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9 2年 岩 相 古 地 理 N o 2
.

! 9 9 2

依
一

伊断裂带成堑阶段

的沉积环境变化和生物演变
.

.

陈秉麟

(大庆石油学院 )

依 (兰 )
一

伊 (通 ) 断裂带和密 (山 )
一

抚 (顺 ) 断裂带 (又称敦
一

密断裂带 ) 斜穿辽吉

黑三省 (图 1 )
,

穿过了中朝淮地台和吉黑地槽系
,

被认为是郑庐断裂北延部分的两个分支
。

前者长约 10 Ok0 m
,

后者长近 8 0 0 km
,

在两个断裂带内发育了一系列含煤
、

含油盆地
。

这些

盆地多为断陷盆地
,

具有地堑或反地堑性质
,

很多都是半地堑
,

它们的成堑活动主要发生

在第三纪
,

其构造发展过程 与断裂带 内的沉积环境变化
、

生物演变有密切关系
。

本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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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断裂带 外
,

包括 J
’

密 抚断裂带南段的抚顺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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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成堑阶段概述
节

上述两条断裂带具有活动早
、

发育时间长的特点
。

已有资料证实它们开始发育于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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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沼泽湖泊型模式剖面及典型柱状剖面图
l一 7 典型剖而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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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
,

但缺乏早期的岩浆喷溢
.

这主要与它所处的构造位置有关
,

它是发育在燕 山期花岗

岩基底上的小型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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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发育型 (图 3) 断裂带内含煤盆地多为此种类型
。

以舒兰盆地为例
,

成堑早

期 以洪
、

冲积粗碎屑沉积为主
,

低洼处常形成沉积型粘土矿床
。

抱粉分析成果说明粘土矿

形成于古新世末一始新世初
。

始新世为沼泽与河流
、

湖泊交替环境
.

沼泽发育时间长
,

展 书
布范围广

,

形成重要煤层
。

始新世晚期进入湖泊发育阶段
。

由于湖泊分布广
,

湖成暗色泥

岩在地堑内可起到地层对 比标志层的作用
。

渐新世进入河流泛滥平原为主的发育阶段
,

间

或也有短期湖泊沼泽存在
。

渐新世未地堑基底短期上升之后
,

进入成堑后期
。

此期以河流

为主
,

常有岩浆喷溢
。

因本类型沼泽发育时间长而稳定
,

分布范围广
,

形成地层厚度也较

大
,

含有重要可采煤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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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沼泽发育型模式例面及典型柱状剖面图 丈图例同图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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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发育型 ( 图 4) 本类与沼泽发育型特点相近
,

但在地堑基底沉降过程中有多

次较长时间的湖泊发育阶段
,

形成厚度大
、

分布广的湖相地层
。

相邻两次湖泊发育期之间

以河流泛滥平原环境为主
,

时有短堑的小型湖沼发育
,

常形成厚度较薄的煤层及油页岩层
。

本类可以伊通盆地为例
,

成堑早期形成具洪
、

冲积粗碎屑岩的河流环境
。

主要沉陷期有三

次较长时间的湖泊发育阶段
,

时间依次为始新世早期
、

晚期和渐新世晚期
。

此外
,

还有多

次时间较短
,

规模较小的湖泊存在
。

渐新世后
,

地堑基底经过短期上升
,

进入 以河流环境

为主的成堑后期
,

主要沉积早期湖泊形成的暗色泥岩
。

由于其生成早
、

埋藏深
、

成为重要

的生油岩
。

中
、

晚期湖泊形成的泥岩在条件适宜时也能生油
。

布
000 000

沪沪朴朴

尸尸r , 了了

图 4 湖泊发育型模式剖面及典型住状剖面图 (图例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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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平原型 (图 5) 本类既无较长的沼泽发育阶段
,

