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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秦巴泥盆纪岩相古地理

研究探讨古构造活动

张瑞林

(地矿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

秦巴地区位于华北地块与扬子地块两个相对稳定地质单元之间
,

处于南
、

北方 的过渡地

带
。

泥盆纪是秦巴地区由活动转向相对稳定的关键时期
。

现通过地层古生物
、

沉积相古地理
、

古地磁
、

古构造演化及化探等学科的研究
,

诸多资料均说明这一过渡地带的存在
。

一
、

对泥盆纪古地理 环境的争议

当前对秦巴地区泥盆纪所处的古地理环境尚有争议
,

有无深海
、

半深海环境存在是问题

的关键所在
。

鉴于志留纪末期
,

秦巴地区的隆起和海退
,

已被众多的沉积间断和秦巴广大地

区缺少泥盆统底部地层所证实
,

因而早泥盆世的浅水环境争议不大
,

主要分岐是在中晚泥盆

世
,

其空间部位则集中于北秦岭
。

武汉地院的周正国认为
,

秦岭山阳地区上泥盆统存在形成

半深海或深海环境的等深积岩 ,王鸿祯先生认为
,

山阳
、

柞水一带的中泥盆世
“

柞水系
”
和晚

泥盆世
“

刘岭群
”
分别为较深海沉积和较深水的海槽沉积

,

将它们划入半深海范围 (王鸿祯
,

19 8 5) .
陕西省地矿局综合研究队的杨志华认为

,

山阳一柞水一带的中晚泥盆世存在陆源碎

屑浊积岩 ,陕西省地矿局区调队的徐怀艾
、

杜丁汉则认为山阳一柞水一带中晚泥盆世
,

形成

了滨海一浅海陆棚沉积 (杜丁汉
, 1 98 7 )

。

对于秦岭北部西段
,

王鸿祯先生认为中泥盆世西秦

岭北部为半深海环境
,

晚泥盆世为浅海
;
武汉地院陈北岳等认为

,

北秦岭西段舒家坝群为海

底扇沉积 ;甘肃省地矿局区调队的周德立等认为
,

中泥盆世成县以北江洛一带为深海沟
,

礼

县以北马坞一带为深水平原
,

晚泥盆世徽县麻沿河一带为深水平原
;
甘肃省地矿局研究所的

翟毓沛等认为该区中晚泥盆世为滨一浅海环境
。

作者通过三年 ( 1 9 8 6一 1 9 8 8) 来对秦岭北部中
、

上泥盆统由西至东十余条剖面 (图 l) 的

详细观察和对秦巴泥盆纪沉积相
、

古地理的研究
,

认为秦巴泥盆纪虽然有局部地区海水相对

较深
,

但并末超出浅海陆棚环境
,

到 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半深海一深海 的沉积物和相应的标

志
。

下面将近等间距连续剖面由西向东简要说明
:

1
.

迭部当多沟剖面

前人曾认为这里的上泥盆统 (擦阔合组
、

陡石山组 )有深海浊流沉积
。

但通过作者对该段

剖面的认真观察
,

发现有不对称波痕
、

大型交错层
、

潮汐层理
,

以及以海生迹 为主的遗迹化

石
,

地球化学指数— 微量元素 M O 、

c 。
、

P b
、

iN
、

c u 、

aB 的含量也大大低于深水
,

认为擦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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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古环境无疑为潮间一潮下浅水环境
。

山特征的口袋状构造
、

不定向的工具痕和杂乱的生

物灰岩所组成的滞流沉积物
,

及其相应的快速堆积所特有的渗滤沙
、

遮蔽构造等
,

说明擦阔

合组具有两期风暴层
,

形成了近源风暴岩
,

从而否定了浊流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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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秦岭北部中上泥盆统剖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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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氓县耳阳沟剖面

剖面中的中泥盆统由砂
、

板岩组成
。

在层面上有削顶的修饰波痕及代表钻孔的乳形迹

(图 2) 和海生迹 (图 3)
,

并见有波状层理
。

图 2

瑰
.

2

遗迹化石乳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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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遗迹化石海生迹

R g
.

