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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者通过数年的野外调查和室内综合分析
,

完成了
“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系沉积地质学和动力沉积

学研究
”

博士学位论文
.

原文共 7 章
,

依次为
:

绪论
、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系区域地层学
、

西秦岭造山带泥

盆系沉积学
、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系的地层层序和沉积演化
、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纪的古地理和古海洋再造
、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系动力沉积学分析
、

结束语
.

作者在西秦岭泥盆纪沉积地质学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得出了一些新认识
,

对造山带沉积地

质学研究的思想
、

内容及方法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

这不但提高了研究区的研究程度
,

而且对造山带的继续

探入研究也可借鉴和有参考价值
。

因此
,

经与作者协商
,

本刊从本期起以不同名称发表 5 篇学术论文
,

它

们既独立成章
,

又是同一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年青地质学家出版专著常有难处
,

现以这种形式发表他们的成果
,

我们也只是一种尝试
,

望诸作者
、

读者赐教
。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纪沉积地质学和

动力沉积学
:

造山带沉积地质

学研究的思想
、

内容与方法

杜远生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内容提要〕造山带沉积地质学是融造山带地层学
、

沉积学
、

大地构造学及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

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分支学科
,

被誉为近年来自层序地层学诞生之后
,

沉积学领域又一次 eB cn h
-

m ar k 式的跃进
。

本文着重介绍了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中应坚持以活动论思想为指导
,

借鉴沉

积盆地分析中整体分析
、

综合分析
、

背景分析和演化分析的学术思想和工作原理
,

并结合造山

带结构和盆地及古海洋格局
,

确定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

包括造山带区域地层学
、

区域沉积学
、

区域构造学
、

地层层序和沉积演化
、

古地理和古海洋格

局
、

动力沉积学和动力演化模式等内容和多层次综合研究的技术路线
.

关锐词 造山带 沉积地质学 动力沉积学 沉积盆地分析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是融造山带区域地层学
、

沉积学
、

大地构造学及地球物理
、

地球化

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分支
。

它以造山带构造为背景
,

以岩石圈动力学为成因解释基础
,

依

据造山带地层
、

沉积
、

古生物
、

构造及岩浆作用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

探讨造山带沉积盆地

形成和展布
、

内部物质组成
、

发展和演化特征
,

重溯造山带古地理
、

古构造格局及岩石圈

动力学特征
。

70 年代以来
,

随着板块学说由对海洋研究走向对大陆
、

大陆造山带的研究
,

及

地体学说的提出 ( il w in
,

19 7 2) 及其在造山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

板块构造背景下沉积盆

地分类理论 ( iD ck isn on
,

1 9 7 4) 的提出和推广
,

与之伴生的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也日趋

深入
,

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地层学
、

沉积学和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地质思维
。

.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

研究中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大项目
“

秦岭造山带显生宙古海洋演化
”

子课题及

国家教委博士学科点墓金资助

. 本文 1 9 94 年 10 月 9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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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的特点

