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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古生代—中三叠世, 中国南方在陆块间离散—聚合的不同构造运动体制下,分别在扬子陆块内部和边缘形

成了不同的盆地原型及其演化序列。在扬子陆块的西南缘, 主要形成裂谷—被动大陆边缘坳陷—弧后盆地的原型

演化序列;扬子陆块南缘发育裂谷到台内坳陷再到裂谷原型演化序列;扬子陆块内部主要形成台内拗陷—裂谷的原

型演化序列。古特提斯洋演化对晚古生代构造和盆地原型的演化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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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大陆是由扬子 、华夏两个主要陆块以

及其间的微陆块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拼贴并不断

增生的复合大陆 。随着加里东运动的结束, 中国南

方大陆再次得到增生,并和华北陆块实现联合,形成

古中国陆块 。晚泥盆世—早石炭世, 古中亚陆块俯

冲消亡,西伯利亚陆块与古中国陆块拼贴而形成古

亚洲大陆。与此同时, 我国南方大陆的西缘至南缘

发生裂解离散,预示着古特提斯洋演化的开始
[ 1, 2]
。

中国南方晚古生代 —中生代早期 (中三叠世 )盆地

原型的形成和演化, 是在北挤南张的大地构造背景

下发生的,而对晚古生代构造演化起决定性作用的

则是古特提斯洋的演化。从全球动力学及控制沉积

盆地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的角度看, 中国大陆晚古

生代经历了泥盆纪—早石炭世 、晚石炭世 —早二叠

世 、晚二叠世 —中三叠世三个重要演化阶段。

1　古特提斯洋的演化

古特堤斯洋是在前特堤斯洋基础上从泥盆纪开

始再度扩张形成的多岛洋, 由澜沧江洋 、金沙江洋 、

甘孜 -理塘洋及其间的陆岛链构成
[ 1 ～ 4]

, 其中澜沧江

洋是主洋盆。古特堤斯洋呈 U型从西南 、南 、东南

环绕古亚洲陆块,其范围可达我国东北延边和三江

地区及其更北地区
[ 1]
。南昆仑洋-秦岭裂谷是古特

提斯洋在古亚洲大陆南部撕开的一个口子, 并伸入

大陆腹部 。古特堤斯洋控制了我国南方晚古生代 —

中生代早期沉积盆地的发育与演化,是中国南方晚

古生代最重要的构造演化带。

1.1　古特提斯主洋盆—澜沧江洋

该洋盆位于昌都-思茅地块与藏中南 -缅马泰

陆块之间,它的残留体 —大洋蛇绿岩套碎块以构造

混杂岩的形式保存于孟连 -昌宁-上澜沧江-双湖-空

喀拉缝合带内
[ 5 ～ 8]

。它是晚元古代至早古生代期间

连续发育的大洋,自中泥盆世开始扩张并产生新的

洋壳 。受该洋盆的分隔, 形成南北两个沉积 -生物

区,南侧为冈瓦纳型沉积和冷水动物群 、舌羊齿植物

群,北侧为扬子型沉积和暖水动物群 、大羽羊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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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9]
。

该洋盆经历了完整的威尔逊旋回演化过程,即

裂谷阶段 (D1 ) 、红海阶段 (D2 ) 、大西洋阶段 (D3-

C1 ) 、太平洋阶段 (C2 -P) 、地中海阶段 (P2-T2 )和碰

撞造山阶段 (T3 -J) ,其中,晚泥盆世—早二叠世是该

洋盆的主要扩张期 。有资料表明, 当时该洋盆的宽

度至少达1000 ～ 1200km,扩张速率达 3.87cm/a
[ 10]
。

其洋壳消减方向自西北向东南推进,晚石炭世末—

早二叠世洋盆西北段开始向东俯冲消减, 早二叠世

末 —中三叠世为快速俯冲消减阶段, 不仅形成高压

蓝片岩带,而且在思茅微陆块西侧形成杂多-景洪火

山弧和弧后盆地, 充填了晚二叠世—三叠纪巨厚海

陆交替相碎屑岩和双峰火山岩 。从昌宁-类乌齐 、孟

连 -泰国 、马来西亚一带碰撞型花岗岩 Sr同位素年

龄多在 240 ～ 200Ma判断,洋盆闭合时间在中晚三叠

世
[ 11, 12]

