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卷第 6期
1 9 9 5年 12月

岩 相 古 地 理
V o

l
.

1 5 N o
.

6

D
e e

.

1 9 9 5

西秦岭造山带泥盆纪沉积地质学和动力沉积学

研究
:

西秦岭南带泥盆纪裂陷槽盆地
、

摩天

岭地体沉积特征和盆地格局

杜 远 生

(中国地质 大学 武汉 )

〔内容提要〕 南秦岭裂陷槽位于中秦岭微板块和摩夭岭地体之间
.

本文根据裂陷槽盆地三河口

群和摩天岭地体泥盆系沉积学研究
,

结合火山作用和生物古地理的研究
,

探讨该区泥盆纪的盆

地格局
.

三河 口群以深水盆地和陆棚沉积为主
,

内夹拉斑玄武岩和硷性玄武岩
,

岩石化学和稀土

元素的分配型式都反映其处于裂陷槽盆地背景
.

生物古地理分异也指示裂陷槽盆地的存在
。

摩

天岭地体泥盆系为缤岸一陆棚碎屑岩和陆棚一缓坡碳酸盐沉积
,

其为扬子板块北部大陆边缘的

一部分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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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造山带 泥盆系 沉积地质学 裂陷槽盆地

南秦岭三河 口 裂陷槽位于中秦岭微板块和摩天岭地体之间
,

其以勉略蛇绿岩为特征
,

代

表曾经存在到三叠纪早期消失的古洋盆 (张国伟
,

1 ” 5 )
。

该洋盆的形成和消亡历史还存在不

同认识 (杨宗让
、

胡永祥
,

1” O )
,

其主要原因在于卷入蛇绿混杂岩的地层时代不清
、

蛇绿岩侵

位的时间及其伴生的火山岩的时代 尚未确定
。

位于裂陷槽西段的略阳一康县一南坪一带泥

盆系以深水盆地和深浅海沉积为主
,

内夹中基性和碱性火山岩
,

与相邻南北两区泥盆系具有

显著差别
,

反映泥盆纪时期该裂陷槽正处于加剧开裂期
。

裂陷槽南邻的摩天岭地体 (文县构

造沉积区 )
,

泥盆系以滨岸一陆棚碎屑岩和缓坡一陆棚碳酸盐沉积为主
,

与武都区泥盆系的

生物古地理分异也指示了该期三河 口裂陷槽的存在
。

1 三河 口裂陷槽泥盆系的沉积特征

三河 口裂陷槽泥盆系隶属西秦岭三河口构造地层小区和构造沉积 区 (杜远生
,

1” 5
,

表

1
、

图 1 )
,

以木瓜园
一

天池
一

迭部断裂为北界与武都区分隔
,

以汤 卜沟
一

月亮坝
一

南坪断裂与文县

区分隔
。

区内泥盆系统称三河 口群 (杨祖才
,

1 99 1 )
,

可分东
、

中
、

西三段
:

东段略阳一康县一带

的三河 口群以变质细碎屑岩
、

泥质岩和结晶灰岩为主
,

内夹变质火 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
中段

武都三河 口到文县中路河之间的三河 口群为变质细碎屑岩
、

泥质岩和结晶灰岩
,

基本不夹火

山岩 ;西段南坪塔藏
、

隆康一带的三河口群为结晶灰岩
、

硅质条带灰岩
、

放射虫硅质岩及粉砂

岩和板岩
,

内夹中基性和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东
、

中段三河口 群中获得较多的珊瑚及

层孔虫化石
,

其时代认为属下泥盆统一艾菲尔阶 (杨祖才
,

1 9 9 1 )
,

但该区北缘断裂带断片中

也发现中上泥盆统化石
,

如陕西郭镇一木瓜园一带 见 Dt’ .vP h少坛 m ierr g “ al 。
,

夭池捉鱼沟见

D 八Ph刃 lu 、 s p
.

等 (据杨祖才
,

1 9 9 3 函告 )
,

因此该 区可能包括有吉维阶一上泥盆统地层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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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期构造破坏而保存不全
。

西段隆康
、

塔藏一带泥盆系含上泥盆统法门阶牙形石
,

如 尸 a 吞

, a t ol eP i: g ar c i l i s : i
脚

o i j a li s ,

尸 a
.

m a
馆 i o iej ar

,

刀 isP a t ll 耐
u s s t a b i l i s 等

,

时代属法门期无疑

(赖旭龙等
,

19 93
,

出版中 )
。

因此
,

虽然三河 口群受构造强烈破坏而发育不全
,

但其基本上保

存了泥盆系的完整地层序列
。

三河口群是秦岭泥盆系现存确凿含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的地层
。

根据对略阳金家河
、

文

县桥头
、

屯寨
、

天池一带三河口群的研究
,

可将其分为以下沉积体系
。

1
.

1 较深水盆地沉积体系 (下泥盆统 )

该沉积体系见于文县桥头
、

屯寨一带的张家坝组和屯寨组
,

其主要岩性有两大类
:

一是

暗灰色泥质板岩
、

千枚岩类
;
二是暗灰色薄层板状及中厚层泥状灰岩类

,

局部夹泥质粉砂岩
。

剖面上受强烈变形变质和重结晶影响破坏了原始的沉积特征
。

因此粗略地分为以下岩相类

型
:

1
.

1
.

1 暗灰色泥质岩相

其为下泥盆统张家坝组到屯寨组的主要岩相类型
,

约占两组地层厚度的 85 %以上
。

泥

质岩多呈深灰到灰黑色
,

变质之后可成灰褐色
,

原始沉积层多受构造
、

变质影响而难以恢复
,

但也可见中厚层到薄层状岩层
。

部分薄片镜下观察表明其矿物成分为枯土质和绢云母
。

个

别岩层中保存水平纹理反映可能为较深水盆地的静水沉积
。

1
.

1
.

2 暗灰色薄板状灰岩和韵律状灰岩
、

板岩相

该岩相一般出露较少
,

作为夹层夹持在板岩中
。

岩石成深灰色
,

薄板状为主
,

层厚 1一

c3 m 为多
,

也见薄透镜状
。

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
,

占 95 %以上
,

少量泥质和碳质
。

方解石受

重结晶影响成细到粉晶状
。

内部均一
,

无颗粒或残余颗粒显示
,

均质或水平层理
。

极个别薄

片中含少量的生物碎片
,

主要有腕足
、

腹足碎片和海百合茎
。

破碎强烈
,

为异地搬运而来
。

推

测为较深水盆地的碳酸盐沉积
。

1
.

1
.

