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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木圭上泥盆统乳房状构造

及其地质意义

陈先沛 陈多福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贵阳 )

内容提要 产于泥质硅岩层中顺层分布的健石结核
,

外形似乳头向下的乳房
。

结核下顶端有残余

小孔
,

内部有与外形和残余小孔相对应的分带性
。

外带为不完全交代带
,
常残留被交代围岩的残余 , 内带

是球粒化的完全交代带
。

有时还出现结盯
。
充填为特征的核部带

。

地质和岩石学证据显示乳房状构造是沉

积物尚未固结时
,

由富含硅质的热水溶液的交代作用
、

结晶充填作用所形成
,

可作为热水体系在盆地底

而附近作用的标志
,

亦可作为示序构造
。

类似构造也见于锰矿
、

重晶石矿和盆地灰岩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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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 年代 以来海洋调查在红海裂谷发现了热水沉积成岩成矿作用 以来
,

其后又在水

深为 2 6 0 0m 的大洋 中脊直接观察到热水烟囱堆积的块状金属硫化物
。

这些发现被认为是

继板块运动之后的又一重大地学成果
,

引起了地学界
、

海洋学界
、

生物学界和其它有关

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以及实业界的极大关注
,

并有大量文献发表 ( A r r h e in u s G
. ,

B
o n -

a t t i E
. , 1 9 6 5

,

B o n a t t i E
. e t a l

. , 1 9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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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1 9 7 8 , 1 9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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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1 9 8 3 ,
C T p a x o B H

.

M
.

19 76 )
。

在大陆地质历史中热水沉积的成矿作用也 日益 受

地重视 ( W ol fk
.

H
. ,

E d
.

1 9 7 6一 1 9 8 1 )
。

由热液作用形成矿床的经典成矿理论
,

在新

的基础上获得活力
。

如何在地质历史中识别出热水沉积作用
,

是个关键问题
。

笔者在研

究我国南方古生代的矿产时
,

在硅岩
、

重晶石层和锰矿层中识别出一种较特征的
、

与地

层准同期的交代
、

结晶充填构造
,

认为可 以作为确定热水沉积作用的岩石构造标志
。

对

所识别的构造
,

以外形类似乳房而命名为乳房状构造 ( M a m m i f o r m s t r u 。 t u r e
)

。

标

准的乳房状构造见于广西木圭锰矿区上泥盆统的硅岩层中
。

一
、

木圭锰矿的地质概况

木圭锰矿位于广西东部
,

属桂平县所辖
。

锰矿产于上泥盆统榴江组中
,

区 域 泥 盆

系为加里东褶皱基底的陆台型盖层沉积
。

广西晚泥盆世 的岩相古地理已由许多单位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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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 )
、 “ )

、
” ) ,

木圭锰矿在岩相古地理图上处于陆棚或陆棚边缘的张裂盆地中
,

属 以浮

游型生物为主的南丹型较深水的盆地沉积 ( 王任等
, 1 9 7 8 )

。

木圭含锰矿的上泥盆统以硅岩类为主
,

次为硅质页岩
,

凝灰质页岩
,

有多层锰矿夹

层
。

硅岩类中有典型的碧玉
,

为呈鲜艳火漆红
、

翠绿
、

沥青黑的条带状
一
条纹状岩石

。

上

泥盆统中有基性
、

中酸性的火山岩床 ( 脉 )
,

据
_

L泥盆统中有凝灰质岩石
、

碧玉
,

区域中

有强烈晚泥盆世火山喷发
,

推测上泥盆统中的火 山岩脉是大致与地层 同 期 的 次火山岩

相
。

乳房状构造产于榴江组 ( D
3
L ) 上部

。

二
、

乳房状构造

1
.

产状及形态

茹廷锵等 4) 在五十年代中期研究木圭锰矿地质时
,

在上泥盆统榴江组的上部分出了

含健石结核的硅岩
、

硅质页岩层
,

层中的隧石结核外形独特
,

彼此类似
,

以外形酷似乳

房而称为乳房状健石结核
。

笔者在木圭矿区亚公山水库坝址见到的含乳房状 健 石 结 核

层
,

有固定层位
,

空间上与中一酸性次火山岩紧邻
。

据照片绘制的乳房状隧石结核层产

状如图 1
。

匿到
,

匡习
2

1
。

硅岩及 硅质页岩层

匡〕
3 0 3 6 111

2
.

