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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海相深水重力沉积相模式

高振中 段太忠

(江 汉石 油学院地质系 )

提要 通过对华南地区诸多海相盆地深水沉积物的详细解剖
,

识别出一个由重力搬运沉积形成的完

整岩类系列
,

包括孤立岩块
、

滑动滑塌和重力流沉积三个基本端元大类
。

这些重力流沉积以不同的型式组

合构成了三大类七亚类各具特征的深水沉积体系
。

工陆源碎屑体系包括 ( 1) 海底扇和 (2) 轴向搬运沉积

亚体系
。

n 碳酸盐体系包括 ( 1) 碳酸盐缓坡
,

(2) 沟槽型碳酸盐斜坡和 ( 3) 碳酸盐陡坡
。

祖混合物源体

系包括 ( )l 碳酸盐斜坡体系与陆屑海底扇组合 ; (2) 碳酸盐斜坡体系与火山碎屑重力流轴向搬运沉积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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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南地区海相重力流沉积十分发育
,

类型繁多
,

且其沉积物空间分布形式也复杂多

样
,

成为当前重力流研究的一个重要地区
。

本文试图对该区重力流研究取得的进展进行初步

总结
,

建立各种重力流沉积体系的相模式
。

一
、

华南地区重力沉积的分类

在参考 D o t t
,

M id d l e t o n 和 H a m p t o n 以及 L o w e 等的分类后
,

本文对华南地区重力流

沉积的分类如表 1 所示
。

由表 1可以看出
,

该分类与上述作者的差别在 : ①在岩崩形成的沉

积中划分出孤立岩块 ; ②把碎屑流沉积进一步划分为贫基质的和富基质的两个亚类 ; ③把浊流

沉积划分为高密度和低密度两个亚类
。

下面将简要介绍各类沉积的主要特征
。

表 1 华南地区重力流沉积的分类
T a b le 1 T h e e la s s ifi e a t i o n o f d e e P一w a t e r g r a v i t y一 d i sP la e e d d e P o s i t s

,

S o u t h C h in a

岩岩崩沉积积 塌积砾岩岩

孤孤孤立岩块块

滑滑动和滑塌沉积积 滑乱层层

滑滑滑塌角砾岩岩

重重重 碎屑流沉积积 富基质的的

力力力力 贫基质的的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沉沉沉 颗粒流沉积积

积积积 液化流沉积积

浊浊浊流沉积积 经典的一低密度的的

粗粗粗粗粒的一高密度的的

二
、

各类重力沉积的基本特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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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南地区
一

古代地层中的岩崩沉积局部发育
,

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

为塌积 六
,

另一为孤立

岩块
,

均多见 于碳酸盐岩中
。

( )l 塌积岩 系指 陡崖或陡坡下因重力滚落形成的杂乱的粗屑堆积
。

湖南宁远中泥盆

统礁灰岩 下伏层中所夹 由层孔虫块和其它生物砾杂乱堆积而成的砾屑灰岩即属此类
。

创 t乡成

十层孔虫礁前深水带中
,

生物砾间的空洞可由栉壳状亮晶方解石充填
。

南盘江地 区晚
. ,̀ 产1代

孤立碳酸盐台地周缘也常见此类塌积岩 (王迥 章
,

! 98 0
,

学术交流会 )
。

(2) 孤立岩块 孤立岩块是指四周为深水沉积所包围的
、

来 自浅水高能环境的巨人岩

块
。

其颜色
、

岩性
、

沉积构造等均 与围岩极不协调
。

岩块的规模从若干立方米至万余立力米

不等
,

大多为礁灰岩块体 湘西上寒武统中的孤立岩块多为灰白色的兰缘藻礁灰岩 (图版

工
,

l )
,

呈块状
,

但可显示生物型层理
。

岩块的长边一般 与这种生物型层理垂直或斜交
,

说

明它不是滑动而是崩落成因的
,

是生物礁陡峭的前缘因垂直裂隙而产生的崩塌岩块
。

宕块 下

伏的原地沉积中的揉皱现象
,

表明这种崩落岩块在搬运的后期是呈滑动的
。

.2 滑动与滑塌

滑动与滑塌在深水碳 酸盐甲均较常见
。

由
一

f 坡度
、 .

