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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述

诊

盆地的发生
、

发展及演化
,

各自按照其所处环境的地球动力学状态
、

动力学性质
,

遵

照一定规律进行
。

地球动力学性状
,

取决于盆地所处构造位置
。

不同构造单元
、

构造背景
、

构造环境中所形成的沉积盆地
,

其盆地的大小
、

形状
、

深浅
,

下沉及抬升的速度
、

周期
、

频

率以及伴随构造演化各种特点的变化均不相同
。

这就极大地影响和控制了进入盆地的沉积

物性质
,

包括沉积物的种类
、

组合
、

厚度等特点
。

众所周知
,

不同沉积矿产均与一定的沉

积环境有关
,

这也就决定了一定矿种与一定的沉积建造密切相关
,

总结成矿与沉积盆地
、

沉

积环境
、

构造条件
、

沉积构造演化的关系
,

使我们能有规律可循
,

进而有效的指导找矿
。

因

此时盆地性质的研究和分析
、

盆地种类的划分是当然首要的任务
。

当前对盆地分析这一领域
,

在地球科学范围内
,

采用多学科综合分析和研 究的方法
,

从

充填盆地的沉积物入手
,

探讨盆地的演化
,

进而分析形成该盆地的构造条件
、

环境
,

查明

盆地演 化过程的地球动力学与沉积
、

构造
、

火成活动
、

地球化学
、

水文及全球性事件的关

系
。

板块学说在沉积盆地的形成原因
、

分类
、

演化上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

尤其是在新的盆

地分类上
,

逐步按照盆地所处板块的构造性质
、

板块的地壳组成
,

所处板块的相对位置
,

形

成时的受力和受热的状态等进行划分
。

国外的地质学家
,

近年来提出了不少盆地划分原则和划分方案
。

其中 w
·

R
·

迪金森提

出了划分不同沉积盆地的三个准则
:

地壳类型
、

与板块边缘接近程度
、

板块接合带或边界

的类型
,

从而将盆地分为四类十五种
; H

·

D
·

克莱米的分类则以找石油为目的
,

将地壳类

型及相对于板块边界的位置为标准
,

简要的将盆地划分为九类盆地
. A

·

w
·

巴利等人将盆

地相对于巨型缝合带边界的位置
、

俯冲作用类型作为分类的依据
,

详细地将盆地划分了三

大类
、

八亚类
、

十八种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

位于刚性岩石圈上与巨型挤压缝合带的形成

有关的边缘缝合带盆地
”

类型中
,

列出了
“

中国型盆地
”

(这类盆地与远处的断块作用有关
,

后者 又与挤压或巨型缝合带有关
,

而没有相关的 A 型俯冲带边缘 ) ; D
·

R
·

金斯顿等以地

壳类型
、

在板块 内的位置
、

过去的板块构造历史
、

板块边界的性质为准则
,

划分了九类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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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A

·
D

·

米尔依据大洋张开和封闭的成尔进旋回
,

划分了五类十九种 , 0
·

de v ·

克莱因

则考虑了有关盆地演化的地球动力学状态
、

又考虑了盆地相对于板块的位 t
、

地壳类型等

因索
,

将盆地分为五类十八种 . R
o

v
。

英格家尔按受力的状态
、

分布的位 t
、

演化特点的

不同
,

将盆地分为四类二十三种
.

A
·

w
·

巴利等人在盆地分类中特别突出了盆地的地方色彩
,

如在
“

与边缘缝合带巨型

剪切系有关的盆地
”
亚类里列出了

“

加里福尼亚型盆地
” . 在

“

与大陆碰摘有关并位于 A 型

俯冲弧凹进一侧的弧后盆地
”
亚类里列出

“

潘诺尼亚型盆地 、 在
“

位于刚性岩石圈上与巨

型挤压缝合带的形成有关的边缘缝合带盆地
”
类型中列出了

“

中国型盆地
” 。

该分类认为
“

中国型盆地
”
的生成与远处的断块作用有关

,

断块作用则由巨型缝合带和挤压作用所造成
,

它的生成不存在与其相关的人 型俯冲带 (大洋岩石圈和大陆岩石圈碰恤时产生的 )
。

G
·

v

·

克莱因认为
“
所谓中国型盆地就是拉张盆地

,

未必需要划分可能只有地方性或区域性意

义的特殊类型
。 ”

