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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澜洲岛现代白云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王英华

北京大学地 质系 �

内容提要 北海 涸洲岛的现代淡水白云石产 于由珊瑚碎屑组成的石灰岩孔洞中
,

白云 石 具有完

好 白形
,

粒度粗大
,

经 � 光粉晶衍射分析
,

红外光谱分析及折光率
、

比重
、

品付�光 性 等 测试
,

此种白

云石的各种数据均与标准的白云石相符
。

白云石及其海滩岩 的氧碳同位素组成均具较高负值
,

岩石中渗流胶结作用亦较明显
,

珊瑚碎属灰岩

的玉‘�年龄为 �� �  年左右
,

故此类 白云石为现代淡水渗流成岩作用带产物
。

经 与 困 内外各类
“
原生

”

白云石比较
,

涸洲岛的现代 自云石不具交代特征而为原 白云石
。

主肠词 现代白云石 海滩岩 淡水渗流 咸淡水混合 成岩作用 生物碎屑灰岩 广西涸洲

岛

第一作者简介 王英华 男 �� 岁 副教授 沉积学矿床学

在广西涸洲岛全新世海滩岩孔隙中
,

笔者发现了粗粒有序透明自云石 �图 � �
,

其

产状和矿物特征与考龙泻湖
、

深泉湖等地
“

同生”
白云石或波斯湾地区潮上带碳酸盐沉

积物的准同生白云石和大巴哈马滩安德鲁斯岛上苏必利深井 的交代成 因白 云 石 均不相

同
。

此种 白云石在我国系首次发现
,

它对研究我国南海一带碳酸盐沉积
一成岩环境

,

阐明

白云岩形成机理并进而用来分析古岩石 中广泛发育的白云岩的成 因均具重要意义
。

涸洲岛海滩岩中的现 代白云石产于珊瑚碎屑石灰岩中�图 � �
。

鹿角珊瑚碎屑多由伫

状方解石胶结
,

其晶粒多为�
�

�一 �
�

�毫米左右
,

白云石作为填隙物多以生物屑为底质
,

呈晶洞充填方式分布于粒间孔洞 中 �图版 �
, �

、

� �
。

白云石晶体多出现于粒间孔 � 图版 �
, � � 和遮蔽孔隙 � 图版 �

, � � 中
。

这些白

云石多 以晶粒或集合体形式出现 �图版 �
, �

、

�
、

� �
,

晶粒粒级和数量似与溶孔大

小和形态有关
。

现 代白云石均呈菱面体
,

自形晶
,

晶面有时略呈弯曲
。

晶粒大小相差不大
,

一般在

� 一�
�

�毫米之间
。

晶体呈灰 白色或无色
,

洁净透 明或半透 明
,

遇有铁染时
,

晶 面 可呈

黄褐色
。

白云石具玻璃光泽
,

硬度为 � ,

菱面体解理完全
,

用微矿物比重法测得其比重

为 �
�

�
。

透明白云石在冷稀盐酸中不易溶解
,

但晶面可 因腐蚀而变暗或失去 光 泽
� 在热

盐酸 中易于溶解
。

显微镜下白云石呈 自形晶
,

透明或半透明
,

晶面时具溶蚀现象
,

晶体中未见环带状

构造
。

白云石为一轴晶
、

负光性
,

实测�
。 � �

。

� �  
、

� � 二 �
�

� �  ,

闪突 起 显著
,

具强色

散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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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北京大学地质系 � 光粉晶分析
,

曲线和数据如图 � ,

表 �
。

建材公司 � 光衍射计

算结果表明
,

白云石有序度为 �
。

以� � �型红外光谱进行分析的结果 �图 � �表明该矿物为白云石
,

但其中可 能有待

进一步化学分析证 明的少量 �
� � � 。

分子的存在
。

差热分析曲线亦可与标准 样 品 曲线对

比
。

根据所获数据不难证明
,

涸州岛海滩岩中以晶洞充填方式出现的这一矿物确为白云

石无疑
。

由于类质同象的控制
,

其中可能含少量�
� � � 、

� � � �

等阳离子组分
,

其 分子式

应为�
� � � �

、

� �
、

� � � � � � � � � 。

以扫描电镜检查了珊瑚屑灰岩中泥晶的超微组构
,

除查明泥晶多由自形
、

半自形方

解石组成外 � 图版 �
, �

、

� �
,

晶粒溶解和超微化石亦较常见 �图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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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见 白云石交代现象
。

