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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台地西缘早
、

中三叠世古地理重建

吴应林 颜仰基 秦建华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扬子台地西缘由于构造的逆冲推次与平移走滑而受到严重破坏
,

因此
,

对其古地

理重建就不能简单地依据现今露头岩相分布原封不动地来拟定古地理格架
。

为此
,

本文尝试采

用
“
构造岩块分析法

” ,

对这些位移了的岩块 (断块 )进行构造复位后
,

再编制早
、

中三登世古地理

复原图
,

重建其古地理演化格架
。

扬子台地西部边缘在早三益世发育了进积的碳酸盐场粒浅滩
,

滩后为海湾或局限台地
,

滩前为碳酸盐缓坡 ,中三盈世时
,

边缘的南
、

北段有差异
,

北段滩前由级

坡 (早世 )演化成末端变陡的碳酸盐缓坡
,

而南段则发展成镶边陆架
。

关键词 古地理重建 构造岩块法 早
、

中三亚世 扬子台地西缘

地质历史上的大陆边缘
,

在汇聚作用下都历经了复杂的造山过程
,

因此能给人以观察的

是经构造作用破坏后的残留边缘
。

对受到破坏的边缘进行构造恢复及古地理格架重拟
,

是进

行大陆边缘盆地分析时的一个重要基础工作
。

扬子台地西缘在早
、

中三叠世时是扬子地块的一个被动大陆边缘
。

由于中
、

晚三叠世间
,

扬子地块与北方板块 (北 )
、

羌塘地块 (南 )发生斜向俯冲碰撞
,

及其以后的陆内汇聚
,

沿边缘

形成了一个前陆逆冲带
.

构造的逆冲推覆与平移走滑
,

使边缘的连续性受到严重破坏
,

分裂

成很多移位的构造岩块
,

部分岩块的位移量超过 Zoo k。 (如攀西
、

盐源 )
。

因此
,

对扬子台地

西缘的沉积盆地分析
,

不能建立在单纯以现在露头分布所拟定的古地理格架上
,

而是应在露

头岩相分布研究的基础上
,

进行古地理重建
。

由于目前缺乏可靠的古地磁资料
,

因此我们尝

试采用
“

构造岩块分析法
” 。

这个方法主要是在扬子台地西缘的地质演化进行研究分析基础

上
,

划分构造岩块 (断块 )
,

根据这些岩块的沉积学及构造运动学资料
,

结合西缘深部地球物

理资料进行构造复位
,

重建古地理格架
.

1 扬子地块西缘地质演化特征

扬子地块北为北方板块
,

西为柴达木地块
、

阿坝地块 (亦称松潘地块
、

若尔盖地块 )
,

南为

恙塘地块
、

印支地块
。

扬子地块西缘边界的概略划分
,

北段是以龙门山断裂带为界
,

南段以小

金河
一

锦屏山断裂为界
。

该边缘是早
、

中元古代泛扬子大陆分裂时形成
,

其后主要经历了以下

演化过程 (图 1 )
。

1
.

1 活动边缘 (中
、

晚元古代
, i 7 0 0 M a

一 8 0 0 M
a )

. 本文 1 9 94 年 1 0 月 2 0 日收稿
.

. 参加岩相分布图编制工作的还有朱忠发
、

罗祟迅
、

谭钦银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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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阿坝地块向扬子地块西缘发生洋壳俯冲
,

形成一系列以木里一稻城一带恰斯群
、

平武的碧口群
、

宝兴的盐井群
、

石棉的峨边群
、

攀西的会理群
、

云南的大红山群等为代表的火

山弧
。

东川运动使扬子西缘升起 ( 1 400 M 。 )
,

并发生弧后的裂陷及扩张
。

满银沟运动 ( 1 0 00 M 。 )

发生造山
,

形成陆相磨拉石盆地 (双水井组 )
。

晋宁运动以后 ( 1 0 00 一 800 M a )发育了以大相

岭
、

小相岭的开建桥组
、

苏雄组为代表的中
、

酸性火山岩喷发和龙门山边缘一西昌一带的碱

性花岗岩侵入
.

