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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建造学讲座 》
·

第一讲 沉积建造学及其研究意义

孟祥化 葛 铭

( 中国地质大学 )

尽管用法和 解释有所不同
,

但地质学家们都在使用
“

建造
”

或类似的术语研究地壳沉积

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组合规律
,

从而使以岩石组合体为单位的更大一级地壳地质体的形

成及其背景条件的研究
,

成为当今世界地质学界研究发展的一致趋向
。

同时
,

大地构造学说

的发展又赋于沉积建造学崭新的生命力
。

叶连俊先生在听取关于开展全国沉积建造编图工

作计划汇报后说
: “

沉积建造研究方兴未艾
”

( 1 98 8 )
。

19 88 年国际矿床 (产 )沉积学学术讨论会期间
,

许多单位的沉积建造工作者进行了座

i炎
、

一

致认为沉积建造学研究及应用为鉴别和恢复大陆地质古板块构造历史
,

提供了新的研

究途径
。

同时
,

也为阐明沉积资源的分布规律
、

成因及予测
,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

因此
,

希望组织协作
,

进行中国乃至全球沉积建造编图工作
。

承蒙《岩相古地理 》编辑部不失时机地安排了沉积建造学讲座
,

使我们有幸能为此项工

作的深入展开和发展抛砖引玉
,

不胜感激
。

一 建造概念的由来和进展

建造做 为岩石地层组合的概念应用于地质学领域 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

它象一位长

寿的老 / 、
,

虽然经历无数艰辛坎坷和时间的考验
,

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

十九世纪
、

斯图德 ( B
·

S ut d。
,

1 9 2 7) 把阿 尔卑斯第三系粗碎屑沉积的岩相一岩性组合

称为磨拉石建造 ( :
on ll

哪
f o llJ atj 二 ) ;

把海相页岩和与之交互的砂岩组成的韵律性沉积称为

交理石建造 ( f l y 、 h f o r , , , a t io n )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

许多学者提 出各种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的建造类型
,

如地台型建造
、

地槽型建造
、

过渡型建造等
。

沉积建造是表示一定大地构造和古气候背景下的岩石共生组合

体的概念 已得 到公认
。

这 一时期涌现 出许 多论述沉积建造的优秀著作
。

例 如
,

沙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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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5 2 )的《磷块岩建造和磷灰岩层的分类 》和 《沉积及火 山岩建造的岩石共生问题 》 ( 1弱 O ) ,

斯特拉霍夫的《沉积岩成因理论 》 ( 19 6 1 )
,

列兹尼柯夫的《沉积岩相与建造 》 ( 1 9 6 1) 和鲁欣的

《沉积岩石学原理 》 (第三册
,

1 9 6们
。

在中国有叶连俊的 《对沉积相和沉积建造分类原则及划

分方法的意见 》 ( 19 6 0) 和《华北地台的沉积建造 》 ( 19 83 )
,

陈国达的 《地洼说和地洼型建造 》

(1 9 6 5) 以及孟祥化的《沉积建造及其共生矿床分析 》 ( 19 7 8) 等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

板块构造学说的兴起标志着地质学新的革命
,

它推动着包括沉

积学在内的各个地质学科领域的迅速发展
。

许多沉积学家开始探索沉积作用
、

沉积岩石共生

组合体建造与板块构造的关系
。

当今沉积建造学的发展已经不能完全依附于传统的地槽学说理论
,

而应该根据当代地

质学的重大变革和现代技术手段获取的新资料
,

按岩石共生法 则探讨岩石共生的含义和建

造的含义
,

揭示沉积作用
、

沉积组合与全球构造 的内在联系
,

探讨较合理 又科学 的沉积建造

分类和建造类型与板块构造发展的成 因联 系
,

并建立板块构造演化与沉积建造发育系列的

模式

七十年代 以来
.

