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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南昌宁
一

孟连带南皮河群

地层
、

沉积特征及其构造古地理意义

贾 进 华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 )

〔内容提要〕 南皮河群位于滇西南昌宁
一

孟连带西区
,

其地层序列已受到后期构造作用改造
,

总

体呈无序状态
,

但其内部的各岩片地层仍保持相对连续的地层层序
。

据此
,

我们将南皮河群划分

为下
、

中
、

上段
,

对其中各段的沉积特征和构造背景作了详细研究
。

南皮河群下段为一套浊流
、

滑

塌浊流
、

碎屑流和等深流沉积类型 ,中
、

上段为深水洋盆边缘沉积类型
,

其沉积构造背景为被动

大陆边缘呈拉张状态的深水陆坡一洋盆边缘环境
,

物源区为西侧的保山
一

耿马地块
。

关镇词 南皮河群 沉积特征 构造古地理

1 地质背景

南皮河群分布在滇西南耿马
、

沧源一带
,

位于昌宁
一

孟连带西区 (刘本培等
,

1 9 9 1
、
1 9 93

;

方宗杰等
,

1 99 2)
,

岩性为灰色厚层杂砂岩夹灰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

黑色含泥质硅质岩
、

灰绿

色薄层放射虫硅质岩及黑色泥晶灰岩
,

局部夹基性玄武岩和火山碎屑岩
。

对这套地层的时

代
、

成因及大地构造属性的认识
,

直接涉及到滇西南昌宁
一孟连带古特提斯洋的构造演化向

题
。

我们所称的南皮河群
,

包括以前所称的原南皮河组和假拉 巴组
。

冯庆来 ( 1 9 9 2) 在其博士

论文中将南皮河组
、

假拉巴组和帕拍组统称为南皮河群
,

并将原南皮河组与假拉巴组等同
,

进一步解体为弄巴组和南皮河组
。

崔春龙 ( 1 9 9 4 ) 在其博士论文中沿用了这一划分方案
。

笔

者赞同将原南皮河组解体
,

并新建南皮河群的意见
,

但新建的南皮河群不应包括帕拍组
,

因

为帕拉组与弄巴组和南皮河组分属不同的构造
一

地层分区
l〔方念乔

,

1 9 9 3 )
。

原南皮河组系云南省区调队 ( 1 9 8 2 )建立
,

标准剖面位于耿马县
`

四排山乡弄巴村附近和

耿马县城南南皮桥附近
。

前人 (蓝朝华等
,

1 9 82) 认为它属一套以砂泥质为主夹薄层硅质岩及

灰岩
,

局部夹薄煤层及煤线的连续地层序列
,

并认为其沉积环境为滨海沼泽相至滨海潮坪

相
,

同时根据弄巴新黑山的相应层位产 L砧 a
at o

u la r l’a s p
.

,

将其时代定为晚二叠世早期
,

刘

本培等 ( 1 9 9 1 )研究后对其时代和沉积环境提出质疑
,

认为它基本上属保山
一

耿马地块东侧被

动大陆边缘的深水斜坡沉积
,

时代属晚泥盆世一二叠纪
,

从根本上否定了原南皮河组的含煤

层和滨海沼泽环境的认识
,

并对乙砧 at an un le
r ia s p

.

化石的存在与否表示怀疑
。

同时
,

在构造

古地理分区方面
,

将原南皮河组与南段群和拉巴群等同
,

均做为保山
一

耿马地块东侧被动大

. 本文 1 9 9 4 年 9 月 3 0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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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边缘的深水沉积
,

这主要缘于当时对这 套地层及 整个 昌宁
一

孟连带的认识
.

方宗杰替
( 1 9 90 ,

1 9 9 2 )研究后承认原南皮河组时代不限于晚二叠世早期
,

主体属石炭一二叠纪
,

应翰

南皮河群
,

同时将南皮河群与南段群和拉巴群分开
,

分属昌宁
一

孟连带西区和东区
,

这是时走 、
-

套地层研究的一大进步
.

分宗杰等 ( 1” 2) 建立在承认肠ba at nn
u la *

: p
.

