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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桂北晚二叠世火山碎屑来源
、

沉积水深及大地构造环境

张 帆 方少仙
(西南石油学院 )

提要 本文研究的黔南桂北地区属南盘江盆地的一部分
。

该区晚二叠世具有浅水孤立碳酸盐台地和

深水海槽相间的古地理格局
.

由海槽中沉积的火山碎屑岩系的沉积特征
、

碎屑组分模式及地球化学等方面

的资料综合分析得知
,

该区晚二叠世是属于主要受古特提斯板块俯冲影响的弧后边缘海环境
,

火山碎屑物

质直接来源于区内多源
、

频繁发生的海底火山喷发
。

根据沉积的
、

生物的
、

化学的及物理的资料推断
,

该区晚二叠世海槽古水深可能为 30 0一
,

s oo m
,

不会

超过 10 00 m
·

主题询 火山碎屑岩 孤后边缘海 古水深 晚二叠世 南盘江盆地

第一作者简介 张帆 男 犯 岁 讲师 沉积学

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的南盘江地区
,

广泛出露二叠纪一
一三叠纪的海相火山碎屑岩系

,

历

来为地质学家们所瞩目
。

且该区具有多种金属
、

非金属矿产
,

研究该区的沉积作用和大地构

造环境对这些矿产的普查与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根据前人及笔者的资料
,

从沉积特征
、

碎屑成分组成
、

地球化学等方面着重讨论该区晚二叠世火山碎屑的来源
、

沉积水深
,

并由此

分析大地构造环境
。

一
、

沉积概况

本文讨论的黔南桂北部分地区属南盘江地区的一部分 (图 1 )
.

该区晚二叠世具孤立的

浅水碳酸盐台地和长条形
、

沿北西一南东向展布的深水海槽相间的古地理格局 (西南石油学

院碳酸盐研究室
,

198 1 )
。

沉积产物分为两大类型 : )l 孤立台地上的浅水碳酸盐沉积
、

2)

深水海槽中以火山碎屑岩为主的沉积 (厚 40 0一币oo m )
。

作者作者研究了该区上二叠统火 山

碎屑岩 7 个剖面
,

依据碎屑成分
、

结构构造
、

生物化石等特征
,

共划出 10 个主要岩相
,

(表 1 )
。

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搬运沉积作用
,

但都是在浪基面以下的深水海洋中沉积

的
。

根据其沉积作用特征
,

可将它们归为四个相组
,

即直接火山喷发沉积的
,

沉积物重力流

改造沉积的
,

正常海洋深水沉积的其他作用沉积的
。

,

岩相特征另文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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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岩相的物质来源
、

沉积环境及搬运沉积方式
T a b le ! I

J

it ll o 纽 e , e s a Jl d j t s m a t e ri a l s o u r c e , s e d im e l飞t a yr e n v i o r n m e n t a l〕d t r a n 印 o r ti o n a l a n d

d c p o 、 i t l o n 议1 p r o e e s s e s

相相 组 岩 相相 沉 积 环 境境 物 质 来 源源 搬 运 沉 积积

立立
一

喷喷 6 递变凝灰岩相相 海洋
,

浪基面以 下下 直接火山喷发发 火山碎屑流流

层层车车
H

.

夹 在正常深水沉积积 海洋
、

浪 基面以 卜卜 直接头山喷发发 演变 的浊流流

火火 公公 中的薄层凝灰岩相相 海洋
,

浪基 面以下下 直接火山喷发发 洋流
,

重力沉降降
一一I一 悦悦 1

.

火山 (角 )砾岩相相相相 火成碎屑流流’’ 一 `

的的的的的的

nnnnn D 具递变的凝灰质砂岩相相 海洋
、

浪基面以下下 水下先前堆积的的 浊 流流

{{{iii
.E 具定向构造的凝灰质细细 海洋

,

浪基面以下下 火山碎屑的改造造 岩 屑 流流

况况况 砾岩相相 海洋
,

浪基面以下下 水下先前堆积的的 岩 屑 流流

FFFFF
.

块状碳酸盐角砾岩相相相 火山碎屑的改造造造

浅浅浅浅浅水碳酸盐台地地地

边边边边边缘的碎屑堆堆堆

IIIIIII A
.

含生物泥晶灰岩相相 海洋
,

4 0 0 m 一C C D 之上上 浮游漂浮生物物 重力沉降降

正正 深深 B
.