造山带沉积盆地是经后期造山运动影响强烈变形消失了的盆地
,

盆地的原型
、

盆地充

填物的原始态位和相互关系
,

甚至各地质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变得支离破碎而模糊不清

了
。

同时
,

盆地 内的地层经复杂变形
,

包括复杂的摺皱和强烈的断层破坏
,

原始地层顺序

多不复存在
,

给建立正确的地层系统造成很大困难
。

再者
,

造山带盆地沉积物一般都经较

强的区域变质和热动力变质
,

岩石组分
、

结构和构造或多或少的遭到改造和破坏
,

变形产

生的一些构造酷似原生沉积构造
,

给沉积学分析带来很大不便
。

最后
,

造山带盆地内沉积

物性质
、

厚度侧向变化剧烈
、

相变大
,

加上化石稀少
,

更给区域地层和沉积对 比带来困难
。

因此造山带沉积地质学与克拉通盆地及传统地层学
、

沉积学
、

大地构造学相比
,

从理论到

实际操作上都有很大不同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地层学
,

它不再仅仅限于地层单位的建立和年

代的划定
,

而更侧重于地层的原生结构和地层格架的研究
,

它精细地研究地层单位的各种

物质属性
,

确定不同地质单元的岩石和年代地层格架及地层系统
,

为沉积学和构造学研究

打下坚实基础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不同于传统的沉积学
,

它不仅限于各沉积单元的沉积组分
、

沉积环

境和古地理的研究
,

而更侧重于各单元沉积体系及其组构方式— 沉积构型的研究
,

进而

恢复沉积盆地的形式
、

演化过程
,

重溯其古地理
、

古构造格局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大地构造学
,

它不仅仅限于对沉积建造及其大地

构造性质的研究
,

而是借鉴 70 年代以来沉积盆地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

以沉积体系为单元
,

以沉积构型及充填层序为主要研究内容
,

结合构造背景
、

岩浆活动等
,

从盆地沉积的空间

格架和充填序列上探讨盆地的形成演化历程
,

进而探讨其岩石圈动力特征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不同于克拉通等稳定型盆地的沉积地质学
,

它首先要区别和划分造

山带内不同构造背景下的沉积盆地并恢复其盆地原型和展布特征及盆地间的有机联系
,

进

而根据各盆地残存的物质记录恢复盆地的沉积物组成
、

沉积体系和构型及充填序列
,

最后

进行各盆地之间的综合对 比
,

以探讨造山带盆地的古地理
、

古海洋及构造机制和演化特征
。

2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
,

首先要坚持造山带构造活动论和造山带地质演化阶段统一的

指导思想
。

70 年代后期以来
,

王鸿祯教授 (l ”
, 1 9 81

,

1 9 8 2
,

1 9 9 0) 倡导的活动论和阶段

论思想在造山带乃于大陆构造的研究中一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在造山带研究中
,

首先

应以从活动论出发
,

结合造山带结构特征
,

确定造山带空间上的构造地层分区
、

构造沉积

分区和造山带盆地格局
,

恢复造山带盆地原型
、

原位及构造背景
,

如秦岭造山带古生代存

在
“
三块两线

”

的构造格局 (张国伟
,

19 9 2
,

1 9 9 4) 0
,

即以商 (南 ) 丹 (凤 ) 一德 丈欠 ) 武

(山 ) 主缝合线和勉 (县 ) 略 (阳 ) 一巴山弧主缝合线为界分隔华北板块
、

秦岭微板块和扬

子板块三大块体
。

这种格局决定了秦岭造山带构造地层和沉积分区以及造山带盆地和构造

. 张国伟
、

孟庆任
, 19 94

,

秦岭造山带的结构构造
, “
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

、

演化成矿背景
”

项目工作年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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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

其次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应以活动的大地构造理论为指导
,

详实研究不同大地

构造背景下的沉积体的内部组成
、

时空结构及构造属性
。

刘本培等 ( 1 9 9 2一 1 9 9 3) 在秦岭
、

北疆
、

三江造山带的科研中
,

以综合地层学
、

沉积学和大地构造学的结合探索了造山带沉

积地质学的研究途径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再次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应考虑恢复不同时

期造山带的古海洋特征及其大地构造背景
,

并结合现代海洋学的类比分析
,

确定造山带的

古海洋演化特征
.

现在执行中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秦岭造山带显生宙的古海洋

演化
”

的子课题
,

正试图全面恢复秦岭造山带寒武一三叠纪的古海洋演化及构造机制
,

并

取得很好的经验和成果 (殷鸿福
,

1 9 9 4 )二 最后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应突出动力学的特点
,

即以沉积地质的物质记录
,

结合造山带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等特征
,

恢复造山带沉积盆地

的岩石圈动力特征
。

刘宝裙
、

余光明等 ( 1 99 3 )
、

E i n s e l e 等 ( 19 9 3 )
、

徐强等 ( 1 9 9 3 ) 对雅

鲁藏布中新生代盆地沉积
、

沉降特征
、

构造背景及岩石圈动力学特征的研究取得了卓著的

成果
,

并为造山带动力沉积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

同时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应借鉴在克拉通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建立并得到成功运用的

