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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池晚古生代盆地的沉积和构造演化
`

陈洪德 曾允孚
(成都地质学院沉积研究所 )

李孝全
犷西地质矿产局 区域地质调查队 )

提要 丹池盆地属右江裂谷带靠近江南古陆南缘的次级裂陷盆地
.

其中的沉积可分为五个相区
.

十

三种相类型
.

研究认为丹池盆地的形成
、

沉积作用
、

相和相序的分布均明显受到同沉积期断裂活动的影

响
.

构造演化从泥盆纪初开始即有北西向丹池断裂的张裂作用
,

此种张裂与其派生的北北东向走滑断裂

的复合作用
,

到二叠纪时
,

演变为北西向断裂 的走滑活动
,

丹池盆地最初由半地堑式发展为地蟹式盆

地
,

到二叠纪成为一走滑盆地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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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丹一河池 (简称丹池 ) 地区晚古生代时地处江南古陆西南缘
,

右江盆地北部
.

海

西期时丹池盆地沿北西向丹池大断裂带延伸
,

地层发育完整
,

分布广泛
,

岩相变化复杂
,

沉

积类型繁多
,

全国著名的丹池锡多金属矿带的主要矿床都产于泥盆系中
,

受一定层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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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丹池盆地同沉积活动断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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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岩相和构造控制
.

根据笔者及前人研究
,

右江地区在加里

东运动末期大部上升成陆 地
.

中泥盆世初

期
,

随着古特提斯海的张开
,

右江地 区发生

了大规模的地裂活动
,

并从陆内裂谷经大陆

边缘裂谷 (被动陆缘 ) 逐步演化为弧后裂谷

盆地
,

整个海西期具典型的盆地一台地交替

分布的岩相一古构造格局
,

丹池盆地为该裂

谷带靠近古陆边缘的一个次级裂陷盆地
.

据广西区调队所作航磁资料
, `

丹池地区

存在数条北西向和北北东一北东 向的主干断

裂 (图 l)
,

其中丹池断裂为横贯全区
,

并

延伸人黔南紫云
,

罗甸等地的深大断裂带
.

这些断裂在海西期时
,

对丹池盆地的沉积作

用有着十分明显的控制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8 6沉 积 学 报 7 卷

一
、

沉积相的划分及主要特征

根据丹池地区晚古生代的沉积类型
、

时空分布和演化特点
,

作者将该区沉积相划分为五

个相区
、

十三种相类型
,

表 1 列出了各种相的主要沉积特征
.

总的看来
,

丹池盆地在海西期

的沉积特点是在古陆边缘以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

而远离古陆则以碳酸盐与硅质沉积占优势
,

两者过渡区多呈指状交接的混合沉积
,

纵向上具有陆源碎屑沉积逐渐减少
、

碳酸盐沉积逐渐

增多
,

到三叠纪时又以陆源碎屑沉积为主的变化趋势
.

T
a

b l e

表 1 沉积相划分及主要特征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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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浸层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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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河床滞留沉积和潮坪及潮汐砂坝沉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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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海侵型砂质前滨一近滨组合
,

海侵型砂砾质前滨一近滨组合和海退型前滨一近近

脾脾脾脾组合合
潮潮坪相相 n 222 主要为中细粒石英砂岩

、

泥质砂岩
、

粉砂岩夹泥岩沉积
.

层理有潮汐层理
、

人字型型

层层层层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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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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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为泥岩
、

粉砂岩及砂岩沉积
,

砂岩成分与结构成熟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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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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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胶结物具多世代结构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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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生锨量触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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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台 ... VI ,, 受同沉积断裂活动控制

,

包括台缘浅水
、

台坡悬浮
、

碎屑流
、

变密度流和浊流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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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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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
,

跨过丹池断裂进人盆地后
,

则沿南丹东河
,

长老地发育成浊流沉积 v(
1)

.

浊积砂岩

成熟度较差
,

多为岩屑砂岩及岩屑石英砂岩
,

底栖型生物化石碎屑 (主要为棘屑) 与浮游型

竹节石以及薄壳腕足类等伴生
.

鲍玛序列普遍发育
,

多为 B C E
、

C D E
、

C E 组合
,

有少量

为 A B E
、

A E 组合
.

底模构造发育
,

沟模
、

跳模及槽模的方位测定表明
,

该浊流是由北西

向南东运移 (古流向 S EI 1 1
“

一 150
。

)
,

其分布受丹池断裂制约
,

厚达 700 一 900 m
.

