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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南秦岭北部 山阳断裂和板岩镇断裂之 间的镇安盆地在 晚泥盆世 发育一套浊流沉积
。

通过

对这套浊积岩系内部岩相
、

相组合
、

古流 向等详细研究
,

结果证明其内部由斜坡沉积
、

水道一天然堤沉积
、

舌状体沉积 以及盆地平原等单元组 成
,

然 而它们的空间组合及内部特征并不代表一个典型的水下扇沉积

体系
,

而是反映一个由线状物源供给 的缓坡型浊积岩体系
。

晚泥 盆世 浊积岩体系是随 中泥盆世碳酸盐台地

发生沉陷而随之发生 的
,

反 映镇安盆地当时为一个相对 狭窄的断陷式盆地
。

区域构造分析证 明
,

盆地 的形

成和发展与南
、

北秦岭发生初始碰撞而引起 的俯冲板块前缘挠曲隆升和上部地壳伸展作用有关
。

关锐词 秦岭 镇安盆地 浊积岩 系 泥盆 纪

第一作者简介 孟 庆任 男 38 岁 博士后 沉积学和盆地构造

秦岭造山带以商丹缝合线为界划分为南
、

北秦岭两部分
。

早古生代时期
,

南秦岭沿商

丹带向北俯冲
,

从而表现为被动大陆边缘 ` 1 , 。

自晚古生代开始
,

南
、

北秦岭之间开始由俯冲

转人碰撞阶段
,

晚泥盆世正处于碰撞的初期阶段 〔 2 , 。

碰撞作用无疑直接影响到南秦岭北部盆

地的构造发展和其内部沉积过程
。

受构造作用控制
,

在晚泥盆世南秦岭北部发育了不同类

型的沉积盆地和相应的沉积体系
。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南秦岭北部山阳断裂与板岩镇断裂之

间区域 (镇安盆地 ) 的上泥盆统浊积岩相和层序
,

从而恢复当时浊积岩体系以及浊积岩盆

地的构造发展
。

1 区域地质

镇安盆地的南
、

北两侧分别被山阳和板岩镇断裂所限
,

并且南侧板岩镇断裂 向东延伸

而逐渐与北侧山阳断裂相并合 (图 1 )
。

最近通过对南秦岭北缘泥盆纪构造发展的研究证 明
,

镇安盆地与其北边的另一同期盆地 (发育泥盆系刘岭群 ) 之间曾存在一个古陆
,

而山阳断

裂在当时为张性同生断层
,

并直接控制着北侧盆地的发展 〔 3〕 。

印支期强烈挤压作用使山阳断

裂发生反转
,

表现为明显向南的逆冲推覆
,

使刘岭群直接覆于镇安盆地泥盆系之上 ( 图 1 )
。

区域地层资料显示
,

研究区 内的泥盆系仅由中
一

上统组成
,

并平行不整合于下古生界寒

武
一

奥陶系之上
,

向上与石炭系为连续沉积
。

中泥盆统分四个组
,

主体为碳酸盐岩
,

上统为

九里坪组
,

主要由硅质碎屑浊积岩组成
。

在研究区的南
、

北部分
,

岩相有明显变化
。

北侧

以细粒沉积物为主
,

而南侧主要发育中
一

粗粒浊积岩
。

最近的区域地层研究对九里坪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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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加详细的划分
,

并给出了许多新的地层名词或组名
,

但这些新的组名 目前还都未被普

遍接受
。

考虑到这一点
,

本次研究仍沿用九里坪组一词
,

但在区域上分别称为北部九里坪

组和南部九里坪组
,

这样可避免地层对比上的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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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秦岭北部 简化地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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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浊积岩相组合分析

2
.

