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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疆北部福海地 区处于西伯利亚与哈萨克斯坦 两大古板块 的汇聚带
,

构造 活动 强烈
,

属 岛

弧及弧后盆地构造环境
。

上古生界沉积盆地类型多种多样
,

有洋盆
、

残 留海盆地
、

岛弧盆地
、

陆缘弧盆地

及陆 内裂陷盆地等
;
岩相类型齐全

,

深海
、

浅海
、

滨海
、

三角洲及河
、

湖
、

沼泽均有发育
。

沉积相带分布

复杂
,

同一地 区多 种亚 相交替发育形成混合 亚相带
。

晚石炭世
,

海水彻底退出
,

陆相完全取代 了海相
,

古

气候也相应发生剧 变
。

早二叠世末期基本上结束了古生代的沉积历史
,

普遍缺失 晚二叠世 的沉积
。

关键词 火 山碎屑岩 岩相类 型 亚相带 沉积体系 沉 积演化 福海地区

第一作者简介 吴 晓智 30 岁 高级工程 师 石油 地质

1 前 言

新疆北部福海地区上古生代地层分布广泛
,

厚度较大
,

具丰富的岩相信息
。

但由于强

烈的构造运动
、

断裂
、

变质及剥蚀作用致使地层分布零星
、

残缺不全 ,, 这给岩相研究带来

了诸多不便
。

本文以野外实测
、

观察剖面所取得的宏观岩相资料为基础
,

结合粒度
、

微量

元素
、

岩石薄片等微观分析资料
,

在消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
,

描述了火山岩发育

区的岩相类型
,

总结 了上古生代早
、

中
、

晚泥盆世
,

早石炭世早
、

晚期
,

晚石炭世及早二

叠世七个时期的岩相古地理特征
,

探讨 了其沉积演化规律
。

2 构造演化与沉积盆地性质

上古生代
,

新疆北部地壳演化最为剧烈
,

由于 洋壳的持续俯冲
,

岛弧
、

弧沟系的扩展

及大陆的逐渐增生导致了大陆间的碰撞
、

大洋的关闭及新生陆壳的产生
。

研究区位于 哈萨

克斯坦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之间
,

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
、

不同构造位置则形成了不同性质

的沉积盆地或沉积区
。

早泥盆世
,

由于准噶尔洋壳 向北部西伯利亚板块持续不断的俯冲
,

因此在两者之间形

成 了乌伦古
一

准北弧盆带
。

中泥盆世
,

上述俯冲作用加剧
,

在乌伦古
一

准北弧盆带间产生了新

洋盆 (布尔津
一

富蕴洋 ) ; 南
、

北分别为和什托洛盖
一

扎河坝岛弧盆地及阿勒泰陆缘盆地 晚

泥盆世到早石炭世早期
,

伴随准噶尔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渐趋碰撞
,

布尔津
一

富蕴洋盆
`

!
、 ’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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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浅沦为残留海盆 ; 而南
、

北两侧地区基本继承了中泥盆世的特征
。

早石炭世晚期板块碰

撞进一步强烈
,

残留海盆地急剧缩小
,

岛弧盆地
、

陆缘弧盆地则趋消亡
。

到晚石炭世
,

板

块碰撞造山成陆
,

海水大规模西退
,

工区进人后造山拉张阶段
,

开始形成陆内裂陷盆地的

雏形
。

早二叠世
,

后造山拉张运动进一步加强
,

先期的陆内裂陷盆地得以迅速发展
,

形成

较大的乌伦古
一

准北陆内裂陷盆地
。

进人晚二叠世时期
,

变为稳定陆壳阶段
,

除极少数低洼

地区具小规模的河流
一

湖泊沉积外
,

绝大多数地区没有接受沉积
。

3 岩相类型特征

上古生代地层岩相类型繁杂
,

具八大相类及若干亚相
。

其中海相分布最广
,

河
、

湖相

和陆火山岩相
、

陆火山碎屑岩相及沼泽相次之
。

海相

{深海碎屑岩亚相

{深海火山碎屑岩亚相

;半深
一

深海碎屑岩浊流亚相

;半深
一

深海火山碎屑岩浊流亚相

;浅海碎屑岩亚相

;浅海灰岩亚相

;浅海火山碎屑岩亚相

;浅海灰岩亚相

;滨海碎屑岩亚相

;滨海火山碎屑岩亚相

;

滨海火山岩亚相

’ 三 ” “ 相

{
皿 湖泊相

{: )

l ;

三角洲前缘亚相

l :

前三角洲亚相

滨浅湖亚相

半深湖亚相

{ N
,

辫状河亚相
“ 河流相

飞
N Z

曲流河亚相

V 冲积扇相

VI 沼泽相

皿 陆火山岩相

` 陆 “ 山 “ 屑“ 相

{
姐

1

陆地火山碎屑岩亚相

姐
2

沼泽火山碎屑岩亚相

3
.

