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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特征及构造演化

周珍琦1, 2

( 1.中国地质大学 资源学院,武汉  430074; 2.闽西地质大队, 福建 三明  365001)

摘要:闽西南地区二叠系童子岩组可划分为 3段,政和 ) 大埔断裂带以西,南平 ) 宁化构造岩浆带以南地区,分连城型、龙岩型和

天湖山型 3种沉积类型,主要为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沉积,一般厚 700~ 800 m ,从东往西、从南到北逐渐变薄。二叠系童子

岩组沉积盆地在经历了印支 ) 燕山期多期次的构造变动、岩浆作用、风化剥蚀等改造后,部分保存下来;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印支

期,其次是燕山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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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西南坳陷带(图 1)位于东南沿海褶皱带中

段,相关地质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 1, 2]。

该坳陷带是福建省的铁硫多金属成矿带, 其二叠系

童子岩组为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沉积, 是福

建省最重要的经济地层。

图 1  福建构造(断裂)带及构造单元划分略图

Fig. 1 T ectonic belts and units in the Fujian P rovince
1.断裂带; 2.复背斜轴; 3.复向斜轴; 4.岩浆岩; 5.片理化

1  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特征及变化规律

童子岩组共分为 3个岩性段。其中,第一段和

第三段为含煤段,第二段为不含煤段。前人已对其

沉积特征和变化规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资料较多,

特别是福建省几轮煤田预测均做了较详细的论述

(图 2)
[ 3]
,笔者现将近年来新的认识简述如下:

图 2 闽西南下二叠统童子岩组及岩相分布

Fig . 2  L ithofacies of t he Tongziyan Format ion of the

Lower Permian in the southwest of Fujian P rov ince

1.早期相区分界线; 2.晚期相区分界线; 3.浅海相;

4.过渡相; 5.滨海湖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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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童子岩组沉积特征
由于地壳运动的不均衡性和古地理环境的不

