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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中元古代末发生的晋宁运动在中国南方扬子陆块的周缘形成碰撞造山带棳使华夏暍川滇藏等陆块与扬子陆块拼合成统一

的华南古大陆棳奠定了新元古代暘早古生代盆地发育的基底暎新元古代暘早古生代棳中国南方在陆块裂解暘离散暘聚合不同的

构造运动体制下棳分别在扬子陆块的边缘和内部形成了不同的盆地原型及其演化序列暎在扬子陆块的南暍北缘棳主要形成了裂

陷暘被动大陆边缘坳陷暘前陆盆地的原型演化序列椈在扬子陆内棳由陆块离散拉张背景下整体下沉形成的碳酸盐岩台地演化为

陆块聚合挤压背景下形成的台内坳陷盆地暎而且棳经加里东运动后棳中国南方大陆得到了新的增生和统一棳基本构造格局已经

形成暎
关键词椇盆地基底椈陆块裂解暘离散暘聚合椈盆地原型椈新元古代椈早古生代椈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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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晋宁运动与盆地基底

中国南方大陆是由扬子暍华夏棽个主要陆块以

及一些大小不等的微陆块棬或地块棭在不同时期以

不同方式拼贴而成棳并不断增生的复合大陆暎中元

古代末棬棻棸棸棸斖斸左右棭的晋宁运动棳奠定了中国

南方新元古代暘古生代盆地发育的基底暎
已有研究表明棳新太古代棬大于棽 棸棸斖斸棭中

国南方扬子暍华夏棽个主要陆块的陆核已经形成棳
于 古元古代棬棽 棸棸暙棻椄棸棸斖斸棭进一步增生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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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陆块棳随后于中元古代棬棻椄棸棸暙棻棸棸棸斖斸棭曾
经历过裂解暘拼合棽个重要过程椲棻棳棽椵暎裂解作用主

要发生在中元古代早暍中期棳在扬子古陆周围形成

裂解的坳拉槽棬或小洋盆棭棳如椇扬子古陆西缘的裂

解形成盐边暘石棉洋棳与川滇藏陆块分隔椈东南缘

裂解形成黔东坳拉槽与四堡暍九岭岛弧棳岛弧之外

以边缘海棬如椇怀玉山地区棭与华夏陆块分隔椲棾暙 椵椈
北缘以南秦岭裂陷槽分隔了中秦岭等地块棳等等暎
中元古代晚期棬棻棽棸棸暙棻棸棸棸斖斸棭棳在全球陆块汇

聚形成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背景下棳川滇藏陆块暍
华夏陆块及一些微陆块与扬子陆块发生碰撞造山棳
即晋宁运动棬与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聚合过程中具全

球性的格林威尔造山运动相对应棭棳形成最早的暟华
南古大陆暠棳并成为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组成部

分椲椂暙椆椵暎现有资料显示棳该碰撞造山事件在康滇暘
龙门山暍南秦岭暍雪峰暘九岭暘怀玉山等地形成环

扬子古陆周缘分布的晋宁碰撞造山带暎而且棳此次

地质构造事件造成了中国南方中暍新元古界之间的

广泛不整合暎
需要指出的是棳由于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和背

景不同棳此次运动在中国南方各区表现出各自的特

殊性棳并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棳如滇中的晋宁运动暍
黔东的梵净山运动暍湘西的武陵运动暍赣北的九岭