该浊

流沉积的量一特点是不稳定
.

剖面上出现浊流沉积的砂
、

泥岩与盆内深水竹节石泥岩的交互

层
,

表现出受阵发性断裂活动影响的特点
.

3
、

中泥盆世早期 (纳标期 )

中泥盆世早期的岩相展布大致与塘丁期相同
,

但局部表现出海退的特点
.

黄江
、

艺场大

山一带发育了厚达千米的三角洲前缘沉积
,

浅海陆棚上局部出现碳酸盐台地
.

北东一北北东

向断裂活动加剧
,

一方面造成盆地内部差异抬升
,

导致局部的水下隆起
,

发育盆地生物礁
,

命芸粼六
厂

, :

燮 江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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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山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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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丹池盆地中泥盆世早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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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丹池盆地中泥盆世晚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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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厂龙兴山珊瑚一层孔虫礁
,

厚达 800 m

以上 ; 另方面在河池北香一五好地区出现盆

内浊积扇推积 ( V Z ) (图 4)
,

断裂裂陷带在

为输送陆源碎屑物质的通道
.

4
、

中泥盆世晚期 (罗富期 )

与纳标期相比
,

研究区在该时期的岩相

古地理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

一方面
,

罗富

早期继续表现出海退的特点
,

但晚期发生海

侵 ; 另一方面
,

由于江南古陆不断被剥蚀夷

平
,

碎屑物质供给减少
,

使得滨岸陆棚地带

从浑水沉积逐步向清水沉积过渡
,

碳酸盐台

地和生物礁
、

滩沉积大量发育
.

沉积相带从

北向南可分出滨岸
、

局 限台地
、

混合陆棚
、

开阔台地
、

台棚
、

台缘斜坡
、

盆地及乐业一

巴马台地等几个相带 (图 5)
。

在古陆南缘

浅海陆棚区
,

大致以驯乐一川山为界
,

东侧

主要是碳酸盐岩沉积
,

发育局限台地和开阔

台地 ; 而西侧则为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交互的

混合陆棚沉积
,

其上发育多个台地
,

台地之

间的凹槽往往成为向盆地内供给碎屑物质的

通道
.

在驯乐出现有河 口湾相
.

生物礁多发

育于盆地北东侧
,

由都匀近岸叠层石点礁
、

台地边缘刺毛虫一层孔虫堤礁到盆内发育马

蹄形珊瑚一层孔虫礁
.

台地边缘堤礁从西向

东有王佑礁
、

布寨礁
、

六寨礁和北山礁
,

其

分布明显受到北西向丹池断裂和北东向次级

断裂的控制
.

台缘坡相的一套重力流沉积与

同生滑塌堆积亦都出现在盆地与北东侧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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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带上
.

盆地相由深灰色
、

灰黑色泥岩

夹泥灰岩组成
.

乐业一巴马地区主要为开阔

台地沉积
,

以一套亮晶颗粒灰岩为特征
.

值

得注意的是在西侧台地与盆地的过渡区为台

棚相
,

沉积物由泥岩夹泥灰岩
、

灰岩组成
,

愈近台地
,

灰岩所占比例愈大 ; 重力流与同

生滑塌堆积不发育
,

反映海底坡度平缓
,

未

经受或较少受到同沉积断裂活动的影响
.

由

此可得到一种认识
,

即丹池盆地的两侧并不

对称
.

5
、

晚泥盆世榴江期一五指山期

晚泥盆世早期是广西境内泥盆纪最夭的

一次海侵期
,

陆源碎屑大量减少
,

碳酸盐沉

积占绝对优势
,

沉积分异十分显著
,

形成台

地一盆地一台地相间分布的古地理格局 (图

6)
.

盆地相 区下部为含放射虫
、

颗石藻硅

质岩夹硅质泥岩
,

其厚度由盆地中心向边缘

渐薄
.

靠近北东侧丹池断裂带附近
,

硅质岩

中常含有大的灰岩崩落砾块
,

另在川山一北

香沿北北东向断裂发育深水盆地沉积
.

晚泥

盆世晚期
,

由于区域性海退
,

盆地相区变为

条带状灰岩和扁头状灰岩沉积
.

晚泥盆世

时
,

盆地内部存在两个隆起
,

即龙头山生物

礁和五好下河台地
.

