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2 期
1 9 9 6 年 4 月

岩 相 古 地 理
V o

l
.

1 6 N o
.

2

A P r
.

1 9 9 6

中国南大陆古地理与 P a n ge
a

对比

许效松 徐 强 潘桂棠 刘巧红

(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中国南大陆为一构造古地理名称
,

在地理上包括昆仑
、

秦岭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
,

泛称中国南方
。

这些地区在地质历史演化中分属于扬子陆块
、

华夏陆块
、

羌塘
一

昌都陆块
、

中咱微

陆块
,

也包括由冈瓦纳陆块群裂解出来的拉萨陆块和印度陆块北缘的江孜地区 (雅江以南的中

国境内 )
。

塔里木陆块和柴达木陆块在中国古大陆的聚合中裂解
、

漂移
,

在早古生代末脱离扬子

陆块的群体
,

与华北陆块聚合
。

因此
,

中国南大陆古地理的重建
,

不仅涉及南方各块体的聚合
,

还

涉及中国古大陆的形成与劳亚大陆和冈瓦纳大陆会聚的关系
,

以及古特提斯洋的消亡
。

正是由

于中国古大陆记录着多块体的聚合和叠置的洋壳消减带
,

因而表现出中国大陆上不仅克拉通盆

地的稳定性低
,

也具边缘活动性高的特点
。

关键词
:

中国南大陆 泛扬子陆块群 P an g ae

1 全球三大陆块群和三大洋的构造古地理格架

综观全球地质概貌和东半球的构造地质可以清晰的发现
,

横亘东西 向的特提斯构造明

显地把全球分隔为南北两大陆扫匕部劳亚大陆和南部冈瓦纳大陆
. 。

而中国古大陆的主体既

不属于劳亚大陆也不属于 冈瓦纳大陆
,

而是介于这两个大陆之间的特提斯洋盆系统中的块

体
,

称之谓泛华夏陆块群
。

除此
,

中国古大陆还包括由上述两个大陆分裂的边缘陆块和北侧

的古亚洲洋及边缘造 山带 1j[
。

1
.

1 特提斯构造带

笔者理解的特提斯构造带为特提斯洋范围内的洋盆系统与被包围的陆块弧盆及各陆块

边缘之间的嵌合和叠加的聚合体
。

特提斯洋盆系统在中国的地质历史演化上应包括三个重要分支
,

由北而南分别为
:

秦祁

昆洋
、

金沙江
一

哀牢山
一

黑水河洋和班公湖
一

怒江洋
。

其地质历史演化阶段可分为
:

原特提斯洋

阶段 (晚元古代末至早古生代 )
、

古特提斯洋阶段 (晚古生代 )
、

中特提斯洋阶段 (中生代 )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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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洋阶段 (白圣纪至第三纪 ) [2.
3 〕。

1
.

2 冈瓦纳大陆

这个大陆包括现今的南美洲
、

南极洲
、

非洲
、

阿拉伯
,

澳大利亚和 印度
,

也包括 由它分离

出的拉萨陆块
,

我们以冈瓦纳陆块群称谓
。

其北界的西段以欧洲和西亚一带古特提斯洋的早

石炭世末的缝合带为界
,
帕米尔以东

,
在我国境内以班公湖

一

怒江缝合线为界
,

向东为文冬
-

劳勿缝合带经帝泣岛北侧至新几内亚 (李兴振
、

许效松
、

潘桂棠
,

1” 5) 田
。

这个大陆在整个古

生代期间均保持相对的稳定和统一
,

晚古生代形成统一的大陆冰川
,

以冷水动物群和冈瓦纳

植物群为特色
。

1
.

3 劳亚大陆

劳亚大陆及其南缘的古亚洲洋在晚元古代即 已形成 ( iZ eg l e r ,

P
.

A
.

, 1 9 8 6 ; B o u l in
,

J
.

1 9 9 1 [ ,〕 ;王荃
、

刘雪亚
,

1 9 9 1 [
, o〕 )

。

早古生代初 由于古大西洋扩张把劳亚大陆解体为劳伦大陆 (北美和格陵兰 )和欧亚大陆

两部分
,

后者包括波罗的陆块
、

西伯利亚陆块
、

哈萨克斯坦陆块和突厥斯坦陆块
。

早古生代末
,

古大西洋中北段消亡复而拼合为劳亚大陆
。

古大西洋的南段已成为古特提

斯洋的一部分
,

在石炭纪时消亡
。

所以劳亚大陆是由多块体组 合而成
,

因而我们以劳亚陆块群称谓
。

陆块是以陆壳为基底的块体
,

具有完整的大陆边缘
。

由于作者不用板块群表示洋盆中多

个独立块体的组合体系
,

因而单个块体也不用板块称之
,

而以陆块命名
,

但两者含义相近
。

微陆块也是以陆壳为基底的块体
,

但现有保留残块的规模小
,

或未找到完整的大陆边

缘
,

而且与所围绕的陆块在基底性质
、

演化特征
、

生物组合等均具有一定的亲缘性和相似性
。

陆块与微陆块之间以深海槽相隔
,

也可能是具过渡壳的古弧盆系统和洋壳性质的深海盆分

隔
,

因而其边缘也被不连续的俯冲消减带环绕
。

陆块群的含义指具有陆壳基底的各块体存在于同一洋盆系统中
,

各块体构造古地理相

关位置
、

漂移和会聚与洋盆的演化具同步效应
,

因而归属于同一陆块群
.

1
.

4 古亚洲洋

古亚洲洋在晚元古代至古生代期间的演化对中国古大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

约
,

除西部伸入乌拉尔洋分隔了哈萨克斯坦陆块与西伯利亚陆块外
,

在我国境内古亚洲洋分

野了泛华夏陆块群与劳亚陆块群之间两大陆块群体系
.

晚古生代末
,

古亚洲洋的南界为现今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
、

阿拉善北部和华北的阴山以北
,

向东至沈阳
、

阿拉木河至中朝边界

一带
;
其北界即为劳亚陆块群南部边缘

,

由西向东为新疆的阿尔泰褶皱带
、

经蒙古阿尔泰至

我国大兴安岭褶皱带
。

南北两个界带均为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褶皱带及其间充填的中新生

代断陷
、

坳陷盆地
.

现残存的宽度
,

中国境内西端约 3 0 k0 m
、

东端约 5 0 k0 m
。

古亚洲洋保存的堆积体记录说明
,

它是个有多阶段洋壳俯冲消减的特点
,

初始俯冲可能

始于奥陶纪
,

晚古生代为残 留洋盆
,

之后为弧
一

陆碰撞造山
。

在这个深海洋盆中
,

东西准噶尔海域以北隆起的海岛和岛弧上发育的浅水沉积物和生

物区系均与劳亚陆块群中的西伯利亚型动物群和晚古生代安加拉植物群相同
,

同属西伯利

亚区系
;
天山以南的南天山一带和其向东延伸地域则为华北型

、

扬子型以及安加拉和华夏植

物群的混生带
,

但仍与华北和扬子陆块上的特提斯暖水型的动物群迥然有别
。

可见
,

从构造

古地理和生物古地理区系来看
,

古亚洲洋是分隔劳亚陆块群与其南部中国古大陆主体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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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斯构造域的分界域
。

综上述分析
,

笔者认为自晚元古代末全球可分为三大陆块群和三大洋 (图 1 )
。

三大陆块

群为
:
劳亚陆块群

、

泛华夏陆块群和冈瓦纳陆块群 ; 三大洋为
:
古亚洲洋

、

特提斯洋和古大西

洋
. 。

古大西洋的消亡控制劳亚陆块群的聚合
,

古亚洲洋的消亡把泛华夏陆块群北缘的华北

陆块
、

朝鲜陆块率先与劳亚陆块群拼合
;
特提斯洋的演化不仅导致泛华夏陆块群内部陆块的

裂聚
,

并导致欧亚大陆的最终聚合
。

劳二叫油块群 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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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大陆块群和中国古大陆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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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不涉及古大西洋的演化
,

因而不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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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陆块群构造古地理的相关位置
,

由于特提斯洋和古亚洲洋分隔两个大陆块群的作

用
,

所以泛华夏陆块群介于劳亚陆块群和其南的古亚洲洋与冈瓦纳陆块群之间
,

由南半球右

旋向
1

北漂移
,

斜向嵌入于两个陆块群之间
。

2 泛华夏陆块群组构和中国南大陆构造古地理演化纲要

2
.

