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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纪沉积地质学和动力

沉积学
:

西秦岭北带泥盆纪前

陆盆地的沉积特征及盆地格局

杜远生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内容提要〕 秦岭造山带是横亘于华北
、

扬子两板块之间的巨型造山带
,

在中国古大陆地壳形

成演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作为连接造山带加里东一海西
、

印支阶段重要一环的泥盆系对

恢复造山带沉积和构造演化意义重大
。

本文仅从西秦岭北带泥盆系地层和沉积学入手
,

探讨该

区早海西期的盆地格局和构造特征
。

西秦岭北带泥盆系包括舒家坝群和大草滩群工包括红相和

绿相两种类型 )
,

前者以临滨一陆棚一半深海背景沉积和风暴流
、

重力流事件沉积为特色 ;后者
/

以辫状河和网状河 (红相 》和湖泊
一

水下冲积扇和深湖重力流 (绿相 )沉积为特征
。

沉积特征和充

填序列都反映其形成干压性的前陆盆地背景下
。

该前陆盆地是由于北秦岭浩山带的向南仰冲
,

在中秦岭微板块北缘形成的
。

关键词 秦岭造山带 泥盆系 前陆盆地 沉积地质学

秦岭造山带是横亘于华北
、

扬子两板块之间的巨型造山带
,

在中国古大陆地壳的形成演

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作为连接加里东一海西
、

印支构造阶段重要一环的泥盆系
,

在秦

岭造山带形成演化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

西秦岭泥盆系分布广泛
、

沉积分异显著
,

同

时又是铅锌银金等多金属
、

贵金属矿产的重要赋矿层位
,

因此一直作为秦岭造山带沉积地质

学研 究的重点层段
,

也是六五
、

七五
、

八五期间地质矿产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有关省局

设立的多项项目研究的重点之一
。

作者在七五
、

八五期间
,

多年从事秦岭泥盆系研究
,

尤其在

西秦岭泥盆系研究中
,

涉足甘南十多个县市的数十条剖面
,

取得 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

也得

到有关省局
、

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
。

本文仅先从西秦岭北带大草滩群
、

舒家坝群的地

层和沉积特征入手
,

探讨该区泥盆系的盆地格局和构造特征
。

1 西秦岭泥盆系的构造地层分区和沉积分区

造山带原始地层和沉积物展布是受当时的大地构造控制的
,

因此造山带地层分区往往

和对大地构造的认识相联系
。

早在 70 年代
,

王鸿祯 ( 19 7 8) 就提出根据地层的沉积组合和沉

积类型以及其反映的构造性质和发展历史进行区域地层分区的原则
。

板块学说和板块背景

下的沉积盆地给造山带地层分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

位于华北和扬子板块之间的秦岭造山带
,

存在两条横贯东西并以残留的蛇绿岩套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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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古缝合线
:

一是以松树沟蛇绿岩为代表的商丹主缝合带
,

由东秦岭的商南
、

丹凤
,

经唐藏

西延到甘肃武山
、

临夏
、

德欠一线
,

为元古宙开始发育的小洋盆
,

早古生代开始岛孤
一

海沟俯

冲和火山活动
,

早古生代末与华北板块碰撞
,

形成颇具规模的北秦岭加里东造山带
,

在造山

带南缘形成同造山的前陆盆地 (西秦岭 )和残余盆地 (东秦岭 ) ,二是以勉略蛇绿岩为代表的

勉略主缝合带
,

其向求经巴山弧延向城口
一

房县断裂
,

向西经康县
、

玛 曲与修沟
一

玛沁主缝合

带相连
.

该缝合带可能代表古生代裂陷形成的小洋盆
,

到印支期与扬子板块碰撞而闭合
.

位

于两缝合带之间的为秦岭微板块
,

板块内部结晶基底
,

如鱼洞子群 ( A r
)

、

佛坪群 (P t ,
)等即不

同于华北
,

又不同于扬子板块的基底 (张国伟
,

1 9 9 4) 0 。

因此认为其处于独立发展状态
.

这就

是张国伟 ( 1 9 92
,

19 94) 论述的两线 (商丹
、

勉略
一

巴山弧主缝合线 )和三块 (华北板块
、

秦岭微

板块
、

扬子板块 )的总格局
。

泥盆纪是秦岭古海洋演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

是秦岭微板块继承加

里东运动与华北板块进一步碰撞和勉略
一

巴山弧洋开裂的重要时期
,

其构造地层和沉积分区

明显受控于上述大地构造格局
。

除上述两条主缝合线外
,

西秦岭还有数条近于平行的巨型造山带
,

它们控制着泥盆系的

地层和沉积分区
。

因此可以根据这些断裂进行西秦岭泥盆系的构造地层分区 (表 1
、

图 1 )
。

位

于华北板块南部大陆边缘的北秦岭分区未见泥盆系地层出露
。

中秦岭自北向南分为四个小

区 ;其中北部的大草滩小区和舒家坝小区为秦岭微板块北缘的同造山盆地的沉积
,

南部西汉

水小区和迭部
一

武都
,

成县小区为秦岭微板块主体的小型克拉通盆地的沉积
。

而南秦岭分区

的三河口小区代表南秦岭裂陷槽的沉积
,

文县小 区则为扬子板块北部大陆边缘的沉积
。

龙门

山小区属扬子板块之一部分
.

与构造地层小区相对应
,

西秦岭自北向南可以分出六个构造沉

积区
。

表 1 西案岭造山带泥盆系构造地层分区和盆地格局

T a b l e 1 T eC ot on 唱 t r at ig
r 。县立i心 d M s i on Of t he D e v o n io n s t r a ta a . d

b as l皿 f r a m e

wo
r k in t h e Wes t Q i ul i n g o r

og o i c 加 I t

地地层 区区 地层分区区 地层小区区 板块背景与沉积盆地地

华华北 区 ( I ))))))) 华北板块 (古陆 )))

秦秦岭区 ( , ))) 北秦岭分区 ( , : ))))) 北秦岭造山带带

中中中秦岭分区 ( , : ))) 大草滩小区 《 , 玉))) 前陆盆地地 秦岭岭

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板块块

舒舒舒舒家坝小区 ( , 鑫)))))))

西西西西汉水小区 ( , 整))) 小型克拉通盆地地地

武武武武都小区 ( I 主)))))))

三三三三河 口小区 ( , 垂))) 兰河 口裂陷槽盆地地

南南南奉岭分区 ( , : ))) 文县小区 ( , 二))) 扬子板块北部大陆边缘盆地地

扬扬子区 ( , ))) 龙门山分区 ( , 1 ))))) 扬子板块克拉通盆地地

2 大草滩构造沉积区泥盆系地层及沉积体系

大草滩构造沉积区分布在西秦岭北部
,

见于临潭冶力关南
、

漳县大草滩
、

礼县固城
、

凤县

庞家河一线
,

北界为天水
一

关子镇
一

临夏断裂
,

南以舒家坝 :固城
一

羊沙河断裂与舒家坝群分隔
。

区内发育泥盆系地层为大草滩群 (黄振辉
,

19 5 9) 和王家店组 (西北地研所
,

19 7 2) 下部
一 区域

上
,

大草滩群按原生颜色可分为紫红 色为主 (红相 )和灰绿色为主 (绿相 )两种类型
.

