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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台晚古生代沉积建造
①

陈志明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提要 根据岩类组合特点
、

地质构造背景和构造活动性
,

扬 子地台晚占生代沉积建造可分两大类

台地型建造和台槽型建造
.

这两类建造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展布规律和发育程度
,

都是与地质构造背

沉积环境
、

古气候
、

岩浆活动和地壳活动等密切相关
.

关键词 扬子地台 沉积建造 台地型 台槽型

作者简介 陈志明 男 57 岁 副研究员 沉积矿床学

型景

扬子地台是一个较为活动的地台
.

晚古生代时
,

由于受兰列以拉张作用为主的地壳运动的

影响
,

在碳酸盐台地中形成了裂陷槽 (或称台槽 )
,

沉积了一套与碳酸盐台地迥然不同的岩

类组合
.

一
、

扬子地台晚古生代沉积建造

扬子地台晚古生代沉积建造概括两种主要类型 : 一种代表较稳定的地台沉积类型
,

称台

地型建造 ; 另一种代表碳酸盐台地内较活动的裂陷槽沉积类型
,

称台槽型建造
.

分述于 下 :

1
.

台地型沉积建造

扬子地台台地型沉积建造
,

指的是在广阔大陆架浅水区沉积的碳酸盐岩一碎屑岩等岩类

组合
.

可细分陆相一
-

海陆交互相一海相碎屑岩建造
、

海相碳酸盐岩建造
、

海陆交互相碳酸盐

岩一碎屑岩建造
、

海陆交互含煤碎屑岩建造和陆相火山岩
一
弓又山碎屑岩建造等

.

陆相一海陆 交互 相一海相碎屑岩建造 扬子地台下泥盆统底部沉积一套陆相碎屑岩建

造
.

到 早泥盆世那高岭期开始
,

桂南
、

滇东南沉积海相碎屑岩建造
.

中泥盆世早期
,

滇中武

定
、

川西南碧鸡山
、

黔东南独山
、

桂东北海洋
、

屯秋等地海相碎屑岩建造中赋存鲡状铁矿 ;

晚泥盆世
,

鄂西
、

湘西北
、

湘中
、

湘东南
、

赣西等地的海相碎屑岩建造中赋存鲡状铁矿
.

一

般紧靠古陆的滨岸地区发育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建造
,

主要由砂页岩及砾岩组成
,

三角洲型交

错层理相 当发育
,

粒度 由下而上逐渐变细
.

厚度变化较大
,

r0 5一 IO8 2m
.

沉积体形态为楔

状
、

透镜状
.

海相碳酸盐岩建造 继第一套碎屑岩建造之后沉积的
.

由于各地地壳活动性和海侵先

后不同
,

碳酸盐岩建造形成时间和延续时间不尽相同
.

主要由泥晶灰岩
、

生物屑灰岩
、

白云

岩和 白云质灰岩等岩类组成
.

产珊瑚
、

腕足类
、

海百合
、

瓣鳃类
、

苔鲜虫
、

腹足类
、

蜓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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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生物
.

建造厚度各地不等 (0 20
一

一 2 2 7 1m )
.

沉积体形态为透镜状
、

席状
.

海 陆 交 互相含 煤碎屑 岩建造 扬 子地台自早石炭世至晚
_

二叠世间隔沉积两套有经济价

位的海陆交互相 含煤碎屑岩建造
.

湖南地区沉积的第一套含煤碎屑岩建造 (或称测水煤系 )

是旱石炭世 卜司期的产物
,

分布局限
.

晚 二叠世沉积的第二套海陆交互相 含煤碎屑岩建造
`或称龙潭煤系 )

、

分布厂
` 一

泛
.

主要由石英砂岩
、

炭质页岩
、

砂质页岩
、

粉砂岩及煤层组成
.

除产有植物化石外
,

还产有海相化石
.

两套含煤建造厚度以及所 含煤层数各地不尽相同 沉

积体形态为楔状
、

透镜状
.

陆 相 火 山 宕一火 山碎屑 岩建造 主要分布于川
、

滇
、

黔地 区
,

是晚二 1叠世的产物 主

要由玄武岩
、

火山碎屑岩
、

火 山岩与沉积岩的过渡岩石及沉积岩等岩类组成
.

各地组成建造

的岩类组合不同
,

厚度变化大 ( 35 一礴 535 m )
.

,

其发育程度与火山喷发次数的持续时间有关
,

2
.