沉积盆地分析的指导思想
。

早在 1 9 7 4 年
,

iD ck isn
o n
提出的根据大洋形成演化的 Wils

o n 旋

回划分板块背景下沉积盆地的分类方案对造山带沉积盆地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在

盆地研究方面
,

M ial l ( 1 9 8 4 ,

1 9 9 0) 发表了 《沉积盆地分析原理 》的巨著
。

李思 田等 ( 1 98 3 ,

1 9 8 8
,

1 9 9 2) 在东北
、

鄂尔多斯等盆地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方法论
.

李思田

倡导的整体分析
、

背景分析
、

综合分析和演化分析的指导思想对造山带盆地研究也同样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所谓整体分析
,

是以整体的眼光看待造山带盆地的研究
,

将盆内的各

种沉积体系
、

造山带内不同类型的盆地联系成一个巨型的沉积系统进行整体考虑
。

而背景

分析则是在整个研究过程始终密切结合造山带不同构造地层单元
、

不同演化阶段所处的大

地构造背景以及全球性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因素
。

综合分析是采用地层学
、

沉积学
、

构造

地质学
、

生物地质学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多重手段进行盆地沉积组成
、

结构和充填系

列
、

形成和演化的综合分析
。

演化分析则是从盆地形成发展的时间系列上探讨盆地的形成

演化过程
,

从而对盆地的时空格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

3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内容
、

方法和技术路线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这是由造山带本身的结构
、

沉积和构

造的复杂性决定的
。

在确定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技术路线时
,

应着重考虑地层
、

沉积

和构造三个子系统 (图 1 )
。

根据每个子系统现存的物质记录
,

通过专题研究和综合分析
,

分

别确定各子系统的系统综合特征
,

尔后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
,

以确定盆地的形成
、

演

化及动力学机制
。

在谈该术路线中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

3
.

1 造山带区域地层学 (地层子系统 )

区域地层学是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基础
。

造山带区域地层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克拉

通区是一致的
,

主要包括地层单位的五大物质属性 (岩石学特征
、

生物学特征
、

地层结构
、

厚度和体态
、

接触关系 )
、

地层单位的建立和厘定
、

地质年代和地层格架 (岩石地层格架和

. 殷鸿福
, 1 9“

,

早古生代镇浙地块与秦岭多岛小洋盆地的演化
, “

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
、

演化及成矿背景
”

项

目工作年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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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地层格架 ) (详见杜远生
、

陈林州
,

1 9 9 4)
。

但造山带区域地层又和克拉通地区有明显

不同
,

因为造山带区总的地层展布受大地构造背景控制
,

同时又强烈地受造山带构造和区

域变质作用影响
。

因此应首先以构造背景
、

盆地构造格局和构造沉积相带进行造山带区域

地层分区
,

并根据各区地层受后期构造及变质作用的改造程度
、

地层原始体
、

态
、

位
、

序

的发育特点
,

确定地层的有序性
.

冯庆来 ( 1 9 9 3) 根据造山带显生宙地层的物质属性和原

始序列特点区分出 S二 i t h 型 (符合 S m i t h 化石顺序律 )
、

非 S m i t h 型 (不符合 ) 和有限 S m i t h

型 (有限符合 ) 三种型式
.

对有序的
,

即 S m iht 型的地层
,

由于地层保持原始体
、

态
、

序
,

可以通过详细的生物地层
、

年代地层的工作去研究
.