1

3
.

1
.

1

海相

深海碎屑岩 亚相及深海 火山碎屑岩亚相

深海碎屑岩亚相青灰色
一

紫红色薄
一

厚层状硅质岩
、

含铁碧玉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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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夹火山碎屑岩
。

具水平层理和均匀层理
。

含硅质放射虫
,

圆形
,

一般 0
.

12 一 0
.

30 m m

大小
,

部分 0
.

0 4一 0
.

08 m m
,

含量一般 5 %一20 %
,

高者达 50 %
,

由隐晶质纤维状集合体构

成球粒的玉髓所组成
,

具较厚的硅质外壳
〔 , 〕 ,

为典型深海沉积产物
〔幻

。

深海火山碎屑岩亚相
,

深灰色
、

暗灰色厚块状凝灰岩夹薄层状硅质岩
、

碧玉
。

含丰富

的放射虫
,

特征同上
。

两亚相带常相互交替发育形成混合亚相
。

3
.

1
.

2 半深
一

深海陆源碎屑浊 流亚相及丰深
一

深海火 山碎屑岩 浊流亚相

半深
一

深海陆源碎屑浊流亚相
,

灰黄色厚
一

块状细砂岩与硅质泥岩
、

粉砂质泥岩呈近等厚

互层
,

层理清楚
,

砂
、

泥岩间呈突变关系
,

并组成正旋回序列
。

砂岩发育均匀层理及正粒

序层理相当于鲍玛序列 A 段
,

泥岩相 当于 D一 E 段
,

宏观反映浊流沉积特征
。

半深
一

深海火山碎屑岩浊流亚相灰绿色薄层
一

中层状粉
一

细粒凝灰岩与粗粒凝灰岩
、

火山

角砾岩呈不等厚互层夹灰岩透镜体
、

团块或薄层
。

含放射虫
、

海百合茎等化石
。

发育鲍玛

序列 A
、

B
、

C 及 D一 E 段
,

其中 A一B 段分布最广
,

D一 E 段次之
。

A 段
:

火山角砾岩
、

含角砾粗粒凝灰岩
,

底冲刷强烈
,

发育正粒序层理及均匀层理
。

厚

度变化大 < 1 0一> 10 0 。 m
。

B 段
:

细
一

粗粒凝灰岩
,

平行层理特别发育
。

厚度变化大
,

< 10 ~ > 3 20
c m

。

C 段
:

粉
一

细粒凝灰岩夹灰岩透镜体
,

具小形槽状交错层理
、

波状交错层理及包卷层理
。

不太发育
,

一般 。~ 5 0 C m
。

D一 E 段
:

粉粒
一

火山尘凝灰岩
,

发育水平层理及均匀层理 ; 一般 5 0一 30 0 c m 厚
,

最厚

达 70 0 c m
。

细
一

粗粒凝灰岩粒度概率 曲线与国内外浊流砂岩完全相似 ( 图 1 )
。

, 9
·

9,阮

.999
”s9

8050加

3
.

1
.

3 浅海火 山碎屑岩 亚相
、

浅海碎屑

岩亚相
、

浅海灰岩亚相

浅海火山碎屑岩亚相
,

灰绿色
、

黄

绿色薄
一

中层状粉
一

粗粒凝灰岩
、

火山尘

凝灰岩夹粉砂质泥岩
、

生屑泥灰岩或透

镜体
,

具水平层理和均匀层理
。

含丰富

的具铰纲腕足
、

珊瑚
、

海百合茎
、

头足
、

三叶虫
、

菊石
、

牙形刺等浅海化石
,

分

布均一
,

保存完好
。

浅海碎屑岩亚相
,

灰黑色薄层状粉

砂岩
、

粉砂质泥岩夹少量的细砂岩
、

灰

岩
。

发育水平层理
、

均匀层理
、

透镜状

层理
、

薄互层层理及水平遗迹化石
。

化

石特征同前
。

偶有风暴影响形成生物屑

夹层
,

自底至顶具生屑介壳层正粒序层

理
、

丘状交错层理
、

小型波痕层理的组

合
,

为典型风暴产物
。

叫
.0 0 1

一 2 一 1

①黄弊坳陷下第三系浊流粒度概率曲线图 (据郑俊茂等
,

1 9 80)

