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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盆地志留纪一 中泥盆世

等深流沉积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虞子治 施央申 郭令智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提要 钦州盆地是中国东南部大地构造格架中的一个独特构造单元
.

本文研究了其中的志留系一

中泥盆统连续沉积的巨厚的类复理石建造
.

这套沉积具有浊积和等深流沉积的双重特点
.

综合各项资料

可认为 : 这是一套形成于陆隆处的受等深流改造的低密度浊积岩
.

它反 映 了 被动大陆边缘的板块构造

背景
,

与国内外古代和现代的等深流沉积均可进行对 比
.

主题词 广西饮州 沉积盆地 等深流沉积 浊流沉积 粒度分析 大地构造

黄一作者简介 虞子治 男 32 岁 博士后
.

构造地质专业

概 述

钦州盆地位于桂东南的钦州一玉林地区 (图 1)
,

西南端人越南
,

东北端延至广东西北

部
,

呈北东向狭长分布
,

两侧为钦州一灵山断裂和岑溪一博白断裂所夹
.

区内志留系与泥盆

系为连续沉积
,

早二叠世末发生的东吴运动使盆内地层褶皱并被上二叠统砾岩角度不整合覆

盖
,

至此
,

盆地范围骤减
.

这
一

与中国南方尤其在广西境内广泛遭受加里东运动的历史有本质

的差异
,

因此
,

钦州盆地是华南大地构造格架中的独特构造单元
。

研究区域主要是该盆地西部的钦州
、

防城一带
,

这里的志留一泥盆系已发生强烈褶皱
.

据五十万分之一的广西地质图说明书 (广西地质局
,

19 76)
,

该套地层自下而上为 : 连滩群

(S
: 1)

、

文头 llJ群 (s
Zw )

、

防城群 (5 30
、

钦州群 (D
, g ) 和小董群 (D

Z x
)

,

小董群之上的榴

江组 (D il) 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

这是一套总厚为 9
,

500 m 的类复理石建造
,

以砂泥质岩构成的互层韵律为特征
.

仅志

留系底部偶见少晕砾岩
,

整个建造普遍较细
,

韵律厚度一般小于 50c m
.

二 等深流研究回顾

19 59 年
,

H ee z曲 等首次描述了大洋深处的地转平流
,

它是发育于陆隆表面的一种具有

侵蚀和搬运沉积物的地质营力
.

后来
,

H “ze n 等提出 C o nt o ur ite 一词
,

用来表示等深流沉

积物
,

同时列举了存在的依据
,

并建立了识别标志
.

(B o u m a
,

1 972 ; H oll is te r H ee ze n
,

1972) 后来出现的大量有关论文标志着碎屑岩研究史上继浊流革命后的又一次革命
.

由于浊流理论在解释某些
“

浊积物
”

时遇到困难
,

这些似是而非的浊积物
,

是有许多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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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雪峰隆起 ; 2
.

内部地摘后加里东隆起 ; 3
,

边缘地酒后加里东隆起 ; 4
.

海西一印支地栖 ;

5
、

海西一印支拗陷 ; 6
.

海西一中生代活动带 ; 7
.

不整合接触 ; 民构造线方向;

9
,

深断裂 ; l。华南地栖摺皱区边界

I ,
一江南地背斜带 ; U 卜 1

一皖南一修水一沉水边缘地槽后加里东隆起 ;

n 卜2
一浙西后加 里东隆起 ; 11 卜 ,

一浙南闽北后加里东隆起 ; 11 一‘一武夷山后加里东隆起 ;

11 一 ,
一精南后加里东隆起 ; 11 :、一湘西后加里东隆起 ; 且

、一 ,

一桂东南大瑶 山后加 里东隆起 ;

n . -

一云开大山及粤东南后加里东隆起 ; 班卜一湘挂粤北海西一印支拗陷 ;

班 、_ :
一闽西南粤东海西一印支拗陷 ; 111 卜 ,

一萍乐海西一印支拗陷 ; In .二一 钱塘江信江海西一印支拗陷 ;

班 2 一 l

一 钦州湾海西一印支地钠 ; m
, _ ,

一浙闽沿海海西
一印支地漪 (据南京大学 地质系

,

19 81
,

图 2一 修改 )

图 I 中国东南部海西一印支期构造示意图

F 19
.

