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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泥盆纪沉积盆地类型和主要特征

曾允孚 陈洪德 张锦泉 刘文均
(成都地质学院 )

提要 先盆纪时期
,

随着占特提斯洋的开启
,

于华南板块南
、

西
、

北缘形成被动陆缘构造
一

背东 根

狱 池 ,.’ 。 护卜质
、

,
d沉积断裂活动

、

沉积作用和火山作用等特点
,

将区 内沉积盆地分为八种类型
,

即陆内走滑

偌地
、

筋内仁月陷盆地
、

陆内断阶盆地
、

陆缘断拗盆地
、

陆缘断陷盆地
、

陆缘裂谷盆地
、

陆缘走滑盆地和陆
` ;
认; 益

、

盆地的演化受到构造活动
、

海水进退规程和沉积作用控制
。

月
一

始阶段的构造李舌动不强烈
.

以滨岸

布
`

阳泞 石沉积为 卜 海盆扛 人分异阶段的构造活动明显
,

有海底火山活动
,

海侵范围扩大
,

深水盆地 汗始

行 行 沁以陆棚碎俩宕和碳酸盐缓坡沉积为主
。

强烈裂陷一走滑阶段是构造活动高潮期
.

火山话动强烈
,

海心范 !司城 娇
、

深水盆地最发育
,

沉积相分异 1
一

分显著
。

刁; 。

门也卜和南岭地以同样位 于扬 子占陆的被动陆缘
,

但岩相构造格局显著不同
,

右江地区以北西 问断

裂
,

价
、
玲阳仆用为 陈 而南岭地区则多表现为北东向基底断裂的走滑活动

。

笔者认为这种特点是古特提斯

牛价
’

张子钊月权
;
基蛛 构造性质影响所致

关键词 沉积盆地
一

全炎 演化

第一作者简介 宵允 孚 男 6 4 岁 教授 沉积学

) { 厂华南泥盆系特殊的沉积
、

构造和成矿意义
,

国内许多著名地质学家应用新的大地构造观点

钾 积学理论 分别对该仄泥盆纪及整个晚古生代时期的大陆边缘性质
、

沉积作用与岩相古地理
、

沟 , : 斌化
.

等汁 犷探
`、

研究和专门论述 (王鸿祯
,

19 86 ; 曾允孚
,

1987 等 )
。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

州 卜 峪 明板块 l刁造观点和沉积盆地分析原理
,

系统地探讨区内沉积盆地的类型及 主要特征
。

沉积盆地类型的划分

自
一 `

盆」也 廷构
一、 、

沙: 积竹
一

明事件的 i己录
,

目前对沉积盆地的分类
,

尚无统一的方案
,

其中较

f丁;裁“ }
、

并无 不
’。 板块构造相结合

,

如 I ) l o k , s o n ( 19 7 4
,

19 8 3 )
、

B 让 l ly 和 S n e ls o n ( 19 80 )
、

M , ; , j l

气; ,̀吕4 ) K xe川 ( l, 8 7 ) 和 z n g e r s o li ( 19 8 8 ) 等人的分类
,

他们划分沉积盆地类型的主要标志包

括地介类型
,

边缘性质
、

与板块的相对位置和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作用等 !

在加以东旋回末期
,

扬 矛板块
一

`
j 华夏板块碰撞形成统 一的华南板块

,

中国南方泥盆纪古构造

扦, 从是在此基础 l
, 二

卜二海西 早期松驰拉张的构造背景 刊衫成的 这种构造格局与前泥盆纪不同 (俪

具台祛
`

{ 的交格性
,

同时又受到前泥盆纪基底构造控制而具继承性
。

因此
,

在泥盆纪新的构造应

勺场: }
、 ,

墓底断裂和同生断裂的活动形式及展布方向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该区的沉积盆地性质和

产方地理格局
。

所以
,

笔者综合考虑基底和同生断裂的活动形式
、

距离板块边缘的位置
、

地壳类

荤
1 、积建造以及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作用等

,

将华南地区泥盆纪时期的沉积盆地划分为八种类

、 J 叫舌陆 勺走滑断陷盆地
.

