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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准同生成岩作用分析在层序地

层研究中的意义

杜远生 颜佳新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内容提要〕 碳酸盐准同生成岩作用是当今碳酸盐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

由于它客观地记录了沉

积物沉积之后
、

埋藏以前的演化历程
,

因此可以敏感地反映海平面升降变化过程
,

以帮助识别地

层层序和层序界面
。

本文从准同生成岩序列
、

成岩作用类型两个方面对陆架边缘体系域
、

海侵体

系域
、

高水位体系域及 I
、
I 型层序界面的成岩特征进行了探讨

。
’

关键词 成岩作用 层序地层

1 引言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复苏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和西亚碳酸盐地层中超大型油田的发现

促使碳酸盐沉积
,

包括现代碳酸盐沉积领域的巨大进步
。

的一 70 年代
,

碳酸盐沉积的各个领

域都出现 了全新 的高水平的研究成 果和代表性的专著 (如 H a m
, 1 9 62 ; c ih l in ga

r
等

,

1 9 6 7 ;

P r a y 等
,

1 9 6 5 ;

aB t h u r s t , 1 9 7 1 ; B l a t t 等
,

1 9 7 2 ; M i ll im a n
,

1 9 7 4 ; W II s o n ,

1 9 7 5 ;

oC
o k 等

,

1 9 7 7 )
。

70 一 80 年代
,

在碳酸盐成岩作用方面也 出现了全新的理论体系
,

摈弃了碳酸盐成岩

作用仅仅出现在深埋藏之后传统观点
,

提出了碳酸盐成岩作用发生于准同生
、

埋藏乃至后生

(次生 )阶段亩成岩环境和成岩相
、

成岩阶段和成岩序列等新认识 c( hil ign
a r

等
, 1 96 7

,

lB at t

等
,

一b 7 2
;

儿 zk
,

1 9 7 4 ; L o n g m a n ,

1 0 5 0 ;
叶连俊

,

1 9 7 3 ; 冯增昭
,

1 9 5 2 ;
余素玉等

,

10 5 3 ;
贾振远

,

1 9 8 9 ;王英华等
, 1 9 8 9

, 1 9 9 1 )
。

在层序地层研究风靡全球的今天
,

作为碳酸盐沉积
、

演化重要

信息的成岩特征在层序划分
、

内部构成研究中又将起着重要作用
。

2 碳酸盐成岩作用
、

成岩环境
、

成岩阶段和成岩序列综述

碳酸盐成岩作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成岩作用的时间跨度始于准同生阶段
,

在表生阶段

也有表现
,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表 1) ;
其特点之二是成岩作用类型的复杂性

,

它不仅包

括传统认识的埋藏阶段的压实
、

胶结
、

重结晶及交代作用
,

也包括准同生和后生阶段的溶解
、

交代
、

胶结乃至化学沉积作用
;
其特点之三是不同阶段的成岩作用受成岩环境的物理

、

化学

. 本文 1 9 9 4 年 5 月 2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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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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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控制
,

因此可以据此划分成岩环境和成岩相漪点之四是碳酸盐通常记录不同演化阶段
的成岩序列特征

,

尤其是准同生阶段的成岩序列特征对恢复海平面变化及与之响应的层序

和层序构成是至关重要的
。

表 1 综合了各不同成岩阶段的成岩环境和主要的成岩作用类型
,

它也是碳酸盐成岩作用分析的研究提纲
。

有关碳酸盐成岩
了

序列是 8。 年代后期

以来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 面
,

王英华 ( 1 9 8 8
,

1 9 9 1 ) 等进行了 系统

总结
。

所谓成岩序列
,

提指沉积物沉积 之

后
,

经过不同的成岩

阶段记录下的在时间

序列上的成岩特征
。

事实上
,

沉积物并 非

经由准同生一埋藏一

后生这种理想而简单

路径演化 的
,

而且不

表 1 碳酸盐成岩阶段
、

成岩环境和主要成岩作用类型

T a 班e 1 D i a g e此 t i e s t a g e s
, e n 讨 r o n . e n 妞 a n d t y碑 5 o f e a r bo n a t es

成成岩阶段段 成岩环境境 主要成岩作用类型型

准准 同生早期阶段 (沉 积之之 大气淡水
`̀

淡水渗流
`̀

带带 溶解作用用
后后

,

未脱离原始水体和沉积积 成岩环境境 淡水潜流
`̀
苦苦 胶结作用 (低世代 )))

原原位 ))))))))))))))))))))))))))))))))) 交代作用用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合水水 淡水
一

海水水水

詹詹跳噢黯聂糯雏雏
.