存在的基础上
,

认

为南皮河群沉积环境自下而

有关
。

刘本培等 ( 19 9 3 )在原案
代表了水体由深变浅的过程

,

并可能与昌宁
一

孟连洋盆的消亡

结论的基础上
,

将南皮河群与昌宁
一

孟连带东区的南段群和拉

巴群分开
,

把它做为保山
一

耿马地块东侧被动大陆边缘的深水陆坡沉积
。

至此
,

对南皮河群这套地层的时代
、

沉积特征及构造古地理分区
,

似乎已趋明朗
,

其实并

不 尽然
。

Y a n g 等 ( 1 9 9 1 )首次在南皮河群下部发现了晚泥盆世顶部的标准抱粉植物群

R et isP ~ leP l’d op 勿 at
,

冯庆来 ( 19 9 2 )也在弄巴剖面中部的硅质岩内发现早二叠世一晚二叠

世早期的放射虫组合 尸 , J如 l旅 “̀ 心口油 cas lP ar at
,

孤 hr m bot h
oar ca at 沂

。 “ `̀ “ ` “ ls
,

这从根本

上说明南皮河群地层时代跨度很大
,

而且在地质构造和地层序列方面
,

远非前人描述的那样

简单
.

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
,

对南皮河群的地层
、

沉积特征及构造古地理分区做了较为
详细的研究

,

取得了一些成果
.

井

2 南皮河群地层特征

南皮河群是昌宁
一

孟连带内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地层类型
,

在耿马弄巴剖面
,

发育一系列

逆冲挤压断层
,

碎屑岩和硅质岩往往以逆冲岩片形式出现
,

原始沉积地层序列受到后期构造

运动破坏
,

形成了一系列由断层挟持的构造岩片地层
,

总体表现为无序状态
。

但各岩片地层

内部仍然保留了较完整的地层尽痛
,

表现为有序状态
,

有的可能含或多或少的古生物化石或

夹有可供对比的标志层能与相邻正常地层大致对比
。

这些非正常层序的地层仅有大的时代

限制
,

一般无法查明其完整的地层层序和顶底界线
,

但是
,

通过对各岩片地层的岩性
、

岩相
、

时代的综合研究
,

我们仍然可以恢复出该类地层的大致层序
,

由此建立的相对地层层序
,

其

地层厚度只是一个相对的
“

假厚度
” 。

这套地层类型不同于稳定地台区的岩石地层单位
,

也不

同于变质岩区构造变形强烈的构造地层单位
,

而是属于一种以断层为界的构造岩石地层系

统 (房立民等
,

1 9 9 1 )
,

其中
,

岩片地层是最基本地层单元
,

是建立造山带内不同构造
一

地层区

沉积背景和 构造古地理格架的基础和关键
,

这也正是近年来非斯氏地层 学 ( N on
一
S m i t h

st ar it gr a p h y )研究的重点
.

造山带地层学和沉积学研究使得沉积学与地层学
、

构造地质学和

大地构造学结合得更加紧密
.

通过研究造山带内不同构造古地理单元的地层序列和沉积环

境
,

恢复造山带构造古地理轮廓和沉积盆地的沉积
一

构造演化
.

在以上思想指导下
,

我们根据南皮河群微体化石时代
、

地层序列及地层接触关系
,

将南

皮河群划分为下段
、

中段和上段三部分
,

其中下段和中段分别相当于冯庆来 ( 1 9 9 2) 划分的弄

巴组和南皮河组
,

典型剖面是耿马弄巴剖面
;
上段典型剖面是耿马南皮桥剖面 f

2
.

1南皮河群下段

位于弄巴剖面 5一 k7 m 和 1k0 m 路碑附近 ,下部以厚层砂岩夹泥岩和粉砂岩为主
;
上部

为砂泥岩夹少量黑 色含泥硅质岩
,

地层褶皱和断层十分发育
,

局部层位发生倒转
,

以致完整

的地层层序较难测制
。

扬伟平等 . ( 19 9 4) 在下段地层中发现了晚泥盆世的抱粉组合 R et i sP -o

. 杨伟平
、

贾进华
,

19 94
,

滇西耿马四排山地区地质新认识
,

未刊
.



1 9 9 5年 ( 8 ) 淇西南昌宁
一

孟连带南皮河群地层
、

沉积特征及其构造古地理意义 2 3

ar 却 i

两勿
t a ( k e d o

) p la y f o r d 和早石炭世早期的抱粉组合 G ar n d ips aro ps ic “ l ij 计
a p l a y

-

fo rd
,

切
`

osP ~ P “ is lla
,

其中以早石炭世地层相对发育
.

下段地层与相邻地层皆为断层接触

关系
。

2
.

