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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中部

三叠纪岩相古地理轮廓与古构造格局

丘 东 洲

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中部三叠纪岩相古地理 图的编和研究
,

得出下述结纶
:

( l) 区内三叠系可以按

阶统一划分
、

对 比 ;
( 2 ) 印支期是区内构造发展的转折期

,

主要表现是古特提斯洋北支最后封闭
,

扬子
、

羌塘陆块向北拼合
;
南支进一步扩大

,

结束了长期以来南海北陆的古地理面貌
,

开始东西 分 异 的 格 局,

( 3 ) 将区内划分为北亚大陆南部
、

北亚大陆南侧陆缘
、

南北亚大陆陆间
、

南亚大陆北侧陆缘
、

南亚大陆北

部和东部环太平洋陆缘六个构造区
; (4 )对早

、

中
、

晚三叠世的岩相古地理特征 进行了概括
; ( 5 )对 三 叠

系的沉积层控矿产的赋存条件作了概述
。

三叠纪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中部 ( 以下称亚太地区中部 ) 地质历史上生物演比
、

古

气候变化
、

海陆变迁
、

构造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
。

研究亚太地 区中部三叠纪岩相古地理

轮廓与古构造格局
,

对了解本区三叠纪的沉积类型
、

构造特征
、

矿产分布
,

特别是对古特

提斯洋和环太平洋印支期沉积
、

构造与矿产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本文是作著 . 参加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 E S C A P ) 组 织 的
“
亚

洲及太平洋地区三叠纪岩相古地理编图
”
项 目时

,

所承担的涉及亚太地区中部的研究成

果
。

一
、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地层概况

本区三叠系分布广泛
,

沉积类型多样
、

生物化石丰富
,

并蕴藏有相当规模的经济矿

产
,

是世界上三叠系发育的重要地区和理想的研究基地之一
。

1
.

地 层 区划及区域特征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系
,

据其古构造局与古地理轮廓
、

沉积类型与沉积组合
、

生物区

系与生物相可分为以下六个地层区 ( 表1 )
。

( 1 ) 中亚蒙古地层 区

包括苏联 中亚
,

蒙古及中国新疆北部
、

北山
、

东北北部等地区
。

以含N eo k o r e tr o p h y“

lli tes 和T od it es 等北型安格拉植物群为特征
。

区内三叠系全为陆相
,

据沉积类型和 规 模

可分为小型内陆盆地和大型内陆盆地两种
。

前者如费尔干纳
、

外阿赖山等盆地
,

一般三

. 参加者还有江平
、

昊尊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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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系发育不全
。