中酸性次火山岩

` -一~ ~ 一司` 一 一~ 一曰

3
.

乳房状腿石

图 1 乳房状能石结核层的地质剖面图

F 19
.

2 G e o l o g i e a l e r o s s s e e t i o n o f m a扭 m i f o r m s t r u e t u r e i且

t h e U p p e r D e v o n i a n s y s t e m

整个剖面的硅岩及硅质页岩为薄层
,

色较浅 ( 灰及灰黄色 )
,

在中酸性次火 山岩 的

底板附近
,

乳房状缝石结核密集而均匀地顺层分布
。

岩石的层理在结核的上
、

下两端均

明显绕过结核
,

在结核中部的层理插入并消失在结核之中 ( 图 2 )
。

乳房状结核致密坚

实
,

与围岩界线清楚
,

经风化较易于从围岩中剥离出来
。

1 )钟铿等
,

1 9 8 1

2) 南方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
, 1 9 8 2

3 )李玉宽等
,

1 9 83
。

4 )茹廷锵等
,

19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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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比 例尺长度为 10c m

图 2 乳房状健石的礴头产状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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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 h esk e t eh m a po f ao u t er o po f m a m mi f o r m s tr u e tu r e

乳房状隧石单体形态为下端尖 角收敛
,

向上渐次增大
,

至顶部又很快缩小成上凸的

圆弧形
,

外形似乳头向下的乳房
。

结核大小一般为数厘米
,

小于 1 厘米或大于 10 厘米的

也有发现
,

但数量不多
。

结核的高度常大于宽度
,

高宽比为 1 一 2
。

结核表面较光滑
,

但常有围岩层理留下的圆形横纹或凹带
。

乳房状结核的下端尖角 中心
,

常 有 圆 形残余

孔
。

以下端为顶
,

结核的断面夹角多为 60
“

一 90
“

左右 〔图 3 ,
( 图版 I

, 1 , 8 ) 〕
。

结核

除以单体形式出现外
,

也可由两个或更多的结核并聚成复杂的结核 ( 图 3
、

C )
,

甚至成

为隧石透镜体
,

或健石薄层 ( 图版 I
,

15
、
了

、

8 )
。

A
。

俯视 B
.

正侧视 C
.

D
.

斜侧视
a

`

圆弧形顶面 b
.

横纹及 凹带 。
.

下顶角 d
.

圆形残留孔 图中比例尺长度为 I c m

圈 3 乳房状结核的单体形态素描

F 19
.

3 T h e s k o t e h o f a s p e e im e n o f m a m m i f o r m s t r u e t u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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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乳房状结核的内部构造

乳房状结核的横切磨光面见图 4
。

图 连 八是有两个下顶角和残余孔的复体结核 (只

有下半部 )
。

图 4B为单体结核
。

两者均有明显的分带性
,

自外向内分别为外 带 (e 带 )
,

内带 ( f带 ) 和核部 ( g带 )
。

各带的特点如下
。

_ - - - - - - - - -

一
_ 一 」

C ( d ) C ( d )
C ( d )

A
.

复体 乳房状结核 B
.

单体乳房状结核
e

.

外带 f
.

内带 9
.

核部 9 1黑色玉髓质石英 9 2灰 色玉髓质石英 m
.

白色玉髓石英

j
.

玛瑙纹层 1
.

白色玉髓质石英脉 1
.

围岩残 留体 k
.

残余层理 a
`

园弧形顶面
e

.

下顶角 d
.

残 留孔 h
.

褪色带 图中比例尺 长度为 I c m

图 4 乳房状结构横切磨光面紊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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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h e s k e t e h o f t h e p o l i s h e d e r o s s s u r f a e e s o f

m a m m i f o r m s t r u e t u r e s

( 1 )外带 ( e
带 ) 浅土红色

,

致密
,

由泥晶石英 ( < o
.

