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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二叠纪沉积盆地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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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

本文所指中国东部包括浙江
、

福建
、

江西以及郊庐断裂以南的江苏
、

安徽地区
。

区 l ’ J

二叠系发育较好
,

分布较广
,

同时赋存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
,

是一重要含矿地层
。

数十年来
,

一直为地质学家所注 目
。

本文就中国东部二

叠纪沉积盆地演化作一探讨
。

一
、

沉积盆地类型

中国东部晚古生代沉积盆地系板块内部

的盆地
,

形成于陆壳之上
。

盆地规模大小不

一
,

基底各不相同
,

大多为继承性盆地
,

发育

于二叠纪前
,

至中晚三叠世
,

受印支运动影

响
,

导致区域性整体上升
,

海水退出
,

结束充

填
。

在整个晚古生代
,

盆地的沉积作用
、

构造

变动
、

火山活动都表现相对的稳定性
,

具有克

拉通盆地性质
。

根据盆地的形成机制不同
,

沉积盆地大

致可分两类
,

一类为坳陷盆地
,

另一类为断陷

盆地 (图 l )
。

各类盆地有如下特点
:

1
.

坳陷盆地是由地壳相对下沉而形成的

较宽缓盆地 盆地基底为前震旦纪变质岩或

早古生代变质岩
,

宜绍断裂 (宜春一江山一绍

兴断裂 ) 以北的盆地基底为前震旦系
,

盆地形

成时间早
,

发生于晋宁运动后
,

盆地发展时间

长
,

结束于晚三叠世印支运动
。

宜绍断裂以南

的坳陷盆地
,

基底 为下古生界变质岩
,

形成于

加里东运动后
,

在晚古生代
,

盆地不断超覆扩

展
,

发育时间短
,

可延续至三叠纪
,

印支运动

后整体上升
,

结束充填
。

图 l ,

l
,川东部二叠纪古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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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延伸方向为北东向
,

与古陆和隆起一致
。

盆地活动性不强
,

沉积厚度不大
,

二叠

系厚度一般在 27 3一 80 Om 左右
。

无盆缘断裂控制
,

盆地坳陷具不均一性
,

形成次级坳陷与

隆起
。

盆地基底较完整
,

断裂活动弱
,

如下扬子坳陷盆地
、

赣西南坳陷盆地等
。

少数盆地

赘 基底发育北东向断裂
,

活动性较强
,

沉降幅度较大
,

有大量陆源碎屑供给
,

沉积厚度可达

1 8 0 om 左右
,

如闽西南坳陷盆地
。

2
.

断陷盆地是断裂作用而形成的
,

两侧有盆缘断裂并受其控制 盆地基底为前震旦纪

变质岩
,

形成于中晚泥盆世
,

结束于三叠纪
,

发育时间短
,

二叠纪是断陷盆地发展演化的

主要时期
,

充填了较厚的沉积物
,

形成十分重要的含煤地层和海泡石粘土沉积
。

盆地形态呈狭长带状
,

北东向延伸
,

其范围较小
。

断块相对运动的强度和速度决定着

盆地的沉积作用
,

控制着沉积厚度和岩相展布
。

萍乐断陷盆地南北两侧分别为宜春
一

婆源断裂和宜丰
一

景德镇断裂
,

由一系列规模不等

的断层密集排列组成
,

倾角陡
。

盆缘断裂在二叠纪各个时期
,

其活动强度是各不相同的
,

以

茅 口期活动最显著
。

同时盆地内基底活动是不均一的
,

形成一些次级坳陷
。

二
、

盆地的沉积序列

(一 ) 坳陷盆地的沉积序列

1
.

以前展旦纪变质岩为基底的盆地

二叠系大致可分七个沉积组合
,

由下而上为下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下碳酸盐岩组合
、

下

硅质岩组合
、

碎屑岩组合
、

上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上硅质岩组合或碳酸盐岩组合
。

现以下扬

子盆地为代表
,

简述如下
:

下含煤碎屑岩组合
:

石炭纪末
,

发生海退
,

局部地区形成滨海平原环境
,

发育以炭质

泥岩
、

粉砂岩为主夹透镜状灰岩和薄煤层沉积
。

因泥炭沼泽化时间短暂
,

煤层薄而不稳定
,

厚数米
。

该组合为栖霞早期沉积
,

东部不发育
,

主要见于盆地西部
。

下碳酸盐岩组合
:

代表二叠纪最大海侵栖霞期沉积
。

区域性海平面上升
,

形成广阔的

陆表海
。

岩性为深灰色含隧石结核生屑泥晶灰岩
,

以含隧石结核
、

有机质及大量生物碎屑

为特征
,

厚 1 28 一 2 12m
。

碳酸盐岩具向上变浅序列
,

上部出现白云质灰岩及砂屑灰岩
,

形成

海侵到海退一个旋回
。

另外
,

在盆地东北部
,

下碳酸盐岩组合由碎屑岩夹灰岩组合代替
,

这

是由于邻接鲁东古陆而出现的陆缘碎屑岩相沉积
。

下硅质岩组合
:

为早二叠世晚期沉积
,

由薄层硅质岩
、

硅质泥岩组成
,

纹理发育
,

以

含放射虫为特征
,

底部常具含磷结核泥岩及锰矿层
,

代表又一次早二叠世海侵
。

盆地沉降

强烈
,

水体加深
,

由栖霞期的碳酸盐台地形成水体较深的沉积盆地
,

由补偿盆地成为非补

偿盆地
,

硅质岩组厚 24 一 50 m
。

碎屑岩组合
:

由细砂岩
、

粉砂质泥岩及炭质泥岩组成
,

局部夹硅质岩
,

厚 20 一 J om
。

在

盆地南部以粉砂岩
、

细砂岩互层为主
,

在盆地东部常夹薄层砂质灰岩
,

且厚度增大
,

碎屑

岩厚达 3 14 m
,

东北部滨海地区厚 63 3m
。

厚度的巨大变化
,

反映盆地东西部活动强弱的差

异
。

从下硅质岩组合至碎屑岩组合
,

组成早二叠世的第二次海侵海退旋回
.

上含煤碎屑岩组合
:

该组合为龙潭组的下段
,

是茅口 晚期海退的继续
,

在三角洲平原
_

L出现的含煤沉积
。

岩性主要为灰色中细砂岩
、

灰黑色粉砂岩及泥岩夹薄煤
,

厚 35 一 8 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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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茅口晚期碎屑岩组合沉积的连续和发展
。

上碳酸盐岩组合
:

岩性为深灰色厚层含隧石结核灰岩
,

为龙潭组上段地层
,

厚 2一 2刁m
。

在盆地东南广德一带
,

由 1 00 余 m 滨岸相细砂岩和粉砂岩所代替
。

东部苏州地区
,

则为海

陆交替相的含煤碎屑岩
。

这一组合反映了晚二叠世龙潭晚期由西向东海侵造成沉积的差

异
。

上硅质岩组合或碳酸盐岩组合
:

为晚二叠世晚期沉积
。

硅质岩组合由灰黑色薄层硅质

岩
、

硅质泥岩及黑色页岩组成
,

含放射虫
,

厚 17 一 66 m
。

在盆地东部无锡
、

苏州地区
,

硅质

岩由浅水碳酸盐岩代替
,

厚 巧 om 左右
。

长兴期海侵是龙潭晚期海侵的继续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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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以早古生代变质岩为基底的盆地

沉积序列可以闽西南盆地为代表
,

由下而
_

l二可分五个沉积组合
,

即碳酸盐岩组合
、

下

碎屑岩组合
、

下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上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上碎屑岩组合
。

前三个组合为早二

叠世栖霞期和茅口 期沉积
,

后两个组合分别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和长兴期沉积
。

简述如

下
:

碳酸盐组合
:

由深灰色厚层含煊石结核生屑泥晶灰岩及钙质泥岩硅质岩组成
,

厚 156 一

25 o m
,

为正常的开阔浅水台地沉积
,

生物丰富
,

门类繁多
。

与下扬子盆地相比
,

缺失下含

煤碎屑岩组合
,

栖霞组灰岩连续沉积于晚石炭世船山组之上
。

下碎屑岩组合
:

即下统的文笔山组
,

岩性为泥岩
、

粉砂岩
、

水平层理发育
,

底栖及浮

游生物繁盛
,

厚 2 09 m
,

为浅海陆棚环境
。

东部华夏古陆的上升
,

盆地的陆源碎屑充填开始

增强
。

下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为一套三角洲平原相的含煤沉积
,

由粉砂岩
、

泥岩
、

细砂岩及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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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成
,