3 深灰一灰色中薄层泥晶灰岩相

该灰岩一般为十余米或数十米的岩层组夹在板岩中
,

剖面上多次出现
,

可能为断层重复

所致
。

岩石为深灰到灰色
,

中薄层为主
,

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 ( 95 %以上 )及少量泥质和碳

质
。

重结晶后呈细晶和粉晶结构
。

均质层理为主
,

也见水平层理
。

岩石薄片中一般不含生物

或生物碎屑
,

个别薄片中极少的钙球和生物碎片
。

也为较深水盆地沉积
。

1
.

2 陆棚碳酸盐沉积体系 (中
、

上泥盆统 )

该沉积体系见于文县洋汤寨到天池之间
,

以中厚层结晶灰岩为主
,

夹泥质条带灰岩和钙

质粉砂岩
。

可分为以下岩相类型
:

1
.

2
.

1 暗灰色中厚层灰岩相

该灰岩多具深灰到灰色
,

中厚层到厚层状
,

局部成巨厚层状
。

岩石中主要矿物成分为方

解石
,

现结晶成粉晶到细晶状
。

未 见颗粒或残余颗粒
,

推测原岩为泥状灰岩
。

灰岩中多为均

质层理
,

少数具水平层理
,

除个别薄片含极少的藻斑点外
,

未见其它生物
。

推测为陆棚环境的

碳酸盐沉积
。

1
.

2
.

2 灰色钙质粉砂岩相

局部发育
,

夹在夭池组下部灰岩之中
.

岩石成深灰色中厚层状
,

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

含

量 50 一 60 %
,

成棱角状
,

绢云母
`

10 一 15 %左右
,

其它均为泥质和钙质胶结物
,

杂基支撑
,

岩石

中具水平层理
。

推测也为陆棚浅海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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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火山岩沉积

三河 口构造沉积区的火山岩沉积见于东段康县一带及西段南坪一带
。

西段南坪一带法

「1期火山岩未曾研究
,

现仅将东段康县一略阳一带的火山岩予以简述
:

位于陕甘边界康县一略阳一带的三河口 群以火山岩
、

火 山碎屑岩和细碎屑
一

泥质岩为特

征
。

略阳金家河剖面的三河 口群可分为上
、

中
、

下三个岩组
:

下岩组火山岩分布在郭镇北一

带
,

厚 20 o m 左右
,

主要为安 山岩
、

安山质凝灰岩和酸性凝灰岩
;
中岩组火山岩厚度逾千米

,

在康县西北侧和陕西境内均有发育
,

主要由中基性熔岩
、

凝灰岩一中酸性凝灰岩多个旋回组

成
;
上岩组以酸性凝灰岩为主

,

厚度近千米
,

主要 见于陕西境内
,

其主要岩石类型包括
:

1
·

3
·

1 熔岩类

绿帘绿泥 片岩
:

岩石具灰绿色
,

片状构造
,

变余交织结构
,

花岗鳞片变晶结构
,

岩石由平

行排列的绿泥石 ( > 50 % )
、

绿帘石 ( 10 % )
、

石英 ( 30 % )
、

长石 ( < 10 % )的变晶微粒组成
。

石英

及长石 (斜长石 )微粒集合体常显示原岩中斜长石板条晶形及半定向分布特征
,

从而使岩石

又具有变余交织结构特征
。

蓝 闪绿 帘阳气片岩
:

岩 石具灰绿色
,

片状构造
,

花岗鳞片变晶结构
,

岩石 由阳气 石

( 3 0% )
、

绿泥石 ( < 1 0 % )
、

绿帘石 (> 1 0% )
、

石英 ( < 3 5 % )
、

斜长石 ( < 1 0% )
、

蓝闪石 ( 5% )等

组成
,

阳气石
、

蓝闪石为纤状或鳞片状变晶
,

绿泥石呈平行排列
,

石英及斜长石为粒径约

0
.

l m m 以上的它形变晶颗粒
,

岩石中暗色矿物大于浅色矿物
,

且为大致相同分布
。

L .3 2 火山碎屑岩类

变英安质凝灰岩
:

岩石为花岗鳞片变晶结构
、

变余晶屑凝灰结构
,

岩石已变质
,

主要由石

英
、

长石
、

绿泥石及黝帘石等矿物组成
,

并具 片状特征
,

但保留有变余晶屑凝灰结构
,

晶屑为

长石
、

石英
。

长石为板状条状
,

解理及双晶都很发育
。

基质部分石英呈粒状
,

呈拉长定向排列
,

绿泥石为鳞片状
,

亦呈定向排列
,

黝帘石及绿帘石呈粒状
。

另外还发育有凝灰质板岩
、

凝灰质千枚岩等
,

这里不再叙述
。

经 C I PW 标准矿物图解和火 山岩酸度
、

碱度 系列组合图解 ( 见甘肃区调队
,

1 9 9 0) 投点

证明
:

绿泥绿 帘片岩为拉斑玄武岩
,

变英安质凝灰岩为石英粗安安山岩
,

蓝闪绿帘阳起石 片

岩为碱性玄武岩
。

根据三河 口群变质火山岩岩石化学和稀土元素分配型式进行构造环境判别表明
:

三河

口群玄武岩 K
Z
O

、

T IO
Z 、

P
Z
O

。
和 S m

、

C e 、

Y
、

Y b 丰度与 P e a v e e ( 1 9 8 2 )对比表对照 (表 l )
,

最

接近 的主要为板内拉斑玄武岩和碱性玄武岩
,

个别接近详中脊和火山弧玄武岩
。

IT O
Z

一

表 l 不同构造环境玄武岩元素丰度 (P ea cr e ,
198 2 )和三河 口群玄武岩元素丰度对比表

T a b l e 1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t h e e l e m e n t a b u n d a n e e s o f th e b a s a lt s i n d i f f e r e n t t e e t o n i e
s e t t i n g s

( a f t e r
P e a r e e ,

1 9 8 2 ) w i t h t h o s e i n t h e S a n h e k o u
G

r o u P

洋中脊 板内 火山弧 标准洋 三河 口群

_

_
中一脊

—
A B A B A C D

K ZO

T i〔 )
2

S n 飞

P Z〔 ) 5

C e

Y

Y b

0
.

2 0

1
.

4 4

3 2 6

O
,

12

1 1
.

( )

3 3

3
.

2 2

( ( )
.

5 1 )

1
.

3 9

3
.

8 3

( )
.

18

2 3
.

3

2 5

2
.

6 3

( ()
.

5 )

2
.

2 3

5
.

3 5

工) 2 5

3 1
.

3

2 6

2 1 2

( 1
.

5 :

2
.

9 ( )

8
.

8 7

0
.

6 4

9 6
.

8

25

()
.

8 9

0
.

4 3

( )
,

8 4

1
.

8 9

0
.

( )8

6
.

9 4

l 7

1
.

9 5

()
。

9 4

()
.

9 8

3
.

78

()
.

