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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群沉积与扬子板块

东段晚古生代构造格局
卫

夏邦栋 刘洪磊 方中 吕洪波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南京 2 10 0 0 8)

提要 苏皖南部二叠纪龙潭群的沉积学研究表明
,

它是一个向西尖灭的碎块楔 ; 其东侧的物源区是

一个近南北向延伸的造山带
,

广泛产出富 含长石与电气石的变粒岩或片麻岩等
。

建议称这一造山带为东海

造山带 龙潭期沉积盆地属于撞击槽
,

其形成是由于东海造山带向西挤压
,

使 F扬子区地壳发生横向引张

的结果
.

盆内结构不均一
,

具有北东一南西向伸长的隆坳相间格局
。

这种隆坳相间的格局在晚泥盆世及早石

炭世沉积中已有所反映
。

因此
,

龙潭期的构造格局从晚泥盆纪即 已萌生
,

是晚古生代构造格局的典型表

现
。

关键词 龙潭群 磨拉石 造山带 撞击槽

第一作者简介 夏邦栋 男 58 岁 教授 沉积一大地构造

引 言

扬 子板块是大约 800 M a 前奠定的古板块
,

呈东西 向横垣于我国南部
,

它东窄西宽
,

状

如葫芦
。

苏皖南部地区位于这一葫芦的柄部
。

国内地质学家运用历史分析方法
,

并基于槽台

理论
,

传统认为这里是杨子准地台上经过 中生代以来多旋回岩浆活动
、

且结构复杂的地台盖

层褶皱带 (黄汲清等
,

19 80)
。

随着板块构造理论的深人
,

夕又们又从不 同思路来探讨这一地

带的古生代大地构造性质
。

其中突出的是徐克勤等认为下扬子区在晚古生代是一个断裂拗陷

带
,

这里产出丰富的 F e
、

C u 矿床与海底 火山及热泉喷出有关 (徐克勤等
,

19 8 ;0 顾连兴
,

徐龙勤
,

19 86 )
。

夏邦栋等提出
,

杨子板块东段在早古生代发育了几个呈北东向展布的裂陷

槽
,

以及在东海近岸海域存在一个近南北向展布的晚加里东期造山带 (夏邦栋
,

198 6 ; 夏邦

栋
,

吕洪波
,

19 8 8
,

19 9 0 )
。

本文从音」析苏皖南部地区二叠纪龙潭群的沉积特征人手
,

论述了该区龙潭期的构造特

征
,

并进而探讨该区晚古生代的构造格局及其演化
,

为深人评价扬子板块东段古生代构造演

化提供新的资料和认识
。

一
、

龙潭群的沉积序列

龙潭群的地质时代跨早二叠世晚期和晚二叠世早期
,

其地质体包括堰桥组 (或银屏组 )

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锄项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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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龙潭组两个连续的地层单位
。

其主体是一个先向上变粗
,

其后再向 仁变细的层序
,

普遍含

多层厚度极不稳定的煤层
。

兹以巢县银屏 山
、

鬼门关及平顶 山剖面加以 说明
。

该处剖面 总厚

度仅 6 0一 7Om
,

共包括 7 个岩段
。

1
.

泥岩段
,

为具有水平纹层和水平条带的泥质岩
,

富 含海

相薄壳化石 ; 2
.

粉砂岩段
,

薄层状
,

具有透镜状及脉状层理 ; 3
.

砂岩段
,

自 卜而 仁由细砂岩

逐渐过渡为中砂岩
,

厚度不稳定
,

发育楔状及板状交错层理 ; 4
.

粉砂岩与泥岩交互段
,

火碳

质页岩
,

具有水平及透镜状层理 ; 5
.

砂岩段
,

为中一粗砂岩
,

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

砂岩

的顶
、

底板均起伏不平 ; 6
.

细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交互段
,

具有透镜状及脉状层理
,

夹 : , r采

煤层 ; 7
.

灰岩段
,

主要 为生物碎屑灰岩
。

上述 l一 6 段 可鉴定为
、

个进积 二角洲沉积体
.