1 斜坡相组合

此岩相发育在北部九里坪组下部
,

由泥岩
、

泥质灰岩
、

粉砂质泥岩
、

不同规模透镜状

塌落岩块堆积
、

复成分砾岩
、

含砾砂岩和粗砂岩等组成
。

滑塌构造
、

层 内蠕动
、

层内截切

以及软沉积物变形等现象十分普遍
。

泥岩
、

泥质灰岩和粉砂质泥岩呈薄互层状或块状
。

块

状粉砂质泥岩底部为侵蚀性
,

内部显示不完整的泥质浊积岩层序
,

并多为缺底类型 〔 l4j
,

其

厚 度变化大
,

最厚可达 Z m
。

泥岩和泥灰岩主要为薄层状
,

少数为中厚层状
,

顶
、

底呈过渡

型
。

泥岩和泥灰岩在剖面上通常互层出现
,

泥灰岩遭风化淋滤后使这种薄互层状结构显得

尤为突出
。

块状粉砂岩及泥岩是由稀释浊流沉积而成
,

而薄层泥岩
、

泥质灰岩和 泥灰岩等

则代表由悬浮沉积而形成的半深海沉积
。

塌落岩块主要 由角砾状无分选的混杂岩块组成
,

成分为杂色变砂岩
、

片麻岩
、

角闪岩

和千枚岩等
,

剖面中最大岩块可达 3 m
。

变砂岩砾块 中可见到清楚的大型 板状交错层
。

这种

岩块堆积体夹在细粒沉积物之中
,

但本身并不显示明显的搬运迹象
,

呈颗粒支撑
,

基本没

有细粒沉积物充填
。

岩块成分与围岩截然不同
,

显然不是来 自于 围岩本身
,

所以应来 自盆

地边缘的变质基底
,

代表塌落砾岩堆积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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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成分砾岩
、

含砾砂岩和粉砂岩主要呈各种不同规模的透镜体出现在细粒沉积物之 中
,

表现为厚层状或块状
。

砾岩呈基质支撑
,

含砾砂岩和 粉砂岩 内部具不明显的平行层理和粒

序层
,

如粗尾正粒序
。

少数逆粒序发生在块状含砾粗砂岩层底部
。

砂岩内部泻水构造发育
,

部分或完全破坏掉 了原始沉积层理
,

部分泥质砂岩和泥质粉砂岩明显发生液化
,

在砂岩与

周围泥岩和粉砂岩的接触处
,

出现侵蚀和碎屑脉
。

上述特征反映了一种快速沉积过程
,

并

主要由碎屑流和 高密度浊流产生
,

总体组合代表了一种不稳定的斜坡环境 (图 ZA )
。

A

科坡沉积

B

水道 /天然堤沉积

C

叶状体沉积

O

盆地沉积

块状砂岩

薄层灰岩

内部冲刷面

砾岩脉

撕裂泥片

塌落岩块

滑塌褶皱

向上变薄变细层序

向上变厚变粗层序

囚目曰国因圃圃区7

泥粉 . 粗琢
砂砂砂

图 2 南秦岭北部 镇安盆地上泥盆统九里坪组岩相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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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道
一

天然堤相组合

此相发育在南部九里坪组 的下部
,

水道沉积主要 由块状和厚层状砾岩
、

含砾砂岩和 粗

砂岩组成 ( 图 ZB )
。

砾岩最厚可达 3
.

s m
,

底部 5一 15 c m 内显示逆粒序
,

同时顶部 10 一 30
c m 内也经常发育平行层理和低角度交错层

,

中部呈块状
。

砾岩和粗砂岩内撕裂泥砾十分发

育
,

并多集中在下部
,

向上逐渐减少
,

泥砾最大可达 4 0 。 m
。

粗砂岩和含砾砂岩呈块状和厚

层状
,

内部具阵流层理 s( ur ge st r at iif ca t io n) 和粗尾正粒序
,

底面为侵蚀性并经常发育重荷

模
、

槽模和沟模等底面构造
。

许多砂岩为结合型
,

内部具侵蚀面
,

部分侵蚀面上还保留有泥质膜
。

砾岩和砂岩相在

垂向上显示一种向上变薄变细趋势
,

但这种半旋回性并不十分普遍
,

它们在剖面上呈透镜

状
。

砾岩和砂岩体一般厚 5一 20 m
,

宽 20 一 150 m
,

明显侵蚀下伏层或者表现为不同砾岩和

砂 岩体之 间相互 切割
。

与厚层或块状砾岩和砂岩相 共生 的是一套薄一中厚层状 ( 2一 30
e m ) 细砂岩和少量粉砂岩和 泥岩

。

细砂岩内发育流水层理 ( e u r r e n t s t r a t i f i e a t io n )
、

小一中

型沙纹状交错层
、

爬升层理
、

小型孤立波痕
、

包卷层理以及撕裂泥片
,

表现为 C C C 型 浊积

岩 〔` 6 , 。

另外
,

一些砂岩层面波状起伏
,

数层砂岩在十余米范围内逐渐汇聚和变薄
,

或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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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在横向上减薄
、

