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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块运动与中生代济源盆地的演化

陈传诗 苏现波

(焦作矿业学院 )

【内容提要〕 晚三叠世
,

济源盆地南部与北部的岩相古地理面貌及充填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 ,早中侏罗世盆地南部隆起
,

北部继承性沉降
,

直到中侏罗世未盆地完全封闭
。

这种差异是由

盆地内部黄河断裂的同沉积活动造成的
。

关键词 断块运动 同沉积背斜 济源盆地

济源盆地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

是在早中三叠世沉积盆地基础上继承性发展起来的晚三

叠世煤盆地
,

充填有晚三叠世及早中侏罗世陆相陆源碎屑 沉积物
。

1 地层及构造格架

济源盆地位于中朝断块区的豫皖断块内
,
北以盘古寺封丘岁i裂与冀鲁断块为邻

,

南以栗

川固始断裂与秦岭大别断褶系相接
。

晚三叠世盆地的原始边界
,

其北界位于盘古寺封丘断裂

带附近
,

南界则受豫皖断块内部的襄郊断裂的控制
。

如图 1 所示
,

现在的上三叠统地层保存在三个由断裂围限的向斜内
。

北部为黄河断裂与

盘古寺封丘断裂之间的济源向斜
,

南部为锦屏 山断层和孟津断层之间的洛阳向斜及坡头断
`

层
、

义马映石断层
、

岸上断层围成的三角形断块上的泥池向斜
。

洛阳向斜与济源向斜之间被

近东西向的岱眉寨背斜所分隔
。

济源盆地在中生代期间的演化过程
,

主要受黄河断裂及岱眉

寨背斜的同沉积活动控制
。

上三叠统地层在盆地 内广泛分布
,

下部称为椿树腰组
,

由河床相及泛滥盆地相沉积物组

成
。

上三叠统上部在洛阳
、

义马地区称为石佛组
,

属河床相及泛滥盆地相沉积
;
济源地区称为

谭庄组
,

中下部为河床相及泛滥盆地相沉积
,

上部则以湖泊相细粒沉积为主
。

侏罗系地层仅在黄河 以北的济源地区发育
,

黄河以南缺失
。

下侏罗统称为鞍腰组
,

由洪

水流快速沉积与湖泊相沉积交替组成
。

中侏罗统下部称为杨树庄组
,

属扇三角洲沉积
;上部

称为马凹组
,

由河床相及泛滥盆地相沉积物组成
。

2 济源盆地的充填演化

晚三叠世一侏 罗纪期 间
,

济源盆地始终处于基底缓慢抬升
、

盆地不断萎缩的构造背景

中
。

这一趋势是早中三叠世以来
,

邦庐断裂以西的豫皖断块发生抬斜运动
,

东部首先翘升并

不断向西扩展演变过程的继承和发展
。

. 本文 1 99 4年 3 月 2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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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南省上三叠统地层分布区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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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三叠世一侏罗纪期间
,

济源盆地的充填演变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参阅图 2 ) ,
为了

叙述方便
,

将济源盆地划分为更次一级的断块
,

黄河断裂以北称为济源断块
,

以南则称为洛

阳断块

二
“2

.

1
_

基底隆升阶段

相当于椿树腰组及谭庄组下段沉积期
。

黄河断裂南北两侧均为曲流河冲积平原沉积环

境
,

形成了一套河床相及泛滥盆地相的陆源碎屑含煤岩系
,

其沉积层序与典型的曲流河沉积

模式基本一致
。

这一阶段
,

盆地内部的构造分化还不甚明显
,

但黄河断裂的活动已造成两侧充填特征方
面的明显差异

.

洛阳断
虹卿

平原的河
翩

沉积物中
,

底部滞留沉积多为中粗砂
,

甚至含

砾粗砂
;而济源地区则多为细砂

,

少量中砂
,

比南侧明显偏细
,

河床相砂岩的厚度也比较薄
.

但上部的泛滥盆地相沉积物中
,

济源断块上由洪水漫流形成的细砂质沉积厚度 比较大
,

夹有

湖沼相泥岩
;
洛阳断块上则以洪水漫流形成的粉砂质沉积为主

,

细砂质层比较薄
。

这种现象

的成因可能是洛阳断块上河床较深
,

洪水不易溢出河道
,

漫流水动力较弱
.