01 m m ) 及微量铁 染 粘

土组成
。

宽度较大
,

常可占整个结核的一半 以上
。

此带中常可见淡黄色泥质含量高的围

岩残 留体 ( i )
。

边部还显示残余层理 ( k )
,

层理在结核下部为下拗弧形
,

中部近于水

平
,

上部略上凸
,

显示与结核外形大致相应的变化
。

镜下的泥晶石英与粘土之中
,

星散

有少量 ( 5 %左右 ) 的圆形或椭圆形球粒石英集合体 ( 图版 1 , 连 )
,

由重结晶的石英

微细晶 ( 0
.

03 一 0
.

18 m m
,

个别达 o
.

38 m m ) 组成
。

围岩残块中极少球粒石英
,

无 明 显

重结晶 ( 图版 I
, 4 )

。

( 2 )内带 ( f带 ) 不均匀的浅土红色
,

颗粒感 较强
,

较粗糙为
,

外形不规则的带
,

处于外带之内
,

与外带为渐变关系
。

过渡带颜色稍深 ( 淡紫红色 )
。

此 带 宽 度 一般不

大
,

位于结核的中部
。

内带上部较宽
,

下部窄狭
,

在残留孔的正上方呈舌形 下伸
,

显示了与

残留孔的密切空间关系
。

在图 S A 复体结核中
,

有两个残留孔 〔 ( d) 与下顶角 ( 。 )重合 〕
,

内带在两个残留孔正上方都为舌形下延
,

顶端指向残留孔
。

在右侧的内带之下还有一个

明显的褪色带 ( h )
。

镜下内带为重结晶的石英微细晶组成
,

圆形及椭圆形球粒石 英较

多 ( > 15 % )
。

直径 。
.

05 一。
.

3 6m m
,

外形规则或不规则
,

与微晶石英有过渡关系
,

显

然是以一定的中心发生重结晶作用的结果 ( 图版 I
, 6 )

。

( 3 )核部 ( g带 ) 结核的核部带色调与内外带明显不 同
,

为灰
、

灰黑或灰自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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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密
,

与内带界线清晰
。

结核核部显玛瑙纹层
,

纹层因锰染而显著 (图 4 A
、

图版 I
,

1 )
,

或为不均匀的致密石英
。

核部带被内带所环绕
,

处在结核中心偏上的位置
,

等轴

状或锥状
,

锥顶向下并指向残留孔
。

镜下核部全由玉髓质纤维状石英及球粒石英集合体

组成
。

灰白色玉髓质石英中 ( m )
,

为 0
.

13 一 o
.

69 m m 的纤维状石英
,

呈十字消光 和 斑

马纹状消光
。

集合体之间以直线三连点相接 ( T r i p le ju n c t io sn )
,

三叉点顶角交角为

12 0
“ 、

是较典型的高浓度
、

快速结晶共结组构 ( S t a llt
。 n ,

R
.

L
.

9] 72
,

S主m 。 S o n ,

B
.

M
.

1 9 8 5 )
,

图版 I
, 2 )

。

乳房状隧石结核的内部构造
,

显示 了围岩硅岩和硅质页岩
,

受到交代作用
、

充填作

用和重结晶作用而形成
。

残余孔是促使结核形成的溶液通道孔
。

外带是不完全交代作用

带
,

内带是完全交代作用和结晶作用带
。

核部主要是充填作用和结晶作用带
。

从乳房状

隧石结核产出有一定的层位
、

结核在层中星散分布
、

层理绕过结核或消失在结核中
,

可

以判定是沉积物尚未固结时的准同期交代充填作用的结果
。

3
.

乳房状健石结核的矿物成分

对结核中各带
、

外带中的围岩残余和围岩的样品
,

用 X一衍射方法研究了矿物成分
。

6的O
`

O卜?卜一aOaO卜O叻囚州的们N0O卜囚哪 卜
哪 钊
动 甲

幻 一
co l月
, 囚

O O
,口 山
帅 ~

的
气甲

(曰 t门

幻 叮

必币

一
。 , 八

二
, 、

/日匕火灿工土~
一

一

一」曰又一从人儿曰仁、
一

~ 夕日 \一次奴七尤儿

___
_

,

///

二

了曰匕
一几五优

一入

丛~ 林
,

/

.

{曰仁稿以儿
七

土~脚嗬
,

畔封畔

图中样 品号说明见表 1

图 5 乳房状撼石及围岩的 X一衍射图谱

F 19
.

