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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新生代盆地沉积特征

与 浙 闽 隆 起 带 的 关 系

徐柔远

浙江省石油地质大队

一
、

盆地类型的划分

自晚侏罗世火 山喷发渐趋宁静之后
,

在浙闽隆起带上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小型盆

地
。

它们是多期构造运动遗留的痕迹
。

依

据盆地的展布方向
、

发生时间和构造发育

史的不同
,

可划分为四种类型 (图 1及表 )

浙江省中生代晚期以来盆地类型特征表

( 一 ) 寿昌型盆地
。

呈北 40
“

东展布
,

构造线走向与外廓一致
。

由于后期改造
,

局部可呈北北东向
。

横剖面上
,

呈北西深
,

南东浅的箕状拗断

盆地
。

沉降中心偏于西北
。

南东侧地层厚

度减薄
,

红层增多
,

岩性变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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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现的沉积盆地
。

晚侏罗世
,

形成了北东走向的大型拗陷
,

沉

积了
“劳村组

”
砾岩及河湖相紫

红色砂泥岩
。

厚 2 00 一 3 60 米
,

最厚

1 6 0 0余米
。

盆内有前奏性的火 山

喷发
; 之后为猛烈的黄尖组酸性

火山岩的喷出
,

厚 6 0 0一 7 0 0 ) 坳

陷因火山物质堆积而迅速变浅
,

沉积了河道一滨湖相凝 灰 质 砂

岩
。

在持续挤压下
,

拗陷加深
,

沉积浅湖一半深湖相泥页岩
,

接

着又有火山喷发
,

拗陷再度 由浅

而复深
。

上述寿昌组厚逾 1 5 0 0米
,

其中暗色层厚 5 00 一 6 00 米
,

具较

好的生油条件
。

产F e r
ga

n o c o n -

e h a , P r o b a ie a lia 、

Y a n jie s t h e r i-

a 、

M e s o e lu P e a 、

S ho w e h a n g e n s is

等
,

其后湖盆篓缩
,

沉积紫红色

含钙质结核泥岩
、

粉砂岩夹薄层



第 2 期 徐柔远等
:

浙江中新生代盆地沉积特征与浙闽隆起带的关系

图 1 浙江中新生代盆地类型分布图

凝灰岩
,

顶部为山麓洪积相 砂 砾 岩
,

称
“
横山组

” 厚近 2 5 0米
,

含p r o b a ic a lia 孑

遗种
,

表 明与寿 昌组有较密切关 系
.

。

时代 尚

有争论
,

本文归为晚侏罗世
。

浙东
,

时代

与此大致相当的火 山沉积岩系
,

称为
“
磨

石山组” ,

火山物质含量大为增加
,

系上

述层位之相变
。

寿昌组与下伏火山岩沉积连续
,

上 下

构造相符
,

但寿昌组沉积 范围较劳村
、

黄尖

组小
,

后期褶皱
、

剥蚀较剧烈
,

现存皆为

小型次生 ( 残余向斜 ) 盆地
。

从岩相等厚

图分析
,

原始盆地范围在西及东北部会略

有扩大
。

基于上述 原因
,

寿昌型盆地和整体火

山岩盆地是不可分 割的
。

那些 以不整合覆

盖在古生界之上的
“
寿昌组

” ,

实是劳村

组之 误
。

属此类型 盆 地 的 有 寿 昌
、

墩

头一浦江
、

老竹诸小盆
。

(二 ) 永康型盆地
。

多见 于 金 衙一

抚州大断裂之东
,

分布在由火山岩组成
、

走向约北 2 0
“

东的拗断带中
。

单个盆地呈左

行雁列
。

永康
、

宁波盆地
,

因迁就早期东西

向构造
,

而呈弧形弯转
,

从馆头组岩相等厚

图分析
,

北北东构造已控制了 当时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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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衙江群及与其相当层位皆直接覆于同类