3 1、 山翻翻油加

L以艺 l」yt :

凡押川绍叫
,

M加石an
,
O a n ` u

上泥盆统由富含生物化石的砂屑灰著组成
,

局部形成介壳滩
,

其中的腕足化石呈定向排

列
,

见有大量的厚壳
、

体大的腕足化石
,

向上腕足化石大小混杂
,

有变小的趋势
。

岩层中见有

条带状
、

砾状
、

透镜状灰岩
。

3
.

礼县固城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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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上泥盆统由较多的紫红色砂
、

砾岩和板岩组成
,

其中见有植物化石
,

层面波痕较发
,

多为不对称状
。

层面还有海生迹和平管迹 ( 图 4 )
。

层中常见波状
、

泥波状层理及带状构造育

4
、

成县王磨剖面

中
、

上泥盆统以灰岩为主
,

夹少量砂岩
。

层之上的灰岩中
,

有较多由珊瑚
、

腕足
、

底部砂岩含有交错层 (图 5) 及透镜状灰岩
。

砂岩

层乙=J 的次宕甲
,

有较多由珊瑚
、

腕足
、

层孔虫组成的小礁体
。

腕足体大 ( scm )
、

壳厚
,

珊瑚为

斜卧的群体
,

层孔虫呈扁平砾状
。

小礁体厚以 3 0一 5加 m 为多
,

沿走向 l一 2。 尖灭
。

它们成群

出现
,

平行层面分布
。

灰岩中夹有砂泥质
,

与灰岩共同组成波状
、

泥波状层理
。

图 4 遗迹化石平管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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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错层
,

甘肃成县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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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天水娘娘坝一徽县麻沿河剖面

中
,
上泥盆统以砂岩

、

板岩为主
,

夹少量灰岩
。

类 (表附藻
、

葛石藻等 )及藻团
,

并见有乌眼
。

戎下部中泥盆统的灰岩中
,

见有层纹石
、

藻

层理以及不对称波痕及交错层
,

等
.

上部的上泥盆统砂
、

板岩中
,

见有波状及透镜状

层面上有较多虫迹
,

为平管迹
、

海生迹 (图 6 )
、

获状迹 (图 7)

图 6 遗迹化石海生迹

R 8
.

6 ,知山胭妇痴蜘

L以泊石 ty : M a y a hn
e ,

H过对 a n ,
G a

sun

图 7 遗迹化石蔗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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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上泥盆统中
,

有上
、

下两套浊积岩
,

厚 10 一

20 m
,

前者有三个韵律
,

后者有四个韵律
。

每个韵律

底部有印模 (图 8 )
,

其上有中一粗砂岩组成的递变

层
,

向上渐细
,

在细砂岩层面上见有小沙纹 (图 9 )
。

细一粉砂岩层面上具有线形迹 (图 1 0 )
。

上述证据说

明确有浊流存在
,

但据大量浅水证据及这套岩层厚

度小
,

紧邻的层位含有植物化石等特点
,

说明该浊流

系浅水环境中断陷所形成
。

6
、

两当太阳寺剖面

这里的中
、

上 泥盆统由砂岩
、

粉砂岩及灰岩组

成
。

在砂岩中见有人字形交错层及板状交错层
。

砂

岩中夹有条带状
、

透镜状灰岩
。

灰岩中具有乌眼构

造
,

以含砂砂屑灰岩为主
,

并见有少量珊瑚点礁
。

小 图 8 咬部印模
.