运动暍浙西的神功运动等棳但它们都代表了中元古

代末期坳拉槽或洋盆关闭至陆暘陆碰撞的作用过

程暎因此棳晋宁运动不仅使扬子古陆的地域范围得

到了进一步扩大棳而且由此奠定了中国南方新元古

代暘早古生代盆地发育的构造基础暎
棽暋新元古代早期陆块裂解与盆地原型

新元古代早期棬椆棸棸暙椃棸棸 斖斸棳相当于青白口

纪暘南华纪棭棳全球罗迪尼亚超级大陆发生解体棳中
国华南古大陆也相应发生裂解暎就当时全球而言棳
该超级大陆的解体大都是沿着格林威尔期造山带

进行的棳并形成一些全球性分布的大陆裂谷带棳但
大多数裂谷很快就夭折了棳只有少量一直延续发展

演化成大洋棳控制着当时的全球古洋暘陆格局椲椂椵暎
中国南方也不例外棳裂解作用主要沿着晋宁期拼接

带或平行其附近发育棳发育了众多裂谷带棳如椇西侧

沿龙门山暘康滇地轴部位形成近南北走向的裂陷

带棳北侧形成东西走向的南秦岭暘大别暘苏鲁裂陷

带棳东南侧沿雪峰暘九岭暍赣东北断裂带暍江绍断裂

带暍赣南暘粤桂一带形成多条北东走向的裂陷带

棬图棻棭暎而且棳该阶段拉张裂陷作用普遍伴有强烈

的火山喷发活动棳裂陷内主要充填了一套陆相或海

图棻暋中国大陆南方新元古代早期陆块裂解与盆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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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火山暘沉积岩系棳其中发育于陆内的一些裂陷于

青白口纪末就已消亡棬如椇康滇暍神龙架暍赣北暘皖

南裂陷棭棳只有近陆缘的一些裂陷持续发育到南华

纪棬如椇南秦岭裂陷棭或转化为沉降坳陷暎
青白口系在扬子陆块之上主要为一套陆相喷

发的中基性火山岩暘类磨拉石建造棳如椇川西的苏

雄组暍鄂西北的马槽园组暍赣西北的落可岽群暍浙西

的骆家门组暘上墅组暍皖南的邓家组暘铺岭组等棳
它们不整合在中元古界之上棳与上覆南华系呈不整

合或假整合接触棳反映一些裂谷在青白口纪末就已

经消亡暎南华系在川西为一套山麓暘河流相沉积棳
在中暍下扬子及其边缘地区为一套滨浅海相碎屑岩

建造棳为南华纪间冰期海侵向扬子陆上超覆沉积

所致暎
扬子陆块南北两侧边缘棳主要发育海相型裂

谷棳青白口系和南华系以超覆不整合或假整合暘整

合接触棳沉积基本连续暎如椇北侧南秦岭暘大别裂

陷带棳青白口系暘南华系棬陨西群暘耀岭河群暍随州

群暍张八岭群等棭总体为一套海相火山暘碎屑岩建

造棳岩性主要为酸性和基性火山碎屑岩暍熔岩暍复陆

屑砂泥质岩夹火山角砾岩暍碳酸盐岩暍硅质岩和铁

锰质岩棳与上覆南华系呈整合或假整合接触暎东南

侧黔东暘湘桂一带棳青白口纪暘南华纪为一大型坳

陷暘断坳带棳其内青白口系棬板溪群暍丹洲群暍神山

群等棭总体为一套浅暘棬次棭深海相火山复理石或钠

质基性暍酸性火山岩建造棳以含碳泥质岩暍火山碎屑

沉积岩暍粉砂岩和砂岩韵律互层夹硅质岩为主要特

征棳总的沉积面貌由西北向东南水体逐步加深棳沉
积相带相应由滨岸相暘浅海相暘棬半棭深海相过渡棳
上覆南华系基本继承青白口系沉积格局棳间冰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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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侵不断向扬子古陆超覆沉积暎
至于东南华夏陆块区棳因受中生代火山岩大面

