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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佳裂谷位于扬子板块的西边缘
.

裂谷作用自泥盆纪开始
,

到三叠纪结束
.

裂谷沉科火山岩系

厚逾万米
,

其中产出有双模式火山岩
,

有裂谷型建造序列
,

有以碳酸盐沉积为特征的台地沉积及以泥

质与硅质沉积为特征的槽盆沉积的分异
。

裂谷演化早期与中期碎屑沉积物来源于东西两侧的谷肩地

区并在裂谷轴部汇聚后向南搬运 ;裂谷演化晚期碎屑沉移物来源于南部及东南部并向北及并西向搬

运
。

该裂谷应该是一个向南开口的裂陷槽
。

关键词 裂谷 裂陷槽 双漠式火山六 复理石 磨拉石 台地沉积 槽盆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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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地构造

一
、

概 述

扬子板块最终形成于 80 OMa 前的晋宁运动
。

随后
,

板块之上接受了震旦系到志留系的板

内沉积
。

这一沉积的厚度较薄
。

在板块南侧出现了厚度可达 1ok m 的同期沉积
,

该沉积体以
“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

的形式拼接于扬子板块
。

扬子板块遂此增生扩大
。

滇黔桂裂谷位于扩大

了的扬子板块西南缘
。

裂谷作用自泥盆纪开始发生
,

到三叠纪结束
。

裂谷沉积体厚度逾万米
,

图1 扬子板块(八)
、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B)及滇黔桂裂谷(C) 的空间关系

包含有丰富的
、

具裂谷特征的火山岩
。

裂谷沉

积体叠覆在扬子板块与
“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

两种不同性质的基底之上
。

滇黔桂裂谷是一个多支裂谷
。

如图1所

示
,

其西主支为 N N w 向伸长并向南开口
,

可

称为滇黔桂裂谷 ;东主支为 N E E 向仲长并向

南西方向开口
,

可称为桂湘裂谷
。

两者在它们

的南端联为一体
。

在西主支的东侧有一短小的次一级裂谷

支
,

它位于扬子板块南缘
,

其延伸方向和扬子

板块与华南加里东褶皱带之交接带的延展方

向(N咫 向)平行
,

可称为黔中裂谷分支
。

本文拟就滇黔桂裂谷 (含黔中裂谷分支)

的发育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

0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编号
: 谧8 8 0 1 3) 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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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裂谷作用与裂谷断裂

陆内裂谷是板块开始分裂的产物
。

对于刚性很强的陆壳板块来说
,

在其边缘或内部发生

裂谷作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是板块进一步演化的必然表现
。

在陆壳板块上的裂谷作用总是由切割深 (达下地壳
,

常至地慢)的断裂所控制的
。

裂谷断

裂控制着裂谷的发生
、

发展及其演化过程
。

它可能是在裂谷作用期间形成的
,

但更多的是基

底地质体中的断裂在裂谷作用期问的复活
。

裂谷发生的部位及裂谷形态的多样性常常与后

一情况密切相关
。

米兰诺夫斯基(M‘I二, lo r、。 111
,

1 9 7 6) 对此有过中肯的论证
。

1
.

裂谷的边界断裂

裂谷的边界断裂决定着裂谷位置与荃本轮廓
,

同时
,

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裂谷的沉积

作用
、

岩浆活动之成矿作用以及构造变形
。

与裂谷作用有关的地质体的分布范围尽管在某些

时候可以越过边界断裂
,

但裂谷盆地的主体位置始终是受边界断裂限制的
。

边界断裂的确定

对于认识裂谷和讨论裂谷的演化具有头等意义
。

应该强调的是
:

就绝大部份陆内裂谷和拗拉

谷说来
,

边界断裂不是一条 (一个带)
,

而是两条(两个带)
,

两条边界断裂所围限的空问就是

裂谷盆地的主体所在
。

滇黔桂裂谷的边界断裂是西侧的小江断裂和东侧的紫云
一

都安断裂
,

黔中裂谷分支的边

界断裂是纳雍
一

瓮安断裂与三都断裂
。

兹分述如下
:

(1)小江断裂(带) 走向 S N ,

断裂以西为呈 SN 向仲展的
“

康滇古陆
” ,

断裂以东为裂谷

所在
。

小江断裂的活动始于晋宁期
,

随后长期继承发展
。“

康滇古陆
’,

在晚古生代的许多时问

里是向裂谷供应碎屑物质的蚀源区
。

沿该断裂 (带)有晚古生代(二叠纪为主)的玄武岩大量

喷发
。

此外
,

该断裂还控制了构造变形的祥式
。

裂谷沉积的构造变形以梳状褶皱为特点
,

而康

滇古陆上同时期地质体的构造变形具有块断性质
。

新构造时期该断裂也有强烈活动
。

沿该断

裂带
,

地形起伏显著
,

其高差可达3o om
,

且地震活动频繁
。

该断裂带还是地壳厚度的突变带
。

断裂西侧地壳最大厚度为48 km
,

越过断裂向东地壳

厚度迅速减薄为36k m
。

(2 )紫云
一

都安断裂(带) 走向 N w
。

断裂以东为扩大了的扬子板块 (在这里包含江南古

陆及黔中古陆两个次一级单元)
,

断裂以西为裂谷所在
。

该断裂开始发育于早泥盆世
,

随后一

直继续活动
。

断裂以东的地区在泥盆纪 一二叠纪的许多时间里是向西供应碎屑物质的蚀源

区
,

JL乎在整个泥盆纪和二叠纪期问该断裂都是沉积相与厚度的突变带
。

早二叠世末期的玄

武岩在断裂以西普遍分布
,

且厚度大
,

在断裂以东仅零星见及
。

断裂带还是岩浆活动的重要

通道
,

许多火山岩及浅成岩体沿断裂带呈线状展布
。

有意义的是
,

紧靠该断裂西侧的一个狭长形地带是一个与该断裂走向平行展布的深拗

陷带
,

其中泥盆系到二叠系的地层厚度很大
,

故有人将这一深拗陷带的北段 (在贵州境内地

段 )看成是裂谷
,

称之为
“

六盘水裂谷
”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

1 9 8 7 )
。

实际上
,

它是滇黔桂裂谷

内部的若干地堑型断陷带中突出的一个
。

它作为裂谷的一个组成部份
,

有助于说明整个裂谷

的存在
。

以紫云
一

都安断裂为界
,

其东西两侧地质体的构造变形特征截然不同
。

东侧为 N E 走向

的褶皱系统
,

西侧主要是向北突出的弧形构造系统(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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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滇黔桂裂谷构造变形概略图

(3 )三都断裂与纳雍
一

瓮安断裂 它们分别为 NEE 及 NNE 走向
。

两者在它们的 N E 端收

敛合拢
,

在其 Sw 端分别与紫云
一

都安断裂交接
。

该两断裂将黔中裂谷分支围限成为向西南

开口并汇合于滇黔桂裂谷的三角形地带
。

该两断裂存在的重要标志是
:

在此两断裂所围限的

范围内
,

晚古生代尤其是泥盆纪与石炭纪期间
,

沉积剖面完整
,

沉积厚度巨大 (沉积厚度大大

超过两侧谷肩者)
,

而且靠近两断裂的地带出现近岸相沉积
。

应该指出该两断裂从早古生代

早期业已活动
,

致使两断裂问的早古生代沉积厚度也特别大
。

因而
,

黔中裂谷分支似乎是一

个从早古生代开始并在晚古生代继承发展的的裂谷拗陷
。

2
.

谷内断裂

谷内断裂将裂谷切割成不同块段
,

它在控制裂谷内部结构的不均一性及谷内不同块段

在沉积作用
、

岩浆作用
、

成矿作用以及构造变形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性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此外
,

裂谷作用中地壳的拉张不仅要靠裂谷边界断裂活动来表现
,

也要靠谷内断裂的活动来

调节
。

谷内断裂有纵向与横向两种
。

谷内纵向断裂的走向与裂谷的伸展方向一致 ;谷内横向断

裂的走向则与之重叠
。

本区纵向与横向断裂均很发育
,

极为特征
。

主要的纵向断裂有
:
右江断裂

,

那坡
一

龙州断

裂
,

文山
一

麻栗坡断裂
。

主要的横向断裂有
:

宜良
一

盘县断裂
,

师宗
一

弥勒断裂
,

开远
一

平塘断裂

(即南盘江断裂)等(图3 )
。

以上断裂的存在几乎是公认的
。

这里应着重指出
,

由于它们相互交叉
,

裂谷被切割成若

干块段
,

相邻块段沿断裂发生引张
,

致使相邻块段之间的部位发展成为狭长形的深水槽地
,

而块段本身则成为面状展布的浅水台地
,

遂造成裂谷内
“

槽地
”

与
“

台地
”

相间的古构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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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沉积特征绝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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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滇黔洼裂谷断裂及岩浆岩分布略图
1

.

