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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印支期是中扬子区结束海相沉积开始转向以河流湖泊为主的陆相沉积新格局的重要过渡时期。 应用陆

相层序地层学和沉积学的基本理论，在中扬子区各次级盆地建立若干基干剖面，采用分辨率较高的露头分析，进行三

级层序划分、对比与沉积相分析及古地理恢复。 发现中扬子区晚印支期陆相沉积体系最多可识别出 ３ 个三级层序，但
地层不发育或剥蚀导致一般仅可识别出 １～２ 个三级层序，西部地区三级层序数量总体多于东部地区。 各三级层序主

要为一套夹丰富煤线（层）与古植物残片的陆相碎屑沉积，全区岩相古地理总体由曲流河及其三角洲和残留湖泊、辫
状河及其三角洲和残留湖泊两套沉积相组合构成，其中前者占主导。 区内存在多沉降沉积中心，但荆当盆地与中扬

子西缘地区为最主要的沉降沉积中心，沉降机制主要来自中扬子陆壳继承性向北俯冲的挠曲沉降与强烈的陆内挤压

褶皱变形，秦岭—大别山碰撞带及中扬子陆内挤压变形形成的隆起为邻近的次级盆地沉积作用提供了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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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扬子区是我国南方大型多期叠合盆地。 长期

以来，扬子地台与秦岭—大别山造山带所组成的盆山

体系的大陆动力学问题是地质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特别是印支运动晚期，作为中国大陆地质演化的重要

过渡阶段，其构造—沉积演化研究更为炙手可热，但
认识上仍存在分歧。 对于中扬子区沉积古地理演化，
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中扬子于南华纪形成陆核以

后，经历了两大分异明显的沉积史，即震旦纪至中三

叠世海相碳酸盐岩台地为主的沉积与晚三叠世以来

的陆相河流湖泊沉积。 因而，晚印支期（主要为晚三

叠世 ／中三叠世末以后）是古特提斯洋壳俯冲结束、
中扬子地块与华北板块完成拼合过程的重要地质演

化时期，中扬子区沉积环境开始由海相沉积转向以河

流—湖泊为主的陆相沉积新格局［１～４］。
晚印支期作为中扬子区陆相沉积体系的开端时

期，层序地层学方面已有过一些研究。 习惯上将中扬

子及其邻区上三叠统至中侏罗统所对应的沉积序列

划归为相当于一级海平面旋回的“大层序”，其中上

三叠统所对应的序列划归为 １ 个二级海平面变化的

“中层序” ［５］。 但中扬子区更次级的层序地层单元划

分与系统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因而晚印支期中扬子区

层序地层格架也难建立起来。 三级层序作为层序地

层学研究的基本层序单元［６～８］，其时间尺度与空间尺

度的适宜性在沉积学理论研究与油气勘探指导方面

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晚印支期中扬子区三级层序地层充填序列的

建立，本文以陆相层序地层学和沉积学的基本理论为

指导，以层序地层等时性为目标，在中扬子区各次级

盆地建立若干基干剖面，采用分辨率较高的露头层序

地层分析［９～１２］，进行三级层序的划分与对比。 因陆

相地层的沉积速率不稳定、多物源、沉积作用多样和

复杂、相变快、相带窄、基准面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决定

陆相层序地层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起源于稳定被动

大陆边缘沉积体系的经典层序地层模式 ［１３～１５］，须结

合年代地层、岩石地层、生物地层等地层特征与区域

构造作用背景，将三级层序界面识别以及层序单元沉

积环境与相分析作为核心［１６］，进而恢复岩相古地理

格局［１７～１９］。

１　 地质背景

中扬子区位于秦岭—大别山造山带以南，江南碰

撞带以北，东西界于郯庐断裂和齐岳山断裂之间。 印

支期是中国南方构造演化的重大变革时期，晚二叠世

至早三叠世中扬子区开始大陆边缘演化阶段，除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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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外，还接受来自克拉通的陆相碎屑

物沉积，形成海陆交互相。 中三叠世末扬子板块与华

北板块拼接，完成中国大陆南北拼合。

图 １　 中扬子区晚印支期沉积体系分布及基干剖面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晚印支期中扬子区结束一直以碳酸盐岩沉积为