积覆盖及后期剥蚀与构造改造棳前震旦系地层出露

零星且多已变质棳其原始沉积面貌难以完全恢复暎
据地表地质调查资料棳南华系地层主要出露在闽粤

一带棳如椇闽西暘粤东的楼子坝组暘丁屋岭组暍闽中

的迪口组暘龙北溪组暍闽西北的吴墩组暘龙北溪

组棳主要为一套滨浅海相细碎屑砂暍泥岩夹硅质岩暍
火山岩组合暎在桂东暘粤西暘赣南一带棳前震旦系

棬桂东贺县的鹰阳关群暍粤西信宜的云开群棭主要为

一套变质火山岩暍火山碎屑岩和碎屑岩建造暎由此

不难推测棳该区也曾经历过裂解过程棳陆块内部应

发育以北东走向为主的条状断槽棳将此区裂解成多

个小陆块暎
此外棳现有资料反映椲棻棸棳棻棻椵棳位于华南古大陆西

南缘的滇西暘藏东一带在晚元古代早期也曾经历

过裂解暎在玉树暍巴塘暍木里一带棳青白口系为一套

火山碎屑暍陆源碎屑复理石夹中暍基性火山岩椈玉树

附近的基性火山岩主要为橄榄玄武岩棳其同位素地

质年龄有椄椃椂棳椆椆椆斖斸暎沿哀牢山断裂带分布的哀

牢山群暍苍山群变质岩系可能是一套相当的地层单

位棳其原岩为杂陆屑砂岩暍泥质岩夹碳酸盐岩暍中基

性火山岩棳属火山复理石建造棳哀牢山群铷锶法同

位素地质年龄有椄棾椃棳椆椆棽棳棻棸棻斖斸暎这些信息反

映在震旦纪前金沙江暘哀牢山一带及木里等地曾

发生过裂解暎
棾暋震旦纪暘中奥陶世陆块离散与盆

地原型

暋暋震旦纪暘早古生代早期棳由于陆块离散棳扬子

陆块漂浮于古大洋之中棳周边散立着众多微陆块棳
可能包括华夏裂解的微陆块棬如椇浙闽暍云开棭暍湘
赣暍湘桂等棳形成多岛洋格局暎由于受强烈拉张作

用棳发生陆壳移离棳先前环扬子古陆北暍东南暍西南

棾面边缘的裂陷经热衰减沉降转化为广阔的被动

大陆边缘坳陷盆地棬图棽棭暎同时棳扬子陆块整体下

沉接受全面海侵覆盖棳发育了自震旦系陡山沱组开

始的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盖层暎
棾棶棻暋扬子陆块北缘

指襄樊暘广济断裂以北的南秦岭暘大别及苏

鲁一带暎早古生代棳该区为扬子陆块面向秦祁昆洋

棬古中国洋棭的被动边缘暎以南秦岭地区为例棳该区

震旦系暘下古生界地层的沉积及其横向变化特征棳
反映具有类似大西洋型被动大陆边缘的构造暘沉

积组合暎据吉让寿等研究椲棻棽椵棳该区寒武系暘中奥

图棽暋中国大陆南方震旦纪暘中奥陶世盆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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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统构造暘沉积呈明显分带特征棳自南向北由扬子

