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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海西一印支期裂陷活动及其
与古特提斯的关系

①

方国庆 张晓宝 李育慈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提 要 海西一印支期
,

西秦岭地区受古特提斯洋的影响在前海西期变质基底之上发育三期裂陷

活动 (l
.

泥盆纪 ; 2
.

石炭纪 ; 3
.

二叠至三叠纪 )
,

造成该区地层展布呈条带状
.

深水沉积与浅水沉积相间
,

以及

活动型海槽沉积与稳定型浅海沉积相间的格局
.

是加里东期之后秦岭构造带东西分异的主要原因
。

关工词 裂陷 海西一印支期 古特提斯 西秦岭

第一作者简介 方国庆 男 31 岁 副研究员 沉积学及大地构造学

0 前 言

秦岭造山带是 目前我国地学研究观点最多
、

争论最烈的地区
,

一些难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
,

其中最为关键的间题是华北与扬子两陆块何时碰撞
,

也就是主造山幕的时代
,

有加里东
、

海西
、

印支
,

甚至有晋宁
,

当然亦有多期次复合论
,

其中尤以加里东论和印支论者为多数
。

其

主要症结在于如何认识从陕西 山阳一直到西秦岭广泛出露的泥盆至三叠系海相槽台沉积
,

特别是其中活动型深海沉积
,

是秦岭洋沉积还是再生的陆间海槽沉积 ? 我们则同意后一观

点
,

并且认为这一再生的陆间海槽是由于古特提斯的活动使本区在加里东变质基底之上裂

陷形成的
,

而这一海槽及其中沉积物主要是由于西秦岭地区与古特提斯活动有关的三期 (幕

式 )裂陷活动形成的
。

1 裂陷活动的证据

1
.

1 西秦岭地区
,

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层呈近东西 向狭长条带状展布
,

且深水沉积与浅

水沉积相间
,

活动型海槽沉积与稳定型浅海沉积相间 (图 1 )
,

呈现出槽台 (或称之为台盆 ) 格

局 (图 2 )
。

反映出区域性裂陷活动造成的断陷和断隆相间的基本构造型式
。

1
.

2 发育断陷台缘重力流斜坡裙
。

西秦岭地 区发育一种含 巨砾 (直径达数十米
,

上百

米 ) 的砾屑灰岩非常引人注 目
。

已有的工作
〔乙 ` 一

6〕
对其特征有较细致的描述

,

但对其成因认识

则很不一致
。

60 年代填图时曾推测它们属冰碳成因
。

板块学说的引入
,

而赋以其板块构造的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成果 收稿日期
: 1 99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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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认为它们是与板块俯冲作用有关的混杂堆积
〔。 。

1 9 8 4 年
,

左国朝等认为它们是海底悬

崖崩塌形成的环大陆架碎石堆和急滑坡沉积
〔” 。

19 9 2 年
,

殷鸿福等认为它们是滑塌堆积和

碎屑流沉积
〔2〕 。

本文同意左国朝
、

殷鸿福等人的基本观点
,

它们是滑塌堆积和碎屑流沉积
,

是

裂陷环境下的产物
,

只是从成因上
,

我们认为它们主要是由于同沉积断层的活动使得碳酸岩

台地不断破裂下沉而形成的
,

是构造 + 沉积的综合产物
。

此外
,

1) 它们主要沿几条区域性大

断裂连续展布
,

具线状物源之特点
, 2) 主要沉积在斜坡至盆地的坡角处 ; 3) 成分较单一

,

主要

来自邻近的台地
.

据此
,

为反映其与断层的关系和产出的部位以及形成方式等特点
,

本文称

它为断陷台缘重力流斜坡裙
,

其综合模式如图 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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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秦岭构造及岩相略 图

1
.

槽相 2
.

台相 3
.

海陆交互相 4
.

岩体 5
.

断裂 6
.

俯冲缝合带 7
.

区域应力方向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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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沉积断层发育
。

台缘重力流斜坡裙不仅仅分布在几条 区域性大断裂带上
,

而且

它在剖面上重复出现 (图 3 )
,

表明断层多期活动
,

活动与平静交替
,

造成一次次滑塌一重力

流沉积
,

而显示 出同沉积断层的性质
。

此外
,

本区岩相相变快
,

主要表现在浅水沉积骤变为深

水沉积
,

或是活动型海槽沉积与稳定型浅海沉积相邻
,

表明同沉积断层是本区最重要的控相

断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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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秦岭槽台格局示意图 (综合李建中
,

殷鸿福以及甘肃省区域地质志等资料
〔卜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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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秦岭地区泥盆 系海相槽台沉积与前

泥盆 系之间主要 为角度不整合和平行不 整

合
〔 7〕 ,

仅局部可见整合接触
。

在陕西 山柞旬地

区
.