(含生物 )泥岩相相 海洋
,

浪基面以下下 陆地 (? ))) 洋流
,

重力沉降降
常常 水水 .C 含生物硅质岩相相 海洋

,

浪基面以下下 浮游漂浮生物和和 重力沉降降
海海 沉沉沉沉 海水中溶解物质质 化学沉淀淀
洋洋 积积积积积积

WWWWW .J 具交错层的凝灰质砂岩相相 海洋
,

浪基面 以下下 先前堆积的火 山山 海洋底流流

其其其其其 碎屑改造造造
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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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碎屑的来源

黔南桂北 卜二叠统火 山碎屑岩系的 0 1个岩相中
,

除正常海洋深水沉积的相 及
_

其了也个别

相外
,

其碎屑来源都与火 山作用 直接或间接有 关 (表 1 )
。

下面根据浊流沉积的底 流改达沉

积的凝灰质砂岩 (D 相和 J 相 ) 的碎屑成分及化学成分讨论火山碎屑的来源问题

W
.

R
.

Di kc i : , s o n
( 19 79) 将砂岩物源区分为三大类型 : 大陆块物源区

,

岩浆弧物源区 和

再旋回造山带物源区
。

其中岩浆弧物源区又分为未被切割的岩浆弧和被切割的岩浆弧
`

前者

以斜长石
、

火山岩屑大量出现为特征
,

少量的石英颗粒均为火 山石英
,

属直接的火山来源
。

拭者成分复杂
,

在 Q F L 图中位于中部
,

侵入岩石英含量较高
,

属风化侵蚀的改造火 L妇来

陈 黔
一

南桂北晚二叠世沉积的凝灰质砂岩其碎屑成分组成与来源于未被切割的火 { ! l岛弧的碎

妈成分组成基本相 同 (图版 1
,

1 2 ; 表 2 )
,

且在各种成分 共角图中点均落 上岩浆弧物源

沐 }人域内未被切割的一端 (图 2)
。

由
.

此可见
,

这些岩石的碎屑是直接的火山喷发来源

表 2 研究 区部分凝灰质砂岩碎屑成分构成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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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一

稳定石英颗粒
,

包括单晶石英颗粒 Q m 和多晶石英岩屑 (健石 ) Q p
,

F 一单晶 长石颗粒
,

包括斜 长右 P 和钾 长

子I K ; L一不稳定岩屑
,

包括火 山
,

变质火山岩屑 L 和沉积
、

变质的沉积岩岩屑 Ls
,

Lt 一岩屑总量
,

等 J
二

不稳定岩屑 l 与

稳定石英质 岩屑 Q p 之和 重矿物和钙质颗粒不计

在晚二叠世
,

整个南盘江地区普遍有火山活动
。

在研究区以东的柳州
、

子丫山
一

线
,

是酸

性浅海喷发 (减庆兰
、

江纳言
,

19 80) 其火山碎屑岩与研究区火山碎屑岩的化学成 分有极大

的不同 (表 3)
。

这表明研究区火 山碎屑来源与研究区以东同期火山活动无明显关 系
。

研究

区西北面
,

即贵州西部
,

虽有大量基性喷出岩分布
,

但它们属
一

早二叠世晚期一晚二香世 甲期

的陆相喷发产物
,

火山活动在晚二叠世早期就停止了
` ,

故不可能为研究区火山碎屑沉积提

供物质来源
。

此夕卜 研究 区火山碎屑的化学成分与区内玄武岩的化学成分极 为州似 (表
.

`
、

表 4 )
,

并以高钦和高 N a ZO / K ZO 值
一

与贵州西部玄武岩相区别
。

由此可 见
,

研究 火晚 万叠

世沉积的火山碎屑应是来源于区内的火山活动
。

事实土
,

源于水下的火成碎屑流和火 山灰浊

*

邓启铃等
,

四 78
,

贵州区域地质
,

第 l 期
,

卜
一

2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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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沉积的火山砾岩和凝灰岩的存在 (图版 I
,

3) 及碎屑磨蚀很弱
、

无长距离搬运的特点均

证明了这一点
。

咖参

L F

、)l
。

L v
L s P

句 2 0 3 △ 4 么 5 盛 6 口 7 . 8 辛 9 十 1 0

(l )陆地物源 区 ; (2) 岩浆弧物源区 ; ( 3) 再旋回造 山带物源区 ; (4 )成熟度或稳定性减少 ; (5) 海洋成分与大陆成分比值

增大 ; ( 6) 侵人的与火 山的成分比值增大 ; ( 7) 隧石与石英比率增大 ; ( 8) 消减带杂岩物源 ; (9) 碰撞造 山带物源 ; (l 0) 岛弧造

山带物源 ; (l )l 来自陆块物源区的成熟度或稳定性增加 ; ( 12) 岩浆弧源区中侵人的火山的成分比率增大

1
.

克拉通内部 2
.

过渡的 3
.

