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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化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第十讲 发育于板块活动边缘

及岛弧系的沉积建造
.

板块聚敛俯冲带
,

包括由大洋板块与大洋板块
,

或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聚敛俯冲过程

所形成的一系列沉积盆地
:

深海沟
、

斜坡盆地
、

前弧盆地
、

弧后盆地以及前陆盆地
。

这些

盆地内形成的沉积建造均由非稳定型的陆源建造
、

火山沉积建造和内源建造组成
。

在中国境内和海域
,

自北而南有四条地壳消减带
:

l) 介于中国北部大陆区及其相邻的

陆缘与西伯利亚一蒙古大陆南侧陆缘区之间地壳消减带
; 2) 介于中国北部大陆区与中国南

部大陆区
,

大致沿昆仑
、

秦岭一线等地壳消减带
; 3 ) 介于中国南部大陆区与西南方 (冈瓦

纳 ) 大陆之间的
,

以班公错一怒江为代表的地壳消减带
; 们 介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濒太平洋

陆缘区
,

都是板块活动边缘及岛弧系的沉积建造系列发育区
。

这些建造系列的形成 标志出

中国境内板块聚敛俯冲的演化和形成历史过程
;
标志着在中国大陆形成过程中深海沟

、

斜

坡盆地
、

弧前盆地
、

弧间盆地
、

弧后盆地以及前陆盆地等一系列活动性盆地的存在过程
。

非稳定型陆源建造是聚敛俯冲带最发育的建造类
,

其中包括混杂建造
、

陆源复理石建

造
、

陆源磨拉石建造等
。

这些建造主要为多组分的陆源碎屑
、

火山碎屑和杂质粘上所组成

的岩石共生系列
,

因此又称杂陆屑建造
。

非稳定型火山沉积建造类有大洋玄武岩建造 (蛇绿岩套 )
、

火山硅质建造
,

以及火山复

理石建造和火山磨拉石建造
。

聚敛俯冲带的沉积建造具有狭长弧形带状体态和多种位移型建造体态
。

非稳定型内源沉积物
,

由于活动的构造背景条件
,

一般较少发育成独立的建造
。

深海沟以发育复理石建造为特点 (图 1 )
。

它发育于大洋板块向下俯冲消减处所形成的

狭长而深度极大的海槽内
。

这里形成的复理石建造组分中除了大部分是来源于岛弧前斜坡

而外
,

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远洋沉积— 厚度很薄的硅质沉积物和泥质沉积物
。

后者 系来自

深海沟内墙
。

来自岛弧前斜坡的物质主要为浊流碎屑物
。

深海槽的复理石建造一般呈楔形

条带体
,

其厚度视物源供给状况
、

俯冲速度的快慢以及海沟方位与陆源供给方向之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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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如果海沟与俯冲消耗方向
、

陆源供给方向三者近于平行或夹角甚小
,

并且主要发生横

多 向充填时
,

则复理石沉积作用可以在深海沟内连续很长时间
,

从而形成厚度巨大
、

形态狭

长的复理石沉积楔状体
。

现代太平洋海岸的安第斯型深海沟内的新生代复理石建造就是一

个典型代表
。

了

犷

图 l 现代太平洋海沟复理石建造
、

混杂建造及野复理石建造

(据 D
.

W
.

cS h o ll a n d M
.

5
.

M a r lo w
,

19 7 4 )

卜复理石沉积楔状休
; ,

、

, 一

受板块俯冲剪切形成的混杂建造
; I 一

被俯冲作用刮离的野复理石建造

岛弧前斜坡的复理石建造
,

以伴生有大规模深海峡谷扇沉积物为特征
。

就是说
,

在沉

积建造内部常常出现间隔复理石地层的再沉积砾岩组合
,

如新西兰地区中新世复理石建造
。

再沉积砾岩层的层序由一系列特殊类型构成
,

从非粒序性块状层
、

成熟性剪切型块状层到

发育完全的砾一砂一泥粒序层的层序 (又称
x 一 y 一 z

韵律砾岩) ( 图 2 )
。

再沉积砾岩的砾石

组分主要为杂砂岩屑
。

当深海沟与陆源输入物来源方向平行并作纵向充填时
,

深海沟供应来源受到限制
,

不

能形成巨厚的楔形体
。

这些类型充填方式并不伴生有
“

再沉积砾岩
”

