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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思茅地区上石炭统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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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思茅地区位于东特提斯构造域的东段
,

晚古生代时期属扬子地台西缘的一部分
。

晚石炭

世具有台
一

盆相间的沉积格局
,

形成了三类不同的沉积
:

滨岸沉积
、

浅海
一

台地沉积和深水浊流沉

积
。

其中深水浊流沉积以火山源浊流沉积为特征
,

是在平缓的碳酸盐台地或陆棚之上通过断陷

事件发展起来的
,

包括了 5 个沉积旋回
,

表现出强烈的火山活动期与火山休眠期交递进行的沉

积旋回特征
。

自晚石炭世早期到晚期
,

火山活动期逐渐增长
,

休眠期逐渐缩短
,

反映出盆地性质

自稳定向活动的转化过程
。

火山岩具有岛弧型火山岩特征
,

说明晚石炭世
,

思茅地区具有活动

型大陆边缘沉积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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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地区位于
“

三江
”

构造带内
,

大地构造上属东特提斯构造域的东段
,

其西侧为澜沧江

缝合带
,

东与哀牢山缝合带相邻
。

追索区内的沉积特征
,

反演其不同时期的地球动力学性

质
,

对研究古特提斯洋的构造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有关晚古生代思茅地区的大地构造属

性
,

许多作者作过论述
。

黄汲清等 〔̀ 〕和马文璞 z[] 先后认为
,

龙木错
一

澜沧江缝合带和扬子地

台之间的广阔地域为扬子地台古生代期间的被动大地边缘
。

莫宣学等3[] 通过对三江地区火

山活动的研究
,

认为斓沧江洋在早石炭世前打开
,

早二叠世时期板块开始向东俯冲于 昌都
-

思茅微陆块之下
,

即该区晚石炭世尚属被动陆缘
。

潘桂棠等 [’1 结合整个东特提斯构造域的

演化
,

认为思茅地区西侧的澜沧群为早古生代澜沧江洋东侧形成的大陆增生楔
,

晚古生代早

期属陆缘弧
,

晚古生代中期转化为岛弧
,

思茅地区转为弧后盆地
。

上述认识说明对晚古生代

思茅地区的构造属性尚有争议
。

本文通过对该区上石炭统的沉积特征分析
,

认为晚石炭世

是该区由被动陆缘向活动陆缘转化的时期
。

1 上石炭统概况

区内多被中新生界覆盖
,

古生界出露有限
,

未见元古界
,

因此追索中生代以前的沉积特

征及盆地性质有较大的困难
。

古生界以上石炭统出露较好
,

且地层中化石较为丰富
,

定年亦

确切
,

为探讨本区晚古生代的沉积及大地构造背景提供了一条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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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炭统在景谷
、

思茅
、

普洱及墨江一带出露
,

岩性变化较大
,

前人据区内岩性组合的差

异划分为 3 个组
,

分别命名为龙洞河组
、

马平组 (又称西门崖子组 )和下密地组 (表 1 )
。

表 1 思茅及邻区上石炭统区域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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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参考文献 .s[ 6]

龙洞河组分布在景谷
一

思茅以西与南澜沧江断裂带所夹持的区域 (图 l )
,

在景谷
、

小黑江

及大凹子一带出露
,

为一套火山碎屑岩
、

放射虫硅质岩及泥岩
,

局部夹含陆源碎屑的生物屑

灰岩
,

其中含有筵科 ( seP 如蜘 c

俪哪`舱 cf
.

bo ear ils
,

尸
.

义触之枷ic瓜 等 )及珊湖
、

放射虫
、

牙形

刺等化石
。

其下伏为中石炭统碳酸盐岩沉积
,

上覆在思茅云仙一带为中三叠统下坡头组不

整合覆盖
,

在老公寨一带为下二叠统大新山组平行不整合覆盖
,

地层时代清楚
。

马平组分布在云龙一勋腊一带
,

在普洱及动腊等地有出露
,

主要为一套白云岩
、

白云质

灰岩
,

含生物屑灰岩组成
,

局部为变火山碎屑岩
。

其中含有 irtT iic 如 sP
.