1 泛华夏陆块群组构 --t

界于古亚洲洋以南与冈瓦纳陆块群之间的特提斯洋盆系统中的泛华夏陆块群
,

以具有

相同的特提斯暖水动物群和华夏植物群为特征
。

它的构造古地理演化史和独特的生物区系

有别于其他两个陆块群的特点
,

国内外地质界均有共识
,

但没有独立称谓
。

有的把扬子归属

于冈瓦纳大陆
,

或认为是亲冈瓦纳的
,

也有的认为华北是亲劳亚大陆的
,

但均认为这些陆块

与北部的劳亚陆块群和南部的冈瓦纳陆块群的地质演化和生物地理 区系不同
,

具有独立的

特点
。

对于这个特殊的大陆
,

早在 19 07 年奥格提出太平洋古陆的概念
。

我国黄汲清
、

陈炳蔚

( 1 9 87) 认为太平洋大陆包括西伯利亚的科累马地块
、

锡霍特阿林
、

中朝准地台
、

扬子准地台
、

华南
、

印度支那
、

印度尼西亚
、

日本
、

北美西部的太平洋边缘部分以及塔里木
,

并认为这个大

陆较小
,

建议另设新名
。

陈智裸
、

李兴振 ( 1 9 9 1) 认为太平洋大陆还应包括现今太平洋内具有

陆壳性质的海底高原并以含有华夏植物群为特征 〔` 一 ’ 3 〕
。

本文以劳亚陆块群和古亚洲洋以南
,

以及与冈瓦纳陆块群之间特提斯洋盆系统中的所

有陆块
,

称为泛华夏陆块群
。

泛华夏陆块群有两个体系
:

北方陆块群和泛扬子陆块群
。

1
.

北方陆块群 包括华北陆块
、

朝鲜陆块
、

以及 围绕华北陆块的微陆块
,

如阿拉善微陆

块
、

二连
一

锡林浩特微陆块
、

中祁连微陆块和秦岭微陆块以及中天山微陆块
。

华北陆块和朝鲜陆块变形定位后的位置
,

北临古亚洲洋
,

其南缘和微肺块
`

(除二连
一

锡林

浩特微陆块以外 ) 之间为早古生代特提斯洋的北支秦祁昆洋
。

2
.

泛扬子陆块群 包括扬子陆块
、

华夏陆块
、

塔里木陆块
、

羌塘
一

昌都陆块
、

柴达木陆块
、

中咱微陆块
、

松潘微陆块
。

这些陆块和微陆块是组成中国南大陆的主体
,

其中除华夏陆块外
,

其余陆块和微陆块在晚元古代至古生代期间都与扬子陆块有亲缘关系
,

因此称谓泛扬子陆

块群
。

此外
,

泛扬子陆块群还包括泰马陆块和印支陆块
,

这两个陆块也具有特提斯型暖水动物

群和华夏植物群
。

2
.

2 泛扬子陆块群裂聚和中国南大陆构造古地理
·

中国南大陆和中国古大陆的聚合史
,

实际上就是泛扬子陆块群的裂解
、

调整和与华北陆

块的聚合以及古亚洲洋和特提斯洋的消亡史
,

其中有四个重要的阶段
。

1
.

晚元古代末泛扬子陆块群发生第一次裂解
,

塔里木陆块和柴达木陆块分离
,

以右旋漂

移和以转换断层方式就位于原特提斯洋北支秦祁昆洋
,

在早古生代末进入北方陆块群和古

亚洲洋体系
。

2
.

早古生代至早泥盆世初调整后的泛扬子陆块群发生三个重大变革
:

①扬子陆块和华

夏陆块会聚
,

造成中国南大陆东部第一次聚合为华南陆块
,

扬子陆块北缘部分地段与华北陆

块碰撞和原特提斯洋东段消亡
,

而西段进入古特提斯演化阶段
;②东部会聚的反效应

,

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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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应边的裂解
,

羌塘
一

昌都陆块与扬子陆块分离
,

以及古特提斯洋范 围三江岛弧盆系统的

演化
; ③塔里木陆块和柴达木陆块分别与华北陆块及其所围绕的微陆块聚合

,

构成中国北大

陆的雏形
。

.

3
`

晚古生代中晚期古亚洲洋消亡
,

中国北大陆转入陆内会聚
。

而华南陆块西缘发生第三

次裂解
,

形成甘孜
一

理塘小洋盆
,

泛扬子陆块群的主体仍分散在古特提斯样中
,

与二叠纪时全

球泛大陆的聚合作用相反
。

4
.

三叠纪是中国南大陆和中国古大陆形成的定型阶段
,

南大陆以华南陆块为主体斜向

由东向西北和西南双向俯冲会聚
,

嵌合成中国古大陆
。

同时拉萨陆块从冈瓦纳陆块裂解向北

漂移
。

至喜马拉雅期以陆
一

陆碰撞型造山嵌合成中国古大陆的现在构架
。

中国南大陆和中国古大陆的最终形成
,

其实质就是泛扬子陆块群的裂解调整和聚合
,

但

它的演化历程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
:

塔里木陆块的归属和扬子陆块西缘的边界和性质
〔幻

。

3 泛扬子陆块群中各陆块对比和构造古地理相关性

扬子陆块和塔里木陆块是早古生代泛扬子陆块群 的主体
,

但对塔里木陆块的 归属和与

扬子以及华北陆块的相关性认识颇有争议
。

3
.

1 塔里木陆块的归属
、

基底和边缘性质对比

塔里木陆块
,

黄汲清 ( 1 9 87 )曾称为塔里木地台
,

与中朝地台相连
,

谓塔里木
一

中朝地台
;

李春显以塔里木
一

中朝板块称之 ( 19 8 2 ) ;王鸿祯把塔里木地台与中朝地台归为同一体系
,

称

中国北部大陆 ( 1 98 5 )
。

国内地学家虽有不同称谓
,

但颇为赞同这一归属
,

其依据主要有两点
:

( 1) 它 的构造位 置同处于昆仑
、

秦岭造山带以北
; ( 2) 结晶基底相 同

,

特别是库鲁克塔格
3 2 0 0M a

(胡蔼琴 ,l 9 9 3) 的变质岩数据
,

更加证实了塔里木具有华北陆块基底相同的结晶基

底
〔 , ` 一 ’ g〕 。

近期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塔里木陆块在地质历史中的古地磁数据和所分析出的古纬度迁

移以及生物地理特征等
,

推测塔里木陆块在早古生代曾在南半球
,

与扬子陆块相近
,

于泥盆

纪时迁移至北半球
。

笔者除了依据上述资料外
,

还根据盆地的沉积序列
、

演化特征
、

盆转 山过

程
、

海域变化和与其他陆块古地理相关性
,

以及对结晶基底的认识等
,

提出塔里木陆块在早

元古代应属泛扬子陆块群
;
在中晚元古代末与扬子陆块分离

,

以右旋方式 由南半球向北半球

漂移 ;在早古生代由特提斯洋盆体系进入古亚洲洋海域
,

与中夭山微陆块第一次对接
;
晚古

生代以后
,

与古亚洲洋构造域的演化历程同步
。

因此塔里木陆块的演化具有双重构造属性
,

早期为特提斯构造
,

其迁移导致原特提斯洋北支消亡和解体
;
晚期转入古亚洲 洋构造域演

化
,

对中国古大陆西部的聚合起到陆裸的作用
。

1
.

塔里木陆块基底性质及对比

塔里木陆块内前震旦纪的结晶基底只出露在塔里木盆地的柯坪一带
,

最老地层为阿克

苏群
,

以蓝闪绿片岩相变质岩为主
,

厚约 3 0 0 o tn (新疆 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

1 9 93) ler 〕 ,

其上被

早震旦世巧恩布拉克组或尤尔美那克组的冰破底砾岩
、

冰水和冰海砾岩覆盖
,

并呈角度不整

合接触
。

阿克苏群
,

新疆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归之为中元古代
,

与长城系对比
,

年代跨度 1 8 0 0一

1 4 o 0M a
之间

。

需引起关注的是
,

塔里木陆块在震旦纪前发生构造变动从而使前震旦 系地层

发生变质
,

这次运动在新疆称塔里木运动
,

与扬子陆块上的晋宁运动相当
〔 , `口

。



岩 相 古 地 理

扬子陆块结晶基底的固结时间与阿克苏群具有一致性
,

如会理的河 口群 1 7 0 6M a ,

大红

山群 1 7 9 4M a ,

鄂中峻岭群 2 3 3 2M a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
1 9 9 2 )

。

如果不同块体结晶基底固结时间一致
,

应反映这些块体的相邻性并处于同二构造域和

相同的构造活动
。

塔里木陆块基底与扬子陆块基底均为中晚元古代
,

所以应归属于原特提斯

洋盆系统中北支以南的构造域
,

而华北陆块在中晚元古代为正常浅海沉积
,

虽有板内裂解活

动但没有发生块体间的构造变革
,

因而也就不会使沉积岩发生变质
,

因此它与塔里木陆块不

可能属于相邻块体和经历同一构造域的变革
。

2
.