5 T h e X 一 r a y d i f f r a e t i o n m a p o f m a m m i f o r m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i t s e o u n t r y r o e 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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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射图谱见图 6 ,

定量计算的矿物含量见表 1
。

在结核及围岩中已经鉴定出石英
、

伊利

石
、

钠长石和石膏 ( ? ) 等四种矿物
。

从硅岩围岩
、

外带
、

内带到核部
,

石英的含量渐

次增高
,

伊利石含量则逐步减少
。

少量钠长石仅存在于围岩中
。

从矿物成 分 的变 化可

知
,

硅岩 中的硅化作用主要带入了二氧化硅
,

使未完全 固结的沉积物变形让出空间
,

同

时伴 以硅岩的交代和重结晶
。

表 1 乳房状健石及围岩的矿物成分

T a b l e 1 M i n o r a l e o 扭 p o s i t i o n o f m a m m i f o r m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e o u n t r y

r o e k s b y X 一 r a y d i f r r a e t i o n

矿 物

谱 线 ( d )

石 英 伊 利 石 钠 长 石 石膏 ( ?

4
.

2 5 1 , 3
.

3 4 0 , 1
.

8 1 7
「

9
.

9 4 4 , 选
.

4 8 6 , 2
.

5 6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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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上述木圭上泥盆统硅岩中的乳房状隧石结核的研究结果说明
,

这是一种与地层准 同

期的交代
、

结晶
、

充填构造
。

主要依据是
:

( 1 ) 木圭地区在上泥盆统榴江组沉积时期
,

处于高地热场
。

上泥盆统 中有基性和

中酸性的次火山岩脉 ( 床 )
,

地层中有凝灰质岩石夹层和典型的碧玉等火 山 作 用 的产

物
。

上泥盆统榴江组为厚度在 2 50 m 以上的硅岩层
,

其中夹有多层锰矿
。

这套地层应属高

地热场的堆积物
。

( 2 ) 上泥盆统榴江组主要由成分较单一的硅岩组成
,

岩石具水平层理
,

结构细微

( 泥晶为主 )
,

没有明显的砂级
、

粉砂级碎屑物和浅水标志
。

所含化石 是 浮 游 型的生

物
,

属南丹型较深静水盆地沉积物
。

( 3 ) 乳房状结核出现在中一酸性次火山岩床的底板附近
,

有一定 的层 位 顺层分

布
。

乳房状结核与硅岩层理的关系表明
,

岩层尚未固结时乳房状结核通过交代
、

结晶
、

充填而获得空间的
。

( 4 ) 乳房状结核的内部分带以颗粒的大小
、

形态
、

结构
、

构造
、

颜色的不 同而表

现
,

同时
,

围岩残块只分布在外带
。

由外带经内带到核部
,

颜色由红变灰 ( 灰黑 ) ;
粒

径增大
;
球粒化增强 ; 由交代为主到结晶充填为主

,

矿物和化学成分逐渐变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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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残留孔
、

内带
、

核部的空间关系说明溶液 由残留孔向上运移而发生交代
、

结

晶和充填作用
。

交代作用
,

重结晶作用
,

纤维状石英的球十字消光和斑马纹状消光
,

集合体的等角三

连点等反映高浓度
、

过饱 和的快速共结现象等
,

只能在较高的温度之下才能发生
。

二氧

化硅在常温的地表水
、

海水中含量均很低 ( < l o p p m )
,

远不饱和 ( 5 10
2

溶解度在常温

下为 1 20 m g / 1 )
,

不 可能以化学方式沉积下来
。

大量实验资料证实
,
5 10

2

的溶解度与温

度有线性关系
,

热水中5 10
2

的含量与温度有正比关系
,

因此在地热研究中可以用 5 10
:

在

水 中的含量测定地热场温度的高低 ( R y b a 。 h L
. a n d M u f f e r L

.

T
.

P
.

