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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沉积建造分析原理和方法 (一 )

孟祥化
( 中国地质大学 )

上一讲已经提到
,

沉积建造是某一特定的长期持续的 (时限 > 10 7

年 )构造背景 (板块构

造 )作用范围内
,

形成的岩石
、

岩相共生组合体
。

岩石共生是地壳组成物质的普遍规律
,

也是地壳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

它既是建造学的

研究基础
,

又是进行建造分析的主要依据
。

沉积建造作为一个巨型的岩石和岩相共生组合体
,

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建造的内部
。

不论

从岩层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
,

或岩石的组成和岩相关系上
,

都具有特定的性质和分布规

律
。

上述的岩石
、

岩相的共生性质和分布规律
,

决定于建 造的物质来源 ( sM )
、

沉积环境

(压 )
、

沉积作用的速率和能量平衡条件 (及 )
。

一个建造的岩石共生涵义的基本内容可以综合为图 1 所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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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建造的岩石共生涵义关系图

任何一种大地构造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建造
,

都具有特珠的岩石
、

岩相共生性质
,

都有

其特殊的分布规律
。

这些规律和共生性质是决定于建造物源成因的同一性
,

沉积环境的相关

性和沉积物质平衡的同步性
。

也就是说
,

在一个完整的共生概念中
,

必须包含上述三个基本

要素
。

一个沉积建造的共生涵义可用如下形式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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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A ) 一 f (似占
,

瓜
,

及 )

其中
,

物源组合标志
、

岩相组合标志
、

速率及其平衡程度的标志都是进行建造和盆地分

析的重要依据
。

由于沉积建造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时空范围较广
,

其形成的控制条件和影响因素较多

和较 为复杂
,

因此需要采用许多方法或手段进行综合研究
。

才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了解特定

条件下的建造形成特点和规律
。

一
、

建 造 的 物 源 分 析

物源要素 ( sM )及其涵义
:

物
.

质来源是构成建造性质的最基本要素
。

它对判别建造形成

的板块构造背景条件是十分重要的
。

这里除了包括查明建造的陆源
、

火山源及内源属性外
.

还应包括阐明这些来源与板块构造的亲缘关系
。

就陆源建造而论
,

应区别 出哪些来源于大陆

板块内的克拉通古陆
,

哪些是来源于俯冲岛弧系或其俯冲造山期后的摺皱山系的剥蚀物质
。

哪些陆源 建造的物质来源与被动边缘盆地断裂或陆壳裂合有关
,

或者是物源属于边缘裂陷

槽的隆起带等
。

就内源建造而论
,

还须查明其发育与陆壳内海盆 ( 内陆棚海盆地
、

陆壳海盆
二

地 )相关
,

还是与洋壳远洋盆地有关
。

内源建造的物质来源是否与洋壳张裂而联通的上升洋

流作用相关
,

亦或与重力流作用有关或是与蒸发作用有关
,

或者是与大洋底部碳酸钙溶解作

用有关
。

与火山源有关的建造则应进一步阐明
,

哪些属于海底火山活动和与火山岛弧成因有关
。

同时
,

还应区分建造的物源与火山活动的哪二阶段相当提属于早期熔岩流组合
,

还是属 于

喷发期的碎屑组合
,

还摹辘
期热流

、

水
、

气成因的组合相养价向时碑揭
一

示出岩浆岛弧的剥

蚀强度与物源供给的关系
、

一
,

:
·

, - -

近年来
,

国内外份些学者应用比较沉积学和 比较大地构造学观点
,

进行了沉积物质的成

熟度
、

微量元素的分配类垫
、

稀土元素分布模式
、

砂岩的常量元素化学成分
,

以及砂岩的碎屑

模型等方面的研究了为建清的物源区及其恢块构造背景的确定
,

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
。

1
.

