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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同沉积构造活动的沉积记录

文晾英 张川波 尹进垠

(长春地质学院 )

同构造沉积盆地的沉积作用与构造环境及其活动性质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

尽管控制沉积

作用的只素很多 (诸如气候
、

物源等 )
,

但最基本的因素乃是同沉积作用的构造活动
,

它控制着

沉积体的分布
、

厚度
、

相型等
。

甚至不少沉积体是在两种或三种构造环境下发生的
,

因而有着纵

横交替
、

相互更叠的复杂层序
。

而作为特殊沉积作用的沉积矿产
,

则更显著地制约于同沉积构

造活动
,

尤其作为导矿构造的基底构造以及盆地演化中的控制性构造
,

则是寻找隐伏矿产的一

重要前提
。

当今急待查明稳伏矿产的赋存规律
,

研究同构造活动的沉积地质记录
,

借以澄清盆

地演化阶段中的成矿规律
。

本文拟就同构造沉积地质记录的主要方面作一概述
,

有不妥之处
,

望读者指正
。

、

一 今界苏口不仁田
、 甲 / LJ I / 、 1 1 / I 」

区域内同沉积正断层活动的最重要沉积记录
,

是沿一定方位断续展布的山前冲积扇裙
。

现

代的冲积扇裙多发育于正性断裂的下降盘
,

展布于 山麓前
。

它们由泥石流
、

泥流等搬运停积而

成
,

形成槽道
、

筛余
、

片记等沉积所构成的沉积体
。

随构造活动幅度的增强 /减弱出现正
、

反粒序

(图 l )
。

而在层序上
,

则因受断裂活动性质所制约而有正反旋回的出现
。

同沉积正性断裂活动导致了必要的地貌落差
,

持续的升高维持冲积扇的发展
,

否则随着填

平补齐
,

使沉积作用趋于衰竭而停息
,

形成自下而上 的
、

由粗至细的正旋回系列
,

故扇叶向后退

移
,

乃是构造活动趋于稳定的沉积记录 (图 111)
。

当差异运动幅度不断加 强时
,

形成反旋回系

列
,

扇叶向前推进
,

扇体厚度加大 (图 1
.

c
、

D )
,

最厚达 1 0 0 0余米
。

如山东蒙阴盆地的中生代沉

积
,

挪威西部 H or m ed en 盆地泥盆纪的洪积扇沉积为向上变粗的反旋回
,

沉积体厚达 2 5 0 011 : ,

示构造升降幅度的加大
。

同沉积构造活动的另一重要特征
,

则是盆地水下重力流的阵发和深水扇的沉积
。

粗碎屑的

碎屑流沉积与滑混岩或塌积岩
、

浊积岩共生
。

强烈的同沉积差异升降
,

使盆缘或基底形成断陷

陡崖或斜坡
,

导致固结
、

半固结
,

几乎未固结的沉积体发生滑塌
、

流动
、

阵发浊流等
;
可使弱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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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积物的亚稳组构发生形变
,

甚至形成大型滑片 (块 )
、

撕裂构造
、

钩状构造
、

球状构造等
。

它

们沉断裂线呈断续分布
,

而向着盆地中心方向尖灭
,

故具有指示下降盘以及斜坡方位的意义
。

应悉心研究重力流及其重力沉积物 (岩 )的组构和分布
,

借以判别盆底地形的陡缓
,

确定构造活

钧的阶段性特点
、

李 陡崖后退

列彼较细肠拉沉积钧所 .

巨层序沉积

上开水平

层序沉积

断然 \ac
。 c 表代各次盛置扇叶

为活动扇叶

断级心 活动扁叶

表明成扇过程中箱粒直径和
层的厚度由小变大再变小

几
: 构成扇体之碎屑饭粒由粗变细

.

层系由大变小

随着迅速的废弃活动扇叶逐渐

向前推进

图 1 各种构造活动条件下冲积扇的各种序列和碎屑颗粒的变化

(据 T
.

H
.

N i卜 e n ,
1 9 8 0 )

A
一般冲积扇序列

, B
.

