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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扬子区侏罗纪-早白垩世盆地 
沉积构造特征及其演化①

尚彦军　夏邦栋　杜延军　林鹤鸣

摘　要　沉积中心呈左行斜列，等厚线呈卵形封闭 ，三组走滑断裂系统影响和控制沉
积及火山岩盆地的发育和分布，盆地呈菱形并以拉分性质 为主，盆地中的地层层序显
示内新外老的环形扩张结构，以及岩浆活动强烈等特征表明：下 扬子区侏罗纪-早白垩
世为一走滑引张盆地。进一步的研究将其分为两个演化阶段：碎屑沉 积为主的早期阶
段(J1＋2)和岩浆活动为特征的晚期阶段（J3～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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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ft-oblique depocenter,the oval enclosed isopsach,sedimentary and v olcanic 
basins controlled and influenced by three sets of strike-slip faults,th e rhombus basins where 
the circular extentional structure with respect to the st rata young inside and old outside,all of 
them prove that from the Jurassic Perio d to the Early Creatceous Epoch the transextensional 
basin was formed in the Lo wer Yangtse Region.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its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 o 2 stages,i.e.,early stage(J1＋2) featured by clastic sedimentation and t he 

later stage (J3-K1) in the property of intensely magmatic activity. 

　　In the extensional background of Mesozoic in Eastern China,three sets of strike -slip 
faults were developed.They are:1)Yangtse Fault,also as zigzag fault,2)bra nch faults 
obliquely jointed with Tanlu Fault,which cut the main part of the Low er Yangtse Region 
into wedge-shaped blocks;3)the horse tail-shaped faults taki ng the Qingyang-Guangde Fault 
as its main component,the later also as the south ern limit of the Lower Yangtse Regi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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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s controlled the formation and ev olution of basins. 

sedimentary basin, e.g. Susong Basin, Caohan Basin， 2)sedimentary-volcanic basin, e.g.
Ningwu Basin,Luzong Basin，3)volcanic basin formed laterly,e.g.Lishu i Basin,Liyang 
Basin and Fanchang Basin.Among them,Luzong Basin and Ningwu Basin were proved to be 
typical pull-apart basins,where the strata were arranged seq uentially,i.e.from center to 
margin,they become older.The basin is of circular e xtensional structure in plane.The laterly 
formed volcanic basins as rhombus are strike-slip basins. 
　　The sedimentary center of J1＋2 were left-obliquely arranged in equal spa cing intervals.

The main sedimentary centers were just above the NNE parts of Yan gtse Fault.The 
concordance of sedimentation with structure revealed that the fau lt controll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ub-lift and sub-settlement in basins.

(Continued on page 208)

1　引言

　　与中晚三叠世走滑挤压盆地〔1〕不同，从早侏罗世开始到早白垩 世，盆地演化进
入又一个新阶段—走滑引张阶段。在下扬子许多地区，侏罗纪及以后地层 平缓地不整
合或假整合在三叠纪以前的地层之上，这与中国东部中生代以后总体上处于拉张 环境
相一致。 
 
2　盆地走滑引张证据

2.1　断裂系统 
　　以下三种构造样式在下扬子区中生代走滑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图1)。以长江断裂为 
主的走向弯曲的走滑断裂系统表现为北北东向及近东西向两组断裂的追踪及左行走
滑；以郯 庐断裂为主干的分支状走滑断裂系统——下扬子区一系列次级走滑断裂斜截
于郯庐断裂，构 成以郯庐断裂为主干的分支状走滑断裂系统，从而将下扬子区的主体
部分切割成为一些楔形 地块；以青阳—广德断裂为主干的马尾状断裂系统-前者是下扬
子盆地南侧的边界断裂。它 与分支的茅山断裂及方山-南陵断裂组成马尾状断裂系统，
是引起构造洼陷的场所。 
　　这三组断裂及其分支影响和控制了J1～K1的沉积及火山岩盆地的发育和分布。溧

水 盆地、溧阳盆地，以及略晚(白垩纪)的宣城-广德沉积盆地，都位于青阳-广德马尾
状断裂 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所有这些表明盆地的形成是与断裂系统在侏罗纪到早白垩
世的走滑活动 所导致的引张效应有关。同时，从J1＋2沉积为主到J3～K1火山活动强烈

表明本 区走滑引张活动有一个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2.2　盆地几何结构特征 
　　从西向东主要有：宿松盆地、怀宁盆地、庐枞盆地、巢含盆地、宁芜盆地、溧水
盆地 、溧阳盆地、繁昌盆地等(图1，图2)。它们可分为三类：有的仅为沉积盆地，如
宿松盆地、 巢含盆地；有的是沉积-火山岩盆地，如宁芜盆地、庐枞盆地，也有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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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山岩盆地， 如溧水盆地、溧阳盆地、繁昌盆地。