19 8 1 )
。

现 代

温泉和海底热泉的研究资料说明
,

只有热水作用才能以化 学方式大规模的
、

高 纯 度 的

富集 5 10
2 。

如黄石公园的硅华和大洋中脊的白烟管
。

推测木圭地区榴江组硅岩 中的乳房状结核的形成过程中如下
:

在高地热场中被加热

的地层水 ( 以下渗的海水为主 )
,

在其循环途中溶解了5 10
2

和某些金属 ( 如锰 )
,

当其

顺断裂系统向上运移过程 中
,

随着温度的降低
,

5 10
2

达到饱和或过饱和
。

若在盆地底部

的沉积物中即已达到晶出沉淀的条件
,

就将在未固结的沉积物内
,

以交代
、

结晶
、

充填

的方式形成石英脉
,

硅化岩
,

远处及更浅处形成乳房状结核
。

当喷溢出盆地底部并迅速

沉淀
,

则生成碧玉层
。

在海水 中运移一定距离
,

再 以化学方式
、

生物方式堆积
,

就形成

硅岩
。

因此
,

可以认为乳房状构造是硅化作用减弱
,

近盆地底部的一种交代
、

充 填 构

造
。

是热水交代作用与热水沉积作用之间过渡环节
。

三
、

其它地区的乳房状构造

据上述研究
,

笔者把准 同期的交代
、

充填
、

结晶作用形成的
,

有一定形态特征的似

结核物称为乳房状构造
,

它是热水作用形成的一 种岩石构造
。

类似的构造见于其它地区

和不同的沉积物内
。

1
.

南宁五相岭上泥盆统榴江组硅岩中的乳房状构造
。

南宁市郊的五相岭 地区的上泥

盆统系以硅岩为主的地层
,

属南丹型盆地沉积物
。

硅岩中有不少的隧石或硅质结核
。

这

些结核既有顺层的
,

也有 明显交代围岩并在边缘残留层理的结核
。

镜下见到一些结核也

有明显的分带性
,

内带为完全重结晶的灰白色石英晶粒
,

外带为部分重结晶的石英微 晶

及泥晶
,

因褪色而呈灰色
,

围岩硅岩为灰黑色泥晶石英 ( 图版 I
、

3 )
、

此类结核的产状
、

形态
、

成分和组构可与木圭的硅质乳房状构造对 比
。

笔者认为南宁五相岭 剖 面 中 的结

核
,

也是反映热水作用准 同期交代并重结晶的乳房状构造
。

2
.

贵州罗甸二叠系处于斜坡相的盆地泥晶灰岩中
,

有非常明显的顺层硅化
。

硅化的

岩石呈 白色
,

在灰黑色薄层到中层的泥晶灰岩中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
。

硅 化岩的宽度都

不超过 10 。二 ,

较严格地顺层分布
。

一些硅化层的下部界线起伏大
,

成锐角
,

上 界 面较

平滑
,

类似乳房状构造的形态
。

在一些层中
,

硅化层不连续 而成为结核
。

有时在露头上

即可看出结核的内部的分带性
。

外侧是硅化程度不等的硅化带
,

中心部分为纯的石英结

晶充填核
,

与乳房状构造的分带性相似
。

从硅化带有相当严格的顺层特点及数量众多判

断
,

应属准同生硅化作用
。

实际上在剖面较上部的二叠系碎屑流沉积物中
,

也发现有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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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岩的碎块
。

罗旬二叠系 中的准 同期硅化 作 用 中 既有硅 化岩
,

也有较典型的乳房状构

造
。

3
.

广西下雷上泥盆统榴江组锰矿 中的乳房状构造
。

锰矿产在盆地相 中的硅岩层 内
,

是以碳酸锰为主
,

有锰氧化物
,

锰硅酸盐等矿物相的复杂的矿石
。

矿区附近下石炭统中

有基性火山岩及次火山岩
。

锰矿石 中的豆状锰矿是在碳酸锰微品基质 中
,

存在一些 圆形

到不规则的团块或结核
,

大小为厘米级到毫米级
,

颜色较基质浅
,

结晶较基质粗
,

并显

示 出分带性
。

内部是结晶银嵌的碳酸锰
,

外侧是部分重结晶并褪色的微晶碳酸锰
,

围岩

是红色或灰色泥晶碳酸锰
,

与乳房状构造的分带性相当
。

据豆状或团粒状矿石分布有一

定层位
,

豆 ( 团 ) 粒与围岩 的层理的关系
,

豆 团粒下端尖锐
、 _

上部 圆 滑 等 特点 ( 图版

I
, 7

、
8 )

。

此种锰矿石亦为热水准 同期交代
、

结晶
、

充填作用而形 成 的 乳 房状构

造
。

4
.