!犷肃徽 .lJ 麻沿河

点礁的特征类似成县王磨剖面所见
,

但数量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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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太白王家楞剖面
s ec t io n , H u

地
n ,

伽
n s u

中
、

上泥盆统由砂岩
、

灰岩及少量板岩组成
。

砂

岩层面上有不对称波痕及微波状层理
。

灰岩多为砂屑灰岩
,

含珊瑚
、

腹足
、

瓣腮
、

海百合茎及

腕足化石
,

具泥波状层理
。

灰岩中见有珊瑚礁
。

灰岩与粉砂岩互层的部位多见砾状层理
。

图 9 砂纹
,

甘肃徽县麻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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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遗迹化石线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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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柞水大西沟剖面

中
、

上泥盆统主要由变质陆源碎屑岩组成 (前人曾认为是深海浊流沉积 )
。

据有关 (陕西

省地矿局区调队
, 1 9 8 8) 资料可知

,

在这套地层中采到植物化石
。

微量元素分析
,

一般深海 C u

> 9 0 ( p pm )
、
N一> 15 0

、

e o ) d o
、

助> 1 000
,

(中国地质大学
,

张本仁
,

1 9 8 7 )
,

而柞水一山阳一带

(包括大西沟 ) c u < 3 0
,

多数 N i < 3 0
、

e o < 15
、

加 < 5 0 0
,

z n 、

v
、

e r 、

M n 、

R b 含量也远低于深海
.

又据大部分 eF
+ ,

/ eF
+ ’
< 7

,

一般在 1一 3
,

也井非深海还原环境
。

因此
,

大西沟剖面可能与天

水娘娘坝剖面相似
,

为浅水环境
,

也有可能存在浅水环境中断陷形成的浊流
。

9
、

山阳二峪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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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上泥盆统以砂岩为主
,

夹板岩
。

砂岩层面波痕发育 (图 1 1 )
,

以不对称为主
,

波长 3一

s cm
,

波高 .0 s c m
,

砂岩中有灰岩透镜体及波状
、

透镜状
、

脉状层理和条带状构造
。

在粒度较

细郁分的鲁层面上
,

常见有线形迹
、

海生迹
、

平管迹等化石
。

这套岩层中曾采到斜方剥皮木

(映西省地矿局区调队
,

l血 7)
。

1 0、 山阳一商县 (安伍河 )剖面

与二峪河剖面相似
,

中
、

上泥盆统也由砂
、

板岩组成
。

砂岩层面上的波痕 + 分发育
,

为不

对称干抚波痕
,

岩层中的波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 (图 12 )
、

脉状层理 比较发育
。

图 11 波痕
,

陕西山阳二峪河

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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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透镜状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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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诸剖面的沉积相标志
,

证明北秦岭中
、

上泥盆统为滩坪一陆枷浅水沉积环境
,

海水

最大深度 1OOm 左右
,

局部地 区可能存在形成浅水浊流的条件和环境
,

即断陷所形成 的地形

高差和足够的坡度
,

以及充足的陆源碎屑堆积物
.

上述环境就是秦巴地区整个泥盆纪的基本

轮加
.

二
、

泥盆纪古环境的变迁

早古生代中
、

晚期
,

由于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逐渐靠拢
,

使本区处于南
、

北板块的拼合部

位
。

洋壳慢慢缩小
、

消失
,

而陆壳面积逐渐扩大
。

受南
、

北陆块影响的秦巴地区
,

志留纪时是

由活动到稳定的转折阶段
,

火山活动
、

岩浆侵入由强到弱
,

海浸范围逐渐缩小
,

尤其是代表洋

壳的深海范围大减
.

直至志留纪末期
,

秦巴地区出现全区性的隆起
,

海水仅残留于呈封闭性

的甘肃碌曲一迭部一带及甘肃舟曲等地
,

在这里志留系与泥盆系为连续沉积
,

而其它地 区志

留系与泥盆系间均出现了时间长短不一的沉积间断
。

碌曲一迭部一带的残留海
,

分布在碌曲

的擦阔合
、

迭部的下吾那
、

益哇沟
,

四川若尔盖的普通沟
、

占洼沟一带
。

舟曲一带的残留海
,

位

于舟曲南石门沟及其以西地区
.