组合
,

而仅伴生有厚

度很薄的广泛分布于深海平原的泥质复理石沉积
,

如现代太平洋俯冲带的深海沟沉积状

况
。

俯冲带的斜坡盆地是典型混杂建造和野复理石建造生成带
,

这里也接受原始复理石沉

积
,

但此带在洋壳继续俯冲过程中
,

这些原始复理石沉积物最终将与海沟沉积一并被带入

俯冲带内遭受剪切
,

并与洋壳物质发生构造混杂
,

从而形成由冲断层滑动造成的柔皱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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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斜坡带复理石建造剖面的再沉积砾岩组合的特殊层序

(引自 s 习 j m e n at 叮 G Oe 加 g y 1 8 ( ] 9 7 7 )
,

2 a 9
一

3 19 页 )

I 一

为重力流或惯性流 (l ne rt 扭 flo w ) 初始阶段形成的层序
,

块状层
,

无递变分选
, 1 一

为滚动状

剪切粗砾岩
,

有初步分异
.

剪切面平直
: a一

贫分选的粗砾岩
; 卜 砂卵砾岩

, 。 一

泥岩球在颗粒砂
;

卜
;

’

, :
-x 粗混乱的递变砾岩层

, y 一卵状泥岩及砂岩互层
, : 一

不清楚状柔皱泥岩
, ss 一

剪切层面
。

包括从大洋壳刮下的蛇绿岩在内的俯冲杂岩体
。

就其混杂作用的成分
,

可以区分为蛇绿岩

型的和砂砾岩型的混杂建造
,

前者如四川西南侧发现的蛇绿混杂岩和中新生代弗兰西斯克

区混杂岩
; 后者如台湾吉利层混杂沉积和四川西南金沙江深断裂东侧的甘孜板块发现的泥

砾型混杂岩
。

在 日本中部
,

沿着四万十古消减带外侧
,

始新世至早中新世的籁户川地体由夏理石建

造
、

玄武岩建造和混杂建造等构成
,

其中包括远洋泥质沉积
、

火山浊流沉积和一些外来岩

块
。

其建造岩石共生组合具有以下特点
:

l) 火山熔岩具枕状构造特征
,

为深海喷出产物
;

2) 火山碎屑堆积是由高处通过陡峭的斜坡经块体流搬运的水下碎屑堆沉积
;

3) 在多杂质

的碎屑流沉积层中
,

有一些次圆状的含气孔斑状碎屑
,

推测为近陆表熔岩流成因
。

它们可

能形成于浅水环境
,

然后因块体运动被搬运到较深的地方
;

4) 砂和粉砂级火山碎屑流沉积

与薄层钙质泥岩互层
,

后者代表了深水环境的远洋软泥沉积
; 5) 以生物

、

钙质和硅质为主

的泥岩呈毯状覆盖在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之上
,

整个沉积序列缺乏陆源碎屑夹层
,

指示

了大洋环境
。

N ak a ( 1 9 8 5) 认为
,

这种从深海熔岩
、

火山碎屑
,

到远洋沉积的序列
,

反映

了由火山形成的海山旁侧至山脚的表面岩块裂解的残体
。

当大洋消减板块将海底山带至海

沟时
,

海山被正断层拆解而形成条块
,

条块趋于平行于海沟轴
,

并形成陡崖
。

陡崖将会引

起斜坡崩落和沿构造面或沉积层薄弱带产生重力滑动
,

形成大型岩块堆积
。

弧前盆地是海沟斜坡坡折带与岩浆岛弧之间的盆地
。

它位于无火山活动边缘熔接带与

有火山活动的内弧之间和熔接带之下
,

发育有形变剧烈的海相沉积— 主要是海卞火山沉

积建造
。

这一建造主要由火山岛弧熔岩流及其碎屑喷发物一
一火 山灰流

、

凝块岩和集块岩

构成
。

海下火山沉积建造共生有来自海盆的页岩和石灰岩凸镜体
。

这些页岩和石灰岩凸镜

体主要分布在远离火山喷发中心相以外的分散相组合中
,

石灰岩多以凸镜状不连续为特点
,

并含未发育成熟的珊瑚礁迹
,

形成于火山活动减退和岛弧陆棚面积开始增
一

长的转折端上



1 9 9 1年 ( 5 ) 《沉积建造学》 讲座 4 5

(图 3 )
。

务
A 相

蒙

.