峨嵋山玄武岩(P : ) ; 2
.

峨嵋山玄武岩 (P卜 2 )邓
.

基性及超基火山岩 ; 1
.

基性及超基性侵人岩
; 。 5

.

酸性

及中酸性火山岩 ; 6
.

酸性及中酸性侵入岩
;
裂谷断裂及其编号

:

¹ 小江断裂
;
º紫云

一

安都断裂

断裂
;
¼ 纳雍

.

瓮安断裂
,

宗
~

弥勒断裂
,  寻甸

一

威

@ 右江
信断裂

断裂
;

火岩
;
裂谷断裂及其编号

:

¹ 小江断裂
;
º紫云

一

安都断裂
; »三都

¾ 那坡
一

龙州断裂
;¿ 文山

一

麻栗坡断裂
; À 开远

一

平塘断裂
;
Á 师

槽地的长度由百余公里到数百公里
,

宽约数十公里
。

如果以纵向槽地的实际宽度之和来

度量裂谷的横向扩张量
,

并同时考虑到后期挤压造成的宽度的减少程度是合适的话
,

那么
,

滇黔桂裂谷的总扩张量在10 0一20 0k m 之问
。

显然
,

裂谷形态是向南开口的
,

这一形态特征表明
,

裂谷南段的扩张量大于裂谷北段的

扩张量
,

而与此对应的是谷内纵向断裂主要发育于裂谷南段
,

如右江断裂
,

那坡
一

龙州断裂以

及文山
一

麻栗坡断裂等
。

这些纵向断裂的北端均止于开远
一

平塘断裂而未继续向 N w 方向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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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

可见
,

开远
一

平塘断裂在运动学上起着转换作用
。

根据这一构造配置特征可以进一步推

断
,

沿开远
一

平塘断裂带还可能发育拉分盆地(Pu u
一 aPa rt 腼in )

,

这一点是值得今后工作中留

意的
。

沿上述谷内断裂
,

尤其是在纵向与横向断裂的交汇处岩浆活动极为重要 (详见后 )
。

此

外
,

在裂谷演化后期
,

沿谷内断裂发生了较强烈的挤压和扭动
,

使槽地内的沉积物发生较紧

闭的褶皱变形
,

而槽地间的沉积物变形和缓(柳淮之
,

1 9 8 6)
。

此外
,

上述谷内断裂还是控制谷内地块作差异性升降运动的枢纽
。

其中的开远
一

平塘断

裂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

其北盘缓慢而持续地上升
,

南盘缓慢而持续地下降
。

沿断裂带发

生的这种差异性升降作用为这一地带发育生物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构造和地形条件
。

这也

就是沿该带发育有多时期与多种生物礁体的重要原因
。

三
、

裂谷的岩浆活动

裂谷是与造山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另一种岩浆活动带
,

尤以具有大量岩浆喷发为特

征
。

大陆裂谷火山岩是以碱质含量高为特点
,

而且随着地壳的不断拉开
、

变薄
,

火山岩的性质

逐渐向拉斑系列演化
,

火山作用的部位也愈来愈向裂谷轴部集中(M朋all l、川泊
,

198 6 )
。

此外
,

双模式火山岩对于儿乎所有的前新生代古裂谷说来都是特征性的
。

滇黔桂裂谷内具有广泛的岩浆活动(图3)
,

且火山岩的性质具有裂谷火山岩的上述各项

特征
。

火山岩从中泥盆世开始出现于裂谷南端
。

如在佳南的那坡
、

龙州及靖西一带
,

中泥盆世

地层中有许多层基性火山岩产出
,

并伴生有辉绿岩岩墙
。

早石炭世地层中产出的荃性火山岩

在上述地区也很普遍
。

在这里泥盆一石炭纪火山岩厚度最大可达400 m
。

火山岩主要为玄武

岩与粗面岩
。

其 6 指数值在3
.

46 ~ 37
.

