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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前陆盆地是由板块碰撞引起侧向挤压
,

进而形成冲断推覆体 ( t h
r
us t m ass )加载于大陆边

缘
,

使大陆地壳周缘前陆隆起 (per
ihP er al fo r eb ul ge )形成的一种不对称盆地

,

它的一侧与发育

周缘前陆隆起的克拉通大陆为邻
,

另一侧靠近冲断推覆体
。

靠近冲断推覆体侧的一端主要发

育陆源碎屑沉积
,

而靠近克拉通大陆的一边则发育成为碳酸盐台地
。

由于碰撞后大陆岩石圈

的持续俯冲
,

造成冲断推覆体跨过先前被动大陆边缘
,

进而 向克拉通陆内迁移发展
,

致使碳

酸盐台地最终全被陆源碎屑掩埋
。

最初
,

冲断推夜体位于海平面之下
,

随着冲断推覆体叠加而成山链
,

加载于大陆边缘薄

的外部地壳之上
,

沿缝合线形成一个深而狭长的边缘海槽地
,

接受陆源泥和深海沉积物沉

积
。

与此同时
,

由于冲断推覆体加载造成地壳挠曲引起先前被动大陆边缘陆架抬升
。

随着大

陆地壳的向下俯冲
,

前陆盆地边缘发生裂陷下沉
。

因此
,

在古代露头剖面上
,

可以不整合 (或

变浅层序 )为标志
,

区分出被动大陆边缘和前陆盆地
。

而且
,

前陆盆地的早期沉积
,

是一种向

上变深的层序
。

后来
,

当冲断推覆体叠加成高山峻岭并向先前被动大陆边缘迁移时
,

产生大量碎屑并越

过狭窄的碎屑陆架以重力流形式进人边缘海槽
。

起初
,

海槽盆地的近源端 尚能容纳所有来自

于碰撞造山带的碎屑物
,

但随着陆壳的持续俯冲
,

冲断推覆体迁移进入克拉通 内开始加载于

较厚
、

较老和较硬的陆壳上
,

造成前陆盆地变宽
、

变浅
、

致使边缘海槽不能再容纳所有来自冲

断推砚体的碎屑
,

便逐渐向克拉通陆内超覆
,

最终成 为陆相磨拉石盆地
。

因此
,

在剖面上
,

前

陆盆地沉积的上部便构成一个向上变浅
.

由海相至陆相的沉积层序
。

.

中国南方由扬子和华南两个板块组成
。

扬子板块北部和东南部均为被动大陆边缘
,

大致

于加里东晚期分别开始与华北
、

华南板块对接碰撞而开始了前陆盆地的发展
。

本文将主要讨

论扬子板块东南部边缘前陆盆地演化
,

并根据它的演化史阐述南方大地构造格架
。

一
、

前陆盆地演化

扬子板块东南边缘是一个不规则的碳酸盐被动大陆边缘
,

加里东晚期
,

沿绍兴一江山一

. 地矿部行业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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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一郴州一梧州一线并向西沿黑水河开始与华南板块大部分地段发生碰撞
,

扬子板块东

南部被动大陆边缘随之进入前陆盆地发展时期
。

该前陆盆地的演化史就是扬子与华南板块

碰撞缝合的发展史
。

按照构造活动和沉积作用
,

划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

(一 )板块碰掩— 边缘隆起 ( D
,

前 )

早古生代末期的板块碰撞
,

引起大陆岩石圈周缘隆起
,

致使早古生代扬子板块被动大陆

边缘碳酸盐陆架发生抬升
.

隆起和抬升的证据就是下
、

中泥盆统 (源 口组
、

跳马洞组 )与下伏

早古生代地层的侵蚀不整合及不整合面以上来自克拉通大陆的陆屑沉积 (图 1 )
。

这个不整

合遍及滇东南以东扬子板块东南部边缘
。

图 1 华南早
、

中泥盆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1
一

古陆
; 2

一

海相
; 3

一

陆相和过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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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边缘引张— 盆地下沉欠补偿发展 ( D
Z

一 P Z

)

中
、

晚泥盆世至晚二叠世
,

由于前陆隆起边缘引张而使北东向 (湖南
、

江西地区 )和北西

向 (广西 )基底断裂活化
,

产生了一条平行缝合线
、

沿大陆边缘分布的伸展滑脱构造带
。

受其

影响形成了华南海西
一

印支期特有的深水盆地与浅水台地相间排列的
“

槽台结构
”
古地理景

观
。

盆地主要由薄层硅质岩
、

泥质灰岩和扁豆状灰岩组成
,

呈欠补偿状态 (图 2 )
。

饮防海槽是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于加里东末期在湘赣和黑水河一带发生缝合后剩下的

残留海箱
.