成岩环境境 混和带带带

使使水体性质或水深变化 )))))))))))))))))))))))))))))))))))
龙龙龙龙海 水水 海水渗流带带带
匕匕匕匕岩环境境 海水潜流带带带

埋埋藏阶段段 浅埋藏环境境 压实作用用
深深深埋藏环境境 胶结作用 (高世代 )))

重重重重结晶作用用
交交交交代作用用
压压压压溶作用用

后后生 (次生
、

表生 )阶段段 地表表 渗水渗流带带 洛解作用 (喀斯特作用 )))

成成成岩岩 淡水潜流带带 胶结作用用
环环环境境境 化学沉积作用 (石灰华 )))

交交交交交代作用 (去青化
、

去云化等 )))

同的沉积物
、

不同的沉积成岩环境记录的成岩特征也不尽相同
,

因此即使同种沉积物也会形

成不同的成岩序列网络
,

例如一套滩相的粒状灰岩
,

它可以经准同生的海水渗
一

潜流带的胶

结作用到埋藏阶段的胶结
、

压实乃至压溶作用等
,

再上升到地表经大气淡水溶解
、

胶结形成

一种成岩序列类型
;也可经 由海水渗

一

潜流带的溶解
、

胶结作用 (准同生早期 )和大气淡水渗
-

潜流带的溶解
、

胶结交代作用 (准同生晚期
,

海平面下降时滩暴露于大气中 ) ;
再经由深埋藏

一后生阶段形成一种新的成岩序列 ( 图 1 )
。

事实上
,

同类的沉积物还 可能形成更复杂的成岩

路径并记录下更复杂的沉积序列
。

3 准同生成岩分析在识别地层层序中的作用

层序地层研究的主要对象为沉积地层
,

其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受海平面变化
、

构造沉降
、

古气候等因素控制的沉积物的沉积特征和生物特征以及在海平面升降变化过程 中的成岩特

征
。

因此准同生的成岩特征是层序地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同时它比沉积分析和生物分

析更具优势的一面在于它不仅记录了沉积物沉积时介质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 条件
,

而且还记

录了在海平面变化过程中介质物理化学条件及其变化过程
。

这在认识相对海平面变 化及与

之相应的地层层序
、

层序构成时是下分难得的信息
。

一

丫
-

3
.

1 准同生成岩作用和体系域识别

一个发
`

育完好的碳酸盐层序通常由高位体系域 ( H S T )
、

海侵体系域 ( T S T )
、

陆架边缘

体系域 (S M s T )或低位体系域 (L s下 )构成
。

大致 以海侵体系域顶部或上部最大海泛面为界
,

之下的陆架边缘体系域 (或低位体系域 ) 和海侵体系域是在缓慢一快速海侵过程中形成的
。

之上的高位体系域则是在海平面相对稳定一海退的过程中形成的
。

因此
,

在海平面变化过程

中它们有着截然术同的成岩路径
,

并形成不同的成岩序列
。

表 2
.

是通过贵州独山上泥盆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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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藏

碳碳 酸 盆 硕 粒粒

准准同生早期成岩作用用用 准同生早期成岩作用 (同左 )))

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同生晚期成岩作
---

海海海海 海海海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水水水水 水水水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渗渗渗渗 潜潜潜 作作作 淡淡淡 淡淡淡 交交
流流流流 流流流 用用用 水水水 水水水 代代
带带带带 带带带带带 渗渗渗 潜潜潜 作作
胶胶胶胶 胶胶胶胶胶 流流流 沫沫沫 用用
结结结结 结结结结结 带带带 带带带带

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
璧璧璧璧结结结结结结结

深深埋藏藏
成成岩作用用

压压压压 胶胶胶 交交交 重重重 压压
实实实实 结结结 代代代 结结结 溶溶
作作作作 作作作 作作作 晶晶晶 作作
用用用用 用用用 用用用 作作作 用用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后后生 (表生 )成岩作用用

格格格格 胶胶胶 文文文 化化
解解解解 结结结 代代代 学学
作作作作 作作作 作作作 沉沉
用用用用 用用用 用用用 积积

粒粒状灰岩岩

图 1 滩相粒状灰岩的两种成岩序列

F ig
.