孟杯化在进行 r 大量的沉积建造分析研究基础上
,

总结出沉积建造发育

特点和岩石共生规律
,

提出以岩石共生的物源
、

沉积环境及能量平衡三重含 义为基础的沉积

建造分析方法和建造分类方案
,

并应用现代板块学说理论对沉积盆地的建造性质进行了新

的分析
,

探讨了板块构造与沉积建造的形成及发育的相关关系
。

19 85 年提出了一个建造学

说新概念
·

将沉积建造定 义为
:

琴丁修宇妙炸期修巷妙禅毕却举背早(时曝于’ ) 手)作甲苹
甲(浮俘参粤)申

,

琴感卯省万护考胡等牛争章冬
关于建造一词的英文名

,

有人用
“

f o l , 1 , a t i o m
, ”

有人用
“

se q u e n e e ”

等
。

国外文献中
“ f o r m二

it on
”

常常是代表
“
组

” ,

这使建造术语使用混乱
。

在 ]泌 8 年国际矿床 (产 )沉积学学术讨论会

上
,

我们首次使 用了
“ S o d ill : e n t a r y S u i te ” ( 沉积建造 )或 S e d j ,、 , e卫I t S u i t e (缩写 为

“
s D S

”
)一词

。

..

uS ejt
”
辞义为

“

一套沉积
”
或

’ .

岩套
” ,

能较贴切地体现出建造的实反
。

另外
,

还有人使用
`

,A ,

s e m b la ` e ”
这个术语

。

1
.

建造作为地质过程的时间含义

时间
:

年

.

期壳
+地州

4 +

人 天气
_ +

李 、,J

+

黑 r周期
海进海退周期

人的生命
气候和小的

海 面波动

夭文周期 地 质建造

滋场反转

沉积层的形成

图 l 地质过程的时期和持续期 (引自 w
.

斯瓦尔扎克
,

l , 7劝

建造的时间含义是指大于千万年的地质过程的地质建造
。

这一时限比岩相单位的时限

要大得多 (图 } )
。

一般一个岩相单位或一个相序的地质过程都小于十万年
,

即使图 1之中的

沉积岩层 (包括岩相 )
,

也比一般相序沉积序列 (aF
e i es se q u e n e e 或 s e d i m e n at r y s e q u e n c e )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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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要大
。

图
`

1 中还可发现在 1D
`
至 10

,

年之间出
二

现一个缺口
,

暂且不管这一时间上缺 口的意

义和原因
,

我们可以明确一个问题
:

岩相单位与建造单位的时 间含义是绝对不能等同
,

它们

是完全两类不同地质过程的级次和概念
` 今

从分布范围和规模上看
、
岩相与建造也是明显不伺的

。

沉积建造是地壳表面上分布范围

巨大的地质体
,

其规模相当于板块构造单元的沉积盆地范围内形成的沉积岩石
、

岩相的组合

体 、其面积可达数百万平方公里 ; 延伸长度可达数百至数千公里
。

2
.

途造作为岩石岩相共生的含义

岩石共生和岩相共生是建造学的研究基础
。

岩石共生规律是地质学的一个基本法则
,

也

是建造学说的核心
。

岩石共生规律是地质过程中地壳组成物质的的运动基本形式之一
。

只

有认识岩石共生
、

岩相共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

才能为分析和鉴别建造提供科学依据
。

因此
,

有必要重点论述一下岩石共生和岩相共生这一概念的含 义
。

岩石
、

岩相共生是地质建造在地球历史私空间分布上具有成生联系的岩石和岩相组合

现象
。

例如
,

人幻已经发现的仁海相纯石英砂岩一海相
、

海湾湖伯相高岭石质石英砂岩一粉砂

岩一高岭石枯土〕
、

仁海绿岩一鲡绿泥石粘土一白蟹及海相灰岩」
、

仁长石质石英砂岩一长石砂

岩一粉砂岩一水云母质粘土 ]
、

〔白云岩一硬石膏一石盐一钾盐」
、

〔硅藻土
、

火山灰
、

凝灰岩〕
、

〔硬砂岩 (杂砂岩 )
、

复理石浊积岩
,

与远洋放射虫硅质一黑色页岩〕
、

仁大洋锰结核
、

溶解碳酸

盐相
、

C C D 微相
、

深海红泥
、

褐粘土 〕
、

〔层状磷块岩微担组与硅质岩
、

白云岩〕
、

〔层状磷块岩
、

硅质岩
、

硅质页岩
、

碧玉岩
、

细碧岩
、

角斑岩工〔醉性岩流一凝灰岩一铝磷矿〕
、

〔沉积岩块
、

滑

塌岩
、

粗复理石 (野复理石 )一等积岩一深海泥岩〕及〔碳酸盐风暴岩一条带灰岩
,

生物丘截切

构造〕等等
,

都是地质建造中常常见到的岩石共生现象
.