早泥盆世早期
,

虽然上述地区与志留系呈连续沉积
,

但其沉

积环境与志留纪相比
,

已有明显的改观
,

由于受抬升的影响
,

已由原来的半深海一深海环境

变为浅海环境
。

如四川若尔盖占洼羊路沟剖面
,

代表中
、

上志留统的白龙江群由典型的深海

沉积物和遗迹化石组成
,

在白龙江群向代表上志留统的羊路沟组转换部位明显看出羊路沟

组海水由深海变为浅海
,

并向潮间环境演变
,

与其上的下泥盆统连续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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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泥盆世的秦巴地区
,

位居赤道附近 (纬度在 1 00 以内 )
,

除早期千燥
、

燕发 t 大外
,

总体

气候温暖
。

动
、

植物继志留纪以后较为发育
,

其中除了延续时间长
、

常见的藻类以外
,

包括珊

瑚
、

腕足
、

瓣腮
、

介形虫
、

腹足
、

苔醉
、

层孔虫
、

海百合
、

竹节石等钙质壳体的动物群开始大量繁

衍
,

尤其以珊瑚
、

腕足最为突出
。

早泥盆世早期
,

地壳的抬升逐渐结束
,

一个新的稳定而缓慢的沉降期又逐渐开始
,

海浸

随之而来
,

由西南 (J ! ,
、

滇方向 )向北
、

向东逐步进行 (图 1 3)
。

首先在离海水来银方向最近的

川西北地 区 (包括四川的松潘
、

平武 )和甘肃的文县地段
,

分别筱于震旦系
、

寒武系
、

志留系

上
。

海浸使原来的残留海域逐渐连通
,

海水南深
、

北浅
。

在西部的迭部一带
,

海水不畅通的局

面 已经形成
。

原迭部
、

碌曲
、

舟曲一带残 留的海水
,

由于蒸发和完全封闭
,

出现海水咸化阶段
。

尤其是迭部
、

碌曲一带较舟曲处在相对更封闭的环境
,

这是由于地处迭部之东的哇坝沟一带

的隆起
,

几乎卡断了海水向西的通道所致
。

早泥盆世中期
,

又出现反复性的隆起
,

抬升使浸于

海水之下的松潘一文县地区的北部露出水面
,

而南部继续浸于水下
。

这次隆起使南部川滇一

带的广海与迭部一碌曲
、

舟曲一带的海域再次隔绝
,

致使迭部
、

碌曲一带的海域继续咸化
。

早

泥盆世中期之后
,

在秦巴地区又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海浸
,

除淹没了早泥盆世早期的海相沉积

区外
,

海水再次 自川西北向北
、

向东超覆
,

先是武都
、

略阳一带
,

之后是西和一成县一徽县地

区和凤县一太白以南地区
,

最后是洋县一宁陕一带
.

早泥盆世中晚期
,

下沉的幅度大
,

淹没的

范围广
。

接近海水来源方 向的文县一松潘一带
,

海水相对较深
,

愈向北愈浅
,

出现了海盆由北

向南缓慢倾斜的地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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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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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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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滨相带
。

早泥盆世的海浸使原来地势较高的舟曲以东至留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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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一带
,

成为被海水包围的中央岛屿
。

在西部哇坝沟地区
,

与北部古陆相连通
,

成为向南突出的

半岛
,

它使迭部
、

碌曲一带形成了封闭一半封闭环境
,

海水继续咸化
,

出现了泻湖
。

区域的东

端旬阳公馆一带
,

由于其西部和北部的古陆相连
,

使佛坪半岛向南伸出
,

以及南部浅水台地

的阻隔
,

也出现了半封闭环境
,

海水咸化
、

出现了泻湖
。

此时海盆的沉降中心在武都一康县一

带
,

下沉最大幅度达 I 0 0 0 Om 以上
。

在强烈沉降区南缘
,

同时出现基性火山活动
。

南低北高的

地势
,

使强烈的剥蚀作用位于北部
,

沿海地带出现了粗陆屑三角洲相沉积
,

如成县滥泥沟
、

若

尔盖热尔
、

略阳荷叶坝 (灵隐寺 )等地
。

此外
,

在早泥盆世沉降过程中
,

在四川广元朝天及其西

南地区出现了由南向北伸入扬子古陆的海域
,

南与四川江油一汉川一带的海域相连通
。

早泥

盆世处在低纬度的秦巴地区
,

由于寒暖流的交汇
,

易形成风暴
.