隆起基底 4
.

未切割的 5
.

过渡的 ; 6
.

被切割 的 7
.

消减带杂岩 8
.

碰撞造山带 9
.

前陆隆起 10
.

笔者

资料点 (数据来源见表 2) ; 其余符号含义见表 2

图 2 砂岩碎屑成分判断源区类型系列三角图

(原图引 自 W
.

R 乃 ie k in s o n
,

19 79 )

F ig Z T r ia n g u l a r d i a g r砰m e s o f d e t r i t a l e o m P o s i t io n s of r d is e r im in a t io n Q f P r o v e n a n e e t y P e s
.

B a s e d o n

W
.

R
.

D ie k in s o n ,

19 79
, “

+
" r e P er s e n t t h e s

ma P le s fr o m T a b le Z

由于从早二叠世开始
,

该区除少数孤立台地外
,

大部分地区均一直处于水下
,

表现为

上
、

下二叠统为连续沉积
。

因而该区的火山喷发应是发生在水下
。

而岩石中具淬火边的浆

屑
、

缺乏大量俘石
、

无浅水化石混人等也是水下喷发的证据
。

此外
,

在这套沉积中发现有双

递变层序
。

据 Fi s ke & M at s ut a ( 19 64)
,

双递变层序是继块状沉积之后
,

由稀薄浊流沉积

形成
,

代表同生衰减 (oc m t抑 p a r a n e o u s w a n ni g ) 的水下火山作用 ( F i s
h e r

,

19 5 4 ) 因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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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变层序现已是公认的海底火 山喷发的特殊标志 (图版 I
,

4
、

5
、

6)
。

表 3 研究区及研究区以东上二必统火山碎屑岩化学成分对比表
T a b le 3 C h em i e a l e o m P o s it io n s o f U p P e r P e

mr ia n v o le a n ic e la s t ie r o e k w it h in th e in v e s t ig是t t e d a x℃ a

a n d o n t h e e a s t o f th e a r e a

取取样地点点 编编 岩石名称称 化 学 成 分分 资料来源源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555555555 10 222 T i0 222 A 12 0 333 F e 20 333 F e OOO M n OOO M g ooo C a OOO N a 2 000 K夕夕 P ZO SSSSS

广广西西林石包包

;;;
多属凝灰岩岩 5 4

.

0 444

: {:::
1 7 , 飞飞 2

.

3444 1 1 4 111 0
.

0 777 5
.

2 555 0 9 888 2
,

9 000 2
.

1444 0
.

4 999 候方浩黄继祥祥

广广西 田林八渡渡渡 晶屑石屑凝灰岩岩 5 2
.

4 7777777777777 1 1
·

5 333 9
.

8 666 0
.

1万万 5
.

1万万 3
一

2 444 2
,

4 555 2
.

1 11111 ( 19 8 4 )))1111111111111 3刀 7 111111111111111111111

广广西隆林马雄雄

;;;
凝灰质细砂岩岩 5 3

.

4 444 2 8 555 1 3
.

5 333 2 5 444

今4888 0
.

2 555 2
.

1999 3
·

4 111 3
.

1444 0
.

5 888 0
.

3 666 本人采样
,

四四

同同同同上上 5 3 0 222 2
.

6 333 1 2
.

, 777 3
.

7 888 10
.

0 333 0
.

2 888 2
.

4 000 3
.

1777 2
.

7 444 0
t

4 】】 0
.

4 000 川省 地矿局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实验室化验验

广广 西 合 山 长兴兴 555 易屑玻屑熔结凝灰岩岩 8 0
.

3 222 0
.

2 222 9
.

3444 1
.

7 66666 0
.

0 333 1
.

0 888 2
一

7 444 3
.

1333 0 3 888 0 0犯犯减 庆兰
.

江纳纳

组组组 666 同上上 8 3
.

0000 0
.

1666 8
,

4 888 1 4 22222 0
.

0 111 0
.

7 222 2
.

7 444 3
.

4 333 0
.

2 444 O J )444 言( l
〔) 8 0 )))

7777777 玻屑晶屑沉凝灰岩岩 8 4
.

2 000 0
.

里222 7 6 888 2
.

4 99999 0
.

0 1 777 1
.

2 666 飞
.

0000 1
.

9 888 l
,

3 666 0 力5 66666

8888888 同上上 8 4 2 444 0
.

2 444 5
.

1 666 2
一

844444 0 0 555 1
.

2 222 2
.

8 999 1
.

2 000 0
一

7 222 0 力4 88888

9999999 同上上 7 5
.

0 888 0
.

1444 8
.

0 888 1
.

6 33333 0刀555 0
.

9 999 7 8 888 2
.