地台向北秦岭洋方向依次为椇台地暘台地周边棬南
大巴棭暘浅暘半深海垒堑式断陷棬北大巴暘南秦岭

南部及东延的随州暍浠水棭暘岛状隆起棬小木岭暘淅

川棭暘向洋斜坡棬山阳暘柞水棭暘深海盆暘洋盆棬北
秦岭棭暎显然棳该盆地具明显的垒暍堑结构棳沉降沉

积中心在安康暘随州一带棳地堑内以欠补偿较深

海暘深海相碳棷硅质岩暍黑色页岩暍泥岩暍碳质灰岩暍
复理石夹火山岩为主要沉积特征棳其南暍北两侧分

别与扬子台地边缘和中秦岭台垒过渡棳以浅海相碳

酸盐岩暘细碎屑岩沉积为主暎
棾棶棽暋扬子陆块东南缘

指江南断裂暘武陵暍雪峰西侧断裂一线以东的

广大地区棳包括东南沿海棬华夏陆块区棭在内暎震旦

纪暘中奥陶世棳扬子陆块东南部的沉积特征是从台

地碳酸盐岩向陆架斜坡碎屑岩相过渡棳也表现出典

型的古被动大陆边缘性质椲棻棸椵暎从西北向东南可分

出棾个构造暘沉积组合带椲椃椵暎
欠补偿陆架断坳带棳即被动大陆边缘内带暎位

于浙西暘皖南暘赣北暘湘西暘黔东一带棳南至江

绍暘萍乡断裂带暘衡阳暍恭城一线暎该带大部分地

段为后期冲断推覆暎其东北段安徽石台县和西南

段广西河池等地区可看到与扬子克拉通周边的沉

积过渡棳在衡阳以南见该带与东面的赣南暘粤西北

深海复理石带呈过渡关系暎震旦系暘中奥陶统以

碳棷硅质岩暍泥碳酸盐岩暍笔石页岩沉积为主棳发育

含原生黄铁矿细粒的薄层黑色灰岩棳地层厚度薄棳
水平层理发育棳陆源碎屑少棳生物群以球接子暍漂浮

三叶虫和笔石为主棳因此是水体较深暍离岸较远的

滞流沉降地带棳以坳陷为主棳仅早期有正断层活动暎
但横向暍纵向变化大棳总趋势是从北东暍西北向西

暏椄棿棿暏 暋暋暋暋暋暋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第棽椆卷暋暋



南暍东南方向碳酸盐岩成分减少暍宽度变窄棳而碎屑

岩增多暎在皖南暍浙西暍湘中地段棳纵向上表现为由

南华纪的滨浅海碎屑岩暍浅海冰筏碎屑岩夹火山碎

屑岩暘震旦纪暘早寒武世早期的硅质岩暍黑色页

岩暍碳酸盐岩暘早寒武世晚期暘中晚寒武世的富含

有机质灰岩暍泥质条带灰岩暍链状灰岩暘奥陶纪的

笔石页岩棳反映海水不断加深和向北西侵进的

过程暎
深水复理石坳陷带暎位于赣南暘粤桂一带棳其

东界大致在武夷山西侧暘石城暘云开断裂带暎该

带从西北向东南有硅泥质增多的趋势棳代表了向洋

方向的陆坡复理式沉积特征暎这套复理式沉积自

下而上从细砂岩暍粉砂岩和页岩的韵律棬斱暘暘斆棭过
渡到以泥岩暍碳硅质岩为韵律互层棬斚棻暘棽棭棳其沉积

厚度变化大棳化石稀少棳仅有一些无铰腕足类暍笔石

和海绵骨针棳沉积物中砂岩暍粉砂岩成分成熟度和

结构成熟度很高棳主要是石英砂岩棳而长石石英砂

岩很少暎但在一些水下隆起棬如椇鹰扬关棭碎屑较

粗棳厚度较薄暎此外棳尽管该带岩石经受了强烈形

变和轻微变质棳但浊积特征清楚棳一些地方发育改

造浊积岩而沉积的等积岩暎该带火山活动微弱棳沿
西侧湘南暍粤桂边境和赣中暘粤中棽条北北东向地

带中分布有以中基性为主的火山岩棳并以夹层产