红相大草

. 张国伟
,

1 9 9 4 ,

秦岭造山带的结构构造
, .

秦岭造山带岩石 圈结构演化及成矿背录
”
项 目工作年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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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秦岭泥盆系地层分区图 (分区说明同表 l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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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群以紫红色砂
、

砾
、

泥岩为主
,

基本呈有时序分布
, ,

上部含丰富的植物化石及鱼类
,

翅肠户
-

t oP h loe
“ m llr o夕

nP ic o m
,

场
c l o s t i g m a ik lot kr en se

,

S动Z叻 it od en d柳 w us t’e sn is ,

尸 la
c
心

e

、 1 sP
.

等
,

时代为晚泥盆世
。

王家店组原置于下石炭统
,

其底部也为紫红色泥岩和灰褐色砂岩
,

内有

大量泡子化石 (膏联达
,

19 90 )
,

如
_

Va laI
t
isP ort’et

:

uP is ltI’ est
,

sP ela eot ilr et es L eP id op hyt
u , ,

A
-

en “ r “ 户~
g er ggs

“ ,

及植物 乙己户t op h loe
u m llr om b ic “ m

,

故认为也属晚泥盆世法门阶
.

绿相大

草滩群分布于红相大草滩群南侧
,

在礼县永坪一天水木集沟门剖面上二者呈断层接触
,

以灰

绿 色泥岩
、

砂岩及少量砾岩为特色
,

基本上呈有时序展布
,

内含化石
,

如 L eP it oP h loe
“ , 和

sA et er nr le nr i set sP
·

等
,

时代为晚泥盆世无疑
。

大草滩构造沉积区泥盆系因受断层破坏而使地层接触关系和空间关系模糊不清
,

区内

沉积体系受破坏而发育不全
.

根据残存的地层可以划分水下冲积扇沉积体系 (绿相 )
、

深湖浊

积扇沉积体系 (绿相 )和辫状河一网状河沉积体系 (红相 )
。

2
.

1 水下冲积扇沉积体系

水下冲积扇沉积体系主要见于礼县固城一带绿相大草滩群的下部
。

剖面南北两侧均为

断层切断
,

并为第三系地层瞿盖
。

其主要沉积类型为晴灰到灰绿色细碎屑到泥质岩和块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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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岩的交互
。

可以分为以下岩相类型
。

2
.

1
.

1 暗灰绿色块状角砾岩和角砾状泥岩相 ( A )

岩石呈暗灰绿色
,
块状层

,

单层厚度 3一 4m
.

角砾主要为灰色或肉红色具小型浪成交错

层理的砂岩砾石
,

也见少量板岩和大理岩砾石
,

砾石大小 。
.

5一吻
。m不等

,

但以 3一 s o m 具

多
,

含量一般 3。一40 %
,

局部可达 60 一 80 %
,

分选差
,

角砾磨圆也差
,

以棱角状乃至齿状边缘

为主
。

填隙物为暗绿色泥质
,

其变质程度与互层的泥质岩一致
。

从砾石成分和沉积构造看和

下覆地层舒家坝群上部岩性相近
。

2
.

1
.

2 灰绿色互层状中
、

薄层砂岩和板岩相 (B )

岩石呈灰绿色
,

中薄层状
。

砂岩以中厚层和薄层为主
,

主要碎屑组分为石英
、

长石
、

云母
,

有少量岩屑
,

石英含量 80 %左右
,

长石约 3一4 %
,

云母含量 2一 3写
,

岩屑包括硅质岩屑
、

大

理岩屑
,

含量 2 %左右
。

填隙物为泥质
。

砂岩中发育 ,(J型波痕状层理
,

层系厚一般 cZ m
。

板岩

呈灰绿色
,

板理发育
,

破坏了原生层理
,

一般成中厚层状与砂岩交互
,

主要见于角砾岩之下

部
。

2
.

1
.

3 暗灰到灰绿色泥质板岩和粉砂质泥质板岩相 ( C )

岩石呈灰绿色
,

主要成分为粘土质
,

部分层含少量石英粉砂
,

粉砂含量 2。一 4%不等
。

因

受构造及变质作用影响
、

劈理发育掩盖了原生尽权构造
,

推测原岩为暗色泥岩
。

上述几种岩相在剖面上成规律的组合 仁图 2 , )
,

这种组合反映其受径于旋回性沉积作

用
。

根据沉积分析和对比
,

认为这种旋 回沉积序列是由于水下冲积扇 (扇三角洲 )的进积作用

形成的
,

其中岩相 C 为湖盆静水沉积的 泥质著
,、

岩相 B 为水下冲积扇下扇(或扇端 )或中扇

水道间的砂岩和泥岩
,

而岩相 A 为斗介
: , 匕扇水道形成的角砾状泥岩或角砾岩

。

2
.

2 深湖浊流沉积体系
深湖浊积扇沉积体系主要见于札女打沟门二张家新庄剖面绿相大草滩群上部

,

其主要岩

性为暗灰绿色薄层泥质岩夹厚层块状或递变层理砂岩
,

可以分为以下岩相类型
.

2
.

2
.

1 块状含砾砂岩相 ( A )

l蒸算洋淤;
若石呈暗灰色中厚厦袄

.

岩石币含少量细砾
,

并集中在岩层下部
,

砾石含量 5%左右
,

砾

径 。
.

3。。 左右
,

向上呈递变特斌
、

上接平行层理砂岩
、

妙
砂朴外砾感全缪万羊扮杏贪

量 70 %左右
,

少量长石 (5 %左右 )和云母 (3 肠左右 )及岩屑 (3 %左石 )
。 一

宕渭有极宕宕俏
、

妙

岩岩屑
一

等
。

颗径分选中等
,

圆度较差
,

仁

层理一平行层座组合特征
,

一

友映其为浊

2
.

2
.

3 小波痕层理砂岩相 (C )

次棱角状为主
。

杂基填隙
。

根据岩层中递变

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

B 段
。

岩石以暗灰色中厚层为主
。

砂岩呈中细粒状
,

碎屑以石英为主
,

含量 75 %左右
,

内有少

量长石 ( 3% )和云母 (3 % )及岩屑 t Z叱) 一碎屑颗粒分选中等到好
,

圆度以次棱角状到次圆状

为主
。

内有小波痕层理
,

层素厚约 s c

爪左右 ; 该岩相出现虽不多
,

但可和递变层理一平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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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砂岩共生组合
,

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C 段
,

也可单独出现
。

夹熟于泥质岩中
。

2
.