陆内拗陷盆地
、

陆内断陷盆地
、

陆缘断拗盆地
、

陆缘断陷徐地
、

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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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裂谷盆地
、

陆缘走滑盆地和陆间盆地 (图 1
,

表 1)
。

尺

ó从·南0 111

一 台 肥

谓
匿理

,

巨团
己

巨口
3

巨习
4

匹习
5

巨口
。

【二习
7

巨三二
、

卜卜卜叮叮厂厂 } {{{门门
}}} }}}洲洲洲 ! 】】门门目目川川
月月月川川川川川川目目廿廿

曰曰曰曰曰曰
一
寸寸

衍衍衍衍 曰曰洲洲帐二二卜 }}}一十
一一一一一 一

斗斗
一

斗斗
士士

----------- 一犷

节刁刁州州一
一

子子月月
一

斗斗斗 {{{斗斗
除除除粉粉粉粉粉粉粉 斗斗升升升升斗斗

一

斗斗
界界界拼拼

一 目 呜 「「丫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衅月口二社毕毕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丰丰斗斗一厂士士

习习习习习日日曰曰习习
一

羊
二二

口口口口口以以二二 111

丰丰丰
lll广十

---

川川
廿廿111

1
.

古 陆 2 下扬 子陆 内断陷 区 . 3 滇黔断陷区 4
.

石 江断陷 区 5
.

南岭断陷区 6
.

鄂西拗陷 区 7
.

南秦岭一龙 门山一盐源
、

丽江被动 陆缘 .8 分区 界线 F t 青川一茂仪断裂带 F Z北川一映秀断 裂带 F 3 江油一灌县断裂带 F 4 绿汁 江断裂带 F S

安宁河断裂带 F 6 普渡河断裂带 F 7 小 江断裂带 F S 开远一平塘断裂带 F g 哀牢山断裂带 F 比红河 断裂带 F 以 文

山断裂带 F1 2 富 宁一靖 西断裂带 F 13 隆林一百色断裂带 F1 4 紫云 一丹池断裂带 F] 5 淑浦一四堡断裂带 F1 6 三江断

裂带 In 7 冷 水江一龙胜断裂带 F 18 湘潭一零陵断裂带 F 19 衡阳一灵山断裂带 F 20 合浦一郴县断裂带 F ZI 吴川 一四

会断裂带 F 2 2 阳江 一广州断裂带 F 23 邵武一河源断裂带 F 14 丽水一海 丰新裂带 F 25 卡乐一沼安断裂带 I
了

26 嘉 山一

响水断裂带 F 2 7 红 山一绍兴断裂带 F 28 丹凤一商南断裂带 F 29 山阳一柞水断 裂带 F 30 石泉一安康断裂带

图 1 华南泥盆纪古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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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南方泥盆纪沉积盆地类型划分

T a b le 1 C l a s s in e a ti o n o f ht e t y衅 o f D e v o n ia n 哭d im o n t a一》
,

b a s in
s ,

S o u th C h i n a

环环境境 边缘性质质 沉积盆地类型型 盆地位置置 地壳类型型 主要形成作用用 典型地区区

大大陆环境境境 陆内走滑滑 板内内 陆壳壳 断陷作用及走 滑作用用 下杨子子

边边渡及滨岸岸岸 陆内凹陷陷 板内内 陆壳壳 沉积负荷作用用 鄂西西

环环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 陆陆陆陆内断陷陷 板内内 陆壳壳 断陷作用拉伸作用用 滇东北一黔西南南
海海海 被被 断拗型型 板块边缘缘 陆壳一过渡壳壳 断陷作用挠曲作用用 秦岭岭

洋洋洋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工工卜卜 陆陆 断块型型 板块边缘缘 陆壳壳 拉伸断陷作用沉积负荷作用用 龙 门山山

境境境 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

裂裂裂裂 谷型型 板内一板块边缘缘 陆壳一过渡壳壳 拉冲作用裂各作用用 右江江

走走走走 滑型型 板内一板块边缘缘 陆壳一过渡壳壳 走
:

滑作用拉伸作用用 桂东
、

汀南和粤西西

陆陆陆陆间盆地?())) 板间间 过渡壳一洋壳壳 扩张作用用 哀牢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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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沉积盆地的主要沉积和构造特征

班
.