在这里发生泥盆纪
、

石炭纪和二叠纪的穿时不整合
,

它标志着扬子气华南板块在

早二叠世末才开始发生终极缝合
,

同时也预示着扬子板块东南边缘的东部一个统一前陆盆

地的最后形成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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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欠补偿前陆盆地沉积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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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补偿充填阶段 ( T
,
)

边缘前陆盆地于早三叠世开始接受陆源碎屑浊积岩沉积 (上思在妙
、

宜春 )
,

表明前陆盆

地已由欠补偿状态进入到补偿充填阶段
。

来自于前陆冲断席的陆源碎屑以重力流形式大量

倾泻进入前陆盆地
.

此时
,

边缘的深水海槽尚能容纳造山带供应的陆源碎屑物质而不影响远

陆端的碳酸盐台地发育 (图 3 )
。

(四 )迁移扩大阶段 ( T
Z

)

因大陆岩石圈的持续俯冲
,

引起前陆冲断席和前陆隆起 向克拉通迁移
,

由此造成前陆盆

地变宽
、

变浅
,

陆源碎屑从海槽向北西方向的克拉通超覆
,

逐渐限制并埋藏了碳酸盐台地
,

发

育了中三叠世浅海相
、

过渡相沉积
,

即三宝坳组
、

麒麟山组及巴东组
、

黄马青群地层
,

并开始

发生褶皱和冲断
。

(五 )后造山— 陆相磨拉石盆地 ( T 3 )

晚三叠世
,

陆源碎屑向北西方向的克拉通大规模超覆并继续褶皱
、

冲断
,

沉积了陆相粗

碎屑沉积物 (安源群 )
,

标志着前陆盆地 已进入陆相磨拉石盆地发展阶段
。

这就是人们早已熟

知的古典的前陆盆地
。

二
、

华南大地构造问题

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构成了华南大地构造基本格架
。

扬子板块东南部和北部边缘均属

于被动大陆边缘
。

华南板块西北边缘为活动边缘
,

东南为被动边缘
。

对于扬子和华南板块之

间发生碰撞的时间和造山带演化
,

经过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
,

大致可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

( l) 扬子与华南板块于加里东期发生碰撞关闭
,

并于海西
、

印支期发生地台活化形成再

生地槽
。

这是国内较为普遍的观点
。

( 2) 认为扬子与华南板块是 以剪刀旋转式发生板块碰撞
,

时间开始于晋宁期
,

结束于海

西期二叠纪 (水涛
,

1 9 5 6 )
。

( 3) 认为华南与扬子板块之间于早三叠纪尚存在大洋
,

造山作用发生在晚三叠世 (许靖

华等
, 1 9 8 7 )

。

经我们研究
,

认为华南与扬子板块边界是不规则的
,

加里东晚期首先在郴州
、

梧州以东

及黑水河一带发生碰撞
,

海西期的钦防海槽最后缝合发生于二叠纪
,

即从泥盆纪至二叠纪发

生碰撞
,

并由被动大陆边缘向前陆盆地转化
。

有关南方大地构造
,

现重点讨论下面几个问题
:

1
.

对泥盆系与下伏古生代地层之间不整合的认识

有人曾认为它是由海平面变化引起的
。

而我们对华南一带海西
一

印支期沉积剖面序列的

分析研究
,

表明它是由大陆边缘周缘隆起形成的
,

是大陆发生碰撞的直接反映
。

理由是
:

( l)

沿缝合线以北
,

在扬子板块上不整合面的走向分布与后期海槽平行
,

这和一般的前陆隆起是

一致的 , ( 2) 不整合面下伏地层的时代 ( z一 )S 在近距离内变化很大
,

表 明存在过褶曲变形 ;

( 3) 在沉积上紧随不整合面之后就出现深水沉积
,

如湖南
、

江西等地
,

不整合之上的跳马涧组

陆相过渡相碎屑沉积之后
,

紧随就出现盆地相沉积
。

图 峨是前陆盆地沉积层序综合示意图
。

2
.

