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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历史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陆源区:一是格林威尔期或更早期的构造事件, 导致陆块拼合 、固结 、基底克拉

通化, 在边缘形成古老剥蚀区,称之为古陆;二是震旦纪至显生宙期间 ,由于洋陆转换 、盆山转换构造事件,原沉积盆

地反转成隆起, 形成新的物源区,称之为隆起,可分为克拉通边缘隆起和克拉通内隆起。克拉通内隆起具穿时性, 制

约下伏盆地沉积物进积和上覆晚古生代海侵上超边界。 穿时的界面在三维空间上即是沉积和层控矿床的储集空

间, 也是油气成藏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克拉通边缘隆起则具有构造障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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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古地理研究有两个目的:从全球而言在古纬度

上恢复地质历史时期中的洋 、陆格局以及大洋和大

陆边缘的性质;从区际级和区域性的古地理研究来

看,在现今纬度上恢复陆块上海陆分布以及海域中

岩相特征。对于后者, 岩相古地理学者不仅对特定

地质历史中的海陆分布 、沉积相展布进行研究,而且

还探讨形成盆地的地球动力机制 、盆地与造山带耦

合关系,在盆山转换过程中对盆内充填物的控制因

素和沉积相带的配置, 即刘宝珺院士倡导的 “山控

盆 、盆控相”的指导思路。

在区域性上,现今仍以研究新元古代末至显生

宙的古地理为目标。在古地理图面上,有两个重要

的单元:一是古陆,即陆源区,严格来说,还应划分出

古地貌单元,如山地 、高地 、平原等;二是岩相展布和

沉积环境,包括陆地沉积区和海域沉积区两大部分 。

实践中,对地质历史中的无沉积区,在古地理研

究和表示的形式上,统常以古陆称之,并赋以相应的

符号。无论这个古陆是前寒武系基底岩石组成的古

老造山带,还是古生代后洋陆碰撞过程中的岛弧 、前

陆隆起等转为构造上的高隆的地貌,或是中新生代

的山脉,如均以古陆称之,则忽略了导致形成 “无沉

积区 ”的构造含义及对新盆地性质和对充填物的制

约关系。因此,古地理研究可理解为对某一特定地

质历史内地壳表层的山 、盆关系的研究,应不仅分析

盆地中的充填物的岩性相, 而且还要分析无沉积区

的形成机制以及地质效应,即山 、盆两个矛盾的对立

与统一。

为此,笔者强调在古地理分析上,不仅要研究海

域和陆地上的沉积相;还应转变对沉积区和无沉积

区的认识,研究某一地质时期内存在的山 、盆耦合,

对山盆转换做动态分析 。为此, 对无沉积区要做构

造解译,分出古陆和古隆起两类陆地的构造单元 。

古陆的含义,限定在由前寒武纪或前震旦纪造

山运动拼合成统一陆块的褶皱基底和造山带 。造山

隆起的无沉积区或物源区, 制约了显生宙沉积盆地

的性质 、沉积体类型和展布规律。

古隆起,指显生宙后由构造运动导致盆山转换,

由原盆地中的沉积体反转隆升造山 、造陆,转为新的

剥蚀区和物源区,古隆起控制上覆盆地的超覆和岩

相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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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区分两种不同动力机制形成无沉积区和

物源区的构造解释, 对分析盆山转换的动力机制和

对盆地的控制因素, 不仅提高了岩相古地理研究的

内涵, 也为盆地分析提供重要的信息 。

2　古陆与陆块基底克拉通化耦合

2.1　古陆与前寒武系基底的关系

中国古大陆有 3个具克拉通性质的稳定盆地:

一是华北陆块 、其二为扬子陆块 、三是塔里木陆块 。

这 3个陆块基底克拉通化的时间不同 (表 1) ,制约

了中国古大陆显生宙的古地理格架与沉积环境 。

华北陆块为前寒武系基底, 经历 25亿年和 18

亿年两次地质构造热事件
[ 1 ～ 2]