1 T h e 飞e e to n 一e fr a m e w o rk o f s o u th e a s t C h 一n a d u r , n g th e H e re yn la n 一 In d o e h zn e 父 Pe r lo d
.

流沉积特征
.

现代海底调查揭开了这一谜底
.

在大西洋西北边缘 300 一500 m 的陆隆处存在

着流速为 15 一20c m / sec 的等深流
,

它流经海底沉积扇表面并对沉积物进行改造
.

取心表

明
,

陆隆沉积物由浊积物
、

等深流沉积物和半深海沉积物组成
.

L o ve ll 和 s to w 和集前人大

成
,

提出了等深流沉积的定义
:
等深流沉积是

“

在较深的水中 (浪基而以下 )
,

由时空上稳定

的并沿坡流动和水流沉积的或者经过这种水流明显改造过的一个沉积层
.

并根据成分
,

把它

们分成砂质等深流沉积和泥质等深流沉积两大类
,

全而论述 了它们的地质特征
.

也有人分另}J

根据成因而称其 为簸积岩 (W i n n o w ite ) 和雾积岩 (N e p he lo id ite ) (sh a m u g a n M o io la
,

19 8 2 )
.

现有资料表明
,

自晚前寒武纪开始
,

就有等深流沉积出现
.

日前关于等深流沉积的研究

方兴未艾
,

但总的来说
,

研究程度还较低
,

认识也不尽一致
,

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起步不

久 (刘宝 J君等
,

19 82)
.

浊流和等深流有很大区别
,

虽然两者经常共生 (表 1)
,

主要在 于两者的流体力学性质

不同
,

浊流是重力流
,

而等深流是牵引流
.

两者互相重叠改造
,

使沉积物显现双重特征
,

这

在大地构造上有重要意义
,

反映了被动大陆边缘板块背景
.

确定两者共生的关键是浊流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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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d o w n slo p e ) 流向和等深流的沿坡流 (a lo n g slo p e ) 流 向的存在
,

两者夹角 9 0
“

左右
,

但有时受局部地形等因素影响
,

该夹角会在较大范围内变化
.

从表 1还可见
,

饮州盆地的这

套建造具有双重沉积特征
,

详见下文
.

表 1 浊流和等深流及其沉积物对比表

T a b lc 1 Th
e e o m p a ri so n be tw ec n tu r b id ity e u rre n t (tu

rb id ite )
a n d e o n to u r e u rre n t (e o n to u rite )

项项。

⋯
, , (沉积))) 等深流 (沉积))) 钦州盆地志系一一

中中中中泥盆统统

,,
‘ _ 日, 二 } 突发

、

阵发
、

流速高 连续
、

稳定
、

流速低 }}}

迈迈酬 于守瓜 (10 一 2 50 0 e m / 义e〕 一 (15 一 Zoc m / 犯 c )))

}}}}}}}}}}}}} {{{{{{{{{{{{{{{{{{{{{{{{{{{{{{{{{{{{{{{{{{{{{{{{{{{{{{{{{{{{{{{{{{{{{{{{{{{{{{{{{{{{{{{{{{{

发发生环境
、

火山
、

风暴的触 发
. 大洋水的温盐对流十科氏力隆隆

一一 }}}}}

流流 向 顺坡 { 沿坡 顺坡
、

沿坡均有有有
一一

五板 {一
森蔺;私云;⋯‘矿 一

一骗
而涯一一厂一一一一

-----

形形成物物 浊积物
、

海底扇 等深积物
、

沉积漂移脊 一一

{{{{{ {{{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钾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一—一—— 一—

十
~

-

—
—

—
一

——
一一

——结结构及分类 }具鲍马序列
; 远基和近基浊积岩 .无垂向序列 ; 砂质和 泥质等深积岩 { 左二栏均见见

沉沉积速率 } 变化大
,

但比等深流的大大 5一 5 0 e m / k a (千年))) 平均约 ” 厘米 / 千年年

原原生构造造 }各
种底面构造女。荷重模等

·

正““ 波。
、

流痕
、

;
:

l层理
、

、韵。,
⋯ 、二栏均见见

吁吁吁层理
·

具韵律性性性

声声学特征征 声波不能透射
.