; 而济源断块上河

床较浅
,

洪水较易溢出河道
,

漫流水动力较强
。

因此
,

虽然均属曲流河冲积平原环境
,

但黄河

断裂南北两侧的古地理特征也有细微的差别
。

此阶段洛阳断块的沉降速度远大于北侧的济源断块
。

义马地区椿树腰组地层厚度将近

千米
,

济源地区只有 50 o m 左右
。

但谭庄组下段沉积期
,

黄河断裂南北两侧沉降速度大致接

近
,

谭庄组下段地层厚度与洛阳断块上石佛组地层相应层段大致相等
。

此现象可看作济源断

块开始快速沉降的前奏
,

,
济源盆地的构造分化即将加剧

.

2
.

2 急剧分化阶段

谭庄组上段
,

相当于洛阳断块的石佛组上部沉积期
,

由于黄河断裂的强烈活动
,

济源盆

地发生构造分化
,

造成南北两侧充填特征明显不同
。 、

厂

洛阳断块的石佛组继承了椿树腰组的沉积特征
,

仍为冲积平原沉积体系发育
,

但河床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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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济源盆地晚三至世一侏罗纪充填演化阶段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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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沉积物粒度进一步变粗
,

多为粗砂岩或含砾粗砂岩
.

济源断块上则以湖泊沉积主
,

完成了湖泊由逐渐形成到最后淤平的发展过程
。

湖泊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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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是在原泛滥盆地小型湖沼水体的基础上逐渐扩大
,

加深而成的
.

在水体不断扩大的过

程中
,

由于碎屑物质来源可能不太远
,

盆地边缘的冲积扇上的辫状河道可直接进入湖泊
,

因

而形成上段下部的水下河道砂质沉积
`

谭庄组上段的上部则属湖泊三角洲充填
,

结束了湖泊

的发育过程
.

谭庄组上段顶部的沉积物是在湖泊三角洲充填过后
,

复又演变为冲积平原环

境
,

形成的一套洪水漫流沉积与小型湖沼沉积相互交替的产物
。

谭庄组上段地层中有数层滑塌堆积层
.

最下面的一层见于下部的河床相沉积层的上部
,

漫流沉积的细砂岩层理变形强烈
.

上部的数层是泛滥盆地的漫流砂质沉租与湖沼相泥质沉

积的团块混杂堆积在一起
,

呈规则层状延伸甚远
。

一般认为
,

滑塌堆积是在一定坡度的地区

沉积下来的尚未固化的沉积物
,

由于诱发因素的影响向下坡方向滑动形成的
.

由于最常见的

诱发因素是地震
,

故可将这些滑塌堆积层作为
“

解积岩
”
对待

.

滑塌堆积层在谭庄组上段频繁

出现
,

很可能与断裂活动引发的地震有关
,

是晚三叠世末期构造运动比较强烈的表现
.

2
.

3 快速充城阶段

早侏罗世鞍腰组及中侏罗世早期杨树庄组沉积期是盆地快速充填时期
。

此时黄河断裂

以南己大面积上隆
,

仅济源一带继承性沉降
,

发展为小型内陆湖盆
。

由于陆源碎屑供应充分
,

盆地充填速度很快
.

下侏罗统鞍腰组为注入湖泊的洪水流快速沉积与湖泊沉积交替组成的洪流
一

湖泊沉积

体系
,

其中洪水流形成的砂层
,

由下向上单层厚度逐渐增大
,

粒度也明显变粗
,

这说明盆地的

充填速度逐渐加快
.

杨树庄组属扇三角洲沉积
,

此时盆地进一步萎缩并隆升
,

结束了湖泊的发育过程
.

2
.

4 盆地萎缩封闭阶段

中侏罗统马凹组属曲流河冲积平原沉积体系
,

下部为叠复的河床相沉积
,

上部以泛滥平

原的小型湖泊和沼泽沉积为主
。

是盆地最终封闭阶段的产物
.

3 影响济源盆地充填演化的主要因素

济源盆地在中生代期间的充城演化受断块构造支配
.

中三叠世未期的构造运动导致中

朝断块区的冀鲁断块
、

胶辽断块及秦岭大别断褶系的大规模隆升
,

豫皖断块发生抬斜运动
,

断块东部靠近郊庐断裂的地 区首先隆起并逐渐向西扩展
,

使晚三叠世沉积盆地的范围大为

缩小
。

在晚三叠世
,

由于豫皖断块内部的断裂活动
,

盆地内部构造分化越来越明显
,

到晚三叠

世未期
,

大部份地区隆升成为剥蚀区
,

仅黄河断裂以北的济源断块继承性沉降
,

形成早中侏

罗世的小型湖泊
,

中侏罗世未期完全封闭
。

济源盆地在中生代期间的古地理面貌及构造分化与黄河断裂及其南侧的岱眉寨背斜的

同沉积活动有关
。

岱眉寨背斜沿黄河断裂呈近东西向延伸
,

西起新安与绳池交界的岱眉寨
,

向东沿邝岭至

少延伸到洛阳以东的僵师
、

荣阳一带
,

是一个向东倾伏的宽缓背斜 (参阅图 1 )
。

岱眉寨背斜有着长期发育的历史
。

据华北石炭二叠纪岩相古地理研究资料
,

可以证明至

少在石炭二叠纪此背斜 己有明显地活动
。

在背斜带上
,

上石炭统太原组地层厚度普遍较薄 ;