主的演化格局，过渡至陆相河流湖泊为主的新沉积体

系，中扬子盆地继续向北俯冲，同时受到秦岭—大别

山碰撞带与江南碰撞带的双向挤压，盆地开始进入了

变形变位的改造阶段［２０］。 在这种皱褶变形构造运动

背景下，中扬子区总体表现为沉降，同时出现大隆大坳

的古地理格局［２１，２２］。 晚印支期发育的地层在后期遭

受一定程度的剥蚀，残留地层零散分布于该时期形成

的次级坳陷（如，鄂东盆地、荆当盆地、利川盆地、秭归

盆地、湘鄂西坳陷）中，而同期形成的隆起构造单元如

钟祥隆起、开江隆起、黄陵隆起等以及秦岭—大别山造

山带可能为次级盆地沉积作用提供了物源［２３］。

２　 三级层序界面类型及识别

层序界面的识别是层序地层划分的关键。 在野

外露头中对层序界面的识别相对较为容易、直观与准

确。 通过分析，中扬子区晚印支期三级层序界面主要

包括不整合面、侵蚀间断面、岩性岩相转换面、河流回

春作用面、最大湖泛面和古土壤层面等［２４］。

图 ２　 野外露头中的各类三级层序界面

ａ．侵蚀间断面；ｂ．含底砾石的侵蚀间断面；ｃ．古土壤层面，含植物残片；ｄ．岩性岩相转换面；ｅ．最大湖泛面；ｆ．河流回春作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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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三级层序充填序列特征

晚印支期中扬子区主要发育一套由河流、三角洲

以及湖泊组成的沉积体系，沉积序列内常夹煤线或煤

层，不同分区或不同序列又可进一步识别出不同沉积

相或亚相类型。 残存于各次级盆地的晚印支期地层

由不同岩石地层单元组成，如鄂东盆地为鸡公山组，
荆当盆地由九里岗组和王龙滩组组成，秭归盆地和利

川盆地相当于沙镇溪组，中扬子西缘为须家河组，而
中扬子区南部地区主要由二桥组和火把冲组组成。

各次级盆地因充填序列发育完整与缺失情况不

同而划分出不同数量的三级层序，最多可识别出 ３ 个

三级层序 ＳＴ１、ＳＴ２和 ＳＴ３，大部分分区因地层剥蚀仅

可识别出 １～２ 个三级层序。
通过在中扬子西缘、秭归盆地、荆当盆地以及鄂

东盆地建立的 ４ 条层序地层基干剖面来详细与全面

揭示中扬子区晚印支期三级层序地层格架。
３．１　 中扬子西缘三级层序

中扬子西缘层序基干剖面建立于开江县回龙镇，
该分区晚印支期沉积序列分布范围较广，厚度较大，
达 ７００ ｍ 左右，相当于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但与建立

于四川广元标准剖面的须家河组六段很难完全对应。
通过对三级层序界面分析与识别，可将该剖面划分为

３ 个三级层序 ＳＴ１、ＳＴ２和 ＳＴ３。
ＳＴ１相当于早、中诺利期的须家河组下部，底部以

区域不整合面作为三级层序界面，顶部层序界面为岩

性岩相转换面，层序厚度近 ２００ ｍ。 层序主要由一套

夹煤线的碳质粉砂岩与泥质细砂岩组成的旋回层，底
部发育钙质泥岩，层序常见交错层理、平行层理、水平

纹理及植物残片。 代表曲流河河床亚相、曲流河三角

洲平原亚相及滨浅湖亚相；ＳＴ２顶部以岩性岩相转换

面作为三级层序界面，作为ＳＴ１之上的另一个三级层

图 ３　 中扬子西缘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图例适用于下文所有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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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荆当盆地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ｄ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序旋回，层序内岩性岩相总体及厚度与 ＳＴ１相似，但
层序基本不发育钙质岩性，同样代表曲流河及其三角

洲组成的沉积体系；ＳＴ３顶部以侵蚀间断面作为层序

界面，相当于中、上瑞替阶，层序比 ＳＴ２厚，近 ３００ ｍ，
岩性主要为一套泥质粉砂岩、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含砾砂岩以及夹薄层煤线或煤层的泥页岩，与 Ｓ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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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２相比，ＳＴ３代表水动力条件更强的曲流河河床、曲
流河三角洲分流河道沉积体系，也发育河漫滩、三角

