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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野外露头观察和对前人研究成果整理的基础上, 对浙江丽水老竹盆地白垩纪地层进行了对比和重新划分,

并进行了相带划分,识别出河流 、湖泊 、火山喷发及冲积扇相。老竹盆地在早白垩世经历了三次拉张背景下的断陷

盆地沉积-喷发旋回;早白垩中晚期的浙闽运动导致浙西北主体的相对上升 、接受剥蚀和浙东南的不均衡沉降 ,气候

由早期的温暖干旱变为晚期的干热环境;至晚白垩世,老竹盆地整体由拉张断陷为主向挤压 、隆升为主的构造背景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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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属环太平洋西岸构造 -

岩浆活动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跨扬子准地台和华

南褶皱区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 印支运动后开始

褶皱上升成陆,接受陆相早 、中侏罗世沉积;兰江运

动后,发生了强烈的断裂活动和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和岩浆侵入, 相继形成断陷 、断拗和火山洼地等盆

地, 沉积了厚度巨大的火山岩 、河湖相碎屑岩及泥质

岩组合
[ 1]
。

浙江的白垩纪沉积盆地规模较小, 数量众多。

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对整个浙江省范围的研究, 对

于各个盆地的沉积特征及其沉积背景的研究较为粗

略, 相关的研究资料较少,从而限制了全区沉积特征

的对比以及对全区沉积环境和演化的认识。本文通

过对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地层出露较为完整的浙江

丽水老竹盆地的详细研究, 对地层进行了重新划分

和对比,并通过对白垩纪地层的岩性 、沉积相和环境

分析,重塑老竹盆地的沉积演化史 。

2　地质背景

2.1区域地质概况

老竹盆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西北莲都区老竹畲

族镇,构造上属华南褶系浙东南褶皱带 。构造以褶

皱为主,断裂较为发育 (图 1), 北北东向断裂有丽

水 -余姚深断裂和鹤溪-奉化大断裂,东西向断裂有

衢州-天台大断裂 、北西向的断裂有淳安-温州大断

裂及松阳-平阳大断裂。整体上,区域构造线以北东

向 、北西向为主, 影响和控制老竹中生代盆地形成及

其沉积演化 。

老竹盆地是浙江省 20余个红色盆地之一, 白垩

纪的沉积以红色砂砾岩及火山岩为主, 经受了构造

变形和后期风化侵蚀, 在盆地边缘构造破碎带形成

由红色砂砾岩组成的独特地貌景观 —红峰丹崖, 盆

地周边丘陵地带由火山喷发间歇期沉积物 —紫色粉

沙岩和古近纪—第四纪的洪冲积物组成。

2.2　岩石地层划分

现代地层学虽然已由统一地层划分阶段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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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构造位置图

①丽水-余姚深断裂;②鹤溪-奉化大断裂;③衢州-天台大断裂;

④淳安-温州大断裂;⑤松阳-平阳大断裂;⑥江山-绍兴深断裂

Fig.1　TectonicsettingoftheLaozhuBasin

① =Lishui-Yuyaofault;② =Hexi-Fenghuafault;③ =

Quzhou-Tiantaifault;④ =Chunan-Wenzhoufault;⑤ =

Songyang-Pingyangfault;⑥=Jiangshan-Shaoxingfault

多重地层划分阶段,但岩石地层的划分仍然是地质

工作的基础。对于白垩纪地层的划分,有二分和三

分两种方案,依据最新厘订的国际地层划分方案,本

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二分法 。

有关浙江省白垩系的区域对比, 从 20世纪 70

年代到 90年代发表的论著中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表 1) 。不同作者的地层划分及其时代归属不同,