如何认识这些岩石共生现象 ? 哪些

因素决定了这些岩石共生 ? 正确解答这些 1可题
,

对全面完整地理解岩石共生含义很重要
。

如

哪些是物源条件方面的共生原因 ? 哪些是单纯沉积环境方面的原因 ? 哪些又是构造背景条

件或其它什么方面的原因 ? 等等
。

一个完整的岩石共生概念
,

必须包括物源成因
、

沉积环境

和沉积物质平衡程度三个基本要素
。

任何一个岩石共生都是由物源成因的同一性
、

沉积环境

的相似一连续性和沉积速率及其能量平衡程度的同步性所决定的
。

这些要素既决定了建造

共生成员性质
,

也决定了共生成员时空分布规律
。

如岩相的水平变化和垂向上变化的稳定与

不稳定
、

连续与不连续交替关系等
。

建 造 形 成 的 盆 地 背 从 条 件

MMM 、、、、
E nnnnnnn 氏氏

物物源
,
戊因因因 扮̀积习泣泣泣 比 }.

日
戒枷枷

(((认11源
、

内源
、

火 I妇锅七
、、、

(
、 l: 地理

、

古气候条件 ))))) (行立衫与玉率
、

供 )
·

从速度
、、

,, L物源 ))))))))) 构造护舌动卞l几
、

沉积
’子补补

偿偿偿偿偿偿关系 )))

物物源标乡乡乡 相初七志
、

相摸 J

弋弋弋 速率及 ,乙衡程度标志志

物物抓纵介介介介 戈全相之It合合合合 幻l合的称定性
、

旋那及及
月月月月月月
`态态

建建 造 的 岩 石 共 生 的 综 合 含 义 f ( A )))

图 2 沉积建造的岩石岩相共生含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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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造的物质来源到沉积 盆地 自然地理和古气候条件
、

各种动力场变异以及在这一形

成过程中物质由原始物质到最终沉积时能达到的速率和能量平衡程度
,

正是这一系列作用

l习素的配置和排列组 合
,

决定 了特定沉积建造的性质和特征
。

一个建造的岩石共生含 义的丛本内容可以综合为图 2

3
.

建造做为三维地质体的含义

沉积建造的空间分布形态是指建造形成过程中原始堆积所呈现的面貌
。

沉积建造体可

以 川三度空间 X
、

Y
、

Z 的沉积共生体系变 (向 )址来表示
。

沉积共生体系的空间分布和配置形

态特证方向性 (水系网
、

流向
、

动力场 )
.

直接受构造背景边 界条件和板块盆地演化所控制
。

按

板块构造观点 x
、

Y
、

z 的含义为
:

j) 水平向 (变 )量 X
、

Y 表示建造 的空间展布
,

反映板块构造

盆地边界轮廓或气候分布轮娜
。

它廷沉积建造内相界的水平分带性及沉积体系的配置关系

和方位
。

x 代表与板块构造边界相垂直方向的变量
,

Y 代表与板块构造边界或轴向相平行的

变量
。

2) 垂向变量 z 代表建造体的堆积厚度和形成发育时间过程的变量
。

它表示建造形成

过程的沉积速率
、

盆地拗陷速率及其补偿关 系的变 化
.

沉积相的韵律旋回结构性质
,

标志建

造的相序更公和建造 序列的史替关 系
,

反映板块构造盆地发育和演 化阶段
。

二
.

建造 的分类体系

孟祥化白七十年代以来
.

从 找 l1L 沉积建造研究入手
,

应用比较沉积地质学方法
,

依据现

代板块构造以 及现代大洋壳和大陆壳的形成过程所提供的资料
,

加之古大洋壳和古大陆沉

积形成特征方面积 祟的成果
,

提出以建造新概念和新含义 为基础的沉积建造分析方法和划

分方案
。

!
.

按岩石共生含义的沉积建造分类法

首先
.

建造分类是按岩石岩相共生组合的特征和成因划分的 (表 l )
。

按建造的物源共生

关系划分为
:

陆源建造大类
、

火山沉积建造大类及内源建造大类
。

再根据建造的岩石岩相共

生的速率和物质能量平衡程度划分出建造的系列
:

如稳定性建造系列
,

次稳定型建造系列和

非稳定型建造系列
。

2
.