如费尔干纳盆地只见下统
,

厚 3 00 m ; 外阿赖山盆地仅见中
、

上 统
,

厚

约50 0 m
,

岩性均为中酸性火山岩
、

凝灰岩
。

后者如准噶尔盆地
、

吐鲁番盆地
,

三 统 均

有发育
。

准噶尔盆地下统上仓房沟群韭菜园组为棕红色砂泥岩
,

烧房沟组为紫 红 色 泥

岩 ; 中统克拉玛依组为红色泥岩夹灰绿色砂岩
; 上统黄山街组

、

郝家沟组为灰绿色砂泥

岩
。

总厚 3 0 0 0余米
。

( 2 ) 中国北部地层区

指修沟
一玛沁

、

一力阳一
桐城断裂以北广 大 地 区

。

以 含 D a n a eo p s is一 B e r n o u llia北 型

(延长型 ) 植物群为特征
。

可进一步分为天山
一
塔里木和东北

一
华北两个区

。

区内三叠系

以陆相为主
,

亦可分为小型内陆盆地和大型内陆盆地两类
。

前者如河西走廊盆地
,

下统

西大沟组为杂色砂泥岩
;
中统丁家窑组为灰绿色泥岩

; 上统南营几群为灰绿 色 砂
、

泥

岩
,

厚 4 0 0 Om
。

后者如塔里木盆地
、

华北盆地
。

塔里木盆地下统俄霍布拉克组以砂
、

泥

为主
,

底有砾岩
;
中统八户沟组为河湖相砂

、

泥岩
;
上统黄山街组为湖相泥 灰 岩

、

泥

岩
,

塔里奇克组为黄绿色河湖相砂
、

泥岩
,

总厚 1 3 0 0余米
。

华北盆地三叠系发育最全
,

总厚 4 5 0 0 m 以上
,

下统孙家沟组底有海相层
,

和 尚沟组为红色砂泥岩
;
中统二马营组 为

灰绿色
、

灰黄色红色长石砂岩
; 上统延长组为灰绿色泥页岩

,

夹砂岩
。

( 3 ) 中国南方东部地层 区

指 山阳
一
桐城断裂以南

,

龙 门山断裂以东
,

红河断裂以北的中国东南陆域地 区
。

区

内三叠系基本上为稳定型海相沉积
,

岩相较稳定
,

沉积厚度小
,

地层呈整合或平行不整

合
,

底栖型古生物群繁盛
。

据沉积
、

古生物特点
,

可进一步分为扬子
、

右江和华南三亚

区
。

上扬子区中
、

下统以发育局限台地相为特征
,

如四川下统飞仙关组为海岸相
、

浅海

陆棚相紫红色砂
、

泥岩
,

铜街子组为紫红色泥灰岩
,

嘉陵江组为局限台地相灰岩
、

白云

质灰岩
,

夹石膏
;
中统雷 口坡组为局限台地相 白云岩

,

夹灰岩
、

石膏
。

中扬子区下统大

冶组为灰岩
;
中统 巴东组为碎屑岩

。

右江区下统为浅海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含锰
、

磷质

沉积 ;
中统平儿关组为海相复理石沉积

。

华南区中
、

下统以紫红色碎屑岩为主
。

本地区

上三叠统沉积基本相似
,

除龙门山东侧有台地相外
,

其他地区均为砂
、

泥岩含煤沉积
。

( 4 ) 中国南方西部地层区

指修沟
一玛沁断裂以南

,

龙 门山断裂以西
,

雅鲁藏布江断裂 以北的中国西藏
、

青 海

南部
、

四川西部广大地区
。

区内三叠系主要为活动型海相沉积
,

发育巨厚的复理石
,

火

山活动较强
,

大部分岩石 已不同程度变质
。

可进一步分为
:

昆仑一
秦岭

、

西藏
一
滇西和喜

马拉雅三个地层亚区
。

昆 仑一秦岭区 包括昆仑
、

祁连
、

秦岭
、

松潘
一
甘孜等褶皱系

。

本区三叠纪为一复杂

海区
,

活动型与稳定型沉积带相间组合
,

自北而南依次为南祁连浅海区
、

秦岭海槽区
、

布而汉布达台地海区
、

巴颜喀拉海槽 区
、

义敦
一
中甸海槽区

。

台地海和浅海以碳酸 盐 岩

为主
,

夹碎屑岩
,

海槽区主要为巨厚的砂泥岩复理石
,

夹火山岩
。

本地层亚区代表三叠

纪特提斯洋北支的沉积情况
。

西藏一
淇西 区 金沙江以南

,

雅鲁藏布江以北
。

以怒江为界分南北两部分
。

北 部 东

段为三江区
,

下
、

中三叠统为中酸性熔岩
,

砂泥岩复理石
,

并见混杂岩
; 北部西段羌塘

海为台地浅海沉积
。

南部沙丁地区为半深海沉积
;
拉萨地区中

、

下三叠统查曲普群为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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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棚相灰岩
,

夹火山岩
。

喜马拉稚 区 北部雅鲁藏布江 区为含硅质岩
、

碧玉岩
、

基性火 山岩和放射虫硅质岩

的半深海
一深海复理石沉积

,

总厚达 4 0 0 0余米
,

代表当时特提斯洋南支沉积情况
。

南 部

珠穆朗玛区为稳定浅海陆棚 沉积
。

( 5 ) 南亚北部地层区

印度半岛北部的三叠系主要分布于纳巴达河
、

马哈纳迪河和哥达瓦里河流域
,

主要

为河湖相砂
、

泥岩沉积
。

所含动植物化石为典型南亚大陆生物群
。

如D ic y n od o n (二 齿

兽 )
、

Cer at cd us ( 角齿鱼 ) 等
,

均可与非州三叠纪化石对比
。

( 6 ) 东部环太平洋地层区

锡霍特海盆南段
,

下三叠统底部为砾岩
,

以上为深灰色粉砂岩
、

泥岩
,

含菊石 ; 中

统为海岸相砂
,

泥岩
,

夹凝灰岩
;
上统以砂岩

、

粉砂岩为主
,

诺利克阶含煤
,

缺失瑞替

克阶
。

日本地区西南内带
,

下统奉内谷组为砂
、

砾岩夹页岩
,

厚 5 00 m ; 中统下 部 为 割

石组海相砂
、

泥岩
,

上部为厚保组海相砂
、

泥岩
,

厚约I0 0 0 m
,

两者之间呈 不 整 合 接

触
; 上统为厚度巨大的三角州相和含煤的海陆交互相

,

代表强烈地壳运动后的堆积
,

缺

失瑞替克阶
。

2
.

地层层序与对比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的地层层序与对比
, E SC A P 曾组织亚太有关 国 家 进行 过 研

究
,

本文这方面的工作是在曼谷第五届亚太地区沉积盆地对比工作会议所发表的成果基

础上进行的
。

区内三叠纪地层层序与对比
,

总的说来与国际三叠纪地层层序基本一致
,

并可进行对比
。

区内三叠系通常分为3个统7个阶
。

( 1 ) 下统分两个阶

印度阶 归入印度阶的有珠峰地区的土隆组下部
,

西秦岭的隆务河组下部
,

巴颜喀

拉地区的下巴颜喀拉组下部
,

上扬子区四川的飞仙关组
、

鄂西的大冶组
,

广 西 马 脚 岭

组
,

日本西南的奉内谷组
。

本阶标准化石菊石为 o p h iee r a s , C, to e e r a s , F le m in g ite s ,

双壳类为p se u d o c la r a ia , E u m o r p h o tis等
。

奥伦尼克阶 本阶有珠峰土隆组上部
,

西秦岭隆务河组上部
,

巴颜喀拉地区下 巴颜

喀拉组上部
,

三江区的茨冈组
,

四川铜街子组
、

嘉陵江组
,

黔西南永宁镇组等
。

本阶的

标准化石菊石为T ir o lit e s , C o lu m b it e s ,

双壳类为P ter ia
等

。

( 2 ) 中统分两个阶

安尼锡克阶 本阶有西秦岭的香河洞组
,

四川雷口坡组下部
,

黔西南关岭组
,

鄂西 巴

东组
,

日本夜久野群上部
,

珠峰曲登共 巴组下部
。

本阶标准化石菊石为 P ar ac er at ites
,

p r o g o n o c e r a tit e s ,

双壳类为M y o p h o r ia 等
。

拉丁尼克阶 本阶有珠峰曲登共 巴组上部
,

巴颜喀拉地区的中巴颜喀拉群
,

广西平儿

关组
,

日本的厚保群
。

本阶标准化石菊石为p r o t r a eh y ee r a s ,

双壳类为D a o n ella ,
H a lo -

b ia
, L o m m eli等

。

( 3 ) 上统分三阶

卡尼克阶 本阶有三江地区的曲嘎寺组
,

上扬子地区的马鞍塘组
,

珠峰的康沙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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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美称组
,