。

1.2　古特提斯次洋盆

1.金沙江-墨江洋

该洋盆位于昌都-思茅微陆块 、中咱微陆块及扬

子陆块之间,其洋壳残余以蛇绿混杂岩形式存在于

青海南部西兰乌金湖 -金沙江沿岸 -滇西哀牢山西侧-

越南长山一带。其形成是在澜沧江主洋盆持续扩张

作用下,华南陆块南缘受拉张而离散,使北羌塘 、昌

都 、思茅微陆块从华南主陆块分裂出去所致 。从中

甸 、维西一带产出的晚石炭世早期洋脊玄武岩和德

钦以北至青海特拉什湖以西存在的三叠纪蛇绿岩套

判断,该洋盆至少在早石炭世末-晚石炭世初已经形

成,并一直持续发育到三叠纪。

金沙江 -墨江洋的俯冲始于早二叠世晚期, 洋盆

中北段的金沙江洋向西俯冲,南段的墨江洋则向西

南俯冲,从而在北羌塘 -昌都 -思茅微陆块链东侧形

成弧前盆地 、陆缘岩浆弧 。该洋盆关闭和发生碰撞

造山的时间主要在中三叠世,并一直持续到三叠纪

末甚至更晚 。

2.甘孜 -理塘洋

该洋盆的形成主要与金沙江洋向西俯冲 、华南

陆块边缘强烈拉张破裂使中咱微陆块脱离主陆有

关 。其向北延伸至玉树以西,向南在三江口附近与

金沙江 -墨江洋相接 。根据该洋壳蛇绿岩套上部组

合硅质岩中的放射虫化石时代为晚二叠世 —三叠

纪,说明该时期已达成熟洋盆规模。晚三叠世中期,

洋盆向西南方向的中咱陆块俯冲, 使该陆块东侧由

被动边缘转化为弧-盆活动边缘, 自东向西依次形成

理塘海沟 、玉隆弧前盆地 、昌台-乡城岩浆弧及弧间

盆地群和义墩弧后盆地
[ 4]
。该洋盆关闭和碰撞造

山时间在晚三叠世瑞替克期—早侏罗世 。

3.南昆仑洋-南秦岭裂谷

该洋盆-裂谷带沿扬子与华北陆块拼合带及其

南侧附近发育 。代表该洋盆的石炭 -二叠纪蛇绿岩

套分布在新疆的麻扎 -木孜塔格至青海东部的索托

湖-阿尼玛卿山一线。至于勉略带蛇绿岩带,以往多

数地质学者认为该带是曾经存在晚古生代-中生代

早期的大洋, 但根据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
[ 13, 14]

