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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桂西中三叠统浊积扇
、

物源及板块构造

秦建华 吴应林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引 言

广布于黔南桂西地 区的中三叠世重力流沉积物 (面积达 7 0 0 0k m
2
)

,

由于在黔桂盆地的

沉积演化历程 中
,

占有重要地位
,

因而
,

历来为世人所注 目
。

近年来
,

国内先后有许多单位和

个人 (西南石油学 院地质系
,

19 7 8
、

1 9 7 9 ; 张继淹
,

19 8 5 ;
苟汉成

,

19 8 5 ; 贺 自爱
,

一9 5 6 ; ) 曾就这

套沉积物形 成的地质背景
,

沉积机理进行过有益的论述
。

但迄今为止
,

尚意 见纷纭
.

争论颇

多
。

归纳起来主要有 以下两种观点
:

l) 认为属于深海槽状重力流沉积模式
,

云开古陆及江南

古陆为其沉 积物 源 区 (西南石油学 院
,

1 9 7 8
,

1 9 7 9 ; 叶红专
,

19 8 5 ;
苟汉 成

,

19 8 5 ,
贺 自爱

,

19 86 ) ; 2) 认为属于深海斜坡重力流沉积体系
,

越北古陆供给了沉积物 (张继淹
,

19 8 5 )
。

自 1 9 7 2 年
,

由意大利学者马蒂等人提出浊积扇沉积体系以来
,

该概念 已得到不断地修

正 和完善
。

目前
,

普遍认为浊积扇不过仅仅是一个
“

水道— 堤岸沉积体系 ( hc an en l
一

lve ee

sy set m )( OB um
.a et

·

.al
,

19 8 5 )而已
。

因而
,

确实是否有浊积扇沉积体系存奄的关键
,

是有无水

道— 堤岸沉积体系的发育
。

笔者于 1 9 8 6 年 9一 10 月
,

在桂西地 区进行三叠纪地层的沉积相研究时
,

在中三叠世陆

源碎屑重力流沉积地层中
,

发现了中扇和 内扇水道沉积
,

从而对所谓的斜坡重力流沉积模式

提出了怀疑
;
为了进一步查明这套沉积物的形成机理

,

笔者又特地于 19 8 7 年 弓一 6 月赴该区

专门对这套沉积物进行了研究
。

本文以两次野外地质工作为基础
,

结合区域资料和室内工作

成果
,

就这套沉积物的形成机理
、

沉积物源及其形式的构造环境进行讨论
。

一
、

区 域 地 质 背 景

黔南桂西地区
,

自晚古生代以来
,

开始了在加里东期褶皱基底上的裂谷活动
。

石炭
、

二叠

纪时
,

形成了槽台相间的构造格局
。

从晚二叠世开始
,

由于受到特提斯板块沿越南境内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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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断裂带及其向北俯冲作用的影响
,

造成了强烈拉张拗陷
,

导致晚二叠世和早三叠世的海底

火山碎屑流沉积 (侯方浩等
,

198 4 )
。

至中三叠世
,

长期拉张拗陷导致槽台相间构造格局
,

为统

一的黔桂盆地所代替
。

从图 l 中可看出
,

中三叠世
,

黔桂盆地四周为古陆或台地所围限
。

西

为康滇古袖
,

南为越习瞩
,

东南为云开畜精
,
.

」卜勿
。

霍童无流洗职作用发生之前
,

盆地」
省障

_

,

而扬子典令见屹立于盆地的西
息泥灰岩

、

泥灵鲁湘薄层粉砂岩沉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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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黔南桂西区域构造略图 (据侯方浩
,

19 84 修改 )

l一印支期以前古陆和岛弧隆起
; 2一海西晚期到印支期板块消减带

; 3一扬子准地台和华南加里东

期褶皱带界钱
. `一区域深大断裂

; 5一下古生界构遭层 . 6一晚古生代和三登纪地层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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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桂西地 区中三叠统地层对比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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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黔南桂西中三盛统地层对比衷 (据贵州区测队
,
1 97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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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岩 相 划 分

本区重力流沉积物按其形成方式
,

可划分为两类
,

即碎屑流成因的泥砾岩和浊流沉积成

因的浊积岩
。

根据沉积结构
、

构造和岩性特征
,

可划分出以下岩相
:

相 1 :