锡霍特山的斯昌金组等
。

本阶的标准化石菊 石 为Tr 叩ites
,

Tr ac hyc
e -

r a s ,

双壳类为Ca ssia n ella等
。

诺利克阶 本阶有巴颜喀拉区的巴颜喀拉群
,

三江地区的图姆 沟组
,

川西的小塘子

组
,

日本的志高组
,

锡霍特山的别列沃兹宁组
。

本阶的标 准 化 石 菊 石 为 In d oj u va vi

tes ,

双壳类为Y u n n a n o p h o r u s , B u r m es ia等
。

瑞替克阶 与诺利阶关系十分密切
。

近十年来国际三叠系研究者对两者关系进行过

多次讨论
,

至今仍然在分岐
。

现许多人主张将瑞替克阶作为诺利阶的一个亚阶
“
压入

”

诺利阶内
,

但不取消它
,

因R hae t这个名称优先创立
,

同时今天 已经给它拟定明确的 涵

义
,

即R ha b d o c e r a s S u ess i带和C h o r ist o e e r a s m a r sh i带
。

前已述及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系层序与国际上基本一致
,

并可进行对比
。

现就编图过

程 中涉及 中国境内的三叠系三统划分间题
,

作如下几点简要说明
。

( a ) 三叠系底界
,

海相置于o to c e r a s 一我o o d w a r d i带底
,

陆 相 置 于 L ys tr o s a u r u s

( 水龙兽 ) 或p le u r o m e ia 一v o lt z ia (肋木
一

伏脂衫 ) 之下
。

( b ) 中统底界置于Ja p o n ite s m a g n u s
带或M y o p h o r ia g o ld fu ss i m a n su y i带底

。

( 。 ) 上统底界置于卡尼克阶底
,

一般以Tr ac hyc er as (粗菊石 ) 出现为标准
。

陆 相

Di ct yo p h y n u m 一
Cl at hr

“Pt er is植物群一般属晚三叠世
。

将瑞替克阶作为诺利克阶的一部

分归入上统
。

二
、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古构造格局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 ( 即印支期 )
,

据主要构造变动时期分为早印支运动 ( 中三叠

世晚期 ) 和晚印支运动 (晚三叠世末 )
。

它们在亚太地区中部地壳构造发展中都是重要

的转折期
。

如果我们把三叠纪以前 (包括三叠纪 ) 亚洲地壳构造发展看作是联合古陆逐

渐增生
、

扩大的巨大阶段
,

那么三叠纪以后则进入逐渐分裂
、

漂移的新阶级
。

印支运动

对本区构造格局演化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a .

古特提斯洋 . 的北支最后封

闭
,

扬子
、

羌塘地块向北拼合
,

导致全球规模联合大陆最终形成
; b

.

古特提斯洋南支进

一步扩大
; c .

印支晚期结束了本区长期存在的南海北陆的古地理面貌
,

形成了统一的大

陆
,

并开始了东西分异的新格局
,

标志着东部环太平洋构造区与东亚大陆之间相互作用

和影响的增强
。

1
.

亚太地区中部印支期古构造单元划分

( 1 ) 北亚大陆南部构造区

为天山
、

北 山
、

燕山以北地区
。

亚太地区中部属本构造区的三叠纪沉积有 ; 中国的

准噶尔
、

吐鲁番
、

九 台盆地
,

蒙古的东戈壁盆地
,

苏联的阿 巴根
、

费尔干纳盆地等
。

本

区构造比较稳定
、

沉积类型较单一
,

主要为陆源碎屑和火山碎屑陆相沉积
。

. E
·

徐士 ( 18 0 3 )
、

黄汲清 ( 1 9 8 7 ) 提出
,

古特提斯 (石炭纪
、

二叠纪
、

三受纪 )
、

中特提斯 ( 侏 罗

纪
、

白呈纪 )
、

新特提斯 (晚第三纪
、

第四纪纪 ) 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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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北亚大陆南侧陆缘构造 区