涸州岛全新世海滩岩中的粗粒洁净透 明白云石均以晶洞充填方式产于岩石的原生孔

隙中
。

因此
,

其形成时间当在生物碎屑被胶结之后
。

根据对海滩岩 珊瑚屑所作C
‘4

测定

的结果
,

知其绝对年龄为21 20 士 90 年左右
,

故可称为现代白云石
。

海滩岩中未见膏盐矿物和藻席沉积
,

同时也缺乏其它潮上咸化标志
,

因此
,

难以用

高镁钙比的超盐卤水形成白云石的成因模式来解释此地白云石的成 因
。

涸州岛西角一带的海滩岩是由经海浪簸选聚积的海洋生物屑和部分陆源石英屑组成

的
,

这些沉积物随地壳抬升而渐离潮汐作用带
,

与此同时则伴有大气淡水的胶结作用
,

并导致颗粒间渗流接触胶结作用的广泛发育
。

胶结物以粒状方解石为主
,

少量环边纤维

状方解石应属早期胶结作用产物
,

岩石的紧密胶结表明了大气淡化作用的强度
,

而北海

涸州岛一带近年气象统计资料 (表 2 ) 表 明
,

该地海滩岩长时间遭受强烈大气淡化作用

表 2 广西北海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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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具备良好气候条件的
。