台槽型沉积建造

指的是在桂
、

湘
、

粤
、

黔等地区浅水碳酸盐台地中沉积一套较深水的岩类组合
,

由 ) 台

槽的演化
,

不同时期台槽的大小
、

形态和位置都不相同
,

尤其是旱石炭世 以后
,

大部分的台

晒变浅
,

;lI 断续 展布
,

因而也产
一

有浅水底栖生物
.

台槽发育期间有间隙性海底火山喷发活动

根据台槽内岩类组合特点
,

可分为硅岩一硅质泥岩建造
、

泥岩一泥灰岩 (或条带灰岩 扁

豆状灰岩 ) 一硅岩建造
、

灰岩一硅岩建造
、

泥岩一泥灰岩建造和火山岩建造等
.

硅 岩 一硅质 泥岩建造 以南宁五象岭剖面作为该类型建造的代表
.

该建造发育时间

长
,

从中泥盆世 直延续到晚二叠世
,

尽管别的台槽于早石炭世普遍开始变浅
、

但南宁附近

的台槽仍然处于较深水的还原环境
,

沉积了石英硅岩
、

竹节石石英硅岩
、

硅质泥岩
、

含硅泥

丫;及泥岩等岩类组合
,

夹有凝灰岩及放射虫硅岩
,

以产竹节石
、

浮游介形虫为主
,

以及 少量

的菊石 放射虫
、

颗石 藻
、

小个体的浮游瓣鳃类
、

个体很小 的薄壳腕足类
.

建造厚 度达

1 6 4 8 1n 以 上
.

灰岩一硅岩建造 分布于右江裂陷槽的平果灵塘
,

百色巴平
、

阳好等地
,

其发育时间

从早石炭世至晚 几叠世
.

仁要由薄层状硅岩
、

硅质泥岩和灰岩等岩类组成
.

灵塘剖面中硅岩

与灰岩出现频率
、

厚度大小不尽相 同
,

产有蜓类
、

珊瑚
、

三叶虫等生物 建造的厚度变化较

大
,

灵塘 一带厚 1 52 3m
,

向西到阳坪
、

巴平等地剧减至 23 0一560 m
.

海 相 火 山 岩建造 分布 于广西
、

广东等地
,

从早泥盆世至晚二叠世均有间歇性火山喷

溢或喷发活动
,

形成了包括层位多
、

厚度小
、

以中基性为主的海相火山岩建造
.

其岩类组合

以熔岩为寸
二

常伴火山碎屑岩为其特点
,

属于海底间歇性火山活动产物
,

其形成经历了溢出一

喷溢 一爆发的过程
,

岩性由基性一中性向酸性演变
.

建造厚度不等
,

最厚达 300 余米
.

:
、

沉积建造空间和时间展布特点

扬 r 地 台晚
一

占生代沉积建造在空间上和时间
_

卜的展布具有规律性变化
,

是 与地壳字舌动
、

构造背景和
一

占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

早泥盆世早期
,

由于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扬子地台到处沉积一套陆相碎屑岩建造
,

但各

地 的岩类组合各不相同
.

大瑶 山西麓造 山运动剧烈
,

大瑶 山群以角度不整合覆于寒武系之

卜 底部普遍有底砾岩
,

厚度达数 百至千米
.

桂西
、

滇东南一带表现为平行不整合
,

以沉积

细碎 屑粉为 卜 滇东曲靖地区
,

在整个 旱泥盆世全为陆相红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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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泥盆世晚期
,

海侵范围扩大
,

滇东
、

黔南
、

桂北
、

湘南和粤西北等广大地区开始沉积

海相碳酸盐岩建造 ; 而靠近古陆的近岸和滨海地区
,

依次沉积陆相碎屑岩建造和海相碎屑岩

建造 ; 而在桂西南
、

黔东南地区沉积了较深水的台槽型建造 (图 1 )
.

舒舒舒1一古陆 ; 2一台地型找右相碎屑岩建造 ; 3一台地型滨海相碎屑岩建造 ;

4一台地型滨浅海相碳酸盐岩建造 ; 5一台槽型深海相泥岩一泥灰岩一硅岩建造

图 1 扬子地台及邻区 中泥盆世沉积建造展布略图 (据王鸿祯等
,

19 85
,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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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石炭世海侵范围继续扩大
,

一支海水由宜昌向西侵人到重庆以东地区 ; 另一支海水继

续向东扩大到闽
、

浙地区
,

长期裸露的东南山地演变为陆表海
.

这一时期广大地 区沉积海相

碳酸盐岩建造
,

只有靠近闽浙古陆还沉积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建造
,

台槽型建造的分布范围也

明显缩小 (图 2)
.