增厚等不规则的厚度变化
。

砂岩内具平行层理
,

小型沙纹层理
,

并

夹有泥层
,

形成 T b一
c 、

T b一
e 等鲍玛层序

。

这套细砂岩在垂向上被水道砾岩和砂岩所截
,

并且在侧向上又与粗砂岩层相互过渡
。

依据 M ut it an d iR cc i L uc hc i 〔
9〕的浊积岩相划分方案

,

水道砂岩主要由 A 相和 B 相组成
,

而细砂岩则主要表现为 D 相和 E 相特征
。

它们相互组合
,

构成了典型的水道
一

天然堤沉积体
。

组合中除砂岩层间出现少量泥岩薄层外
,

很少发育泥岩

段
。

水道
一

天然堤沉积在剖面上相互叠置出现
,

但有时水道砂岩也相互间切割
,

形成叠置砂

岩层段
,

而不显示明显的向上变薄变细垂向序列
,

这表明当时辫状水道沉积 占主导地位 〔1 3〕 。

所有观察到的水道沉积一般数米和数十余米厚
,

数十到数百米宽
,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

露头范围限制了大范围的观察
,

另一方面本身就反映当时沉积发生在许多小型水道 内
。

2
.

3 叶状体沉积相组合

此岩相主要发育在南部九里坪组的下部
,

基本岩相包括薄一厚层状细一中粒砂岩
,

粉

砂岩和泥岩 (图 ZC )
。

岩层侧 向延伸平稳
,

厚度变化不大
,

厚层砂岩 内部显正粒序或呈块状
,

砂 岩向上逐渐过渡为粉砂岩和泥岩
,

构成典型的 T a
一

e 、

T b一 d 和 T c
一

e
等鲍玛层序

。

砂岩

底部明显侵蚀下伏层
,

并造成宽而浅的冲沟
。

薄层细砂岩与粉砂岩和泥岩呈明显互层状
,

并

表现出一种旋回性的变厚
、

变薄趋势
,

砂 /泥比例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

细砂岩和粉砂岩与泥

岩相组合
,

表现为 T a
一

e 、

T b一d 和 T c
一

e
鲍玛层序结构 (照片 D )

