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9 0年 第 3辑 岩 相 古 地 理 N o
.

3
,

1 99 Q

中朝板块东部石 炭 纪沉 积特征

及 其 构造
、

古 地 理

范国清

(辽 宁省地质矿产研究所 )

1 9 8 6一 1 9 8 9 年
,

作者参与了辽宁石炭二叠纪岩相古地理研究专题 . 工作
,

其间曾赴河

冬 山西等地考查
、

学习
,

积累了中朝板块东部的一些资料
,

现对研究区石炭纪的沉积特

征
、

古构造
、

古地理及海侵等有关间题讨论如下 (按石炭系三分
;
由于 山西组的时代尚有

争论
,

本文只讨论石炭系本溪组 (群 ) 和太原组 )
。

一
、

区域地质背景

本文讨论范围包括吉南
、

辽东 (南 )
、

山东
、

河北
、

山西
、

河南
、

苏皖及朝鲜半岛北部

等中朝板块东部地区
。

近年来
,

中朝板块的前寒武纪杂岩中测得超过 3 4 0 0M a
的放射性年龄

资料已达 14 件 (王东方
,

1 98 6 )
,

说明其不仅是我国也是全球最古老的地块之一
。

其上的

古生界地层多为华北型
。

华北型石炭系具有下列共同属性
:

( l) 位于阴山古陆以南和秦岭

淮阳
“

古陆
”

(岛 ) 以北地区 ; (2 ) 为频繁振荡构造运 动环境下的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
,

由

灰岩
、

黑色泥岩
、

粉砂岩和煤层组成的约代尔旋回发育
; ( 3) 以平行不整合覆于中奥陶统

及其前地层上
; (钓 赋存有煤

、

铝土
、

铁
、

硫等沉积矿产
。

但由于研究区各地所处构造位

置不同
,

其物源补给
、

海侵和构造运动等条件均有所差异
。

作为它们的综合产物— 沉积

组合反映了各自的特殊性
。

中朝板块经历 了自晚奥陶一早石炭世长达 1 40 M a
的剥蚀夷平

,

至中石炭世大部分地区

已成为一公认的北
、

东低
,

南
、

西部高
,

并呈现向北缓倾斜的准平原化地貌
。

近年来
,

作

者等在辽东本溪群下部层位发现 公此血州诫
e

沁叭 印
. ,

娜汤咖的嘟 少成劝材。等植物化石
,

(经长春

地质学院米家榕
、

孙克勤审定 ) 时代为晚泥盆一早石炭世
,

说明辽东存在上泥盆一下石炭

统
。

经生物地层及沉积相分析认为
,

该时期之古地理面貌与中石炭世相似
。

但是
,

至晚石

炭世
,

华北沉积区已变成
“

北部地形高
,

南部地势低洼
”

并向南倾斜的地形
,

随之沉积作

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
。

刘宝礴 ( 1 9 8 5) 指出
,

影响沉积作用及沉积演化规律发展

的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构造因素
。

李春显等 ( 1 98 3 )
、

郭胜哲 ( 19 8 6) 等都对石炭二叠纪时
“

西伯利亚和 中朝二地台
”

在拼接过程中的板块运动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

郭则以三叶虫研

O 参加工作的有王洪占
、

丁杰
、

朝水昌
、

李云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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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依据
,