界 面反射清楚楚
} 声波能够透射

,

界面反射摸糊糊 }}}

}}}}}}}}}}}
粒粒粒 {{{
度度度

{{{

特特特 一加
‘ 。 ,

, * ‘ ~
, 。 曰

一
, , ~ 。J,

, . 。 . 二。 ,
,

人 ~ ‘ 韶 细砂级一枯土级
,

偶见见
征征征 } 称坡一柏 J 二习 1 ,

从似小 甲」亚
,

U 立 饭浏妙吸一柏
〕二习义 , 入尺从戴 吊 火减丫 、

,

~ 人 ‘
_

。 。 一、、

牵牵牵严裂鑫梦
一 个”体

·

”率

簇夏默粼戴
之

愁髯繁望二膊带‘羹葺霎重霆乏鑫纂纂
{{{{{

:

阿瓜
··

{{{{{ {{{
板板块构构 活动或被动大陆边缘缘 {{{

造造背景景景 被动大陆边缘西岸岸

三 钦州盆地古等深流沉积特征

1
.

野外产状

在广西防城和钦州湾海边 出露的防城群和连滩群中见到了非常清晰的泥质等深积岩
.

它

们厚 0
.

5一Ic m
、

多层平行出现
,

被夹于 1 0一2 0c m 厚的砂岩层之间
,

上
、

下层面突变
,

层

面时见波痕和波纹
.

与其互层的砂岩主要为石英杂砂岩
,

有正粒序
,

至顶部往往过渡为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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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角 (10一 15
“

) 的
一

单向斜层理 (图版 工
,

1. 2)
,

其前积纹层倾向在区域上一致
,

指示流向

为 N E一 sw
,

与盆地长轴平行
,

层系厚度小于 Ic m
.

笔者认为
,

这种在正粒序层顶部的发

育单向斜层理的砂层
,

实际上就是一种砂质等深流沉积
,

它是在浊流沉积过程中受等深流改

造而形成的
。

在钦州小董乡附近的小董群中见到了另一类砂质等深积岩
,

是在浊流沉积后受等深云
。

改

造所形成
.

它们是一些厚度为 sm m 左右的细粒石英砂岩薄层
,

内见清晰的单向斜层理
、

)顶

层分布的黄铁矿和生物搅动变形
,

与厚度稍大的炭质泥岩互层
,

在 显微镜下可见粗
一

么卜粗

的对称粒序
.

另外
,

在防城县石龟头海边的连滩群中
,

砂一泥质岩韵律发育
,

砂岩的底部常

常有冲刷构造
,

内部有斜层理
,

但时而变成长扁透镜体
,

其中之一厚 l. sc m
,

长达 3狐 它

们乃是一种特殊产状的砂质等深流沉积
.

2
,

沉积组构

建造内的砂岩以杂砂岩为主
,

它们的成熟度较浊积砂岩要高
,

根据剖面厚度统计结果
,

砂 / 泥岩厚度比约为 2
,

比北美复理石盆地的该项值 (0
.

37 , D
.

82) 大得多 ; 格架矿物绝大

/ }。

¹ 珠穆朗玛岭侏罗系等探积岩 (刘嘟君等
, 19 8 2) º一¾ 本

区样品 ;

¾ 本达 犯 冷沙岩丫均曲线 伪一 如哈得逊海底扇

仅i sh e r , 19 6 , ) ;

À一 @ 俄克拉荷马石炭系河流砂岩 (Ui
shcr

, 19的)
.

图 2 正态概率曲线对比l5J

Fig
.

2 T h e n o r tn a l一P、o b a b il. ty p !o t o f s o m e c x am Ple s

多数是石英
,

偶见长石和岩码
,

磨圆较好
,

还

见有港湾状石英 (图版 1
,

3)
,

有时见到毅

粒长轴呈叠瓦式排列
.

在露头和薄片中均见

有方向一致的小型或微型斜层理
,

在杂砂岩

和粉砂岩中还常见各种形态的泥砾
,

它们都

有被水流冲刷形成的拖曳现象
。

本区泥质岩类富含炭硅质
,

以黑
、

灰色

为主
,

有时尚见灰绿色发育水平纹层
, 、

还见到

小揉皱和粪粒的叠瓦式排列 (图版 I
,

4)
,

后者与上述杂砂岩中石英的叠瓦式 排 列一

样
,

反 映了单向牵引流的存在
.

3
.

砂岩的粒度分布

据 50 个砂岩薄片的粒度统计(同济大学

W LF 型半 白动粒度分析仪 )
,

它们的平均粒

径为 3
.