2
.

4 块状层理砂岩相 ( D )

其为绿相大草滩群上部的主要相类型
,

岩石以灰到灰绿色为主
,

中到厚层状
。

砂粒多为

石英
,

含量 60 一75 %不等
,

长石一般为 5一 10 %
,

云母 3%左右
,还见少量岩屑 (2 肠 )

,

包括泥

质板岩岩屑等
。

粒度以中粒为主
,

分选较好
,

但圆度以次棱角到次圆状为主
。

填隙物为泥质
,

含量 20 %左右
,

癫粒支撑
。

内呈块状层理
。

夹于泥质岩中
。

2
.

2
.

5 水平层理的粉砂岩相 ( E ) )

岩石呈灰绿色
,

薄层状为主
。

颗粒以石英砂居多
,

含量 80 %左右
,

少量长石和云母
。

泥质

填隙
,

内具水平层理
。

夹于泥质岩中或与砂岩共生
。

2
.

2
.

6 水平层理或均质层理泥质板岩或粉砂质板岩相 (F )

其为绿相大草滩群中主要岩相类型
,

岩石纷灰绿 色为主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成分为粘土

质
,

含少量粉砂质
。

内具水平层理
,

或呈均质属理
。

岩石经浅变质后板理发育
。

上述岩相大致可分为泥质岩为主和砂岩为主两组
,

在剖面上多呈交互特征
。

在砂岩为主

的层段中
,

大致见岩相呈规律的组合特征 (图 2b o) 分析认为它相当于深湖浊积成因
:

其灰绿

色泥岩
,

尤其是水平层理泥岩
,

当属深湖沉积
;
具递变层理一平行层理一小波痕层理的含砾

砂岩和砂岩为浊流沉积
; 而块状层理含砾砂岩和砂岩可能为浊积扇水道沉积

。

该序列是 由浊

积扇体进积而成的
,

但这种扇一般较小
,

厚度一般 20 一 30 m
,

在剖面上多次重复
,

推侧可能为

沿断层边界的深湖形成的斜坡扇沉积
,

而非大的湖底浊积扇体系
。

2
.

3 辫状河
一

网状河沉积体系

辫状河
一

网状河沉积体系主要见于漳县大草滩剖面红相大草滩群及王家店组下部
。

该剖

面下部 (大草滩以南 )以砂岩含砾砂岩为主
,

内夹泥质岩
,

古流以由北向南为主
,

具较典型的

辫状河沉积序列
;
剖面上部 (大草滩及以北 ) 以紫红色泥岩为主

,

夹砂岩和含砾砂岩
,

古流以

由东向西为主
,

为网状河沉积
,

包括以下岩相类型
。

2
.

3
.

1 块状层理含砾或砾质粗砂岩组零奉)

岩石以浅灰
、

灰褐色厚层为主
.

砾石为石英岩
、

健石及少量的紫红色泥质岩
,

含量 10 一

4 “ %不等
,

砾石大小 .0 2一 sc m
,

但多为 .D 5一 1
·

sc m
,

分选较差
,

磨圆较好
,

多为次圆到圆状
。

砂粒含量 5 。一 80 %不等
,

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岩屑
。

粉砂或泥质填隙
,

也见硅质铁质胶结
。

无

泥或少泥颗粒支撑
。

该砂岩多为块状层理
,

也见粒序递变层理
。

2
.

3
.

2 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含砾 )粗砂岩相 (B )

岩石呈浅灰到灰褐色厚层状
。

砂粒粒径多在 1一 Zm m 之 间
,

含 5 %左右的石英岩砾石或

不含
。

碎屑分选较好
,

以圆到次圆为 f
。

碎屑颗粒含量 80 一 90 %
,

以石英为主
,

含量占 60 一

80 %
,

内有少量长石 (2 一 5 % )
,

岩屑含量为 5一 30 %
,

最多达 50 %左右
。

可见隧石
、

石英岩
、

泥

质岩及火山岩屑等
。

颗粒支撑
,

杂基填隙
。

内发育典型的槽状交错层理
,

底部也见粒序递变

层理
。

交错层层系厚一般 3。一载oc m
,

层系组厚度可达 。
·

8一 Zm
。

.23
·

3 板状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的中拉砂岩相 ( C )

岩石呈灰褐色
,

中到厚层状
。

碎屑呈中粒状
,

粒径 0
.

s m m 左右
。

颗粒成分以石英为主
,

含量 80 %左右
,

含少量岩屑 (5 % )和长石 (2 % )
。

分选较好
,

圆度较高
。

杂基填隙
。

层理类型

以板状交错层理为主
,

层系厚 30 一 5 c0 m
。

纹层倾角 20 度左右
。

并见少数平行层理
。

2
.

3
.

4 水平层理的细砂一粉砂岩相 ( D )



岩 相 古 地 理

岩石呈灰到红褐色
’
,

中厚层为主
。

粒度以细砂到粉砂级为主
。

成分主要为石英
,

约占

80 %左右
,

少量健石质岩屑
,

铁质含量较高
.

泥质填隙
。

内具水平层理
,

纹层由粒度和颜色变

化显示
,

纹层厚度 2一 3m m 左右
。

2
.

3
.

5 水平层理的粉砂质
、

泥质页岩相 (E )

岩石呈紫红色或灰褐色
,

中到薄层状
。

以粘土质成分为主
,

含少量粉砂质 (5 一 40 % )不

等
.

页岩中可见片状云母
,

云母含量 5%左右七水平层理发育
,

由矿物定向排列
、

粒度颜色分

异显示
,

纹层厚度 1一Zm m 左右
.

内可见植物茎叶化石
。

2
.

3
.

6 均质粉砂岩相 ( F )

岩石成灰褐到红褐色
,

薄层状为主
。

粉砂颗粒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长石和岩屑
。

颗粒

7 0一 90 %不等
,

泥质填隙
,

内呈均质层理
。

2
.

3
.

7 均质粉砂质泥岩相 ( G )

岩石以紫红色为主
,

中到薄层状
。

成分以粘土质和石英粉砂为主
,

粉砂含量 1 0一40 %为

多
。

铁质含量高
,

岩石染成紫红色
,

内均一
,

无纹理发育
,

局部可见钙质结核
。

上述岩相类型在剖面上组成规律的垂向组合
,

这种组合是 由辫状河和网状河旋回沉积

作用形成的
。

由于辫状河是低弯曲度
、

河道频繁迁移的游荡性河流
,

其主要沉积为河道砂坝

及发育很少的漫滩沉积
。

图 2c 为大草滩村南侧实测的大草滩群岩相柱状图
,

反映辫状河多

次迁移侧向加积而成的旋回沉积序列
.