下杨子陆内走滑断陷盆地

加缎东晚期至海西早期
,

卜扬 子地区在南挤 (华夏板块北移 ) 北阻 (已 匕开成陆的大别 胶

南酬皱带 ) 的区域应 力作用 卜抬升
,

从而缺失早一中泥盆世沉积
。

随后导致盆地边界发生断裂
,

比沿连黄断裂
,

南沿江绍断裂形成陆 内断陷盆地
,

接受晚泥盆世五通群陆屑沉积 观 L}
`

期

、 D 3目 的沉积 等厚图 上 (图 2 ) 表明该沉积盆地存在斜列的工隆三拗构造沉积分 异
,

这此次级

拗陷不1
1

隆起的 长轴方向都是北东向
,

呈雁行状分布
,

明显反映了边界断裂的走滑断陷活动特点

月外 盆地南部隆起高
,

拗陷深
,

隆一拗之间间距紧密
,

盆地北部隆起低
,

拗陷浅而舒缓
,

加之

后明冲积扇沉积 卜要沿南侧江绍断裂发育
,

表明该走滑盆地的构造沉降饭用具有南强北弱特 .
、

1 连 “ 港

图 2 }; 杨子泥盆系 上统观雾山组沉沉等厚度图

1
了一9 2 S o d l, n e月〔: z r y 一、 o P a e h m a P o 全

、

C : ` a z lw u s h a n F ( ) r m a t, o n

u p p。 , D
。 、 。 n j o n i n L o w e r Y a n t z e R e g i o z、

.2 鄂西陆内凹陷盆地

中扬 子地区南界为江南断裂带
,

西邻上杨子古陆
,

北部和东北部无明显的盆缘断裂存在 东

部与 厂扬子盆地相连
,

形成椭圆形的地形平缓的陆内凹陷盆地
。

该区在整个加里东一梅西期都属
稳定的陆壳背景

,

泥盆系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

沉积厚度小
、

无深水沉积
,

无火山活动
,

无

明 显的同沉积断裂作用
,

沉积岩相分异不明显
。

该盆地在艾菲尔期前未按受沉积
,

中泥盆世晚期

海侵向北扩人
,

越过江南 占陆
,

于常德
、

安化
、

沙坪一带形成通道
,

与华南海相连形成了以碎屑

岩 为寸的滨岸浅海环境
` ,

古地形由北向南缓倾斜
,

沉积厚度逐渐向南增加
,

晚泥盆世海侵向北东

方闷扩大
一

海水知暂达到下扬子巢湖一带
。

东北缘 由于海流的注人 沿武汉 一带形成 三角洲沉

似
.

托它地区仍 为前滨到近滨沉积环境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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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陆棚和碳酸盐缓坡
,

沿断裂活动带局部出现钙屑浊积岩
。

晚泥盆 世
,

北带早期以粉砂质泥
.

《) 卷

泥

质粉砂的浊流沉积为主
,

晚期以砂质浊流沉积为主
,

上部有火山岩和碳酸盐岩夹层
,

晚期局部地

区 开始回返成陆 ; 中带
,

继续拗陷
,

海水变深
,

以深水陆棚的泥质岩和泥灰岩为特征 ; 而南带处

于碳酸盐和陆源碎屑混合陆棚环境
。

可见
,

在中
、

晚泥盆世
,

南秦岭为从南 aJr 北由浅变深
,

勺滨

岸
一
, 陆棚~ 斜坡~ 盆地的被动大陆边缘环境 (图 4)

.