1 T wo di a砂 n et i e se q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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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f g r ia n

aot 脱
: i n t h e s h ao l f a e i es

湖北黄石下三叠统大冶群 5一 7 段的不同体系域的成岩路径和成岩序列特点的总结
。

贵州独山上泥盆统包括望城坡组
、

尧梭组
、

者王组和革老河组 (一部或大部 )
。

它们由碳

酸盐缓坡和碳酸盐台地 13 种沉积相和 25 种微相组成
,

构筑了 6 个层序 (杜远生等
,
1的 4)

。

独山上泥盆统准同生成岩作用主要表现为白云岩化
、

淡水淋滤和充填及胶结作用
.

如表 3所

示
,

陆架边缘体系域和海侵体系域中各相沉积物沉积之后在持续的海平面上升过程 (海进 )

中被海水淹没
,

故主要表现为准同生早期白云岩化及海水胶结作用
。

这种白云岩化作用主要

发生于潮坪环境中
,

故主要见于潮上带
、

潮间带及局限潮下带上部沉积中
,

且从潮上一潮间

一潮下带白云岩化渐弱
.

而高位体系域则不同
,

高位体系域各相沉积之后首先经受准同生早

期白云岩化
,

尔后在相对海平面逐渐下降的过程中又经受准同生晚期白云岩化
、

淡水淋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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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独山上泥盆统地层层序和海平面变化特征表

T的 l必
一

2 st ar Ugr a p h ic s明 ue o

cse
.
nd e. a ,

妞枕乙叨俄ut a t协山 nI ht e

U P脚犷 D ve 皿 i au . t r a 灿 In D us h an
,

G公曲。

阶阶阶 组 段段 层序构成成 界面特征征 沉积相构成成 副层序组组 海平面变化规程程

CCC lll

革老河组
、、

S q 666 S b ZZZ 界面附近白云岩化
、、
H ST

,

局限一开放台台 H S T 加积型型 低颇速退退
一一

?
---

者王组组组 H S TTT 上筱盖不清清 地相相
卜

丁S T 退积型型 高频缓进进

法法法法法 T S TTTTTTTTTTTTTTTTTTTTTTT ( SS )盆地相相 SM S T 加积一一 (高幅 )))

门门门门门 S M S TTT 界面附近不规则 白白 T s T 开 放潮下一陆陆 弱退积型型型

期期期期期 一 sb Z一一 云岩化
、

见淡水淋键键 拥浅海相相相相
HHHHHHHHH S TTT 晶洞构造造 S M S T 潮 坪一局 限限限限
TTTTTTTTT S TTTTT 潮下相相相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S b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尧尧尧尧 五五 S q sss H S TTTTTTTTTTTTTTTTTTTTTTT H s T 潮坪一局 限台台 H S T 加积进进 低频速退退

梭梭梭梭 里里里 T S TTT 界面上为数十 厘米米 地相相 积型型 高频缓进进
组组组组 桥桥桥 一 S b l一一 厚的渣状层

,

界面下下 ( 5 5 )陆棚相相 T S T
,

加积一一 (中福 )))

段段段段段段 H S TTT 白云岩化强烈烈 T S T 潮坪一开放潮潮 退 积型型型

TTTTTTTTTTT S TTTTT 下相相相相

SSSSSSSSSSSSSSSSSSSSSM S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四四四四四 S q 444 一 S b Z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H S T 潮坪一局 限限 H S T 加积
---

高频中速海退退

方方方方方方 H S TTT 界 面上 为数米厚的的
一

台地相相 进积型型 高频中速海进进

坡坡坡坡坡坡 T S TTT 角砾状白云岩
,

界面面 ( 5 5 )不发育育 T S T
,

加积积 (低幅 )))

段段段段段段 SM S TTT 之下 白云岩化明显显 T S T 潮 坪一局 限潮潮 一退积型型型
户户户户户户 . nnnnn

下相相相相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q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H 5 1 潮坪一台地相相 H S T 加积一一 高频缓退退