②浊 中生代岩粒度概率曲线图 (据 G las te r ,

1 9 7 4)

图 1 黑 山头剖面塔尔 巴哈台组凝灰岩粒度概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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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灰岩亚相
,

灰
一

深灰色薄
一

中层状生屑泥晶灰岩夹泥灰岩
、

泥岩等
。

岩石泥晶基质一

般 53 %一 79 %
,

最高达 85 %
,

为典型低能产物
。

含丰富具铰纲腕足
、

三叶虫等浅海化石
。

群体珊瑚及苔醉虫发育
,

呈原地生长状态
。

浅海火山碎屑岩
、

陆源碎屑岩
、

灰岩常交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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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形成混合亚相
。

3
.

1
.

4滨海碎屑岩亚相
、

滨海火山碎屑岩 亚相
、

滨海火山岩亚相

滨海碎屑岩亚相
,

浅绿灰色厚层状细
一

粗粒砂岩夹生屑灰岩
。

具冲洗层理
、

槽状交错层

理及平行层理
。

纵向上向浅海和河流过渡
。

滨海火山碎屑岩亚相及滨海火山岩亚相
,

为火山喷发或滋流物质在滨海沉积而形成的

岩石组合
。

其主要特点是具滨海碎屑岩夹层及含丰富的植物碎屑和海相化石碎片
。

其次岩

石成层性好
,

燕具有一定的沉积构造
。

3
.

2 三角洲相

三角洲前缘亚相
,

黄灰色中
一

薄层状细
一

粗砂岩及薄层状粉砂岩
,

具波痕
,

含丰富芦木
、

鳞木等植物碎屑及瓣鳃
、 、

腹足
、

腕足等动物化石碎片
。

垂向上向前三角洲亚相过渡
。

前三角洲亚相
,

黄色
、

灰黑色薄
一

中层状泥质粉砂岩
。

发育水平层理及脉状层理
。

富含

完整的珊瑚
、

具铰纲腕足
、

海百合茎等浅海相化石
,

植物化石贫乏
。

与三角洲前缘组成反

旋 回
。

3
.

3 河流相

辫状河亚相
,

河道砂坝与泛滥平原

组成正旋回
。

河道砂坝自下至上 由中砾

岩~ 含砾粗砂岩~ 中细砂岩组成
,

占单

一旋回厚度的 8 0 %一 90 %
。

具强烈底冲

刷
,

含植物树茎
,

发育叠瓦状构造及槽

状交错层理 ; 砂岩发育板状交错层理及

平行层理
。

泛滥平原极不发育
,

为粉涛

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剖面上形成
“
砂

包泥
”
结构

。

河道砂的概率曲线与现代

滦河辫状河砂的概率 曲线类似
。

曲流河亚相
,

曲流砂坝与泛滥平原

组成正旋回
。

砂坝为厚
一

块状细
一

粗砂岩
,

下部发育大型槽状交错层理
,

向上逐渐

变小
,

次有板状交错层理
,

占单旋回厚

度的 2 7 %一 50 %
。

泛滥平原发育
,

主要

为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夹炭质泥岩
、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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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和什镇北 I 号剖面 D
3 :

曲流河砂 坝 C
一

M 图

F i云
.

Z C
一

M
s k e t e

h
s
h o w i n g t h

e
D

s: m e a n d e r一

s t r e a m as n d b a r o
f t h

e
N

o
.

2 P
r o

fi le
, n o r t h e r n H e s

h i T o
w n

煤线
。

剖面上形成
“
泥包砂

”
结构

。

砂岩 C
一

M 图中
,

Q R 段为主
,

P Q 段不发育
,

为曲流河

特征 (图 2 )
。

3
.

4 湖泊相

半深湖亚相
,

灰黑色
、

深灰色凝灰质泥岩
、

粉砂质泥岩夹灰岩团块或条带
。

发育水平

层理及均匀层理
。

含完整鱼化石及抱粉
。

微量元素分析 rS / B 比值为 0
.

