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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衢盆地的沉积相
①

祖辅平 　李 　成 　王 　彬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 　金衢盆地发育在古生代变质褶皱基底之上 ,前中生代的构造格架和地质特征对金衢盆地的形成与演化具有

很大的影响。通过对金衢盆地的古地理环境、沉积构造、沉积中心以及岩相变化的研究 ;分析了金衢盆地的形成与演

化历史 ,讨论了晚中生代 —新生代的构造环境演化。研究表明 : ①金衢盆地是由挤压到拉张形成的断陷盆地 ,盆地边

界大多为正断层 ; ②地层序列在盆内不同位置变化较大 ; ③沉积相 :金衢盆地各时段沉积相的展布各具特色 ,并且演

化序列比较清晰 ;冲积扇相以冲积扇裙的形式分布于盆地南北两缘 ,且有一定差异 ;河流及沙洲相分布于盆地中部 ,

即衢县和龙游之间的区段 ;三角洲相主要有扇三角洲、辫状三角洲及正常三角洲 ;研究区发育湖泊相 ,其中滨浅湖和

半深湖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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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际上特别强调陆内盆地与区域构造及地

壳演化的成因联系 ,将它作为探寻构造问题并取得突

破的一个关键对象[1～3 ] 。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陆相

盆地分布广泛 ,形态各样 ,规模不一 ;空间上和花岗岩

或造山带紧密共生 ,盆内各类火山岩等古构造信息丰

富。位于浙江省境内 (部分延入江西省) 的金华 - 衢

州盆地 (以下简称金衢盆地) ,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较

典型的多期复式断陷盆地。露头较好 ,交通便利 ,屯

溪—泉州地学综合断面通过该地[4 ] ;盆地主体部分

曾经开展过 1/ 5 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② ,沉积体系、

沉积相带及成岩作用控制油气藏的富集程度[5 ] ,盆

地内局部见油苗显示[6 ] ,是开展晚中生代陆内盆地

及其构造演化研究的一个较佳场所。根据资料查阅 ,

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有关金衢盆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构造背景[7 ] 、地层划分[8 ,9 ]和盆地演变[10 ]等方面 ,

对金衢盆地的沉积环境和沉积相分析比较薄弱。众

所周知 ,盆地的沉积相分析是了解和剖析盆地形成机

制和构造演化的基础或前提[11 ] 。鉴于此 ,笔者在野

外三条横贯盆区的地质路线调查和室内显微构造分

析的基础上 ,对金衢盆地的沉积相进行了重点分析 ,

最后对其成因机制进行了探讨。

2 　地质背景

金衢盆地处于赣杭构造带的核心部位[12 ] ,走向

近东西 ,长为 170 km ,南北宽 10～20 km[13 ] ,面积约

3 600 km2 ,呈狭长带状挟持于南北两侧江南山系和

武夷山系之间[18 ,19 ] ,主要分布于浙江金华 —兰溪 —

龙游 —衢县 —江山一带 ,盆地的金华、兰溪段比较开

阔 ,至两端收缩变窄 ,向西延入江西玉山 —广丰等地

(图 1) 。深部资料表明[4 ,13 ] ,从该盆地的南北两缘向

盆地中心逐渐呈不对称的阶梯状沉降 ,沉积中心底部

相对平坦 ,地层呈不对称状展布 ,总体上具地堑式几

何学特征。前人研究表明 ,它是在江绍断裂带的基础

上经晚中生代的区域伸展作用而发育起来的一个晚

白垩世 —古近纪裂谷盆地[7 ] ,盆地边界为正断层[14 ] 。

笔者研究表明 ,金衢盆地的形态、规模、形成和演化既

受古老的近东西向基底构造控制 ,又受中生代以来北

东向构造的制约[8 ] 。以江山 —绍兴断裂为界 ,盆地

的基底可分成东西两区 ,西区基底为前震旦系 —上古

生界 ,东区基底则为上侏罗统[8 ] 。因而盆地东西两



图 1 　金衢盆地地质简图及地层柱状图
(据 1∶200 000 江西省广丰县幅、浙江省衢县幅、浙江省金华幅地质图 ,1970 和 1∶5 万浙江省长台镇幅 ,2001 ;修改)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an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Jinhua2Quzhou Basin (modified from 1∶200 000 geological maps of