构造趋于稳定差异升降减弱 ,

c
.

构造的隆起超过流水切割
, D

.

河流深切超过构造的上升

F返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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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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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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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o v e r a il se q u e n

ces i n a ll u v l a l af ns , B , s t a b l e t忱 t o n ics a n d t h o w ea k e n
ed m o v e m e n t o f idf 介 r e n t纽 1 u

lP i ft an d

s u加 id e n e e . C
, t州

。川 e u lP i众 ex c e 。山n g e u r r e n r do w n 一 e u t t i n g , D
, r ive r i n

山 i o n e x e e 创五n s t
ect

o in e u
lP i介

·

浊流沉积更发育于深槽和断陷盆地中
,

强烈地断陷为浊流的诱发和物质供给提供条件
。

快

速堆积的细屑物质也是浊流的产物
,

其韵律性的产出与
“

背景
”

沉积的交替正是同构造活动的

佐证
。

不少古今断陷盆地内常见滑塌角砾岩
,

滑积岩上覆韵律性浊流沉积
,

诸如攀西元古宇会

理群沉积盆地 0及攀西三叠系江舟裂谷盆地 (图 2 )
,

加利福尼亚边缘盆地等
。

逆冲推覆体系列铸成陡峭的盆缘
,

及海沟坡系的地形升高
,

均可导致碎屑流
、

滑落崩跌以

及浊流的发生
,

同样可形成冲积扇或水下扇等沉积
。

它们与水下正断层活动的同沉积地质记录

的重要区别在于贫同生 /准同生的重力流构造
、

物质成分异常混杂
、

常与混杂岩相共生
,

这是鉴

别重力机制沉积物的不同构造环境的又一标志
。

当然
,

盆地周边构造的研究也是这一体系不可

忽视的前提
。

O 文琼英 , 1 9 8 6
, 《攀西元古宇会理期裂谷盆地沉积特征 》长春地质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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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层序 沉积钩造

层序 沉积构造 介质性质
等深流

冲冲 ..lll

,弓 浊流

低密度浊流

诵口
等 i笨度

浊流

浊流

彗彗拿拿
滑移液化流

碎屑流排拼;

流塌浊滑
巧ùù

浊流

图 2 浊积岩与滑塌岩或碎屑流沉积相伴生
,

上覆
“

背景
”

沉积

A
.

攀西裂谷江舟盆地二叠系沉积 (据刘招君
,

1 9 8 5) .

B
.

攀西元古宇会理群裂谷盆地中的碳酸盐浊积岩与滑塌岩的伴生

(据文琼英
, 19 8 6 )

R g
.

2
.

T u r b iid est a s以沁扭 ted w i t h o ils tos t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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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d e b r i s f lo w d e p o s i st , o v e r一a i n b y

“

比比 g r o u n d
, ,

d e p o s l st
.

A ,

氏mr 认
n s曰为m e n t s f r o m J认 n g z ho u B as i n i n t h e P a n x i jR f t (吐

t e r L i u Z h a o
jU

n ,

19 8 5 )
,

B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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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山 G r训 p ,

P a n x i ( a ft e r W e n
Q i o n
盯 i n g ,

19 8 6 )
.

二
、

沉积物结构
、

成分的不成熟性和阶段性

沉积盆地的物源是决定沉积建造性质和特征的重要 因素
,

而源区的升落使盆地源岩的剥

蚀强度和沉积堆积速率和物质成分发生变异
。

断陷初期
,

母源岩以隆起顶部的超壳岩石为主
;

盆地结束晚期
,

因大面积抬升
,

盖层之下的超壳岩石可能作为母源岩的一部分
,

故纵向上不 同

组段发育着不同岩石 (图 3 )
。

强烈的差异升降也可使盆地 内形成中央隆起
,

经受剥蚀
,

成为盆

内坳陷的主要源区
.