同,在同一盆地中形成的建造类型具有较大差异。

前人已根据这种差异性将闽西南童子岩组归纳为三

大沉积类型:从西到东依次是连城型、龙岩型和天湖

山型。

1. 1. 1  连城型

主要分布在闽西南坳陷带的西部, 包括武平岩

前、清流 ) 连城、宁化甘木潭和将乐石林等地区。一

般认为童子岩组可分为 3段, 但三分性不明显,其中

第一、二段均为浅海相沉积,第三段大致可分为 3个

带:下部为海相带(第一带) ,以浅海相沉积为主; 中

部为过渡带(第二带) ,以海湾 ) 泻湖相沉积为主, 夹

浅海相和湖泊相沉积;上部为陆相带(第三带) ,以湖

泊相沉积为主, 夹海湾、泻湖相沉积。

1. 1. 2  龙岩型

主要分布在闽西南坳陷带的中部, 包括龙岩、永

定、大田和永安等地区。地层发育齐全、厚度大、含

煤性好、三分性明显。第一段为海陆交互相泥岩、粉

砂岩夹石英细砂岩、炭质泥岩及煤层,含丰富的动植

物化石,厚 100~ 300 m;第二段为海相泥岩、粉砂岩

夹细砂岩,常含黄铁矿及钙质结核, 含丰富的菊石、

腕足、虫筳等化石,俗称/动物泥岩段0,厚约 100 m; 第

三段为海陆交互相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煤层, 动植

物化石丰富,厚 300~ 400 m。

1. 1. 3  天湖山型
主要分布在闽西南坳陷带的东部条带, 以天湖

山煤矿为代表, 包括永春、德化、安溪和尤溪等地区。

由于受后期构造破坏及中生代火山岩覆盖, 分布零

星, 出露多不完整,岩性较粗, 海相层较少。第一段

为主要含煤段, 第二段不含煤,第三段含煤性差。

1. 2  童子岩组变化规律

童子岩组一般厚 700~ 800 m, 从东往西、从南

到北逐渐变薄。其中童子岩组第一段也有从东往西

变薄的趋势;第二段沉积中心在中部条带,厚度都在

100 m 以上,从中部往西、往东厚度均逐渐变薄; 第

三段基本上是中部、东部厚度大,向西变小。

童子岩组第一段在西部条带浅海相沉积极为发

育;中部条带以浅海相和过渡相沉积为主;东部条带

则以陆相为主, 而浅海相、过渡相沉积比例明显减

少。第三段在西部条带海相沉积比例仍最高; 中部

条带以过渡相沉积为主, 近海湖泊相次之;东部条带

则以近海湖泊相沉积为主。总之, 在时间上, 浅海相

和过渡相比例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少, 而近海湖泊

相的比例则逐渐增加。在空间上, 第一段浅海相、过

渡相比例从西往东有规律地逐渐减少, 近海湖泊相

比例则增加;第三段过渡相比例在中部条带最大,往

东、往西均有变小的趋势,浅海相比例则从西往东逐

渐减少,近海湖泊相比例在加福地区最小, 往东、往

西及往南均有增大的趋势[ 4] 。

2  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盆地

盆地样式控制着地层沉积特点和分布范围。现

有资料表明,福建二叠系童子岩组是在同一个盆地

中沉积的,闽西南坳陷带是福建省二叠系童子岩组

的沉积中心和保存较好的地区。可以肯定,二叠系

童子岩组原始沉积的分布范围应该比现在所见的要

大得多,其东西两侧分别受福安 ) 南靖和崇安 ) 石

城深大断裂的影响和控制, 整个盆地呈北东展布,并

向北延伸到江西和浙江境内 [ 3]。其主要依据如下:

1)栖霞组灰岩与上覆文笔山组、童子岩组呈连

续过渡的沉积接触关系。除在闽西南坳陷内广泛分

布外,在闽西北腹地也有零星分布。例如,邵武大埠

岗东部的炉下和铁山等地见有栖霞组灰岩;建瓯房

村口和建阳虞墩见有文笔山组和栖霞组中的硅质

岩;往北,在江西的资溪 ) 上饶和浙江的江山 ) 杭州
一带均可见有石炭系 ) 二叠系灰岩和二叠系煤系分

布。上述地层在闽北地区基本上分布在地形上的低

处,而在四周的高处分布有前泥盆系,与闽西南所见

情况类同。建瓯房村口零星分布的文笔山 ) 栖霞组
已被证实为推覆构造的原地岩系呈构造窗裸露于地

表。由此说明:福建境内均有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

目前在福建东部和闽西北地区仅见有零星分布的二

叠系童子岩组、栖霞组灰岩和文笔山组,这是因为印

支期地壳运动具有不均衡性,在地壳上升幅度较大

的隆起区(闽西北)经过长期风化大部分二叠系被剥

蚀掉;在向斜或被保留的部分,也可以被中生界和火

山岩覆盖;被由前泥盆系组成的推覆构造外来岩系

所覆盖。

2)已有资料表明, 中石炭统 ) 下二叠统地层中,

除童子岩组与翠屏山组之间呈假整合接触外,其余

均为连续沉积。各系、组、段的沉积特点(古生物、岩

性、岩相组合特征等)在闽西南地区可比性强,说明

是在古地理环境基本相同的同一个坳陷盆地中形成

的。且经对比与江西铅山地区二叠系可比性强, 其

岩性、岩相、生物群面貌较一致, 也说明了当时福建

和江西二叠系是在盆地连通和基本相同的环境下形

成的。

3)闽西南所有二叠系童子岩组分布区,至今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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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典型的边缘相沉积,与下伏前泥盆系也未见有超覆

不整合现象,见到的除连续沉积外均为断层接触。

3  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盆地的后期改造

  现在的童子岩组在沉积后, 经历了印支 ) 燕山

期多期次的构造变动、岩浆作用、风化剥蚀等改造,

部分保存下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印支期, 其次是

燕山早期。

3. 1  印支期地壳运动对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盆地

的影响

众所周知, 下三叠统溪口组沉积之后发生印支

运动,主要表现为地壳侧向挤压致使地层褶皱上隆

及大规模的逆冲推覆[ 5] , 使福建境内的二叠系童子

岩组形成了不同的构造格局: 闽西北地区上升幅度

较大形成了闽西北Ⅰ级隆起; 闽西南坳陷带西部(沙

县 ) 永安桂口 ) 龙岩以西)形成了较紧密的Ⅰ级复

式背斜构造,东部则形成了较为宽缓的Ⅰ级复式向

斜构造,褶皱轴呈北北东向展布。在运动初期,形成

褶皱的同时也产生了陡倾角断裂和层间缓断裂。印

支期末产生了由北西向南东推移、规模较大的中深

层次逆冲推覆构造
[ 4]