66
,

属于碱性及过碱性系列
。

在岩石化学成分变异图

中
,

玄武岩多落入裂谷带过渡玄武岩及碱性橄榄玄武岩区域(黄家骏
,

198 3)
。

与此不同的是
,

沿开远
一

平塘断裂带及其以北的裂谷北段 (如黔西六盘水
、

普安以及滇东的宣威一带)
,

泥盆
-

石炭纪火山岩缺乏
,

但从早二叠世晚期开始玄武岩浆就大规模喷出
,

陆相为主兼有海相
。

玄

武岩的最大厚度达1 00Om
。

根据25 件岩石化学成分计算
,

它们属于钾质系列的弱碱性拉斑玄

武岩与高碱玄武岩
。

在构造环境的判别图中它们的投影点主要落在板内玄武岩区(图钓及大

陆裂谷玄武岩区(图5)
。

二叠纪玄武岩也产出在裂谷的南段
,

与北段相比其岩性相似
,

但其分布的广泛程度和厚

度要远不如北段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早中三叠世
,

火山岩及相应的浅成侵入岩集中发育于裂谷后中部的南

盘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

其中除基性岩以外还出现了酸性熔岩
,

构成双模式火山岩
。

如广西

那坡地区基性熔岩呈层状产于下三叠统罗楼群的中上部
,

厚19 8 ~ 734 m
,

具有枕状和块状构

造
,

主要为拉斑玄武岩(Pa , 。 ,

1 9 7 7 )
。

广西凭祥地区此时发育酸性
、

中酸性熔岩
,

凝灰岩和火

山角砾岩
,

局部地点也有玄武岩产于下三叠统罗楼群上部或北泅组中
,

其最大厚度达
2O2 2 m

。

根据46 件岩石化学资料所作碱一硅图(图6)
,

该两地区早三叠世火山岩的 51 0 2
%含量

在54 ~ 66 之间有明显间断
,

显示了火山岩的双峰性
。

此外
,

从其分异指数(D
.

1
.

)与样品频率

(n )直方图(图7) 中也清楚看出
,

火山岩分异指数大致在45 ~ 70 之间有显著的低值甚至间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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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方图图形表现为双峰特征
。

泞节拭
舟

F ’

杯
:

,z.i.
:
·

后

图4 玄武岩的构造环境判别函数F ,
一几图

(据J
.

^
.

P仪lr。
,
19 7 6 )

认下B
:

板内玄武岩区
; SHO

:

钾玄武岩区
;

以B :

钙碱

性玄武岩区
; L KT

:

岛弧拉斑玄武岩区 , 。FB
:

大洋

玄武岩区
。

图5 玄武岩的 。K 一A K 关系图

(据 F. Q . , 留)

C ONB
:

大陆玄武岩区
;Co N R vB :

大陆裂谷玄武

岩区
, 。A B

:

大陆碱性玄武岩区
; IAB

:

岛弧玄武

岩区
; 。FB :

大洋玄武岩区
. PLB

:

大洋斜长玄武

岩区
。

5 1 0 2 % t w t )

:...

⋯二⋯,.
.

10

_ 、。今
8

、八认。
~

r

洲尸产

认色岁/
.

少丫 )
、、

‘

4 5 6

N
a O + K Z O

‘

义 (w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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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0450

图6 那坡一凭祥地区早三叠世火山岩硅碱图
I 区

二
拉斑玄武岩

, ,
:

区碱性玄武岩
。

图7 那坡一凭祥地区早三叠世火山岩

分异指数(D. 1
.

)一样品频率(n )直为周

从裂谷火山岩的发育情况分析
,

裂谷的拉开是由南往北逐渐发展的
,

表现为裂谷演化早

期(泥盆纪一石炭纪)的火山岩出现在裂谷南端
,

且具有较强碱性 ;中期(二叠纪)的火山岩主

要见于裂谷北段
,

其碱隆减弱并具有拉斑质特征
;裂谷演化晚期(三叠纪 )的火山岩又再次移

至较南地段
,

且出现双模式火山岩
。

火山岩的性质及其时空分布的上述特征符合裂谷演化的

一般规律
。

事实也进一步表明
,

火山岩的产出部位是受着前述 NW 向及 N E 向谷内断裂控制的
,

它

们或沿断裂
,

或出现在断裂交切带
。

此外
,

区内还发现有基性
、

超基性岩
。

如在紫云
一

都安断裂

带南段的都安
、

马山
、

永州一带出现碱性玄武岩
、

粗安岩及玻基辉橄岩的共生组合
,

玻基辉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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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含有二辉橄榄岩包体(柳淮之
,

1 9 8 6)
。

事实说明这些基性
、

超荃性岩的岩浆来自上地慢
,

同时也进一步证明紫云
一

都安断裂所具有的超壳性质
。

四
、

裂谷的演化及沉积作用特征

裂谷的演化具有个三阶段
,

各阶段的沉积作用与沉积建造特征有显著不同
。

1
.

