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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泥盆纪各时期古地理
. .

黄云皇

(广东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

本文是在
“
广东泥盆纪岩相古地理及沉积

、

层控矿产远景预测
”
研究课题基础上写成

的
。

广东泥盆纪地层相当发育
,

矿产丰富
。 “
六五

”

期间一些科研和生产单位先后对广东泥

盆纪沉积岩相和层控矿床进行过研究
。

本文主要介绍广东泥盆纪各时期古地理面貌
、

沉积

盆地的发展演化
。

广东泥盆纪古地理主要受北东向和东西向超壳深断裂控制
,

这些断裂由加里东末期的

挤压转化为泥盆纪时的北西一南东向和南北方向的拉张为主
。

这两个方向的断裂不仅控制

了隆起
、

拗陷的边界
,

还控制了沉积相带的时空展布
,

同时对泥盆纪以后褶皱
、

断裂轮嘲
、

岩浆活动
、

区域成矿作用也有控制
。

在古地理面貌上总的显示了东高西低
、

南高北低
、

西

深东浅
、

南浅北深的阶梯状的变化特点
。

泥盆纪海侵来自西南和西北两个方 向
。

晚泥盆世

早期和晚期分别为最大海侵和海退期
。

海退时
,

海水循海侵时的水道由西南和西北方向撤

出
。

据岩矿及斜层理
、

砾石矢量资料分析
,

沉积物质主要来源于东北面的武夷古陆和东南

方的粤东南古陆 (华夏古陆的一部分 )
。

.

一
、

前泥盆纪基底构造 (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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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卫 广东泥盆纪沉积前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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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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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攻关项日
“

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积
、

层控矿产远景预测
”

中的一 个三级 课题
.

参加本

项 l几作的有宁英威
、

马跃华
、

凌秋贡
、

李云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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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及其邻近地区属古大陆边缘区 (郭令智
,

19韶
;
王鸿祯

,

1 9 8 6 )
,

其基底主要 由下

古生界和更老的地层以及侵入其中的花岗质岩石组成
。

基底的基本构造走向为北东向
,

次

为东西向
。

廉江一茂名
,

罗定一四会
,

英德一梅县
,

怀集一韶关和深圳一惠州一带为早古

生代的沉积拗陷区
。

王鸿祯 ( 1 9 8 6) 认为
,

南岭一带为早古生代扩张轴
。

强烈的加里东构

造运动使下古生界挤压成紧闭褶皱
,

形成 以北东向为基本走向的线形褶皱带
,

从而奠定了

北东向为主的基底构造格局
。

二
、

泥盆纪各时期的古地理

峥

广东地区泥盆纪古地理演化大致可分 为五个时期 (图 2
、

3
、

峨
、

5)
.

除早泥盆世中一晚

期的古地理面貌基本为加里东构造运动所造就外
,

其余各期均受到继承性的同沉积断裂所

控制
,

总的趋势为与构造活动史及区域性海水进退有关
。

自早泥盆世 (中一晚期 ) 到晚泥

盆世早期
,

海水由西南 (先 ) 和西北 (后 ) 侵入并渐次扩大
,

古陆 (古岛 ) 边缘不同程度

地 出现各时期阶梯状的沉积超覆现象
。

最大海侵期发生在晚泥盆世的早期 ( 佘田桥期 )
,

到

了晚期 (锡矿山期 ) 随构造活动衰退而开始出现大规模海退
。

这与整个华南海域的泥盆纪

海水进退规程是一致的
。

(一 ) 早泥盆世古地理

广东早泥盆世沉积仅限于粤西部分地区
。

这个时期
,

除封开
、

郁南
、

云浮等地继续处

于海浸环境外
,

三面环陆
,

仅西南方与钦防海槽相通
,

沉积区面积约占全省的九分之一
。

古

地势的变化明显受到北东向和东西向的基底构造控制
。

加里东运动对封开
、

郁南
、

云浮一

带的影响表现不明显
,

地壳上升幅度比其余地 区小
,

是个较低洼的地带
,

接近于当时的区

域侵蚀基准面
,

遭受剥蚀的时间短
,

接受海侵的时间长
,

是海水早到迟退地区
。

而在此区

域以外
,

地壳抬升幅度大并长期处于剥蚀状态
,

无接受沉积
。

(二 ) 中泥盆世早期古地理 (图 2)