厚 550 一 1 0 0 0m
。

代表了中国东部茅 口晚期的一次重要海退
。

上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为冲积平原河流湖泊沉积
,

由中细砂岩
、

粉砂岩和杂色泥岩组成
,

含少量薄煤层
,

厚 6 47 m
,

表明华夏古陆上升强烈
,

剥蚀增强
,

陆地扩大
,

盆地的充填堆积

也较强烈
。

上碎屑岩组合
:

岩性为粉砂岩
、

泥岩及少量细砂岩
,

厚 128 m
。

局部地 区发育厚层生屑

灰岩
,

海相生物众多
。

这一浅海陆棚沉积
,

代表本区二叠纪末期的一次海侵
,

盆地充填开

始减弱
。

(二 ) 断陷盆地的沉积序列

沉积序列与坳陷盆地比较相似
,

由下而上可分五个沉积组合
,

即下统的下碳酸盐岩组

合
、

泥岩及泥灰岩组合
、

灰岩及硅质岩组合
; 上统的含煤碎屑岩组合

、

上碳酸盐岩组合
。

简

述如下
:

协

下碳酸盐岩组合
:

与栖霞组相当
,

为一套深灰色含隧石结核泥晶灰岩
,

含姿屑及沥青
质丰富

,

颇似下扬子区的沉积
,

厚 Z l om
。

这一开阔台地沉积
,

是二叠纪稳定时期雇勺产物
,

反

映栖霞期海侵时
,

萍乐断陷盆地与其他盆地无明显界线
。

泥岩及泥灰岩组合
:

岩性 为黑色泥岩
、

泥灰岩及透镜状灰岩
,

有机质高
,

富产底栖腕

足动物群
,

属种比较单调
,

厚数十至 20 0 余 m
,

这一组合代表宁静的还原环境
,

盆地水体加

深
,

活动性有所增强
。

灰岩及硅质岩组合
:

相当茅 口晚期沉积
,

由厚层灰岩
,

硅质灰岩及硅质岩组成
,

厚 82 一

7D 如、 `

东部硅质岩发育
,

西部硅质岩少
,

以含健石结核灰岩为主
,

说明盆地在茅 口晚期有

很大分异
,

中部及西部水体浅
,

为补偿性盆地
;
东部水深

,

形成数十米硅质不补偿性沉积
。

这可能是盆缘断裂不同地段活力强度的差异所造成
。

含煤碎屑岩组合
:

即乐平组煤系
,

为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

岩性以砂岩
、

粉砂岩为主
,

夹

泥岩及煤层
,

旋 回性清晰
。

下部砂岩增多
,

且粒度变粗
; 上部海相泥岩及粉砂岩增加

,

在

宜春
、

石岗一线以西
,

乐平组老山段上部以上地层为台地相隧石结核灰岩所替代
,

厚 2 00 一

6 6 2n l ,

为晚二叠世龙潭期海退沉积
,

晚期又开始海侵
,

但海水只达西部地区
。

上碳酸盐岩组合
:

与长兴组相当
,

为灰白色
,

浅灰色厚层含隧石结核生屑灰岩
,

生物

丰富
,

厚 13 0一 28 o m
,

这一广阔的浅水碳酸盐台地沉积
,

与下扬子盆地东部苏州一带的长兴

组相似
,

显示二叠纪末又一次较大海侵
。

三
、

沉积相特征及展布规律

(一 ) 沉积相特征

中国东部沉积盆地
,

二叠纪时沉积环境多样
,

陆相
、

过渡相及海相均有发育
。

陆相以

冲积平原相为主
,

过渡相有三角洲相
,

海相有滨岸相
、

陆棚相以及陆缘碎屑岩相和碳酸盐

台地相
。

其主要特征如下
:

卜 冲积平原相

冲积平原相为一套含煤碎屑岩沉积
,

由含砾粗砂岩
、

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泥

岩夹煤层组成
。

沉积旋回性清晰
,

富含植物化石
。

在冲积平原上发育河流
、

湖泊和泥炭沼

泽
。

每一旋回底部常有滞流沉积卜助护刷面
,

砂岩中常见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

上部为泛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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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湖泊和泥炭沼泽沉积
,

以粉砂岩和泥岩为主
,

具波状及水平层理
,

植物化石丰富
。

2
.

三角洲相

该相是二叠系的重要相带
,

在茅口期及吴家坪期均有发育
,

分布较广
.

