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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 ll 盆地成盆前地质结构

及 其 向 盆 地 转 化
`

韩永辉 郭正吾

(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地质局 )

一
、

成盆前地质结构特征

上扬子地 台周边出露 的前震旦纪地层是峻岭群
、

大别群和黄水河群 下伏的条带状混

合岩系
。

它们呈东西向展布在北纬 30
“

一 32
。

之 间
。

航磁资料是一个东西向展布的强磁异

常带
,

为组成基底的基性一超基性岩体的反映
。

从江汉到四川为基性一超基性岩及其 间的

最老沉积物构成的一套地层
,

它们于 17 一 19 亿年经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和花岗岩化作用

固结并转为陆壳
。

在其北侧平行分布一个 冒地槽和一个优地槽
,

晋宁运动使其关闭
,

形

成陆壳
,

镶嵌于四川一江汉陆壳区的北缘
。

在其南侧广大地区 四堡期为洋壳上的优地槽

沉积
,

四堡运动 ( 14 亿年 ) 强烈褶皱固结并使具过渡性地壳性质
; 晋宁期为 以板溪群为

代表的冒地槽沉积
,

并超复到川东及江汉地 区
,

晋宁运动在康滇一带形成许多中酸性杂

岩体
,

使其基底不均一
,

;数江运动则对晋宁运动已基本固结定形的上扬子地台基底进行

局部改造 ( 图 1 )
。

,

本文为 《 中国含油气盆地形成
,

发展机制及其对油气生成
、

运移
、

聚集的控制作用 , 子题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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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基底 固结早
,

强度大
,

厚度小
,

缺失四堡期和晋宁期的沉积
,

表现为基底隆起

的特点
。

震旦纪在隆起的背景上发育
,

地台区绝大部分没有早震旦世的沉积
,

从晚震旦世开

始普遍具有地台盖层沉积
,

以灯影组碳酸盐岩分布最广
,

厚度稳定
, 1 0 0 0米左右

,

川 中

隆起 区仅 6 00 余米
。

龙门山以西康定
,

丹巴等地震旦系上统 的特点和四川盆地区一致
,

与

下伏前震旦纪呈角度不整合或直接与前震旦纪花岗岩接触
,

推断震旦纪时期地台应越过

龙门山向西延伸
。

寒武纪上扬 子地 台普遍接受一套碳酸盐岩一碎屑岩为主的沉积
,

湘鄂西厚达 3 0 0 0余

米
,

向西变薄
,

川中仅 9 00 米
,

龙门山
、

盐源一线厚度稍大并含火山岩
,

岩性和古 生 物

组合也与地 台区相同
。

阿坝一雅江地区为剥蚀区
。

巴塘一得荣一带 中
、

下寒武统可与保

山地区对比
,

为一套碎屑岩一中基性火山岩建造
,

厚 4 0 0 0余米
,

属优地槽沉积
;
上寒武统

为地台型沉积
,

含丰富的三叶虫化石
,

未变质或轻变质
,

厚 1 0 0 0米
,

可能是扬子地台的

西延部分
。

寒武纪是 以川 中一康滇一雅江为中心
,

呈现出一个大型的地台型隆起
。

奥陶纪的沉积格局与寒武纪基本一致
,

川中地区缺失
。

沿龙门山带的平武
、

北川
、

理县等地奥陶纪很薄
,

扬子地台上
“ 宝塔灰岩

” 在这里仅厚 13 米
,

康滇地 区缺失
,

盐源

地 区仅有中
、

下奥陶统
、

化石丰富
,

属华中一西南型笔石及介 壳 混 合 相
,

灰岩具类似
“ 宝塔灰岩

” 的龟裂构造
,

晚奥陶世转为古陆
。

巴塘地区奥陶系发育齐全〔 ` 〕 ,

为一套碳

酸盐岩
,

中
、

上统所含化石具我国南方型种属特微
,

与扬子地台关系密切
,

与金沙江西

的青泥洞群地槽型复理石沉积截然不同
。

雅江
、

丹 巴间仍为古陆
,

显然
,

奥陶纪川一中

康滇一雅江隆起进一步扩大
,

东西两侧分别为湘西和 巴塘地台型沉积拗陷区
。

志留纪发生广泛海侵
,

沉积 以页岩为主
,

桑植
、

激浦一带沉积最厚
,

达 2 5 0 。余米
,

向西变薄
,

川 中可能是剥蚀区
。

康滇古陆依然存在
,

向北与雅江古陆相连
,

向东北与川

中古陆相接 ( 图 2 )
。

巴塘一盐源为沉积拗陷区
,

志留系沉积齐全
,

以碳酸盐 岩 为主
,

含丰富的化石
,

组合与扬子地台相同
,

厚 4 14 一 1 8 2 2米
,

属地台型沉积拗陷
。

图 2 上扬子地台及其周边志留纪古构造轮廓图
1

.