, 由多个地块在吕梁

运动时期拼贴 、固结为统一的克拉通大盆地,边缘造

山带构成古陆,岩性为太古代和叠加的古中元古代

火山岩和变质岩 (图 1)。扬子陆块和塔里木陆块具

前震旦系基底,分别在四堡运动和晋宁运动拼合为

稳定的陆块和克拉通 (表 1) ,相当于 Grenville造山

地质事件,基底褶皱造山带的古陆为早中元古代变

质岩。 3个陆块上的前寒武系和前震旦系的变质地

层和造山时混入的火山岩和岩浆岩, 共同组成基底

地质体,均为高耸的正地形, 是提供碎屑物的物源

区 。
表 1　中国三大陆块地壳构造运动与地质年代

Table1　 Tectonicmovementsandgeologicalagesofthe

NorthChina, TarimandYangtzelandmassesinChina

注:括弧为国际地层委名称;

加里东期的下限一为震旦纪 (王鸿祯, 1985 );另一为寒武纪地球

科学大辞典 ( 2006)

2.2　华北陆块基底隆起的古陆与沉积相

华北陆块是中国三大陆块中固结最早的块体,

具有太古代 -早元古代基底,目前发现多处有 3.8亿

年的太古代基底
[ 2 ～ 4]

, 分布在河北 、胶辽 、内蒙古和

陕西等地 (图 1) 。鉴于基底演化的差异性,可分为

六个构造单元:西部地块 、中间裂谷带 、东部地块 、胶

辽地块 、阴山地块和豫皖地块 。各地块在早中元古

代拼合,边缘的造山带和基底褶皱带转为陆块上的

古陆 。限于编幅,只简述前两个地块古陆特征以及

对沉积相的制约关系。

1.西部地块与鄂尔多斯古陆

西部地块,以鄂尔多斯太古代稳定的老陆核为

基底
[ 5]

,环北部边缘分布的孔兹岩系, 可能为新太

古代 -早元古代造山带
[ 2]

。壳内无低速层, 岩石圈结

构呈正梯度,最大厚度 200km
[ 6 ～ 9]

, 为具大陆根的块

体稳定程度高,无地震活动,陆核具典型大陆岩石圈

的结构特征,中新元古代均为古陆物源区。

图 1　华北陆块群构造格局 [ 1 ～ 2]

1.断层;2.裂陷边界;3.秦岭地块;4.鄂尔多斯表壳岩;5.结晶基底出

露区

Fig.1　Tectonicframeworkofthecontinentalblockswithinthe

NorthChinalandmass(afterZhaiMingguoetal., 2000;Wang

Huichuetal., 2005)

1=fault;2 =riftboundary;3 =Qinlingblock;4 =epidermic

rocksintheOrdosBasin;5=crystallinebasement

2.中间造山带与华北古陆

山西吕梁山以东至太行山, 包括五台山和中条

山, 为早元古代时的裂谷 (图 1) , 称中央裂谷带, 充

填物为滹沱群,底部有砾岩与五台群不整合 。

滹沱群主要为火山岩夹多套厚大的碳酸盐, 并

发育有大规模的叠层藻,具有藻碳酸盐台地的特征。

吕梁运动使中间造山带与西部地块和东部地块拼合

形成统一的华北克拉通, 但中间造山带仍有裂陷特

征,向北东方向, 至晋北和冀北沉积了长城纪-蓟县

纪和青白口纪的稳定盖层
[ 9]

。在与晋宁期构造运动

相当时限内,整个华北克拉通上均无震旦纪 (埃迪卡拉

纪 )的沉积,转为一个统一的大型隆升的大古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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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古陆为长期隆起区, 而且在显生宙时

也为华北陆块的最高部位,大部分地区缺失早寒武

世的沉积。早寒武世沧浪铺期早期的海侵可佐证华

北在古地貌上为北高 、南低和东高 、西低的特征,辛

集组 1 -2段黑色页岩和含磷层, 只分布在鄂尔多斯

古陆的西南缘 (平凉-陇县 )一带
[ 10]

,南缘的海侵仅

在驻马店和辛集一带
[ 11]

, 沧浪铺期晚期的海侵, 即

辛集组的 3-4段膏盐层和豹皮灰岩向北略有超覆

(图 2) 。

由此可见,中间造山带和西部地块在吕梁运动

拼合后仍有差异。早寒武世沧浪铺期的海侵边界受

各拼合基底的限制,而馒头期的海侵仅淹没了中间

造山带及以东的华北古陆 (图 2、图 3) 。但鄂尔多

斯古陆仍为陆地,中寒武世的毛庄期的海侵达只到

庆阳以北的庆深 1井, 见中寒武统毛庄组与上元古

界平行不整合, 晚寒武世海侵止于乌审旗和东

胜
[ 10]