库鲁克塔格和塔里木陆块的关系

现塔里木盆地东北和天山南缘的库鲁克塔格出露的 32 0 0M a
的老变质岩

,

应视为中天

山微陆块的残体
,

不能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结晶基底
,

其理由为
: ①造山带与陆块边缘衔接区

出露的古老岩石应是盖层沉积盆地的直接基底
。

塔里木陆块盖层抓积为震旦系
,

出露的基底

应 以阿克苏群为主
。

同样
,

扬子陆块第一个沉积盖层是震旦系
,

所以在边缘造山带中出露的

老地层是震旦纪盆地的基底— 晚元古代早期的板溪群和中元古代的四堡群
。

华北也不例

外
,

在中元古宙的长城纪
、

蓟县纪时华北就已形成了稳定的沉积盆地
,

因此出露的基底岩层

则是早元古代和太古代的陆核变质岩
; ②太古代时地球由热状态冷凝固结的地壳都是孤立

的刚性块体
,

构成克拉通盆地基底中最稳定的核心
,

呈丘状展布且位于中心地带
,

其边缘被

幕式增生带包围
,

镶嵌成为褶皱基底
,

形成统一的陆壳
。

洋壳俯冲或挤压造山过程
,

古老结 晶

基底的动力学特征表现有两方面
:

一为隆升剥蚀
,

在稳定区内抬升裸露
,

如四川盆地
、

柴达木

盆地和华北盆地等都是整体隆升
;
再有是基底断裂复活

,

控制上覆沉积盆地的古地理和相环

境而结晶基底则深埋
。

如果把库鲁克塔格的老结晶岩石作为塔里木陆块的大陆边缘带的代

表
,

其可能性的疑点很多
; ③一个与古陆地相连的盆地

,

其构造古地理的格架
:

一侧是稳定的

克拉通浅海盆地
;
另一侧是大陆边缘带

,

为自然延伸的大陆架
、

陆坡
、

陆隆至深海洋盆
.

克拉

通盆地的基底为陆壳
,

向大洋方向应为过渡壳
,

在下部大陆架不可能有古老的陆核
,

更不具

有更深的构造层基底
,

否则的话这一地区则又是克拉通盆地而不是大陆边缘了
。

所以当大陆

边缘卷入造山带中不可能有 比盖层沉积盆地直接基底更老的构造层
。

如果存在老陆核则可

能是微陆块或是后期挤压时的剥离岩片
。

鉴于以上特征
,

笔者认为塔里木陆块周围造山带中的太古代基底岩石可能都是微陆块
,

包括库鲁克塔格
一

星星峡微陆块
、

天 山褶皱带 (新疆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
1 9 9 3 )中的克孜勒塔

格至帕尔岗塔格
、

额尔宾山和博斯腾湖以北等
,

除此还包括伊犁微陆块 (可能是哈萨克斯坦

的一部分 )
。

这些微陆块散布在古亚洲洋的南缘
,

统称为中天山微陆块
。

微陆块上的晚元古

代末期的沉积序列和演化特征
,

基本上与华北陆块上沉积盖层的演化相同
,

而且最先与华北

陆块拼接
,

总体上它们应归属于华北陆块周缘的微快体 20[ 〕
。

3
.

2 陆块沉积序列和古地理对比

塔里木陆块各断代沉积盆地的沉积
一

构造
一

古地理演化及关键界面等
,

在晚元古代末至

早古生代与扬子陆块相同
,

晚古生代与古亚洲洋盆的构造演化序列相近
,

两者均与华北陆块

迥然有别
。

3
.

2
.

1 震旦纪冷事件和冰磺岩

塔里木盆地震旦纪的冷事件
,

国内地质界均认为有两次
,

其沉积记录为上下两个冰碳层

(图 2)
:

下部巧恩布拉克组
,

厚约 8 0 0 0m
,

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岩夹海相冰碱砾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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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 e Fig s
.

4 a n d 6 fo r e x p la n a t i o n
o f t h e s y m b o l s )

向上变浅为含砾泥岩
。

这套碎屑岩为浊流和冰海沉积物
,

有的称下冰碳层
.

高振家 ( 1 9 8 5 )认

为与扬子下震旦统古城组和长安组相等
;
上部尤尔美那克组

,

称上冰磺层
,

厚度 < l oo m
,

为

陆相紫红色块状冰碳砾岩
、

粉砂岩和板岩
,

代表大陆冰川
、

冰水和冰浅海沉积物
.

包含的微体

植物化石与扬子陆块上的南蛇冰硫岩相当 (高振家
,

1 9 8 5户们
。

扬子陆块上的冷事件也发生在早震旦世
,

近克拉通边缘有两套冰碳物 (图 3 )
,

盆地背景

为被动大陆边缘早期裂谷盆地和大陆海泛旋回 〔川
,

与塔里木陆块的冷事件相同
。

相当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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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年代
沉积序列

(克拉通盆地及边缘 )

盆地基底

构造层

海平面变化

层序界面成因 盆地转换

( M ,
) 1N W S E

视下降

一 O
视上升

陆内盆地

印支期造

山基底

造山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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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造山前陆盆地
广~ 、 气尸~ 、 产甲气护、 尸

周缘前陆盆地

哩配

! 台地
被 1 }

动 } 云 ,

边 } 砚议

缘 卜一一
一

台地和台间

盆地拉分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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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ù隆

ù

上,\创ù升
乳目\侵、山

ō

走\爱一造
上\升渭ù

、
J

介

4 0 0 l D

淹没台地

前陆盆地

证

新盆地

早古生代

褶皱基底

官朴击隆升和

碎屑 笔锲
楔形体上超

造山升隆

50 0 1公

镶地边台|积退式小台地

热沉降

谱 止乙一~ 夕
叮 1、 自自之

了 。

海侵上超

暴露

大边陆缘裂解es
l

l|
.

|
se
.

|T

上超侵海

ǎ立介

, 几\ 之二卫生
-

` \ 饭 ,

月`

霆

nù0n八“口n厅̀

新盆地

中晚元古代

结晶基底

升隆侵蚀

造山升隆

应、、O

图 3 扬子陆块沉积序列和盆地转换 (图例见图 4
.

6)

Fi g
.

3 s e d im e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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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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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6 fo r e x p又a n a t io n o f t h e s y m b o l s )

内的华北陆块不仅无早震旦世的冰
,

碳物
,

而且在克拉通至少有 20 oM a
的沉积间断 (图 4 )

,

华北的南缘只有晚震旦世或早寒武世的冰啧物
。

沉积记录的特征反映了盆地的构造古地理位置和陆块的归属
。

显然
,

塔里木和扬子陆块

属原特提斯海域
,

而华北陆块则受古亚洲海域的影响
,

虽都处于南半球
,

但前两者的纬度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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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年代 石诵毛序列

M “

} N

盆地基底

构造

海平面变化

0 视上升
层
解

面成时
妙

}
。

一

产哪

近丑毋坦
.

上丝聋
淤

二全咨全了老寥

陆内蠢撇

印支期褶皱

基底

新盆地
,

~
气

一
、
子内 、 尸、 J .

早古生代

隆升基底

内陆河流

湖泊盆地

造山升隆

叫 } l份二幸
飞

二卫芳三手三干, 海泛

哇角洲盆地

海泛盆地

升隆侵蚀

耀
l豁

被动大陆边缘

无无无沉积积积积
ttttt l }}}}}}}

升隆侵蚀

海侵上超

暴礴

碳酸盐

台地

长牡色
,

引 掀
地

海侵上超

升隆侵蚀 边缘充填

无沉积

太古代
一

早

元古代结晶

球底
口〕 东南型三叶虫

口工劝 华 J团 三封 虫

四 铝质风化壳

“ 铁质风化壳

条 j比型梢物群

牵 华夏植物群

牵 麟型植物群

一些二到以土月以土坦止上以土上口止上一一一一土上` 一一一

一
_ 一一一习

图 4 华北陆块沉积序列和盆地转换 (图例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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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的纬度低
。

3
.