对于准有序
,

即有限 S nr iht 型的地层
,

由于 地层 原始体
、

态
、

序受不 同程度 的构 造破坏
,

应 采取构造地 层 学 ( st ur ct ur al

st ar it gr
a p h妇 的研究方法

,

恢复地层的原始顺序
,

并进行相应的生物地层
、

年代地层
、

岩

石地层研究
。

自 aD h lst or m ( 1 9 6 9 ) 提出平衡剖面的概念之后
,

平衡剖面技术在造山带地质

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
。

作者等通过对西秦岭西汉水剖面的平衡剖面研究
,

恢复了泥盆系

的地层顺序
,

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详见 肖劲东
、

贾维民
、

杜远生
, 1 9 9 2)

。

对无序的
,

即非

s m it h 型的地层来说
,

常规的地层学研究方法难以发挥作用
,

因为无序的地层
,

要么是强烈

变质的深变质岩
,

或是构造复杂的构造混杂岩
,

只能通过同位素年代地层学结合生物地层

学等确定其大致时代
,

通过岩石学
、

地球化学等确定其物质组分及其反映的大地构造性质
,

进而探讨其在造山带盆地形成
、

演化中的意义
。

3
.

2 造山带沉积学 (沉积子系统 )

沉积学是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核心
。

它主要是通过造山带各地层单元的宏观和微

观的沉积特征 (参数 )
,

通过综合分析
,

确定其岩相和微相
,

恢复沉积相和沉积环境
,

建立

其沉积体系和沉积构型
.

与传统沉积学及克拉通盆地沉积学不同的是
,

造山带沉积学更注

重
:

( l) 确定不同的构造背景和盆地格局控制下的构造分区及各区之间的相互关系
; ( 2 ) 注

重岩相和沉积相之间相互关系和三维相组合
,

即沉积体系的研究
,

以沉积体系为单元进行

沉积构型研究
,

从而贯穿盆地分析中时
一

空格架体系的思想
。

比较分析 (类比分析 ) 是沉积学乃至整个地质学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

是现实主义

原理的具体应用
。

它是根据地质作用过程在地质演化中的再现性
,

将古
、

今相关的地质作

用进行类比
。

龚一鸣 ( 1 9 9 2) 提出了将今论古
、

将古论古
、

将古论今
,

将地 比夭
、

将天比

地的广泛类比思想
,

对造 山带沉积地质学有一定启示意义
。

但在造山带研究中
,

应切实注

意古今地质作用的不现实性和不可比性
,

如古今同类环境内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条件 (氧

逸度
、

盐度
、

酸碱度
、

生物类别和丰度等 ) 的不同
,

古今同类环境的构造背景
、

地形
、

气

候等外部条件的差异等
.

事件沉积学是随突变论和新灾变论兴起而产生的新沉积学分支
.

沉积作用通常是以均

变和突变的方式共存交叉产生的
,

既有在均变条件下产生的背景沉积
,

也有在突变和灾变

条件下产生的事件沉积 (如重力流沉积
、

风暴沉积
、

地震和海啸沉积等 )
,

二者常常以互层
、

夹层方式共存
。

事件沉积在造山带盆地中尤为常见
,

因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

动态沉积学是不可忽视的沉积学研究方法
,

沉积作用是一个受外动力和内动力连续作

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

因此在沉积学分析中应时刻考虑在沉积作用过程中外动力作用

(介质性质
、

海平面变化
、

古气候
、

物源供给等 ) 和 内动力作用 (表现在基底构造活动性
,

区域性张
、

压
、

扭及其产生的盆地的升降
、

张压的变化 ) 对沉积物和沉积体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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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造山带区域构造学 (构造子系统 )

造山带同沉积构造体制研究是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成败之关键
,

它主要是通过构造

运动面和同沉积构造的识别和研究
、

盆地展布和边界
、

盆地的沉降特征
、

同沉积岩浆活动

等
,

通过物源分析
、

古流分析
、

沉降分析
、

区域构造和地质背景分析
,

确定造山带盆地的

构造机制
、

盆地原型和盆地格局
,

从而为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提供一个准确的空间格架
。

3
.

