ２．４０６ ５ ５．１ ２．４０９ ３ ４２
８ ３７．９４２ ２．３６９ ４ ４６ ２．３７０ ８ １７
９ ３８．４２４ ２．３４０ ８ ４９．２ ２．３４０ ５ ５１
１０ ４１．２８１ ２．１８５ ２ １３．３ ２．１８８ ７ ３３

表 ２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
文石胶结物常量元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

样品 ＭｇＯ ＣａＯ Ａｌ２Ｏ３ ＳｒＯ Ｎａ２Ｏ Ｋ２Ｏ 总计

１ ０．２３５ ５６．３５１ ０．０１１ ０．９０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４ ５７．５８９
２ ０．０２７ ５５．０１ ０ ０．５６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７ ５５．６９３
３ ０．００９ ５６．１７５ ０．００９ ０．３１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０ ５６．５８０

平均值 ０．０９０ ５５．８４５ ０．００７ ０．５９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４ ５６．６２０

４　 成因讨论
文石碳、氧同位素组成的研究以洞穴石笋和浅

海胶结物最为普遍，其中受大气淡水影响的洞穴碳

酸钙（文石笋） δ１３Ｃ 值通常表现为显著负偏［３０－３１］。
太平洋巴哈马台地和加勒比海伯利兹斜坡边缘海

文石胶结物 δ１３Ｃ 值大致为－２‰～６‰，δ１８Ｏ 值介于

－６‰～３‰之间［４］。 大西洋巴巴多斯岛放射状文石

胶结物形成于海水和大气环流地下水混合的孔隙流

体中，其 δ１３Ｃ 值介于－３．４８‰～－０．９１‰，δ１８Ｏ 值介于

－２．８８‰～－１．５９‰［３２］。 本次研究采用了激光微区取

样的方法，分析结果显示自生文石胶结物 δ１３ＣＰＤＢ平

均值为 ３．７８‰，δ１８ＯＰＤＢ平均值为－１０．７７‰（表 ３）。
对比全球范围中侏罗世海相无脊椎动物及碳酸盐

表 ３　 羌塘盆地南部隆鄂尼地区
文石胶结物与白云岩碳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ｉｎ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样品号 采样位置 岩性
测试
方法

δ１３ＣＰＤＢ ／
‰

δ１８ＯＰＤＢ ／
‰

Ｚ 值

１ 格鲁关那 文石 微区 ３．８５ －１０．７１ １２９．８５
２ 格鲁关那 文石 微区 ３．９８ －９．９８ １３０．４８
３ 格鲁关那 文石 微区 ３．５ －１１．６３ １２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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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羌塘盆地南部布曲组白云岩储层成岩序列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ｆ Ｂｕｑ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胶结物 δ１３Ｃ 和 δ１８Ｏ 值（－１．６‰～ ３．１‰和－３．６‰～
０．８‰［３３］），文石胶结物 δ１３ Ｃ 值略高于同期海水，
δ１８Ｏ值明显偏负。 根据海相灰岩和淡水灰岩的经