1 9

2 9
.

3

2 2

狄

2
.

5 2

( )
.

9 4

4
.

8 6

0
.

4 4

5 ( )
.

2

2 2

2
.

5 5

0
.

15

2

3
,

3

【)
.

12

l ()

3 ( )

3
.

4

1
.

4

1
.

( )7

5
.

( ) 2

()
.

30

3 3
.

28

1 3
.

44

1
.

1 8

A
.

拉斑玄武岩
;
.B 碱性玄武岩

;
C

.

钙碱性玄武岩
; D

.

钾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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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刃一 P刃
。
和 TI O

Z

一 01 M n O一 10P
2
O
。

判别图显示其主要形成于板内或洋中脊的拉斑玄武

岩和碱性玄武岩
。

Z r/ Y一 Z r 图解除两个点落入图外
,

其余 3 个点分别落入板内玄武岩和洋

中脊拉斑玄武岩 (图 l )
.

稀土元素分配型式对比 (图 2) 表明
,

三河 口群玄武岩接近于洋岛型

拉斑玄武岩和碱性玄武岩
,

而与岛弧拉斑玄武岩不同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三河口群火 山

岩形成于裂陷的背景条件下
,

与勉略带挤压型的岛弧型蛇绿岩 (X u J
.

F
.

等
, 1 9 9 4) 构造背景

不同
,

二者为不同构造阶段的产物
。

因此
,

三河口群火山岩代表了南秦岭裂陷小洋盆的岩浆

作用信息
。

加 ` 。:
·

T i( )
2

八

1 0 5 ( J I 。 ( ) 5 ( )̀ ,

Z
r
一

( ` ) )̀ r一 )

C

图 l 三河 口群玄武岩构造环境判别图 ( a
、

b) 和三河 口群玄武岩 Z r
/ Y一 Z r

构造环境判别图 ( 。 )

a ,
O T B

.

大洋拉斑玄武岩
; C T B

.

大陆拉班玄武岩
; A B

.

碱性玄武岩
; b

: 1
.

洋中脊玄武岩
; 2

.

火山弧玄武岩

《 T H B
.

拉斑玄武岩
,

C A B
.

钙碱性玄武岩 ) : 3
.

洋岛
、

板内玄武岩 ( A B
.

碱性玄武岩 ) ; c :

W P B
.

板 内玄武岩
;

M O R B
.

洋中脊拉斑玄武岩
;

IA B
.

岛弧拉斑玄武岩 (据 P e a r e e ,

一9 8 2 )

F ig
.

1 P l
o t s fo r

T
e e t o n ie s e t t in g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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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天岭地体泥盆系沉积体系

摩夭岭地体泥盆系隶属南秦岭文县构造地层小区和构造沉积 区
,

其为杨子板块北部大

陆边缘的一部分
。

文县区泥盆系由夭水地质队 ( 196 0 )
、

张研 ( 1 96 1 )
、

西北地研所 ( 1 9 7 3)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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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洋玄武岩的稀土分配型式 ( A )和三河口群玄武岩的稀土分配型式 (B )对比图

1
.

岛弧拉斑玄武岩 ; 2
.

洋中脊拉斑玄武岩 ; 3
.

洋岛 (夏威夷 )拉斑玄武岩 ; 4
.

洋岛 (夏威夷 )

碱性玄武岩 , 5
.

洋岛碱性玄武岩 (据 rF ey 等 196 8)
。

F ig
.

2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e h o n d r it e
一 n o r m a

l i
z e d R E E p a t t e r n s fo r o e e a n

i
e b a s a l t s (A )w it h t h o s e f o r

t h e b a s a l t s i
n t h e

aS n h e k o u G r o u p (B ) ( a f t e r
F

r e y e t a l
. ,

1 9 68 )

1 = is la n d
一 a r e t h o le ii t ie b a s a l t ; 2 = m id一 e e a n r

id g e t h o le ii t ie b a s a lt ; 3 = o e e a n 一

i
s l a n d

( H a
w

a ii ) t h o l七ii t ie b a s a lt , 4 一 o e e a n i
s l a n d (H a

w
a ii ) a l k a li b a s a l t ; 5二 o e e a n 一 i

s
l
a n d a l k a l i b a s a l t

了研究
,

陕西区测队 ( 1 9 6 7一 1 9 7 0) 在西秦岭 8 幅区域地质测量时将其与北侧三河 口群合二

为一
。 _

杨护才 ( 1” l) 重新厘定了该区的地层系统
。

文县泥盆系经厘定后包括上
、

中
、

下三个

统
,

其中下泥盆统石坊群主要为石英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岩
,

局部夹劣质煤
,

上部见硅质岩

屑砂砾岩
。

西沟组以深灰色泥质岩和生物灰岩为主
,

内含布拉格阶一下埃姆斯阶珊瑚和腕足

化石 (杨护才
,

1 99 1 )
。

眠堡沟组以石英粉砂岩
、

鲡绿泥石砂岩为主
,

内夹海绿石砂岩和微晶灰

笔
。

中泥盆统下部冷堡子组下段为石英砂岩夹粉砂质页岩
、

粉砂岩
,

上段为粉砂岩
、

板岩夹石

英砂岩 上部舞家沟组主要为细到微晶灰岩
,

上部见页岩和泥灰岩
。

上泥盆统铁山群主要为

细到微晶灰岩
,

内夹角砾状灰岩
.

根据文县眠堡沟等地剖面研究
,

可将文县区泥盆系分为以

下沉积类型
。

2
.

, 滨岸碎屑沉积体系 (洛赫柯夫期
,

石坊群 )

文县一带石坊群大致可分上下两部分
:

下部以细碎屑沉积为主
,

包括细砂岩
、

粉砂岩及

板岩
,

内食一层劣质煤
;
上部仍为细碎屑岩

,

但夹多层硅质岩屑角砾岩和中粗粒砂岩
。

从沉积

构造上来石
,

主要发育小型浪成交错层理
、

均质层理
、

水平层理
,

硅质岩屑角砾岩和砂岩中为

块状层理
。

剖面 中既不具备典型海滩沉积的冲洗层理和共生的粗砂岩岩相组合
,

也不具备潮

坪或渴湖沉积典型的潮汐层理及其共生的旋回沉积序列
,

同时又含有多在滨岸地 区出现的

煤层
。

因此其沉积环境可能是介于低能潮坪和高能海滩之间过渡类型的较低能海湾沉积
。

其

主要的水动力为较弱的波浪作用
。

由于距物源较近
,

岩石的成熟度
,

尤其是结构成熟度较低
,

可能反映同沉积的构造作用造成陡峭的海岸地形
,

供给低成熟度的碎屑
。

石坊群可分为以下

沉积相和岩相类型
。

.2 L I 滨岸沼泽相

滨岸沼泽相主要为灰黑 色的碳质粉砂岩
、

页岩和煤层
,

岩石颜 色深
,

中薄层为主
,

总厚

度不大
,

约 s m 左右
,

内有一套薄劣质煤层
。

粉砂岩以石英细粉砂为主
,

粘土质填隙
。

内具水

平层理或均质层理
。

受构造影响
,

该岩相所形成的岩层多受挤压破碎而保存不好
。

当地可开

采的鸡窝状煤为劣质无烟煤
。

考虑到早泥盆世高等植物
,

尤其是大型乔木并不发育
,

所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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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不好
。

该岩相夹在具浪成交错层理的石英细砂到粉砂岩中
,

推测形成于滨岸沼泽环境中
。

2
.

