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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盘江盆地位于中国广西、贵州、云南三省毗邻地区，为晚二叠世—三叠纪期间演化的海相沉积盆地，建立

在晚二叠世开始的裂谷系统基础之上，进入三叠纪中期，盆地范围进一步扩展、海水深度进一步加深，盆地内部主要

沉积了一套深水复理石，晚三叠世沉积环境为前陆盆地，在盆地北部沉积有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建造。 针对南盘江盆

地中北部深水复理石沉积，测量了鲍马序列 Ｃ 段中的小型斜层理、爬升层理、包卷层理轴面倒向、槽模等反映古水流

方向的沉积构造的产状，通过野外和室内复平面校正、古流向玫瑰花图的绘制，对研究区三叠纪古流向进行了系统研

究，共获得 ４９ 组古流向测量数据，通过古流向分析并结合沉积环境演化特征，对南盘江盆地物源区进行了讨论。 研究

结果认为中三叠世期间盆地南部广南、底圩、八达、富宁一线物源区来自南部的越北古陆；盆地东部的巴马、龙川、望谟

一线物源区来自于东部及北东的江南古陆；盆地北部物源区位于盆地西北部和北部的扬子台地内部；盆地的沉积中

心位于册亨以南、潞城以北地区；隆林县城和西林县城之间、阳圩和剥隘之间存在古隆起。 晚三叠世期间盆地北部古

流向发生明显变化，应与构造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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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盘江盆地位于中国广西、贵州、云南三省毗邻

地区，即滇黔桂地区，北面为扬子地块，南面为越北地

块，东南有云开地块和大明山微陆块［１］。 有人称为

“滇黔桂盆地” ［２］，或将其称为“右江盆地” ［３⁃４］、“南
盘江盆地” ［５⁃６］。 本研究的南盘江盆地地理范围为从

钦杭海槽向北到“紫云—罗甸—南丹断裂带”和“师
宗—弥勒—盘县断裂带”所围限的北部地区，时代为

三叠纪（图 １）。 茅口组之上，南盘江盆地发生明显的

升降运动，同时扬子地台西缘发生了被称为地裂运动

或东吴运动的大规模火山活动［７⁃８］，南盘江盆地进入

伸展及裂解环境， 存在裂谷系统控制其演化过

程［９⁃１２］。 中三叠世南盘江盆地进一步发生沉降，盆地

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海水深度进一步加深，发育了一

套巨厚的海相复理石沉积［１３⁃１４］。 根据中三叠统地层

沉积类型将研究区地层划分为碳酸盐岩台地相、碳酸

盐岩台地边缘斜坡相及盆地相。 南盘江盆地中部、南
部普遍缺失上三叠统地层，盆地北部沉积有碎屑岩和

碳酸盐岩建造，而对于中上三叠统的地层划分，前人

做了大量工作。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１５］ 将上三叠统赖

石科组下部地层单独划出，建立了上三叠统瓦窑段，
杨守仁等［１６］ 改称上三叠统瓦窑组。 汪啸风等［１７］ 将

相当于上述“瓦窑（段）组”的地层重新命名为上三叠

统小凹组。 曾雄伟等［１８］认为竹竿坡组为中晚三叠世

拉丁—卡尼期沉积。 本文沿用陈楚震等［１９］ 和 Ｌｅｈｒ⁃
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将本区卡尼阶划分为竹竿坡组、赖石科

组，把南组，诺利阶划分为火把冲组，瑞替阶为二桥组

的地层划分方式（表 １）。
不同的学者对南盘江盆地广泛分布的三叠纪复

理石的物源区也提出了不同的认识。 贺自爱［１４］ 认为

黔、桂中三叠世的浊流沉积的物源来自桂东南岛弧。
秦建华等［２１］认为黔南桂西的浊积岩来自于盆地西南

的越北古大陆。 右江盆地浊积岩的物源区具有多源

特征，越北古陆、江南古陆及云开古陆都是其物源

区［２２］ 。杨超等［２３⁃２４］ 对南盘江盆地东南部、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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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盘江盆地区域地质略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南盘江盆地中北部地区下—上三叠统地层划分表（据陈楚震等［１９］ ；Ｌｅｈｒｍａｎｎ［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 ； 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 ）

地层名称 碳酸盐岩台地相区
碳酸盐岩台地

边缘斜坡相区
盆地相区

上三叠统（Ｔ３）

瑞替阶

诺利阶

卡尼阶

二桥组（Ｔ３ ｅ）
火把冲组（Ｔ３ｈ）
把南组（Ｔ３ｂ）

赖石科组（Ｔ３ ｌｓ）
竹竿坡组（Ｔ３ ｚ）

？

赖石科组（Ｔ３ ｌｓ）
？

竹竿坡组（Ｔ３ ｚ）
中三叠统（Ｔ２） 拉丁阶 杨柳井组（Ｔ２ｙ） 垄头组（Ｔ２ ｌｔ） 边阳组（Ｔ２ｂｙ） 兰木组（Ｔ２ ｌ） 河口组（Ｔ２ｈ）

安尼阶 关岭组　 （Ｔ２ｇ） 坡段组（Ｔ２ｐ） 新苑组（Ｔ２ｘ） 板纳组（Ｔ２ｂｎ） 百逢组（Ｔ２ｂｆ）
下三叠统（Ｔ１） 奥伦尼克阶 永宁镇组（Ｔ１ｙｎ） 安顺组（Ｔ１ａ） 紫云组（Ｔ１ ｚ） 上组（Ｔ２

１）
印度阶 夜郎组　 （Ｔ１ｙ） 大冶组（Ｔ１ｄ） 罗楼组（Ｔ１ ｌ） 下组（Ｔ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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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积岩进行了古水流方向的测量统计，反映出古流向