区内部分地区经历了风暴的

袭击
,

形成了风暴沉积
,

如东部旬阳公馆一带
。

早泥盆世晚期至中泥盆世早期
,

若尔盖古陆和扬子古陆西端 (碧 口部分 ) 出现抬升
,

致使

古陆边缘地带
,

出现不同程度的海退
,

沉积出现 了间断
。

中泥盆世早期
,

秦巴地 区再次继续下沉
,

表现为南部下沉慢
、

北部下沉快
,

松潘一文县及

略阳一康县南西的地区
,

并没马上浸于水下
,

出现了沉积间断
,

缺少了中泥盆世早期阶段的

沉积地层
。

而在秦巴北部地区
,

出现了新的超覆区
,

如太白黄柏源至镇安东川一带
。

同时
,

原

来的中央岛
,

因下沉而面积缩小
,

并向北移
。

佛坪半岛则成为被海水包围的佛坪岛
。

西部早

泥盆世隆起的迭部哇坝沟地区沉于水下 ( 图 1刁)
。

中泥盆世中期
,

该区连续下沉
,

海水仍由南

西同时向北
、

向东侵进
,

不仅使松潘一文县一带地区重又浸入海水之下
,

而且在北部的礼县

一凤县一带
,

东部的柞水一山阳一带
,

海水向北
,

向东超覆
,

东部海域可达西峡一带
。

至中泥

盆世晚期
,

秦巴海底地形南低北高的趋势已经缓解
,

普遍性的下沉
,

使陆棚区
、

台地区的分布

逐渐向北推进
。

此时除南
、

北古陆边缘分布的滩坪相带
、

近滨碎屑岩相带外
,

在中央岛周围及

东部的旬阳一带
,

分布有碳酸盐台地相带
,

文县一带有代表水下隆起的面形滩坪相带
,

其它

地 区广布浅海陆棚相
。

三角洲已不太发育
,

仅柞水一带见到
。

中泥盆世的沉积中心在宕昌以

东
,

下沉幅度> 9 0 0 0m
,

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相吻合
。

此时仍有火山活动
,

分布在西和一成县

一带 (靠近沉降中心 )
,

主要为中基性岩
。

中泥盆世秦巴地区古纬度变化不大
,

气候温暖
,

海水覆盖区水深多在几十米
,

阳光充足
,

OOO 碌曲曲 恨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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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一带
,

成为被海水包围的中央岛屿
。

在西部哇坝沟地区
,

与北部古陆相连通
,

成为向南突出的

半岛
,

它使迭部
、

碌曲一带形成了封闭一半封闭环境
,

海水继续咸化
,

出现了泻湖
。

区域的东

端旬阳公馆一带
,

由于其西部和北部的古陆相连
,

使佛坪半岛向南伸出
,

以及南部浅水台地

的阻隔
,

也出现了半封闭环境
,

海水咸化
、

出现了泻湖
。

此时海盆的沉降中心在武都一康县一

带
,

下沉最大幅度达 I 0 0 0 Om 以上
。

在强烈沉降区南缘
,

同时出现基性火山活动
。

南低北高的

地势
,

使强烈的剥蚀作用位于北部
,

沿海地带出现了粗陆屑三角洲相沉积
,

如成县滥泥沟
、

若

尔盖热尔
、

略阳荷叶坝 (灵隐寺 )等地
。

此外
,

在早泥盆世沉降过程中
,

在四川广元朝天及其西

南地区出现了由南向北伸入扬子古陆的海域
,

南与四川江油一汉川一带的海域相连通
。

早泥

盆世处在低纬度的秦巴地区
,

由于寒暖流的交汇
,

易形成风暴
.