不少盆地的中央隆起以深大断裂夹持岩浆岩为特征
,

甚至基底岩石出露
。

如攀西的三叠纪金河盆地
、

江舟盆地等
,

中央隆起为深成岩
,

包含有基底康定群深变质岩
,

故两

侧坳陷区内的沉积岩则以构造长石砂岩
、

石英长石砂岩
、

花岗质或等花岗质砾岩为特征
。



1 95 5年 第 2期 沉积盆地同沉积构造活动的沉积记录

与攀西三叠系迥然不同的四川盆地 0
,

其西壁逆冲系列 的推覆体作为陡壁
,

早三叠世依次

沉积玄武质岩屑砂岩
、

含碳酸盐岩 (外 )屑的砂岩等
,

成分成熟度极低
,

而中三叠世以内源为主
。

但推覆前期则以台地近陆边缘的沉积为主
。

前已提及
,

盆底因断裂升降活动而发生急剧剥蚀和快速的事件沉积
,

多以盆内物质为主或

辅以陆屑混入
,

或深浅水物质 (或生物 )混存
。

其沉积物粗细混杂
,

碎屑颗粒磨圆极差
,

几无分

选
。

总之
,

不管上列何种情况
,

其沉积物 (岩 )的结构和成分成熟度均低
。

碎屑颗粒源自于不同构造区
,

迪金森 ( iD ck i sn on )和苏兹克 ( S uc ez k )已于 19 79 年对采 自不

同构造环境的 88 个样品进行成分统计
,

绘制出三端元图解模式
, 1 9 8 6 年《岩相古地理研究与

通讯 》已作报导
,

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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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攀西裂谷 (金河盆地

、

渡口盆地 )晚三叠世砾石成分纵向变化图

(据王东坡等
,

1 9 8 5 )

A
.

金河盆地
; B

.

波口 盆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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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
, 2

.

泥岩 , 3
.

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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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书 4~ 5 111卿
u s r co k , 5 = ab as l r , 6 , m砂m a t l ti e g r a n i t。 ,

7 ~ qu a r t jz t e ; 8二比 d n u m be r
.

. 周永胜
,

19 85
, 《川西南三叠系— 下白蟹统沉积特征分析和对比 》 (未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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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盆地格局与沉积相和沉积建造

盆地格局
,

系指盆地几何形态
、

控制性构造展布及其所制约的盆地地貌和物源区的配置关

系
。

盆地格局控制着沉积相和沉积建造特征及体态 (孟祥化
,

197 8 )
。

三者均受盆地构造运动性

质和方式所制约
,

体现出盆地演化过程中地球动力学背景和机制
。

张性
、

张扭性断裂控制的盆地呈槽型
、

条带型和菱型 (如死海 )乃至于形成有水下中央隆起

的马鞍型
。

盆地张压应力的不均衡则可形成箕状
、

勺状或不对称的堑
、

垒状
。

与之同步的沉积

相展布则纵横交错
、

槽 /台并列
,

形成深浅水相更叠 (图 」)
、

高低能共生的复杂沉积格局
。

力洒 牛津树
.

通安香炉 山 会东淌塘 六坝
S W W N E E

P t t Z

台地 局限

深水盆地
;)t 阔台地 i术水泊盆 台地

图 4 攀西元古宇会理群裂谷盆地的槽一台并列
,

深浅水

相相邻的沉积古地理格局 (引自文琼英
,
1 98 6 )

iF g
.

4
.

r泊 la e o g e
os ar hP i e f ar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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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 hs

o w 」n g j ux at lx巧 it l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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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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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
卜 wa et r a n d

s
恤 11o w

-

wa
t e r f a iC es in r i f t 加 s in s o f th e P r o t e r o

oz ie H u il i G r
ou P

,
P a n x i

( a f et r 丫Ve n Q fo n
gy in g

,
1 9 8 6 )

.

强烈下陷和上升
,

快速
、

非快速堆积以及不同沉积相型的更叠和交互
,

正是盆地随构造发

展所体现的不同演化阶段及其构造活动的特征
。

快速堆积形成巨厚的沉积体
,

它们可以是冲积

扇相 , 河流相一湖泊相乃至于海洋化后的深水
、

较深水相的叠置
,

此乃大陆裂谷盆地演化的沉
`

积组合特征
,

厚度可达数千米至数万米 ;亦可呈槽带状或串珠状展布 (东非裂谷等 )
,

表现在横

向上可在几公里
、

几百米范围内急剧变薄或骤然尖灭或突然相变 (图 4
.