。说明鄂尔多斯古陆在华北克拉通内稳定性

最强,接受沉积最晚,是形成鄂尔多斯整装大油气的

关键因素之一 。

图 2　华北陆块早寒武世早期 (辛集组 ) 岩相古地理

1.沧浪铺期占陆;2.龙王庙期古陆;3.辛集组一段含磷砂岩;4.辛集

组二 ～四段碳酸盐岩

Fig.2　SedimentaryfaciesandpalaeogeographyoftheNorth

ChinalandmassduringtheearlyEarlyCambrian (depositionof

theXinjiFormation)

1=Canglangpuanoldland;2=Longwangmiaoanoldland;3=

phosphorus-bearingsandstoneinthe1stmemberoftheXinji

Formation;4=carbonaterocksinthe2ndto4thmembersofthe

XinjiFormation

图 3　华北陆块早寒武世馒头期 (馒头组 )岩相古地理

1.古陆;2.馒头组沉积区;3.辛集组一段海侵;4.辛集组二 ～四段海

侵;5.馒头组海侵

Fig.3　 SedimentaryfaciesandpalaeogeographyoftheNorth

ChinalandmassduringtheEarlyCambrian ( depositionofthe

MantouFormation)

1=oldland;2 =depositionalareaoftheMantouFormation;3

=transgressioninthe1stmemberoftheXinjiFormation;4=

transgressioninthe2ndto4thmembersoftheXinjiFormation;

5=transgressionintheMantouFormation

2.3　塔里木陆块

1.塔里木陆块范围及基底特征

塔里木陆块为一具前震旦纪基底的陆板块,是

以现塔里木盆地为主体 、在区域上介于西伯利亚和

印度板块间的亚洲大陆的增生体
[ 12 ～ 13]

。陆块的北

界置于南天山北缘, 即沿着哈尔克山北坡 、巴伦台 、

库米什和卡瓦布拉克, 与伊犁地块和中天山地块为

界
[ 14 ～ 15]

;西南界为康西瓦缝合线;东南则为阿尔金

断裂
[ 16 ～ 17]

。

塔里木陆块基底地壳具三层结构:上地壳以结

晶花岗岩和变质岩为主;中地壳为花岗闪长岩;下地

壳为安山玄武岩 (贾承造等, 2003) 。另据康玉柱

( 1996)和张光亚 ( 2000)等
[ 18] [ 15]

认为, 塔里木陆块

的基底地层分为三:太古代 、古元古代和中新元古代

变质岩。除此,塔里木有陆核基底的另一依据是塔

中北纬 40°的磁异常楔状体
[ 19]

, 何登发等 ( 1996 )
[ 20]
认为 40°线为古元古代时塔南和塔北古陆核的拼

接带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该拼合带在演化的后期,

可能控制古生代塔中隆起与阿满坳陷间的沉积相,

北侧为深水沉积 、南侧为碳酸岩台地。

地表出露的变质岩基底, 以库鲁克塔格断隆为

代表,为中元古界及上元古界青白口系的浅变质岩,

与深变质的下元古界不整合, 上被南华系火山岩和

冰积岩及未变质的震旦系不整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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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南地区的铁克里克断隆, 前震旦系变质岩主

要为下元古界和中上元古界轻变质碎屑岩夹火山岩

和碳酸盐
[ 21]

, 含叠层石, 上与震旦系不整合 。

2.古陆与克拉通盆地

寒武纪时塔里木陆块已组建碳酸盐台地,以塔

北和塔中两地区为台地的主体, 并具有台缘坳陷斜

坡带 (图 4) 。由此, 反馈塔里木陆块在新元古代末

至显生宙期间有两个古陆:一是塔北古陆;二是塔中

古陆, 两个古陆呈东西向展布, 均由前震旦系变质基

底和岩浆岩组成 。

塔北古陆除前述的变质基地外, 还依据在沙雅

隆起上的十多个钻井, 揭示中生代地层与前震旦系

呈不整合接触 (表 2) 。该基底隆起可能为陆块聚合

时的造山带,南天山洋与塔里木陆块俯冲碰撞时形

成的基底古隆,成为古生代时的古陆。

塔中沙漠覆盖区有 3口深井佐证寒武系与前震

旦系不整合,缺失震旦纪沉积 (图 5), 佐证塔中古陆

的存在,其呈北西西 -南东东走向,可能为断续分布

的点式古陆。

表 2　塔北地区见前寒武系基底的钻井 (据西北石油局 )