0 6中
,

60 % 样品为 3ee 4舫 分选系数大

多数为 0
.

71 一1
.

00
,

分选中等; 以正偏和窄

峰为主
.

这说明
,

当时的水体较深
,

故沉积

颗粒较细
,

低速水流的分选改造使微粒砂得

以富集
.

砂岩的正态概率曲线具有浊积物一冲积

物的双重特点
,

一般由跳跃和总浮次总体构

成
,

其中前者占总体的 80 % 左右
,

该段倾角

45一56
” .

它们与现代大西洋西岸等深流发

育区的哈得逊海底扇砂
、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河流砂岩和我国珠穆朗朗玛峰侏罗系等深积

岩的正态概率曲线很相似 (图 2)
.

厂||IL
.

|
.

|仁
.

1
卜l

卜lles
.

卜!卜
.

|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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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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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的 C 一M 图与浊积岩的相似
,

但 Im 值较小
,

表明分选较好
.

综合其它图表判别结

果
,

本区砂岩有两上特点
,

一是形成于活动性不明显的盆地中的浊积岩
,

二是河成砂岩
,

具

牵引流沉积特点
。

当然
,

无论怎么看
,

它们不可能是河流相沉积
,

那么
,

用海底河流来形容

是非常恰当的
,

它是等深流的最好比喻
.

根据判别标志
,

将本区这套沉积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等深流沉积进行对比 (表 2)
,

显

表 2 世界各地等深积岩对比
T a b le 2 T b e e o m Pa ri so n o f th e e o n to u ri te s fr o m so m e a r e a s

项项 口口

⋯
“积“ { 等深积”” 钦州盆地志留系‘‘西藏珠穆朗玛{{{中威尔士下志志 瑞

_

L 下第第

中中中中泥盆统 JJJ峰侏罗系系 留统统 三系系

文文献献 据 H o lli ste r e t 0 1
.

19 7 2 修改改 本 文文
*** . *** * 今 ***

——
一 } 各种底模

、

荷重模发
’’ 一一左二栏大部分见到到 生物搅动动动动

沉沉积构造 育
·

泄水
,

包卷和滑塌塌 波纹
,

掘 穴
,

黄黄黄 构造发育育育育
一一
构造多见见 铁矿斑点点点点点点

砂砂

器
层

/ Zoo Cm { <5 cmmm 1一50C mmm 5一 10C mmm 0石e m lll 4一 se mmm

{{{{{{{{{ .....

块块状层理理 下部常见见 无无 无无 无无无无
余余洛层理理 常见

,

因泥系集中所所,蕊默状嘿氦氦
单向小 型

州
常见

,

与底底 少见见

致致致
,

单众数流向向 晌晌 状层理
·

收敛牌构造共生
···

一一一一一

角 < ’。
’

严众
数流向向向

水水平纹层 仅出现于单层上部部 发育于 层 内各各 多见 于单层上剖 一一一一一 lll

位位位位 或层间 ⋯⋯ ⋯⋯一
{{{

垂垂 ; :
1
1序歹。 l 鲍马序列 一一} 无无 不清楚楚 向上变细的的 无

一 无无

}}}}} 一一一 二元结构构构

粒粒序和和 正粒序
,

底面突变顶顶一一 一 }}}}}}} 见 粒 序序
层层理界限限 面缺乏限定定 ⋯

正或 反 粒序
·

底底
,

同左栏栏栏栏 尽
,

底顶面面

顶顶顶顶面均突变变变变变 脾变变
}}}}}}}}}}}}}}}}}

砂砂岩类型型 杂砂岩为主主 砂屑岩为主主 左二栏均有有 粉屑石石石 ⋯杂砂岩岩英英英英英英砂岩岩岩岩

::: 、: :
’

(

黯少赢摄;
:

九
.

7

妥志
砂:::

二二二。让 粗
.

正偏 附砂
·

负偏偏

砂砂岩矿物
.

石英
、

长石
、

岩屑比比

兹彭林
、蕊:

石石 石 英 为 主
、、、、

成成分 例不等
,

成熟度低低低 少 量云母
、

电电电电

}}}}}}} 气石
、

错石等等等等

平平行层面的优势势 斜列 (迭瓦 ) 式式 发育育育育

定定向向 定向向向向向

杂杂基 (< 2召m )l 一0 ~ 20 %
一

0 ~ 5%%% 5 一 30 %
,

平均 11 %%%%%%%%%

恳恳移载荷 O一 10 %%%%% 8
.