笔者认为一种盆地类型的命名
、

出台
,

必须有其独特性
,

若真象 G
·

v
·

克莱因所云
,

中国型盆地就是拉张盆地的话
,

确也无必要单独列出
。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型盆地的生成
、

演化是否具有特色
。

仅就中国型盆地的定义来看
,

G
·

v
·

克莱因的认识就和 A
’

·

w
·

巴利

等人的认识有较大差别
,

前者以为是拉张环境
,

后者认为是挤压环境
。

笔者以为
“

中国型

盆 地
”

的生成环境最根本的三条是
:

( l) 盆地的生成与裂陷活动有关
,

如果广义的提为
“

与断块作用有关也未必不可
, (2 )盆地与缝合带有关

; ( 3) 盆地的生成与 A 型俯冲带无关
。

从受力状况来看
,

既不是单一的受挤压
,

也不是单一的拉张
。

下面以秦巴沉积盆地的演化

为例予以说明
。

今

.

二
、

秦巴沉积海盆的演化

秦巴海盆的演化
,

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性的变化
,

由洋到海最终闭合
.

1
.

早古生代与 A 型俯冲有关的海盆

寒武纪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南
、

北拉开
,

中间存在有秦岭洋
.

依据
:
( 1) 40’ N

据古地磁资料
,

寒武纪华北陆块在南 3 0o N

纬 35 度左右
,

而扬子陆块在北 12 度 ooz N

左右 ( 图 1)
。

华北陆块的标准中心为 ! oo N

山西太原
,

扬子陆块的标准中心为峨 。

眉
,

两陆块标准中心相距达数千公里
;

(2 ) 寒武纪
,

在华北陆块的南缘
,

发育 ’ 00 5

有代表洋块与陆块之间仰
、

俯冲带的 200 5

沟
一

弧
一

盆体系
,

并有相应的中基性火

山岩
、

凝灰岩及硅质岩 (丹风群 )
,

且

有蛇绿岩相伴随
,

以及细碧角斑岩夹

放射虫硅质岩 (二进沟组下部 )
。

与此

同时
,

在扬子陆块北缘也发育有基性

令

图 l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古纬度

iF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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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型盆地
,

火山岩及旅性火山岩 , ( 3) 据古生物资料
,

三叶虫在早寒武世南
、

北分区较为明显
,

北方

守
日

型和南方型差异大
,

棍生现象不显若 , ( ` ) 早寒武世
,

由当时的古秦岭洋所残留岩片的组

成来着
,

主要为黑色页岩
、

硅质岩
,

为深水的沉积物
.

由此看来
,

寒武纪华北陆块与扬子

陆块间
,

以秦岭洋相隔
,

两陆块各自自由漂移
、

互不牵制
。

在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的南
、

北

侧
,

分别有两个仰
、

俯冲带 (图 2)
。

二之 扬子陆块
秦岭洋块 华北陆块

净

图 2 秦巴地区寒武一奥肉纪构造演化示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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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纪华地陆块与扬子陆块间
,

依然保持分离状态
,

二者之间保留有范围缩小了的秦

岭洋
,

依据如下
:

( l) 据古地磁资料
,

奥陶纪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古纬度分别为北纬 5 度

和北纬 22 度
,

与寒武纪相比二者之间虽有纬度上的靠近
,

但仍然保持近两千公里的距离

(两陆块标准中心 ) ; (2 ) 奥陶纪在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之间
,

仍保留有寒武纪 已经存在的

沟
一

弧
一

盆体系 (相当于现在的北秦岭地区的范围
,

据张国伟等
、

贾承造等
, 198 8)

。

秦岭群
、

宽坪群为两列岛弧链状隆起
,

陶湾断陷盆地为弧后盆地
,

秦岭群与宽坪群之间为弧间盆地
,

秦岭隆起之南为弧前盆地
。

说明当时存在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的俯冲
,

古秦岭洋依然存在
,

( 3) 据古生物资料
,

早奥陶世牙形刺
、

头足
、

腕足
、

珊瑚有明显的南
、

北分区
,

说明南
、

北

之间有洋相隔
,

生物难以混生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些生物群逐渐混生
,

同时 出现混合生

物群
。

由上述可知
,

在寒武纪一奥陶纪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远离
,

二者之间有广而深的

洋盆相隔
,

这就是当时的秦岭海盆
。

2
.