出棳主要喷发期为南华纪棳代表了早期拉张破裂暎
浙闽粤火山岩暘复理石盆地带暎该区紧邻东

南古大洋棳处于被动大陆边缘的外带暎据已有资料

显示棳在政和暘大浦断裂带附近棳震旦系暘下古生

界在福建大田县剑斗一带为一套较深变质的火

山暘沉积岩系棳其东侧福建周宁地区中生代火山岩

之下分布的变基性火山岩为其北延部分棳并可延至

浙江永嘉一带棳在政和地区出露有暟边缘海暠地球化

学特征的超基性岩群棳在长乐暘南澳变质带的变质

岩系中还发现有震旦纪暘中奥陶世的微古化石暎
由上述信息棳并联系前后区域构造演化棳推测该区

可能呈多个微陆块散立格局棳微陆块之间以深断槽

相隔棳部分深断槽中甚至出现过小洋盆棳政和暘大

浦断裂带可能是深断槽发育的主要部位暎在沉积

特征上棳微陆块之上为面状分布的碎屑复理石沉

积棳断槽内为火山岩暘复理石沉积棳局部还可能存

在隆起棳提供了丰富的碎屑沉积物源暎此构造格局

与现今南海盆地暍菲律宾海北部盆地构造类似暎
至于滇黔桂地区棳其属于湘桂地块椲棻棾椵棳为加里

东期拼贴的外来块体暎晚元古代暘早古生代棳它与

扬子陆块逐步靠近并碰撞拼贴棳最早的拼贴可能在

震旦纪末暘寒武纪初就已开始棳其拼贴作用使扬子

陆块南部边缘逐步隆起棳首先形成的是牛首山隆

起棳而后是雪峰山隆起棳最后是黔中隆起暎寒武

纪暘奥陶纪棳该区已由前震旦纪的暟地槽型暠沉积转

化为相对稳定的暟地台型暠沉积棳发育较稳定的碳酸

盐岩和碎屑岩棳并呈现由南向北水体逐渐加深的格

局暎志留纪棳在东南云开地块的碰撞推动作用下棳
本区全面隆升并遭受挤压褶皱变形棳并与扬子南缘

黔中暍雪峰隆起连为一体暎因此棳震旦纪暘早古生

代早期棳由于其与扬子陆块的靠近棳使扬子陆块南

部被动边缘的发育受到了限制棳但仍维持较深水的

沉积环境暎
棾棶棾暋扬子陆块西南缘

指康滇隆起以西暍松潘地块以南至澜沧江之间

的广大地区暎该区自新元古代以来长期处于拉张

应力作用之下棳为面向前特提斯洋发育的一超长期

张裂被动大陆边缘暎早古生代棳该区总体呈一向西

南倾斜的断阶状斜坡格局棳金沙江暘哀牢山一线暍
甘孜暘理塘一线为主要的拉张裂陷带棳其中金沙

江暘哀牢 山 一 带 于 早 奥 陶 世 曾 达 到 狭 洋 盆 规

模椲棻棸椵暎该区中暘下寒武统以泥质岩暍细碎屑岩沉

积为主棳夹黑色泥岩和基性火山岩棳上寒武统为浅

海暘半深海泥质岩暍泥质碳酸盐岩韵律沉积椈早暍中
奥陶世棳由于拉张断陷活动增强棳形成沉积分异明

显的台块与断槽相间格局棳断槽中沉积了很厚的海

相碎屑岩棳自下而上由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暍石英砂

岩夹泥岩到以泥质粉砂岩暍泥岩为主棳反映水体不

断加深棳但未达到深水环境棳为边沉积暍边断陷的结

果棳而在台块上则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棳早期为泥

质灰岩暍白云质灰岩沉积棳中期为白云岩夹灰岩暍钙
