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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黔桂地区是泥盆纪时期南华海盆内裂陷活动作用初始且十分显著的地区。本文结合区域构造和盆地格

局分析 ,通过典型剖面研究 ,将黔桂稳定型滨岸一台地相区的泥盆系划分为 21个 3级海平面变化控制的层序。

根据南丹罗富、大厂裂陷槽盆地泥盆系层序地层研究和与相邻稳定型泥盆系层序地层对比及层序地层格架分

析 ,揭示了裂陷槽盆地的形成演化过程。指出构造幕式沉降是裂陷槽盆地层序发育和层序构成的主控因素。构造

幕式层序记录了盆地幕式构造沉降的沉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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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黔桂地区泥盆系分布广泛 ,发育齐全。由于处于

南华海裂陷槽形成的重要时期 ,故浅水碳酸盐台地

和深水台内海槽分异作用十分显著。 两种类型的泥

盆系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 ,为中外地质学界所瞩目。

自 80年代末层序地层学理论引入的短短几年里 ,黔

桂地区泥盆系又成为国内露头层序地层研究的热点

之一 ,并已发表一批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1～ 9〕〔 18〕
,填

补了华南泥盆系层序地层研究的空白 ,提供了一些

新思想和新方法 ,但同时也暴露了认识上的分歧。本

文根据近年来对黔桂地区十余条剖面层序地层划分

对比 ,提出该区在三级海平面变化旋回机制下的层

序地层划分方案 ,并根据对南丹罗富、大厂 ,桂林杨

堤台内裂陷槽泥盆系层序地层的初步研究 ,探讨其

层序构成和盆地的形成演化。

加里东后期 ,扬子板块东南大陆边缘的叠接增

生或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的对接碰撞 ,形成了广布

江南和华南的加里东造山带。志留—泥盆纪之交除

钦防一带残留深水海槽之外 ,黔桂地区均隆升为山

地剥蚀区。泥盆纪的广泛海侵和陆内裂陷使该区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广泛海侵使黔、桂、滇、湘、粤

赣大面积为海水覆盖 ,强烈的陆内裂陷形成了北西

图例: 1. 滨岸与台地沉积区 ; 2,盆地沉积区 ; 3,玄武岩与辉绿

岩 ; 4. 同沉积活动断裂 ; 5. 古特提斯洋 ; 6.钦防拗拉槽 ; 7.晚期

隆起区 ; 8. 古陆 (据陈洪德 ,曾允孚 , 1990补充 )

图 1　黔桂地区泥盆纪沉积盆地和大地构造格局

Fig . 1　 Devonian sedimenta ry ba sins and tectonic

setting in the Guangx i and Guizhou ar ea

向 ( (南 )丹、 (河 )池盆地、右江盆地和广 (南 )、 (富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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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 )、北东向 (柳 (州 )、桂 (林 )盆地、藤 (县 )、信 (都 )

盆地 )的陆内裂陷盆地群 (图 1)。大部分盆地一直持

续到三叠纪 ,形成更大规模的被动大陆边缘裂谷盆

地 (曾允孚等 , 1992
〔10〕
或弧后裂谷盆地 (王鸿祯 ,

1986
〔11〕

)。上述盆地的裂陷是与古特提斯洋东支 (金

沙江—腾条河洋 )和钦防拗拉槽的开裂处于同一大

地构造背景下。就泥盆纪而言 ,稳定陆棚和陆内裂陷

槽的分异造成台地 (象州型 )和台内裂陷槽 (南丹型 )

