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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皖赣闽地区早古生代盆地沉积特征

及其构造环境

朱洪发 张渝昌 秦德余 周 浩达

地质犷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 �地质矿产部华东石油地质大队

，
扬州

本文从沉积相特征及其展布入手
，

重点刽沂绩南
、

闽北寒武系浊积岩
，

深水远原浊识台与浙西上奥 陶统

浅水近源浊积岩的成因
、

环境
，

草编了早古生代各纪 �统 �的岩相略图
，

提出中奥陶世末期起的 向北西方

向拼贴挤压使南华 �包括浙闽 �隆起
、

并使研究区为沟造
一

沉积格局发生翘翘板式逆转
�

震旦纪一中 陶 奥

世从北西到东南为台地和面向东南的被动陆缘
，

晚奥陶世一志留纪转化为盆地中心位于北西
、

并逐渐向北

西迁移的板内盆地的构造
一

沉积格局
�

前 言

浙皖赣闽地区早古生代盆地性质
，
是学者长期争论的间题

。

对它性质的解决
，
必然

涉及到该区寒武系
、

上奥陶统两套巨厚浊积岩的碎屑物来源
，
浊积岩发动 的 方 向

、

模

式� 接踵而来的是华夏古陆存在与否
，
何时正式崛起

，

有无变化 � 以及在晚奥 陶 世 开

始
，
沿

“
江南古陆

”
部位两侧发生翘翘板型的沉积格局的大变化

，
即其东南由盆地变为

滨岸沉积
，
而其西北侧由碳酸盐台地变为盆地相

、

陆棚相
。

上述饶有兴趣的几个地质问

题的正确认识
，

是打开华南大地构造环境的一把钥匙
。

一
、

早古生代沉积展布及沉积特征

本区有两条界线 �有人称深断裂 �
，

自始至终控制早古生代沉积格局的变化
。

一条

在南
，
即萍乡一宜春一江山一绍兴

，
其延展方向由西向东开始为东西向

，
后转 为 北 东

向
，
即水涛称之为江南古陆与华夏古陆的拚接带

。

北边一条为江南深断裂
，

为东至一石

台一宣城一常州一线延展为北东向
。

即黄汲清早期划分的扬子地台与加里东钱塘准地槽

的界线
。

为叙述早古生代各纪沉积展布的方便
，
将

“
江南深断裂

”
的西北

，
称扬子沉积区 �

两条深断裂之间范围称江南沉积区 � 绍兴一江山一宜春一萍乡一线的东南
，
称东南沉积

区
。

�一 �展旦纪 �图��

震旦纪开始
，
本区逐渐下沉

，
海水由南侧的华南海向北入侵

，
导致下扬子海盆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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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纪沉积相略图

