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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地区现代沉积考察指导书》在初步介绍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突出野外地质路线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针对野外典型地质现象展开详细剖析，从对地质现象的形态描述到成因解释均做了详细
阐述。
同时注意锻炼学生的野外动手能力，使学生能够尽快掌握野外工作方法并培养创新思维。
书中每节后均附有思考题，主体章节后还附有野外常用设备、技术说明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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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鱼的前进开始受阻时，尾鳍下部的硬骨刺后端在沉积物表面顺摆动方向划出凹槽
，同时由于相对柔软的尾鳍末梢向后用力扇动，又扫过凹槽外侧，使波线的横断面最后成为不对称的
“V”形（图1—29a），故而在波线转折端，凹槽缓坡一侧整体倾向也代表了鱼的游动方向。
 非线状延伸的波线常呈弧形，不连续，无明显延伸方向，按波线的形态可划分为弧形、不对称“S”
形、对称“S”形三种形态。
 弧形波线——波线形态为对称或近对称的弧形、新月形，中间刻划深度稍大、较宽，向两端变窄，逐
渐尖灭。
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横断面为对称的“V”形，一般刻划深度较浅，弧线的曲率较小（图1—29e）
，是鱼类在水底较缓慢正常游动时，尾鳍偶尔触及湖底刻划而成的；第二种横断面为不对称的“V”
形，弧线的曲率较大（图1—29f），是鱼类在近水底处突然快速转身，尾鳍划过沉积物表面同时向外
横扫而成的，较缓一侧的倾向大致代表了鱼类的前进方向。
 不对称“S”形波线——曲线形态呈不对称“S”形，一端刻划较深，向另一端变浅并逐渐尖灭，横断
面呈不对称的“V”形（图1—29g，h）。
这类鱼迹形成于鱼类接近水底时，尾鳍猛然击打沉积物表面，而后快速向上离去的条件下。
在大小相同时，深度代表了尾鳍的打击强度，尖灭方向代表了鱼的离去方向。
 对称“S”形波线——平面上呈对称或近对称的“S”形，两端逐渐尖灭（图1—29i）。
波线曲率很小时可接近于直线，波线横断面多呈对称的“V”形，系鱼类正常游动时尾鳍偶然触及沉
积物表面刻划而成。
 非线状延伸的波线在黄河边滩上局部的静水地带（如滩湾）常密集成群出现，多由小鱼群体在该地带
嬉戏、追逐时尾鳍刻划而成，水体深度应不影响鱼的正常游动。
 非线状延伸的波线类型多，极杂乱，无方向性，结合上述波线本身特征，可以将其与流水成因的工具
痕相区别。
 b.类型Ⅱ——成对波线类。
 表现为两条连续或不连续的波线，系鱼类游动过程中由腹鳍或胸鳍刻划而成。
按波线的连续和平行程度可分为平行成对和不平行断续成对两种形态。
 平行成对波线呈两条连续的相互平行曲线。
观察表明，鱼的腹鳍在游动过程中很少运动，一般收缩于胸、腹部，故鱼类在泥质表面游动过程中，
常可以划出一些近于平行的波线。
波线的曲率一般较小，这与鲻鱼腹鳍摆动幅度相对较小有关。
按刻划形式，黄河边滩上的平行成对波线可分为线状和带状两种。
 线状平行波线——Anderson等（1976）曾在地层中和现代大西洋底发现过该类痕迹，由鱼腹鳍外侧的
坚硬骨刺刻划而成，正弦波状延伸，可单独出现。
与之相比，黄河边滩表面该类鱼迹一般多与尾鳍形成的非正弦状单一波线构成组合（图1—30a）。
平行波线较连续者，单一波线也较连续，所形成的水体往往极浅，系鱼类竭力摆脱极浅水地带，在泥
质表面连续游动形成的；平行波线断续或偶然出现者（图1—30b），所代表的环境水体往往稍深，是
鱼类在水底游动时腹鳍间歇性触碰泥质表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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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东地区现代沉积考察指导书》适合于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勘查工程与技术、地球物理学、石
油工程及相关专业学生野外教学使用，亦适用于工程技术人员野外考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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