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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洲岛是广西北部湾中的一个火山岛
,

岩和火 山碎屑岩
、

凝灰质砂岩等所构成
。

岛的北部
、

西部和东部沿岸多处发育有珊

瑚岸礁
,

它们是向海岸地带供应大量各种

生物骨壳碎屑的物源区
。

在海滩地带相应

地发育了以生物砂
、

砾屑为主的 海 滩 沉

积
。

所观察的岛北部和西部的全新世海滩

沉积 (与海南岛类似的沉积岩层比较
,

推

断可能属全新世 ) 由于海平面下降而处于

陆上
,

最高处距现海平面约 5 米左右
,

它

们已部分地被胶结石化
,

成为稍坚硬的岩

石
—海滩岩

。

此岩石是岛上的重要建筑

材料
,

因此沿岸地带采石坑遍布
,

它们提

供了良好的地质观测场所
。

本文就岛北部海参增殖站
、

岛西北部

糖厂附近和岛西部石花厂
,

三地所观察的

上升海滩沉积及其岩石学特征作些介绍

( 图 1 )
,

这对认识古代相类似沉积也将

会提供一些启示
。

该岛由第四纪喜山期的喷出岩
,

主要是玄武

广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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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增殖站剖面 (图 2 )

此剖面位于岛北岸海参增殖站附近
。

全新世上升海滩沉积以一道砂堤为界
,

向陆 (即

向南 ) 方向为火山岩风化的土壤层
,

多农田
。

向海 ( 即向北 ) 方向此沉积延 伸 约1 00 一

25 。米
,

与现代松散的
、

以生物碎屑为主的海滩沉积 (宽约30 一1 00 米 )相接
,

其外为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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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岸礁
,

礁坪宽约8 00 一 1 0 0 0米
,

礁外则为泥
、

砂质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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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参增殖站上升海滩沉积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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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海滩沉积的上覆表层是厚 1 米左右的松散砂土层
,

有树木和草丛生长
,

其下为

2 米左右的已胶结石化的岩层
,

这是当地采挖建筑石料的层位
。

此胶结岩层之下是松散

的生物砂
、

砾和大珊瑚块体
,

它们常被水淹没
。

下面分别对观察的采石坑坑壁剖面进行

介绍
。

第 1 观察点

此采石坑深约 2 米
,

在表层砂土和人工掘挖堆积物之下是 1
.

4米已胶结的生 物砂
、

砾沉积
。

砂
、

砾 以珊瑚断枝为主 (其大小多在 4 厘米以下 )
,

呈厚 10 厘米左 右 的 细一

粗
、

砂一砾交替沉积
。

据坑壁剖面观测
,

斜层理倾向东
,

倾角 30
“

左右
,

是巨大的 交 错

层 (斜层理 ) ( 图版 I
, 1 ; 图 2 一 1 )

。

由此特征可以识别出它是当时海滩上部 (潮

上带 ) 由大风浪形成的砂堤沉积的一部分
,

由交错层理判断
,

当时的风浪由西而东
。

从

这一带的地形地貌来看
,

高起的砂堤是沿东西方向延伸的
,

与现代的海岸线大致平行
。

上述交错层产状反映的风浪水流方向可能是个局部现象
。

第 2 观察点

此点距第 1 点约 30 米
。

此处沿东西走向采石坑较多
,

不少地方坑坑相连
,

揭露出大

的剖面
。

这一带沉积构造比较单一
,

以图 2 一 2 剖面 ( 图版 I
,

2 ) 为例
,

表层为 1 米

左右的松散砂
、

砾和人工采挖堆积物
,

其中有树木草丛根 (尚未见有钙质根管形成 )
。

表层之下是厚1
.