其

中
,

1段为前 三角洲沉积 ; 2一 3 段为 几角洲前缘沉积
,

其中 2 段 为远砂坝相
,

3 段为河日砂

坝相 ; 4 段为分流间湾相 ; 5一6 段为 只角洲平原沉积
,

其中 5 段为分流河道相
,

6 段为分流

间沼泽和湖泊相
。

7 段代表进积滨线沉积
。

关于龙潭群为三角洲沉积的看法
,

在苏 皖地伙 工

作的同行中认识是相当一致的
。

众所周知
,

下扬子区 自早石炭世末至龙潭期前
,

皆为海相碳酸盐沉积
,

到龙潭期突然出

现进积型三角洲
。

这表明古地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
,

是古构造事件的反映
。

李毓尧等
,产在

六十年前曾提出东吴运动
一

名
,

以 示龙潭群与下伏地层之间的不整合关 系
,

。

然而
,

东 义运

动的构造实质及其真正的意义何在
,

这便是本文将要深入讨论的内容
。

. 、

物源方向的判定

正确判定 三角洲沉积的物源力
一

向
,

是讨论构造事件并恢复古构造背景的第一步
,

也是关

键所在
。

对此
,

采用了如 卜方法
。

L古流向测定 龙潭群岩性软弱
,

露头被广泛覆盖
,

但仍获得 了前积层所指示的少量

古流向数据 : 在靖江孤山为 SW ; 巢县平顶山为 320
。
; 巢县鬼门关为 3 15

。
; 南京湖山为

3 1 5
“

; 宁国小号为 2 25
。 。

上列数据均已经过产状校正
,

而且是不同层位上多次测量结果

的平均值
。

可以看 出
,

在极为广大范围内古流向都变化在 SW一 N W 之间
,

没有 向 S E 方 向

的
。

这一事实说明
,

古流向总体向西
,

即三角洲沉积是向西推进的
。

.2 盆地中岩石组合的空 间变化 龙潭群沉积盆地呈 N E一SW 向展布
,

其中的岩石组合

根略地可以分 为如 下三类 二 A
.

以砂岩为主的砂一泥岩组合 ; B
.

以泥岩为主的泥一砂岩组合 ;

C
.

以泥岩为主的泥岩
、

钙质岩 与砂岩组合
。

三种组合均夹煤层或煤线
。

A 组合主要分布在

盆地东北部
,

B 组合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
,

C 组合分布在盆地西南部 (图 l )
。

岩石组 合的

空间分布关系
,

清楚表明碎屑物 仁要来自盆地的东边
,

故东北部出现较多的砂质碎屑
,

西南

部则有较丰富的碳酸盐沉积
。

1 粗碎屑沉积物的空间分布特点 龙潭群碎屑沉积的粒度总体偏细
。

但在若干地点出

现粗砂岩和细砾岩近源产物
。

如南京湖山有近 10m 厚的含砾粗砂岩
,

局部为细砾岩
,

砾径

3
`

一4 m m
。

砾石成分为脉石英
。

宜兴柏 山和川埠有厚 1om 以 卜的粗砂岩
,

局部为细砾岩
,

砾

径达 5一s m m
。

砾石成分除脉石英及硅质岩外
,

尚有很多长石碎屑
。

靖江孤山有多层含砾砂

岩
。

宁国武山煤矿有约 10n
l 厚粗砂岩

。

径县铜 山有约 0
.

5m 含砾砂岩
。

从以 上事实看出
.

粗

李毓尧等
,

】9 3 5
,

i
犷

镇 111脉地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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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沉积主要分布在盆地东部 (南京
,

宜兴
,

靖江 )
,

少数在南部 (径县
,

宁国 )
,

从而指 出

主要物源区在东边
,

南部可能有局部的蚀源区
。

这与前述关于物源区方向的推断是一致的
。

还值得注意的是
,

只是在东部的粗碎屑中含有较丰富的碎屑长石
。

这不仅说明东部确是近蚀

源区
, .

而且说明该源区产出有富含长石的母岩
。

声 O

23斗5@。.L

安庆
汉乏

交M \
、 J工 二 、 、

\

q 印Rnr \ \

6/一M画之L

M S : 泥砂岩组合 ; SM :
砂泥岩组合 ; L M

:
钙泥岩组合

。

圆圈数的多少代表砂岩中长石含量 之多寡

图 1 下扬子地区晚二叠世龙潭组沉积类型
、

长石含量及沉积厚度分布图

F ig
.