2 南皮河群中段

位于弄巴剖面的 s k m 和 g km 附近
,

以灰黑色
、

灰绿色层状硅质岩为主
,

局部夹火山碎

屑岩和基性玄武岩
.

该套地层较为连续
,

地层内部以褶皱为主
,

断层不发育
,

与相邻地层皆为

断层接触关系
。

冯庆来 ( 1 9 9 2) 在中段地层中发现大量早二叠世一晚二叠世早期放射虫组合

(前面已列化石名单 )
.

2
.

3 南皮河群上段

位于南皮桥剖面
,

主要岩性为黑色中薄层泥晶灰岩
、

黑色薄层含泥硅质岩夹灰色透镜状

角砾灰岩
。

地层内部相对连续
,

发育褶皱构造
,

与相邻地层为断层接触关系
。

蓝朝华等

( 1 9 83 )曾实测该剖面
,

我们经过复查后
,

在与其相当的第四层角砾灰岩中发现了大量的蜓
、

非蜓有孔虫
、

腕足和海百合茎等化石
.

经鉴定的有孔虫为 尸 a c句叻h le ia sP
.

,

eG i耐 t iz an
: p

.
,

N心 os a

iar
s p

. 。

据蜓化石的鉴定意见
,

确定其时代倾向于晚二叠世
。

以上划分的南皮河群各段
,

均表现为断层接触关系
,

而且各段在空间上往往相互穿插
。

南皮河群与相邻的大名山组也呈断层接触
,

二者分属不同的构造古地理单元 (刘本培等
,

1 9 9 3 )
。

3
.

1

南皮河群沉积岩石类型及其沉积特征

南皮河群下段的沉积岩石类型

3
.

1
.

1 灰色厚层石英杂砂岩

多为块状构造
,

偶见递变层理和平行层理
,

底面具有不规则重荷模和重力流槽模
,

系典

型浊流成因
,

由槽模显示的浊流方向为 1 2 00 匕 3 20
。

在浊积岩层之间
,

常见有小型重力滑塌构

造
,

代表了一种小规模的块体滑塌沉积作用
。

有的石英杂砂岩中可以见到 2一 c4 m 的泥砾和

泥岩碎片
,

且含较多的云母片
,

显示 出海底碎屑流沉积成因
。

杂砂岩的碎屑组分为石英
、

岩屑和长石
,

杂基主要为泥质
,

含量为 54 %左右
。

碎屑组分

中石英占 4 0一 60 %
,

主要为单晶石英
,

个别具短柱状矿物包裹体
,

少量多 晶石英
,
岩屑占

3。一 45 %
,

主要为淮石
、

酸性火山岩屑和变质泥岩屑
。

长石占 5一15 %
,

主要为斜长石和条纹

长石
,

总体为成分成熟度中等
,

碎屑颗粒呈次棱一次圆状
,

磨圆度中等偏差
,

粒级跨度大
,

分

选性差
,

总体为结构成熟度较差
.

其粒度分析结果为
:
峰态值 K二 2

.

2一 5
.

5争
,

均值~ = 3
.

4

一 4
.

时
,

标准偏差 D = 0
.

6一 1
.

01
,

s K 值多为负偏
,

c / M = 5一 12
,

c M 图为平行于 c
一

M 基线

的直线 (图 l )
。

其概率累积曲线为以悬浮和跳跃总体为主的上凸曲线 (图 2 )
,

均显示出浊流

沉积的粒度特征
,

相当于鲍玛序列的
a
段

。

3
.

1
.

2 灰绿色薄层泥质粉砂岩

往往与灰绿色薄层粉砂质泥岩相互过渡
,

呈薄层状夹在厚层石英杂砂岩之间
,

含植物碎

片
,

发育小型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

层面上发育小型水流波痕
。

碎屑组分以石英为主
,

次为岩

屑
,

长石和白云母
,

其中白云母随着总体粒度减小含量增加
,

一般> 10 %
,

最高达 35 一40 %
,

呈定向排列
。

其它颗粒的磨圆和分选均属中等
。

古水流恢复显示的古水流方向为 1 57 一 2 2 00

乙 n 一 26
。 ,

该方向与浊流方向 ( 1 2 00 匕 32 像呈斜交或垂直
,

具有等深流沉积特征
。

这说明灰绿



2 4 岩 相 古 地
·

理

`。 “ 。

口骊…
’ “ 。

} 户

9 9
。

9

0
.

1

0
.

01
01 23 45 67 8甲

图 1 南皮河群下段杂砂岩的 C一M 图

19
.