伽一卿

围 扩 大
，
因 而海岸相区开始往往为潮坪一

泻湖相沉积
。

整个震旦纪表现为一个海进过

程
。

区内按岩石
、

生物群
、

厚度
、

沉积相
、

变质程度等差异
，
明显可 区 分 为 南 北 两

区
，
其分界 线 为 萍 乡一宜 春一江 山一绍

立吠
� 、 �

北区以稳定类型的沉积为主
，
相带呈北

东
、

近东西向条状展布� 南区为变质粉砂质

板岩
，

长石杂砂岩的浊积岩
，

半深海层凝灰

岩
、

水平纹层泥岩深海沉积
。

本期江南区呈

现水下隆起性质
。

�
�

早震旦世早期
，
北区自北向南可分四

带
�
滁州一带为具水平纹层泥岩为主的陆棚

相沉积
，
武 宁 一 东 至一绩 溪一带为具 丘

状交错层理
、

水平层理的砂岩
、

泥岩的前滨

带一近滨带福过渡带的沉积
，

修水
、

休宁
、

开化一带为具波状 层 理
，

透 镜 状 层 理
、

脉状层理
、

水平层理
，
以砂岩

、

泥岩为主的潮坪一泻湖相沉积
，
上饶一江山一衡州一带

为具冲洗层理
、

丘状交错层理
、

洼状交错层理
，
以砂岩

、

泥岩为主 的 前 滨一近滨带沉

积
。

南区 自北而南分为三带
�

萍乡一带为含砾凝灰质板岩
、

凝灰质砂质砾岩为主的大陆

斜坡相沉积
。

新余一带则为砂
、

泥岩组成浊积岩的半深海沉积
。

长汀一带则为水平纹层发

育的泥岩
、

层凝灰岩为主的深海盆地沉积
。

上述北区至南区反映了自滨海近岸相一 、 陆
棚相一，半深海 、

深海的展布规律
。

�
�

早震旦世晚期
，

气候发生了大面积骤然变冷
，

本区为冰川覆盖
，
形成了 冰 海 沉

积
，
它覆盖在早期不同相区的陆源碎屑物之上

，

在海盆不同的部位形成不同类型的冰硫

岩
�

块状冰碳岩
、

条带状冰碳岩
、

条纹状冰磺岩
。

从江南古陆向海盆方向
，

可分为近海

冰川
、

临海冰川和远洋冰川相
。

在江南古陆及向北东延伸方向的水下高地两侧为临海冰

川相
。

由于江南古陆地形相对较高
，

海水波浪作用对冰啧物影响较小
，

均为块 状 冰 啧

岩
，
当冰磺物搬运到一定距离后

，
能量减弱波浪作用加强

，
出现了波状层理甚至改造了

冰啧物
，

变成了含砾岩屑砂岩
。

在离开江南古陆有一定距离的滁州
、

镇江
、

萍乡等地出

现近海冰川相
，

为条带状
、

条纹状冰碳岩
。

远离江南古陆的长汀一带出现远洋冰川相
，

以具水平纹层的绢云板岩
、

变质凝灰岩为主
，
夹硅质板岩

，

该相是由冰筏上面下落的坠

石和正常海深海盆地混和而成
。

�
�

晚震旦世早期
，

该期气候转暖
，

冰雪大量融化
，

海平面上升形成大规模的海侵
。

北区为碳酸盐沉积
，
南区为陆源碎屑沉积环境

。

北区开始出现以陆棚相为主的沉积
，
局

部地段出现浅水盆地
。

由 于 上 饶一绍兴一带处于陆棚的边缘
，

且受洋流影响
，
到开化

一临 安 一 带为向北西倾斜的斜坡
，

出现了滑塌构造
、

砾屑灰岩的台地边缘斜坡相
，

修

水一淳 安 一 带为陆棚相
，
休宁

、
兰田一带为浅海盆地

，
宿松

、

镇江一带为陆棚内缘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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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后变为碳酸盐台地沉积

