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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泥盆系古地磁研究

孟 自芳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提要 塔里木古地磁资料表明 泥盆纪期间西南缘的古纬度低于西北缘 (约 1 2
。

)
.

前者是在泥盆纪 ~ 石

炭纪期间塔里木地块快速北移的过程中才在石炭纪与后者拼接在一起的
.

次级构造单元之间的这种差异运

动对塔里木西部的构造演化与油气资源评价都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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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筒介 孟自芳 男 46 岁 副研究员 大地构造学 古地班学

塔里木地块古地磁研究在八十年代得 到长足进展
,

但至今公开报道的泥盆系研究结果则

仅见于西北缘的柯坪地 区
。

为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更大范围内获得更系统的泥盆系古地

磁资料
,

笔者于 19 8 8 年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和西南缘各选了一条泥盆系出露比较完整
、

时代

依据 比较充分
、

岩性适于古地磁研究的剖面进行了详细研究
,

并根据研究结果探讨了塔里木地

块的古地理位置与构造演化特征
。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塔里木地块是组成 中国大陆的主要构造单元之一
,

构造比较稳定
,

各时代地层均有不同程

度的发育
,

层序基本齐全
,

沿盆地边缘出露较好
,

厚度较大
,

历来为中外地学界所注目
。

由于华

北地区普遍缺失泥盆系
,

西北地区泥盆系研究的重要意义便显得格外突出
,

塔里木盆地也就 自

然成为西北地区泥盆系综合研究的理想区域之一
。

本项研究的标本采 自两个不同的次级构造单元
:

位于西北缘的柯坪隆起印干剖面 ( 79
.

5
。

E
,

4 0
.

o6 N )和位于西南缘的西南拗陷阿尔塔什剖面 ( 76
.

3 oE
,

3 8
.

oo N )
。

印干剖面泥盆系为单斜

构造
,

采样层位属中
、

下泥盆统
,

主要岩性为红色细砂岩和粉砂岩
,

属浅海一滨海相沉积
。

阿尔

塔什剖面采样层位属上泥盆统
,

主要岩性为深灰色及杂色粉砂岩
.

属浅海相沉积
,

样品采 自一

个褶曲构造的两翼
。

采样过程中使用轻便岩石钻机钻取定向岩芯
,

用地质罗盘对岩芯定向并记

录当时的太阳方位角以进行定向数据的室内校正
。

定向岩芯经一定时间的室内存放后加工成

标准样品用于侧试
。

本项研究在印干剖面采集 21 段岩芯
,

代表 21 个层位
,

采样厚度约 3 50 m ;

在阿尔塔什剖面采集 2 0 段岩芯
,

代表 20 个层位
,

采样厚度约 1 8 Om
.

2 测试与结果

样品测试和数据处理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古地磁实验室完成
。

测试仪

器为 ZG 一 64 0 型三轴超导磁力仪
,

退磁设备为 T S D 一 1 型热退磁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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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试样品的天然剩磁后
,

将其存放在
“

零
”
磁空间中进行粘滞剩磁检验

.

两条剖面样品的磁

性普遍较强
,

枯滞剩磁检验结果表明样品天然剩磁中所含的粘滞剩磁比例不高
。

经过粘滞剩磁

检验的样品均采用热退磁法进行系统的退磁处理
,

以求分离出稳定的特征润磁分 t
。

逐步热退磁处理过程在全部样品中均可分离出两个稳定的磁性分量
.

低温分量解阻沮度

一般高于 40 0 ℃
,

最高可达 55 0 ~ 600 ℃
.

样品的刹磁强度在此阶段并无明显衰减
,

表明低沮分

里的磁性载体以次生赤铁矿为主
.

另一方面
,

低沮分 t 磁化方向在地理坐标系中均为单一的正

极性
,

密集程度非常好
,

平均方向与当地的现代轴向地心偶极子场方向几不可分
,

且在 ” 纬 t

信水平上未通过褚皱检验
,

可知低沮分量的形成时代晚于岩层的最后一次构造变动
,

应是岩石

在风化过程中受近代地磁场影响而获得的次生刹磁
. `

样品在高温退磁阶段的磁学性状则表现

为剩磁强度急剧衰减到接近磁力仪的嗓音水平
、

退磁 曲线呈线性趋向原点
、

磁化方向明显偏离

现代轴向地心偶极子场方向且在地理坐标系中具近于成对披关系的正
、

反两种极性
。

高沮分量

的高解阻沮度谱表明磁性载体几乎全是原生赤铁矿
。

阿尔塔什样品采自褶曲构造的两具
,

适于

进行剩磁稳定性的摺皱检
。

检验结果表明
,

具正反两种极性的高温分量磁化方向以 ” %的置

信度通过了摺皱检验
,

指示高温分量的获得早于岩层的第一次构造变动时代
.

根据地质资料
,

研究区的泥盆系与石炭系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胜
,

岩层的第一次构造变动发生在泥盆纪与

石炭纪的交接时期
。

此外
,

高沮分量平均磁化方向既不同于 已报道的石炭纪地磁场方向
,

也不

同于二叠纪地磁场方向
。

因此
,

笔者认为阿尔塔什样品的高温分量是岩石在泥盆纪地磁场作用

下获得的原生剩磁
,

其平均磁化方向代表研究区在泥盆纪期间的地磁场方向
.