1
.

2 板内大陆裂陷边缘 (展旦纪一石炭纪 )

经晋宁运动后
,

阿坝地块拼附了在扬子地块之上
,

但它们之间岩石圈的某些地段可能末

完全结合
,

或者结合很弱
,

因而在原两个地块之间不是形成山脉
,

而是形成一个沿原大陆边

缘的板内裂陷盆地
。

盆地内发育了厚度巨大的浅海一半深海沉积
,

如北段震旦系一寒武系超

过 5。。腼
,

志留系 3 50。一4 0 00 m
,

泥盆系可超过 50 00 m
。

且火山作用也比较发育
。

1
.

3 被动边缘 (裂谷 )盆地 (石炭纪一二里纪 )

加里东运动
,

扬子地块北与北方板块
、

南与华夏
一

印支
一

羌塘地块发生部分缝合
。

海西期

这三块在向北孩移中
,

存在相对的运动
,

大体扬子与其南部地块发生的是左行平移
,

因而沿

澜沧江继续发生汇聚
;
而与北方板块发生的是右行平移

,

因而发生相对的离散 ( 图 2 ) ;
在扬

子地块 (主要发生在阿坝地块 )上造成由南而北的拉裂
,

先后形成金沙江裂谷 (石炭纪时
,

图

2一 I : )
,

甘孜
、

马尔康裂谷发生洋壳扩张
,

而成为转换边缘 (图 2一 , 釜)
。

1
.

4 被动 (转换 )边缘 (早
、

中三孩世 )

即甘孜
、

马尔康裂谷发生洋壳扩张
,

而成为转换边缘 (图 2一 , 。
)

.

1
.

5 边缘前陆盆地 (晚三里世早
、

中期 )

中
、

晚三叠世间发生扬子地块向北方板块斜向碰撞
,

因仰冲板块岩石圈及沉积物截荷
,

而使扬子西缘及甘孜
、

马尔康盆地沉降
,

形成边缘前陆盆地
,

沉积了半深海复理石 (西康群 )
.

扬于地块西缘发生边缘后退
,

成为含锰深水碳酸盐缓坡盆地 (如丽江的松桂组
、

松播的扎孕

组上部 )
。

与之同时
,

尚发生扬子地块羌塘地块的碰撞
,

随之发生金沙江洋的封闭以及甘孜
、

马尔康裂谷沿中咱微地块边缘 (沿理塘线 )的洋壳俯冲
,

裂谷因受前陆早期复理石及后期磨

拉石充填而消亡
。

1
.

` 后造山前陆盆地 (晚三必世中
、

晚期一第三纪 )

扬子地块与两侧板块侧向碰撞以后
,

继续发生陆内汇聚
,

因而在边缘前陆盆地上形成由

两侧板块向扬子西缘发展迁移的推崔山链
,

最后边缘前陆盆地被这些构造侵位
,

致使前陆盆

地的沉积迁移在扬子克拉通边缘演化为陆相磨拉石盆地 (如四川盆地的须家河组及其以上

的侏罗纪
、

白里纪红层 )
.

这些山链在抵达扬子地块西部边缘的刚性基底时
,

向东沿上
、

下地

壳间的姆动层发生推筱冲断
,

形成扬子西缘龙门山及芬河
、

锦屏山等前陆逆冲带
。

扬子西缘的陆内造山系以鲜水河平移断裂 (图 2一 . 尝
,

即甘孜
、

马尔康裂谷缝合线 )为

边界面
,

北面是由扬子地块向北方板块俯冲
,

产生南东向的横压力
,

造成向东的推砚
,

从而形

成北段的边缘逆冲带
,
南面是由扬子地块向羌塘地块俯冲

,

造成顺鲜水河的左行平移
,

而后

转化为向南的走滑与推粗
,

形成南段的边缘平移造山带
。

2 扬子地块西缘构造岩块分析

扬子地块西缘构造主要是因扬子地块与北方板块及羌塘地块碰撞及陆内汇聚形成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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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逆冲带
,

