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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皖交界二叠系沉积演化及构造背景
“

朱洪发 秦德余 陈 跃 王恕一 王根华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 室
,

无锡 2 1 4 1 5 1 )

本 文论述了苏浙皖交 界的二 益系栖霞期
、

茅 口期和长兴期的纵横向沉积特征
.

提出了 因古特提斯洋的扩

张
,

陆壳内部受到引 张
,

本 区二至系出现了一系列有规律的继承性拉张断陷槽沉积构造模式
。

关键词 二怪系 古特提斯洋 拉张断陷槽

馆一作者简介 朱洪发 男 56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

1 二叠系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地学工作者对本区栖霞组
、

龙潭组
、

长兴组等的划分
、

对比早有定论 (江苏地矿局
, 1 9 84

、

浙江地矿局
,

1 9 8 2 )
,

不再赘述
。

这里仅对茅 口组地层的划分
、

对比进行讨论
。

茅 口组
:

各地因岩性变化大
,

故取了众多的地方组名
,

如茅 口组 (彭泽通山 )
、

孤峰组 (江

苏南京 )
、

丁家 山组 (浙江建德 )
、

堰桥组 (江苏无锡
、

苏州 )
、

武穴组 (安徽宿松 )
、

小江边组
、

安

州组 (铅山
、

信丰 )等等
。

上述组名代表的地层单元
,

经生物地层详细工作
,

实质上是各不相 同

的
。

茅口 组为一套碳酸盐岩沉积
,

孤峰组则是一套硅质岩和硅质页岩组合
。

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
,

被认为是同时代的相变
。

但经过深入工作
,

在南京
、

镇江
、

漂阳等地
,

孤峰组之上有一套硅

质岩夹煤线
,

该段地层原划归上二叠统的龙潭组
。

经工作
,

该地孤峰组之上的碎屑岩中
,

在俗

称
“

五灰
”

的灰岩地层中
,

发现 N eo m ise lli na
,

其 下普遍有一层长石石英细砂岩
,

可作为早二

叠世晚期顶部的区域对 比层
。

这样把原属龙潭组的一部分碎屑岩 (
“

五灰
”

之下 )划归茅 口期

的地层
。

孤峰组的硅质岩段在苏州
、

无锡一带
,

几乎全部相变为碎屑岩
,

经胡世忠
.

等研究煤田钻

孔资料
,

龙潭组下部不含煤的砂质灰岩中发现 N eo m ise lli na 为主的茅 口期标准篷科动物群
,

其下尚见约 。
.

sm 厚的煤层
,

故将此段及包括下伏的原孤峰组地层
,

一并命名堰桥组 (创名

地点在无锡堰桥 )
。

地层组名是一套顶底界清晰
、

具有标准化石
、

代表确切时代的岩性地层单元
,

把本区茅

口 阶地层的组名作如下归并
,

见表一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茅 口组与孤峰组其代表地层的时代是不相同的
,

孤峰组只代表茅 口 阶

的下部硅质岩地层
,

而上部碎屑岩段或碳酸盐段各地有不同的组名
; 同时堰桥组强调代表了

. 地质行业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 9 00 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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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茅 口期的碎屑岩地层
,

故建议把南京地区孤峰组上部碎屑岩段废弃堰桥组
,

改称银屏组
。

表 1 芋 口阶地层组名的归并

时 代 组名 九江
、

瑞昌 南京
、

巢县 钥陵
、

贵他 景德镇
、

宜城 苏州
、

无锡
、

常州 桐庐
、

杭州 性澳

银屏组 武穴组
下二益统上段 茅 口组 白茅 口组

碎屑岩段
(未定组名)

堰桥组
丁家

山组
孤峰组 孤峰组 孤峰组

黑茅

口组

2 二叠系各期沉积特征

2
.

