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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碳酸盐岩概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碳酸盐岩的成分及颜色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第四 碳酸盐岩的构造



碳酸盐岩：主要由方解石、白云石等碳酸盐矿物（含量大

于50%）组成的沉积岩。

主要岩石类型：石灰岩（方解石>50%）

白云岩（白云石>50%）

碳酸盐矿物还常和陆源碎屑及粘土组成各种过渡类型

的岩石。

碳酸盐岩岩石学：主要研究碳酸盐岩的岩性特征、成因机

理、分类、分布规律及其中矿产的一门学科。

研究意义：油气烃源岩与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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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主要由方解石、白云石等碳酸盐矿物（含量大

于50%）组成的沉积岩。

主要岩石类型：石灰岩（方解石>50%）

白云岩（白云石>50%）

碳酸盐矿物还常和陆源碎屑及粘土组成各种过渡类型

的岩石。

碳酸盐岩岩石学：主要研究碳酸盐岩的岩性特征、成因机

理、分类、分布规律及其中矿产的一门学科。

研究意义：油气烃源岩与储层

地下水储集层

其他工业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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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酸盐岩岩石学研究现状

1. 国外碳酸盐岩岩石学研究现状

①结构－成因分类

②能量观点定量标志的引入。

③白云岩及白云岩形成机理

④碳酸盐沉积物的沉积后作用

⑤现代碳酸盐沉积模式

⑥化石岩石学

⑦深水海洋碳酸盐沉积的研究

⑧碳酸盐岩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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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酸盐岩岩石学研究现状

2.  我国的碳酸盐岩岩石学研究

①建立了具有我国特点的碳酸盐岩分类方案，特点是结构

分类结合能量标志；

②发展了我国自己的化石岩石学或化石碎片岩石学；

③海南岛及西沙群岛现代生物礁考察与钻探；

④碳酸盐沉积后作用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⑤古代碳酸盐岩沉积环境及沉积相的研究日益深入：单剖

面沉积环境分析或微相研究及各种新颖相模式的建立。

⑥多信息、多尺度、定量化碳酸盐岩岩相古地理学研究有

了重大的发展，并服务于油气勘探。

⑦古岩溶以及古潜山研究为油气水勘探提供了理论依据。

⑧碳酸盐岩相关资源的研究取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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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酸盐岩岩石学研究发展趋势

海相碳酸盐岩岩石学的基础研究有待加强；

碳酸盐岩成岩作用研究有待深入，特别是白云岩形成机

理及演化模式；

加强海相碳酸盐岩层序地层学研究；

针对碳酸盐岩易变性和易溶性进一步开展成岩作用研究；

碳酸盐成岩作用研究从定性向定量发展仍需加强；

我国海相碳酸盐岩地层找油工作有待突破；

完善碳酸盐岩测试技术，提高分析化验精度，开展地质

建模和数值模拟；

积极开展碳酸盐岩成因室内模拟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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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酸盐岩的矿物成分

（一）碳酸盐矿物

方解石

白云石

铁方解石

铁白云石

菱铁矿

菱镁矿

其他盐类矿物

碎屑矿物

有机质

第二节 碳酸盐岩的成分及颜色

碳酸盐岩最基本的矿物成分



1.方解石矿物体系

文石（散石）：温暖浅海灰泥沉积物及碳酸盐颗粒（如

鲕粒、球粒及团块）。现代沉积中常呈针状，泥状；也是六

射珊瑚和某些软体动物介壳的典型矿物成分，镁含量极低。

高镁方解石：镁方解石，>10%molMgCO3，多发育在

温暖浅海钙质红藻和无脊椎动物外部骨骼中，最不稳定。

文石和高镁方解石易向低镁方解石转化。

低镁方解石（方解石），最稳定。

古代碳酸盐岩，特别是石灰岩中，主要由低镁方解石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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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

文石



2.白云石矿物体系

白云石（CaMg[CO3]2）:理论上的，有序的，

Ca:Mg=1:1

原白云石Ca（Mg0.84 Ca0.16）[CO3]2：富钙的白云石，

向白云石转化，白云石形成的时间越长，就越接近理想的白

云石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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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石



染色变化

碳酸盐岩矿物与一些化学试剂发生化学反应，显示

出不同的颜色。

茜素紅S法：

方解石——红色

含铁方解石——紫色

铁方解石——浅紫色

白云石——无色

含铁白云石——亮蓝色

铁白云石——暗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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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酸盐岩的矿物成分