5米已胶结了的岩层
,

此下被水淹没并已达坑底
。

访问采石工 得 知
,

这

一带坑底早季干涸
,

雨季积水 (淡水 )
。

据此推断
,

这里已达潜水面
,

各采石坑的最大

深度 (坑底 )就在潜水面附近
,

所以各处采石坑的深度大体上都相差不多
。

由图 2 一 2 所示
,

此剖面可细分为若干小层
,

各单层厚约 5 一25 厘米
,

呈粗
、

细的

砂砾层交替
,

其砂
、

砾组分主要是珊瑚碎枝
。

岩层明显向海 (向北 ) 倾
,

倾角 5
。

左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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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代表了当时滩面的坡度
。

这些特点与现代的海滩沉积极为近似
,

是海滩冲流带的基本

沉积特征
。

第 3 观察点

此点距第二点约60 米
。

这一带也是坑坑相连
,

揭露出大面积剖面
,

大致沿东西走向

展开
。

采石坑切出的剖面厚约 2 米
,

其沉积构造特点与第 2 观察点所见相似
。

如图 2 一

3 所示
,

这里基本上是由单层厚 5 一30 厘米的细
一
粗

、

砂
一砾交互层组成的韵律沉积

。

已

测得剖面上部岩层的倾向为 3 50
“

( 向海倾 )
,

倾角5
。

左右
,

与其下伏产状接近 水 平 的

砂
、

砾交互层呈交错状 (图版 I
, 3 )

。

这是海滩沉积中常见的现象
,

是由当时潮汐水

流强弱的变化和滩面地形坡度的变化造成的
,

它们都是冲流带的产物
。

另外
,

剖面中局

部夹有由珊瑚断枝构成的砾石透镜体
,

最大厚度约20 厘米
,

顶面起伏
,

底面稍平整
,

就

其与周围沉积的关系来分析
,

这个在当时海滩上的孤立细砾沉积很可能是滩角沉积体
。

滩角的出现应该是一系列的
、

有规律的
,

但在采石坑有限的揭露条件下不能都一一观察

到
。

第 4 观察点

此点距第 3 点约20 米
。

同第 2
、

3 观察点相似
,

这里的沉积是由厚 10 一30 厘米的细
一
粗

、

砂
一
砾的交互层组成 (图 2 一 4 )

,

岩层层理缓缓向海倾
。

此剖面中未见其他沉积

夹层
。

由第 4 观察点向海方向再无采石坑
,

估计在现代砂土层之下仍有早期的海滩沉积
,

其厚度可能会变薄些
。

距第 4 观察点约60 米处有两道近期的小砂堤
,

再 向海方向为现代

海滩
,

可分出宽约60 余米的后滨 (潮上 ) 带和约20 米的前滨 (潮间 ) 带
,

再外是珊瑚礁

坪 (处于潮下 )
。

2
.

糖厂剖面 ( 图 3 )

同海参增殖站剖面相似
,

以一道砂堤为界
,

向陆 (向南 ) 方向为农田
,

向海(向北 )

方向为海滩沉积
,

其宽约95 米
,

砂堤现为红色松散的粉砂质土
,

有树木杂草丛生
。

第 1 观察点

砂堤的北坡根有一段由石英
、

少量火山岩屑和少许生物碎屑组成的砂质沉积
,

它被

一条小沟切出一段剖面
。

观察剖面的上部约 1 米左右已被胶结
,

其下是未胶结的砂层
。

此岩层风化色土黄
,

层理平整
,

倾向西北 ( 向海方向 )
,

倾角5
“

左右 (图 3 一 1 )
,

此

岩层沿走向延伸较远
。

由其沉积和岩石学的特征推断
,

亦应属正常的海滩沉积
,

但与其

周围以生物碎屑为主的海滩沉积的关系尚难做出判断
。

它可能是更早的某个时 期 的 沉

积
。

两种不 同的沉积组分说明了它们来自不同的物源区
。

第 2 观察点

此点距第 1 点约30 米
,

此处有大片采石坑
,

坑深约 2 一 3 米
,

坑底积水
,

这一情况

与海参增殖站剖面近似
。

多处采石坑剖面揭露出的沉积结构构造现象仍是由细
一
粗

、

砂
-

砾生物碎屑的交互层和缓缓向海 ( 向北 ) 倾斜的产状
。

这表明这里仍以海滩冲流带的沉

积为主
。

一处采石坑剖面显出大型板状交错层
,

各单层厚约20 一30 厘米
。

剖面下部层理

向北 (向海倾 )
,

倾角 7
“

左右
,

上部层理向南 (向陆 )倾
,

倾角3
“ 。

如图 3 一 2 所示
,

上下两套沉积间无明显的侵蚀冲刷现象
。

这是海滩沉积中常见的几种大型交错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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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种
。

可以判断
,

剖面的下半部是冲流带的沉积
,

而上部则可能是大型砂垄沉积的

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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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抽厂西北上升海滩沉积剑面示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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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观察点

此点距第 2 点约15 米
,

采石坑剖面厚约 2
.