晚二叠世
,

扬子地台地壳抬升
,

陆源物质大量涌人
,

以沉积海陆相含煤碎屑岩为主的建

造类型
,

这种建造类型由于受构造和沉积背景的控制
,

从盆地边缘至中心具有明显的变化规

律 (图 3) : 靠近古陆以沉积陆相为主的含煤碎屑岩建造
,

滨岸带发育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

岩建造
,

往盆地中心逐渐过渡为海相碳酸盐岩建造和以海相为主的含煤碳酸盐岩建造
.

扬子

地台西缘峨眉山玄武岩天规模喷发活动
,

形成陆相火山岩一次 山碎屑岩建造
.

台槽型建造的

沉积趋于停止
.

扬子地台沉积建造在时间上展布规律亦不一致 (图 4)
.

扬子地台普遍发育三个沉积建

造旋回
,

每个沉积建造旋回从碎屑岩建造开始至碳酸盐岩建造而告终
.

而四川绵竹和广西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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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一带只发育一个沉积建造旋回
,

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地壳活动 长期处于稳定阶段
,

继碎介浑奋

建造沉积之后连续沉积碳酸盐岩建造
.

湖南涟源一带另具特点
,

自晚泥盆世到 早石炭世 长
,

小的沉积建造旋回多达 5 个
,

说明该区地壳升降频繁
,

碎屑岩建造与碳酸盐岩建造周期性交

替沉积
.

所以
、

在一定的大地构造单元区域内
,

沉积建造的叠置序列能够反映 该区地壳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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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占陆 ; 2一台地 型滨浅海相碳酸盐岩建造 ; 3一台地 j列滨浅海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建造
二

4一台槽型半深海硅质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建造

图 2 扬子地台及邻区晚石炭世沉积建造展布略图 (据王鸿祯等
,

1985
,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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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沉积建造与地壳活动关系

扬 子地 台晚
一

占生代沉积建造类型及其时空展布特点
,

壳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
,

在某一大地构造单元内所形成的
.

换句话说
,

沉积建造是地负运

动的产物 杨子欲台晚古牛化她亮活动的特 点夫现为两种卞要的形式
: 大面积缓惕升降执动

1
.

大面积升降运动

由于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扬子地台及邻区古地理发生重大的改变
,

黔北
、

鄂东
、

四川大部上升为陆
,

没有接受泥盆系沉积
.

滇东
、

黔东
.

早古生代为海盆的

退出
,

随后又逐渐下沉
,

接近泥盆系一厂二叠系的沉积
.

湘西北等地海水一度

受沉积外
、

其它的龙门山
、

桂
、

粤
、

原属于加里东地槽的钦防海槽继纷接

赣等地的加里东地槽在褶皱升起之后
,

有
一

部分地区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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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刁刁

1一古陆 ;2 陆相基性火山岩一火 山碎屑岩建造 ;3一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及硅岩建造 二 4一滨浅海含煤碳酸盐岩 及硅

岩建造 ;5一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建造 ;6一断陷盆地类磨拉石建造 ; 7一陆相基性火 山岩建造

图 3 扬子地台晚二叠世沉积建造展布略图 (据王鸿祯等
,

19 85
,

修改 )

F ig
.

3 D is t r i b u t ed m a P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fr o m a t i o n s 、 n 廿一e L a t e P e

rm i a n

o n t he Y a
叱 t ze P la t of rm

a n d n e ig h b o u r r e g io n

卜 日绵 长

四了汗
盐源一盐边 ` 南育威

口皿
:

爵很
7

贵州独山

)
之{

}}
一 } /

…
、

皿刃
2

皿皿
。

互工卫
,
及至1

9

湖南涟源 广西柳城 江西上高 安徽铜陵

货 :卿

解
落

411
,1

侧
卫压

二口
皿m

匹困

乌杯二黔
5

臣且〕
6

l 一海相碎屑岩建造 ; 2一陆相碎屑岩建造 ; 3一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建造 ; 4 一海陆交互相含煤碎 屑 岩建造 ;
、

5一海相含锰

页岩一硅岩建造 ; 6一海相硅岩一页岩建造 ; 7一海相碳酸盐 岩一 泥岩建造 ; 8一海相碳酸盐岩一碎屑岩建造 ; 9一海相碳酸盐

岩建进家; 10 一海相磷块岩一粘土岩建造 ; l 卜陆相火 山岩一火山碎屑岩建造 ; 工
、

且
、

班
、

W 分别代表沉积建造序数

图 4 扬子地台晚古生代沉积建造纵向演化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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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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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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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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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目到
,

{翌 }
9

匡至 }
, o

巨袒」1 1

赓翘〕, 2

.