（二）非碳酸盐得自生矿物

硫酸盐：石膏、硬石膏、重晶石、天青石

盐类：盐岩、钾镁盐

氧化物：赤铁矿、蛋白石、自生石英

硅酸盐：海绿石、长石

其它：黄铁矿、白铁矿、磷酸盐矿物

（三）陆源矿物：粘土矿物、陆源碎屑矿物

（四）有机质（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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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酸盐岩的化学成分

1. 含量最多的化学成分

主要是CaO、MgO、CO2

其余有SiO2、TiO2、FeO、Fe2O3、K2O、Na2O和H2O。

纯石灰岩/纯方解石——CaO ：56%和CO2 ：44%；

纯白云岩/纯白云石——CaO ：30.4%，MgO ：21.7%，

CO2 47.9%。

2. 微量元素：锶、钡、锰、钴、镍、铅、锌、铜、钒、镓、

钛、硼等→地层的划分和对比＋实际沉积环境的判断

3. 同位素：氧和碳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沉积环境、水体含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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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酸盐岩的颜色

1. 颜色的类型

与碎屑岩相比，碳酸盐岩颜色相对单调，以灰色、深灰色、

灰黑色为主，也有白色、黄褐色、紫红色等。

碳酸盐岩的颜色可以分为自生色和次生色两类

自生色：碳酸盐沉积物在沉积环境中以及早期成岩过程中

形成的颜色。与沉积环境密切相关。

原生色与层理界线一致，同一层沿走向均匀分布。

次生色：在风化过程中，原生组分发生次生变化，由新生

成的次生矿物所造成的颜色。通常是氧化作用引起的。

切穿层面，分布不均，常呈斑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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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颜色的决定因素

①主要矿物和次要矿物的相对含量：主要由方解石或白云石

组成，基本不含其它矿物，岩石多呈浅色。

②颗粒、晶粒以及基质的粒度：细颗粒或细晶粒岩石颜色较

暗，粗颗粒或粗晶粒岩石颜色较浅。

③）色素离子的影响：含高价铁离子（Fe3+）的岩石呈现红

色、褐色、黄色、紫红色等；含低价铁离子（Fe2+）的岩石呈现

灰黑色、灰绿色、黑色等。

④有机质的影响：有机质含量越高颜色越深，即使千分之几

的有机碳含量，也可使其由灰色变成深灰色、灰黑色。

⑤风化作用：暗色岩石在风化带中变成浅色或红色类，例如

碳酸盐矿物中Fe2+氧化成Fe3+析出铁的氧化物或氢氧化物（赤铁

矿、褐铁矿等）呈黄褐色，如云斑灰岩风化面呈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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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生色的沉积环境意义

①浅色类环境意义

白色、灰白色、浅灰色：指示高能弱-强氧化环境，高能

鲕粒滩或生物焦滩，潮坪环境。

②暗色类环境意义

灰色：指示弱还原环境，如浪基面之下、水体循环良好的

开阔台地环境。

深灰色、灰黑色、黑色：指示停滞缺氧的强还原环境，如

深水斜坡、深水盆地、局限台地。

③黄褐色类环境意义

黄褐色：指示强氧化环境，如潮坪环境，粘土中含高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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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碳酸盐岩基本结构组分：颗 粒、

泥

胶结物

晶粒

生物格架

次要结构组分：陆源物质

其他化学沉淀物质

有机质

派生结构组分：孔隙



碎屑岩 碳酸盐岩

碎 屑 颗 粒

杂 基 泥

胶结物 胶结物

晶 粒

生物格架

孔 隙 孔 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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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粒

碳酸盐岩中的颗粒分为盆外颗粒、盆内颗粒。内颗粒是

主要的，外颗粒是次要的。

盆外颗粒：是指外源碳酸盐岩碎屑，粒度粗大，多为砾石

级。外颗粒是陆源碎屑颗粒，注意与内碎屑区别。

盆内颗粒：指在沉积地区或沉积环境内形成的碳酸盐成

分颗粒，也叫异化颗粒或异化组分，其成因有以下4种：

化学沉积形成

机械破碎作用形成

生物作用形成

综合作用（生物化学、生物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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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碎屑

主要是沉积盆地中沉积不久的、半固结或固结的碳酸盐

沉积物或碳酸盐岩岩层，由于受波浪、潮汐、风暴等作用，

破碎、搬运、磨蚀，再沉积而成的颗粒。

根据粒度大小，内碎屑可以划分为：

砾屑 >2mm

砂屑 2-0.1mm

粉屑 0.1-0.01/0.005mm

泥屑 <0.01/0.0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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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砾屑：砾石级的内碎屑（典型者如竹叶状砾屑）。