5米
,

坑底被水淹没
。

剖面下半部是粗
、

细

生物砂
、

砾碎屑的交替沉积
,

层理平整
,

向海倾
,

倾角小于10
。

(图版 I
, 5 )

。

这是前

面所介绍的典型的
、

普遍发育的海滩沉积特征
。

剖面的上半部层理不明显
,

其 中夹一珊

瑚细砾层
,

厚 约20 一30 厘米
,

顶面不甚平整 ( 图 3 一 3 )
。

此细砾层局部呈现 小 交 错

层
,

倾向陆方向
,

小层厚 2 一 3 厘米
,

粗
、

细交替
,

它可能是沙波沉积的一部分保存下

来的前积层 ( 图版 I
, 4 )

。

沙波和凹槽常形成于冲流带的下方 (向海方向 )
,

即在碎

浪带附近〔2 〕
。

另外
,

此剖面一处偶夹有大珊瑚块体
,

这显然是大风浪搬运沉积的 产 物

( 图版 I
, 4 )

。

在海滩地带
,

这种由风浪携带并沉积下来的
、

零星分布的大小砾块是

常见的现象
。

由第 3 观察点向海岸约35 米达现代海滩地带
,

此间无采石坑
。

但在岸边有一段海蚀

小陡坎
,

高于现代海滩约 1
.

5米
。

这里出露了已初步胶结的生物砂
、

砾碎屑岩 层 ( 图 版

I
, 7 )

。

它显然是上升海滩沉积 向海方向的伸延部分
。

3
.

石花厂剖面 (图 4 )

石花厂位于岛西海岸边
。

石花为珊瑚的俗称
。

石花厂实为采集现代海滩上的珊瑚等

生物碎块烧石灰的窑厂
。

这里采石坑极少
。

在附近一采石坑观察的剖面如图 4 所示
。

剖

面下部为时粗时细砂
、

砾交互层
,

产状 比较平缓
。

剖面上部有属碎浪带的沙波和凹槽沉

积
,

交错层理的产状有向海和向陆倾的
。

已测 的有 2 7 0
。

乙20
’
一 o

。
, 90

“

乙 30
“
一 o

“ 。

再上又是平整的缓缓向海倾的滩面沉积
,

单层也都在10 一 25 厘米左右 ( 图版 I
, 石 )

。

此采石坑剖面厚约 3 米
,

均已初步胶结石化
。

上面所介绍各观察点的沉积构造
,

基本上包括了海滩地带常见的各种现象
。

海滩沉

积的特点是潮汐
、

风浪
、

水流
、

地形坡度和沉积物供应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

可以看

出
,

在同一地点由于不 同时期潮汐
、

风浪等的变化
,

在纵向上发育了不同沉积相带的沉

积
,

它反映了沉积环境条件的变迁
。

上述这些沉积构造现象在目前的海滩上都能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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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向海

一
它们是识别古代类似沉积的有力证据

。

尸‘勿汽毛; 欲 二
、

成 岩 作 用

涸洲岛全新世上升海滩沉积
,

除了

糖厂西北剖面 中的第 1 观察点为含生物碎

屑石英砂岩外
,

其他各点所见均为生物碎

屑 (砂或砾 )灰岩
,

当时的珊瑚岸礁给这里

的海滩地带提供了大量的造礁生物和喜礁

生物的骨壳碎屑
。

综合各观察点的统计
:

( 1 )生物碎屑含量约 5 一50 %
,

其中以珊

瑚 (主要是鹿角珊瑚 ) 为主
,

次 为 瓣 鳃

类
、

棘皮类 (基本上是海胆 )
、

有孔虫和

复足类
,

珊瑚藻少见 , ( 2 )陆源碎屑多为

石英砂
,

含量约 5 一20 %
,

偶见有长石及

其他矿物或火山岩岩屑等 , ( 3 )胶结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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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石花厂上升海滩沉积剖面示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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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解石 ( 糖厂剖面的含生物屑石英砂岩亦是方解石胶结的 )
,

含量多在 5 %左右
。

无

文石和高镁方解石胶结物出现
。

胶结物的含量说明岩石只是初步发生胶结 , ( 4 )相应地
,

岩石中残留了大量粒间孔隙
,

一般约10 一50 %
。

这套沉积物至今只是发生了矿物的转化作用和胶结作用
协

1
.