岩性
、

滑塌体厚度
、

滑动持久程度的

不同
,

滑塌变形的程度差别甚大
,

从纹层的轻微弯曲到强烈角砾化构成一个连续过渡的系

列
。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滑塌褶皱和滑塌角砾岩
。

( )l 滑塌褶皱或滑乱层 多见于薄层沉积中
,

以塑性变形为主
,

可有一定程 度的错

断
。

这一般是在岩层未完全固结的情况 I’’ 形成的
。

该类沉积以湘西黔东寒武系 中最为特征

(图版 1
,

2 )
。

赣西北萍 乡
、 _

卜高
一

带 下三叠统深水斜坡
、

盆地相碳酸盐 中亦很常见
。

(2 ) 滑塌角称岩 该类沉积中
,

原岩层的连续性遭到彻底的破坏
,

全 面角砾化
,

多见
一

卜一定程度固结的脆性岩层中
。

该类角砾岩与碎屑流沉积的主要区别之 一是 与下伏层间小必

有截然界面
,

向下和 向上与正常层之间均可呈渐变过渡
。

此类沉积在华南地区深水碳酸盐岩

中十分常见
。

应指出的是
,

这类角砾岩
一

般分布在碳酸盐斜坡带
。

.3 重力流沉积

( )l 碎屑流沉积 碎屑流沉积在碳酸盐重力流 中是最重要的 一类
,

在陆屑重力流中也

常见及
。

碎屑流沉积多由砾级碎屑构成
,

通常呈块状
,

无分选
,

无粒序特征
,

但其顶部有时

可显正粒序
。

碎屑流沉积既可为水道的充填体
,

也可呈席状产出
。

按细粒基质的含量可将碎

屑流分为富基质的和贫基质的两类
。

()] 富基质的 〔图版 工
,

3)

此类碎屑流中富含粘 上或灰泥基质
,

呈基质支撑组构
,

砾石级颗粒
“

飘浮
”

于其中
,

这 反

映碎屑流流动时完全靠基质强度和浮力支撑
,

是典型的碎屑流
。

②贫基质的 (图版 I
,

4)

此类碎屑流沉积基质含量较低
,

具颗粒支撑组构
,

这反映在碎屑流流动过程中颗粒的相

互接触也是一种支撑因素
,

含量不高的泥水推质除有浮力及屈服强度支撑作用外还起润滑作

用
。

此外
,

按碳酸盐碎屑流沉和巾砾川 戈分的来源不同
,

叮以清楚地分出两种类型
。

类砾

屑 丰 自
卜 泊 份盐台地边缘

,

常为礁滩相灰衬碎块
,

砾屑粒礼
一
般较大

,

颗粒多呈浑圆状
。

少j 一类砾屑来 日深水斜坡或相对较高处
,

成分常为纹层异常发育的泥晶泥灰岩
,

砾屑粒径
-

般较小
,

颗粒多呈板块状 (图版 1
,

5)
。

在实际例子中
, ·

由这两种砾屑共同构成的碎屑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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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常见
。

碳酸盐碎屑流沉积在华南地区分布甚广
,

从震旦系至三叠系
.

几乎皆有发育
。

陆屑碎屑

流沉积在滇西北泥盆系中有良好实例
。

(2 ) 颗粒流沉积 (图版 工
,

6) 由于颗粒流的形成篓求相当高的坡度
,

而这种条件

在沉积盆地中并不常具备
,

故颗粒流沉积不很常见
,

且即使出现
,

规模通常也不大
。

砂级颗

粒流沉积的厚度通常仅数厘米
,

含砾的颗粒流沉积的厚度一般也仅数十厘米
。

颗粒流沉积最

显著特征之一是发育逆粒序
。

但一般仅以层序中下部为限
,

层序顶部则仍常出现正粒序
,

撕

裂砾石多见于中部最粗层段
。

特征之二是基质含量很少
。

碳酸盐颗粒流沉积中常出现亮晶胶

结物
。

该类沉积数量稀少
,

但它的出现有重要的古地貌意义
。

( 3) 液化流沉积 形成液化流沉积的关键条件是快速堆积和沉积物中饱含水
。

并多发

生在沉积物较细的情况下
。

这些条件在碳酸盐沉积中一般不具备
。

因此
,

华南地区迄今发现

的少量液化流沉积主要限于陆屑沉积中
。

沉积层序如图版 11
,

1 所示
。

整层通常为块状
,

单

元层底部稍显正粒序
,

向上有不太发育的平行纹理
,

再向上即为发育的盘碟构造段
,

自下而

上常表现出盘宽减少
、

弯曲度变大的趋势 (图版 n
,

2)
。

当向上盘碟构造逐渐消失
,

变为无

构造段时
,

在液化作用强烈的部位
,

可见泄水管构造
.