4 造山带地层层序和沉积演化

将造山带地层和沉积两个子系统的结合
,

确定造山带盆地沉积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化特

征是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层序地层无疑是确定造山带时间序列上沉积

演化的一种重要手段
。

层序地层学的理论
,

源于 70 年代以来高分辨率地震地层技术
、

全球

海平面变化思想以及沉积盆地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 v ial 等
, ” 77 ; v an w ag on

e r
等

,

1 9 8 8 ;

W i坛us 等
,

19 8 8 )
,

它融传统地层学
、

沉积学和现代的地震地层学
、

事件地层学
、

构造地层

学 (t ec ot n ic st ar it gr o p h y ) 为一体
,

对沉积地层的时空展布进行综合成因解释
,

开辟了当代

地层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向
,

并 已成为当今国内外沉积地质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

但当前

层序地层主要集中在大陆克拉通及其边缘盆地的研究
,

对造山带以及活动型盆地的研究仍

较薄弱
。

L u e e h i ( 1 9 8 6 )对亚平宁北部前陆盆地
,

B r e t t ( 1 9 9 0 ) 对阿巴拉契亚前陆盆地
,

T r e x l e r

等 ( 1 9 9。 ) 对内华达 A n d er 前陆盆地层序地层的研究开辟了造山带同造山盆地层序地层研

究的新领域
。

Wie m er ( 1 9 9 2 ) 将前陆盆地层序地层研究当作当今层序地层的进展之一
。

因

此
,

对诸如前陆盆地的活动型盆地来说
,

层序地层学并非是无所作为的
。

但是
,

与克拉通及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相比
,

造山带盆地层序地层研究更复杂
、

更困难
。

首先
,

控制造山带盆地内部地层时空展布的主要因素不仅是全球海平面变化
,

更重要的是

构造升降及其造成的物源供给
。

在造山带卜
、
相对稳定的地区

,

由全球海平面变化控制的地

层层序可能较明显
,

而造山带内大部分活动孟地区
,

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影响通常由于构造

升降的影响叠加而变得模糊甚至没有显示
。

这种稳定区和活动区地层层序的不一致恰恰是

造山带盆地和活动盆地的特点与构造活动的证据
。

其次
,

造山带盆地的地层通常遭受强烈

的变质
、

变形和构造缺失
,

由于变质变形的影 响
,

年代地层格架基础一般较薄弱
,

而且 由

于构造缺失
,

建立盆地的层序地层格架就存在诸多困难
。

因此造山带层序地层研究则主要

借助于剖面的层序划分及成因探讨
。

再次
,

由于造山带的原始盆地多以较深水沉积为主
,

低

幅的海平面升降可能造不成明显的环境变迁和沉积体系的变化
,

只有大规模的海平面升降

才能造成层序的形成
。

因此 V ial 等经典的层序地层理论框架就不能很好地适用于造山带
。

并且造山带盆地除了个别稳定浅水地区外
,

大部分反 映的层序不是三级旋回 (时限 1一
SM a) 对应的地层层序

,

而以时限更长的
,

以二级旋回 (时限 5一 10 OM a) 对应的层序为主
。

鉴于上述原因
,

在造山带层序地层学研究中
,

首先要区分不同构造背景的沉积盆地
,

识

别不同主控因素的地层层序
。

在造山带内部的稳定地块 (微板块 ) 区
,

控制层序的主要因

素为海平面变化
,

而在活动型盆地区
,
如裂谷

、

前陆盆地
、

拉分盆地
、

活动大陆边缘盆地
,

控制层序的主要因素为基底的构造活动性质和强度
。

介于二者之间的为海平面变化和基底

构造复合控制的层序
。

利用这种思想
,

笔者将西秦岭泥盆系划分为海平面变化为主控因素

的层序 ( S C 型 )
、

基底构造为主控因素的层序 ( T C 型 ) 和二者复合控制的层序 ( S T C 型 )

三种类型 (详见另文 )
,

对各类层序的组成和控制因素进行了探讨
,

揭示了不同构造背景沉

积盆地的沉积演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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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造山带古地理和古海洋格局