。

南区萍乡一带以变质的粉砂质板岩
、

长石杂砂岩 组 成 的

浊积岩属半深海盆地
，
长汀一带为具水平纹层变质的粉砂质泥岩夹变质凝灰岩

，
属深海

盆地沉积
。

�
�

晚震旦世晚期
，

北区仍以碳酸盐岩为主
，
南区以陆源碎屑沉积物为主

。

该期相区

与早期基本一致
，
但沉积相带变化较大

。

北区
，
当时海盆盐度正常

，
上饶一绍兴一带位于陆棚的边缘

，
洋流作用较强

，

加之

钙藻捕集灰岩起到稳定碳酸盐堆积作用
，
形成了有利的造礁条件

。

陆棚边缘的上饶
、

绍

兴
、

江山发育了柱体向东南倾斜的叠层石生物礁
，

有时礁体规模较大
，

如江山一带叠层

石礁体高达��多米
。

在开化一余杭一带出现滨外浅滩沉积
，

浅滩以临安为中心
，
向南西

方向延展
、

倾没
。

滩上由波浪簸选和淘洗过的石英砂和碳酸盐砂屑组成
，
有时为高速堆

积的密度流沉积
。

浅滩的西北侧出现有滑塌构造和砾屑灰岩的台坡相沉积
。

再往北在东

至一淳安一带为具波状层理
、

水平层理
、

风暴层的硅质岩属陆棚沉积
。

修水一带具水平

微细层理的微晶灰岩 �已白云岩化 �属陆棚相
，
望江一芜湖属台 坡 相

。

宿 松一巢湖一

镇江一带为泥晶白云岩
、

藻白云岩属局限台地相
。

南区萍乡一带以变质粉砂质板岩
、

长石杂砂岩组成浊积岩属半深海盆地
，
于都一带

为变质粉砂质板岩
、

杂砂岩组成浊积岩属深海盆地沉积
。

综上所述
，
震旦纪在本区

，
南北两区岩相差异明显

。

北区为稳定型的台棚沉积
，
自

北而南有两台两棚间隔出现
，
早震旦世早期主要为陆源碎屑沉积

，

晚期以冰川和海洋混

合型的陆源碎屑沉积
，

晚震旦世为碳酸盐沉积
。

南区 自始至终为半深海的砂泥岩
、

凝灰

岩组成的浊积岩和水平纹层泥岩的深海盆地
。

自北而南构成了自台地一 ‘ 陆棚一、 大陆

斜坡一，深海盆地的平面序列 ，

为一个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二 �寒武纪 �图��

从下统到上统的沉积发展为一个海退过程
。

以北边江南深断裂和南边的江山深断裂

为界
，
本区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沉积区

，
即扬子

、

江南和东南区
，
列简表说明其特征�表

��
。

表 � 各 区 沉 积 特 征
���口������������

一
竺

月

望生
�

卜止生二兰一一卜一三
�旦兰一一卜一三一吏翌

一
兰二��一竺墅竺圣竺�竺

一

�
一竺暨竺些竺竺

�

�
一

些竺兰里三翌登一

� 碳酸盐建造 � 硅
、

灰
、

泥组合 �砂
、

板岩组成复理石建造

沉积建造 � 蒸发岩建造 � 含磷
、

炭
、

硅质建造 �
�

�…�食�夺夔些竺兰一
�

���

�
…
一

—
甲三几 �翼黔毓犷 �

生
器簇翼翼滁鬓�

无。 腕足类海绵骨针

白 生 脚 � 漂浮生物古盘虫
�

一浮游能力的三叶虫
�
中上统 �

—
卜一道坯�叁�是二些二丝望缨丝…二

二
一

�卫�重型匕一�一一�

—
“ 积环，

�整
碳酸
姗

”
�

“ ’

深海棚大陆斜坡 � 半

髓
深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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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区及江南区 早寒武世开始时整