成因：浅水高能地区，半固结或固结的泥晶石灰岩岩层被

波浪或水流破碎、搬运、再沉积，形成扁平砾石。

潮下高能带：波浪和水流把海底半固结的石灰岩层破碎，

搬运，磨蚀，再沉积而成。水下浅滩，潮汐水道。

潮间带和潮上带：泥晶碳酸钙沉积物暴露在大气中，发生

泥裂和泥卷，这些泥裂和泥卷再被潮汐水流破碎、搬运、磨蚀、

竹叶状砾屑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再沉积，即成内碎屑。这种内

碎屑表层常具氧化圈。

潮下低能带：风暴回流冲

刷而成。这种内碎屑表层常不

具氧化圈。



②砂屑

成分多为泥晶灰岩，分选及磨圆较好，高能环境产物

③粉屑

与砂屑相似，反映低能环境，如泻湖、陆棚

④泥屑：机械成因，相当于碎屑岩中的杂基

与化学沉淀成因泥晶及生物成因泥级生物颗粒难区分。

以“碳酸盐泥”或“泥”、“灰泥”、“云泥” 统称。

粉屑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砂屑



2、鲕粒

定义：鲕粒是指具有核心和同心层结构的球状颗粒，很像

鱼子而得名。鲕粒多在2－0.25mm之间，相当于粗砂—中砂级。

鲕粒的组成

核心

内碎屑、生物化石（完整或破碎）、陆源碎屑

同心层

成分：方解石（泥晶）、文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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鲕粒

结构结构

同心层状结构、放射状结构；



（3）鲕粒的类型
按大小：

2～0.25mm：常鲕； >2mm：大鲕或豆粒
按内部结构：

正常鲕(真鲕)：包壳厚度远大于核心的半径。
表皮鲕（表鲕）：包壳层的厚度远小于核心的半径，

通常只一、二个薄层组成。
复鲕：同一个大的鲕粒中包含有数个较小的鲕粒。

真鲕 薄皮鲕 复鲕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按鲕粒核心与同心层的分布位置：

同心鲕：核心居于中心，核心与包壳中心为同一圆心；

反映高能环境成因，又称高能鲕。

偏心鲕：核心偏向一侧（底部），低能环境成因。

放射鲕：具放射结构，多为重结晶所致。

椭形鲕：鲕粒呈椭球形。

同心鲕放射鲕 椭形鲕 偏心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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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生变化

变形鲕：同生期水底部水流冲刷或拖曳变形而成

压溶鲕：压力下变形破裂，局部压溶

单晶鲕、多晶鲕

重结晶作用导致核心和同心层消失

早期淋滤，后期被亮晶充填，保留了鲕的外膜

负鲕（空心鲕）——鲕粒内溶蚀孔隙

核心或同心层大部或全部被溶蚀，只剩外壳层。

变形鲕 压溶鲕 单晶鲕和多晶鲕 负鲕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4）鲕粒的成因

生物成因说—支持者少

藻成因学说：鲕粒中有藻的存在。

鲕粒中的藻常是藻管，并不一定是在鲕粒形成时就存在，

而是在鲕粒形成后由于藻穿孔作用形成；

洞穴中、锅炉中以及在实验室中，均可以形成鲕粒，因

此，很难说藻在起决定的作用。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细菌成因说：细菌在鲕粒的

形成中起重要作用，但也没有令

人信服的过硬证据。



（4）鲕粒的成因

无机沉淀成因说—主流成因。

形成机理（Weyl，1967）：核心浸泡在温暖的饱和或过

饱和碳酸钙的表层海水中，碳酸钙在核心表面发生沉淀作用

（沉淀速度：快-变慢-平衡状态），形成同心层，即最初鲕粒

（表皮鲕）；当新生的鲕粒沉入海底后，沉淀作用停止；在水

动力的搅动下，表皮鲕被动荡的海水再次搅动起来形成碳酸钙

同心层，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水动力不能将其搅起，形成最终

的鲕粒。

鲕粒同层数：表示反复呈悬浮状态的次数

鲕粒同心层厚度：指示处于悬浮沉积过程的时间长短

形成鲕粒的理想环境：潮汐坝和潮汐三角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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鲕粒形成的三大条件（Cayeux，1935）：