其构造特征可以鲜水河平移断裂为界
,

分成北段与南段
。

北段 (主要龙门山
、

摩天岭 ) 以逆冲推覆为主
,

该段南部 (龙门山 )形成由江油
一

灌县
、

北川
一

映秀
、

茂泣三条大断裂控制的龙门山逆冲推覆带
;
其北部为摩天岭推覆体

。

南段 (康滇西侧 )

系受左行的鲜水河平移断裂控制
,

由东向西由磨盘山
一

绿汁江
、

著河
、

小金河
一

锦屏山等断裂

形成三个推覆
一

走滑带
。

这些构造作用主要形成以下构造岩块 (或断块 )( 图 3a ) :

2
.

1 康天岭断块 其位置南为青川断裂
,

北为玛 曲
一

荷叶断裂
,

西为泯江
一

虎牙断裂
,

是晚元

古代拼合在扬子地块边缘的一个地体
。

泥盆纪
一

早
、

中三叠世为孤立台地
,

三叠纪的沉积主要

发育在该断块西部
。

早三叠世早期为开阔台地一浅滩沉积 (罗让沟组 ) ;早三叠世晚期一中三

叠世主要为局限台地沉积 (红星崖组
、

祁让沟组 )
,

断块周缘为缓坡相一盆地相 (淘金沟组
、

扎

孕山组 )
.

其北侧为迭部
一

武都拉裂断块所推覆
,

向南该断块又沿青川断裂推筱到龙门山逆冲

带之上
。

该断块系沿玛曲
一

荷叶断裂发生由南东转向北东东的左行平移走滑和推覆
,

其根可

能来自玛 曲
、

若尔盖
。

2
.

2 龙门山断块 由三条大体平行的逆冲断裂组成
,

由东向西为江油
一

灌县断裂
、

北川
一

映

秀断裂
、

茂坟断裂
。

通过江油一平武的平衡剖面计算
,

缩短率为 46
.

4纬 (刘树根
,
1 9 9 3)

,

其位

移量 (由西向东 ) 约 40 km
,

如唐王寨向斜
,

其岩片系来自于九顶山
.

茂汉断裂以西为三叠系

西康群广泛分布区
.

西康群与茂坟断裂之间为泥盆纪的变陡缓坡带和早二叠世的斜坡带
.

江

油
一

灌县断裂以东主要为三叠纪台地的滩后沉积相区
,

部分浅滩及滩后沉积在北川
一

映秀断

裂 以东也可见到
,

而北川
一

映秀断裂与茂汉断裂之间的三叠系则全被剥蚀
。

尽管如此
,

从前三

叠纪地层的岩相分布以及深部地学断面资料 (黑水一邵阳地学断面综合解释剖面图 ) . 反

映
,

都可确定茂仪断裂为斜坡与陆架分界
。

2
.

3 攀西断块 位于磨盘山
一

绿汁江断裂与普河断裂之间
,

断块具有向东推筱及左旋走滑

特征
.

磨盘山
一

绿汁江断裂纵贯康滇古陆
,

其走滑性质在杨华编制的
“

青藏高原南部航磁异常

平面图
” . 上反映十分清楚

,

图上的四川盆地与康滇古陆的结晶基底为分离的两个块体
,

在

康滇块上磁异常都沿磨盘山断裂攀西一侧分布
,

显示攀西断块向南走滑约 2 30k m
,

并从断

裂两侧地层分布 (如会理的河 口群与云南新平的大红山群 )可以证实
。

2
.

4 盐源
一

丽江断块 位于著河断裂及小金河
一

锦屏 山断裂之间
,

主要为三登系地层分布

区
。

早三叠世为冲积扇一河 口湾一浅滩相 (青天堡组
、

腊美组 )
,

中三叠世主要为滨岸
、

局限台

地
、

盐湖及开阔台地相等 (盐塘组
、

白山组
,

北街组 )
。

该断块由康定向南滑移
,

并在宁菠由于

滑移的方向及速度的改变
,

而在断块内发生冲断推覆
,

分成盐源盆地和丽江盆地
。

2
.