体下沉
，
海水由西南方向侵入全区

，
梅树村

期和筑竹寺期
，
分别沉积了硅质岩和含石煤

为特征的黑色岩系
，
属半深海盆地

。

仅在箱

县一桐庐小范围发育水
一

�砂坝 � 昆山一上海

一杭嘉湖地区为深水陆棚相� 北部的巢县
、

句容仓山为零星孤岛
。

在抢浪铺期 整 体 抬

升
，
半深海盆消失

，
以巢县一镇江一南通一

线为界
，

其北为局限的泻湖相
，
以白云岩为

特征
，
其南为宽广的深水陆棚

，
沉积物以泥

岩为主夹碳酸盐岩
。

抢浪铺晚期古杯海绵繁

盛
，
浅水碳酸盐台地形成雏形

，
但面积小

。

龙王庙期
，
扬子碳酸盐台地全部形成

，
四周

为广海
、

半深海盆地环境
。

相带呈北东一南

西向
。

由台地至盆地依次为
�

潮上盐湖亚相

备京 白

相 云淤
。 龙岩

图�寒武纪沉积相略图

一台坪潮坪亚相一台缘浅滩亚相一台缘斜坡

亚相一浅海陆棚亚相一陆棚边缘盆地亚相
。

嗣后中晚寒武世古地理轮廓无大的变化
。

合

地边缘高能带约在安庆一铜陵一如皋一线
。

其北为白云岩的局限泻湖
，
其南衙县一建德

一桐庐一带为浅水陆棚相
，
沉积物为泥状灰岩

、

条 带 状 灰岩
、

瘤状灰岩
。

浅水陆棚更

南为泥岩夹灰岩的深水陆棚
。

中寒武世晚期
，
台地进一步扩大

，

台地边缘随着时间向东

南推移
，
形成推进式边缘

，
此时台地边缘高能带已在铜陵一宣城一苏州一 线

，
以 此 为

界
，
北为碳酸盐台地

，

南侧为斜坡
。

碳酸盐合地内部发育一狭窄的台地浅滩相
，
沉积物

以粒状白云岩
、

叠层石白云岩为特征
，

滩两侧为开阔台地
，
沉积中厚层泥状灰岩

。

昆山

发育有点滩
。

台地斜坡相发育砾屑灰岩
。

台缘斜坡以南为深水陆棚相
，

沉积了云质泥岩

夹透镜状灰岩
。

赣北
、

浙西为浅水陆棚相
，

沉积物为泥状灰岩
、

条带状灰 岩
、

瘤 状 灰

岩
。

晚世时
，
台地扩到石台一广德一苏州一线

。

碳酸盐台地 自北而南相带依次为
�

局限

浪湖相一开阔台地相一台地边缘相
。

台地南侧为台地斜坡相
，
呈北东东展布于石台一苏

州狭窄带
。

台地斜坡相以南为浅水陆棚相
，
沉积物为泥状灰岩

、

条带状灰 岩
、

瘤 状 灰

岩
。

深水陆棚相收缩至淳安
、

开化
、

上饶等处
。

�
�

东南区 整个寒武纪沉积了厚达 ����一�����砂
、

板岩复理石建造
，
分 布 于 赣

南
、

闽西北
、

湘南
、

广西
、

广东诸省
，
为灰色绢云母长石

、

石英变质粉砂岩
、

细砂岩和

板岩
、

页岩
、

炭质页岩构成鲍马序列的�
、
�

、
�层或 �

、
� 层

。

这套巨厚的浊积岩有下

歹叮特征
�

���这套巨厚的岩性变化很单调的浊积岩
，
以�

、
�

、
�或�

、
�的细粒物质组成韵

律
，
而粗粒的�粒序不见 � 韵律的厚度一般以几公分计

，

绝少有几十公分
。

以江西崇义

为例
，

常为波纹层理的�段为���
，
�段为���

，
或�段为���

， �段为 ���
，
亦常见� 层

达�一����
�

���浊积岩的�段以高的矿物成熟度为特征
，
由��一��的石英构成

、

长石少量 �



第 �期 朱洪发等
�

论浙皖赣闽地区早古生代盆地沉积特征及其构造环境
·
���

·

一���， 低的结构成熟度
，
大部分颗粒为棱角状一次棱角状

。

杂基多
，
杂基支撑火山凝

灰物质在广东一带较多
，
闽西

、

赣南均少
。

���浊积岩底模构造不发育
，
仅广东一带见有小型外

，
一般少见

。

���生物化石少
，
仅有无铰钢腕足类及海绵骨针

。

���未见任何浅水沉积特征
。

由上可说明
，
这套浊积岩是属远源细屑型

。

我们在江西崇义高岔
，
实测这套浊积岩时

，

对饱马序列的�
、
�段的一个韵律进行了

深入观察
，
发现了可与�

�

�
�

����等人 ������对现代复理石沉积划出的细屑浊积岩标

准构造层 �由�
。
一�

。
九个亚段构成 �对比的细微构造特征

。

该韵律层厚��多毫米
，
由�

段灰色绢云母变余细砂岩 �厚��多毫米
，
图��

，
和�段浅灰色绢云母板岩 �厚��毫米 �

组成 �图��
。

内部可分�个亚段
� � 。

透镜状纹层 �砂波状纹层 �
，
� ，
包卷纹 层

，
�� � �

薄的不规则纹层
，�‘ � 。

模糊包卷纹层
，� 。 � ，

递变泥及未递变泥
。

把这五个亚段与 ���� 分

成九个亚段进行了对比 �图��
，
其形态和特征极其相似

。

这种�
、
�韵律层的标准构造

层的出现
，
说明了此类浊积岩的生成部位是深水盆地平原

。

更应强调的是
，
在这套远积

�‘ �

资蓄婴老
。 ，

叮 微 生 物

— 优动的 泥

�� 未递变的 泥

模糊包卷
�纹�公

递变泥甲鬓︺髦
��印沁

卜一卜

创，洲川薄的不 现则
� 纹忆

投糊 包卷纹层

薄的 不清楚纹层

薄的 不规则纹忆

下��
。�︸。·︸。。��十��

包卷纹层 �� 薄的 不规则纹堪

�� 包卷纹层

��
一

理摆，
，
忿妇超

透镜状纹层

砂波状纹层

达镜状纹层
��一��土

���� 一一—一� 一一���
二二之，一一�一一

�

一一���闯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

一一�二二了一一一
一�

�一�
���

一一
��������

‘‘ 书�
‘

� �公‘‘

二二遣梦了感才才
一一

一 ���
�����
�����

一一二二二三二二二二匕之之之
间间

�‘ ��志

一一一决
一‘ �‘ “ 一启 ‘‘

���二了吮�令

一
���、、 ‘ ‘ ‘ 二乙口口七，毖 之又二二二二

���了�，�阳一��一一二二益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自、 、 一、 闰���

翼翼翼
羹羹霎攀攀

图� 寒武纪细屑浊积岩构造层 �江西崇义高岔 � 图� 理想的细屑浊积岩标准构造层

�指�
�

�
�

�土��等
， ‘����

浊积岩中发现了更深沉积的等积岩
，
其厚度约 �一���

，
由细砂级分选良好的变余 砂 岩

构成
，

具稳定的单向斜层理
，

倾角约��
“

左右
，
沿走向延长很远

，
稳定分布

。

这套 砂 岩

夹于水平深色泥岩之中 �见照片 ��
。

往往等积岩在上
，
浊积岩在下

，

构成了变深 的海

侵序列
。

这种和远积岩共生的等积岩
，
一般认为是沿深斜坡同一深度低密度流的流动造

成的
，
其流速为������

。

从等积岩和上述远积浊积宕的特征表明
，
它决不是陆地入海三角洲河流在海底形成

的浅水祝积
，
而是来 自伏在大陆刹被的砂体

，
经海哨

、

地集触发
，，

沿一定坡度向海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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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和磨园均好
，