前者在中泥盆世末期停

止生长
,

但在地形上仍保持为水下隆起
,

五

抒下河台地则由中泥盆世早期的盆地相经滩

相变为局限台地白云岩沉积
.

在这两个隆起

的西一北西测
,

亦即北西向与北北东两组断

裂交会处多形成盆内次级坳陷
,

这可从硅质

岩沉积的厚度得到证实 : 隆起上的硅质岩沉积厚仅几米甚或缺失
,

而 向周 围很快变成

40 m
、

60 m
,

到盆内坳陷区可达 10 0一 120 m
.

这些隆起无疑阻止了海水的循环
,

导致盆地处 于相

对封闭的还原环境
,

更值得重视的是丹池矿带的主要矿田都位于这些隆起西侧的次级坳陷内
.

.6 早石炭世时期

继晚泥盆世晚期地壳抬升
、

海水变浅之后
,

早石炭世时地壳再次拉张沉陷
,

进而海侵扩

大
,

基本上保持了北西向展布的盆一台相间格局
,

沉积相带包括滨岸碎屑岩相
、

混合陆棚

相
、

开阔台地相
、

台棚及台缘斜坡相
、

盆地相 (图 7)
.

盆地相在岩关期为泥岩
、

硅质岩夹

少量凝灰岩
,

大塘期则以泥晶灰岩
、

含生物屑泥晶灰岩为主
,

生物组合为浮游型菊石
、

牙形

刺
、

三叶虫及丰富的薄壳腕足类化石
.

在川山一水源一北香与捞村一东河发育呈北东向展布的

浊积扇
,

沉积厚度达 l 00 0 m 以上
,

最厚的水源剖面可达 1 730 m
,

比起周围的同期沉积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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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得多
.

沉积物主要为砂岩
、

砾岩
、

含砾砂

岩
、

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

从川山后社经环江

水源到河池北香
,

陆源碎屑物质减少
,

颗粒

灰岩增加
,

由陆源碎屑蚀流沉积变为陆源碎

屑浊流和钙屑浊流沉积互层 ; 陆源碎屑的粒

度由粗到细
,

鲍玛序列则以 A B E
、

B C B,

B E组合变为 C D E
、

C E及 B C E组合
,

而

钙屑浊流沉积 则多 为 A E
、

A B E 组合
,

表

明两者来自不同的物源区
,

即碎屑物质源于

北面的江南古陆
,

而碳酸盐碎屑则来自邻近

的碳酸盐台地
.

整个剖面具有向上变粗的层

序特点
.

此外
,

桑郎一罗甸一带可能受北东

向断裂活动影响
,

形成隆起
,

以陆棚碳酸盐

沉积为主
,

使得盆地内沉积向西发生变化
,

到紫云一带又出现盆地相沉积
.

7
.

中石炭世一晚石炭世时期

此期为盆地逐渐收缩变浅
、

浅水碳酸盐台地广泛分布的时期
.

中石炭世时
,

在盆地东

段
,

由于前期大量陆源碎屑充填沉积
,

转化为碳酸盐台地
,

盆地相区仅分布于桑郎一罗富一

大厂一带
,

为一套深灰色的泥晶灰岩及 白云岩沉积
.

盆地南北两侧均发育台缘斜坡相
,

尤以

南侧更为显著
,

沿龙腊更林至吾隘下村近百公里长的地带内
,

大量出现由重力流作用形成的

砾屑灰岩
、

砂屑灰岩及生物屑砂屑粉屑灰岩
,

部分层段正粒序相当明显
,

伴随有大规模的同

生滑塌堆积和同生流动一滑动构造
,

反映出受到 同生断裂活动的显著影响
.

由于地壳不断抬

升
,

盆地不断充填变浅
,

到晚石炭世
,

仅在桑郎一龙腊一带保持相对低凹地形
,

使环境受局

限
,

主要发育泻湖相泥晶灰岩
、

含生物屑泥晶灰岩和含膏盐孔细粉晶白云岩沉积 ; 周围为较

开阔的碳酸盐台地
,

代表性的岩石有微晶
、

亮晶砂屑灰岩
、

生物屑灰岩
、

砾屑灰岩和微晶灰

岩
,

保存有底栖固着的珊瑚
、

腕足类
、

蜓类等化石
.

从总体寿
,

盆地的充填变浅系由南东推

向北西
.