Table2　DrilledwellsthroughthePrecambrianbasement

innorthernTarim Basin

图 4　塔里木陆块前古生代基底构造格架与古隆起 [ 18] [ 28]

1.构造线;2.次级构造单元界线;3.井位和井名

Fig.4　Tectonicframeworkofthepre-PalaeozoicbasementandoldupliftsintheTarimlandmass( afterKangYuzhuetal., 1996;

insetmapafterXuXiaosongetal., 2004)

1=majortectonicboundary;2=secondarytectonicboundary;3=wellsite

2.4　扬子陆块

扬子为具有古中元古代基底的陆块 (图 6), 分

别为:川中地块 (康定群 ) 、滇中地块 (昆阳群 )

和黄陵地块 (崆岭群 ) 。程裕淇等 ( 1994)认

为
[ 22]

, 3个地块均为中元古代的低角闪岩相和绿片

岩相,在四堡 -晋宁运动期间固结为统一扬子陆块基

底和克拉通盆地, 比华北陆块固结的时间晚 10亿

年,边缘造山带沿着陆块边缘分布, 即为古陆。除

此,贵州的黔中一带推测有古中元古代基底隆

起
[ 23]

,呈东西向展布, 制约加里东期的黔中隆起和

晚古生代的海岸上超边界。

扬子陆块上的 3个地块除川中的东部为覆盖区

外,在新元古代和早古生代均为物源区,以康滇古陆

和黄陵古陆为主。沿着古陆的周边,沉积了南华纪

早期巨厚的陆相碎屑岩;寒武纪时边缘相带碎屑岩

沿陆源区呈南北向分布;至早奥陶世时,由西向东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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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至海相呈规律性的配置,说明古陆制约了盖层

沉积物的展布方向。

图 5　塔中地区深部钻井揭示寒武系

与前震旦系接触 (据 [ 18]编 )

Fig.5　ContactboundaryoftheCambrianandpre-Sinianstrata

revealedbythedeep-seateddrillingincentralTarim Basin

( afterKangYuzhuetal., 1996)

图 6　扬子陆块中新元古代基底构造格架与盆地类型

Fig.6　TectonicframeworkoftheMesoproterozoictoNeoproterozoic

basementandbasintypesintheYangtzelandmass

扬子东南缘新元古代中期拼贴的江南 -龙胜岛

弧 (图 6 ), 为大陆边缘增生褶皱带
[ 24]

(郭令智等

1980) ,南华纪和震旦纪为海相环境, 因而为水下隆

起带, 不具古陆性质。

3　古隆起与洋陆转换耦合

3.1　早古生代古隆起成因

笔者所指的古隆起具有专属性, 为显生宙地质

历史中洋陆转换的地质响应,洋壳俯冲构造事件导

致了原沉积区隆升 、反转成无沉积区或为新盆地的

物源供给区带,以古隆起称之 。 3个陆块均为原 -古

特提斯洋体系 、古亚洲洋与陆块间的俯冲 、碰撞,导

致洋陆转换 。

古隆起与陆块固结前的历次构造运动形成的古老

造山带不同,显生宙构造演化阶段的幕次事件可分为

加里东期 、海西期 、印支期和喜马拉雅期,均有可信的

地质记录铸记在褶皱或隆升的古隆起上以及盆地中。

古隆起可以叠置在前寒武纪基底的古陆上, 也

可以是原隐伏基底隆起的再活化 (黔中古隆 ), 也可

以是挤压构造事件在克拉通上的远端效应。因而要

对古隆起进行地质历史分析, 其中以早古生代加里

东构造事件,原特提斯洋体系 、古亚洲洋与三大陆块

洋弧陆碰撞, 形成造山隆起带, 成为新盆地的物源

区,制约上覆盆地和下伏盆地沉积体的叠置关系,控

制沉积体的展布和沉积物的性质, 因而对沉积 、层控

矿产和能源矿产更具有制约性 。分析古隆起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均有重要的意义, 故仅以