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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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秦岭陆缘断拗盆地演化示意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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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门山陆缘断陷盆地

泥盆纪时期
,

由于古特提洋北支向东扩张
,

龙门山地区形成华南板块西北缘的被动陆缘
,

并

继承了早古生代的断裂活动特点
,

由西向东有青川茂坟断裂带
、

北川断裂带和江油断裂带
。

它们

以断块式断陷作用造成该被动陆缘上隆起
、

断陷的分异
,

并形成多个次级断陷盆地
,

如在彭灌一

绵竹和轿子顶一雁门坝等地呈垒堑式
,

在北川
、

桂溪至江油大康
、

马角坝一线呈半地堑式
。

盆地

的总体特征
,

中南段受隆起作用影响大
,

中北段则表现为强的断陷作用
。

沿断陷带走向变化显

著
,

早泥盆世
,

基底构造活动强烈
,

内部断陷分异大
,

宝兴
、

彭洪及轿子顶等地继续隆起遭受剥

蚀
,

南段天全
、

二郎山一带为幅度不大的拗陷
,

碎屑岩厚度仅 30 Om
,

而江油北川
、

平武平释铺

一带则形成强烈的断陷中心
,

下统碎屑岩厚达 3 30 0 多米
,

沿走向向北东
、

向东厚度急剧减薄
,

甚至尖灭
,

形成半地堑式次级断陷盆地
。

早泥盆世晚期到中泥盆世中期
,

基底断裂间歇性活动
,

导致甘溪组到观雾山组下段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混合沉积
,

造成生物礁和陆源碎屑沉积频繁交

替
,

并沿北川一茂坟断裂带末端变陡的缓坡边缘形成线状的丘礁群
。

中泥盆世晚期到晚泥盆世旱

期
,

海侵扩大
,

断陷作用增强
,

除北川
、

江油平武一带为断陷中心外
,

在中段崇庆
、

文锦江一还

又形成另一个断陷中心
,

碳酸盐沉积厚达 18 8 7m
。

沿缓坡边缘逐渐演变为碳酸盐镶边台地
。

到

晚泥盆世晚期
,

海平面相对下降
,

碳酸盐台地发生浅滩化
,

靠近古陆边缘则发育局限台地

.6 哀牢山陆间洋盆

该区构造特征与古特提斯构造域的演化密切相关
,

而目前对海西期古特提斯洋并启时间尚存

在很大分歧
。

我们认为位于北羌塘一印支陆板块与扬子陆板块之间的红河一哀牢山地区在泥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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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存在一陆间洋盆
,

其初始扩张可追溯到泥盆纪初期
,

主要依据是 : ( )l 金平地区
,

泥盆纪

与志留纪连续沉积
,

泥盆系为向上变深的层序
,

早泥盆世为深水碳酸盐缓坡
,

中泥盆世出现硅质

岩
、

硅质泥岩
、

黑以页岩夹泥灰岩的深水盆地相沉积
,

并夹有层状玄武岩及辉绿岩墙群
,

显示了

盆地的强烈扩张作用 ; ( 2) 滇西及右江
、

龙门山地区 的古生物特征已出现大量西欧类型分子
,

生物群面貌与西欧一致
,

这可能说明有古特提斯洋广海存在 ; ( 3) 泥盆纪时伴随着古特提斯洋

(哀牢山红河洋 ) 的打开
,

右江地区产生以北西向为主的强烈拉张断陷盆地
,

形成被动陆缘上的

裂谷带
。

早泥盆世益兰期
,

在广西田林八渡有三层厚达 160 m 的玄武岩
,

中泥盆世科甲
、

武德及

晚泥盆世武德
、

那坡
、

富宁等地都有较大规模的海底喷发玄武岩存在
。

沿哀牢山
、
红河断裂带洋

盆的初始打开与演化强裂影响着右江和南岭地区的构造格局
.

.7 右江边缘裂谷盆地

泥盆纪时期
,

随着古特提斯洋沿哀牢山和江河断裂带的扩张
,

右江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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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侧的被动大陆边缘
,

并发生强烈拉张裂陷作用
,

造成多个北西向及北东向裂陷带及相应的次

级裂陷盆地
.