16%%% 10 %%%%%

跳跳跃载荷 一 < 70 %%%%% 7 9
.

3 6%%% 90 %%%%%

}}}}} 少 见
,

通 常 破破 笔 石
、

竹节 石
、、

有孔虫
、

棘屑屑屑屑
化化石 、竺乡 按粒度保存

··

碎
.

底栖和浮游类类浮游三叶虫
,

盆地地地地地

洲洲j肠苯苯 为主主 边缘有少量腕足类类类类类
111111111111111

{{{
_

炭 ,
、

。 ,

例例例 ⋯⋯
尸尸

·

黄铁矿 较多
· lllll

}}}

产产
、

A, 较高
‘ ’’’’

刘宝 王君等
,

19 8 2 ; * *
A n k e tell & L o 丫 e l、

,

19丁6 ; B o u m a
.

19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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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它们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

4. 古流向

笔者对定向沉积构造进行了测量
,

它们包括 : 斜层理
、

冲槽
、

流痕
、

包卷层
、

砂楔
、

拖

曳泥砾
、

叠瓦式排列的颗粒
、

小型滑塌构造
、

同生小断裂
,

等等
.

统计发现
,

它们由二组组

成
,

一组与盆地边缘 (走向) 平行
,

即 N E 一SW ; 另一组与共近乎垂直
,

即 N W 一S E
,

除流

向外
,

后者还反映了古坡向
.

这种互相垂直的双众数流向
,

是等深流存在的重要依据
.

在防城小龙门大岭的文头山群中
,

见到一个叠加于流痕之上的重荷模
.

具重荷模的砂岩

层有正粒序
,

相当于 T A 单元
,

克底部泥岩呈火焰状构造向上挤人砂岩 (图版 I
,

5 )
.

而砂

掀开岩底面
,

却发现重荷呈长条状并有分叉
,

显然是流痕构造 (图版 工
,

6)
,

其走向为

55
“ .

因此可以推测
,

在浊积砂层沉积之前
,

曾有过走向 55
“

的水流 (等深流 ) 对泥岩表

面进行冲刷并形成流痕
,

而后又被浊流砂所改造
.

5. 古沉积环境

前述这套地层粒度较细
,

几乎不含砾岩
,

砂岩也以细粒为主
,

泥质岩富炭硅质并出现灰

绿色者
,

这代表了深水或半深海环境的一般特点
,

别外
,

根据泥岩中石英颗粒的粒度和含

量
,

可求得它们形成于岸外 18 0一 300 k m 处
,

而且跑离坡折远于 60k m
.

按现代地形资料
,

这一距离已达陆隆地区
.

地层 中已 发现的化石主要有
:
笔石 尸r is rio g r a p t‘ tr a二 g r a

旋ns p r o x 如
u : (p r iby一)

、

M
o n o g r a p zu s e f

.

u n

ifo
r。臼 P r ibyl

、

M
o n o g r a p tu s (五了己ta m o n o g r a 夕to s ) 夕。k o ne ns l’s fo o g e二行

Ja eg er& L en z
、

M
.

(M
.

) 脚
el’fi cus Ja eg e r

、

Ne
。。 o n o g r a p tu s h e r c y n ic u s p a r n e r

等等 ; 竹节

石 N o w a kl.a sp
. 、

万
.

a c u r l.a
、

万
.

C a n c e lla ra 等等 : 三叶虫 C o r o n o c e 刀ha 佃5 r e x
、

E n c r i。。r o ide s

sP
. 、

尸ha co Ps
、

Leo na sP 。
、

p la g l’o la r故 等等
,

在盆地边缘的灵山
、

玉林等地
,

还有少觉腕足

类
.

从化石看
,

它们主要是营浮游的笔石
、

竹节石和浮游三叶虫 (典利者如 Le on as Pi s)
,

而且世界种属较多¹
.

这反映 了¹ 当时的钦州盆地不是封闭的海槽或海湾
,

而是水域深广的

大洋
,

它与世界大洋相通并参与大洋水体的对流和生物群交流 ; º 腕足类的分布标明了古盆

地的陆地边缘
.

由西向东水体加深
,

在钦州盆地东部
,

同时代地层为深海相
.

从沉积速率上看
,

这套地层为 5
.