该序列分为两个相组合
,

下部为河道砂坝岩相组合
,

该组合发育良好
,

主要包括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含砾粗砂岩相 ( )B 和块状含砾 (或砾质 ) 粗砂

岩相 ( A )
,

向上变为板状交错层理或平行层理的中粒砂岩相 (C )
。

上部为河漫滩岩相组合
,

该

组合发育不好
,

保存不完整
,

由水平层理的细一粉砂岩 ( D )和粉砂质泥质页岩 (它)等组成
。

网状河是由数条弯度多变且相互连通的河道组成的河流
,

一般形成在沉积坡度平缓
、

沉

降较大的地区
。

河道一般稳定
,

侧向加积不明显
,

泥质沉积比率高
,

包括河道沉积
、

泛滥平原
-

(或湿地沉积 )两种类型
。

大草滩上部以泥
’

、

砂质沉积互层为特征
,

推测当属网状河沉积
。

图

Z d 为大草滩村北的实测岩相柱状图
,

其沉积可分为两种岩相组 合类型
:

一是河道沉积岩相

组 合
,

包括
.

具槽状交错层理的含砾粗砂岩相 (助和具板状交错层理的中粒砂岩相 (C ) ; 二是

洪 泛平原 (或湿地沉积 )岩相组合
,

包括水平层理的细到粉砂岩相 ( D )
、

粉砂质泥质页岩相

( E )
、

均质或具波痕层蓬粉砂岩相 ( F )和泥岩相 ( G )
,

该相以均质或水平层理泥质岩为主
,

内

夹薄层水平层理或均质层理
、

波痕层理的粉砂岩和细砂岩
,

前者为湿地静水或洪泛期悬浮沉

积
,

后者为决 口扇沉积
。

在湿地相中常见保存较好的植物茎叶化石
。

3 舒家坝构造沉积区泥盆系地层和沉积体系

舒家坝构造沉积区分布于大草滩区之南
,

主要见于眠县申都
、

马坞
、

夭水舒家坝
、

徽县麻

沿河
、

两 当太阳寺到凤县一带
,

南界以风县麻沿河
一

礼县桃坪断裂与南邻的西汉水群分隔
。

区

内泥盆系主要为舒家坝群 (黄振辉
,

1 9 5 9 )
,

眠县梅川
、

茶埠一带上泥盆统过去称大草滩群 (陕

西区测队
,

1 97 。 )
,

因此岩性与典型大草滩群迥异且含海相生物化石
,

故暂厘定为梅川组
。

舒

家坝群以灰绿色砂泥岩为主
,

上部夹 20 0 多米的灰岩
,

总厚 s o o o m 左右
。

该地层受构造破坏

棍列
、

当属准有时序助 早
.

右若千稚箱兴 片织成 ( 自样林等
,

1 99 2 )
。

舒家坝群所含化石稀少
,

叶晓荣 ( 1 9 86 )
、

曹宣铎等 ( 1 99 0 )
、

辛文杰 ( 19 9 2) 都报导 了所采袍子化石
,

分析认为其时代为

中晚泥盆世
。

梅川组仅分区在该区西部眠县一带
,

由灰绿到灰色泥岩
、

砂岩及少量灰岩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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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为晚泥盆世
.

梅川组与舒家坝群呈整合接触
,

礼县至徽县一带的舒家坝群与下伏下古生界李

子园群因变质变形程度的显著差异
,

推测为不整合接触
。

舒家坝群的沉积相近年存在不少争论
:
一是曹宣铎等 ( 1 9 9 0) 认为属陆棚

一

滨岸沉积
;
二

是陈北岳等 ( 1 9能
一

)认为属大陆玻
一

海底扇沉积体系
;
三是孟宪询

、

张维吉等 ( 1 9 9 4 )认为属滨

岸潮坪到海滩沉积
。

通过三家共同研究的麻沿河
一

舒家坝剖面
、

礼县崖城
一

董家坪剖面及永坪
一

固城剖面的研究
,

尤其对沉积构造进行逐一核查
,

笔者原则否定了滨岸沉积的存在
,

认为舒
.

家坝群中重力流海底扇沉积发育 ;但其为造山带山前坳陷盆地的小型海底扇
,

其背景沉积为

浅事
、

下临滨及半深海沉积而非远洋
、

半远洋沉积
。

因此认为礼县一徽县一带的舒家坝群为

浅海一半深海和重力流风暴流复合沉积体系
。

3
.

1 背景沉积

3
.

1
.

1 半深海相

主要见于舒家坝群下部
,

麻沿河剖面山庄上至姜家沟门一带和崖城剖面崖城以南一带
,

主要由下列两种岩相类型组成
。

( l) 暗色水平纹层薄层泥质板岩相 ( A )

岩石呈深灰到灰黑色薄层状
,

其主要矿物成分为粘土矿物孝利石含量 70 一 85 %
,

另有

绢云母 5一 10 写
,

石英细粉砂 1 5%左右
。

板岩中水平层理发育
,

纹层 细密
,

纹层厚度 1 一

3m价
。

该岩相通常和水平层理的粉砂岩相与远端浊积岩共生
。

( 2) 暗色水平纹层的粉砂岩相 ( B )



岩 相 古 地 理

岩石呈深灰到灰绿色
,

薄层状
,

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含量 “ 一 85 %
,

粒度为 。
.

01 一

0
.

o 3m m 之间具多
,

另有少量伊利石 (5 一 10 % )
、

长石 (5 %左右 )
、

云母 (5 一 15 写 )及绿泥石

等
。

石英长石分选中等
,

但圆度较差
,

以次棱角状到棱角状为主
。

水平层理发育
,

纹层厚度

3m m 左右
,

由石英
、

云母或泥质沉积物成分层反映
。

与远端浊积岩共生
.

上述两种岩相类型通常以夹层或互层的形式出现 (见图 3 a ,
b )

,

一般和具递变层的细一

粉砂岩或缺底的浊积岩共生
,

形成重力流事件沉积的背景层
。

根据沉积物颇色
、

沉积构造及

其共生的浊积相特征
,

推测它形成于半深海深水贫氧的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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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舒家坝群背景沉积沉积柱状图 (岩相见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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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舒家坝群实体化石贫乏
,

但遗迹化石却很发育
,

尤其在麻沿河
一

舒家坝剖面的舒家

坝 群歹部
,

包 括 几肠g 召 g r
妙 Zon ( 巨画迹 )

,

SP i八护灰孵赵 : (螺旋迹 )
,

p a l云O d i o yt o 刀 ( 古 网迹 )
,

p la on ilt e : (漫游迹 )
,

hT
a la ss t’n O id e : (海生迹 )

,

B r OO k va l ic h n u ,
(布鲁克瓦里迹 )等

,

以食泥动

物沿层面掘食形成的牧迹为主
,

也有生物爬迹和停息迹
,

相当于 S ie lac h er ( 19 6 7) 的 Ne er i t e s

(类沙蚕迹 )遗迹相
,

代表较深水静水的沉积环境
。

3
.