石灰岩的层数及厚度均较少
,

局部缺失碳酸盐类沉积
;
砂岩层的厚度大而且粒度粗

,

含砂率

可达 70 写以上
。

下二叠统山西组沉积期
,

背斜带上几乎全为粗碎屑沉积
,

含砂率局部达 90 %

以上 ; 聚煤作用微弱
,

大部份地区无可采煤层
,

区域上普遍发育的二
:

煤层大面积缺失
.

这说



岩 相 古 地 理

明至少在太原组及山西组沉积期
,

岱眉寨背斜的同沉积活动是比较强烈的
。

中三叠世未期的构造运动使岱眉寨背斜的同沉积活动进一步加强
。

除了以上介绍的黄

河断裂南北两侧沉积特征和岩相古地理面貌的差别外
,

岱眉寨背斜的同沉积活动还表现在

下述两方面
。

据指向构造的统计分析
,

黄河断裂南北两侧的古流向明显不同
。

洛阳断块的义马地区
,

古流向为南或南偏西
,

指示其沉积物来源于北部
,

晚三叠世期间
,

古流向始终未发生变化
,

其

沉积中心可能位于盆地现在的南部边界附近
。

而济源地区晚三叠世古流向基本上为南东
,

沉

积物来源于西部
,

沉积中心可能位于济源断块的东部
,

中侏罗世古流向改变为北东方向
,

指

示其沉积物源于南部
。

因此
,

古流分析的资料揭示出岱眉寨背鑫南北两侧各具沉积中
』

。
,

显

示出一个盆地
、

两个沉积中心的特点
。

在谭庄组及石佛组地层 中
,

河床相的滞留沉积物中均见有寒武系的白云质灰岩及泥质

白云岩的砾石
。

在义马地区
,

砾岩层厚度将近 l m
,

砾径 一般为 2一 3二
,

最大者达 1 0c m 以

上
。

一般认为
,

石灰岩砾石只有在近源地区快速埋藏的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
。

结合古流向分

析的资料可以认为
,

至少在义马地区
,

此砾石是来源于岱眉寨背斜
。

这说明岱眉寨背斜的东

段虽然仍在接受晚三叠世晚期的沉积
,

但背斜西段已隆起成为剥蚀区
,

不但背斜上的石炭二

叠系己全部剥蚀掉
,

下伏的寒武系地层也遭到剥蚀
。

济源地区谭庄组中的寒武系灰岩砾石可

能也属同一来源
。

由此可见
,

可能是由于岱眉寨同沉积背斜的发育成长
,

造成黄河断裂南侧出现了一条近

东西向的地形隆起带
,

分隔了黄河断裂南北两侧的水系
,

从而在济源盆地内形成了两个沉积

中心
,

造成了洛阳断块和济源断块上岩相古地理面貌的不同
。

但这一地形隆起的大部地段仍

位于侵蚀基准面以下
,

因而虽无水体覆盖
,

仍然接受沉积
。

此现象正如现代的中牟一商丘一

带的低缓隆起分隔了淮河水系和黄河水系一样
。

4 小 结

断块构造学说认为断裂是由褶皱进一步发展形成的
。

但当断裂形成以后
,

由于它构成了

地壳上一定范 围的构造薄弱带
,

在后期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
,

必将沿此带发生应力集中
,

使

断裂再次活动
。

虽然应力作用方式改变时
,

两侧断块的运动方式可能发生改变
,

断裂运动的

性质也将发生变化
;
但断裂对后期地质发展过程的控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包括控制后期沉

积盆地的形成及充填样式
、

演变过程直到盖层构造形态的形成
。

因此
,

盆地中沉积相带的展

布
、

生物分区的形成以致成矿作用的方式和成矿的规模等
,

都受断块运 动和断裂活动的制

约
。

只有充分注意到沉积盆地断块运动和断裂活动的特点
,

才能正确理解盆地的岩相古地理
·

面貌及其成因
,

准确地把握成矿规律
,

更好地指导找矿
。

本文是根据河南省科委资助的科研项 目
“

河南省中生代聚煤盆地分析
”

科研报告的部份

章节整理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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