我国南方寒武系
、

泥盆系的许多层状重 晶石矿区的乳房状构造
。

作者在研究湖南

新晃
、

广西三江
、

湖北随县的下寒武统层状重晶石矿
,

广西来宾的上泥盆统层状重 晶石

矿时 ( 陈先沛
、

高计元
, 1 98 5

、

1 9 8 6 )
,

均见到一种被称为团粒状或结核状重 晶石矿石
。

重晶石矿层产在硅岩层中并 以硅岩为矿层 的顶底板
,

矿层的顶底部有时出 现 团 粒 状矿

石
。

团粒产出有一定的层位
,

与围岩层理关系显示为准同期生成
。

团粒有分带性
,

内部

为放射状
、

篙束状重晶石晶粒集合体
,

外部为不完全重结晶的粒状及板状重 晶石
,

某些

团粒或结核外形也有下尖上圆的特点 ( 图版 I
, 5 )

。

笔者认为这类团粒或结核重 晶石

亦为乳房状构造
。

四
、

乳房状构造的比效和地质意义

1
。

比较

在文献中报道的与乳房状构造类似的沉积构造有坑丘构造 ( iP t a n d m o u n d )
、

气穴和泉穴构造
、

泥环构造 ( M u d P o ol ) 等
,

它们与乳房状构造 的差别是明显的
。

施

罗克 ( 1 9 4 8 ) 曾详细地对坑丘构造
、

气穴
、

泉穴构造作过讨论
,

赖内克 H
.

E
.

等 ( 1 9 7 9)

又作过一些补充
,

但基本 内容与施罗克的记述没有多大差别
,

这类构造是气或水在泥砂

质沉积物中上涌时
,

引起基底层的陷落而成为小坑洼
, _

匕覆层充填坑洼而形成向下凸出

的小丘
。

泄水 ( 气 ) 管道 因沉积物的愈合大多不保留
。

这类构造只是物理机械作用引起

的层面起伏
,

没有增加新的物质成分
,

也没有伴随交代
、

结晶
、

充填作用
。

M
.

J
.

W i t ( 1 9 8 2 ) 报道了前寒武系伴有重晶石层的硅 铁建造 中的一种沉积构造
,

命

名为泥环构造
。

这种构造是铁硅质页岩复杂扭曲
,

在层面上为突起的同心圆环
,

剖面上

层纹复杂扭曲
,

类似叠层石
。

该作者据不可能是叠层石的岩石成分和平面上类似水热区地

面的同心状泥环而认为是热气 ( 水 ) 周期性喷射而形成的构造
。

显然泥环构造也不具有

成分的增加和广泛的交代
、

结晶
、

充填作用
。

这几种构造在地表附近的砂泥质中形成
,

与在有较大水深的盆地 中
,

在化学沉积的高纯度岩石中发育的乳房状构造也不相同
。

2
.

意义

( 1 ) 地史中热水沉积作用的识别可以有多种标志
。

热水沉积构造
,

犹如其它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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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标志一样
,