, 其

应属于中 、新元古代 (晋宁期 )洋盆, 而且该带不具

备碰撞缝合带的典型特征 。综合各家资料认为, 该

带可能以窄洋盆与东侧南秦岭裂谷过渡, 是加里东

期华北与扬子陆块碰撞未关闭并向西敞开的残留洋

盆,后来在晚古生代进一步扩张,形成南秦岭裂谷 。

勉略带以东未见蛇绿岩套, 仅在局部见有二叠纪中

晚期铁质超基性岩和基性火山岩, 属陆内裂谷,且裂

谷发育期 (二叠系-早三叠世 )沉积物主要为浅海-次

深海碎屑复理石 、钙泥复理石 、深色薄层灰岩及硅质

岩,尚未见深海沉积
[ 3]
。该洋盆 -裂谷关闭与碰撞造

山主要发生在中晚三叠世, 并由东向西呈 “剪刀 ”式

关闭 。因此,从晚古生代 -中生代早期, 扬子 、华北

两陆块经历了反向旋转 (对应南秦岭裂谷的打

开 )—相向旋转 (对应南秦岭裂谷的关闭 )的过程。

2　泥盆纪 -早石炭世构造演化与盆地

原型

　　该时期,北部北秦岭洋自东向西的剪式关闭而

发生陆-陆碰撞造山, 南部古特提斯澜沧江洋扩张,

形成 “北挤南张 ”的区域构造 -盆地格局 (图 1) 。扬

子北缘沿北秦岭造山带山前的商丹断裂以南为近东

西走向的碰撞前陆盆地, 前陆盆地南侧的中 -下扬子

地区形成一个东西向条状的台内拗陷。南部湘黔桂

粤地区,形成以钦防扩张海槽为共扼中心的北东向

湘桂断陷和北西向右江断陷。在南北两大沉积区之

间为上扬子-江南 -浙闽剥蚀古陆。南部拉张作用导

致华南陆块边缘沉降,海水向陆侵进,早石炭世时海

岸线已达贵阳 、桂林 、桃源 、萍乡 、吉安 、紫金一线 。

北部的挤压作用对松潘区段影响较小,仍保持碳酸

盐台地环境。在龙门山地区, 很可能是为与南秦岭

前陆盆地垂直相接的断陷。泥盆纪沉积了一套厚度

较大的细 -中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华南陆块西南缘

因古特提斯澜沧江洋扩张的持续增强,导致其边缘

的拉张裂散,接受被动大陆边缘坳陷沉积,并在康滇

古陆东西两侧发育形成盐源 -大理裂谷和凉山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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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南方泥盆纪—早石炭世盆地原型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oftheDevonian-EarlyCarboniferousbasinprototypesinsouthernChina