1
.

2 低能海滩相

低能海滩是海湾海岸沉积的主要类型
,

包括临滨
、

前滨及后滨等亚相类型
,

其中临滨位

于低潮面之下
,

为波浪作用影响较强的地带
,

以浪成层理的细砂岩为主
;
前滨位于平均高低

潮面之间
,

以平行层理
、

楔状交错层理的细砂岩为主
;后滨则以均质或水平层理的粉砂岩为

主
。

其包括以下岩相类型
:

2
.

1
.

2
.

1 具浪成交错层理的细砂岩
、

粗粉砂岩相 ( A )

岩石呈灰到浅灰褐色
,

中薄层为主
,

单层厚度 4一 2 c0 m
。

岩石碎屑组分主要为石英颗粒
,

含量 75 写左右
,

其它为硅质岩屑
,

含量 10 %左右
.

基质为粘土质
,

含量 15 %左右
,

颗粒支撑
,

基质填隙
。

碎屑颗粒分选中等到较好
,

圆度中等
,

以次圆到次棱角状为主
,

尤其硅质岩屑以次

棱角为多
。

内具小型浪成交错层理
,

层系 2一 3c m 厚
,

波长 1 c0 m 左右
。

2
.

1
.

2
.

2 具波状和爬升层理的细砂岩相 (B )

岩石呈灰到灰褐色
,

中厚层状
,

层厚 25c m 左右
。

主要碎屑组分为石英颗粒
,

含量 70 一

75 %
、

硅质岩屑约 5一 10 %
.

其它为枯土矿物
。

颗粒支撑
,

杂基填隙
,

颗粒分选较好
,

石英圆度

以次圆状为多
,

硅质岩屑多呈次棱角状
。

内发育波状交错层理到爬升层理
,

下部为波状交错

层理
,

向上变为爬升层理
,

层系厚 c3 m 左右
,

爬升角 5 度左右
,

向流面纹层未保存
,

主要由背

流面纹层组成
.

从纹层及其组合形态看
,

为波浪成因的爬升层理
。

2
.

1
.

2
.

3 平行层理和楔状层理的细砂岩相 ( C )

岩石为浅灰色
,

中厚层状
,

主要碎屑组分为石英颗粒
,

含量 80 一 70 %
,

硅质岩屑 10 %左

右
,

粘土矿物 5一 10 %
,

其它为硅质胶结物
,

颗粒支撑
。

颗粒分选较好
,

圆度以次圆为主
。

内具

平行层理或楔状交错层理
,

纹层倾角较低
,

1 00 一 1 50 左右
。

层系厚度较小
,

一般 3一 sc m
。

可能

为冲洗作用成因
。

2
.

1
.

2
.

4 均质或水平层理的细砂岩粗粉砂岩相 ( D )

岩石颜色呈灰褐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颗粒为石英和硅质岩屑
,

含 少量石英岩屑和变质

岩屑
。

石英颗粒 40 一 60 %不等
,

硅质岩屑 10 一 40 %
,

石英岩屑较少 ( 2一 5% )
。

变质岩屑包括

石英片岩
、

千枚岩等
,

含量 5%左右
。

颗粒分选中等
,

圆度差
,

多呈次棱角到次圆状
。

内具均质

或水平层理
。

2
.

1
.

2
.

5 均质或水平层理的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相 (E )

岩石颜色多呈灰褐到灰绿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碎屑颗粒为石英
,

含量 60 一 75 %左右
,

硅质岩屑 5一 15 写
,

粘土质含量 10 一25 %左右
。

碎屑分选
、

圆度均差
。

内主要为均质层理或

水平层理
,

水平层理纹层 Zm m 左右
。

2
.

1
.

2
.

6 均质或水平层理泥质板岩或粉砂质泥质板岩相 (F )

岩石颜色呈暗灰褐到灰绿色
,

中薄层状
。

主要结构组分为粘土质
,

含量 70 一 95 写
,

含少

量粉砂
,

粉砂为石英或硅质岩屑
。

内发育均质或水平层理
。

上述岩相类型一般可见规律的组合
,

但其规律组合的频率 (或有序度 )较低
。

图 3 为实测

的垂向序列图
,

其中
a
序列从下向上为水平层理的细砂岩 ( D )一浪成交错层理细砂岩 ( A )一

楔状交错层理的细砂岩 (C )一水平层理的粉砂岩 (E )组合
,

分别代表临滨下部一临滨上部一

前滨一后滨的岩相组合
。

b 序列为浪成交错层理砂岩一水平层理的细砂岩的交互
,

为临滨上

部
、

下部的岩相规律交互
。 c
为水平层理均质层理的粉砂岩和泥岩组合

,

代表临滨下部和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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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岩相组合
。

这种岩相组合反映海平面的频繁变化
,

因此是 由外旋 回沉积作用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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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
b

县眠堡沟石坊群滨岸沉积柱状图

M
:

泥 质岩 . 51
:

粉砂岩
;
aS

:

砂岩 (岩相解释见正 文 )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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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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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3 滨岸粗碎屑相

2
.

1
.

3
.

1 块状层理或递变层理的硅质岩屑角砾岩

岩石呈灰黑色
,

中厚到厚层状
,

主要碎屑为硅质岩屑
,

含量一般 80 一 85 %
,

极少量结晶

灰岩和变质岩屑 ( 片岩和千枚岩 )
。

硅质岩屑可分为具水平层理的硅质岩
、

均质层理硅质岩
、

碳质硅质岩等
,

多为隐晶到微晶状
。

碎屑粒度 2一 s m m 不等
,

硅质岩屑棱角状
,

无任何磨圆
,

非硅质岩屑圆度稍好
。

砾石分选中等或差
,

块状构造或略具粒序递变层理
。

砾石之间为硅质

岩屑或石英砂粒填隙
。

2
.

1
.

3
.