碳酸钙过饱和

充足的核心

动荡的水流

鲕粒形成的水动力条件（Carozzi，1960）

搬运水动力：搬运核心到成鲕环境的水流强度

成鲕水动力：成鲕环境中水的动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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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鲕环境水动荡强度＞搬运水流强度 ，颗粒反复运动

都可成鲕粒（正常鲕或表皮鲕）

②最小核心搬运水流强度 ＜成鲕环境水动荡强＜最大核

心搬运水流强度 部分成鲕，且多为表皮鲕。

③成鲕水动力＜最小核心搬运水动力，无鲕形成

最大核心（或非鲕粒）代表搬运水动力强度

最大鲕粒代表成鲕环境的水动荡强度

优点：把鲕粒的生成与鲕粒结构特征（核心和同心层）及

其生成环境联系起来。

尚未解决问题：为什么有的现代鲕粒具有放射状结构？

生物（主要是藻类）在鲕粒的形成过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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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藻粒

与藻类有成因联系的颗粒，包括藻鲕、藻灰结核以及藻团块。

（1）藻鲕：在藻（主要是蓝藻）参与下形成的鲕，其同心

层是通过藻丝体粘结灰泥形成。

粒径一般为1-2mm，中心常有所偏离，同心层多呈波状或

梅花状，色暗，而鲕粒的同心层厚度均匀且平滑。

复藻鲕藻鲕，色暗，形如梅花，同心层波状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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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藻灰结核（核形石、藻包粒）

蓝绿藻分泌的粘液围绕核心一边粘结碳酸盐沉积物，一边

在水动力下搬运沉积，形成不规则的同心增长层。

静止状态：同心层与海底接触部分停止生长，面向上部分

继续生成，间歇性滚动，形成不规则的同心增长层。

直径大于2mm，同心层粘结物多、较模糊、厚度变化明显。

藻灰结核 湖相核形石 湖相核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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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形石（藻灰结核）,山东平邑柏林镇

登封徐庄组顶部核形石灰岩 徐州馒头组上段底核形石灰岩



藻灰结核藻团块

（3）藻团块：藻类粘结增长而成的颗粒，不具同心层结构。

藻碎屑：

较大的藻粘结颗粒（包括藻团块）或藻粘结格架被破碎和

磨蚀而成的藻颗粒，形态似砾屑或砂屑。

藻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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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球粒与粪球粒
球粒（团粒）：

通常把较细粒的（粉砂或细砂级）、不具特殊内部结构

的、泥晶的、分选较好的球形或卵形颗粒，叫做球粒。

成因：分选和磨圆都较好的粉砂级或砂级内碎屑。

球粒粉屑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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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球粒

粪球粒：

生物排泄的粒状粪便形成的，卵形或椭球形，分选很好，

有机质含量较高。蠕虫、软体动物，低能环境产物。

并不是所有的球粒都是粪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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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葡萄石、团块、豆粒

（1）葡萄石：由几个或多个相互接触的颗粒（鲕粒、球粒、

生物颗粒等）相互粘结和聚集，胶结在一起形成复合颗粒，形似葡

萄，故称“葡萄石”。

（2）团块：通过胶结、凝聚或藻类粘液粘结碳酸盐沉积物形

成的无特殊内部结构的颗粒，如葡萄石、藻团块、灰泥絮凝颗粒。

（3）豆粒：指直径大于2mm的包粒，其同心层常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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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厚层豆灰岩(船山组)葡萄石



5、生物碎屑（生物颗粒）
指生物骨骼及其碎屑，也可称生粒、骨粒、骨屑等。

类型：腕足类、棘皮类、腹足类、头足类、瓣鳃类、三叶虫、

介形虫、有孔虫、层孔虫、海绵、珊瑚、红藻、绿藻、轮藻等各

种钙质生物化石。

有孔虫介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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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孔虫
蜓

层孔虫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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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泥
与颗粒相对应，粒级小于0,005mm的泥级碳酸盐质点，

相当于砂岩的杂基。

同义语：微晶碳酸盐泥、微晶、泥晶、泥屑

分 类：

灰泥：方解石成分的泥，也称“微晶方解石泥”

云泥：白云石成分的泥，多为交代灰泥产物

成因

机械破碎：机械破碎、磨蚀作用形成的灰泥；

化学沉淀：现代海洋中的针状文石泥；

生物成因：现代海洋中钙质藻类（仙掌藻和笔藻）中含

大量针状文石。

要区分三种成因的泥比较困难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特征：晶粒细小、表面污浊、暗淡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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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泥发生
重结晶