间列的复杂盆地格局。　　　

2　稳定型滨岸—碳酸盐台地区泥盆系
的层序特征

　　黔桂地区稳定型泥盆系的许多著名剖面研究程

度均较高。笔者曾对广西横县六景、象州大乐、北流

大风门、桂林唐家湾、贵州独山、都匀、贵阳乌当等剖

面的层序地层进行了研究。 确定了华南稳定区泥盆

系的层序地层划分方案。稳定型泥盆系可以分为 21

个层序 (其顶、底层序分别跨入下石炭统和上志留

统 )。若以泥盆系 47M a时限计 ,每个层序的平均时

限为 2. 35 Ma,为三级海平面变化控制的层序。

黔桂地区除钦防海槽志留 —泥盆系呈整合接

触外 ,其它地区泥盆系均与下伏古生界呈不整合接

触。在钦防海槽的钦州、樟木等地 ,可见泥盆系底与

志留系顶共有一个层序。志留系界线位于该层序海

侵体系域上部〔18〕。稳定型泥盆系以六景剖面发育最

全。因此下泥盆统洛赫考夫阶层序划分以该剖面为

代表。该剖面洛赫考夫阶为莲花山组 ,该组上界恰与

洛赫考夫阶上界一致〔 9〕。莲花山组由下向上可分出

3个层序 (图 2,层序 1- 3) ,三层序呈明显的退积型

层序组合特征。层序 1底部为Ⅰ 型层序界面 ,其它层

序界面均为Ⅲ型层序界面
〔 3〕
。 故各层序下部均为海

侵体系 ,并呈向渐深的趋势。 层序 1海侵体系域

( TST)以滨岸一下临滨沉积为主 ,层序 2海侵体系

域以潮下一陆棚浅海沉积为主。 层序 3以潮下一浅

海沉积为主。其高水位体系域 ( HST)均呈明显的进

积序列 ,分别由下临滨和浅海沉积变为前滨或潮坪

沉积 ,层序顶界面又为一明显的进积一退积的结构

转换面。

下泥盆统布拉格阶在广西泥盆纪稳定区普遍称

那高岭组 ,其顶、底与布拉格阶的顶底基本一致〔9〕。

布拉格阶在广西普遍发育一个层序 (图 2,层序 4) ,

可与龙门山 (刘文均 ,陈源仁 ,内刊 )和南秦岭〔 17〕对

比。在象州大乐该层序下部为潮坪相具干裂、小型交

错层理的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和泥质粉砂岩 ,内含植

物和鱼类化石碎片 ,向上渐变为潮下带细砂岩 ,泥质

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和泥岩 ,呈明显的退积特征 ,为

海侵体系域沉积 ,层序上部变为具泥裂、小型交错层

理、植物化石和垂直层面潜穴的粉砂岩、细砂岩 ,为

潮间—潮上带沉积 ,属高水位体系域。

A. 象州大乐 (布拉阶 -吉维特阶 )横县六景 (洛赫考夫阶 )　　

B. 贵州独山 , 1. 加积 , 2.进积 , 3.退积

图 2　黔桂地区泥盆系层序地层柱状图

Fig . 2 Sequence co lumns of Devcnian in th e Guangx i

and Guizhou a rea.

下泥盆系统埃姆斯阶包括象州大乐的小山组、

同庚组、落脉组、侣塘组、大乐组 ,埃姆斯阶顶与大乐

组顶界一致。在横县六景、北流大风门、象州大乐埃

姆斯阶发育 5个层序 (图 2层序 5- 9)。层序 5之海

侵体系域相当于小山组和同庚组底部 ,小山组为潮

坪相的灰绿色泥质粉砂岩、泥质砂岩夹泥岩 ,内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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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理发育 ,并含少量鱼类、双壳类、腕足类 ( Lingula