7 )
。

这正是张裂过程中

的差异升陷
。

隆升成为浅水台地
、

沉积厚度小 ;深陷则为槽盆 (或沟槽 )
,

在补偿性沉积作用下沉

积厚度巨大
,

反之
,

补偿速率低于沉降则厚度较小形成非补偿性沉积
。

又如攀西三叠系盆地 (张

裂性 ) 0 其沉积序列复杂多样 (图 5 )
,

包括一系列进积与退积式的次级层序
,

从上三叠统至上 白

垄统构成粒度由粗变细又再变粗的全旋回
。

旋回下段以丙南组
,

大荞地组的冲积扇
,

辫状河的

粗屑物为始
,

是盆地张裂
、

差异断陷的产物
。

相继为湖泊沉积
,

其滨湖有三角洲相
,

湖内有浊流

相等
,

示盆地进一步裂陷
,

沉降 /沉积的补偿关系发生变化
。

其后为早侏罗世晚期或中侏罗世早

期的沉积
,

以湖相为主
,

泥灰岩沉积物广布
,

盆地周边发育小型蛇曲河沉积
,

示地势夷平
,

盆地

已趋于稳定
,

故粒度由粗至细
。

旋回上半段则又 由湖相演化为三角洲相
、

河流相
,

粒度由细至

粗
,

盆地处于收缩闭合阶段
。

所以
,

上述序列的演化指示沉积作用与构造活动阶段的同步性和

O 据周永胜
,

19 85
,

尚未公开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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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攀西地区裂谷盆地沉积相序与构造的发展演化

(岩性柱和沉积相序引自周永胜
,

1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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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俯冲型构造控制的沉积盆地的沉积组合
,

虽然在某些情况也可出现冲积扇
、

三角洲等沉

积
,

但其组合型式和格局
,

尤其是物质成分上则大为不同
。

如俯冲海 沟坡折之后的前弧盆地
,

因

受俯冲挤压而抬升
,

形成海退式序列
,

随着弧沟间隙的扩大
,

盆地横向加宽
,

形成不对称的勺

状
,

不规则楔状 (图 6 )
。

盆缘一侧的大型逆冲断层系
,

褶皱系为壁
,

另一侧过渡为较稳定的陆

地
。

故盆内近山系一侧的沉积物常与俯冲杂岩呈构造混合
; “

年轻
”

沉积物 (岩 )中世包含着混杂

岩
、

蛇绿岩块或滑片
,

但两者的破碎和变形程度迥然不同
。

此侧因地貌高差大
,

剥蚀
、

滑落
,

沉积

作用速率极大
,

也形成 以冲积扇为主的粗碎屑沉积
,

可使褶皱或 山系掩埋
; 另一侧沉积速率低

,

沉积体厚度小
,

常以河流相
、

三 角洲相
、

湖泊相为主
,

沉积层稳定较广布
。

G
.

H
.

里丁认为
:

在此

盆地中的一侧
,

不仅有以坡断层 为界的小型滞流盆地沉积
,

尚有真正的坡积物
。

两盆地基底地

貌较为平齐而无隆陷 (图 7 )
。 `丁上述裂谷盆地 全然不同

,

贫于因张裂隆升而形成水下 /或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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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
。

褶皱一逆推带 弧后盆地

图 6 造山带沉积盆地格局 (据 W
.

R
.

L比k ison
n ,

1 9 7 7 )

人 陆缘弧造山带盆地
. B 陆间碰撞造山带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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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T h e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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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 o 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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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at r y b o s i sn in o r o

朗
n ic 加 lst ( a f t e r

W
.

R
.

D ie k i n s o n ,
1 9 7 7 )

.

A ~ B a . in jn t b eo r og e川 e be l t i n t址 m ar 乡n ia a r e 子 B ` i n t e r e r a t o n lc b a s l n i n co 曲 i o n o r o即心 e be lt
.