为天山
、

北 山
、

燕 山以南
,

修沟
一玛沁

、

山阳一
桐城断裂以北地区

。

属本构造区的三叠

纪沉积有塔里木
、

河西走廊
、

华北
、

凌源盆地等
。

本区构造 活动相对活动
,

有火山活动
,

但

较弱
,

以沉积厚度较大为特征
。

( 3 ) 南
、

北亚大陆陆间构造区

为修沟
一玛沁

、

山阳 一
桐城断裂 以南

,

印度河
一
雅鲁藏布江一线以北地区

。

属本构造 区的

三叠纪沉积有松潘
一
甘孜

、

羌塘
、

滇西
、

扬子
、

黔桂
、

湘赣盆地等
。

本构造区界于北亚 与南

亚两大陆之间
,

构造活动较活跃
。

区内存在若干相对稳定的中
、

小型中间陆快
,

这些陆

块多夹持于海沟
、

海槽等活动型沉积区之间
。

区内沉积表现为堆积快
,

分选差
,

沉积厚

度较大
,

横向相变显著
。

以龙门山断裂为界
,

本区可进一步分为东
、

西两个构造亚区
。

其中
,

西部亚区在沉积
、

构造
、

火山作用等方面均较东部亚区活跃和复杂
。

( 4 ) 南亚大陆北部及北侧陆缘构造区

北界大致在印度河一雅鲁藏布江一线以南
。

属本构造区的三叠纪沉积有藏南海盆和

印度半岛北部一些陆相盆地
。

其中
,

藏南海盆为南亚大陆北侧陆缘区
,

属构造 活 动 地

区
,

沉积厚度大
,

火 山作用强烈
。

印度半岛北部陆相盆地为南亚大陆北部区
,

构造比较

稳定
。

( 5 ) 东部环太平洋陆缘构造区

位于北亚大陆和南
、

北亚大陆陆间区东缘
。

属本构造区的三叠纪沉积有苏联的锡霍

特
、

日本
、

中国的那丹哈达岭和福建沿海盆地等
。

本区构造活动强烈
,

沉积厚度大
、

火

山作用显著
。

以发育滨
、

浅海和半深海一深海相沉积为特征
。

2
.

亚太地区中部印支构造发展的几个问题

( 1 ) 北亚大陆南侧陆缘 区的构造演化和扬子与华北地区的拼合
。

北亚大陆南侧陆缘区的北部
,

贺兰山以东地区
,

早期发育以华北盆地为主体的内陆

沉积盆地
,

晚期太行山以东转为以剥蚀为主的山地
,

鄂尔多斯盆地轮廓明朗
。

贺兰山以

西地区
,

早期仅见零星山间盆地
,

晚期扩大为统一的河西走廊
一
陇东盆地

。

陆缘区 的 南

缘
,

印支期构造较为复杂
,

早期自秦岭海域的海侵波及南祁连
、

天水
、

渭河等地区
,

并

形成海湾
。

青海中吾农
、

西秦岭海槽发育巨厚的复理石和混杂岩
,

具裂谷海槽性质
。

修

沟
一玛沁断裂带继承晚海西期特点沿断裂带继续向北俯冲

。

断裂南北两侧生物组合 显 著

不一
,

北侧为北方型
,

南侧为特提斯型
,

推测当时洋面仍具相当宽度
。

中期中吾农
、

西

秦岭沿袭早期特点仍具裂谷性质
,

布尔汉布达为台地与浅海沉积
,

修沟
一玛沁断裂 带 发

展为叠接碰撞 ( 洋壳和陆壳碰撞时所造成的地壳消减带 )
,

山阳
一
桐城断裂带发展 为 对

接碰撞 ( 陆壳和陆壳碰撞时所造成的地壳消减带 )
。

晚期修沟
一玛沁断裂带进而演 变 为

对接碰撞带性质
。

至此
,

秦岭海盆关闭
,

扬子区与华北区拼合联为一体
。

( 2 ) 南亚
、

北亚之间陆间构造区的演化和古特提斯洋北支的最后封闭及古亚 洲 大

陆的向南增生
。

陆间区东部的扬子地区
,

沉积
、

构造相对稳定
。

早
、

中三叠世总体为碳酸盐 台地环

境
,

周边为边缘海
,

中期因气候转为干早
,

海水咸化
,

出现局 限台地环境
,

具备了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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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盐条件
。

晚世沉积范围缩小转为川滇海岸含煤盆地
。

陆间区西部地区
,

沉积
、

构造复杂
。

松潘
一
甘孜海盆主体

,

早
、

中三叠世至晚三 叠

世早期具开裂洋壳海槽性质
,

广泛发育富含浮游生物组合的半深海
一深海复理石 沉 积

,

沿金沙江
、

理塘断裂带见蛇绿岩套和混杂岩
。

晚三叠世晚期沉积补偿作用加强
,

出现海

岸含煤盆地
。

应当说明
,

区内印支期的地壳开裂作用和火 山岛孤带的发育
,

使本区三叠

纪沉积
、

构造相当复杂
。

其最终结果体现为松潘
一甘孜海盆在晚印支期褶皱隆起

,

古 特

提斯洋北支最后封 闭和古亚洲大陆向南增生
。

( 3 ) 青藏地区古构造格局

从整体看青藏地区印支阶段为北亚大陆与南亚大陆之间古特斯洋的一部分
,

其可能

是由一系列微型陆块
、

岛孤和海槽
、

海沟等组成的此开彼合的复杂的古构造格局
。

其中

金沙江断裂带以北因巴颜喀拉海的打开
,

具沟
一
弧

一
盆体系特征

; 金沙江断裂以南随微型

陆块逐步脱离冈瓦纳南亚大陆
,

具微陆块
一
裂谷体系特征

。

区内构造发展 的 基 本 规 律

是
:

裂开一陆块间洋盆的俯冲一洋壳与陆块碰撞一陆块与陆块碰撞一褶皱成山
。

从早三

叠世开始
,

义敦
、

羌塘
、

昌都
、

冈底斯等微陆块先后离开大陆
,

以不等速度向北漂移
,

在晚三叠世义敦
、

羌塘微陆块相继拼合于古亚洲大陆西南缘
。

三
、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岩相古地理轮廊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的岩相古地理发展在时间上可分为早
、

中
、

晚三叠世三个阶段
。

其中
,

早
、

中三叠世有一定的相似性
,

具北陆南海的古地理格局
,

晚三叠世逐渐转变为东

西分异的面貌
,

东部环太平洋构造区的影响开始显示
。

1
.