早古生代形成的古隆作为典型阐述 。

3.2　早古生代古隆起类型

从古隆起形成的构造部位和与洋陆转换的动力

机制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克拉通边缘古隆

起;另一为克拉通内古隆起。

1.克拉通边缘古隆起

克拉通边缘古隆起为洋陆转换时形成的前陆隆

起带,原盆地为大陆边缘, 是动力转换的敏感地区 。

洋壳俯冲造成大陆边缘挠曲和逆冲加载, 向克拉通

方向与之匹配的为前陆隆起带 。古隆起即为前陆隆

起演化的终结,成为高出海平面之上的陆地 。

前陆隆起带的构造配置:以前陆隆起为中心,向

克拉通内测为隆后盆地, 沿着隆起边缘形成隆坳匹

配的时空格局;向俯冲带的一侧为前渊水下磨拉石

盆地 。演化的终端,隆后盆地转为受局限陆架浅海

和向海陆相过渡相转换, 前渊盆地则转为逆冲造山

带。前陆隆起带成为双向的物源区, 强烈挤压造山

时,基底也可反转与前陆隆起叠合为复成分的物源区。

2.克拉通内古隆起

是在克拉通内部形成的古隆起,顶部为一穿时

的构造界面,在洋陆转换过程中因大陆边缘受挤压

逆冲的远端效应,造成原克拉通盆地内反转为隆起,

均为低缓的 、面状或带状分布的隆起区。后期的印

支和燕山构造运动的叠加,可形成陆内造山带,成为

新的盆山构造分隔带。

克拉通内部古隆的重要性:其一是制约了下伏

沉积体的进积;其二是控制上覆晚古生代海侵盆地

沉积体的边界和展布;其三是海平面相对升降与构

造沉降的制约,形成多个各类的层序不整合面,为沉

积 、层控和油气提供有效的储集成矿和成藏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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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秦岭洋俯冲与华北陆块南缘古隆起

1.古陆;2.隆起带;3.蛇绿混杂岩;4.火山碎屑岩夹碳酸盐岩;5.火山岩;6.碳酸盐岩夹角砾;7.早古生代花岗岩;8.元古代花岗岩;9.大洋俯冲

Fig.7　SubductionoftheNorthQinlingOceanandoldupliftsonthesouthernmarginoftheNorthChinalandmass

1=oldland;2=upliftedzone;3 =ophioliticmélanges;4 =volcaniclasticrockintercalatedwithcarbonaterocks;5=volcanicrock;

6=carbonaterockintercalatedwithbreccias;7=EarlyPalaeozoicgranite;8=Proterozoicgranite;9=oceanicsubduction

图 8　华北陆块中奥陶世岩相古地理格架

1.继承性隆起区;2.隆起区;3.华北浅海;4.次深海;5.弧后盆地;6.

岛弧-弧后盆地;7.大洋盆地

Fig.8　Sedimentaryfaciesandpalaeogeographicframeworkof

theNorthChinalandmassduringtheMiddleOrdovician

1=inheriteduplift;2 =uplift;3 =NorthChinashallowsea;

4=bathyalsea;5=back-arcbasin;6 =island-arctoback-arc

basin;7=oceanicbasin

3.3　华北陆块古隆起

华北陆块古隆起始于与周边洋盆的演化,西缘

的祁连洋和南缘的北秦岭洋分别向华北陆块俯冲

(图 7) ,形成走廊弧后盆地 、二郎坪岛弧带和宽坪弧

后盆地
[ 25]

,导致鄂尔多斯地块和原豫皖地块上沉积

的寒武系 (图 1、图 2)转为前陆隆起带, 形成豫皖克

拉通边缘古隆起,庆阳古隆可能具双重性 (图 7) 。

　　弧后扩张的另一效应,造成相对海平面上升,祁

连洋和北秦岭洋向东 、向北的海侵覆盖了华北,在隆

后盆地沉积了马家沟组灰岩, 下与寒武系呈假整合

接触 (图 8)。庆阳古隆向北延伸,形成南北向的中

部隆起
[ 26]