洲平原以及滨浅湖亚相。 中扬子西缘分区在横向与

纵向上总体发育较完整的层序充填序列，表明在晚印

支期中扬子北缘俯冲与陆内变形的双重构造作用背

景下，中扬子西缘主要受控于俯冲作用，总体以沉降

为主，区内地势地貌差异相对较小，沉积作用总体较

为稳定。 可能也表明该区为晚印支期中扬子区最重

要的沉降沉积中心之一。
３．２　 荆当盆地层序地层

荆当盆地晚印支期地层保存较完整，三级层序地

层基干剖面建立于荆门市海慧沟。 该分区可识别出

２ 个三级层序 ＳＴ１与 ＳＴ２，分别相当于上三叠统晚卡尼

期—早中诺利期九里岗组与晚诺利期—早瑞替期王

龙滩组，总厚度约 １ ２００ ｍ。 ＳＴ３层序的缺失可能由于

荆当盆地在晚印支期以后变形隆升而遭受剥蚀导致。
ＳＴ１底部以冲刷侵蚀面和岩性岩相转换面所构成

的区域不整合面与下伏中三叠统巴东组接触，同时也

是 ＳＴ１底部的三级层序界面，层序厚约 ６００ ｍ。 层序

主要由一套夹煤线的碳质泥页岩、钙质泥质粉砂岩和

泥质细砂岩所构成的旋回层。 底部除了发育底砾石

外，还充填钙质泥岩，表明晚印支期荆当盆地局部依

然保存残留海相的碳酸盐岩沉积。 三级层序内发育

水平纹理、平行层理以及透镜层和透镜体等各种构

造，以夹丰富煤线与古植物残体为显著特征，总体代

表以残留湖泊、曲流河河漫滩、河床滞留、三角洲平原

以及沼泽为主的较弱水动力条件沉积体系。 其成因

可能为中扬子盆地早期向北俯冲残留海盆逐渐转换

为湖盆并继续旋回演化，反映整个荆当向斜在晚印支

运动卡尼期为弱沉积作用，而早中诺利期则出现较快

速的沉积作用。
ＳＴ２底部以岩性岩相转换面与 ＳＴ１分界，主要为

一套含砾和粗砂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上部发

育碳质泥岩，层序内含粗砂、细砾以及植物残片，常见

板状与槽状交错层理以及冲刷构造。 与 ＳＴ１对比，层
序厚度大致相当，但岩性更为复杂多样，煤线（层）较
少。 ＳＴ１岩性主体为一套夹丰富煤线的泥质沉积体

系，代表了以悬移负载为主的水动力弱且洪泛沉积发

育的曲流河及其三角洲与湖泊沉积相。 而 ＳＴ２层序

主要为一套碎屑颗粒粗大的强水动力底负载沉积体

系，表明河道坡度更大，丰富的长石角砾成分说明搬

运距离较短，上部碳质泥岩为三角洲或湖泊沉积相。
因而，ＳＴ２总体代表水动力较强的辫状河相及其三角

洲相与滨浅湖相，反映了晚诺利期与早瑞替期荆当盆

地仍以较快速的沉降沉积作用为主以及后期较少的

改造剥蚀。
３．３　 秭归盆地层序地层

层序基干剖面建立于兴山县峡口镇。 该区晚印

支期可识别出 １ 个三级层序 ＳＴ２，厚度 ５２０ ｍ。 缺失

下部的 ＳＴ１与上部的 ＳＴ３层序，二者缺失的原因可能

不一致，初步推测 ＳＴ１的缺失可能由于晚印支运动卡

尼期在结束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后秭归盆地处于无物

源供给的饥饿沉积作用引起，而 ＳＴ３则可能因后期盆

地的隆升发生了剥蚀。
底部三级层序界面为与下伏巴东组碳酸盐岩台

地相之间的区域不整合面，在该区也相当于最大湖泛

面，顶部层序界面为发育侵蚀暴露砾石的河流回春作

用面。 该区 ＳＴ２相当于诺利期与早瑞替期的沙镇溪

组上部（下部缺失），岩性主要由局部含煤线的泥页

岩、砂质泥岩、石英砂岩与含砾粗砂岩组成，岩性岩相

与荆当盆地 ＳＴ２有许多相似之处，代表水动力条件强

的辫状河河床滞留与辫状河三角洲分流河道沉积，同
时也发育三角洲平原与沼泽沉积。 反映晚印支期中

扬子北缘俯冲沉降与陆内挤压作用导致晚印支期秭

归向斜沉积与侵蚀作用并存，古地势地貌控制了沉积

相的类型与迁移特征，沉积作用总体不及荆当盆

地强。
３．４　 鄂东盆地层序地层

鄂东盆地晚印支期地层主要残留分布于赤壁至

大冶一带，层序地层基干剖面建立于嘉鱼县舒桥镇。
该区仅可识别出 １ 个三级层序 ＳＴ３，厚度较小，大致

相当于上三叠统瑞替阶的鸡公山组，沉积作用时限约

５ Ｍａ。 ＳＴ１与 ＳＴ２都发生缺失，推测两者的缺失都是