转化作用

众所周知
,

属不稳定和亚稳定的高镁方解石和文石矿物一旦脱离了它所形成的环境

就要发生变化
。

这里所观察的大部分标本中的文石质珊瑚和软体类骨壳仍保存为文石
,

只部分骨壳碎屑或多或少地转化成粒状方解石
,

通过染色观察极易分辨 (图版 I , 6 )
。

经染色测试
,

高镁方解石质生物骨壳
,

如有孔虫
、

棘皮类等
,

已无镁的明显反应
。

一般地说
,

生物骨壳中镁的丢失比文石的转化要快
。

上述现象在其他各地的海滩岩中均可见到〔3
、

4 〕
。

2
.

胶结作用

在各观察点和不同部位所采标本的胶结物无一例外地都是方解石
。

但其结构类型不

同
,

有粒状
、

柱状
、

新月状和悬垂状的
。

其中以粒状居多 ( 图版 I
, 4

、

5 )
。

方解石晶

粒的大小多在0
.

15 毫米左右
,

大者达 2 毫米
,

有的晶粒可包裹二个甚至三个砂屑颗粒
。

这一现象在古代岩石里会一概被误认为是重结晶的产物
。

柱状胶结类型仅见于糖厂剖面

的第二观察点和海岸小陡坎的样品中
。

新月状 ( 图版 I
, 1

、

2 ) 和悬垂状 ( 图版 l
,

3 ) 胶结类型在许多观察点均可见到
,

相当多的层位都发育了这种类型
,

它们有时与粒

状结构类型共生
。

新月状和悬垂状是陆上渗流带的典型胶结结构类型
。

我国南海的许多上升海滩沉积

或砂堤沉积中的这些现象已有报道〔3
、

4 〕
。

另外
,

生物粉砂屑的局部充填现象见于海参增殖站剖面第 2 观察点
,

它发生在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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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胶结之后
。

这种称为
“
渗滤粉砂

” 的现象也常见于海滩沉积中
。

上述所有胶结现象
,

很清楚地说明上升海滩沉积的胶结作用是发生在上升暴露之后

才进行的
,

而且是在陆上渗流带的淡水条件下形成的
。

象前面介绍的那样
,

所观察的岩

层都是在 目前的地下水潜水面之上
。

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
,

据采石工讲
,

在许多积水的

采石坑底之下 的沉积物却是松散的
。

这一现象似乎说明
,

在涸洲岛渗流带(潜水面之上 )

的胶结作用要比潜流带 (潜水面之下 ) 快
,

或者是说那里的地下水对碳酸钙是 不 饱 和

的
。

这些有关成岩作用方面的问题
,

还须今后进行细致地调查研究工作
。

三
、

结 语

涸洲岛发育珊瑚岸礁的沿岸地带相应地发育了由生物碎屑组成的海滩沉积
。

采石坑

揭尽的已胶结了的全新世上升海滩沉积 ( 海滩岩 )
,

在不 同地点和层位发育了多种海滩

沉积构造
:
向海倾的平整层理的粗

一
细

、

砂
一
砾交互层

,

大型板状交错层
,

小型交错层
,

粗
、

细砾透镜体和大砾块夹层等等
。

它们代表了海滩冲流带
、

碎浪带
、

滩角和大风浪的

产物
。

岩石中文石质生物骨壳或多或少地转化成粒状方解石结构
。

高镁方解石质生物骨壳

中的镁大都已逸出
。

岩石中的胶结物均为粒状方解石
,

并多处发育了新月状和悬垂状结

构
。

所有这些现象说明胶结作用是在陆上渗流带淡水条件下进行的
。

涸洲岛上升海滩沉积 的情况说明
“
海相

一
表成

”
灰岩还是时常能够形成和被发现的

。

这一实例再次提示
,

研究现代或古代沉积相和环境的同时
,

必须认真研究其
“
成岩相

” 。

这样才能对沉积
一
成岩环境的演变获得正确的认识

。

一般说来
,

经历了这种早期表生成岩过程的沉积物
,

经常会保留或产生良好的孔隙

空间
,

而成为油气的有利储集岩层
。

国内外均有这种实例
。

收稿 日期 1 9 5 4 年 6 月 1 1 日

〔1 〕

〔2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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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 《生物礁油气藏及其它矿床 》学术讨论会报道