666 1
.

! 000 0刀2 88888

广广西隆林马雄雄 l 000 泥岩岩 4 6
.

9 444 0
.

7000 6
.

3888 0
,

9 999 4
.

3 888 0习666 1
.

1666 1 8
.

1000 0 7 111 0 6 555 13 8 999 笔者采样样

表 4 研究区及邻区上二要统火山岩化学成分及拉乌海盆玄武岩化学成分表
T a b le 4 C h e m ie a l e o m po

s i t io n s o f t h e v o l e a n ie r o e k i n a n d a r o u n d t h e in v e s t ig a t e d a r e a a n d t h e b a , a l ts

in R a o u l S e a B a s in ( l
o e a t io n o f s a m P le s s h o w n o n F ig

.

l )

编编编 取样地点点 岩石名称称 S IP ZZZ T i0 222 A 10 222 F e o ,, F e OOO M n ooo M g ooo C a ooo N a ,

OOO K
,

000 P ZO SSS
资料来源源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
拉乌海盆盆 玄武岩岩 4 8

.

888 l 000 16
,

222 1
.

666 7 222 0
.

222 9 333 12
,

888

: :::
-0 1222 0

.

0 777 H a w k in s
,,

玄玄玄玄武岩岩 4 8
.

666 1
.

000 16
,

444 1
.

666 7 000 0
.

222 9
.

555 12
.

22222 0 222 0 0 999 19 7 111

333
布布

广西隆林马雄雄 玄武岩岩 4 6
.

8 888 3
.

1222 13
.

6 444 1
.

7444
甲.4888 0

.

1999 5
.

4 777 9 2333 3
,

里lll 0
.

7 444 0
.

4 444 广西汉域域

444
...

广西隆林唐马马 玄武岩岩 4 6
.

9 777 2
.

8 111 13
.

3 777 3
一

2 999 9
.

6999 0
.

1,, 5
.

4 333 10
一

3 111 2 7 777 O
、

4 22222
{ 地质志志

555
申申

广西西林石包包 辉绿岩岩 4 9名 888 1 5 888 14 3 444 钱 8 222 12
.

5 888 0
.

0999 ? 4 555 4 5444 3 9 444 0
.

0 999 0
.

1 555 滇黔桂石油指指

66666 云南沪西西 玄武岩岩 4 5
,

7 777 3
.

3 222 13
.

5 222 〕 , , nnn 12
.

3 111 )
.

2 6 0
...

5 0 1
.

555 3
.

】2
.

888 2
.

7 6
.

222 1 0 000 0
.

6 444 挥部 (转 张 正正

77777 云南师宗宗 玄武岩岩 4 5 7000 3
.

1444 1 3
.

70000000000000 12万777 2 333
`

9 777 8 333
.

0 444 1
.

1 555 0 8 111 西南石油学院院88888 云南丘北北 玄武岩岩 5 0
.

2888 2
.

6777 1 1
.

7 666
.

7 222 1 1
.

1777 0 1999 5之 333 8
.

7 222 2 2 555 0
.

7 777 0
.

5 444
,

19 8 1 )))

000000000000000 27777777777777777777

99999 贵州水城都格格 朴每亨老会会 4 8
.

1555 3
.

9 555 13 7 555 5
.

7222 8
.

5 777 0
.

1444 4
.

6 111 9乃999 1 0 111 0
.

9 777 ,, 郑启铃等
,,

lll000 贵州盘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4 8
.

2 5444 4
.

0 9 3
...

, 3
.

2 000 5 9 111 8
.

4 222 0
.

2 111 4 4 888 8
.

5 222 2
.

0 666 1 4 222

111
19 7 888111 lll 贵州水城城 拉斑玄武岩岩 7

.

2 222 8 888 13
,

7 000 5
.

5 333 8
.

5888 0
.

1 666 4 0 888 9
.

5 999 2
.

0 000 1
.

3 8888888

lll 222 贵州水城城 拉斑玄武岩岩 4 9
,

0 222 4
.

0 888 1 2 8 333 5
.

3 888 8
.

3666 0
.

2 111 4
.

5 999 8
.

1 111 1 9 222 1
.

18888888

lll 333 贵州盘县县 拉斑玄武岩岩 4 6
.

4 444 3
`

2 000 14
.

3 444 3 6 222 10 6 111 0 2000 6
、

4 888 8
.

2 888 3 2 222 0
.

6 9999999

lll 444 贵州纳雍雍 伊丁玄武岩岩 4 8
.

7 111 4
,

8 222 1 2 5 111 6
.

1999 8
.

1666 0
.

2 222 4
.

1 666 8
.

5 222 1 8222 1
.