犷

图 3 加勒比海加麦加岛白奎纪火山岛弧中的含珊瑚礁迹的火山沉积建造

(据 A
.

G
.

COO est
,

1 9 7 7 )

A 一

火山活动中心相
:

为近火山喷发活动中心区
,

包括火山灰流
、

熔岩流
、

集块岩
、

凝块岩
,

卜火山活动分散相
:

发育于远离或无活动的火山喷孔 v( en t ) 中心
,

主要为细粒的具层理

状的火山碎屑沉积层系
,

并共生有页袋和某些石灰岩凸镜体 (即含珊瑚礁
“

迹
”

的灰岩 )

弧后盆地 ( er tr

~ bas
in) 是与岛弧造山带内部构造有关的张裂性盆地 (即弧后扩张 )

。

它一般是一个具有洋壳基底性质的深海至半深海环境的小洋盆地
,

弧后区限于边界条件
,

几

乎完全缺乏水携陆源输入来源
,

因此这里不发育陆源沉积建造
,

而只发育由岛弧火山来源

形成的火山沉积建造
,

如拉斑玄武岩建造
、

海相火山碎屑沉积建造
、

火山复理石建造及碳

酸盐复理石建造
。

建造的物源主要为岩浆弧的火山碎屑以及与此来源有关的海解产物—
蒙脱石粘土

。

此外
,

在建造体中还共生有海盆内成因的生物软泥
。

弧后盆地虽然可以对称

地张开
,

但沉积作用来源是不对称的
。

建造体普遍具有偏高的 N a
质

,

火山碎屑组合主要发

育在邻近岩浆弧一侧
,

环绕岩浆弧缘形成厚度较大的火山碎屑扇裙的复合体
。

在火山碎屑

裙的远端相变成含蒙脱石
、

玻璃质斑晶
,

同时也共生有深海相棕色粘土
、

硅质沉积和微晶

碳酸盐沉积
。

这种共生关系可以与真正大洋深海平原的红色软泥一硅质软泥建造相区别
。

现

代太平洋西缘火山岛弧带后面的 日本海
、

冲绳海槽
、

汤加盆地 ( K a r sn g a n d M o o er
,

一9 7 5 )
、

中美加勒比海白奎系
、

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的沙尔布尔提山上志留统和黑龙江小兴安岭奥

陶系的火山复理石建造和其它火山沉积建造均属俯冲岛弧后盆地建造类型
。

沙布尔提及小

兴安岭的火山沉积建造具有明显的递变层序
,

这也是一个很特征的鉴别标志
。

业治铮等 ( 19 8 3) 研究冲绳海槽晚更新世一全新世沉积物
,

认为冲绳海槽具一个扩张

型弧后盆的特征组合
,

为钙质半深海软泥
一

细粒浊积岩层
一

中酸性凝灰软泥三位一体的建造
。

代表一个快速沉降
、

缓慢沉积的非补偿的饥饿盆地
。

海槽变深或扩张的趋势仍在继续
。

当板块继续俯冲并发生造 山褶皱隆起时
,

与此相适应
,

在克拉通大陆壳前缘表面则发

生下陷
,

从而形成俯冲后期的前陆盆地
,

又称前渊盆地 (
foer 介 c

sP ) 或内缘盆地 ( eP ir hP er al

b as in )
。

在前陆盆地发育早期 (即同造 山期 ) 形成典型阿尔卑斯型陆源复理石建造
。

此类最

典型的代表有阿尔卑斯第三纪磨拉斯盆地和其广泛分布的带状复理石建造
,

喜马拉雅山带

南麓的西瓦里克系
,

中生代北美科迪勒拉造 山带东侧的 K oo t en as
一

lB a ir m or e
磨拉石建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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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 y bi v re
一

R sa ka Poo 磨拉石建造
.

前陆盆地的建造系列发育是在两个板块之间的碰撞拼合作用下进行的
,

一般由称定型

建造一复理石建造一磨拉石建造
。

它代表了板块碰摘拼合作用过程从被动边缘到前陆盆地 ,
的演化过程

:

A
.