5 九龙断块 位于小金河
一

锦屏山断裂和陈支断裂之间
,

沿断块的东部边缘
,

发育了石炭

纪
、

二叠纪及早
、

中三叠世的斜坡沉积
,

断块的西部主要为晚三叠世的盆地相 (杂谷脑组 )
.

因

此小金河
一

锦屏山断裂成为南段边缘的陆架和斜坡分界
。

2
.

6 康定断块 位于鲜水河断裂与安宁河断裂 (北段 )之间
,

也是西缘北段和南段的分界
。

它是扬子地块西缘唯一一块避开了龙门山正面推覆及鲜水河走滑影响的
“

安全小岛
” ,

是大

劫后留下的残留边缘
。

O 邓康龄
、

韩永辉
、

刘应楷等
,

” 92
,

四川盆地形成与演化
,

西南石油地质局 (末刊 )
。

. 转引自袁学 诚
, 1 9 8 9

,

论康滇地轴的深部构造
,

地质学报
,

第 “ 卷
,

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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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3 扬子西缘早
、

中三叠世的古地理格架恢复

基于上面对扬子西缘断块运动及位移量的分析
,

早
、

中三叠世的古地理格架可在图 3。
、

图 4a
、

图 5a
、

图 6a 的基础上按以下原则进行恢复 (见图 3b
,

图 4b
,

图 5b
,

图 6b)
。

1
.

龙门山断块向东推理的位移约 4 0k m
,

即早
、

中三叠世的陆架与斜坡边界大体由茂仪

断裂向西北位移 4 Ok m
。

2
.

摩天岭断块部分盖压在龙门山断块之上
,

位移更大于少 1山断块
,

考虑到二者之间还

应存在一个断陷盆地
,

其位移可能超过 60k m
.

3
.

西缘南段的三个断块
,

主要受鲜水河左旋平移断裂影响
,

其运动表现由平移变换为向

南走滑
。

4
.

攀西断块可能沿安宁河断裂
、

磨盘山断裂向南走滑约 2 3 k0 m
。

5
.

康定断块位移较小
,

把该断块作为大体未变动的陆架边缘
,

将盐源
一

丽江断块的北缘

与其拼合
,

即大体把盐源盆地向北位移约 200 k m
。

图 3 b一图 6b 为岩块 (断块 )复位后的古地理图
,

图中的 Y
、

M
、

P 三点分别代表图 a3 一

图 a6 中的盐源 ( Y )
、

茂坟 ( M )
、

平武 ( P )复原后的大体相应位置
,

把它们逐一加以比较
,

可以

看出相对位移情况
。

4 扬子台地西缘早
、

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演化

4
.

1 地层划分

该区早
、

中三叠统地层划分见表 1
.

农 1 扬子台地西缘早
、

中三盛统地层简农

飞恤b l e l 川由拓
.
or 伪e E . lr y . d M ld dl . T r肠朋 cI s t抽恤姐 场 . , . et nr m山落 in .f t b . V如侣健理 p抽吐加 r山

统统统 阶阶 台 地 区区 盆地一斜坡区区

康康康康天岭岭 北 段段 甫 段段段

叭叭叭叭
·

}…1……)川川
马鞍绪组

、

须家河组组 含木笼组组 中离组组 杂谷脸组组

祁祁祁祁祁祁祁祁让沟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爪爪爪 拉丁阶阶阶 天井山组组 白山组组 百衡组组 扎孕山组组

霄霄霄霄霄霄霄霄 口坡组组组组组安安安尼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 盐盐盐盐盐盐绪组组组组

TTT ---
奥伦阶阶 红星岩组组 燕旅江组组 青天鱼组组 腊美组组 波茨沟组组 淘金沟组组

印印印度阶阶 罗让沟组组 飞仙关组组组组组组

PPP::::: 长兴组组 长兴组或宜成组组 玄武岩岩

国国国国国国
三道桥组组

4
.