古陆2
.

等厚线 3
.

厚度点 4
.

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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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早古生代扬子地台已延伸到金沙江一线
,

其主要沉积特点继承前震旦纪

基底隆起
,

有所扩大和发展
,

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地壳隆起地质单元
。

东为川湘拗陷
,

西为巴塘一盐源拗陷
,

其外围又被地槽所环绕
,

北为秦岭海槽
,

东南为南华地槽
,

西有

金沙江一昌都地槽
。

志 留纪末的加里东运动
,

使外围地槽部分或全部关闭
,

井初服成山 ; 而地台区由于

基 底固结程度高等原因没有形成强烈褶皱
,

仅表现为川宁
一

康拼 一推江地
_

}资起地质 单

元的加强
。

促使泥盆纪沉积范围大为 减小 ( 图 3 )
。

同时沿龙门山带发生张裂断 陷
,

使

图 3 上扬子地台及其周边泥盆

纪古构造轮廓图

1
.

古陆 2
.

古陆边界 3
.

等厚线 4
.

玄武岩

隆起单元 伙枢组地带一丹 巴
、

冕宁一线结

束 了自震旦纪 以来的古陆状态
,

接受了早
、

中泥盆世的沉积
,

不整合复于晋宁期花岗

岩和灯影组之上
,

龙门山断陷与钦源拗 陷

可能连通
,

以海峡形式分割隆起地质单元
,

直到晚泥盆世又重新隆起
,

联合成为统一

的隆起单元
。

石炭纪时期基本不接受沉积
,

仅龙门

山以西有沉积
,

松潘等地为稳定的碳酸盐

岩 台地沉积
,

厚约 6 00 余米 ; 雅 江
、

义 敦

地 区主要为碎屑岩
; 沿金沙江一带泥盆纪

时已有基性海底喷发
,

到中晚石炭 世喷发

进一步加强
,

预示着大规模地壳张裂和地

台隆起单元 中互解的开始
。

综观前二叠纪主要地质结构特征是在地台上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地壳隆起 地 质 单

元
。

它影响着 以后的地质发展
,

推断其形成原因有
: ( 1 ) 重力均衡作用

。

沉积厚 度 不

同的地区地壳下沉的幅度是不同的
,

隆起单元长期经受剥蚀或沉积很薄
,

在重力均衡 调

整过程 中
,

相对周 围厚沉积区地壳沉降幅度要小
,

仍为相对上隆
。

( 2 ) 水平挤压作用
。

加里东运动强大的水平挤压
,

使地壳隆起单元
,

得以加强
。

( 3 ) 热隆起作用
。

由 于 地

台区
,

特别是川中地区前震旦纪基底形成早
,

并具花岗质层
,

而相对周围洋壳区或形成

较晚的过渡性地壳区
,

可 以对地慢热流起到保护作用
,

这种
“
热毯作用 ” 在儿亿年理 长

的时间内可以聚集较多的热量
` ) ; 热 传导具有 向隆起顶部集 中的特性

,

形成对
_

L地馒物

质的抽吸作用
,

造成地鳗物质和热量的集中
。

据四川盆地区不同时期的镜煤 反 射 率 推

算
2 )

,

二叠纪前古地温梯度 ( 5
”
C / 10 0米 ) 远高于侏罗纪 ( Z

O

C / 1 0 0米 ) 和侏罗一 三 介

纪 ( 2
.

5一 4
.