1
.

2 陆棚相

主要 见于舒家坝群中部
,

麻沿河剖面姜家沟门一樊家尧一带和崖城
一

董家坪剖面崖城一

萧河及王家河一带
,

其包括以细碎屑一泥质沉积和碳酸盐沉积两种类型
。

碳酸盐陆棚沉积发

育在舒家坝群上部
,

因此可分为以下岩相类型
。

( l) 灰绿色水平纹层泥质板岩粉砂质板岩相 ( A )

岩石呈灰绿色到灰褐色
,

中到薄层状
。

板岩中普遍含少量粉砂
,

含量一般在 10 写左右
,

多者可达 45 %左右
,

粉砂质成薄纹带状
。

主要矿物成分为粘土矿物
,

以伊利石
、

绿泥石为主
,

含少量绢云母
。

粉砂颗粒包括石英和少量长石
,

颗粒 圆度较差
,

以次棱角状为主
。

主要层理

类型为水平层理和砂泥互层水平层理
。

( 2) 具水平层理砂纹交错层理的粉砂岩到细砂岩相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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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呈灰绿到灰褐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颗粒为粉砂到细砂级的碎屑颗粒
,

其中石茱占

75 一 80 %
,

长石含量 5一 10 %
,

枯土矿物
,

如伊利石
、

绿泥石 15 %左右
,

并有少量绢云母
.

颗粒

分选中等
,

磨圆度以次棱角为主
。

内具水平纹层或砂纹交错层理
,

层系厚度 2一 c3 m 左右
,

反

映低能静水一弱动荡的沉积环境
,

(3 )水平纹层的结晶灰岩相 扩

岩石呈青灰到浅灰色
,

薄层到厚层状
,

主要矿物成分为中细晶方解石
,

可见细密泥质条
’

瓶形成密集的水平层理
,

因此岩石成薄板或页片状
。

泥质条带不发育的灰岩中水平纹层宽

( 2一 s m m )
,

仍为规则平直的水平层理
.

岩石中既无白云岩化
,

也无残余的颗粒结构
,

藻纹层

不发育
,

未见前人所描述的鸟眼
、

石盐假晶等浅水标志
。

从岩性和共生的水平层理看
,

当属陆

棚碳酸盐沉积无疑
。

上述三种岩相类型
,

前两种岩相见于舒家坝群中部
,

和完整鲍马序列的浊积岩 (图 c3 )

共生
。

结晶灰岩相仅见于崖城
一

董家坪剖面三台坝一王家河村之间的舒家坝群上部
.

从三种

岩相岩性和所含的水平层理
、

砂纹交错层理来看
,

应属陆棚一过渡带 (波基面上下 )的沉积
.

3
.

1
.

3 下临滨相

下临滨相是指正常浪基面之上
、

平均低潮面之下的临滨环境下部沉积
。

这里波浪作用频

繁
,

但其能量较低
,

因此只能形成小规模的波浪成因的沉积构造
。

舒家坝群的下临滨相沉积

主要见于麻沿河
一

舒家坝剖面大湾一舒家坝之间和 崖城
一

董家坪剖面萧河一徐家坝一带
,

以

具浪成交错层理的石英砂岩为特色
,

也见具浪成波痕和交错房理的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等
。

可分以下岩相类型
。

( l) 具浪成交错层理的石英砂岩相 ( A )

岩石呈浅灰色中厚层状
,

主要碎屑为石英颗粒
,

含量 85 一 90 写
,

少量长石 (5 %左右 )
.

颗

粒分选好
,

磨圆度呈次圆到次棱角状
。

内具典型的浪成交错层理
,

层系厚 3一 sc m
,

层系组厚

20 一 3 o c m
。

图 3d 是舒家坝
一

麻沿河剖面大湾北沉积柱状图
,

反映该处以浪成交错层理砂岩

为主
,

内夹有水平层理的泥岩
,

反映以正常下临滨沉积为主
。

( 2) 具小型浪成交错层理的砂质条带板岩相 ( B )

岩石呈灰绿色到浅灰色
,

中到厚层状
。

岩石以水平层理泥质板岩为主
,

内夹砂质条带
。

砂

质条带成波状或长透镜状
,

内具典型的浪成交错层理
,

层系厚 cZ m 左右
,

长度 1 c0 m 左右
。

反

映为深水浪成波痕层理
。

砂质条带成层性好
,

厚度稳定
,

泥质条带厚 3一 10
c m 为多

,

与砂质

条带交互成层
。

推测为下临滨下部和过渡带的交互沉积
。

图 3e 是崖城
一

董家坪剖面萧河附近

的砂质条带板岩的垂向层序
,

反映这两种岩性的交互特征
。

( 3) 具小型浪成波痕的泥质粉砂质
、

粉砂质泥质板岩相 ( C )

岩石呈灰绿色中厚层状
,

主要成分为粉砂和粘土质
:

粉砂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长石
,

含量

30 一 80 %不等
;
枯土质矿物含量 2 0一 70 %

。

层面上具小型浪成波痕
,

波痕多成波曲状或直脊

状
,

尖脊圆谷
。

分叉和复合现象常见
。

多呈对称型
,

也见少量不对称型
。

波高一般 l一 2。 m 为

多
,

波长 3一 sc m
。

垂直层面方向上表现为浪成交错层理
,

部分波痕发育在泥质岩中
,

层理面

上层理不发育
。

这种岩相在永坪
一

固城剖能
尤其发育

,

反映为深水波痕
,

推测为下临滨下部

到过渡带沉积
。

上述岩相的共同特点是具小型的浪成波痕或浪成交错层理
。

它们抑或和水平层蓬的泥

质板岩交互
,

抑或和重力流沉积的块状层理砂岩共生 (图 d3
, e )

。

其波痕和层理都反映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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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层系 )较小
,

波长较大
,

尤其在粉砂质泥岩中也能发育
,

反映其为深水成因而非滨岸浅水

成因
,

故认为属临滨下部低能带的沉积
。

3
.

2 风暴流沉积 (事件沉积 )

舒家坝群风暴沉积零星发育于麻沿河
一

舒家坝剖面的大山坝
、

永坪
一

固城剖面的陈磨
、

崖

城
一

董家坪剖面的崖城南
、

大堡子沟
、

贺家磨沟及萧河一带
.