造山带古地理和古海洋研究是将沉积和构造两个子系统相结合
,

揭示造山带沉积的空

间展布和古海洋格局
。

造山带古地理
,

不论是沉积古地理还是构造古地理
,

与研究克拉通

区的古地理存在很大不同
。

克拉通区通常受后期构造影响微弱
,

一般各古地理单元的物质

记录比较完整
,

同时克拉通区一般为相对完整的
、

连续的沉积盆地
,

其古地理格局的整体

性和统一性比较好
。

而造山带地区则不同
,

首先造山带盆地通常由不同类型的盆地复合而

成
,

这些盆地各 自具有独特的古地理单元
;
同时

,

这些盆地内部
,

尤其是盆地之间受构造

破坏
,

其古地理面貌和沉积盆地原型已经面 目全非了
。

因此造山带古地理远比稳定克拉通

盆地的古地理恢复复杂得多
.

它不仅要考虑不同沉积区的沉积特征
、

生物面貌
,

还要考虑

构造
,

尤其是大的控制性断裂构造的破坏
,

必要时还要参考古地磁等地球物理资料
。

地层的沉积特征是古地理分析的最重要的基础资料
。

它不仅包括典型剖面的沉积相和

沉积体系特征
,

也包括研究区不同地理单元的沉积相或沉积体系特征
.

只有掌握了研究区

足够剖面或观察点的沉积学信息
,

才能更好的恢复其沉积古地理
。

地层的生物学特征也是古地理分析的重要方面
。

不同的古地理单元
,

具有不同的物理

的
、

化学的
、

生物的环境条件或生物生活条件
,

形成不同的生物组合类型
。

利用这些生物

组合类型及其它生物学特征 (如生物丰度
、

分异性
、

生态特征和保存状态等 ) 去恢复古地

理通常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

构造因素在造山带古地
.

理分析中通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原因在于一些断裂
,

尤其

是大的控制性断裂通常造成相 当规模古地理单元的缺失
,

形成沉积相
、

古地理的不连续
。

识

别这种构造缺失以帮助恢复缺失掉的古地理单元是十分必要的
。

进一步说
,

当今造山带古

地理研究通常与指导性的大地构造理论相结合
,

尤其与板块学说等活动性大地构造理论结

合已成为当代造山带古地理的一大特色
。

正确认识造山带的大地构造格局
,

划分不同的沉

积盆地是至关重要的
,

因此无论从小构造 ( s t r u e t u r e ) 的角度
,

还是从大构造 ( t e e t o n i。 ) 的

角度
,

构造分析都是造山带古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

造山带古海洋研究是 90 年代造山带和古海洋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

它不同于以现代大

洋沉积为研究对象的中新生代的古海洋学
,

而是以造山带支离破碎的残余的古海洋沉积为

研究对象去再造地史时期已经消失的古海洋
。

正在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秦

岭造山带的结构
、

演化和动力学
”

就把显生宙秦岭古海洋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

古海洋

的恢复除上述沉积的
、

生物的
、

构造的研究之外
,

还必须进行造山带及相邻陆块的古地磁
.

研究分析
,

还可能包括古海洋中岩浆作用的物质记录研究
,

以更好的恢复古海洋格局和古

海洋特征
。

3
.

6 造山带盆地动力沉积学

从沉积盆地的物质组分
、

沉积体系和构型
、

充填序列及其构造
、

岩浆活动去恢复控制

盆地形成和演化的岩石圈动力状态是当今沉积盆地领域的一个新方向
,

并形成了动力沉积

学或动力地层学的新学科分支
。

对造山带而言
,

通过造山带盆地的各种沉积特征
,

并结合

构造作用
、

岩浆作用
、

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特征综合分析
,

恢复造山带盆地的岩石圈动力

特征也已成为造山带沉积地质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向
。

近十余年来
,

许多学者从不

同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尤其在诸如前陆盆地等同造山盆地的研究成果颇

丰
。

造山带动力沉积学除上述沉积体系和沉积构型分析
、

古地理分析
、

层序地层分析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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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沉积物质组分及构造背景分析
、

