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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山转换和当代盆地分析中的新问题

许效松 徐 强

(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盆地和造山带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大陆动力学探索的热门和前沿思想的生长点
。

大

陆构造上最突出的和最墓本的构造单元
:

一是盆地系统 ;二是造山带系统
。

这两个系统是地壳时

空演化的一对孪生体
.

沉积盆地系统是把堆积空间和各类物源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系
.

盆地是地壳构造运动

的产物
,

是地球动力学的响应
,

而盆地的发生和发展又与造山带是相辅相成的
。

盆地的性质
、

类

型
、

演化和盆地性质转换的动力学分析
,

通过火山岩的性质
、

蛇绿岩和棍染堆积或者是岛弧带的

走向等判断
,

这些信息无疑是重姿的因素
.

沉积地质学的发展所赋予新的研究内容是
:

通过不同

物源堆积体的相互关系可以反馈盆地地球动力学性质和盆山转换的信息
,

盆地边界的构造要

素
、

不同物源的充填堆积物的生长序列
、

堆积物的几何形态及其叠置关系等也具有与蛇绿岩同

等的重要性
.

造山带是地壳构造活动和动力转换的记录
,

它代表陆块间的相互运动
、

消失的大洋
、

消失的
(

陆块和大陆边缘盆地
,

所以造山带就是消失的大洋系统和消失的盆地系统
,

即盆地转为山系
。

这

种
“

盆山转换
”

的藕合关系是当代沉积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交叉的前沿
。

本文提出
“

盆山转换
”

的

新思路和研究的内涵
,

并讨论这一理论
、

方法的基本观点和思路
: “

板块构造控盆
、

盆转山和 山控

盆
” 。

关祖词 盆山转换 盆地分析 动力学在盆地中的响应

1 基本思路— 大陆地质和造山带
·

当代地球科学界都把大陆动力学研究视为建立新的地球观的突破 口
,

并成为地球科学

的前沿研究领域
。

认识和推动大陆动力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广
,

可概括有四个方面
:

( ” 大陆构造
,

以岩石圈为主要研究对象 ; ( 2) 下地壳的热状态和热变流体系
:
( 3) 地球物理

;

(4 )地壳运动的驱动力及来源
。

其中最重要和最为直观的研究内容就是大陆构造
,

并由此探

讨地壳运动的驱动力
。

大陆上最基本的构造单元可归纳有两大部分
:

一是盆地系统
;
另一为造山带系统

,

这两

个系统是在地壳时空演化上的一对孪生体
,

因此把盆地和造山带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

分析

山控盆和盆转山过程
,

以此作为认识大陆地质和地球形成演化的窗口
,

并已成为地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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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 1〕 。

造山带是个复杂的
、

压缩密集的构造单元
·

任何一条造山带
,

都包含了地质历史长河中

的地壳甚至地慢各圈层之间构造活动和动力转换机制的记录
,

它代表了板块间的相对运动
、

消失的大洋
、

消失的陆块和大陆边缘盆地
,

除此还包括碰撞后的陆内升隆带、 所以造山带即

代表消失的大洋系统
,

也代表消失的盆地系统
。

造山带在空间上的宽度和范围
,

自数十公里
、

数百公里至千余公里
,

陆内的隆升山脉和

相对应的坳盆仅数十公里
。

如果把盆地系统和山脉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和对象
,

则可达千

余公里
,

特别是陆洋体系的山盆复合系统在时空尺度上 比陆内体系都大得多 : 因此
,

盆地系

统和造山带系统有两个层次的涵义
:

一方面是洋陆体系
;另一方面是陆内体系或板内体系

。

地壳最上部的浅层构造
,

即年青的盆地和造山带
,

为陆内体系
。

研究山脉的隆升和相伴

的压陷和断陷盆地之间的动力转换机制
,

已成为构造地质学家追求和探索的目标
,

也是当前

大陆动力学的热点
.

探索的途径
,

不仅研究构造形变
,

而且还注意下地壳的热动力
、

物质运移

和调整的规律
,

把深部构造和浅层构造结合起来
,

探求其内在的联系和表现
。

造山带中不仅有年青的山脉和盆地
,

还记录着不同地质时代的古盆地和盆地转换的记

录
,

特别是陆洋体系的转换
。

因此从造山带中保留的洋
、

弧
、

陆的残块和大陆边缘增生楔
、

以

及大陆边缘的沉积物
,

恢复古大洋和古大陆及洋盆消亡的方式
、

重建构造
一

沉积古地理
、

追素

地壳的形成和地壳运动的驱动力已成为地学界的另一个热点
。

近几年
,

沉积地质学家和构造地质学家把盆地和造山带之间孤立的结构型式结合起来
,

从盆地中揭示造山过程的响应
,

从造山带中探索盆地边缘性质
,

研究地壳的形成演化及动力

转换机制
,

作为恢复古大陆和古大洋的重要依据
。

中国西部大型盆地分析及地球动力学研究

项目
,

即以盆
、

山系统为整体目标
,

以全球构造活动论和沉积
一

构造地质学
.