按板块构造背景的沉积建造分类
’

根据 比较沉积学和 l
一

匕较大地构造学原理
,

孟祥 化 ( 19 82
,

1 9 85 )将上述岩石共生分类法应

用于对板块构造盆地与沉积作用关系的研究
。

发现所分的三大建造系列恰好与不同板块构

造发育背景相吻 合(表 2 )
。

根据表 !
、

表 2 并结 合分折现代全球板块构 i近盆地的沉积作用以及对 比古代沉积建造

资料
,

可标定出相应于各板块构 i查位置 (盆地 )的典型建造类型 (表 3 )
。

同时
,

孟祥 化还分析了不同构造背景的沉积建造与气候影 llu[] 的关系 (表 4 )
。

三
、

沉积建造学研究意义

沉积建造研究对大地构造
、

找矿勘探
、

矿床成因
、

古气候研究以及事件沉积学都有重要

关系
。

卜建造研究是追踪古板块构造盆地历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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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沉积睡遭分类襄嘟孟样化
, 1盯外

只只只
第一系列列 第立系列列 第兰系列列

稳稳稳定型建造系列列 次称定型建造系列列 非稳定型建造系列列

平平平衡程度度 较平衡衡 不平衡衡 极不平衡衡

组组组合类型型 检定组合 (单组分 ))) 次稳定组合〔双组分 ))) 非稳定组合 (杂组分 )))

((((((( C Q十 S Q + M Q + (劝 )
睁睁

( C F + S F十 M F十 O F )
’’

( C R十 SR十 M R + Q R )
...

从从从质含址址 无至育砧低 ( 0
一
卜 10 ))) 较尚 ( 5一 10一 2 5 ))) 极商 (> 2 0)))

沉沉沉积速率率 缓慢慢 较快一快快 很快快

陆陆陆 潮 选选 单 建建 单陆屑建造
·

’’

复复 灰色复陆屑建造造 杂杂
笠魏突黎摸摸源源源 湿湿 陆 造造 铝七铁质建造造 从从 杂色复陆屑建造造 陆陆 婆雯袭髓馨馨建建建 型型 渭 组组 单陆周含煤建选选 J丹 到lllll 屑 组组组

造造造 建 类类 式 合合合 式 合合合 式 合合合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建建建
类类类 干旱型型 戈壁建造造 造造 红色复阳l屑建造造 造造造

火火火 潮潮 陆源粘土此质建造造 火火 硅藻火山复陆屑屑 火 建建 细科角斑岩建造造
111IJJJ 吞诀诀诀 11111 建造造 山 造造 碧石型建造造
沉沉沉 到到到 复复 有机火 11一复陆 ;月月 硅 llltI 料玉铁质建造造
积积积 建建建 陆陆 建 ;查查 质 合合 硅质页岩建造造
建建建 造造造 解解 大陆玄武岩建造造 大洋洋亥武岩建造造
造造造 类类类 式式式 火山山复理式建造造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建建建 火 I妇妇混杂式建造造类类类 干干 远硅质建造造 选选选选选

早早早早早 红iiiiiiiii

型型型型型 才、、、、、
111111111刁刁刁刁刁

内内内 潮潮 稳稳 汁妙 汉 咬盐妞 份份 次次 iiI] 青碳酸盐迎脸脸 碳映盐复理式建造造
源源源 汉汉 定 沙沙 远 中卜}

l

洲碳内花认建造造 稳 式式 杂礁碳酸盐建造造 红泥一徽品碳酸盐建造造
建建建

,代代 内内 陆似碳酸盐建造造 定 建建 那礁碳酸盐建 3查查查
造造造 建建 铡〔 造造造 内 造造 自翌碳酸盐建造造造
大大大 造造

J

心心心 源源源源
类类类 类类类类类类类

干干干干 稳稳 次次 辣自云岩塑蒸发发发
旱旱旱旱 定 建 自云岩划燕发岩建造造

’

稳 建建 岩建造造造
型型型型 燕燕 定定 岩盐塑燕发岩岩岩
建建建建 发 造 膏盐纲燕发岩建造造 蒸蒸 建胜胜胜
造造造造

J戈戈 发 造造 钾盐刑燕发岩岩岩
类类类类类 式式 建造造造

内内深沉积积 平衡程度度 较 ,人衡衡 不平衡衡 极不平衡衡

平平衡标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杂杂杂缝含童童 址 低低 较 高高 最 高高

沉沉沉积速率率 较缓搜搜 较 快快 很 快快

沉沉积旋律律 简 单单 复杂 {厄节奏清晰晰 极复杂而节奏明显或无无

表内组分代号意义
,

参见表 2注 ,
。

前面已经说过
,

建造比岩相代表更高层次的内容
,

是代表和反映沉积的大地构造背景

的
。

因此 只有通过沉积建造学研究才可能正确判别盆地的大地构造性质
。

特别是对古大陆形

成历史研究中
,

要再造古板块构造发育历史
,

没有系统地建造学研究更是不可能
。

实际工作

中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
:

原始资料收集的虽然也比较详细和丰富
,

但是由于对沉积盆地沉积

建造性质分析不够
,

对区域沉积大地构造格局缺乏认识
,

以致编图工作只限于根据岩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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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岩相界线
,

有的时候由于在平面图上采用
“

优势压平法
” ,

所以常常歪曲沉积相的空间分

布
,

歪曲或掩盖它们在时间上丽演化特点戈特别是那些古构造演化特点 )
。

这样所得到的岩相

古地理图件是很难用于板块构造分析的
。

因此
,

我们应该着手编制全国性或大区域性的沉积

建造图和盆地类型图
。

这对于开展大陆地质的古板块构造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

大陆古板块构造的恢复和再造工作是一项现代地学研究的系统工程
。

沉积建造学应该

把这一巨大工程做为自己的重要研究方 向和任务
。

我们认为建造分析是追踪大陆古板块构造盆地历史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 图 3 )
。

表 2 沉积建造大类的划分标志和其形成构造背景 (据孟祥 化
.

1 9 8 2)

一一一
稳 定 型型 次 称 定 型型 非 稳 定 型型

朴朴朴 C Q + S Q十 M Q + 《幻幻 C F + S F + M F十 O FFF C R十 S R + M R + O RRR

QQQQQ》 9 0 %%% Q = 9 0
一

6 5写写 Q
了6 5 %或 Q 《 1 5 %%%

从从从质含
一

址址低低 燕质含量较高高 基质含量最高高
,,, , M E :

规则型 为
一

仁仁 M E
:

过渡型为上上 M E :

紊乱型为主主

沉沉沉 积旋回向了!笙
:

简单单 乞云彩毛旋回韵律
:

复杂而而 沉积旋回极复杂杂

建建建胜体态
:

固定吸吸 节奏清晰晰 从节奏明显 垒无节奏奏

认认认
`态态 建造体态

:

条带
、

收缩缩 建造体态
:

移位体
、

扩张体体

体体体体
、

移位休休休

物物物 陆探类类
`准陆 }才」建 ;性性 扛陆 l{

`

l建造造 杂陆屑建造造
锡锡(((((((((((((((((((((((((((((((((((((((((((((((((((((((((((((((((((((((((((((((((((((((((((((((((((

成成成 火 111勺公私凡类类类 大陆火山沉积建造
’’

大洋火山沉积建造造
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

类类类 内锅〔类类 稳定内毓 建造造 次稳定内源建造造 非稳定内观建造造
进进代代代代代代

形形成的构造背娥娥 克主娜返内部囚热力均匀匀 陆壳热力强烈形成的断断 洋壳因热对流扩张增生生

缓缓缓慢沉降形成的盆地地 陷
、

裂谷盛轰地和张裂边缘缘 的洋中脊盆地
;
洋壳因热热

盆盆盆盆地〔即被动边缘盆地 ))) 对流密度增加向陆壳发生生

俯俯俯俯俯冲形成的活动边缘盆地地
〔〔〔〔〔舟弧海沟盆地 )))

注 ,

cQ 一石英岩砾石及等石英岩砾石组成的砾劣 (石英质砾岩 ) ; M Q ~ 稳定组分的泥岩 ( 如高岭石粘土岩 ) ;

C F一花岗岩砾石及等花岗岩砾石组成的砾岩
; M F = 次稳定组分的泥岩 (如水云付粘上岩 ) ;

O F = 次稳定组分的
一

(lJ 燃有机岩
,

SR ~ 岩屑 ) l包括火山碎屑组分 和基质很高的砂岩 (杂砂岩
、

硬砂岩 ) ;

o R ~ :ll 称定组分的可燃有机岩 (如杂有机岩类 ) ;

sQ ~ 石英碎屑及 等石英碎码组成的砂岩 (如石英砂岩 ) ,

侧〕二 稳定红1分的可燃有机岩 (如袍子煤
、

树皮煤 ) ; S F~ 长石碎码及等长石碎屑组成的砂岩 (如长石 砂岩
、

长石质石

英砂岩 ) ; C R一杂砾岩
。 M R ” 作稳定组分的泥岩 (如杂粘土岩 )

.