到晚石炭世末
,

自泥盆纪中一晚期开始发育的盆一台相间格局基本消失
,

盆地已大

致被充满
.

并由于地壳运动的挤压抬升
,

造成区内出现石炭系一二叠系间的假整合接触
.

8
.

二叠纪时期

早二叠世时主要为一套滨
、

浅海碎屑岩与开阔台地相的碳酸盐沉积
.

至早二叠世晚期
,

北西向断裂再次活动
,

造成台一盆分异
.

晚二叠世主要发育员限台地
一沼泽

、

开阔台地
、

台

缘斜坡和盆地等几个相带 (图 8 )
,

大致呈北西向展布
,

并表现出反
“

S
”

型弯曲延伸特点
,

盆

地相带分布不连续
.

局限台地一沼泽相在盆地周围有大面积分布
,

由灰色
、

深灰色中等厚度

层状含隧石结核灰岩
、

泥晶灰岩
、

泥质灰岩夹煤层组成
.

开阔台地分布较局限
,

主要为中厚

层状生物屑微晶灰岩
、

亮晶砂屑
、

生物屑灰岩等
.

台缘斜坡相带以厚度较大的碎屑流
、

浊流

沉积为特征
.

盆地相 区分布于紫云以西和桑郎
、

罗甸一南丹龙里
、

罗 富一河池环江一带
,

受

两条北西向边界断裂 (即丹池断裂和益兰断裂 ) 控制
.

沉积物为泥岩
,

含放射虫
、

海绵骨针

硅质岩
,

并有来 自邻近台缘斜坡的呈扇状分布的含火山碎屑钙屑浊流沉积
,

发育具有 A E
、

A B C E
、

B C E 组合的鲍玛序列
、

包卷层理
、

底模及同生滑塌构造等
.

另外
,

在盆地东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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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巴平一带发育有二叠纪的沉积灰岩岩脉
.

三
、

同沉积期控相断裂的性质及演变

在控制沉积作用
、

岩相带分布与变化的所有因素中
,

构造因素是最基本的
,

它直接控制

了沉积盆地的形成
、

沉积作用
、

沉积厚度
、

相和相序的分布及变化
.

因此
,

国内外许多地质

工作者都很重视对同沉积断裂活动特点的研究
。

1
.

同沉积断裂活动的特征

现今所观察到的大断裂带大多为多次构造运动叠加的产物
,

这些断裂活动的继承性和变

化性使得人们仅凭现代构造本身的形迹来认识古代各时期的活动特点是非常困难的
,

只能从

对保存古构造活动形迹最有利的沉积岩中的各种特征来研究同沉积断裂的活动
.

研究区内同

沉积断裂活动的主要表现为
:

( l) 沉积相带呈线型展布
.

延伸方向与断裂一致
.

扩张性断裂多形成线状的坳陷带及

火山活动带
,

而走滑断裂常造成局部隆起与坳陷
,

相带展布呈
“

S
’

型或反
“

S
’

形
.

( 2) 生物礁呈线状分布
.

因张性正断层的差异升降
,

往往在上升一侧的台地边缘发育

生物礁
,

这些礁体在剖面上大都不对称
,

且礁前塌积多出现于靠近断裂的一侧
.

( 3) 特殊的沉积类型
.

当断裂活动产生的线型裂陷带与古陆边缘相交时
,

可成为 向盆

地输送大量陆源碎屑物质的通道
,

从而在盆内形成厚度很大的浊积扇等沉积
.

在盆一台过渡

带的断裂活动
,

则产生坡度较大的台缘斜坡或陡崖
,

从而出现大规模的碎屑流
、

浊流沉积和

同生滑塌与崩落堆积
.

(4 ) 具有特殊的同生变形构造
.

同沉积断裂活动可形成大规模的同生滑塌褶皱
、

包卷

构造
、

枕状沉积体和同生滑动构造
,

其明显的特点是它们多被限制在某一层位上
,

而其上千

岩层产状正常
,

可与后期构造相区别
。

( 5) 沉积等厚线形状及延伸受到断裂制约
.

同沉积期断裂活动常造成地形
、

物源和堆

积速率的差异
,

导致沉积厚度不同
.

( 6) 异常的与急剧的相变
.

同沉积期断裂活动常引起沉积相的急剧变化
,

如盆地内的

局部隆起处可形成台地或发育生物礁
,

盆地一台地相带间的指状交接等
.