三角洲沉积以

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及煤层为主
,

在剖面上具明显的向上粒度变粗的层序
。

三角洲相由

前三角洲
、

三角洲前缘
、

三角洲平原亚相组成
,

三角洲平原亚相最为发育
,

常形成较厚的

含煤碎屑岩沉积
,

并间夹有支流间湾泥岩及粉砂岩
,

是二叠纪重要成煤环境
。

3
.

滨岸相

该相分布范围较小
,

仅见于龙潭晚期安徽广德
、

长兴期福建将乐一带
,

沉积物有细粒

石英砂岩及粉砂岩等
,

砂岩成熟度较高
,

常见有舌形贝等腕足类化石
。

4
.

陆棚相

陆棚相主要发育于茅口期和长兴期
,

分布广泛
,

沉积物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为薄层硅

质岩和硅质泥岩 , 另一为泥岩和粉砂岩
。

前者发育于下扬子地区
,

硅质中富含放射虫及菊

石腕足契化石
,

纹理发育
,

少见粉砂级以上陆源碎屑
, 后者见于福建西南部

,

以泥岩及粉

砂岩为主夹少量细砂岩
,

水平层理发育
,

生物繁盛
,

腕足类
、

瓣鳃类
、

苔醉虫及菊石化石

丰富
。

5
.

陆地边缘碎屑岩相

该相分布于下扬子沉积盆地东北部
。

在栖霞期
,

由于鲁东古陆提供大量陆源碎屑
,

形

成一套陆地边缘碎屑岩相沉积
,

由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夹薄层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

其特点是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交互成层
,

这与陆源碎屑供给量的多寡有关
,

碎屑物增多
,

则

形成砂岩和粉砂岩
,

反之则形成生屑泥晶灰岩
,

含珊瑚
、

腕足类
、

苔醉虫等化石
。

6
.

碳酸盐台地相

碳酸盐台地相是本区二叠纪最主要的沉积相
,

在各个时期均有发育
,

尤以栖霞期最为

发育
,

形成广阔的碳酸盐岩沉积
。

根据沉积特征
,

可分为开阔台地
、

近源开阔台地
、

台洼

及生物礁
、

滩等亚相
。

开阔台地亚相在栖妓期和长兴期分布最广
,

沉积物主要为生屑泥晶

灰岩及泥晶生屑灰岩
。

含有机质和催石结核
,

生物十分繁盛
,

门类众多
,

以骇类
、

珊瑚
、

腕

足类为主
。

近源开阔台地亚相一般含陆源碎屑
。

台洼亚相是碳酸盐台地中相对低洼处
,

于

浪基面以下的低能环境
,

岩石类型仍以含健石结核的泥晶灰岩和生屑泥晶灰岩为主
,

常含

泥质
,

生物也十分丰富
。

生物礁另星分布于台地边缘
,

如长兴期无锡高山点礁
,

造礁生物

为海绵
,

附礁生物有腕足类
、

瓣鳃类
、

海百合及腹足类等
,

形成多层障积岩及障积骨架岩
,

旋回清晰
。

本区发育的一些滩主要为一些低能的生屑滩
,

规模不大
,

主要为泥晶藻屑灰岩
、

泥晶生屑灰岩
,

反映水动力并不强
。

栖霞期及长兴期常见有滩亚相分布
。

(二 ) 沉积相展布规律

二叠纪岩相比较复杂
,

但其分布是有规律的
。

总的来说
,

它是受古构造所支配
,

有着

一定的空间配置
。

沉积相展布大体有如下特点
:

l( ) 沉积相展布具明显的方向性
,

大致呈北东向分布
。

岩相的展布方向受古陆和隆起

所控制
,

与正性构造的延伸方向是一致的
。

例如吴家坪期冲积平原相分布于古陆的一侧
,

大

致平行于北东向的华夏古陆和鲁东古陆
。

茅 口期和长兴期的陆棚相硅质岩分布于江南隆起

的西侧
。

( 2) 由陆到海
,

相带呈有规律的分布
。

在吴家坪期
,

华夏古陆强烈上升
,

形成南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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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西低的地势
,