成熟度分析
一 `

叮 -

建造物质成熟度是杭积能量平衡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

它反映了建造形成的构造稳定

和非稳定 (活动 )性赓
。 `

’

建造的物质成熟度可以用如下形式来表示
:

.
、、 厂

物理成熟度指逛
_

、 M ,
G

G 十 M
义

一

1 0 0

M , 变化范 围从 0到 J比 ; “ 为颗粒含壕二呵为基质含量
。

化学成熟度指熬
,

’

M
“

G S
-

= 云云千云
。 义 1 0 0

sG 为化学稳定如颗粒含量
( 主要为石英及缝石颗粒等 )

,

伽 为非化学稳定颗粒含量 (指

除石英和能石颗粒以外的其它碎屑颗拉 )
。 几

一

综合以上两指数则为构造总成熟摩指辫娜砂
:

即 “ “
一竺告卫

望
`

一腼 的变化范围从 0到 1 0 0
,

腼一 。时为非稳定性沉积
,

其 典型代表如杂砂岩或硬砂岩
。

腼
一 1 00 为稳定性沉积

,

主要岩石类型为净石英砂岩
。

决定成熟度的因素包括构造条件的稳定性和 自然地理环境两个方面
。

结构成熟度随相

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化
。

因此
,

在应用成熟度分析构造稳定性时
,

最好用同一相或相系列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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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
:

2
.

微 t 元紊分配类型分析

这是按岩石 自然 系列 (砾岩一 砂岩 一粉砂岩一泥岩一 碳酸盐岩 )
.

比较建造 中 Fe
、

M氏

鉴,
、

v
、 〔

’

r 、

N i
、

C a 、

.1B
、

S r 、

挽
、

B 等微量伴生化学元素的分布状态
。

据现有资料
.

发现不同建造的

岩石组合体中微量元素分布丰度具有不同的分配状态和类型
。

斯特拉霍夫 ( 196 1) 将其划分

为 ( 见图 2 ) :

杂乱刑 省二

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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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杂乱型和过渡型多属于磨拉

石建造
、

复理石建造和复陆屑建造特征
; 规则塑多属于单陆屑建造

、

铅土铁质建造和陆源碳

酸盐建造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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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H
.

M
.

斯守泞乡江狱人
.

19 6 1 )

拄
:

图 卜线条部分为元 索的组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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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建造的稀土元素分析

稀土元素 ( R E )E 以 稳定的地球 化学性质 为特征
,

除在特殊的风化壳或大陆上强烈的风

化残余物 《如残积铝土矿 ) 中发生富集或贫化外一般 在沉积岩中受成岩及成岩后的各种改

造作用的影响很小
,

甚至到高级变质作 用的麻粒岩相
,

R E E 才有微弱的活动性
。

因此
.

R E E

的分布特征可以用来反映建造的
“
原始

”

性质和物源特点
。

在表生条件下
,

它们在母岩中的丰

度 和物源 区的风 化条件是 沉积物 中 R E E 的主要控 制 因素
,

这两者同时 又 受构 造背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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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种沟造觉置 杂砂岩的球粒陨石际准化油线
` 士

和后 太古代澳大利亚 页岩 ( P A A s) 标准化曲线 ( 「)

(据 hB
a t ja

,

19 8 5 )

制约
。

构造环境的稳定与否
,

既控制了沉积

建造的物质来源
,

又决定了稀土元素在表

生 条 件下的相对
“

停 留
”

时间
,

从而 影响

R E E 的丰度和分馏程度 (和政军
.

19 88 )
。

罗诺夫等 ( 1 9 7 2) 在对地壳不同构造单

元及整个地壳 中 R E E 的分布特征研 究过

程中发现
,

在大地构造剖面中
,

从优地槽到

地台
,

R E E 在砂
、

页岩中的再分布加强
,

并

且轻稀土 ( LR EE ) 由 aL 一 uE 的 含量增加

( 图 3 )
。

研究结果表明
,

就大洋地壳与大陆

地壳相 比
,

其 R E E 组成 明显不 同
,

大陆地

壳比木洋地壳更富 L R E E
。

根据现有的资料
,

在判别次稳定和 非

稳定沉积建造时
,

可 以采 用 贝第亚 ( 19 8 5)