1 25 ~ 0
.

20
,

平均

0
.

1 9 7
,

为淡水条件下的产物
。

总体反映低能静水环境
。

滨
一

浅湖火山碎屑岩亚相
,

紫灰
、

灰绿
、

深灰色薄
一

中层状粗粒凝灰岩与细
一

粉粒凝灰岩

呈不等厚互层夹砾岩透镜体
。

具丰富的脉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
、

鱼骨状层理
、

正粒序层理
、

小型对称波痕
、

底冲刷
、

砾石定 向构造
、

干裂等
。

微量元素分析 S r/ B 比为 0
.

07 一 0
.

69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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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0
.

19 1
,

为淡水环境 〔3 , 。

反映典型的滨
一

浅湖沉积特征
,

滨 浅湖陆源碎屑岩亚相
,

除岩性

为砂岩
、

粉砂岩外
,

其余特征与之相似
。

少

.3 5 沼泽相和冲积扇相

沼泽相
,

黑色泥岩
、

炭质泥岩及煤层或煤线组成
。

含菱铁矿结核
,

具丰富植物化石及

少量鱼鳞碎片
。

与湖泊
、

河流相伴生
。

冲积扇相
,

灰绿色块状粗砾
一

细砂卵石砾岩
,

砾石次棱
一

次圆状
,

一般 4 0一 10 0 m m
,

最

大达 3 50 m m
,

砾石大小混杂
,

分选甚差
,

砂泥填隙
。

主显均匀层理
,

局部见正粒序层理
。

3
.

6 陆火山岩相及 陆火山碎屑岩相

陆火山岩相及陆火山碎屑岩相
,

常相互伴生
,

为陆底火山喷发
、

滋流后在陆地堆积而

成的产物
。

其特点为紫灰
、

肉红
、

紫红色安山岩
、

流纹岩
、

玄武岩及火山集块岩
、

火山角

砾岩
、

凝灰岩组成韵律并夹少量炭抽泥岩和煤线等 ; 安山岩
、

玄武岩具丰富的气孔构造
,

火

山碎屑从集块
一

角砾
一

凝灰质均有分布
,

大小混杂
,

分选极差
,

不显层理
,

含植物化石
。

4 古气候特征分析

研究区上古生代古气候明显分成二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早泥盆世到石炭世时期
,

为热

带到亚热带气候特征 (表 l)
。

第二阶段
,

晚石炭世到晚二叠世
,

气候变成潮湿热带气候
。

其

主要依据简述于后
。

煤层
、

炭质泥岩发育及具丰富的安加拉羊齿
、

准安加拉羊齿
、

查未羊

齿
,

均是温带气候标志 ; 古地磁研究结果也为温带气候 〔` , 。

河流
、

湖泊
、

沼泽的发育说明气

候的潮湿
,

水系发育
。

上古生代的气候变化特征反映出海陆变化和气候变化的一致性
。

衰 1 福海地区 lD一 C
I

古气候特征裹

T
a b le 1 C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t h e

D
, 一 C I p a l e

oc il m a t e in t h e
F

u h a i a r e a

标标标 岩 石石 风 化 壳壳 动 物 化 石石 植 物 化 石石

志志 古地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海海海相相 一定 ttt 红色粘土型
、

白色铝土岩岩 硅质 〔`〕〕 珊瑚层孔孔 工旅 〔 5〕〕 原始鳞木及及 石松类类

灰灰灰侧侧 碎屑岩岩 型
、

黑色含锰枯土岩型型 放射虫虫 虫生物礁礁 植物物 薄皮木植物群群 植物物

热热
一

亚热热 热带带 热带带 热 带带 热 带带 热 带带 热 带带 沮带带 热带带
气气候 带低纬度度 III ... }}} lll }}} }}} lll }}}

湿湿湿带带 漫带带 亚 热 带带 亚热带带 亚热带带 亚热带带 热带带 亚热带带

5 沉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5
.