区内部分地区经历了风暴的

袭击
,

形成了风暴沉积
,

如东部旬阳公馆一带
。

早泥盆世晚期至中泥盆世早期
,

若尔盖古陆和扬子古陆西端 (碧 口部分 ) 出现抬升
,

致使

古陆边缘地带
,

出现不同程度的海退
,

沉积出现 了间断
。

中泥盆世早期
,

秦巴地 区再次继续下沉
,

表现为南部下沉慢
、

北部下沉快
,

松潘一文县及

略阳一康县南西的地区
,

并没马上浸于水下
,

出现了沉积间断
,

缺少了中泥盆世早期阶段的

沉积地层
。

而在秦巴北部地区
,

出现了新的超覆区
,

如太白黄柏源至镇安东川一带
。

同时
,

原

来的中央岛
,

因下沉而面积缩小
,

并向北移
。

佛坪半岛则成为被海水包围的佛坪岛
。

西部早

泥盆世隆起的迭部哇坝沟地区沉于水下 ( 图 1刁)
。

中泥盆世中期
,

该区连续下沉
,

海水仍由南

西同时向北
、

向东侵进
,

不仅使松潘一文县一带地区重又浸入海水之下
,

而且在北部的礼县

一凤县一带
,

东部的柞水一山阳一带
,

海水向北
,

向东超覆
,

东部海域可达西峡一带
。

至中泥

盆世晚期
,

秦巴海底地形南低北高的趋势已经缓解
,

普遍性的下沉
,

使陆棚区
、

台地区的分布

逐渐向北推进
。

此时除南
、

北古陆边缘分布的滩坪相带
、

近滨碎屑岩相带外
,

在中央岛周围及

东部的旬阳一带
,

分布有碳酸盐台地相带
,

文县一带有代表水下隆起的面形滩坪相带
,

其它

地 区广布浅海陆棚相
。

三角洲已不太发育
,

仅柞水一带见到
。

中泥盆世的沉积中心在宕昌以

东
,

下沉幅度> 9 0 0 0m
,

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相吻合
。

此时仍有火山活动
,

分布在西和一成县

一带 (靠近沉降中心 )
,

主要为中基性岩
。

中泥盆世秦巴地区古纬度变化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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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覆盖区水深多在几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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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秦巴中泥盆世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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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尹

晚泥盆世不但沉降区北移
,

而且火山活动带也向北移
,

如在太 白鲁家崖及山阳安伍河一

闻村剖面中
,

均见有火山岩及凝灰岩
,

不仅有中基性
、

也出现了酸性火山活动
。

泥盆纪末期一石炭纪初期
,

个别地区如碌曲嘎尔且括合
,

临潭羊沙
、

成县飞龙峡
、

猫尔

夕11
、

河南西峡西坪等
,

因抬升而出现沉积间断
,

多数地区仍连续沉积
,

进入石炭纪海相发育阶

段
.

三
、

古地理环境演化规律和几点认识

上述早泥盆世一晚泥盆世秦巴地区的地质发展过程 ( 图 1 6 )
,

可以着出有如下规律性的

变化
。

1
.

泥盆纪早期到晚期
,

海浸范围逐
. . .

才
.

急人

滩坪相带封侧剩
.

!

渐扩大
,

空间上
,

海浸规律性地由南向北

逐步进行
,

同时也向东逐步超覆
、

淹没
。

2
.

海盆的拗陷区
,

随时间的推移也

由南向北移
,

早泥盆世在本区西南部甘
、

川交界一带
,
中泥盆世向北推进到宕 昌

一札县 一带
;
晚泥盆世则北推到华北古

陆南缘
。

3
.

区域内的沉积中心
,

从泥盆纪早

期到晚期也由南向北迁移
,

早泥盆世在

武都一康县一带 ; 中泥盆世移到北边的
`

宕昌一西和一带 ,晚泥盆世再向北移
,

到

北部的临潭一漳县
、

礼县马钨一石门沟
、

柞水金钱河一山阳二峪河
。

4
.

弱火山活动分布地带
,

由早泥盆

世早期至晚期
,

也同样由南向北迁移的

规律
。

早泥盆世火山活动主要在南部的

武都一略阳一带
,
中泥盆世北移到成县

D:

以北一带 ,晚泥盆世又向北移至华北古

陆南侧的太白
、

山阳一带
。

凝灰岩
、

火山

岩的岩性由早期的基性岩逐渐变为中期

的中基性岩
,

随后为晚期的中基性
、

酸性

岩
。

5
.