泥砾岩
。

分布在那坡县百合百南一带
,

北西间断续出露长约 25 k m 左右
。

与下伏岩

层和上覆岩层均呈连续沉积
,

分界面清晰
,

表明为同生滑塌泥石流成因
。

剖面上
,

由下而上
,

出现三套泥砾岩
,

其沉积厚度分别为 186 m
,

1” m
,

及 4 1 4m
。

主要发育在百蓬组顶部和河 口

组中部
。

泥砾岩呈青灰
、

灰绿和浅黄色
,

砾石成分复杂
,

计有泥岩
、

细砂岩和硬砂岩等
,

且无分

选
,

杂乱 排列
。

砾径最大可达数米
,

最 小仅为几毫米
,

一般为 30 一 50
c m

,

岩石中砾石含量 为

20 一 55 %
,

泥质物胶洁
。

构成斜坡裙重力流沉积
。

相 2 :

厚到块状的细粒
、

中粒
、

粗粒长石 (杂 )砂岩和砂质砾岩沉积
。

岩层内部发育均一化

层面 ( am al ga t ed )( 图 2) 或斜切面构造 (t an g en iat l )( 图 3 )
,

有些 尚具有卵石沉积 (图 4 )
。

砂体

大多侧向延伸稳定
,

少数则呈透镜体
。

有的尚发育有大型斜层理构造 (图 5 )
。

主要构成外扇

舌形体
、

中扇水道沉积
,

少数出现在内扇水道和斜坡裙浊流沉积物中
。

图 2 中扇水道沉积 ;厚层水道砂体

(相 2 )中发育均一化沉积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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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3 : 中层状长石 (杂 )砂岩 (微粒
、

中粒 )
,

发育鲍码层序
。

主要组成外扇舌形体
、

中扇水

道边缘及斜坡裙浊流沉积物
。

相 月:

薄层及条带状粉砂岩
,

细粒杂砂岩
·

具育清晰的完全或不完全的鲍玛层序
。

与相 3

主要根据岩层厚度进行鉴别
。

主要形成于水道堤岸和外扇舌形体环境中
,

少量出现在中扇水

道间和斜坡裙浊流沉积中
。

图 3 中扇水道砂体 (相 2 )中发育的斜切

面构造
,

板纳组
、

凤山盘弄

jF g
.

3 T助 ge n t达 1 5它ur Ct ur e in ht e e ha n n d s a n d

饮山铭 红。 n 、 山 e
m id

一

fa n a r e a in th e B吐 n n a

Fb ” ” . 石。 n ,
尸恤门 n o n s

,

eP
n多加

n

相 5 :
薄一中层状泥质岩

。

岩性主要为粉砂质泥岩和沉岩
。

积成因
。

后者发育 列卿 ( 19 78 )的泥质浊积岩沉积层序 (留 6 o)

和盆地环境中
。

为正常的悬浮沉积和浊流沉

主要出现在外扇舌形体边缘

图 刁 水遭砂体 (相 2 )中发育的滞留卵石

沉积
。

滞留卵石沿着岩层内部均一化面分

布
.

板纳组
、

凤山盘弄

曰 8
.

4 比 9 ep b b le d e l , 万 ist in ht e e恤
n n e l

幼。 d 长刃 ies f r o r n ht e
m i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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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t lo n ,

P a n n o
滩

,
F冶的郎h a n

相 6 :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分布局限
,

仅在凤山盘弄一带可见
,

呈薄一中层状
。

生物碎屑

为薄壳瓣解
、

腹足类
、

有孔虫 (深水 )
、

有孔虫
、

介形虫等
.

为正常的盆地环境碳酸盐沉积
。

相 7 :

泥晶灰岩
。

呈薄层
`

,

或小透镜体夹于相 5 中 ; 或呈薄层状与相 6 相伴出现
;
后者以

正常盆地环境碳酸盐形式出现
,

如在凤山金牙
、

东兰兰木等地
;
前者则以 浊积形式出现 (浊流

对盆地正常沉积的碳盐进行改造再沉积 )如田林潞城
、

西林石炮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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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扇水道砂体 (相 )2 中发育的大型

斜层理构造
。

板纳组
,

风山盘弄

F lg
.