, , M E二 白然公石组合中微址元索地球化学分配类型
` _ _

二
冬尹也电认 云

五十年代单纯以厚度法作为沉积大地构造分析基础的历史的方法业 已过时
。

现代建造

学 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建造分析的方法和判别标准
,

如应用建造的物源碎屑模型法
,

建造成熟

度法和共生组合模式来鉴别沉积建造和盆地大地构造背景的稳定性质
;
应用 eF

ZO 3
+ M g O

,

N a
刃

: K Zo 指数
、

EM 分配指数
、

建造平均沉积速率和速率共生模式
、

拗陷
、

补偿平衡指数
、

建

造体态类型及建造序列等恢复板块构造和盆地演化历史
。



岩 相 古 地 理 ( 2 )

奔 3 板块构造盆地类型与沉积曦造类型分布关系 (据孟祥化
,

` 9 8 2 》

板板块构造与沉积类垫垫 典型沉积建造类型及其所属大类类

稳稳稳 均克克 克拉通陆表海盆地地 单陆屑建造造 私定型建造造
定定定 匀于之之之 铝土铁质建造造 (s 型建造 )))

陆陆陆 公云通通通 钱榔异地眼欣盐建造 (异 化粒碳酸盐建造 )))))

壳壳壳 积盆盆盆 海陆交互含煤建造造造
区区区 的地地地 石膏一白云岩建造 (s 型蒸发岩建造 )))))

被被被 裂裂 陆壳内裂谷断陷盆地地 父陆屑建造 复衬i书火山沉积建造造 次捻定喇建造造
动动动 谷谷谷 大卜断火山沉积建造造 (拓 型建造 )))

边边边 }}}}}}}}}}}}}}}}}}}}}}}}}}}}}}}}}}}}}}}}}}}}}}}}}}}}}}}}}}}}}}}}}}}}}}}}}}}
缘缘缘 拉拉 原始大洋裂谷盆地地 复肠l; JI」建造造造
区区区 张张张 熬发岩趁 ; ;竖( SS 型燕发堵稗造 )))))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

地地地地 被动边缘盆地地 碑耐耐全酸盐建造
、

碳酸敖丝理石
、

燕发岩建造 ( ss 刑 )))))

艘艘艘艘艘 .111之碳酸盐建造
、

黑色页岩建造造造

陆陆陆陆缘裂陷海槽槽 荻礁碳酸盐建造
、

沥青碳酸盐建造 (静海型碳酸盐建造 )))))

沟沟沟沟沟相 火山沉积建造造造

转转换断层盆地地 复陆屑建造 (拖曳型休态 )))

活活活 挤挤 探海沟沟 祝华
’

介 U贵
、

楔吧红理石建造
、

绿岩建造造 非称定咧建造造
动动动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 A s 型建造 )))
边边边 俯俯 斜坡请衬也也 野友 j

’

i冲 . 走胜
、

火山女理石建选选选

缘缘缘 产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区区区 盆盆 岛弧

、

弧前及弧间盆盆 火火
}澄澄

灭建造
、

火山妙拉石含礁迹的火山沉积建造造造
地地地地 地地 火火火

;
I; 了l

一

唯J
卜

J查查查

边边边边缘盆地 前陆盆地地 陆源复理 犷咨巡造
、

磨拉石建造造造

弧弧弧后盆 j也也 火山反理石建造才拉斑玄武岩建造
`̀̀

蒙蒙蒙蒙脱石韦
11 1:一 火 l自钓̀ 积泌造造造

洋洋洋 大洋中脊 远洋深海盆地地 红泥 微品碳酸盐建造 大洋软泥沉积
、

大洋玄武岩建造造造
、、 ,

亡亡亡 远洋复理石 〔文岩型 )))))

以以以以以以

表 4 沉积建遭与构造及气候控制因素的关系

(据祥化
,

19 7 9 )

第 I 建造系列 邹 l 建 i查系列

干干干 节 、 产
. ~~~

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JJJ*又又

一

孙孙孙孙孙孙孙孙
口臼趁翻目城. 垃垃垃

尹尹

军位位位 戈壁建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声声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一一 、、、、、、、、、、、 磨拉式式 杂杂 准杂式庄造造造
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 班造造

·

陆
】】】】

带带带带 ............... 荆荆荆荆荆荆荆荆荆荆荆荆
映映映映映映映 复迎式式

.