裂谷。古特提斯洋-古太平洋呈 “U”字形环抱中国

南方大陆南部,浙闽东侧的东南沿海地区处于被动

大陆边缘坳陷沉积环境。

2.1　扬子北缘南秦岭碰撞前陆盆地

志留纪末—泥盆纪初, 伴随着扬子和华北陆块

碰撞,北秦岭向南逆掩造山, 南秦岭则坳陷成盆,中

泥盆世达到鼎盛 。早石炭世,随着北部褶皱冲断带

的向南推进,先期盆地北部的深沉降带卷入褶皱冲

断和抬升,沉降中心南移。在此冲断作用的同时,由

于兼有较大的右行平移, 盆地还受到平行于挤压方

向的正断层作用,在盆地沉降带上迭置了北北西走

向右行雁列的次拗和次隆
[ 14]
。横断面结构极不对

称,前渊深坳陷部位邻近北侧造山带,仅泥盆纪沉降

幅度就达 6000 ～ 8000m, 以砂泥质复理石为主。向

前陆后缘隆起方向由复理石 、碳酸盐岩互层过渡到

浅海碳酸盐岩和滨岸冲积扇粗碎屑岩, 厚度减至

3000 ～ 4500m。盆地向东延伸至商城一带, 南则以

略阳-安康断裂为界 。

2.2　中下扬子台内拗陷盆地

中泥盆世,扬子陆块大面积暴露,仅有范围很小

的拗陷发育区,限于鄂中和浙西北地区,沉积了厚度

不大的滨岸-浅海石英砂岩;晚泥盆世—早石炭世,

下扬子接受来自东侧的海侵,并与鄂中拗陷相连,海

域向西 、南方向扩大, 但止于西端的渝东北万州附

近,沉降幅度不大,沉积了厚 300 ～ 500m的滨海碎屑

岩和浅海碳酸盐岩。

2.3　钦防拗拉槽和湘桂裂谷

钦防拗拉槽是早古生代中晚期华南陆块东南缘

增生拼贴造山时残留的海槽, 该区泥盆系与志留系

整合接触 。晚古生代 —早三叠世主要为深海-半深

海相放射虫硅质岩 、硅质页岩 、黑色泥岩 、砂泥浊积

岩夹枕状玄武岩 、火山凝灰岩 。蛇绿混杂岩出露广

泛,枕状玄武岩夹于中泥盆统硅质岩中,表明该时期

强烈拉张,已有洋壳形成,其时代与澜沧江洋扩张一

致。因此,可以将其认为是古特堤斯洋伸入华南陆

块的拗拉槽
[ 1]
。

湘桂裂谷是钦防拗拉槽在华南陆块上的延伸部

分。主要由地堑 、台垒相间呈北东向平行排列,受三

江断裂 、城步-龙胜 -永福断裂 、衡阳-梧州断裂带等控

制。由于受北东东向 、北西向次级构造的影响,使得

该盆地具有复杂的构造背景。中泥盆世 —早石炭世

经历了三次幕式拉张。盆地沉积有深水相的泥硅质

岩, 双峰式火山岩, 堑-垒式的槽-台交替展布格局明

显。

2.4　右江断陷区

平面上呈北西向展布, 与湘桂裂谷交汇于钦防

海槽,两者构成 “U”型环扬子地台南缘裂谷盆地带,

呈现由断陷槽与台地相间的古构造格局 。右江断陷

盆地的右江台块和台槽分界受右江 、都安 、河池等断

裂控制,且沿断裂带有火山活动。早泥盆世晚期 、中

泥盆世末 -晚泥盆世初和早石炭世是三次主要的拉

张活动期 。在拉张活动期间, 槽 -台格局显著, 沉积

分异明显,台块上主要为浅水碳酸盐岩沉积,断槽中

以深水相黑色页岩 、含放射虫硅质岩 、硅质泥岩为

主,在台块边缘与断槽过渡的断裂带上,则以滑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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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状灰岩和生物礁 、滩为主 。

2.5　盐源-丽江裂谷与凉山-昆明裂谷

凉山-昆明裂谷东部边界北段为峨嵋 -金阳断

裂,向南与滇东北的断陷盆地相连。西界以普雄河

断裂和则木河-巧家 -易门-罗茨断裂为界。泥盆纪是

海水不断扩张的过程, 沉积建造由早泥盆世的陆源

碎屑建造 、中泥盆世的陆屑碳酸盐岩建造和晚泥盆

世的碳酸盐岩建造组成 。泥盆纪末期的 “柳江运

动 ”使本区普遍上升, 早石炭世的海侵使本区仍保

留滨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

盐源-大理裂谷东界受盐边断裂控制, 西界为木

里 -丽江断裂,底部为陆相的砾岩和中 -粗碎屑岩,厚

度变化大,向上逐渐变为稳定的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

3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构造演化与盆
地原型

　　晚石炭世,伴随着金沙江洋扩张,华南陆块整体

沉降。海水自西南 、东南两个方向侵入, 海侵范围

大,除上扬子南部的川南 、滇东北 、黔北和浙闽中东

部仍然为隆起外,其余广大地区均为海水覆盖,接受

开阔台地浅海碳酸盐岩沉积。因此, 该阶段以区域

整体沉降和广泛海侵为主,形成广阔的中国南方碳

酸盐岩台地 (图 2) 。早二叠世早期,海侵范围达到

最大, 淹没了整个华南陆块, 在相对较高的川中南-

黔北区沉积了浅色厚层灰岩,其它地区为较深水深

色灰岩 、燧石条带灰岩夹硅质岩,形成华南地区重要

的烃源岩 。扬子地台北部拗陷向西延伸, 与西部海

域相连,南部湘桂断陷 、右江断陷区拉张活动停止,

盆地收缩变浅,并接受局限台地潟湖相沉积。与此

同时,上扬子台地西南缘, 受金沙江洋扩张的影响,

在三江口 -木里一带形成裂谷 。早二叠世晚期, 由于

甘孜 -理塘洋的形成与扩张, 以及南昆仑洋向东拓

展,使中国南方又进入了区域强烈拉张期,至中三叠

世期间,整个华南地区一直处于幕式拉张环境,最显

著的表现是上扬子地区碳酸盐岩地台的破裂和玄武

岩喷发。早二叠世茅口期, 扬子北部拗陷开始向断

陷盆地转化, 南部湘桂地区再次拉张断陷, 槽-台格

局再次分异,且断陷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扬子陆块的

南北两侧, 还影响到扬子陆块内部 。在赣东北 、川

东-黔中 (织金 )一带及龙门山 -滇西盐源一带发育

以北东向为主的拉张断陷。

3.1　扬子陆块北缘台内拗陷

石炭纪晚期,随着前陆盆地消亡,南秦岭转化为

台内拗陷,拗陷南侧为北大巴山隆起剥蚀区。晚石

炭世 —早二叠世早期, 该拗陷构造和沉积格局变化

不大,反映构造活动相对平静,以继承性沉降为主,

沉积主要局限在汉中-安康-十堰一线以北至山阳-柞

水褶皱冲断带之间,堆积了上千米厚的滨浅海碳酸

盐岩夹碎屑岩,并夹有陆相砂页岩及薄煤线。在北

大巴山隆起与上扬子 -江南隆起之间亦夹持一东西

走向的台内拗陷,且该台内拗陷向东一直延伸到皖

南北部 —苏北的下扬子地区 。早二叠世中期, 受海

图 2　中国南方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盆地原型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oftheLateCarboniferous-EarlyPermianbasinprototypesinsouthernChina