2 块状层理的硅质岩屑砂岩和硅质岩屑石英砂岩

岩石呈灰黑色
,

中到厚层状
,

主要碎屑颗粒为硅质岩屑
。

硅质岩屑砂岩中硅质岩屑达

8 0%左右
,

含少量石英
。

颗粒支撑
,

细粉砂填隙
。

硅质岩屑石英砂岩中硅质岩屑 4 0一 45 %
,

石

英颗粒 50 %左右
,

极少石英岩屑和石英片岩岩屑
,

颗粒支撑
,

填隙物为细粉砂和泥质
,

含量

5一 10 %
。

颗粒分选中等
,

圆度较差
,

多为次棱角状
。

内多具块状层理
。

上述两种岩相类型主要见于石坊群上部
,

夹在硅质岩屑细砂岩
、

粉砂岩之中
。

可见明显

底部冲刷的块状层理或递变层理
,

推测为断层成因陡峭海岸附近形成
、

未经充分簸选的快速

堆积粗碎屑沉积
。

2
.

2 远岸细碎屑
一

碳酸盐岩沉积体系 (布拉格期
,

西沟组 )

文县一带西沟组下部为粉砂岩
、

页岩
,

中部为粉砂质页岩和生物粒泥灰岩的交互
,

局部

夹岩屑石英砂岩
,

上部以中到厚层灰岩为主
,

局部夹有页岩
。

西沟组内含大量的床板珊瑚及

腕足类化石
,

为下临滨
一

陆棚沉积体系
。

其主要岩相类型包括
:

2
.

2
.

1 具水平纹层的泥质粉砂岩相

该岩相见于西沟组下部
,

岩石成深灰色
,

薄层状
,

主要碎屑颗粒为石英和硅质岩屑
,

石英

含量 45 一 60 %
,

硅质岩屑 10 一 25 %
。

颗粒圆度以次棱角状到次 圆状为主
。

粘土质矿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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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 30 %不等
。

颗粒支撑或杂基支撑
。

内有水平层理
。

为远滨过渡带或陆棚沉积
。

2
.

2
.

2 具砂纹交错层理的硅质岩屑石英砂岩和粗粉砂岩相

见于西沟组中部页岩和灰岩夹层中
,

岩石为深灰色
,

中到薄层状
。

碎屑颗粒以石英和硅

质岩屑为主
,

中细砂到粗粉砂级
,

个别含少量 ( 2一 3 % )硅质岩屑细砾
。

石英颗粒 7 0一65 %
,

硅质岩屑 2 0%左右
,

填隙物为细粉砂和粘土质
.

颗粒分选中等到差
,

圆度为次圆到次棱角

状
。

颗粒支撑
,

杂基填隙
。

内有小型的砂纹交错层理
、

波状交错层理或水平层理
。

为下临滨

沉积为主
。

2
.

2
.

3 水平层理的泥质页岩和粉砂质页岩相

在西沟组下部发育
,

常和灰岩和砂岩交互形成互层和夹层
,

岩石深灰色到灰褐色
,

薄层

为主
。

主要结构组分为粘土质
,

含少量石英和硅质岩屑粉砂
,

含量 5一 25 %不等
。

内发育水平

层理
。

为陆棚相的泥质沉积
。

粤
.

2
.

4 生物粒泥灰岩相

在西沟组中上部发育
,

岩石呈灰到深灰色
,

中薄到中厚层状
。

岩石中富含生物
,

主要为床

板珊瑚和少量腕足类
.

珊瑚和腕足都保存完好
,

其中珊瑚多呈原地原位保存
。

腕足虽不保存

其原始生长状态
,

但未破碎和磨蚀
,

也反映原地保存的特征
。

生物含量 2 0一 60 %
。

除生物之

外
,

均为泥晶方解石
。

薄层灰岩通常夹有泥质页岩薄层或与之形成互层
。

中到厚层灰岩夹少

量泥质条带
。

为陆棚相沉积
。

2
.

2
.

5 含生物和生物碎屑泥状灰岩相

主要见于西沟组上部
,

岩石成深灰到灰色
,

中到厚层状
。

岩石主要结构组分为泥晶方解

石 ( 9 0%左右 )
,

含少量生物
,

一般在 10 %左右
,

主要为床板珊瑚和腕足类
。

生物多成原地异

位保存
,

珊瑚可成单枝的碎屑状
,

腕足可破碎成单壳状
。

岩石内呈均质层理
。

反映为缓斜坡

潮下带沉积
。

上述岩相类型在剖面上组合规律不很明显
,

其总体特征是
,

西沟组下部以水平层理泥质

粉砂岩相
、

砂纹交错层理的硅质岩屑石英砂岩和粗粉砂岩相和生物粒泥灰岩相为主
;
中部以

生物粒泥灰岩相为主
,

夹水平层理的页岩相或与之形成互层
,

局部夹有具砂纹交错层的砂岩

和粗粉砂岩相
;上部以含生物和生物屑的泥状灰岩相为主

。

反映从下临滨细碎屑岩一陆棚碳

酸盐一缓坡潮下碳酸盐的变化
。

2
.

3 近岸碎屑沉积体系 (埃姆斯阶
,

眠堡沟组 )

文县一带的眠堡沟组以泥质页岩
、

粉砂质页岩
、

鲡绿泥石石英砂岩
、

铁质粉砂岩和石英

砂岩为主
,

夹有含泥质灰岩
。

所含生物以腕足
、

珊瑚为主
,

但多破碎
,

异地保存
。

层理以均质

水平层理
、

砂纹交错层理为主
。

主要为临滨到陆棚过渡带沉积
。

其包括以下岩相
:

.2 .3 1 均质层理或砂纹交错层理的鲡绿石石英砂岩相 ,

该岩相 见于眠堡沟组中下部
,

以含鲡绿泥石为特征
。

岩石为灰绿色
,

呈中厚层状
。

鲡绿

泥石含量 10 一 20 %
,

局部可达 50 %
,

鲡粒直径 1一 Zm m
,

具 2一 4 个同心圈层
。

石英颗粒 “ 一

8 0%
,

并有少量硅质岩屑
。

颗粒支撑
,

铁质胶结
。

石英和硅质岩屑
`

圆度中等以次圆状常见
。

岩

石呈均质层理
,

或具砂纹交错层理
。

因同心鲡粒一般形成于较高能的水动力条件下
,

故推测

其为临滨中
、

上部沉积
。

2
.

3
.

2 具砂纹交错层理的石英细砂岩粗粉砂岩相

该岩相多见于眠堡沟组中上部
,

岩石呈浅灰到灰褐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颗粒为石英
,

含



岩 相 古 地 理

量 8。一 58 %
,

硅质岩屑 5一 10 %
。

杂基为细粉砂和泥质
,

含量 1 5%
,

少量具铁质胶结物
。

石英

和硅质岩屑分选较好
,

但圆度较差
,

以次棱角到棱角状为主
。

内见砂纹交错层理
,

为下临滨带

沉积
。

2
.