印干剖面样品采

自单斜层
,

不宜进行褶皱检验
,

但高温分量同样具有前述的各种特征
,

平均磁化方向与阿尔塔

什高温分量平均方向基本一致
,

也应是泥盆纪期间形成的原生剩磁
.

农 1 塔里木泥盆系高沮分 t 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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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虽然两地样品的岩性差异较大
,

岩相也有一定的 区别
,

但其磁学性状则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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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特征剩磁性载体也大致相同
,

皆以原生赤铁矿为主
。

两地样品的高温分量均具正反两种极

性
,

排除了后期重磁化的可能性
。

两地样品高温分量磁化方向各 自通过了反转检验和一致性检

验 (阿尔塔什样品高温分量还通过了褶皱检验 )
,

且其平均方 向比较接近
。

在一级近似的前提

下
,

将两地样品的高温分温分量磁化方向进行总体统计
,

可以求得塔里木泥盆系所记录的泥盆

纪地磁场方向的主要参数
。

统计结果表明 (表 1 )
,

总体平均方向以 99 %的置信度通过了区域性

褚皱检验
,

指示高温分量代表磁性矿物在沉积阶段或早期成岩阶段在泥盆纪地磁场作用下获

得的原生剩磁
。

3 几点认识

根据本项研究和笔者及其他作者在塔里木与其他地区获得的相关地质时代的古地磁研究

结果
,

可以对塔里木地块的古地理位置
、

构造演化及其与相邻构造单元的构造联系问题获得如

下几
』

点初步认识
。

·

1
.

塔里木地块在泥盆纪 期间位于北纬 180 附近的低纬度地带
。

对照其志留纪和石炭纪古

纬度
,

可知塔里木地块在志留一泥盆纪期间纬度增高约 o4 (志留纪塔里木地块古纬度约为 1 40

N )
,

经历了缓慢北移的过程
,

较长时期地处予相对稳定阶段
。

另一方面
,

塔里木地块石炭纪古

纬度为 33
O

N
,

表明它在泥盆 一石炭纪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快速北向漂移 (伴随顺时针旋转 )
,

但沉积建造仍 为以碳酸盐岩为主的稳定型沉积建造
,

推测这一时期的快速北 向漂移应是当时

地球某种深部过程的表现
。

2
.

O p d y k e 等根据从云南
、

四川三条剖面的古地磁资粒推算
,

华南地块西部在志留纪 期间

处于低纬度地带 ( 7
O

N 或 7
0

5 )
。

据刘椿等的研究结果
,

云南 曲靖地 区的早泥盆世古纬度约为 0
.

64
0

5
,

与其志留纪古纬度大致相当 (至多南移 0
.

5
“

)
。

可见塔里木地块与华南地块虽然在志留纪

时已经非常接近
,

但到泥盆纪时又由于二者之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运动 (尤其是塔里木地块快

速北移 ) 而分裂开来
,

致使其间的每盆再度扩张
。

塔里木地块与华北地块之间 目前尚无能用于

直接对 比的泥盆系古地磁资料
,

但根据志留纪与二叠纪资料判断
,

志 留纪期间华北地块西端

(河西走廊 )的古纬度 ( 23
.

4
O

N ) 比塔里木地块高 9
。

左右
,

但二叠 纪期间塔里木地块的古纬度

( 2 o7 N ) 比华北地块西端高 9
。

左右
,

而且二者在以上两个地质时期所对应的古地磁极也相距甚

远
,

表明塔里木地块与华北地块在志留纪与二叠纪期间均不相连
,

而是两个彼此分离的大地构

造单元
。

3
.

阿尔塔什样品与印干样品原生剩磁的极性均在剖面上呈正反相间出现的特征
,

表明两

剖面的沉积时期大致相 当
。

将极性剖面与标准极性年表进行对比
,

可知两剖面均应属中
、

下泥

盆统沉积
,

这与地质资料中认为阿尔塔什剖面泥盆系属上泥盆统的看法是有出入的
。

4
.

本项研究的总体统计结果虽以 ” %的置信度通过了区域性褶皱检验
,

但两地的统计数

据的有一定的差异
。

这种地区性差异的存在除可以由于误差因素而引起外
.

在很大程度上还反

映两地之间在快速北移的总体背景下还存在差异运动
,

因而两地之间在泥盆纪以后发生了一

定规模的地壳缩短并于石炭纪期间才最终联结在一起
。

这种形变过程主要以
“

薄皮构造
”
的形

式完成
,

很可能与铁克里克弧形构造带开始弯曲密相关
,

形变起始时代应晚于泥盆纪
.

根据西

伯和1严地块泥盆纪古地磁极位置计算所得的理论磁化方向与实测磁化方向
、

理论古纬度与实

测古纬度之间的差 异也说明 (表 2 )
,

阿尔塔什地 区在泥盆纪以后的北移速率明显大于印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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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表明两地之间发生过规模较大的相对运动
。

但两地泥盆系的褶皱形变特征都不强烈
,

推知

这种相对运动应主要表现为层间滑动与层面滑动
,

因而铁克里克弧形构造带之下很可能掩盖
着较大面积的生油条件较好的下古生界沉积若系

。

但也有可能说明柯坪隆起在泥盆纪时尚不

属于塔里木地块的范畴
,

而是后来加积到塔里木地块上的外来系统
。

表 2 塔里木地块泥盆系分区统计结果

T
a
b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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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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