盆地基底之上
。

衡江群
,

上下都为山麓洪积

相砂砾岩
,

下部夹少量玄武岩
、

凝灰岩
。

中

部为河湖相棕色泥岩夹少量暗色层
。

总厚

四千余米
,

生油条件差
。

下部含 C hi la nt ai
-

s a u r u s z h e jia n g e n s iS龙骨化 石
,

上部产

恐龙蛋等
,

时代属晚白要世
。

盆地发育受断裂活动控制
,

衙江群上

下层段沉积相明显受中部断裂制约
,

唯中

段浅湖相带可穿切断裂
。

湖盆面积也仅在

此时略有扩大
。

表 明正处于断裂静止期
。

浙北的杭嘉湖
、

杭州湾 由于盆地拉张

扩大
,

在衙江群 以上还沉积有下第三系长

河群
。

其下旋迥为棕红色砂砾岩
、

粉砂泥

岩
、

暗色泥岩夹碳酸盐岩薄层
,

属河流一

湖泊相沉积
;
上旋回为暗色泥岩夹砂岩

、

浅棕色泥岩
、

砂砾岩
。

夹玄武岩
、

火山碎屑

岩
,

属河湖一泥沼相沉积
,

总厚 1 3 0 0米
。

产 E u e y p r is S t a g e n a lis 、

S in o e y P r is 、

f u n in g e n s iS 、

xly o e y p r is S p等
。

上
、

下

分属始
、

渐新世
,

两者间有沉积间断
。

由

于沉降不连续
,

沉积有间断
,

加之有机质

贪乏
,

生油条件较差
。

金衙型盆地大都位于东西向构造 带或

亚带上
。

东西
、

北东构造为盆地发育格架
。

以金衡盆地为例
,

该盆地两端均发育旋卷

构造 ( 图2 )
,

外旋方向皆作逆时针转动
。

2

4

6 /
尸产

/ 了 声

芙蓉山

/ / 瑞
夕�吟���

盆内接受馆头
、

朝川
、

方 岩 组 等 沉

积
。

馆头组为杂色砂页岩
,

中夹中酸性火

山碎屑岩及玄武岩
,

厚约 40 0余米
。

从 底

砾岩
、

河道沉积进入浅湖相
。

但 湖水 较

浅
,

生油层一般厚数十米
。

因此虽具一定

的生油条件
,

但较寿昌组差
。

近海地区的馆头组火 山岩急增
,

如宁

波盆地东侧
,

沉积岩层渐次为巨厚的玄武

岩
、

熔凝灰岩所代替
,

外 围可完全相变 为

火 山岩
。

朝川组为河流相紫红色砂砾岩
、

凝灰

岩
、

含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
,

夹 层 凝灰

岩
、

凝灰岩
。

浙南火 山岩含量增加
,

上部

为酸一中酸性熔凝 灰 岩
,

厚 约 60 0一 70 0

米
。

盆地发育后期
,

由坳陷转断陷
,

反映

在沉积上 为
“
方岩组

” 山麓洪积相砾岩堆

积
。

在宁波盆地
,

由盆边砂砾岩向中心迅

速相变 为含膏泥岩
,

具较好的生油条件
。

不过其湖盆面积 己较馆头组沉积时缩小
,

方岩组厚 3 0 0一 18 0 0米
。

馆头及朝川组下部化石丰富
,

产 P a r -

a ly c o p t e r a 一
W u i等鱼群及 p 一N

一

T 蚌 群 等
。

以上各组时代为早 白翌世中
、

晚期
。

该类盆地不同于寿昌型盆地
。

馆头组

和下伏磨石山组间存在角度不整合
,

上下

构造不一致
。

馆头组沉积前
,

基底火山岩

系已经数次构造变动
。

沉积过程 中
,

拗陷

的箕状形态逐渐发育
,

中心渐 向 北 西 迁

移
。

朝川组普遍向北超复
。

表层构造
,

继承基底的雏形
,

形成轴

向北北东的次级背向斜
。

背斜两翼东陡西

缓
,

向斜适反
,

而与拗陷形态一致
。

( 三 ) 金衙型盆地
。

外廓北东一东西

转折
,

总体北东东向
。

盆 内沉积衙江群
,

相 当于江苏的赤山
、

浦 口
、

葛村组
。

自杭嘉湖区以北还出现相

当晚自奎世泰州组以上层位
。

现经钻探证

图 2 金衙盆地成生示意图

1
.