1 栖殴期沉积特征

栖霞组为一套深灰色
、

黑色厚层
一

块状微晶灰岩
,

富含硅质岩夹层
、

团块和结核
,

以细分

散黄铁矿和特有的沥青臭味为特征
;
底栖生物 (除上下硅质层外 )如双壳类

、

珊瑚
、

海绵均丰

富
。

显然这套沉积属 C C D 面以上的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

但至今
,

本区乃至整个扬子地区
,

未

发现有台地边缘高能的礁
、

滩沉积
。

据国内外有关资料分析
,

作者认为该期沉积与世界性的

海侵有关
,

可能因全球海平面上升之故
,

害现为一个沉没的台地
。

栖霞组粗看全区沉积特征相似
,

经过仔细对比
,

发现上下硅质层段在各地是有区别的
。

有的地区硅质岩成层性好
,

而有的地区成层性差
,

在灰岩中以透镜体或健石团块出现
.

成层

性 良好的薄层硅质岩
,

生物以放射虫
、

硅质海绵骨针
、

浮游的菊石为组合
,

底栖生物少见
。

显

然它的沉积深度 比上下层位
,

可能是陆壳初始拉张的皱形
。

作者解剖了本区近 60 个地 表剖

面和钻孔
,

以上下硅质层有无成层性为依据
,

自西到东划分了如下几个沉积环境 (图 1 )
:

巢

县
、

南京
,

初始断陷槽区
;
芜湖

、

铜陵
、

贵池
、

东至沉没台地碳酸盐相区
;
祁门

、

径县
、

宜兴
、

漂

阳
,

初始沉没断陷槽区
;
景德镇

、

休宁
、

嘉兴
、

杭州沉没台地碳酸盐相区
。

我们实测了漂阳茅山顶宫金牛洞栖霞组剖面(图 2 )
,

说明了初始断陷槽区的沉积特征
。

从该剖面沉积进程可以看出
,

在经历了极浅水的晚石炭世碳酸盐台地沉积后
,

发生 r 区

域性的抬升
、

剥蚀
,

早二叠系梁山组是栖霞组开始海侵滨海环境下的产物
,

进入栖霞期海侵

迅速扩大
,

形成了水体较深接近风暴浪基面的沉没台地
。

上下硅质层为成层性良好的硅质

岩
,

可能反映了局部断陷槽的环境
,

它显示了比沉没台地更深的沉积
。

栖霞组沉积中
,

底栖生

物和浮游生物两大门类均发育
、

隧石结核普遍存在
、

下部臭灰岩中的缺氧环境
,

对于这样几

个突出问题的认识
,

同济大学 吕炳全 (1 9 8 9) 研究后作如下说明
。

(l) 臭灰岩段普遍具沥青臭味
,

细分散黄铁矿发育
,

应是缺氧闭塞环境
,

而且层位分布是

大面积的
。

缺氧的原因是海水中光合作用的下界上移的结果
。

当时海侵时海水温暖
,

生物繁

盛
,

有机质降解时耗氧量极大
,

使海水中溶解氧供不应求
,

导致形成缺氧环境
,

形成了含沥青

和黄铁矿细晶的臭灰岩
。

‘

(2) 栖霞组隧石结核普遍发育
,

乃是上升流造成的
。

据研究
,

现代浅海上升流区海水中溶

解的 Si 高达 5 0拼g / L
,

而非上升流区为 1 4拜g / L
。

古地磁资料证实
,

本区当时属赤道附近
。

该

上升流应属赤道对称幅射流
,

上升海流带来大量溶解硅和供硅藻
、

硅质海绵
、

放射虫所需的

营养盐
。

为此上升流使生物大量繁殖
,

死亡后成为地层中硅质的主要来源
,

成岩时对隧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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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形成提供了物源
。

