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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脉和疙瘩状灰岩的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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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方 解 石 脉

岩层 中常见有方解石脉分布
,

地质人员一般将其认为是热液活动的产物
。

近年来
,

笔者

在西秦岭地 区
,

从事泥盆纪岩相古地理研究
,

发现这里的方解石脉在某种块状灰 岩中十分发

育
,

其它岩层 ( 包括石灰岩 ) 中则不多见
。

这一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

并对这些方解石脉的

形成产生了怀疑
。

因此在野外工作中进行了一些观察和研究
,

现据所获资料将其成因作如下探

讨
。

含有大量方解石脉的块状灰岩
,

产于泥盆纪西汉水群中
。

其形态为一些厚 1一 2米至数 十

米
,

延长数米至数 百米的透镜体
。

这些透镜体沿一定层位分布
,

断续延伸数十公里
,

沿走向与薄

层灰岩 ( 含方解石脉 ) 或泥灰岩 等呈指状相变关系
。

这种块状灰岩是一种礁灰岩
,

岩石中产有极其丰富的珊瑚化石
,

这些珊瑚遗体多是平卧

式的碎块或小个体
。

方解石脉在块状灰岩 中的形态极其复杂
,

有网状
、

树枝状
、

板状
、

柱 状 ( 照片 1 ,

见封

四
,

下同 ) 等
。

脉体厚度 为数厘米到几十厘米
,

最小的仅数毫米
。

墓岩露头上的脉方解石
,

一般看不出其内部具有特别的构造形态
。

笔者经过详细观察与

研究 ,, 在剥蚀而上脉方解石 中见有珊瑚纵隔壁的长纤维状构造 (照片 2) 和横向床板构 造
。

从

毯岩土刹离下件
:

的脉方解石
,

若经过流水的进一步溶蚀
,

珊瑚形体和内部构造亦会有清晰的

显示
。

大多数脉方解石的转石为厚 10 厘米
、

宽 2 。一 30 厘米
、

长小于 50 厘米的短柱体
,

其上保

有珊瑚村的外议
。

有时方解石脉中还清楚地看到残留有床板
、

鳞板的分带及其各自的 形 态
。

在有些基岩
;
)勺棍蚀而上

,

还可看到残 留的复体珊瑚曹台
、

尊穴的轮廓
。

笔者在一个较大的转

石中见到单伏珊瑚灼残留形态
,

其鳞板带多被剥蚀
,

床板带清楚宽阔 ( 约 6一 8厘米 )
。

方解

石己硅化
,

许多凸起的纵隔壁
、

床板及厚壁内墙 己成为石英
。

许多方解石脉内的珊瑚体中常有石英
,

构成方解石石英脉
。

这些石英有的取代了珊瑚骨

骼位置
,

有的 占据了骨骼内腔位置
。

这类脉的形成是由于原始的珊瑚丛中空隙发育
,

有利于

后期的热液活动和蚀变作用
,

使硅化和方解石的重结晶作用能够较好的发育
。

珊瑚的骨骼和腕足生物的介壳
,

在岩石中都成为质纯的白色方解石
,

但介壳一般不能发育

成脉状
,

而只是一些保留着介壳外形或略呈脉状皱形的 白色粉晶方解石 (照片 3 )
。

珊瑚骨骼未

被掩埋之前己经成了笙状
、

枝状的珊瑚丛
,

所以
,

形成方解石脉的形态也是柱状
、

树枝状
。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
,

泥盆纪礁灰岩中含有大量的珊瑚遗体
,

这些造礁珊瑚不是 以一般化

石的形式 出现
,

而是 以方解石脉的形式存在
。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
。

礁灰岩中的珊瑚化石 和以方解石脉形式产出的礁骨架并非完全相同
,

前者多为平卧产 出
,

内部构造保留较好
,

珊瑚骨骼为白色粉晶方解石
,

骨骼空间为与岩石一致

的灰 色粉晶方解石
。

后者全部由白色方解石 (或 含少量石英 ) 组成
,

珊瑚的内部构造亦保留很

少
。

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与珊瑚掩埋以前的形态有关
:

礁骨骼架珊瑚被掩埋之前
,

肉体己经

死亡
,

形成丛状珊瑚体
,

其骨骼 间的空隙
,

或己被充填
,

或在沉积时被封 闭
,

成岩
、

变质后
,

成为方解石脉 ` 灰岩 中的珊瑚当初体格脆弱
,

容易倒伏
,

掩埋之后 肉体被逐渐交代
,

所以多

形成平卧状的珊瑚化石
。

岩层中常有多种成因的方解石脉
,

本文重点探讨的成因仅系其中之一
,

并无否认其它成

因之意
。

本文的 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由珊瑚形成的方解石脉的重视
,

这对地质研究 和古生物

工作都有好处
。

由于着重讨论方解石脉的成因问题
,

所以对珊瑚化石 的特征及时代未作详细

鉴定和研究
,

根据己知珊瑚个体大小来看
,

很可能有新的种属存在
,

希有关工作者进一步研究
。

二
、

疙瘩状灰岩

在我国华北
,

寒武系和奥陶系中
,

普遍存在的竹叶状灰岩
,

是一种典型的砾屑灰岩
;
砾

屑呈扁圆或长椭圆形
,

断面似竹叶状
,

大小自几毫米到几厘米
。

西秦岭地区泥盆系 中有一种

典型的砾屑灰岩
,

这种砾屑灰岩为扁长的鸡蛋形
、

瘤形或不规则状
,

大小由几厘米到 20 厘米

( 照 片 4 )
,

较 竹叶 状 中 的 竹 叶 体 ( 砾 屑 ) 大
,

许多地质人员称其为瘤状灰岩或疙 瘩 状

灰岩
。

笔者认为取名
“
疙瘩状灰岩

”
较好

,

因为这一名称既能概括该灰岩的特征
,

又能生动

的阐明其形态
。

( 一 ) 疙瘩状灰岩的成 因

1
、

典型的疙瘩状灰岩
:

这种灰岩的成因比较复杂
,

一般认为它的形成是碳酸钙 晶 屑 和

灰泥沉积之后
,

在其刚开始粘结但还具有塑性的情况下
,

即被破碎成碎块 (砾屑 )
,

然后又在

原地沉积
,

并固结成岩
,

形成层间砾岩 ( 或称 同生砾岩 )
。

这种疙瘩状灰岩形成的首要条件是有充足的碳酸钙来源
。

海洋沉积物中
,

碳酸钙晶屑的主

要来源是生物
,

特别是藻类
,

所以
,

温暖
、

浅水
、

清洁
、

透光的浅海区往往是其形成的理想环境
。

其次还需要有适宜的动力条件
,

当碳酸钙沉积之后
、

成岩之前
,

必须有适宜的动力使其破碎成

碎屑
。

一般在海岸环境的潮坪与海滩区都具有较强的水动力
,

它可将具有塑性 的碳酸钙沉积物

击碎
,

有时在潮间带和前滨带
,

则可能因为刚刚开始粘结的碳酸钙沉积物暴露在水面之上而干

裂
、

破碎
。

在浅海区 (包括台地边缘浅滩和台地边缘斜坡 ) 和潮汐通道
,

有时水动力也很强
,

亦

可使塑性 状态的碳酸钙沉积物破碎成砾屑
。

当水动力减弱时
,

上述这些砾屑与微小的碳酸钙品

屑
、

灰泥等相伴沉积
,

固结后形成砾屑与胶结物成分基本一致的疙瘩状灰岩
。

竹叶状灰岩与

疙瘩状灰岩的生成条件基本一样
,

只是水动力 的强弱程度有差别
,

因而砾屑的大小
、

形状不同
。

2
、

疙瘩状生物灰岩
:

其疙瘩体 (砾屑 )是由一个个生物体 (特别是介壳 )所组成
,

或者在生

物体的外面再包裹一些方解石微晶
。

疙瘩状生物灰岩与典型疙瘩状灰岩的生成环境不完全相

同
,

它主要分布于礁顶及礁翼的高波能带
,

延伸越远的礁翼
,

其 中的生物体就越趋于破碎
。



左 ;训准上
,

海浪达到的最高位置
,

常有较粗大的沉积物
,

形成海岸沙脊
、

千尼尔砂 岗等
。

如 果是粗大的生物介壳彼分选
,

形成一条与海岸平行的带 决堆积
,

就 叫做壳积线
,

其中的介

充多破碎
、

杂乱
,

所形成的介壳灰岩无明显的疙瘩状构造
。

这种介壳灰岩与疙瘩状生物灰岩
一

育听不同
,

野外也容易区分
。

( 二 ) 野外需要注意的问题
`

公忆下状次岩一词
,

不论是野外描述还 浩正式的书面使用
,

都非常实用而且生动
。

但 庄野

外使用时
,

有两种恰况容易引起混淆
,

必方i加以强调
。

叭 具 连镜状层 理的 灰岩
:

这种灰岩与疙瘩状灰岩生成环境相近
,

但形成条件却不同
。

在

潮坪区
,

碳驻钙品屑与泥质成分同时存在于海水中
,

在潮水波浪和水流的作用下
,

较重的碳

胶钙品川
,

在水底呈床砂形体
,

水动力减弱时
,

悬浮于水中的泥质成分逐渐沉淀
,

形成透镜

状层理 ( 水动力较弱
、

台泥质较多 )
、

脉状层理 ( 水动力较强
、

泥质较少 ) 和波状层理 ( 水

动力 杀件和泥质含量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
。

这种由方解石 构成并 被泥质岩所 包围的小 透镜

体
,

在露头上看起来也呈疙瘩状的外貌
,

常被误称为疙瘩状灰岩
。

具透镜状层理灰岩生成时

的 水动力差异较小
,

没有经过破碎和二次沉积
,

只是一种具交错层理的
、

特殊的泥质灰岩
,

所以不能 叫做疙瘩状灰岩
,

在野外描述时应该着重于这种泥质灰岩的透镜状层理
。

由于这种

灰告与疙瘩状灰岩的生成环境相近
,

听以
,

有时两者呈过渡 ( 相变 ) 关系
。

2
、

灰 岩 中的 构造扁 豆体
:

这是灰岩的一种后生构造变形
。

石次岩在应力作用下
,

形成大

童的构造小扁豆体
,

这些小扁豆体与典型疙瘩状灰岩的砾屑相似
。

有时厚而质纯的薄层灰岩
,

受挤压后在剪切应力的作用下形成小块的菱形体
,

当其棱角磨失再固结成岩后
,

其外观也呈

疙瘩状
。

这类受构造变形的灰岩
,

往往与典型的疙瘩状灰岩很难区分
,

但若详细研究
,

两者有明

显区别
,

构造扁豆体的长轴方向通常与劈理一致
,

而与层理斜交 ; 若把它们错当作原生的疙

瘩状构造
,

就会 导致把劈理误作层理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对这种特殊的灰岩来说
, “ 疙瘩状灰岩 ” 一词

,

对其特征描述的既

形象又真实
,

!』此建 议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统一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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