2 早
、

中三必世地层的顶底接触关系
( 1)

.

三叠系与二叠系

如表 1
,

三叠系与二叠系在扬子西缘的台地及盆地区基本为连续沉积
,

但在北段的斜坡

区则主要为假整合
。

沿摩天岭孤立台地边缘
,

早三叠世上部的淘金沟组超筱于早二叠世块状白云岩或斜坡

角砾岩之上
;
北段理县以南 (宝兴

、

康定 )
,

早三叠世波茨沟组连续沉积于晚二叠世玄武岩之

上
,

理县以北波茨沟组超覆于早二叠世三道桥组斜坡角砾岩之上
.

以上可能表明沿扬子台地



1 9 95 年 ( 3 )扬子台地西缘早
、

中三叠世古地理重建

西缘北段 ( 理县以北 )的二叠纪斜坡带
,

而在三叠纪的初期是一个暴露于台地与盆地间的隆

起带
,

该带沿扬子台地西缘斜坡带分布外
,

尚可能沿甘孜
、

马尔康裂谷盆地的北缘 ( 图 2一
, : )分布

,

为早三叠世的盆地相超覆在早二叠世的斜坡相之上
.

它介柯能是裂谷破裂前的地

慢热隆边缘
,

直到早三叠世发生热沉降
,

裂谷开始洋壳扩张
,

才为早三叠世盆地相或斜坡相

沉积超毯
一

`

( 2)
.

中三叠统与晚三叠统

表
,

1 表明
,

中
、

晚三叠统在斜坡一盆地区为连续沉积
,

在台地除盐源盆地外
,

其它地区基

本为假整合
。

这些假整合主要与扬子地块在中
、

晚三叠世间和北方板块及羌塘地块碰撞
,

在

扬子克拉通 (台地 )形成前陆隆起有关
,

4
.

3 早
、

中三亚世沉积相主要特征

扬子台地西缘早
、

中三叠世沉积
,

由台地至盆地
,

主要分布有海清 (陆架渴湖 )
、

局限台

地
、

开 阔台地
、

台缘浅滩
、

缓坡
、

斜坡及盆地等沉积相
。

其简要特征如下
:

〔1)
.

海湾相 位于滩后
,

分布于北段 (雅安以东 )飞仙关组
,

南段 (雅安以西 )的青天堡组

(或腊美组 )
,

为含广盐度生物化石的紫红色陆源粘土岩
、

粉砂岩夹泥灰岩
,

薄一中厚层状水

平层理和条带状层理
。

(2 1
.

局限台地相 主要分布于北段的嘉陵江组
、

雷 口坡组
,

南段的盐塘组
、 `

白山组
,

摩天

岭区的红星岩组
、

祁让沟组等
,

为白云岩
、

蒸发盐及部分潮坪
、

渴湖碳酸盐岩
。

(3 )
.

开阔台地相 主要分布于台地边缘
,

多见于飞仙关组
、

嘉陵江组 (北段 )和青天堡组

(南段 )
,

主要为块状具交错层理的骨屑
、

缅粒颗粒灰岩
,

在剖面上形成浅滩
一

渴湖
一

潮坪组合
,

或浅滩
一

潮坪
一

萨布哈组合
。

(4 )
.

缓坡相 该相主要分布于北段的飞仙关组
、

嘉陵江组和摩夭岭地区的部分淘金沟

组 ;
南段边缘后期破坏 比较大

,

尚未发现此相
,

主要为薄板状灰岩夹页岩
,

有时见滑积角砾岩

(淘金沟组
、

广元地区的飞仙关组 )
。

(5 )
.

斜坡相 该相仅见于扎朵 山组
,

主要为灰岩
、

角砾岩及页岩
,

位于含 T 由 , m a t oc ir
-

nu
: (窗孔海百合 )的块状灰岩之上

。

( 6)
.