主要为 ＳＥＥ—ＮＷＷ 向，认为南盘江盆地东南侧的碰

撞带是盆地物源的主要供给区。 杨宗永等［２５］ 认为南

盘江盆地复理石主要物源区应为古特提斯北缘（华
南一侧）的石炭—二叠纪岩浆弧。 本文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重点对南盘江盆地中北部地区三叠纪浊积岩

的古流向进行了系统测量，讨论了可能的陆源碎屑物

源区。

１　 浊积岩沉积特征

黔南、桂西等地广泛分布（面积达 ７ ０００ ｋｍ２）三
叠纪复理石沉积［１３⁃１４］。 早三叠世浊积岩分布在广西

西林、阳圩等地，岩性为薄层状灰绿色泥岩、粉砂岩呈

韵律性产出，发育厘米—分米级鲍马序列 ＣＤＥ 段组

合，显示浊积扇外扇沉积特征，粉砂岩中见粒序层理、
小型斜层理、爬升层理等（图 ２Ａ、图 ３Ａ）。 桂西地区

中三叠统板纳组为中薄层状灰色细砂岩、粉砂岩和泥

岩呈韵律性产出，可见完整的分米级鲍马序列组合和

浊积事件间歇期正常深海饥饿段凝缩沉积，以外扇沉

积为主（图 ２Ｂ），粉砂岩中可见平行层理、小型斜层

理、包卷层理和爬升层理（图 ３Ｅ，Ｆ），兰木组岩性为

中厚层状灰色细砂岩、粉砂质灰色泥岩，砂体呈板状，
主要是以分米级鲍马序列 ＡＢ 段组合沉积为主（图

２Ｃ），显示浊积扇内扇沉积特征，砂岩底面发育重荷

膜、槽膜构造，由板纳组到兰木组可见水体变浅的总

趋势。 同样的，对应中三叠统由河口组向百逢组和黔

南等地的新苑组向边阳组都显示水体变浅的特征。
贵州贞丰龙场、关岭等地上三叠统赖石科组可见灰色

细砂岩、粉砂岩及灰黑色薄层状泥岩韵律性产出，可
见分米级鲍马序列 ＡＢ 段组合与 ＢＣＤＥ 组合重复出

现，含丰富的植物碎屑化石、菊石，显示浊积扇内扇、
中扇叠置现象（图 ２Ｄ）。 而在这些浊积岩沉积地层

中古流向信息多会以特定的沉积构造形式保存下来，
通过测量保存在南盘江盆地浊积岩中沉积构造的方

位获得古流向和古坡向可以为解决盆地沉积物物源

的供给起到重要的作用［２６］。

２　 古水流数据测量及统计方法

古水流分析是进行盆地分析的重要工具［２７］，本
次野外工作中获得的古水流方向主要来自南盘江盆

地浊积岩中的小型斜层理前积细层、包卷层理、槽膜、
不对称波痕及爬升层理等。 小型斜层理广泛见于南

盘江盆地浊积岩鲍马序列 Ｃ 段中，在 Ｃ 段沉积时出

现牵引流特征，水流携带粉砂—细砂沿海底斜坡运动

向前加积，可以形成小型斜层理，一般顶部遭受侵蚀，
其细层倾向代表古水流前进的方向（图３Ａ，Ｂ） 。槽

图 ２　 南盘江盆地三叠纪浊积岩沉积野外照片

Ａ．广西西林县城北下三叠统二段（Ｔ２
１）厘米—分米级浊积岩韵律层，以浊积扇外扇沉积为主；Ｂ．广西田林中三叠统板纳组（Ｔ２ｂｎ）分米级

鲍马序列 ＣＤＥ 段沉积，以浊积扇外扇为主；Ｃ．广西田林中三叠统兰木组（Ｔ２ ｌ）分米级鲍马序列 ＡＢ 段沉积，以浊积扇内扇为主；Ｄ．贵州

贞丰龙场上三叠统赖石科组（Ｔ３ ｌｓ）浊积扇内扇、中扇叠置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ｒｉａｓｓｉｃ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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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构造多发育在南盘江盆地中三叠统板纳组、兰木

组、新苑组、边阳组等浊积岩中，平面呈舌状、锥状等，
大多数一端凸起逐渐向另一端变平变宽，逐渐并入底

面中，古流向则由凸起处流向变平方向（图 ３Ｃ） ［２８］。
在南盘江盆地浊积岩中还可见少量的不对称波痕，水
流方向垂直波脊的走向，由于浊积岩的波痕可能是浊

流带动海水流动在海底形成，也可能是深水等深流、
洋流等造成，所以与海底地形高低的关系可能并不是

一一对应的（图 ３Ｄ）。 古斜坡方向的获得主要来自

浊积岩鲍马序列 Ｃ 段中包卷层理形成的不对称褶皱

的轴面倾倒方向的测量（图 ３Ｅ）。 而在野外工作中，
发育在鲍马序列 Ｃ 段中的小型爬升层理也可代表古

水流方向，其成因为浊流携带泥、砂沿海底运动，受到

局部地形隆起阻挡，在迎水面发生沉积，背对向来水

方向加积而成，其细层倾向代表古水流来水方向，小

型爬升层理与小型斜层理从形态上来看还是可以区

分的（图 ３Ｆ），但是如果野外露头较差，则小型爬升层

理与小型斜层理的识别会变得困难。 野外工作中可

以用包卷层理形成的不对称褶皱的轴面倾倒方向等

进行相互验证。
根据实际测量经验，在以鲍马序列 ＣＤＥ 段组合

为主的浊积扇中扇和外扇沉积中，容易测得小型斜层

理、爬升层理、包卷层理等古水流测量标志，同时需要

新鲜露头，例如，在地形切割明显地区、新开挖施工工

地、道路、房屋建设地基开挖等地点。 为了保证数据

的可靠性，每个点采集的古水流数据多在 １５ 个以上，
在区域上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从整体上判断古水流