归纳 的不 同构造背景 杂砂岩的
·

R E E 特征

值 (表 l) 和模式 曲线 ( 图的进行鉴别
。

从次稳定型的被动大陆边缘至非稳定

型的大洋岛弧 区
,

二R E E
、

L R EE / H R E E
、

aL /

Y b 等特征值明显降低
,

而 E u/ E u `

则显著

升高
;
在 R E E 模式 曲线 图上

,

6 E u 由明 显

的负异常至无亏损
,

曲线的斜率逐渐减少
。

在建造的 R E E 分析中
,

泥质岩的稀土

分布同砂岩一样
,

对鉴别建造类型具 有较

好的效果
。

泥质岩作为机械 分异 的最终产

物
.

在风 化一沉积旋 回中经历过
’ `

充分
”

的

均 匀 化作 用
。

在各 类沉积 岩中
,

泥质岩 的

: R E E 含量为最高
,

其 R EE 平均值约 占上

陆壳的 2 0%
、

可以反映沉积建造 中 R E E 的

平均分布
。

在利 用 R E E 模式 曲线和 特 征值判别

建造 的构造环境时
,

应注意其应用范围 目

前主要限于太古代之后的 沉积建造
。

这是

由于 在研 究 R E E 与地壳演 化的关系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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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R EE 在太古代之后的沉积建造中变化不明显
,

且均无 E u
的异常

。
,

衰 l 各种构趁背录的杂砂岩的 R五E台教衰(即” 顿
,
1 9 85)

构构 造 背 景景 撅 区 类 型型 样样 功功 伪伪 兮及翻 EEE 比 / Y bbb
’

加
加 /丫加加 望丝丝

E u / E U ,,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H R五 E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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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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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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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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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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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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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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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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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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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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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被 动边 缘缘 克拉通申构造高地地 222 3 999 8555 2 100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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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8
.

555 0
。

5 666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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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 : 0砂 M g o

4
.

建造的砂岩

砂岩的化学成

化毕感分
分与砂碧

分析
-

的碎屑矿

物构成有聋了定的对应卑系
,

在不同

的构遣条件卞有着不局的特征
。

因娜
,

砂岩的化李成分组成在一定程摩幸
,

能够反映出建造的物源区性质和构造

,.\..5欣..F
.

’

t
O

钠砂岩 :
,

户 ,

` 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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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l

o

优地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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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陆源岩的 F勺 0 ,+ gM o
,
N 匀。

,

K刃指数与构造环境的关系

(据 H
.

B la t t ,
G

.

M id id c ot
n a n d R

.

M
u r r

ay 197 幻

背景
。 一 卜 · - - -

一布拉特等 ( 19 7 2) 较早地提出了按

陆源沉积的 eFZ o : 千M g o , N a 20
,

K Z o 指

数来鉴别优地槽
、

准地槽和断裂地槽

的化学图解法了酉 ”
。 一 ’

一
一 “ :

’ “

一

随着近年来这 方面 资料的增多
,

贝第率(’l 9 8 3 )根据现代和古代木同构

造部位的大量砂岩的岑歹北学数据
,

总结归纳出大洋岛戚
、

~

大阶岛瘫
、

活劫

大陆埠缘和娜劫木陆
砂

边缘四类鸿型哟

平均
一

化拿减劳 `畜2)
,

并提 出根应

表 2 各种构造环境砂岩的平均化学成分及参数值 ( B ha it a ,

1 9 8 3)

大洋岛弧 (̂ )I 大陆岛弧 (的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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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解模型 (图 6 )
。

这些砂岩化学参数主要有 5种
:

eF
Zo :

十 gM o
、

iT 伪
、

拟刃
: / is 仇

、

K刃 / N a
刃

和 lA 必
3

(/ aC o 十 N a
刃 )

,

其中以 eF
2
0

3

十M g o 分别对 iT o :

和 拟众 /s泊
:
两组参扔以寸所显示的

图解分区重叠最小
,

效果较好
.