特征：粒状结构，晶面弯曲互相镶嵌；明亮度较差，有灰泥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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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胶结物
以化学沉淀方式沉淀、结晶于碳酸盐颗粒之间的方解石或其

它矿物。与砂岩中的胶结物类似。

亮晶方解石/亮晶方解石胶结物/亮晶＝淀晶方解石/淀晶方

解石胶结物/淀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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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晶胶结物



1、特征：粗大（>0.005mm），以结晶状态产出

洁净、明亮→亮晶

产出方式具有世代现象：

第一世代 栉壳状、马牙状

第二世代 嵌晶粒状

第一
世代

第二
世代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栉壳状
胶结



生屑砂屑灰岩中的亮晶胶结物（方解石马牙状，
细晶—中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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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亮晶胶结物与灰泥的本质区别
晶体大小：亮晶大（>0.005mm），灰泥小(<0.005mm)
干净与否：亮晶干净明亮，灰泥较为污浊
含 量：亮晶<50%，灰泥0～100%
形成时期：亮晶—成岩阶段；灰泥—沉积阶段
分布状况：亮晶具世代结构或一定外形轮廓，灰泥无此结构
岩石形成时的能量：

亮晶含量高，反映高能环境；
灰泥含量高，反映低能环境

泥

第一
世代
亮晶

第二
世代
亮晶



4.亮晶胶结物与重结晶后的碳酸盐泥的区别
亮晶

栉壳状结构，世代现象，或一定外形轮廓
晶体明亮
晶形较好，边缘平直

重结晶后的碳酸盐泥
粒状结构，晶面弯曲互相镶嵌
绝无栉壳状结构
晶体明亮度较差，有灰泥残余
相当于碎屑岩中的基质重结晶

第一
世代
亮晶

第二
世代
亮晶

重结
晶的
碳酸
盐泥



四、晶粒

定义：是晶粒碳酸盐岩或结晶碳酸盐岩的主要结构组分。

刚沉积的碳酸盐矿物，呈细小的泥晶或微晶，在埋
藏期间，由于成岩作用（重结晶作用、交代作用）
而变成较粗大的碳酸盐矿物晶体。

晶粒一般是次生的，对于某一具体岩石来说，除非
原生结构完全被破坏，才能把晶粒当作独立的组分，
否则要将其恢复到原来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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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粒级划分
泥晶（微晶）、粉晶、砂晶、砾晶

重结晶作用增强
泥晶、细粉晶：原生、准同生
粗粉晶以上：次生或重结晶

形态特征：自形晶、半自形晶、他形晶
相对大小关系

斑晶（相对周围晶体，晶体粗大）、包含晶（大晶体中包
含小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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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物格架

骨骼格架：主要是指原地生长的群体生物，如珊瑚、苔藓、

海绵、层孔虫等，以其坚硬的钙质骨骼所形成的骨骼格架。

第三节 碳酸盐岩的结构组分

上林塘红P1m泥晶灰岩（开阔台地相）

紫云大营二叠系吴家坪组，珊瑚礁灰岩



海绵骨架礁灰岩，孔隙被
方解石充填

窗格苔藓虫格架， 虫室同
心圆体壁片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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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格架

蓝藻和红藻以其粘液粘结其它碳酸盐组分而形成的

一种粘结格架。如叠层石等。

柱状叠层云岩，
柱体间泥云质充填物

柱状叠层石粘结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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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隙

1. 原生孔隙：指在沉积期前及沉积期形成的孔隙。包括粒内孔

隙、粒间孔隙、遮蔽孔隙、生物潜穴孔隙等。

2. 次生孔隙：在沉积后、固结过程中经改造作用而成的孔隙，

大多数为溶蚀孔隙。包括粒内溶孔、铸模孔、粒

间溶孔、晶间孔隙、溶洞孔等。

3. 裂隙：碳酸盐沉积物固结为岩石后，由于受构造力的作用，

发生破裂而形成裂隙。

细粒纯石灰岩比粗粒灰岩更发育；

细粒纯石灰岩比含粘土等杂质灰岩更发育；

裂隙是油、气、水的极好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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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体内原生孔，商58-4井,×25 粒间原生孔，临27-1井，×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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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颗粒白云岩粒间溶孔 鲕粒云岩粒间溶孔与粒内溶孔