0 9999999

lll 555 贵州纳雍雍 玄武岩岩 4 7 5 111 4 2 444 13
.

5 444 5 7 666 8
.

3444 0
.

1999 4
.

2 444 9
.

8 222 1
.

8 777 1 4 3333333

拉拉拉拉斑玄武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lll 666 广西钦州小董董 流纹岩岩 7 5 7 666 0
.

1 000 14
.

, 555 1
.

6 777 0
,

333 0
,

3 777 0
.

1000 0
.

4 000 0 1 111 4
.

0 999 0 0 777 { 广西伏域域

lll 777 广西钦州小董董 流纹岩岩 7 5
.

吕222 ( )
.

3000 1 3
.

9 222 l
,

3 777 0
.

999 0 0 111 0 6 000 0
.

3 000 0
.

1 111 3
.

, 444 0
.

0 444 一 地质志志

lll888 广西合山山 溶结凝灰岩岩 8 4
.

2 000 0
.

1 222 7 6 888 2
.

4 999 lll 0
.

0 1 777 1
.

2 666 1
.

0 000 1 8 999 1
.

3 666 0
`

0 5 666 减庆兰
、、

lll99999 凝灰岩岩 8 4
.

2 444 0 2 444 5
.

1 666 2
.

8 44444 0
.

0 555 1
.

2 222 2
.

8 999 1
.

2 000 0
.

7 222 O
`

0 4 888 江纳言言

222 00000 凝灰岩岩 7 5
.

0 888 0
.

1 444 8 0 888 7
.

6 33333 0
.

0 555 0
.

9 999 7
.

8 888 2 666 1
.

1000 0
,

0 2 888 19 8 000

注 ;
带

*

号者为本文研究区资料点
,

取样点位置见图 l
。

研究区火山碎屑粒度一般较细
,

少见粗粒碎屑
,

水中散落的火成碎屑物质混在背景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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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沉积而未形成水下散落灰层的情况也很常见
。

这表明火山喷发的强度不是很大
。

因为小

强度的喷发一般不形成降落灰层
,

仅造成沉积物中含凝灰质
。

对南盘江地区若干台地剖面上

二叠统岩石的不溶残渣分析未见火山物质 (西南石油学院碳酸盐研究室
,

198 1 )
,

则表明海

底喷发柱未露出水面形成大气降落火山碎屑沉积
。

这种强度不很大的喷发要形成如此大量的

火山碎屑物质
,

必然是多源
、

频繁发生的
。

三
、

大地构造环境及海槽古水深

据西南石油学院
、

滇黔桂石油地质科学研究所等的研究
,

整个南盘江地区从晚古生代开

始
,

发生断裂下陷
,

构造活动剧烈
,

深大断裂长期持续活动
,

一直延续到晚古生代末期
。

其

时
,

北面为华南古陆板块
,

东南为古太平洋板块
,

西南为古特提斯洋板块
。

因而该区处于三

板块交汇地区
,

属构造活动性强的板边环境
。

晚二叠世
,

研究区内深水海槽火山碎屑沉积极为发育
,

平面和剖面上都占同期沉积的绝

大部分
。

其中重力流沉积占主导地位
。

有少量的陆源物输入
。

这些特征与 H
.

G
.

R e da ni g

( 19 78) 描述的古老板块构造环境弧后区沉积特征相同
。

研究区及西部邻 区晚 二叠世火山活动频繁
,

形成的玄武岩一般 以高钦
、

低硅和低

K
ZO / N a ZO 值 为特 征

,

(表 4)
,

在铁镁碱 图
一

上点落 于 拉斑玄 武岩 区域
,

在 51 0
2一

N(
a Z o 十K Z

o) 变异图上位于碱性玄武岩与拉斑玄武岩过渡区 (图 3)
。

地球化学特征与公认

的南太平洋现代边缘海盆地一一拉乌海盆相似 (G ar ci a
,

197 8)
。

/拉斑玄
武岩范围

o l

. 2

△ 3

口 4

又 5 碱性玄武岩

5

侈ON窝+O召之

5 10 : 肠

b △ 3

52d
ó
.

O

刃

1
.

云南东部 2
.

研究区 3
.

贵州 西部 4
.

广西中部 5拉乌海盆

图 3 ( a ) A F M 三角图 A = N a Zo + K ZO
,

F e = F e o + F e 20 3
M ” M g o (b ) 510 2一 (N

a 20 + K ZO ) 变

异图
,

f资料来 自表 4)

F ig
.

3 (
a ) A F M t r ia n g u la r a n d (b ) 5 10 厂 (N

a 20 十K ZO ) d ia g r a m s
.