早期—裂陷阶段

从早泥盆世及中泥盆世早期的沉积作用 (包括莲花山组
、

那高岭组
、

翠峰山组及丹林组

地层 )为标志
。

这一时期的沉积是一个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裂谷型磨拉石 (, 神* 。; 1 9 7 7
,

夏邦

栋
,

1 9 8 9)
。

它们堆积在下伏奥陶纪地层组成的剥蚀面上
,

是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及泥岩等碎屑

岩的组合
。

其下部常为特征性的紫红色
,

其最大厚度可达1 8 0Om (以南丹地区为代表)
。

其沉

积速率约为64 m /Ma
。

这一裂谷型磨拉石在由边界断裂所限制的裂谷范围内普遍分布
,

在边界断裂以外的谷

肩地区几乎完全缺失
。

陆源碎屑物就是从谷肩地区向裂谷内作横向供给的
。

此外
,

在裂谷盆

地的边缘
,

在近边界断裂处是海陆交互相沉积
,

向裂谷盆地轴部方向它们过渡为浅海沉积
。

建造的相与厚度分布状况清楚地反映出滇黔桂裂谷盆地的位置和轮廓
,

说明了边界断裂对

裂谷形成的控制意义
。

此外
,

这一阶段
,

谷内断裂已经明显活动
,

盆地的结构极不均匀
,

显示

了谷内台地与槽盆的分野
。

两者不仅沉积环境有别
,

而且沉积厚度相差也可以达数倍之巨
。

(图8 )
。

2
.

中期—
沉陷阶段

从中泥盆世 (中泥盆
一

世早期除外)开始到中三叠
一

世初
,

裂谷演化进人到以沉积大量的碳

酸盐岩与泥质岩为特征的阶段
。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色是裂谷内部台地与槽盆的分野发展成

熟
,

出现台地相与槽盆相两种沉积序列
。

尤其是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中泥盆世到早石炭世)
,

两种沉积序列的特征回异
,

在国内外所有裂谷的沉积中堪称典型
。

兹将它们的特征对比见下

(表1 )
。

这一阶段的最大累积沉积厚度约为 5 ooom
,

其沉私琏率约为35 m /Ma
。

这一阶段裂谷的边界断裂
,

尤其是东侧的紫云
一

都安断裂对沉积范围的控制作用减弱
,

因而沉积作用向东扩大到谷肩地区
。

而且大致从中石炭世开始
,

黔中分支裂谷盆地边界变得

模糊起来
,

该盆地逐渐萎缩
、

消失
。

这一阶段谷内地壳的脉动性升降运动十分重要
。

由于谷内地块曾发生多次大面积上升
,

因而多次出现区域性假整合接触关系以及短暂的较粗粒碎屑沉积
。

几次主要的谷内地块上

升期和沉积间断期为
:

(l) 泥盆世与石炭纪之交(紫云运动) ; (2) 石炭纪与二叠纪之交 (黔桂

运动) ; (3 )早晚二叠世之交(东吴运动) ; (4 )二叠纪与三叠纪之交(苏皖运动) ; (5) 早
、

中三叠

世之交(册亨运动)
。

上述假整合关系中
,

(l) 一 (4) 诸项为文献记载过的
,

(5) 项则为笔者初次提出
。

其根据

是
:

(1 )紫云新苑的江洞沟组(几 , )底部存在着沉积砾岩
。

砾石成分有泥质岩与灰岩两种
,

其

中泥质岩砾石来自下伏的新苑组(肠 , )
,

灰岩砾石则来自更老的罗楼群(T
,

)
,

说明这一间断

期的剥蚀深度较大
。

同时砾石是经过搬运后再沉积的
,

因而具有颗粒支撑结构
,

长轴定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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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层性
,

粒度递变性以及较好磨圆度等
。

所有上述特征能说明该砾岩为底砾岩
。

在西林石炮也有类似性质的砾岩产出
。

砾岩产出的层位与奥伦尼克期和安尼一
,

乙

界线吻合
,

砾石成分为晚古生代之石灰岩
。

、 一洲 、
,
产 、

、
、

_ ,

二
: _ j

户 一 产 ~ 人 、
·.