1 早泥盆世沉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

早泥盆世
,

发育广阔的浅海海域
,

次为滨海
,

水体深浅变化不大
。

除富蕴附近有一小

岛外
,

无古陆及陆栩存在
。

主要 由海底火山滋流
、

喷发提供物源
,

生物活动及古陆风化供

给物源极少
。

可分为三个沉积体系四个亚相带
。

北部沉积体系为浅海中酸性火山岩
一

火山碎

屑岩
一

碎屑岩混合亚相带 ( l ) ; 南部沉积体系为浅海火山岩
一

火山碎屑岩混合亚相带 ( l ) ;

中部沉积体系为南
、

北体系的过渡带
,

为浅海碎屑岩
一

灰岩
一

火 山碎屑岩混合亚相带 ( I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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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浅海碎屑岩
一

灰岩
一

火山碎屑岩混合亚相带 ( W)
。

5
.

2中泥盆世沉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中泥盆世
,

宏观上为南陆北海的古地理格局
。

分五大沉积体系
,

六个亚相带
。

中部沉

积体系为远洋陆滨碎屑及海底火山喷发提供物源
,

发育深海亚相带 ( I ) ; 北部沉积体系由

远 在国境外的古陆提供物源
,

发育浅一半深海碎屑岩亚相带 ( l ) 及浅海碎屑岩亚相带

( l ) ; 黑山头
一

顶山
一

哈拉通沟沉积体系
,

由滨海火山喷发
、

滋流及生物活动提供物源
,

为滨
一

浅海火山碎屑岩
一

火 山岩
一

灰岩混合亚相带 ( W ) ; 和布克赛尔
一

乌图布拉克沉积体系
,

由西

南方向的古陆提供物源
,

为河湖
一

沼泽相带 ( v ) , 南部沉积体系
,

由陆地火山滋流
、

喷发提

供物源
,

发育陆地火山岩
一

火 山碎屑岩亚相带 ( v )
。

5
.

3 晚泥盆世沉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晚泥盆世
,

阿勒泰地区 已隆起为陆
,

形成北陆南海的古地理特征
。

分四个沉积体系
,

六

个亚相带
。

东北部沉积体系为浅海碎屑岩亚相 ( l ,
) 及半深一深海碎屑岩亚相带 ( I :

) ; 中

部沉积体系
,

物源来 自北测阿勒泰古陆
,

发育滨浅海碎屑岩亚相 ( I ,
) 和半深一深海碎屑

岩亚相带 ( I
:
) ; 中部沉积体系为海底火山喷发提供主要物源

,

发育半深一深海火山 碎屑岩

亚盯带 ( 1 1
) ; 与乌图布拉克

一

顶山
一

哈拉通沟沉积体系为多源沉积特征
,

发育滨浅海火山碎

屑岩
一

陆源碎屑岩混合亚相带 ( 1
2
) 和浅海火山碎屑岩亚相带 ( l ) ; 西南部沉积体系

,

为

西南方 向的古陆提供物源
,

发育河流相
一

滨浅海亚相带
。

5
.

4 早石炭世早期沉积体 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早石炭世晚期
,

仍为北陆南海的古地理格局
。

分 四个沉积体系
,

四个亚相带
。

中西部

沉积体系
,

由海底火山喷发提供物源
,

发育半深
一

深海火山碎屑浊流亚相带 ( I ) ; 南部
一

东

部沉积体系
,

为混源沉积特征
,

发育滨
一

浅海火 山碎屑岩
一

陆源碎屑岩混合亚相带 ( I ) ; 西

南角沉积体系
,

主要由南方 向古陆提供物源
,

次为生物活动提供
,

发育滨
一

浅海碎屑岩
一

灰岩

混合亚相带 ( l )
,

西北部沉积体系
,

由阿勒泰古陆和西北方 向的古陆提供物源
,

发育滨
一

浅

海碎屑岩亚相 ( N )
。

5
.

5 早石炭世晚期沉积体 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早石炭世晚期
,

海水向西
、

向南退缩
,

北测阿勒泰古陆进一步扩大
,

南测和什托洛盖
一

杜热一带也隆起成陆
。

残留海盆地分布于南
、

北古陆之间
,

水体变浅
。

分三个沉积体系
,

三

个亚相带
。

东部沉积体系
,

由南
、

北古陆提供陆源碎屑
,

发育三角洲
一

滨浅海亚相带 ( I ) ;

西部沉积体系
,

主为海火 山喷发提供物源
,

次为西北部古陆提供少量陆源碎屑
,

发育滨
一

浅

海火山碎屑岩亚相带 ( 1 1
) ; 中部沉积体系为东

、

西部沉积体系的过渡产物
,

发育滨浅海火

山碎屑岩
一

碎屑岩
一

灰岩混合亚相带 ( l :
)

。

5
.