指出在早寒武世早期
,

由于靠近中朝板块北缘洋壳向陆壳下的俯冲
,

来 自洋壳

的挤压使华北地块抬升或
“

上浮
” ,

此后开始了稳定的削减过程
,

并导致早寒武世晚期至奥

陶纪的稳定浅海沉积
。

二板块的拼合作用延续至中石炭世趋于尾声
,

早二叠世开始
,

两大

板块的拼合过程趋于结束
。

作者通过对石炭纪重要带化石—
一

必类及岩相分析认为
,

在晚

泥盆世至中石炭世早期
,

华北滨海大平原的古地理也为北
、

东低
,

南
、

西高
,

但自中石炭

世晚期开始
,

北方洋壳又复向中朝板块之下俯冲
,

板块北部开始抬升
,

晚石炭世早期抬升

最烈
,

至晚石炭世晚期彻底完成了华北沉积区由北
、

东低南
、

西高到北
、

东高南
、

西低的

转变
。

在这总的构造运动前提下
,

随着北部洋壳的长期俯冲
,

华北沉积区的构造振荡作用

也在旷 日持久的进行
,

致使陆地上升和海盆地相对下沉的幅度不断变化
。

海平面的升降
、

古

陆区的物源补给和地表径流的侵蚀能力不断变化
,

加之沉积区各地所处构造部位的不同
,

使

整个华北陆表海区的沉积更为复杂而多样化
。

最终由于板块北部的不断被抬升
,

沉积 中心

和滨海沼泽的成煤环境也不断向南迁移
,

并于晚二叠世华北海水全部退出研究区
,

从而进

入了一个新的地史时期— 全部为陆相沉积的华北中生代
。

二
、

地层特征

研究区以海陆交互相沉积为主体
,

但各地又存在一定的差异
,

甚至在沉积区南北边缘

全部为陆相
,

从而反映了古构造运动和古地理格局对沉积物和沉积作用的强烈控制
,

现自

东向西简述如下
:

吉南地区的本溪组由砂岩
、

页岩及灰岩等组成
,

厚度 192
.

月m ; 太原组由含砾砂岩
、

粗

砂岩和煤层组成
,

厚度 1 23
.

6 m
。

建造上以碎屑岩为主
,

碳酸盐岩
、

泥岩的厚度很小
,

且在

走向上很不稳定
,

多呈透镜状
,

灰岩中含有石英等陆源碎屑
。

辽东太子河流域
,

石炭二叠系及古生界发育齐全
,

历来为中外专家所注目
,

著述浩繁
。

辽东本溪组下部为铁铝岩系 , 中部为砂岩
、

泥岩系
,

上部为灰岩
、

泥岩系
,

厚度 ] 50 一 30 0m
。

上部岩系一般含灰岩 4一 6 层
,

挺类发育
,

建有 2 个挺带和 5 个亚带
,

上带称 尸翻“ 。 “ 伽
一

尸防侧`

、 招带 (含 5 个亚带 ) ; 下带称 ` 始勿刀幽
砚翻加山油̀ 挑带

。

太原组以砂岩
、

泥岩和煤层为主
,

厚

度 9 0一 1 2 Om
,

至今未采得确切的越科化石
。

在吉南和辽东地区
,

碎屑岩含量高
,

本溪组底

部发育砾岩或含砾砂岩
,

碳酸盐岩中含有陆源碎屑
,

与华北沉积区腹地 山西太原地 区相比
,

本溪组厚度大且多含下鹅带
,

太原组含灰岩极少
,

地表基本不见连续成层者
。

辽南地 区的石炭系分布于金县石灰窑子
、

董家沟和复县复州湾等地
,

其中以复 州湾石

炭系较发育
。

本溪组由砂岩
、

泥岩
、

灰岩及铝土岩组成
,

厚度 ! 3刁
.

2一 195
.

o m
。

一般含灰岩

4一 6 层
,

建有 肠别油刀
尸如 (口翎四沁如 ) 妙可林侧。喇白 (范围清

,

198 8 )
。

辽东下姐带似仅相当于

该鹅带的上部
。

太原组由砂岩
、

泥岩
、

灰岩和煤层组成
,

厚度 6 2
.

Zm
,

含灰岩 2一 3 层
,

仅

发育有太原组上部鹅带的一些分子
,

大体可归纳为 伽
。
可

创翻抽。 一

sc 似仰 , 俪 魏带
,

缺失太原组

下部 了乍“公认绍 接带
。

鲁东未发现石炭系
,

据报道胶莱拗陷上侏罗统砾岩的鲡状灰岩砾石中产有
“

南相
”

缝

类和非招有孔虫
,

并被证实为
“

就地取材
” ,

说明鲁东曾有过石炭纪的沉积
。

鲁西发育有
,

华北少有的石炭系自然剖面
,

本溪组厚度 50 余米
。

在临沂
,

仅发育有 乃 ,

了晰耐`州如 撰带
,

比辽东下越带层位略低
,

并缺失上姐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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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唐 山中石炭统称
“

唐山组
” ,

由页岩
、

砂岩和灰岩组成
,

厚度 9 8
.