、

对 比沉积学
、

层序

地层学为指导
,

选择四川盆地
、

楚雄盆地
、

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等四个不同性质的盆地
,

进行盆地分析和地球动力学研究
,

分析不同动力条件下盆地的性质
,

从各种充填堆积物的式

样
、

序列中反馈已经消失了的古动力学条件和古构造环境
,

恢复各盆地的相对位置
、

盆地的

消亡和转山过程
,

以及消失的古大洋和盆地的聚合
.

2 盆地系统和盆地分析

盆地这一概念并不陌生
,

它是大洋岩石圈和大陆岩石圈上客观存在的整体系统
〔 2 ,
和堆

积场所诩
。

盆地由地壳拉伸变薄
、

热沉降
、

负荷坳曲或构造沉降
、

以及压陷断坳等动力作用形

成
。

盆地的新生代表构造旋回的起始和地壳构造动态转折
,

以及物质均衡调整的结果
,

由此

构建了一个以充填作用为主的容纳空间
。

但是
,

盆地分析不仅只是泛指具有地貌上意义的单

一的一个盆地
,

还代表了在不同块体的位置
、

板块所属的性质以及所在边缘的特征
。

在一个

板块上的不同部位和边缘带组成了性质各异的堆积场所
,
由此构成了一个盆地系统

。

各堆积

场所的堆积物和其性质的转换记录
,

都可反演板块的性质
。

从沉积地质学科出发
,

根据堆积

物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相和环境
,

也可分出由不同沉积物组成的不同的堆积单元
,

或单一的一

个盆地
,

而盆地分析则是把同一板块各堆积场所放在地球演化的时空格架上
,

有机的把每个

单一盆地联合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系统
,

研究其演化和转换的动力机制
,

这也是该项目的另一

特色
。

盆地分析自 60 年代初
,

首先为石油地质学家所重视
,

揭示盆地的沉积演化和古地理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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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30 年中
,

随着地学领域各学科的发展和学科专业的精湛以及地球观的

转变
,

把沉积盆地分析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研究盆地的形成史
、

充填史
、

埋藏关闭史以及盆

地演化过程中由地球动力驱动的过程及控制的特殊事件
、

事件发生的时间及事件沉积作用

等
,

以此来探索和认识盆地的地球动力学演化
,

研究山盆相配的制约关系和大陆边缘与洋盆

间转换过程中对盆地沉积体的制约性
。

.

盆地形成史的研究包括盆地生成的板块构造作用
、

盆地的基底性质
、

所在板块的部位
、

盆地沉降机理及其热力学等方面的研究
。

已建立的 M ck en iz e ( 1 9 7 8) 的地壳扩张模式
〔幻
在解

释盆地的形成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成果
,

其结论为盆地形成起始于机械断裂事件
,

接着简单的

热散失
,

这一减薄带最终成为盆地形成的部位
,

t

M ck en iz e ( 1 9 7 8 )模式
〔幻已成为盆地分析的基础

。

按照他的观点
,

沉降的动力因素记录在

沉积物的厚度中
,

沉降史可根据地层的厚度和沉积速率来模拟
,

并标绘出大地构造沉降曲

线
,

而曲线的形态则记录了从早期裂谷至冷却的连续的沉降演化史
。

除此
,

会聚边缘盆地的地球动力学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

eB
a u m o nt 〔 5 ,

定量地提出

了前陆盆地或前渊盆地的发育是
:

起因于仰冲体加载
,

导致大陆边缘岩石圈弯曲的结果
。

盆地形成后的充填史和埋藏关闭史
,

也是盆地分析中的重要内容
。

不同性质的盆地具有

各自的沉积序列和时空展布模型
,

因此可通过建立盆地等时地层格架恢复充填序列和构造

活动
,

并以此对比同一板块或不同板块间盆地的相关性
,

其中具有重大突破的就是层序地层

学
。

层序地层学的脱颖而出
,

促使盆地分析的方法有了重大的突破
,

提供了研究盆地充填的

新思维
。

它的关键点就是以海平面的变化和构造活动的祸合追踪盆地的演化
、

发展
、

埋藏和

消亡
。

盆地演化过程 中的事件和事件沉积也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法
。

事件沉积物是盆地地球

动力学性质转变的响应
,

也是地内和地外作用的藕合产物
。

盆地分析中
,

把以地球驱动力有

关的热事件与正常沉积作用结合起来
,

分析两者之间的转换过程及堆积物的特征
,

以辨别盆

地的性质和对比性
。

同时
,

特殊沉积物
,

如上升洋流和磷的沉积
、

缺氧黑色页岩层
、

含铁石英

岩等
,

也具有全球可对 比性
,

因而可作为盆地对比的重要内容
。

3 地球动力学在盆地中的响应

地球动力学的基本点就是研究地壳形成演化的驱动力以及动力性质转换的动力机制
,

研究的内容涉及地球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
,

不仅是岩石圈而且还包括地球深部
、

地壳
、

地慢

的热对流以及更深层次的地慢柱构造
。

然而地球这个大实验场和它的时空跨度极大地超过

了人类所及的能力
,

因而对地壳的形成和地球的认识
、

假设和解释以及验证等都有很大的和

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

或只能是一种简化了的模式
,

所以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手段和所探求的

科学间题也只能是极小的一个侧面
,

沉积地质学和盆地也毫不例外
。

大陆岩石圈的形成演化涉及古大洋的消失和古大陆的聚合
。

蛇绿岩的研究和混杂堆积

的发现已成为判别古大洋的重要标志诩
〔” `幻 ,

洋壳的消减
、

扩张以及与古大陆的聚合方式是

大陆构造地质的核心
。

有的学者把地壳运动归为
“

开
” “

合
”

运动
〔幻 ,

并从元素的组合配置中寻

求其
“

开
” “

合
”

记录
〔
101 造山带的变形

, l , 〔`幻 、

大陆增生楔的组成
、

结构以及从板块构造理论用

于大陆岩石圈的演化等
〔13)

,

均反应地球动力学性质转换的一个侧面
。



1 9 96年 (2 )盆山转换和当代盆地分析中的新间题

地球动力学在盆地中的响应
,

随着近代沉积学的发展和学科的渗透
,

首先是对盆地和沉

积物的认识已从狭隘的
“
盆

”
中解脱出来

。

厂

盆地是地壳构造活动的结果
,

也是地球动力学的响应
,

认识盆地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

一

是盆地的性质
,

不同性质的盆地其演化过程各异
;
二是陆和洋壳盆地体系的相互关系以及其

性质转换的驱动力
。

不同盆地的消亡方式可以反馈大陆边缘的性质
,

由此可认识大洋的俯

冲
、

消亡方式
。

这两方面的信息代表地壳构造活动和动力性质的反应
,

它的物质表现在盆地

中反馈的信息就是充填体
,

而沉积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

充填堆积体是地壳
、

地慢各种活动在盆地中的记录和见证
,

可通过堆积体的物质组成
、

几何形态和堆积体的序列和叠置等三个方面认识盆地的性质和转换过程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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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填堆积体的物质组成和组构

盆地中充填体物质组分的来源具有多源性
,

主要有陆源
、

海源
、

地 内源和地外源四种
。

这

四物源反应盆地的构造背景
、

控盆的动力转换
、

盆地的稳定性和盆地性质的转换以及宇宙和

地球的关系
。

1
.

陆源物

盆地中的堆积物由高出海平面以上的陆地供给
,

在一个序列 内陆源物的比例
、

组构
、

组

分或沉积物的通量是地壳构造活动和盆地容积空间的反映
。

陆源物的成分依源区性质而异
,

通常有结晶基底
、

褶皱盖层和岛弧等源区
。

实际上
,

陆源

物中的印记则复杂得多
,

陆源组分的混杂程度是判别盆地性质
、

大陆边缘特征
、

地壳上不同

单元构造活动的差异以及不同陆块
、

板块间构造活动的指示剂
。

被动大陆边缘的陆源物的粒

度
、

胶结物
、

结构和岩相组合均呈有规律的变化
,

符合相律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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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物注入盆地的数量和方式不仅取决于搬运的介质条件
,