方向［２６］。
南盘江盆地浊积岩由于受到褶皱变形的影响，野

外采集的数据需要进行复平面校正，校正工作中利用

图 ３　 古水流标志及解释

Ａ．广西西林县城北下三叠统二段（Ｔ２
１）浊积岩鲍马序列 Ｃ 段中可供测量斜层理细层露头照片；Ｂ．广西西林县城北下三叠统二段（Ｔ２

１）浊积岩中

可供测量的斜层理细层示意图；Ｃ．广西百色中三叠统百逢组（Ｔ２ｂｆ）发育在浊积岩中的槽膜构造（箭头表示古水流方向，地层倒转）；Ｄ．广西百

色中三叠统百逢组（Ｔ２ｂｆ）发育在浊积岩中波痕露头照片；Ｅ．广西西林县城北中三叠统板纳组（Ｔ２ｂｎ）浊积岩鲍马序列 Ｃ 段中的包卷层理露头

照片；Ｆ．广西西林县城北中三叠统板纳组（Ｔ２ｂｎ）浊积岩鲍马序列 Ｃ 段中的小型斜层理和小型爬升层理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ｌｅ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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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陶晓风教授团队的自编

软件，对测量的斜层理细层产状等进行复平面校正，
然后将校正的数据输入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地球科学

学院编制的 ＰＣ９９ 玫瑰花图软件，本文按照 Ｗｏｏｌｆｅ ｅｔ
ａｌ．［２９］、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ｔ ａｌ．［３０］和刘志飞等［３１］对 ＰＣ９９ 玫瑰花

图软件使用方法的介绍进行操作，将玫瑰花图的花瓣

宽度设置为 １０°，半径比例尺设置为线性。

３　 古水流数据统计结果

野外工作中共在 ４９ 个地质点采集 ４９ 组原始数

据（表 ２），原始数据经过复平面恢复后，将校正后的

数据绘制成玫瑰花图标注在相应的地理位置绘制成

古流向平面分布图（图 ４）。
从已经获得的古水流数据统计来看，隆林狗场大

山以北、隆林县城、平班水库等地区（点 Ｎｐ１７、Ｎｐ１８、

Ｎｐ１９、Ｎｐ２０、Ｎｐ２１、Ｎｐ２２、Ｎｐ２３），中三叠世古流向自

南向北，在安龙坡脚以南古水流（点 Ｎｐ１５、Ｎｐ１６）则

以向南为主。 西林县城以南地区（点 Ｎｐ２４）早三叠

世晚期古流向为由北向南，广南、底圩、滇桂省界以北

地区，中三叠世浊积岩的古流向 （点 Ｎｐ２７、Ｎｐ２８、
Ｎｐ２９、Ｎｐ３０、Ｎｐ３５）为自南向北，其中在点 Ｎｐ２９ 测量

的包卷层理指示的古坡向为 ＮＷＷ（图 ４）。 田阳至巴

马，中三叠世古流向（点 Ｎｐ３８、Ｎｐ３９、Ｎｐ４６）主要向北

西方向，百色龙川以南古水流为南西方向（点 Ｎｐ３６、
Ｎｐ３７）。 田林—潞城一线，古水流方向主要为北西方

向（点 Ｎｐ２５、Ｎｐ２６、Ｎｐ３１、Ｎｐ３２）。 阳圩以北，古水流

方向（Ｎｐ３３、Ｎｐ３４）主要朝北，剥隘地区中三叠世的古

流向有的朝南（点 Ｎｐ４０、Ｎｐ４１、Ｎｐ４４）、部分近东西向

（点 Ｎｐ４２、Ｎｐ４３）。 富宁—那坡等地之间的古流向主

要朝北（点 Ｎｐ４７、Ｎｐ４８、Ｎｐ４９）（图 ４）。

表 ２　 南盘江盆地中北部三叠系古水流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ｌｅ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序号 地点 地层 测量标志 地层产状 原始测量标志产状 复原后古流水方向

１ Ｎｐ１ Ｔ３ｂ 小型斜层理 ９６∠４３ ５８∠４５，３７∠４２，５４∠４２，５５∠５０，５５∠４０，５８∠４２，７５
∠５９，５５∠４６，６０∠４３，５５∠４８，６８∠５０，７５∠５２

３５６，３４２，３４８，４，３４９，４３，３５６，３５２，０，１５，
２８

２ Ｎｐ２ Ｔ２ｂｙ 爬升层理 １９５∠８２ １９４∠５８，１９９∠６２，２０８∠６０， ２０６∠５８， １８９∠６６， １７８
∠５８，１８６∠６８，１９８∠６０，１９１∠７８，２０２∠８２，２０９∠７９，
２０７∠８０，２０１∠８７，２１６∠８１， ２０２∠７８， １９７∠８２， ２０３
∠８３， ２０２∠８４，２０１∠８６，２０４∠８５，２０７∠８７

１９７，１８４，１６７，１７３，２１４， ２２５，２２５，２３９，
１０６，１０５，１１８，１１５，７４，１０９，１３６，１０５，９８，
８９，７１，８７，８２

３ Ｎｐ３ Ｔ３ ｌｓ 槽膜 １１０，１１９，１０８，１１２，１０５，１９３，１０５

４ Ｎｐ４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５２∠４２ ７５∠３８，６８∠４２，７２∠４４，８０∠４０，８５∠２５，８４∠１４，１００
∠１５，８６∠１６，８４∠３２，１００∠３０，８５∠３５，８２∠４０