2
.

2 晚震旦世碳酸盐台地和海平面下降

由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
,

塔里木陆块和扬子陆块在晚震旦世已形成雏始碳酸盐台地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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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藻白云岩
。

碳酸盐序列的底部为海侵上超和大陆边缘裂谷充填
、

组构退积式的小台地
,

而碳酸盐序列的顶部都表现为海平面下降引起的暴露和喀斯特化作用
。

对比华北陆块上的

克拉通盆地则缺失这一阶段的沉积物
。

以晚震旦世奇格布拉克组为代表的藻白云岩
,

标志着塔里木陆块雏始碳酸盐台地的形

成
,

沉积了厚约 200 m 的粉晶白云岩
,

微古植物组合与扬子区的峡东和川西地 区相似
,

不属

华北的胶辽徐淮区系 (李国雄等
, 1 982 )

。

奇格布拉克组藻白云岩的顶面发育了稳定的古溶喀

斯特
,

为层状展布
,

由地表露头和探井资料证实该溶蚀带的厚度约 15 m
,

在柯坪至沙雅数百

公里的宽度内均可追踪 (刘树晖等
, 1 9 9 1 )

.

该古喀斯特顶面为一洞穴带
,

表面起伏约 l m 左

右
,

溶孔
、

溶洞呈不规则状沿层理面穿插连通
。

洞空中的充填物除碳酸盐溶蚀后的红色 白云

质泥外
,

主要是溶蚀的白云岩和藻白云岩碎块
,

杂乱堆积
,

并有石灰岩薄壳而陆源砂砾极少
。

因此古溶喀斯特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晚震旦世的碳酸盐沉积后
,

发生 了海平面下降
,

使得沉

积物暴露于大气条件下
,

发生淡水淋滤和溶解作用
,

构成了它与上覆地层之间的层序不整合

界面为暴露不整合
.

扬子陆块晚震旦世陡山佗组和灯影组磷矿和藻白云岩组构了退积式的台地
,

由东向西

推覆
.

晚震旦世晚期在台地的中心为蒸发盐坪台
,

有淡水掺入的钙芒硝石盐组合
,

边缘为古

暴露面 [公̀ 〕
。

灯影组顶面的古喀斯特化作用在上扬子碳酸盐台地上分布广泛
,

以云南昆阳地区最典

型
。

灰岩顶面呈高差约 .0 4一 3m 的溶蚀坑
,

坑底较平坦
,

不发育溶蚀漏斗
,

反映构造升隆不

明显
,

喀斯特化形成的机制主要是海平面下降引起的碳酸盐溶蚀
。 ’

可见
,

塔里木和扬子陆块在晚震旦世末碳酸盐台地发生同时性的暴露
,

代表两陆块为同

一海域的相邻块体
,

由此也作为归属泛扬子陆块群的佐证
。

3
.

2
.

3 早寒武世最大海泛面和含磷序列

早寒武世在塔里木陆块和扬子陆块上均表现为最大海泛面超覆
,

其地质记录为早寒武

世梅树村期的含磷沉积和蛛竹寺期的黑色页岩
。

塔里木陆块古溶蚀面之上为早寒武世玉尔吐斯组含磷硅质岩和白云岩
,

分布于阿克苏

和柯坪塔格
。

典型剖面为苏盖特布拉克磷矿
,

厚 14 m
,

一般为 13 一 35 m
,

底部为黑色含磷硅质

岩
,

含磷结核和海绿石磷块岩
,

向上有含磷
、

铀
、

钒的黑色碳质页岩
;
中部为薄细砂岩

、

页岩和

硅质岩夹钙质磷块岩 ;上部为薄层状白云岩
、

瘤状白云岩和砂屑白云岩
。

含磷序列中含有丰

富的软舌螺化石及单板类
,

据高振家 ( 1 9 8 1 )和新疆地质矿产研究所和第一区调大队 ( 1 9 9 0)

研究
,

该组的软舌螺化石有两个组合
:

第一组合以 iC cr ot h ea 为主
;
第二 组合为 iC cr ot h ea

s p
.

,
Z h iij in et , ,

这两个组合与扬子陆块昆阳磷矿梅树村剖面软螺带第 2
、

3化石带相同
,

缺少

第一化石带
,

但无疑可定为梅树村期
,

与黔西的戈仲伍段
、

川西的麦地坪段及鄂西黄鳝洞段

均可对 比
。

扬子陆块早寒武世磷矿以昆阳为代表
,

剖面序列与柯坪相同
,

下部为磷矿层
,

上部为白

云岩 (大海段 )
。

矿石结构均为砾屑磷块岩
、

藻屑磷块岩
,

底部有多种形态的磷结核
。

华北陆块所处的海域基本不具上升洋流的成磷环境
,

其南缘虽然发育了早寒武世沧浪

铺期辛集组含磷地层 (图 4 )
,

但不具磷块岩的特征
,

为磷质胶结的砂岩
,

从含磷性和海侵的

时间上均不能与前两陆块对 比
。

3
.

3 大陆边缘碳酸盐台地序列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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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比

3
.

3
.

1 构造和沉积演化模式

扬子陆块和塔里木陆块在古生代都发育了被动大陆边缘碳酸盐台地
,

其碳酸岩台地的

生长序列
、

层序类型
、

关键界面以及台地消亡方式等
,

均可与经典被动大陆边缘构造演化和

沉积演化模式相同
。

被动大陆边缘盆山转换过程
,

即构造演化模式为
:

早期裂谷阶段
、

晚期裂谷阶段
、

被动大

陆边缘热沉降阶段
、

前陆盆地阶段和后前陆逆冲造山
。

沉积演化可分为
:

裂谷充填沉积
、

碎屑

岩陆架
、

泥质陆架
、

钙质陆架
、

碳酸盐缓坡和碳酸盐台地
。

碳酸盐台地消亡发生在前陆盆地的早期阶段
,

碳酸盐台地由淹没台地转为向上变浅序

列
。

前陆隆起带为变浅暴露
,

中断碳酸盐生长
。

前陆膨隆带靠近沉降区经变深再变浅序列后

被磨拉石充填
。

3
.

3
.

2 南大陆碳酸盐台地
、

南大陆由晚震旦世 至古生代 末期发育了两次碳酸盐 台地 (刘 宝浦和 许效松等
,

1 9 9 3 ) [ , ,〕 .

晚震里世至早古生代的碳酸盐台地建筑在扬子陆块克拉通上至大陆边缘的上部大陆

架
。

早震旦世为裂谷充填沉积 ;晚震旦世在克拉通上形成雏始台地
;
早寒武世沧浪铺期由克

拉通至大陆边缘构筑了碎屑岩陆架
,

早寒武世龙王庙期发育碳酸盐缓坡 ;中晚寒武世构成镶

边碳酸盐台地
。

台地消亡于奥陶世至早志留世
,

由淹没台地转为前陆磨拉石充填
,

克拉通上

则为升隆暴露
。

晚古生代碳酸盐台地建筑在扬子和华夏陆块聚合后的褶皱基底上
。

新盆地军先在拼接

的边缘带上构筑成台地和 台间盆的构架
,

小台地上的碳酸盐也遵循由碎屑岩陆架向钙质陆

架的转换过程
,

并形成海侵型阶梯式爬升模式 (许效松
、

牟传龙等
,

1” 3 )
。

早二叠世时
,

主体

海平面上升超覆在上扬子克拉通上
,

发育了华南碳酸盐缓坡
.

,

至早三叠世演化为镶边台地
。

碳酸盐台地的消亡与华南陆块边缘转为前陆盆地同步
,

除克拉通上暴露侵蚀外
,

边缘均被磨

拉石充填
。

3
.

3
.