1 A m a P s h o w i n g r o e k t y P e s
, s ed im e n t a r y t h ie k n e s s a n d P l a g io e l a s e c o n t e n t in s a n d s t o n e s o f

L o n g t a n G r o u P

..4 沉积厚度的变化 龙潭群沉积厚度最大处位于盆地北东部的滨海县
。

据钻孔资料
,

在该地龙潭群厚达 10 00 m
,

其中堰桥组 (又称滨海组 ) 厚 6 1 2
.

5m
,

龙潭组厚 387
.

14 m
。

龙

潭群向西南方向迅速减薄
。

如南京为 330 m
,

其中堰桥组 18 Om
,

龙潭组 巧 Om
。

宿松为

104 m
,

其中堰桥组 (又称武穴组 ) 7 5m
,

龙潭组 (又称吴家坪组 ) 29 m (图 1)
。

随着龙潭

群总厚度向西减薄
,

其中所夹砂岩的厚度亦自东向西减薄
。

如无锡东山大于 60 0m
,

广德为

4 00m
,

宁国港 口为 2 2 l m
,

宣城小号为 18 5m
,

径县麻岭为 100m
,

贵池殷坑为 SOm
。

以上各点有力地说明
,

龙潭群沉积是一个向西兴灭的碎屑楔
,

属远源挤压型磨拉石 (夏

邦栋
,

吕洪波
,

199 ;0 夏邦栋
,

19 8 ;8 夏邦栋等
,

19 89)
。

之所以说它是磨拉石
,

是因为它

是厚达 10 00 m 的典型碎屑楔 ; 认为它是远源的
,

是由于它缺乏大量的粗碎屑物 ; 认为它是

挤压型的根据是
,

它具有单向向西的古水流体系以及沉积相和厚度变化
。

这一磨拉石楔的确

定
,

具有重要的构造意义
。

它标志着该沉积盆地的东侧有一个走向近于南北
,

并正在隆升的

造山带
,

后者提供了丰富的碎屑物向西搬运从而形成了这一磨拉石楔
。

二了 玲卜进去王 6 6 毕 L又丁 户鱿
户

一
、 `

吐声 布习 目 沙布习飞 J 习一

L砂岩的颗粒组分 砂岩中石英含量一般大于 50 %
.
,

最高为 90 %
。

有单晶石英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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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石英 2种
,

均有波状消光
。

复晶石英常由 5 个以上颗粒镶嵌而成
,

晶粒大小参差
,

反映其

变质成因
。

有的复晶石英颗粒具有形态定向和强烈波状消光
,

它们是来自强烈挤压构造带的

碎屑物
。

碎屑长石在砂岩中普遍 出现
,

但各地含量不同
。

长石含量最高为 20 一 25 %
,

平均

从甄
,

。

其中 6 0% 以 上是斜长 石
,

以更长石为主 ; 少数是钾微斜长石和条纹长石
。

值得注意的

是
.

砂 宕中长石含量最高者分布在东部
,

向西逐渐减少 (图 1 )
。

这一特点佐证 了前述 关 于

}: 要物 源区位 于盆地 东侧的结论 岩屑含量不等
,

最高达 1 5一 20 %
。

其成分有变质岩
、

隧

了:
、

粉砂岩
、

泥岩及少量 火山岩 变质岩屑中包括 片麻岩
、

片宕
、

板岩
、

千枚岩 火山岩的

成分为流纹宕
.

按 D ick ins o n o l
.

al ( 1979 ) 提出砂岩颗粒格架组分的 Q F L 图解
,

砂岩样 品大部分落人

}呼旋 回造山带物源区
,

少部分落入陆块物源区 (备 2a ) 按 V all
o ill 等人提出的构造背 景 rlJ

另lj模式 (W
a ll o n l a n d M a y n a r d

,

一9 8 2 )
,

所有样品均属于被动陆缘区 (图 Zb )
。

/
。
oo

。

沁 3气

Q

么

澎
、

,

一一、 、
、 、

、 、

\/
\

、

C\

/、
/
产
/了t、

又 /

A M } } B A

互些二入 L F

a
.