验公式［３４］：

Ｚ＝ ２．０４８（δ１３Ｃ＋５０）＋０．４９８（δ１８Ｏ＋５０）

式中：δ 标准为 ＰＤＢ，Ｚ＞１２０ 为海相灰岩，Ｚ＝ １２０ 为

未定型灰岩，Ｚ ＜１２０ 为淡水灰岩。 推算得出文石

胶结物古盐度 Ｚ 值分布于 １２８．６８ ～ １３０．４８，平均值

１２９．６７，暗示其形成环境淡水淋滤作用影响较小。
周根陶［３５］通过模拟实验与理论计算得出 ０ ～

７０ ℃范围内文石—水体系氧同位素平衡分馏方

程：１０３ ｌｎα文石 － 水 ＝ ２０．４１×１０３ ／ Ｔ－４１．４２。 假设流体

δ１８ＯＳＭＯＷ为 ０‰，在 ５０～７０ ℃区间，温度每升高 ５ ℃，
δ１８ＯＰＤＢ值平均降低 ０．９２‰。 文石胶结物 δ１８Ｏ 值的

负偏可能受埋藏期地温梯度影响。 模拟实验同时

证实了 Ｍｇ２＋的存在有利于亚稳态文石的形成。
布曲组碳酸盐岩镜质组反射率 Ｒｏ介于 ０．６２％～

２．１５％，平均值 １．３５％，烃源岩处于成熟—生油高峰

阶段。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３６－３７］，建立了布曲组白

云岩储层成岩演化序列（图 ５）。 晚成岩阶段埋藏

白云石化作用形成自形程度较高的晶粒白云岩。
随着地层埋藏深度的增大，有机质成熟排出大量有

机酸，部分白云岩晶间微孔发生扩溶，同时溶解未

彻底白云石化的方解石和高镁方解石。 封闭条件

下地层流体过饱和，在孔隙中沉淀形成自生碳酸盐

胶结物。
佘敏［３８］通过表生到深埋藏环境的模拟实验证

实，２５～２１０ ℃以及 １ ～ ５２．５ ＭＰａ 范围内有机酸对

碳酸盐岩溶蚀不仅产生孔隙，同时也伴随着碳酸钙

自生矿物的沉淀，其中包括针状的文石晶体。 碳酸

盐矿物溶解动力学过程受 ３ 个平行反应控制（Ｍｅ

代表 Ｃａ 或 Ｍｇ）：

ＭｅＣＯ３＋Ｈ
＋→Ｍｅ２＋＋ＨＣＯ－

３ （１）

ＭｅＣＯ３＋Ｈ２ＣＯ３→Ｍｅ２＋＋２ＨＣＯ－
３ （２）

ＭｅＣＯ３⇔Ｍｅ２＋＋ＣＯ２－
３ （３）

　 　 受碳酸盐溶解作用的影响，地层处于弱酸性条

件，Ｃａ２＋浓度远超 ＣＯ２－
３ 的浓度，倾向于先沉淀文石

再逐步转变为方解石［２１］。

ＣＯ２－
３
＋Ｃａ２＋⇌ＣａＣＯ３↓ （４）

　 　 文石胶结物沉淀析出后，烃类充注改变了孔隙

流体性质及介质条件，抑制了文石向方解石的转

化，导致古老地层中出现文石残余［３９－４０］。 根据白

云岩成岩序列以及自生文石形态特征，结合碳氧同

位素分析结果，初步推断研究区文石胶结物为晚成

岩阶段埋藏环境下碳酸盐岩溶解再沉淀的产物。

５　 结论

（１）隆鄂尼地区布曲组砂糖状白云岩溶蚀孔

隙中充填有针柱状文石胶结物，ＣａＯ 的质量分数均

接近 ＣａＣＯ３的理论值，ＭｇＯ 和 ＳｒＯ 呈正相关。
（２） 自生文石胶结物 δ１３ ＣＰＤＢ 值为 ３． ５‰ ～

３．９８‰，略高于同期海水；δ１８ＯＰＤＢ值介于－１１．６３‰～
－９．９８‰，受埋藏期地温梯度影响明显偏负。

（３）文石胶结物形成于埋藏白云石化作用之

后，与封闭条件下碳酸盐岩矿物的溶解再沉淀有

关；孔隙沥青与自生文石之间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烃类充注可能对文石的保存起重要的控制作用。

参考文献：

［１］ 　 曾允孚，夏文杰．沉积岩石学［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５８－１６８．

·６７７·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３８ 卷　 　



　 　 　 Ｚｅｎｇ Ｙｕｎｆｕ，Ｘｉａ Ｗｅｎｊｉ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
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６：１５８－１６８．

［２］ 　 Ｍａｚｚｕｌｌｏ Ｓ Ｊ．Ｃａｌｃｉｔｅ 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ａｒ ｒｅｐｌａｃ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ｃ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ａｇｏ⁃
ｎｉｔｅ，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０，５０（２）：４０９－４２２．