及 seP
班肠3硫叨卿“加

sP
.

等晚石炭世篷科化石分子
。

与下伏中石炭统碳酸盐岩呈整合接触
,

上覆为下二叠统草坝

头组碎屑岩及灰岩
。

下密地组分布在墨江至江城一带
,

以墨江县的坝溜乡出露较好
,

由一套砂页岩夹泥灰岩

和薄煤层组成
,

部分地区为砂板岩和砾岩
。

其中灰岩含有 seP 议 fo s c hwal
鹦成朋 sP

. ,

五吧哪。 -

加以ian sP
.

及 irtT ic泌 等晚石炭世旋科化石分子
。

其上覆为下二叠统下部灰岩
,

下伏为中石

炭统灰岩
。

上述表明
,

上石炭统是在中石炭统碳酸盐台地之上发展起来的沉积物
,

地层中化石丰

富
,

地层时代清楚
。

2 沉积特征

盆地内可分为 3 种不同类型的沉积 (图 1 )
: ①墨江一江城与印支古陆间的滨岸沉积 ;②

云龙一勋腊一带的浅海台地沉积
,

在思茅一勋腊一带夹有岛弧型火山岩 ;③景谷一思茅以西

的次深海沉积
。

其沉积组合分别与下密地组
、

马平组及龙洞河组相当 (图 2 )
。

2
.

1 滨岸相沉积

滨岸相沉积沿印支古陆的西绷分布
。

岩性可分为 3 段
,

下段以灰黑色碳质页岩
、

深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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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思茅地区晚石炭世岩相古地理图 (据参考文献【5 ]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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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为主
,

夹泥灰岩
、

细粒石英砂岩
、

薄煤层及煤线 ;中段以灰
、

黄灰
、

暗

灰色薄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
、

泥质细粒石英砂岩
、

泥质石英粉砂岩为主
,

夹碳质页岩
、

泥岩和

煤线 ;上段为深灰色钙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与灰岩
、

泥岩互层
,

含有丰富的双壳类
、

腕足类
、

苔

醉虫
、

篷类及植物等化石
。

沉积环境下部为滨岸沼泽相
,

向上过渡为潮坪
一

淘湖相
。

2
.

2 浅海台地相沉积

该沉积相主要分布在云龙
、

普洱
、

思茅
、

勋腊一带
,

其沉积物主要为碳酸盐岩
,

在勋腊一

带夹少量碎屑岩及火山碎屑岩
。

沉积组合以普洱县西门崖子一行的马平组剖面为代表 (图

2)
。

剖面总厚 89 m
,

下部为灰黄
、

灰白色厚层块状白云岩
,

含白云质灰岩 ;上部为灰白色中层

块状牛物灰岩
、

灰岩
、

角砾状灰岩夹白云岩
。

地层中筵类及海百合茎等生物化石丰富
,

具有

局限台地相沉积特征
。

远离该剖面向西南出现岩屑砂岩
、

粉砂岩及凝灰岩夹层
,

如景洪
、

勋

腊及云龙等地
。

火山碎屑物也相应增多
,

在勋腊一带
,

其夹层厚达几十米
。

在区域上
,

该沉

积相的东西两侧 (如哀牢山地区和澜沧江东侧 )为深水相的火山岩
一

碎屑岩
一

硅质岩沉积
,

总

体表现为台
一

盆相间的古地理沉积格架
,

后者相当于下文中的次深海相沉积
,

为被动大陆边

缘上发育的裂陷槽 (盆地 )沉积物
。

2
.

3 次深海相沉积 (深水浊积岩 )

该沉积相位于景谷
一

思茅以西
,

与临沧早古生代褶皱带间以澜沧江断裂相隔 (图 1 )
。

原

相带的展布形态被澜沧江断裂带破坏
。

该相带以一套深水相火山碎屑浊积岩为典型特征
,

以龙洞河组为代表
。

建组剖面位于景谷县龙洞河
,

为进行 :1 20 万区调填图时创立
。

但当时

并未对其沉积特征进行识别
。

笔者通过对该剖面进行实地观测
,

发现自下而上为一套深水

浊流沉积
。

该剖面东侧与之对称出现的小黑江边剖面的沉积结构
、

构造出露良好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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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对认识晚石炭世该区的构造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关于浊流沉积
,