(3) 栖霞组中
,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均十分发育
,

说明海水的表层和底层并不缺氧
,

正如

目前西南非州和秘鲁岸外上升流区一样
,

缺氧水体只是位于水域的中间层
。

本部灰岩段
,

造

礁生物多
,

有珊瑚
、

海绵
、

苔醉
、

藻类等
,

但未形成礁
。

未成礁的原因是海平面上升太快
,

速度

超过了礁的生长速度
。

图 1 下二叠统栖霞期沉积相图

丹徒船山 2 句容帐船山 3 江宁孔山 4 江宁夭宝山 5 苏武 1 08 井 6 江阴沙 3 孔

江宁青龙山 8 金坛茅山顶宫 9 宜兴团山 10 吴县金铎山 n 嘉普 ZK 3 02 12 吴兴潜山

宜兴庙桥 “ 含山杨山休场 15 巢县平顶山 16 宣城王胡村 17 广德独山 18 广德小王村

杭州三合山20 富阳三澳 口 21 桐庐冷坞村 2 2 径县晏公堂 23 南陵六亩山 24 钥睦施家冲

南陵 Y 山 26 悯谈杨桃山 27 钥陵分水岭 2 8 径县水东租村29 径县钥 山 30 贵池火龙山

安庆大青山32 贵他桥俊南店 33 东至张坟镇 34 婆漂通探村 35 彭泽马档 36
‘

江山附近

兰澳西 山寺38 建德舒家
‘

39 建德寺勘头大 田版
‘

40 建菌寺勘头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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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山金牛洞栖霞剖面是连续的
,

无论从梁山煤系到臭灰岩段
,

还是臭灰岩段到下硅质

层
,

本部灰岩到上硅质层
,

都见到 良好的过渡环境标志
。

为此
,

我们认为栖霞组的沉积特征主

要受控于强烈的海平面上升和上升流的作用
。

组 }愉蔷岭号}厚度}化
石

}者划 岩 性

薄层黑色硅质岩为主
组孤峰

9}
。 。 _ _

}
、
派恶

: S

J I J J
一

b 了1 L e fl U ll ir a l a

上硅质层
。

分三个小层
,

薄层

黑色硅质岩为主
。

顶部为含健

石团块灰岩与硅质岩互层
。

中
部夹3 m 黑色含隧石团块灰岩

,

含腕足类泥质灰岩

栖

母心口月.

南京浒氏蜒

霞

本部灰岩段
,

分为 12 个小层
。

厚层一块状
,

含健 石团块黑色

微晶灰岩
,

含隧石与不含健石

呈互层
。

涟石结核大致顺层排
到顶部为水平纹层状徽晶灰案
与上硅质层过渡

,

底部 以水平

条带健石与下硅质层过渡

下部见群体珊 瑚及碎块
,

上部见健科化石层

{
,

多壁
、

早板

拟方管珊瑚
浦脚沙 脚

组 翌3 一

2

件
薄层

底部

弓目知民奋

7 5
.

7 7

0
.

30

色硅质 岩
,

层面含大量海百合基

薄层硅质灰岩
,

夹健石团块

臭灰岩段
,

分 7个小层

厚层一块状灰黑色微晶灰岩

臭味 自下而上略增

顶部与上硅质层接触处见健

石 团块
。

上部 见一层疙瘩状

灰岩
。

疙瘩由生屑
、

粒屑组成

正粒序
。

底界为剥蚀面
,

顶部

为泥岩构成风暴岩序列

底部为厚层微晶灰岩夹生屑

透镜体与梁山组过渡
组山梁

炭系
核形

黄色页状泥岩夹黑灰色页岩

厚层浅肉红色核形石灰岩
大都园形

.

大小在2一s m m 之 间

圈
l

盘
2

圈
3

胭
4

目
5

缪
6

目
7

目
8

图 2 茅山顶宫金牛洞栖霞组沉积柱状图

含健石团块灰岩

6 疙瘩状灰岩 7 硅质岩

灰岩与含健石团块灰岩互层 3 含生屑透镜体灰岩 4 核形石灰岩 5 含水平条带健石灰岩

8 泥岩

2
.

2 茅 口期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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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栖霞期相比
,

本区该期岩性岩相组合分区明显而且复杂
。

笔者 曾撰文指出
,

早二叠世

晚期
,

中国南方外围东西向古特提斯洋正值扩张时期
,

引起陆壳内部拉张断陷活跃
。

由孤峰

组硅质岩构成的断陷槽就在这个背景上形成的
。

从茅口期沉积相图(图 3) 可知
,

本区可分为 7 个相区
,

自西向东分别为 I
、

孤峰型相区
,

l
、

武穴型相区
,

一
、

孤峰型相区
,

份
、

堰桥型相 区
, v

、

丁家 山型相区
, VI

、

黑茅 口型相区
,

姐
、

白茅 口型相区
。

除 I 区呈东西向展布外
,

其余均是北东向展布
.