等 )和植物化石碎片 ,顶为潮下带含腕足的砂质白云

岩 ,表现为明显的退积型相组合。 同庚组底部为 10

余米的灰绿色泥岩夹薄板或条带状生物泥晶白云

岩 ,内富含腕足、珊瑚、双壳、腹足等化石 ,相当于饥

饿期沉积。其高位体系域为台地一潮坪相的生物碎

屑 (腕足类、棘皮类、软体类、介形类及鱼类等 )泥状

灰岩、粒泥灰岩和白云岩。 层序 6- 9以碳酸盐台地

一陆棚沉积为主 ,各层序均为Ⅱ型层序界面。其陆架

边缘体系域 ( SM ST)均为弱进积、弱退积或加积型

的潮下泥质岩、透镜状或薄层泥晶灰岩沉积。而海侵

体系域为潮下带生物碎屑灰岩一浅海相泥质条带灰

岩、瘤状 (扁豆状 )灰岩和暗色泥岩的明显退积型相

组合。海侵体系域上部均有富含生物的饥饿段沉积。

高位体系域为典型的台地一潮坪进积型相组合。以

厚层灰岩、白云质灰岩或白云岩为主 ,内生物碎屑丰

富 ,顶暴露标志不明显 ,但多为进积型结构的顶界

面。

中泥盆统艾菲尔阶系指大乐剖面的应堂组、六

景剖面那叫组上部、北流大风门剖面的鸭壤组及独

山剖面的大河口组和屯上组〔13, 14〕。上述剖面研究表

明艾菲尔阶发育 2个层序
〔 9〕

,与南秦岭
〔 17〕
艾菲尔阶

的层序划分一致。 象州大乐艾菲尔阶应堂组的两个

层序 (图 2,层序 10, 11)以陆棚和台地沉积为主 ,层

序 10下部海侵体系域下部为潮下带灰绿色页岩和

泥灰岩 ,内腕足、珊瑚等生物发育 ,上部由中厚层灰

岩、泥灰岩渐变为灰绿色页岩、泥灰岩。内含保存完

好的腕足、珊瑚等化石。高位体系域为泥灰岩和泥页

岩的交互 ,内生物和生物碎屑发育 ,为潮下带沉积。

层序 11海侵体系域由潮下带的泥灰岩、灰岩和页岩

渐变为浅海相含生物的泥质条带或疙瘩状灰岩 ,而

高水位体系域以具龟裂纹泥灰岩、页岩为主 ,内主要

为双壳、腹足及少量腕足化石。因为象州大乐一带艾

菲尔期已开始受邻近裂陷影响 ,层序界面和体系域

分异不甚显著。在贵州独山一带发育更好。其层序

10的下部 (大河口组下部 )以滨岸海滩沉积为主 ,向

上渐变为陆棚碳酸盐和泥岩沉积 ,属海侵体系域沉

积。上部高水位体系域 (大河组上段 )又以临滨一前

滨的海滩沉积为主 ,层序 11底部具底砾岩和明显的

层序界面 (屯上组近底部 ) ,向上呈显明显的退积型

相组合 ,由滨岸碎屑沉积渐变混积陆棚的钙泥质砂

岩、灰岩和泥灰岩沉积 ,内富含珊瑚、腕足、三叶虫等

化石。 其为海侵体系域无疑。上部高位体系域为石

英细砂岩 ,顶以不整合和吉维特阶下部层序 12接

触
〔8〕
。

中泥盆统吉维特阶在黔桂地区分布更趋广泛。

在贵阳乌当滨岸相区、横县六景的台地边缘相区均

为 3. 5个层序
〔8〕
。独山剖面原分 5. 5个层序

〔8〕
。若将

两个次级旋回控制的层序归并 ,也为 3. 5个层序。从

大乐剖面分析吉维特阶也为 3. 5个层序 (图 2,层序

12- 15)。各层序下部陆架边缘和海侵体系域均以中

一薄层缓坡型碳酸盐沉积为主 ,饥饿段为富含生物

的泥质岩和泥灰岩 ,而高位体系域为中到厚或巨厚

层的台地碳酸盐沉积。

上泥盆统在广西大部分剖面岩性均一、化石稀

少或存在缺失 ,因此研究剖面集中在贵州独山、桂林

唐家湾、杨堤 (台内断陷槽 )等处。上述各剖面研究表

明 ,尽管不同地方层序构成有所差别 ,但均由 5. 5个

层序 (层序 15- 20)构成 ,其中层序 15跨吉维特和

弗拉斯阶 ,两阶的界线在层序 15的海侵体系域上部

饥饿段中〔9〕 ,另外层序 20的高位体系域可能属下石

炭统〔6〕 ,泥盆一石炭纪界线应置于层序 20的海侵体

系域上部 ,对桂林南边村泥盆一石炭系副层型剖面

分析结果也和上述结论一致。上泥盆统的层序划分