区内的古中央岛
,

由早泥盆世到

中
、

晚泥盆世
,

从徽县以南向北收缩
,

移

至徽县一带
。

叮叮叮
`

浓……
台 地相带 二 陆

州相

i

图 16 秦巴泥盆纪沉积环境演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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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壳的下沉
、

拗陷
、

快速沉降
、

火山活动等由南向北迁移
、

规律性的变化
,

反映了本

区泥盆世早期至晚期地壳构造运动的特点
。

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秦巴地 区西部
,

而东部不

很明显
,

这种规律性的变化
,

恰与古地磁资料不谋而合
。

古地磁资料反映西部地区古纬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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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辑 由秦巴泥盆纪岩相古地理研究探讨古构造活动

时间向北推移的特点
。

泥盆纪时秦巴全 区总体经历了连续发展的三个阶段— 初始下沉阶段
、

全面下沉阶段

和相对稳定阶段
。

在整个逐步下沉过程中
,

出现了局部相对抬升地段
,

同时下沉的不同区段

有快
、

慢之分
。

这些特点反映了张裂裂陷活动的存在
,

表现为堑
、

垒相间的特征
。

不同的发展

阶段和发展中的特点控制了不同相带的展布
、

也控制了古地理环境
.

泥盆纪秦巴地区沉积盆地的海底地形
,

由早期的南低北高
、

到 中期的南北均衡
、

至晚期

的南高北低
,

为一连续的演化过程
。

结 论

l
、

秦巴地区在志留纪末期
,

由于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二者的逐渐拼合
、

对接
,

使原来赋

存于二者之间的洋壳逐渐消失
,

陆壳覆于其上
。

鉴于地壳轻而地慢重
,

使陆壳成为洋壳之上

的隆起部位
,

海水被驱赶 出本区
,

仅在局部低洼地区残留了小片封闭的海域
。

此时的秦巴地

区已被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所占据
。

2
、

泥盆纪开始
,

华北板块逐渐向北漂移
,

而扬子板块相对稳定
,

这就使陆壳被拉长
、

变

薄
,

由于重力的不均衡
,

造成了缓慢的下沉
。

在拉张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裂陷
。

因为华北板块

移的方向朝北
,

与扬子板块之间的陆壳被拉长变薄的部位 (即出现张裂而下陷的裂陷部位 )
,

就会同时向北移
,

裂陷强烈的地带就必然随之向北推移
,

因此
:

( l) 泥盆纪秦巴地区的海浸
、

海退
,

下沉和隆起
,

本身是板块间拉开和闭合的反映
,

是板

块相对漂移所造成的
,

( 2) 沉积中心
、

沉降中心本身是板块之间拉张
、

陆壳变薄
,

致使重力下沉和裂陷活动的反

映
。

中心的不断位移
,

系两个板块的相对位移所造成
,

移动的特点是
:

华北板块向北漂移
,

扬

子板块移位不大
。

( 3 )泥盆纪秦巴地区海底地形
,

由早期的南低北高
,

到中期的南北均衡
,

至晚期的南高北

低
,

这些演化是拉张过程中沉积中心不断迁移的反映
。

( 4) 古岛屿有可能是板块漂移过程中
,

由板块边缘逐步脱离主体而裂解出来的地质体
。

如佛坪岛是由佛坪半岛演化而来
。

3
、

泥盆纪是秦巴地区两个活动期之间的过渡阶段
。

本区在加里东时期主要表现为板块

间的扩张
、

俯冲
,

带有强烈的活动性
,

当时既有陆壳分布区也有洋壳分布区
。

进入泥盆纪
,

本

区则变为相对稳定时期
,

洋壳由于大陆板块的对接而不再出现于地表
,

稳定的浅水沉积代替

了深水沉积
。

但相对的稳定并不等于僵化
,

板块间仍在不停地相对漂移
,

逐渐由拼合开始拉

张
,

这种局面至少保持到泥盆纪末
。

而新的强烈裂陷活动阶段
,

出现于二叠一三叠纪
。

主要参考文献

王鸿执等
.