呈现断陷拉张槽特征有三条
:

I
、

I
、

v 相区
。

兹分别叙述如下
:

乙宣城

9粼
匡匡勇

I川 孤 峰型相区区

巨巨叁l
, , 武穴型相 区区

窿窿翻
v 丁家山型相区区

医医因
二 堰桥型相 区区

匡匡奎到
* 黑茅口型相区区

邑邑奎到
vll 白茅口 型相区区

巨巨口
等厚线线

区区口
相界线线

巨巨巫}
剖面方向向

图 3 下二叠统茅口期沉积相图

江阴没江 2 沙洲塘桥 3 江宁排山 4 武进横山桥 5 江宁天宝 山

无锡堰桥 8 金坛茅山顶宫 9 无锡方桥 10 漂阳上黄钻孔 n 吴县亚山

吴县西山岛“ 宜兴川埠 15 吴县西 山 环 宜兴湖没 17 长兴大煤山

广德牛头 山z0 含山杨山林场 2 1 巢县后蓝 22 策昌桃冲 z3 钥陵施家冲

径县昌桥 26 孤峰胡家村 27 南陵 Y山 28 钢陵杨桃山 29 径县晏公堂

杭州丁家山32 安庆大青山 3 3 径县铜山 34 贵池火龙山 35 桐庐冷坞村

建德勘头寺东井里 38 建德勘头寺石塔 39 兰溪西山寺

景德镇老鼠嘴 4 2 姿源上平 阳 43 衡县

卜弋桥

漂阳芳山

吴兴南皋桥

钥陵丁山俞

宜城白果树

富阳三溪 口

建德舒家

�b叮乙�吕40掩00

1几,1,白九J八J4,‘JnO甘亡口,1门r,二

,三.二,U内J工‘L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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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孤峰型相区 ( I 区 )

在巢县
、

南京一带
,

为东西向的拉张断陷槽
.

此带沿扬子地块的北缘分布
,

本区是其东延

的一段
,

向西延入四川万源
、

广元一带
。

该带以巢县王家刮面为代表
.

下部孤峰组厚 53
.

79 m
,

自下而上分为三段
。

下段以一套细碎屑岩为主
,

常 见磷结核
,

为

陆棚边缘沉积
;
中段主要为黑色放射虫层状硅质岩

,

放射虫占岩石量的 50 ~ 70 肠
,

沿层分

布
,

放射虫经鉴定属 P ry st ri ra s p
. ,

上段为硅质页岩含锰结核
,

为陆棚环境
。

因此
,

孤峰组经

历了浅一深一浅的沉积过程
。

上部银屏组厚 18
.

oo m
,

为黑色页岩
、

粉砂质泥岩
,

局部夹少量硅质泥岩
,

产双壳 笑及植

物化石
,

为浅陆棚一滨海沉积
。

综上
,

断陷槽沉积主要反映在孤峰组的放射虫层状硅质岩
,

到银屏组沉积时
,

断陷槽己

为碎屑岩填平
。

?
.

2
.

2 武穴型相区( l 区 )

北东向分布在贵池
、

铜陵
、

芜湖一带
。

属断陷槽盆地向白茅口碳酸盐台地的过渡相区
。

纵

向上由两套地层构成
,

下为硅质岩的孤峰组
,

上为灰岩的武穴组
。

该相区以南陵丁山镇花鸡

山剖面为代表
.

孤峰组厚 1 07
.

1 3 m
,

由蓝灰色硅质岩
、

硅质灰岩
、

硅质页岩组成
,

底部见含锰

灰岩
。

生物有底栖和浮游门类共生
,

如
:

腕足
、

菊石等
,

但不见放射虫
。

上部武穴组以灰岩为

主
,

厚 38
.

so m
。

为浅灰色
、

灰黑色 中厚层微晶灰岩
、

结晶灰岩
,

含少量缝石团块
.