96



2009年 ( 2) 中国南方晚古生代构造演化与盆地原型

侵影响,该拗陷明显加深和拓宽,沉积了较深水的海

相含硅炭质灰岩夹硅质岩地层, 明显不同于两侧台

地相的浅色厚层灰岩,是南方地区重要烃源岩 。

3.2　滇黔桂台内拗陷和赣湘粤台内拗陷

晚石炭世, 由于拉张活动的停止, 盆地收缩变

浅,槽 -台相间格局基本消失,其中右江区具断-拗性

质,湘粤区具拗陷性质 。总体以浅水碳酸盐岩台地

为主, 局部地区发育泻湖相泥晶灰岩 、白云岩等沉积

组合, 且该格局一直延续到早二叠世早期 (栖霞

期 ) 。早二叠世晚期 (茅口期 ) , 由于拉张断裂再次

活动, 槽-台相间格局再次分异, 断槽内以深水相的

暗色含海绵骨针泥晶灰岩 、含放射虫硅质岩为主,而

台块上为巨厚的浅色灰岩沉积区 (夹透镜状煤层 ) ,

显示水体极浅,具有间歇暴露的沉积特征 。

3.3　钦防拗拉槽

早二叠世晚期,拗拉槽虽然在东北段岑溪-云浮

一带曾一度闭合,但该区上二叠统硅质岩 、浊积岩等

深水相岩系广泛分布 。

3.4　西南被动边缘盆地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金沙江洋已演化为成熟

洋盆, 昌都-思茅陆块裂离华南主陆块,陆块两侧形

成对称被动大陆边缘,并在理塘-木里裂谷内有板内

基性火山岩 、滑塌混积岩 、泥钙质岩和硅质岩发育 。

在羌北 -昌都-思茅陆链的北东边缘, 晚石炭世沉积

陆棚相碳酸盐岩和少量滑混岩 。早二叠世早期,拉

张增强,依次沉积了从陆棚碳酸盐岩和滑塌混积 -大

陆斜坡深海扇浊积砂泥岩, 以及硅泥质远源浊积岩

和放射虫硅质岩, 基性火山岩喷发活动也很频繁 。

早二叠世早期,澜沧江洋自南部临沧一带开始向东

俯冲消减,在东侧产生了杂多-临沧火山岩带, 而在

景洪形成弧后盆地 。

4　晚二叠世—中三叠世构造演化与盆

地原型

　　自早二叠世晚期以来,受甘孜-理塘洋的扩张的

影响,在鲜水河 、龙门山和康滇等地形成以康定为中

心的 “三叉 ”形裂谷系;受古特提斯西段南昆仑—阿

尼玛卿一带扩张的影响, 在南秦岭 —大别一带形成

近东西走向的裂谷 (图 3) 。在此构造格局下, 整个

中国南方地区处于区域幕式强烈拉张期, 强烈拉张

主要有两期:早二叠世末期—晚二叠世初期和晚二

叠世末期 —早三叠世 。扬子西南缘 -松潘台地的南

北缘于该时期形成被动边缘, 分别面向南侧的甘孜 -

理塘洋和北侧的南昆仑-阿尼玛卿洋 。扬子北部下

扬子 —川北一带由前期的台内拗陷向拉张断陷转

化,呈拗-断并列或交互演变格局。南部湘桂一带进

入拉张最强烈时期,右江断陷内局部甚至开始出现

洋壳物质,同时断陷进一步向北东方向发展,可达江

绍—下扬子一带,早期曾一度与下扬子裂陷盆地相

通,形成北东走向的断陷盆地带;在赣南 —闽西南 —

粤东的龙南-韶关 、大田-福清一带发育有小型断陷,

从而在华南东南部形成堑 、垒相间格局 。在东南沿

图 3　中国南方晚二叠世 —中三叠世盆地原型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oftheLatePermian-MiddleTriassicbasinprototypesinsouther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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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福建长乐-南澳断裂带以东地区, 仍继承前期构