3一 17
.

sc m / a ,

与后更新世 以来陆隆区 的数据 5一

50 cm / a 相近
,

若考虑压实率
,

则更为一致
.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资料可以认为
,

当时的钦州盆地位于半深海陆隆区
,

接受了大量低

密度浊积物
,

在浊流沉积的同时或稍后又受到等深流的叠加改造
,

应将它们视为浊流和等深

流共同作用的产物
.

四 本区类复理石成因探讨

st o w 和 L o ve U 曾提出高密度浊流等六种深海流动方式
.

其中的高密度高速度浊流是由

于大量重力上过稳定的堆积在斜坡上的沉积物在地震
、

火山等的诱发下高速垮塌所形成
,

这

是典型的浊流
,

其沉积物具有完整的鲍马序列和丰富的底模构造
.

另一种是低密度浊流
.

首

先
,

河流将沉积物搬运至河口
,

构造了三角洲
.

后来
,

由于大海潮或风暴的影响
,

使未固结

的沉积物发生强烈搅动
,

产生数百来厚的浊水层
.

在近岸流或 自身重力作用下
,

顺斜坡以

¹ 韦仁彦
, 19 81

,

广西地质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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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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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c m / se c 的速度向下运动
,

形成浊流
.

它的侵蚀能力虽弱
,

但都能将大量细粒沉积物搬运

至较深海域
,

这种沉积物缺乏完整的鲍马序列
,

往往仅见 T A
单元

,

常与半深海沉积共生
.

如果沉积区位于陆隆处又是大洋西岸
,

则会受到等深流的影响
,

等深流的流速一般是 10一
1sc m / se c

,

与低密度浊流的流速相当
,

因此
,

能明显干扰低密度浊流沉积而使之呈现等深

流沉积的面貌
.

新斯科舍的早古生代 M egu m a 群类复理石就
‘

似乎是在重力控制的牵引型作

用下沉积的 (Se h enk
,

1 9 7 0 )
,

其中还见有等深流的非顺坡 (n o t d o w n slo p e ) 标志
.

钦州盆

地志留系一中泥盆统类复理石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受重力 (低密度浊流) 控制的
,

局部水沉积

构造和原地破碎搅动构造 (风暴沉积 ? )
,

反映了弧后盆地的环境
.

在湘西地区寒武系中
,

灰岩与白云质灰岩或泥质灰岩呈薄层互层的韵律构造
,

其中平行斜坡的流向构造和垂直斜坡

的拉张构造十分发育
,

可能存在古等深流沉积
,

地层中还 出现许多碎屑流沉积
,

这种组合
,

反映了江南古岛弧西坡的斜坡带沉积环境
.

等深流沉积在苏必利尔湖中也有发现 (Jo h ns o n

等
,

1980 )
.

而钦州盆地的等深流沉积
,

与砂泥质的低密度浊积共生
,

可能还有半深海相泥

岩
,

这种共生关系反映了位于大陆东面的被动大陆边缘的陆隆的沉积一板块构造背景
.

据地球化学资料¹
,

钦州盆地这套建造中的杂砂岩具有富石英
、

富 51 0 : 和 K Zo N a 20 >
1 的特点

,

属 于 富石英型杂砂岩 (C ro ok
.

19 74) 和 被动大陆边缘型杂砂岩 ( B h at ia,
198 3)

,

与澳州塔斯曼地槽的古生代杂砂岩相似
,

均反映了被动大陆边缘的板块背景
.

另外
,

在岑溪一博白断裂带或盆地东部边缘附近的志留系中发现了与同生断裂有关的重

力滑动形成的深水碎屑岩和高密度高速度浊积岩
、

等深积岩和含有基性火山岩的深海相岩

系» ¼ 可见
,

钦州盆地东部海域更深
、

活动性更强
.

从盆地的西部往东部
,

出现低密度浊流

沉积+等深流沉积+半深海沉积的组合到高密度高速度浊流沉积+等深流沉积十海底火山沉积

的组合的变化
,

内部不存在岩相突变带或构造接合带
,

是连续变化的
.

因此可以推断
,

现存

的钦州盆地
,

是原来位于大洋西部的大西洋型大陆边缘的残余
,

而大洋另一侧大陆边缘如今

并未存在于钦州盆地以东地区
.

钦州盆地很可能是一个外来地体
,

这一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

证实
.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唐天福研究员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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