产缝科

N eo m is el oli ne 及腕足类等
。

孤峰组以硅质岩为主
,

生物特征属浅陆棚环境
,

至武穴组沉积时

己抬升为碳酸盐台地
。

此相区各剖面的岩性组合与南陵丁山镇相似
,

但孤峰组与武穴组的厚度有变化
。

如铜陵

丁山俞厚度为 2 39
.

25 m
,

其中武穴组灰岩的厚度达 1 7 o m
,

占剖面 2 /3
;
宿松坐 山剖面厚

1 52
.

82 m
,

武穴组灰岩厚 74
.

95 m
,

硅质岩与灰岩几乎各占一半
.

由宿松向西至九江
、

瑞昌等

地
,

该段地层均相变为灰 白色
、

肉红色灰岩
,

为典型的白茅 口碳酸盐台地相 (区)
。

2
.

2
.

3 孤峰型相区 ( l 区 )

为北东向断陷槽
,

分布在景德镇
、

径县
、

宁国
、

宣城一带
,

北与南京
、

巢县区断陷槽交汇
.

以径县晏公堂求儿岭剖面为代表
。

孤峰组厚 28
.

23 m
,

以灰黑色硅质页岩
、

硅质岩为主
,

顶底

部均见含锰页岩
,

生物有放射虫
、

腕足
、

菊石共生
。

堰桥组厚 1 83
.

1 0 m
,

页岩
、

细砂岩
、

粉砂质

页岩为主
,

含腕足及植物碎片
。

其它各地剖面岩性特征与径县晏公堂相似
,

但孤峰组与堰桥组的厚度有变化
。

从沉积特

征分析
,

该断陷槽的裂开深度比相区要小
,

底栖生物与放射虫共生
,

可能沉积深度在 C C D 面

附近
。

断陷槽的后期为碎屑岩填平
,

沉积环境从陆棚转化为滨海
。

2
.

2
.

4 堰桥型相区( N 区)

北东向分布在婆源
、

广德
、

苏州
、

无锡一带
。

其南端因出露太少
,

目前情况尚不明
,

但在苏

州
、

无锡
、

常州形成了一个沉积中心
,

组成了一个向北东开 口的碎屑岩滨岸盆地
。

以无锡堰桥钻孔剖面为代表
,

厚度为 21 0
.

o m
,

为大套细碎屑岩
,

底部见硅质页岩薄层
,

上部夹煤线
。

生物以底栖腕足类为主
,

趁科化石也较多
,

下部
、

中部微细水平层理发育
.

这是一个典型的沉降与陆屑补偿呈均衡态的滨岸碎屑盆地
。

在陆内拗陷的基础上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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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水平微细层理发育的硅质泥岩
、

页岩
,

而后盆地填平
,

进入滨岸沼泽环境的煤系沉积
,

局部在盆地边缘见三 角洲入海的扇体沉积
。

2
.

2
.

5 丁家山型相区( V 区 )

北东向条状分布在建德
、

桐庐
、

临安
、

湖州一带
。

北与苏州
、

无锡
、

常州堰桥相 区过渡
,

东

南与衙县
、

江山
、

枚县的硅质岩断陷槽相邻
。

东边局部存在黑茅 口的碳酸盐台地
。

由于本区

处在断陷槽
、

碎屑盆和碳酸盐台地三者的过渡部位
,

岩性
、

岩相组合特别复杂
,

由硅质岩
、

石

煤
、

生物碎屑灰岩
、

礁灰岩和碎屑岩的共生组成
。

以桐庐冷坞村剖面为代表
,

丁家山组厚度 5 33
.

80 m
,

包括东坞里段
、

石煤层段
、

石 门堂

段
、

冷坞段和礼贤段等五个岩性段
。

东坞里和石煤层段为黑色泥岩
、

放射虫硅质泥岩夹石煤
,

是拉张断陷槽内的沉积
,

石 门堂段是经抬升的陆棚边缘环境
,

沉积了细砂岩
、

灰质泥岩
,

而冷

坞段则因陆屑停止补给
,

发育了向上生长的海绵礁灰岩
,

至礼贤段因陆屑大量补给
、

倾注
,

使

礁体死亡
,

己是碎屑岩为主的上部还夹有煤层的浅海一 滨海环境
。

综上所述
,

丁家山组的下段沉积与其东南侧的枚县
、

铅山
、

衙县
、

江山的硅质岩断陷槽相

通
,

但在中期经历了生物礁体的生长
,

后期与苏锡常堰桥相区的滨岸盆地连成一片
。

2
.