图 2 广东中泥盆世早期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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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 占地理基本上继承 了前期东高西低
,

南高北低的古地貌格架
,

但这一时期的构造

拉张和断陷活动趋于加强并开始规模较大的海侵
,

海区面积约占全省的六分之一
。

海侵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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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扩大到吴川一四会断裂带以西附近及粤北瑶山岛以西
、

英德红岩西牛一带
,

往南由于受

到广宁半岛的影响
,

海侵只到达怀集
。

罗定
、

云浮海湾是广西钦州一防城海槽在广东的进

一步延伸
,

粤西南海侵仅限于廉江石岭以西
。

海侵时
,

海水由广西进入连县
,

并由此推往

东南
,
由封开

、

怀集向北东 ; 廉江向东通过多种水道浸漫
。

在封开一怀集一带的浅海沉积

物中繁生有底栖的腕足类
、

瓣鳃类和鱼类
,

沉积了厚 1 00 一 30 0m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

胶磷

矿 及赤铁矿层
。

罗定
、

郁南
、

云浮一线与封开
、

怀集的沉积物基本相似
,

唯缺少赤铁矿
、

胶

磷矿及碳酸盐岩夹层
,

显示了陆源碎屑沉积物明显增多
,

具滨海河口环境
。

在连县
、

阳山

一带
,

海水很浅
、

盆底坡缓
、

潮汐周期作用明显
,

以陆源碎屑潮坪沉积为主
,

产鱼及植物

化石
。

潮坪碎屑岩中夹一层豆状赤铁矿
。

粤北乐昌
、

韶关
、

英德一带产沟鳞鱼化石
,

属河

口三角州环境
。

最大海侵线以东的粤东地 区
,

主要是山前河流沉积环境
,

靠近剥蚀区则为

冲积扇
,

沉积物呈近东西向的条带状分布
,

其间被剥蚀区相隔
。

从沉积物普遍较粗
、

颜色

以紫红为主
,

反映 当时的广东地域处于温热多雨的古气侯环境
。

(三 ) 中泥盆世晚期古地理 (图 3)

.

沏
印 1 2 0 18 0肠

梧州尹 电

蒸夔戮巍

圈 3 广东中泥盆世晚期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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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泥盆世晚期古地理与早期相比
,

面貌大为改观
,

表现为构造活动强烈
、

火山活动明

显
,

也是泥盆纪以来最大海侵的开始
。

海侵迅速扩大到昊川一四会断裂带以东的台开恩地

区
,

整个海盆的轮廓已经形成
,

沉积相开始分异
。

在粤西和粤北开始出现了台地及台盆和

浅海陆棚沉积环境
,

在同沉积断裂活动的边缘
,

如连县其王岭
、

小带
,

英德红岩
、

马 口
、

硫

磺山等地发育小型珊瑚礁
,

英德马口
、

红岩和阳山岭背石麦坪等处见有台地边缘滑塌角砾

岩
。

这个时期
,

由于受到继承性同沉积断裂强烈拉张兼左旋走滑活动的影响
,

出现了以北

东向 (吴川一四会 ) 和东西向 (五华一沸冈 ) 超壳深断裂带为主导的东西分带南北分区的

地貌格局
。

伴随着广从超壳断裂带左旋走滑和北西向的拉张活动作用
,

在台开恩地 区和曲

江大宝山等地出现了海底火山喷发活动
。

中泥盆世晚期的海陆分配是三分陆地两分海域
,

海域北
、

东
、

南三面仍为古陆 (古

岛 ) 所盘踞
。

西南海域有信宜半岛和广宁半岛作屏障
。

在半岛之间有水道与西南面古广海

相通
,

另一条水道从瑶 山复背斜与连山岛之间
,

向西北延伸而与湘桂海域连通
,

由于受到

岛屿的梗塞
,

海水流通不畅
,

波浪作用不明显
,

以潮汐作用为主
,

故晚期海域具陆表海性

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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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