3 塔里木陆块碳酸盐台地

晚震旦世至早古生代塔里木陆块发育的碳酸盐台地
,

几乎与扬子陆块同步
,

而且具有相

同的演化序列 (对 比关系见图 2和图 3)
。

碳酸盐发育的基座建筑在碎屑岩陆架上
,

如苏盖特布拉克组海相砂岩超覆在早震旦世

的冰啧岩之上
。

该组顶部的砂质灰岩和白去岩可视为碳酸盐缓坡
。

由前述可知塔里禾陆块上的碳酸盐台地在晚震旦世形成雏形
,

经早寒武世最大海泛后

转为碳酸盐发育的高峰期
,

形成镶边的碳酸盐台地
,

至早奥陶世在克拉通上沉积了厚 约

2 0 0 o m 的灰岩
、

白云岩和蒸发岩
.

塔里木碳酸盐台地演化的转折
,

可能始于早奥陶世的晚期
,

显著的标志是台地西北缘下

奥陶统上部至 中奥陶统的地层出现了两个由浅变深的沉积序列
。

下部以萨尔干组黑色笔石

页岩为代表
,

上部以其浪组泥岩为代表的变深序列
,

淹没了碳酸盐台地
·

。

中奥陶世晚期至志留纪为前陆盆地阶段
,

早古生代的塔里木盆地转入弧后前陆盆地阶

段
,

北缘的前陆膨隆带在晚奥陶世初转为隆起带
,

俗称塔北隆起
,

使早古生代碳酸盐沉积 由

向上变浅至暴露
,

形成古喀斯特面
,

后转为砂泥坪环境
,

结束了碳酸盐岩沉积作用
.

3
.

3
.

4 华北陆块碳酸盐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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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看出
,

华北陆块在早古生代发生沉积作用的时间只占这一阶段地质历史的一

半
,

在古隆起的克拉通上
,

早寒武世沧浪铺期和龙王庙期从南
、

东两个边缘形成推 向克拉通

的海岸上超
,

近北侧的陆源区有碎屑岩沉积
,

克拉通上则为碳酸盐覆盖
,

至早奥陶世末因隆

升结束了碳酸盐沉积作用
。

华北早古生代的碳酸盐盆地可能是个平台式的大台地
,

北部因古亚洲洋的俯冲形成一
“

长寿古陆
” ,

西部在贺兰山
、

桌子山一带可能是个南北向的陡岸边
,

发育有碳酸盐滑塌堆积
,

南缘只保留有上部大陆架的沉积
,

而东缘面貌不清可能被走滑转换断层破坏
。

早古生代撰华夏陆块群的边缘发生洋壳俯冲
,

使陆块 间的某一段发生俯冲碰撞
,

其构造

活动的记录在扬子陆块群中明显
,

华北陆块由于古亚洲洋 向南俯冲使华
二!匕北缘保持长寿古

陆
。

华北西缘形成祁连山早古生代弧
一

陆碰撞造山带
,

南缘与秦岭洋的
’ “

点式
”

磁撞效应等
.

在

克拉通上均表现为明显的隆升 (或称整体抬升 )
,

海平面快速下降
,

碳酸盐 问上变浅
,

形成暴

露的藻丘和古喀斯特风化面
。

4 泛扬子陆块群调整与中国南大陆聚合

特提斯洋盆体系中的泛华夏陆块群 自晚元古代就已形成构架
,

由泛扬子陆块群为主体

拼合的中国南大陆
,

其聚合的过程涉及三个问题
:
( 1) 古亚洲洋消亡

; ( 2) 泛扬子陆块群调整
;

( 3) 特提斯洋的消亡
。

贯穿这些问题的中心是笔者对板块构造和洋壳消减的基本观点和解释

南大陆聚合过程的思路
。

4
.

1 板块间构造活动的基本观点

全球板块构造活动和一个威尔逊旋回
,

其实质是地球内部各层圈之间的动力转换
,

以及

各种动力作用的调整和新的平衡
。

板块活动简单地概括为板块间的离散和聚合的成对效应
。

由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涉及陆块裂聚和古大陆的形成
,

因而强调板块间的演化过程和动力学

作用的方式
,

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基本特点
。

4
·

L l 演化过程的长钾性和阶段性
任一块体

,

无论是陆块的分裂或洋壳俯冲和碰撞
,

都经过点
、

线
、

面三个阶段的演化过

程
。

点式接触 (简称
“
点触

” ,

以下同 )
,

即两板块对接时先以某个点部位接触
; “ 线触

” ,

则为两

板块间的某一段的边界嵌合 ;而
“
面触

”
应以会聚结束转为陆内挤压前的这一过程

。

因此两个

板块间的俯冲消减
,

绝不是一次周期就可发展为陆
一

陆磷撞
,

世界上和我国造山带的多期性
、

复合性
,

以及新建立的岛弧造山或碰撞类型即可以说明
。

以会聚过程而言
,

板块的碰撞过程首先是点式接触
。

不同观点或学派的地质学家对我国

大陆的造山带均承认其首次碰撞的
“

不彻底性
” ,

或存在不同时期的残留盆地
。

何谓
“
不彻底性

” ,

笔者认为其原因就是古大洋消亡的长期性
。

板块构造活动旋回和周期

由裂解到聚合
,

这一过程至少要经过数亿年或 l 0 0 0M a 以上
。

古华南洋自中元古代存在 以

来
,

它的两次消减过程的总和为 1 3o 0M a ,

如果按许靖华提出印支洋的观点 ( 1 987
、

1 9 9 2) 来

看
,

古华南洋的演化至少有 15 0 0M a 。

本文不论述学派观点之争
,

而是说明大家公认的事实
,

即古华南洋的存在和消减过程为长期的多次演化的叠合 〔川
。

秦岭造山带的复杂性和秦岭洋的消亡卿〕 ,

即使以印支期陆内会聚作为结束的话
,

其洋

壳的演化至少有 600 M
a ,

其间多次在不同地段部位的弧盆裂聚后
,

导致最后碰撞造山
。

因

此
,

由于洋壳消亡的长期性
,

必然决定了其消减方式
,

首先是
“

点触
” 。

该点是板块的外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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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呷角
。

或者是板块的某一部位先与周边的微板块碰撞
。

很多实例表明
,

造山带中不仅蛇

声岩为点式分布
,

就是不同时期的岛弧记录也都呈点式分布
,

便是先以
“
点触

”

会聚 的证

据 [ ,卜
, 5〕

。

板块间构造活动 由
“
点触

”
发展为

“

线触
”

可能是会聚过程的重要阶段
。

在一个威尔逊构

造旋回中
,

这个阶段占有相当长的时限
,

由于动力调整和平衡
,

这个阶段也可能具有多期重

复性
。

笔者认为两个板块的某一段边界
,

如果以岛弧为缓冲带
,

形成洋
一

弧碰撞和弧
一

陆碰撞
,

其结果只能认为两个块体在某一部位已嵌合
,

二者之间不会象手风琴似的再次张开
,

在造山

带中尚无确切的洋壳闭合后又在原地打开的实例
,

所发生的只能是弧后裂谷
,

或是基底结合

带的复活
,

它可控制盆地的格架和性质
,

但不可能是新洋盆
。

古大西洋的加里东造山和现在

大西洋裂谷也不是在相同的构造线上再次裂解
。

4
.

1
.

2 杠杆原理和力偶作用可能也是板块间构造活动的普遍规律

两个板块会聚或洋壳俯冲时
,

如果以大陆板块的陆核部分相 当于支点的位置
,

当板块边

缘的某个部位受力后 (加力点 ) 则可在另一端边缘产生与受力方向相反的力
,

就象两个方 向

相反的力偶一样
。

也就是说某个边缘发生俯冲碰撞
,

沿着板块相应的另一边缘
,

则出现离散

或裂解 (图 5 )
,

这个原理可用来解释在加里东造山时
,

板块的另一边缘为何有海西期的洋盆

出现
,

此现象也可视为板块间第一次
“

点触
”

或
“

线触
” ,

其余尚未会聚
。

点
、

线段被转换断层所

截
,

在原洋盆基础上持续扩张
,

导致第二次会聚
,

因此洋壳俯冲消减的多阶段性则不难理解
。

晋宁期
,

古华南洋双向俯冲在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的两个边缘
,

所形成的岛弧带为主受

力点
,

作用在两个陆块上所产生的反向力都集中在浙西一带
,

因而形成皖南
·

浙西前陆盆地
,

而弧后则为拉张背景
。

同样
,

加里东旋回扬子陆块和华北陆块的点
、

线接触在商丹之间
,

它们

的反向力在商丹段的东西两侧都是右行旋转
,

因而也造成扬子陆块在江山以东与华夏陆块

首先缝合
,

商丹以西则形成晚古生代加强的陆间裂谷
。

这种力偶的反向旋转在板块会聚过程

中具有普遍性
,

我国造山带的构造行迹
,

都表现为板块间的斜向俯冲为主
,

因而更增加了块

体运动动力效应和动力分解的复杂性
。

4
.