4m
,

有灰岩 3 层
,

翅带与辽东上带相当
。

在冀南峰峰
,

本溪组仅数米
,

含灰岩 0一 4 层
,

所含的姐类与唐山相

似
,

北京西 山地区亦然
。

唐山上石炭统为重要的含煤岩系
,

最厚可达 1 80 m
,

海相灰岩和煤

层 向南递增
,

至峰峰
,

灰岩可达 8 层
。

苏北丰沛
,

本溪组含灰岩 2 层
,

建有 2 个翅带
,

即上部 不、 侧。
-

及拍加翻四 和下部 斤 oj 二
-

之拓论如 带
。

太原组
,

厚度 160 一 19 Om
,

含灰岩 13 一 16 层
,

灰岩总厚可达 4 Om
,

建有 召夕加汁。即加 。 -

华个脚 越带
。

在贾旺
,

本溪组 由石灰质砾岩
、

铝土质泥岩
、

灰岩和砂岩组成
,

总厚 61
.

s m
,

含

灰岩 2 层
,

总厚 2 7
.

Zm
,

建有 斤可 . ` 创肠切如 理拍 (上部翅带 ) 和 口刃阴。酬为

~
。 (下部鹅带 )

2个姐带
,

缺失 尸l沼及以面昭如
一

乃翻“二 姐带
。

朝鲜半岛北部
,

据罗克成 ( 19 8 7) 0 等资料
,

中石炭世地层称
“
红店统

” ,

由砂岩
、

粉

砂岩
、

页岩及灰岩组成
,

含辽东本溪组上越带分子
,

晚石炭世地层称
“

寺洞统
” ,

由砂岩
、

页岩及煤 (6 层无烟煤 ) 和灰岩 l( 一 5 层 ) 组成
,

产有 cS h w ag er ian 等越类
。

安徽凤台县
,

未能划分出本溪组 (地层表 )
,

而将太原组分为 27 层
, .

但其下属第 1层

紧覆中奥陶统马家沟组之上
,

为铝土质泥岩
,

厚度 3
.

g m
,

作者认为其可能相当于本溪组下

部铁铝岩系之层位
。

分布于 肖县
、

摊溪县
、

宿县等地的本溪组
,

厚度也仅数米
,

太原组为

海相层夹煤系
,

厚度 l仃
.

2 m
,

含灰岩 13 层
,

灰岩总厚 53
.

2n : 。

在宿 县童亭
,

太原组厚

1 10
.

8m
,

含灰岩 13 层
,

炭岩总厚 8 2
.

7 m
,

为华北沉积区之最
。

山西太原
,

本溪组厚度 31
.

Zm
,

由砂岩
、

页岩
、

粘土岩及灰岩组成
,

含辽东本溪组上越

带分子
。

太原组由砂岩
、

页岩
、

灰岩及煤层组成
,

产 5 层较稳定的灰岩
,

该组总厚 8 8
.

s m
,

建有 2 个簇带
。

山西大同
,

本溪组 由页岩
、

铝土质页岩夹石灰岩组成
,

厚度 0一 36 m
。

据山西区调队资

料
,

以土峰山一带最厚
,

大同同家梁以北逐渐变薄
,

北至云岗一带尖灭
。

太原组 由陆相沉

积的碎屑岩
、

砂泥岩及煤层组成
,

厚 0一 7 4
.

g m
,

不见海相夹层
,

底部以含砾中粗粒砂岩与

下伏本溪组整合接触
。

晋东南晋城一长治地 区
,

本溪组 由铝土岩
、

铝土页岩夹细砂岩和煤线组成
,

厚度 O一

21
.

4m
,

全部为陆相沉积
。

太原组由砂岩
、

页岩
、

薄煤层和灰岩组成
,

总厚度 32
.

3一 76
.