单元层顶底界面清楚
,

与上下层呈突

变接触
,

但无明显的侵蚀面
,

底可具沟模
。

以中
、

细砂岩为主
,

成分及结构成熟度均低
,

单

层厚 l m 左右
.

(4 ) 浊流沉积 浊流沉积或浊积岩是研究得最早的经典重力流沉积之一
,

因此也是研

究得最为透彻的重力流沉积
。

华南地区该类沉积发育普遍
、

典型
。

笔者依据本区的特点
,

将

其进一步分为两类 :

①低密度的

这是一类通常所称的浊积岩
,

或称经典浊积岩
,

其特征可完全由鲍马层序来概括
,

此处

不再论述
。

但它是华南地区分布最广的一类重力流沉积
,

最常见的序列是 A E
、

A B C E 组合

(图版 11
,

3
,

4 )
.

②高密度的

此类沉积虽然分布局限
,

但特征明显
,

重复性好
,

是一类不容忽视的浊积岩
。

该类沉积

均较低密度浊流沉积为粗
,

一般为中
、

粗砂级
,

常含有细砾组分
。

粗尾粒序层理
、

平行层理

中至大型交错层理垂向上规律出现构成似鲍玛序列 A B C
、

A B E
、

A B C E 等 (图版 11
,

5)
。

有时粗尾粒序层理被逆行沙波层理所取代
,

形成一套高流态状况下形成的沉积构造组合
,

反

映了高密度流的特征
。

该类沉积常发育在海底水道内
.

与碎屑流沉积共生
.

在碳酸盐和陆屑

沉积中均很常见
.

三
、

深水重力沉积体系的相模式

上述各种类型的重力沉积以不同的组合型式发育于各种不同的沉积环境
,

从而形成了华

南地区彼此独具一格的各种沉积体系
。

虽然控制沉积体系发育的因素复杂多变
,

但物源类型

在华南地区似乎是最重要的直接控制因素之一
。

因此
,

下面将以主要物源性质不同为基础
,

详细讨论三大类沉积体系的相模式
.

1
.

以碳酸盐为主要物源的 , 力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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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重力沉积体系与其紧邻的物源区浅水碳酸盐台地密切相关
,