早三叠世岩相古地理 (图 1 )

早三叠世古地理继承了晚海西运动以来的南海北陆格局
,

但又 出现新的发 展 和 变

化
。

北方大陆剥蚀在扩大
,

沉积范围缩小
。

由于气候干早普编发育红色沉积
。

南方海区

承袭了晚二叠世晚期的海侵方向和规模
,

主要的古地理变化为扬子海咸化
,

右江区出现

再生海槽
,

松潘
一
甘孜海域明显裂陷和沉降

。

此外雅鲁藏布江带开始扩张
,

使西藏 地 区

为新海侵所淹没
,

它的大洋化重建了特提斯洋新的南北缘分界
。

( l ) 北方区 泛指修沟
一玛沁

、

山阳一
桐城断裂带以北广阔地区

。

有以下几种沉积盆

地类型
。

大型内陆盆地 主要有准噶尔
,

塔里木和华北等盆地
。

多以干旱气候红色 沉 积 为

主
。

其中准噶尔为单一克拉通盆地
,

盆地中部为湖泊相紫红色泥岩
,

边缘为河流相和洪

积扇砂
、

砾岩
,

产水龙兽 ( Lys tros a ur us ) 化石
。

塔里木为弧后盆地
,

下统俄霍布拉 克

组为灰紫
、

灰绿色河湖相砂
、

泥岩
。

华北弧后盆地早期刘家沟组为河流相 砂
、

砾 岩
,

晚期和尚沟组为湖泊相粉砂岩
、

泥岩
。

小 型内陆盆地 如古天山的伊犁盆地
,

古祁连山前的河西走廊盆地
,

古燕山两侧的

凌源
、

九 台盆地等
。

这类盆地 中基底多数为克拉通基础上的断裂带或裂谷
,

沉积厚度通

常较大
,

以洪积和河湖相沉积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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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区 :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中部早三叠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3
.

海岸相区 ;

8
.

深海盆地相 :

13
.

物源方向
:

9
.

后期地壳捎减带
,

4
.

台地相 : 5
.

台地边缘和 ; 6
.

钱悔陆棚 相
; 7

.

半深 悔 陆 坡 相 ,

1 0
.

地壳叠接消诚带
; 1 1

.

地壳俯冲带
; 12

.

地 壳 对 接 消喊带
;

14
.

海侵方向; 1 5
.

等厚线
; 16

.

相界线 : 17
.

后欺平移断层
; 18

.

同生断 层
.

断 裂 及 编

号
:

¹ 修沟
一

沁断裂带; º山阳
一

桐城断裂带 : » 金沙扛断裂带 ,
¼ 怒江地壳 消减带

;
½ 雅鲁藏布江 地

壳消减带

火 山碎屑 内陆盆地 如蒙古的东戈壁盆地
,

苏联的阿尔根盆地
。

前者为中酸 性 火 山

岩
、

凝灰岩和沉凝灰岩
,

厚度大于 30 0 0 m
。

后者为酸性火山岩
,

厚25 0 0 m
。

这类 盆 地 均

属克拉通上的裂谷盆地
。

北 亚 大陆 南缘海相沉积盆地 包括祁连
、

中吾农
、

西秦岭等海相沉积盆地
。

其中祁

连为弧后盆地
,

沉积 台地相和海岸相 ; 中吾农
、

西秦岭为裂谷盆地
,

发育半深海一深海

复理石沉积
,

厚度较大
,

达350 0一6 0 0 Om ,

夹大量中酸性火山岩
。

( 2 ) 南方区 指北方以南
,

雅鲁藏布江 以北广大地区
。

主要沉积盆地如下
。

松潘 一甘获海盆 海盆在早三叠世经历了裂 陷
、

扩张等过程
。

其沉积古地理可 大 致

分为三带
。

北带阿尼马卿带
,

因海底扩张作用及后来的挤压
,

本带广泛发育复理 石 及 混

杂堆积
,

沿昆仑山口至玛曲一线绵延分布着 80 。余公里的超基性岩和蛇缘岩套
。

中带 为

海盆裂陷主体
,

主要为半深海一深海复理石沉积
,

中甸一理塘一带见放射虫硅质岩
,

总

厚20 0 0余米
,

生物组含具特提斯洋北带特点
,

而和祁连
、

秦岭地 区的与太平洋有关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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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型生物组合显著不同
。