.3 3 均质层理的铁质石英砂岩相

该岩相见于氓堡沟组中部和上部
,

岩石成灰褐到红褐色
,

中厚层状
。

主要颗粒为石英
,

含

量 85 %左右
,

有少量缅绿泥石 5%左右
。

颗粒分选较好
,

圆度 以次棱角状到次圆状为主
。

铁

质胶结
,

颗粒支撑
,

内层理不发育
。

推测为临滨中下部沉积
。

2
.

3
.

4 水平层理的石英粉砂岩和铁质粉砂岩相

该岩相在眠堡沟组较为普遍
,

岩石以灰褐色为主
,

中到薄层状
。

石英颗粒 85 一 90 %
。

内

粘土基质填隙或铁质胶结
,

颗粒支撑
.

主要发育水平层理
,

为远滨过渡带沉积
。

2
.

3
.

5 水平层理泥质页岩粉砂质页岩相

该岩相在氓堡沟组也较为普遍
,

岩石以深灰到灰绿色为主
,

薄层状
。

主要结构组分为粘

土质
,

含量 70 一 95 %
,

少量石英粉砂
,

含量 5一 30 %不等
。

内发育水平层理
。

页岩中可见保存

完好的床板珊瑚和腕足类化石
。

为陆棚相沉积
。

2
.

3
.

6 均质含泥质泥状灰岩相

该岩相仅见于剖面下部
,

夹于页岩和粉砂岩中
.

岩石成深灰色
,

中厚层状
,

主要由微晶方

解石组成
,

含少量粘土质 ( 55 %左右 )
.

内呈均质
,

并含少量床板珊瑚及腕足化石碎片
。

为陆

棚相沉积
。

上述几种岩相在剖面上组合规律不明显
,

总体上以水平层理的粉砂岩相和页岩相为主
,

下部夹泥状灰岩相
,

中部夹缅绿泥石石英砂岩相
、

铁质石英砂岩相
,

上部石英细砂岩
、

粗粉砂

岩较多
,

顶具鲡绿泥石石英砂岩
,

反映其形成环境往复变化于陆棚一中
、

下临滨之间
。

2
.

4 海滩沉积体系 (艾费尔期
,

冷堡子组 )

文县一带冷堡子组分上下两段
,

下段称东风 沟段
,

以灰 白色石英砂岩
、

硅质岩屑石英砂

岩为主
,

具典型的冲洗交错层理和大型板状
、

楔状交错层理
,

内夹少量泥质粉砂岩和页岩
,

水

平层理发育
,

分别代表海滩环境前滨
、

临滨
、

后滨沉积
;
上段为沙湾段

,

主要岩性为石英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页岩
,

为中
、

下临滨沉积
。

其主要包括以下沉积相和岩相类型
:

.2 4
.

1 后滨相

后滨位于波浪作用为主的海岸平均高潮面以上地带
。

高能海滩的后滨地区以中细粒砂

岩为主
,

发育各种交错层理
,

并和风成沙丘相伴生
。

低能海滩的后滨地区以细粒碎屑岩为主
,

发育粉砂岩和泥岩
,

并通常和滨海沼泽相伴生
。

文县一带的冷堡子组的后滨沉积可能为较低

能海滩类型
,

其由深灰到灰褐 色中薄层泥质粉砂岩和页岩组成
。

故包括以下两种岩相类型
:

.2 东 L I 水平层理的含砂质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相

岩石呈深灰到灰褐色
,

中薄层状
,

含砂质粉砂岩中含少量石英砂粒
,

含量约 3一 5%
。

石

英粉砂占 85 一 90 %
,

粘土基质
。

泥质粉砂岩中石英粉砂 “ 一 80 %
,

其它为粘土质
。

石英颗粒

多呈次棱角状到次圆状
,

内具水平层理
,

夹于具冲洗层理的石英砂岩中
。

.2 .4 1
.

2 水平层理粉砂质页岩相

岩石成深 灰色
,

薄层状
,

内有石英粉砂 2 0一 25 写左右
,

大多为粘土质矿物
,

含量 7 5一

80 %
。

粉砂圆度较差
,

以次棱角状为主
。

内具水平层理
。

岩石含植物化石
,

保存较好
。

常和

水平层理的粉砂岩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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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岩相夹于具典型前滨相具冲洗层理的石英砂岩中
,

根据相组合关系推测为后滨沉

积
。

2
.

4
.

2 前滨相

前滨位于高能海滩的平均高低潮面之间
,

是波浪冲洗作用发育的地带
,

以冲洗交错层理

的纯石英砂岩为特色
。

文县一带冷堡子组下部多发育灰白色具冲洗层理的石英砂岩和硅质

岩屑石英砂岩
,

为典型的前滨相沉积
。

其可分为以下岩相类型
:

2
.

4
.

2
.

1 具冲洗层理的中细粒石英砂岩相

岩石成灰 白色
,

中到厚层状
。

岩石中碎屑颗粒以石英为主
,

含量 85 一 90 %
,

极少量 ( <

5% )硅质岩屑
。

颗粒之间为硅质胶结物
。

因重结晶影响
,

岩石成石英岩状
,

具低角度楔状交

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

为典理的冲洗交错层理
。

2
.

4
.

2
.

2 具冲洗层理的硅质岩屑石英砂岩相

岩石成灰到浅灰色
,

中厚层状
。

岩石主要碎屑为石英
,

含量 75 一 80 %
,

硅质岩屑 10 一

15 %左右
。

颗粒粒径 0
.

5一 1
.

sm m 为主
。

颗粒支撑
,

硅质胶结
。

内具典型冲洗交错层理
,

由

平行层理和低角度楔状交错层理组成
。

2
.

4
.

3 上临滨相

位于平均低潮面之下的临滨带的上部
,

是波浪作用强烈的地带
。

冷堡子组下段上临滨沉

积发育
,

其主要岩相为具大型板状和楔状交错层理的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
。

岩石为浅灰

和灰白色
。

中到厚层状
。

主要碎屑颗粒为石英和硅质岩屑
。

石英含量 70 一 85 %
,

硅质岩屑 5一

25 %
。

颗粒分选和圆度均较好
,

颗粒支撑
,

硅质胶结
。

内有大型板状和楔状交错层理
,

层系厚

度 2 0一 4 c0 m
.

其通常和前滨相的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共生
。

2
.

4
.

4 下临滨相

临滨带下部是波浪作用较微弱的地带
,

该带以小型浪成交错层理或水平层理的细砂岩

和粉砂岩为主
。

冷堡子组下临滨沉积主要见于上部沙湾段
,

其由以下岩相类型组成
:

2
.

4
.

4
.