,隆起的东侧为蒸发岩潮坪, 有多个古岩

溶暴露面,为鄂尔多斯气田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背景。

构造幕次事件与塔里木和扬子陆块略有差异,

表现为 “突变性 ”和 “快速瞬时性 ”。有 3次构造主

幕:一是晚寒武世末华北具面状隆升,克拉通上缺失

早奥陶世早期沉积;二是中奥陶世早期,马家沟组成

为蒸发岩台地;三是中奥陶世末至晚奥陶世全面隆

升成陆,华北克拉通盆地反转为陆地剥蚀区。反馈

北秦岭洋的消减在华北陆块克拉通上隆升的远端效

应,最后导致华北整体抬升。

3.4　塔里木陆块早古生代演化与古隆起

早古生代塔里木陆块在显生宙第一构造旋回离

散与聚合过程中,南天山洋自震旦纪裂解 、晚寒武世

-早奥陶世扩张 、中晚奥陶世 -早泥盆世俯冲闭

合
[ 15] [ 27]

, 形成两个古隆起 (图 9) 。

1.塔北古隆起

塔北古隆起 (沙雅隆起 )始于早奥陶世,呈长垣

状东西向展布,可能属于克拉通边缘隆起,北侧与塔

北古陆叠合 (图 4) ,南侧分布在沙雅和轮南一带, 为

隆起的高部位并呈丘状的古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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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古隆起的南部边缘,由北向南奥陶纪地层

呈进积式展布 (图 10) ,为一海退过程。在沙雅附近

为早奥陶世至中奥陶世早期的鹰山组;S62井以南

为中奥陶世一间房组生物礁滩相;S77井为晚奥陶

世恰尔巴克组 、良里塔格组缓坡式碳酸盐;再向南为

桑塔木组泥质碳酸盐和泥岩,其上均与早石炭世巴

楚组呈假整合接触,缺失志留纪至泥盆纪沉积,为一

“长寿隆起”。石炭系依次由南向北超覆, 3个海侵

面与下伏地层间均有岩溶特征 (图 10) 。鹰山组顶

部和一间房祖顶部发育古岩溶喀斯特和溶蚀渗滤

带,为塔河油田的重要储层 。除此,在一间房组与恰

尔巴克组间 、恰尔巴克组与良里塔格组间也有古岩

溶 。向深覆盖区良里塔格组与巴楚组间也发现有新

的油田。

2.塔中古隆起

塔中古隆起为一复合的隆起带,包括巴楚隆起,

为克拉通内古隆, 呈北西 -南东走向。 TZ45井为塔

中中奥陶世的碳酸盐台地边缘, 一间房组顶部发育

岩溶储层,上与石炭系假整合。 TZ18井和 TZ21井

为塔中的中央突起,为古隆起的高点,出露鹰山组地

层,普遍缺失中奥陶世的一间房组
[ 29]

, 其上多与中

上志留统碎屑岩呈假整合接触。除此, 图 9上在塘

北具隆起特征,为塔中古隆的一部分。

3.5　扬子克拉通早古生代演化与古隆起

扬子陆块克拉通盆地古隆起受基底的制约性较

明显,初始幕次事件为中晚寒武世,主要构造幕为中

图 9　塔里木盆地 Z40-1线 (NNE-SSW)地层-古构造格架模式

Fig.9　Stratigraphic-tectonicframeworkalongtheNNE-SSW-trendingZ40-1 profileintheTarimBasin

图 10　塔北隆起早古生代下超地层与晚古生代海侵上超叠置关系 [ 28]

1.鹰山组;2.一间房组;3.恰尔巴克组;4.良里塔格组;5.巴楚组;6.岩溶孔洞;7.海侵面

Fig.10　SuperimposedrelationshipbetweentheEarlyPalaeozoicdownlapstrataandLatePalaeozoictransgressiveonlapstratain

northernTarimuplift(afterXuXiaosongetal., 2004)

1=YingshanFormation;2=YijianfangFormation;3=QiarbakeFormation;4=LianglitageFormation;5=BachuFormation;6=karst

cave;7=transgressive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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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世和志留纪 。

克拉通边缘古隆起:东南缘为江南-武陵-雪峰-

苗岭隆起,西缘为康滇隆起 、北缘为川北古隆。克拉

通内主要为川中古隆起和黔中古隆起, 后者向西南

延伸与牛首山隆起相连 (图 11) 。

图 11　上扬子早古生代古隆起分布格局

1.古陆;2.克拉通内隆起;3.克拉通边缘隆起;4.扬子克拉通;5.克拉

通边缘

Fig.11　DistributionoftheEarlyPalaeozoicoldupliftsinthe

upperYangtzearea

1=oldland;2 =intracratonicuplift;3 =pericratonicuplift;