包括四种岩相
:

3
.

2
.

1 具递变层理的砂岩相

岩石呈浅灰到灰色中厚层状
,

主要颗粒组分为石英
,

含量占 70 一 85 %
,

长石含量 5一

10 %
,

其它为粘土基质
。

石英
、

长石分选差
,

磨圆度也差
,

次棱角状到棱角状
.

岩层底具明显

冲刷面
,

冲刷面成波状起伏
,

切割下面泥质岩层
.

岩层从底部由粗砂向上渐变成细砂级
。

递

变层厚度一般 15 一 3 c5 m
。

上与丘状层理或浪成层理的细砂岩及粉砂岩过渡
。

3
.

2
.

2 具丘状交错层理的细砂岩相

岩石呈灰褐到灰绿色中厚层状
,

颗粒主要为石英和少量长石
,

石英含量 75 一 80 %
,

长石

5%左右
。

粘土质含量 20 %左右
。

颗粒分选较好
,

但磨圆度较差
.

内丘状交错层理发育
,

丘状

交错层理纹层厚 Zm m 左右
,

缓倾斜丘状
。

该砂岩常和递变层砂岩过渡
。

3
.

2
.

3 具浪成交错层理的细一粉砂岩相

岩石呈灰褐到灰绿色
,

中厚层状
,

颗粒主要为石英 ( 75 一80 % )和长石 (5 %左右 )
,

颗粒分

选中等到好
,

磨圆度较差
,

次棱到次圆状
。

泥质填隙
。

与递变层砂岩过渡
。

3
.

2
.

4 具水平层理的泥质岩相

岩石呈灰绿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矿物成

分为粘土矿物
,

包括伊利石和绿泥石等
,

含少

量石英粉砂 ( 10 %左右 )
。

内具水平层理
。

上述四种岩相类型常见两种组合方式
:

一是递变层砂岩一丘状层理砂岩一水平层理

泥岩组合
;
二是递变层砂岩一浪成交错层理

砂岩一水平层理泥岩组合 (见图 a4
、

b )
。

其中

递变层砂岩为风暴触发的重力流形成的
,

丘

状层理和浪成交错层理砂岩代表风暴作用下

的沉积
,

水平层理泥岩则代表风暴过后的正

常沉积
。

乎映该风暴岩形成于正常浪基面和

风暴浪基面之间的陆棚地区
。

3
.

3 重力流沉积 (事件沉积 )

舒家坝群的海底扇是一受构造破坏而发

育不全的海底扇体系
,

在麻沿河一舒家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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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舒家坝群中风暴事件的旋回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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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中扇和外扇发育较好
,

内扇沉积零星出露
;
而崖城一董家坪及永坪一固城一带

,

外扇沉积

保存不好
,

被断层破坏并为中新生代岩层覆盖
,

以中扇沉积保存最好
,

上扇沉积也不发育
。

.3 .3 1 上扇沉积

主要见于舒家坝剖面顶部
,

由上扇主水道碎屑流和水道侧翼沉积两种岩相类型
。

( 1) 上扇主水道沉积— 块状泥砂质角砾岩相

岩石呈灰褐色
,

巨厚到块状层
,

岩性为泥质角砾岩
。

角砾包括泥质板岩
、

变质砂岩
、

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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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及火山岩屑等
,

一般 1一 s c m 大小
,

无分选
,

无磨 圆
,

成棱角状
,

块状层理
,

砾石无定 向排

列
。

砾石含量 70 %左右
,

其它为泥质粉砂质杂基充填
。

岩层底面为明显冲尉和剪切面
,

为典

型的内聚碎屑流沉积
,

属上扇水道沉积
。

( 2) 主水道侧翼沉积— 块状含砾砂岩相
_ _ -

该岩相与主水道沉积共生在一起
,

为灰褐色厚层的含砾砂岩
。

碎屑以砂粒具多
,

主要有

石英
、

长石
、

火成岩屑和变质岩屑
,

含量 70 %左右
,

含少量的角砾 (5 %左右 )
.

角砾成分与主

水道沉积相近
,

磨圆度极差
,

未分选
,

呈块状层理
。

因其和主水道沉积共生
,

故认为属碎屑流

触发时的越岸沉积
.

.3 3
.

2 中扇沉积

中扇沉积在所研究的含个剖面均很发育
,
尤其在麻沿河

一

舒家坝和崖城
一

董家坪两剖面

的中部
。

中扇沉积包括中扇内部辫状水道区 (分支永道和水道间漫滩沉积 )和中扇外部朵体

区
。

分支水道沉积以高密度浊流的块状砂岩为主
,

水道间漫滩沉积为不完整鲍马序列的浊积

岩 ( A E 或 A D E 组合 )
。

而中扇外部朵状体则由缺顶或完整序列的浊积岩组成
.

( 1 ) 中扇分支水道 沉积— 块状砂岩相

舒家坝群中部广泛发育的块状砂岩
,

岩石以灰褐到灰绿色为主
,

厚到 巨厚层状
,

单层厚

度一般在 2
一

3m 左右
。

岩层 )份面为明显冲刷面
,

也见负荷构造或槽铸型发育
。

岩性主要为长

石岩屑杂砂岩或长石杂砂岩
,

碎屑含量 80 %左右
,

泥质杂基 20 写左右
。

碎屑中石英占 40 一

70 %
,

长石 1任 20 %
,

并含少量细粒石英或火山岩屑
,

颗粒支撑或杂基支撑
.

颗粒以次棱角状
-

到次圆状为主
,

分选中等
。

岩层多呈块状层理或略具正递变特征 (图 s a )
。

概率累积曲线成弧

形
,

各点逐渐过渡
,

反映为高密度浊流沉积
。

随能量降低
,

沉积物悬浮负载下沉
,

流体显示 出

牵引流性质
,

概率累计曲线出现两个总体 (陈北岳
,

1 99 2)
。

C M 图则为近于平行 C = M 基线
,

图形远离基线且较宽阔
,

表明分选较差
。

(2 )中扇分支水道间的漫滩沉积— 递变层砂岩相

与中扇分支水道块状砂岩共生的还有少量递变层砂岩
,

它与具砂纹层理的粉砂岩及水

平层理的泥岩共生
,

前者代表砂质高密度浊流越过堤岸稀释的低密度浊流沉积
,

后者可能为

浅海陆棚的背景沉积
。

递变层砂岩成中到薄层状
,

单层厚度 10 一 2 0c m 具多
,

粒度为细砂级

递变为粗粉砂级
。

岩层底面具明显冲刷槽铸型
。

岩石中碎屑颗粒以石英为主 (6 0一 70 % )
,

有

部分长石 ( 10 一 20 % )和岩屑 (5 %左右 )
。

颗粒分选较差
,

磨圆度以次圆到次棱角状为主
。

杂

基含量 15 一 25 写
.