根据火山作用
、

沉积建造与盆地演化特征
,

表明海西一印支期的右江盆地是一个具

有初始洋壳性质的被动型裂谷盆地
,

经历了陆内裂谷阶段 (D , d一D ly )
、

边缘裂谷阶段 (D
, t一

c
、

孤后裂谷阶段 (P` T- 2) 和充填变浅阶段 (几一
~

T 3) (陈洪德
,

19 88)
。

泥盆纪时期
,

盆地内

的主要张性断裂带从南向北有富宁一靖西断裂带
、

隆林` 百色断裂带
、

紫云
- 一丹池断裂带及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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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开远一平塘走滑断裂带
.

沿着这些断裂带
,

在碳酸盐台地间形成深水盆地沉积 (称为台间盆

地
。

按台间盆地边量性质及内部结构特征
,

可分为半地堑式台盆 (紫云一
,

丹池台盆 )
、

地堑式台

盆 (富宁一靖西台盆
、

隆林一百色台盆 ) 和走滑式台盆 (开远一平塘台盆 )
.

( )I 萦云一丹池半地堑式台盆

该台盆的形成和演化受北西向紫云一丹池断裂带的拉张裂陷作用控制
,

同时受到派生的次级

北东向走滑断裂作用影响
.

泥盆纪时期
,

同沉积断裂活动主要发生于盆地北东侧
,

形成沿断裂带

分布的生物礁带
,

并发育大规模沉积物重力流及滑塌沉积
,

且沉积厚度明显大于南西侧
,

说明盆

地呈北东侧沉降幅度更大的箕状 (陈洪德
,

19 89) (图 5)
.

( 2 ) 地堑 式台 盆

以富宁一靖西台间盆地为例
。

在北西向富宁一靖西断裂带的拉张裂陷作用影响下
,

形成两侧

受阶梯状断裂系控制的地堑式台盆 (郑荣才
,

] 9 90)
,

主要特点是中泥盆世晚期台盆两侧的台地

前缘斜坡有大量的滑塌变形构造和碎屑流沉积发育
,

且具对称发育特点
。

南侧扬柳井一带
,

滑塌

变形层厚达 20 Om
,

滑塌方向指示斜坡向北东倾斜
。

西盆地北侧大普弄到木利之间
,

东岗岭组 上

部出现多层碎屑流沉积的砾屑灰岩
,

每层砾屑灰岩厚数米至近百米
。

据包卷层理滑动方向指示斜

坡有较大的坡度向南西倾斜
。

斜坡之间为深水盆地相的黑色泥岩
、

钙质泥岩夹硅质岩
、

硅质泥岩

沉积
,

表现较典型的地堑式台盆结构特征 (图 5)
.

.8 南岭边缘右旋走滑盆地

海西早期
,

在华南板块的东南缘湘
、

桂
、

粤
、

赣地区 (即南岭地区 ) 沿北东
、

北北东向前泥

盆纪蘸底断裂发生了走滑断裂作用
,

形成剪切型被动陆缘
。

这些断裂主要有冷水江一龙胜断裂

带
、

钦州一衡阳断裂带
、

吴川一四会断裂带
、

阳江一广州断裂带及丽水一海丰断裂带等
,

沿着

这些断裂带相应地在碳酸盐陆棚上形成北东向的深水走滑盆地
,

如新化一
一

城步台间盆地
、

灵山一

衡阳台间盆地
、

吴川一四会与梅州一深圳断陷盆地 (图 6)
。

由于沿断裂带走滑拉张 与走滑挤压

作用伴生 因此
,

使这些线状盆地在平面上呈
“

S
”

型展布 (右旋 )
,

在挤压区
,

局部抬升形成孤

立的局状隆起或发育碳酸盐孤立台地
,

拉张区则形成深水断陷盆地
,

特别是菱形断陷盆地
,

在空

间上形成盆台交叉
,

盆中有台
,

台中有盆的复杂的古地理景观
。

该区走滑拉张断陷作用从南注北

逐渐推进
,

海侵逐渐由南向北超覆
,

在断裂带南段盆地形成较早
,

北段较晚
。

地形土具北端封

闭
、

向南西开放
、

南宽北窄
,

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
.