软陆充的相接
,

洋充消亡

奥陶纪末一志留纪
,

华北陆块向北移
,

扬子陆块向南移
,

据古地磁资料可知
,

前者北

移 5 度
、

后者南移 15 度
,

由纬度变化曲线 (见图 l) 可以看出二者相遇
。

古生物的研究说明
,

在东
、

西秦岭志留系均发现大量的笔石
,

西秦岭并发现有腕足
、

头

足类动物群
,

证明当时的海水具有一定深度
,

但并没达到深海
。

遗迹化石的组合也进一步

证明了这一看法
。

由当时的沉积建造组合看
,

志留系既有代表水较深的黑色硅灰岩建造
,

也有浅水的陆

屑建造
、

碳酸盐岩建造
。

自晚奥陶世至志留纪在秦巴地区均缺少寒武一奥陶系所具有的
、

代

表洋壳的火 山岩及蛇绿岩组合
,

也未见远洋型的沉积物
。

上述古地磁数据说明两陆块相接
,

而沉积建造和古生物组合却又说明当时二者之间存

在浅海
,

甚至较深水环境
,

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把笔者使用的两个名词— 硬陆壳
、

软陆壳 (图 3) 介绍一下
。

二者均为大陆板块

里陆壳的组成部分
,

前者是大陆板块的主体部分
,

为刚性体
,

多为基底
,

受挤压时不易发

生柔性形变
、

脆性较强
;
软陆壳则是相对于硬陆壳而言

,

为硬陆壳的盖层
,

主要分布在硬

陆壳的边部
,

受挤压易产生柔性变形
,

拉张易出现伸长
。

奥陶纪末至志留纪初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相接的是彼此的软陆壳
,

而硬陆壳部分尚

…
沐:

..leeeseswesewese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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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3 组成大陆板块的硬陆壳和软陆壳

F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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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相接
。

软陆壳的相接
,

使洋壳被覆盖 (图 搜)
。

洋盆消亡
,

而残存的海水变浅
,

成为陆表

浅海
。

当受挤压的软陆壳发生形变时
,

会出现挤压的拗陷和隆起
,

使志留纪出现了浅水环

境和较深水环境并存的状态
。

图 4 奥陶纪末至志留纪初两软陆壳相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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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留纪末期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在软陆壳已相接的基础上
,

进一步互相靠近
,

致使

硬陆壳相接
,

并产生碰撞造山
,

造成对接带上升隆起
,

造成海水全部向西退 出 (图 5)
。

古

地磁资料和整个秦巴地区多处见到志留系与泥盆 系间的不整合
,

说明了这一点
。

这期间秦

岭海盆不存 在
。

.

图 5 秦巴地区志留纪末期构造演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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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粘连而未固结
、

拉张而未断开的状态
,

与拉张和挤压有关的秦岭陆表浅海海盆

志留纪晚期
,

南
、

北两陆块初步拼接
,

两硬陆块相接
,

软陆壳挤压造山
,

秦岭海盆消

失
。

由于软陆壳尚未安全固结
,

因此两陆壳没最终
“

焊接
” ,

即并没固结成一体
,

而是以软

陆壳将二者紧紧相连
,

是一种粘连状态
。

泥盆纪开始
,

两陆块背向移动
,

华北陆块向北移
,

达北纬 16 度
;
扬子陆块则向南移

,

至北纬 3 度
。

此时两陆块的远离造成了拉张
,

使得二者已初次接触的硬陆壳彼此分离
,

但

软陆壳依旧相连 (图 6一 )
,

仅被拉张
、

变薄
,

造成下沉
、

海浸
,

这种情况下的秦岭海盆是

广阔的浅海
。

从所见的广布浅海混合生物群及浅海相沉积物可以充分说明
。

在拉张变薄的

同 l讨
.

当拉张达到一定程度时
,

软陆壳的上部出现裂开
,

但未完全断离
。

石炭纪两陆块间的距离缩短
,

据古地磁资料可知
,

华北陆块由北纬 16 度移至北纬 9

度
,

扬子陆块 则由北纬 3 度移至南纬 l 度
,

二者间距离缩短了纬度 3 度
。

在泥盆纪已有开

裂基础上的软陆壳
,

继而 又处在挤压状况下
,

使泥盆纪相对宽缓的浅海海盆
,

出现了沿断

裂而形成的挤压拗陷及其同时的上隆 (图 6
一

2 )
。

石炭纪在该区为东西向广泛分布的海陆交

互相煤系地层
,

具有稳定的碳酸盐台地沉积和在北秦岭可见带状分布的
、

具有深水遗迹化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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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

图 6 秦巴地区泥盆纪 至三叠纪构造演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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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带有浊流沉积的岩相古地理资料佐证了这一结论
。

这种由断裂和拗陷所形成的海域称

之为裂陷槽 (盆 )
。

连续的演化可以看出
,

二叠纪两陆块的间距 又拉大
,

据古地磁资料
,

华北陆块 由北纬

9 度北移至北纬 15 度
,

当此同时
,

扬子陆块由南纬 l 度北移至北纬 1度
,

二者距拉大了纬

度 刁度
。

与泥盆纪相似
,

软陆壳又受到拉张
,

同样引起伸长和下沉 ( 图 6
一

3)
.