自 50 年代以来
,

一直是沉积学研究 的热门课题
。

玩w e
( 19 8 2 )

,

hS aw
-

mu gam 等 ( 198 8) 图和 肠名
e sr oll ( 1988 )等先后对浊流沉积的形成机理

、

成因类型划分以及浊积

岩的形成与构造环境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总结
。

作为事件沉积的一种
,

浊积岩的发育是盆

地性质变化的重要信息
,

它通过沉积物的成分以及结构
、

构造等方面反映出来
。

本区的浊积岩主要为火山源浊积岩
,

火山碎屑物质在固结成岩之前
,

以浊流的形式搬

运
、

堆积而形成的火山碎屑浊积岩
。

该类浊积岩可进一步划分为高密度浊流沉积和低密度

浊流沉积 s1[
。

在该区火山浊流作用发生前
,

区域上表现为浅水碳酸盐台地或陆棚相沉积
。

显然
,

浊流沉积与区内的断陷事件有关
。

从图 3 可以看出
,

区内的火山浊积岩在纵向上表现

为高密度火山浊流沉积与低密度火山浊流沉积交递进行
,

据此可划分为 5 个沉积旋回
。

旋回 I 火山活动相当强烈
,

反映盆地开始断陷
。

在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的陆棚区发

生了强烈的断陷和中基性的火山活动
,

形成断陷火山盆地 (图 4 A )
。

大量的火山物质随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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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陷事件产生的浊流经短距离搬运快速堆积
,

形成了一套高密度火山碎屑浊流沉积
。

底部

为黄绿
、

紫灰及灰色块状凝灰质角砾岩 (图 S )A
,

砾石含量约印%左右
,

成分以灰绿色中基性

凝灰质火山角砾为主
,

其次为灰岩
、

硅质岩及石英砾石
,

含少量砂岩砾石
。

火山岩
、

灰岩及砂

岩砾石呈角砾状
,

几乎未经磨圆
,

砾径以 1 一 20 cm 为主
,

部分达 l m 左右
,

呈悬浮状杂乱分布

在凝灰质
、

砂质及火山碎屑基质中
。

硅质岩及石英砾石有较好的磨圆度
,

砾径一般为 0
.

2 -

3cm
。

石英砾石为白色的脉石英
,

具有远源特征
。

胶结物以灰绿色凝灰质为主
,

其次为石英

及岩屑物质
。

包卷层理十分发育
,

为典型的滑塌浊流沉积
。

向上沉积物组份大致相似
,

粒度

逐渐变细
,

过渡为具有一定分选性的浊积砂岩
,

其中可见平行层理及沙纹层理
,

偶尔见包卷

层理 (图 SB )
,

具正粒序层序
。

总体上反映出沉积环境 自火山活动期向休眠期演变的特征
。

在顶部发育一套厚约 25 m 的浅灰色中层状含砂屑的海百合茎碎屑灰岩 (图 S )C
,

其中砂屑为

经过磨圆的石英
、

长石及岩屑
,

大小为 0
.

1 一 3
~

,

含量为 20 % 一
so %

。

海百合茎碎屑的含量

为 60 %左右
,

胶结物为亮晶方解石
。

该岩层的出现
,

反映随着断块的继续下沉
,

以及火山热

能的释放
,

水体块速加深
,

同时火山物质以及滑塌堆积快速充填
,

使断陷盆地的边缘逐渐平

滑
,

最后演化为相对平缓的斜坡 (图 4 B )
,

在局部形成了生物碎屑滩的沉积环境
,

它与被动大

陆边缘碳酸盐生长序列 9[] 有着本质的差异
。

旋回 n 经过了旋回 工的演化
,

构造性质已渐趋稳定
,

开始转变为深水盆地环境
。

该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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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思茅地区晚石炭世早期断陷过程模式
A

.

断陷期火山浊流沉积 ; B
.