据 W
.

R
.

D , e k: n s o n 等 19 7 9 b 据 R
.

V a l lo n 一等 19 80

图 2 砂岩颗粒格架组分的 Q F L 图解

Q F L d l a g r a m o f s a n d s to n e g r a in fr a m e w o r k e o m P o s i t io n

D ic k m so n
等人划分的再旋回造 山带物源区所代表 的构造背 景中包含有碰撞造 山带

`

v all
o in 。 1

.

。 1
.

( 198 1) 划分的被动陆缘区所代表的构造背景中
,

也包括有碰撞型陆缘
。

按照

这两种模式
,

龙潭群应是在碰撞造 山带的背景下堆积的
,

其物源区本身是一个碰撞型造 山

带
。

.2 重矿物特征 采 自南京
、 ’

宜兴
、

长兴
、

径县
、

宁国
、

贵池
、

凡昌等地 区 8 个砂岩 人

l 爪砂的鉴定结果表 明
,

砂碉 中 电气石含量 最高为 820 59 / t
,

最低 为 118
.

7 9 / t
,

平均

` 10
.

2 9
、

t
。

其含量超过相应样品中错石含量 (8 个样 口 平均 52
.

5 9 厂 )t 的 10 倍 电气石 竹

为具有
一

定磨园度的 二方柱状韶
,
体

,

粒径与砂岩的颗粒格架相一致
,

无疑是经过搬运后沉积

的 这
一

特点说明
,

,

物源区被剥蚀母岩不 可能是花岗岩
,

而是富含电气石与长石的变粒岩
,戈

片麻岩
。

然而
,

这种类型变质岩在盆地的南
、

北
、

西 三侧均不存在 如盆地南侧的
“

江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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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

为板岩
、

千枚岩等浅变质岩组成①
。

盆地北侧是所谓
“

张八岭
”

古陆
,

为缘片岩类岩石组

成
。

西北侧是
“

大别古陆
”
②

,

虽有片麻岩及变粒岩类岩石
,

但它们并不富电气石
。

因而
,

从

这些地区都不足以大量提供此种性质的碎屑物
。

已如前述
,

在盆地西边为同期的碳酸盐沉积

所展布
,

故亦不可能是蚀源区
。

因而
,

唯一的可能是
,

该类母岩分布在盆地的东侧
,

在东侧

有一个造山带
,

且广泛分布着富含电气石
、

斜长石等矿物的变粒岩或片麻岩
,

它们是沉积龙

潭群的主要蚀源母岩
。

四
、

砂岩的岩石化学

`

采 自不 同地 区的 17 件砂岩样 品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 : 砂岩中 51 0 :
含量高 (平均

82
·

49% ) ; A 12O 3 、 T i o Z 、

F e 20 3
含量低 : N a ZO > K ZO

。

按 p e t t ij o h n ( 19 7 3 ) 的化学成分分

类
,

大多数砂岩属于岩屑砂屑岩 (图 3)
。

而岩屑砂屑岩正是来源于造山带的砂岩的典型产

物
。

。

/

/ 次

长

/

/

/ 次

岩

屑

/
/ 石

英砂肩岩//I|\
砂屑岩

ol /||\
石砂屑岩

.

/矛
.,、、

岩rJJ

11
尸渭
砂屑

.、
.

/长
ō

石岩砂

厂沁?妇喘仇/
.

、.、

.̀///

杂砂岩//
州时。02

(02日/ 八.2)

留 义一月

~ 习
.

`

功 1

一 1
.

0 一止
, ,

1
.

5 2
.

0

10 9 (s
一0 2 / A l zo , )

图 3 砂岩的化学成分分类 (据 E
.

J
.

p e t t ij
o h n

,

19 7 3 )

F ig
.

3 C h e m ie a l e l a s s i if e a t io n o f s : 、 n d s to n e ( fr o m !三
.

J
.

P a t tij o h n ,

19 73 )

e r o o k ( 19 74 ) 年提出按砂岩中 5 10 :
含量

,

石英的含量和 N a Zo /
`

K Zo 比值将砂岩沉

积的板块构造背景划分为岩浆岛弧型 安底斯型及大西洋型等类
.