对同一地层单位也有不同的理解 。本文原则上尊重

前人已厘订的地层名称,但也根据实际资料略做一

定修改 。

建德群源自刘季辰 、赵亚曾 ( 1927)
[ 2]
创立的建

德系。原意指建德 -寿昌一带被掩埋于流纹岩之下

的紫色砂岩 、凝灰质砾岩 、凝灰岩及灰绿色砂岩组

合,建德系之上是流纹岩 。 1963年前后的研究发

现,建德系之上的所谓流纹岩系,是构造变动造成的

岩层重复,实属建德系之火山岩,即现在人们所知的

劳村组 、黄尖组 、寿昌组及横山组 。

永康群源于浙江省石油地质队 ( 1979)在永康

盆地创建的永康组, 永康组下部的杂色层和上部红

色层分别称馆头段和朝川段,其上的紫红色 、灰紫色

厚层块状砾岩称 “方岩砾岩 ”。浙江省区测队

( 1962)将馆头段和朝川段分别改建为馆头组和朝

川组,此后永康组一名不再继续使用,而馆头组与朝

川组一直被广为沿用。 1980年, 鞠天吟 、陈其爽等

又将浙东南的馆头组 、朝川组及其上的方岩组合称

为永康群, 郝诒纯等 ( 1982)
[ 3]
也将包括馆头组 、朝

川组和方岩组归并为永康群 。

《浙江岩石地层 》的划分方案对该区地层的划

分影响最大,但其有许多不足之处。罗以达 、俞云文

( 2004)
[ 3]
通过同位素年龄 、古地磁及在永康盆地朝

川组中发现蜂窝蛋科 (Faveoloolithidae)恐龙蛋化石

等资料,认为以前划分的永康群 、衢江群和天台群是

同期异相的堆积 。蔡正全 、俞云文
[ 5]
通过对代表性

表 1　浙江白垩系地层及时代划分沿革
Table1　DivisionoftheCretaceousstratainZhejiang

20



2010年 ( 2) 浙江丽水老竹盆地白垩系沉积特征及沉积环境

盆地岩石地层层序 、古生物 、同位素年龄资料的综合

分析,也发现永康群 、天台群和衡江群是早白垩世晚

期至晚白垩世早期的同期异相堆积,不存在相互叠

覆关系。

本文将本研究区白垩系地层从下至上依次划分

为:建德群 (包括劳村组 、黄尖组 、寿昌组 )和永康群

(包括馆头组 、朝川组 、方岩组 ) (表 1) 。

3　丽水老竹剖面沉积特征

3.1　剖面特征

老竹剖面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西北方向约 28km,

出露地层自下而上为劳村组 、黄尖组 、寿昌组 、馆头

组 、朝川组 、方岩组,是浙江省最著名的一条白垩系

剖面,是老竹盆地沉积地层的典型代表。它证实了

含有不同生物群化石的馆头组和寿昌组是上下层位

关系而不是同期异相沉积。

剖面起点位于老竹镇北部下桥村村委会东侧,

往北沿大岗山至盘底村后山, 自下而下上沉积地层

是 (如图 2):

劳村组:上部为深灰色 /浅灰色流纹质含角砾玻

屑熔结凝灰岩, 角砾成分有英安岩 、安山岩和流纹

岩,具假流纹构造, 夹灰紫色凝灰质粉砂岩;中上部

为浅紫红色钙质泥质粉砂岩夹灰绿色薄层泥岩, 产:

叶肢介 Yanjiestheriasinensis, Y.chekiangensis, Y.

kyongsangensis;介形类 Rhincocyprissp.;植物 Coniop-

terissp.等 。厚约374m, 未见底。

黄尖组:顶部为灰绿色凝灰质砂岩 、沉凝灰岩 、

角砾凝灰岩, 流纹质晶屑玻屑凝灰岩, 块状流纹斑

岩。厚约 370m。

寿昌组:上部为灰黑色泥页岩夹薄层粉砂岩 、页

岩夹凝灰岩,下部为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夹含砾粗砂

岩, 底部为灰黄色砾岩,向上粒度逐渐变细 。产:叶

肢介 Migransiakasaiensis( Marliere), Yanestheria

laozhuensis, Y. yumenensis, Y.kyong-kangensis,

Neodiestheriasp.等;介形类 Damonllazhejiangensis;

瓣鳃类 Ferganoconchashouchangensis, F.ovalis, F.

curta, F.sibirica等;腹足类 Probaicaliasp.等 。厚

约366m。

馆头组:顶部为安山质集块熔岩 、角砾熔岩与安

山玢岩组成的火山喷发旋回, 中部为灰绿色钙质泥

质粉砂岩夹灰紫色薄层泥岩,底部为灰红色砂砾岩 、

砾岩,粉砂岩, 局部具大型斜层理。整体上粒度逐渐

变 细 。 产:叶 肢 介 Orthestheriopsisguantouensis

ChenetShen( sp.nov.) , Ortheseriayongkangensis,

图 2　老竹剖面沉积特征

1.砾岩;2.含砂砾岩;3.砂岩;4.粉砂岩;5.钙质粉砂岩;6.泥质

粉砂岩;7.粉砂质泥岩;8.泥岩;9.泥页岩;10.安山质集块溶岩;