图1　下扬子侏罗纪-早白垩世构造及其控制 
下的火山岩盆地 分布(据文献2修改) 

Ⅰ.侏罗纪-早白垩世走滑引张活动带；Ⅱ.晚古生代沉 陷带； 
Ⅲ.早古生代裂陷槽；Ⅳ.前震旦系分布区；1.长江断裂带； 

2.断裂及推测断裂； ①郯庐断裂；②青阳-广德断裂；③滁河断裂； 
④茅山断裂；⑤方山-南陵断裂；⑥苏家 湾-方山断裂； 

⑦庐江-芜湖断裂；3.走滑方向；4.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火山岩盆地 
Fig.1　Distribution of volcanic basins in Late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ectonic(modified after〔2〕)

　　庐枞与宁芜盆地形态为菱形，长宽比近3∶1，具有拉分盆地的典型形态特点。怀
宁 盆地受到后期的挤压逆冲作用，出露范围缩小，很可能也具有类似的形态特点。庐
枞与宁芜 盆地火山岩的组成层序与下伏象山群(J1+2)层序呈现出同心圆状环绕，且内新

外老， 这是拉分盆地所特有的扩张结构。盆地面积不大(仅1 000　km2)，但火山岩沉
积的厚度 大(＞3 000 m)，而且盆地的边界皆为走滑断裂所限。所有以上特点都显示了
盆地 的拉分成因。姜波等〔3〕从 
构造的角度论证过宁芜盆地为拉分成因。 
　　繁昌、溧水与溧阳三个火山岩盆地出现在长江断裂的东南侧。火山岩层与下伏层
之间有 明显的不整合接触，显示了构造上叠的特征。溧水与溧阳盆地形态也为菱形。
溧阳盆地的火 山岩层序也具有内新外老的环形扩张结构。溧水、溧阳及繁昌三个火山
岩盆地面积很小(分 别为600，300，150 km2)，但火山岩厚度大(数千米)，盆地的周边
均受断裂围限。可以推 断，这三个盆地都是走滑盆地。 
2.3　沉积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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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2所示，J1＋2沉积中心为北东向等距离左行斜列，盆地边缘相为一套含 砾的粗

怀宁、庐江-安庆(即庐枞)、巢含(即巢县-含山)、宁芜等。从卵形封闭的等厚线形态及 
钻孔剖面推断，其沉陷中心的形态为菱形，这也是走滑盆地所固有的形态学特征〔4 〕

〔5〕。

图2　象山期的沉积中心及长石含量分布 
沉积中心位于长江断裂带的北北东向断支上； 

图中长石含量：1.0%-5%；2.5%-20%；3.20%-30%；4.＞30% 
Fig.2　Sedimentary centers and distribution of  
feldspar content in Xiangshan Formation(J1+2)

　　 有意义的是，将长江断裂带的主体部分投到图上就可清楚看到，象山期两个最大
厚度的沉积 中心或沉陷中心正好位于长江断裂带的北北东向断支之上。沉积与构造的
这种密切配合有力 说明长江断裂带这时明显的走滑活动对盆地内次一级隆、拗形成起
了控制作用。盆地中的地层层序显示内新外老的环形扩张结构，是引张作用的结果。 
　　全区古流向无统一的系统。如南京地区主要为90°，枞阳地区主要为300°，怀宁
地区为270 °，桐城地区为170°，各地区流向显然自成体系。另外生物化石在安徽和
江苏境内明显不 同，这种空间分布差异性同样是全盆地内缺乏统一水系，而有多个相
对独立的拉分盆地的力 证。 
2.4　岩浆活动 
　　J1＋2后期小规模的火山活动业已出现，象山群上段在局部地方产出有凝灰岩 ，顶

部出现火山碎屑岩。晚侏罗世开始至早白垩世，强烈岩浆活动出现。火山岩盆地中的
地 层层序也具有内新外老的环形扩张结构。 
　　由于长江断裂发生大规模走滑活动，盆地原已有的不均一结构进一步发展。首先
形成若干特 征明显的沉陷中心，出现新一旋回的湖泊沉积与河流沉积。随后。全区出
现岩浆活动，在走 滑拉分程度最强的部位，形成若干火山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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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盆地演化

　　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以碎屑沉积为主的早期阶段(J1＋2)和后期以强烈 岩浆活

动为特征的晚期阶段(J3-K1)。 

3.1　早期阶段(J1＋2) 