原始沉积阶段
:

被动边缘上通常发育一套陆缘碳徽盐建造
。

B
.

前陆盆地早期形成阶段
:

由于板块碰撞造山作用
,

导致被动边缘地区处于强烈的挤

压状态
,

从而使岩石圈及被动边缘上的沉积建造体发生弯曲和部分上隆
,

形成徽突起和下

凹地形雏形
,

并伴随一系列的不整合面的出现
。

此时开始形成一组对称或不对称的海下山

链带
,

结果出现前陆海槽和形成陆源复理石建造
。

这种陆撅复理石建造的碎屑模型中
, F

、

R 指数应该是很低的
。

c
.

前陆盆地成熟阶段
: 随着挤压和造山作用的不断进行

,

由于造山带负荷及沉积负载

的影响
,

前陆盆地进一步下沉接受造山后的沉积充填物
,

这就是磨拉石盆地阶段
。

磨拉石

建造形成过程是与板块聚合的挤压作用导致褶皱
一

冲断带向前陆方向推筱
,

形成构造负荷和

在前陆方向的构造负荷作用下的陷落同步形成的
。

这种陷落是构造负荷作用下岩石圈向下

挠曲的反映
,

因此前陆盆地在成因机制上属于挠曲盆地
。

我国龙门山前陆盆地成熟阶段及磨拉石建造形成时期
,

应是发生在印支运动晚期至燕

山运动早期
。

百西向东发生的摺皱
一

冲断作用
,

把盆地边缘相区沉积物不断卷入到推彼体之

下
。

同时由于半色山一大巴山的摺皱
一

冲断作用的向南逆冲
,

形成冲积扇
、

洪积泥石流为特
争

征的山前盆地磨拉石建造 (梁慧社
, 1 98 9 )

。

从现实主义原理来分析
,

喜马拉雅山系的南印度次大陆北缘的现代盆地
,

就是形成磨

拉石建造的场所
。

这一盆地北部邻近亚洲板块与印度大陆板块相俯冲而发生上升活动的喜

马拉雅山系的南麓
,

盆地长可达 l o 0 0k m 以上
,

宽 5 00k m
。

水系通常平行于构造轴向分布
,

冲积扇的河系支流位于褶皱上升山系一侧
。

从第四纪以来
,

形成了西瓦利克系地层
.

它的

沉积环境完全类似于现代盆地沉积平原谷地和冲积扇形成区
。

由于盆地北缘不断被摺皱冲

断作用所抬升
,

以致使更新世沉积物已达到海拔 kZ m 高度
,

并且引起西瓦利克棺地内的沉

积轴心正在向南迁移之中
。

磨拉石盆地在横向上可以过渡为残留洋盆地的复理石沉积
,

如

现今孟加拉盆地和海湾即为西瓦利克磨拉石建造向南延伸到深海 玫
n , l湾为海下冲积扇

浊流体系所充填— 复理石沉积
。

根据阿尔卑斯磨拉石建造的资料推算得知
,

磨拉石前缘坳陷沉积轴心
,

从始新世至更

新世期间向北移 3 6 k0 m
,

平均移位速度为 Zm m a/
。

在整个磨拉石建造形成的数万年间
,

经

历了二
、

三次造山脉动作用
,

每
t

一脉动周期为 1 0一 15
aM

。

隆起上升褶皱山系的剥蚀速度为

0
.

凌一 l m m a/
,

因此在历时 25 一 3 5aM 间磨拉石建造形成时间里最大剥蚀总量为 1 0一 25 km
, ,

磨拉石堆积的体积比率为 15 0一 4 0 0 m /aM
。

典型的磨拉石建造是由海相磨拉石和淡水相磨
、

拉石旋回组合而成
。

从比较建造学观点看
,

世界上主要磨拉石建造还存在如下共同特征
:

(l ) 具双层巨旋回结构
; ( 2) 两旋回的排水网系和搬运方向发生交替转换

;
( 3) 上磨拉石

旋回中发育有明显的山间块状断裂
。

在有些古代岛弧系优地槽发展中
,

可能并不曾存在这类前渊盆地 (前陆盆地 ) 的发育

过程
。

在俯冲闭合后
,

板块缝合线上 (剥蚀后 ) 出露古洋壳底部形成的奥菲奥岩系 (。 ph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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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

ilt e
) — 蛇绿岩套 (大洋玄武岩建造 )