东西
、

北东向构造

4
.

背 斜 5 .

向 斜

2
.

旋卷构造 3
.

扭应力

6 .

张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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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向断裂往往循基底不连 续 面 发

北西西向应力和基底不连续面不完全

果育右扭还引起次级北东向坳折
。

但盆地中段

东西向部位因拉伸而沉陷
。

盆地发育后期
,

弹性松驰
,

边框反弹
,

在近东西向部分局

部遭受挤压
。

龙游北奥陶系因此而向红层

逆冲
。

而形成北西西
、

东西
、

北东东轴向

的一些宽缓褶曲
,

迹线可连成反
‘,S ”

形
。

上述深浅层双层结构
,

可说是该类盆

地的共同特证
。

杭州湾长河拗陷
,

深部构

造图显示为北东一北北东次级 凹
、

凸
。

浅

层构造出现北西西向分支
。

深部构造使盆

地发生早期边框右扭
, 浅部构造则表征盆

地发育后期作过左行扭动
。

其结果不但在

第三系中生成新的构造形迹
,

而且在较老

的层位 (如上 白噩统 )中
,

原来右扭形迹也

受到改造
。

但褶 曲变形仅在接近 自由界面

的浅层中发生
。

当岩层随深度增至一定程

度时
,

断层性质 由压向扭及扭张转化
。

(四 )天台型盆地
。

走向北 3 0 0
”

一 3 2 0
“

西
,

常与北东一北北东走向的盆地结合成
“人字型” 。

天台
、

嵘县
、

壶镇
、

西屏等盆地

均属此型
。

盆 内地层 以前误认为方岩
、

朝川

组
。

近年来浙江区调队在 原划 为朝川
、

方

岩组的上部砾岩段和粉砂岩段 中采到恐龙

S a u r o P o d a 、

O r n it h is e h ia 、

A n k y lo s a w i
-

d a e和恐龙蛋p a r a s p h e r o o lit h u s ir e n s is 、

F a v e o lo o lit h id a e等
,

命名 为
a
赖家组

,, ,

相 当于衙江群中
、

上部 ; 其下部红层夹火

山岩段称
“
塘上组

” 拟与衡江 群 下 部 相

当
,

以上层位 皆属晚白蟹世
。

天台型为断陷型盆地
。

盆边北西向断

层具张性兼左扭性质
。

后期具张性兼右 扭

性质
。

表层构造平缓
,

多为东西走向之单

斜或轴向东西之宽缓摺曲
。

节理及小型断

裂研究
,

最大变形轴方位近东西
,

均指明

盆地边框后期右扭
。

“人”
字形盆地是北北 东一北 东 主

断裂和北西向张扭性断裂两者 结 合 的结

平行
,

因而产生的裂面具张 扭 的 性 质
。

图 3左示盆地发生
,

右示后期反扭
。

、\

介 荔巍
图 3 天台型盆地成生示意图

上述各类盆地
,

有时可进一步结合
:

如寿昌型为永康型叠覆
;
永康型又可 为金

衙型截切或复合
; 天台型盆地北东向部分

的断裂带中有永康型的层位出露
,

推测其

下尚有永康型盆地被覆盖等
。

这种纵横交

错 的叠置方式和大型沉降带的持续沉降是

大不一样的
。

二
、

浙闽隆起带的构造发展与盆地成

生关系

板块碰撞
、

洋脊扩张
、

转换断层等全

球性巨型构造活动的结果
,

必然导致次级

构造变形
。

这些构造变形
,

可以归结为种

种力学模式
,

即谓
“
构造体系

” 。

本文尝

试从体系和板块结合的角度
,

阐述各类盆

地的成因
。

从地应力场的 转 变
,

讨 论 板

块活动的几度消长关 系
,

并追朔浙闽隆起

带的构造发育历史
。

将其划分为拱曲期
、

褶断期
、

间歇期
、

改造期
、

扭裂期
、

拉张

期
。

印支运动 ( T :

一 J ,

) 后期
,

海 槽 关

闭
,

海水从浙 闽隆起带退出
,

太平洋毕鸟

夫带开始形成 (l )
。

是时俯冲带位置可能位

于 日本西南的飞弹一三群附近
,

延至浙闽

外海
。

浙闽隆起带类似安第斯山拱起
,

褶

曲开始发生
,

随着挠度的加大
,

顶部产生纵

张断层
,

诱导地鳗物质上升
、

冷却而成北东

展布的含煤坳陷 (T :

一J : 一 :
)
。

它们都分布

( 1 )任纪舜
,

1 9 8 2
,

全国油气资源评价构造学习班教材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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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断裂一侧
,

且大部为和基底隆起有关

的地堑及半地堑式盆地
。

斯时已 开始有火

山活动
,

称之为浙闽隆起带的拱曲期
。

晚侏罗世的燕山一期运动
,

使原有拱

曲进一步张裂褶
、

断
,

造成劳村组和 中侏

罗统以下层位普遍 角度不整合
。

坳隆分异

加剧
,

形成北东走向的大型火山岩坳陷
。

有大规模酸一 中酸性岩浆的侵入和喷出
。

坳陷的发展似有 自西向东推移的趋势
,

根

据火 山岩同位素年令值统计 (l ” ,

金衙与丽

水断裂带间为7 8
.

2一1 38 m
.

y
.

丽水断裂之

东侧为7 8一 1 31 m
。

y
. ,

沿海 60
.

5一 1 1 5 m
.

y
。

说明岩浆活动的年代越近沿海 越新
。

发生较早的寿 昌型盆地也只出现在丽水断

裂之西
。

这一趋势和板块俯冲消减带位置

东移是一致的
。

当挤压作用进一步加强
,

坳折发展达

一定程度时冲断发生
,

大陆边缘地壳进一

步缩短
,

厚度加大
。

这一时期可称之为浙

闽隆起带的褶断期
。

早 自坐世早
、

中期
,

相 当 于 燕 山二

期
,

为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
,

方向

由北 西转为北西西的交替时期
。

来自太平

洋的构造力似一度 消减
,

地球自转速度变

化引起的中朝
、

华南古板块进一步弥合
,

造成 南北方向的挤压
,

形成东 酉 走 向 褶

皱
、

冲断浦江山字型构造
。

浦江山字型构造位 于 北 纬 2 9 “艺。,

带

上
。

东翼为水康型诸暨盆地穿切
。

西翼卷动

了墩头盆地寿昌
、

横山组
,

形成一个北西

轴向的横垮背斜及次级褶曲
。

浦江山字型

构造的成型和波坏
,

分别在横山组沉积以

后
,

馆头组沉积之前
,

与东西 向 构 造 一

致
,

反映构造活动时间短暂
。

这一阶段是

太平洋板块俯冲活动的间歇期
。

以上时期
,

由于构造活动 频 繁
、

强

烈
,

一次构造运动之后
,

第二次构造运动

( 1 ) 蔡惠兰
、

徐步台
,

1 9 8 0
,

地质科技动态
,

接踵而至因此应力状态没有进一步演化
,

都表现为聚敛期的特点
。

接着
,

更强烈的构造活动为太平洋板

块自南东东方 向的俯冲
,

俯冲带可能位于

日本西南领家一佐川附近至台湾 中央山脉

一线
。

原北东 向沿海隆起被改造为北北东

走向的大型沉降带
。

在隆起带上还形成系

列北北东褶断带
。

自东而西有
:

宁波一黄

岩一福州
、

永康一丽水一海丰
、

峡口一邵

武一瑞金
、

南丰一宁都一恩平等 ( 图 4 )
。

苏南
、

浙北若干北北东向推覆断层有的还

牵动了中生代红层
。

推测这些推奢断层即

可能为该阶段形成
。

是时并伴有酸一 中基

性岩浆的任入和喷出
。

在构造活动的剧烈程度和 变 形 特性

上
,

东西部有显著差别
。

近海地带
,

由于

洋壳俯冲摩擦
,

岩浆侵位
、

逸出
,

地壳受

热融烙
,

处在比较弹塑性的状态
;
但金衙

一抚州大断裂 以西地区
,

中生界厚度薄
,

前中生界业己僵硬
,

在材料力学性质上
,

东西相差悬殊
。

再加 自东而西传 递 的 应

力
,

在穿越深大断裂后速迅衰减
,

因此东

部北北东向构造强烈
,

几 乎将早期北东向

构造湮没殆尽
,

塑性变形 明显
,

永康型盆

地发育
。

西部即相形见拙
,

构造变形 以脆

性破坏为主
,

很少塑性变形发生
,

因此浙

西没有永康型盆地分布
,

至皖南才有零星

出现
。

当坳折进一步加强
,

至早白噩世晚期

( 方岩组沉积期 ) 盆地由坳陷转为断陷
。

这是浙闽隆起带经受北酉西方向挤压力改

造的阶段
,

因此可 谓改造期
。

早 白坐世未一晚白翌世
,

隆起带经受

褶皱
、

冲断之后
,

应力开始释放
,

产生一

组 “入” 平移 断裂
。

由于基底不连续面及

早成裂面的存在
,

后期发生的扭裂往往因

循既存形迹
。

右行一组常沿北东一东西裂

6期
,

浙江地科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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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闽隆起带盆地 类型 略图

面发展成为金衙型盆地
;
左行一组

,

常沿

基底北西向不连续面发育而兼有张
、

剪的

性质
。

后者又常和早期北东
、

j匕北东断裂

结合成
“人” 字形盆地

,

以上即为天台型

盆地
。

由于两类盆地系一对共辄裂面发育

而成
,

因此它们具有同期
、

反扭的联系就

不足 为奇了
。

金衡型盆地
,

自北而南可分为八 带(图

4 )
:

1) 苏北一南黄海拗陷
; 2) 衡卜日一长沙一

宣南广盆 地 , 3 ) 萍乡一高 安一 南 昌盆

地
,

延至杭嘉湖
、

杭州湾
, 钓吉安一信江

一金 衙盆地
: 5 ) 仙尸 一宁海一 象 山 盆

地 ; 6 ) 南雄一信丰及沙县盆地
; 7 ) 广东

新会一新莞盆地
,

南部还可能包 括 珠 江

口盆地
。

各带皆有大断裂网络
。

近东西走

向部分和东西构造带或亚带有关
,

近北北

东走向部分常和永康型盆地复合
。

天 台型盆地在浙江境 内有 天 台
、

嗓

县壶镇
、

西屏等带
;
福建的上杭

; 广东的

三水
、

茂名
、

兴宁
、

梅县等盆地也可能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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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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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类盆地白平系厚度约在三
、

四

千米左右
,

说明扭裂切割的深度各地接近
。

在此期间
,

浙闽隆起带遭受北东东
、

北西向

菱形分割
,

此期可 称 之 为 “扭裂期
” 。

喜山运动早期
,

大陆边缘的俯冲活动

一度停滞
‘)