上 志 留统与下 泥盆 统之间不仅存在底砾

岩
〔幻 ,

而且存在剥离断层等伸展构造①
。

这不仅

反映 出加里东运动是本区一次重 要的构造运

动
,

而且说明这次运动之后处于伸展环境下
,

形

成广泛的海侵以及超覆不整合
。

2 裂陷活动的特点

流

台 缘币 力流斜坡裙

图 3 断陷台缘重力流斜坡裙沉积模式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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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裂陷活动具周期性
,

从沉积序列 上

看
,

活动型海槽沉积与稳定型浅海沉积或海陆

交互及陆相沉积交替出现
,

具明显的旋回性
,

对

应于裂陷的周期性活动
,

据此划分出三期裂陷

活动 (表 l )
。

① 杨志华等
,

l
: 5 万区调填图方法及伸展构造

、

收缩构造地质考察指南
,

19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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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西架岭北娜 ( .潭一麻沿河断裂以北 )地层及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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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 统统 地层层 厚度 ( m ))) 沉积相相 相对海水深度度 裂陷期次次

浅浅浅浅浅浅浅~~~~~

TTTTT T 222
后老庙群群 2 5 666 磨拉石相相

.

……
...

TTTTT 一
_

zzz
古浪堤组组 2 0 6 3 666 复理石相相相相

隆隆隆隆务河群群 > 1 15 1555555555

PPPPP P 222 石关群群 > 14 3 000000000

PPPPP ---

大关山群群 4 6 7~ 19 8 666 浅海台地相相相相

CCCCC C sss

东扎 口组组 3 卫3 2 000 海陆交互相相相 111

(((((((((((局部磨拉石相 )))))))

CCCCC 222
下加岭组组 ) 1 17 333 复理石相相相相

CCCCC 111 王家店相相 5 2 555555555

>>>>>>>>> 18 5 000 潮坪相相相相

DDDDD D 333
大草滩群群 > 7 9 0 111 海陆交互相相相 III

(((((((((((部分磨拉石相 )))))))

DDDDD 一+ 222
舒家坝组组 > 7 9 2 888 复理石相相相相

人 n D 前泥盆系变质岩

地层及厚度主要参考 《甘南省区城地质志 )t 幻

2
.

2 每期裂陷可分为三个阶段
:

裂陷期
、

平静期和收缩期
。

裂陷期台地破裂
,

形成台缘

斜坡和海槽
,

造成由浅到深的沉识序列
。

特别是同生断裂 的一次次活动形成多层滑塌一重

力流沉积
;
平静期海槽逐渐被充填

,

形成由深变浅的沉积序列
;
收缩期

,

海槽内的沉积物摺皱

回返
,

形成近山前的海陆交互相或山前磨拉石
。

这种裂陷期和收缩期的交替也就是本区的幕

式裂陷活动
。

2
.

3 裂陷具继承性和新生性
。

继承性表现在后期 的裂陷往往沿早期裂陷中心继续扩

张
,

使早期的海槽宽度和深度增大
;
新生性表现在裂陷发生在早先的褶皱带或台地上

,

使其

破裂形成新的海槽
,

亦有人称这种海槽为上益地槽或再生海槽等
。

2
.

4 同沉积断层是裂陷活动的主要构造类型
,

是最重要的控相构造
,

它的脉动式活动

是周期重复出现的滑塌一重力流沉积的主要动因
。

2
.

5

2
.