,

T c 常 占整个细砂岩层

的 3 / 4
,

发育变形沙纹交错层理和包卷层理
。

上述岩相可分别划归为浊积岩 C 相和 D 相 〔的 。

薄层状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在垂向上

过渡为中
一

厚层状砂岩
,

从而显示出 5一 10 m 厚总体向上变粗变厚的沉积序列 (照片 E )
。

这

种组合的向上变粗趋势是叶状体的典型沉积特征 〔 , 2〕 。

出现旋 回性厚度和砂 /泥 比率变化的

薄层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层序代表叶状体周缘沉积
〔幻

。

然而
,

这种典型的向上变粗变厚层序

在主要 由浊积岩 C 相和 D 相构成的数百米厚的层序 中仅 占 1 3/
,

而大部分层序不具这种厚

度和粒度变化特点
。

叶状体和叶状体周缘沉积在九里坪组下部经常被水道砂岩所切
,

但此

现象在上部逐渐消失
。

.2 4 盆地平原相组合

此相主要包括薄层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和 泥质灰岩等
,

呈单调薄互层状
。

在部分层

段中泥岩和泥灰岩 占主要部分
,

构成泥岩段和泥质灰岩段 (图 ZD )
。

此相发生在九里坪组上

部
,

并且向上灰岩夹层逐渐增加
,

最后过渡为下石炭统暗色薄层和条带状泥质灰岩 (照片

F )
。

细砂岩和粉砂岩层内通常具 T ed
、

T de 鲍玛层序
、

T c 段具沙纹交错层理和小型爬升层

理
。

碳酸盐浊积岩夹层表现为 1一 10
c m 厚的泥灰岩

,

内部常出现深水碳酸盐浊积岩 T bc d 鲍

玛层序
。

这些具稳定产状的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灰岩
、

灰岩的薄互层指示深水盆地环境
。

3 浊积岩体系

浊积岩体系内部不同沉积单元
、

即斜坡
、

水道
一

天然堤
、

叶状体和 盆地平原在时空上具

有一定 的分布特点
。

斜坡沉积发育在北部九里坪组的下部
,

而南部九里坪组的下部则主要

由水道
一

天然堤和叶状体沉积组成
。

九里坪组的上部在南部和北部基本都由盆地平原沉积组

成
,

只是南部薄层泥质灰岩成分向上不断增加
,

而北部则 以细粒硅质碎屑岩为主
。

显然
,

整

个浊积岩系本身显示 了一个向上变深的沉积层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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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主要表现为被沟道 ( gu lly )砾岩和粗砂岩所切割的薄层粉砂岩
、

泥岩和半深海沉

积
,

代表 了一种线状物源供给状态 〔` 5〕 。

斜坡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构造
一

沉积环境
,

导致塌落岩

块和同沉积滑塌等现象的普遍发育
。

水道
一

天然堤和叶状体沉积在不同地区的剖面上
,

特别

是在南部九里坪组的下部多次重复出现
,

反映二种沉积单元在侧向上也是相互交替的
。

另

外
,

水道沉积和叶状体沉积体虽都分别有 向上变薄变细和向上变粗变厚的趋势
,

但它们仅

占整个沉积层序中的小部分
,

而主体部分并不显示这种典型 的水道和 叶状体的厚度和粒度

变化趋势
。

综合考虑斜坡环境和沉积物供给状态
,

当时浊积岩系并非一个简单的水下扇体

系
,

而是一个水下缓坡型浊积岩体系 `5 〕 。

通过对斜坡
、

水道及叶状体砂岩 中交错纹层和槽模等古流向的测定
,

其结果显示在北

部斜坡环境中
,

主体流向是 向南
,

而南部水道和叶状体 中古流向除向南外
,

还有向东流向

(图 1
、

图 3 )
。

向东的流向反映水道
一

天然堤以及叶状体很可能受偏转浊流的影响
’ 。

另外一种

可能性为
,

在盆地西部存在另一个物源 区
,

它主要 向南部九里坪组提供沉积物
。

盆地平原沉积普遍覆于斜坡
、

叶状体

和水道
一

天然堤沉积之上
,

指示盆地逐渐变

深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南部九里坪组顶

部碳酸盐成分愈来愈多
,

并出现碳酸盐浊

积岩
,

局部还发育再沉积生物碎屑灰岩
、

砾

屑灰岩和软沉积物滑塌
。

对碳酸盐浊积岩

内 T c 段交错纹层测定显示
,

古流指 向北

方
。

这种现象说明
,

晚泥盆世晚期
,

南部

和北部九里坪组上部沉积物主要来 自于南

部的一个碳酸盐台地
,

并发生在台地边缘

环境
。

九里坪组上部层序实际上跨越了晚泥

睿
B

产
A

.

北部九里坪组下部 n 一 24 斜层理

B
.

南部九里坪组下部 n 一 25 增模

图 3 镇安盆地北部 和南部九里坪组古流向玫瑰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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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世和早石炭世
,