在表 2 和图 6 中
, D 型主要反映次稳定型建遣

; A
、
B

、
c 型主

要代表非稳定型建造的砂岩化学成分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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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砂和砂岩构造环境判别的主要化学成分分布图
A一大洋岛弧 (方烤 ) .` 大陆岛弧 (三角 )

.

-c 安第斯型大陆边缘 (星 ) .

仆被动大防边缘 (圆 )( 据 . 恤血
, I , 8 3)

在几种化学参数中
,

eF 和 iT 由于迁移能力低
,

在海水中停留时间较短而具判别意 义
。

尽管 M g 在海水中停留时间较长
,

但因浊流沉积的大陆边缘型砂岩在埋藏期间里由于其渗

透性较低而保持不变
。

lA 必叮51 0 :

值代表砂岩中石英的富集程度
; K刃 / N a

刃值是岩石中钾长
’

石和云母对斜长石含量比的量值
,
lA

,

仇 (/ 。 0 十蜘刀 )则是最不活动元素之比
。

总的看来
,

随

着构造环境从次稳定到非稳定 (被动大陆边缘~ 大洋岛弧 )的变化
,

发生变化
,

凡
2 0 :

+ M g o
、

T i o : 、

月
20 , / 5 10 增高

,

而 K Zo N/
a Zo

、

建造的砂岩化学成分也
A 1

20 3 / ( aC o + N a
必 )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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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遗的碎月棋型分析

砂岩的碎肩组成特征与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密切相关
`

通过对砂岩碎屑模型的研究
,

可

以把砂岩碎屑组分类型与一定的板块构造背景下形成的物源区和沉积盆地性质联系起来
,

并反映沉积建造形成时的大地构造条件
。

由于这种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岩石薄片的微观鉴别

和统计学基础上的模型分析
,

而研究对象为大尺度的物源区及宏观的板块构造分区
,

因此有

人将其形象地 比喻为
“

指纹
”

分析法
。

自迪金森 ( 1 9 7 0) 首次提出砂岩的
“

碎屑模型
”
和

“
颗粒指数

”

的概念以来
,

一些学者从比

较沉积学和比较大地构造学的观点出发
,

研究了现代和古代的各种板块构造沉积盆地的砂

岩碎屑组分构成
,

并提出了相应的板块构造物源区的碎屑模型
。

这方面的研究
,

可作为古代

沉积建造与板块构造性质的判别依据
。

根据库克 ( 1 9 7 4 )的研究结果
,

火山岛弧 区为贫石英砂的 杂砂岩系列
,

Q < 15 % ; 活动大

陆边缘 (安第斯型 ) 系由中等含量石英砂的沉积系列组成
,

其 Q 值为 1 5一 65 % ; 而被 动大陆

边缘属于富石英砂沉积系列
,

Q 值> 65 %
。

笔者根据我国一些古克拉通和陆壳断陷盆地沉积建造发育特点
,

在 Q F L 图解 ( 图 7) 中

补充划分出 了稳定克拉通浅海盆地和断陷活动陆壳盆地两个碎屑模型
。

其 Q 值界线
.

前者

> 8 5一 9 0 %
,

后者 < 8 5一 9 0%
。

Q 之 ’ 0 0 %

Q = 8 5%

一|一一一一一ùR一一护入

l1

Q = 4 5环

\

\ǔ岁ǔ
稳定

协
陆壳稳定区 Q “ 100 纬

软稳定性 、
下 , 解 下 丫丫 式嘴 ,

Q “ 8 5 一 9 0%

被动边缘区
、

裂谷 区

、 Q 二 6 5呵

非稳定性 l 安第斯型活动边缘区

跳
BA
·

目
tLE
·

呱吐 找 执 民 减书 x 甘 瓦 洲 执 丫公 成解 , 盆 城甘

非稳定性 2

Q = 1 5%

火山岛弧型活动边缘型

、 R

图 7 在 QF R 体系图解中碎屑沉积模型 图 8 在 Q F L 体系图解中碎屑积模型

维罗尼和梅纳德 ( 198 1) 根据
’