据下三叠统古地磁资料
,

广元北纬1 2 。 ,

昌都南纬 1 7 。 ,

之间相

差28
“

估算
,

当时松潘
一
甘孜海盆可能宽达2 0 0 0余公里

。

南带义敦一中甸具岛弧性质
,

发

育大量基性火山岩
。

从区内下三叠统岩浆岩钾的平均含量和钾质系数自西向东 递 增 分

析
,

金沙江断裂带早三叠世便具有向东俯冲的特点
。

综上
,

本海盆早三叠世具活 动大陆

边缘海性质
。

羌塘海盆 近羌塘低地为台地相沉积
,

近 昌都低地为浅海陆棚相沉积
,

生物组合具

特提斯洋北带特色
。

近冈底斯低地为半深海复理石沉积
,

相带呈东西向展布
,

推测其为冈

底斯陆块侧被动大陆边缘陆坡沉积
。

扬子海盆 具复合克拉通盆地性质
。

因周边康滇山地
、

龙门水下隆起
、

北秦岭
、

东

南雪峰岛屿的存在
,

早三叠世主要发育台地相沉积
,

其中西侧为局限台地
,

含石膏及盐

岩 ; 东侧为开阔台地
,

主要为碳酸盐岩
,

夹 白云岩
,

局部含石膏
。

湘桂粤海盆 根据湖南邵东
、

隆回等地下三叠统含大量 o p hi ce ras 菊石 分 析
,

属 较

深水沉积环境
,

其中右江地区为厚达千米的砂
、

泥岩复理石沉积
,

具裂谷海槽特征
。

本

海盆西南为红 河断裂带
,

东南为台湾俯冲带
,

海盆呈北东一西南向展布
,

具明显弧后盆

地性质
。

( 3 ) 藏南海区 生物组合为特提斯洋南带型
,

沉积厚度和沉积相呈 近 东 西 向 展

布
。

其南相带和北相带为浅海陆棚相
,

厚度较小
,

而 中部相带为半深海一深海复理石沉

积
,

见放射虫硅质岩
,

沉积厚度大
。

推测藏南海早三叠世具南亚大陆北部边缘陆坡带性

质
,

其中中部相带具洋壳基底
。

冈底斯陆块可能为早三叠世特提斯洋南支与北 支 的 分

界
。

当时冈底斯陆块与羌塘陆块之间海盆的宽度
,

据古地磁资料
,

昌都南 纬17
“ ,

聂 拉

木南纬24
。

估算
,

海盆宽度约1 0 0 0公里左右
。

2
.

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 ( 图2 )

虽经历了安尼锡克期最大海侵和拉丁尼克期海退两两个阶段
,

但从总体上说
,

中三

叠世海陆轮廓
、

沉积类型和海域性质等方面
,

仍继承早三叠世的基本特征
。

从发展来看

拉丁尼克期的海退和拉丁尼克期末的早印支运动波及整个亚太地区中部
,

它导致中国北

方最后的海退
。

( 1 ) 北方区 中三叠世修沟
一玛沁断裂带发展为叠接碰撞带

,

它促使柴达木
、

祁连
、

秦岭等地区的上升和塔里木
、

华北等地的进一步下沉
,

加剧了北亚大陆南侧陆缘区古地

形和古气候的分异
。

中三叠世主要的沉积盆地如下
。

大型内陆盆地 准噶尔
、

塔里木
、

华北等盆地继续沉降和扩大
。

其中准噶尔仍为克

拉盆地
,

塔里木
、

华北仍具弧后盆地性质
。

因气候逐渐转向湿热
,

中统普遍出现煤
、

油

页岩
、

泥灰岩等沉积
。

沉积厚度 以准噶尔盆地南缘最大
,

厚达 3 0 0。余米
。

小 型内陆盆地 因祁连
、

天 山
、

燕山等山系的上升
,

中期山间盆地发育不完全
、

而

山前盆地发育较好
,

如祁连北侧的河西走廊盆地
,

燕山南侧了凌源盆地等
。

此期东北地

区总体上升为剥蚀区
,

缺中三叠世沉积
。

火 山碎屑 内陆盆地 承早期特征
,

主要发育于蒙古
、

中亚 等地
。

盆地性质仍属克拉

通上的裂谷
,

岩性为中酸性火 山岩
、

凝灰岩及层凝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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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中部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1
.

剥蚀区 ; 2
.

陆相区 ; 3
.

海岸相区
; 4

.

台地区
; 5

.

台地边缘相 ; 6
.

浅海陆棚相
; 7

.

半深海陆 坡 相
; ,

.

深

海盆地相 ; 。
.

后期地壳消喊带
; 10

.

地壳叠接 消减带
; 1 1

.

地壳俯冲带
: 12

.

地壳对接消喊带
; 1 3

.

物源方

向 : 14 海侵方向
; 15

.

等厚线
; 16

.

相界线 : 17
.

后期平移断层
; 18

.

同生断层
.

断裂及编 号
:

¹ 修沟
-

玛 沁断裂带 ; º山阳
一

桐城断裂带
; » 金沙江断裂带 ;

¼ 怒江地壳消减带
; ½ 稚鲁藏布江地壳消减带

.

北亚 大陆 南缘海相沉 积盆地 因修沟
一玛沉断裂带向北叠接

,

中吾农
、

西秦岭 海 盆

相对变浅
,

盆地仍属裂谷性质
。

南祁连继承早三叠世海湾相沉积特色
。

( 2 ) 南方区

松潘
一甘获海盆 中三叠世海盆进一步沉降

,

北带若干 岛屿相继沉没或缩 小 ; 中 带

海槽 主体中巴颜喀拉群厚达40 0 0余米
,

为半深海一深海复理石沉积
。

道孚
一
炉霍 断 裂带

仍有基性火山喷发
;
南带义敦

一
中甸岛弧持继上升

,

弧区南部露出水面
,

见紫 红 色海岸

相沉积
。

据中甸等地 中统基性火山岩成分析
,

金沙江裂带南段此期仍具向东俯冲性质
。

中三叠世海盆宽度据古地磁资料推测大约在 10 0 0公里左右
。

海盆中部道孚一炉霍一乡城

一带仍具洋壳基底
。

羌塘海盆 海域较早期进一步扩大
,

向东延至永德等地
。

北带为台地与浅海 沉 积
,

南带为半深海沉积
,

仍具冈底斯陆块北侧被动大陆边缘陆坡带性质
。

海盆底栖
、

浮游生

物组合特征
,

具特提斯洋北带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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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海盆 与早三叠世沉积古地理面貌具一定相似性
,