Guangfeng (Jiangxi Bureau of Geology , 1970) and of Quxian and Jinhua (Zhejiang Bureau of Geology , 1970) ; and

1∶50 000 geological map of Changtai City (Zhejiang Bureau of Geology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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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沉积物的来源不同 ,差异较大。区域资料表明 ,在

早、晚白垩世之交 ,中国东南部曾发生过一次从挤压

到拉张的构造转换 ,导致陆内伸展断陷盆地的广泛发

育[2 ] 。金衢盆地正是在此构造背景下、在江绍断裂

带基础上发育而成的一个红色断陷盆地。

3 　地层简述

研究表明 ,金衢盆地在其发展过程中受构造沉

降、沉积物供应量、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 ,湖面曾经发

生过多次升降变化。构造运动和周期性的湖面升降

导致了盆区层序或准层序间的不整合或整合界面以

及旋回性沉积序列特点。

金衢盆地位于浙西北区 ,沉积时限为早白垩世晚

期至古近纪。盆内地层主要为白垩纪衢江群 ,可细分

为中戴组、金华组和衢县组 ,分布最为广泛 ,其它地层

分布局限 ,且多出露在金衢盆地的边缘。由柱状图可

知 ,在金衢盆地内的不同位置 ,地层差异比较显著 (图

1) 。通过柱状剖面图 A - B、C - D 和 E - F 对比 (图

2) ,获得如下认识 : ①三个区段都展示出盆地南北两

缘颗粒粗、中心细的特点。②三个区段都具有南缘不

整合、北缘正断层的边界特点 ,即“北断南超”。受后

期构造影响 ,盆地南缘一些地段的不整合面遭到改

造 ,呈现正断层面貌。③地层厚度变化较大。剖面 C

- D 处在盆地中段的龙游与衢县之间 ,沉积厚度最

大 ,反映该地段基本上接近盆地的沉降中心 ;由于金

衢盆地属于小型断陷盆地 ,因此其沉降中心可与沉积

中心等同。剖面 A - B 位于盆地东段的金华附近 ,其

厚度明显小于 C - D 剖面。剖面 E - F 位于盆地西段

的江山 —广丰之间 ,厚度最小 ,客观反映盆地东、中、

西三个区段的古地理和沉积差异。④各区段地层序

列的完整性不同。对于西段剖面 E - F 而言 ,缺失衢

县组地层 ,金华组岩层与上覆第四系呈不整合接触 , ;

中戴组岩层与下伏岩层也呈不整合接触 ,反映 E - F

区段地层序列的不完整性。与此相比 ,东段 A - B 和

中段 C - D 两个区段则反映了连续的沉积序列 (图 1

下) 。⑤特殊岩类表现差异明显。西段剖面 E - F 的

中戴组中橄榄玄武岩层非常发育 ,中段剖面 C - D 中

戴组中局部见有玄武岩 ,而东段剖面 A - B 中戴组则

不含玄武岩 ,反映盆地拉张西强东弱的特点。

在 A - B 剖面上 ,金衢盆地北缘衢县组 ( K2 q) 与

磨石山群 (J 3 - K1)呈断层接触关系 ,盆地南缘中戴组

( K2 z )则不整合于磨石山群 (J 3 - K1)之上 ,整个剖面

1. 泥岩 2. 泥质砂岩 3. 砂岩 4. 砾质砂岩 5. 砾岩 6. 流纹斑岩 7. 流纹岩 8. 玄武岩 9. 断层线

图 2 　金衢盆地的图切横剖面图 (A - B、C - D 和 E - F)

Fig. 2 　Cross profiles of Jinhua2Quzhou Basin (A - B , C - D and E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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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一个南老北新的单斜构造 ,盆地北侧正断层发育。