更重要的是受控于盆地所

处板块背景的动力条件以及与相邻板块的关系
。

有四个基本要素
:
陆源区的构造活动

、

陆源

区基岩的性质
、

古气候和所处的古纬度带
、

物质运移的介质条件
。

陆源物由源区注入盆地的方式或搬运的条件是判别盆地性质的重要因素
。

块体的整体

搬运常借助于重力作用
,

在构造活动和构造控制源区以及盆地的边界处则发生碎屑流
、

颗粒

流及崩落
、

坠落惰坡等块体搬运
。

刘宝礴等
〔, 幻
对碎屑物在水中的搬运和沉积作用

、

流体力学的性质和牵引流
、

重力流的

沉积作用等曾作过精辟的论述
。

笔者强调水搬运作用的另一侧面
,

解释和识别陆源物被水搬

运过程中
,

所记录的盆地演化和构造背景等两种基本观点
。

注入盆地中的陆源碎屑最主要 的是通过陆上的水的搬运
,

包括山洪的冲积
、

洪积
、

泥石

流和河流等
,

从层序地层学的观点谓之河流回春作用
。

河流回春除古气候变迁导致降雨量大

之外
,

更重要的因素是构造活动的回春
,

不仅反应物源区的构造隆升活动
,

而且代表山盆体

系之间发生了构造变动
。

陆源物注入盆地的瞬间的注入后
,

其搬运作用除陆上河流的牵引力和负荷力之外
,

还有

海水搬运作用的叠加效应
,

以及各种海水流体力学性质的改造
。

海相盆地中陆源碎屑的堆积体大部分都经过波浪作用
、

潮汐作用和海流的改造后重新

堆积的
,

强 调海水对陆源物的搬运和改造程度
,

可以反馈盆地的性质和稳定性
。

基于以上两点
,

从陆源物的组分和结构
、

杂基以及胶结物的记录
,

寻找盆 内形成 !雷凉物

堆积体的搬运条件
、

搬运能力和河流牵引力与海流的转换
,

所有这些都是印证山盆体系构造

活动和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

2
.

海源物

盆地内充填堆积体中的海源物
,

指海盆内自生的
、

由生物作用
、

生物化学作用和化学作

用生产的有机和无机组分以及一部分呈悬浮沉落的陆源物— 软泥
。

这些组分以独立的堆

积体或与陆源物混合
,

如碳酸盐组分
、

特殊的碳酸盐— 生物礁
、

自生的海绿石
、

胶磷矿
、

生

物化学作用的硅质岩
、

膨润土等粘土矿物
。

前述的陆源物与海源物共同组成海盆地中的重要组分
。

盆地分析和盆地演化中对充填

堆积体的研究
,

关键点就是区分充填体中的陆源物和海源物之间的关系
,

作为盆地的归属
、

演化
、

盆地性质的转换以及与全球构造活动的祸合
。

在总体规律上
,

陆源物通过河流入海和海平面下降
,

把陆源物 由陆向海搬运
;
而海源物

除沿岸流和海流作用外
,

则随着海平面上升由海向陆地方向搬运迁移
,

如磷
、

海绿石
、

碳酸盐

砂体的迁移或生物礁的岸退序列等
。

除此
,

如果陆源堆积物上被海水改造后的砂体叠置
,

在

考虑波浪作用和潮汐作用外
,

更重要的是与海平面的相对上升呈同步效应
.

在同一个板块边

缘的盆地或洋盆扩张期的盆地
,

则可形成同时性的岸退序列
,

海源物向陆地迁移构成海岸上
4

超
;
如同时性的体系域内沉积相的叠置相反

,

则盆地同属性的程度低
。

所以盆地 内充填体中

陆源物和海源物的辨别
,

在盆地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
。

3
.

地内源物质

盆地内充填堆积体中除陆源物和海源物之外
,

还有由地下不同深度
、

不同层圈内向上喷

溢的液态和气态的流体所组成的堆积物
,

这也是识别盆地地球动力学背景的关键
。

深部流体

的物质表现是各类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元素的成矿作用也具有盆地属性和构造活动的标



6 9 9 1年 ( 2)盆山转换和当代盆地分析中的新间题

志
,

如铁
、

锰
、

硼
、

钡等元素
。

火山岩
、

火山熔岩的性质作为判别盆地属性的重要依据已有很多

研究 13[ 〕1[’ 〕 ,

笔者在盆地分析中不仅注意地 内源物质的组分性质
,

更强调和重视地 内源与陆

源物和海源物之间的关系
。

地内源物不仅反应 了盆地的板块属性和构造活动
,

而且 由于地内物质的溢流
、

贯入
,

破

坏和改造了陆源物和海源物的正常沉积以及生长序列
,

因而它们之间的比例
、

叠置
、

混杂
、

穿

插
、

切割等特征
,

应是盆地性质和构造活动的直接的物质记录
。

以往的研究多从独立学科的

观点出发则忽视了这一重要的观察和研究内容
,

或者有误认的现象
。

4
.

地外源物质

地外源物质指非地球内部的物质
,

来自宇宙中其他星际以及与地球碰撞的块体或宇宙

尘等
,

通常谓地外事件沉积物
。

这些微细物具有特征元素的异常值
,

形成稳定的薄层
,

不仅可

作为全球或大区域际的地层对比
,

而且对恢复地球和夭体事件上有重大的作用
。

3
.