颗粒量达�。�
。

广盐度生物繁盛
，
见大量营底栖的腕足类

、

棘皮类
、

三

叶虫
，
次之有头足类

、

腹足类等化石
，

底部见树形笔石
。

台凹相地区有巢县
、

无为
、

庐江
、

怀宁及宿松一带
，

其基本特征与上述开阔台地相似
，

但在中期 �大湾期 �发展成富含浮

游笔石生物群的页岩
，
海水显然加深

，
故定为台凹相

。

中奥陶世与早奥陶世相比略有变

化
，
扬子区均为台地

、

陆棚相
，

由泥
、

灰质频繁交替构成条带状灰岩
、

瘤状灰岩组成
，
常

夹生物屑 砾 屑 角砾状灰岩
。

纵向剖面上常见陆棚泥页岩
、

泥灰岩和台地相灰岩交替出

现
。

生物与下统变化不大
，

亦为广盐度生物
。

早奥陶世在扬子与江南区交界处
，
即东至

一石台一径县一漂阳一江阴
，
发

一

育了一条狭窄的台地边缘高能砂屑滩
，

岩性为一套灰白

色厚层
、

块状粗晶灰岩
、

白云宕
，
大量发育砂屑

、

鲡粒及角砾状结构
，

生物为腕足类
、

头足类
、

棘皮类 �海百合茎 �及三叶虫
，
但多破碎

。

���江南区 发育了一套欠补偿还原滞流盆地相
。

盆地相南北两侧均为狭长 水 的

下隆起
，
北侧则为台地边缘相

，

南侧以德兴一杭 州 为 界
，

与江绍断裂之间发育一套陆

棚沉积
。

盆地的中心部位恰处
“
江南古陆

”
的核心如景德镇

，

休宁
、

绩溪一带
，

向北收

敛于长兴
、

吴兴
，

向东南撒开
。

在盆地内
，
下统宁国组为暗色页岩

、

硅质页岩
，
含炭质页

岩
，

水平纹层十分发育
，
生物为漂浮的笔石和游泳的三叶虫

。

它为一个静海缺氧滞流盆

地
，
水深约���一����

，
处于氧化界面之下

。

中统胡乐组为灰黑色薄板状硅质岩
，
硅 质

页岩
，

富含有机质及黄铁矿
，
生物单一

，

为漂浮的笔石
。

盆地南侧的陆棚相
，
下部为灰

黑色含碳
、

硅质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上部为含瘤泥质灰岩

。

下部生物较单一
，
为笔石

，

上部以底栖三叶虫
、

腕足类居多
。

���东南区 在于都
、

江山
、

宁波一线东南地区
，

包括赣南
、 �

浙西
、

闽 西 北
。

沉

积物主要为黑色碳质页岩
、

硅质页岩和碎屑浊积岩
，
属半深海浊积盆地相

。

其间火山物

质极少
，
尚未发现基性火山熔岩

，
说明它 尚不属洋壳性质

。

而闽东南的沉积与寒武系相

同
，
属半洋壳的深海盆地

。

�
�

晚奥陶世 �图��

中奥陶 世 末 期 至 晚 奥 陶 世
，
本 区

沉 积 格 局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变 化
，
自 震

旦纪至中奥陶世末期
，

自西北向南东方向
，

一直存在的北高南低
，

依次由扬子区的浅水

台地一、 江南区的陆棚一今东南区的深海盆
地

，
至此翘翘板式颠倒过来

，

变成 南 高 北

低
，

自南而北形成了
�

东南区华夏古陆一 、
浅水滨岸带一、 陆棚一” 江南区的近积浊积
盆地一、 扬子区的欠补偿滞流盆地 。

究其根

本原因是中奥陶世末期起
，
东南区东半部过

渡型地壳区中的微陆块发生拼贴的同时
，
一

起向北西方向运动
，
东南区海槽受到强烈挤

压褶皱成陆
，
而位于前方的扬子区下沉

。

这

就造成了沉积格局的翘翘板式的转变
。

这种

生 些蜡柱

南平
�

。 摄州

。 龙岩

图 � 晚奥陶世沉积相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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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区 原盆地相区域沉积了浊积岩
。