有独特的意义
,

它反映原始沉积作用并且不易受到后期地质作用影响
,

在高地热场的盆地相沉积 中
,

硅岩
、

重晶石层
、

碳酸锰等主要 以化学方式聚集的产物较

普遍地存在乳房状构造
,

以其准 同期的交代
、

结晶
、

充填作用
,

可作为识别热水沉积作

用的可靠的构造标志
。

笔者 认为某些由热水沉积形成的块状金属硫化物矿石中
,

也应该

有乳房状构造的存在
,

值得在工作中注意探寻
。

( 2 ) 乳房状构造的交代
、

结晶
、

充填作用在硅岩中常以球粒化的形式表现
。

这种

球粒在形态大小方面
,

与放射虫相似
,

极易被当作放射虫化石对待
。

如果考虑到现今已

把放射虫硅岩作为深海沉积物的主要标志
,

是代表洋壳的蛇绿岩套的主要组成部分
,

因

而区别交代
、

结晶的球粒化和放射虫化石就十分必要了
。

笔者所记述的乳房状构造都发

现于陆棚区
,

与碳酸盐台地有密切而复杂的空间交错格局
,

在产乳房状构 造 的 硅 岩层

中
,

存在不少的球粒化硅岩层
,

它们应该是规模较乳房状构造更大的交代
、

结晶作用的

结果
,

而不是现代大洋放射虫软泥的古代类似物
。

( 3 ) 乳房状构造在典型情况下
,

其外形的特点是下尖上圆
,

下顶角存在残 留孔
。

内带和核部也有下窄上宽
,

与外形相适应的形态
。

内带与核部舌形下延的顶点正对着残

留孔
。

据此
,

可作为确定地层正倒的示序构造
。

( 4 ) 乳房状构造的研究
,

为解决某些岩石和矿床的成因提供佐证
,

同时也为盆地

的发育演化史给出背景资料
。

据了解
,

目前对广西上泥盆统中的锰矿如下雷锰矿
,

木圭

锰矿的成因就有不 同的认识
。

对广西泥盆系南丹型盆地沉积的环境也有多种理解
。

由热

水作用准同期交代
、

结晶
、

充填而形成的乳房状构造在盆地相
,

在锰矿石 中的发现
,

为

矿床成因认识提供了新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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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a t i o n s o f b a s i e t o a e i d s u b v o l e a n i e r o c k s a n d r e d a n d g r e e n
j
a s p e r a n d m a n g a n e s e

o r e s
.

M S e a n b e s e e n i n t h e t h i n l a m i n a t o d e h e r t l a y e r n e a r t h e b o t t o m o f t h e a e i d

s u b v o l e a n i e r o e k o
.

T h e r e l a t i o 且 s h i p b e t w e e n e h e r t s t r a t i f主e a t i o n a n d t h e 口 o r p h o l o g 了

0 f M S i n d i
e a t e s a m ( , t a 一 s y n s e d i m e n t a r y o r i g i n b e f o r e t h o e h e r t w a s e o n s o l i d a t e d

.

M
o s t M S l o o k s l i k e a u p s i d e 一 d o w n m a m m a

w i t h a d i a m e t e r o f s e v e r a l e o n t im e t e r s

a n d a h i g h t t o w i d t h r a t i o o f l 一 2
.

I t li a s a e o 力 v e x r o u n d e d t o p s u r f a e e w h i e h

i n t e r e o p t s
w i t h t h e b o t t o m a t a n a n g l e o f a b o u t 6 0

0 一 9 0
“ .

A 11士t l e h o l e a b o u t s e v -

e r a l m i l l i m e t e r s i n d i a m e t e r e a n b e s e e n n e a r t h e b o t t o m
.

D i f f e r e n t z o n e s e a n b e

r e e o g n i z e d i n t h e e r o s s s e e t i o n f r o m i t s r
im i n w a r d s :

l ) T h e e x t e r n a l : o n e ( e 一 z o n e ) e o n s
i s t s o f m u d q u a r t z w h i

e h 1 5 p a r t 至a l l y r e e r
y

-

5 t a l l i e d a n d r e p l a e e d b y

s t r a t i f i e a t i o n

m i e r o 一 q u a r t z U n e h a n g e n e h e r t 10 e o m m o n
.

I n s o m e e a s s -

e s r e s i d u a l e a n b e n o t i e e d i n e h e r t
.

2 ) T h e i n t e r n a l z o n e ( f 一 z o n e ) 1 5 e o m p o s e d n e a r l y e o m p l e t e l y o f r e e r y s t a l -

1i z e d e h e r t w i t h r e m a r k a b l e s P h e r u l i t s o f f i b r o u s q u a r t z
.

3 ) T h e e o r e : o n e ( g 一 z o n e ) 1 5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b y e r y s t a l l i z a t i o n a n d f i l l i n g

.

I t

e o n s
i

s t s o f m i
e r o g r a i n e d q u a r t z s a n d s p h e r u l i t e q u a r t z s

w h i e h a r e e o n n e e t e d i n t h e

f o r m o f t r i p l e e o m j
u n e t i o n ( 1 2 0

“

)
.

B o t h t h e i n t e r n a l z o n e a n d t h e e o r e z o n e a r e w i d e r a t t h e t o P a n d n a r r o w

d o w n t o w a r d s t h e b o t t o zn ,

m a t e h i n g t h e e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o f M S
.