尤其是台地边缘的性质

直接控制了深水重力流沉积体系的型式和发育程度
。

其中台地前缘斜坡的坡度是所有因素中

的决定性因素
。

按斜坡坡度
,

可将碳酸盐深水重力沉积体系进一步分为三亚类
。

( )l 沟槽型 (中度斜坡型 ) 指发育在沟槽型斜坡环境下的重力沉积体系
,

是碳酸盐

环境中最特征的一种
,

与中等坡度的碳酸盐斜坡密切相关
,

如图 l 所示
。

较陡的 上斜坡是沉

积物的迭积 B( y p as )s 带
,

而较平缓的中
、

下斜坡则是各类重力流沉积的重要场所
。

浅水碳

酸盐台地是深水重力流沉积的物源区
,

在紧邻台地边缘的迭积
_ _

仁斜坡带之下
,

是发育有许多

垂直斜坡走向的小水道的中
、

下斜坡带
。

这些小水道既是各类重力流搬运沉积物的通道
,

也

是其沉积的场所
。

水道一般宽数十米至 1公里
,

深可至数十米
。

向盆底方向逐渐变浅
,

介{有

加宽趋势
。

水道间距彼此大致相等
,

一般 1一 2 公里
。

水道内发育大量厚层
、

巨厚层碎屑流

砾屑灰岩和高密度浊流形成的 A B C 序列浊积岩
,

同时也有低密度浊流形成的 A E 序列浊积

岩和颗粒流沉积等
,

而原地沉积在水道中所占比例甚少
。

水道间区砾屑灰岩少见
,

以原地沉

积为主
,

低密度浊流形成的薄层浊积岩较为普遍
。

中
、

下斜坡常见滑塌沉积
,

而孤立岩块则

多见于中斜坡水道内
。

近斜坡底部
,

水道变得相当浅
,

很开阔
,

更向盆地方向渐趋消失
。

该

处重力流沉积 以浊积砂屑灰岩
、

粉屑灰岩为主
,

构成各类完整或不完整的鲍玛序列
。

碎屑流

砾屑灰岩已大为减少
,

且粒度明显比中斜坡沉积细得多
。

因相邻水道间距很小
,

故沉积体常

相互联接而成席状
。

更 向下的盆地边缘区
,

重力沉积较斜坡相大为逊色
,

以 C D E 序列浊积

岩最为发育
,

常见具 A 段的浊积岩
,

偶见富基质的细碎屑流或泥流沉积 ; 原地沉积所占比

例明显增加
。

最深水的盆地平原区受重力流的影响相 当微弱
,

该区常发育非补偿性沉积
,

般为硅质岩
、

泥灰岩
、

页岩等
,

其沉积厚度在上述各相带中属最小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该沉

积体系中
,

众多的彼此平行的水道在规模和作用上不同于大的海底峡谷
,

而且这些水道的末

端亦并不一定是重力流堆积的最重要场所
,

且该沉积体系具独特的空间分布形态
,

因此
,

它

与海底扇虽有某些类似之处
,

但显然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沉积体系
。

湘西黔东中
、

匕寒武统深

水碳酸盐重力沉积体系是该类体系的良好实例
。

图 1 中等坡度 (沟槽迭积 ) 型碳酸盐斜坡体系

F ig
.

1 C a r b o n a te s lo P e s y s t e m w i th m id d le G r a d ie n t : g u ll e d b y P a s s s lo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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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沉积体系在其它很多地区也有发育
,

尤其是现代小 巴哈马滩北侧深水盆地发育的极

为类似的沉积体系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该类体系的环境特征提供了可能
。

据沉积特征推断的湘

西黔东地区中上寒武统的沉积环境如水道规模
、

分布型式
、

发育部位等均可与之进行对比
,

估算的斜坡坡度 ( 2 ~ 4
“

) 亦与其十分接近 ( 7 / 2 0 0一 l / 7 5 )
。

虽然有人将该类体系归为陡坡类型与碳酸盐缓坡体系相对照
,

但华南地区除发育这两类

斜坡体系外
,

还有一类斜坡环境显然要比迭积型更为陡峻
,

其沉积特征也大不相同
,

下面详

加叙述
。

(2 ) 陡坡型 此类碳酸盐斜坡坡度极陡
,

斜坡上已不利于发育众多的海底水道
,

这

是此类与上类的重要区别
。

在此种背景下
,

深水重力沉积体系表现出与上类完全不同的型

式
。

虽然从接近台地物源的近源区向盆地方向的远源区
,

重力流沉积显示出一定的岩性岩相

变化
,

但该类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沉积物的分布型式沿斜坡走向变化很小
,

重力流沉积体

不是水道化沉积
,

而是大范围的席状体
,

如图 2 所示
。

并且通常情况下
,

单一事件的沉积体

厚度十分巨大
,

常达 20 一 30 m 甚至更大
。

这类沉积中以碎屑流砾屑灰岩最为重要
,

并多以

贫基质碎屑流为主
,

其砾屑的砾粒通常很大
,

许多达 1米以上
。

砾屑成份以来自台地边缘的

鲡粒灰岩
、

砂屑灰岩
、

生物屑灰岩或礁灰岩等占优势
。

该类环境中
,

在深水区与浅水台地之

间常发育大规模控相同生断层
,

而重力流的发育多与同生断层的活动密切相关
。

广西十万大

山盆地下三叠统提供了此方面的最好实例 ; 云南宁菠一带滇西海槽中的下石炭统也属此类
。

图 2 陡坡度 (陡崖迭积)型碳酸盐斜坡体系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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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缓坡型 碳酸盐缓坡指从浅水台地至深水盆地斜坡坡度极为平缓而没有明显坡折

带的台地前缘斜坡
,

现代环境中该类斜坡平均坡度小于 1
“ 。

其上近岸区浅水沉积向盆地方

向逐渐过渡为深水低能沉积
。

其间缺乏明显的相变带
。

如图 3 所示
。

此种条件下的深水沉积

以细粒原地沉积占优势
,

而重力流沉积则发育甚差
。

最常见的重力流沉积是由细粒沉积构成

的小规模滑动滑塌体
,

低密度浊流沉积亦比较常见
.