1 具砂纹交错层理的细砂岩
、

粗粉砂岩相

岩石呈灰到深灰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碎屑颗粒为石英
,

含量 80 一 90 %
,

以石英为主

( 7 5%左右 )
,

少量硅质岩屑和长石 (2 一 5写 )
。

颗粒分选较好
,

圆度为次圆到次棱角状
。

颗粒

支撑
,

泥质填隙
。

内有砂纹交错层理
,

层系厚 c3 m 左右
。

2
.

4
.

4
.

2 具水平层理粉砂质岩和泥质页岩相

岩石成深灰到灰 色
,

中到薄层状
,

主要结构组分为粘土 质
,

含量 75 一95 %
,

粉砂 5一

25 %
,

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硅质岩屑
。

内具水平层理
。

上述沉积相和岩相类型在剖面上呈规律分布
。

冷堡子组下部以后滨
、

前滨组合为主
,

中

部为前滨到上临滨组合
,

而上部以下临滨为主
。

2
.

5 台地型缓坡和陆棚沉积体系 (吉维一法门期
,

朱家沟组
、

铁山群 )

文县一带朱家沟组和铁 山群与舟曲
、

成县
、

徽县一带吉维阶一法门阶地层下吾那组和铁

山群岩性和地层序列近同
,

以灰岩为主
,

中夹吉维阶上部的泥质岩
。

但文县一带的该套地层

又与后者不同
,

它既不发育台地边缘的生物礁
、

生物丘
、

灰泥丘
、

生物碎屑滩或生物席
,

也不

具备碳酸盐台地典型的浅水岩相组 合
,

因此它不具备台地沉积体系特征
。

但其厚度 巨大
,

灰

岩总厚可达 5 3 9 m
,

灰岩单层厚度也以厚层一中厚层为主
,

貌似台地型沉积
,

故认为这是介于

台地和缓坡之间过渡类型的台地型缓坡沉积体系
。

其主要包括以下沉积相和岩相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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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

1 局限潮下相

局限潮下带一般位于潮下带靠陆一侧
,

由于海水流动不畅
,

形成较低能的受限制的水

体
。

该带通常形成富灰泥质沉积
,

生物丰度分异度很低
,

富蓝绿藻类和球粒
。

文县一带的朱

家沟组和铁 山群
,

其局限潮下相沉积主要为球粒灰岩
、

藻花班灰岩
、

硅质条带岩和含生物屑

泥状灰岩
。

结合薄片研究
,

可以分为以下岩相类型 (参图 a4 )
。

2
.

5
.

1
.

1 暗色球粒粒泥灰岩泥粒灰岩相

岩石呈深灰色
,

厚层状
,

主要颗粒为球粒
,

含量占 60一 9 5 %左右
。

球粒呈椭圆形到厚透

镜状
,

可能受构造挤压所致
。

球粒内为均质泥晶方解石
,

球粒之间为泥晶方解石填隙
。

2
.

5
.

1
.

2 含生物屑泥状灰岩相

岩石成深灰色中到厚层状
。

主要结构组分为泥晶方解石
,

含少量生物屑
,

主要有床板珊

瑚和枝状层孔虫及介形虫等
。

生物一般轻度破碎
,

含量 2一 5%左右
。

2
.

5
.

1
.

3 藻花斑状灰质 白云岩和 白云质灰岩相

岩石呈浅灰到灰色
,

厚到巨厚层状
。

岩石表面见不规则花斑状或略呈条带的斑状白云石

块体
。

白云石含量 30 一 70 %不等
,

其它为方解石
。

镜下观察反映岩石中富有机质
,

并成不规

则状分布
,

推测为蓝绿藻成因
,

后经 由白云岩化所致
。

上述三种岩相反映它们生物含量低
、

类别少
,

而且多属适应性较广的生物类型别
。

沉积

物以灰泥质为主
,

富蓝绿藻或球粒
,

故认为属低能水体的局限潮下沉积
。

2
.

5
.

2 开放潮下相

开放潮下位于潮下带向海一侧
,

由于水体流畅
,

故生物类别较多
,

含量也较高
,

而且多出

现窄盐度的浅水生物
,

通常见颗粒灰岩形成的浅滩
。

文县一带朱家沟组和铁山群的开放台地

相中未见浅滩发育
,

主要为生物泥粒灰岩
、

粒泥灰岩及含生物的泥状灰岩
。

故其可分以下岩

相类型 (参图 4 b )
:

2
.

5
.

2
.

1 生物 (屑 )泥粒灰岩相
:

岩石呈灰 色
,

厚层状到块状
。

主要颗粒为生物和生物碎屑
,

常见有复体四射珊瑚
、

层孔

虫
、

腕足碎 片
、

海百合茎
、

介形虫等
。

生物含量达 70 写左右
,

颗粒支撑
,

填隙物为泥晶方解石
。

2
.

5
.

2
.

2 生物 (屑 )粒泥灰岩相

岩石呈灰色
,

厚层到块状
。

生物和生物屑为其主要类型
,

如单体四射珊瑚
、

复体四射珊

瑚
、

床板珊瑚和腕足
、

海百 合茎
、

介形虫等碎屑
,

含量一般 10 一 25 写
,

局部达 50 %以上
。

除生

物屑之外均为泥晶方解石
,

故为基质支撑
。

2
.

5
.

2
.

3 含生物屑的泥状灰岩

岩石也呈灰色
,

厚层到块状
。

生物和生物屑类别同上
,

但含量低
,

一般不高于 10 %
,

其它

均为泥晶方解石
。

上述几种岩相类型的共同特点是生物类别较多
,

而且多属窄盐度富氧型的浅水生物
,

.

反

映较为浅水
、

富氧的开放潮下沉积
。

2
.

5
.

3 深水缓斜坡相

在波基面附近及其以下
,

为深水低能的沉积条件
,

沉积物以暗色细粒沉积为主
,

局部可

见碳酸盐建隆
。

文县一带朱家沟组下段上部多见水平层理或泥质条带的泥晶灰岩
。

铁山群

下部见块状泥晶灰岩
。

可能为深水缓坡相沉积
。

其可见两种岩相类型
:

2
.

5
.

3
.

1 水平层理的泥状灰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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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呈深灰色
、

薄层状
,

多具泥质条带
。

岩石中均为泥晶方解石
,

局部含 1一 2%的介形

虫
。

内水平层理发育
,

由富泥质的纹层显示
。

么 .5 .3 2 均质层理的泥状灰岩相

岩石呈灰到深灰色
,

块状
,

单层厚度可达数米之巨
.

岩石中以泥晶方解石为主
,

含少量生

物
,

如介形虫
、

腕足等
。

空间上成厚的透镜体状
,

可能为灰泥丘沉积
。

2
.

5
.

4
.