刁m
,

为海陆交互相含煤岩系
。

河南三门峡
“

普遍缺失本溪组和太原组下部地层
” ,

太原组上部海相层亦不发育
。

但在

山西垣曲县王茅寺沟剖面
,

太原组由砂页岩
、

铝土质页岩及灰岩组成
,

厚度 刁3
.

g m
,

该剖面

最底部为浅灰色铝土岩
,

底部铁质较高
,

局部与窝状赤铁矿接触 (第 ! 层 )
,

与下伏奥陶系

马家沟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

作者仍然将该层视为本溪组 (刁
.

311 、 )
,

这和安徽的情况相似
。

在豫西泥池
,

本溪组仅数米厚
,

其 G 层铝土矿的灰岩夹层中近年发现了时代属 中石炭世晚

期的重要分子
。

综合上述诸地的石炭系
,

在广大的华北沉积区以海陆交互相为主体
,

仅在南北边缘出

现陆相沉积
。

本溪组和太原组分别在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上表现了沉积差异
,

其中辽东的

本溪组底部可划出下石炭统
,

已具有
“

群
”

的涵义
。

0 罗克成
,

1 9 8 7 年
, 《朝鲜地质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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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板块运动及其对中朝板块东部石 炭纪 的控制

李春显等指出
,

古生代中期介于塔里木一中朝和哈萨克斯坦一西伯利亚之间的南天 山

和斋桑一准噶尔一内蒙古两个海洋盆地
,

曾继续扩张
,

并沿后者的南
、

北两缘
,

即塔尔巴

哈台一西准噶尔一内蒙古温都尔庙一带
,

以及阿尔泰经蒙古南部和克鲁伦以至大兴安岭中

段
,

海洋板块分别向南
、

北两个方向消减
。

郭胜哲进一步指出
,

从中
、

晚泥盆世开始
,

西

伯利亚板块与中朝板块之间的拼合作用已经开始
,

拼合作用延续至 中石炭世趋于尾声
,

在

超碰撞作用形成的凹陷海盆中沉积了中
、

上石炭统
。

在石炭纪
,

由于洋壳的进一步俯冲和

削减
,

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华北陆表海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并与古地理格局联合对沉积作

用和沉积物进行了控制
。

1
.

中石炭世之后华北沉积区的古地理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众所周知
,

自晚奥陶世华北升陆以后至 中石炭世
,

中朝板块已成 为一北
、

东部低
,

南
、

西

部高的准平原化地貌
。

作者等和刘发在辽东太子河流域的本溪田师傅
、

刘象哨等地曾采到线

纹长身贝科
.

的 。 洲如如邝汉“ 以哪汪应如尸献议
〕t。 , L

.

尸耐加列
创`
等 西欧早石 炭世维 宪期 的常见 分

子
,

同时孙道明等还采得大长身贝和珊瑚 (转石 )等时代属于早石炭世的重要化石
。

作者所采

集的上述动物化石系中石炭世早期鹅带之下和含晚泥盆一早石炭世植物化石的 G 层铝土

矿之上层位
,

说明早石炭世海水可能 已漫浸辽东及吉南地区
。

在中朝板块东部
,

中石炭世早

期鹅带及其重要分子发育于苏皖北部和山东临沂
、

辽东及辽南地区
,

说明这些地区当时地势

较低
,

当携带中石炭世早期姚类的海水侵进时
,

首先到达了板块北东部地势较低的上述地区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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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石炭世早期
,

海相层以辽南最为发育
,

在复县复州湾本溪组含海相灰岩 组层
,

灰

岩总厚 4 0
.

7m
,

金县石炭窑子 7 层
,

灰岩总厚 4 8
.

