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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江西永丰一崇仁盆地上白垩统河口组、塘边组和莲荷组的沉积特征及沉积环境．认为其主要

为一套洪冲积扇一辫状河一滨浅湖相沉积；研究了永丰一崇仁盆地晚白垩世沉积与构造的耦合过程，识别出3个构造．

沉积演化期。即河口期、塘边期及莲荷期。河口期在剧烈断陷拉张作用下发育河流-冲积扇相沉积；塘边期构造相对

稳定。断陷拉张作用减弱，发育河流一湖泊相沉积；莲荷期构造以盆地西北侧地层相对隆升为主，发育河流-冲积扇相

沉积。本文认为永丰一崇仁红盆的形成和演化明显受到构造运动、气候及物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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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晚白垩世陆相红盆地层发育广泛，露头

较好。前人在岩石地层、层序地层、沉积古地理等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卜81。江西永丰一崇仁红盆

是一个北东向展布的条带状断陷盆地，与抚州盆地、

泰和盆地同位于赣杭构造带(图1)。盆地北西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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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江西永丰一崇仁红盆大地构造位置图‘93

Fig．1 Tectonic location of Yongfeng—Chongren red basin

in Jiang】【i Province

断层破坏，红层仅分布于残存的盆地南东侧，主要发

育上白垩统圭峰群河口组(K。^)、塘边组(K：￡)和莲

荷组(Kz—E。ZIll)，沉积厚度大，沉积分异明显。本

文分析了该地区上白垩统沉积特征及沉积作用对构

造的响应，研究了晚白垩世构造一沉积演化过程及其

控制因素。

1上白垩统沉积特征

永丰一崇仁陆相红盆上白垩统自下而上构成一

个洪冲积扇、辫状河一河流、湖泊相一辫状河、洪冲积

扇组成的“粗一细一粗”近似对称的沉积旋回。

河口组以紫红、砖红色厚层一巨厚层状复成分

砾岩、中厚层状砂砾岩及含砾中细砂岩为主，厚130

～650 m。河口组地层主要分布在盆地东南缘，角

度不整合于前寒武纪变质岩或早白垩世湖溪单元碎

斑花岗斑岩之上。在详细实测野外剖面的基础上，

依据岩性组合特征，河口组白下而上划分为3段(图

2)：第一段主要为中厚层砂砾岩夹厚层复成分砾岩，

发育平行层理及斜层理，由下而上砾石含量增加，砾

径变大，单层厚度加大，逐渐过渡为厚层复成分砾

岩，沉积于辫状河一冲积扇环境；第二段以复成分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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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为主，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花岗斑岩和变质岩以

及部分灰岩砾石。磨圆程度差，多呈次棱角状一次

圆状；分选性差，大小混杂，2～35 cm不等。局部可

见筛积结构(图3A)和斜层理及正粒序沉积构造，主

要为冲积扇相沉积。在扇端相含细砾泥质粉砂岩中

发育Trypanites遗迹化石(图3B)；第三段底部发育

大型冲刷面(图3C)，该段见有砂砾岩、含砾粗砂岩

及含砾中细砂岩组成的多个正粒序旋回，单个旋回

向上砾石含量递减、中细粒砂粒含量递增，具有辫状

河沉积特征。

塘边组 主要由紫红色中厚层状粉砂岩、泥质

粉砂岩及含砾细砂岩组成，厚度为350～1300 m。

该组分布于盆地中部，与河口组整合接触。自下而

岩为主，底部为含砾细砂岩，砾石多呈扁平砾，局部

可见叠瓦状排列(图3D)。粉砂岩中发育有大量垂

直的柱形潜穴石针迹Skolithos(图3E)，为辫状河一

滨浅湖相沉积，以滨浅湖相沉积为主；第二段主要为

粉砂质细砾岩、砾质粗砂岩和含砾中细砂岩，发育平

行层理及交错层理。砾石以花岗斑岩为主，含少量

脉石英，分选性相对较好，磨圆程度中等，以辫状河

沉积为主；第三段以中厚层泥质粉砂岩为主，含豆

状、姜状钙质结核(图3F)，发育水平层理，局部见交

错纹层，并发育有Thalassinoides遗迹化石(图

3G)，反映该段为滨浅湖沉积环境。

莲荷组主要由紫红色厚层状砾岩、复成分砾

岩、含砾中细砂岩以及条带状粉砂岩组成，厚度为

上划分为3段(图2)：第一段以粉砂岩及泥质粉砂 150～1100 m，底部含砾细砂岩与塘边组泥质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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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永丰一崇仁盆地白垩纪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2(二omprehensive column of the Cretaceous strata in Yongfeng—Chongre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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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永丰一崇仁盆地上白垩统沉积特征

Fig．3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Cretaceous in Yongfeng—Chongren basin

A一筛积结构；B一遗迹化石Trypanites；C一冲刷面；D一塘边组一段砾石叠瓦状构造；E一柱形潜穴石针迹Skolithos；F一钙

质结核；G一遗迹化石Thalassinoides；H一莲荷组一段直径达45 cm的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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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接触。该组主要出露在盆地西北侧，分布面积