物源及古流分析
、

沉降分析和盆地动力模拟等内容
,

通过综合分析和模拟
,

建立造山带盆地的动力演化模式
。

4 结语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是造山带和沉积学领域的一个新方向和热点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应

以活动论和阶段论的思想为指导
,

借鉴沉积盆地分析理论与方法
,

结合造山带结构
、

盆地

特点确定其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造山带沉积地质学应包括造山带区域地层学
、

沉积学
、

大

地构造学
`
地层层序和沉积演化

、

古地理和古海洋
、

动力沉积学等主要内容
,

以揭示造山

带盆地形成
、

演化及动力学为主要目的
。

本论文研究中曾得到导师刘本培教授和殷鸿福院士
、

赵锡文教授
、

王治平教授
、

杨逢

清教授
、

陈北岳教授等指导帮助
,

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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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er l a n d a
耐

e r a t o n ic b a一 in
,

A A夕G 卫 u l l e t i n ,

7 6

( 7 )
, PP

.

9 65一 9 8 2
.

S E D IM E N T A R Y G E O L O G Y A N D D Y N A M I C S E D IM E N
-

T O L O G Y O F T H E D E V O N I A N S T R A T A I N T H E W E S T

Q I N L I N G O R O G E N I C B E L T S : T H O U G H T S
,

C O N T E N T S

A N D M E T H O D S F O R T H E S T U D Y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G E O L O G Y O F O R O G E N I C B E L T S

D u Y u a n s h e n g

hc 认
a

饰班公即 ,

.it of G e o s c ie n

ces
,

W
“ h a ,

A B S T R A C T

eS d im e n t a r y g e o l o g y o f o r o g e n i e b e l t s af m e d a n o t h e r b e n e h m a r k i n s e d im e n t o l o g y

s in e e t h e e m e r g e n e e o f s e q u e n e e s t r a t ig r a p h y ,
15 a s y n t h e t i e b r a

cn h o f s e i e n e e i n e l u d i n g

s t r a t ig r a p h y
, s e d im e n t o l o g y , t e e t o n i e s , g e o p h y s i e s a n d g e o e h e m i s t r y

.

In t h i s p a p e r , e m
-

p h y s i s 15 l a id o n t h e t h e o r e t ie a l t r a i n o f t h o u g h t s a n d m e t h o d o l o g y fo
r t h e s t u d y o f s e d i

-

m e n t a r y g e o l o g y o f o r o g e n i e b e l t s , a d o p t i n g t h e e n t i r e a n a ly s i s
, s v n t h e t i e a n a ly s i s

,

b a e k
-

g r o u n d a n a ly s is a n d e v o l u t i o n a n a ly s i s i n b a s i n a n a l y s i忽 u n d e r t h e g u id a n e e o f t h e m o b 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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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 o g e n i e b e l t s a n d t h e d is t r ib
u t i o n P a t t e r n s o f b a s i n s a n d o e e a n s

.

M o s t e o n t e n t s a n d m u l t i
-

d i s e ip l i n a r y a PP r o a e h e s o f r e g i o n a l s t r a t ig r a Ph y , s e d im e n t o lo g y , t e e t o n ie s , s t r a t ig r a p h i e

s u e e e s s i o n s a n d s e d im e n t a r y e v o l u t i o n , 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y P a l a e o 一 o e e a n o g r a p h y a s w e l l a s

d y n a m i e s e d im e n t o l o g y a n d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p a t t e r n s a r e in v o lv e d i n t h e s tu d y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g e o l o g y o f o r o g e n i e b e l r s
.

K e y w o r ds : o r o g e n i e b e l t
, s e d im e n t a r y g e o l o g y ,

d v n a m i e s e d im e n t o l o g y , s e d im e n t a r y

b
a s i n a n a ly s i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