因中扬子区东部在秦岭—大别山碰撞带与江南碰撞

带的双向挤压变形皱褶作用下，鄂东盆地整体发生构

造抬升而无沉积作用或地层剥蚀。
ＳＴ３层序厚度近 ４０ ｍ，层序底部以区域不整合面

作为层序界面与下伏中三叠统拉丁阶蒲圻组接触，顶
部与上覆下侏罗统程潮组以不整合面作为层序界面。
层序整体为一套夹煤线（层）的泥质粉砂岩和长石石

英砂岩组成的韵律层，为一套曲流河沉积体系，底部

发育含砾石的冲刷构造，代表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曲流

河河床滞留亚相沉积，层序内部常发育槽状交错层理

和平行层理，主体为河床亚相与河漫滩亚相，沉积作

用总体较为稳定。 从大冶、赤壁和汉川一带露头层序

分析来看，ＳＴ３沿北北东方向具有较好的迁移和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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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秭归盆地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５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 Ｚｉｇｕ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６　 鄂东盆地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６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 Ｅｄ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性，表明晚印支期中扬子板块继续向北俯冲导致鄂东

盆地兼有挠曲沉降作用与变形褶皱作用［２５］，盆地略

有沉降，兼有沉积与剥蚀作用，导致层序厚度较小，其
物源可能来自邻近的秦岭—大别山造山带［２６，２７］。

４　 沉积古地理格局

在中扬子各分区建立基干剖面进行层序划分与

沉积相分析，而后对整个中扬子区晚印支期沉积相分

布与迁移规律开展系统研究。 鄂东盆地晚印支期沉

积体系仅由厚约 ４０ ｍ 的 ＳＴ３组成，缺失 ＳＴ１与 ＳＴ２，较

薄的 ＳＴ３层序很难进一步识别出各亚相而笼统归为

曲流河相。 向西至荆当盆地晚印支期地层厚达 １ ２００
ｍ，划分为 ２ 个三级层序 ＳＴ１和 ＳＴ２，两个层序厚度相

当但沉积相却迥异，ＳＴ１为一套夹丰富煤线的曲流河

及其三角洲沉积相组合，并且底部发育由先期海相残

留转变的由含钙质泥页岩组成的残留湖泊相，总体显

示水动力条件较弱的沉积体系，而 ＳＴ２代表由水动力

条件较强的辫状河及其三角洲与湖泊相，对两层序岩

性与沉积组构分析，可进一步识别出各亚相。 至秭归

盆地，虽然仅可识别出一个三级层序ＳＴ２，但厚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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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晚印支期中扬子区沉积相迁移规律

Ｆｉｇ．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图 ８　 晚印支期中扬子区岩相古地理

Ｆｉｇ．８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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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都与荆当盆地 ＳＴ２对应较好，也代表一套由辫