Zm
,

堪为该期海相层最发育的地区
。

在吉

南一苏北以外的中朝板块其他地 区
,

由于地势较高
,

该期海侵未能到达
。

中石炭世晚期之

初
,

中朝板块北
、

东部低的地势仍没有改变
,

辽东本溪组上部越带以 扔贴耐翻以 邵加犯如公热`亚带

为代表
,

蚂蚁灰岩期海侵仍然首先到达辽南
,

而后到达辽东
,

这是中石炭世晚期的最早海

侵
,

而板块西
、

南部的海侵仍未涉及
。

以 不、 及“ . 枷。 和 几别面咖关介如
吕户如口。记印 亚带为代表

的辽东小峪灰岩期海侵在漫浸了苏皖和辽东等地后又气势磅礴的向华北腹地推进
,

并迅速

地到达山西太原
,

并以 矛哪以翻论如 , “ 火℃如 亚带为代表的辽东本溪灰岩期达到高潮
。

以 凡周“。
印之闷

r必。
亚带为代表的辽东牛毛岭灰岩期后

,

海水循故道退出山西及华北全境
,

从此结束了

中石炭世晚期的海侵
。

近年来
,

在豫西混池的 G 层铝土矿灰岩夹层中发现了 几肠山如 c列如即 `

ca
,

说明中石炭世晚期海侵到达豫西最晚
,

并证明了豫西确实存在本溪组
。

自小峪灰岩期开

始
,

北方洋壳又复向中朝 板块之下俯冲削减
,

板 块北
、

东部开始抬升
,

致使辽南
、

鲁西

(如临沂 ) 及苏北的一些地区缺失含 月” 耐沁如
,

凡用以、 越类的灰岩沉积
,

主要为砂
、

泥岩组

合
,

这应是由于这些地区地壳上升而引起沉积相迁移的结果
。

进入晚石炭世
,

中朝板块北

东部又继续抬升并进一步加剧
,

导致了辽南
、

鲁西临沂及苏北的一些地区在缺失了中石炭

世晚期的 不、 , 汉加酬如子、 欲“二 姐带之后
,

又继续缺失了晚石炭世早期 介“必沥吕 越带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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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石炭世晚期
,

板块北
、

东部又继续抬升
,

特别是中石炭世地势高
,

海侵未能到达

的河南平顶山一深河一安徽阜阳一宿州的近东西向带汉地区不但发育了晚石炭世早期的

介 . 幼必绍 鹅带
,

而且 尸义叨勿战加阴卿二 (石乞内阴卿。 ) 姐带更 为发育
,

太原组总厚度达到 1 6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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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m
,

海相灰岩达 11 一 14 层
,

总厚达 50 一 80 m
,

成为全部石炭纪海相层最发育的地区
。

海

侵范围扩大
,

海盆已由中石炭世的辽东
、

辽南地区南移至平顶山一徐淮地 区
。

翅类资料表

明
,

中朝板块北
、

东部 由中石炭世中
、

晚期开始抬升
,

晚石炭世早期抬升最剧
,

晚石炭世

晚期完成了华北沉积区北
、

东部高的重大改变
。

晚石炭世晚期至晚二叠世海岸线和滨海沼

泽成煤环境逐渐南移
,

至晚石盒子期和石干峰期
,

华北海水从徐淮和陕西渭北徐徐退出
。

2
.