2
.

同沉积期断裂的性质与演变

丹池盆地的海西期同沉积断裂活动非常显著
,

且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活动特点 (图

9 )
.

( 1) 北西向断裂的张裂作用 (泥盆纪一石炭纪 )

广西地区泥盆纪一二叠纪构造活动与沉积相的分析研究
,

表明整个晚古生代都处于一种

准地台拉张的构造背景
,

泥盆纪至石炭纪发生了大规模的地裂活动
.

泥盆纪初
,

随着丹池大

断裂的形成
,

丹池地区发生裂陷沉降
,

接受泥盆纪的沉积
.

丹池大断裂的张裂活动自泥盆纪

初开始持续到石炭纪
,

是造成该区盆一台相间格局
,

沉积相带多呈北西向展布的主要原因
.

这种张裂活动时断时续
,

呈现剧裂拉张期与缓和间歇期的交替变化
.

在剧烈拉张期
,

如早泥

盆世的塘丁期
、

晚泥盆世的榴江期和早石炭世
,

盆一台格局显著
,

沉积分异明显
,

火山活动

较强烈
.

缓和间歇期则与此相反
,

沉积相分异不明显
,

表现为一种填平补齐的作用
,

这种活

动的特点造成了研究区内有岩干沉积旋回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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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纪时期
,

明显

1 ) 丹池断裂

( 4 ) 五好 川 lLJ 断 裂

( 2 ) 桑郎 罗甸 独山断 裂

( 5 ) 益 兰断裂

( 3 ) 大 厂 捞村 断裂

( 6 ) 沉积灰岩脉

图 9 丹池盆地同沉积断裂活动演化与应力分析示意图
F i g

.

9 Sk e te b d ia g r a m o f e v o lu it o n o f th e s y n e s d im e n t a r y

fa u l t i n g an d s tr e s s a n a iy s is in D a n e h i B a s i n

的同沉积断裂活动主要

发生在丹池盆地东界
,

即丹池断裂 的活动
: ①

相变迅速
,

伴随大量的

重力流沉积及同生滑塌

与崩落堆积
, .

在盆地西

侧为较典型 的 台棚沉

积
,

岩相由盆地相逐渐

过渡为台地相 ; ②泥盆

纪生物礁都沿盆地北东

侧台地边缘发育
.

表明

丹池盆地在该期应为不

对称的半地堑式盆地
.

至早石炭世时
,

区域张

裂作用再次加剧
,

丹池

大断裂进一步裂陷
,

在

乐业一巴马台地与盆地

相的过渡带形成同沉积

期生长 断裂 (益兰断

裂 )
,

导致中石炭世沿桑郎一更林一益兰一吾隘下村长达近百公里的地带广泛发育有碎屑流及

浊流沉积
,

并出现大规模的同生滑塌和流劝构造
,

指向构造表明重力流及滑塌方向均从南西

至北东
,

丹池盆地即由一侧为边界断裂的半地堑式盆地渐转变为两侧均受同沉积断裂控制的

地堑式盆地
.

( 2) 北北东向断裂的走滑作用 (早泥盆世晚期一石炭纪 )

由于丹池断裂的张裂活动
,

诱发产生了一组北北东向的走滑断裂
,

包抱五好一川山断

裂
,

大厂一捞村断裂和桑郎一罗甸一独山断裂
,

表现以下特点
:

形成时间晚于北西向断裂
,

直到中泥盆世早期才开始明显控相
,

其规模亦远远小于北西

向断裂
,

加之两组断层活动方式的差异
,

说明属同期
“

X
’

型剪裂的可能性不大
.

拉张与挤压相伴生
,

如五抒一川山断裂
,

在五好下河地区晚泥盆世造成局部挤压
,

盆内

局部隆起发育碳酸盐台地
,

而在北香一J I}山一带则表现张裂作用
,

发育北东向深水盆地相硅

质岩夹硅质泥岩沉积 (图 6)
.

大厂一捞村断裂亦表现出同样特点
,

在大厂龙头山区因挤压造

成海底隆起
,

发育了龙头山生物礁
.

这些走滑断层显著的共同点之一是在与丹池断裂交会

处
,

往往于北北东向断层东侧形成隆起
,

而在其西侧产生次级坳陷
,

这可从台缘斜坡上同生

滑塌方向
、

生物礁的礁前塌积物均发育于西侧以及硅质岩的厚度等方面得到证实
.