若出现碎屑流沉积
,

也是零星的
、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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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以富基质的为主
。

各类重力沉积中通常均缺乏来 自浅水台地滩相或礁相 的碎屑
。

此
,

该环境下沉积层序经常是向
_ _

仁变浅的
,

反映在台地碳酸盐高产率状况下
,

碳酸盐缓坡有

的外

不断稳定地向海推进的趋势
。

滩和礁 纹状泥晶灰岩 少量重力流沉积 泥灰岩 页岩

毛毛毛三于满遭冬井之》 ~~~

茎茎霆夔羹夔羹馨鑫舞一一
一一

-

— 一一一一
-

— —
州州

图 3 缓坡型碳酸盐斜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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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黔东下寒武统清虚洞组是该类体系的一个典型实例
。

从台地边缘的砂屑滩
、

鲡粒

滩
、

灰泥丘或藻礁相沉积向深水盆地方向逐步变为斜坡区的薄层泥晶灰岩
、

纹层泥晶灰岩
,

夹小量滑塌沉积
、

薄层浊积岩
。

至盆地则几乎全为纹层极发育的含骨针泥晶灰岩
、

泥灰岩及

页岩
,

而不再见有重力流沉积
。

此种横 向上的变化在垂向上亦同样清楚的出现
,

反映了缓坡

极为稳定的向海推进
。

鄂东南大冶蒲忻一带及安徽巢湖等地的下三叠统也是该种 沉积休系的

良好实例
。

大冶砂 田剖面 自下而上从盆地相起非常稳定地逐渐依次过渡为盆地边缘相
,

卜斜

坡
、

中斜坡
、

上斜坡相 (陆棚相 )
,

至顶部则成为鲡粒滩相及滩后潮坪
、

泻湖相
。

在盆地边

缘相中
,

发育少量中
、

薄层极富基质的碎屑流沉积
,

不含来自台地高能环境的碎屑
。

卜斜坡

上重力流沉积以低密度浊流沉积为主
,

夹少量包含鲡粒灰岩砾屑的碎屑流沉积
,

但规模一般

较小
,

且层数有限
。

中上斜坡薄层及纹层状泥晶灰岩为主
,

重力流沉积极为少见
,

但可发育

较粗的透镜状分布的风暴流沉积
。

.2 以陆源硅质碎屑为主要物源的沉积体系

本区该类重力沉积体系亦较发育
,

但研究欠详
。

尽管如此 与其它地区已报道的许多实

例一样
,

分属两种基本类型
。

( )l 海底扇 为海底扇提供沉积物的海底峡谷通常横切大陆坡
,

紧接在峡谷末端的沉

积物堆便是海底扇
,

如图 4 所示
,

一般可细分出内扇
、

中扇
、

外扇和盆地平原四个亚相
。

浙

西皖南地区晚奥陶世五峰期复理石沉积是一个海底扇的实例
。

它是一个发育在造 山带前陆盆

地中的硅质碎屑海底扇
,

其碎屑沉积物由与板块俯冲有关的新山系提供
。

这些粗粒碎屑物质

自东向西北搬运
,

古流向呈发散状但主要流向北西
。

最为特征的是
,

该套层系中常见水道化

砂休和 向上变薄变细的水道沉积层序
。

海底扇各亚相的特征也比较明显
。

( 2) 槽状搬运充填体系 该类沉积体系特征地发育于长形海槽盆地中
,

沉积物进人盆

地后沿盆地轴向搬运
、

沉积
,

形成非扇状模式的重力沉积体系
,

如图 5 所示
。

该类沉积体系

的一个明显特点是
,

其沉积层序常显示单调的韵律性
,

而不象海底扇层序中常出现向上变粗

变厚或向上变薄变细的沉积序列
。

此外
,

沉积体的空间展布常与槽形盆地的形状一致
。

黔南

桂北中三叠统江洞沟组浊积岩系是该类槽状模式的实例
。

除古流向主要指示为轴向搬运沉积

外
,

浊积岩系中剖面层序的不规则变化或单调韵律性亦显示 了非扇状体系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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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混合物源型沉积体系

这是本区最常见的一类重力流沉积体系
,

这也与大多数盆地中常不止一种成分作为物源

这一客观事实相一致
。

根据各种重力流的发育程度及在盆地内的分布方式
,

本类又可分出两

种亚类
。

术愉堆

。忘 二

图 4 陆械碎屑海底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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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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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旅

衡
源

图 弓
` ’