5 比
r
ge

一 s
aC l e o bl iq u e

be did
n岁 in the

e h a n n e l sa n d 饮劝 ies f r o m the m id
一

fa
n 趁 r

ea i n

t h e 助
n n a F or m a t i on

,

P a n n o

飞
,

eF
n那 h a n

三
、

浊 积 扇

本区中三叠世浊积扇包括三个亚相沉积
,

即内扇亚相
,

中扇亚相和 外扇舌形体亚相沉

积
。

(一 ) 内扇亚相

主要是 内扇水道微相沉积
。

在那坡一带
,

发育有由相 2 砂质砾岩沉积组成的内扇水道
。

水道砂体明显地切割了泥岩而呈透镜体
。

(二 )中扇亚相

包括中扇水道
,

水道堤岸
,

水道边缘微相和水道间四个微相沉积单元
。

其中
,

中扇水道在

本区分布最广
,

发育的沉积类型最多
。

图 6 泥质浊积岩标准层序
: 石,
十 E :

十 E :

+ F ( ? )
,

光面
。

板纳组
,

风山盘弄

iF g
.

6 S at
n
da

r d eS q
姗 ce of ar 创 laL伽 us ut r -

b ld l t es : E :
十岛十 E :

十 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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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n o
gn

,

氏
n郎h a n

本区发育的中扇水道
,

主要 由相 2 和相 3 组成
。

不仅具有向上 沉积厚度变薄
,

粒度变细

的沉积层序特征
,

而且尚发育有其它一些中扇水道特征的沉积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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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中扇下部水道沉积中
,

发育了由于它在侧向上发生灾变性迁移形成的滞留卵石

(图 们和斜切面沉积构造 (图 3 ) (B ou m a
.

et
.

al
,

1 9 8 5) 滞留卵石沿着水道砂体 (相 2) 内部均一

化层面分布 (在纵断面上表现为线状分布 )
。

滞留卵石呈椭球体
,

大小为 17 x l ocm
,

成分多为

砂岩质
,

少量为泥质成分
。

( b) 在中扇水道砂体相 2 厚层砂岩中
,

发育有由水道砂质高密度浊 流发生牵引沉积

而形成 的大型斜层理构造 (图 5 )
,

它相当于 L习w e ( 19 8 2) 的高密度浊积岩层序中的 s ,

段沉

积
,

也相当于 w a l k e r ( 19 7 8 )的砾质砂岩相沉积
。

上述水道沉积特征可与法国 M ar it me 地区上始新统地层中发育的中扇水道沉积构造进

行对比 ( oB
u m a

.

e t
.

a l
,

1 9 8 5 )
。

根据中扇水道相组成和剖面序列
,

可将本区中扇水道沉积划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

( l) 由一层相 2 和多层相 4 组成
。

其中相 峨系由水道溢岸浊流沉积形成
,

上覆于相 2

之上
;

( 2) 由一层相 2
,

多层相 3 及少量相 4 组成
。

其中相 3 为残余浊流的水道沉积
,

相 刁

则为水道溢岸浊流沉积
,

二者常呈互层产出
。

与密西西 比河现代深海浊积扇中扇水道沉积相

似 ( B o u m a
.

e t
.

a 一
,

19 8 5 )
。

( 3) 由多层相 2 相互叠置组成的水道充填沉积序列
。

以上三种类型
,

以第二种类型在本区出

现最多
。

中扇水道沉积表现为何种形式
,

主要

取决 于供应的沉积物 中的砂与泥的 比和数

量
。

在浊流体中
,

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流动的

分层现象
,

在浊流体上部 的流体密度低于下

部 ( F i s h e : ,

19 8 3 )
。

因此
,

如果在所供应的沉积

物中
,

砂与泥的 比值低
,

且供应量 又较大时
,

则在水道浊流体上部形成厚度较大的稀释浊

流而易溢出水道
,

形成水道溢岸流沉积
,

形成

了上述第 ( l )
、

( 2) 两种类 型的水道沉积 . 反

之
,

水道浊流体上部形成的稀释浊流层厚度

就较小
,

不能摆脱水道的限制而缺乏水道堤

岸沉积
,

形成第 (3 )种类型的水道沉积
。

现存的古代浊积扇水道杭积厚度
,

是水

道废弃后所接受的充填沉积物
,

经成岩作用

后的厚度
。

显然
,

这种厚度小于水道的原始沉

积深度
。

目前
,

主要是以现存的水道沉积厚度

图 7 中扇水道边缘滑塌沉积
。

作为基数
,

再加上由成岩作用等其它因素造

板纳组
、

风山盘弄 成的损失厚度来作 为相应水道的原始深度
。

* s:
.