I C一M di
a
g r

a m o f t he g a r犷粉 a

ck es

i n t he lo w e r钾 r to f t he Na n pi he G ro u p

图 2南皮河群下段杂砂岩的概率累积曲线

Fig
.

2
`

Pro b
a bi li ty e u

mu la tie v梦 ai ns i e z加 rve s

o f r t he g ra y 钾a e k e s
i n t he lo w e r pa r to f t坛

Na n pi玩 G o ru P

色薄层泥质粉砂岩或粉砂质泥岩原系浊流尾部沉积物
,

在未固结成岩时
,

受到了等深流的改

造作用
,

这与杨伟平等 . ( 1 9 9 4 )根据抱粉相分析得出的结果
,

即盆地斜坡相是一致的
。

3
.

1
.

3 灰黑色薄层含泥硅质岩

一般根据泥质和硅质的相对含量多少显示出水平纹理
,

当以泥质成分为主时
,

就成为硅

质泥岩
,

并含有大量的黄铁矿晶体
,

有的发育少量放射虫化石
。

在剖面中可以见到薄层含泥

硅质岩夹在厚层砂泥岩之间
,

并在其中可见浊积砂岩透镜体
,

说明这种硅质岩受陆源影响较

大
,

形成在陆坡下部洋盆边缘相对局限的深水盆地中
,

其中所夹的浊积岩透镜体是从陆坡上

以块体滑塌形式掉入的
。

3
.

2 南皮河群中段沉积岩石类型

以灰黑色
、

灰绿色薄层硅质岩为主
,

硅质岩发育水平纹理
,

含丰富的放射虫化石
.

在剖面

中
,

硅质岩露于基性玄武岩之上
,

并夹有基性火山碎屑岩
。

玄武岩的岩石化学特征表明它具

有大陆拉斑玄武岩的特征
,

反映了被动大陆边缘陆壳减薄的拉张构造环境
。

硅质岩即沉积在

洋盆边缘的同构造裂陷作用形成的深水局限盆地中
.

3
.

3 南皮河群上段沉积岩石类型

主要有黑色中薄层泥晶灰岩
、

灰黑色薄层硅质泥岩
、

灰黑色薄层含泥硅质岩夹灰色透镜

状角砾灰岩
,

它们的普遍特点是
:
颜色较暗

、

层薄
,

多发育水平纹理
。

在灰黑色薄层含泥硅质

岩中
,

镜下可见火山凝
;

灰质夹层
,

其中的透镜状角砾灰岩为浊积成因
,

是从陆坡环境以块体

滑塌形式掉入的
。

南皮河群岩石化学特征及其构造背景

我们分析了南皮河群下段 9 个杂砂岩样品的岩石化学特征
,

它们为
:

eF
Z
O

3

+ M g O =

. 杨伟平
、

贾进华
, 1 9 94

,

演西耿马四排山地 区地质新认识
,

未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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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孟连带南皮河群地层
、

沉积特征及其构造古地理意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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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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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M
.

长
.

Bha iat ( 1 9 8 3 )的构造环境判别计算公式
,

经计算投

点后
,

全部落入被动大陆边缘区 (图 3 )
.

利用 B
·

p
·

R o s e r a n d R
.

J
.

k o华 e h ( 19 5 6 )的 K :
o /

N a Z

O一 51 0
:

关系图
,

祥品也全部落入被动大陆边缘区 (图 4)
.

杂砂岩的稀土元素特征为
:

艺R E E = 11 4
.

4士2 4 ( x 1 0 一 ` )
,

艺L R EE /艺H R EE ` 9
.

7士 。 `
s

,
L a / Y b = 1 5

.

7士 2
.

成E u / E u

一
o

·

6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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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L S二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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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士 2
·

” ( X l犷
`
)

,

eC 一 4”
·

6士 7
·

2 (芥1『
’
)
·

经与 M
·

R
·

B h a , i a ( 1 9 8 5 )提

供的参考值比较
,

显示出大陆岛弧的构造背景 (崔春龙
,
1 9 9 4 ) .

,

与前述的被动大陆边缘不

符
,

这可能主要反映了物源区的特点
,

而被动大陆边缘主要是指沉积盆地的构造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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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皮河群下段杂砂岩的构造背景 图 4 南皮河群下段杂砂岩的构造背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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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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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1 9 8 6 )

对南皮河群下段的灰黑色薄层含泥硅质岩和灰黑色薄层硅质泥岩所做的稀土元素特征

为
:
艺R E E一 9 0

.