构造运动表现为以振荡作用为主的特点

本区海陆环境频繁变化
,

旋回性明显
,

大旋回由若干个小旋回组成
,

而小旋 回中又含

有不同数量级别的沉积韵律
。

海相灰岩一般较薄
,

厚度仅数米或不足 ! m
,

说明其形成环境

难以长期维持
,

相的更迭十分频繁
。

这些特点在中石炭世晚期至晚石炭世早期最 为明显
。

在

晚石炭世晚期
,

由于北方洋壳向中朝板块的俯冲削减作用逐渐减弱
,

振荡运动频率相应变

小
。

自中石炭世晚期以来板块北部的抬升
,

海岸线逐渐 向南迁移
,

滨海沼泽的成煤环境使

太原组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含煤岩系
。

四
、

区域古地理格局及其对石 炭纪 沉积的控制

中朝板块东部在经历了晚奥陶世开始的长期夷平后
,

至石炭纪
,

华北沉积区已成为一

个三面环山
,

东接广海 (古太平洋 ) 的簸箕形滨海大平原
。

平原边缘地势较高
,

在广阔的

中部大平原上 又有低丘状的辽东一狼林
、

山海关
、

五台及中条等古陆或古岛
。

西伯利亚板

块和中朝板块的构造演化
,

使研究区的古地理格局变得相对复杂
,

同时也对石炭纪的沉积

进行了控制二G all w ay 和 H o bd ay ( 19 8 3) 认为
,

大 区域和小范 围 (某一地区 ) 的地层特征能

反映沉积过程和环境信息
。

本文试图从 岩石组合和缝类 化石分析入手重塑研究区的古构造

运动和沉积环境
。

早石炭世
,

目前仅辽东发现红层沉积
,

厚度 30 一 1 0 0招
,

产线纹长身 贝等腕足类化石
,

这

可能是奥陶纪以后华北最早 的海相层
。

据缝类分析
,

苏皖北部
、

吉南和朝鲜半岛北部可能

存在早石炭世海侵
。

中石炭世早期的海 相层在苏北
、

辽东地区被发现
,

反映了准碳酸盐台

地和潮坪相的存在
,

这一环境可以延续到中石炭世晚期初 (蚂蚁灰岩期 )
。

早石炭世一中石

炭世晚期初
,

海侵来 自苏皖北部向北漫浸到辽南
、

辽东地区
,

说明这一时期的板块东部和

北部最低
。

只有中石炭世中期开始的海侵 (小峪灰岩期 ) 才自东向西漫浸并迅速到达了研

究区西部
。

北部山西大同发育有粗碎屑的边缘相沉积
,

并出现冲积相
,

说明北缘阴山古陆

相对较高
,

但沉降和补偿作用均较弱
。

研究区南缘地势低缓
,

陆源碎屑以泥和粉砂及铝土

质 为主
,

在山西垣曲
,

本溪组仅为铝土 岩和山西式铁矿
,

厚 4
.

3n : (I I] 西区调队划入太原

组 )
,

上覆灰岩产希瓦格簇
,

则南缘也存在陆相沉积
。

除此以外的广阔地 区均为海湾
、

泻湖

环境
。

在经历了中石炭 世的填平沉积后
,

晚石炭世的滨海平原地势更趋平坦
。

在苏北的一

些地区
,

中石炭世晚期一晚石炭世早期未能形成准碳酸盐台地相
,

但也未发现深水环境的

水动力标志和深水相生物化石
,

而显示 了浅滩相特征
,

这可能是此时板块北
、

东部抬升而

产生沉积相迁移的结果
。

晚石炭世另一 突出特点是
,

由于板块北
、

东的抬升
,

海岸线向南

迁移
,

滨海沼泽和三角洲更加发育
,

成为华北的重要成煤期
。

晚石炭世板块南缘古陆更加

低缓
,

不但未能向海盆提供大量陆源补给
,

而且由于地势低缓
,

晚石炭世华北的重要腕足

类— 太原网格长身贝
,

曾被发现于东
、

西秦岭
,

说明此时南
、

北海水曾 自山来往
。

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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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古地理格局对研究区石炭纪沉积的控制是显而 易见的
,

沉积 区各地因处古地理位置不

同
,

其沉积作用和沉积物也有所不同
,

同时这种控制 又与当时的板块运动密切相关
。

结 语

本文在学 习
、

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

并结合近年来参加辽宁岩相古地理 工作的实

践
,

主要对中朝板块东部石炭纪的构造运动和沉积特征进行了讨论
,

主要认识可归结为以

下几点
:

1
.

辽东存在早石炭世的沉积
,

并进一步推测苏皖北部一吉南 (朝鲜半岛北部 ) 及其海

域可能存在早石炭世及其以前的沉积和海侵
。

2
.

中石炭世早期 以 乃可说树`例为 仕b别洒了介如 ) 姐带为代表的海侵仅限于苏皖北部一辽东

地区
,

岩石组合为砂岩
、

泥岩及灰岩
,

海侵范围较早石炭世有所扩展
;
中石炭世晚期初时

(相当于辽东蚂蚁灰岩期 ) 的沉积仅限于辽东和辽南
。

在中时 (相当于辽东小峪灰岩期 )
,

华

北陆表海体 自东向西漫浸
,

并迅速到达山西太原及沉积区近南北边缘
,

相当辽东本溪灰岩

期达到高潮
,

牛毛岭灰岩期后海水退出
。

3
.