北北东向断裂向古陆延伸
,

一方面在古陆边缘形成锯齿状海湾
,

并发育河 口湾沉积
,

另

一方面成为向盆地输送大量陆源碎屑物质的通道
,

形成海底浊积扇
,

如五好中泥盆世早期的

五好一北香海底扇
,

早石炭世的川山一水源一北香浊积扇等 (图 4
,

图 7)
.

地层等厚线图亦揭示了北北东向断裂的控制影响
,

沿断裂拉张区沉积厚度显著增大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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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荡夕际之

稼芬 , 二柳

巍
@

澎
乙

瀚
’

彻 户舔
、 五好

`户 . 、 . . .口 ,

( l )

-
( 2 ) 叁

( )I 等厚线 ; ( 2) 同沉积期活动断裂
图 10 丹池盆地早石炭世沉积厚度与同沉积晰裂关系图

F ig
.

10 R e la t i o n s il i p o f t h e se d im e n t a口 t h ie k n e s s w i ht t h e s y n明 d如 e n t a卿

fa u lt i n g o f E a r ly C a r b o n 业 r o u s i n D a n e h i B a s i n

挤压区则明显减薄 (图 10 )
.

据相带分布及其它特点综合分析
,

北北东向断裂具左旋走滑活动特点
.

.3 北西向断裂的走滑活动 (二廷纪 )

二叠纪时期为区域上发生重大构造变动的时期
,

华夏古陆与江南古陆完全对接碰撞
,

钦

防海槽发生褶皱隆起
,

使得桂林鹰扬吴
、

大瑶山一云开大山古陆连成一片
,

古特提斯洋板块

亦开始向滇黔桂板块之下俯冲
,

这样势必导致丹池乃至整个右江地区构造应力场的改变
.

而

只要主应力轴与原断裂面之间成角度关系
,

就会使丹池断裂
、

益兰断裂发生沿走向的滑动
,

当时北北东向断裂活动不明显
.

北西向断裂的走滑活动造成以下特点 :

相带展布呈反
“

5
.

形
,

且盆地相带分布不连续
,

在桑郎
、

罗甸一带因走滑挤压而产生隆

起
,

发育碳酸盐岩台地
,

而黔南紫云
、

贞半和广西南丹县龙腊一罗富一大厂等地
,

则在晚石

炭世基本填平的基础上
,

因走滑拉张形成较深水的盆地
.

在相带急剧拐弯处于斜坡一盆地边

缘区多发育有含火山碎屑钙屑碎屑流和浊流沉积
,

并与含放射虫硅质岩互层 (图 8 )
.

在南丹县六寨地区
,

因丹池断裂的强烈走滑活动
,

使台地边缘产生大规模的张节理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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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叠纪的沉积灰岩岩脉
.

在 2 0km 2
范围内

,

共出现沉积灰岩岩脉 15 条
,

平面上呈长条状

及透镜状
,

剖面上则呈脉状与墙状
,

脉长一般数十米
,

最长可达 5 5Om
,

宽度范围由几米至

150 米
,

延伸方向主要呈北东一北东东向
。

脉体切割深度可达上泥盆统
,

并在上
、

中
、

下石

炭统中均曾见及
.

沉积灰岩岩泳的沉积类型有同生滑塌角砾岩
、

重力流沉积的砾屑与砂屑灰

岩
、

生物碎屑灰岩和正常沉积的泥晶灰岩
.

在砾屑灰岩的泥晶填隙物中
,

产有早二叠世栖霞

期化石
,

如 M 台e
ill 、 sP 等

.

据相带展布和沉积灰岩岩脉的特点
,

北西向断裂应属左旋走滑性质
,

而丹池盆地也为一

走滑盆地
.

总之
,

海西期时
,

丹池盆地的沉积明显受到同沉积期断裂活动的控制影响
,

控相断裂的

活动从泥盆纪开始的北西向断裂的张裂作用
,

经北西向断裂的张裂与由其派生的北北东向走

滑断裂的复合作用
,

到二叠纪变为北西向断裂的走滑活动
,

剖面上则从半地堑式盆地演变为

地堑式盆地
.

在工作过程 中
,

得到张锦泉副教授
、

林文球副教授
、

刘文均副研究员
、

蒋廷操高级工程

师及广西地矿局区调队四分 队部分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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