7 氏
r i e h a n n e一: a zu 、 i。 : h 。 m id

一
r a 。 。 r

ea 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精确地确定水道

i。 : h。

鲡
n 。
凡

r n 、 a t io n ,

入
n n o n g

,

氏
n , ha

n

充填沉积厚度的上界
。

惯常的处理办法是以

由水道充填沉积层在明显地为薄层水道堤岸沉积所取代的部位
,

作为水道充填沉积的上限
。

笔者用此方法对黔南桂西中三叠世浊积扇中扇水道最小充填厚度为 l
·

sm 左右的最小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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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进行估算
,

结果大致为 」m 左右
,

这与 iP ck e ir sn ( 19 8 3) 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

水道边缘微相沉积在本区中扇沉积中不甚发育
,

仅见于风山盘弄
、

田林利周
。

由相 3 和

相 4 组成
,

上覆于中扇水道沉积之上
,

发育了特征的同生滑塌沉积构造 ( 图 7 )
。

M ut it( 1 9 7 5)

认为
,

水道边缘微相沉积的较少 出现
,

是中扇水道具有浅而宽的性质的表现
。

水道堤岸微相
,

在剖面序列上
,

上覆于水道沉积砂体之上
,

前述的第 ` 1 )
、

( 2) 种类型的中

扇水道沉积组合中
,

上覆的相 4 就为该微相沉积
。

在风山盘弄板纳组地层中
,

水道堤岸微相

沉积中发育有同生滑塌包卷构造
。

水道间微相沉积
,

主要 由相 5 和少量的相 3 组成
。

系由水道溢岸流经由水道堤岸地带
经过沉积卸载之后

,

残余的低密度浊流于水道间低洼处发生沉积而形成
。

其中
,

发育有由决

岸流 ( cr ve ass
e fl o w )于水道间低 洼处形成的小水道砂体为相 5 所 包围的现象

。

按 照 M ut it

( 19 7 7 )和 p i e k e r in g
,

T
·

v ( 19 8 3 )的意见
,

认为这是鉴定此类微相沉积的特征构造
。

根据剖面上的顺序
,

本区中扇各沉积微相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
,

可用图 8 综合表示
。

卜一一水道轴沉积一一十水道边缘斗一一水道堤岸一 , 卜一一一水道间一
一一州

图 R 黔南桂西中三叠世中扇各沉积微相空间关系综合图解

iF g
.

8 G e n e r a l工z
de

s Pa t ia l r e纽 t jo n s a m o n g M i d d l e T r ias si e 众刃 lm e n t a ry 而 c r o af e主es i n ht e

m id
一
f a n a r

ae i n os u th e r n G山 z h ou
a n d w临 et r n G u a n g范

(三 )外扇亚相

主要由外扇沉积舌形体 ( l ob e) 组成
。

按照相组合
,

将本区沉积舌形体划分为以下三种类

型
:

( l ) 由相 2
,

相 3 和相 4组成
;

( 2) 仅 由相 2 组成 ;

( 3 ) 由相 3 和相 4 组成 ( 图 9 ) ;

其中
,

除第 ( 2) 种类型是 由于浊积 扇迅速 向前加积而造成相 2 直接覆盖在相 5 之上 以

外
,

其余两类均 是在浊积扇向前逐渐加积生 长背景 下形成的
,

在剖面序列上
,

表现 为岩层厚

度和粒度逐渐地向上变厚
、

变粗
。

(四 )浊积扇生长机理

本区浊积 扇的发育具有阶段性特点
,

在 冈山盘 弄由板 纳组和 部分兰木组地层组成的

90 0 多米厚的剖面
,

是由六套浊积扇沉积旋回组成的
。

浊积扇沉积活动期间
,

内扇水道在侧

向上重复发生迁移
,

造成 了各个次级沉积旋回的叠置
,

其间为扇废弃相沉积 (相 5 )( 浊积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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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后
,

其表面接受的沉积物 )所分隔开
。

沉积旋回内部剖面结构特征表明
,

浊积扇在各个旋回期间
,

均是以向前加积方式进行生

长
。

而在加积生长背景下
,

浊积扇中扇水道在侧向上发生地迁移
,

造成在浊积旋回沉积序列

上
,

外扇沉积舌形体发生叠置 (图 10 )
。

众所周知
,

根据沉积物供应性质
、

类型和供应速率
,

深海浊积扇
一

可划分为两种端元类型

( en d m em ber )
,

即纵长状浊积扇和放射状浊积扇 ( s t o w
,

et
.