9一 1 3 4
.

0 (又 1 0一 `
)

,

艺L R E E /艺H R E E二 5
.

6一 9
.

9
,

L a
/ Y b一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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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 u

/

E u ’

二 0
.

3一 0
.

6
,

C e /c e ’

二 1一 1
.

1
,

可见没有 eC 负异常
,

而且富轻稀土
,

贫重稀土
,

具有亲

陆缘性质
,

这表明它与深水洋盆内硅质岩不同
。

对南皮河群中段硅质岩夹层中的玄武岩所做的岩石化学分析表明
,

它具有大陆拉斑玄

武岩性质
,

其特征为
:
5 10 : 一 4 6

.

g e%
,

T io
:
= 1

.

1 1%
,
F e O

.

/ M g o = 0
.

9 3 ,稀土元素特征为
:

艺R EE一 3 8
.

5 2 ( X 1 0
一 `

)
,

艺L R E E = 艺H R E E二 3
.

5 7
,

L a / Y b ~ 4
.

7 3
,

E u / E u ’

= 1
.

2 8
,

C e / eC
.

一 1
.

08
,

这说明玄武岩接近原始岩浆
,

为富集地慢源
,

并有陆壳物质混染
,

反映了被动大陆边

缘拉张环境下陆壳减薄的构造背景
。

5 南皮河群物源及其构造古地理意义

根据南皮河群下段石英杂砂岩底部槽模所测的古流向为 1 2 00
,

指示其物源区应位于该

. 崔春龙
,

1 994
,

淇西古特提斯昌宁
一

孟连带沉积地质
,

博士论文详细摘要
.



岩 相 古 地 理

带西侧
。

石英杂砂岩碎屑组分分析表明
,

石英主要为单晶石英
,

少量多晶石英
。

单晶石英分有波

状消光和无波状消光两种
,

其中波状消光较弱
,

占 23/ 左右
,

说明石英主要来源于浅变质区

和火成岩区
。

石英的阴极发光显示兰一兰紫色和不发光的沉积变质石英
。

斜长石和条纹长

石反映了饵成
一

变质源区的特点
·

岩屑主要为硅质岩屑
、

变质砂泥岩屑和酸性火山岩屑
.

根据

石英杂砂岩的 Q一 F一 L
.

图和 Q m一 F一 tL 图 (图 5) 可以看出
,

其碎屑特征反映了再旋回造

山带物源区特点
·

又据前述
,

从石英杂砂岩的稀土元素特征提出物源区为大陆岛弧构造背景

的结论
,

这似乎与沉积盆地总体呈被动拉张的构造背景不太一致
.

实际上正反映了一个不太

稳定的物源区拥有一个不成熟的被动大陆边缘
,

并为此提供大量碎屑沉积的构造古地理特

征
.

从区域地质看
,

其物源区为保山
一

耿马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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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皮河群下段杂砂岩的 Q一 F一 L
、

Q m一 F一 tL 图 (据以 c U~
n ,

19 79)
·

①大陆块抓区 .②再旋回造山带物像区 .⑧岩浆弧物橄区

isF
·

“ Q一 F一 L a dn Q m一少
L , d`agr

a

“
o f , h e

二 a

wy
a ck e s `n ,玩 lo w e r p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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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南皮河群各段的沉积特征反映了保山
一

耿马地块东侧被动大陆边缘演化历史
:
晚泥盆世

一早石炭世
,

由保山
一

耿马地块提供了大量的次稳定碎屑
,

沉积在其东侧被动大陆边缘的深

水陆坡环境
;
早二叠世一晚二叠世早期

,

地壳呈拉张状态
,

形成了许多深水局限盆地
,

为一套

更深水环境的洋盆边缘沉积
;
晚二叠世末

,

沉积环境仍为深水洋盆边缘环境
,

地壳运动再次

活动
,

致使南皮河群顶部出现火山凝灰质夹层
。

总的来看
,

南皮河群自下而上反映了海水不

断加深的海进过程
,

这与滇西南昌宁
一

孟连带古特提斯洋的演化史 (刘本培等
,

1 9 9 3 )一致
.

南皮河群沉积特征和构造古地理背景均表现出与昌宁
一

孟连带东区南段群 (贾进华
,

1 9 9 4) 存在着根本区别
。

感谢导师刘本培教授
、

刘焕杰教授给予的极大支持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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