质粉砂岩沉积棳晚期沉积了与宝塔灰岩类似的薄层

瘤状灰岩或胶缩灰岩棳代表潮下高能带及局限台地

相沉积环境暎
棾棶棿暋扬子克拉通区

从震旦纪开始至早古生代早期棳扬子陆块区处

于相对稳定总体下沉的状态棳有条状坳陷和隆起出

现棳除康滇一带发育较长期的隆起外棳扬子陆块主

体被海水淹没棳故沉积组合在大范围内较均齐暎随

着陆块边缘的裂离棳海侵扩大棳地层向克拉通内超

覆棳总体以发育台地相碳酸盐岩为主棳而碎屑岩相

沉积主要集中在康滇隆起周围棳向外与川黔蒸发岩

台地过渡棳并主要在川东南暘黔北地区发育一相对

稳定的台内坳陷棳其内堆积了近棾棸棸棸旐厚的震旦

系暘中寒武统膏盐岩夹碎屑岩沉积棳为陆块离散背

景下在台内产生热沉降坳陷的沉积反映棳而其他地

区发育的坳陷规模一般不大棳且时有时无棳范围也

暏椆棿棿暏暋第 期暋暋暋暋暋暋暋周小进等棶中国南方新元古代暘早古生代构造演化与盆地原型分析



不断变化暎
棿暋晚奥陶世暘志留纪陆块聚合与盆

地原型

暋暋该阶段发生的最主要构造事件是东南一些微

陆块先后与扬子陆块碰撞拼贴棳形成著名的东南沿

海加里东增生造山带暎同时棳环绕扬子陆块北暘西

南侧的秦祁昆洋与前特提斯洋也进入俯冲消减阶

段棬图棾棭暎因此棳该阶段扬子陆块周缘处于洋盆俯

冲消减与陆块汇聚暘碰撞的大地构造环境下棳与当

时全球板块汇聚形成冈瓦纳超级大陆的背景有关暎
在此背景下棳扬子陆块边缘及内部的盆地构造演化

发生了巨大变化暎
棿棶棻暋扬子陆块东南缘

自晚奥陶世起棳由于东南沿海先前裂解离散的

一些微陆块棬如椇浙闽暍云开暍湘赣暍湘桂等棭汇聚并

拼贴到扬子陆块的东南缘棳导致浙闽粤地区产生造

山与冲断隆起棳并使扬子陆块东南被动边缘转化为

前陆盆地暎且这一过程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逐渐

推进的棳早期碎陆块的拼贴造成绍兴暘江山暍赣

州暘云开一线以东的褶皱冲断棳震旦系暘中奥陶统

发生中浅变质棳同时伴有大规模花岗岩侵入和基底

隆升棳缺失晚奥陶世暘志留纪沉积棳主要拼合带有

长乐暘厦门带暍龙泉暘大浦带暍绍兴暘江山暘武夷

山西暘云开山西带棳它们依次自东南向西北冲断推

覆暎晚奥陶世棳前陆盆地主要分布在绍兴暘江山暘
武夷山西暘云开山西一线以西棳盆地中心靠近冲断

带部位棳沉积了棽棸棸棸暙棿棸棸棸旐 厚的浅海复理石棳
同时在前陆盆地的雪峰暘江南一带形成后缘隆起

棬雪峰地区最先露出水面棭椲椂棳棻棿椵暎志留纪中暍晚期棳
随着微陆块的进一步拼贴棳冲断作用向北西推进棳

图棾暋中国大陆南方晚奥陶世暘志留纪盆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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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进了前陆盆地部分棳同时前陆盆地沉降沉积中心