此时秦岭浅

海海盆分布范围之大
,

是晚古生代空前的
,

浅海碳酸盐台地占很大面积
。

广布的开阔浅海

盆 内
,

保留有已形成的裂陷槽 (盆 )
。

至三叠纪
,

两陆块间距 又大大缩短
,

华北陆块由二叠纪北纬 巧 度
,

移至北纬 22 度
,

同

期扬子陆块 由二叠纪北纬 l 度
,

移至北纬 18 度
。

间距缩短
、

移动的过程也就是陆块间赖以

相 j主的软陆壳压缩过程
。

挤压所形成的裂陷槽 (盆 ) 分布范围加大
,

由西秦岭沿至东昆仑

东端
,

大范围内分布有滑塌堆积和浊流沉积 (图 6
一

4 )
。

晚三叠世秦巴地 区全部隆起 ( 图 6
-

5 )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 的硬陆壳再度相接
,

软陆壳造山
。

自此两陆块再没拉开
,

软陆壳

硬结
,

完成陆块间的
“

焊接
” 。

由泥盆纪一三叠纪秦岭盆地的演化可以看出其特点
:

( )I 早古生代的秦岭洋盆已经消亡
,

这一阶段所存在的海盆为陆表浅海盆地
。

( 2) 海盆处在拉张伸长和挤压裂陷环境中
。

由泥盆纪一三叠纪拉张作用总体为弱` 强

一弱
,

其中又包含泥盆纪一石炭纪
、

二叠纪一三叠纪两个次一级的弱一强 ~ 弱旋 回
,

前者

晚泥盆世为最大拉张期
,

后者晚二叠世为最大拉张期
。

分别在石炭纪和三叠纪为两个相对

一一-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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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裂陷期
。

( 3) 粘连而未固结
,

拉张而未断开
,

泥盆纪一三叠纪
,

处于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拼接

带上的秦岭海盆
,

是由两陆块的软陆壳部分拉伸
、

下沉而成
,

早自奥陶纪软陆壳与软陆壳

已互相粘结
,

但由于软壳具一定延展性
、

塑性
,

并未 固结成为刚性体
。

当受力拉张时就出

现
.

伸长变薄的变形
,

但又未能使其断开
。

受拉张力作用时仅出现浅部裂开
,

受挤压时则出

现裂陷
,

造成堑
、

垒式的海盆地势
。

( 4) 泥盆纪一三叠纪秦岭海盆处在
“

手风琴式
”

运动中
。

秦岭海盆地处华北陆块与扬

子陆块软陆壳的连接部位上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的活动特点也就直接反映 了秦岭海盆所

处环境的特点
,

泥盆纪一三益纪两陆块间起连接和缓冲作用的是软陆壳
。

当泥盆纪
、

二叠

纪处在拉张作用条件时
,

软陆壳伸长而未断开
,

使两陆块间互相牵制
,

尤如拉开的手风琴
,

在石炭纪
、

三叠纪处在挤压状态时
,

软陆壳被压缩
,

同时出现裂陷
,

两个陆块的硬陆壳以

此相隔
,

不能完全
“

焊接
” ,

形同收缩的手风琴
。

.

三
、

论
“

中国型盆地
”

笔者认为
“

中国型盆地
”

的确有作为一个独特类型而划分出来的必要
,

原因是这种犷
型盆地的出现

,

是在常规的板块运动模式范围之外
,

这种盆地是在一种新板块活动模式里

出现的
。

众所周知
,

以板块的理论为基础
,

对盆地类型进行划分
,

是把板块间的相对运动

作为首要标准的
,

如离散环境和会聚环境等
。

不同环境
、

不同板块之间的运动状态
、

运动

特点
、

运动的结果各不相同
,

产生各种盆地类型
。

沉积盆地的演化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孤立

的板块构造环境以及板块相互作用的结果
。

一般认为在会聚环境中
,

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间为碰撞造山关系
,

在离散环境中则是

大陆板块的裂解
。

那么大陆板块 间还有其它的构造活动模式吗 ? 由秦岭海盆泥盆纪一三叠

纪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

自志留纪末期南
、

北两陆块碰撞造山以来
,

两陆块并没有最终完全
“

焊接
”

在一起
,

而是处在时有相对的拉

张和挤压环境中
,

在此期间共经受了两次拉张和两次挤压
,

虽经拉张但并没断开
,

虽有挤

压也没
“

焊接
”
为一体

,

之间似有弹性体相连
。

笔者认为二者之间之所以没有最终焊接
,

是

因为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的硬陆壳没有完全焊接成为一体
,

可是二者之间又有软陆壳与软

陆壳相连
,

所谓的弹性体就是软陆壳
.