2
.

6 黑茅 口型相 随弋VI 区 )

仅在金华兰溪 西山寺 出现
,

可 能为孤立的碳酸盐台地
。

金华兰溪西 山寺
,

茅 口 组厚

13 4
.

5 5 m
,

整个剖面均为灰岩
,

深灰色
、

灰黑色厚层块状含隧石团块微晶灰岩夹白云质灰岩
。

富产珊瑚
、

篷科化石
。

以深灰色
、

黑色见大量隧石团块与狭义的白茅 口灰岩相区别
,

俗称黑茅

口
。

它是本区茅 口期唯一见到全部由灰岩构成的沉积
。

因出露范围小
,

可能是孤立的碳酸盐

台地环境的产物
。

2
.

3 长兴期沉积特征

长兴期沉积相的展布规律与茅 口期基本相似 (图 4 )
。

大隆组的放射虫硅质岩代表了断

陷槽的盆地相
,

而长兴组的灰岩则代表了碳酸盐台地相
。

大隆组的盆地相向长兴组的台地相

的过渡部位
,

出现了硅质岩与灰岩的混合相区
.

长兴组灰岩
,

同样有黑长兴与白长兴之分
。

黑

长兴组是深灰色
、

灰黑色薄层灰岩夹硅质岩
,

底栖生物与浮游生物共生
,

并有少量放射虫
,

水

平微细层理发育
,

著名的长兴葆青剖面 (国际层型侯选剖面 )就是黑长兴组的代表
。

它往往出

现在台地相向盆地相的过渡部位
,

并偏向盆地相的一侧
,

沉积环境属盆地边缘相
。

而白长兴

则为灰 白色
、

肉红色的生物灰岩
、

生屑灰岩
、

厚层块状层
,

是真正的台地相沉积或台地边缘高

能的滩
一

礁沉积
。

近年王恕一等 (1 9 9 0) 在无锡篙山
、

苏州西 山等地发现了长兴期高能的生物礁
、

滩沉积
,

在本区的北部鉴别了由碳酸盐台地相~ 台地边缘礁
、

滩相~ 黑长兴沉积的盆地边缘相~ 大

隆组断陷槽盆地相的 系统变化
。

本区长兴期可分为 7 个相带
: I 区

,

巢县
、

南京一带东西向断陷槽盆地相
; l 区

,

东至
、

贵

池
、

铜 陵
、

南陵北东向的台地向盆地的过渡相区
; l 区

,

景德镇
、

祁门
、

径县
、

漂阳
、

常州呈北东

向断陷槽盆地
; N 区

,

休宁
、

长兴
、

宜兴盆地边缘相 (即黑长兴区 ) ; v 区
,

湖州
、

无锡
、

苏州台地

边缘礁
、

滩相 (即白长兴台缘相区 ) ; 班 区
,

苏州
、

沙州碳酸盐台地相 区(即白长兴台地相 ) ; 皿

区
,

江山
、

铅山
、

衙县
、

桐庐断陷槽盆地相区
。

上述岩相区平面展布除 I 区为东西向
,

其余均呈

北东向分布
。

由于作者等对长兴期的沉积特征作过报道
,

故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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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孤山 3 C K 妙 2 8
~ 1 4 句容湖山