5
“

C / 1 0 0米 ) 的古地温梯度
,

这也可说明前三叠纪地壳构造热隆起的存 在
。

l) 哈兰德
,

1 9 8 2年
,

在成都地质学院讲学笔记

2) 王庭斌
,

1 9 8 2年
,

古地温方法在四川盆地的应用 (未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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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隆起的互解和向盆地的转化

从二叠纪起始
,

前述的川 中一康滇一雅江地壳构造热隆起开始互解
,

其西半部以地

壳张裂和伴随玄武岩的喷溢为特色
,

东半部结束隆起剥蚀状态转为沉降
,

开始向盆地形

成机制过渡
,

这个转变受控于古特提斯海的发展
。

简略地探讨特提斯海的形成与演化
, J

·

tS oc kl in 把伊朗和中亚地区 特 提 斯 海 演

化形成的构造带分为北朱梅
、

中朱梅和南朵梅三个带
` )

。

延伸到中国境内
,

笔者认为 昆

仑一秦岭褶皱系及其以北的天山摺皱系 ( 海西一印支 ) 对应于北朵梅
;
新特提斯海于始

新世关闭形成雅鲁藏布江古缝合线
,

喜马拉雅褶皱带对应于南朵梅
。

中朵梅延伸到中国

变得比较复杂
。

tS oc kl in 认为中夕梅是二叠至三叠纪 占特提斯海关闭并与亚洲大陆碰 撞

而形成的狭长大陆或一组微大陆
,

是由冈瓦纳大陆分裂出来的
。

笔者认为古特提斯海在

中国分为南
、

北两支
。

南支是形成斑公湖一怒江缝合线前存在 的海
,

在冈底斯地扑上发

现石炭二叠纪含砾冰成沉积和冷温水生物群
,

显然属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
。

代表北大陆

特点的华夏植物群的南界在羌塘地块之南缘口〕 ,

斑公湖一怒江缝合线可能就是 南
、

北

大陆的分界线
,

其形成 时代为侏罗到白至纪
。

北支指金沙江一哀牢山缝合线形成前存在

111 1 尸~ l 一一卜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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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特提斯构造域分布略图

( 参考王鸿祯中国大地构造分区简图修改编成 )

1
.

上扬子地台沉降区 2
.

古特提斯北支及张裂区 3
.

古特提斯海南支4
.

新特提斯海5
.

地块或隐定隆 起

6
.

海西褶皱带 7
.

喜山褶皱带 8
.

地壳对接消减带

B l松潘一甘孜边缘海 B Z
康滇裂谷带 B 3右江边缘海 B 4

湖挂边缘海

I 羌塘地块 l 昌都地块 l 临苍地块那云开隆起 V诸广隆起砚冈底斯地块砚松播地块

①东昆仑一阿尼玛卿带②金沙江一哀牢山带③斑公湖一怒江带④雅鲁藏布江带

1 ) J
·

S t 。 。 k l i n ,

尼泊尔及其邻区地质构造
,

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矿产译文 集
,

1 9 8 2年 2 期
,

地

质部高原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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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
,

包括巴颜喀拉印支褶皱系和松播一甘孜印支褶皱系的分布范围
,

右江边缘海和湘

桂边缘海也可能是北支 的延伸部分 ( 图 4 )
。

北支的南缘分布许多北大陆的碎块或 稳 定

隆起
,

把南
、

北支隔开
。

古特提斯海北支在二叠纪打 开
,

经
一

早
、

中三叠世扩张
,

晚三扑

世关闭形成金沙江一哀牢 山缝合线
,

它处在北大陆内部
。

其演化过程中不仅有南大陆碎

块的北移
,

而且有北大陆碎块先 向南
,

再向北漂移的复杂发展过程
。

沿金沙江带二叠纪玄武岩喷溢更加剧烈
,

并发生大规模的陆壳拉开
,

在裂谷带沉积

巨厚的以嗅金雪山群和额阿钦群为代表的下二叠系复理石建造
,

伴以来 自裂谷两侧岩壁

上大小不等的志留纪
、

泥盆纪和石炭纪岩块的混杂堆积
。

沿哀牢 山断裂
,

堆积数千米厚的

玄武岩
,

并有大洋拉斑玄武岩出现
。

这些说明沿金沙汀一哀牢山二益纪开始 已经出现洋

壳
,

古特提斯海北支初具规模
,

昌都地块也于二叠纪与北大陆分离
,

直至中三叠世北支

继续扩张
。

受此影响在康滇
、

雅江等地形成康滇裂谷带
,

于晚二叠世玄武岩的喷溢最为

剧烈
,

但据接触关系和夹层中古生物组合
,

主要喷溢时代 自西向东有推迟之趋势
,

而厚

度相应变小
。

1 40 余块岩样的分析资料表明
,

自西向东沿几条主要断裂分布的岩类 有 明

图 5 西南地区二叠纪玄武岩岩类

展布及等厚图

1
.