造 -沉积格局, 为面向东南古大洋的被动边缘。另

外,在甘孜-理塘洋发生扩张的同时,金沙江洋向西

南俯冲消减, 澜沧江洋向东北俯冲消减, 从而使昌

都 -思茅陆块链东西两侧由被动陆缘转化为对称的

弧 -盆活动边缘,中咱地块西缘仍为被动大陆边缘 。

4.1　南秦岭裂谷

晚二叠世,随着南昆仑洋向东拓展并以裂谷形

式伸入南秦岭,在甘肃南部合作 、碌曲和陕南凤县地

区,分布有下二叠统—中三叠统重力流滑塌混积岩

和巨厚的深水相泥砂质浊积岩与碱质火山岩组合,

表明扬子地台北缘已转化为裂谷。晚二叠世晚期—

早中三叠世, 裂谷向东作用在南秦岭山阳 、柞水一

带,早二叠世晚期 (茅口期 ) —晚二叠世主要沉积序

列为滨浅海台地相碳酸盐岩夹碎屑岩沉积 。早三叠

世早期转变为台缘 -陆棚相钙泥质沉积, 晚期为陆

棚 -陆棚边缘斜坡相钙泥质类复理石夹较多碎屑流

和滑塌沉积组合,中三叠世过渡为陆棚外斜坡含钙

细碎屑岩。总体反映沉降速度从早二叠世晚期 —中

三叠世迅速增大的过程。

4.2　下扬子 -川北台内坳断盆地

早二叠世晚期—早三叠世, 受构造动力学环境

转为南北向脉式拉张的影响, 下扬子-川北地区由台

内坳陷转化为断陷。盆地沉降中心西移至上扬子北

部,并沿雪峰西缘以近南北向狭长的巫溪-贵阳断-

拗与右江裂谷相连。断陷发育的标志是早二叠世末

期和晚二叠世末期,在镇江 -南京-巢县 -京山和巫溪 、

城口 、万源 、旺苍 、广元的一带, 连续分布有深水相的

放射虫硅质岩和泥质硅质岩。沉积特征一般是从断

槽中的含硅灰岩 、深色灰岩过渡到台地边缘礁滩和

台内浅色灰岩。早三叠世沉积了深水陆棚纹层状泥

质灰岩,并发育有重力滑动角砾状灰岩;中三叠世盆

地萎缩,并被晚三叠世之后的大别冲断带的前渊迭

加改造 。

4.3　东南断陷盆地

主要发育江山-浏阳 -桂林一带的江绍裂谷和湘

桂裂谷 、龙南 -韶关的建安-东莞裂谷和大田 -福清三

条北东向地堑带及其间的台垒带。地堑带沉积二叠

系深水相的放射虫硅质岩和早三叠统砂泥 、钙泥等

远源浊积岩及边缘滑积岩。从北西向东南, 浊积岩

由砂泥质向钙泥质变化, 显示向南海水加深, 长乐-

南奥断裂以东最外带的陆地边缘可能已属被动边缘

范围。早三叠世晚期,东南沿海闽粤一带抬升,盆地

向西迁移,海水向西南方向退出 。

4.4　右江裂谷

早二叠世末期 —早三叠世是拉张和沉降最剧烈

的时期。地堑 、地垒结构反差最显著,地堑逐渐扩大

而台垒逐步减小。地堑内发育深水相的放射虫硅质

岩和含海绵骨针泥晶灰岩 、浊积岩及火山岩。西南

部凭祥-那坡 -富宁地堑核部有共生的超镁铁质岩和

玄武岩产出,反映已达初始洋盆规模。中三叠世起,

由于南侧越北地块向北冲断隆起,该裂陷区转化为

残余海盆并向北迁移, 堆积了巨厚的近源陆源碎屑

岩。

4.5　康定三叉裂谷

由鲜水河 、龙门山和康滇三叉裂谷构成,它们向

外延伸并分别与古特提斯洋盆相连。早二叠世末

期—晚二叠世,以碳酸盐重力流和喷发海相枕状玄

武岩沉积为主,底部常见滑塌角砾状灰岩,在鲜水河

裂谷的局部出现初始洋壳。裂谷与洋盆之间为向洋

倾斜的沉降台块,沉积了较深水相的碳酸盐岩。

4.6　松潘被动边缘盆地

晚二叠世至中三叠世, 该区受南北两侧洋盆扩

张的影响而拉张沉降,水体不断加深,并以先前松潘

台地为沉降中轴向南北两侧倾斜,具备陆架上部-陆

架下部-陆坡 -深海盆地的古地理面貌, 使整个上扬

子西侧呈现离散的被动大陆边缘格局。该区二叠

系—中下三叠统主要为一套砂岩 、泥板岩夹碳酸盐

岩沉积,上二叠统—下三叠统还夹有基性火山岩,反

映有强烈的拉张裂陷活动。

4.7　昌都 -思茅弧后盆地

由于澜沧江洋 、金沙江洋先后向昌都-思茅陆块

链对向俯冲,在该陆块链的西侧形成杂多-景洪火山

弧带及弧后盆地, 充填了晚二叠世 —三叠纪海陆交

互相碎屑岩和双峰火山岩。东侧沿俯冲带生成蓝片

岩带,并自东向西依次出现弧前盆地和陆缘岩浆弧。

晚二叠世末—三叠纪初, 南羌塘-保山微陆块与北羌

塘-昌都 -思茅陆块链碰撞造山, 致使该区大部分地

区缺失下三叠统。金沙江洋的关闭与碰撞造山发生

在中三叠世,并延续到三叠纪末甚至更晚,形成金沙

江造山带,该造山作用使昌都东缘的岛弧向西强烈

冲掩,弧后区随之强烈拗陷,沉积了数千米上的上三

叠统海陆交互相火山岩 、碳酸盐岩和含煤碎屑岩 。

5　结　论

( 1)中国南方泥盆纪—早石炭世主要表现为北