仍具复合克拉通盆 地性质
。

但构造上逐步显现分异
,

安尼锡克期川滇地区抬高
,

东南关岭
、

青岩一线发育一长达数

百公里的堤礁
。

拉丁尼克期区内发生大规模海退
。

湘桂粤海盆 仍具弧后盆地性质
。

右江海槽进一步裂陷
,

桂西一带见厚达 40 0 余米

的复理石浊流沉积
,

其物源主要来 自云开山地和西南马关岛弧
。

( 3 ) 藏南海区 中三叠世雅鲁藏布江断裂带进一步扩张和洋化
,

仲 巴
、

康巴 一 带

发育2 0 0。余米含特提斯洋南带菊石化石的砂
、

泥岩复理石沉积
,

具南亚大陆北侧陆坡带性

质
。

此时冈底斯陆块与羌塘陆块之间海盆宽度与早三叠世大致相当
,

约千余 公里左右
。

3
.

晚三叠世岩相古地理 ( 图 3 )

晚三叠世早期印支运动后
,

亚太地区中部古地理轮廓出现了新面貌
,

由于扬子地台

已和北亚大陆拼接
,

中国东部联成一片大陆
,

长期以来存在的南海北陆局面为东西分异

翔 例
‘

仁二二
“

仁工口
:

:

巨于噢
5

仁三口
“

7

巨三
”

江三习
,

‘o

卫二
l ,

厄巫乙
, ,

, 3
仁豆〕

‘4
[翌习

1 5

, ‘

医多卜
7

[乏引
l。

图 3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中部晚三叠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1
.

剥蚀区 : 2
.

陆相区 , 3
.

海岸相区
, 4

.

台地相
: 5

.

台地边缘相 ; 6
.

浅海陆棚相
, 7

.

半深海陆 坡 相
; 8

.

深

海盆地相
; 9

.

后期地壳消减带; 10
.

地壳叠接消喊带
; 1 1

.

地壳俯冲带
; 12

.

地壳对接 消 喊 带
; 13

.

物 源

方 向 ; 14
.

海侵方向
: 15

.

等厚线 : 16
.

相界线
; 17

.

后期平移断层 : 18
.

同生断层
.

断裂 及编 号
:

¹ 修 沟
-

玛沁 断裂带
, º 山阳

一

桐城断裂带; » 盆抄江断裂茸:
。怒枉地壳梢碱带

。 ½ 雅省藏布江地壳梢碱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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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所代替
。