}
. 少

~
) ,

‘

兰至主 了 、 ‘尸 、 户
。 .

惊首

叨朴二二允二士址 、
·

_

一 又
目口 协与拼- - 才 、尸

,

一裱- 产、 ~
.

,

图8 滇黔比裂谷下泥盆统等厚图

(据广酉石油勘探指挥部资料简化)

表l 滇黔桂裂谷上古生界两种沉积序列

沉沉积序列列 台地沉积序列 槽盆深积序列列

厚厚度度 大 或小
,

或大大

颇颇色色 浅灰
、

灰白 深灰
、

暗色色

特特征性沉积物物 石灰岩
、

白云岩
、

石膏
,

局部有砂屑岩及
、

_
_

_ ⋯ _
. _

_
‘

,
.

、

_
_

二二

特特征性沉积积 砾岩岩

结结构与构造造 交错纹层
、

波痕
、

泥裂
、

鸟眼
、

状
、

砂屑 平行纹层
、

块状
、

无构造 ; 泥晶构造
、

泥质结构
、、

层层序稳定性性 结构
、

砾屑结构 粒序层理理

生生物组合合 不稳定 稳定定

腕腕腕足
;
珊瑚

、

藻
、

蜒
、

苔虫
、

介形虫 菊石
,

竹节石
,

瓣鳃类
,

放射虫
、

海绵
,

骨针针

(2) 册亨地区新苑组中缺失泥质岩
,

只有灰岩
,

隆林地区新苑组的沉积厚度甚薄
,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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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m (而此时紫云地区新苑组的泥质岩厚达20 0m )
,

说明册亨及隆林地区这时处于隆升状态
,

甚至曾遭受剥蚀
,

故泥质岩缺乏
。

应该指出
,

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一阶段盆地内部不同地块的差异性升降作用性质及其分

布状况
,

有助于了解这一阶段盆地内部的古地理状况
,

从而说明盆地内油气的运移和聚集的

规律
,

并可藉以探讨古潜山圈闭
、

假整合面圈闭以及成岩圈闭等多种圈闭发生的可能性
。

3
.

晚期—封闭阶段(消亡阶段)

裂谷盆地进入消亡阶段的最主要标志是巨厚的碎屑岩形成(Di kc nso
n ,

197 4 ; H of fm a n 。t

al
.

; 1 9 7 4 ;夏邦陈
,

1 9 8 6 ;夏邦栋
,

1 9 8 8 )
。

本裂谷在这一阶段中形成的沉积体就是中晚三叠世复理石及其随后的晚三叠世磨拉

石
。

关于这一复理石的岩石学特征已有较详细描述(洪庆玉等
,

1 9 7 9 ;周经才等
,

1 9 8 4 )
,

本文

不拟赘述
。

值得强调的是
,

根据苟汉成 0 以及刘鸿飞。的观测
,

该复理石的古流向指向主要分

而在2 900 ~ 3 2 0
。

之问
。

笔者在贵州紫云地区的实测表明
,

槽模指向北
,

波痕陡坡指向 N w 或

N E
。

此外
,

贺自爱(1 9 8 6)根据综合性标志提出
,

复理石的物源区在东南部位
。

根据以上资料
,

可以断定
:

在裂谷盆地的东南方向
,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生的高地
,

正是因这一高地的不断隆

起与快速剥蚀
,

提供了大量陆源碎屑物质向西北方向搬运
,

并在这一高地的前方形成复理

石
。

这时的古地理和古构造格局与前述两个阶段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

即在前述两阶段中盆

地是向南开口
,

外海在南方
,

沉积物主要来自东西两侧
,

然后在谷内集中并主要向南搬运 ;而

在复理石形成阶段
,

在盆地原来的开口端出现了新的
,

而且是最重要的蚀源区
。

古地理与古

构造格局的这种变化是裂陷槽(A u 一a e叱e n )的最特征性现象 (oi ke

nso
n ,

x 9 7 4 ; H o rrm
a n 。t a x

.