弧后盆地则又另一样
,

它虽然也可因俯冲拉力而出现扩张
,

但最重要的则因盆地两侧源区

物质的极大差异
,

而使盆地两侧沉积体出现两种绝然相异的建造特征
。

邻近火山岛弧一侧以火

山物质为主的建造为特征 ,另一侧因紧邻稳定大陆而以陆源碎屑为主
,

可叠置 (可夹有 )碳酸盐

岩的较稳定建造为特征
,

形成不对称的沉积格局
。

由此看来
,

不同盆地可出现
“

相同
”

的沉积相
。

为了再造古构造环境
,

不能仅凭相序组合
,

其

物质成分
、

沉积格局也是一重要特征
。

尤其是重力或重力流沉积可产出于大陆裂谷
,

也可出现

于弧 /沟系盆地
。

前者系因张裂作用
、

差异升降所致 ;后者则因推覆
、

挤压导致地貌高差之故
。

但

是
,

上已述及
,

前弧盆地或深海沟常有俯冲杂岩的构造混合
,

其重力或重力流沉积中的外来岩

块
,

常为混杂岩或有蛇绿岩块
,

而裂谷系盆地则不然
,

常有同生
、

准同生的砾石
、

块片等
,

几无混

杂岩块
。

故应倍加注意鉴别混杂岩与滑积岩 ( ol ist os tr o m e / ol ist iol t h )
,

方能正确再造盆地的古构

造背景
。

四
、

高低能沉积相共生是同沉积构造活动的另一重要标志

在正确鉴别沉积相和恢复古地理环境中强调相变规律 (瓦尔特相律 )
,

即沉积层序中的
“

相

群
”
组合是合乎逻辑的

,

是有规律的连续变异
,

而非
“

跳跃
” 。

客观地质体中却常见不连续的相变

(不整合
,

.

假整合 )
。

这对研究古构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

正是在同沉积的构造活动中使区域性

的或局部性的
“

地块
”
发生隆升

、

沉陷而出现进积或退积的沉积作用
,

故有不整合与假整合的出

现
,

即沉积相组合出现
“

跳跃
” 。

这不仅有助于鉴别沉积相
,

而且是古构造研究的一重要标志
。

就中国广阔区域而论
,

奥陶纪与泥盆纪间的祁连运动或广西运动 (杨森楠
,

1 9 8 5) 使广大地

区缺失志留系
,
二叠纪后的海西运动

,

使中
、

上三叠统不整合于二叠系之上
,

诸如此类等等
,

在

此不再赘述
。

但就一个沉积单元来看
,

构造运动可导致海
、

陆相
,

河
、

湖相的边叠
,

甚至是极低能
·

的滞留相
、

冲积平原相上覆极高能的冲积扇和浊流相
,

如中国南方福建等地 区
,

下石炭统的高

能快速堆积的较深水浊积扇和浊积岩相下伏低能的冲积平原相
.

攀西三维地区上三叠统的下

部冲积扇相突然飞跃为深湖相
,

而深湖相又上覆浊流相 (图 7) 等等
。

这种相序上的不连续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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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同沉积构造活动的重要佐证
,

也正是
:

背
”

瓦尔特相律的层序
,

是地史或盆地演化中的重要
·

构造活动的地质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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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攀西裂谷盆地三叠系沉积相横向变化及高能沉积相的共生

(据刘招君
,

1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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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花岗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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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 3
.

玄武岩 4
.

冲积扇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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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沉积 6
.

浊流沉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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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盆地演化
、

同沉积作用的构造活动
、

以及构造活动是渐变的还是激变 (突变 )等诸问

题
,

虽然均记录于沉积体中
,

但由于后生地壳演变过程的破坏
,

使得问题更趋复杂化
。

因此
,

在

分析古构造中必须研究整个大区域的格局
,

尤其是尚待探索而又未被揭露暂且未被人们认识

的问题
。

本文所述问题更需要在长期实践中深化
。

在本文编写过程中得到王东坡教授的指导
,

谨致

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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