D a t a fr o m T a b le 4

据段兴华 ( 19 8 1) 研究
,

在石炭纪一二叠纪时
,

随古特提期洋由张开一
一

合拢
,

哀牢山藤

条河一带发育成古板块俯冲带 (段兴华
,

赵鸿
,

19 8 1)
,

因而南盘江地区可能受古特提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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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向北东方向俯冲影响
,

发生裂陷
、

扩张
,

发育成弧后边缘海
。

而广西中部
,

柳州一
洽

I
_

U
、

来宾一钦州一线晚二叠世钙碱质岩浆活动 (图 3a
、

)l 及大量未经长途搬运的火山碎屑

物质的存在
,

则表明其附近可能存在古火山岛弧
,

亦即古太平洋板块向西北方向俯冲
,

在晚

二叠世也对南盘江地区产生影响
,

而造成区内北东向断裂发育及北西向张性断裂普遍具扭
J

胜

特征
。

显然该边缘海是受这两个方向板块俯冲作用的影响而形成
。

由于海槽呈长条形
,

北西

一南东向展布
,

北西向断裂规模大
,

活动强烈
,

具明显张性特征
,

是火山喷发的主要通道 ;

且该区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化学成分与云南东部及贵州西部玄武岩化学成分相似
,

属古哀牢

山板块俯冲带作用的产物
。

因而该边缘海的形成受古特提斯洋板块 向北东方向俯冲的影响为

主
。

从玄武岩的化学成分看
,

研究 区玄武岩具高的钦含量及较高的 N a : / K ZO 位
,

基本属

于洋底拉斑玄武岩系列
。

但与拉乌海盆玄武岩相比
,

钦更高
,

N a ZO / K
Z O 值略低

。

贵州西

部玄武岩 N a ZO / K
ZO 值更低

,

F e O / F e Z O :
值较低

,

近似属于高原玄武岩系列 研究区与

贵州西部玄武岩虽属同源 (即同是古特提斯洋板块俯冲的结果 )
,

但也有差别
。

这可能说明

研究区在晚二叠世
,

由于地壳进一步拉张变薄
,

开始洋壳化
,

才造成其玄武岩与黔西及拉 乌

海盆玄武岩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地球化学特征
。

要确定海槽的古水深 比较困难
,

而且现今也还未发现用 以确定深水沉积绝对水深的可靠

标志
。

但笔者还是可以根据沉积
、

生物
、

化学及物理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推断
。

由于研究的火 山碎屑岩系中无波浪作用特征
,

缺乏底栖生物化石
,

细粒沉积物色暗等
,

可知它们是沉积在浪基面以下的深水环境
。

事实上
,

古生态学研究表明
,

虽然底栖生物大量

出现是在水深小于 50 m 的浅水地 区
,

但有些门类 (腕足类
、

红藻
、

有孔
盛

虫等 ) 可存在于 水

深大于 l oo m
,

甚至 Z oo m 的环境中
。

因而相邻于底栖生物极为繁盛的孤立碳酸盐台地的海

槽沉积中缺乏任何底栖生物则表明海槽水深至少在 200 m 以上
。

研究剖面中重力流沉积占主

导地位 (主要是浊流沉积 )
。

据 P
.

H
.

K ue ne n ( 19 67 ) 研究
,

虽然浊积岩在较浅水中也 可发

育
,

但大量的浊积岩层序则一般是出现在大于 300 m 的深水环境中
。

另外
,

个别音J面半远洋

泥岩的化学分析结果显示出极高的磷含量 ( P Z O S 二 13
.

89 % ) (表 3)
。

由于岩石 中未见特征

的磷酸盐矿物
,

因而高磷含量可能是来自微细沉积颗粒对海水中磷的吸附
。

由于除海湾外
,

大量磷酸盐矿物生成于 3 0一3 0 om 水深
, 。

因为随深度增加
,

C O :
含量增高

,

会使高浓度的

磷酸盐呈溶解状态
。

因而有丰富的磷而没有大量磷酸盐矿物生成则表明水深可能 大于 300 m

而且海水中 P ZO S
含量最高是在 30 0一 10 Om0 水深范围 (刘宝 君

,

19 80) 据 R
.

v
.

Fi s b e r

( 1 9 84) 的意见
,

海底火 山喷发可分为暴发和喷溢
,

前者产生大量的火成碎屑
,

后者只形成

溶岩
。

水下火山喷发的爆炸作用是由于岩浆中蒸汽压力超过水压力时
,

由岩浆中挥发组分出

溶而引起的
。

岩浆中蒸汽压力等于水压力这个深度称作压力补偿面 ( P C L 一一 Pr es sJt 。e

oc m Pe ns at oi lll ev e)l
。

即只有在这个深度之上爆发才有可能发生
。

这个深度是变化的
。

碱性

玄武质火山作用的压力补偿面可能是 500 一 I O00 m (Fi s h er
,

R
.