al
,

19 邪 )
。

前者由于沉积物供应丰

富
,

而且主要是细砂和泥质物
,

因而
,

它所发育的中扇分支水道具有纵长
、

稳定
、

堤岸较为发

育等特点
,

其外扇沉积舌形体则不甚发育
,

不能清趁地划分出内扇
、

中扇和外扇沉积 ;后一种

类型
,

则为沉积物供应量小
,

且多为砂质物
,

因而发育了较为明显的外扇沉积舌形体
,

其中扇

分支水道堤岸沉积不甚发育
,

水道经常发生侧向迁移
,

具有清楚的 内扇
、

中扇和外扇舌形体

亚相沉积
,

这是较为经典的浊积扇模式 ( M妞t it
.

et
、

川 , 19 7 2 )
,

而地质记录中的浊积扇则是上述

两种类型的混合沉积
。

图 9 第 ( 3) 种类型的外扇沉积舌形体
.

兰木组
、

风山盘弄

吮
.

9 o u t e r一 fa n
o1 加

s
( T y pe 3 ) i n ht e

比
n
m u

Fb幻的 a iot
n ,

氏
n n o n g

,

eF
n郎ha

n

本区浊积扇沉积特征表明
,

伴随沉积物供应性质的变化
,

该浊积扇在生长活动期间
,

相

应地经历了从早期的偏向于纵长状浊积扇逐渐向晚期的偏向于放射状浊扇地生长演化
。

四
、

重 力 流 沉 积 体 系 的 演 化

区域沉积相研究表明
,

本区浊积扇在生长期间
,

曾有过较长时期的停歇
,

本文把停歇期

前的浊积扇称为板纳期浊积扇 (T 必)
,

停歇后再次发育的称为兰木期浊积扇 (T 刃
,

在浊积扇

停歇期间
,

风 山盘弄地区接受了 3 m厚的相 6沉积
。

岩层分布 局限
,

在空间上呈一个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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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风 山盘弄中三叠

统板纳组 ( T 泌) 浊积扇第

三沉积旋回剖面结构图

1一薄层到中层状泥质岩
.

2一薄层粉砂岩
; 3一中层砂

岩
. 4一厚到块状砂质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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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奎卜 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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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习
;

的透镜体
。

在桂西田林标屯
、

潞城
、

百色百康
、

田东作登等地区则接受了薄层状的
,

发育具有

鲍玛 层序 D
一

E序列和 c 一 E序列组合的粒砂质浊积岩沉积 (相 4 )
,

砂与泥之比小于 1
,

显示 出由

残余低密度浊流形成的远源浊积岩的沉积特征
。

而在靠近物源区的的那坡一带 (见下一带 )
,

则发育了由斜坡滑塌演化形成的碎屑流沉积形成的泥砾岩沉积 (相 1 )
。

上述事实说明
,

黔南

桂西区在浊积扇生长停歇期间
,

发育了短暂的斜坡裙重力流沉积体系
,

而风 山盘弄及其以北

地区
,

则可能距物源太远未能受到重力流沉积的影响
。

再次活动的兰木期浊积扇较之于早期的浊积扇 (板纳期)有着更为广泛 的影响范围
,

后

者仅分布在隆林者保一东兰兰木 一线以南地 区
,

而前者则越过了该线
,

进入 到了其北 地

区 0
。

此外
,

在靠近物源区的那坡一带
,

于兰木组地层中发育有由斜坡滑塌沉积成因的泥砾

岩戈相 1 )
,

说明在兰木期浊积扇活动期间
,

伴随发育了斜坡裙沉积体 系
。

综上所述
,

本区中三叠世重力流沉积体系
,

经历了浊积扇 (板纳期 )( 图 1 1 )
、

斜坡裙 (板

. 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等
,

19 7 8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西中三叠统浊积岩初步认识 (内部资料 )



l 0 岩 相 古 地 理 ( 3 )

纳期末 )( 图 12) 一斜坡裙与浊积扇同时发育的混合沉积体系 ( 兰木期 )( 图 13) 的生长演化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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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兰木期 (拉丁吧克阶 )混合沉积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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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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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源 与 板 块 构 造