也无较长时间的湖泊发育时

期
。

在地堑的全部演变过程中
,

以各种与河流有关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主
,

包括河床
、

河漫
、

牛扼湖
、

小型湖泊
、

沼泽和洪积扇
。

成堑期虽也形成多层煤层和湖成岩层
,

但其厚度大多

较薄
。

这是地堑中最常见的类型
。

地堑内还有第五种类型
。

在地堑成堑早期和主要沉陷期
,

由于地堑基底快速下沉
,

两

侧 山地急剧抬升
,

在边界断裂内侧常形成倒石堆
、

山麓扇
,

在湖泊两侧形成扇
一

三角洲
。

对

此可称为谷地边缘型
。

钻遇本类地层的钻孔很少
,

但在地震剖面上十分清楚
,

如图 2一 5 模

式剖面图的边部所示
。

在地堑边界断裂内侧
,

有一系列与边界断裂平行的同生断层
,

谷地

.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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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泛渔平原型模式剖面及典型柱状例面图 (图例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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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粗碎屑堆积
,

从地堑底部一直叠覆到地堑最上部
。

因断裂带内尚未发现本类单独存

在的地段
,

故未作为一类单独列出
。

三
、

生物群演变

依
一

伊地堑现代地貌为一断续的线状谷地
,

两侧为丘陵山地
,

谷内或发育有沼泽
、

湖泊
,

或有河流流过
。

河流或横穿地堑
,

或顺谷地蜿流
。

河流两则为泛滥平原
,

并有小型湖泊沼

泽
。

因谷地横向狭窄
、

洪积扇
、

倒石堆直接盖在河漫滩上
。

谷地内生物以植物 为主
,

生长

有落叶阔叶林
、

灌丛和草本植物
。

两侧山地俐发育有针叶阔叶混交林
。

成堑阶段断裂带内

自然地理面貌应与此类似
。

断裂带内所含化石以植物为主
,

以抱子花粉化石最常见
,

其次为化石叶片与枝干
。

动

物化石仅见于地堑南段
,

伊通盆地曾发现鱼类
、

双壳类及介形类
,

但数量很少
。

丰富的动

物化石见于抚顺和沈北两盆地
。

该地区在地堑成堑过程中生物群演变脉络十分清楚
。

抚顺盆地为一断陷盆地
,

具北断南超的半地堑性质
。

成堑早期地层为老虎台组
,

虽以

玄武岩为主
,

但其中所夹煤层说明有河流沼泽发育
。

化石仅见抱子花粉
,

其母体植物为 B叻勿

(桦 )
、

肋
.哪 (恺本 )

、

。叩砂姑 (棒 )
、
。溯神劝白 (香获木 )

、

肠州坛成如 (黄祀 )
、
刀如脚 (榆 )

、

协脚似
(栋 )

、

`国` (榆 )
、

。妙扣 (山核桃 )
、

〔城 ,哪 (雪松 ) 及 叭叮诚如陷留 (衫科 ) 植物等
。

总面貌具

暖温带阔叶落叶林特色
,

生长的是以乔木
、

灌木为主的植物群
。

栗子沟组形成于主要沉陷早期
,

谷地内生物仍以植物为主
,

其面貌继承了成堑早期的

特点
。

随着气候变暖
,

植物进一步繁盛
,

出现了以植物和昆虫为主的沼泽生物群
。

古城子组沉积时期沼泽广布
,

植被为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混交林
,

常绿阔叶植物明显

增 多
。

温暖潮温的气候条件
,

茂密的森林适于昆虫栖息繁衍
。

森林中生长着 。 肠
,

~
(摇

蚊 )
、

乙娜吻 (草蚊 )
、

泪饭 , 嘟即。 (蛛蚊 )
、

及似翻四 (菌蚊 )
、

及朋护仍昭 (切叶蚊 )
,

以及 ` 瓜阳如神别
-

、 尹叔洲 (蚤蝇 )
、

蛇类等 50 余种昆虫
。

这些昆虫的现生种大务栖息于亚热带
,

少数生存于热

带或温带
,

与植被反映了相同的气候条件
。

随着地堑基底下沉
,

湖泊范围扩大
,

进入以湖泊为主发育阶段
,

形成了由淡水鱼类
、

软

体动物
、

介形类及植物
、

昆虫组成的淡水湖泊生物群
.