2 古亚洲洋消亡

古亚洲洋自晚元古代以来就成为劳亚大陆中西伯利亚板块 (李春显等
,

1 9 8 2) 与中国华

北陆块和晚古生代的塔里木陆块之间的大洋26[
〕 。

仅根据奥陶纪和二叠纪的古地磁数据 (周

清杰
、

郑建京
, 1 99 0)

,

塔里木陆块由南向北漂移所占据的古亚洲洋的位置
,

恢复其宽度至少

在 6 0 0 0k m 以上
,

相当于大西洋最大的平均宽度
. 。

古亚洲洋消亡历史很长
,

可能由晚元古代

末至晚古生代晚期
,

以双向俯冲和岛弧为洋
一

陆转换带
,

形成弧
一

弧和弧
一

陆碰撞造山五西段在

准噶尔
、

阿尔泰为晚石炭世
,

东段在大兴安岭一带为早二叠世
,

以后分别转为陆内合聚造山
,

形成欧亚大陆
。

古亚洲洋的东段于大兴安岭和华北陆块北缘之间的宽度
,

代表了保存的洋盆范周和俯

冲碰撞造山带
,

其间有北山
、

二连
一

锡林浩特和佳木斯微陆块
,

以及大兴安岭以南的小岛陆
。

古亚洲洋的西段
,

在阿尔泰和天山褶皱带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是个颇有争议的向题
,

笔者

认为准噶尔盆地的基底是古亚洲洋的残余洋壳
,

除中天山微陆块以外
,

以准噶尔盆地范围所

代表的古亚洲洋尚未发现有微陆块的记录
。

根据西准噶尔唐巴勒混杂岩 (冯益民
,

1如 i) 中的

0 大西洋平均宽度 2 0 0 0一 6 0 0o rn
,

百科全书
, 1 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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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扬子陆块
、

华夏陆块和华北陆块碰撞模式

1
,

俯冲方向
,

偷头示反向力
; 2

.

碰撞带
,

箭头示正 向挤压力
, 3

.

扩张带
,
箭头示与挤压力相反的反向力

(注
:

箭头长度示力的相对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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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 od el s h o w in g t h e e o ll is io n o f th e Y a n g t耽 la n d m a s s w i t h t h e C a t h a
ys ia n

a

dn N o r h 以 in a l adn m a s s e s

1 = s u bd u e t i o n d i r e e t io n
.

T h e a r r o w s i n d ie a t e t h e r e v e r s e f o r e e , 2 = e o l li s i o n z o
ne

.

T h e

arr
o
w

o
idn ie a t e th e op

s
i t i

v e l y e o m p r e s s io n a l fo cr e . 3一 s p r e a d in g oz ne
.

T h e a r r o w s
idn i e

a t e t h e r e v
亡

s e fo r e e o p p o s
iet t o t h e e o血 p r e s s

i
o n a l f o r e e

.

N o t e th a t th e l e n g t h o f th e
ar

r o w
s p o in t s t o r e la t ive i n t e n s it y o f t h e f o r e e s

.

沉积块体
,

推测准噶尔应有寒武纪的洋盆沉积物
.

东西准噶尔和天山加里东造山带根据国内

地质学家对蛇绿岩多年的工作 (张良臣
,
1 9 8 5 ,肖序常

、

冯益民
、

汤耀庆
,
1 9 9 0 ;新疆自治区地

质矿产局
,
1 ” 3)

,

已无疑义视为古亚洲洋西段的第一次俯冲消减
。

西天山加里东造山带可能

是塔里木陆块从泛扬子陆块群分离后
,

从原特提斯洋向北右旋漂移
,

造成与中天 山微陆块之

河向北的俯冲和岛弧系列
,

塔北缘和南天 山之间早古生代西伯利亚型动物和特提斯型动物

混生现象咖
〕 ,

也可佐证塔里木陆块在迁移中位于两个洋盆体系的交界处
.

志留纪末或晚古

生代
,

准噶尔洋盆因第一次消减转为残留洋盆和俯冲岛弧体系
,

在三维空间上组构成复杂交

错的火山岛弧和火山碎屑浊流盆地 (图 6)
.

浊流水道充填末端变陡或火 山岩形成基座以及

高出深海底的岛弧上
,

发育浅水碳酸盐和底栖生物
,

在热活动的间隙期可造礁
,

因此在古亚

洲洋中仍不失有小的碳酸盐台地
,

以及被热事件中断形成崩落
、

滑塌造成的巨大的灰岩砾屑

和倒落的碳酸盐块体
,

堆积在浊流盆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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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纪至石炭纪
,

准噶尔洋是个收缩型的残 留洋盆
,

地质记录反映为双向俯冲的特点
。

1
.

沿阿尔泰山南缘和天山都有岛弧火山岩和蛇绿混杂岩带 ( 肖序常等
, 1 9 9 0 ;

新疆自治

区地质矿产局
,

1 9 9 3) 呈后退式排列
,

向盆内收缩
。

2
.

残 留洋盆南北两侧的背景是半深海至深海环境
,

海底火山熔岩流
、

火山碎屑流和浊流

是盆内各种物源堆积物沉积的主要水动力条件
,

以及各种条件的交叉和混合效应
,

因而在各

种物源堆积体
、

巨砾混杂的切谷充填和水道充填体之间都呈侵蚀
、

冲刷接触
,

往往造成地质

接触关系为不整合的假象
。

3
.

堆积体之间的相序规律不明显
,

但由于突发的事件堆积作用易形成向上变浅的序列
,

碳酸盐小台地或生屑碳酸盐
、

砂屑浅滩等在残留盆地中呈点式散落
,

厚仅数米或数十米
,

面

积不超过数百平方米
,

在三维空间上均被事件堆积物削截
。

4
.

由南北两侧向残留盆地中心方向
,

细屑浊积岩和硅质岩增多
,

在纵向序列上较稳定
,

出现连续厚百余米的稳定段
,

在和什托洛盖以南还见有等深流的沉积特征
,

说明由两侧向中

心变深
,

可能属陆坡以下的古地理环境
。

5
.

石炭纪时残留洋盆收缩
,

除岛弧蛇绿岩带前进外
,

盆地 内还有三种明显的特点
:

一是

碳酸盐体的厚度和范围比泥盆纪时扩大
; 二是正常沉积岩在时空上较稳定

,

盆内的沉积机制

趋向单一化
;
三是浊积水道充填物中以粗粒为主

,

除火 山岩砾外
,

含有较多的保存完整的多

个生物化石组成的结核
,

呈 1 0一 2 c0 m 的砾石状
。

这些沉积特征都说明石炭纪时盆地收缩
、

水道砾以近源为主
。

古亚洲洋残留洋盆消亡方式
,

笔者认为主要是盆地的充填作用导致海盆填满
,

海平面相

对下降
,

被上覆沉积物埋藏封闭
。

最明显的记录是石炭系和二叠系之间没有造山不整合
,

西

准噶尔盆地基底显隆升
,

因而缺失晚二叠世沉积
.

准噶尔盆地的东部
,

二叠系与石岩系以及

上
、

下二叠统之间均为沉积水道侵蚀接触
,

上二叠统下部地层表现为由海相渐变陆相河流沉

积的特点
。

这些特点反映出阿尔泰和天山之间的残留盆地充填消亡
,

二叠纪后为造山前陆盆

地和 山前磨拉石充填及汇水湖泊沉积
。

4
.

3 泛扬子陆块群调整和特提斯洋演化

4
.

3
.