1 60 多个现代深海砂样品的分析资料
,

采用 Q
一

F
一

L 图解 (图

8 )
,

按构造成因划分为 5 个碎屑沉积模型 (表 3 )
:

衰 3 各种碎周模型的详细平均指数表 (据维罗尼
,
1 98 1)

F一邓
、J`一叮山

3Q
U心口加了一勺口J今么l16油2088505320

盆 地 类 型

被动边缘 T E

活动边缘 L E

a )消减带 L E :

b )转换断层 L E Z

弧后盆地 B ^

弧前盆地 F A

样品数

2 9 轰
C / Q P / F

0
.

12 0
.

3 0

竺兰
0

。

13

3 1

2 7

5 】

7 5

表中 c / Q 二 (隧石十复晶石英 )/ 石英类总量
。

P / F ~ p肠颐co lase /长石类总狱

一
.

0
.

7 2 0
.

9 8

0
.

2 9 0
.

6 5 0
.

3 3

0 4 8 0
.

6 1 0
.

8 4

0
.

8 7 0
.

9 9

L v / L二 火 [11岩洲 /竿于J汀类总 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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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被动边缘型 ( T E )
:

Q
o ZF Z

声
: 2 ;

②活动边缘消减带型 ( L E ,
)

:

Q
, 。 F: 3L川

③活动边缘转换断层型 ( LE
Z
)

:

Q叔 F 3

必
3 , ;

④弧后盆地型 (队 )
:
Q

Z

声
2 9

sL
: ;

⑤弧前盆地型 ( FA )
:
Q s1F

7

肠
: ;

在图 8 中
,

L E 为 L E
I

和 L E
,

的合并区
。

本文考虑到大陆壳克拉通盆地和断陷裂谷盆地沉积建造 的非深海砂类型
,

又补充了⑥
、

⑦两类碎屑模型 ( 见图 8 ) :

⑥稳定克拉通内浅海盆地型 ( C R )
:
Q o F山

2
(近似值 ) ;

⑦裂谷及断陷盆地 ( R F )
:
Q

7 o F 2
0L

,。
(近似值 )

。

19 8 5 年
,

维罗尼在增加 样品的基础上
,

对其物源区划分进行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 (见表

` )
。

与表 3 所列的物源区类型相 比
,

增加了大陆基底类型
,

并将与岛弧体系有关的弧前和弧

后盆地划归岩浆岛弧
。

同时
,

按新物源区类型对表 3 中的二级碎屑指数 ( C / Q
、

P / F
、

v / L )进

行 了重新统计
,

三组数值的 变化特征均较 明显 (表 J )
。

此外
,

维罗尼 ( 1 9 8 1
,

1 9 8 3) 的碎屑模型

和板块构造物源区划分
,

主要是依据现代沉积物统计确定的
。

表 4 基本物源区碎屑组合和指数 (据 v al lon i
.
19 8 5

,

资料归纳 )

物物 派 试 类 型型 从本碎洲洲 特征指数 {汽( 平均 ))) 特 征 顺 粒粒

红红红l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CCCCCCC /劝劝 P / FFF V / LLLLL

111
.

人陆从底底 Q FFF 0
.

0 555 0
。

2 555 0
.

1 555 具以石英为主的岩屑屑

222
.

晰
产1几从底底 Q FFF 0

.

1 000 0
.

3 555 0
。

0 555 具石英质和沉积变质沉积岩屑屑
333

.

褚坡冲断前陆陆 Q LLL 0
.

1555 0
。

4 000 0 4 555 有碳酸盐顾粒粒

444
.

板块接合高地地 F LLL 0
。

2 000 0
.

6 000 0
,

8 555 沉积岩屑占优势势

555
.

大陆一岛弧弧 L VVV 0
,

2 555 0
.