2 充填堆积体的几体形态

充填堆积体的几何形态受盆地形状
、

构造走向
、

构造活动的强烈程度以及物源区的差异

而变化
,

依附于盆地的构造背景
、

盆地演化过程和盆地性质的转变
,

它有三重含义
:

一是堆积

体在盆地中不同构造古地理环境单元内的整体形态
,

如克拉通盆地
、

克拉通边缘
、

大陆架边

缘
、

坡折带
、

深海盆地和岛弧等
;
二是同一构造古地理单元 内不同沉积相堆积体在四维空间

上的几何形态
;
三是同一构造古地理单元内不同物源的充填堆积体的几何形态

。

堆积体的分布和各物源堆积体的形态受不同性质和级别的构造活动的制约
。

被动大陆边缘的充填堆积体呈稳定的席状
,

其规模及几何形态与盆沱的边界范围相当
,

并与走向一致
,

以陆源物为主
,

且发育有完整序列的碳酸盐沉积
,

组构成岩相和厚度较均一

的沉积体并符合瓦尔特相律
。

大陆边缘中过渡基底的盆地
,

堆积体可构成不同方向的楔形

体
,

向海或 向陆方向递增或递减
,

并呈有规律的变化
。

拉张型裂谷盆地的堆积体多呈槽状和厚大的几何形态
,

与盆地的构造走向相近
。

充填物

的组分变化可能有两个端元
。

单一物源的楔形体
,

如重力流的巨厚堆积物和海源碳酸盐透镜

体沿着裂谷的陡边呈断续分布
;
地内源的物质在拉张型裂谷盆地 中也是重要的物源

,

可形成

火山熔岩
、

火山碎屑岩和与正常沉积岩的混合物
,

但其几何形态分别为枕状或不规则的透镜

体或夹层
,

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挤压型背景下的裂谷盆地
,

如弧后拉张盆地的充填堆杖体的几何形态
,

受岛弧或岛弧带

的规模和展布的控制
。

除此
,

充填物为多源
,

特别是地内源的火 山物质和热活动的成分的分

布特征尤为重要
,

他们的规律性与构造背景密切相关
。

大陆边缘转为弧后拉张盆地时
,

在大

陆边缘总体堆积物的背景下
,

发育有地内源的插入体
,

或者是多源混合物的楔形体
。

岛弧型盆地 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
,

因而是大陆边缘构造活动最强烈的部位
,

盆地中的

充填物的类型对确定其性质极其重要
。

国内外构造地质学家对不同性质盆地的沉积建造均有过描述
,

然而所述的内容均以岩

性组合为主
,

因而不能清晰地反映出不同盆地的物性特点
,

除火山岩的性质有别外
,

尚不能

从多源混合体中提取可确定盆地性质的信息
。

所以从堆积体的三维空间结构中分析盆地的

性质也尚无实例
。

笔者认为从盆地中的堆积体恢复盆地性质应强调三点
:
( 1) 把盆地中各种物源堆积体视

为是整体研究和观察对象
; ( 2 )不同物源堆积体各自的几何形态

; ( 3) 各种物源堆积体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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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和环境

活动大陆边缘和岛弧盆地系统堆积体的几何形态都以楔形体为特征
,

呈透镜体状
。

堆积

体的展布方向以环绕岛弧为中心向周缘发散
,

堆积体内各物源组分之间的比例
、

结构
、

组构

等特征也以岛弧为中心
,

地内源和陆源物
、

海源物的混杂
、

改造明显
,

以致无清晰的边界
。

除

此
,

还有两个特点
:

海源物中的碳酸盐体在盆地中呈点式分布
,

在空间上则呈塔状体
,

展布范

围小
,

而且常发现被改造的大小不等的块体 ;岛弧型盆地系统中堆积物的沉积相环境往往是

浅水沉积和深水沉积标志相间出现的特征
,

或空间上呈突变等
,

这也是岛弧带特有的规律

性
,

特别是碳酸盐体分布特征
,

广而不连续
,

但不能由此而得出浅海环境或深海环境的误解

结论
。

3
.

3 堆积体的序列和必置

盆地系统中堆积体的序列和盆地 内不同部位的堆积体以及不同物源的堆积体之间的叠

置关系等
,

是识别盆地属性和演化的重要依据
。

盆地中堆积体或沉积物的沉积作用方式
、

类型和几何形态
,

受构造活动
、

海平面变化
、

古

气候和物源供给率四大因素的制约
。

对于正常沉积岩而言
,

它包括陆源和海源组成的沉积

岩
,

这四个因素的主导性和祸合性虽有依构造古地理位置和盆地演化阶段而异
,

但具有等同

的制约关系
,

特别是在被动大陆边缘的盆地系统
,

它的普遍意义则更为明显
。

然而对于活动

边缘的盆地系统而言则不尽然
,

其最大的特点是构造活动强烈并随着洋壳俯冲
、

板块会聚过

程而变化
,

同时地内源物质的大量注入盆地
,

并改造了盆地内的正常沉积物
,

因而形成了多

源物质的混合和混生
,

由此而破坏了正常的沉积序列和正常的叠置方式
。

.