11.安山玢岩;12.角砾熔岩;13.凝灰质砂岩;14.凝灰岩;15.沉

凝灰岩;16.流纹质晶屑玻屑凝灰岩;17.角砾凝灰岩;18.流纹斑

岩;19.流纹质含角砾玻屑熔结凝灰岩

Fig.2　SedimentarycharacteristicsoftheLaozhusection

1=conglomerate;2=sand-bearingconglomerate;3=sand-

stone;4 =siltstone;5 =calcareoussiltstone;6 =muddy

siltstone;7=siltymudstone;8=mudstone;9=argillutite;

10=andesiticagglomeraticlava;11 =andesiticporphyrite;

12=brecciatedlava;13 =tuffaceoussandstone;14=tuff;

15=sedimentarytuff; 16 =rhyoliticcrystal-vitrictuff;

17=brecciatedtuff;18=rhyoliticporphyry;19 =rhyolitic

breccia-bearingvitricwelded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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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estheriaguantouensis, Cratostracuszhejiangensis;

鱼 Paralycopterawui, Teleosteiindet;介形类 Cypridea

(Morinia) monosulcatazhejiangensis, C.(M.) para-

compressa等;植物 Onychiopsissp.等。厚约 926m。

朝川组:紫红色砂砾岩 、含砾砂岩 、砂岩 、粉砂质

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互层,上部夹酸性火山岩,下部含

玄武岩夹层。厚约 317m。

方岩组:紫红色厚层至块状粗 -巨砾岩夹砂砾

岩 、砂岩。向上粒度逐渐变细 。厚约360m。

3.2　地层的接触关系 、生物特征及时代

浙江白垩纪地层中产有丰富的生物化石, 有植

物 、轮藻 、抱粉 、腹足类 、双壳类 、昆虫 、叶肢介 、介形

类 、鱼类 、爬行类和恐龙蛋等 。前人对各门类生物化

石都有比较详细和系统的研究, 为地层的时代划分

和对比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通过对老竹剖面的研究, 对比和参考其它研究

者的成果,我们发现,建德群中劳村组 、黄尖组 、寿昌

组之间没有显著的沉积间断, 劳村组与寿昌组叶肢

介化石面貌的一致性也证明了这一点
[ 6]
。由劳村

组 、黄尖组和寿昌组中所产生物化石组合统称建德

生物群。建德群的层序和生物群面貌早已基本清

楚, 探讨其时代归属主要应考虑其所含的生物化石

和同位素年龄数据等。据陈丕基
[ 6]

( 1997)研究, 劳

村组和寿昌组中含有大量的 Yanjiestheria、Orthesther-

ia及 Neodiestheria属的分子, 这正是吉林东部早白

垩世延吉叶肢介群的主要组成属群 。同时这套地层

中广泛分布的叶肢介化石,属于早白垩世的 Yanjies-

theria生物群。李耀西等 ( 2001)
[ 7]
对建德群地质时

代的划分, 定在 Berrisian( ?)期至 Brremian期之间。

王明磊等
[ 8]
依据建德群内的古生物组合与同位素

年龄 ( 117 ～ 135Ma),也认为建德群的时代属早白垩

世。

寿昌组之上缺失了横山组, 被馆头组不整合覆

盖。馆头组以产淡水双壳类类三角蚌 Trigonioides

为特征,在寿昌组中迄今无此化石发现。这两个地

层组的地质年代不同
[ 9]
。

对比浙江白垩系不同盆地的永康群, 均可发现

馆头组 、朝川组和方岩组, 其沉积呈连续过渡关系,

其间不存在明显的沉积间断 。

对于永康群的时代归属问题, 争论颇多。由于

永康群中的化石集中产出于在馆头组 (主要产叶肢

介 、鱼类 、植物化石 )中,朝川组中的化石稀少, 而方

岩组中几乎找不到可以鉴定的化石,多数认为永康

群属早白垩世中晚期。冯宁生等 ( 1989)
[ 10]
、蒋维三

( 1995)
[ 11]
和俞云文, 徐步台 ( 1999)