。

从沉积作用分析
,

奥菲奥岩系 (建造 )
,

是早期洋

底扩张时期形成的
。

第十一讲 洋脊扩张过程的沉积建造

犷

现在的洋壳盆地
,

一般水深在 5 0 0 0m 以下
,

为深海平原远洋泥质复理石沉积和深海红

泥以及硅质软泥所筱盖
.

沉积建造的厚度很薄
,

具有薄席状体特征 (尽管现代建造形成作

用还在继续 )
。

但是
,

在大洋中脊部位却以弯状隆起为特点
,

水深仅 Z0 0 0m 左右
,

明显地位于 cc D 以

上
。

从大洋中脊至深海平原形成一缓坡地形
。

中脊为一个洋壳扩张的中央轴
。

它是由于洋

壳下面存在有高热流导致洋壳热膨胀所引起的
。

现代大洋中脊部位
,

洋壳一般以每年数厘

米的速率自洋中脊顶峰处向两侧移开
,

并不断产生新生玄武岩洋壳物质— 洋壳增生边缘
。

这就是新生大洋玄武岩建造的组成部分
。

这预示着大洋玄武岩建造必然是一个地质历史过

程的穿时体
,

它也必然是一个从轴部向边缘两侧年代逐渐增加的扩散体
.

在洋壳增生的洋中脊形成过程中除了形成大洋玄武岩建造外
,

还形成红泥
一

微晶碳酸盐

建造
、

火山硅质建造或硅质复理石沉积
。

与洋中脊扩张过程形成的建造都具有非固定型扩散体态或位移体态
。

现代大洋中脊的红泥
一

微晶碳酸盐建造广泛发育
,

根据大洋深部钻探资料
,

这一建造主

要分布于大西洋中脊和太平洋中脊两侧
,

它的形成同样与大洋壳增生隆起和扩张有关
.

在

洋中脊部
,

由于那里的洋底高出于方解石补偿平衡深度线 (即 < C c D )
,

所以含有或多或少

微晶方解石的软泥沉积
.

它们是一系列不同溶解程度的方解石溶解相
。

在新形成的地壳

(即洋壳岩石圈板块 ) 顶峰部位
,

由于火山物质的氧化作用
,

形成特殊的岩相单位— Mn +

eF 层
。

在 c c D 界面以下的深海洋底上
,

微晶方解石已完全被溶解掉
,

而代之以红色粘土和

51 0 :

结核
、

缝石层以及由外来浊流携入的泥质远洋复理石沉积 (图 4 )
。

除此而外
,

还有洋

底火山喷出物
、

的堆积
。

各 吞一 丹 吞 心

铅幽毅盐 碎屑 十
L

q C 伪+ 蛋 白石

吞 办 备 吞 丹

F e + M n

军 澎不家
图 4 红泥

一

徽晶碳酸盐建造形成条件

(据 B r侧父比
r ,

w
.

5
. ,

1 9 7 4 )

图表示自大洋中脊峰顶移开扩张下沉过程中形成的

沉积作用层序 (相序 )

从图 4 中可见
,

在最顶峰处的沉积物是 氏 + 卜L l
的氧化物

,

系洋脊火山作用的产物
,
在

离开顶峰的两侧部位因为玄武岩壳的年龄越老
,

热流的影响减退
,

密度增大
,

洋底随而逐

渐沉降
,

当达到远离峰顶数百公里处
,

大洋板块已下沉到方解石补偿平衡深度面以下
,

不

再堆积 ca C o :

软泥 ; 再向深处大洋底面沉积物只剩下氧化的粘土 (富氧的洋流由两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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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洋底部来的 ) 和 15 0 2 。