式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陇陇陇陇陇陇陇陇陇陇 趁造造 建建建 火山复娜式式式
}}}}}}}}}}}}}}}}}}}}}}}}} 趁趁趁趁趁 造造造 忍卜浩浩浩

远远远远硅质建造造造 大大大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陆陆陆陆陆陆陆陆
·

遗
··················

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 瓦克式 ! “ J“

{{{{{{{{{{{{{{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大大大杂杂杂杂色恻恻恻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拿片片片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玄玄玄
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造造造造造造 武武武

湿湿湿湿 二~ 叫叫叫
洒灿 翻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岩岩岩

型型型型型型 酸盐圣上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火山硅质建造造造 建建建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造造造

候候
.................................

带带
,,,,,,,,,,,,,,,,,,,,,,

单单单单陆洲建造造 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
.........

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 硅硅 碧碧 碧碧 细细细细细璐璐璐璐璐璐璐璐璐璐璐
-----

火 J了丁丁 硅跟型型型型型型 质质 玉玉 石石 碧碧碧碧碧
含含含含煤 !准1匀l}}} 式式式 山 J

弋
-------------------

页页 铁铁 型型 角角角角角
侧侧侧侧式建造造 建建建 i 了音}考考考考考考 岩岩 质质质 斑斑斑斑斑

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 型型 型型型 岩岩岩岩岩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侣侣侣侣土铁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建建建建
.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阳阳
l

壳 捻才仄仄 「「 前。 i盆地

畔
` : 、冲、、卜卜卜}了了七,晚 )扣l阳 f {私石几

一

力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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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陆一大洋板块构

造和沉积作 JJI

研 究

古今对比与鉴别的

比较沉积学

研 究

古大阶地壳的板块构造

和沉积作用史

研 究

现现代板块块块 现代沉积建造类类类 占大从l了地壳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盆盆地类型型型 刑及其鉴定标志志志 的沉积建造类类类 占板块钩造
、

古古

型型型型型型的确定定定 沉积盆地及古大大

洋洋洋洋洋洋洋洋发育史史

图 3 沉积建造与饭块构造盆地背景的分析途径

近年
,

在我国震旦纪研究中
,

我们应用了上述理论和方法
,

鉴定了沉积建造类型
,

编制了

全国震 以纪沉积建造图和 云针也类型图
。

通过这项工作不仅为恢复中国震旦世板块构造盆地

俗 的 相讥积枯 局提供 了价晰的轮哪
·

也为解决这一时期沉积古地理古构造方面长期存在的

某些争议 lrjJ 题提供 了新的启迪
。

例如
,

通过对 比研究华北板块与华南板块沉积建造性质和系

列存在的明显差异
.

表明上述两者具有不同的板块构造发育历史
。

华南上扬子板块早震且世

复陆屑建造和 火山艾陆侧建造的确立
.

可以断定上扬子古陆早震旦世并不是一个平坦克拉

通台地
,

而是一个断陷裂谷活跃的大陆边缘
。

由于火山硅质建造系列和远硅质建造的存在
,

所谓的
` .

江南古陆
”

实际上则是被动边缘与活动边缘接合带上弧后深水盆地
。

2
.

建造研究与找矿预测

沉积矿床或层控矿床本身都是建造共生组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

各种成因的矿床都与

特 定建造类有关
。

根据共生法则
,

研究和总结它们的共生组合规律
、

鉴别建造类型与预测其

共生矿产
.

判断掩伏矿层或矿体在地下赋存和可能的延仲趋向
,

这是建造学研究中不可忽视

的重要内容
。

从油气资源而论
,

建造 分类表中的杂色又陆屑建造
、

杂礁碳酸盐建造
、

复理石建造
、

磨拉

石建造
,

都是具有生
、

储
、

盖共生规律和条件的含油气建造类型
。

灰色复陆屑建造
、

稳定型海

相交互含煤建造
、

磨拉石建遣
、

陆源粘土硅质建造都是寻找煤田的建造类型
。

我国巨型铝土

矿床都隶属 于稳定建造 系列的铝土铁质建造中
,

并且铝土矿床的分布明显地限制于有长期

建造间断的稳定碳酸盐建造的展布范围
。

世界上最有工业远景的磷块岩矿床都属于远硅质

建造和陆源一 碳酸盐建造中
,

并且这两类含磷建造不论在矿石品位
、

矿石结构及成因上都有

着明显的不同
。

只要道过沉积建造编图中发现火山硅质建造系列和上升洋流组合的部位
,

就

应该是缎佳磷矿床预测区
。

根据建造学的综 合研究与分析
,

不仅可以注意到各有无与相应建造类型可能共生的矿

床
,

而且还可以通过建造体态和建造与建造的交替关系判断矿床赋存的空间部位
。

在这方

面
、

应用建造体态分析和研究建造体内岩石岩相共生体系的配置和垂向序列的分布规律是

很重要的
。

3
.