质
。

海底地形总的趋势仍然是一个南高北低
、

东高西低
,

向西南倾斜
,

形似箕状的海盆
。

根

据中泥盆世晚期地层与基底的沉积超覆关系和底部沉积性质的综合分析
,

当时古地理的变

化明显受着南北向拉张活动和北东向左旋滑动的影响
,

形成若干条斜贯广东腹地条带状拗

陷带和隆起带
.

其中大的隆起有五个
,

即诸广山
、

佛冈
、

云开
、

广州和东南沿海隆起
,
大

的拗陷有四个
,

即粤北
、

粤中
、

粤东梅县一惠州和粤西阳春一茂名拗陷
。

北东向和东西向

构造不仅控制了隆起和拗陷的边界
,

还控制着沉积物分异
,

形成东西分带和南北分区的现

象十分明显
。

如吴川一四会断裂带的两侧
,

岩相古地理面貌出现明显差异
,

在沉积物上主

要表现为
“

两套泥盆系
” ,

断裂带以西一开始就处于滨一浅海环境
,

以碳酸盐建造为主夹碎

屑岩建造
,

产腕足类
、

珊瑚
,

有人称为
“

广西型
”
泥盆系

;
此断裂带以东为河流

、

湖泊
、

滨

一浅海碎屑岩建造夹碳酸盐
、

火山岩
,

产鱼
、

植物和藻类
、

介形虫
、

舌形贝等
,

有人称为
“

广东型
”

泥盆系
。

由西南方向入侵的海水由于受到岛屿及广宁一佛冈一九连隆起带的阻隔
,

水道迁回
,

造成了滞水不畅的还原环境
。

进入到晚泥盆世时
,

海水才浸过该隆起带而与粤

北海盆汇成一体
。

故中泥盆世晚期于广宁一佛冈隆起的南北两侧拗陷带中
,

亦形成了两套

沉积物
:
南面以碎屑岩为主

;
北面则以碳酸盐岩为主

。

其中粤北拗陷
,

范围广阔
,

下沉幅

度较大
,

物质来源丰富
,

是广东一个最重要的成矿域
,

产丰富的铜
、

铅
、

锌
、

锑和硫铁矿

等矿产
。

该期古生物群落丰富多彩
、

较深水浮游生物
、

正常海底栖生物
、

台地及台地边缘造礁

生物和陆生生物大量繁生
,

并开始有菱铁矿
、

铅
、

锌等硫化物矿产的生成
,

气候温和
。

在

台开恩地区出现过滨岸沙丘和某些陆相紫红色碎屑岩地层的存在
,

推测当时可能出现过短

暂的炎热干早的气候期
。

根据古地理图上海陆分布的趋势
,

以及岩矿资料
、

斜层理
、

砾石矢量资料分析
,

砾石

和斜层理的优势倾向为北西和南东两个方向
;
根据扁平面砾石 A B 面倾向

,

其方向与牵引流

方向相反的判断准则
,

古水流或古动力方向为南东和北西两个方向
,

与野外宏观分析判断

的陆原碎屑来源方向基本吻合
。

(四 ) 晚泥盆世早期古地理 (图 钓

图 4 广东晚泥盆世早期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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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陆 (古岛 ) 面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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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缩小
,