在古代地层中可能很少保存红泥一微晶碳酸盐建造等洋中脊的建造类型
,

因为大部分

可能由于洋壳向陆壳下面发生俯冲作用而被消减掉了
。

但是在古代地层中却常见到大洋玄武岩建造 (或蛇绿岩套 )
。

它是由基性一超基性岩
、

细碧岩角一斑岩
、

放射虫硅质岩构成的
。

它们代表洋壳扩张洋底喷发形成的富 N a 2 0 的细碧

岩一角斑岩系列
,

此外还伴生少量硅质岩
、

凝灰砂岩
、

硬砂岩等它生成员
。

大洋玄武岩建

造是火山硅质建造系列的首端
,

在这一系列中还包括碧石型
、

硅质页岩型以及远硅质型建

造
。

后两者
,

虽然与火山硅质建造具有成因联系
,

但是它们的形成部位往往发生在活动带

临近稳定块的边缘 (相当于被动边缘 )
。

板块构造演化与沉积建造的发育系列

板块构造的发育控制了沉积盆地的形成和发展
,

从而也控制着沉积建造类型的发育和

更替关系
。

一般而论
,

沉积建造类型的更替时限要数 千万年
,

而建造系列发育历史要数亿

年或更长时限
。

研究各类板块构造发展历史和其沉积建造的序列
,

建立沉积建造发育系列的模式
,

这

些方面工作都是恢复古板块历史演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

根据较近时期的板块构造运动和

古板块构造发展时期的建造分析
,

可以将不同性质板块构造发育类型的沉积建造类型及其

更替关系
,

划分出如下系列
:

.1 稳定建造系列
:

代表稳定克拉通盆地的发育过程
。

其建造系列的总特点
,

从单陆屑

建造形成开始
,

经过浅海型异地碳酸盐玲造 (或称颗粒灰岩建造 ) 类的若干类型
,

最终 又

以单陆屑建造结束
。

我国华北地区 (北方大陆板块内部 ) 大克拉通盆地的震旦纪 (青白口

纪 )
、

早古生代至晚古生代的建造发育系列可作为代表
:

单卜l̀ 屑含煤建造 (海卜tf交 1 2
一

书I当l合 )

( C 一 P )

率

铝 卜钦质建造
今

{
s 刑燕发岩建造~

“ `
今家

}
}

沟
”

喇碳酸盐建造 ( o ,

)

颗粒碳酸盐建造 ( 〔 :一 〔 ,

一 0 1
)

{
S 刑蒸发岩建造 ` 〔 ;

)

任造建
!
磷
!

含é门贾竹
单

s 刑藻礁碳酸盐建造~ 颗粒 (异地 ) 碳酸盐 建造 ( tP )

卜

匕一
,。、 ,

2
.

裂谷系建造系列 (次稳定型建造系列之一 )
:

这是一类发育最广的建造系列
,

以大

陆玄武岩建造开始
,

经过复陆屑建造
、

火山复陆屑建造以及蒸发岩建造
,

与此同时可以重

复出现大陆玄武岩建造或复陆屑建造
。

此类系列以近代东非裂谷系和亚洲东部大陆壳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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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断陷盆地和裂谷带沉积为代表
。

彝 第 一系列

ss 型燕发转建造

{

第 二系列

火山父陆屑建造

)

复陆肥建造
色色色灰红杂

造建造洲建陆!
.

洲陆复山复火

) !
大陆玄武岩建造 大陆玄武岩建造

第一系列为典型裂谷的建造系列
,

其中发育有独特巨厚蒸发岩建造
,

它以发育巨厚岩

盐和钾盐层为特点
,

明显地区别于稳定克拉通盆地的 s 型蒸发岩建造
。

第二系列为未充分

发展起来的裂谷和断陷盆地
.

此系列中没有 ss 型蒸发岩建造
。

3
.

被动边缘型的次稳定建造系列 (为次稳定型建造系列之二 )
:

此系列以大西洋大陆

边缘为代表
。

建造系列的特点之一是常常保留有裂谷系建造的基础
,

因为被动边缘盆地 往

往是在裂谷系建造系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

其建造系列 为
:

亨

瘤状碳敌盐建造 (辞海邢碳酸盐建造 )

{
立厚礁碳酸 盐建造

)
SS

声代燕发六建造

造建

造岩

!
建
!
武

洲么
叱竹眨竹

父大

4
.