6

从泥盆至三叠纪
,

裂陷活动逐渐向两侧发展
,

裂陷范围不断扩大
。

前海西期基底断裂往往是裂陷的主控断裂和中心部位
,

多控制海槽的走向
。

3 裂陷活动的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一个地区大规模裂陷作用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工作
,

本文这里主要依据其大地构

造背景探讨幕式裂陷活动的可能性及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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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古生代未的加里东运动是中国地质历史上最重要的构造运动
,

这次运动使得秦祁昆

古大洋消亡
,

中朝
、

塔里木
、

柴达木
、

扬子和华夏等古陆块碰撞缝合在一起
,

统一的中国古陆

形成
。

仅局部残留一些海槽
,

如桂东南的钦防海槽
〔, 〕 ,

成县 一太白一镇安一线分布的不连续

海盆
,

使得局部地区泥盆与志留系整合接触
,

而多数地区则缺失早泥盆世沉积
。

在西秦岭
,

洋

壳在武山一天水一线俯冲消失
,

华北与扬子碰撞缝合
。

沿该线发育的 4 00 M A 左右的花岗岩

以及同期变质年龄
,

和古生代蛇绿岩的产出为其主要证据
〔, 0〕 。

加里东运动晚期亦是全球范

围内的古陆形成期如北美与欧洲在晚志留 ` 早泥盆碰撞形成欧美古陆
〔 , ` 〕 。

此时的中国古陆

可能与印缅地块连在一起
。

该大陆形成不久
,

于早泥盆世中晚期又开始全球性大陆的解体
,

在中国古陆西南沿金沙江 一江河一线迅速开裂
,

古特提斯洋开始形成 (对古特提斯的时限
、

范围和形式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论
,

但近几年研究已获重大进展
,

认识渐趋一致
,

即古特提斯

洋发育时限大约从 4 亿到 2 亿年
,

经历完整的威尔逊旋回
〔 , 2

一
,

,)j
,

此时
,

昆仑至西秦岭
、

扬子

地块西和西南缘成为古特提洋北侧
、

北东侧的被 动陆缘
,

处于古特提斯构造域之 内
。

由于古

特提斯洋的扩张
,

这一陆缘带破裂
,

造成广布该区的槽台格局
〔 ,

· ’
目

7〕 。

处于这一拉张大陆边

缘 的西秦岭
,

右江一 南岭等地 区则沿早先薄弱地带 (加里东碰撞缝合带 )开始了裂陷活

动
〔, 7〕 。

至晚泥盆世
,

古特提斯的第一次强烈扩张趋于平缓
,

使局部海槽收缩
,

西秦岭第一次

裂陷作用也随之结束
。

早石炭世开始
,

古特提斯洋又开始扩张
,

至晚石炭世又趋于平缓
,

对应

的西秦岭经历 了第二次裂陷作用
。

从早二叠世开始
,

特提斯洋壳板块开始向中国古陆下俯

冲
〔̀ 5〕 ,

被动大陆边缘逐渐转化为活动大陆边缘
,

沿喀喇昆仑一丁青一澜沦江一线古俯冲带

形成
,

巨大的巴颜喀拉弧后盆地也开始发育
〔 ,幻

,

弧后盆地的强烈扩张
,

西秦岭进入第三期裂

陷阶段
,

此时它处于弧后盆地伸向陆内的一偶
。

至印支末
,

古特提斯洋消亡
,

中国古陆向南增

生
,

西秦岭地区结束了第三期裂陷活动
,

同时也结束了该区的海洋历史
,

进入陆内发展阶段
。

值得说明的是
,

海西一 印支期西秦岭海槽
,

右江一南岭海槽
,

从构造性质上看
,

说它们是

大陆边缘多期活动的裂陷带
,

不如说它们是边缘裂陷梢或拗拉槽而更符合它们的特征
。

这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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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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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方国庆等
:

西秦岭海西一印支期裂陷活动及其与古特提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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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等
,

19 93
,

6
,

25
,

2 版
,

澳西成为全球古特提斯研究典型区
,

中国地质矿产报
.

郑荣才等
,

19 9 1
,

右江海西一印支期复合盆地的构造演化及沉积作用
,

中国西部特提斯构造演化及成

矿作用
,

电科技术大学出版社
.

彭兴阶等
,

1 9 9 3
,
2

,

藏东三江带的大地构造演化
,

中国区域地质
。

罗建宁等
.

199 1
,

三江特提斯沉积地质演化
,

中国西部特提斯构造演化及成矿作用
,

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

朱忠发
,

1 9 9 1
,

东特提斯造山带古地理特征
,

中国西部特提斯构造演化及成矿作用
,

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

毛永明等
,

1 9 91
,

灵山一衡阳台间盆地的特征及其演化
,

岩相古地理文集
,

第 7 辑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

社
。

高延林
,

1 9 9 0
,

青
、

藏
、

川
、

滇地区印支期太平洋古大陆边缘的特征
,

地质学报
,

6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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