由九里坪组下部硅质碎屑浊积岩向上逐渐过渡为深水碳酸盐岩和 碳酸盐

浊积岩指示了物源和海平面的变化
。

硅质碎屑浊积岩一般发生在海平面下降时期 〔, ` 〕 ,

因为
,

海平面下降造成大面积地区变为浅水环境或出露
,

从而使其遭受风暴及各种水流的剥蚀作

用
,

其结果不仅产生 了碎屑沉积物
,

而且可以使它们能够被携人到深水盆地
,

并发展成浊

流
。

与此情况相比
,

在海平面上升时期
,

碎屑沉积物被圈闭于盆地周缘滨岸地带难于进入

盆地 内
,

但却促使了碳酸盐岩的广泛发育
。

这样
,

台地边缘的碳酸盐岩会不断地被携人到

盆地内部
,

发展成碳酸盐浊流或其它重力流
。

晚泥盆世一早石炭世期间
,

海平面的上升也

造成板岩镇断裂以南的南羊山组和冷水河组上部 (与九里坪组上部同期 ) 以发育炭质泥岩
、

薄层泥岩和瘤状粒泥岩为特征
,

这是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使水体缺氧层扩展到了碳酸盐台地

之上
,

并导致早期碳酸盐台地发生沉陷 〔` 。 , 。

4 沉积作用和盆地发展

镇安盆地 中泥盆世浅水碳酸盐台地沉陷一方面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

但另一方面则主

要是受构造作用的控制
。

晚泥盆世盆地北缘的主控断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当时盆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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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斜坡沉积沿盆地北缘发育
,

内部普遍含有来 自古老基底的塌落岩块
,

同时斜坡沉积内

的细粒浊积岩和沟道砂 /砾岩等也都明显来 自北部物源区
。

与此相 比
,

盆地南侧的水道
一

天然

堤和叶状体沉积是由向南和向东偏转浊流沉积而成
。

上述情况指示
,

当时的盆地应为一个受主控断层所控制的不对称半地堑型盆地 〔 7 , 。

在此

构造
一

沉积环境下
,

浊积岩系并没有发展成为典型 的水下扇
,

而是演化为由北部线状物源所

供给的一个类似于水下缓坡型 浊积岩体系
。

然而
,

与水下浊积岩缓坡模式不同
,

由于当时

盆地规模小
,

总体表现为一个狭窄的水下深槽
,

因此
,

斜坡上向南的浊流到盆地 中部很可

能受到反向同生断层 (板岩镇断裂 ) 的控制和阻碍
,

而转为 向东流动
,

造成盆地南部沿盆

地轴部而发育的水道
一

天然堤和 叶状体沉积
,

即形成纵向浊流沉积
。

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海

沟环境的纵向浊积岩系 ( 6〕 。

盆地 中心部位的粗粒沉积物是重力流经过斜坡上的沟道和小型

分支水道所提供
,

它们并不一定在斜坡上发生沉积
,

而是越过斜坡把沉积物直接携带到盆

地中心
。

部分重力流在斜坡底发生沉积
,

形成斜坡底部的裙状浊积岩系
。

图 4 是本次研究

所提出的镇安盆地在睁泥 盆世的构造
一

沉积环境模式
。

盐盐台地 叶
,,

{{{
“

一一

图 4 晚泥盆世镇安盆地构造
一

沉 积环境
。

浊积岩体系具有多物源供给型式
,

硅质碎屑沉积物主要来

自于北 侧古 陆
,

并且浊流 在轴部 发生偏转
;
深水钙质 浊积岩来 自于南侧碳酸盐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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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道
一

天然堤和叶状体沉积单位中所获得 的古流向资料显示
,

当时古流没有向西偏转

的迹象
。

这种现象一方面指示盆地西部可能存在一个高地
,

从而迫使浊流都向东偏转
,

另

一方面表明水道和 叶状体的形成不一定完全由来 自于北部并发生偏转的浊流而形成
。

盆地

西部的高地可能直接 向盆地中心提供沉积物
,

形成 自己的水下浊积岩系
。

在水道和 叶状体

沉积 中
,

大部分层序并不分别显示向上变薄变细或向上变厚变粗的趋势
,

其原因是它们本

身并不在典型的水下扇环境中生成
,

而是在线状物源供给的情况下
,

由许多水下扇不断相

互改造和叠置的结果
。

显示向上变薄变细和变厚变粗趋势的水道
一

天然堤和叶状体很可能主

要是 由西部物源所控制的浊积岩系发展而成
,

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无疑受到来 自北部浊流



增 刊 孟庆任等
:

南秦岭北缘镇安盆地晚泥盆世浊 积岩 系及盆地发展

的改造
。

九里坪组上部在盆地的南
、

北部皆表现为盆地平原沉积
,

而且顶部以夹深水条带

状碳酸盐岩和碳酸盐浊积岩为特征
,

并最终过渡到下石炭统深水薄层碳酸盐岩沉积
。

这种

现象一方面反映整个盆地在泥盆纪晚期仍然处于裂陷和不断加深的状态
,

形成泥盆系总体

向上变深变细的沉积层序 ; 另一方面
·

在上泥盆统向石炭系过渡层位
,

碳酸盐成分明显增加
,

而且碳 酸盐浊流也被证明主要来 自于南方
,

这说明物源区在此期间也已发生了明显变化
。

总体来看
,

晚泥盆世镇安盆地的发展主要受断陷
、

海平面变化和沉积物供给这几种主

要 因素的控制
,

但其中构造作用起着最主要的影响
。

断陷作用的持续发展造成一个总体 向

上变深变细的沉积层序以及浊积岩体系的发生和发展
,

而相应的海平面变化也主要 由构造

作用所控制
。

物源区 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前二种因素的影响
。

值得指出的是
,

镇安

盆地晚泥盆世浊积岩系和盆地的发展与南
、

北秦岭沿商丹缝合带发生初始碰撞在时间上相

一致 〔 2 , 。

作为俯冲板块的南秦岭在此阶段由于北秦岭的构造负载
,

其北缘带发生挠曲抬升
,

并导致地壳此处发生构造伸展 〔` 〕 。

镇安盆地在晚泥盆世
一

早石炭世早期恰处于这一挠曲隆起

带上 〔 3〕 ,

因此
,

盆地发展明显受到地壳伸展作用和张性主控断裂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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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n d

一

f i n i n g 一 u p w a r d
, o r t h i e k e n in g 一 a n d

一 e

oar se n i n g
一 u p

-

w a r d s eq u e n e e s ar e n o t w e ll d e v e l o伴d
.

T h e e h a n n e l
一
le v ee a n d l o b e u n i t s a r e b la n k e t ed w it h

b a s i n p l a i n d e p o s i t s ,
t h e y a r e t h e n e h a n g ed i n t o t h i n

一

la y e r ed d ee p一 w a t e r e a r
bo

n a t e r oc k s
.

C le ar l y
,

t h e w h o le U p eP
r

氏
v o n i a n s e q u e n c e s s h o w a d e e详 n i n g

一 u p w a r d t e n d e n c y
.

In a d d i
-

t i o n ,

i t 15 d e m o n s t r a t ed on t h e b a s is o f a n a l y s is o f p a leoc
u r r e n t s a n d so u r e e a r e a s t h a t t h e s i li e i

-

e la s t ie t u r b id it e s y s t e m w a s f ed f r o m a li n e a r so u r e e a r e a t o t h e n o r t h
,

b u t t u r b id i t y e u r r e n t

w a s d e f le e t ed e a s t w a r d s a lo n g t h e b a s in a x is
.

T h e t u r b id it e s y s t e m s t u d ied 15 n o t a e la s s ie a l

s u bm a r i n e fa n b u t o n e t h a t h a s m u e h in e o m m o n w i t h t h e r a m p t u r b id it e s y s t e m m od
e l

.

T h e t u r b id it e s y s t e m a n d b a s in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r e a p p a r e n t ly i n fl u e n e ed b y t e e t o n i s m
, s e a -

le v e l f lu e t u a t io n a n d se d im e n t s u p p ly
.

T h e r i f t in g le a d s t o t h e d r o w n in g o f M id d l e

块
v o n ia n

e
ar bo

n a t e P la t f o r m a n d t h e i n i t i a t io n o f s i il e ie la s t i c t u r b id i t e s y s t e m
, a n d t h e u p p e r m os t d e e p

-

w a t e r e a r
bo

n a t e r oc k s o r e a r b o n a t e t u r b id it e s a r e b e il e v ed t o be r e la t e d t o se a 一 l e v e l r i s i飞
.

T h e

L a t e

块
v o n i a n in i t ia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Zh e n ` a n

aB
s i n r e s u lt e d f r o m t h e p e r ip h e r a l u p w e l l

a n d i n d u e e d e x t e n s io n i n t h e u p伴 r e r u s t a t t h已 n o r t h e r n m a r g in o f t h e s u b d u c t i n g oS
u t h Q in

-

li n g p la t e i n e o n s id e r a t io n o f r e g io n a l t ec t o n i s m
.

K e y w o r d s :
q i n il n g z h e n ` a n b a s i n t u r b id i t e s y s t e m d e v o n ia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