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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
稳定陆壳克拉通盆地的沉积建造 (二 )

孟祥化

(中国地质大学 )

稳定型 内源建造泛指陆壳板块上克拉通盆地的内源沉积物共生组合体
。

当大陆板块内

的古陆风化剥蚀物质供给停滞
,

克拉通盆地由于缺乏陆源输入而转变为清水陆表海和内陆

栩海环境
,

开始出现广泛的浅水碳酸盐沉积作用和硫酸盐的蒸发沉积作用
。

我国华北地台

和扬子地台区内在晚前寒武至古生代均发育有广泛的稳定内源建造类
。

稳定内源建造类
,

根据其共生组合性质和分布
,

区分为颗粒碳酸盐建造
、

陆源碳酸盐

建造
、

石膏白云岩型蒸发盐建造
。

典型的稳定碳酸盐建造为颗粒碳酸盐建造
,

它以分选 良好的鲡粒灰岩滩和内碎屑岩滩
、

潮坪叠层石灰岩
、

浅海盆地相
、

缓坡的条带状石灰岩及小型生物丘组成的共生序列为特征
。

它们具有一系列低沉积速率的沉积标志特征
,

如分选良好的鲡粒
、

骨屑
,

具石英内核的鲡

粒
、

海绿石顺粒和胶结物
,

具有磨圆程度很高和发育良好氧化圈薄膜的竹叶状碳酸盐砾屑
,

以及在碳酸盐沉积层序中经常出现磷酸盐结核和 白云石化薄膜等
。

上述各种碳酸盐岩层经

常具席状分布
、

厚度薄而稳定和相变缓慢等特点
。

鲡状和团块状
、

复鲡状颗粒灰岩层普遍

含有 自生海绿石和浅海相动物化石
,

普遍贫杂基组分— 泥晶
,

有机质含量低
,

具有特殊

的海滩岩和大陆环境的硬地构造
、

干裂构造等
。

颗粒碳酸盐建造的边缘克拉通盆地
,

由于

处在广阔浅海陆栩和发育缓斜坡 ( ar m )P
,

常常在建造层序中发育有作用范围广阔的风暴重

力流砾屑灰岩和风暴递变砂屑灰岩 (风暴浊积灰岩 )
,

形成发育良好的风暴沉积与正常天气

沉积的交互层序
。

作为边缘克拉通盆地的内源沉积建造的特殊标志还有缓斜坡生物丘被风

暴流截切的构造
。

我国华北地台晚前寒武纪沉积及寒武一奥陶系均发育有颗粒碳酸盐建造
。

图 l 表示华

北寒武纪顺粒碳酸盐建造的沉积旋回韵律特点
.

图 2 表示出该建造正常天气与风暴天气的沉积模式
,

其相带分布为交替变化
。

根据对

该建造岩石共生组合的统计
,

所有颗粒类碳酸盐岩占整个建造的 80 %以上
,

此外相当一部

分条带灰岩也都含有相当多的异地风暴浊积灰岩层序
。

仅据丁家滩上寒武统的计算
,

条带

状灰岩层中的风暴浊积灰岩就占有 4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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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蒸发盆地条件下形成的由石膏
、

白云岩
、

泥晶灰岩
、

内碎屑灰岩 : 泥质微晶灰岩和泥

岩为组合的共生体
。

本建造包括超潮间带一潮间带一潮下带等沉积环境
。

建造具有明显的

旋回性
,

嘉一段及嘉二段组成第一旋回
,

嘉三段及嘉四段组成第二旋回
,

嘉五段为第三旋

回
.

这些旋回内又由许多次一级旋回和韵律组成
。

每一旋回的下部为泥晶灰岩
、

微晶灰岩

组成
,

代表水动力条件较弱的沉积
,

并发育有细纹层状交错层和冲刷面
、

冲沟
、

干裂
、

蠕

虫穿孔
,

属潮间及潮下低能环境
。

每一旋回的上部为鲡状亮晶灰岩
、

团粒亮晶灰岩
,

为潮

下高能环境
。

当旋回进` 步发展时则在旋回顶部出现白云岩
、

石膏层
,

并发育鸟眼构造和

线纹状藻
,

代表潮上一泻湖环境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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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川南部蒸发式内源建造岩相带及其形成条件示意图