给沉积盆地提供了大量陆源碎屑
,

因此
,

由陆向海
,

依次出现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和海相展布的格局
。

长兴期闽亩南坳陷盆地
,

由东向西
,

沿古陆边缘发育滨岸

戮
·

相碎屑岩
,

远离古陆则为陆栩相粉砂岩泥岩沉积
,

也甚清晰
。

(3 ) 二叠纪古构造具明显的隆起与坳陷相间的格局
,

反映在沉积相展布上
,

呈现台地

相与台洼相或陆栩相的交互
。

隆起区发育碳酸盐台地
,

坳陷区常为陆棚相或台洼相
。

由南

东向北西
,

总体而言
,

海域有不断加深之势
,

如茅 口期岩相分布
,

从东南部的华夏古陆开

始
,

依次出现三角洲平原相
、

台洼相
、

台地相
、

陆拥相
,

在长兴期也有类似情况
。

( 4) 早二叠世晚期至晚二叠世晚期
,

无论陆相或海相碎屑岩沉积大多分布于东南部闽

西南坳陷盆地
,

发育有冲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
、

滨岸
、

滨外陆棚碎屑岩
,

碳酸盐台地不发

育
。

相反
,

西部诸盆地主要分布台地相碳酸盐岩及陆棚相硅质岩
,

这一沉积相展布明显是

受东部华夏古陆的制约
。

四
、

沉积盆地的演化

中国东部沉积盆地均为继承性盆地
,

发育历史很长
,

特别是晋宁运动后形成的盆地
,

经

历了整个古生代及三叠纪的发展演化过程
。

因此
,

二叠纪与此相比
,

只不过是漫长地质历

史中短暂的一个时期
。

二叠纪沉积盆地的演化与构造发展一致
,

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

分别

相当于栖霞期
、

茅 口期
、

吴家坪期和长兴期 (图 3)
。

(一 ) 第一阶段
:

海侵超班
,

盆地扩大

栖霞期海侵是晚石炭世海侵的继续与扩大
,

局部地区出现滨海平原相的含煤碎屑岩沉

积
,

厚度甚薄
,

仅见于下扬子盆地西部地区
。

栖霞期海侵是二叠纪最广泛的一次海侵
,

海

侵方向自西南向东北
,

形成一片广阔的陆表海
,

海水可能已到达浙
、

闽沿海一带
,

致使华

夏古陆大大缩小
。

栖俊晚期又表现海平面下降
,

不少地区发育白云质灰岩
。

从栖霞早期至

晚期形成一次海侵海退旋回
。

栖霞组含健石结核灰岩岩性十分单调
,

在我国南方均有它的

踪迹
,

可以对比
,

一般厚 20 m0 左右
,

生物繁盛
,

各种门类均有
.

这一开阔台地相沉积的种

种特征
,

充分说明了早二叠世早期在构造上是一个稳定时期
,

主要是整体的缓漫沉降
,

未

见有盆地内的断块活动与分异
,

以致造成岩性岩相
、

沉积厚度在区域上的稳定性
,

同时也

仗映海底地形比较平坦
,

起伏不大
。

这次大区域海平面上升
,

可能与全球性海平面变化有

关
。

(二 ) 第二阶段
:

盆地发生分异
,

基底断裂活动增强

经历了以栖被期为代表的构造稳定期之后 (石炭纪也不活动 )
,

茅 口期盆地开始出现分

异
,

断裂活动明显
,

造成错综复杂的古地理景观
,

沉积多样
,

类型繁多
,

岩相变化大
,

沉

积厚度差异甚大
。

在闽西南盆地
,

由于东部华夏古陆的再度上升
,

盆地内北东向断块活动强烈
,

大量陆

源碎屑充填盆地
,

形成 12 00 余 m 的陆棚相泥岩
、

粉砂岩以及海陆交替相的含煤岩系沉积
。

这一地层层序
,

总的反映了海退序列
,

由下而上海相沉积减少
,

陆相河湖沉积增多
,

由浅

海陆拥逐渐演变成三角洲滨海平原
,

最后向冲积平原转化
。

煤系的旋回性清晰
,

每一旋回

厚 10 一 20 余 m
,

煤层顶板常有海相泥岩
,

含煤数十层
,

多为薄煤层且不稳定
,

是我国南方

早二叠世重要的含煤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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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南盆地及萍乐断陷盆地则是另一类沉积
,