分仙砂 岩 ; 2一砂岩 ; 3一泥岩 ; 4一典岩 :

5一碳质 负岩 ; 6一灰岩 ;

兄一硅质灰岩 ; 9一砾状灰岩 ;

7一泥质灰岩 ;

10一砂质灰 岩 ;

}卜白石质灰岩 ; 12一瘤状灰岩
二

图 5 贵州都匀中泥盆世

独山期海平面升降

F 19
`

5 U n d u la t io n o f s e a le v e l i n

lh e M i d d le D e v o n l a n D u s h a n P e r i o d

。 , 1 t h e D u y u n ,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继续拗陷
,

形成了隆起与拗陷错综复

杂的古地理格局
,

对晚古生代沉积建

造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由于加里东造山运动的影响
,

致

使基准面上升速度快
、

幅度大
,

蚀源

区剥蚀速度也加快
,

造成扬子地台早

泥盆世早期到处沉积了成分成熟度和

结构成熟度低一中等的陆相碎屑岩建

造二

大的造山运动之后
,

紧接着伴随

造海运动
.

由于海盆内部地壳的 变

形
,

造成海平面的升降
,

发生海侵或

海退
.

造海运动期
,

大陆区域的地壳

往往是相对稳定的
.

在这种情况 下
,

陆源 区上升速度缓慢
,

因而
,

风化分

异成熟
,

剥削速度微弱
,

陆源物质供

应量少
.

海盆下沉速度相对于海平面

升降来说虽然有时是大的
,

但从沉积

速度本身来说
,

则仍然是小的
.

沉积

物质的来源往往是海源及盆屑物质
.

在海侵过程中
,

由于海面的上升
,

从

而导致碳酸岩平衡面的上升
,

故往往

在浅海陆棚地区造成碳酸盐岩沉积

(叶连俊等
,

198 3)
.

晚古生代时
,

扬子地台各地区地

壳活动性是不均衡的
,

因而
,

沉积建

造旋回不尽相同
,

普遍发育 2一3 个

旋回
,

说明造海运动与造陆运动交替

发生
.

在造陆运动期间
,

由于蚀源区

仁升速度加快
,

故剥蚀速度加大
,

陆

源物质供应量大
,

往往在浅海陆棚地

区造成碎屑岩建造的沉积
.

而四川绵

竹
、

广西柳城只发育一个沉积建造旋

回
,

说明碳酸盐岩建造发育的漫长时

间内
,

大陆区域的地壳一直处于相对

稳定的
.

海水进退时规程
,

除了受大范围

甚至全球性地壳升降运动的控制之

外
,

还受局部地区造海运动的影响
,



2期 陈志明 :扬子地台晚古生代沉积建造 7

因而
,

海平面升降频率
,

及其所造成碎屑岩建造与碳酸盐岩建造的交替出现带有地区色彩

(图 5 )

二
\

..2 局部拉张作用

扬子地台加里东期地壳活动以挤压作用为主
,

到海西期局部地区转化为以拉张作用为主
.

早泥盆世晚期
,

首先在桂
、

湘
、

粤等地形成裂陷槽 (或台槽 ) ; 到早石炭世末
,

地壳活动转

移到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形成断裂拗陷带 ; 到晚二叠世早期
,

地壳活动跳到扬子地台

西缘的攀西裂谷
,

由于地慢物质的不断上涌
,

使地壳继续隆升
, ’

导致了南北向断裂的进一步

发展和加深
,

使玄武岩大范围喷发
,

是一次涉及到攀西裂谷及邻区地壳大破裂的集中表现
.

由于拉张作用形成断裂控制的裂陷槽 (或台槽 )
、

断裂拗陷带和裂谷盆地
,

对沉积建造

的形成和发育程度起着控制作用
.

桂
、

湘
、

粤等地区台槽型沉积建造的岩类组合及其发育程

度
,

与裂陷槽的发生
、

发展
、

衰弱直到消亡等阶段密切相关
.

中
、

晚泥盆世是裂陷槽的发展

期
,

不仅裂陷槽向西
、

向北和东扩其到云南
、

贵州
、

湖南和广东等地
,

且多处伴随火山喷发

活动 ; 早石炭世以后
,

裂陷槽处于衰弱时期
,

裂陷槽普遍抬升
,

有的槽灭亡
,

有的槽被分割

成若干孤立的断续展布的槽
,

均沉积以浅水碳酸盐岩为主夹硅岩等岩类组合 ; 到晚二叠世裂

陷槽消亡
,

沉积终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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