,并使早期形成的层间缓断裂

进一步发展成为拆离 (滑脱)构造。印支运动结束

后,地壳运动基本以上升为主,隆起区或背斜部位遭

受风化剥蚀;向斜或坳陷部位则接受中侏罗统沉积。

印支运动的结果,基本上确定了福建二叠系童子岩

组分布的格局。

3. 2  燕山期地壳运动对二叠系童子岩组沉积盆地

的影响

燕山早期(即中侏罗统漳平组沉积以后)发生了

继承性的水平挤压运动, 促使燕山早期中深层次逆

冲推覆构造形成, 规模比印支期更大, 波及范围更

广。深部老地层及其背驮着的印支期推覆构造一起

组成新的外来岩系,逆冲推覆到中侏罗统及更老的

地层之上,对印支期形成的构造加以叠加,使其复杂

化。例如,矿区Ⅰ级褶皱的向斜西翼变陡,次一级褶

皱和断裂发育; 印支期形成的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

造和拆离(滑脱)构造的断裂面及其上下盘一起产生

褶皱,甚至形成倒转褶皱;在背斜形成的隆起部位遭

受新的剥蚀,在向斜形成的坳陷或断陷盆地内接受

叠加新的沉积
[ 6~ 8]
。

燕山晚期(即白垩系上统沙县组沉积之后)又再

次发生继承性的水平挤压运动, 产生了燕山晚期浅

层次逆冲推覆构造和走向北东、北西的陡断裂。但

这期构造运动无论是其强度还是规模都远不如印支

期和燕山早期大。

4  结论

1)闽西南地区二叠系童子岩组主要为一套海陆

交互相含煤碎屑岩沉积, 划分为 3段,分连城型、龙

岩型和天湖山型 3种沉积类型, 其中龙岩型地层发

育齐全、厚度大、含煤性好、三分性明显。

2)闽西南坳陷带二叠系童子岩组是在同一个盆

地中沉积的,其原始沉积范围应该比现在所见的分

布范围大得多, 其东西两侧分别受福安 ) 南靖和崇

安 ) 石城深大断裂的影响和控制, 整个盆地呈北东

展布,并向北延伸到江西和浙江境内。

3)现在的闽西南坳陷带二叠系童子岩组是在沉

积后,经历了印支 ) 燕山期多期次的构造变动、岩浆

作用、风化剥蚀等改造部分保存下来的。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印支期, 其次是燕山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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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FACIES AND 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TONGZIYAN FORMATION OF THE LOWER PERMIAN IN

THE SOUTHWEST OF FUJIAN PROVINCE

Zhou Zhenqi

(1. S chool of R esour ces , W uhan Univer sity , Wuhan , H ubei 430074, China;

2. Geolog ic B rig ade of the W es t Fuj ian P r ovince, S anming , F uj ian 365001, China)

Abstract: T he Permian T ongziyan Format ion in the southw est of Fujian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3

members. T here ar e 3 types o f sedimentary facies: L iancheng , Longyan and T ianhushan. This forma-

t ion is g enerally composed of coa-l bearing clast ic r ock sediments of marine and cont inental facies, 700-

800 m thick, reducing f rom east , south to west, nor th. Having exper ienced tectonic evo lut ion, mag-

mat ism and w eathering deg radat ion in the Indosinian and Yanshan epochs, part of the sedimentary basin of

the Permian Tong ziyan Format ion is preserved. The Indosinian epoch has the lar gest inf luence, and the

Yanshan epoch the second.

Key words: sedimentar y char acteristics; tectonic evolut ion; the Permian; the southw est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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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 ON MARINE PETROLEUM EXPLORATION

PROSPECTS IN THE MIDDLE HUNAN DEPRESSION

Xu Yangang
1, 2
, Qi Kailing

2

( 1. Cheng du Univer sity of S cience and Engineer ing , Chengd u, S ichuan 610059, China;

2. Resear ch I nstitute of the Centr al-S outh Petro leum Bur eau, Chang sha, H unan 410007,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exploration areas in south China, the M iddle Hunan depression has fairly superior

condit ions for petroleum accumulation. 1) Evolut ion degree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s relatively low er and

the Longtan coal series are st ill dominated by soft coal. 2) Regionally, tw o sets of coal series, the Ceshui and the

Longtan, are distributed cont inuously w ith fairly good covering ability. Drilling data has proved that oil and gas

shows are very active. 3) The Middle Hunan depression w as located near equator in Paleozoic and the storm rocks

developed widely is favorable for oil and gas migrat ion and accumulation. 4) The Jiangnan Xuefeng Palaeo- lift s

formed early support condition for preservat ion and rebuilding of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Therefore, the Middle

Hunan depression has fairly good explorat ion prospects. According to present explorat ion status, exploration tar-

gets should be the lower combinat ions in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advancing toward the Jiangnan Xuefeng Palaeo-

continent gradually.

Key words: storm rock; source rock; coal series;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the Xuefeng Palaeo-cont inent; the

Middle Huna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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