茅 口早期为台洼相的黑色泥岩和透镜状

灰岩
、

泥灰岩
,

晚期为厚层泥晶灰岩及硅质岩
,

厚度变化极大
,

从数十米至数百米不等
,

这

是盆地内部分异的结果
。

下扬子盆地
,

茅口早期沉降比较强烈
,

下沉幅度大
,

由栖霞期碳

酸盐岩台地形成非补偿盆地
,

发育厚度仅数十米的硅质岩沉积
。

茅口晚期海退
,

出现泻湖

湾相黑色泥岩粉砂岩以及三角洲相沉积
,

各地厚度变化甚大
,

从数十米至六百余米
。

在隆

起区及其边缘仍发育碳酸盐岩
,

整合于栖靛组之上
。

茅 口期断裂活动明显增强
,

同沉积断

裂
,

如江南断裂
、

萍乐坳陷盆缘断裂以及宜春一江山一绍兴断裂等均有活动
,

也是造成岩

性
、

岩相
、

厚度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

(三 ) 第三阶段
:

海退
、

盆地范围缩小

晚二叠世初发生大规模海退
,

盆地大面积上升为陆
,

海水退至下扬子盆地西端
,

这是

受东昊运动影响的结果
。

但这一阶段在构造上是相对稳定期
。

华夏古陆西侧
、

鲁东古陆东南侧
,

河流湖泊发育
,

形成较宽广的冲积平原
。

具有大型

板状交错层理的河流相砂岩
、

水平层理的湖泊相泥岩
、

粉砂岩和块状层理的沼泽相黑色泥

岩
、

碳质泥岩构成闽西南盆地和浙西盆地昊家坪期的主要沉积
。

紧邻冲积平原的是范围更

为广阔的三角洲平原
,

包括萍乐断陷盆地
、

赣西南坳陷盆地及下扬子盆地大部
,

堆积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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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米或百余米的海陆交互相含煤岩系
,

向上海相沉积增多
。

其特点是煤系旋回清晰
,

煤层

薄不稳定
,

含硫及灰分高
,

是二叠纪最重要的成煤期
。

吴家坪晚期是一海侵期
,

海水 自西向东侵入
,

海侵范围不大
,

只有下扬子盆地西部及

萍乐坳陷盆地西部被海水侵没
。

海陆界线在江西宜春
、

高安
,

安徽广德
、

江苏无锡
、

苏州

一带
。

在该线西北部主要发育浅水台地相含隧石结核灰岩沉积
,

厚数米至数十米
。

东南部

仍为滨海平原
,

聚煤环境未变
,

并逐渐向古陆一侧的冲积平原过渡
。

盆地内充填的陆源碎

屑主要来自华夏古陆
,

煤系中的含砂率变化随着远离古陆不断降低
。 `

昊家坪期盆地沉积厚度和岩性岩相
,

虽无很大变化
,

但盆地仍有分异
,

断裂还有活动
,

如萍乐断陷盆地中部及北部存在二个次级坳陷
,

乐平组厚度均超过 6 00 m ; 宜春石岗同沉积

断裂斜切萍乐断陷盆地
,

造成断裂两侧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沉积
、

不同的岩相以及沉积厚

度的差异
。

吴家坪期盆地上升
,

发生大规模海退
,

可能与全球海平面变化有关
。

( 四 ) 第四阶段
:

海侵
,

盆地内部再次分异

长兴期盆地再次分异
,

断裂活动又趋活跃
,

形成多种类型的沉积物
,

在岩相上也发生

很大变化
。

晚二叠世海侵至长兴期达到高峰
,

海水几乎侵入全区
,

在昊家坪期含煤碎屑岩上普遍

整合覆盖长兴期的不同海相沉积
。

在闽西南地区
,

华夏古陆大大缩小
,

晚二叠世早期的沉

积平原已演变为开阔浅海
,

滨岸和陆棚相的砂泥岩均有发育
,

厚度变化甚大
,

薄者十余米
,

厚者二百余米
,

大田
、

漳平一带还出现一狭长的碳酸盐台地
,

显示盆地内活动的不均一性
。

在下扬子盆地
,

与茅 口期相似
,

西部强烈坳陷
,

出现非补偿盆地
,

发育 2 0m 左右的硅质岩
;

东部为开阔浅水碳酸盐台地
,

堆积了百余米的浅灰
、

灰白色厚层生屑灰岩和白云质灰岩
,

台

地边缘发育有小规模生物礁
。

综上所述
,

沉积盆地在二叠纪经历了超覆
、

活动分化
、

退覆和再活动分异四个演化阶

段
,

三次海侵和二次海退
。

二叠纪大区域的海平面升降与全球海平面变化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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