由于北方洋壳向中朝板块之下俯冲消减
,

致使板块北部自中石炭世晚期开始抬升
,

以 乃滋勿` 姐带为代表的海侵向北仅到达河北唐山
,

其北的辽南和辽东以海相泥岩替代了碳

酸盐岩的沉积 , 以 尸决创 do 、 lut 。
尸二 越带为代表的晚石炭世晚期海侵最大

,

但向北也仅到达辽

南
、

辽东
,

仍为海相泥岩为主的沉积
。

由于此时古地势已改变为北高南低
,

故太原组向南

超覆
,

岩石组合也显示北部为砂岩
、

泥岩夹煤层 (辽东
、

吉南 ) ;
中部为砂岩

、

泥岩
、

灰岩

夹煤层 (河北唐山
、

山西太原 ) ;
南部灰岩为主夹煤层 (豫东

、

徐淮 )
。

由北 向南灰岩层数

和厚度逐渐增加
。

中朝板块东部本溪组
、

太原组的上述变化规律 皆受控于该期的构造运动

和古地理格局
。

4
.

研 究石炭纪的多数学者认为
,

中石炭世的华北地势为北
、

东部低
,

南
、

西部高的准

平原化地貌
。

作者注意到
,

自沈阳一大连一济南一安徽淮南连线以东
,

中石炭世早期以前

地形较低
,

以碎屑岩 ( B)
、

粘土岩 (C )
、

灰岩 ( A ) 三者累计厚度求得的碎屑岩 比 ( B +

c ) / A
,

辽东为 7
.

9一 3
.

5
、

辽南为 3
.

3一 1
.

0
、

江苏贾旺为 0
.

6
,

显示沉降补偿作用北部大

于南部
。

前人根据辽 东本溪组厚度大 ( 2 0 0
一

3 5 0m )
,

推测北部地 势低的结论显 然值得商

榷
。

5
.

石炭纪中朝板块是以振荡运动为主
,

其特点是振幅小
,

频率大
,

致使海陆环境频繁

变化
,

旋回明 显并具有多级性
。

中朝板块在总体沉降的 丛础上 ( 可能 由于地慢密度的改

变 )
,

其北部有逐渐抬升趋势
。

华北石炭纪海侵的海水均来 自苏皖北部 ( 与下扬子海
、

古太
嘴

平洋连通 ) 并 向北
、

西及南三个方向幅射侵进
:

中石炭世早期以前
,

海侵方向为由南而北

(苏皖北部一辽东 ) ;
中石炭世晚期

,

由东南向西北 (苏皖北部一河北
、

山西 ) ;
晚石炭世

,

;
由东向西北 ( 山西 )

、

西 (河南 ) 及西南 (安徽中部
、

河南平顶 山 )
。

长期以来
,

对华北石

炭纪海侵方向的讨论 已成了固定的模式
: “

中石炭世由东北向西南
,

晚石炭世与中石炭世相

反
,

是 由东南向西北
” 。

仅 80 年代以来
.

王鸿祯先生等就几次强调这一
“

模式
” ,

如 ! 98 0 年

出版的地质学教程
,

198 5 年的中国古地理图集及 ! 9 89 年的现代地质第 2 期等
。

作者对晚石

炭世的海侵方向并无异疑
,

即大体是山东南而西北
,

但中石炭世海侵 方向却并非是
“

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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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太子河流域而后向华北侵进的
”

( 《地史学教程 》 )
。

作者 自 1 9 8 6 年以来参与了辽宁的
“

岩古
”

工作
,

认为辽东太子河流域的海侵路线是
,

苏皖北部~ 辽南一太子河流域
,

即总体

方向是自南而北
:

( 1) 前述辽东
、

吉南到苏北的地层特征和 (B + )C / A 值表现了辽东
、

吉

南地区的近陆源性质 ; ( 2) 经观测
,

古河流流向总体上 为由北向南 , ( 3) 蜒科化石显示海

侵时辽南早于辽东
,

海退时辽东早于辽南
, ( 4) 太子河流域东部本溪组海相灰岩总厚仅 10

余米
,

而辽南形成 > 4 Om 的较稳定的碳酸盐岩
,

并显示了滨滩相特点
; ( 5) 苏北中石炭世早

期生物地层特征表明
,

它与辽南及下扬子地区具有横向连续性
,

并与广海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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