8 000 0
.

8 555 火山一变质火山岩屑占优势势
666

.

大洋一岛弧弧 L VVV 0
。

3 000 0
.

8 555 0
.

9 555 火 山
、

沉积岩屑发育育

777
.

{详 岛岛 贫 Q
、

富 FFFFF 0
.

9 00000 常见火山玻璃
.

可见残存的拉斑斑
立立立立立立立武岩和碱性玄武岩顾粒

。。

迪金迪 ` 】9 79
,

19 8 2) 在统计分析现代及古代的 88 个砂岩套 4 0 0 0 多个样品的基础上
,

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砂岩碎屑模型及物源区类型研究
。

他考虑板块构造的一级构造单元
,

划分出

三 个主要板块 构造物源 区
:

大陆块
、

岩浆岛弧和再旋回造山带
,

以及 7 个次级物源区 ( 见图

g A
、

B
、

c
、

D )
。

其中
,

Q
一

F
一

L 图和 Q
。 一 F

一

从 图为物源 区分析的基本图解
,

而 Q p
一

vL
一

公 和 Q
二一 P

一

K

图属于辅助性图解
。

图解中所选择的基本端元组分特征及其含义详见表 5( 迪金森
,

198 2 )
。

在表 5 中
.

Q 包括所有的石英质颗粒
,

在 Q
一

F
一

L 图解上强调颗粒 的稳定性
,

也就是强调了风

化作用
、

蚀源 区地势
、

搬运机制及母岩的稳定性
。

tL 则是将所有的岩屑 (包括艘石及多晶石

英等 )归在一起
,

在 Q
m 一 F

一

tL 图上突出母岩的粒度
,

因为较细粒的母岩产生较多的砂级岩屑
。

其实质是反映了母岩组合的特点和剥蚀强度
.

从而揭示物源区的构造活动稳定性
。

与各物源

区类气峪日付应的碎屑模型见表 6
。



5 8 岩 相 古 地 理 ( 3 )

次旋回造山带
典稚定格架获
位的成洲粉右

.盆该勺Q
口尸勺为

大陆块 大陆块蚀镶区 的图区合井

成熟度或德
成分 / 火陆成 二次旋回造山带

减小
位增加 蚀派区

趁石 /

分 / 火山粉成分

石英
比位增加

位增加

象
。
J

深成岩基底和

根的图区合并

L F
岩寒弧蚀派区

Qm

蚀深区

度 或毯定

肠 P

大陆块蚀源区

克拉浦内部 底

… 岩
未被诱割的 过众型 被窃割的

二次旋回造山带蚀砚区

消减杂岩 碰挂造山带
嘴

前陆隆升区

图 g A
一

表示来自不同类型蚀深区的砂岩套平均格架顺粒实测成分的 QF L 三角图 ;

卜表示来 自不同类型蚀源区的砂岩套平均格架叙牧实测成分的Q J L t 三角图 ,

c- 表示来自不同类型蚀源区的砂岩套多晶岩屑平均比例的 Q p L
山三角图 ,

卜表示来自不同类型蚀源区的砂岩套单晶矿物顺拉平均比例的心编P K 三角图

Q~ Q nt 十 q p

F二 P + K

L~ L v 十 比

L r= L + Q P

表 5 碎月领粒辫犁划分 (

姗
in so 。 ,

1 9 8 2)

Q 总石英质顺粒 ,

伽单晶石茱硕粒 ,伽 多晶石英质岩屑 (健石等 )

F 总长石顾粒
, P斜长石藏粒 .` 钾长石撅粒

L总非稳定隐晶岩屑
.

vL 火山的半深成变质火山降晶岩屑
; 切 沉积和变质沉积岩屑

tL 总隐晶岩屑颗粒 (包括非稳定的和石英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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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荃本物源区类型及其碎屑模型参数 (侧c城 n
so

n ,
1 979 ;据其资料平均 )