C K 1 4 井 9 C K Z o 3 20 无锡澎山

吴县西山 15 宜兴张诸 16 宜兴湖洪

长兴煤 13 井 2 1 湖洲南皋桥 2 2 C K g o i

宜城水东 27 宁 国港 口 28 铜陵中形 山

径县铜山 33 安 庆北郊 34 贵池潘家桥

休宁流塘 Z K : 39 景德镇老 鼠嘴 40 广德牛头 山

心口山口40�b宁��片�

,且,自,‘八jdq

镇江伏牛山

金坛茅 山

深阳上黄

长兴葆青

繁尚桃冲

径县晏公堂

休宁

,上一了nJO�匕d
,1月r

,二1‘,�,J八」

3 二叠系沉积
一

构造演化

本区二叠纪沉积系统变化 (图 5 )
,

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
。

二叠纪时中国南方的外围东西

向古特提斯洋强烈打开
,

引起南方陆壳内部的引张
,

罗志立等 ( 1 9 8 8 )详细地论述了上扬子地

区云
、

贵
、

川这个地质作用
,

并命名为峨眉地裂运动
,

表现为早二叠世晚期玄武岩的大喷溢及

晚二叠世有规律的拉张断陷槽的出现
。

在下扬子的本区
,

这些反映也是明显的 (朱洪发等
,

19 8 9 )
。

从早二叠世早期栖霞组大规模的沉没台地的出现
,

同时呈现两条断陷槽的雏形
,

反映

了海平面的普遍上升
,

发展到茅 口期
,

初始拉张形成的断陷槽更为明显
,

而且有规律性
:

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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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缘东西向一条和北东向平行的两 条 (径县
、

宁国
、

漂阳
、

常州和 江山
、

衙县
、

桐庐
、

建

德 )
,

不谋而合的在长兴期同样是这种布局
。

关于这 3 期纵向上的沉积系统变化以图 5 表示
。

归结起来
,

作者认为本区沉积
一

构造演化有如下特点
:

l) 拉张有发展过程
,

由 P I的初始拉张

发展到 Pf
、

P鑫的较强烈拉张
; 2) 各期拉张断陷槽平面位置变化不大

,

反映了一定的继承性
;

3) 平面上拉张断陷槽向两侧的碳酸盐台地或滨岸碎屑盆地的变化都具有过渡性
; 4) 就拉张

形式而言
,

上下扬子地区各有特点
。

桐庐
l十潜

l

宁国
,径县l铜陵

!繁昌
。

A巢县
l

松江l苏州l无锡!常州l句容l

B京南
!

PZ c

图 5 下扬子区二叠系沉积演化图

4 几个问题的讨论

我们认为尚有几个间题
,

值得进一步的工作和认识
。

(l) 晚二叠世龙潭组沉积环境的认识
。

龙潭煤系是华南的一个重要成煤期
,

人们往往把

该组的沉积环境定为滨海沼泽
。

由于龙潭组处在两个断陷拉张发育期 (茅 口期和长兴期)之

间
,

是否龙潭期会普遍抬升为一片滨海沼泽环境
,

作者提出疑间
。

龙潭期地壳抬升是事实
,

相

当一部分地 区属滨海沼泽
,

但在茅口期几条断陷槽内
,

特别是杭州
、

江山丁家山相 区东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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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边缘
,

是否存在异地搬运的浊积岩值得注意
。

吴俊 0 近年指出龙潭煤系的煤是一种以木

栓质体为主体的树皮煤
,

这也证实 了异地煤成因
。

(2 )栖霞组与孤峰组的分界是以栖霞组上部硅质层段作为顶界
。

上硅质层段是薄层硅质

岩与灰岩互层
,

夹灰岩条带
、

透镜体
; 孤峰组为薄层硅质岩

。

有的地方硅质层不夹灰岩与孤峰

组硅质岩连续过渡
,

界线较难确定
。

(3) 堰桥组特别是苏州
、

无锡
、

常州地区
,

有部分层段是否存在浅水浊积岩的可能
,

尚待

进一步工作
。

(收稿日期
: 1 9 9 1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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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e t

T he p a Pe r d is e u s s e s t he la t e r a l a n d v e r t ie a l s e d im e n ta r y fe a t u re s o f t he Pe m ia n Sy s -

te m d e v e lo p e d d u r in g t he s ta g e s o f Q ix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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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o k o u a n d C h a n g x in g o n th e b o u n d a r y o f

Jia n g s u 一

Z h e jia n g
一

A n h u i p r o v in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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