序列是指沉积地层由下向上的顺序
,

同样也适用于不同物源的堆积体
,

它们都有自身的

序列和随着盆地演化过程可形成堆积物的顺序
。

一次构造旋回和一次海平面变化周期内
,

与

盆地的新生和消亡过程同步可形成陆源碎屑物 自下而上沉积旋回
。

海源物以碳酸盐最典型
,

特别是被动大陆边缘碳酸盐的生长序列可以说是对比的经典范例
`幻

。

因此在被动大陆边缘

盆地和克拉通盆地以正常沉积作用为主的陆源堆积物和海源堆积物内不同部位和环境的堆

积物
,

组构成有规律的相组合配置和退积至进积的叠置关系
。

各堆积体之间除海流
、

波浪
、

潮

汐和风暴的改造外都呈整一的接触关系
。

许效松等
〔3 ,
建立的碳酸盐序列生长前后

,

由碎屑岩

陆架向碳酸盐陆架转换
,

以及碳酸盐由缓坡至台地的发育序列
〔, 5 ,
等

,

都是被动大陆边缘陆

源物和海源物的沉积序列和叠置方式的典型代表
。

值得提出的是
,

在盆地分析中要特别注意

确认背景沉积物的组成
。

同样
,

地内源堆积体也具有因地慢物质上弯和热对流的演化规律组构成具有特征的自

旋回序列
,

如岩浆房的分异
〔 , ` ,
和火山岩等

。

因此
,

在活动边缘的盆地系统内最大特点是多源

物的注入和混杂
、

交插
,

既破坏了正常的沉积序列而热事件的序列也不完整
,

其混杂的程度

视盆地系统内不同的部位而异
,

并根据背景堆积物的类型区分盆地
。

活动边缘和岛弧盆地各种物源堆积体之间的叠置关系
,

可划分四种类型
:
插入截切型

、

溢流冲断截切型
、

冲刷切割型和改造型
。

晚古生代的准噶尔盆地就是多源物质组构的火山沉积盆地
,

它的构造背景是岛弧系统
,

堆积体的序列和叠置随着弧
一

陆碰撞充填消亡的过程而变化
,

总体上 由东西准噶尔向中心
,

盆地系统内的背景物以火山岩和细碎屑岩以及硅质岩为主的空间演化序列
,

在时序上 由热

事件沉积作用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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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活动边缘不同物源堆积体的序列和它们之间的叠置方式以及与被动边缘对 比也决

非简单易行
。

盆地系统的热活动伴随着海底地震
、

熔岩流等
,

使盆地的流体力学性质复杂多

样
,

增加了恢复序列和追踪边界形态的难度
,

但近代沉积学的发展和构造地质学由海洋转向

大陆
,

从造山带中探索大陆地质和盆地演化以及从盆地演化中反馈大陆岩石圈的形成信息
,

也成为沉积地质学发展的前沿和盆地分析的研究方向
、

4 盆山转换— 造山带和盆地结合的典范

大陆岩石圈的造山带系统和盆地系统是大陆构造的两个单元
,

从年青的造山带和造山

过程中伴随着新盆地的成生
,

如中新生代的四川盆地
、

准噶尔盆地
、

塔里木盆地以及楚雄盆

地等
,

都是在燕山和喜山运动过程 中的升隆和坳陷的对偶
,

所以造山作用控制盆地
, “
山控

盆
”

的概念和含义也就易于理解
,

也可认为有盆则必有 山环绕和反映有造山活动
。

因此
,

板块

构造活动结束后转为陆内构造活动的
“

盆转山
”
和

“
山控盆

”