１６７，１４８，１４１，１５９，１９９， ２１８，２１２，２１５，
１８３，１８４，１７５，１６０

５ Ｎｐ５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１７２∠３２ １７８∠４６，１７４∠４６，１７８∠４４， １７９∠４５， １８２∠５３， １７１
∠４２，１７３∠５２，１７６∠４８，１８５∠４８，１８４∠４６

１８７，１７６，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 １６５，１７３，１８１，
２０３，２０３

６ Ｎｐ６ Ｔ３ ｌｓ 小型斜层理 ２２８∠３２ ２２５∠３６，２１８∠４９，２１２∠４５， ２１５∠５０， ２１５∠３８， ２２２
∠４８，２１２∠５３，２１０∠５２，２２３∠４７，２２４∠４５，２２０∠４３，
２２３∠４８，２１９∠４７，２１８∠５０， ２１４∠４９， ２１８∠４７， ２２０
∠４８

２０３，２０３，１８４，１９７，１７１， ２１２，１９４，１８９，
２１４，２１５，２００，２１４，２０３， ２０４，１９４，２０１，
２０７

７ Ｎｐ７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２０７∠３２ ２００∠３２，１９５∠２９，１８５∠４２， １８７∠４４， １８５∠５３， １８８
∠３２，１６５∠３７，１８４∠４２，１８６∠２５，１９８∠５４，２００∠５３，
１９７∠５８，１９３∠５８，２０１∠６６， ２０２∠５８， １９４∠４８， １９１
∠５０，１８９∠４９，１９４∠４８

２０３，２０３，１８４，１９７，１７１， ２１２，１９４，１８９，
２１４，２１５，２００，２１４，２０３， ２０４，１９４，２０１，
２０７

８ Ｎｐ８ Ｔ３ ｌｓ 小型斜层理 １２∠５５ ３∠３９，５∠３８，３４６∠３８，０∠４６，３５５∠４６，３４３∠４４，３５５
∠４６，０∠４８，３５８∠５０，１２∠４６，３５５∠４２，０∠５２，３５２
∠５１，３５７∠５５，３４６∠４２，３５８∠５２，０∠４２，３５９∠３８

２１１，２０６，２３１，２３４，２４２， ２４６，２４６，２４１，
２５３，２６１，２３０，２６１，２６２， ２７７，２４０，２６２，
２２２，２４３

９ Ｎｐ９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１９６∠６８ １７７∠８５，１７２∠８７，１９１∠８８， １８３∠８７， １８６∠７０， １７７
∠７０，１９５∠７４，１８７∠８６，１９２∠８５，１８３∠７５，１９８∠７４，
１９４∠８３，１９８∠８６，１９７∠８３， １８６∠７７， １９５∠８０， １８５
∠７５

１４５，１４１，１０５，１６０，１１６， １０８，１８６，１６８，
２０５，１６３，２１３，１８８，２０２， １９９，１４７，１９１，
１６２

１０ Ｎｐ１０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４７∠４６ ４０∠４６，３５∠４７，２４∠４８，２７∠４９，３０∠４８，３６∠４７ ３１４，３１９，３１５，３２１，３２０，３２０
１１ Ｎｐ１１ Ｔ３ ｌｓ 小型斜层理 １８５∠３６ １６０∠２８，１６５∠２７，１７５∠２４，１８１∠２７，１７３∠３４ ５３，４６，２３，２６，７３

４２１１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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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点 地层 测量标志 地层产状 原始测量标志产状 复原后古流水方向

１２ Ｎｐ１２ Ｔ２ｂｎ 包卷层理 ２１１，２１０，１９８

１３ Ｎｐ１３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２１５∠２５ ２６５∠３４，２４０∠２８，２５９∠３６， ２４６∠３５， ２４７∠３５， ２５０
∠３７，２５１∠４０，２５２∠３９，２４４∠３８，２６０∠４２，２４３∠３４，
２６２∠４０，２４５∠３９，２４８∠３７，２５１∠３１

２５０，１９３，２３６，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９，２２６，２２６，
２２１，２４６，２０１，２４９，２１４，２１６，２０６

１４ Ｎｐ１４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６∠７６ ９∠６７，１２∠７２，１３∠７３，１０∠６８，１１∠６９，１５∠６６，１６
∠７２，１７∠７０，１３∠７３，１４∠７２，１５∠６７，９∠６５

１６９，１３１，１２０，１６１，１５２， １４６，１１９，１２７，
１２０，１２４，１４３，１７２

１５ Ｎｐ１５ Ｔ２ｘ 小型斜层理 ２２４∠３９ ２２０∠６８，２２５∠６２，２３２∠５６， ２２１∠７１， ２３１∠６４， ２２８
∠５７，２２４∠５６，２２９∠５８，２３５∠５０，２３７∠５９，２３４∠６７，
２２６∠６５，２３０∠６３，２２１∠５７，２２２∠６９，２２８∠３０

２１６，２２６，２４６，２１８，２３８， ２３４，２２４，２３６，
２６３，２５４，２４３，２２８，２３７，２１５，２２０，２５８

１６ Ｎｐ１６ Ｔ２ｘ 小型斜层理 ２０７∠５０ ２１７∠６１，２１７∠６０，２１６∠５９， ２０６∠６０， １９８∠６９， ２０７
∠６０，２０８∠６５，２０６∠６４，１９７∠６４，２０８∠６０，１９７∠６４，
２０４∠６１，１９７∠６５，２０２∠６１，２０２∠６１，２０２∠６６