弱碱性玄武岩 2
.

大陆拉斑玄武岩

3
.

大洋橄榄拉斑玄武岩 4
.

断裂等厚线

显的分带性 ( 图 5 )
,

由以大洋橄榄拉斑玄

武岩为主到大陆拉斑玄武岩到以弱碱性玄

武岩为主
,

碱及认含量增高
,

这反映张裂

体系从西向东先后依次裂开
,

裂谷发育的

程度依次降低
。

康滇裂谷带一支 向北延伸

达龙门山中段
,

另一支与孚道一炉霍断裂

连接
,

形成雅江裂谷带
,

该裂谷带发育有

晚二叠世玄武岩
,

早
、

中三叠世以浊流相

为主的硬砂岩
、

放射虫硅质岩和大小不等

时代各异的灰岩岩块构成的混杂堆积
。

与此同时
,

巴塘一支敦地块与松潘地

块分离
。

松潘地块东缘沿龙门山 在 晚 二

叠世可能已脱离扬子地块
,

早
、

中三叠世

其北缘发育一套类复理石建造夹细碧角斑

岩
,

这是 由昆仑一秦岭南缘深断裂发生剪

切一引张而形成的裂谷带一阿厄玛卿裂谷

带
` ) ,

该带形成
,

使松潘地块最终从北大

陆分离出来
,

并可能有过向南西的漂移
。

该地块上二叠纪仍为碳酸盐 台地
,

直到中

三叠晚期 ( 拉丁期 ) 开始强烈沉下
。

1) 李小壮
,

1 9 8 2年
,

论松潘一甘孜褶皱系的演化
,

川西区测
,

总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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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华莹 山分布 的和川东
、