[ 12]
通过对中生

代晚期火山 -沉积岩系较系统的古地磁资料研究,发

现样品测定结果无一例外均为正向极性, 其中包括

丽水老竹盆地的永康群。对比白垩纪极性时间表,

可将馆头组 、朝川组 、方岩组时代划定在 Aptian期

到 Santonian期 。据胡华光等 ( 1982)
[ 13]
对本区馆头

组全岩的 Rb-Sr等时线年龄测定, 其年龄为 103Ma,

为早白垩世晚期的产物;同时,浙江石油勘探处对与

宁波盆地相邻地区的相当于方岩组地层进行的绝对

年龄研究,其绝对年龄值介于 84 ～ 90Ma之间
[ 10]
之

间 。 20世纪 80年代, 在新昌等地的朝川组中采到

一般认为是上白垩统中才可能有的恐龙蛋化石。

1995年,在永康盆地朝川组中也发现同样的恐龙蛋

化石。陈丕基 ( 2000)
[ 5]
认为朝川组产 Nemestheria

叶肢介化石,其是北美 、日本 、东南沿海 、喀什和松辽

盆地 Cenomanian期陆相地层的指示化石, 均进一步

证明永康群朝川组的时代为晚白垩世;方岩组位于

其上,其时代应为晚白垩世 。

4　沉积环境分析

印支运动使浙江地区结束了上古生代海相沉

积 。随着燕山晚期引张作用导致的强烈的断裂活

动,形成一系列断陷 、断拗和火山洼地等盆地,开始

接受白垩纪沉积 。

通常认为,浙江地区的白垩系上部以河湖相红

色沉积岩为主,夹火山岩,白垩系下部为一套陆上火

山喷发沉积组合 。依据老竹剖面沉积特征及综合研

究,本文识别出 4个沉积相类型:河流相 、湖泊相 、火

山喷发相及冲积扇相 (图 2) 。火山喷发相和河流相

分布相对较广,火山喷发相以劳村组 、黄尖组和馆头

组上部为代表,以中酸性火山碎屑岩沉积为主;河流

相以朝川组为代表, 岩性为紫红色砂砾岩 、含砾砂

岩 、砂岩 、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互层构成;湖泊

相以寿昌组为代表,尤以寿昌组上部最为典型,由灰

黑色泥页岩夹薄层粉砂岩 、页岩组成;冲积扇相以方

岩组为代表,岩性为紫红色厚层至块状粗 -巨砾岩夹

砂砾岩 、砂岩,向上粒度逐渐变细 。依据不同岩性沉

积厚度 、沉积组合特征的不同,可归纳获得老竹盆地

的白垩纪沉积环境特征, 并可对沉积-喷发旋回 、进

行区域对比 。

4.1　沉积环境

1.早白垩世沉积环境

劳村中后期,沉积环境由湖泊相转变为以流纹

质含角砾玻屑熔结凝灰岩等火山喷发物为主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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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丽水老竹盆地与寿昌盆地白垩系综合柱状对比图

Fig.3　ColumnarcorrelationoftheCretaceousstratafrom

theLaozhuBasinandShouchangBasininLishui, Zhejiang

喷发相,至黄尖期,块状流纹斑岩出现并缺乏陆源碎

屑岩夹层,反映出火山活动更加强烈 。该时期以火

山岩及火山碎屑岩沉积为主 。

寿昌期时,火山喷发强度和频率大幅减少,随着

盆地的持续沉降,其重新开始进入河湖相沉积环境 。

至寿昌中晚期,出现灰黑色泥页岩夹薄层粉砂岩 、页

岩夹凝灰岩这样的冷色调的沉积岩性组合,反映了

一种深水还原环境, 也印证了寿昌期盆地的持续沉

降,水深加大 。随着盆地不断沉降接受沉积,至寿昌

中晚期,断裂引起火山活动,从而形成了上部泥页岩

夹火山碎屑岩的沉积组合 。黎文本 ( 1979)
[ 14]
从

本区和建德砚岭地区的寿昌组所得的孢粉组合中,

发现均含有大量的 Classopollis花粉,其代表了温暖 、

干旱的生态环境 。

早白垩世晚期的馆头组底部为灰红色砂砾岩 、

砾岩,与寿昌组顶部灰黑色的泥页岩无论是从粒度

还是颜色上差异较大。地质剖面证实, 寿昌组之上

缺失了横山组,直接为馆头组不整合覆盖,彼此交角

为 20°
[ 5]