V
.

19 8 4)
。

如前所述
,

研究区

内存在海底火山活动
,

是区内晚二叠世火山碎屑沉积的主要物质来源
。

显然
,

海底爆发式喷

发是存在的
。

据此
,

研究 区内晚二叠世海槽水深似乎不会超过 1000 m
。

上述分析虽不能得知确切的水深数据
,

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在晚二叠世

,

研究区

,

Be nd ctj
,

G L
.

,

w al ke r
,

K
.

R
一

19 78
,

国外沉积相及古地理资料汇编 ( 二 )
,

19 8 2
,

地质矿产部情报所
,

, 御一 12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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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海槽水深为 300一 50m 0是极可能的
,

肯定不会超过 l oo mo
.

当然这一结论并不丫定适用

于整个南盘江地区
。

事实上
,

以火山碎屑沉积为主的上二叠统有由本区向西增厚向趋势
,

如

云南罗平厚 1 600 m (西南石油学院碳酸盐研究室 )
。

且浊流主要是向西流动 (候方浩
,

黄继

祥
,

19 84 )
,

因而研究区以西可能水还要深些
。

现代边缘海盆地
,

如日本海
,

拉乌海盆
,

南斐济海盆
,

西菲律宾海盆地等
,

一般水深为

2
.

25一 2
.

skm
,

常具有 l一 Z km 的地形起伏 (H a n k i n s J
.

W
.

J r
.

19 7 7 )
。

与之相比
,

研究区晚二

叠世水浅得多
,

地形更复杂
。

这些差别是由子古代与现代的不完全可比性造成的
,

还是由南

盘江地区晚二叠世构造环境的特殊性造成的
,

需进一步研究
。

四
、

结 论

1
.

黔南桂北晚二叠世沉积的火山碎屑物质是直接来源于区内多源频繁发生的海底火山
.

喷

发
。

.2 研究区在晚二叠世属邻靠北面华南古陆板块的弧后边缘海盆地的一部分
。

该边缘海主

要受古特提斯洋板块向北东方向俯冲影响而形成
。

古太平洋板块向北西方向俯冲可能对其也

有影响
。

3
.

由沉积的
、

生物的
、

化学的和物理的资料综合分析得知
,

该区晚二叠世海槽水深可能

为 30 0一 500m
,

最深不会超过 10 0 0m
。

工作中承贵州区调 队
,

本院碳酸盐研究室
、

岩矿教研室
、

磨片室等单位及候方浩
、

查卫

平
、

郑启铃
、

黄继祥
、

陈景山
、

孙逢育等老师的多方帮助与指导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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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T H E P R OV E N AC E AND S E D IME T N R A Y

WAT E R一 D E P T H OF V OL C AN I一 C L AS T IC R OC KOF U P P E R

P E R M I AN AND T E C T O N IC E NV I O R N ME NT
,

S O U T H E R N

G U I Z H O U A N D N O R T H E R N G U A N G X I

Z h a n g F a n F a n g S h a o x ia n

(S o u t h w e s t Pe t r o le mu I n s t i tu te )

A b s rt a e t

T h e in v e s t ig a et d a er a e o n s i s t s o f a P a r t o f N a n P a n 瓦 v e r B a s i n lo e a t e d in t h e c o nj u nc t i o n

a

ear
o f Y u n n a

,

G u i z h o u a n d G u a n x i P r o v in ec s
.

A P a le o罗o g r a P h ie fr a m e w o r k o f i s o la t e d

P la tof mr
a let nr a t in g w i th d e e P t r o u g h s o e e u r e d in t h e a r e a d u r in g L a t e P e

mr i a n
.

V o lca n ie la s t i e s s u i t s a er of u n d in d e e P t r o u g h s
.

Te
n d o m in a n t li th o af e i e s e a n b e d is t in gu i sh e d

.

Al th o u hg th e y h a d u n d e gr o n e d ieff er n t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P r

oec
ses s

,
a l l o f th e m d e Po s i ted i n

d ee P we w a t e r m a ri n e e n v i o r n m e n t b e l o w w a v e b a s e
.

D e t ri t a l oc m P o s it i o n s o f t u fl 认e e o u s s a n d s t o n e s o f v o le a n i一 e la s t i e s s u i t s fr o m s t u d ied

a er a a er s im i l a r t o d e t r it a l fr a m e一w o r k m o d e s o f s a n d s t o n e s fr o m m a gm a t ie a r c P r o v e n a n ee s

a n d d o ted in u n d is s e c t e d a cr P lo t o f t h e Q F L
,

Qm F L t
,

Q P L v L s a n d Qm P R t r a n g u la r

d ia g ar m e s by W
.