由四川省石油学会
,

四川省地质学会
,

四川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联合召开的首届 《生物礁油

气藏及其它矿床》学术讨论会于 19 8 6年 3 月29 日至 4 月 3 日在重庆召开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49 个

单位的14 8名代表 (不包括列席代表 ) ,

他们分属 于石油工业部
,

地质矿产部
,

煤炭工业部
。

中 国 科

学院
,

各高等院校以及出版单位
,

有关学会等
。

代表中有长期从事生物礁研究的老专家
,

教授
,

也有

为在生物礁中勘探和发现油气资源和其它矿产作出贡献的生产第一线的地质工作者们
。

这次会议是对我国生物礁研究已取得成果的一次检阅
,

探讨了生物礁储集油气及其它矿产的 控 制

因素
,

雏议了生物礁近期内的研究方向
,

并对川东
,

鄂西二叠系油气藏的勘探提出了有益的建设
。

会

议期间大会宣读了 30 篇学术论文
,

放映了红花场二叠系生物礁的录相片
,

并实地考察了北磅老龙洞
,

邻水椿木坪的二叠系生物礁
。

此外还放映了桂林岩海录相片参加过南极考察的与会代表在南极考察期间

拍摄的大量珍贵幻灯片
。

尽管如此
,

但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表现在
:
在我国除奥陶系外其它各时代的海相碳酸盐地层中都

己找到了生物礁
,

并开展了对南海现代生物礁的研究
,

对礁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史与大地构造紧密联

系在一起讨论
,

并为予测区域上礁的分布规律提供了背景资料 ; :不仅注意到了造架生物门类
,

属种的

研究
,

也注意到了同一地质时代不同古地理位置上礁的形态
,

规模
,

基底沉积背景的差别多 利用地震

地层学
,

测井地质学寻找地下潜伏礁有了一个 良好的开端 ; 对礁的储层特性及其控制因素有了一个 良

好的开端 ; 对礁的储层特性及其控制因素有了初步认识
,

并对川东二叠系长兴组生物礁的含油气性
,

气

源
,

湘赣等地泥盆系生物礁内矿液来源提出初步解释 , 结合我国实际
,

对生物礁的概念
,

分类
、

各词

学等进行了探讨
,

等等
。

但是
,

由于我国生物礁的研究起步较晚
,

与国外相比存在着较大的着距
。

会议期间
,

与会代表也

雏议了我国近期内生物礁研究领域里 需要努力的几个方面
,

即
:
应从礁复合体的角度去研究生物礁

,

国外勘探实践告诉我们
,

油气及其它矿产储集的有利部位
,

有时不是在礁核
,

而更可能是后礁碎屑坪

或前礁重力流沉积物中
,

要在借鉴国外礁理论的基础上
,

根据我国实际
,

建立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礁

地质学
,

包括成礁的环境背景
,

沉积成岩史
,

储层特性
,

生长模式等
:
要加强礁与矿产资源关系的研

究
,

包括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 ; 加紧摸索出利用构造地质学
,

沉积岩石学
,

地震地层学
,

测井地质

学
,
乃至重力地质学综合寻找地下潜伏礁的一套方法

,

普及礁地质学的理论
,

提高对礁及其所赋存矿

产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认识等等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首届 《生物礁油气藏及其它矿床 》学术交流会开得十分成功
,

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
。

通过会议论文交流表明
,

许多老专家
,

精神焕发
,

千劲不减当年
,

为我国生物礁的研究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
,

年青的同志生机昂然
,

在会上宣读了许多篇很有水平的论文
。

大家相信
,

通 过 这 次 盛

会
,

一定会把我国生物礁及其赋存矿产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领域
,

通过大家的劳动
,

把亿万年沉睡于

地下的礁及其矿产
,

为我 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

要达到这一 目的
。

真如生物礁研究的老前辈
,

南海西

部石油公司曾鼎乾总工程师在会议上指出的
, “

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不懈” 。

(下转79 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