在 C - D 剖面上 ,盆地北缘金华组 ( K2 j) 与长坞

组 (O2 c)呈断层接触关系 ,盆地南缘中戴组 ( K2 z ) 与

上二叠流 ( P2)呈正断层接触关系 ,上二叠流 ( P2) 与磨

石山群 (J 3 - K1) )呈不整合接触关系。在盆地内部的

蒋村与横路之间 (盆地中心) 为金华组和衢县组。根

据野外调查 ,衢县横路村黄坑口水库东侧山脚 (C - D

剖面南缘)见中戴组 ( K2 z ) 紫红色砾岩和粗砂岩平行

不整合在三叠系 ( T1 - 2) 灰岩之上 ,接触面产状 350o

∠20o 。在衢州市杜泽镇南 23 省道 68 km 周村殿处

(C - D 剖面北缘) ,见衢县组 ( K2 q) 紫红色泥岩和长

坞组 (O3 c)黄绿色粉砂岩呈明显正断层接触关系 ,断

层产状 170o ∠50o 。在衢州市航埠镇南西 2 km 处山

脚 (C - D 剖面北缘) ,见震旦系 ( Pt3) 灰白色砂岩、凝

灰质粉砂岩和衢县组 ( K2 q) 紫红色泥岩、粉砂岩呈正

断层接触 ,断层产状 120o ∠40o 。

在盆地西段 ,中戴组岩层中夹多层橄榄玄武岩 ,

反映陆内拉张构造环境。在 E - F 剖面上 ,整个剖面

全由中戴组 ( K2 z ) 组成。在江山市贺村与陈塘坞之

间出现一个由中戴组岩层构成的宽缓的向斜构造 ,盆

地南缘中戴组 ( K2 z ) 与乌灶组 ( T3 w ) 呈不整合接触

关系。在盆地北缘的贺村镇幸福村西侧 1 km 处出

露近 100 m 厚的灰紫色块状伊丁石化橄榄玄武岩 ,含

少量绿泥石杏仁体 ,大小 2～5 mm 或略大。在盆地

北缘的贺村镇明星村 ,见灰黑色、灰褐色气孔 (杏仁)

状伊丁石化橄榄玄武岩 ,除绿泥石外 ,还见较多的方

解石杏仁体 ,总含量 15 % ±,多呈扁平状及不规则状

体。在盆地南缘的江山市陈塘坞村南 ,出露厚约 200

m 的紫红色致密块状橄榄玄武岩 ,局部见细粒玄武岩

与杏仁体玄武岩互层 ;在淤头乡毛弄公路 7 km 碑开

采场处见有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总体上看 ,金衢盆地周缘地层的沉积物特征与盆

内存在一些差异 ,A - B 、C - D、和 E - F 剖面均显示

出周缘地层颗粒粗、矿物成分复杂 ,而盆内地层颗粒

细、矿物成分相对简单的特点。剖面 A - B 和 C - D

的衢江群地层 (共有中戴组、金华组、衢县组三个沉积

序列)发育相对齐全 ,而剖面 E - F 仅见衢江群中戴

组地层 ,分布范围较广 ;未见金华组和衢县组地层。

在 A - B 和 C - D 剖面处 ,以盆地中心为轴部 ,两侧岩

层倾向相反 ,构成一个向斜盆地。盆地北缘边界正断

层发育 ,反映盆地从北向南拉伸特点 ,导致盆地不断

朝南迁移扩展的演化规律。

4 　沉积类型及沉积相特征

根据以往研究[13 ] ,金衢盆地沉积时的环境主要

为山前断陷盆地 ,经历了箱形谷地 →山前冲积盆地 →

湖盆 →盆地萎缩 →准平原等复杂的动力学演变过程 ,

沉积了巨厚的晚白垩世 —第三纪红色碎屑岩建造。

前面谈到 ,该盆地南北两侧的基底岩层中近东西向断

裂都很发育 ,盆地的 N EE - SWW 展布形态明显受基

底断裂的制约。大致以盆地中心为轴部 ,其南侧沉积

作用以冲积体系为主 ,沉积环境为冲积扇相、河流相

和三角洲相 ,发育冲积扇、辫状河、曲流河和辫状三角

洲等沉积体系 ;而北侧地区则主要为湖泊相 ,以湖泊

体系为主 ,发育滨浅湖和半深湖沉积体系 ,反映盆地

形成时南边高山、北边低地的古地貌景观 ,物质来源

以南侧为主 ,导致南浅北深、南粗北细的沉积相特征

(图 3) 。

图 3 　金衢盆地的沉积相空间分布模式图

Fig. 3 　Model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ary facies of Jinhua2Quzhou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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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冲积扇相