详见杜远生等 ( 1994〔6〕 ,图 1, 3) ,本文不再叙述。该

层序划分与作者
〔 17〕
在南秦岭的划分方案完全一致。

图 3　欧美大陆华南地区泥盆纪层序和 T- R旋回

(欧美资料据 Ross C A和 Ross J R P , 1988)

Fig. 3　 Co r relation of Devonian sequences

and T- R cycles in Eurame rica

综上所述 ,黔桂地区稳定型泥盆系层序特征虽

各处略有差别 ,但层序划分有一定的普遍性。黔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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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系可以划分为 21个层序和对应的 T- R旋回。每

个层序和 T- R旋回平均时限为 2. 35 Ma,相当于

三级海平面变化控制的层序和 T- R旋回。 这些旋

回可进一步归并为 5个二级海平面变化旋回 (图

3) ,它们分别为洛赫考夫阶 -布拉格阶 (Ⅰ )、埃姆斯

阶 (Ⅱ )、艾菲尔阶 -弗拉斯阶 (Ⅲ ) ,弗拉斯阶中上部

- 法门阶底部 (Ⅳ )、法门阶 (Ⅴ )。 与 Johnson

( 1985〔15〕和 Ross, Ro ss( 1988
〔16〕 )以欧美大陆为代表

图例: 1.锰结核和锰矿层 2.炭质 3. 磷结核 4. 菱铁矿 5. FeS2黄铁矿 6. 牙形石 7. 介形虫 8 .竹节石 9. 腕足 10. 菊石 11. 三叶虫

12.双壳 13. 幕式构造沉降 S. 前滨 NS1.上临滨 NS2.浅海陆棚 B1.补偿盆地 B2. 近补偿盆地 B3. 欠补偿盆地 B4. 饥饿盆地

图 4　南丹罗富—大厂泥盆系层序地层柱状图

Fig. 4 Sequence columns o f the Devonian Luo fu and Dachang sections, Nandan County

的 T— R旋回对比可以看出 (图 3) ,欧美大陆和华

南黔桂地区的泥盆纪海平面变化总趋势是可比的 ,

但其 T- R旋回的变化细节仍有差异。 尤是在布拉

格阶至埃姆斯阶欧美大陆为一明显的海平面下降过

程 ,而此时华南黔桂地区正处于构造伸展活动期 ,海

平面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中晚泥盆世两地区 T— R

旋回基本一致 ,但黔桂地区吉维特中期有一明显的

海平面下降过程。 法门期的 T— R旋回变化两地具

明显一致性。因此 ,我们认为 ,与欧美大陆泥盆系海

平面变化旋回一样 ,华南黔桂地区泥盆系的层序和

T— R旋回是受全球海平面变化及大区域构造背景

控制的。黔桂地区泥盆系的层序地层和 T— R旋回

划分方案不仅可以作为华南泥盆系层序和 T— R旋

回的对比标准 ,也可提供处于同一大地构造背景下

的东亚特提斯区泥盆系层序和 T— R旋回对比参

考。

3　黔南—桂北层序地层对比和丹池盆
地形成演化

　　丹池盆地位于桂北南丹、河池一带 ,是早泥盆世

晚期以后形成的台内裂陷槽盆地 ,通过对南丹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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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一带泥盆系的层序地层研究 ,可以划分 12个层