,

已经褶断的岩层开 始 回 弹

和均衡调整
,

首先沿垂直隆起带方向
,

循

北东东
、

北西等既成裂面拉张
,

使杭州湾

白平系倾斜
。

其后 为第三系盆地上叠
,

在

小盆地上套大盆地 ( 图5 )
。

拉 张 作用的

材
, “0 0 _

/ 以 0 0 0 沁
/ } 屏

尸
u Uu

苦

图 5 浙江省杭州湾地质横剖面图

( 据地震时间剖面解释 )

结果
,

使浙闽隆起带由中心 ( 福建三明附

近 ) 向南北两端作阶梯状陷落
。

相反莫霍

面埋深即由中心部分向南北两端抬升
。

在

图 4中可见
,

信江一金衙北东东 面 一线 以

南
,

福建上杭北西向一线以北地区缺失第

三系
,

而在两端都有第三系的沉积
。

而且

拉裂的深度向两端渐次增大 ( 图 6 )
。

位处

隆起 带中心区的金衙盆地无第三系
,

往北

杭嘉湖开始有数百米沉积
,

至苏北东台拗

陷厚达 6 0 0 0余米
。

随着第 三系厚度 向南北

两端增大
,

成油条件也相应变好
。

在隆起带两端第三系分布区
,

构造形

迹主要为北东东向
,

而 中心区即为北北东

构造线控制 ( 图 4 )
,

而这两者无论 在 构

造性质及成生时期上都是不同的
。

值得注

意的是
,

这 一构造轮廓还伸入水域
,

构成

黄
、

东海的基底
。

太平洋板块向大陆俯冲作用衰减到最

后
,

由于向洋方向为 自由边界
,

因此而产

生平行岸线的俯冲拉张
,

伴随二 次 热 对

流
,

东海海盆进一步扩大
。

其后俯冲带位

置东移至 日本海沟一琉球海沟一菲律宾海

沟
,

接近现代位置
。

上述为浙闽隆起带的拉张期
,

在该时

期中由于岩层均衡调整
、

反弹
。

金衡
、

天

台两类盆地边框反扭产生前述表层构造
。

早 中新世
,

太平 洋板块重新向欧亚大

陆俯冲
,

形成沟
、

弧
、

岛系
。

此时强烈的

构造活动已东移至海域
。

在隆起带上
,

应

力活动只在既成断裂面上增添扭动和拉张

的痕迹
。

是时
,

在宁绍
、

杭嘉湖平 原地区已处

于准平原状态
,

有玄武岩喷发夹河流湖沼

相沉积
。

其后的构造活动继续前述阶梯状

升沉格局
。

新第三系分布在拔海 20 0一 40 0

米高度的剥夷面上
。

在一些更高的玄武岩

台地上 ( 6 00 一 80 0米 )
,

已不夹沉积层
。

往北至上海太仓附近
,

没入水下 3 60 余米
。

综上所述
,

盆地类型的划分将为本区

中新生代层序的建立和盆地类比
、

油气评

价提供一定的依据
。

由于各类盆地外廓和

构造线走向显示一定的规律性
,

因此凭借

广东兴宁盆地

心~ / E / 尸 /

金衡盆地

人\ 闷 K
Z

杭嘉湖地区 常州

图 6 浙闽隆起带第三系厚度示意图

( 1 ) R
·

W
·

M ur p h y
,

1 9 7 3
,

马尼拉海沟一台湾西部褶皱带
:

一条反转的俯冲带
,

《海洋地质

调查东海地质译文汇编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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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磁
、

地震所圈出的轮廓
,

特别在弄清构

造走向之后
,

即可基本确定其归属
,

所 以

对第四系覆盖地区及盆地深层具有一定的

预测价值
; 同时由于海陆构造具有极大的

相似性
,

通过盆地构造的分析
,

对海域基

底构造的推测
,

也许有所裨益
。

( 收稿 日期
: 1 9 8 3年9月2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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