盆地相 主要见于波茨沟组
,

为页岩
、

薄板状灰岩及具粒序的凝灰质细一粉砂岩
,

含瓣鳃 ( lC
a ar ia)

,

超覆于玄武岩或早二叠世斜坡相上
。

4
.

4 早三必世的古地理演化

早三叠世早期的海平面上升
,

淹没了台地边缘暴露的二叠纪斜坡隆起
,

超覆沉积了波茨

沟组或淘金沟组地层
,

在二叠纪镶边碳酸盐陆架上
,

建设了早三叠世碳酸盐缓坡
。

由于台地

碳酸盐沉积速率大于海平面相对上升速度
,

因而在碳酸盐台地的西部边缘
,

即沿龙门山灌县
一

江油断裂 (北段 )及小金河
一

锦屏 山断裂东侧
,

开始形成向西进积的碳酸盐缅粒浅滩
,

以及如

图 3 b
、

图 4b 的古地理格架
,

滩后为海湾或局限 台地
`
早期 (印度期 )台地的陆屑沉积比较发

育
,

陆屑物主要来自康滇古陆
,

在该古陆的北段两侧
,

发育有冲积扇
。

后期 (奥伦期 )
,

随陆屑

物的减少
,

演化成局限台地
,

主要发育碳酸盐及蒸发盐
.

滩前为平缓的碳酸盐缓坡
,

坡度随滩

的推进而增大
。

因此
,

这时的扬子西缘
,

是一个 (从扬子浅海至巴颜喀拉次深海 )依次由局限

台地 (或海湾 )一浅滩一缓坡一盆地等相带构成的碳酸盐缓坡
。

4
.

5 中三盈世的古地理演化

由于扬子浅海北缘 (与摩天岭孤立台地 )之间的裂陷
,

以及康滇古陆的影响
,

因而北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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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岩 相 古 地 理 ( 3 )

南段边缘在中三叠世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 (图 5b
、

6 b )
。

北段 由缓坡 ( 中三叠世早期 )演化成

末端变陡的碳酸盐缓坡
,

其相模式 (由台地至盆地 )为局限台地一浅滩一缓坡一斜坡一盆地
。

南段边缘由碳酸盐缓坡 (中三叠世早期 )发展成镶边碳酸盐陆架
,

其相模式在早期 (安尼期 )

为滨岸一开阔台地一 (浅滩或礁 )一斜坡一盆地
,

晚期 (拉丁期 )为滨岸一局限台地一 (浅滩或

礁 )一斜坡一盆地
。

台地边缘的这些浅滩 (或礁 )多被破坏
,

但在斜坡相角砾岩中却保留了这

些成分的砾石
,

从而可以推断中三叠世时在台地边缘曾发育有浅滩或生物礁
。

主要参考文献

刘宝妞
、

曾允孚主编
,

19 85
,

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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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姗
、

许效松刁亘查亘」
、

黄慧琼
、

徐强
,

1 993
,

中国南方古大陆沉积地壳演化与成矿
,

科学出版社
.

刘树根
,

1 9 93
,

龙门山冲断带与川西前陆盆地的形成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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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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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I C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T H E

W E S T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Y A N G T Z E P L A T F O R M

D U R I N G T H E E A R L Y A N D M I D D L E T R I A S S I C

W u Y in g li n Y a n Y a n g ji Q i n J ia n h u a

hC 。 解
u
介ist ut et of G e o l o g y a n d 九it ”

ear l R es 、 cer
:

A B S T R A C T

T h e w e s t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Y a n g t z e p l a t f o r m w a s o n e e a p a s s i v e e o n t i n e n t a l m a r g in

d u r in g t h e E a r l y a n d M id d l e T r ia s s i e
, a n d d i s m e m b e r e d in t o a n u

m b e r o f d is p l a e e d s t r u e -

t u r a l b l o e k s ( f a u l t b l o e k s ) o w i n g t o s u b s e q u e n t t h r u s t n a p p i n g a n d t r a n sl a t io n g l id i n g
.