在该剪切型被动陆缘上
,

不同的走滑台间盆地具不同的特征
。

新化一
-城步台间盆地是受冷水

江一龙胜走滑断裂带控制形成
,

向北延伸到新化一带
,

南到桂林
、

柳州
,

与北西向张裂盆地相

连
。

一

早泥盆世隆起
,

缺失沉积
.

中泥盆世早期为陆源碎屑滨岸及陆棚沉积
,

南段开始出现深水盆

地
,

中段
、

北段到中泥盆世晚期才发育深水盆地
。

城步
、

绥宁一带为挤压抬升区
,

除了有苗儿

山
、

越城岭海岛外
,

盆地宽度小
,

生物礁发育
,

沉积厚度亦小
。

新邵粟坪一带拉张断陷为深水沉

积及浊流发育
,

由硅质一岩
、

泥灰岩
、

泥岩夹粒灰屑灰岩组成
。

盆地东南边界受断裂控制
,

在安

化县青山冲一禾青
月

州岩下院一
.

定河冲一城步西岩一带以碳酸盐台地边缘斜坡与盆地相连
。

盆地西

界
,

天马山一岩 口一洞 口以东
,

以碳酸盐缓坡与盆地逐渐过渡
,

形成半地堑式盆地内部结构 中

泥盆世晚期
,

盆地东侧由于断陷强烈
,

由加积型的台地边缘变为跌积型台地边缘
,

有生物礁
、

滑

塌及碎屑流沉积 ; 盆地西侧仍为碳酸盐缓坡
,

盆内为硅质岩
、

泥质岩
、

瘤状灰岩及浊流沉积
。

晚

泥盆世早期
,

东侧台地边缘变为缓坡
,

盆地内部由不对称变为对称
,

晚期海水由北向南退出
,

盆

地被充填缩小
。

灵山一月斯阳台间盆地则是由于钦洲一衡阳断裂带由南向北走滑扩张
,

在早泥盆世

晚期至中泥盆世早期的陆源碎屑滨岸及碳酸盐缓坡或台地基础上形成的
。

连县
、

贺县一带为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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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区
,

除了有连山岛
、

其昌岭岛存在外
,

盆地相带最窄
,

周围为局限台地
。

临武
、

宁远
、

道县

一带为走滑拉张断陷区
,

盆地最宽
,

呈菱形
,

在盆地东界临武香花岭
、

莲塘一带
,

西界道县虎岩

坝
、

双牌一带
,

都形成台缘斜坡
,

发育碎屑流
,

浊流沉积及滑塌堆积
.

其东界台缘斜坡上
,

碳酸

盐重力流堆积的厚度可达 1 50m 以 上
、

筱盖在硅质泥岩
、

薄层泥灰岩之上
,

其上为浅水碳酸盐沉

积援盖
,

砾屑灰岩的层数与厚度向上增多
、

增大
,

属向上变厚
、

变粗
、

变浅的层序
,

具向海推进

的跌积型陡斜坡特征
。

盆地西界
,

碳酸盐重力流沉积仅厚 2 0
-

一 50 m
,

常与硅质岩或薄层泥灰岩

呈指状交叉
,

具向上变薄变细变深层序
,

反映属后退式缓斜坡特征
。

在梅县一深圳走滑断陷盆地

内
,

由于走滑断层作用影响
,

沉降中心向北东方向逐渐迁移
,

中泥盆世至晚泥盆 世早期
,

沉陷中

心位于惠阳梨树坑 - 好义一带
,

堆积厚度达 160 0 多米
,

晚泥盆世晚期
,

沉降中心移至礁岭澳峰

口一带
,

一套以冲积相为主的含砾粗砂岩厚达 12 00 米
。 、

目目目

一一本
~

JJJ

州州州

`

产兰卫卫全竺己
,

.