, 这一沉积间断表明寿昌组结束沉积以后,

出现了构造隆升,本次构造运动可与李四光创名 、顾

知微重新厘定的闽浙运动相对应 。此后盆地再次沉

降,导致馆头组下部河流相沉积的出现,并伴随着沉

降而形成湖湘沉积, 此时的湖水较为适中, 阳光充

足,食物来源丰富,有利于生物的繁衍生息,因而在

沉积层中保存了较多的叶肢介 、鱼类 、植物等多门类

的化石 。至馆头组沉积的中后期, 随着断陷盆地发

展到高峰期,火山活动剧烈,从沉积的巨厚火山岩可

以初步判断,正是由于馆头期盆地的继续下沉与规

模的扩大,才有足够的可容空间沉积如此厚度的火

山岩及火山沉积岩。曹正尧 ( 1991)
[ 15]
在浙东新昌

县苏秦村附近的馆头组中新发现的坚叶杉属,具有

角质层厚 、气孔器下陷的特征,显示当时的气候比较

干热。王开发 、张玉兰 、蒋辉等 ( 1989)
[ 16]
的研究也

发现,浙江早白垩世晚期, Classopollis花粉占统治地

位,反映浙江当时为热带 、亚热带热干的气候,且这

一阶段的气候比早白垩世早期阶段更为干燥。

2.晚白垩世沉积环境

馆头组之后的朝川组, 主要为河流相沉积环境,

形成紫红色砂岩 、砾岩沉积 。此后,随着盆地周边高

地不断隆起,形成了以紫红色粗粒 -巨砾沉积物为代

表的类似磨拉石特征的方岩组沉积 。王开发 、张玉

兰 、蒋辉 等 ( 1989)
[ 16]
的研究显示, 晚白垩世时孢

粉组合中 Classopollis已大为减少, 而以 Schizaeois-

porite占绝对优势, 有少量的 Cicatricosporites和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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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daciilites以及 Cycadopites、 GinlkGoreteina, Pso-