6 晚石炭世沉积体 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晚石炭世
,

全为陆相
。

分为三个沉积体系
,

三个相带
。

南部沉积体系为陆地火 山喷发
、

滋流提供物源
,

发育陆地火山岩
一

火山碎屑岩混合亚相 ( I ) ; 东部沉积体系
,

由南
、

北古陆

提供物源
,

发育河流
一

沼泽相带 ( I ) ; 西北部沉积体系
,

则由东部和南部沉积体系共同向湖

泊提供物源
,

发育湖伯火山碎屑岩
一

碎屑岩混合相带 ( I )
。

.5 7 早二 . 世沉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分布

早二叠世
,

全为陆相
,

但火 山活动更为强烈
,

沉积范围更加广范
。

分三个沉积体系
,

三

个相带
。

东部
一

南部沉积体系
,

由陆地火山喷发滋流提供物源
,

发育陆地火山岩
一

火山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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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亚相带 (l ) ;莫合台沉积体系
,

由阿勒泰古陆提供物源
,

发育河流相带 ( l ) ; 北部

沉积体系
,

由南侧火山喷发及北侧阿勒泰古陆共同提供物源
,

发育冲积扇相
一

湖泊火山碎屑

岩
一

陆源碎屑岩相带 ( I )
,

冲积扇相发育于早二叠世的晚期
,

标志着湖泊在早二叠世已趋于

封闭并 向洼地 发展
。

晚二叠世
,

已完全成为稳定古陆
,

普遍缺失沉积
。

6 沉积演化

早泥盆世
,

工区为浅海环境下由强烈火山喷发
、

溢流提供单一物源的弧盆沉积特征
。

南
、

北分别是两个沉降 中心
、

沉积中心
,

沉积厚度 巨大
,

中部相对隆起
,

沉积厚度较小
。

中泥

盆世
,

沉积区性质发生 了剧变
,

复杂多样的沉积盆地组合取代了单一弧盆沉积
,

海水深浅

出现显著的差异性
。

中部洋盆为沉降
、

沉积中心
,

海水最深
,

除 自身火山喷发提供大量物

源外
,

南
、

北两侧均提供丰富物源
,

形成 巨厚的沉积 ; 南
、

北两侧相对隆起
,

分别为岛弧

盆地和陆源弧盆地
,

水体较浅
,

沉积厚度较小
,

从而形成一
“
盆状

”
沉积体

。

晚泥盆世
,

阿

勒泰地区进一步隆起为陆
,

残留海盆地取代了洋盆
,

海水变浅
,

物源减少
,

沉积厚度变薄 ;

陆缘弧盆地和岛弧盆地相应萎缩
,

形成
“
弓状 ” 沉积体

。

早石炭世早期
,

基本上继承晚泥

盆世的沉积特点
,

但海侵范围明显扩大
,

南部全被海水淹没
。

早石炭世晚期
,

岛弧盆地
、

陆

缘弧盆地 已趋消亡
,

残留海盆地急剧缩小
.

,

南
、

北古陆迅速发展
,

宏观上形成南
、

北古陆
“
挟持

”
残留海盆地的沉积格局

。

陆源碎屑 自西 向东搬运
,

沉积厚度相应变薄
,

形成
“
楔

状
”
沉积体

。

晚石炭世
,

南
、

北古陆进一步隆起
,

东部也隆起成陆
,

海水完全退出工区
,

彻

底结束 了海侵历史
,

乌伦古陆内裂陷盆地已成雏形
,

发育火山活动及河
、

湖
、

沼泽沉积
。

早

二叠世
,

陆内裂陷盆地进一步迅速发展
,

沉积范围向东扩展
,

其沉积特征同晚石炭世
。

晚

二叠世稳定陆壳阶段
,

普遍缺失沉积
,

彻底结束了上古生代的沉积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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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a l a e o z o i e d e P os it i o n e e a s ed b y t h e e n d o f

E a r ly P e r m i a n
.

K e y w o r d s : v o l e a n ie la s t i e r oc k l i t h o f a e ie s t y p e s u b f a e i e s t r a e t s e d i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s e d im e n t a r y e v o l u t io n F u h a i a r e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