按照这一模式
,

本区砂岩兼

有大西洋型 (按 51 0
:
和石 英含量 ) 与安底斯型 (按 N a ZO / K

ZO 值 ) 的性质
,

说明下扬子区

的构
,

造背景并非一般被动陆绷
,

而兼有安底斯陆缘的活动性 (表 1)
。

B h at ia ( 玲83 ) 发 展 了 按砂 岩 化学 组 成划分 其 板块 构造 背 景 的方 法
,

提 出按

①在江南古陆 七
,

亦有龙潭群沉积分布
,

故这里不可能是当时的古陆
。

②有人认为
,

大别地块出现的时代是中生代 苟如此 它根本就不是当时的古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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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20 3+ M go
,

T IO Z ,

A 12 O : / 5 10 2 ,

K
ZO / N a ZO

,

A 12O : / ( C a O + N a ZO )等 5 种参数综 合
,

将砂岩沉积的板块构造背景划分 为
:
大洋岛弧型

、

大陆岛弧型
、

活动陆缘型和被动陆缘 叨 4

类
。

对照 B h at ia 提出的参数
,

本区砂岩的部分参数符合或近于被动陆缘型 ; 部分参数近于

活动陆缘型 (表 2)
。

将主要参数在 B h at ia 的判别图上投影
,

多数样品落人被动陆缘区
,

少

部分样品位于活动边缘区 (图 4)
。

表 l 杂砂岩的环境分类 (据 C r o o k
,

197 4 )

T a b le 1 T e e t o n i e e n v l r o n m e n t e la s s i if e a t i o n g r a y w a e k e s ( F r o m K A
.

W
.

C
r o o k 19 7 4 )

构构造背景景 岩浆岛弧划划 安第斯型型 人西洋型型型

贫贫贫石英类类 中等石英类类 富石英类类 本区区

石石英含量 (% ))) < 1 555 ! 5一 6 555 > 6 555 > 6 555

SSS , 0 2 含星 (伙乞 ))) 5 888 } 6 8一 7 444 8 999 8 2
.

4 999
{{{{{{{{{{{{{

KKK
,

O 厂 N d o

OOO 《 111 < III > 111 ( ) 7 666

护尹创

一

/ / A

交_ _ 一
/

/
瓜飞

/ 尹 一 、

A

/
洲尹

.

尸 /

、 //
2.0

口.几侣.盈

八。品\ 门O刀斌
瞬to~.l

2 4 6 8 10 12 14 2 4 6 8 10 1 2 14

(F e
尹

3+ M g o )% ( F e
夕

3+ M gO )%

A
.

大洋岛弧 B
.

大陆岛弧 C
.

活动陆缘 D
.

被动 陆缘

图 4 砂岩土要化学参数构造背景判别图 (据 M
.

R
.

Bh at ia
,

19 8 3)

F i g
.

4 T h e d is c r im in a n t d ia g r a m s o f t e e t o n l e s e t ti n g fo r s n a d s t o n e s (F r o m M
.

R
.

B h a t ia
,

19 8 3 )

为了从所有常量元素中获取构造背景 的信息
,

B h at i a 作了砂岩 中常量 元素的判别函数

分析
,

用以区分砂岩的板块构造背影
一

按照 B h at ia 的计势
一

公式
,

分别得 出本区砂岩样品的

判别函数值
,

并在 B h at ia 提出的判别函数对 图 上投影
,

绝大多数样品落人被动陆缘 区 范

围 ; 仅个别样品落入活动陆缘区或大陆岛弧 区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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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种构造背景下砂岩的平均化学成分 (据 Bha iat
,

198 3)

T a b l e 2 T h e e o m Po is t io n o f s a n d s t o n es fo r t h e v e r i o u s t e e t o n ie fr a m e w o
kr

s (F or m M
.

R
.

B h a t ia
,

198 3 )

一一

丫戈
型型 大洋岛弧型型 大陆岛弧型型 活动陆缘型型

““
`

学 组 成 ` % ’

\ \\\\\\\\\\\\\\\\\\\\\\\\\\\\\\\\\\\\\\\\\\\\\
XXXXXXX 士 s ddd 牙牙 土 s ddd XXX 土 S ddd

555 10 222 5 8
.