在临安于潜
，
于潜组浊积岩发育 最 为

典型
，
以灰绿色

、

灰色细粒硬砂岩
、

硬粉砂岩与页岩组成鲍马 序 列 的 �
、
�

、
� �� �

�照片��
，
�层见明显的粒序

，
�层常见沙波斜层理

，
包卷层理

，
火焰构造 � 韵律层 �

段底面见大型
、

中型的底模构造
，

有各种舌形模 �照片��沟模
、

槽模等� 韵律层 的 厚

度 �����大者达，��多厘米 ，
一般为��一����

。

常见以�段发育的韵律 层 连 续 叠 置

�图��
。

韵律�段的矿物成分中
，
长石 �正

、

斜长石
，

达 ��一�川芍
，
或 ��一��� �

，

石英一般为��一���
，
云母 �白

、

黑云母 �为�一���
，
分选性较差

。

对这套复理石
，

南京

大学关尹文等������研究认为属浅海相复理石
，

其依据是①含笔石及海百合等化石 � ②
水流活动标志明显 �如象形印模

、

波痕
、

斜层理
、

同角生砾岩 �等 � ③泥板岩中常有砂
质及有机质混入

。

复理石成因是地壳脉动使海平面进退造成
。

我们认为此套复理石是浊

流在浅海底造成的
。

当东南海槽东北端褶皱成山崛地而起后
，
河流所带碎屑注入浙西浅

海
，
在海底撒开造成浊积

。

上述临安于潜组特点综合来看属浊积扇的中扇
，

局部见海底

谷道
。

从浙西于潜向皖南
，
浊积韵律层厚度变小 ��一��� �

，
鲍马序列 由 �

、
�

、
� 或

�
、
�组成

，

说明浊积发动方向由东北向西南
。

至于关尹文所提三条依据
，
则应按 浊 积

岩鲍马序列各段水动力不同机理
，
可得到园满解释 �如斜层理

、

波痕是�段的牵引流 造

成 �
，
而不能说明是浅海的海进海退造成的

。

在浊积盆地之东南建德一桐庐一肖山一带依次发育有深陆棚和浅陆棚相
，

岩性前者

为灰色泥岩
，
钙质泥页岩夹瘤状灰岩

，

生物以三叶虫为主
，
后者为灰绿色泥岩

、

粉砂质

泥岩夹砂质条带
，
生物除三叶虫外底栖亦发育

，
常见腕足类

、

腹足类等
。

�四 �志留纪 �图��

随着华夏山地进一步隆起
，

风化强烈
，

为志留纪沉积提供了大量陆源物质
。

华夏古

陆之西的陆表海域内
，
海底地形由东南道处向西北缓缓倾斜

，

由东南向北西有规律地依

次分布着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 的 后 滨一前

滨
，
前 滨一临 滨

，

并 渐渐向陆棚过 渡
。

海

陆分 界 线 大 致 在 江 山一肖 山一平 湖一

上海一线， 滨岸 带 与 陆 棚 的 分 界 线 大

致 在 景 德一休宁一广 德一宜 兴一江 阴一

线
。

志留系主要为一套海退序列的海岸碎屑

沉积
。

扬子区和江南区沉积有明显差别
，

扬

子区以陆棚相为主
，
部分临滨 相

，
总 厚 度

小
，
为�����

，

岩性细
、

矿物成熟度高
。

而

江南区则以前滨一临滨相为主
，
岩性粗

，
矿

物成熟度低
，
厚度巨大达�����

。

志留纪在本区沉积的总面貌
，

证实此时

已完全彻底改变了本区自震旦纪一中奥陶世

的古地理一古构造架局
。

�龙岩

图� 志留纪沉积相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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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志留世