1 9 7 4
,

夏邦栋
,

19 8 8 )
。

这一复理石的厚度达300 0 m 以上
,

其沉积速率达24 om /Ma
。

继复理石之后出现的晚三叠世磨拉石最大厚度超过 1 0 0Om
,

其沉积速率约 6 0m /喃
。

碎

屑物较复理石为粗
,

其中出现较多的砾岩与含砾砂岩
,

其沉积环境由海相变为陆相
。

由于磨

拉石与复理石在沉积作用上往往有逐渐演变的性质
,

因而两者的界线在某些地区并不能载

然划分
。

但是它们之问的接触关系在本区由南往北的总体表现为由不整合(十万大山地区)

变为假整合(黔桂交界地区)最后变为整合 (如六盘水地区)
。

另一方面
,

裂谷南端的强烈构造

变形发生在大约20 OMa 前的印支期 ;而裂谷北段的强烈构造变形推迟到晚白至世末期
,

推迟

约 1 30Ma
。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在裂谷消亡阶段在裂谷盆地南缘所出现的新生高地是处在

不断发展和强化并向北推进和扩大之中
,

以致最终导致裂谷盆地的消亡 ;同时也说明该磨拉

石具有前陆盆地型磨拉石(夏邦栋
,

19 87) 的基本特点
。

综上所述
,

裂谷演化过程中出现了裂谷型磨拉石~ 碳酸盐及泥质沉积组合~ 复理石~

前陆盆地型磨拉石的沉积建造序列
,

而且几乎在这一序列的每一建造成员中均伴着火山岩

的形成
。

其沉积速率经历了由快”慢~ 快的变化过程
。

建造演化的上述特征同国内外前中生

代裂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压ke n so n ,

1 9 7 4 ;夏邦栋
,

29 5 6
、

1 9 5 8)
。

O 苟汉成
,
19 8 4

,

滇黔佳地区上三叠统浊积岩形成的构造背景及物源区初步探讨
。

O 刘鸿飞
,
19 84

,

截黔桂毗邻地区中
、

上三叠统的深水陆源碎屑浊积岩
.



第1期 夏邦栋等
:

滇黔桂裂谷

五
、

结论与推论

1
.

扩大了的扬子板块的西南边缘在滇黔桂交界地带出现一个从泥盆纪到三叠纪的裂谷

系统
。

这一裂谷系统由滇黔桂裂谷与黔中裂谷支构成
,

它们总体延伸方向为南南东并与另一

个走向为北北东的可能的裂谷—桂湘裂谷在它们的南端相联
。

因而本裂谷系统是一种多

支裂谷而非单支裂谷
。

裂谷的这种多支性是受先成的基底断裂控制的
。

2
.

滇黔桂裂谷发育了裂谷型的沉积作用
,

它构成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建造序列
:

裂谷型

磨拉石、碳酸盐沉积及泥质沉积组合一复理石一前陆盆地型磨拉石
。

在裂谷盆地演化的各

个阶段都出现了火山岩
,

其中双模式火山岩是极为特征的
。

3
.

谷内断裂的活动极为重要
。

裂谷盆地被谷内的纵向与横向断裂分割成不同的地块
,

地

块本身成为盆地内的台地
,

水体较浅 ;相邻地块之间的地带成为盆地内的槽盆
,

水体较深
。

两

者的沉积特征有显著差异
。

这一特点在国内外的裂谷中堪称典型
。

4
.

本裂谷系统发育在陆壳基础之上
,

尽管裂谷的横向拉张十分明显
,

但是盆地的发展毕

竟未进入出现洋壳的程度
,

裂谷范围内未发现蛇绿岩套及混杂岩
。

5
.

建造序列的沉积学特征表明
,

在裂谷发育的前期与中期
,

盆地向南开口
,

外海在南方 ;

在裂谷发育的晚期
,

盆地的封闭首先从南缘开始
,

并逐渐向北推移
,

古水流方向发生反向
。

这

些事实表明滇黔桂裂谷具有裂陷槽的基本特征
。

有趣的是
,

北西走向的红河缝合带正好位于

本裂谷系统的南侧
,

该缝合带所代表的盆地也是从泥盆纪开始启开
,

逐渐发展成为大洋
,

并

在早三叠世前后大洋发生关闭
,

出现俯冲
,

最后于中三叠世完成了缝合过程 (罗志立
,

1 9 8 4 ;

陈炳蔚等
,

19 84 )
。

由此看来
,

红河缝合带与滇黔桂裂谷系统很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三叉裂谷

系
。

这是非常值得加以重视的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收稿日期
: 1 99 0年12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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