(据四川石油局地质综合研究队和中国科学院地质所资料 )

稳定沉积建造系列代表稳定克拉通盆地的发育过 程
。

在中国
,

其建造系列的总特点是
,

从单陆屑建造形成开始
,

经过陆表海颗粒碳酸盐建造等若干稳定内源建造类型
,

最终又以

单陆屑建造结束
。

在世界上的古克拉通盆地中
,

如俄罗斯地台
、

西伯利亚地台
、

北美西部

地台等
,

都广泛发育稳定沉积建造系列
。

第七讲 裂谷系的沉积建造

次稳定型建造类都与大陆板块内部或边缘的热点膨胀发生拉张断裂系统有密切的成因

联系
。

按我国陆壳断裂机制及其发生部位可以分出多种断裂盆地
,

其中包括陆壳内断陷盆

地及裂谷盆地
,

陆壳边缘断裂盆地和陆缘横切断陷海槽 (坳拉谷
,

A ul ac og en )
。

本文作者 ( 19 7 8
, 19 7 9) 提出的次稳定型陆源建造 (即复陆屑建造 )

,

主要是指类似我

国东部地区中新生代陆壳内断陷盆地中发育的陆相沉积岩 系
。

它 的特点是 以双组分陆屑

(石英
、

长石为主 ) 为代表的岩石共生系列
:

长石质风化壳
一

花岗质砾岩
一

长石石英砂岩
、

粉

砂岩
一

水云母复矿物粘土
。

由于这类陆源建造类都以含长石
、

石英两种组分为特点
,

故命名



岩 相 古 地 理(5 )

,

为复陆屑建造
。

次稳定型陆源建造具有如下鉴别特征
:

l) 发育次稳定组分 (长石
、

花岗质及再搬运的

凝灰质碎屑 )
,

代表大陆壳的物源特征
, 2) 建造厚度巨大

,

在数千米以上
,

建造体态呈固

定型厚带状体
,

代表同生断陷构造盆地的控制关系
; 3) 属陆相沉积体系

,

包括冲积扇
、

河

流
、

入湖三角洲
、

湖泊
、

沼泽
、

内陆盐湖等
,

偶尔夹海侵层
; 4) 古气候对建造形成的影响

极大
,

建造的原生色调
、

氧化
一

还原性质和有机质发育状况等都与气候条件有直接关系
,

可

以进一步按古气候性质划分为
:
干早型气候的红色复陆屑建造

、

潮湿型气候的灰色复陆屑

建造
、

潮湿
一

干早型气候交替的杂色复陆屑建造
; 5) 建造体内部岩相变化和交替迅速

,

并有

清楚的韵律旋回节奏
. 6) 该建造经常与大陆火山沉积建造 (陆相玄武岩

、

凝灰岩 )
、

ss 型

(次稳定型 ) 蒸发盐建造呈横向或纵向交替
。

红色复陆屑建造是由浅红色与红
、

紫红色的长石质石英砂砾岩
、

粉砂岩
、

泥岩以及砂
一

泥
一

碳酸盐组成的混积岩构成的建造
。

由于建造中的红色物质最为发育而典型
,

因此又有
“

红色建造
”

之称
.