裂隙（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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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碳酸盐岩的构造

几乎具有全部沉积岩的沉积构造类型在碳酸盐

岩中都有发育，例如流水成因构造、重力成因构

造、生物成因构造以及熔接—渗滤成因构造等。

碳酸盐岩中特有的常见构造：

叠层石构造

鸟眼构造

示顶底构造

虫迹构造

缝合线构造



一、叠层石构造、叠层构造、叠层藻构造

1.基本组成

主要是由蓝绿藻的生长活动所形成的亮暗基本层在
垂向上有规律的交替的一类构造。

暗层：富藻纹层，富有机质，碳酸盐沉积物少

亮层：富碳酸盐矿物层，富碳酸盐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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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因
与光合作用有关：白天藻类

光合作用强，主要形成富藻纹层；
夜间主要形成贫藻纹层。

与潮汐作用或风暴作用有关：
潮间带，在风暴期或高潮期，被
风暴或潮汐水流带来的碳酸盐颗
粒，大量被富含粘液的藻席捕获，
形成富碳酸盐的纹层；在非风暴
期，则形成富藻纹层。

3、形态分类
柱状、层状、锥状、波状
4、潮坪环境
柱状、锥状能量高，潮间带

下部至潮下带上部；
层状、波状能量低，潮间带

上部、潮上带。
叠层石形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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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潮间带叠层石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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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石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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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石构造(沂水)

叠层石构造(新汶) 叠层石构造(新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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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石微观剖面面



二、鸟眼构造

1.概念：在泥晶或粉晶石灰岩或白云岩中，常见一种毫

米级（1-3mm）大小的、多呈定向排列的、多为方解石、

石膏、石英等矿物充填的孔隙，因其形似鸟眼，故称鸟

眼构造。又因其形似窗格，又称窗格构造。

2.成因：干燥收缩孔、生物腐烂气泡孔、藻类腐解

3.主要发育在潮坪（特别是潮上坪）等浅水暴露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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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晶白云岩纹理似
为藻纹层，鸟眼构
造为白云石充填



三、示顶底构造

1.在碳酸盐岩的孔隙中，常见两种不同特征的充填物,孔隙
下部为泥粉晶方解石，细、色暗；孔隙上部为亮晶方解石，色
浅，明亮,二者界面平直，且同一岩层中各个孔隙中的类似界面
都相互平行。亮晶部分指示上层面，微晶或细粒碳酸盐部分指
示下层面。这种能指示地层顶底面的构造就称为示顶底构造。

有孔虫体腔内示顶底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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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顶底构造（亮晶表示了上层面）

http://web.umr.edu/~greggjay/images/c-IOM4Cb.jpg


2.成因

两种不同的孔隙充填物代表不同期、不同方式充填。

下部是孔隙形成后不久由上覆水体中呈悬浮状态的

灰泥沉积形成（淋滤水沉淀）；

上部亮晶充填（成岩期孔隙充填）

两种充填物的界面代表了当时（地下水）水平面。

根据此充填构造→岩层的顶底面——示顶底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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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虫孔及虫迹构造

定义：主要指动物在未固结、半固结或固结沉积物（岩

石）中生活、活动所形成的遗迹化石。

包括生物钻孔、生物潜穴、生物爬行痕迹以及生物扰动。

虫迹构造是原地的，是良好的环境分析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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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东部中侏罗统Vardeklft

组的风化层面显示的潜穴

意大利三叠系地层
中的雕画迹



五、缝合线构造
碳酸盐岩中常见的一种裂缝构造。

垂直层面的切面：锯齿状微裂缝，称为缝合线

平面上，即沿此裂缝的破裂面上，参差不平的凹凸起伏

的面，即缝合面

立体上，凹下和凸起的柱体，叫缝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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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线构造



五、缝合线构造

1.大小

差别甚大：<1mm；几十cm；几m

2.与层面的关系：平行、斜交、垂直、几组相交成网状

3.成因

原生论：沉积作用过程中形成。
论据：被构造裂缝或方解石脉切穿；缝合线平行层面。

次生论：差异压实压溶构造。
垂直缝合线；切割构造裂缝或方解石脉；切割化石和鲕粒等。

两种成因均有，以次生成因缝合线为主。

4.石油地质意义

本身是一种裂缝构造，可作油、气、水运移通道，也可
作储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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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线构造

第四节 碳酸盐岩的构造

切割化石和鲕粒垂直缝合线（吕洪波，2009）

缝合线构造充填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