据近期野外观察及以往区调资料② ,金衢盆地早

期存在生长断层 ,使得盆缘的岩层中发育同沉积构造

和同沉积断裂 ,导致冲积扇呈裙状分布于山前地带 ,

构成盆地边缘相 ,但是南缘和北缘存在差异 :南缘冲

积扇 (图版 Ⅰ2a) 规模较大 ,沉积物以砾岩相为主 ,局

部夹粉砂、细砂岩透镜体 ,中粗粒砂质充填 ,缺少粘土

质杂基 ;正粒序层普遍发育 ,具有近源快速堆积的特

点 ;一些地段砾石杂乱堆积 ,分选度和磨圆度均较差 ,

多呈次棱角状到次滚圆状 ,定向组构不发育。北缘冲

积扇 (图版 Ⅰ2b) 不发育 ,规模相对较小 ,沉积物主要

是砾岩夹透镜状粉砂、细砂岩 ,多呈块层状 ,粗砂质填

隙 ,缺乏泥质杂基 ;砾石大小混杂 ,分选度和磨圆度均

较差 ,呈次棱角状。

4 . 2 　河流及沙洲

金衢盆地的河流相 (图版 Ⅰ2c) 包括曲流河相和

辫状河相 ,发育在盆地演化的晚期 ,沉积物主要分布

在盆地中部。沙洲相与晚期湖泊扩张、萎缩及大型河

流作用密切相关。

曲流河相 具有丰水期 —枯水期反复交替 ,致使

曲流河相和湖泊相在沉积岩特征上很难区分。该相

底部可见下切冲刷构造 ;沉积序列具有明显的半韵律

旋回性 ,二元结构突出。单个旋回层由下到上 ,粒度

由粗变细 ;下部呈厚层状 —块层状 ,岩性为砾岩 —砂

砾岩 ,其中砾岩层厚 5～25 cm ,砾石呈滚圆 —次滚圆

状 ,砾径 1～6 cm ;上部为含砾中粗砂岩 —粉砂质泥

岩 ,可见大型槽状、板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

辫状河相 分为平原区和扇前。前者具有从滨

浅湖到湖三角洲并过渡到辫状河平原的沉积序列 ,呈

加积 —进积型叠置 ;底部冲刷作用频繁 ,冲刷面凹凸

起伏变化 ,基底发育洪暴水流侵蚀和沉积的红色泥岩

角砾状碎块。旋回性显著 :旋回层底部碎屑成分为含

砾粗砂 —中粗砂岩 ,厚度为 1～2 m ,横向变化较大 ,

发育槽状、板状、楔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旋回层中

上部均为单一的细砂岩或粉砂细砂岩 ,平行层理发

育 ;旋回层顶部出露少量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厚度

小 ,发育水平层理、沙纹层理、波状层理。后者发育在

早期的冲积扇之上 ,主要分布在盆缘 ,底部发育冲刷

构造 ;由旋回性基本层序构成 ,旋回层厚度为 2. 5～

7 m ,单个旋回层岩性为砾岩、砂砾岩、含砾粗砂岩、

中细粒砂岩及粉砂岩 ,内部单层中发育板状、楔状交

错层理以及平行层理。

沙洲相 包括河流型与湖泊型。两者均位于龙

游及衢州等地 ;前者空间上呈不稳定的带状分布 ,与

河流相呈垂向过渡 ,侧向相交 ;岩性单一 ,为呈砖红色

块状 —巨厚块状含钙质粉细砂岩以及粉砂岩 ,粒级变