的祸合关系
,

已成为构造地质学

家和大地构造地质研究的前沿学科
,

以研究造山带的升隆机制为主题
。

中新生代的四川盆地
、

楚雄盆地
、

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为多构造层的复合盆地的特

点
,

地质学家 已有共识
。

笔者的研究内容不仅进行年青的盆地分析
,

而且还要涉及新盆地形

成前的基底盆地
,

探求不同地质历史控盆的动力机制和地球动力学特征
,

研究古盆地的成

生
、

演化和消亡的过程分析
,

这些过程都刻印在造山带中
。

盆地可以建筑在陆壳上也可以建筑在洋壳上
。

陆壳上的盆地其古地理格架可以是一侧

与古陆地相连
,

另一侧为伸向深海洋盆的大陆架盆地
。

古陆地显然也是地质历史中的造山活

动产物
,

也可理解为盆转山的结果
。

大陆边缘盆地或洋壳上的盆地其古地理构架则不具备山

和古陆的环绕
,

这些盆地在地质历史中通过板块间的活动已转入在造山带中
,

盆地 已转为山

系
,

因而古盆地的形成也可理解为板块构造活动控制盆地
。

所以
,

造 山带系统是古洋壳盆地
、

古岛弧系列盆地与古大陆边缘盆地的碰撞俯冲消减带
,

代表古大洋和古大陆之间广大的古

地理单元
,

在浓缩的造山带中叠覆着继生的残留盆地或衍生的新生盆地
。

造山带系统内的冲

断残片可揭示不同性质盆地消亡和转移成山的过程
,

揭示岩石圈的构造旋回阶段和板块间

的构造活动
,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山脉系统就是古盆地系统的转换
。

笔者等在盆地分析中探

求盆地转山的过程
,

以及年青的造山活动控盆的动力机制
。

如果从全球构造活动的旋回过程

来看
,

也可分为板块活动和板内活动两大阶段和三个过程 (图 2 )
,

前一阶段为全球构造活动

的控盆过程
;
洋陆间的构造活动使不同基地的盆地消亡转入造山过程—

“

盆转山
” ;
最后是

隆坳相对或隆断相对形成新的盆地—
“ 山控盆

” ,
也可简单的概括为盆转山和 山控盆

。

我国大陆地质实际是大陆岩石圈的山盆 系统为叠加的多期次的构造旋 回
,

盆山转换历

程曲折而复杂
,

特别是元古代和早古生代板块构造活动阶段的盆 山转换
,

由于残存的记录不

足或对记录的确认有异
,

因而对恢复古盆地之间的构造格架和盆地分析有很大的难度
。

但是

通过盆地分析
,

特别是把造山带系统与盆地系统结合为统一体系来研究板块活动与盆地的

祸合以及 山盆相配的制约关系
、

盆转山过程中对盆地充填物的控制等
,

可重建古地理和大陆

边缘性质和盆地的消亡方式
,

建立我国古大陆盆山转换模式
,

恢复古大陆
、

古大洋的演化和

中国古大陆的形成史
。



32 岩 相 古 地 理(2)

B as i n 、y st em盆地 系统 动 力学系统

G eo d帅a i m esy st em

h Tr u st i ng o r 吧 eny 巨巫巫巫〕
“ e w“ “ , i n

断陷
,

断拗

g爪alU
八lrllnuF

挤压
.

走滑

拉分 黝 1 1一 。 p a r t

0 r o 9 e n i c a r e m i g r a t , o n

挤压
,

走滑
B a s i n

岛弧残留

A r e r e m n a n t se a

拉张

贫
E “ ’

“ ’ `

挤压

o e e a n 一 e o n

大洋盆地

~ 、 冲 八
r。 r m a t i o 。

\ 消 }}
户. , 户砂山 , , 减 。 了

_ _ _ , :

一

{盗墨应}
_

_

”

了
’ 〔 ”

’
“ “

U o n t ln e n t a l m a r g i n , r , t t
U

o 二
` ·

““
s `n

l董应遍l
< 于一一一一一- 扩张

S P r e a d
一n g

P 1a t e 一 e o n 厅 0 1 l e d b . s i n i n

图 2 盆山转换过程分析

F ig
.

2 A n a ly s is o f t h e b a s i 6
一

m o u n t a in t r a n s fo r m a t i o n p r o e e s s e s

参 考 文 献

1 肖庆辉
、

李小波等
.

当代造山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若千同题
.

地学前缘
,

19 95
,

第二卷
,

第二期
.

2 李思 田
.

论沉积盆地分析系统
.

地球学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 1 9”

,

17
,

增刊
; 31 一 38

3 许效松
、

牟传龙
、

林明
.

露头层序地层与华南泥盆纪古地理
.

成都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
1 9 9 3

4 M e k e n z i e
,

D
.

S o m e r

em
a r k s o n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b a s i n ,

.

E a r t h a n d P la n e t a r y s e i e n e e L e t t e r s ,

1 9 7 8
,

4 0 ; 2 5一 3 2

5 eB
a u m o u n t ,

C
.

F o r e Ia n d B a s in
.

G e o p h y s
.

J
.

R
.

A s t r
.

oS
e ,

1 98 1 ,
6 5

:
2 9 1一 3 2 9

6 肖序常
.

从扩张速率试论蛇绿岩的类型划分
.

岩石学报
,

1 9 9 5
,

V ol
,

11
,

10 一 23

7 张旗
.

中国蛇绿岩研究慨述
.

岩石学报
,

19 95
,

V ol
,

1 1 , 1一 9

8 张旗
.

蛇绿岩研究中的几个间题
.

岩石学报
,

i , 9 5
,

V o l
,
1 1 , 2 2 5一 24 0

9 姜春发等
.

昆仑开合构造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9 2

1 0 邓清禄
.

从元家的角度研究
“
开 ” “

合
”

运动
.

地学前缘
,

1 9 05
, 2 ( 2 )

: 1 4 0

1 1 许志琴等
.

中国松播
一

甘孜造山带的造山过程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9 2

12 何国琦等
.

中国新强古生代地壳演化及成矿 香港
:

文化教育出版社
,
1 9 9 4

13 马杏坦等
.

大陆构造若干基本间题 (代序 )
.