沉积物成分受控于许多因素
,

其中
,

沉积盆地所处的板块构造环境和物源区性质是主要

的控制因素
。

现代和古代沉积学研究表明
,

砂质沉积物成分与构造环境
、

沉积物源区类型之

间存在密切关系 ( s hc w ab
,

1 97 5 )
。

因此
,

反过来
,

通过对沉积物成分特征进行研究
,

将有助于

认识沉积物形成时的构造环境和沉积物源 区
。

(一 )古流向

从表 2和 图 1刁中可看出
,

古流向呈以那坡为顶点的放射状型式
,

说明位于盆地西南边

的越北古陆应为本区重力流沉积体系的沉积物源区
。

同时
,

也为本区浊积扇体系的存在提供

了佐证
。

(二 )岩石地球化学

( l) 矿物碎屑类型分布型式

从本 区浊积岩矿物碎屑类型构造环境 QFL 三角形判别图 ( 图 1 5) 中可看出
,

投点大多

落入基底上升隆起的物源区中
。

表明本区重力流沉积体系发育在与具大陆基底岩系的以断

层为边界的隆起区相邻的盆地环境中
,

其中沉积物未能经过长距离搬运
。

这与从其它方面得

出的结论相一致
。

( 2) 常量元素地球化学

本区浊积岩矿物成分特征为石英 33 一 61 % ;
化学成分特征为

: S心
2

69
.

2% ; K刃 /Na 必 <

l
,

属于 cr oo k ( 1 9 7 4 )所划分的中等石英含量杂砂岩类型
,

代表安第斯型大陆边缘海沟沉积
。

不过 rC oo k 也 指 出
, “

待 进 一 步 工 作 后
,

这 类 砂 岩 有 可 能 进 一 步 细 分
。 ”
贺 自 爱

(l 9 8 5) 将 rC oo k 的中等石英 含 量的杂砂岩
,

进一步 划分为安第斯型大陆边缘和弧 后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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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两种类型
。

前者石英含量较低
,

后者较高
.

并认为黔南桂西区中三叠世重力流沉积体系应

发育于弧后边缘盆地 中
。

结合区斌随质特征
.

笔者同意贺自爱的意见
。

( 3) 稀有元素地球化学
_

从表 3 中 可看出
.

本区浊积岩稀土元素与大陆岛弧环境接近
.

表明它们形成于以 大陆残

块为岛弧的盆地坏境中
。

同时
,

从图 16 中可看出
,

本区浊积岩的稀土元素分布模式 曲线判

别效果不佳
,

介子安第斯型大陆边缘和大陆岛弧标准曲线之间
.

可能是由于本区样品曲线的

计算采用了与标准分布曲线不同的球粒陨石标准而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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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巧 重力流沉积矿物碎屑类型构造环境判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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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学地质

表 4 判别函数中的变盆载荷数据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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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川认
, 1 9 8aaa

hB at ia ( ! 9 8 3) 提出了用判别计算来半嘶沉积盆地构造环境的判别公式
:

D
:

~ a 江 ,
十 娜

2
十 c详、

+ 二 , 二 + 色: ,
士 C

其中
` 一 ` 2 , ` ,

一
, ,

为 p 个判别变量得价么
,

。
一

戮为相应变量的载荷 (表 4 ) ; C 为常

数 (表 1)

将本 区浊积砂岩化学分析数据代入上式中进行计算的结果投入 图 17 中
。

从图中可看

出
,

投点集中分布在以大陆残块为岛弧的区域中
,

这与其它方面得禹的结论相一致
。

以上
,

从古流向
、

沉积物成分
、

数学地质等多方面研究表盼声黔南桂西区中三叠世陆源碎

屑重力流沉积体系发育于以越北古险为大陆残块岛弧边缘抓后盆地环境中
,

越北古大陆残

块岛弧为沉积物源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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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边缘

大洋型岛弧

活动大陆边缘

图 17 重力流沉积物构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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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结 论

( 1) 黔南桂西中三叠世陆源碎屑重力流沉积体 系发育于边缘弧后盆地环境中
,

由于受到

各种因素影响
,

其发育过程经历了浊积扇 (板纳期 )
、

斜坡裙 (板纳期末 )一浊积扇与斜坡裙联

合发育 (兰木期 ) 的演化历程
;

( 2) 在浊积扇生长过程 中
,

受沉积物供给性质的影响
,

经历了偏向于纵长状 (早期 ) 向偏

向于放射状 (晚期 )的演 化
;

( 3) 浊积扇的生长活动
.