T h i s s t u d y 15 i n t e n d e d t o e o n d u e t t e e t o n i e r e s t o r a t i o n a n d p a la e o g e o g r a p h i e r e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w i t h the
a id o f t e e t o n i e b l o e k t e e h n iq u e s i n t e r功 5 o f t h e d e e p , s e a t e d g e o Ph y s i e a l d a t a

.

T h e T r i a s s i e s e d im e n t s d i s P l a y e o n f o r m a b l e e o n t a e t w i t h t h e P e r m i a n s e d im e n t s i n t h e

p l a t f o娜
a n d b a s i n r e g i o n s ,

w h i le i n t h e s l o p e a r e a s i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p a r t o f t h e w e s t e r n



1 9 95年 ( 3) 扬子台地西缘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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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g in,
t h e E a r l y T r i a s s ie b a s i n s e d im e n t s a r e o n l a p p e d o v e r t h e E a r l y P e r m ia n s l o p e s e d i

-

m e n t s
.

T h e M id d l e a n d L a t e T r i a s s i e s t r a t a a r e a l s o e o n
fo

r m a b l e i n t h e s l o P e 一 b a s i n a r e a s ,

w h e r e a s i n t h e P l a t f o r m a r e a s ,
t h e P s e u d o e o n f o r m i t i e s P r e d o m i n a t e w i t h t h e e x e e p t i o n o f

t h e Y a n g t z e r e g io n o n t h e w e s t e r n s id e o f t h e K a n g
一

iD
a n a n e ie n t l a n d

.

T h is 15 d u e t o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t h e f o r e b u ld g e s i n t h e Y a n g t ez
e r a t o n ( p l a t fo r m ) e r e a t e d b y t h e e o l li s io n o f

t h e Y a n g t z e b lo e k a n d N o r t h C h i n a p l a t e b e t w e e n t h e M idd l e a n d L a t e T r i a s s ie
.

T h e s e a 一 Ie v e l r i s e s d u r i n g t h e e a r l y E a r lv T r i a s s ie a r e r e s p o n s ib l e f o r t h e e o n s t r u e t io n

o f t h e E a r l y T r i a s s i e e a r b o n a t e r a m P s o n t h e P e r m i a n r im m e d e a r b o n a t e s h e l v e s
.

D u r i n g

t h i s p e r i o d
,
t h e r a t e s o f P l a t fo r m p r o d u e t i o n w e r e g r e a t e r t h a n t h o s e o f t h e r e l a t i v e s e a 一

le v -

e l r i s e s
.

A s a r e s u l t
, t h e p r o g r a d a t io n a l e a r b o n a t e o o l i t i e s h o a l s b e g a n t o b e g e n e r a t e d o n

t h e w e s t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P l a t fo
r m

.

T h e s
de 面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e o n s i s t ,

b a s i n w a r d s , o f

r e s t r ie t e d p l a t f o r m ( g u l f )
, s h o a l

, r a m p a n d b a s i n
.

T h e r e w e r e l a r g e r d i s e r e p a n e i e s i n s e d im e n t e v o l u t i o n b e t w e e n n o r t h e r n a n d s o u t h e r n

p a r t s d u r i n g t h e M id d l e T r i a s s ie
.

T h e
fo

r m e r w e n t t h r o u g h t h e e v o l u t io n f r o rn r a m p s ( E a r -

ly T r ia s s i e ) t o d i s t a l l y
一 s t e e P e n e d e a r b o n a t e r a m p s ,

w h e r e a s t h e l a t et
r p a s s e d fr o m e a r b o n -

a t e r a m P s ( E a r l y T r i a s s i e ) i n t o r im m e d ca r b o n a t e s h e lve
s

.

K e y w o dr , : 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i e r e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 t e e t o n i e b l o e k t e e h n i q u e ,

E a r l y a n d M id
-

d l e T r ia s s i e
,

w e s t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aY
n g t z e P l a t fo

r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