２４６，２４９，２４８，２０２，１８２， ２０７，２１０，２０３，
１７３，２１２，１７３，１９３，１７４，１８５，１９０

１７ Ｎｐ１７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２１５∠８８ ２１５∠７１，２２０∠６４，２１０∠７４， ２２１∠７３， ２２１∠７２， ２３０
∠６９，２１８∠７０，２１６∠７９，２２０∠６８，２１７∠６９，２１０∠７０，
２０８∠７１，２１６∠６９，２０５∠７０，２０９∠６８

２８，２４，５４，１４，３５８，２６，２８，２１，２９，４９，５４，
３２，６２，５０

１８ Ｎｐ１８ Ｔ２ｘ 波痕 ４１，３６，４４，４５，４８，３４，３８，３７，２８，３４，３２，
３９，４２，３５，４４，４８

１９ Ｎｐ１９ Ｔ２ｂｙ 小型斜层理 １７０∠５９ １３６∠４６，１３３∠３１，１１６∠３１，２４∠３９，１２７∠３６ ４４，２０，２５，３５，３０

２０ Ｎｐ２０ Ｔ２ｘ 小型斜层理 １８２∠５２ ２０２∠３５，１６６∠３２，１７４∠４０， １８９∠４３， ２０６∠４６， １９８
∠４１，２２５∠４３，１９７∠４９，１８９∠４９，２００∠５０，１９５∠５３，
２０５∠５５，１９８∠４４，１９０∠４２， １８５∠４６， ２０３∠５５， ２００
∠５４，１９８∠４２，１８３∠４２

３２９，２４，２４，３３４，２９８，３２０，３０２，２９１，３０３，
２８５，２７０，２６９，３１１，３４２， ３４２，２６８，２６９，
３１７，３５８

２１ Ｎｐ２１ Ｔ２ｘ 波痕 ３５１，５，０，７，４，１２，３３５，０，３４９，６，３３，１５，
４，２，９，１２

２２ Ｎｐ２２ Ｔ２ｘ 小型斜层理 ７９∠４３ ３８∠３０，２９∠３１，１９∠２６，３２∠３６，１３∠２０，２６∠３５，１８
∠３０，２３∠３１， ２１ ∠３２， ２９ ∠４６， ３７ ∠３１， ３６ ∠３１， ３３
∠３７，２９∠５１，３２∠４６，１７∠３０，３０∠３０

３０５，３０８，２９９，３１８，２８９， ３１５，３０５，３０７，
３３５，３０７，３０７，３２０，３４２，３３６，３０５，３０６

２３ Ｎｐ２３ Ｔ２ｘ 小型斜层理 １８∠７２ １９５∠８０，２０９∠６５，２００∠６４， １９８∠７５， ２０１∠７７， ２１５
∠８１，２０５∠７３，２１０∠７８，１９７∠７７，２０２∠８３，１９４∠８２，
１９６∠７８，２１２∠７２，２０３∠７９，２０１∠７６

１２，３２，２０，１８，２３，５１，２９，４０，１６，２７，９，
１４，３９，２８，２３

２４ Ｎｐ２４ Ｔ２
１ 小型斜层理 １９５∠５４ ２００∠６４，２０６∠５９，１８２∠６６， １９８∠７４， １９０∠６８， １９７

∠８０，１９５∠８０，２０２∠８１，１９６∠７５，１９１∠７０，１８３∠６９，
１９９∠７５，２１３∠７３，１８６∠７１， ２２６∠８４， ２０１∠７５， １８４
∠７２， １８２∠６９

２１９，２５９，１４８，２０３，１７６， １９９，１９５，２１０，
１９７，１８１，１５６，２０５，２３９， １６７，２４５，２１０，
１８４，１８２

２５ Ｎｐ２５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１５∠５１ ３４０∠４３，３４７∠６７，３５０∠５５，１０∠５９，３５０∠６５，２７∠５９，
１８∠６８，１∠６６

２５６，３１０，２８８，３４６，３１１，６９，２４，３３２

２６ Ｎｐ２６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２５∠３７ ３５３∠５４，３２∠５２，４∠５９，１６∠６２，６∠６４，２２∠７２，２２
∠６１，３３５∠３６，１１∠５５

３１９，４５，３４２，６，３４９，２０，１８，２７２，３５０

２７ Ｎｐ２７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２２２∠７１ ２１４∠３６，２４１∠３７，２３８∠５９， ２２０∠５６， ２３９∠５９， ２１９
∠５４，２３３∠５１，２４１∠５９，２３６∠５６，２３７∠５４，２２２∠４４，
２１０∠４０，２３５∠５８，２１０∠４５，２２２∠４１，２１４∠３６

５０，２３，３５４，４８，３５３，５０，１８，３５０，５７，４２，
５６，２，６０，４２，５０

２８ Ｎｐ２８ Ｔ２ｂｎ 波痕 ３５０，３４３，３５１，３３９，３４１， ３４５，３４１，３５２，
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１，３３８，３３９， 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０，
３３７

２９ Ｎｐ２９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４∠１５ ３５９∠３６，４∠３７，３４９∠５０，３４５∠５３，３２６∠３８，１３∠４６，
２６∠４０，３５６∠４８，３５９∠３６，５∠４０，７∠３８，３５８∠５１，３５６
∠５４

３５５，４，３４４，３３９，３０８，１５，３６，３５３，３５，５，
５，８，３５６，３５３

３０ Ｎｐ３０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２２２∠２４ ２３９∠２４，２４７∠３５，２４９∠３１， ２５２∠２０， ２４８∠１５， ２６６
∠４４，２２２∠１３，２６７∠４６，２６０∠５３，２６４∠５６，２５４∠１４，
２７１∠４５，２５９∠５５，２６３∠１２，２６５∠５４，２７２∠５４