4=Yangtzecraton;5=cratonicmargin

1.克拉通边缘古隆起

( 1)康滇古隆起

扬子西部的康滇古隆为克拉通边缘古隆起,东

侧可能与康滇古陆叠加。寒武纪和奥陶纪时东缘均

有边缘相沉积物,奥陶纪 -志留纪时古隆扩大, 向南

与牛首山古隆相连。康滇古隆构造活动的时空差异

较大, 东西两侧早古生代沉积物有别 。

隆起的南段东部,在滇黔交界处无奥陶纪沉积,

为中上志留统与中寒武统假整合, 除底部有碎屑岩

外,以泥质岩与含泥质碳酸盐沉积为主,上与泥盆系

不整合 。

隆起的中段和西部,早古生代间断缺失多,有三

个重要的不整合面:中寒武统与中奥陶统 、中奥陶统

与中志留统,中志留统与泥盆系不整合。

上述可见,康滇古隆周边各地质时期地层的序

列和非连续性,反映早古生代扬子陆块西缘构造事

件的幕次活动对沉积地质体的制约关系。

　　( 2)江南 -雪峰-苗岭古隆起

江南-雪峰 -苗岭古隆起为一不连续的 、穿时的

古隆带,是华南残留洋双向俯冲在扬子东缘形成前

渊盆地与前陆隆起
[ 30]

, 因而在走向上可分为三段,

由东向西为:江南隆起 、雪峰隆起和苗岭隆起 。

江南隆起为原江南岛弧带的一部分 (图 6) , 鉴

于边缘发育南沱组冰积岩, 因而最早以江南古陆称

之,但震旦系顶部有一古暴露面与寒武系假整合接

触,边缘有早寒武世的深水黑色页岩,因而为一水下

隆起 。中晚志留世转为隆起带, 控制皖南-浙西沉积

相。

雪峰隆起在南华纪 -震旦纪时与江南隆起具相

似的特征,具水下性质, 但在构造上为断隆 、断坳式

的地垒地堑盆地。寒武纪时为稳定的大陆边缘, 盆

地反转时限可能在中志留世, 构造隆升事件延续至

石炭纪,其上被二叠系不整合,与塔里木的塔北隆起

相似,为一 “长寿隆起”。湘鄂桂北地区泥盆纪和石

炭纪海侵不越过该隆起 。

苗岭古隆起,以往均归入雪峰隆起构造带,鉴于

在贵州麻江古油藏中下志留统翁项组上覆见有泥盆

系砾岩,砾石成分为老基底的变质岩,反馈苗岭古隆

起在中志留世反转造山,老的变质基底地层被剥蚀。

该隆起在地貌上比雪峰一带高差大,隆起的时间早,

并控制泥盆纪海侵的边界。

2.克拉通内古隆起

川中古隆起和黔中古隆起是扬子陆块早古生代

克拉通内的主要隆起,对早古生代中晚期的沉积相 、

古地理环境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

( 1)川中古隆起

川中古隆起大致呈东西向分布于龙门山前断裂

以东,南止乐山 、威远,东至南充一带,为一个以向东

迁移为主的穿时性的古隆起 (图 11)。隆起的形成 、

扩展至早志留世,其上被二叠纪海侵上超覆盖。

隆升初始于早寒武世,在荣经以东的周公 1井 、

大深 1井及仁寿西部的油 1井, 均为二叠系与下寒

武统不整合,向东至女基井为二叠系与下奥陶统不

整合,威基井二叠系下伏为志留系 。古隆具西高东

低的地貌特征,早古生代的进积与二叠系的超覆不

整合面,成为油气成藏的有利储集空间 。

( 2)黔中古隆起

黔中古隆起分布在贵州的中部, 西起威宁-毕

节,北至遵义以南 、贵阳以北和瓮安白岩以西,呈

长垣状。隆起形成具穿时性, 西早 、东晚 。

西部初始时间可能为早中寒武世,依据之一是

早中寒武世的蒸发岩均分布在遵义以北和川中隆起

以东,说明这两个隆起对蒸发岩沉积具起到障壁作

用;同时在织金方深 1井为二叠系与中上寒武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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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东部隆起成型的主要时限为中奥陶世和早中志