中国大陆构造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9 2

14 刘宝汤主编
.

沉积岩石学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 0

1 5 R e a d
,

J
.

F
.

C o n t r o l s o n e
vo lu t i o n o f C a m b r i a n 一 o r d o v i e i a n p a s s

i代 m a r g i n
,
U

.

S
.

A p p a la e h i a n s ,

s E PM S p e
.

P u b
.

N o
·

4 4

16 王联魁等
.

液态分异— 南岭花岗岩分异方式之一
,

地质论评
,

1 9 8 3
,

N 。 ,

2



199 6年 (2 )盆山转换和当代盆地分析中的新间题 3 3

C UE N A T R RP SE C TS S A F B O IN
一

M OUN N A T I

N A T RS F ORM A T IOD N N A BASN IAN A L YS IS

X uX i ao sn ogX u Q in ag

h C
e ng du

介
st it ut e

o fG e
口肠舒

an dM 滋 ner al Re o su
c r

e s,

hC i n e se A c a
de
打妙

,

of eG
o l呀 i ca l S e i e n c e s

A B S T R A C T

M u e h r e s e a r e h o f e o n t i n e n t a l d y n a m ie s h a s f o e u s e d i n r e e e n t y e a r s o n t h e r e l a t i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b a s i n s y s t e m a n d o r o g e n iC s y s t e m w h i e h a r e i n t e r p r e t e d a s t w o b a s i e a n d e s -

s e n t ia l t e e t o n i e u n i t s a n d t w i n s i n t h e t e m P o r a l a n d s P a t ia l e v o l u t i o n o f t h e e r u s t
.

T 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b a s i n s y s t e m 15 a w h o l e o r g a n ie s y s t e m o f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s p a e e s a n d

p r o v e n a n e e s
.

A b a s i n 15 t h e p r o d u e t o f t h e e r u s t a l m o v e m e n t s i n r e s p o n s e t o g e o d y n a m i e s
.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b a s i n s ,

i n t u r n , a r e e lo s e l y b o u n d u p w i t h t h o s e o f

t h e o r o g e n i e z o n e s
.

T h e b a s i n a n a l y s i s i n e l u d i n g b a s i n n a t u r e , t y p e , e v o l u t i o n a n d d y n a m i e s

o f b a s i n n a t u r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15 e o n d u e e d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t h e f e a t u r e s o f v o l e a n i e r o e k s ,

a n d s t r ik e s o f o p h i o l i t e s a n d m e l a n g e s , a n d / o r i s l a n d
一 a r e z o n e s

.

F u r t h e r m o r e , t h e i n t e r r e l a
-

t io n s a m o n g t 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b o d i e s o f d i s t in e t p r o v e n a n e e s m a y f e e d b a e k t h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b o u t t h e g e o d y n a m ie s a n d b a s i n
一

m o u n t a i n t r a n s f o r m a t io n
.

T h e s t r u e t u r a l e l e m e n t s o f t h e

b a s i n b o u n d a r i e s , g r o w t h s e q u e n e e s o f t h e f i l l i n g d e p o s i t s f r o m d if f e r e n t s o u r e e 刀 r e a s , a n d

g e o m e t r y a n d s t a e k in g p a t t e r n s o f t h e
d

e p o s i t s h a v e t h e s a m e im p o r t a n t im p l i e a t i o n s a s t h e

o p h i o l i t e s a s w e l l
.

T h e o r o g e n i e z o n e s r e e o r d t h e e r u s t a l t e e t o n i s m
,

艺 n d d y n a m i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 a n d r e p

-

r e s e n t i n t e r e o n t i n -en t a l m o v e m e n t s , e x t i n e t o e e a n s a n d l a n d m a s s e s , a n d e P ie o n t i n e n t a l

b a s i n s
.

In o t h e r w o r d s ,
t h e o r o g e n ie z o n e s w e r e o r i g i n a t e d f r o m t h e b a s i n s y s t e m s , a n d r e p

-

r e s e n t t h e e x t i n e t o e e a n i e s y s t

e’m
s a n d b a s in s y s t e m s ,

In t h i s p a p e r , t h e a u t h o r s h a v e p r o -

p o s e d t h e n e w k n o w l e d g e o f
“
b a s i n

一

m o u n t a in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 , a n d o f f e r e d s o m e t h o u g h t s

o n “ p l a t e t e e t o n ie s e o n t r o l l i n g b a s i n s ,

b a s i n s t r a n s f o r m i n g i n t o tn o u n t a i n s , a n d m o u n t a i n s

e o n t r o l l i n g b a s i n s ” .

K e y w o r d s :
b a s i n

一

m o u n t a i n t r a n s f o r m a t io n ,

b a s i n a n a l y s i s
,

d y n a m i e r e s p o n s e i n b a s i n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