R
.

D ie k in s o n
.

B y th i s a n d er s e a r e h o n l i th o af e i e s
,

i t 15 k n o w n t h a t e la s t i e

m a t e r i a l s d e ri v e d fr o m v o l e a 一z ie e r u P t io n
.

V o le a n i sm e x i s t e d w id e s P r e a d ly in t h e a er a d u r i n g L a t e P e r m i a n
.

C h e m ic a l c o m P o s i t i o n s

o f v o lca n i e la s t i e r o c k s t u d i e d a r e s im i la r t o th e b a s a l t o f s a m
e a g e i n th i s a r e a

,
a n d d ieff r e n t

fr o m v o ci a n ie a n d v o le a n ie la s t i e r o e k in w es t e r n G u i z h o u a n d C e n t r a l G u a n g x i
.

M o r e o v e r
,

m aj o r P a r t o f th e a r e a h a d b e e n u n d e r w a t e r b e s id e s a ef w o f is o l a t e d P l a tof mr
s d u r in g

P e

mr i a n
.

L i th i e fr a g m e n t s w i th q u e n e h i n g一d g e a n d d o u b ly g r a d e d s e q u e n e e s a r e of u n d
,

n o

s h a l l o w b e n th o s of s s i ls a n d s e d im e n t s in t h e v o le a n ie la s t i e s
,

n o v o le a n i c la s t i e o n i s o l a t e d

P l a t of mr
.

T h e s e e v id e n e e s s u g g e s t th a t e ur P t i o n in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a er a o e e u r e d in
.

u n d e r w a t e r

w ic h o eff er d v o le a n ie la s t i e
,

M aj o r v o l e a n i e l a s t i e 15 fi n e一 s iz e
,

i t 15 e o m m o n th a t s u b a q u e o u s

a s

h-- af l lo u t d o n o t of mr
th in la邓 r s b u t m i sde w i t h s e t t in g s e d im e fi t s

,
v o l e a n ie l a s t ie s e

-

q u e

nec
s a er w id e s P er a d

,

G acf ie s t u sff a P pe
a r in d ieff er n t lo e a l sec t io n s a n d s t r a t a

,

w h i c h

s u g ge s t th a t s u b a q u e o u s e r u P t io n s b e m u l t i s o u r ec e a n d fr e q u e n t
.

N a n P a n R iv e r B a s in lo e a t e d in th e e o nj u n e t i o n o f A n e ie n t S o u t h C h i n a C o n t il i e n t a l

P la t e
,

A n e i e n t T e th y s P l a t e a n d A n ci e n t P a ci fi e P l a t e d u r in g L a t e P e

mr i a n
,

15 k n o w n a s a

P l a t e m a r g in e n v i o r n m e n t w i th v io l e n t tee t o n i sm
.

B e e a u s e a b u n d a n t 15 v o l e a n i e la s t i c r o e k

fr o m d o m in a n tyl g rva i t y fl o w s e d im e n t a t i o n
,

t h e b a s a l t s b e l o n g t o ht o l e ii te
,

i n t h e i n v e s t i
、

g a ted a er a w i th a m o d e r n m a r gi n a l b a s i n
,

th e a r e a w a s t e e t o n ie l ly l o e a t e d in a m a r g in a l b a
·

s in
.

T h e m a gr in a l b a s in w a s of mr
e d b y t h e m o v e m e n t o f A n c ie n t T e th y s P l a t e t u r n in g

n o rt h e a s tw a dr na d u n d e r t hur s in g of r N W t e n s i o n af u l t s b e in g g er a t a n d m a i n p a s s a g e s o f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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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镶镶

1
.

浊流沉积的凝灰质砂岩 碎屑主 要为火山岩屑
。

单偏光
。

标尺 o
.

lm m
。

要为斜长石
,

偶见石英
。

单偏光
,

标 尺 O l m m
。

.3 晶屑玻屑凝灰岩
。

单偏光
,

2
.

凝灰质砂岩
,

碎屑 主

标尺 0
.

lm m
。

4
.

火 一U

砾 岩中 的浆 屑
,

具 淬火边构造及塑性变形
,

呈 定向排列
。

单偏光
,

标尺 0
.

s m m
。

5
.

火山砾岩 中的浆

屑
,

具撕 裂状形 态
。

岩石分选极差
。

单偏光
,

标尺 住 sm m
.

.6 双递变层序
。

放大机照相
,

标尺 Zc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