３１９，２８２，２９５，３４４，２２，３１，３９，２９２，２７８，
２８１，８，２９７，２７５，１２，２８３，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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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地点 地层 测量标志 地层产状 原始测量标志产状 复原后古流水方向

３１ Ｎｐ３１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１９０∠６９ １９５∠６５，２００∠５６，１９０∠６０， １９５∠６４， １８８∠６２， ２００
∠５６，２０３∠６５，１９９∠６１，１８８∠５７，１９５∠６３，２００∠６４，
２０５∠５９，２１０∠６０，１９８∠６３，１８５∠５７

３２１，３０５，１０，３２８，２４，３３７，３００，３２６，１８，
３３３，３１０，３１９，３１０，３２０，２９

３２ Ｎｐ３２ Ｔ２ ｌ 波痕 ３１６，３３０，３０７，３１７，３１５， ３２８，３１４，３１５，
３２０，３３９，３３７，３３２，３３５， ３４０，３２９，３３５，
３２７，３３１

３３ Ｎｐ３３ Ｔ１ ｌ 小型斜层理 ３５∠８０ １６∠７０，１７∠６３，１８∠６３ １８６，１９３，１９４

３４ Ｎｐ３４ Ｔ２
１ 小型斜层理 １０∠５５ １３∠５９，１６∠６５，３∠６７，１８∠７２，２∠６４，３５７∠７６，３５８

∠７２，１６∠７２， ５ ∠７５， ７１ ∠７５， ３５１ ∠６８， ８ ∠７４， ３５５
∠７０，６∠７４，３∠６４，３４４∠６２，３５３∠７１

４３，３９，３４２，３４，３３０，３３８，３３４，２９，３５６，
９６，３１２，４，３２４，３５８，３３４，２９，０，３２２

３５ Ｎｐ３５ Ｔ２ 槽膜 １５，１９，１１，２０，１３，１４，１８，２２，１５，２４，２２，
１０，８，１２，１６

３６ Ｎｐ３６ Ｔ２ｂｆ 包卷层理 ２７９，２２０，２５０
３７ Ｎｐ３７ Ｔ２ｂｆ 槽膜 ２４０，２４３，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０，２３３，２２９

３８ Ｎｐ３８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８２∠７８ ７０∠６１，７０∠６０，７４∠６３，７３∠６２，６０∠６２，５４∠７０，６２
∠６３，５８∠５７， ５７ ∠６６， ６０ ∠６７， ６２ ∠６８， ６５ ∠６３， ６０
∠５２，５８∠５１，６５∠６４，４８∠６３，４８∠６５

２９３，２８７，２８７，２８８，３１０， ３３１，３２４，３１０，
３０４，３２１，３２１，３２１，３０６， 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８，
３２１，３２５

３９ Ｎｐ３９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２１９∠５２ ２３３∠３８，２４０∠４１，２３６∠４３， ２３６∠４２， ２４６∠４１， ２３０
∠５２，２３８∠３８，２３２∠３９，２３６∠５２，２５０∠５４，２４０∠５３，
２４５∠５１，２４３∠５１，２４２∠５４，２３３∠４９，２３８∠５３

８，３５１，３５０，３５３，３４７，３１２，２，８，３１４，３１３，
３１２，３１９，３１９，３０９，３２８，３１１

４０ Ｎｐ４０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１８８∠５４ １４４∠７７，１５６∠６５，１７１∠７５， １６８∠７０， １７５∠６９， １３３
∠６１，１８４∠６６，１８２∠６９，１６６∠ ６０

２９７，２９０，３２７，３１５，３２７， ２７０，３５０，３１９，
２８０

４１ Ｎｐ４１ Ｔ２ｈ 小型斜层理 ３２５∠２１ ２５７∠３５，２７３∠２８，２８３∠３２， ３０５∠２６， ２７５∠３５， ２７９
∠２３，２８０∠２８，３１０∠２４，２８３∠ ３２，２８４∠２３，２９１∠２４，
２８９∠２３，２９０∠ ２８，２９３∠ ２８，３０５∠３５

２２５，２２７，２４５，２５７，２４１， ２１９，２３３，２５５，
２４５，２２３，２３１，２２６，２４３，２４７，２８１

４２ Ｎｐ４２ Ｔ２ 波痕 ２５９，２８０，２８３，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０

４３ Ｎｐ４３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２１２∠２６ ２５７∠４４，２５１∠４０，２４４∠３４， ２４９∠３０， ２３２∠３５， ２２４
∠４９，２４６∠３１，２３０∠４３，２４７∠３０，２４０∠３８，２４８∠４２，
２３８∠３６，２４６∠３２，２３５∠３８，２５４∠ ４６

２８７，２８６，２９０，３０６，２６９， ２３４，３００，２５０，
３０４，２７５，２７９，２７７，２９７，２６７，２８２

４４ Ｎｐ４４ Ｔ２ｂｆ 波痕 １８５，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２，１７４， １７５，１４５，１７７，
１７４，１７０

４５ Ｎｐ４５ Ｔ１ 包卷层理 ２８５，３４１，３４３，３５４，３２４，３１６，３５４，３７，２２，
２７， ３４８，３３４，３４９

４６ Ｎｐ４６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２０８∠４４ ２６５∠３９，２７０∠３７，２５６∠３３， ２６５∠３０， ２５６∠３０， ２６１
∠２９，２３５∠２６，２７２∠３５，２５１∠ ３０，２５５∠ ２８

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６，３４２，３４２， ３４３，３５７，３３４，
３４２，３４６