弗弗弗 望望 芦芦芦芦 界面之下强烈白云云 ( SS )盆地相相 进积一加积
’

『『

高频速进进

拉拉拉 城城 家家家家 岩化
,

淡 水淋滤形成成 T S T 开放潮下一陆陆 T S T一S M S TTT (高幅〕〕

斯斯斯 坡坡 寨寨寨寨 的晶侗构造发育育 棚相相 退积型型型

期期期 组组 段段段段段 S M S T 潮 坪一潮 下下下下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贺贺贺贺贺 S q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H S T 潮坪一台地相相 H S T 加积一一 高频缓退退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界面 之 下 白云 岩化化 ( 5 5 )陆拥一盆地相相 进积型型 低频速进进

寨寨寨寨寨 匆 lll
.

— 口 O ` —— 明显
,

界 面附近淡水水 T S T一S M S T
,

潮坪坪 T S T 退积型型 (高幅 )))

段段段段段段 H S TTT 琳滤的晶洞发育育 一潮下相相 SM S T 加积一一一
TTTTTTTTTTT S TTTTTTT 弱退积型型型

SSSSSSSSSSS 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界界界界界界界 面 上淡水淋 滤 的的 H sT 潮坪一台地相相 H S T 加积型型 高频缓退退
晶晶晶晶晶晶晶洞 发育且顺 层分分 ( ss )盆地相相 T S T 退积型型 低频速进进
布布布布布布布

,

上 接 T S T
,

缺缺 T S T 开放潮下相相相 (高幅 )))

SSSSSSSSSSSSSM S TTTTTTTTT

充填胶结作用叠加
。

因此
,

不仅潮坪沉积强烈白云岩化
,

台地乃至生物层礁也强烈白云岩化

从高位体系域下部至上部
,

白云岩化逐渐加强
,

淡水琳滤的晶洞和裂隙也逐渐增多
,

晶洞和

裂隙中为淡水方解石充填
。

从白云岩化和淡水淋滤作用的时序上看
,

应为白云岩化在先 ( 沉

积物未脱离海水 )
,

淡水淋滤在后 (沉积物脱离海水
,

暴露在大气中 )
。

鄂东黄石一带下三叠统为大冶群
,

可以分为 10 个岩性段
。

大冶群的沉积相
、

古地理及海

平面变化已作了详细报导 (杜远生等
,

1 9 9 3
,

陈林洲等
,

1 99 1 )
。

黄石一带大冶群 5一 7 段分别

由正常潮坪一渴湖一干旱潮坪沉积组成
,

它们构筑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层层序
,

其中 5一 6 段

为陆架边缘体系域和海侵体系域 (底为 s b Z)
,

7 段为高位体系域 (顶也为 s b l )
。

大冶群第 5

段正常潮坪沉积主要受淮同生早期白云岩化影响
,

潮上带为具鸟眼构造的白云岩
,

潮间带为

藻纹层白云岩
,

局限潮下带为均质白云质灰岩或灰质白云岩
。

从潮上带到潮下带白云岩化渐

弱
.

第 6段以漓湖沉积为主
,

多见均质泥状灰岩和蠕虫状灰岩
,

准同生成岩作用不明显
。

第

7段高水位沉积体系域下部为含雪 花状石膏假晶的白云岩
,

仍为渴湖相沉积
,

向上渐变为具

针状石膏假晶的白云岩
,

具爬升层理的白云岩和膏溶角砾岩及次生灰岩
,

为干旱潮坪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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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五姐

,

G 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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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 of M em 加
r . 5 t o 7 吐 t触 oL 俄

r T r饭 , l e p . y e G or u p 恤 H .姐少目
,

H . 加 j (B )

体体系域域 沉积相构成成 海平面交交 准同生成岩岩 成岩作用类型型 成岩特点点

化化化化趋势势 作用路径径径径

离离离 潮上带带 相对毯定
,,

准同生早期期 早期
:

白云 岩化作用
、

海水水 ①几乎所有相带的沉积均均
位位位 潮间带带 到海平面面 成岩作用处处 胶结作用用 发生强烈时白云岩化化

体体体 局限台地地 下降 (海退 ))) 加准同生晚晚 晚期
:

盈加 白云岩化作用
、、

⑧H S T 上部淡水淋撼 充填填

系系系 并放台地地地 期成岩作用用 淡水淋撼带解作用和胶结结 的晶洞发育育
城城城 生物层很很很很 作用用用

陆陆和和 湘上带
`̀

海平面面 准同生早期期 海水胶结作用
、

白云岩化作作 ①局限潮下带一潮间一潮上上

架架海海 潮间带带 缓慢到到 成岩作用用 用 ( 潮间一潮上带及 局限潮潮 带
,

中等到较弱的白云岩化化

边边侵侵 局限潮下带带 快速上上 为主主 下带 ))) ②潮下带泥拉灰岩中海水潜潜

缘缘体体 开放潮下带带 升 (海侵 ))))))) 流胶结作用用

体体系系
:

陆栩栩栩栩栩 阿阿
系系域域 盆地地地地地地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离离离 潮上带带 海平面级级 准同生早期期 早期
:

白云岩化
、

石青化胶结结 ①不同相的地层均强烈白云云
位位位 潮间带带 慢下降 (海退 ))) 成岩作用且且 作用用 岩化化
体体体 润湖湖湖 加准同生晚晚 晚期

:

强 烈白云 岩
、

去石膏膏 ②去青化明显显
系系系 (蒸发岩岩岩 期成岩作用用 化

、

青溶作用用 ③层状青洛角砾岩发育育
域域域 发育 )))))))))))

TTT 、

心
,,,,,,,

阶阶 用用 潮上带带 海平面持续续 准同生早期期 白云岩化作用
、

海水胶结作作 ①湘上一海间一局限潮下白白
架架 摘摘 潮间带带 上升 (海慢 ))) 成岩作用明显显 用用 云岩化化
边边 俊俊 局限潮下下下下下 ②开放湘下海水潜流胶绪作作
缘缘 体体 开放潮下下下下下 用用
体体 系系 润湖湖湖湖湖 阿阿系系 域域 (受限盆地 )))))))))))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lTTT 为卜

`̀̀̀̀̀̀

积
,

总体反映一个进积序列
。

高水位体系的白云岩化强烈
,

不同相带均强烈白云岩化
,

退石膏

化作用明显
,

可见层状的膏溶角砾岩
。

它们是由于准同生早
、

吩两期白云岩化作用叠加及晚

期去石膏化作用形成的
`

3
.

2 准同生成岩作用和层序界面的识别

层序界面分隔不同层序的分界面
,

包括 I 类层序界面和 I 类层序界面两种
.

1拳层序界

面常表现为陆架坡折之上的陆架暴露
,

伴随 I 类界面的古暴露层通常有强烈的淡水琳滤
、

溶

解
、

J

岩溶崩塌及风化残余沉积存在
。

I 类层序界面一般仅在沉积滨线坡折向陆一方有明显的

陆上暴露
,
而在向海一方暴露不明显

,

因此在识别 I 类层序界面时就困难得多
.

除了副层序

组堆积方式的转换面 ( I 型层序界面之下高水位体系域为进积型副层序组
,

界面之上陆架边

缘体系域为加积或弱进积
、

弱退积型副层序组 )之外
, I 型层序界面也是一明显的成岩作用

转换面
,

界面之下以准同生早
、

晚期叠加成岩作用为特征
,

而界面之上以淮同生早期成岩作

用为主
,

晚期成岩作用不明显
。

其次界面附近常见强烈的溶解晶洞和裂隙
,

高水位体系域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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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淡水或海水的渗流胶结作用
.