漪桂盆地特殊的地质演化史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在加里东褶皱基底上的海西
一

印支期特提斯再生裂谷
。

许靖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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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支期前陆盆地沉积层序示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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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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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7) 认为它是
“

一个已经冲断到贵州褶皱带上的古代岛弧组合
” 。

我们认为它的演化与印

支板块发展息息相关
。

早二叠世以前
,

印支板块是华南板块的一部分
,

并于加里东末期与扬

子板块发生碰撞
,

黔桂地区相应地进入前陆盆地发展阶段
。

早二叠世末
,

钦防海槽发生关闭
,

标志着扬子与华南板块之间发生了终极缝合
。

但与此同时
,

印支板块与华南板块和扬子扳块

开始沿金沙江经红河断裂带发生分离
。

作为大陆裂谷前兆的热地慢隆起
,

引起了黔南桂西区

晚二叠世大规模海退
,

接受陆相
、

过渡相沉积 (龙潭煤系
,

昊家坪组底部王坡页岩 )
。

晚二叠世

拉斑玄武岩的滋出标志着黔南桂西地区进入了特提斯大陆裂谷发展阶段
。

二叠纪晚期 (长兴

期 )至早三叠世
,

黔桂地区属于扬子板块边缘并一直保持被动大陆边缘性质
。

早三叠世末期
, `

随着印支板块与扬子板块再次发生对接碰撞而于 中晚三叠世进入前陆盆地发展阶段 ( 图
5 )

,

接受复理石和磨拉石
巍

沉积
。

3
.

关于三鱼纪特提斯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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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靖华等 ( 1 9 8 7) 曾推断扬子与华南板块之间存在三叠纪特提斯洋
,

怀疑它一部分包含

在褶皱变质的板溪群之中
。

我们认为印支期特提斯洋未能进入到华南本部
。

主要证据是
:

( l) 在二叠纪扬子与华南板块发生最终关闭时
,

印支与华南间的分离
,

特提斯洋只是进入金

沙江和黑水河 , (幻早三叠世沿扬子与华南板块之间缝合线位置
,

即上 思 (广西 )一来阳 (湖

南 )一宜春 (江西 )一上饶 (江西 )存在一个海槽
。

海槽北边为发育斜坡角砾岩的碳酸盐台地
,

南部发育有早期深水
、

晚期为浅水的陆源碎屑岩
,

之间从碎屑岩至碳酸盐岩是渐变的
,

表明

这是一个已进入补偿充填期的前陆深水海槽
。

因此
,

没有可能再在华南与扬子之间找到三叠

纪大洋沉积
。

4
.

扬子板块北部边缘演化问题

扬子板块北部边缘的发展与东南部边缘有着惊人的相似
,

并在时间上大体同步
:
加里东

早期属于被动边缘
,

加里东末期与华北板块在大部分地段对接碰撞
,

在被动大陆边缘发生前

陆挠曲
,

使泥盆系与下伏古生代地层不整合而后进入前陆盆地发展阶段 ;在边缘也存在着
`

槽台相间
”

的结构
,
中三叠世前陆向南扩大

,

晚三叠世发生后造山陆相磨拉石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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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组合的垂向排列是根据进积和退积作用来解释的
。

某些进积和退积呈突变过渡
,

是 由

他生循环因素如源区海平面变化和源区构造所控制的
。

oP rt ez ue lo de l T on at l 组海底扇模式是富泥质岩扇和富砂层扇间的过渡类型
,

是在进积方

向上一个大洋隆起的同期演化所控制的狭长的深海盆地中形成的
。

九
、

南非晚太古代一早元古代 v en et r sd o r p 超群中的雨滴印痕
.

3 03

保存完好的雨滴印痕产于长石砂岩和凝灰岩互层的层序中泥岩之上 R an d ian 时期 (约

27 亿年 ) v en et dr or p 岩石的五个不同地层层位中
。

这些雨滴印痕表明大气圈确实存在
,

长石

砂岩是在周期性地暴露于大气圈的环境中形成的
。

众所周知
,

这些是曾被描述过的最古老的

雨滴坑
,

其具备控制其形成和保存的特定条件
。

十
、

斯里兰卡一个现代陆地磷块岩矿床实例 31 1

在斯里兰卡中部的 EP aP w al a ,

一个很厚的风化剖面 已被作为磷酸盐肥料进行矿山开

采
。

现代的热带陆地风化作用在发育于前寒武系磷灰石大理岩建造的风化剖面中产生了一

个磷酸盐富集层
。

该富集层的 P 20 。
组分为 10 一 40 %

,

主要由产于溶坑网中的纹层状含磷白

奎构成
。

纹层状含磷白奎的详细研究揭示出
,

原生变质磷灰石晶体与磷质异化粒如包粒
、

幼粒
、

豆粒和内碎屑结合在一起产于薄层基质中
。

现 已查明
,

原生磷灰石颗粒由于热带风化作用自

母体磷灰石大理岩中释放并沉积于溶坑中
,

在那儿
,

富于营养的大气渗透水沉淀出次生磷灰

石
。

接着
,

活跃于这些溶坑沉积环境中的成岩作用产生了具次生磷酸盐矿化特征的磷质异化

粒
。

该异化粒同其矿化基质和原生磷灰石颗粒一起形成了 E paP w al a
磷块岩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