稳定期生物屑灰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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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火山活动微弱
,

以发育低密度浊流沉积为特征
,

沉积物为一套薄层状灰绿色的中酸性凝灰

岩和凝灰质粉砂岩
,

向上出现放射虫硅质岩
。

其中发育平行层理
,

具正粒序结构 (图 S )D
。

反映水体逐渐加深
,

盆地过渡为非补偿沉积状态
。

旋回 111
、

VI 沉积特征与旋回 工
、

11 十分相似
,

只是在旋回 111 的顶部未出现碳酸盐沉积
,

规模比旋回 工要大
。

沉积物主要为火山碎屑浊积岩
,

砾石中也没见灰岩碎块
,

火山活动包括

3个次级韵律旋回
。

旋回 VI 与旋回 n非常相近
,

总体上
,

表现为火山活动更为频繁
,

规模加

大
,

时限加大
,

而休眠期则相对缩短
。

说明当时沉积环境越来越活动
。

旋回 V 剖面未见顶
,

主要发育基性火山碎屑浊积岩
。

火山碎屑块体较旋回 111 更大
,

代

表了又一次较强水下火山活动
。

综上所述
,

思茅地区西部深水相带的沉积物单调
,

主要由火山碎屑及少量高成熟的陆源

物组成
。

反映该带距陆源剥蚀区较远
,

火山碎屑物质主要来自盆内的水下喷发物
,

因而火山

碎屑物质的成分是确定盆地性质的关键
。

3 火山岩的性质

区内火山岩主要分布在龙洞河组中
。

火山活动的中心沿澜沧江消减带东侧的酒房断裂

带分布
,

为该区晚石炭世扩张带的中心
,

其走向北起无量山西侧
,

经安乐
、

民乐
、

永平
、

勋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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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思茅地区上石炭统浊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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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质火山角砾岩 ; B
.

凝灰质砂岩及凝灰岩 ; C
.

含砂屑海百合茎灰岩 ;

D
.

凝灰质粉砂岩及放射虫硅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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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岩类型包括基性
、

中性及酸性凝灰岩类
,

其中基性及中性岩类大多蚀变

较强
,

发生强绿帘石化和硅化作用
,

从其残余辉绿结构及残余斑状结构推测
,

原岩为玄武岩

及安山质岩类
。

相对而言
,

酸性凝灰岩及熔岩角砾保存较好
,

可用于判别岩石的成因类型
。

表 2 为区内思茅西北大凹子及景谷县龙洞河一带的火山岩化学成分
。

可以看出
,

它们的

N匆 O 较高
,

从 O 较低
,

N处 0 + 凡 O 的含量为 2
.

48 % 一 7
.

09 % 之间
,

平均为 5
.

6 %
,

介于岛弧型

与大陆边缘型火山岩之间
,

明显低于陆内和洋岛型火山岩 ( 8% 一 9% )
。

各火山岩样品中
,

里

特曼指数 (的都小于 1
.

8
,

在 ( N匆O + 晚 O)
一

51 0 :
图解中 (图 6)

,

全部样品均落人 A 区
,

说明岩

石属钙碱性系列
。

在里特曼
一

戈蒂尼图解中 (图 7 )
,

所有样品均落入 B 区
,

属造山带地区火

山岩
,

与大陆边缘
一

岛弧带的火山岩相似
。

其特征说明
,

思茅地区晚石炭世已由前期的被动

大陆边缘转变为活动陆缘的岛弧
一

盆地系统
。

4 结论

( l) 思茅地区晚石炭世具有滨岸碎屑沉积
、

台地碳酸盐沉积和深水火山浊流沉积
。

后者

是在前期平缓的碳酸盐台地基础上经过断陷及火山作用事件而发展起来的沉积
。

( 2 )火山浊流沉积有 5 个沉积旋回
,

具火山活动期与休眠期交递进行的特征
。

晚石炭世

早期至晚期为火山活动期加长及休眠期缩短的特征
,

反映该区构造活动逐渐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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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思茅盆地晚石炭世火山岩化学成分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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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考文献【5〕

(3) 火山浊积岩中的火山岩具岛弧型火山岩特征
,

说明晚石炭世该区由被动大陆边缘逐

渐向活动大陆边缘的弧
一

盆体系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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