４７ Ｎｐ４７ Ｔ２ｂｆ 小型斜层理 ６８∠５７ ５８∠ ６９ ２９

４８ Ｎｐ４８ Ｔ２ｂｎ 小型斜层理 ３４∠４７ ９∠６７，１９∠６５，２２∠５９，２７∠７１，１８∠４４，３５∠６９，１９
∠６２，１２∠６０，８∠５９，１８∠６２，５∠ ５９，７∠ ５６，１１∠ ５８，
１９∠ ６５，１７∠ ５９

３４０，３５４，３５１，１８，２８３，３６，３５０，３３３，３２５，
３１８，３２７，３５４，３４０

４９ Ｎｐ４９ Ｔ２ｂｎ 波痕 ３４１，３４３，３５０，３３６，３３９， ３３４，３４１，３３４，
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３，３３８，３３５，３３６，３２９，３２５

　 　 注：①数据表格中的 ９６∠４３ 表示岩层倾向 ９６°，倾角 ４３°；②槽膜构造、包卷层理、波痕等标志在野外测量中已经经过复平面校正；③Ｔ１ ｌ．下三

叠统罗楼组；Ｔ１ ．下三叠统；Ｔ２
１ ．下三叠统二段；Ｔ２ ．中三叠统；Ｔ２ｘ．中三叠统新苑组；Ｔ２ｂｎ．中三叠统板纳组；Ｔ２ｂｆ．中三叠统百逢组；Ｔ２ ｂｙ．中三叠统边阳

组；Ｔ２ ｌ．中三叠统兰木组；Ｔ２ｈ．中三叠统河口组；Ｔ３ｂ．上三叠统把南组；Ｔ３ ｌｓ．上三叠统赖石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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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南盘江盆地中北部地区三叠纪古流向玫瑰花图及古流向平面分布图

（底图据吴浩若，２００３；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等，２００５ 和贵州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０ 修改） ［１，２０，３２］

Ｆｉｇ．４　 Ｐａｌｅ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ｏｓｅ ｐｌｏ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ｕ，２００３； 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ａｎ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９８０） ［１，２０，３２］

　 　 册亨、贞丰—关岭以东、望谟以西等地晚二叠世

为乐运—乐园裂谷［９］，裂谷演化的基础为二叠系茅

口组灰岩。 提出的地质证据主要有：①覆盖于茅口

组之上的中—上二叠统内部发育大量的基性火山

岩；②中—上二叠统内部发育有水下重力流、滑塌

堆积，地层展布上显示出一条近南北向的深水相沉

积向东西两侧突变为台地相的现象；③裂谷的边界

系统为北西—南东走向的同生正断层控制。 乐

运—乐园裂谷系统控制着望谟以北地区三叠纪复

理石深水盆地的沉积分布。 三叠系地层在安龙—
贞丰—关岭以西，主要为浅海—潮坪相碳酸盐岩沉

积，以东通过斜坡堆积进入深水盆地区，深水区向

东至望谟地区，水体相对变浅，古流向变为以南西

向为主（点 Ｎｐ１０、Ｎｐ１２、Ｎｐ１３），在册亨、贞丰—关

岭以东、望谟以西所围限的三角形地区中，古水流

方向分布表明，北部的浊积岩向南流动、北东地区

的浊流向南西流动（点 Ｎｐ１０、Ｎｐ１２、Ｎｐ１３）、北西地

区的则向南东流动（点 Ｎｐ１４）。 原乐运—乐园裂谷

范围内中三叠世以新苑组、边阳组复理石沉积为

主，古水流流向主要朝南（点 Ｎｐ２、Ｎｐ４、Ｎｐ７、Ｎｐ９），
晚三叠世在关岭以南地区，物源区来自南方 （点

Ｎｐ１）（图 ４）。 贞丰龙场与龙山、笃山等地，上三叠统

籁石科组浊积岩古流向表现出北部向南（点 Ｎｐ６）、
南部向北（点 Ｎｐ８、Ｎｐ１１）的相向流动特征，北部关岭

地区的关岭生物群国家地质公园上三叠统赖石科组

古流向自西向东（点 Ｎｐ３）（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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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认识和问题讨论

古流向结果显示，安龙与隆林之间的古水流具有

相向流动的特点，反映隆林—安龙之间存在一条近东

西向展布的深水槽区，同时西林—广南之间的古流向

也具有相向流动的特点，暗示在隆林—西林之间存在

一个古隆起，在广西西林县城北可见上二叠统吴家坪

组—长兴组含生物碎屑、砾屑灰岩组成的碳酸盐岩台

地边缘斜坡堆积与中三叠统新苑组一段碎屑岩沉积

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证明早三叠世—中三叠世早

期，该地区曾经遭受过剥蚀，存在古岛或陆地，与前人

研究认为广西田林—隆林之间中三叠世处于隆升状

态，甚至有可能暴露遭受剥蚀的认识是相同的［３２⁃３３］。
沿潞城—田林—百色—田阳一线延伸存在一个较低

的槽区，古水流由两侧玉凤、龙川、阳圩等地流向槽

区，而在深水槽内，古流向主要以北西方向为主，与肖

彬等［３４］ 认为中三叠世田林等地古水流方向为 ＮＷＷ
方向（利周至潞城方向）的认识一致的。 沿剥隘、阳
圩一线，可能存在一条 ＮＷＷ—ＳＥＥ 向的古隆起控制

古流向，即古隆起以南古流向向南，分水岭以北古流

向则向北，对中三叠世浊积岩古水流流动方向起着控

制作用（图 ４）。 富宁—那坡等地之间的古流向主要

朝北显示越北古陆是南盘江盆地南部复理石的物源

区，这与秦建华等［３５］、张继淹［３６］ 和牟传龙等［３７］ 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 在册亨、贞丰—关岭以东、望谟以西