8 333 1
.

666 7 0一6 999 2 666 7 3
.

8666 4
.

000

TTT IO
,,

1
.

0 666 0之之 0
一

6 444 0
.

111 0
`

4 666 0
.

111

AAA 12 0 333 17
.

1 111 1
.

777 14刀444 I lll 12
.

8999 0
.

555

FFF e 2 0 333 1
.

9 555 0
.

555 1
.

4 333 0
.

555 1
.

333 0
.

555

FFF e OOO 5
.

5 222 2
.

111 3
.

0 555 0 444 1
.

5 888 0
一

999

MMM n OOO 0
.

1 55555 0 lllll 0
.

11111

MMM g ooo 3
.

6 555 0
.

777 1 9 777 0万万 1
.

2 333 0
.

555

CCC a OOO 5
.

8 555 1
.

333 2
.

6 888 0 999 2
.

4 888 1
.

000

NNN a 2 000 4
.

111 0
.

888 3
.

1222 0
.

444 2 7 777 0刀刀

KKK , OOO l 666 0
.

666 1
.

8 999 0
.

555 2 999 0
.

555

PPP ZO sss 0
.

2 666 0
.

111 0 1 666 0
.

111 0
.

0 99999

FFF e 2 0尹 M g ooo 1 1 7 55555 6
一

7 99999 4
.

6 33333

AAA 12 0 3 / 5 10 222 0
.

2 99999 0
.

2 00000 0
.

188888

KKK ZO / N a 2 000 0
.

399999 O石 11111 0
.

9 99999

AAA 12 0 3 / ( C a O + N a 2 0 ))) 1 722222 2
.

4 22222 2
.

5 66666

被被动 陆缘型型 下杨子地区区

土土 sddd XXX 士 s ddd XXX 土 s ddd

444
.

000 8 1
.

9 555 6
.

222 8 2
,

4 99999

000
.

111 0
.

4 999 0
.

222 0
.

2 77777

000
.

555 8
,

4 111 2
.

222 8
.

2 22222

000
.

555 1
.

3 222 1
.

666 1 2 11111

000
一

999 1
.

7 666 1
.

222 1
.

2 00000

00000
.

0 55555 0
.

0 2 55555

000
.

555 1
.

3 999 0名名 0
.

7 22222

111
.

000 1
.

8 999 2
.

333 0
,

766666

000刀刀 1
.

0 777 0
.

666 1
.

4 77777

000
.

555 1
.

7 ]]] 0
.

666 1
.

1 33333

00000
.

122222 0刃 33333

22222名99999 1
.

9 33333

00000
.

100000 0
.

100000

11111 6 00000 0
.

766666

44444
.

1 55555 3
.

1 66666

由上述资料可见
,

按 B h at ia 的判别方法
,

与按 C or o k 的划分方案对下扬子 区二叠系龙

潭煤系中砂岩沉积的区域构造背景所作的判别结果是一致的
。

须要说明的是
,

在 B h at ia 列

为被动陆缘的类型 中包括 了不活动或休止 的聚敛边缘
。

本区砂岩大部分样品落人这一区域
,

正好与前文讨论到的盆地东侧存在着碰撞造山带的论断是相互映证的
。

不过
,

这一造山带属

子已 .a{ 水止
,

的聚敛边缘
,

而不是正在活动 的聚敛边缘
。

此外
,

B h at ia 划分的活动陆缘是指

沉积盆洒与很厚的陆壳带相邻
,

沉积物来自较老的褶皱带
。

本区砂岩显示的这一特点
,

就进

一步说
.

明该造山带的性质是
“

古
”

褶皱带
,

而非新生的褶皱带
。

认识这一点
,

对于全面分析本

区古生代构造格局的演化很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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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4+2

尸洲汉之
O

A M

%
0--2--4

闪撼阁ù吹段

一 4 一 2 0 + 2 + 4

辩别 函数 1

0 1八
.

大洋岛弧
、

C I A: 大陆岛弧 二 AM
产

活动阳
、

缘 ; PM : 被动陆缘

自 5 砂岩构造背娥的化学成分判别函数对图 (据 M
.