���后滨一前滨相 主要分布在常山一桐庐一杭州一嘉兴一带
，

东 南 侧紧靠华夏

古陆
，
沉积了厚达���一����的一套中

、

粗碎屑岩
。

砂岩中具交错层理
、

粉 砂岩
、

粉砂

质泥岩中透镜状
、

层理潮汐脉状层理
、

波状层理极为发育
，
并见泥砾

、

波浪
。

产腕足类
、

珊瑚类
、

海百合茎等化石
。

���前滨一临滨相 分布在开化一淳安一临安一德清一线
。

沉 积 厚 度 达 ����一

�����
。

为一套粉砂质泥岩
，
夹中

、

厚层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中水 平 层 理 发育
，

细

砂岩及粉砂岩中交错层理
、

脉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发育
，

常见虫管和生物搅动构造 ， 砂

岩中具同生泥砾
，
层面多见波痕

。

本相带生物丰富
，
主要为腕足类

、

腹足类
、

瓣鳃类
、

海百合茎
。

���临滨一陆棚相
、

陆棚相 分南北两区
。

南区分布在族德
、

宁 国
、

安 吉
、

长兴

一带
，
北区分布在安庆

、

贵池
、

巢县
、

宁镇及苏北一带
。

岩性为泥岩
、

泥质粉砂岩夹薄

层粉砂岩
、

细粉砂岩
。

泥岩中水平层理为主
，
粉砂岩中可见波状

、

透镜状
、

脉状层理
，

但规模及频率远远差于滨岸带
。

丰富的广盐度生物随处可见
，
有腕足类

、

腹足类
、

瓣鳃

类
、

珊瑚
、

海百合茎
、

笔石等
。

南北两区在厚度
、

岩性等都有差别
。

北区厚度小
，

岩性

细而纯
，

含砂
、

粉砂量少
，
而南区则岩性较粗

，
厚度大

、

砂
、

粉砂比例高
。

但该两区有

相似之处
，
即两区下统下部均以笔石为主

，
上部则以介壳生物为主

。

�
�

中
、

晚志留世

志留纪处于海退过程中
，

中
、

晚志留世滨岸带向西北推进
，
陆棚带缩小

。

这在本区

岩相图分布反映很明显
。

中志留世时
，
后滨一前滨相带变化较小

，

但前滨临滨相带范围

扩大一倍
，

向北推移到东至一青阳一高淳一泰兴一带� 陆棚相的位置为临滨一陆棚所替

代
。

晚志留世时
，
北部陆棚消失

，

完全代之以临滨相带
。

另外
，

晚志 留 世 晚期
，

在东

北端杭嘉湖地区及无锡
、

江阴
、

常熟
、

泰兴发育了一套三角洲平原相
。

有关各相带的沉

积特征变化甚小
，
不再赘述

。

二
、

早古生代盆地的性质及大地构造环境

�一 �中奥陶世之前
，
华夏古陆是不存在的�

本区早古生代沉积演变历史
，
说明中奥陶世之前

，
为一个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

其中

尤以寒武纪反映最为典型
。

由北到南大的相带由 碳 酸 盐 台 地一陆 棚一大 陆 斜 坡一

深海浊积盆地一过 渡 洋 壳 �图��
，

按照此模式
，

东南侧的华夏古陆是不存 在 的
。

寒

武纪乃至震旦纪
，

赣闽大套浊积岩的物源就不是来 自华夏古陆
，
而是由经海浪长期搬运

簸选
，

伏在大陆斜坡之上
，
经地震

、

海哨的触发
，
加之本身有斜坡的坡度

，
形成浊流

，

�在木文草稿初成之际
，

中国地质报 ����年��月��日第�版
，

刊登黄辉短文
“

福建沿海变质岩中发现早 生 代 微

古化石
” 。

福建东山岛变质岩发现的早古生代微古化石
，

经 专家鉴定为光面球藻
、

瘤面球藻
、

膜纲球藻和 多

叉球藻等矫源类微化石以及维束植物碎片化石
�

据化石组合及其特征
，

变质岩时代为晚寒武世和早奥陶 世
�

这一重大发现更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在中奥陶纪以前华南为被动大陆边缘
，

华夏古陆在这段时间是不存在的 论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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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地台
于易子地台

当采海盆地一月一
深海盆地‘半洋壳，

—一
。了

大一斜卜
一陆，一卜

一台�也一井一
陆棚

一

图 � 华南震旦纪
、

早奥陶世沉积模式示意图

沿海底纵向谷道搬运而形成的 �图�� �
，

这种浊积岩往往具有
�

宏观上分布面积广
，
总

体厚度大
，
岩性韵律单调

，
无明显的扇道 � 就鲍马序列来看

，
�段很少

，
往往缺 失

，

底

峨模

黔
黔等

构造不发育
，
多呈现�

、
�

、
�或 �

、
� 韵

，
�段的矿物成熟度高

，
缺乏长石

、

黑云母

不成熟矿物
，
因粒度细小 �不易磨园 �

，

图 �� 大陆斜坡上发动的浊积岩平面图

故结构成熟度低
，
总之

，
显示了远源浊积性

质
。

但从广东等地发现浊积岩中火山凝灰物

增多
，

说明广东的过渡洋壳中存在一定火山

岛供应物源
。

�二 �晚奥陶世开始至志留 纪
，
华夏古陆逐步形成

，

沉积格局发生大变化

中奥陶世末
，

东南侧的古过渡洋壳
，
开始拼贴

，

其拼贴的方向由东北向西南逐步发

展
。

北端先行拼贴
，

形成华夏古陆的雏形
。

晚奥陶世在浙西造成陆上三角洲河流
，
向西

侧海盆发动浊积
，

形成了浙西
、

皖南上奥陶统于潜组浊积岩
，
它

�

分布面积相对较小
，
以

�粒序为主的韵律段反复出现
，

具中部浊积扇道的特点
，
� 段砂岩的矿物成熟度低

，
具

大量长石和黑云母
。

上述都说明了浅海浊积岩的性质
。

由于东侧强烈挤压
，
西侧发生沉

降
，
浊积盆地向西侧变为水体更深的欠补偿的五峰笔石页岩盆地

。

志留纪挤压作用进一

步向南发展
，

整个华夏古陆正式形成
。

由于华夏古陆的崛起
，

中奥陶世前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北 西高南东低 �转变为陆

表海性质拗陷
，

海底地形北西低南东高
，

沿古陆向北西依次为滨岸一临滨一浅水陆棚一

深水陆棚展布 �图���
。

中奥陶世末开始的东南部的拼贴
、

挤压使本区由一个深水盆地 �宁国组 �转变为沉

积于潜组的浊积盆地
，
似乎很难看出构造运动的存在

。

但从更大范围
，
实际上有多种形

式的表示
�

���此时原为水下隆起的武夷山
、

罗霄山
，

诸广山
、

云开山
，
都逐渐露出水面

。

���晚奥陶世与中奥陶世东西两边沉积格局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
。

中奥陶世以 前 西

高东低
，
晚奥陶世就是东高西低

。

���中奥陶世前华南的隆
一
槽相间构造已不复存在

，
到早志留纪龙马溪期 华 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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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几乎全部变为陆地
，
普遍缺失中