1 调整后泛扬子陆块群

晚元古代晚期至早古生代是原特提斯洋盆系统中泛扬子陆块群的第一次调整和重新组

合阶段 (图 7
、

8 )
。

调整后的构造古地理格架有四个特点
:

①古华南洋消亡
,

扬子陆块和华夏

陆块聚合为华南陆块
,

构成中国南大陆主体的核心部分 (图 8 ) ;②原特提斯洋北支秦祁昆洋

东段消减
,

华北陆块和扬子陆块在商丹段点式聚合
;③塔里木陆块和柴达木陆块从泛扬子陆

块群西部分离
,

以右旋向北漂移并以转换断层形式分割了秦祁昆洋的统一体系
。

塔里木陆块

北缘与古亚洲洋的中天山微陆块碰撞转为弧后盆地 ,④调整后的泛扬子陆块群东部聚合
,

西

部解体
。

羌塘
一

昌都陆块
、

中咱微陆块以及兰坪微陆块等的独立称谓始于早古生代末至早泥盆世

初
,

这些块体以弧后扩张的动力机制从早古生代扬子陆块西缘分离 (潘桂棠
,

1” 5 )
,

其间形

成可可西里
一

金沙江窄洋盆和甘孜
一

理塘窄洋盆
,

并转入古特缺斯洋的发展阶段 (泥盆纪至二

叠纪 )
。

因此
,

调整后的泛扬子陆块群的构造格架
,

总体上中国古大陆分别组建了南北两大陆块

的雏形
:

北方陆块以扩大的华北陆块为中心
,

北临收缩的古亚洲洋
。

秦祁昆洋的点
、

线俯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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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6 年 ( 2 ) 中国南大陆古地理与 Pa ng ea 对比

因而塔里木陆块和柴达木陆块以转换盆地形式与华北陆块相连
,

所以它们之间是个软弱的

聚合体
;
华南陆块已构成南大陆的主体

,

但泛扬子陆块群的西部转为弧后扩张阶段
,

构建了

新旋回的晚古生代时期裂解的陆块群
。

4
.

3
.

2 特提斯洋的演化

1
.

特提斯洋分支
、

演化的基本点

根据泛扬子陆块群在晚元古代的构架和 内部各陆块之间构造
一

古地理的相关位置
,

可以

确认特提斯洋作为一个古大洋体系
,

可能也在晚元古代就已确定
,

并介于劳亚陆块群和冈瓦

纳陆块群之间
。

因而全球三大陆块群和三大洋格局的建立至少在 I Oo 0M a
前

。

中国构造地质图上反映的特提斯构造范围
,

南自雅江缝合带
,

北止昆仑山
、

阿尔金山
、

祁

连和秦岭造山带
,

并代表了消失的大洋的边界
,

所以特提斯洋盆体系中包围了泛扬子陆块

群
,

其中的三个重要分支记录了特提斯洋演化的全过程
,

以洋壳消减带为界分割了各陆块的

相关联系
,

为便于阐述则按现在的地理位置命名
。

因此
,

特提斯洋的演化史就是泛扬子陆块

群的聚合史
,

也是中国古大陆的形成史
。

前述特提斯洋的演化阶段
,

并不代表一个阶段的消亡和下一个阶段的新生
,

而是把洋盆

演化和洋壳消减的连续性人为地分成阶段
,

目的是为了论述和取得共识讨论方便可行
。

但不

可否认由洋壳俯冲岛弧造山的事实是由量变至质变
,

即存在性质的转换过程
,

因而以地质历

史时期划分阶段也是必要的
,

而且特提斯洋的三个分支在 各阶段都有性质各异的转换特

征
[ , “

一
3 2〕

。

2
.

早古生代特提斯洋的演化和泛扬子陆块群第一次调整

如果把早古生代泛扬子陆块群作为第一次调整
,

在这期间特提斯洋的演化必然发生在

原特提斯洋的三个分支中位于陆块之间的秦祁昆洋范围内
,

除了金沙江窄洋盆扩张较晚外

(后述 )
,

班公湖
一

怒江洋仍处于扩张阶段
,

因而与泛扬子陆块群之间没有留下俯冲的记录
。

秦祁昆洋不彻底的点
、

线俯冲和部分地段碰撞的同时
,

又发生新的走滑拉张和弧后扩

张
,

残 留的洋盆分别在晚古生代的中晚期收缩和前陆盆地充填
,

至二叠纪北方陆块和华南陆

块基本定型 33[ 〕
。

3
.

晚古生代特提斯洋和泛扬子陆块群第二次调整

泛扬子陆块群第二次调整发生在晚古生代
,

可可西里
一

金沙江窄洋盆扩张使泛扬子陆块

群西部转为弧后裂谷
,

原扬子陆块上的羌塘
一

昌都链状岛陆和中咱微陆块脱离华南陆块的西

缘
。

这一时期的洋盆体系性质转换和格架的调整则为古特提斯洋演化阶段
。

4
.

中特提斯洋与二叠纪至三叠纪间的巴颜喀拉海盆

中特提斯洋阶段一般认为是中生代三叠纪作为阶段划分标志
,

但从地质演化的连续性

和泛扬子陆块西部的沉积记录来看
,

中特提斯洋演化有两个转折期
:

一是晚二叠世
;
另一个

是中晚三叠世
。

前者为前奏
,

后者是盆地性质和动力方向转折的突变期 s4[
一 3司

。

晚二叠世时华南陆块的西缘 (习惯上仍称上扬子西缘或扬子西缘 )为大陆边缘裂谷
,

陆

内为热成育期
,

面状火山岩喷发和基底隆升 ;东缘则表现为抬升
,

钦防海槽转为陆相盆地和

东部陆相沉积域扩大
,

代表华南陆块已显示有挤压动力因素
。

柴达木陆块在晚二叠世时虽然 已和华北陆块为统一的整体
,

但与华南陆块之间的昆仑

洋已转为陆缘弧盆地
,

它和晚古生代的金沙江窄洋盆的弧后裂谷盆地之间的海域
,

均以巴颜

喀拉海称之
,

充填物的性质为巨厚的不同物源方向的浊积岩
,

现保留的盆地基底的主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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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6 年 ( 2 ) 中国南大陆古地理与 Pa ng ea 对比

应该属于华南陆块西缘
。

恢复早中三叠世巴颜喀拉海盆充填物的陆源方向和浊流盆地的古流向
,

主要有两个
:

一

是由北西向南东
;另一为西或西南向东

。

而华南陆块西缘只表现为碳酸盐台地前斜坡
,

晚三

叠世才有三角洲前缘砂体注入
。

因此巴颜喀拉海盆巨厚充填物的来源应在西和西北部的逆

冲带
,

这个海盆 已归属于前陆盆地
,

构造挠曲的枢纽点不断向扬子克拉通迁移
. 。

华南陆块西缘与晚古生代可可西里
一

金沙江窄洋盆初始形成时的构造动力发生转换
,

华

南陆块向西俯冲
,

除了甘孜
一

理塘带岛弧和弧后盆的配置外
,

前述的物源和古流向及晚三叠

世陆相磨拉石和碳酸盐舌形体的上超也是重要的佐证
. 。

巴颜喀拉海盆的充填和前陆盆地转换以及盆地消亡
,

中三叠世拉丁期是第二次前奏
。

华

南陆块构造驱动力的转向起因于古西太平洋对华南陆块的俯冲 (刘宝浦
、

许效松等
, 1 99 3 )

,

促使华南陆块由东向西斜向插入
,

导致巴颜喀拉海盆的充填消亡
,

构造动力转换延至侏罗纪

(据玉里蛇绿岩 )
,

并形成昆仑和巴颜喀拉中生代挤压造山的叠加效应 (图 g )
。

巴颜喀拉海盆的消亡完成了泛扬子陆块群的第二次调整后的聚合
,

泛华夏陆块群中除

泰马和印支陆块外
,

已组构了中国古大陆的主体
。

5
.