R hB at ia
,

19 8 3 )

F
1 9

.

5 T h c d
{ s e r im xn a n t t ,L

一n e t i o n d一a g f a m o t
、

te 、: to l l ze s e t t l r l g t。 一
’

s a n d s t o n e味

( F r劝 m M
.

R
.

B h a t i: 1
,

198 3 )

五
、

盆内结构的不均一性

龙潭 群沿 N W 一 SE 力
一

问也有明显的沉积分导现象
、

显不 J’ 盆内结构的不均一性
。

图 6

是沿着 N W一S E 方 向的 一系列厚度柱状图
,

反映出盆地 内部是 N E一 SW 向的隆拗相间 介
-

本区曾 l
_

作过的
、

些单位也都提出过龙潭期有隆拗相间格 局存在
}

。

笔者选取全 区 18 个地点的柱状副面
,

以各剂面中包含的岩 石类刑及其交替顺序等数据

试作马尔科夫链模拟 环流 分解矩阵结 果表明
、

不同地点刊 l幻的次一级沉积旋回具有 小 {司才专

{ l
一 ,

表现 为
: 曰屺 卜变细 ’

他
:
向 上变粗

’
伙 乃 对称 卿和

! 讨称兼其他型
已

在次 级沉积茄
-

回性质的差别
,

掀然是盆内结构不均
一

性的反映 其中 「和 , 分别与隆起带和拗 陷带们对

应 ; 而 3 和 1 1要 见于隆拗过渡带
。

可以 认为
,

卜述隆拗格 局是受断裂控制的
,

因为本区 已知有 呈北东向展布的若 卜同沉积

断裂分布 此外
、

在南京
、

镇江
、 `

良兴
、

长兴等地的龙潭组中均发现了同期的玄武岩
。

在巢

县
、

径县
、

南京
、

宜兴等地的
f
尹

一

二叠 世孤峰组 中
,

均发现 了多层 火山碎屑岩夹层 (有关 : 叠

纪火山岩的详细情况
,

将 另文介绍 ) 相 关地层 中火山岩的存在
,

亦 显示了同沉积断裂的存

在 因此
,

盆地内部隆拗格局的形成
,

是 由于地壳沿断裂发件弓 }张
,

以及地壳中不同块段沿

I 江苏省煤 川地啦勘探公司性
.

1 9 5 2
.

推南煤 炭学院等
一

19 kl)
.

浙 汀省煤川地质勘探公司
,

l`)8 2二

司地质研究 勺
1

.

! 9肠
/ }司 1 令细 刑

,

指 各旋问粒谬 山 厂回 奈变洲 向 }几交 粗卿
,

抬各旋回黔 !妇热妇
· ,` { 变粗 刊称 型

气

山 卜向 1 先变细 丙心粗 前两种肠
一

回的旋 l叫界而为宇 少 又系 抓 种旋回的旋卜1界 向为渐 扮关系

安徽石 油勘探公

系扦了齐旋 阳 {大方川



4 期 训

断裂发生差异性升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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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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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西 l l J: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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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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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

图 6 苏皖南部龙潭群沉积厚度柱状图

F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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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撞击槽
—

龙潭群沉积盆地的性质

综上所述
,

龙潭群沉积盆地具有两项基本特征 : 一是盆地东侧有古造 山带或已休止聚敛

型边缘作为主要物源区
。 一

二是成盆的动力系引张应 力 ; 引张方向与该造 山带的走 向大致 于

行
。

并存 的这两 项特点具有深刻的大地构造 意 义
。

M ol an ar et al 咬19 75) 和 S e n

g(,
:

( 19 76 ) 曾经指出
,

大陆的碰撞能引起板内的引张
,

可导致形成延伸方向与聚敛边缘垂直的

裂谷
。

B u r k e ( 19 80 ) 称这种裂谷为撞击槽 ( im p a e t o g e n )
。

实例如与阿尔卑斯造山带垂直

的莱茵地堑和 P a n t e l l e r i a 裂谷 ( I ll i e s
,

198 1 )
。

又如与喜马拉雅造山带垂直的
,

我国西藏自

治区羊八井一当雄地堑等 (马杏垣
,

1 9 85)
。

依比较大地构造学原则
,

龙潭群沉积盆地显然

具有上述类似的构造背景
,

亦即是盆地的形成是受东侧碰撞造山带向西挤压应力作用
,

导致

板内地壳引张的结果
`

故盆地的性质属于撞击槽
。

七
.