留世
[ 31]

, 向东在凯里 、麻江 、都匀与苗岭隆起之间为

一凹陷区,其中有两个不整合面:一是中奥陶统与中

下志留统翁项组假整合 (黔山 1井 ) ,普遍缺失宝塔

组 、五峰组以及早志留世龙马溪组;二是翁项组与泥

盆系不整合,缺失中志留世沉积。这两个不整合面

特别是碳酸盐的岩溶为麻江古油藏提供了有效的溶

蚀空间 。

黔中隆起的南缘为石炭纪海侵的边界, 至二叠

纪时海侵超覆在黔中隆起上,与上扬子的川中地区

成为统一的二叠纪大海盆 。

4　结　语

( 1)古陆 、古隆与盆山转换

中国三大陆块除华北陆块是吕梁运动拼贴固结

外,塔里木与扬子均为四堡和晋宁期固结 。中新元

古代前的褶皱造山带,成为高耸的古陆物源区,陆块

基地构成稳定的克拉通盆地,并具有高低或被夷平

的充填空间,开启了震旦纪至显生宙的沉积 。前震

旦纪的古陆,是决定早古生代盆地配置 、充填物类型

和岩相展布的关键 。晚古生代和中生代构造事件

后,老的古陆已被新的构造反转叠加 、改造, 或不复

存在, 控制沉积格局的是发生新构造事件和盆山转

换所形成的隆起 。而新生代陆内多种类型的盆地,

往往与盆山共偶,有的与中生代连续沉积,更多的是

建筑在老基地的古陆上或不同时期的隆起上。笔者

强调在古地理研究中关注古陆 、古隆的差异性,理清

盆地的基座,是反证地质历史演化与盆地成生的重

要环节 。

( 2)古隆与成矿作用

印支期是中国古大陆拼合的关键时期, 除青藏

高原外,以洋 -弧 -陆俯冲碰撞和陆-陆碰撞聚合为大

陆的主体,其间有多条重要的消减带
[ 9]

。几十年的

地质实践证明,固体矿产, 包括金属和非金属以及流

体矿产的成矿作用 (不包括岩浆岩和火山岩矿 ) ,均

与显生宙海相盆地演化和构造转换过程有重要的制

约关系,特别是震旦纪至早古生代构造旋回构成两

个不整合面:一是与基底的不整合面;二是与晚古生

代盆地穿时上超的不整合面,该不整合面与上 、下盆

地之间有三种成因各异的储集空间, 与沉积 、层控矿

床均具专属性, 更是油气成藏的重要条件 。后者不

整合面,表现为加里东运动与海西运动呈有限的连

续性, 这也是三大克拉通盆地的共性。印支期及其

后的盆山转换也具同样的意义,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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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land, oldupliftandpalaeogeography

XUXiao-song, MENYu-peng, ZHANGHai-quan
( 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rearetwodistinctterrigenousareasinthegeologicalrecords.Oneistheoldlandswhichwere

formedbylandmassmatching, consolidationandbasementcratonizationinGrenvilleorogenyorevenearlier.For

instance, theNorthChinalandmasswasconsolidatedduringtheLuliangmovement, andtheTarimandYangtze

landmasseswereconsolidatedduringtheSibao-Jinningmovement.Thedifferencesoftimedurationsforthe

landmassconsolidationmayexerciseamajorcontrolontheEarlyPalaeozoicsedimentarybasins.Theotherisold

upliftswhichresultedfromtheinversionofthepre-existingsedimentarybasinscausedbytheocean-continent

transitionandbasin-rangetransitionduringtheSiniantothePhanerozoic.Theupliftscanbedividedintotwotypes:

thepericratonicupliftandintracratonicuplift.Theintracratonicupliftsarediachronous, andmayexercisethe

controlsontheprogradationoftheunderlyingsedimentaryterrains, theboundaryanddistributionoftheoverlying

LatePalaeozoicmarinebasins, andsea-levelfluctuationandtectonicsubsidence, resultingintheformationof

severalsequenceunconformities.Theseupliftsmayprovidevalidspacesforsedimentaryand/orstrataboundore

deposits, andforhydrocarbonaccumulation.Thepericratonicupliftstendtoactasthetectonicbarriers.

Keywords:oldland;olduplift;palae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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