［３］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Ｂ Ｈ，Ｏｗｅｎ Ｒ Ｍ，Ｃａｒｒｏｌｌ Ａ Ｒ．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ｓｔａｓｙ，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Ｐｈａ⁃
ｎｅｒｏｚｏ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ｏｌｉｔ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５，５５（２）：１７１－１８３．

［４］ 　 Ｇｒａｍｍｅｒ Ｇ Ｍ，Ｇｉｎｓｂｕｒｇ Ｒ Ｎ，Ｓｗａｒｔ Ｐ Ｋ，ｅｔ ａｌ．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ｅｅｐ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Ｂａｈａｍａ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ｚ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３，６３（５）：９８３－９８９．

［５］ 　 Ａｄａｂｉ Ｍ Ｈ．Ａ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ａｌｃｉｔｅ ｓｅａｓ［ Ｊ］ ．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ｐｏｒｉｔｅｓ，２００４，１９（２）：１３３－１４１．

［６］ 　 赵希涛，沙庆安，冯文科．海南岛全新世海滩岩［ Ｊ］ ．地质科

学，１９７８，１３（２）：１６３－１７３．
　 　 　 Ｚｈａｏ Ｘｉｔａｏ，Ｓｈａ Ｑｉｎｇ’ ａｎ，Ｆｅｎｇ Ｗｅｎｋ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ｂｅａｃｈｒｏｃｋｓ ａｔ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８，１３（２）：１６３－１７３．
［７］ 　 Ｄｅｌａｎｅｙ Ｍ Ｌ，Ｌｉｎｎ Ｌ Ｊ，Ｄａｖｉｅｓ Ｐ Ｊ．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Ｈａｌｉｍｅｄａ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 Ｊ］．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
１９９６，１５（３）：１８１－１８９．

［８］ 　 Ｆｒａｎｋ Ｔ Ｄ，Ｔｉｔｓｃｈａｃｋ Ｊ，Ｔｈｉｅｒｅｎｓ Ｍ．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ｌｏｓｓ ｉｎ ａ ｃｏｌ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ｒａｌ ｍｏｕ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５８（３）：６７０－６９０．

［９］ 　 张河清．川中侏罗系大安寨组中保存的骨骼文石［ Ｊ］ ．天然气

工业，１９８４，４（１）：２２－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Ｈｅｑｉｎｇ．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Ｄａａｎｚｈａ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９８４，
４（１）：２２－２６．

［１０］ 　 Ｂｒａｃｈｅｒｔ Ｔ Ｃ，Ｄｕｌｌｏ Ｗ Ｃ．Ｓｈａｌｌｏｗ ｂｕｒｉａｌ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ｓｈｅ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ｉｏｃｅｎｅ
ｔｏ ｒｅｃｅｎｔ，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Ｔｒｏｕｇｈ，ＮＥ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ｏｌ⁃ｗａｔ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Ｊ］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１３６（３ ／ ４）：１６９－１８７．

［１１］ 　 Ａｉｓｓａｏｕｉ Ｄ Ｍ．Ｂｏｔｒｙｏｉｄａｌ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５，３２（３）：３４５－３６１．

［１２］ 　 林玉石，黄新耀，张美良，等．中国南方发现大型文石笋［ Ｊ］ ．
地学前缘，２００７，１４（２）：２３６－２４１．

　 　 　 Ｌｉｎ Ｙｕｓｈｉ，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ｙａｏ，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Ｌａｒｇｅ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０７，１４（２）：２３６－２４１．

［１３］ 　 张海伟，蔡演军，谭亮成．石笋矿物类型、成因及其对气候和

环境的指示［Ｊ］ ．中国岩溶，２０１０，２９（３）：２２２－２２８．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ｗｅｉ，Ｃａｉ Ｙａｎｊｕｎ，Ｔａｎ 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Ｐｈａｓ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Ｃａｒｓ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２９（３）：２２２－２２８．