序 (图 4)。究其成因 ,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下泥

盆统洛赫考夫阶到布拉格阶 ,以滨岸碎屑沉积为主 ,

丹池裂陷槽盆地尚末开裂 ,故该区与横县六景、象州

大乐等地接近 ,为受海平面变化控制形成的层序。二

是埃姆斯阶一弗拉斯阶 ,该期为丹池盆地的强烈裂

陷期 ,强烈的基底沉陷掩盖了区域海平面变化的影

响 ,故此期形成以基底构造沉降为主导因素的构造

幕式层序。三是法门期基底构造沉降度减弱 ,层序发

育受区域海平面变化的影响又趋明显 ,故为基底构

造沉降和海平面变化复合控制的层序。

图例: 1. 层序编号 ; 2.粗碎屑岩 ; 3.白云岩 ; 4. 灰岩 ; 5. 泥质岩 ; 6.粉砂岩 ; 7.瘤状灰岩 ; 8. 泥质灰岩 ;

9. 硅质泥岩 ; 10.硅质岩 ; 11.相变界线和地层界线 ; 12. 生物礁 ; 13.礁坪 ; 14.同沉积断裂 ; 15. 角砾岩

图 5　黔南一桂北泥盆系层序地层格架

Fig. 5 Sequecne stra tig raphy fr amew ork of the Devonian fr om southe rn Guizhou to no r th ern Guangxi

洛赫考夫一布拉格期丹池地区尚末发生裂陷 ,

该区发育 3个受区域海平面变化控制的层序 ,洛赫

考夫期比横县六景少一个层序 ,可能是海侵较晚之

故。布拉格期与六景一致均为一个层序。 上述层序

均以前滨、临滨、浅海碎屑岩沉积为主 ,并成退积型

的层序组合特征。 各层序海侵体系域的退积型副层

序组和相序与高位体系域进积型副层序组和相序为

层序构成的特色。

埃姆斯期一弗拉斯期是丹池盆地裂陷作用加

剧、裂陷槽形成的时期 ,槽内以深水盆地的泥质岩、

硅质岩、泥质灰岩为主 ,局部夹细碎屑岩具远端浊积

岩为特色。区别层序主要依据陆源物质组分比率 ,浅

水和深水生物组合、特殊的深水沉积矿物和沉积物

(如锰结核、磷结核、菱铁矿等 )。 海侵体系域一般成

退积型的相序和浅水一深水生物组合 ,饥饿段多为

含浮游生物 (竹节石、菊石、介形虫 )的暗色泥质页

岩、硅质岩 ,内多含锰结核和锰矿层或菱铁矿、黄铁

矿等 ,而高水位体系域多为泥质岩、泥质粉砂岩、硅

质灰岩、泥质灰岩沉积 ,反映相对水深的减小。 体系

域之间均具明显的沉积相和加积方式的转换特征。

此阶段构造活动强烈 ,掩盖了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因

此层序为受基底构造沉降控制的构造幕式层序。层

序发育反映了盆地基底的幕式沉降过程。

法门期丹池盆地以瘤状灰岩、条带状灰岩为主 ,

通过逐层详实的剖面研究 ,可以划分出与台地稳定

型泥盆纪对应的 3. 5个层序 (图 4的层序 9一 12)。

其中层序 9下部海侵体系域属弗拉斯阶 ,该体系域

上部为含锰硅质岩、硅质页岩和含锰泥质页岩的饥

饿段 ,上部为高位体系域的中厚层条带状、网纹状泥

晶灰岩。层序 10一 11特征近似 ,海侵体系域自下而

上由中厚层的宽泥质条带或瘤状灰岩变为薄层细密

条带或瘤状灰岩。层序 12的海侵体系域下部与层序

11相同 ,其上部饥饿段为含锰硅质岩 ,高位体系域

为瘤状灰岩、页岩渐变为下石炭统的细一粉砂岩。上

述层序特征反映了丹池盆地在法门期裂陷作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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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加之全球海平面下降使该区海平面降低。层序发