造成岩石呈紫色的主要原因是普遍含浸染状的尘埃铁— 红色的高价态

氧化铁或高价含水氧化铁
。

这些尘埃铁又称
“
红铁尘

” ,

它一般粘附于碎屑的表面或粘附在

粘土矿顺粒上
。

该建造的韵律旋回性明显地反映在红色色序和粒度成分上
。

每一个色序韵

律开始于紫红色 (夹黄色
、

灰绿色 ) 一黄色杂色再至紫红色岩层而结束
。

每一个粒度韵律

则由砾岩或含砂砾岩一砂岩一泥页岩
、

泥灰岩组成
。

在相旋 回上主要为河流冲积相一滨湖

三角洲相 (局部可能有浅湖相 )
。

本建造是重要的含铜建造
,

含铜岩石主要是含铜砂岩
,

此

外也可见页岩和粉砂岩
。

含铜的砂岩及砂砾岩多位于相旋回的下部
,

而含铜页岩位于相旋

回的中部
。

建造体的分布受断陷盆地的控制
,

建造中岩石组合在水平方向上由边缘至中心

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在边缘带
,

特别临近古构造隆起带
,

大部分由含砾石的或细砾岩的红

色层组成
,

粗粒岩的数量随远离侵蚀区而减少
。

沉积相带从山麓洪积变为洪积平原沉积

(局部为湖泊沉积 )
。

各相带皇不规则环带状分布
。

主要含铜砂岩工业矿床即分布在平原河

流及滨湖相带上
,

其中包括滨湖三角洲
。

我国红色复陆屑建造在中新生代分布广泛
,

其中川滇建造带
、

湘建造带
、

赣东南建造

带都是重要的含矿建造
。

杂色复陆屑建造是一种干旱与潮湿气候交替环境控制的复陆屑建造类型
。

主要 由杂色

复成分碎屑岩系列和复杂颜色的复矿物枯土所组成
。

杂色复成分粘土主要包括红色
、

紫红

色
、

灰绿色的含高岭石
、

胶磷石和水云母质粘土岩及暗色的富含有机质泥岩
。

此外还伴生

有数量不定的暗棕褐色油页岩和含有凝灰质碎屑物的各种粘土岩
、

火 山灰层以及夹有薄层

状石灰岩
、

白云岩和生物介壳钙质层
。

本建造中泥岩的组成物质及其形成条件与其它复陆屑建造有很大的区别
,

以含有微量

生物遗体
、

化石 (介形虫
、

鱼
、

鱼鳞 ) 为特征 (而灰色复陆屑建造以发育植物残屑 为特

征 )
。

建造中的杂色泥岩是重要的组成分子
,

泥岩类颜色的复杂特征
,

也成为建造命名的依

据
。

在形成条件方面
,

本建造主要以浅湖
、

深湖
,

特别是以发育深湖泥岩为特征
。

而其它

复陆屑建造以浅湖
、

湖沼
、

牛扼湖相为特征
。

本建造中的深湖泥岩
、

如灰绿色泥岩
、

蓝色

泥岩
、

黑色泥岩等均属建造中的重要生油岩
。

近年来
,

在本类建造中还发现有大量的湖泊

浊积岩和重力滑塌沉积
。

这些事实证明
,

本建造系形成于内陆巨型深断盆地
。



裂谷系的沉积建造

整个建造的旋回性表现为
:

下部为三角洲及滨湖相
;
中部以深湖相的泥岩和粉砂岩为

主 , 上部则为滨湖浅湖相为主
。

反映一个粒度由粗变细
,

又由细变粗 ; 湖水由浅变深
,

又

由深变浅的形成过程
。

整个建造的旋回结构反映出建造形成过程处于一个沉积断陷
.

伸展

的构造发展过程
。

杂色复陆屑建造带在我国东部中新生代
“

新华夏第三沉降带
”

最为发

育
。

灰色复陆屑建造及火 山复陆屑建造是由灰色双组分的碎屑沉积系列 (如长石石英砂岩
、

砾岩
、

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与暗灰至黑色的粘土岩
、

油页岩
、

煤层组成的共生组合体
.

有

时也常见到火山灰和火山岩层以及与其有共生联系的硅藻土层
。

本类建造主要发生在被改造的先期已形成的陆壳和潮湿型气候带控制下所形成的沉积

组合
。

它是大陆壳地势偏高
、

气候潮湿条件下
,

山间狭窄断陷盆地
、

山茂河湖沼泽盆地的

形成产物
。

玄武岩在建造中主要发育在下部
,

呈厚层状
,

层间及其上部常有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
、

砂岩
、

页岩夹层
。

表明建造形成早期至中期伴生有深断裂引起的大陆玄武岩流强烈的喷溢

活动
。

煤层或油页岩层往往出现在由玄武岩~ 凝灰岩一砂岩
、

页岩构成的旋回结构的顶部
。

东北伊苏地堑带内著名的第三纪抚顺煤田是典型的灰色复陆屑和火山复陆屑建造
。

在吉林

东部
、

胶东西部及广东地区
,

分布有火 山复陆屑建造 (含火山硅藻土型建造带 )
。

据许志琴资料
,

在我国郊芦裂谷带轴部宽 15 一 4 k5 m 的狭长带内
,

中生代晚期堆积了厚

达 5O0 0m 的莱阳组
、

青山组及王氏组大陆火山沉积建造
。

裂谷形成早期 (J
,
一 K : ,

莱阳组 )