具多阶段性
,

并以向前加积为其特点
;

( 4) 位于盆地西南边睡的越北古大陆残块岛弧
.

无疑应 为本区重力流沉积的物源区
;

在野外工作中
,

得到了广西地质二队李正海
、

王国田高级工程师和潘有泰工程师以及广

西地质地 质科研所方道年
、

李德清二位老师的大力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参 考 文 献

〔1」 张继淹
, 19 8 5

,

广酉各地质时期沉积相及沉积盆地演化
。

广西地质
,

第 1 期
。

[ 2〕 贺自爱
, 19 8 6

,

黔桂中三叠世浊积岩形成环境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 19 8 6

. N o
.

3
。

口」 苟汉成
,

19 85
,

滇黔桂地区中
、

上三叠统浊积岩形成的构造背景及物源区的初步探讨
。

沉积学报
,

, 9 85
,

N诩
.

3 a n d 4
.



1 6岩 相 古 地 理 ( 3)

〔 4二 侯 方浩等
, 19 R4

.

南盘江断陷认 几
、

三迸系的火山碎树浊积转—
·

种独特的无海底扇浊流沉积模式
。

沉

U {学报
.

19 R4
.

v o : 竺
.

N o
.

4
·

阵二 问崇泉
,

I绷 7
.

r
`

西南丹
·

带 几叠系浊 私t下佘特 fll
。

J
’

户叮认城地质
. ! 9盯

.

N o
.

1
.

) -61 Rha , i。
.

M
.

R

…
9 : 5

.

澳 大利饭 . 11) ! 代杂砂岩 和泥岩的稀 卜元素地球化学
,

睐伏
’
j 钩造控制

。

地质地球化
、

学
.

19 8 5
、

N o
.

5
.

[ 7」 助
a血

.

M
.

R
.

等一 , 8 6
,

杂砂 六(f{J 微 J.衡, C东特蓄
, f 和沉私t盆地构造环 J竟刘另il

。

从础地质译从
.

1, 8 7
.

N o
.

2
.

仁R」 cS h ` “ .b F’. L
·

! 9 7 .5 人陆边缘喇砂罕冲勺矿物
’
j化学组成

.

国外地质
, l g 7 8

. N o
.

3
·

〔,卫 w 一a `。 r
,

R
.

。
一 , 7 ,

.

沉积翻l模式川
,

译本 )
.

科学 ; tl j扳于l:
。

〔I o j D沈` i
sort

。
等

.

! 9 R2
.

板 !)J 钩造
’ j 办̀衫t作 jU ( , ! , 乙丫本 )

.

地质出版社
。

〔1 1〕 ^
.

h
.

n例、
e t

.

a

一 9 R5
.

su b怕 rj , af sn
a耐 、 场 t“ tu r

咖`加明抽ms
.

匆
r i。 , r一 v e r妞 g

,

N e w Y or k
.

跳 r ` 。
.

H e s-

d e份 r y
。

To k y o
.

[ 13 J

Bha t协
.

M
.

R二 I , 8 3
,

P场 r e t
ec ton 心

a 闻 名以沁 h e m “ 1 co m l x ` i r i o n
of sa n d ,伯 n旧

.

J
.

G oe l
.

19 R3
.

V OI
.

g l
.

伪
n社 d

.

k
.

肠
、 ,

e
.

19 8 2
.

5 目」祝
n t 岁吕

v i t y f肠w , t :

) 口娜 i:沁 n目 m od 山 w i它h 5 1义沁运 1 r e加 er 。“ t o r h e d e『K . i t , o f

柑 p
一

d . 他 it y ut f b 记加y 佣 r fe 川 ,
.

J
.

众 d
.

氏
t or

.

V d
.

5 2
.

N o
.

卜

U一月] 肋加
r d

.

v
`

F如幻e f
.

, 9 . 3
.

F协 ,
,

t ar 抽`o r 柑曰 t沁ns i n 到目i、 n r ` ar v i作 r b w ,
.

0 . 1训口 v ol 一 I
.

P 2 7 3
一

27月
.

15 ) M u t t i
.

E一匀 7 7
.