化小 ;半风化面上隐约可见平行层理。后者在衢州西

南至西呈宽广的带状展布 ;早期湖泊滨岸带沙滩空间

上与滨浅湖沉积类型垂向上过渡 ,侧向上相变 ;后期

沙洲之上普遍具有加积 —进积型叠置旋回性河流沉

积 ;岩性均一 ,为砖红色巨厚块状粉细砂岩、粉砂岩夹

细砂岩 ,粒级变化小 ,无平行层理。

4 . 3 　三角洲相

根据金衢盆地内形成三角洲 (图版 Ⅰ2d) 的特点

以及岩石组合、水流沉积方式和叠置类型的不同 ,可

将三角洲相划分为扇三角洲、辫状三角洲和正常三角

洲。

扇三角洲 辫状河道的迁移摆动是导致扇三角

洲演化的内在原因[15 ] ;可将扇三角洲划分为退积型

和进积型 :前者位于盆地南缘 ,沉积层序下部受河流

作用影响 ,具有片状颗粒流沉积的特点 ,岩性以砾岩

相为主 ,呈厚层至块状构造 ,成层性较好 ,无内部组

构 ;上部具有片流和牵引流的沉积特征 ,岩性为细砾

岩、粉细砂岩及少量泥岩互层 ,单层内部发育大型板

状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后者沉积层序下部河流作

用较弱 ,属滨浅湖相沉积 ,岩性为由紫红色中薄层状

粉砂岩、粉砂质泥岩或泥岩组成旋回层 ,单层内部发

育水平层理和沙纹层理 ;中部岩性为砾岩层与砖红色

粉细砂岩组成旋回层 ,单层厚为 10～40 cm ;上部岩

性由巨厚块状、中薄层状砾岩、粉细砂岩组成 ,隐约可

见粒序层理 ,一般不显沉积构造。

辫状三角洲 位于山麓冲积扇前下方 ,与辫状平

原关系密切 ,是由辫状平原体系进积到湖泊相稳定水

体中而形成的粗粒三角洲 ,主要分布在盆地南缘 ,与

盆边冲积扇相呈垂向和横向上的相变关系。主要特

点为 : ①金衢盆地的辫状三角洲体系是由辫状平原发

展演化而成 ,广泛发育辫状分流河道层序 ,由河流旋

回层组成。岩性组合为含砾砂岩、细砂岩和粉细砂

岩 ,缺乏泥质岩类。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②分布

面积大 ,侧向延续性好 ,呈现宽广的席状体。辫状分

流河道具有高度沟道化特征 ,河流作用旋回性明显 ,

底部常见冲刷构造 ;砂岩相中发育大型板状、楔状交

错层理。

正常三角洲 发育在由湖泊相过渡到河流相的

转折区域内 ,代表晚期湖泊萎缩阶段 ,纵向层序为加

积进积型叠置。盆地由早期湖泊相经由过渡性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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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相至晚期大型河流相沉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纵