龙潭期的构造格局

夏邦栋等 ( 1990) 曾经提出
,

在扬子板块东缘的东海近岸海域
,

存在一个近南北 向延伸



32 沉 积 学 报 1 0卷

的晚加里东期造山带
。

本文中提出龙潭期的造山带与该晚加里东造山带实为一物
,

但前者是

后者在二叠纪的继承和新生
。

依据有
:

1
.

两者所在位置都在扬子板块东缘
,

均依近南一北方向延伸
。

2
.

晚加里东造山带形成于晚奥陶世末期
。

这时于在下扬子区堆积了以志留系沉积为主体

的磨拉石 (夏邦栋
,

吕洪波
,

1 98 8 ; 19 90)
。

龙潭期造山带存在于二叠纪
,

同样地在下扬子

区堆积了上二叠统沉积为主体的磨拉石
。

3
.

下扬子沉积盆地在志留纪磨拉石形成时
,

为前陆盆地
,

系挤压背景下的产物
。

龙潭期

磨拉石形成时的盆地性质已转变为撞击槽
,

是地壳引张背景下的产物
。

前两点说明了本区构造格局中所保持的继承性方面 ; 第三点反映了构造格局中属于新生

的方面
。

新生者乃是继承了前一时期构造格局中的基本因素- 造山带的存在—
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

图 7 表示下扬子区龙潭斯的构造格局
。

应该指出
,

由古造山带挤压而诱导出来

刁刁刁
尸尸丁〕〕月月

,,
l { { {{{{{ 〕〕 ,丁刁刁

口口〕〕习习
刁刁刁门刁刁
刁刁刁

lll lll 勺勺
----III 刁〕〕 { } lll

书书书444丰
---

!!! l ! } }}} -了丁丁勺勺

〔〔口口 } I } } }}} 二 lll

图 7 下杨子区龙潭期构造格局

F i g
.

7 hT
e t e e to n i e fr a m e w o r k i n

Y a n g tZ e a r e a i n L o n g t an E P o c k

的地壳引张现象并非始于二叠纪龙潭期
,

而

是始于晚泥盆世
。

下扬子区在早中泥盆世经

历 了剥蚀夷平过程
,

于晚泥盆世开始
,

重新

接受沉积
,

同时出现地壳引张现象
。

其表现

为
,

垂直北东方向存在着 4 个沉积厚度与沉

积特征的分异带
,

如其中的浙西带
,

晚泥盆

世的碎屑沉积厚度近 10 加m
,

其下部为扇砾

岩
,

表明断陷作用十分明显
。

早石炭世亦出

现了类似的沉积分带现象
。

此外
, ’

石炭纪及

二叠纪火山岩已多处发现
。

这都是地壳引张

的可靠证据
。

可见
,

下扬子区地壳的引张
,

及由其造成的盆内结构的不均一性格局是从

晚泥盆世萌生
,

到龙潭期达到了成熟阶段
。

这时发生的地壳强烈引张
,

显然与东部造山

带的强烈隆升并向西挤压相关
。

这也就是东
’

吴运动的构造实质所在
。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

oL w er 十分重要的推论 : 第一
,

、

东部造山带的出现

决定了下扬子前陆盆地的形成及其中志留纪

磨拉石的堆积犷东部造山带的重新活动
,

又

决定了下扬子晚古生代引张盆地的形成和发展
。

简而言之
,

东部造山带的活动对于下扬子区

中
、

晚古生代沉积盆地的形成与演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

由于这一造山带的主体位于东

海
,

笔者建议称之为东海造山带
。

该造山带目前已被巨厚的中新生代沉积和海水所夜盖
。

第

二
,

龙潭期的构造格局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晚古生代的构造格局
,

是晚古生代构造演化

达到成熟阶段的表现
。

收稿日期
: 19 9 1年 8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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