计军屯组沉积时期
,

湖滨生长了由

“ 协 k卯 (银杏 )
、

卿砷洲
r的哪 (水松 )

、

材山卿妙油 (水杉 )
、

御脚必 (红杉 )
、

oP 尸必绍 (杨 )
、

伽
。砷祝。

(香蔽木 )
、

川。 (恺木 )
、

B时山 (桦 )
、

枷醉哪 (棒 )
、

发从砚狡 (样 )
、

cetI
话 (朴 )

、 . 、

助。 (械 )
、

.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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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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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加政助 (似沙巴桐 )
、
。 , 沙 . (鹅耳橱 )

、

几尹活 (山毛样 )
、

介优七` 琳方翻 (昆兰村 )
、
口如助翔 , 侧

帅

(樟 ) 笋组成的亚热带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棍交林
。

湖泊中生活着鱼
、

龟
、

螺类
、

介形类等

动物
。

西露天组沉积时期淡水湖泊动物最繁盛
,

早期湖中生有 扔路枷啊洲即 (抚顺雕饰叶肢介 )
,

以后螺类及介形类繁盛
。

螺类有 及助娜自 (豆螺 )
、

刀以如哪 (塔滴螺 )
、

月沁川油 (水螺 )
、

拟扮功网如

(麦氏娜 ) 和 F` 洲白 (盘螺 ) 等
。

所发现的化石数量多
.

,

大小混杂
,

壳体大多支离破碎
,

扭

曲变形
,

说明当时湖水平静
,

螺类死后就地埋葬
。

化石的丰度说明湖内有机质丰富
,

为螺

类繁殖提供了丰富食物
。

本区以豆螺为主的腹足类动物群
,

与辽河盆地同期类型有一定差

别
,

而与苏
、

皖等地的同期化石又有一定的相似性
。

特别是 乃临加 ,
碱卿 ,

,

在东北仅见于抚

顺一处
,

与其相近的类型却见于苏
、

浙
、

皖
、

粤同期地层中
。

这说明本区与上述地区确有

联系
,

郊庐断裂可能成为这些动物迁移的通道
。

本期古湖中生存的介形类大多属淡水金星

介科
,

以 伪尸幼 (金星介 )
、

伪尸初“ 哪 (美星介 )
、

丈脚刀邢啊耐版 , 。 (湖浪介 )
、

皿哪郑南 (真星介 )
、

c如面犯 (玻璃介 )
、

aC
l以切己使如 (小玻璃介 ) 为主

,

其次 为 乃咖叼妙” (似星介 )
、

口邵如印尸钻 (球

星介 )
、

伪尸
.

协 (丽星介 )
、

伪尸 , (柔星介 )
、

伽
u。山 (达尔文介 ) 及 月勿

,

聊
一

印尸钻 (翼星

介 )
。

介形类化石很多
,

大小混杂
,

多为单瓣或碎片
,

反映的环境和腹足类相同
。

西露天组

未见植物叶片化石
,

抱粉资料反映的植被类型与计军屯组沉积时类似
,

为常绿阔叶
、

落叶

阔叶棍交林
。

抚顺地区西尽天组之上为耿家街组
,

该组分布范围局限
,

化石很少
。

其虽为湖相地层
,

但未见动物化石
,

有的井孔连抱粉化石也找不到
,

反映了湖水较深的环境特点
。

抱粉资料

说明耿家街组沉积时期的植被面貌与西露天组相同
。

抚顺地区缺失渐新世及其以后地层
。

沈北盆地发育特点与抚顺类似
,

成堑早期为河流环境
,

生长了落叶阔叶林
。

在基底沉

降过程中也经历了河流一沼 泽的演变过程
,

但仅发现植物化石
。

’

湖泊发育阶段见有 习~
户椒 , 615 (中华扁卷螺 )

、

月时心油 (水螺 ) 物稗裕为 (小河北螺 )
、

阳
之拐如 盘螺

、

汤蒯 is (贝加尔

螺 ) 等腹足动物
。

这些化石常见于辽河盆地沙河街组第四段上部
,

是辽河盆地始新世动物

群的一部分
。

主要沉降晚期的洋河组沉积时期
,

本区为河流泛滥平原环境
,

也有湖泊沼泽
,

湖泊中生活有 召翻旧娜叨毋 6沁 (中华扁卷螺 )
、

血令如 (曲螺 )
、

丹令翻 (滴螺 )刃琳耐
. (小旋螺 )