、

晚志留世的沉积
，
仅在钦防海槽一带残存面积不大

的海域
。

华北地台�扬子地台

华北�击地 霍一�王 列司城 安庆

礴在岌下一
一 一

��

华夏古陆

‘
�

产

不

粼

争澎特卜卿 十一刘
卜跳地一卜

�“ ”，盆地
十卿」一�饰

一

十一甜一

图 �� 华南晚奥陶世沉积模式示意图

���从上述的论证说明了一个造山运动不是短期完成的
，

而是有一个相当长 的 时

间
，
本区从中奥陶世末一直持续到志留纪

。

同时也不是在一个短时间划一条线
，
到处出

现不整合
，
而是各处表现程度和强度是不同的

，
如中

、

上奥陶统之间
，
有的地方强烈为

不整合
，
有的地方假整合

，
有的地方表现为连续沉积

。

�三 �晚奥陶世前东南侧为一个岛屿林立的过渡地壳区 �图��
、

�� �

卜
“ 陆架
月一

阶
掀

大陆坡

一仁一
东沙群 岛

深 海平原一一�
�

阶 ” 状 “ 陆 ‘
斗

“ ‘ ” ”

南沙群 岛
�海底

�

火山 �

南海珠江口高润岛一巴拉巴克海峡邦立岛海底地形剖面图 �据中国自然地理

一

海洋地理 �

类似现代西太平洋东沙
、

西沙
、

西沙
群 岛

�����������川��
��溉��献���口目岛

�南

海
南部大陆架

中沙

解 岛 海平面一

����

����

�
黔

图�� 海南岛南部至南海东南部深海盆地海底地

形剖面图 �据中国自然地理
一

海洋地理 �

中沙群岛的海域
、

海洋中有海沟
、

深

海盆地
，
也有大大小小的陆块组成的

岛状凸起
，
或火山岛屿

，
可 露 出 水

面
，

亦可隐伏水下
。

至今在本区及邻

近区域古生界中未见任何洋壳物质
，

也未发现足以证明板块俯冲的产物
。

我们认为扬子被动边缘的褶皱
、

华夏

古陆的崛起
，
不是板块俯冲的直接结

果
，
而是过渡壳内微陆块彼此之间拼

贴
，

然后它们整体向北西运动与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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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拼贴作用造成的
。

这一拼贴作用是否与更东面的洋盆开合有关尚无法证实
。

三
、

结 语

本文论述的问题
，

是地质界长期争议不决的
。

它涉及的面积广阔
，

时代较长
，
地质

资料浩繁
。

我们以赣南
、

闽北的寒武系和浙西的上奥陶统两套不同成因的浊积 岩 为 重

点
，
同时草编了早古生代各个纪的岩相略图

，
从地质历史发展的观点

，

得出如下结论
�

�
�

区分出本区存在两套不同的沉积和构造环境
。

即震旦纪一中奥陶世时为 一 个 被

动大陆边缘沉积
，
海底地形西高东低

，
此时华夏古陆是不存在的� 晚奥陶 世一志 留 纪

因拼贴挤压使华夏古陆崛起
，

扬子区成为一个陆架海
，
其底部地形变成东高西低

�

发生

了翘翘板式的大变化
。

�
�

震 旦 纪一中 奥陶世
，

本区反映为一个较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的沉积构造模式
，

自北西至南东依次为
�

碳酸盐台地 、 陆棚�大陆斜坡一半深海盆地，深海盆地 �过渡壳

型 �
。

这种深海盆内部有一些微陆块隆起
。

微陆块上可有浅水碳酸盐沉积
。

这就造成了

深水沉积
、

超镁铁质岩一镁铁质岩和浅水沉积共生
。

�
� “
地槽型

” 的半深海盆地和深海盆地的挤压崛起
，
不是一般的板块俯冲模式

，
可

能是逐步的拼贴模式
，
先由深海盆地中的微陆块互相拼贴

，
而后再和西北部拼贴

。

由于工作还不够深入
，
认识水平尚差

。

所得的结论尚待验证和修正
，
大胆 拟 成 此

文
，

为抛砖引玉之用
。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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