［１４］ 　 Ｌａｃｈｎｉｅｔ Ｍ Ｓ，Ｂｅｒｎａｌ Ｊ Ｐ，Ａｓｍｅｒｏｍ Ｙ，ｅｔ ａｌ．Ｕｒａｎｉｕｍ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ｃａｌｃｉｔｅ ａｇｅ 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ｃａｌｃｉｔｉｚｅｄ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ｓｔａｌａｇ⁃
ｍｉｔｅ［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４：２６－３７．

［１５］ 　 赵文俞，刘嵘，王勤燕，等．木兰山蓝片岩中两种文石的产出

特征及其动力学意义［Ｊ］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２６（６）：５６８－５７３．

　 　 　 Ｚｈａｏ Ｗｅｎｙｕ，Ｌｉｕ Ｒｏｎｇ，Ｗａｎｇ Ｑｉｎｙａｎ，ｅｔ ａｌ．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ａｎ⁃
ｓｈａｎ ｇｌａｕｃｏｐｈａｎｅ ｓｃｈｉｓ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２６（６）：５６８－５７３．

［１６］ 　 邱海峻，许志琴，张泽明，等．苏北高压变质带绿片岩中石榴石

内文石包裹体的发现［Ｊ］．地质通报，２００２，２１（１０）：６１７－６２４．
　 　 　 Ｑｉｕ Ｈａｉｊｕｎ，Ｘｕ Ｚｈｉｑｉｎ，Ｚｈａｎｇ Ｚｅ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Ｎｅｗ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ｅｉ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ｌｔ：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ａｒｎｅｔ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ｎｓｃｈｉｓｔ ［ Ｊ］．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２，２１（１０）：６１７－６２４．

［１７］ 　 戈莹．四川会理的文石晶体［Ｊ］．矿物岩石，１９９２，１２（１）：８－１１．
　 　 　 Ｇｅ Ｙｉｎｇ．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Ｈｕｉｌｉ，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１２（１）：８－１１．
［１８］ 　 武永强，潘永信．太原西山奥陶系文石的成因［ Ｊ］ ．山西矿业

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１３（１）：２３－２９．
　 　 　 Ｗｕ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Ｐ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Ｘｉｓｈａｎ ［ Ｊ ］ ．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１３（１）：２３－２９．

［１９］ 　 Ｓａｎｄｂｅｒｇ Ｐ．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ｓ［Ｍ］ ／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ｎ Ｎ，Ｈａｒｒｉｓ Ｐ Ｍ．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Ｃｅ⁃
ｍｅｎｔｓ．［ｓ．ｌ．］：ＳＥＰＭ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５，３６：３３－５７．

［２０］ 　 王成善，伊海生，刘池洋，等．西藏羌塘盆地古油藏发现及其

意义［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４，２５（２）：１３９－１４３．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Ｙｉ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ｕ Ｃｈｉ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５（２）：１３９－１４３．

［２１］ 　 秦建中．青藏高原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潜力分析［ Ｊ］ ．石油实

验地质，２００６，２８（６）：５６６－５７３．
　 　 　 Ｑｉｎ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８（６）：５６６－５７３．

［２２］ 　 南征兵，李永铁，郭祖军．羌塘盆地油气显示及油源对比［Ｊ］．石
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８，３０（５）：５０３－５０７．

　 　 　 Ｎａｎ Ｚｈｅｎｇｂｉｎｇ，Ｌｉ Ｙｏｎｇｔｉｅ，Ｇｕｏ Ｚｕｊｕｎ．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ｈｏｗ ａｎｄ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３０（５）：５０３－５０７．

［２３］ 　 张立强，纪友亮，李永铁．羌塘盆地侏罗系白云岩储层特征

研究［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１，２３（４）：３８４－３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ｑｉａｎｇ，Ｊｉ Ｙｏｕｌｉａｎｇ，Ｌｉ Ｙｏｎｇｔｉ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２３（４）：３８４－３８９．