表 4为根据独山上泥盆统和鄂东大冶群总结的两种界面

的成岩作用特征
。

一般来说
, I 型层序界面 ( S卜1) 比较容易识别

,

它往往伴有古陆上暴露形
·

成古 风化壳或古是霞层
,

如富铁
一

铅的古风化壳
、

喀斯特 角砾岩和渗滤豆
、

渣状层
、

帐篷构造

序卜等 (魏家庸等
,

1 9 9 1 )
。

如贵州独山上泥 盆统层

( Sq4 )顶为渣状白云岩 (详见杜远生等
,

1 99 4)
。 , ·

3 (S q 3) 顶为喀斯特化的角砾岩
,

层序 4

型层序界面 (S b2) 通常不伴有陆上暴露的

古风化壳和古暴露层
,

但从成岩序列和成岩特征上叫帮助识别
。

如前所述
,

高水

位体系域和陆架边缘

体 系域
、

海侵体系域

具 有 不 同 的成 岩 序

列
,

因此层序界面 为

准同生成岩序列的特

征转换面
,

如 贵州独

山上泥盆统
,

H S T 为

强烈的准同生早一晚

期 叠加 白云岩化
,

而

S M S T 和 T S T 均 以

准同生早期白云岩化

为主
,

因此形成 界
一

面

上 下 岩性的截然 变

化
。

界面之下为各种

白云岩
,

界面 之上为
「

潮坪白云岩和潮下灰
、

T a b】记 4

表 4 两种层序界面的成岩特征

D ia g e n e ti e fe a tu r
韶

r

of t w o yt P eS Of s闰 . e

取 e bo u
叼

a r ie `

界界面面 副层序组组 准同生成岩序列列 成岩特点点

lll 型型 退积型 ( T名T ))) 准同生早期成岩作用用 白云岩化作用用

::: S b lll

—
Sb l

———
S b l

——
`

海水胶结作用用

进进进积型型 准同生早期和晚期期

—
S b l

——}}}}} ( H S T ))) 成岩作用叠加加 H S丁顶 淡水渗 流胶结作 用
、、

加加加积型型型 恢水淋滤溶 解作用
。

界面上上
产产产产产

岩溶崩塌 胶结作用
、

风化残残

积积积积积层 (渣状层 )))

HHHHHHHHH S T 叠加白云岩化作用
,,

!!!!!

矍翼襄鬓
。积 (

sM sT ““ 准同生早期成岩作用用 白云岩化作用用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_
·

S b Z

——
海水胶结作用用

;;; S b ZZZ
` 口 `̀

准同生早期和和

一
S b Z

——
进进进积型型 晚期成岩作用亚加加 H S丁顶渗流胶结作用

,

淡水水

,,, ( H旧 T ))))) 淋德洛解和充填作用用

加加加积型型型 H S T益加白云岩化作用用

岩的交瓜 同时界面附近典 ST 顶部 )或强或弱地出现淋滤溶解的晶洞
。

从颗粒灰岩的胶结

特征也可以明显显示界面附近沉积物经受的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

图 2是鄂东黄石一带大治

群 4
、

6
、

8段鲡粒滩的成岩序列
。

沉积学分析表明
,

这些鲡粒具规则的同心纹层
,

形成于潮下

高能动荡水体中
。

如果这些鲡粒沉积之后遇海平面上升
,

它们只能受海水潜流胶结作用形成
一

环边状针状方解石 (高镁方解石 )胶结物
。

若遇海平面下降使鲡粒滩上升到海水渗流带甚至
暴露在大气淡水中

,

财会出现海水渗流胶结的重力型针状方解着胶结物或淡水渗
、

潜流胶结

形成的重力型或环边状胶结物
。

黄石一带大冶群第 4
·

段顶部缅粒灰岩多具重力型悬挂式或

新月状纤状方解石胶结物
,

说明一度上升在海水潜流带之上进入海水渗流带
。

鲡粒灰岩并经

受不同程度的 白云岩化作用和溶解作用
,

也反映了海平面相对下降造成鲡粒滩上海水盐度

的增加
`
及鲡粒滩上升到大气淡水带拆

又经受的淡水榕解作甩
·

通山娜井二带大冶群第匕
段顶部的鲡状灰岩中发

;

育环边状和新月型板状方解石胶结物
,

并见淡水溶解的晶洞
,

说明它

一度上升到大气淡水潜流带租渗流带
,

指示层序界面的存在
。

4 结语

碳酸盐准同生成岩作用是当今碳酸盐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

由于它真实的记录了

沉积物抗积之后
、

脱离水体埋藏之前沉积物演化厉栓
,

因此可以敏感地 反映海平面变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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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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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准同生成岩序列
、

成岩作用类型不仅可以帮助识别和确定沉积体系域
,

在识别层序界面

和确定界面类型时也有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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