、

V喊心勿

(盘螺 ) 和 及触俩户. (渤海螺 ) 等腹足动物和一些介形类
。

断裂带内大部地区为植物所占据
,

它们和别处同时代植物群一样
,

被子植物占绝对优

势
,

早第三纪以木本植物为主
,

晚第三纪草本植物愈来愈重要
。

气候是控制植物类型的重

要因素
,

东北地区由古新世暖温带气候条件变为始一渐新世的亚热带
,

晚第三纪又转为暖

温带与温带
。

如表 2 所示
,

地堑内的植物群演变明显反映了这一过程
。

地堑基底长期下沉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一个长条形的谷地
。

与两侧丘陵山地相比
,

谷地

内气候温暖
,

水分充足
,

土壤丰腆
。

当两则山地生长着针叶林或针叶
、

落叶阔叶混交林时
,

谷地内却生长着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混交林或落叶阔叶林
。

因谷底与两侧山地高程的不同
,

植被面貌也有一定差别
。

四
、

地堑发育与环境
、

生物群演变的关系
.

地堑的宽窄
、

形态
,

断裂带两侧边界断裂及断裂带内横断裂的发育情况
、

展布规律都

是控制地堑内环境演变的重要因素
。

它们决定了谷地不同地段的宽窄
、

规模
,

并使不同类

.
.。
,

,

`

…
!.|||||||||ls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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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环境的存在成为可能
。

一般说来
,

断裂带内大而深的地段有利于湖泊发育
,

窄而浅的地

段多为河流发育区
。

衰 2 不同环境类型生物演变比较农

T . b k 2 C Or n
pe

r如翻 ot b拓 l侧口. 1 e v o l u侣加曰 加 山心 “ en t . y p . 诚 班山咖 . at yr en vlr . me
n .

.

成成矫矫 沼 泽 湖 泊 型型 其 他 类 型型

期期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
环环环境变化化 生 物 演 变变 环 境 变 化化 植 物 演 变变

陋陋陋陋陋汁泽发育叫叫} 湖泊发育型型 阿流泛滋平原叫叫叫
成成析析 河流为主主 中一上新世

:

吸沮带一级带
...

河流为主主 河流为主主 河流为主主 中一上新世
:

吸公带一沮带
...

晚晚里助助助 落叶阔叶林
.

草木植物增多多多多多 落叶阔叶林
.

草本植物增多多

..... 和叮流泛滥
、
rrr渐新世

:

沮暖潮沮亚热带常常河 流 泛 滋 平平 湖泊泊 河流泛渔平原
,,

渐新世
:

砚吸潮配的亚热热
要要要 原

、

小邢湖湖绿阔叶
、

落叶阔叶林
,

湖拍拍原
,

小型湖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小型湖泊沼泽泽 带
,

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叶
力力̀̀ 泊沼字节节

,

卜见腹足类及介形类类 沼泽泽 河流泛滥平原
,,,

林
,

气侯逐渐变冷
,

常绿绿
阵阵}}}}}}}}}}}}}}}}}}}}}}}}}}}}}}}}}}}}}}}}}}}}}}}}}}}}}}}}} 小侧溯泊沼泽泽泽 植物渐少少
IIIUIII 润1汀lll 始新 !!!

,

t
:

淡水 l(t 类
,

夜足类
.
’’’’’’’’’’’’’’’’’’’’’’’’’’’

始新 Itt
:

抽孟暖潮涅 亚 热热
介介介介形色

’’

卜及昆虫
.

杭物组成的的湖泊泊 湖泊泊 湖泊泊 带
,

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叶
淡淡淡淡水汗汗时泊

,卜物发育
.