川东北钻井中所发现的弱碱性玄武岩和辉绿岩
,

也是古特

提斯海北支形成过程的影响所致
。

综上所述
,

在古特提斯北支打开形成过程中
,

由西向东因其影响减弱
,

陆壳张裂和

玄武岩厚度减少
,

张裂的时间略有依次推迟之势
,

由此而 引起 昌都地块
、

巴塘一义敦地

块和松潘地块依次先后脱离北大陆
,

形成谷
,

块相间的构造格局
。

这一发展有类似于手

风琴的拉开
,

可能是
“
大陆蠕散

” 作用仁3〕 ,

引起陆壳粘性流动使其外缘向洋推进 和 仲

展
,

而使后面陆壳被牵动拉薄或拉开
。

由于古特提斯海北支的打开使前二叠纪
“ 热隆起

” 的西半部被瓦解
,

东半部受其影

响转化为大面积的下沉
。

二叠纪为碳酸盐 台地相沉积
,

岩性均一
,

厚度稳定
; 中

、

下三

叠统仍为碳酸盐岩
,

但岩相差异明显
,

厚度变化大
,

沉积 中心频繁迁移
,

沉降速率 由二

叠纪的 9米 /百万年增加到 8 0米门耳万年
。

据此
,

推测可能有以下几种因素促成向盆 地 形

成过程转化的态势
。

( 1 ) 二叠纪开始一反以前的区域挤压转为区域引张
,

使构造 热 隆

起失去对岩柱的向上支撑力
。

表现为上扬子地 台大面积下沉
。

( 2 ) 西部 大规模慢 源 物

质上涌和玄武岩的喷溢
,

促使该地地慢物质和热能的亏损
,

具有与此有统一热动力体制

的东半部隆起的地慢物质和热能向西区补充
,

使力!中等地地慢物质和热能 的 减 少
,

地

慢枕冷却收缩引起地壳下沉
。

随着热能的消耗
,

冷却的不均一性变得明显
,

到早
、

中三

叠世
,

岩相和厚度也变得越来越不均一
,

沉积 中心迁移频繁
。

( 3 ) 重力作用加速 了 地

壳下沉
,

沉降速率加快
。

( 4 ) “ 大陆蠕散
” 作用

,

主要表现为上部地壳 的脆性引 张 和

下部地壳的热蠕动所导致的豁性引张
,

二叠系 内拖拉构造 多
,

正断层 多且断距大
, ) ” 。

这是区域性引张的表现
,

华莹 山等地玄武岩的出现可能是与下部地壳的热蠕动有关
。

在向盆地转化过程 中
,

发生了应力场的逆转 ( 热聚集 ~ 热释放 ) ; 出现前二叠纪热

隆起 的互解
,

西半部表现为地壳拉开和玄武岩的喷溢
,

由稳定地台发展为活动带 ( 再生

地槽 ) ; 东半部则表现为结束长期隆起剥蚀状态转化为连续沉积区
,

地壳 由相对上隆转

为相对沉降
。

这些变化的根木原
.

因都与古特提斯海北支的形成演化有关
。

三
、

晚三叠世四川盆地的形成演化

从晚三叠世开始
,

金沙江东侧的巴塘一义敦地块上堆积 了大量火 山岩和火 山 碎 屑

岩
,

开始火 山岛孤 的发育阶段
,

向东 由琴性变为中酸性火山岩
,

厚度相应变薄
,

在巴塘

拉纳山图姆沟组与中
、

下三叠统为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 图 6 )
,

这说明古特提斯海北支结

束扩张
,

开始 了沿金沙江向东俯冲的新阶段
,

以板块 俯冲为动力的印支运纪在这里拉开

了序幕
。

印支运动在中国南方
,

使上扬子地台周围分布的地槽先后褶皱造 山
,

构成四川盆地

的边缘
,

而盆地西部松潘一甘孜 印支褶皱系的发展过程对于四川盆地形成演化具有明显

的相关性
。

1) 罗志立
,

1 9 81 年
,

中国西南晚古生代以来地裂运动对石油等矿产形成的影响
,

四川地质 学 报
,

2卷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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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图 6 巴塘昌拉纳山则 日西 Y D 了7 5 T , 一 2

与 T
3
t不整合关系剖面图

印支早幕在地台区形成北东向展布的隆凹相间的构造格局
,

从东向西为雪峰隆起
,

巴东一贞丰凹陷
、

沪州一开江隆起
,

川西凹陷
、

龙门山岛链和康滇隆起
。

在龙门山以西

印支早幕形成 巴塘一义敦岛弧造山带和松潘一甘孜边缘海
。

由于西部岛弧造 山 带 的 形

成
,

迫使海水由松潘一甘孜边缘海穿过龙门山岛链进入川西拗陷
,

连续沉积马鞍塘组
、

垮洪洞组和小塘子组
,

这套地层总的特点是
,

在纵剖面上 由海相向海陆过渡相变化
,

为水

退的沉积序列
; 在横向上随时代变新沉积范围逐渐扩大

,

为逐层超复的水进序列
。

在松

潘一 甘孜边缘海卡尼期沉积一套巨厚的深海复理石建造
,

罗松空多组和雅江组是一套砂

泥岩的大段互层
,

雅江组上部出现淡水
,

微咸水相的化石组合
,

此时海水变浅并向三角

洲相过渡
。

可见松潘一甘孜边缘海纵向的沉积相序与作为它的海湾的川西拗陷的沉积相

序是一致的
,

仅厚度大得多
。

在早一中幕之间
,

形成上述沉积特征的主要因素是重力均

衡作用
,

其次可能还有弧后的扩张作用
。

印支 中幕发生在诺利中期和晚期之间
,

在盆 内未见角度不整合
,

但从构造状况和超

复关系分析须家河组与下伏地层分属两个不同构造层
。

松潘一甘孜区诺利晚期沉积分布

局限
,

地层对 比如表 1
。

上 三 叠 统 对 比 简 表 表 1

一

}几口川
瓦

卡 尼 期
曲卡寺组

新都
侏俊

桥组
组

马 鞍 塘 组

印支早幕 一
拉 丁 期
安尼西期



第 4 期 韩永辉等
:

四川盆地成盆前地质结构及其向盆地的转化
·

2 9 5
·

格底村组是一套碎屑岩
,

下部为典型的造山后磨拉石堆积
,

据此
,

雅江裂谷带是印

支中幕褶皱造 山的
。

喇嘛哑组沉积相对较细
,

为砂页岩夹煤层
,

与下伏地层呈 整 合 接

触 ;
须家河组与下伏地层也是整合接触

,

可见 印支中幕在 巴城一义敦
,

龙门山区都没有

褶皱造山
。

印支中幕雅江褶皱带的形成
,

又一次遥使海水东佼
,

越过地州一开江古隆起遍及川

东
、

鄂西和康滇等地
,

沉积须家河组二段
、

三段及其相当的地层
,

在川西须二段以复矿

质砂岩为主
,

须三段为黑色泥页岩夹煤层
,

含东京植物群的分子及少量半咸水 瓣 鳃 化

石
,

川西拗陷可能是与外海相连的半封闭海湾三角洲
。

印支晚幕发生在诺利期末
,

使龙门山褶皱升起
,

其上缺失瑞替期的沉积
,

侏罗纪与

下伏地层角度不整合接触
,

在川西拗陷
“
须四 段

”
为大套石 板质块状

i乐宕夹岩屑砂岩
,

靠近龙门山山前带砾岩 比较发育
,

向东冻岩减少但仍不失粗碎屑特征
。

显然
,

属造 l妇后

的磨拉石堆积无疑
`)

。

地震资料安县一绵竹地震剖面上
“
须四段

”
和须三段之间为角度

不整合
,

向东变为假整合或整合接触
,

并展示出瑞替期的川西拗陷为一个西 会陡
,

东 少

缓的勺形拗陷
,

这些均说明龙门山是印支晚期褶皱升起的
,

并构成了四川 内陆盆地的西

部边界
。

龙门山以西的地槽区
,

大部分地区 缺失瑞替期的地层
,

仅在理塘附近的新龙发

现喇嘛哑组之上沉积 了英珠阿娘组
,

为一套底部夹多层砾者的硬砂岩沉积
,

二者平行不

整合接触
,

{宽
一

洛在此仅为微弱的造 山运动
。

综观印支运动各幕在松播一甘孜地槽 区形成各个主要褶皱带
,

具有随时代的推迟依

次 向东迁移的特点
,

每个褶皱带均 由一对优地槽和 口地槽组成 以 〕 。

这一特点的形 成 过

程类似于二叠一 中三叠世地块从酉向东依次分 剖的逆过程
,

即手风琴拉开后的 闭 合 过

程
。

由于特提斯海的俯冲挤压
,

使原来的裂谷带从西向东依次闭合
,

裂谷内沉积物厚并

有火山活动
,

经受挤压强烈褶皱
,

裂谷间的地块沉积物薄并且相对稳定
,

则不易发生褶

皱
,

所 以谷
、

块之间褶皱强度 不同
,

构成褶皱带强弱相间的构造格局
,

这一格局的形成

和各幕摺皱带的东迁均受控于古特提斯海的俯冲挤压和 前期该 区的构造背景
。

印文各幕褶皱带的东迁
,

控制了四川盆地的发展演化 ( 图 7 ) 印支早幕
、

中幕 形 成

与西部边缘海连通的具不同特点的海湾盆
.

池
,

即川酉油气普查幼探中所称的
“ 须下盆 ” 。

印支晚幕沿龙 门山发生基底对盖层的
“ A 型

”

俯 冲
,

上 冲盘的龙门山地 区形成强烈褶皱

带并向东推掩
,

在推复体的前缘形成前渊一瑞替期勺形拗陷
。

至此四川盆地发展为壮年

期典型内陆盆地 阶段
,

这便是川西勘探中所称 的
“
须上盆 ” 。

综上所述
,

四川盆地成盆前经历 了从前震旦一石炭纪地壳构造热隆起发展阶段
,

它

受控于热聚集体制和挤压应力场
; 二叠一 中三叠世古特提斯形成发展过程中

,

使热聚集

体制转化为热释放体制
,

区域挤压应力场转为弓}张应力场
,

从而促成热 隆起互解和向盆

地转化
; 晚三叠世古特提斯海 向东俯冲挤压

,

在地槽区前期形成的裂谷带从酉 向东依次

闭合
,

促成印文各 幕主要褶皱带依次东迁
,

从而控制四川盆地的形成演 化
。

1) 冯福阁等
,

1 9 8 0年
,

印支运动与四川含油气盆地的形成
,

四川石油普查
,

总第8 ;U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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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晚三叠世四川盆地形成演化示意剖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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