向上有三角洲相特有的反粒序现象 ;底积层由湖泊相

中薄层状粉砂岩、砂质泥岩组成 ,具有沙纹层理及水

平层理 ;前积层代表河口砂坝环境沉积 ,其由中细粒

砂岩、细砂岩及粗砂岩组成 ,发育平行层理 ;顶积层与

其下伏有冲刷作用 ,河道内发育细 —中砾岩 ,顶积层

的上部为中细粒砂岩及少量粉砂质泥岩。

4 . 4 　湖泊相

金衢盆地的湖泊相 (图版 Ⅰ2e) 与构造运动有着

密切的关系 ,是由地壳断裂、拉张活动造成 ;位于较深

部位 ,沉积厚度较大。据沉积组合特征 ,可将湖泊相

划分为滨浅湖和半深湖。

滨浅湖相 出露面积大 ,基本特征为 : ①岩性组

合为中薄层状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互层 ,局部夹有细

砂岩 ; ②单层厚度在 5～45 cm 之间 ,且各单层的露头

剖面呈韵律分布 ,沙纹层理、水平层理、波状层理以及

小型浪成波痕构造在各单层岩石中比较发育。

半深湖相 基本特征为 : ①岩性组合以厚层状、

块状粉砂质泥岩或泥岩为主并夹有中薄层状粉砂岩。

②泥质岩中一般情况下不发育水平层理 ,但是方解石

细脉以及姜状钙质结核比较发育。粉砂岩中发育水

平层理和沙纹层理。

4 . 5 　古岩相

根据地层柱状剖面图 (图 1) 、横剖面图 (图 2) 以

及区调资料② ,可将金衢盆地分为三个古岩相期 :

中戴期 早期 ,盆内广泛发育河流相沉积 ,盆地

南北缘均发育山麓冲积扇相砾岩 ,北侧分布狭窄 ,南

侧宽广且厚度较大。衢州附近 ,也即横剖面 CD 对应

的位置为盆地早期河湖相沉积的沉积中心 ,龙游附近

由砾岩、泥岩组成早期扇三角洲相。晚期 ,盆地南缘

地带发育沙砾质河流相 ;盆地内部的衢州、龙游等地

河湖相沉积范围较大。

金华期 以湖泊相沉积占主导。衢州附近仍为

最大沉积、沉降中心 ,以半深 —深湖相沉积为主体。

衢县期 早期 ,盆地沉积中心向北东迁移 ,衢州

附近为粉砂、泥质组成的河湖相沉积 ,龙游与衢州之

间发育砂质河流相沉积 ,盆地南缘地带发育砂砾质河

流相沉积。晚期 ,盆地萎缩消亡 ,除龙游的部分地区

以及衢州南部分布小规模的粉砂质河湖相沉积外 ,绝

大部分地区均为平原型砂质河流相沉积。

5 　讨论与结论

金衢盆地的形成和演化是多期次、多阶段的 ,晚

中生代 (约 130～70 Ma)的大地构造演化为该盆地提

供了深刻的地球动力学背景[16 ] 。资料表明 ,古太平

洋在 135～85 Ma (早白垩 —晚白垩世中段) 期间曾发

生朝东亚陆缘的低角度快速俯冲 ,使大洋板块下插到

很远的大陆之下 , 形成宽达数百千米的火山岩

带[20 ,21 ,22 ] 。研究表明[2 ] ,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 ,中国

东南部基本完成了古亚洲动力学体制向西太平洋动

力学体制的转换 ,出现了受制于洋壳俯冲消减的活动

大陆边缘 ,伴随陆内地壳的部分熔融作用 ,此阶段也

是火山 —侵入岩浆活动的高峰阶段 ;晚白垩世 —始新

世 ,区域伸展断陷盆地广泛发育 ,晚白垩世之初曾发

生挤压到拉张的力学机制转换 ,导致大陆内部强烈拉

张 ,形成大规模含油气的陆内断陷盆地 ;渐新世表现

为区域隆升和剥蚀 ,普遍缺失渐新统 ,中新世以来陆

内仍以拉张为特征。

但是也有人认为金衢盆地的构造环境是造山晚

期 (该盆地在浙西三叠纪碰撞造山带中) 和后造山的

走滑引张背景 ,与太平洋无关。

鉴于此 ,金衢盆地是晚中生代形成的典型的箕状

断陷盆地 ,经历了燕山早期的强烈岩浆活动以及晚期

的区域拉张裂陷构造事件 ,成为白垩纪沉积的有利场

所 ,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

(1) 早白垩世沉积地层主要是馆头组和朝川组 ,

在盆缘特别是在盆地南缘地段则主要是早白垩世晚

期中戴组沉积。(2) 晚白垩世 ,断陷发育 ,地形的高

陡起伏逐渐变小 ,使原本相互隔离的断陷相互连接 ,

处于湖水面以下 ,接受了较为稳定的金华组和衢县组

沉积 ,厚约 5 500 m[8 ] ,从而盆地面积扩大。(3) 盆地

在新生代整体缓慢抬升 ,露出湖水面 ,湖泊面积逐渐

减小 ,形成各种低地及水流 ,接受了第四纪的沉积 ,覆

盖了盆地面积的 1/ 2 ±(图 1) 。

综观全文 ,主要有以下结论 :