I t s a p e x p o i n t s d i r e e -

t l y t o t h o l i t t l e h o l e a t t h e b o t t o m o f M S
.

T h e m i n e r a l e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M S a n d i t s

e o u n t r y r o e k h a v e b e e n d e t e r m i n e d b y X 一 r a y d i f f r a e t i o n
.

Q u a r t z 15 f o u n d p r e d o -

m 1 n a n t w i t h s m a l l a m o u n 士5 o f i l l i t e , a l b i t o a n d g y p s u m
.

F r o m t h e e o 长 n t r y r o e k t o

t h e e o r e o f M S ,
q u a r t : i n e r e a s o s s l i g il t l y w h i l e i l l i t o d

e e r e a s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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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15
eo s n

i d er ed th at MSh as bo eno ri g i n at ed fo rm u n eo ns o li d at ed eh r et tho ru g h

al亡。 :
·

a士主。 : z,

f 1 11 i n 翼 a n d r e e r y s 、 a l l i z a t i o n

s o l u t i o n
.

飞V i t li d : e r e a : i n g 11 y d r o t h e r nr a l

i n r o s p o n s e t o a 5 10 : 一 r
i

e h h y d r o t h e r m a l

a e t i v i t y
,

5 10 : w i l l p r e e i p i t a t e i n t h e o r -

d e r

M S

口 I J a r t Z Y e
i n 一 s i l i e i f ; 。 d 。

1 l i e a
M S一 , j

a s p e r

一卜 s t r a t i f o r m e h e r t
.

时

1 S a
。 p e e

i a l t y p 。 , 1 l i e e o u ,

r o c k
-

5
1

n t e r f o r m e d a t

a d d i t i
o n ,

M S h a s a l s o b o e : : r o l〕 o r t e d f r o m b a r
i t

e ,

r t e l s e w ll o r e
.

m a n g a n e s o
M S

T h e r o f o r e ,
主n : : d d i t i o n t o s i l i e e o u s

s 、 j l f i d e M S
.

p e l a g i
e o r s u b p e l a g i

e b a s i n
.

I n

m a n g a n e s e o r e s a s
w e l l a s e h e -

M S t h e r e e a n a l s o b e b a r i t e
M S

叮

I n t e r m s o f

a n d p r o b a b l y

m o r p h o l o g y
, M S 1 5 s i m i l a r t o s o m e o t h e r s e d im e n t a r y s t r u e t u r e s ,

s u e h a s P i t a n d m
o n n d

, s p : 主n g P i t s ,
g a s P i t

s a n d m u d P o o l
.

B u t n o

v a r i a t 是o n 11 a s b e e n o b s e r b o d i
n t h e s e s t r u e t u r e s

.

M S e a n b e r e a d i l y

f r o rn t h e a b o v e o t r u e t u r e o i n t e r m s o f i t s e o m P s s i t i o n , s t r u e t u r e

O C C U r r e n C e
。

e o m P
o s i t i o xz a l

d i s t i n g u i s h e d

t e x t u r e a n d

孔15 m a y p
r o v 气d o a s t r 廿 e t u r a l e r

i t e r i
o n f o -l h y d r o t h e r m a l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9 e o l o g i e a l } z i s t o r y
·

T h O
m

o ,
·

i )h o l o g y a n d i n t e r n a ! s t r u e t u r e o f M S e a n b e u s e d

t o d e t e r m i n e s t r a 七1 9
:

·

a p l , 主e s e q u e u e e o n t h e o u t e r o p
.

T lz e e o m m o n l y o b s e r v e d s p h e

r u l i t e s o f h y d r o t h o r m a l : e d i m e ,: t a t i o n 扭 a y b e e o n f u s e d w i t h r a d i o l a r i a n s i l i e e o u s

r o e k s
i n s h a P e

.

P a r t i
e u l a r e a r o s h o u l d b e t a k e n t o a v o i d m i s t a k e s

.

T h e e x i s t a n e e

0 f M S tn a y h e l p t o s h e d l i g h t o n t h o o r
i g i n o f e h e r t

,

b a r i t e a n d s o m e m a n g a n e s e

o r 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