向西迁移至雪峰山暘江南隆起带及其北侧附近棳沉
积物变粗暎由于此次碰撞拼贴是由多个碎陆块向

扬子陆块东南缘汇聚产生的棳受一些碎陆块形态及

其汇聚方向差异等因素影响棳在一些碰撞地块的前

后缘仍有残留海盆存在棳如钦防暍黔南地区棳表现为

暟软碰撞暍弱造山暠的特征暎
棿棶棽暋扬子陆块北缘

自中奥陶世晚期起棳秦祁昆洋开始进入俯冲消

减阶段棳其主洋盆的东段暘暘暘东秦岭地区呈现向华

北陆块南缘的单极性俯冲棳在华北陆块南缘相应发

育了活动大陆边缘的弧暘盆体系及俯冲的双变质

带棳而扬子陆块北缘仍保持被动边缘性质棳基本继

承了前期的构造暘沉积格局棳总体以欠补偿性的深

水相笔石相砂泥复理石暍碳泥质岩沉积为主暎至

中暍晚志留世棳随着扬子与华北两陆块的靠近棳中秦

岭山阳暘柞水一带隆升棳陆源碎屑增多棳盆地转为

以补偿性充填为主棳以砂泥岩和含丰富底栖生物的

碳酸盐岩沉积为主棳为陆块碰撞的前奏反映暎从早

泥盆世开始棳扬子陆块与华北陆块发生碰撞棳形成

北秦岭造山带棬是加里东晚期暘早华力西期秦祁昆

造山带的组成部分棭棳并在其山前棬山阳暘柞水一

带棭形成南秦岭前陆盆地棳沉积了棾棸棸棸暙棿 棸棸旐
的巨厚泥盆系棳随后因北部褶皱冲断向南推进棳前
陆盆地沉降中心南移棳于石炭纪逐步萎缩消亡暎

因此棳扬子北缘经历了与其东南缘同样的盆地

原型演化序列棳只是在时间上有所先后棳即所谓的

异时同序现象暎
棿棶棾暋扬子陆块西南缘

中暍晚奥陶世棳位于昌都暘思茅地块西南侧的

前特提斯洋具有向北棬扬子暘华夏陆块一侧棭俯冲

的特征暎当时该洋盆西段分布着诸如昌都暘思

茅暘印支陆块链棳东段分布着南海暍浙闽沿海小陆

块暎从印支陆块北缘分布有晚奥陶世暘早志留世

的岛弧棳其洋壳蛇绿混杂岩中棬越南马江棭侵入有泥

盆纪花岗岩并被红色泥盆系地层覆盖棳在思茅地块

西侧的临沧花岗岩岩基中发现有棿棾棾 斖斸黑云母

花岗岩和棿棽棸斖斸花岗闪长岩棳在澜沧群基性火山

变质岩中发现有棿棻棸 斖斸蓝片岩棳在中咱暍木里等

地缺失晚奥陶世地层棳志留系假整合在中下奥陶统

之上棳以及康滇古陆西南缘泥盆系不整合在老地层

或下古生界之上等情况看棳西南大陆边缘的近洋部

分曾褶皱隆升棳与该洋盆向北俯冲有关暎但志留纪

该区又再次下沉接受海侵棳并在中晚志留世遭到再

次拉张棳甘孜暘理塘暍金沙江暘墨江一线为主要拉

暏棸棿暏 暋暋暋暋暋暋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第棽椆卷暋暋



张裂陷带棳使该区呈现断槽与台块相间格局棳断槽

内为复理石暘火山岩建造棳并连续接受了泥盆纪至

石炭暘二叠纪沉积棳台块上主要为碳酸盐岩建造暎
此外棳从保山暘羌南陆块北缘连续发育早古生代暘
晚古生代被动大陆边缘和钦防暘马江暘墨江海槽

内泥盆系与志留系连续沉积的情况看棳前特提斯洋

的俯冲消减并未使该洋盆消亡暎
综合以上信息可作出如下推论椇晚奥陶世暘志

留纪棳前特提斯洋向北俯冲消减和微陆块拼贴主要

发生在扬子东南暘华夏陆块一侧棳而扬子西南缘主

要表现为洋盆俯冲消减与大陆边缘隆起棳并在印

支暘昌都暘思茅地块西缘发育俯冲岛弧以及随后

产生的弧后拉张棳从而使先前的洋盆得到保留棬澜
沧江棭或转化为裂谷带棬金沙江暘墨江棭棳并使其内

早暍晚古生代沉积得到连续发育暎因此棳其构造演

化完全不同于扬子东南边缘暎
棿棶棿暋扬子克拉通区

上述洋盆俯冲消减和陆块碰撞对扬子陆块产

生的综合效应棳改变了先前离散背景下扬子陆块呈

暟中间高暍四周低暠的构造暘盆地格局棳转化为暟中间

低暍四周高暠的古构造暘盆地格局棳形成较深水的台

内坳陷盆地棳并于晚奥陶世五峰期暘早志留世龙马

溪期沉积了一套区域稳定分布且厚度较薄的碳棷硅

质泥页岩棳成为中国南方古生界重要的区域性烃源

岩椲棻 棳棻椂椵暎中暍晚志留世棳随着东南碰撞挤压向北西

持续推进棳以及北部与华北陆块的靠近及随后的碰

撞作用棳扬子克拉通区逐步隆升棳坳陷向中下扬子

地区迁移棳同时沉积水体逐步变浅棳陆源粗碎屑充

填增多暎
暋结论

中元古代末棳全球形成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构

造背景棳使中国南方扬子暍华夏暍川滇藏陆块之间发

生晋宁碰撞造山运动棳奠定了新元古代暘早古生代

盆地发育的基底和构造基础暎
中国南方新元古代暘早古生代盆地的发育演

化经历了棾个明显不同的构造演化阶段棳分别对应

于华南古大陆的裂解及其裂解陆块的离散与汇

聚暘拼合的大地构造环境棳并分别在陆缘和陆内形

成了不同的盆地原型及其演化序列暎其中棳扬子

南暍北缘的盆地原型演化异时同序棳形成了裂陷暘

被动边缘坳陷暘前陆盆地的总体演化序列棳而西南

缘在早古生代晚期未曾有前陆盆地发育棳可能转为

弧后张裂的构造环境暎陆内盆地则由陆块离散背

景下整体沉降的碳酸盐岩台地为主棳演化为陆块汇

聚暘碰撞挤压背景下的台内坳陷暎在此当中棳离散

的被动大陆边缘坳陷和大型台内坳陷是中国南方

下古生界优质烃源岩发育的主要场所棳已被勘探实

践所证实暎
经加里东运动棳中国南方大陆再次得到新的增

生和统一棳其基本构造格局已经形成棳并成为晚古

生代广大碳酸盐台地发育的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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