状河及其三角洲与湖泊组成的沉积体系，继续向西，
辫状河相及辫状河三角洲相逐渐尖灭，至中扬子西

缘，代表水动力条件较弱的曲流河及其三角洲沉积相

又开始发育，对沉积相旋回及层序界面的分析，将该

区沉积体系划分为 ３ 个三级层序。
　 　 因而，从三级层序划分来看，中扬子区晚印支期

沉积体系最多可识别出 ３ 个三级层序，但陆相沉积作

用的不稳定性以及晚印支期以后中扬子板块强烈的

陆内挤压变形等诸多因素，导致地层缺失或不发育而

一般仅可识别出 １～２ 个三级层序，整体而言，西部地

区发育的三级层序数量多于东部地区。
系统地对各三级层序相分析及对比，发现晚印支

期中扬子区各层序常夹煤线（层）或古植物残片，相
当于一“煤盆”。 但在空间与时间上大体代表着两套

沉积相组合：即曲流河及其三角洲和残留湖泊沉积相

组合与辫状河及其三角洲和残留湖泊沉积相组合，并
且前者占主导，主要分布于中扬子西部地区与秭归盆

地，后者在鄂东地区较为发育，两者在荆当盆地纵向

叠置。

５　 结论

（１） 中扬子区晚印支期陆相沉积体系最多可识

别出 ３ 个三级层序，但地层不发育或晚印支期以来地

层剥蚀导致一般仅可识别出 １ ～ ２ 个三级层序，鄂东

盆地、荆当盆地、秭归盆地及西缘分别可划分为 １ 个、
２ 个、１ 个与 ３ 个三级层序，西部地区划分的三级层序

数量多于东部地区。
（２） 晚印支期各三级层序主要由一套夹丰富煤

线（层）古植物残片的陆相碎屑岩组成，对沉积相迁

移与充填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和对比，发现总体代表两

套沉积相组合：即曲流河及其三角洲和残留湖泊沉积

相组合与辫状河及其三角洲和残留湖泊沉积相组合。
前者占主导，主要分布于中扬子西部地区与秭归盆

地，后者在鄂东地区较为发育，两者在荆当盆地纵向

叠置，这一特征基本反映了中扬子区晚印支期岩相古

地理格局。
（３） 晚印支期中扬子区具有稳定和统一的沉积

古地理背景，沉降沉积作用显著。 沉降机制主要来自

中扬子陆壳继承性向北俯冲的挠曲沉降与强烈的陆

内挤压褶皱变形，后者还导致整个中扬子区出现多沉

降沉积中心，但中扬子区荆当盆地与西缘地区可能为

最重要的沉降沉积中心，初步判断中扬子晚印支期可

能具有东高西低的地势。 另外，秦岭—大别山碰撞带

及中扬子陆内挤压变形形成的隆起可能为邻近的次

级盆地沉积作用提供了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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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Ｅｄｏｎｇ ａｒｅ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ｑ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１， ３５（１）： １５⁃２０］

２３７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２ 卷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ＤＵＡＮ Ｋａｉ⁃ｂｏ１，２ 　 ＴＡＮ Ｙｕｎ⁃ｊｉ１ 　 ＨＵＯ Ｒｏｎｇ２ 　 Ｃｈｅｎ Ｌｉｕ⁃ｑｉｎ３ 　 ＷＡＮＧ Ｙａ⁃ｆｅｉ４ 　 ＧＵＯ Ｒｏｎｇ⁃ｔａｏ２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３；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１３；
４．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ｒｅａ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
ｇｙ．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３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ｍｏｓｔ ｂｕ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１～２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ｎｌ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ａ 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３， ２， １ ａｎｄ １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Ｊｉｎｇｄ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Ｚｉｇｕ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Ｅｄ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ｒｅ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ｌａｓ⁃
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ｉｃｈ ｉｎ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ｒｅａ ｉ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ｒｅｓｉ⁃
ｄｕｅ ｌａｋ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ａｋｅ ｓ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Ｚｉｇｕｉ Ｂａｓｉｎ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 Ｅｄ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ｌｕ⁃
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ｈａｓ ａ ｃｏｕ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
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ｄ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ｃｒｕｓｔ 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ｆｌｅｘｕｒ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ｂｙ Ｑｉｎｇｌｉｎｇ⁃ｄａｂｉｅ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ｕｐｌｉｆｔ ｃｒｅａ⁃
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ｔ；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

３３７　 第 ４ 期　 　 　 　 　 　 　 　 　 　 　 段凯波等：中扬子区晚印支期三级层序充填特征及沉积古地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