被动边缘裂陷植的建造系列 (次稳定型建造系列之三 )
:

这类建造系列的组成具有

较多的变化
,

现仅以我国北方大陆 中元古代吕梁
一

豫西和燕辽裂陷槽的建造发育序列为例
,

其序列如下
:

复卜l̀ J日建造

藻礁碳敌盐建造

}
会{

_

色陆源碳敌去盆建造

罕
沥古碳酸盐建冼 (静海 咧 )

巨 J华明单陆朽建造~ 拉斑玄武宕建造 (浅海叹 )

5
.

被动边缘大洋化次稳定
一

非稳定型建造系列
:

代表被动边缘区拉张作用进一步发展
,

沉降形成洋壳化的过程
。

根据戴维 ( D c w ey 等
,

] 9 7 0) 所建立的大西洋西部剖面
,

可以明显

地划分出如下建造系列的组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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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玄武岩建造 (蛇绿岩套
,

细碧角斑岩建造 )

。状灰岩
_

建
泥灰岩建造

滑。 。

二
盐建造

。 。

孟
建造

6
.

活动边缘
“

优地描
”
发育阶段的非艳定型建造系列

:

这一典型建造系列最早为 H
.

c

沙茨基 ( 1 9 5 2) 所提出
。

近三十年的工作证明
,

这一建造系列广泛发育于从前寒武纪到中

新生代的各活动构造带中
。

从现代板块构造观点
,

它相当于板块活动边缘初期的发育过程
。

其系列为
:

远硅质建造

硅质 建造鑫!

远硅质建造
一

硅质页岩建造
一

碧石型建造
细碧

森
岩建。 。蛇绿岩套 )

7
.

俯冲岛弧海沟系的非稳定型建造系列
:

代表板块俯冲过程形成的建造系列
,

下面是

近代板块俯冲带太平洋型活动边缘形成的建造系列
:

火山磨拉石建造

陆抓复理石建造
令

一弧后火山沉积建造
一

(蒙脱粘土
、

半探海钙质软泥及浊积岩 )

{
“
礁迹

”

火山沉积建造

以
山复理石建造 _ 、 杂岩。

石理

T复

洋远

8
.

俯冲造山期后的非德定型建造系列
:

代表板块活动边缘俯冲聚敛缝合过程中形成的

建造系列
:

建造石

!
拉磨

磨拉石建造小一袖像复理石建造一~ 复理石楔状体混杂建

(前陆盆地 )

火山沉积建造

上述建造系列由右向左代表阿尔卑斯板块俯冲过程特提斯海隆起造山及其前陆盆地形

成的发展关系
。

9
.

洋中脊型的沉积建造系列
:

据目前资料
,

确切的洋中脊型建造系列主要见于现代大

洋板块的中央脊洋壳扩张增生及其两侧大洋底部的沉积
,

其建造系列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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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 “ 盐建造

门 [
红泥徽晶碳酸盐建造一

(远洋锰结核软泥 )

大祥玄武岩建造

各类沉积建造及其系列关系与全球板块构造演化过程
,

可以综合归纳成 以下模式图解

(图 5 )
。

捻定 划沉 积建造
单陆即哒造

一

异地碳敌盐 建选 飞叫枷 i 含碳建 造 系列
山 `

匀沉降盆地捻定陆壳均

次稳定
’砰沉积建适

艾陆划
一 人阳`玄武岩

一
关安六建造系 4JJ

一 次稳定型沉积
陆洲建造 一燕发岩建造 一礁碳酸盐建造

建造

碳限钦址理石红泥微品碳酸 盆建造系 p

凉始裂谷地盆一动被边缘地盆

炸稳定型沉积建造 火ilJ 硅质建造系歹
l」

了
混杂岩建造 一 火山复理 子健造

槽盆地早优期地

活

万于五呼黔牵澎气
碱副

一 ’` 一

嘛隘牙” 云

红宛拼书 品碳酸盐建遭
,稗萝饭

边

陆源 复理 石建造

1

心
毛圣少 ) 又

弧海沟俯 盆冲山火

动

)

嗯萨脚
期盆

址理 石 一 拉 行建造系列
山俯冲造山期

·

缘盆

肺位 石建造

及造山地盆期一缝合线盆地

造山期后板块地

图 5 沉积建造及其序列与全球板块构造演化关系 (据孟祥化
,

1 9 8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