建造研究与沉积资源综合评价

通过建造学说的研究
,

能够更好地为综合找矿和综合利用矿产资源服务
。

从建造学说共

生理论分析
,

杂陆屑建造和 5 5
一

蒸发岩建造都具有与石油
、

岩盐或钾盐矿床的共生规律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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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在找矿勘探方针上应确定找盐矿与找石油天然气工作必须密切配合
。

实践经验证明
,

我

国某区经过预厕所确定出的五个成盐盆地
,

有三个是直接从石油深井钻探遇到盐层发现的
,

有一个是通过与岩石共生有关的水化学标志确定的
,

而在老盐矿区发现的只有一处
。

从国外勘探资料记载
,

钾盐矿床有 70 %是从石油探井发现的
。

从建造学观点分析
,

这些

发现绝非偶然
,

而是建造共生组合规律这一地质科学的基本法则所决定的
。

又如
,

滇中铜矿

根据建造学研究属于本文分类表的红色复陆屑建造
,

与世界上红色复陆屑建造一样
,

它不仅

是大型含铜砂岩矿床建造
,

而且是寻找铝
、

锌
、

银
、

钻
、

钒
、

铀
、

锡
、

徕等多种元素矿床的建造
。

我国著名的昆阳
、

开阳
、

襄阳磷矿带属于巨大的远硅质建造
,

与苏联蒙古磷块岩矿床同属于
`

远硅质建造
,

它不仅是大型层状磷矿床的建造
,

而且是寻找镍
、

钒
、

碘矿床的重要方向
。

事实

说明
,

地质勘探工作中
,

必须重视和运用建造分析的方法
,

才能加快综合找矿及勘探工作的

步伐
。

4
.

沉积邃造与矿床成因

近十余年来
,

我们运用建造分析 原理
,

对中亚和中国震旦一 寒武纪含磷建造进行了研

究
。

通过建造系列分析
,

划分出稳定型含磷建造系列和 火山硅质建造的含磷系列
。

实践证明
,

巨型优质磷块岩矿床都隶属于火山硅质建造系列中的远硅质建造
,

其磷质来源与海底火山

喷发有关
。

这一结论已为孟样 化等近年所发现的愈奔愈多的证据所证实
。

再如
,

在铝土矿床成因问题上
,

存在多种观点
。

近年我们从建造分析入手
,

确定我国石炭

纪铝土铁质建造隶属于克拉通稳定型建造系列
,

铝土矿发育有明显地再沉积作用标志
,

十分

类似重力流沉积特征
。

我们根据稳定型建造系列包括铝土铁质建造内均十分发育风暴沉积

记录
,

又考虑到稳定型建造是不可能存在深水浊流沉积条件的
,

从而得出风暴重力流再沉积

作用是铝土矿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
。

最近在拟定的地质科技中长期发展纲要 (草案 )中指出
“
从全球地壳演化和成矿区带及

盆地总体分析入手… …逐步建立四维空间的地质成矿模型
” 。

沉积建造学将为这一目标做出

自己的贡献
。

5
.

建造学与事件沉积学

建造学研究也与近年提出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有密切关系
。

如事件沉积学
,

风暴沉积
,

缺氧事件等都与建造学有关
。

根据近年研究成果表明
,

风暴事件沉积记录主要与稳定型建造

系列有关
。

因为只有克拉通盆地和稳定的大陆边缘建造才能提供长期发育的陆表海一浅海

台地
。

缺 氧事件则与次稳定型陆源碳酸盐建造系列或火山硅质建造系列的硅质页岩建造或

黑色页岩建造有密切关系
。

追踪古地震历史显然必需从详细研究古大陆地壳各种复理石建

造形成历史
。

如果在事件沉积学研究中能结合沉积建造学的研究
,

就可能更好进行同类建造

和同类大地构造背景条件的事件沉积的对 比和比较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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