湖演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榷 林林
被被被被 11刁享享叮叮 沼泽为主

,

河河 河流泛滥平原
,,

河流泛滋平原
,,

始新世早期
:

山暖讯带进进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泛滥平原原 小型湖泊分r弓泽泽 小型湖泊宁召字节节 人 亚热带
,

落叶阔川植物物以以以 沼 宁诱为为始新世
:

昆虫
、

杭物为 l二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为主
,

常绿阔叶坑物渐渐
iiiii二

.
1一t期河河衬才洋生物发育

,

杭被为常绿绿绿 湖泊泊泊 多多
流流流流 阔叶

,

落叶阔叶林林林林林林

成成晰晰火
’

山喷发
,,

占新世
:

沮暖潮滋的暖沮带
...

河流流 河流流 河流流流
,,一t里口口六叮流宁召泽泽 生有落叶阔叶林林林林林林

在地堑发育过程中
,

地堑基底下降的速度和幅度实际控制了环境演变系列
,

表 3 列 出 -
了各种环境类型的平均沉积速度

。

不难看出
,

沼泽湖泊型是相对缓慢沉积条件下的产物
,

湖

泊发育型形成于断陷基底快速沉降的地区
,

沼泽发育型介于二者之间
。

泛滥平原型 目前尚

无最大厚度资料
,

估计其沉积速度随所处地区构造发育特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表 3 所列仅为地堑成堑早期 表 3 各环境类型成堑早一中期平均沉积速度

一主要沉陷阶段延续时间
,

计算

其全部发育时间还应算上成堑晚

期
.

这 样
,

地 堑 延续时 间约 为

5 : ,一 6 3 M a 。

河
、

湖
、

沼泽等环境

的形成及延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受

荃底沉降状态的控制
。

湖泊形成

于长时间稳定下沉地区
,

厚度大
,

为岩性单一的湖成泥
、

页岩
。

厚

aT 址 e 3 人 v e r姆 . 山侧对 .匆 n . l v e lOC I.洛es 0 1 d l f f e r e n . 拙d l m e n t a r y

n v l r o n m e m 招 In t恤 ea
r ly 如 d 耐山山 e gr a

比
n 一

f o r m i n g s ,雌。

环环境类型型 地区区 自乏大俘度 ( nr ))) 延续时问 ( M a))) 沉积速度度

沼沼卞节湖泊型型 抚顺顺 6 5 0 mmm E -

一 E 2 7
M aaa 2

.

4c0 m / k aaa

沈沈沈北北 7 0 0 mmm E一 E, 4 0 M aaa 1
.

7 5c m / k aaa

阵阵阵连河河
7 O0mmm E Z

一 E , 3 OM aaa 2
.

3 3 e m / k aaa

沼沼泽发育型型 舒兰兰 12 0 0mmm E Z

一 E 3 3 0 M aaa 4
.

0 0C m
z k aaa

湖湖泊发育型型 伊通通 4 2 0 0mmm E Z

一 E , 3 0m aaa 12
.

0 0C m / k aaa

((((((( 平均 j华度 2 5 o 0m ))))) ( 8
.

3 c3 m / k a )))

度巨大的河流泛滥平原沉积说明碎屑物质堆积较快
,

物质来源丰富
。

地堑内生物群在生物演化总规律的控制下
,

均具有第三纪生物群的特色
,

并反映所在

地区的气候特点
。

地堑构造演变对生物的控制作用仅表现在随地堑基底的沉陷
,

形成了河

流
、

沼泽
、

湖泊等各种环境
,

为陆生植物
、

昆虫
、

各类淡水湖泊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
。

各 泊「

类生物随着适于他们生存环境的出现而 出现
,

随着这些环境发展而兴衰
,

生物群总体面貌

也随着这些环境的改变而更替
。

地堑内最常见的生物是植物
,

它是东北地区第三纪古植物群的一部分
。

长条形谷地这

一特殊的 自然地理环境使地堑内植被类型有别于两侧丘陵山地
。

理论上讲
,

河流两侧
、

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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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断裂带成堑阶段的沉积环境变化和生物演变

泽内部
、

湖泊周围及其他地区生存的植物在种属类型及各类植物数量比例
.

上应有很大变化
,

但由于地堑内钻孔太少
,

目前无法深入工作
。

地堑内动物化石仅见于南部
,

这除与当时的

构造位置
、

古地理位置有关外
,

长期而稳定的湖泊发育阶段
,

有机质丰富的浅湖环境也是

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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