育受盆地基底构造沉降和海平面变化复合控制。

通过南丹罗富、大厂断陷海槽泥盆系和黔南独

山、都匀、贵阳乌当等稳定型台地一滨岸地区泥盆系

层序对比和层序格架分析 (图 5) ,可以看出 ,罗富大

厂和黔南泥盆系层序划分和层序构成上存在明显差

别。

早泥盆世早中期 (洛赫考夫期一布拉格期 ) ,黔

南大部地区未遭海侵而呈陆地和陆相盆地 ,直到晚

期 (埃姆斯期 )海侵范围才达都匀一带。独山一带丹

林群以陆相和滨岸沉积为主 ,未做详细层序地层划

分。同期的罗富大厂发育滨岸碎屑的退积型层序组

合 ,尤其到埃姆斯期盆地进入强裂陷阶段 ,与独山同

期地层、沉积和层序发育形成显著差别。独山一带埃

姆斯阶上部舒家坪组一龙洞水组为一从滨岸碎屑海

滩一浅海陆棚 (海侵体系域 )向碳酸盐台地 (高位体

系域 )转换的完整层序。而同期的南丹罗富、大厂上

埃姆斯阶上部层序 6下部为含竹节石、菊石的泥岩 ,

与下伏层序 5上部钙质泥岩、泥灰岩、碎屑泥岩相比

呈海水明显加深之势。 层序 6上部又为相对水深渐

浅的灰泥岩、碎屑泥岩和泥岩。这种深浅之别起因于

裂陷作用加剧和迟缓 ,并受区域海平面升降迭加影

响。

中泥盆世艾菲尔期一晚泥盆世弗拉斯期 ,在黔

南地区为一明显的海侵过程 ,在海侵规模最大的吉

维特—弗拉斯期 ,海域范围可达贵阳乌当一带 ,其中

吉维特期中部 (相当于独山的宋家桥段 )有一次较明

显的海退过程。根据海平面变化规程 ,独山一带艾菲

尔期一弗拉斯期可以区分出 7. 5个层序 ,与象州大

乐等地一致。各层序之间均有明显的不整合控制 ,除

宋家桥段 (独山层序 6)以滨岸碎屑沉积为主外 ,其

它层序海侵体系域均以缓坡一陆棚中厚层一薄层灰

岩为主 ,海侵体系域顶多具暗色泥质灰岩、扁豆状灰

岩等相当于饥饿期沉积。高位体系域以台地碳酸盐

为特色 ,体系域顶多具白云岩化或淡水渗流、潜流作

用标志 (杜远生等 , 1994
〔6〕

, 1995
〔 7〕

)。 都匀一乌当同

期的层序地层划分基本与独山一致。 因此黔南一带

总体上是受全球性或区性域海平面升降控制的层

序。与之相对应 ,南丹罗富、大厂一带艾菲尔一弗拉

斯期的层序划分和层序构成存在明显差别。该区同

期可分为 2. 5个构造幕式层序 ,与黔南独山等地的

层序划分完全不一致 ,层序 7下部海侵体系域均由

暗色泥质灰岩、泥灰岩、钙质泥岩和泥岩递变为含菱

铁矿、磷结核的泥岩和页岩 ,生物也由下部含腕足、

三叶虫、竹节石变为仅含竹节石、菊石等浮游、游泳

生物。高水位体系域以泥晶灰岩、泥灰岩和泥质岩交

互为特色。 层序 8海侵体系域由泥质岩夹泥灰岩逐

渐变为含锰富炭的黑色泥岩和硅质岩互层 ,内含浮

游介形虫、竹节石、菊石等生物组合。 其高位体系域

为泥质岩、泥灰岩组合。反映相对水深的规律变化。

这种变化很明显虽受区域海平面变化迭加但影响很

小 ,而主要受裂陷槽基底沉降速度变化控制。

晚泥盆世法门期全球和区域海平面大幅度下

降 ,裂陷槽盆地基底沉降速度也趋缓。在黔南地区法

门期大规模的海退使沉积范围退到都匀一线 ,法门

期最末期 (相当革老河组一者王组 )略有扩展。 独山

一带法门期可分出 3. 5个层序 (包含下石炭统底

部 )
〔6〕
。 都匀仅保留 1. 5个层序 ,乌当仅有 0. 5个层

序
〔8〕
。与之相应的南丹罗富、大厂也可区分出 3. 5个

层序 ,其下部层序 9与弗拉斯阶共有。层序 9海侵体

系域由泥灰岩渐变为硅质灰岩和硅质岩互层一含锰

结核硅质岩、含锰矿层硅质页岩和炭质页岩。内含竹

节石、介形虫化石。高位体系域为法门阶底部的薄一

中层泥质条带、瘤状灰岩。层序 10一 12以条带和瘤

状灰岩为主 ,从岩石的岩性、层厚、条带和瘤状体和

密集程度可以区分体系域和层序。上述层序和独山

一带的一致性表明 ,其一定程度受区域海平面升降

变化影响 ,裂陷槽盆地基底裂陷趋缓甚至停滞。因而

形成海平面变化和构造沉降复合控制的层序。

丹池盆地的层序地层划分和层序构成表明 ,该

盆地自埃姆斯期早期开始急剧裂陷 ,埃姆期一弗拉

斯期盆内 5个构造幕式层序代表 5次强烈的裂陷事

件。法门期裂陷作用减弱 ,层序发育明显受区域海平

面变化影响 ,形成与稳定台地区一致的层序发育特

征。

综上所述 ,黔桂地区泥盆系主要分为构造稳定