陆源碎屑轴向搬运祝积体系

F i g方 5 111。瞬邸娜扭x爪a卜 t姆众杯扣
r姆d 导y s te 印

月 ( )il 碳裁盐斜坡体系与侮底扇组合
,

该类重力流沉积体系是亩碳酸盐物源和陆源碎屑

物源共同提供沉积物而形成的扮种复合林系之如图石 所示后
·

在该类体系中
、

碳酸盘奢与碎屑

岩互层产出学
`

或者碳酸盐组扮与
·

陆源碎屑组份混合产出的现象都很普遍; 该沉积体
一

系最显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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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是在盆地的不同位置
,

分别发育着异地碳酸盐坡脚体系和陆源碎屑海底扇
。

即在紧邻

台的斜坡带
,

是以各类碳酸盐重力流沉积为主的沉积组合
,

沉积体通常沿斜坡走 向延伸分

布
,

形成坡脚体系
。

而在斜坡的局部地段
,

当有碎屑物质的海底峡谷存在时
,

则由海底扇所

占据
。

因此
,

常形成陆源碎屑海底扇与异地碳酸盐坡脚体系间隔出现的复杂重 力流沉积格

局
。

由于陆源碎屑重力流比碳酸盐重力流搬运距离更大
,

因此陆屑海底扇通常 比坡脚体系向

深海盆地方向延伸得更远
。

蒸蒸豁蜕噪蒸澎豁炙炙

罐罐罐
救

,

沙殆介吩众
.

轰滞经岁岁盗冬冬

冬冬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

露露露露
淤淤洋然熊豁澎洪洪

图 6 碳酸盐斜坡体系与陆屑海底扇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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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复合沉积体系的实例
,

滇西泥盆系最为特征
。

在南北向长达 70 0 km 以 上的海槽两

侧均为发育良好的碳酸盐台地
。

东侧台地的向东方向是当时的古陆
。

在紧邻台地的斜坡带
,

是各类来自台地的碳酸盐重力流沉积发育的场所
,

形成坡脚体系
。

而在海槽的局部地区
,

如

宁菠牛克夕及昌宁温泉
,

则发育着中至小型的海底扇
.

海底扇的碎屑物质则是通过横切碳酸

盐斜坡的海底峡谷来 自更东侧的滨岸带或古陆
。

湘中早三叠世盆地也是此类型的一个 良好实

例
。

盆地四周除东南侧外皆为浅水碳酸盐台地所包围
,

台地前缘的深水斜坡带
,

普遍发育着

各种碳酸盐重力流沉积
,

组成坡脚裙
。

东南方一角和盆地中心则是以各种陆源碎屑重力流沉

积为主的深水沉积组合
。

在东南侧显示清楚的海底扇特征
,

且是该套碎屑浊积岩系的近基

相
。

向西侧的盆地中心是较细较薄的远基浊积岩
,

只有在中三叠世早期
,

随着四周台地向中
』

心不断推进
,

该区才发育数层碳酸盐碎屑流沉积
。

(2) 碳酸盐斜坡体系与槽心火 山碎屑重力流轴向搬运沉积体系 该类沉积体系虽然较

为少见
,

但颇具特色
。

一般发育于构造活动性较强的盆地环境
,

活动的火山是大量碎屑物质

的来源
。

大规模喷出的火山物质形成以火山碎屑为主要成份的重力流
,

且沿槽形盆地的轴向

搬运沉积
。

盆地周缘正常物源提供物质形成的重力流沉积因其性质与火山碎屑重力流完全不

同而形成相异的沉积格局
。

在碳酸盐台地作为物源情况下
,

通常是形成坡脚体系
。

如图 7 所

示
。

南盘江地区二叠纪一三叠纪沉积盆地就是以上述这种独特的复合沉积体系为特征的
。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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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世茅 口晚期
,

弧后扩张作用导致了该区断陷盆地的形成
。

盆地边缘同生断层的活动导致

火山喷发
,

形成火山碎屑浊流沉积
。

因这时火山作用尚不强烈
,

较少发育的火山碎屑浊积岩

仅零星分布于坡脚体系之中
。

至晚二叠世一一早三叠世
,

断裂活动加剧
,

规模大而频繁的火山

喷发形成了大量火山碎屑质浊流
,

它们顺断陷盆地轴向流动
,

在盆地中心形成一种独特的非

海底扇沉积体系
。

此时断陷盆地边缘的斜坡带
,

局部仍发育着由碳酸盐台地提供物质的异地

碳酸盐坡脚体系
。

泽泽辱纂擎斌~~~
喷发火山

图 7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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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斜坡体系与火山碎屑重力轴向搬运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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