】〕如r i淞 :立, e rh s n
一

加 dd司 t u r

咐 i t e at clse
a耐 r e la : 曰 山 p洲 i t沁皿一e n v i

onr m o n t , i n t比 5韶 e n e c r o u p

f勘
u t h

一

此
,、 t ar 宜yP

r e l侧民妞
石伸 i n ) 5曰 1

.

19 7 7
.

V OI
.

2 4
·

「一6 〕 P加阮e“ n `
.

K
.

T
.

j 9 8卜 T 、
·

o r y禅 or 叫怕 r ar n 一。比 卿
u . n伪 r

omr
t恤 比: e fP eca

m t,t 拍
n

OK
: 、以。川 「 o rm a : io n , u卜

m a r l n e fa n
.

F i” n m a r k
.

N o rt h N o r钱
,

a y
.

J
.

义 d
.

P e r r ol
.

V o l
.

5 1
.

仁一7 〕 P s改。 r i n名
.

K
.

下
.

1 , 8 3
.

M记 d协 加 ,、 d . , 笼 i , 5 of
r恤 妞 r o P

ecar
m b r . n Ko 。 , of 川 「o

二斟 i o n : u

腼
a r i n e ar n

.

N o r r

aett
s r

r jn n

哪
r k

.

N o r rh e r n N o r认
,

a y
.

义d
.

G eol
.

V O I
.

3 3
.

P 7 9
一

1 10



19 9 8年 第 3期 黔南佳西中三叠统浊积扇
、

物源及板块构造 l 7

Md d i l eTr ias s i eTu r hid i t eFn a,
S o u r e e A r e a a n d P l a t e

T e e t o n i e s i n S o u t ll e r n G u i z l、 o u a n d w se t e r n G u a n g x i

Q i n J i a n h u a
W

u Y i n g l i n

C h
e r l g d u I n s t i t u t e o f G

e o lo g y a n d M jn e r a l R e s o u r e e s )

A饰 t t a e t

C a u父 d b y t e e 、 u n i s n 、
、

t h e M id d、 e T r ia骆 i e 鱿 a v 爪、 y f 、ow d e p o s i讯 c o v e r in名 a n a r e a o f 7 0 0 0 闪 u a r e

k 11、 ) n飞 e , r e s a r e w i d e l )
,

d is t r ib u l e d o v e r s o u l h e r n G u iz h o u a n d w
e s t e r 一1 G u a n s % i

,

A e e o r d `n s t o t h e i r 让

r jg i一1、
, n l u d s t o n e a n d e o ] 18 lo n l e r a t七 r c s u l te d f r o n l d e b r is f l o w a n d t u r b jd i t e f r

( )一1、 t u r b jd i r y e u r r e n t

r l l a y b
e
d i s t j一l g u ihs

e
d

.

l h e t u r b i d it e f a 一1 m od e l
. t h c m a iJI 沁 d im e n 七l r y n l阅 e l

,

15 e h
是、 r之派e t e r i7 ed b y m u l

-

t i Ple s t之玉g e s a n d P r o g r a d a ti o n o f t h e t u r b id i te f a n w h i c h t r e n d s to be e lo n s a t ed d u r in g t h e e a r l y s at ge

o f f o rm 八t io n a n d r a d ia l d u r in g th e Ia t e r s ta ge
. v a r y i n g w it h t h e fe a t u r e s o f t h e d e Po s i st

.

T h e r e s u l t s

f r o m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c ie s
,
p a la e o e u r r e n t d i代e t i o n ,

ep t r o l o g y
,

g e o c h e m is t r y a n d m a th e m a t ie a l s e o lo s y

s h o w t h a t t h e s e d i l n e 一l t a r y s y s te n l o f g r a v i ty f l o w 15 d e v e l o ep d i n t h e m a r g i n a l b a e k
一 a r e 加 s i n s

, a n d

e 、
1

0 ]
、℃ d d u e to t e e to n ism f r o m t u r b i d i te f a n (助

n n a ia n ) t h r o u g h s l o ep a P r o n s ( la t e r aB
n n a ia n ) 勺

、

t h e m i x e d s y s t e m o f t u r b id i t e f a n a n d s l o ep a P r o n s (切
n m u i a n )

.

T h e N o r t h V i e t n a m o ld l a n d s i t u a t
-

e d 111 t h e s o u t h w e s t e r n Pa r t o f t h e t u r b id i t e b a s i n 15 be l i e v e d t o b e t h e n l a i n s o u r比 a r e a fo r t h e g r a v i
-

t y f lo w s y s t e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