型 (滨岸一台地区 )和构造活动型 (台内裂陷槽 )盆地

两种类型。稳定型泥盆系所发育的 21个层序可以作

为华南地区泥盆系层序地层划分对比标准。活动型

台内裂陷槽层序与稳定台地明显不一致。 在盆地裂

陷期 ,以盆地基底的幕式裂陷作用控制层序的发育

和构成。因此层序属构造幕式层序 ,层序发育是幕区

构造沉降的沉积响应。 由于钦防拗拉槽泥盆系地层

受强烈构造破坏未做详细层序地层研究。 右江盆地

和广宁盆地也有待进一步工作。本文暂不涉及 ,但总

体上规律是明显的 ,即北东和北西的盆地群由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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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由西向东总体有盆地开裂滞后的趋势 ,南西部盆

地大多在布拉格一埃姆斯期开裂 ,而北东部多在吉

维特期以后开裂。 法门期各盆地裂陷作用均有所滞

缓 ,均反映了控制盆地裂陷的大地构造背景即红河

洋和钦防拗拉槽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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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ian Sequence Stratigrapny and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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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x i and Guizhou in South Ghina are one of the famous Devonian dist ribution areas interested

by bo th Chinese and foreign geologists. By classi fica tion and co rrelation of sequence st ratig raphy of more

than 10 sections in Guizhou and Guangxi. 21 sequences and T- R cycles w ere identi fied to co rrespond to

thi rd- order sea- level changes. On the basis o f the division, co rrelation and study o f the f ramew ork of

sequences in the stable regions and ri f t t rough in the Luofu, Dachang sections, Nandan County , the for-

ma tion and evolution o f the rif t t rough . Episodic tectono- set ting mainly contro lled the development and

a rchi tectures of sequences in the rif t t rough were discussed. Episodic tectono- sequences recorded the

deposi tio nal response to the episodic tectono- setting of the rif t t rongh.

Key Words　 South China　 Devonian　 sequence　 ri f t t rough

174期　　　　　　　　　　　　　　杜远生等:黔桂地区泥盆纪层序地层和台内裂陷槽的形成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