［２４］ 　 伊海生，高春文，张小青，等．羌塘盆地双湖地区古油藏白云

岩储层的显微成岩组构特征及意义［Ｊ］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１（６）：６１１－６１５．
　 　 　 Ｙｉ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Ｇａｏ Ｃｈｕｎ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ｂｒ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ｒｏｍ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 ｐａｌｅｏ⁃ｏｉｌ ｐｏｏｌ
ｏｆ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１（６）：６１１－６１５．

［２５］ 　 刘建清，杨平，陈文彬，等．羌塘盆地中央隆起带南侧隆额

尼—昂达尔错布曲组古油藏白云岩特征及成因机制［ Ｊ］ ．地
学前缘，２０１０，１７（１）：３１１－３２１．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Ｐｉｎｇ，Ｃｈｅｎ Ｗｅｎｂｉ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７７７·　 第 ６ 期　 　 　 　 　 　 张帅，等． 羌塘盆地南部布曲组含油白云岩中自生文石胶结物的鉴定及其成因探讨



ｏｆ Ｌｏｎｇｅｎｉ－Ａｎｇｄａｅｒｃｕｏ ｐａｌｅｏ⁃ｏｉｌ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ｐｌｉｆｔ ｚｏｎｅ ｏｆ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０，１７（１）：３１１－３２１．

［２６］ 　 伊海生，陈志勇，季长军，等．羌塘盆地南部地区布曲组砂糖

状白云岩埋藏成因的新证据［ Ｊ］ ．岩石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３）：
７３７－７４６．

　 　 　 Ｙｉ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ｉｙｏｎｇ，Ｊｉ Ｃｈａｎｇｊｕｎ，ｅｔ ａｌ．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ｂｕｒ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ｉｃ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ｒａｓｉｃ
Ｂｕｑ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
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０（３）：７３７－７４６．

［２７］ 　 陈明，王剑，谭富文，等．藏北北羌塘坳陷中西部地区布曲组

碳酸盐岩烃源岩分布特征［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０，３２（２）：
１８１－１８５．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Ｔａｎ Ｆｕｗｅ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Ｂｕｑ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 ｉｎ
ｍｉｄｗ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３２（２）：１８１－１８５．

［２８］ 　 何道清．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分析激光微取样技术［ Ｊ］ ．西
南石油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２５（１）：１２－１５．

　 　 　 Ｈｅ Ｄａｏｑ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 ｍｉｃｒｏ⁃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 ａｎｄ Ｏ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３，２５（１）：１２－１５．

［２９］ 　 肖平，陆琦，于吉顺．采用 Ｘ 射线粉晶衍射仪实现岩石薄片

中矿物的原位微区分析［Ｊ］ ．矿物岩石，２０１４，３４（１）：６－９．
　 　 　 Ｘｉａｏ Ｐｉｎｇ，Ｌｕ Ｑｉ，Ｙｕ Ｊｉｓｈｕｎ．Ｕｓｉｎｇ Ｘ⁃Ｒａｙ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ｏｍｅｔｅｒ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ｉｎ ｒｏｃｋ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４（１）：６－９．

［３０］ 　 Ｆｒｉｓｉａ Ｓ，Ｂｏｒｓａｔｏ Ａ，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Ｉ Ｊ，ｅｔ ａｌ．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ｃａｌｃｉｔ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ｓｐｅｌｅｏｔｈｅｍｓ （Ｇｒｏｔｔｅ ｄｅ Ｃｌａｍｏｕｓｅ，Ｆｒａｎｃ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７２（５）：６８７－６９９．

［３１］ 　 张海伟，蔡演军，安芷生，等．石笋矿物由文石转变为方解石

后碳、氧同位素组成的变化［ Ｊ］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２０１４，３３（１）：３１－３７．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ｗｅｉ，Ｃａｉ Ｙａｎｊｕｎ，Ａｎ Ｚｈｉ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ｌｅｏｔｈｅｍ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ｔｏ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ａｌｃｉｔｅ［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３３（１）：３１－３７．

［３２］ 　 Ｋｉｍｂｅｌｌ Ｔ Ｎ，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Ｊ 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ｉｘｉｎｇ⁃ｚｏｎｅ ｏｒｉｇｉｎ，Ｂａｒｂａｄｏｓ，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４，６４（３ａ）：６０４－６１４．