软陆壳既是大陆板块间连接的纽带
,

又是使大陆板

块的硬陆壳不能顺利相撞的间隔带
。

这种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间的特殊运动方式
,

笔者称

之为手风琴式运动模式
.

秦岭海盆在泥盆纪一三登纪就是处在这种构造环境中
。

特殊的构

造运动模式也就决定了特殊的盆地类型
,

这种类型的盆地
,

由于 以软陆壳为底
,

没有洋壳

出露
,

所以盆地不深
,

仅局限于陆表浅海范围以内
,

没有深海
、

半深海出现
。

同时由于软

陆壳相隔而硬陆壳间不能焊接
,

所以海盆又相对稳定
,

期间内没有隆起致使海水退出
。

大

陆板块间的拉张和挤压只造成了海域的扩大和缩小
,

构造上表现为裂陷活动的特点
。

、 必须强调指出
,

形成于上述构造环境的盆地
,

才是真正的
“

中国型盆地
” ,

与 A
`

w
`

三利等人所描述的这种盆地的涵意相同
,

但他们的提法并不深刻
、

完善
。

.

一

,



19 92 年 ( 2 ) 秦岭海盆演化及
“

中国型盆地
”

令
四

、

与中国型盆地有关的矿产

该类型盆地具有水域相对广阔而水浅
、

裂陷活动强
,

位 t 处在大陆板块之间的过渡带

等特点
,

因此与陆源
、

浅水
、

喷气
一

热水活动等有关的矿产十分丰富
.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泥

盆系的铅
、

锌
、

银
、

汞
、

锑
、

金
,

铁等
。

铅
、

锌
、

银
、

汞
、

锑
、

金及部分铁矿的生成与同

时代的裂陷活动有关
。

裂陷槽为喷气
一

热水活动提供了通道
,

也为有用物质的热水活动提供

了沉积场所
。

这里形成了与此有关的特大型
、

大型矿床多处
,
三登系的金

、

煤
、

膏盐
,

则

是广阔滨浅海
、

局限海环境的沉积矿产
;
汞

、

锑
、

金是与裂陷活动有关
、

热水成矿溶液沉

积而成
。

另外尚有石炭系
、

二登系与海陆交互环境有关
、

分布广
、

规模小的煤矿形成
。

五
、

结论

秦岭海盆是与其它类型盆地并列的一种特殊的类型
,

真正的独具特色的
“

中国型盆

地
” ,

是现有板块活动模式划分盆地类型中无法囊括的一种新类型
,

盆地的特点是
:

1
.

与大陆板块和大陆板块之间的缝合带有关
,

是在板块间尚没有完成焊接而又互相粘

连的情况下
,

板块之间的过渡性单元
。

2
.

盆地中裂陷活动明显
,

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间的相对位移
,

使其间的过渡单元时而

处在拉张状态
,

时而处在挤压状态
。

拉张造成浅部破裂
,

挤压造成地垒和地堑
。

因而盆地

内隆起和拗陷相间
。

3
.

由于所处构造环境是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的对接带
,

时间是在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

的对接过程中
,

与俯冲带无关 (既无 A 型俯冲带
,

也无 B 型俯冲带 )
。

4
.

该类型盆地形成的确切时间是在大陆板块与大陆板块发生了初次碰撞而没完成
“

焊

接
”

之后
,

板块间是处在
“

粘莲而未固结
、

拉张而未断开
”

的状态中
。

“

中国型盆地
”

的含义是
: “

在陆
、

陆碰撞之后
,

位于陆块之间
,

处在手风琴运动状态

中
,

裂陷活动强烈的过渡型盆地
” 。

笔者在秦巴地区几年来的工作
,

留下了深刻印象
。

为了更加完满地阐述和完善
“

中国

型盆地
”

的内容
,

以突出我国的特色
,

草书此文
。

本文依据
“

秦巴项目
”

中的有关成果
,

向

在秦巴地区工作过
、

作出贡献的同事们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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