含白云石的亮晶珊瑚灰岩具 35 % 连通性较好的孔隙度
,

岩石的这一特征不仅可使海

水通过泵吸 (蒸发泵 ) 作用 向岩石 中渗透
,

并通过蒸发而增加其含盐度
; 而且也为大气

降水在岩石 中渗流提供了可能
。

因此
,

大气淡水和高盐海水在高孔隙海滩岩石 中相混应

是很自然的现象
。

这种咸
、

淡水的混合作用恰是白云石形成的有利条件
。

K

·

B
a

d i
o a

m
a n

i
(

1 9 7 3 ) 曾指出一些上升地区 在缺乏蒸发和高镁钙 比 盐 水的条件

下
,

可 以形成 白云石
。

他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只需 5 乡百的海水与淡水相混
,

即可使溶液

中的白云石达饱和程变
,

但方解石仍不饱和而无法品出
。

因此
,

在含 5 一 30 % 海水的混

合液中可产生类似美国威斯康辛 中奥陶统白云岩一类的交代白云化作用
。

虽然混合白云

化机理已为事实所证明
,

并为多数人所承认
,

但 白云石有序品格的形成
,

除了必须具备

的物质组分外
,

尚需具有缓慢的结晶速度和较少离子干扰的严 格条件
。

只 有这样
.
才可

能形成粗粒 自形晶的白云石
。

1 9 丁5年R
.
L
.
F olk 和L

.
5
.
L o n d明确地指出了在高盐环境中沉积是快速的

,

并伴

生有高浓度的外来离子
,

白云石在这种环境 中难 以形成
,

在M g/C
a比值超 过 5 一 1。/ 1

时
,

可以形成隐晶质有序程度差的白云石
。

但当盐 度逐渐降低时
,

白云 石 能 在M g/C
a

比值接近于 1 / 1的大气中成核
。

潜水条件下
,

由于缺乏外来离子干扰 以及结晶缓慢
,

可形成透明自形的白云石 晶休
。

在变盐环境中
,

由于淡水的渗合而形成 的淡水洁净自云石
,

首先发现于培根与挪威

之间的熊岛
,

在那里粒径达0
.
0 3一0

.
10 毫米的洁净透明白云石产于上石炭统球粒细晶白

云岩的裂隙及鸟眼中; 在二叠系亮晶生物灰岩中的洁净透明自云石贝}l部分与亮晶方解石

胶结 物伴尘
。

在牙买加西部大加曼岛的赫尔等地区
.
工
了

ol k 等曾在第三系灰岩中以酸 蚀 法 发现了

在岩石孔洞中以品洞形式生长的透明自云石
:
这种灰岩曾明显地受淡水作用影响

,

岩石

孔洞多为嵌品方解石充填
。

意大利阿尔卑斯白云石 山的岩石 中
,

粒 径大于 5 毫米的透明 白云石晶体亦分布于岩

石的孔洞和裂隙中
:
i围州岛海滩岩孔洞 中的粗粒透明白云石不仅也具有光洁

、

透明
、

晶形

完美和成 分纯正等待点
,

而且其产状也与上述各地透明白云石相同
,

均以后生的孔隙充

填方式产出
。

联系到岩石听处的高位 (正性位置 ) 和岩石被淡水溶蚀的特 征
,

以及 气候

条 件等
,

可以认为海滩岩中的自云石是在大 气水和海水周期性相渗合的条 件下
,

通过缓

慢的结晶作用形成的
。

上述成因可由白云石和珊瑚碎屑石灰岩的氧
、

碳同位素组成得到有力支持
。

珊瑚碎

展石灰岩乙
18
0 均具高负值

,

表示了淡水渗流带 中海相沉积物大气成岩作用的影响
,

自云

石则 以其乙
’ 已

O 和乙
‘ 3

C 均为高负值显示了脱离海洋环境后的淡水成因
。

它 们与 湖相泥晶

自云岩具类 似的氧
、

碳 同位素组成
; 而与国内外咸化海水中形成的交代白云岩的饭

、

碳

同位素组成则截然不同 ( 表 3 )
。

涸州岛现代白云石在岩石中分布的不均一性可由岩石结构和周期性气象条件得到解

释
。

因为岩石的高孔隙度和较大的降雨量或季节性的暴风雨显然有利于淡水洁净透明 白

云石的形成
。

对比西角一带海滩岩的孔隙可知
,

次生珊瑚礁灰岩孔隙变高达4。%
,

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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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ablo 3 T h e 己!80 ,

不同成因的白云石 (岩 ) 的叙
、

碳同位案组成

己13C e on ton t o f d o lo m itos fo r m ed in d if fe re n t o r ig in

变�户.J
净JL‘

6

1 吕
O 5

,
C

泪州岛全新世淡水白云石

天水第三纪湖相泥晶白云石

贵州三叠纪灰岩溶洞中的石钟乳

理州岛全新世珊瑚碎屑石 灰 岩

昆 明平顶山二叠纪虎斑 白云 岩

陕西瓦 刀 子第三 纪石 膏顶板 为白 云岩

巴 哈马群岛的白云 石

犹他盐 湖白云石

南澳大利亚盐湖的 白云 石

一 5
。

2 9

一 6
。

0 1

一 8
.
C G

一 6
。

S G

一 1 0
。

9 3

一 i
。

6 3

4

.

1 0

一 4
。

0 0

一 5
.
8 3

一 4
。

6 6

一 4
。

9 5

一 4
。

O G

一 O
。

9 8

5

。

6 0

2

。

0 9

0

。

5 0

l

。

卫O

一 0
。

9 0

1 1 5

。

1

1 1 4

。

2

1 1

一

1

。

7

1 2 6

。

0

1 3 3

。

3

] 2 9

。

3

1 3 0

。

0

1 2 了
。

3

1 2 2

。

5

五 个样品 的平均 值

四 :
、

样品 为平均 值

: :
{i

透明白云石的亮晶珊瑚灰岩则为 35 %
,

其余各类含生物屑砂岩孔隙度则为20 % 左右
,

其

连通性亦不如高孔隙度岩石为佳
。

涸州岛降雨量多集中于 6
、

7

、

8

、

9 数月
,

以最大

降雨量的 8 月与干旱的 1
、

12 月相比
,

相差达 10 倍之多
。

由此可见
,

蒸发与淡水渗流周

期性的变化是受该地气候特点所控制的
,

而特大风暴更可能使海水运至岩石孔隙中
,

因

此
,

淡水渗流成岩环境应是海滩岩中此类透明现代 白云 石形成的基本条件
。

〔l 〕

〔2 〕

〔3 〕

〔4 〕

J

二6 二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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