前期海域中的岛屿下沉水中
,

碳酸盐沉积区大为扩大
,

碎屑岩沉积区相应缩小
,

台

地扩大
,

台盆加深变宽
,

最大海侵线向东到了兴梅一带
,

海岸线向东迁移了数十公里
。

原

来为大陆拗陷接受冲积扇
、

河流沉积的环境逐渐为海水浸漫为潮坪环境所替代
。

地势仍保

持东高西低
,

粤东为陆地
,

粤西为海区
,

海陆参半的古地理面貌
。

沉积盆地中的物质主要

来自武夷古陆和 粤东南古陆
。

在粤东平远东石一水电站一带和粤西云浮大降坪有火山活

动
。

据粤东蕉岭澳峰 口
、

粤东南宝安南澳西冲
、

粤中开平等地剖面斜层理
、

砾石矢量资料

表明
:
粤东的古水流方向主要为由北东往南西

、

西方向流动
,

西
`

”一带古水流向为向北西

方向流动
,

说明沉积物质来源与古流水方向是一致的
。

指示海水方向的资料较少
,

在清远

明遥 见两个保存于灰岩中的斜层理平均倾向为北东 8 50
,

显示海流来自南西
、

西方向
.

在粤

北乐昌西岗寨的柱状叠层石长轴方向为南西 20
。 ,

显示该地海流或潮汐流向为北东一南西

方向
。

晚泥盆世早期是生物最繁盛的时期之一
。

其中有珊瑚
、

腕足类
、

腹足类
、

层孔虫
、

瓣

鳃类
、

竹节石
、

牙形刺
、

植物等属于温暖气候生长的海相底栖的
、

浮游的和陆相原地生长

或异地埋藏的生物化石
。

自东而西
,

由陆到海随着不同沉积环境生物门类属种亦有所变化
,

在东部平远东石
、

梅县一蕉岭一带的陆相碎屑岩中产植物及瓣鳃类
;
滨岸碎屑潮坪环境中

化石种类较多
,

如连平卷龙坝粉砂岩
、

泥岩中产腕足类
、

瓣鳃类
、

海百 合等
,

在翁源陈村

产腕足类
、

粤中开平东山塘仔滨岸碎屑潮坪环境中产腕足
、

腹足类
、

层孔虫
、

苔醉虫
、

棘

皮类
、

介形虫
、

叠层石
、

光壳节虫
、

海绵骨针
、

兰绿藻等
,

这些生物群落均属于热带一亚

热带常见的动植物
,

这与中国晚泥盆世华南地区属热带一亚热带干湿相间区是一致的
。

(五 ) 晚泥盆世晚期古地理 (图 5)

.

今

图 5 广东晚泥盆世晚期古地理图

! 占陆 (古如) , 2一水下隆起
. 3

一

沉积盆地
.

4一址大海份界线
; 5

一

坛大海退 界线
. 6

一

海仗方

向 . 7一海逛方向
, R

一

物质来源 方向
, 9

一

砾 石
、

斜层理 等指示的 古水流方向
. 1 0」司沉 .lB 断裂

F琢
.

5 比 t e 恤 t e eD
v o n ia n

啤扭阳 g eo
-

g r a P h ic ma P o f G ua
n s d o n g

破
该时期 古地理与早期基本相似

。

早时来 自西部的海水继续东侵
,

海盆仍有所扩大
,

海

侵高潮期达到七分海域三分陆地的规模
。

除粤东南古陆和武夷古陆及惠州拗陷带部分保持

为山地及冲积平原外
,

粤北的一些小岛均被海水浸漫成为水下隆起或障壁
。

晚时由于构造

拉张和走滑活动明显减弱
,

沉积速率大于盆地沉降速率而发生大规模的区域性海退
,

海盆



199 2年 (l )广东泥盆纪各时期古地理

.
收缩变浅

。

随着海水向西退出
,

海岸也迅速向海方 向推进
,

致各沉积区也相应由陆棚递变

为台地
、

潮坪
。

与此同时
,

海盆的东北缘和东南缘有大量陆源碎屑注入
,

自东而西出现了

沉积海退
,

碳酸盐沉积区缩小
,

陆源沉积区扩大
,

原来的台地大部分消失
,

形成碳酸盐 向

陆源碎屑层序演化
。

东北部和东南部由于河流伸入到滨岸潮坪
,

发育了三角洲沉积
。

在粤

东蕉岭溪峰 口潮坪暴露地表并遭受过风化剥蚀作用
,

与上覆石炭系呈不整合接触
。

而多数

沉积区随着泥盆纪的结束而过渡到石炭纪的新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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