。

颗粒或杂基支撑
。

( 3) 中扇外缘朵状体沉积— 近端浊积岩相

中扇外缘分支水道不发育
,

形成地形平缓的朵状体沉积
。

该沉积以浊流沉积为主
,

朵状

体内侧为缺顶的浊积岩
,

向外变为完整序列及少量缺底序列的浊积岩 (图 s c ,

d )
。

舒家坝群的近端浊积岩主要见于麻沿河
一

舒家坝剖面的吕家坝一姜家沟门一带
;
浊积岩

多呈深灰褐到灰绿色
,

底具明显的槽铸型
、

沟铸型或负荷模等
,

发育完整的浊积岩符合鲍马

序列 (图 5。 )
。

底铸型之上为 A 段— 具粗尾递变层理的细砂岩段
、

B 段一一平行层理的细

砂岩段
。

该砂岩以长石岩屑杂砂岩
、

长 石石英砂岩
、

岩屑杂砂岩为主
,

砂岩中碎屑组分 7 0一
8 。%

,

杂基 : 。一 3。%
,

杂纂支撑为主
,

主要碎 屑组分为石英
,

`

占碎 屑含量
5。一 8。%

,

但 以

50 一 6。%具多
,

长石含量一般 10 一 25 %
。

岩屑含量不等
,

1。一 20 %左右
。

岩屑包括石英岩屑
、

花岗岩屑等
。

颗粒分选中等到差
’ .

以次棱 角状到棱 角状为主
。

从 A B 段粒度概率累积曲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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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舒家坝群海底扇沉积序列
a 、

b
.

中扇水遭块状砂
,。

.

完整序列的浊积岩
,

d
、 。
缺底序列浊积岩 (说明见正文 )

。
m

,

泥质岩 ; 51
.

粉砂岩
. S a

.

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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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D p o s it io n a l se q u e n e e s
6 f t h e s u bm a r i n e fa n in t h e

sh
u ji

a

ba G
r o u p

a a n d b ” m id
一

fs n e h a n 二1 m a s s iv e s a n d
s t o n e , e = t u r b id i t e w i t h t h e

co m lP
e et s e q u e n

ce

d
a n d e 二 t u r b i d i t e 认 t h o u t b a s a l s e q u e n e e ; m ~ m u

d
s t o n e ; 5 1二 吕遥盈t s t o n 七 . aS ~ . a n d

s t o n 七

征看
,

曲线呈明显弧形
,

悬浮总体占绝对优势
,

为典型的浊流沉积
。

C M 图反映的 c M 图平行

于 C 一 M 基线
,

距离较远
,

图象较宽
,

表明粒度分选较差
,

也为典型的浊流沉积特征 (陈北岳

等
,

1 9 9 2 o) 当这些粗粒浊流沉积之后
,

浊流密度下降
,

渐渐向牵引流转化
,

沉积了 C 段具小

波痕层理的粉砂岩段
,

同时也见因液化而成的变形层理或泄水构造
。

概率累积曲线明显具三

个总体
,

呈牵引流特征
,

但曲线斜率低
,

说明分选较差
.

随着介质能量降低
,
D 段沉积为水平

层理的粉砂岩段
,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也呈明显三段式
,

但斜率变陡
,

说明分选较好
,

为牵引流

沉积
,

最后沉积的是 E 段— 块状水平层理的泥岩段
,

为泥质浊流或半深海背景沉积
。

3
.

3
.

3 外扇沉积— 远端浊积岩相

外扇沉积见于麻沿河
`

舒家坝剖面 山庄上
,

牡丹坪到 吕家坪一带和崖城
一

董家坪剖面崖

城以南等地
,

主要由缺底序列的浊积岩组成
。

由鲍马序列的 C 一 E 或 D 一 E 不完整层序组成

(图 s e )
,

局部也可见具 A B E 的序列发育
。

远端浊积岩序列各段的沉积特征同上述
。

它通常

和浅海陆棚一半深海的泥质沉积共生
。

综合分析礼县一麻沿河一带舒家坝群的沉积特征
,

可以区分出东西两个扇体
:

东部扇体

以麻沿河
一

舒家坝剖面为代表
,

其外扇
、

中扇发育较好
,

内扇发育较差
; 西扇以崖城

一

董家坪剖

面为代表
,

以中扇发育为主
,

外扇沉积受中新生代地层覆盖而出露不全
,

内扇未见发育
。

位于

两剖面之间的永坪
一

固城剖面似以陆棚沉积为主
,

中夹中扇沉积
。 ’

从舒家坝群海底扇和背景沉积的充填序列 ( 图 6) 看
,

舒家坝群自下而上背景沉积 由半

深海一浅海一下临滨形成一个向上变浅的充填充列
,

与之共生的海底扇为一个从外扇一 中

扇一内扇的向上变粗的进积型序列
。

这两种序列的组合方式
,

反映了舒家须群的原型盆地是

一个在挤压构造背景下形成的盆地
,

和北秦岭加里东造 山带和中秦岭微板块之间的挤压和

俯冲有关
,

为北秦岭造 山带山前坳 陷或冲秦岭微板块与造山带之间的前陆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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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眠县一申都一带泥盆系沉积特征概述
.

舒家坝构造沉积区西段的氓县一申都一带
,

泥盆系小范围出露于国营牧场一带
,

面积百

余平方公里
,

包括中
、

上泥盆统
。

由于国营牧场一带草场覆盖了基岩
,

故地层出露很差
,

笔者

仅测制了部分区段地层剖面
,

现结合区调修测资料予以综述
.

4
.

1 中泥盆统舒家坝群

国营牧场一带的中泥盆统以深灰到浅灰色
、

灰褐色中薄层碎屑岩和泥质岩为主
,

夹有薄

层砂岩
,

厚度 15 8 0一 Z0 0 0m
.

根据实测剖面研究
,

主要岩性为水平层理的泥质板岩
、

水平层理

的长石石英砂岩
、

具小型砂纹交错层理的粉砂质板岩
、

水平层理的泥质粉砂岩
、

均质层理的

长石石英砂岩等
。

岩石均以灰揭
’

、
,

灰绿色
、

深灰色为主
,

以薄层为主
,

中夹厚层砂岩
,

从沉积构

造和岩性特征看
,

应属浅海陆棚相沉积
.

舒家坝群中的灰岩也以陆棚相的灰色薄层永平或均

质层理的灰岩
、

泥灰岩和泥质灰岩为主
。

内含化石较少
,

主要为腕足和珊瑚化石
,

如 T ha m n ,

p aor
s p

.
,

A勿 e of it e s
sP

.
,

sc ih z
oP h o r l’a ,

A t句吵 a
sP

.
,

A州必OC Oe ila sP
.