［３３］ 　 Ａｌｌａｎ Ｊ Ｒ，Ｗｉｇｇｉｎｓ Ｗ Ｄ．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Ｔｕｌｓａ：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１９９３．

［３４］ 　 张秀莲．碳酸盐岩中氧、碳稳定同位素与古盐度、古水温的

关系［Ｊ］ ．沉积学报，１９８５，３（４）：１７－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ｕｌ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Ｊ］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８５，３（４）：
１７－３０．

［３５］ 　 周根陶，郑永飞．文石—水体系氧同位素分馏系数的低温实

验研究［Ｊ］ ．高校地质学报，２０００，６（１）：８９－１０５．
　 　 　 Ｚｈｏｕ Ｇｅｎｔａｏ，Ｚ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ｆｅ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

ｔｏｐ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Ｊ ］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２０００，６（１）：８９－１０５．

［３６］ 　 王兴涛，张庆石，张吉，等．青藏高原中生界白云岩特征研究

及成因分析［Ｊ］ ．沉积学报，２０００，１８（４）：５５５－５５９．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ｓｈｉ，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Ｑｉｎｇｚ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０，１８（４）：５５５－５５９．

［３７］ 　 张小青．羌塘盆地双湖地区侏罗系白云岩成因及储集性研

究［Ｄ］．成都：成都理工大学，２０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 ａｒｅａ，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 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

［３８］ 　 佘敏，寿建峰，沈安江，等．从表生到深埋藏环境下有机酸对碳

酸盐岩溶蚀的实验模拟［Ｊ］．地球化学，２０１４，４３（３）：２７６－２８６．
　 　 　 Ｓｈｅ Ｍｉｎ，Ｓｈｏｕ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Ｓｈｅｎ 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ｐ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ｔｏ ｄｅｅｐ ｂｕ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 Ｊ ］．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２０１４，４３（３）：２７６－２８６．

［３９］ 　 Ｄｏｄｄ Ｊ 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ｔｏ ｃａｌｃ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ｘａ⁃
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ｆ Ｔｅｘａ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６，３６（３）：７３３－７４１．

［４０］ 　 Ｗｅｎｄｔ Ｊ．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ｒｅｅｆ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７７， ２６７
（５６０９）：３３５－３３７．

（编辑　 黄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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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朱文斌，张志勇，舒良树，等．塔里木北缘前寒武基底隆升剥

露史：来自磷灰石裂变径迹的证据［ Ｊ］ ．岩石学报，２００７，

２３（７）：１６７１－１６８２．

　 　 　 Ｚｈｕ 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ｙｏｎｇ，Ｓｈｕ 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ｅｔ ａｌ．Ｕｐｌｉｆｔ ａｎｄ ｅｘ⁃

ｈｕ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ａｒｉ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ｄａｔａ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３（７）：１６７１－１６８２．

［１７］ 　 任战利，肖晖，韩伟，等．孔雀河斜坡与库鲁克隆起构造—热

演化史研究 ［ Ｊ］ ．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９，

３９（３）：５１０－５１６．

　 　 　 Ｒｅｎ Ｚｈａｎｌｉ，Ｘｉａｏ Ｈｕｉ，Ｈａｎ Ｗｅｉ，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ａｓｉｎ⁃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Ｋｏｎｇｑｕｅ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Ｋｕｒｕｋｅｔａｇ

Ｕｐｌｉｆ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３９（３）：５１０－５１６．

［１８］ 　 肖晖，任战利，赵靖舟，等．新疆库鲁克塔格地区盆山构造—

热演化史［Ｊ］ ．地学前缘，２０１１，１８（３）：３３－４１．

　 　 　 Ｘｉａｏ Ｈｕｉ，Ｒｅｎ Ｚｈａｎｌｉ，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ｕｋｅｔａｇｅ Ｕｐｌｉｆ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１，１８（３）：３３－４１．

（编辑　 黄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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