中国西南部的古特提斯洋
,

在晚三叠世末发生强烈印支运动
,

使 松 潘
一甘

孜海盆褶皱
,

导致古亚洲大陆向南增生扩大
,

海水退至新生的特提斯洋及毗邻地区
。

( 1 ) 北方区 修沟
一玛沁断裂带在早印支期向北对接碰撞后

,

昆仑
一
秦岭一线 以 北

的广阔大陆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沉积盆地
。

大 型内陆盆地 早印支运动后
,

华北盆地太行山以东部分抬升
,

华北盆地缩小至鄂

尔多斯盆地范围
,

盆地由弧后发展为克拉通性质
,

且不再与海域发生联系
。

盆地中部为

湖泊相沉积
,

边缘为河流相
,

局部为洪积相
。

河西走廊盆地晚三叠世沉积范围扩大延至

陇东地区
,

沉积 中心在古浪一景太一带
,

仍具裂谷性质
。

准噶尔盆地
、

塔里木盆地沉积

类型仍 以河湖相砂
、

泥岩为主
,

盆地性质 由弧后发展为克拉通
。

上述诸盆地晚三叠世普

遍含D a n a e o p sis等植物群
,

局部含煤
,

反映气候温湿
。

山间 内陆盆地 沿天山
、

祁连 山
、

秦岭一线
,

早印支运动后发生断裂运动
,

沿断裂

发育一系列零星山间盆地
,

如民和
、

商县等盆地
。

这类盆地均以粗碎屑的洪积
、

河流相

为主
,

具裂陷盆地性质
。

北 亚 大陆 南绛及东妹沉 积 大陆南缘祁连
、

迭部一带为残 留海湾
。

大陆东缘北 日本

海向西扩至那丹哈达岭一带
,

岩性为火山岩及 砂 泥 岩
,

含E nt o m o n ot is , 0 “h ot io a 等北极

一太平洋区生物组合
。

( 2 ) 华南区 沿雪峰山两侧出现不同性质的沉积盆地和生物组合
。

川滇海岸盆地 晚三叠世早
、

中期西缘因受特提斯洋影响发育小塘子组
、

马鞍塘组

等海相沉积
。

晚世晚期须家河组一一三段为海岸三角洲与海岸沼泽相
,

须四一六段为内

湖泊
、

沼泽及河流相
。

龙门山前须家河组厚达 3 0 0 0余米
,

反映西侧松潘
一
甘孜地区晚三叠

世已成为剥蚀山地
。

赣湘粤海湾盆地 主要为一套海湾相沉积
,

岩相及厚度变化较大
,

以中小型 同沉积

断裂发育为特征
。

普遍含火 山岩及煤层
,

生物有海相双壳类
、

腕足类及半咸 水壳 菜 蛤

( My tilu s ) 等
。

海侵来自太平洋
。

三江一滇西 及松潘
一甘获 边缘海 卡尼克期金沙江断裂带仍具一定向北俯冲性 质

,

东侧义敦
一
中甸火山岛弧带继续存在

,

再东甘孜边缘海沉积砂
、

泥岩复理石
。

诺 利克期

金沙江断裂带由俯冲转为叠接碰撞阶段
。

松潘
一
甘孜边缘海出现周期性的半深海与 浅 海

交替沉积
。

诺利克期末金沙江断裂带向东对接碰撞
,

西侧发育海岸相
,

东侧义敦一中甸

一带褶起成山与扬子地台拼合
,

松播
一
甘孜海升起成为剥蚀区

。

瑞替克期末
,

羌塘陆块与

北亚大陆拼合
,

金沙江带西侧昌都地区三叠系与侏罗系为连续沉积
、

其海水可能来 自尚

未关闭的怒江带海域
。

( 3 ) 藏南海区 晚三叠世
,

雅鲁藏布江一带朗学杰组为砂
、

泥岩复理石沉 积
,

含

放射虫硅质岩及细碧岩
,

产菊石
、

牙形虫深水遗迹化石 ( Z oo p hyc us )
,

反映具南亚 大

陆北侧半深海大陆坡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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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主要经济矿产

亚太地区中部三叠纪沉积
、

层控矿产十分丰富
。

已知有煤
、

油页 岩
、

石 油
、

天 然

气
、

岩盐
、

卤水
、

石膏
、

铁
、

锰
、

铜
、

铝土矿和铅
、

锌
、

锡
、

钨
、

汞
、

金
、

银 等 数 十

种
。

其中以石油
、

天然气
、

煤
、

盐卤等最重要
。

煤 主要产在三叠纪的中国华南海岸盆地
,

川滇海岸盆地
,

西北
、

华北一些陆相盆

地及 日本
、

朝鲜
、

印度半岛北部的一些 陆相盆地
。

石油
、

天然气 主要产在扬子海盆的下三叠统嘉陵江组
、

中三叠统雷 口坡和上三叠统

的须家河组
。

黔南中
、

下三叠统见油气苗
。

中国北方三叠系含工业性油气的鄂尔多斯
、

准

噶尔
、

塔里木等盆地
。

石膏
、

岩盐
、

卤水 主要产在上扬子海盆中
、

下三叠统
,

下扬子海盆和三江海盆三

叠系也见石膏和岩盐
。

菱铁矿 主要见于扬子海盆下三叠统
;
沉积锰矿

、

铁锰矿见于滇南
、

桂西 南 中 三

叠统 , 含铜砂岩见于川
、

滇
、

黔的飞仙关组和川鄂交界的巴东组 ; 沉积变质铁锰矿
、

斑

岩型铜矿
,

扮岩型铁矿及含金富银
、

铅锌
、

锡钨
、

汞等多金属矿分布在中国三江
、

藏北

及缅甸东北地区
。

与印支期花岗岩有关的钨
、

锡
、

镍金属分布在秦岭
、

三江
、

赣湘粤及长江下游
,

与

印支期基性
、

超基性岩有关的铜
、

镍及石棉等矿主要分布在三江
、

藏北及 日本东缘
。

(收稿 日期
: 19 8 9年2月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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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e ifie R e g io n l, h a s b e e n e o m Piled a n d s t u d ie d , a n d se v e r a l P o in ts a r e elea r :

1
。

U n ifie d d iv isio n a n d e o m Pa r is io n e o u ld b e m ad e b e t w ee n s ta g e s o f T r ia ss ie

str a t a w ith in th e r eg io n ; 2
.

In d o 一C h in a e P o e h w a s a t u r n in g sta g e fo r te e -

to n ie e v o lu tio n .

T h e m a jo r e x P r e s sio n s w e r e th e fin a l elo s in g o f th e n o r th

b r a n e h o f Pa la e o 一T e th ys , n o r th w a r d P e a e e一t o g e th e r o f Y a n g tz e a n d Q ia n ta n g

e o n tin e n t a l b lo ek s , fu r th e r a e e r e tio n o f th e s o u th b r a n e h ,

w ith th e Pa la e o g -

e o g r a Ph ie re lie f o f se a in 一so u th a n d la n d in 一n o r th e n d e d a n d e a st一 w e st d iffe r e n -

tia l e o n fig u r a tio n sta r ted ; 3
.

S ix te e to n ie a r e a s w e r e d iv id e d w ith in th e

r e g io n , n a m 已ly , s o u th e r n p a r t o f n o r t h A s ia e o n tin e n t , s o u th er n e o n tin e n ta l

m a r g in o f n o r th A s ia , in te r e o n tin e n t b e t w e e n s o u th a n d n o r th A sia e o n tin e n ts

n o r the r n e o n tin e n ta l m a r g in o f s o u th A sia , n o r th e r n p a r t o f s o u th A sia

e o n tin e n t a n d e ir e u m P a e ifie e o n tin e n t a l m a r g in in n o r th e r n a n d e a st e r n P a r ts o f

s o u th A sia e o n tin e n t ; 4
.

S u m m a ry o f the lith o f a e ie s 一Pa la e o g e o g r a Ph ie o u tlin e

a n d e h a r a e te r isties o f e a rly ,

rn id d le a n d la t e T r ia s sie ; 5
.

S u m m a r ie s o f the

m a jo r T r ia ss ie s ed im o n ts a n d th e o e e u r re n e e e o n d itio n s o f st r a tig r a Ph ie a lly

e o n t r o lle d m in e r a l re s o u r e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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