(1) 金衢盆地是较典型的晚白垩世 —古近纪陆

内断陷盆地 ,北界为正断层 ,南界为超覆不整合 ,呈长

条形沿 N EE 向发育于早期的断裂带中。

(2) 盆缘与盆内地层序列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颗

粒粗细以及物质成分的复杂程度 ;盆地东、中、西三个

区段的地层序列差异主要表现为沉积地层的连续性、

厚度以及岩性。

(3) 对冲积扇相、河流及沙洲相、三角洲相、湖泊

相等方面的探讨 ,对地层序列、岩性组合、沉积构造特

征所作的研究以及对古岩相的简要描述再现了金衢

盆地的形成和演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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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Facies and Evolution of Tectonic
Environments in the Jinhua2Quzhou Basin , Zhejiang Province

ZU Fu2ping 　L I Cheng 　WAN G Bin
(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J inhua2Quzhou Basin developed on the metamorphosed basement of Palaeozoic fold , and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pre2mesozoic tectonic f ramework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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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 the author studied paleogeographic environment , sedimentary st ructure , depocenter and paleolithological
changes etc. , analyzed Jinhua2Quzhou Basin’s history of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nd discussed its evolution of tec2
tonic setting from Late2Mesozoic to Cenozoic. From what was studied , four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 ①J in2
hua2Quzhou basin was a fault basin because of compression and then extention ; and its boundaries were mostly nor2
mal faults. ②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basin , there were different st ratigraphic sequences. ③Sedimentary facies :
the dist ribution of Jinhua2Quzhou Basin’s sedimentary facies varied in different stages , and to some extent , the

evolution sequences were clear. Alluvial fan facies spread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borders of J inhua2Quzhou basin

as alluvial fan apron with some differences. River facies and sand bank facies dist ributed in the middle of J inhua2
Quzhou Basin , locating in sectors between Quxian and Longyou. Delta facies included fan delta , braided delta and
normal delta. Also , in areas we studied , there were lake facies , but shore shallow lake subfacies and semi2deep lake

subfaci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Key words 　sedimentary facies , depocenter , tectonic environment , J inhua2Quzhou Basin

图版 Ⅰ说明　a. 江山市礼贤村玄武质角砾熔岩 ,原地生成 ,反映了金衢盆地内的火山活动 ; b. 常山县丁家坞村旁新公路边 K2砾岩 ,且有基性岩

脉 ,靠近脉岩颜色偏绿及灰绿色 ,砾石主要为灰白色 ,灰黄色及紫红色晶屑凝灰岩 ,部分为亮晶灰岩 ,大小差异极大 ,分选极差 ,形态以棱角状居

多 ,次棱角状次之 ,泥质砂质填隙 ,钙质胶结 ,具有北缘冲积扇特征 ; c. 衢县横路村黄坑口水库东侧山脚 K2砾岩 ,紫红色块状粗砾岩夹薄层细砂

岩 ,由下往上变细 ,有巨砾岩→粗砾含细砾岩→砾岩→粗砂岩含砾的韵律 ,反映了南缘河流相的特征 ; d. 广丰二渡关红层与玄武岩界线 ,反映了

北缘三角洲前缘的特征 ,图上右侧为气孔、杏仁状伊丁石化玄武岩 ,块状构造 ;气孔被压扁拉长 ,呈 260o方向定向排列 ;图上左侧为紫红、砖红色中

厚 - 中薄层含钙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含玄武岩团块 ; e. 江山市吴村乡南雄组 ( K2)层序 ,见有斜层理 ,灰白色 ,灰红色 ,褐红色薄层粗砂岩 ,灰白 -

乳白色者为 110 cm 的钙质夹层 ,其上为薄层砂岩 ,粉砂岩 ,厚 2～5 cm 居多 ,少量较厚 ,成层性好 ,产状稳定 ,具有湖泊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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