物物 源 区 类 型型 样 品品 岩 套套 Q F L 伪n
tttL

数数数 量量 数 量量量

大大大 A 克拉通内部部 1 13 666 l III 9 4 5 1 8 9 555

陆陆 物物 A 一 B 过渡区区 2 9 888 6
’’

7 4 2 3 3 7 1 777

块块 源源 B 基底隆起区区 2 6 666 888 5 0 4 4 6 4 4 1222

区区区区区区区

岩岩岩 C 未切割岛弧弧 1 8 111 名名 6 2 8 6 6 5 6 777

浆浆 物物 C 一 D 过渡区区 2 2 4
、、

999 19 2 8 5 3 15 5 777

弧弧 源源 D 切割岛弧弧
一

1 2 6 222 1 6
...

3 3 3 7 3 0 3 0 3 333

区区区区区区区

再再 带带 E 消减混杂区区 8 444 4
...

4 5 13 4 2 8 7 999

旋旋 物物 F 碰撞造山带带 > 12 000 999 7 1
、

1 2 1 7 6 3 2 555

回回 源源 G 前陆隆升区区 > 6 2 111 l 777 6 7 7 2 6 5 1 4 222

造造 区区区区区区

1111!!!!!!!!!!!

时间稍后
,

迪金森妞 9 8 3) 又根据晚前寒武纪一第三纪北美的 7 5 0 0 余个样品分析
,

对 Q
-

F
一

L 和 Qm
一

F
一

L t 模式图进一步完善
,

将物源分区界线加以定量化 (图 1 0 )
。

与维罗尼的物源区划分相比
,

迪金森的更侧重于古代的板块构造物源区类型的解释
.

在

克拉通内部物源区
,

富 Q 的碎屑模型主要反映了形成于地盾或地台构造环境下的稳定型建

造特点
。

基底隆起区则代表陆壳的初始张裂带
、

转换断层和深部逆推断层
,

F 一
Q 型的碎屑模

型显示了次稳定沉积建造特征
。

岩浆岛弧区和再旋回造山带区的碎屑模型主要指示了非稳

定型建造类型
,

为活动构造背景下的产物
。

在活动的岩浆岛弧区
,

碎屑物
,

其次的碎屑来自相

邻的变质岩层和侧翼的沉积岩层
,

碎屑模型为 F
一

L 型
。

在再旋回造山带区内
,

碎屑来源以沉

积岩层为主
,

其次为火山岩
,

部分来自由于褶皱和逆掩上冲而形成的造山隆起区的变质岩
,

基本碎屑模型结构为 L
一

Q 型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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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通内部 数
类型

大陆板块

过渡大陆区

蕊暴
岩桨岛孤

产旋回造山带巨习

基底隆起

▲
切割岛弧

曰碑户

尹
J 3

广
一

少 一一 / 一 血 /

过渡弧 / /

/一~ - J二 - - -

5 0

Qm

/ △

未切割岛弧

克拉通内部

·

、
.·、

了人..
.

一

过蹬大防

\
,

43

。恤起

/

林
:

二
, , ,

.

声
r

切割岛弧 _
_ 一一 一 一

过 渡岛弧 么

汽
岩 , 。 回

l 8

、 13

4 7 /

未切割岛弧
1 3 L t

图 10 根据 QFL 和 Q m F tL 图解划分的板块构造物源区类型 (迪金森
.
19 83)

(接 6 8页 )

古地磁剩余磁性的不同特征与这些沉积物的沉积历史和沉积后历史有关
。

剩余磁性习

性类型的变化是推论沉积后作用的基础
。

我们讨论了两个表示古地磁样品相关性的磁参教

— 偏离的最大角和圆形标准偏差
。

特别有趣的是具非相关古地磁信号的样品
。

这些样品

的非相关与过渡间断的厚度呈负相关
。

薄的过渡间隔所表示的低沉积物堆积速率
,

可能延长

了古土 化或水文作用期间再磁化的时期
。

由相关磁化作用确定的过渡间隔
,

由于古土 化引起

的非相关性的结果
,

可能很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