部北秦岭加里东造山带的继续碰撞造山和南部受澜

沧江洋扩张影响的拉张裂陷;

98



2009年 ( 2) 中国南方晚古生代构造演化与盆地原型

( 2)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华南陆块西南缘继

续裂解,金沙江洋形成并扩张, 形成碳酸盐台地的大

面积发育和南北两侧台内拗陷的发育;

( 3)晚二叠世—中三叠世属强烈拉张阶段, 自

早二叠世末期 (茅口期 )开始,受西南缘甘孜-理塘洋

的扩张与北部秦岭-大别裂谷的形成与引张的影响,

中国南方稳定的碳酸盐台地内部广泛发育了以裂陷

为主或断-拗交互演替的复杂结构盆地;

( 4)古特提斯洋扩张对我国南方的影响是由南

部陆缘逐步向北部陆内扩展的, 从而决定了中国南

方晚古生代 —中生代早期盆地在不同时段 、不同地

区发育演化上的差异 。

本文得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张渝昌教授级高工

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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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PalaeozoictectonicevolutionandbasinprototypeinsouthernChina

LIFeng-jie1, 2
, ZHENGRong-cai1, 2

, ZHOUXiao-jin3, ZHAOJun-xing2, JIANGBin2

( 1.StateKeyLaboratoryofOilandGasReservoirGeologyandExploitation,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610059, Sichuan, China;2.InstituteofSedimentaryGeology,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610059, Sichuan, China;3.InstituteofPetroleumGeology, SINOPEC, Wuxi214151, Jiangsu, China)

Abstract:Thedistinctbasinprototypesandtheirevolutionarysequencesweredevelopedwithinoralongthe

Yangtzelandmassinthedivergence-convergencetectonicregimesinsouthernChinaduringtheLatePalaeozoicto

theMiddleTriassic.Therift-passivecontinentalmarginaldepression-backarcbasinsequencesoccurredalongthe

southwesternmarginoftheYangtzelandmass.Therift-intraplatformdepression-riftsequencesweredevelopedalong

thesouthernmarginofthelandmass.Theintraplatformdepression-riftsequenceswereorganizedwithintheYangtze

landmass.TheevolutionofthePalaeo-Tethysmayhaveexertedanimportantinfluenceontheformationand

evolutionoftheLatePalaeozoictectonicsandbasinprototypes.

Keywords:LatePalaeozoic;southernChina;divergence-convergence;basinproto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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