　　从早侏罗世到中侏罗世，在长江断裂走滑的背景下，堆积了以象山群为代表的厚 
度逾3 000 m的碎屑沉积。同三叠纪相比，盆地宽度未变，然而向北东方向明显扩张，
在苏 北的江都、泰州以及滨海等地区的钻孔中揭露出象山群沉积。 
　　象山群分为两段，下段为含煤的碎屑沉积，颜色为灰色、灰黑色、灰白色，时代
属早侏罗世 ；上段为杂色碎屑岩，不含煤西部地区还出现了泥灰岩及灰岩夹层，时代
为中侏罗世。 
3.1.1　象山群的沉积环境 
　　象山群沉积环境以河湖并存为重要特色。 
　　河流沉积在早侏罗世早期广泛发育，在本区占统治地位，从西部的宿松到东部的
宁镇地区均 可见于露头中，湖相沉积在象山群的主体部分普遍存在，与河流沉积交互
共生。下侏罗统 普遍有炭质页岩及煤层产出，它们是与湖泊演化有关的沼泽化表现。 
　　从沉积岩相看，在横向上，盆地具有强烈的不对称性。西北侧主要以砂、砾相为
代表的粗碎 屑沉积，向东南侧则变为以粉砂及细砂岩与泥岩为代表的细碎屑沉积；在
纵向上，由西南 向东北方向，岩相有变细的总趋势，这种变化是跳跃式的，粗细相间
的，这表明盆地结构沿 纵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分割性。 
　　对沉积相的观察与研究表明，盆地西北边界断裂这时具有更大的垂直运动分量，
造成较大的 地形反差，即秦岭-大别山造山带与下扬子盆地的强烈对照。与此同时，长
江断裂发生明显 走滑运动，沿盆地轴部形成一系列相间排列的次一级隆起与拗陷，隆
起上发育河流，拗陷中 以湖泊为主要环境，这时盆地南缘断裂垂向运动分量不显著。 
3.1.2　象山群岩石学特征 
　　根据对39件岩石薄片的定量观测，发现全区长石的含量变化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
减( 图2)，说明长石的主要来源是邻近怀宁、桐城、枞阳的大别地块。 
　　将砂岩的颗粒格架成份的含量用QFL图投影(图3)，结果是盆地西南部怀宁、桐
城、枞阳 的样品点主要落入再旋回造山带物源区；东部当涂及南京的样品点多数落入
陆块物源区；中 部庐江、巢湖、南陵的样品点落入上列两区之间的地带，这一变化与
长石含量由西南向东北 方向递减的趋势完全吻合。 
　　砂岩中多硅白云母的成分及变化特征和人工重砂分析结果同黄马青群(T3h)所反映

现象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继承性，说明秦岭-大别造山带是主要物源区，不同的是 盆地内
部分割性加强。 
3.2　晚期阶段(J3-K1) 

　　晚侏罗世开始到早白垩世，盆地演化进入强烈岩浆活动阶段。全区形成一系列次
一级的火山岩盆地，规模较大者有庐枞、宁芜、怀宁、繁 昌、溧水及溧阳等盆地(图
1)。盆地中堆积了很厚的火山岩。上述火山岩盆地中，宁芜与庐 枞两盆地发育在长江
断裂带的北北东向断支上，怀宁盆地位于长江断裂带西端尾部。这三个 火山岩盆地都
属于继承性盆地，它们所在的空间正好重合在象山群的沉积中心之上，显示了 构造继
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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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象山群砂岩的QFL图解(原图据Dickson〔6〕) 
样品产地：黑点为怀宁、枞阳、桐城、小圆为庐江、 

巢湖、南陵；＋为当涂、 南京 
Fig.3　Classification of sandstone of  

Xiangshan group(according to Dickson′s scheme〔6〕)

　　遍布全区的火山岩盆地的出现有力地显示，于晚侏罗世下扬子区在强烈的走滑作
用下，地壳 变薄，断裂深切到地幔顶部，引起了地幔上涌和分熔，岩浆沿断裂涌出，
并主要在走滑拉分 应力集中的部位发生火山喷发，形成火山岩盆地。然而走滑盆地中
不一定都发育大量火山岩 ，但在断裂切割深且地壳充分引张变薄的情况下可以出现较
大规模的火山作用，形成厚度很 大的火山岩，且火山岩主要是位于走滑拉分盆地的中
央部位〔5〕〔7〕。 
 
4　结语

　　(1)走滑断裂系统、盆地几何结构特征、沉积学特征和岩浆活动等方面的证据表
明， 侏罗纪-早白垩世下扬子区盆地性质为走滑引张； 
　　(2)沉积学、岩石学和构造学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下扬子盆地在侏罗纪-早白垩世经
历 了碎屑沉积为主的前期演化阶段和强烈岩浆活动为主的后期演化阶段。 
　　致谢：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李培军博士、李国和硕士等的帮助，在此谨致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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