缓坡边缘斜坡相

在边缘变陡的缓坡边缘
,

通常发育有重力流沉积
。

在文县氓堡沟剖面朱家沟组下段顶部

和铁山群下部均见厚层的角砾状灰岩
。

灰岩呈深灰色
,

厚层状
,

单层厚度 0
.

s m一 4m 左右
。

砾石为泥状灰岩
,

主要为近等轴状
、

不规则角砾
,

少量为扁平砾石
。

砾石最大可达 1 0
.

sc m 左

右
,

一般为 2一 sc m 大小
,

小的仅 0
.

sc m 左右
。

砾石含量 7 0一 80 %左右
。

砾石杂乱排列
,

局部

可见递变特征 (见图 4 C )
。

砾石多见倾斜或近直立排列
,

内灰泥基质填隙
,

推测为碎屑成因
。

2
.

5
.

5较深水陆棚相

见于朱家沟组上段
,

主要岩性为灰黑色到深灰色泥质岩
。

岩石风化后为灰褐到黄褐色
,

薄层状
,

受变质成板岩
。

其矿物成分均为粘土质
,

未见碎屑沉积
。

局部可见水平层理
。

上部

夹有薄板状泥灰岩 (图 d4 )
,

灰岩中采得较完整的腕足类化石
。

从剖面层序上看
,

它处于朱家

沟组上段顶部和铁山群底部斜坡重力流沉积之间
,

且以水平层理泥质沉积为主
,

故认为其为

较深水陆棚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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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文县眠堡沟朱家沟组一铁山群沉积相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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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秦岭泥盆纪裂陷槽和摩天岭地体的盆地格局

勉略蛇绿岩所代表的南秦岭小洋盆已为地质
、

地球化学的证据所认可 (杨宗让
、

胡永祥
,

1 9 9 0 ; X u
J

.

F
.

等
,

1 9 9 4 ; 张国伟等
,

19 9 5 )
,

但该洋盆的形成
、

演化及分布范围尚未明确
。

在长



岩 相 古 地 理

约 160 余公里的勉略构造混杂带
,

分布着 200 多个基性超基性岩块
,

组成若干超基性岩体

群
,

如略阳三岔超基性岩体群
,

具超基性岩
、

堆晶辉长岩
、

拉斑玄武岩及硅质岩组 合
,

并见数

十个岩体组成的辉绿岩墙群
。

据杨宗让
、

胡永祥 ( 1 9 9。 )
、

x u
.

J
.

F
.

( 1 9 9 4) 研究属典型的岛孤

蛇绿岩
。

卷入蛇绿构造混杂岩的地层包括金家河组 (z 一O )
、

桥子沟组 s( )
、

郭镇组 ( D )
、

朱家

沟组 ( C )等 (陈家义
,

1 994
,

未刊 )
。

李曙光等 ( 1 9 9 4
,

未刊 )获得了超基性岩 2 41 士 4
.

4M a
的变

质年龄
。

加上勉略之北侧印支期俯冲花岗岩的存在 (张国伟
,

1 9 95 )
,

反映该洋盆闭合于中生

代
,

但其形成时间尚难以确定
,

一种可能是形成于早古生代
,

与东秦岭洞河群硷性火山岩所

反映的裂陷作用相联系
;
第二种可能是形成于泥盆纪 以后

,

与晚古生代深水沉积相联系 (张

国伟
,

1 9 9 5 )
。

西秦岭泥盆系三河 口群中深水沉积和张裂背景下火山岩的证据至少说明泥盆

纪该洋盆仍处于强烈的裂陷时期
。

对武都
、

三河 口
、

文县三 区泥盆纪古生物地理分析也说明了三河 口深水裂陷槽的存在
。

早泥 盆世早
、

中期
,

文县小 区四射珊瑚 13 属 ( 占 23 % )
,

床板珊瑚 28 属
,

地方 型 7 属 ( 占

25 % )
,

腕足 7属
,

地方型 1 属 (占 14
, 3 % )

。

武都一迭部一带四射珊瑚 25 属
,

地方型 2 属
,

床

板珊瑚 17 属
,

地方型 2 属
,

腕足 38 属
,

地方型 2 属
。

从早泥盆世生物种的统计反映古生物地

理分 异更明显
,

如床板珊瑚三 区共发现 93 种
,

文县小 区 34 种
,

三河 口小区 35 种
,

迭部一带

32 种
,

文县和三河口 小区相同种 6 种
,

三河 口和迭部一带仅有 1个相同种
,

三区无一种是共

存的
。

四射珊瑚 39 种
,

文县小区 12 种
,

三河 口小区 4 种
,

迭部一带 23 种
,

三区基本无一种共

存
。

腕足也基本为此特征
。

反映早泥盆世三河 口海槽 已明显具古生物地理的隔离作用
。

中晚泥盆世这种古生物地理依然存在
。

刘本培等 ( 1 9 9 2) 根据张祖析 ( 1 9 8 1) 的资料统计

发现
,

迭部一武都一带与文县一带生物分异十分明显
,

如中泥盆世迭部一武都一带四射珊瑚

1 3 属 22 种
,

床板珊瑚 3 属 4 种
,

文县一带四射珊瑚 15 属 25 种
,

床板珊瑚 28 属 6 种
,

两 区基

本上无共同种存在
。

笔者根据曹宣铎等 ( 1 9 87
,

1 99 0 )
、

杨祖才 ( 1 9 9 0) 资料统计
,

中泥盆世文

县
、

武都一迭部一带为 94 种
,

文县小区 15 种
,

两 区无一种是共存的
,

也反映二者之间具有明

显的古生物地理分异
。

这种分异是由于三河 口深水海槽的隔离作用造成的
.

摩天岭地体具有与扬子板块北缘龙门山一带及中秦岭微板块不同的地层序列和演化历

史
.

王清晨等 ( 1 9 8 9) 曾认为其是外来系统
。

该区泥盆系以平行不整 合覆于元古界碧口 群及

震旦一寒武系之上
,

而龙门山
、

武都小区泥盆系覆于志留系之上
。

早中泥盆世
,

摩天岭古陆提

供了该区的陆源碎屑
,

吉维期一晚泥盆世以碳酸内源沉积为主
。

推测泥盆纪时期
,

摩天岭地

体与扬子板块之间尚有青川
一

平武海槽 (海槽内泥盆系为危关群沉积 )相隔
,

与中秦岭微板快

之间有三河口裂陷槽相隔
,

因此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状态
。

本项研究得到了刘本培教授
、

殷鸿福院士
、

赵锡文和陈北岳教授的指导帮助
。

曹天绪
、

李

克纯
、

杨祖才高级工程师
、

曹宣铎研究员和许继锋博士提供了资料上的大 力帮助
,

此一并表

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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