phosphaera等,并有一定数量的被子植物花粉, 反映

当时是以希指蕨为主的植被景观, 从希指蕨植物的

生态环境可以看出,当时浙江应为热干的热带气候。

4.2　沉积 -喷发旋回及区域对比

1.沉积-喷发旋回

根据沉积特征及沉积环境分析,本区大致可以

分出 4个沉积 -喷发旋回 。

第一旋回:劳村组 -黄尖组 。劳村组中上部为

产叶肢介的紫红色钙质泥质粉砂岩夹灰绿色薄层泥

岩, 代表了湖泊相环境的存在,其下由于出露原因未

见底,但根据前人研究资料应为河湖环境,因此该旋

回经历了从河流相到湖泊相, 最后发展到以火山喷

发为主的变化过程 。

第二旋回:寿昌组。其下部为河流相,中部为湖

泊相,上部为火山凝灰岩 。凝灰岩夹层的出现,反映

了火山作用的再次出现, 因此总体上为河流 -湖泊 -

火山喷发旋回 。浙东南区域上横山组均为缺失, 反

映此期为拉张背景向挤压背景转化,出现盆地的挤

压和隆升变形 。

第三旋回:馆头组。随着断陷盆地的出现,再次

出现河流相向湖泊相和火山喷发相演化过程 。

第四旋回:朝川组 -方岩组 。向上由河流相变

为冲积扇相,此后上覆岩层缺失,反映了盆地的断陷

作用不再明显,盆周山区出现构造隆升,早期的以拉

张背景为主的断陷作用结束, 转变为挤压背景下的

隆升作用 。

总的来看,前三个旋回表现为 3次河流 -湖泊 -

火山喷发旋回,反映了三次拉张背景下的断陷盆地

的演化过程。在第二旋回与第三旋回之间出现了挤

压背景下的构造隆升, 地层褶皱变形并缺失相关沉

积, 第四旋回则反映了该区整体由拉张断陷为主向

挤压 、隆升为主的构造背景变化过程。

2.区域对比

浙江白垩系的区域对比,是以北东向的的江山 -

绍兴深断裂为界,进行浙东南和浙西北地区的地层

对比 。本区作为浙东南地区白垩系的典型代表, 可

与浙西北地区同期沉积的其它盆地沉积体系进行区

域对比 (图 3) 。

浙东南在早白垩世早期拉张构造背景下形成一

系列断陷盆地和火山洼地,沉积了一套火山岩系,劳

村组可做典型代表 。在浙西北腹地劳村组以红色沉

积岩占主导地位, 以河湖相的砂岩 、泥岩组合为主,

这套河湖相的沉积岩以紫红色为特征,反映了当时

的干热氧化环境,而逐步往东,火山岩所占比例逐渐

增高,表明火山活动具有自西向东 、由内地向沿海渐

次增强的趋势。

本区黄尖组是早白垩世中期火山活动最活跃时

期的喷发堆积物,其岩性构成主体大致可与浙西北

地区同时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相当。

本区的寿昌组的岩性以沉积岩为主, 其上出现

火山岩碎屑岩。浙西北地区的寿昌盆地主要以河湖

相沉积为主 。寿昌盆地内部自西向东火山岩逐渐增

多,沉积岩与火山岩成消长关系,反映了火山作用由

浙西北向浙东南逐渐增强的演化趋势 。

本区寿昌组与馆头组的角度不整合反映了早白

垩世中期发生了地壳抬升,寿昌组上部及可能沉积

的横山组遭受剥蚀 、发生褶皱。而相对于整个浙西

北地区而言,横山组均有沉积。

顾知微 ( 2005)
[ 9]
在浙西北地区的调查中,未在

晚中生界主要剖面中发现馆头组确实存在的证据。

因此他认为除浙北四安盆地和太湖东南的滨海区平

原外,永康群在浙西北缺失 。这表示, 早白垩世晚

期,浙西北地区主体上为隆升。与此相反,浙东南地

区仅丽水老竹 、临海小岭和遂昌湖山等地区有寿昌

组存在 。这意味着当时浙西北地区上升时,浙东南

地区不均衡地沉陷,从而形成永康群 。早白垩世中

晚期浙西北地区主体的相对上升与浙东南地区的不

均衡沉降,是闽浙运动的重要特征。

5　结　论

( 1)综合孢粉组合 、古地磁及同位素年龄数据,

本区白垩系由下而上可划分为建德群和晚永康群,

其中建德群自下而上包括劳村组 、黄尖组 、寿昌组 、

横山组 、馆头组, 永康群自下而上包括朝川组和方岩

组 。

( 2)浙江丽水老竹盆地白垩系可识别出河流 、

湖泊 、火山喷发及冲积扇 4个沉积相类型 。其中火

山喷发相以劳村组 、黄尖组和馆头组上部为代表;河

流相以朝川组为代表;湖泊相以寿昌组为代表;冲积

扇相以方岩组为代表 。气候由早白垩世早期的温暖

干旱变为晚期的干热环境;至晚白垩世,气候变为热

干的热带北缘气候。

( 3)依据沉积特征及沉积环境分析, 本区大致

可以分出 4个沉积 -喷发旋回。前 3个旋回表现为 3

次河流 -湖泊-火山喷发旋回, 反映了 3次拉张背景

下的断陷盆地的演化过程,期间在第二旋回与第三

旋回之间出现了挤压背景下的构造隆升, 地层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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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并缺失相关沉积, 第四旋回则反映了该区整体

由拉张断陷为主向挤压 、隆升为主的构造背景变化

过程 。

( 4)早白垩世时期浙西北地区相对于浙东南地

区火山活动的强度较弱 。发生在早白垩世中晚期的

闽浙运动造成本区的寿昌组与馆头组之间的角度不

整合,同时引起浙西北地区的相对上升和浙东南地

区的不均衡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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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characteristicsandenvironmentsoftheCretaceousdeposits
fromtheLaozhuBasin, Lishui, Zhejiang

LUOLai, XiangFang, TIANXin, SONGJian-chun
(InstituteofSedimentaryGeology,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610059,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CretaceousdepositsfromtheLaozhuBasin, Lishui, Zhejiangareredividedonthebasisoffield

outcropsandpreviousdata, andmaybegroupedintofluvial, lake, volcaniceruptionandalluvialfanfacies.The

LaozhuBasinoncewentthroughthreephasesofdeposition-eruptioncyclesintheextensionalsettingsduringthe

EarlyCretaceous, followedbytheZhejiang-FujianmovementduringthemiddletolateEarlyCretaceous.This

movementgaverisetotherelativeupliftingofnorthwesternZhejiangandanisostaticsubsidenceofsoutheastern

Zhgejiang.Thepalaeoclimatesgradedfromthewarmanddryconditionsduringtheearlystageintoxerothermic

conditionsduringthelatestage.TilltheLateCretaceous, theLaozhuBasinwitnessedcompression-anduplift-

dominatedtectonicsettings.

Keywords:Zhejiang;LaozhuBasin;Cretaceous;sedimentarycharacteristics;sedimentary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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