19 85
,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
,

地质出版社
。

刘宝角等
,

19 85
.

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
,

地质出版社
.

杜丁汉
.

19 盯
,

陕西秦巴地区泥盆系研究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张瑞林等
,

19 88
,

甘肃迭部当多沟擦阔合组的风暴沉积
,

中国地质科学院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第 21 号
.



岩 相 古 地 理 ( 2 )26

P八L A E O T E C T O N I C A C T IV I T IES
: A N IN V ES T IG A T IO N

O F D E V O N IA N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C I E S A N D

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Y IN T H E

Q IN L IN G一B A S H A N A R E A

Z h a n g R u i l i n

( X i
’

an In st it u t e o f G e o lo g y an d M in e r al R e
so

u r e es )

A 加 tr a C t

T h ls 琳pe r e l u e id a te s , o n th e b as is o f th e r e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o f se d im e n at r y fa e i e s a n d 闪 la e o g e e 肛a -

、

ph y , t h e eD
v o n ia n Pa la e oe n v ir o n m e n t a l v i c i SS i t u d e s i n t h e Q i

n li n g一 aB
s h a n a r e a , w h ie h w e r e e h a r -

a e et r让 ed b y t h e gr a d u a l t r a n s g r ess i o n fr o m s o u t h t o n o r th a n d fr o m w e s t to ea
s t ; th e m i s r a t io n o f

d e po s i t i o n a l or
s u
bs i d e n e e e e n t r es fr o m s o u th t o n o r t h ; t h e n o r t h w a r d m ig r a ti o n o f t h e v o l ca

n ie

z o n e s
an d ht e v

ar i a t i o n s f r o m b as i e t o i n t e rm e d ia t e
一 a e id i e e o m Pos it i o n s 书 ht e n o r th w ar d m ig r a t i o n o f

t h e an
e ie n t i s lan d s ; t h e v a r i a t io n s in an e ie n t s u b m a r i n e to P o gr a hP y lo w e r in t h e s o u t h a n d h i g h e r in

t h e n o r t h in t h e ea r ly s t a g e
, o r v i ce v e r s a i n t h e l a t e r s t a g e

,

an d t h e e x et n s io n a l f a u l t i n g w h i e h led

t o t h e t r an sg r e s s lo n a l l o v e r t h e r e g io n
.

I t 15 be l ie v ed th a t a l l ht e r e g u la r e h a n g e s m e n ti o n ed a b o v e

m a y be a t tr i b u t ed t o t h e e x t e r n a l fa e to sr
.

A n d in et r n a l ly , t h e Q i
n li n g一 B妞s h a n ar e a la y be t w ee n t h e

N o r t h hC i n a an d Y a n g z i P la t es
.

hT
e in e r e as i n g s u t u r i n g o f t h e so

u th e r n a n d n o r th e r n P l a t e s d u r i n g

t h e aC led o n ian
a l l o w e d t h e d isa P pe a r a n e e o f th e o e e a n ie e r u s t

,
th e e l e v a t io n o f t h e e r u s t a n d th e r e -

t r e a t o f sea w a te r
.

场 t e r in t h e

eD
v o n ian

,

as a r es u l t o f t h e n o r th w a r d s h i f ti n g o f th e N o r t h C h i n a

lP
a et

,
t h e st u d y a r ea 15 t h o u g h t t o be i n a n e x t e n s i o n a l a n d f a u l te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w h e r e ht e e o n t in e n -

at l e r u s t be c aj rn e t h i n n e r a n d e lo n ga t e d
.

T h e e r u s t d o w n w ar ep d s l o w l y an d th u s t h e tr a n s g ress i o n OC
-

e u r r司
, a e e o m Pa n led b y fa u l t i n g a n d w e a k v o lca

n ie a e t iv i ti es
.

I t f o l lo w s th a t t h e eD
v o n ia n tim e r e卜

r

ese
n st a t r a n s i t ion a l st a g e

,

1
.

e
.

a r e l a t iv e l y s t a b le s at 罗 be t w ee
n a e ti v e

aC led o n ia n a n d nI d o
一

C h i n ese
e P oc h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