特提斯洋最后消亡与中国古大陆的最后嵌合

冈瓦纳陆块群北缘的拉萨陆块与中国古大陆的碰撞造山记录
,

代表地质历史中存在十

多亿年的特提斯洋消亡过程的最后见证
,

同时也提供了巴颜喀拉海盆双 向俯冲和南大陆建

成的另一动力学驱动器
。

班公
一

怒江洋是泛华夏陆块群的南界带
,

并分隔了冈瓦纳陆块群
,

造山带蛇绿岩的记录

是晚三叠世
,

但这个洋的存在至少可追溯至晚古生代
。

洋盆收缩与冈瓦纳陆块群的拉萨陆块

和印度陆块分别由南向北漂移
,

并分别形成班公
一

怒江弧
一

陆碰撞造山带 (J
3

一 k) 和喜马拉雅

造山带 (新生代 )
,

冈瓦纳陆块群中北缘的江孜地区与泛扬子陆块群最后拼合
,

并组构了欧亚

大陆
,

结束了特提斯洋盆的演化史
。

5 结论

中国南大陆是泛扬子陆块群的主体
,

从沉积盆地的序列
、

特殊的沉积界面所代表的构造

活动性质
,

以及生物地理分区特征等
,

说明以泛扬子陆块群和北方陆块群为主组成的泛华夏

陆块群有别于劳亚陆块群和冈瓦纳陆块群
,

是特提斯洋盆体系中的陆块群体
。

因此由中国古

大陆的特殊性说明
,

在晚元古代至中生代全球存在三大陆块群和三大洋
:

劳亚陆块群
、

泛华

夏陆块群和冈瓦纳陆块群
; 三大洋为古亚洲洋

、

特提斯洋和古大西洋
。

泛扬子陆块群以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为主体
,

早古生代时的塔里木陆块和柴达木陆块

应 归属于泛扬子陆块群
,

并与扬子陆块有亲缘性
,

它们在晚元古代末从扬子陆块的西部分

离
,

由南向北以右旋漂移分别与中天 山微陆块和华北陆块聚合
。

从沉积记录反映了中国南大陆演化和形成经泛扬子陆块群两次调整和中新特提斯洋的

俯冲消亡
。

中三叠世拉丁期开始
,

起因于古西太平洋俯冲导致华南陆块由东向西斜向插入北

方陆块以及与受冈瓦纳陆块群驱动相抗衡的羌塘
一

昌都陆块之下
,

巴颜喀拉海盆充填消亡
,

印度陆块和拉萨陆块碰撞
,

于始新世中国南大陆最后聚合
。

. 许效松在
“
被动大陆边缘碳酸盐生长序列与盆山转换

”

中介绍
,

地球科学
,

待刊
,

1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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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辑
,

19 盯
,

武汉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2 ,一 35

周清杰
,

郑建就主编
.

塔里木盆地构造分析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9 。

高振家
.

新疆阿克苏一柯样地区展且纪一寒武纪地层研究
.

科学通报
,

1 9 8 1
,
1 2 期

王荃等
.

中国华夏与安加拉古陆间的板块构造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1

刘宝汤
、

许效松等
.

中国南方古大陆沉积地壳演化与成矿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9 3

徐强
、

刘宝浦等
.

东秦岭南带沉积盆地演化及多金属成矿条件
.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1 9 94

严克明
、

耿树方
.

秦巴及邻区构造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认识
.

中国区域地质
,
1 9 9 4

,

第 4 期

般鸿福等
.

秦岭及邻区三亚系
.

武汉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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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印等
.

华北板块和塔里木板块的关系
.

地质学报
,
1 9 9 3

,

第 67 卷
,

第 4 期
:
2 87 一 2”

王鸿祯
、

何心一
、

陈建强等著
.

中国古生代珊瑚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9

刘增乾
、

徐宪等
.

青藏高原大地构造与形成演化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 9。

刘增乾
、

李兴振等
.

三江地区构造岩浆带的划分与矿产分布规律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任纪舜等
.

中国东部及邻区大祟岩石圈的构造演化与成矿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9。

肖序常
、

李廷栋等
.

喜马拉雅岩圈构遭演化 (总论 )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8

李星学
、

姚奇
.

东亚石炭纪和二登纪植物地理分区
.

中国古生物地理区系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3

姜春发等
.

昆仑开合构造
.

地质专报
,

1 9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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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6 年 ( 2 ) 中国南大陆古地理与 P an ge 。 对比 2 3

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Y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C O N T I N E N T A N D I T S C O R R E L A T I O N

W I T H P A N G E A

X u X ia o s o n g X u Q ia n g P a n G u i t a n g L iu Q i a o h o n g

C h e n g d u
In

s t i t u t e of G eo l o舒
a n d Mi

n e ra l R e s
ou rc e : ,

hC i n e s e A ca d e ” 理 of G e o l o g i山 1 S e i e n c e s

A B S T R A C T

P a l a e o g e o g r a p h ie a l l y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p a l a e o e o n t i n e n t r e p r e s e n t s t h e e x t e n s i v e r e g i o n

o f t h e s o u t h e r n p a r t s o f t h e K u n l u n a n d Q i n l in g M o u n t a i n s , a n d 15 g e n e r a l l y n a m e d S o u t h

C h in a
.

I t i n e l u d e s t h e Y a n g t ez
,

C a t h a y s i a n ,

Q i a n g t a n g
一

Q a m d o l a n dm a s s e s a s w e l l a s t h e

.

L h a s a l a n dm a s s s e p a r a t e d f r o m t h e G o n dw a n a la n dm a s s g r o u p , a n d t h e G y a n g z e r e g i o n o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I n d i a n l a n dm a s s
.

I n t h e e o n v e r g e n e e o f t h e C h i n a p a l a e o e o n t i
-

n e n t , t h e T a r im a n d Q a id a m l a n dm a s s e s w e r e s e P a r a t e d f r o m t h e Y a n g t z e l a n dm a s s g r o u p

a n d d r i f t e d t o e o n v e r g e w i t h t h e N o r t h C h in a l a n dm a s s a t t h e e n d o f t h e E a r l y P a la e o z o i e
.

T h e s u b d u e t i o n o f t h e o e e a n i e e r u s t a n d t h e e o n v e r g e n e e o f t h e l a n d m a s s e s h a v e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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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o i n t ,

l i n e a n d s u r f a e e
.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p a la e o e o n t i n e n t u n d e r w e n t t h r e e s t a g e s o f e v o l u
-

t i o n
.

T h e f i r s t s t a g e e o v e r s t h e la t e L a t e P r o t e r o z o i e t o E a r l y P a l a e o z o i e
,

w h e n t h e P a n -

Y a n g t z e l a n dm a s s g r o u p w a s r e g u l a t e d f o r t h e f i r s t t im e
.

T h e i s o l a t e d T a r im a n d Q a id a m

l a n d m
a s s e s w e r e s p l i t f r o m t h e w e s t e r n Y a n g t z e l a n dm a s s

.

M e a n w h i l e
, t h e e a s t e r n Y a n g t z e

Ia n dm a s s w a s e o n v e r g e d w i t h t h e C a t h a y s i a n l a n dm a s s t o f o r m t h e S o u t h C ih n a p a l a e -

o l a n dm a s s , a n d f u r t h e r t o e o m e i n t o e o l l i s io n w iht t h e e x t e n d e d N o r t h C h i n a l a n dm a s s a t

o n e p o i n t
.

In t h e s e e o n d s t a g e d u r i n g t h e L a t e P a l a e o z o i e
,
t h e P a n 一

Y a n g t ez l a n d m a s s g r o u p

w a s b r o k e n u p , a n d t h e n a r r o w J i n s h a ji a n g e e a n i e b a s i n e x t e n d e d
·

T h e Q ia n g t a n g
一

Q a m d o

a n d Z o n g z a l a n dm a s s e s w e r e s e p a r a t e d f r o m t h e Y a n g t z e l a n dm a s s
.

T h e t h i r d s t a g e b e g i n s

w i t h t h e L a d i n ia n (M id d l e T r i a s s i e )
.

D u e t o t h e s u b d u e t io n o f t h e w e s t e r n P a l a e o 一

P a e i f ie

O e e a n , t h e m ig r a t i o n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l a n d m a s s f r o m e a s t t o w e s t a n d t h e s o u t h
一 a n d

n o r t hw a r d s u bd u e t i o n o f t h e r e m n a n t B a y a n H a r o e e a n i e b a s i n
, t h e e P i e o n t i n e n t a l a r e w a s

f o r m e d a lo n g t h e K u n l u n 一

W
e s t Q i n l i n g M o u n t a i n s i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p a r t , a n d t h e i s l a n d

一 a r e

z o n e o e e u r r e d a l o n g t h e J in s h a jia n g
一

Y u s h u r e g i o n i n t h e s o u t h e r n p a r t
.

T h e n t h e B a y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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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t h e o bd u e t i v e ly o r o g e n i e z o n 亡 o n t h e w e s t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l a n dm a s s
.

H o w e v e r , t h e L h a s a l a n d m a s s a n d G y a n g z e r e g i o n w e r e e o n v e r g e d w i t h t h e

S o u t h C h i n a la n dm a s s d u r i n g t h e l a t e L a t e M e s o z o i e t o T e r t ia r y
.

K e y w o r d s :
S o u t h C h in a e o n t i n e n t ,

P a n 一

Y a n g t z e l a n dm a s s g r o u p ,

P a n g e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