的沉积分布于整个裂谷区范围
,

以灰绿
、

灰色粉砂岩
、

泥岩和砂岩为主
,

厚 16 00m 为双组

分碎屑河湖相沉积岩石共生组合
,

具有灰色复陆屑建造特点
。

中期 ( K
. ,

青山组 ) 以火 山溢

流和火山碎屑堆积为主
,

有钾质玄武岩
、

橄榄玄武岩
,

粗面岩及凝灰质沉积
,

在轴部出现

拉斑玄武岩
。

火 山岩具大陆裂谷的双模式组合特征 (许志琴
,

1 98 2)
。

晚期 (K
2 ,

王氏组 ) 主

要分布在裂谷盆地的轴部及东部
,

厚约 3 3 0 0m
,

下部以褐紫色砾岩为主
,

夹紫红
、

灰绿色砂

岩
、

粉砂岩及泥灰岩
,

为洪积平原相 ; 中部为黄绿
、

灰紫色粉砂岩和夹石膏泥岩
,

为闭塞

湖盆沉积
;
上部为河流

、

洪积相的紫红色砂砾岩
,

含砾长石砂岩
,

为红色复陆屑建造 (图

l )
。

从郊庐古裂谷形成作用的早期到晚期
,

建造组合序列表现为
:

灰色复陆屑建造一大陆

火山岩建造一红色复陆屑建造
,

反映了次稳定构造条件下的建造演化过程
。

郑庐轴部裂谷

带的建造发育具有受拉张至挤压构造控制的多旋回性
。

郊庐裂谷的沉积建造发育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东非裂谷
、

红海裂谷相接近
。

但应指出
,

红海裂谷是一个已发展成为陆间断陷的裂谷盆地
。

在断陷裂谷 (白奎纪至晚第三纪 ) 底已

出现较热 (有热流 ) 的原始大洋岩石圈的狭长带
,

地壳厚度 包括水深为 1 k2 m (水深 l一

1
.

sk m )
,

裂谷 内的沉积一直受两侧陆块和底部地慢热流的直接影响
。

裂谷两侧还发育有广

泛的碱性橄榄玄武岩建造和红色复陆屑建造
。

它的分布明显地与晚始新世至早渐新世时的

红海断陷裂谷开始扩张相吻合
。

随着扩张
,

中新世两岸上升
,

中心沉降
,

水深达 sk m
,

地中

海的海水侵入裂谷盆地
,

形成厚达 2 0 0 0一 5 O0 0m 的岩盐型蒸发岩建造
,

在局部地方同样可

以看到玄武岩质熔岩与蒸发岩成指状交错现象
。

SS 型蒸发盐建造是裂谷系盆地的重要建造类型
。

它主要由石膏
、

岩盐
、

钾盐或钾芒硝

层等燕发盐岩双组分复陆屑沉积系列共生组成
。

本类建造在我国东部中新生代裂谷断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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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云南思茅拗陷带的侏罗
一

白奎纪都有发育
。

一般建造厚度在数干米以上
。

例如湖北江

汉盆地的建造下部为红色
、

杂色陆源碎周岩层
,

主要为富含灰质的砾岩
、

砂砾岩
,

部分为

粘土岩
,

粒度组分由下而上从粗变细
。

建造的上部为红蓝相间的粉砂岩和粘土页岩
,

富含

石盐层
、

石膏层
,

局部层位尚夹含钾盐层
。

建造厚度
、

盆地拗陷幅度与蒸发岩石共生组合的关系十分密切
。

根据盆地拗陷幅度
、

建

造厚度发育程度
,

可以区别出两个亚带
:

浅拗陷建造亚带和深拗陷建造亚带
。

浅坳陷建造

亚带一般厚只有二
、

三千米
,

由石膏层泥岩和岩盐层与红色或杂色陆屑沉积组合而成
。

建

造剖面构成特征为由淡化~ 咸化` 淡化的大旋回
,

例如江汉地区应城拗陷即出现此类旋回
。

大旋回内部具有明显的次级韵律的旋回
,

各次一级韵律旋 回主要由硬石膏
一

钙芒硝
一

石盐
一

硬

石膏层 (或硬石膏结核层 ) 组成
,

缺乏钾盐和钾芒硝
。

深拗陷建造亚带的岩石共生组合
,

除石膏
、

石盐及陆源碎屑沉积外
,

还发育有厚度较

大的钾盐沉积和生油页岩
。

据 目前资料
,

在此建造亚带内的含石膏
一

石盐组合中
,

已找到薄

层杂卤石层和钾芒硝层
。

我国云南思茅拗陷带的侏罗
一

白圣纪沉积是另一个 ss 型蒸发岩建造类型
。

蒸发岩建造

及复陆屑建造总厚度达 1 7 0 0 0m 以上
。

此建造除大量的石膏
、

石盐层外
,

还发育良好的钾盐

层
。

钾盐层最多可达 20 余层以上
,

分布于蒸发岩盆地巨大石盐透镜体内
。

在含钾盐的深拗

陷带内
,

蒸发式韵律层各岩组间多呈过渡渐变关系
,

韵律发育完全
,

一个韵律旋回的厚度

达 9 0m
。

从国外资料来看
,

在大西洋两岸
,

分布在西非东岸及南美洲西岸底部大陆边缘的蒸发

岩建造带
,

以及延伸至英国北海底的蒸发岩建造带
,

都位于一条纵贯全球的巨型古裂谷系

内 (晚侏罗世至晚白奎世 )
,

其形成是与大西洋板块由北向南的裂开过程有关 (图 2 )
。

据

197 9 年 R iut er
,

P
.

A
.

C
,

发表的钻探资料证实
,

G ab on 和 oC lgj
e
蒸发岩盆地都是产 出有钾



裂谷系的沉积建造

盐的 ss 型蒸发岩建造
。

非洲板块

X防

:储

夏 { 蕊}飞
那 \

肺
\

夏 \
` (

巾

图 2 非洲
一

美洲大陆张裂期 (晚侏罗世

至晚白里世 ) 的大陆裂谷中形成的沉积

建造 (据孟样化
,

1 98 3 )

张裂初期 (晚侏罗世 )形成复陆屑建造和火山

沉积建造 (玄武岩 ) ,
张裂继续发展 (早白蟹

一

晚白坚世 ) 形成 ss 型燕发岩建造 ( o a卜翔 和

。
n , 燕发岩盆地 )

.

建造分析是依据 1 9 7 9

年 uK lt er P
.

A
.

C发表的钻探资料为荃础的

.及

产
武岩

:

移线

心

中

铭资

铃禅

.J了
.

幼

在北海地 区
,

当晚二叠世蒸发岩建造形成之前
,

已有陆壳张裂的迹象
.

阴后
,

出现了

比利牛斯
一

大西洋的三叠纪蒸发岩建造
、

墨西哥沿岸的三叠纪
一

早侏罗世蒸发岩建造
,

建造带

随时间发展而由北向南推移
,

均与大西洋板块的拉张裂开过程基本一致
.

据瓦列也夫 ( P
.

H
.

B启 Jl
ee B , 1 9 7 7) 分析俄罗斯地台上的泥盆纪一二叠纪的石盐

一

钾盐

型蒸发岩建造 (即 ss 型建造 )
,

及横贯北欧直到英国北部的晚二叠世钾盐型燕发岩建造
,

都

是代表一个巨型的内陆张裂海槽
,

它的形成显然与古裂谷的发育过程有关
。

历史上 (中新世 ) 干化的古地中海
,

经海底钻探
,

已发现这一干化过程中形成的巨厚

SS 型蒸发岩建造
。

实际上
,

这一地中海下的蒸发岩建造正位于新生代古地堑带内
。

这个地

堑带是新生代早期发展起来的非洲
一

阿拉伯大裂谷的第三分支
。

中新世的巨型蒸发岩建造不

仅发育在古地中海地堑带内
,

而且向东一直延伸到死海盆地
,

甚至在非洲
一

阿拉伯大裂谷的

第二分支
,

即相当于红海地堑的下边
,

也都广布有巨厚的中新世蒸发岩建造 ( ss 型 ) 分布
。

总之
,

钾盐型 ss 型蒸发岩建造是在裂谷张裂较深
,

有大洋海水入侵条件下形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