古陆 2
.

同沉积期走滑断层 .3 走滑盆地 4 碎屑滨岸
、

陆拥及碳酸盐台地 .5扇三角洲

图 6 南岭剪切型陆缘构造沉积格局

护,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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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沉积盆地的形成与演化规律

华南泥盆纪沉积盆地的构造活动
、

沉积作用和演化具以下规律性特点 :

l 泥盆纪初
,

伴随着古特提斯洋的打开
,

华南板块西
、

北
、

南边缘均逐步发展为被动大陆边

缘 山于古地形及同沉积断裂活动差异
,

西北边缘南秦岭一
.

龙门山
.

盐源一丽江被动陆缘坡度

陡
,

陆棚相对较窄
,

从陆向海由滨岸
一
, 陆棚

一

, 斜坡~ 盆地相带展布明显 ; 而右汉
、

南岭被动陆缘

坡度缓
,

陆棚宽
,

斜坡不明显
,

仅在龙州一南宁
一一灵山一带有大陆斜坡存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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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沉积盆地主要占据陆棚位置
,

基底以陆壳和过渡型地壳为主
,

沉积盆地的形成及性质
、

内

部结构受同沉积断裂活动控制
,

可以呈半地堑式
、

地堑式
、

走滑和拗陷型
。

3
.

沉积盆地受构造控的沉积分异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盆地内分异复杂
,

同沉积断裂不仅控制

生物礁的分布
,

而且出现深水盆地
,

和右江边缘裂谷盆地与南岭边缘走滑盆地
,

在时空分布上西

南早
、

东北晚
,

火山活动亦南强北弱 ; 另一种类型是盆地内分异简单
,

同沉积断裂活动仅控制生

物礁的分布
、

碳酸盐缓坡和台地的演变
,

如龙门山边缘断陷盆地
。

4
.

盆地的形成及演化受到基底构造活动
、

海水进退规程和沉积作用的控制
,

发展演化具有阶

段性
,

可分为初始阶段
、

海盆扩大分异阶段
、

强烈裂陷一走滑阶段和充填阶段
.

初始阶段 (早泥

盆世初期到中期 )
,

构造活动不强烈
,

以滨岸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

海盆扩大分异阶段 (相当于早

泥盆世晚期到中泥盆世早期 )
,

构造活动明显
,

有海底火山活动
,

海侵扩大
,

深水盆地开始发

育
,

但以陆棚碎屑岩和碳酸盐缓坡沉积为主
。

强烈裂陷一走滑阶段 (相当于中泥盆世晚期到晚泥

盆世早期 )
,

是构造活动高潮期
,

火山活动强烈
,

海侵最大
,

深水盆地沉积最发育
,

沉积相分异

卜分显著
。

晚泥盆世晚期是盆地充填
、

收缩变浅阶段
。

5
.

杨子古陆南侧被动陆缘
,

右江地区和南岭地区呈显著不同的岩相构造格局
,

右江地区以北

西向断裂拉张裂陷作用为主
,

而南岭地区则多表现为北东向基底断裂的走滑活动
。

笔者认为这种

特点是受古特提斯洋扩张作用和基底构造性质影响所致
。

泥盆纪初期
,

随着古特提斯洋沿金沙江

一哀牢山带开裂
,

形成哀牢山陆间洋盆
,

开裂方向主要呈北东一南西向
,

致使右江地区出现强烈

的北西向同生断裂的拉张裂陷活动
,

并由陆内裂谷发展为边缘裂谷带
。

由哀牢山洋盆沿北西向构

造带的扩张
,

势必会产生北东向转换断层活动效应
,

在大陆边缘区则表现为同沉积期断裂的走滑

活动
。

南岭地区前泥盆纪主要呈北东向构造线
,

有数条北东向基底断裂带存在
。

因此
,

泥盆纪时

期
,

在洋盆扩张引起的转换断层活动影响下
,

这些基底断裂带多发生右旋走滑活动
,

导致南岭走

滑盆地系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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