所围限的三角形地区中古流向方向的统计结果，得出

册亨以南地区，中三叠世存在一个最深的区域，册亨、
贞丰白层等地存在的古隆起可以为原裂谷范围内中

三叠统复理石提供陆源碎屑供给［３２⁃３３］。 而南盘江盆

地北东部的物源区可能来自北东方向的江南古

陆［２２，３８］（图 ４）。
南盘江盆地中三叠世处于弧后伸展环境［１４，３５，３９］。

而对南盘江盆地的消亡过程，前人研究存在分歧。 苟

汉成［１３］提出上三叠统把南组、火把冲组为磨拉石粗

碎屑含煤沉积。 Ｅｎｏｓ ｅｔ ａｌ．［５］ 认为晚三叠世把南组、
上覆火把冲组等具有海相磨拉石的特征。 吕洪波

等［４０］通过中三叠统浊积岩中出现大量的同沉积挤压

构造，据此认为中三叠世盆地已经进入收缩挤压的演

化阶段。 杜远生等［４１⁃４２］ 认为从早三叠世晚期—中三

叠世盆地经历了前陆盆地演化阶段。 晚三叠世南盘

江盆地转换为前陆盆地［１４，２３］。 李荣西等［４３］认为由杨

柳井组至竹竿坡组沉积时扬子碳酸盐台地沉积环境

发生突变。 梅冥相等［４４⁃４６］ 提出卡尼期之后黔西南地

区逐步进入具有前陆盆地性质的演化序列。 南盘江

盆地上三叠统地层多在盆地北缘分布，南盘江盆地北

部地区可见从碳酸盐岩台地相—台地边缘斜坡相—
深水盆地相的明显相变，相变线沿着台地边缘展布，
册亨以北至关岭地区相变线近于南北向展布，册亨以

南至坡脚以西，相变线则转变为近东西走向。 在关岭

断桥、贞丰以西、坡脚、册亨等地区，均可以发现沿相

变线存在脆性正断层的现象，证明相变受控于伸展变

形作用，至中三叠统杨柳井组还存在相变现象。 而上

三叠统竹竿坡组沉积时，竹竿坡组超覆在乐运—乐园

裂谷西边界之上，把近于南北向展布的相变线覆盖，
上三叠统籁石科组也存在此现象（图 ５），在关岭以

东，竹竿坡组为一套开阔台地相的微晶灰岩，超覆于

中三叠统杨柳井组巨厚的碳酸盐岩台地边缘斜坡堆

积之上，反映海水变浅的过程，是该地区构造体制转

换的沉积响应。
上三叠统赖石科组在贞丰龙场与龙山、笃山等地

和北部关岭地区的关岭生物群国家地质公园等地古

流向显示，晚三叠世龙场与龙山、笃山之间存在一条

近东西向展布的深水槽区。 北部关岭地区的关岭生

物群国家地质公园，其沉积环境同样可能为一条近东

西向展布的较深水海湾或海槽［４７⁃４９］（图 ４）。 上三叠

统竹竿坡组、籁石科组以及层位更上部的火把冲组、
龙头山组等在地层展布上同样显示为近东西走向的

构造—沉积格局，一改之前的近南北向构造—沉积格

局，证明南盘江盆地的整体构造框架至少在上三叠统

竹竿坡组沉积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构造框架的

转变在对晚三叠世古水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图 ５）。
根据盆地北缘竹竿坡组、籁石科组出现的构造框

架的改变现象，推测在兰木组、边阳组沉积之后、晚三

叠世期间南盘江盆地南部可能已经挤压隆升，不再接

受沉积或者是曾经有上三叠统沉积，但后期造山作用

将其全部剥蚀。 而南盘江盆地北部地区在上三叠统

竹竿坡组之后沉积框架发生变化进入了前陆盆地演

化阶段。
经典的陆内造山带通常会在造山作用盛期出现

一套近源快速粗碎屑陆相堆积的典型磨拉石建造，在
南盘江盆地北缘并未出现，贞丰龙头山的上三叠统二

桥组顶部为一套厚层块状的以脉石英、硅质岩为主的

细砾岩，不含海相化石，地貌上表现为高耸的陡崖，可
能是造山盛期的类磨拉石建造。 说明南盘江盆地北

部印支晚期的造山过程中，没有形成巨大的造山带，
因而未发育巨厚的砾岩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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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南盘江盆地关岭以南、贞丰以西地区地质略图

（位置见图 １，据贵州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０ 修改［３２］ ）
Ａ．南盘江盆地北部关岭许干—坡州地区地质略图；Ｂ．南盘江盆地北部贞丰地区地质略图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ｓｔ ｔｏ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ｅ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１９８０［３２］ ）

５　 结论

（１） 发育在三叠纪南盘江深水盆地浊积岩中的

小型斜层理前积细层、包卷层理、槽膜、波痕等沉积构

造对古流向有着良好的指示意义，本研究展示了 ４９
组古流向测量数据。

（２） 三叠纪南盘江深水盆地浊积岩物源区在盆

地的不同部位来源不同，中三叠世期间盆地南部广

南、底圩、八达、富宁一线物源区来自南部的越北古

陆；盆地东部的巴马、龙川、望谟一线物源区来自于东

部及北东的江南古陆；玉凤—凌云—乐业—望谟一线

浊积岩来自东部；盆地的沉积中心位于册亨以南、潞
城以北地区；盆地内部存在的古隆起对浊积岩的古流

向有重要影响。
（３） 南盘江盆地北部地区上三叠统近东西沉积

展布超覆于中三叠统近于南北向展布和晚三叠世期

间古流向的明显变化，应与南盘江盆地北部地区晚三

叠世构造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即南盘江盆地北部地

区在上三叠统竹竿坡组沉积时进入前陆盆地演化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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