等
,

为正常浅海相化石
.

4
.

2 上泥盆统梅川组

梅川组在眠县梅川
、

茶埠及国营牧场一带发育
,

岩性为灰到灰褐色薄层石英细砂岩
、

板

岩
、

灰质板岩
,

内有植物化石工护 t oP h loe
u m hr om ib 血 m 和腕足化石 tA 犷, P a s he t l’e) 1认抽 oe o is ,

A
.

d,, vu ill ii t,a
;
lu沙、 clI u’l ge sn is ,

uY ,;i 。 ,1e lll’ ,al t

irP ll’c at “ ,

y
.

ha 动
“ yr i等

。

此处发育沉积构

造包括小型波痕和交错层理等
。

因此推测为滨岸碎屑沉积为主
,

中夹滨岸陆相层
。

综上所述
,

眠县一带的中上泥盆统与礼县一麻沿河二带的舒家坝群明显不同
,

前者以陆

棚一滨岸沉积为主
,

而后者以较深水盆地和重力流沉积为特色
。

需要说明的是
,

氓县一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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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桃坪以北的泥盆系
,

与该线以南的泥盆系差别甚小
,

两次 ] :

20 万 区调都将申都南
、

北

的上泥盆统同归于
“

大草滩群
” ,

反映此处沉积特征近似
,

断层缺失不明显
,

有可能为舒家坝

和西汉水两构造沉积区之间的过渡位置
。

5 西秦岭泥盆纪前陆盆地格局

前陆盆地是位于造山带与毗邻的克拉通之间
,

由于造山带侧向挤压仰冲加载于克拉通

边缘 (前陆乏
,

使其岩石圈发生挠曲而成的盆地
。

工万诚 i。 邻 ( 1 9 7 4) 将其分为陆
一

陆碰撞的造山

带毗邻的周缘前陆盆地和岛弧
一

大陆碰撞的造山带毗邻的弧后前陆盆地两种类型
。

前陆盆地

在其形成演化中具以下特点
:
( 1) 由于造山带褶皱冲断体的构造负荷及随盆地沉积的沉积负

荷使毗邻造山带的盆地边缘基底大幅度沉降
,

而在克拉通 一侧盆地边缘形成
“
反弹

”

的上隆

区
,

因此造成盆地不对称特征
; (2 )由于持续的逆冲推覆作用

,

造成造山带一侧先成的沉积物

发生变形
,

形成相应的同构造不整合
,

甚至被冲断形成新的冲断体提供新的物源
; ( 3) 前陆盆

地早期以复理石为主
,

晚期以磨拉石为主
; ( 4 )前陆盆地受同沉积构造作用影响常常造成盆

地中心和沉积中心在垂直和平行造山带方询上的迁移
; ( 5 )前陆盆地痛常具克拉通和造山带

双向物源特征
,

古流显示构造活动期以垂直造山带的古流为主
,

而构造稳定期以平行造山带

的古流为特征
; (6 )前陆盆地的物源以富石英 、岩屑的再旋回的造山带物源为特色 ( iD ck i n

-

s o n , 1 9 7 9
、

1 9 8 。
、

1 9 8 4 ; S e h w 。 b
, 1 9 8 6 ; H o m e

wo
o d e ` a l

.
,

1 9 8 6 ; B l a i r 和 B i l o e l e a u , 1 9 8 8 等 )
。

西秦岭北带大草滩
、

舒家坝区泥盆系存在许多与前陆盆地共同的特征
。

北秦岭加里东造

山带已为地层接触关系和构造运动面 (泥盆系与下伏寒武一奥陶系角度不整合接触 )及地层

缺失所证实
。

舒家现群重力流沉积和大草滩群陆相粗碎屑沉积分别代表了前陆盆地的复理

石和磨拉石沉积
。

舒家坝群重力流的进积型海底扇序列和背景沉积的向上变浅的充填序列
,

反映盆地处于挤压的应力状态下
。

大草滩群火山岩屑
、

舒家坝群花岗岩砾石的存在反映其母

岩区为北秦岭造山带物源
。 「

绿相大草滩群含舒家坝群的砾石反映前陆盆地早期沉积的舒家

坝群被冲断并提供新的陆源
。

舒家坝群的槽铸型
、

滑塌揉皱指示由北向南的古斜坡和古流向

(陈北岳
, 1 9 92 )

。

红相大草滩群水流交错层理反映的古流向由早期垂直于造山带方向 ( 2 10 一

1 80
。

)向晚期平行于造山带方向 ( 240 一 3 0 00 )的转换
,

其为前陆盆地典型的古流垫式
。

与前陆盆地南邻的西汉水群
,
其交错层理反映由南向北的古流特征

。

该区艾菲尔期以环

古岛滨岸一陆棚碎屑沉积为主
;
吉维特一弗拉斯期为典型的孤立台地和生物礁沉积 (杜远生

等
, 1 9 9 0

、

19 9 1
、

1 9 9 2a ) ;
法门期则以深水盆地和泥质浊积概冰积为特征 (杜远生

, 1 9 9 2 b )
。

反

映艾菲尔期一弗拉斯期时西汉水区处于岩石圈构造
“

反弹竺的上隆区
,

法门期前陆盆地向南

迁移
,

该区受侧向挤压而下坳
,

反弹区向南迁移到徽成一带
。

·

:

上述特征表明
,

泥盆纪时期在北秦岭造山带南缘确实存在一个同造山的前陆盆地
,

该盆

地的形成
、

演化与北秦岭造山带的向南仰冲有关
。

加里东后期
,

随着秦岭微板块与华北板块

的碰撞
,

在北秦岭地区形成一逐渐隆升的造山带
,

造山带南侧的大草滩区
、

舒家坝区及西汉

水区缺失早一中泥盆世地层
。

艾菲尔期随着造山带向南仰冲
,

构造负荷使前陆地区岩石圈下

挠形成深坳陷盆地
,

盆地南侧岩石圈
“
反弹

”

形成上隆区
。

坳陷的前陆盆地中接受了舒家坝群

的复理石和大草滩群的磨拉石沉积
,

而毗邻的西汉水区则以浅水碳酸盐和滨岸碎屑岩为主
。

法门期前陆盆地的南移造成西汉水区深水沉积覆盖在台地
、

生物礁沉积之上 (图 7 )
。

上述前

陆盆地虽与大陆克拉通边缘的前陆盆地相 比不够典型
。

但却揭示了西秦岭北带泥盆纪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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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秦岭造山带 秦 岭

前陆盆地

微 板 块

】构造
“
反弹

,,

带

图 7 西秦岭泥盆纪前陆盆地的动力特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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