相对较小，自下而上划分为2段(图2)：第一段以含

砾泥质中细砂岩、含砾中细砂岩含砾粗砂岩及粉砂

质细砾岩为主。砂岩层中发育斜层理，并可见由底

部细砾岩至中细砂岩组成的正粒序旋回，偶见巨砾

漂浮于砂岩中(图3H)，反映出该段为辫状河相沉

积；第二段主要由砖红色厚层一块状砾岩、复成分砾

岩夹含砾中粗砂岩组成，砾石成分以石英、砂岩及变

质岩为主，花岗斑岩及灰岩少见，分选性差，磨圆度

差，多为棱角状一次棱角状，砾径从2～200 mm不

等，发育筛积结构，反映该段处于冲积扇沉积环境。

2构造一沉积演化

印支运动后，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俯冲，中国

大地构造进入了滨太平洋构造域发展时期[1引。侏

罗纪开始的燕山运动，使中国东南部进入陆相沉积

历史阶段[1卜12]，拉开了晚中生代时期的构造、沉积演

化序幕。白垩纪受太平洋板块向东亚陆缘俯冲作用

影响[1 3。14]，研究区内碰撞作用减弱而转入伸展拉张

阶段[1争16]，以引张为主的断块作用导致晚白垩世一

系列陆相断陷盆地的形成[1 7|。根据永丰一崇仁盆地

上白垩统三个组的沉积发育特征，可划分为河口期、

塘边期和莲荷期三个构造一沉积演化阶段。

河口期：整个河口期以断陷拉张为主。河口组

主体为冲积扇沉积，根据野外实地测量，盆缘不整合

面倾角接近60。，且据70年代在该盆地所测得的地

震波组资料可知其剥蚀厚度大于残留厚度[181，这说

明当时断陷拉张作用十分强烈。盆地两侧山岭较

陡，易于风化剥蚀。伸展拉张后盆地开始接受沉积，

正断层下盘一侧的裂陷肩部高出盆地后遭受风化剥

蚀并提供沉积物源。季节性洪水或山麓径流冲积形

成不同规模的冲积扇体。根据野外扁平砾石产状统

计玫瑰花图所示(图4)，该期砾石主要来自盆地西

北部，部分来自东南部，说明受永丰一抚州断裂影响，

盆地西北侧山体较东南侧相对于盆地的高差更大，

遭受到的风化剥蚀更剧烈，为盆地提供了更多的物

质来源。在冲积扇顶部，山麓径流汇聚成放射状的

分支河道，发育辫状河沉积。

塘边期：断陷拉张作用较河口期平缓，盆地处于

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河流一湖泊沉积环境发育。可

能由于构造的间歇性挤压和拉张，湖盆水体深浅发

生交替变化，形成了进积和退积沉积序列的上下叠

置。湖盆水域面积扩大，沉积物搬运距离较远，分选

性和磨圆程度较好，陆源碎屑粒度变细，沉积速率减

慢，沉积一套由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组成的细碎屑岩

系，表现为退积叠置序列。该期湖盆水域面积减小，

发育河流相为主的粗粒沉积和滨浅湖沉积构成的进

积型叠置序列。如此往复，形成地层剖面上河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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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永丰一崇仁盆地河口期、塘边期、莲荷期构造运动示意简图

Fig．4 Sketch map showing tectonic moVements of the Hekou period，TaIlgbian period and Lianhe period in Yongfeng—

Chongre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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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泊相沉积的频繁叠置。

莲荷期：该期处于盆地沉积演化的晚期，野外扁

平砾石产状统计玫瑰花图(图4)显示，该期物源主

要来自盆地西部及西北部，表明盆地北西侧物源区

再次遭受较强的风化剥蚀。河流下切侵蚀和溯源侵

蚀加剧，河床坡降变大，水动力条件加强，河道侧向

迁移迅速，发育辫状河沉积。在季节性山麓洪积作

用下，发育近源冲积扇相沉积，扇体规模较小，叠覆

于辫状河沉积体之上。莲荷组在整个盆地中分布面

积较小，且局限在盆地北西边缘，这反映了当时红盆

萎缩时的收敛趋势。

3盆地沉积演化主控因素

构造、气候和物质来源共同控制了永丰一崇仁上

白垩统盆地的沉积演化，构造是最主要的控制因素。

构造活动对区域内地层的分布、沉积相的组合

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控制了盆地由拉伸形成到挤

压封闭的整个演化过程。河口期，盆地在剧烈的断

陷拉张作用下，两侧陆地区遭受强烈剥蚀，盆地边缘

发育近源快速堆积的冲积扇相及辫状河相沉积；塘

边期，断陷拉张作用减弱，盆地在相对稳定的构造环

境下发生震荡性运动，形成了辫状河与滨浅湖相频

繁叠置的剖面结构；莲荷期，盆地西北侧隆升强烈，

莲荷组局限在盆地西北部，表现为冲积扇相为主，表

明红盆渐趋封闭。通常情况下，灰岩主要以化学风

化形式被剥蚀和搬运，河口组和莲荷组中灰岩砾石

的存在，可能说明有同沉积断裂活动，导致了灰岩的

机械剥蚀、搬运和沉积。

气候影响沉积物供给和水流，改变盆地内水体

的蒸发量及降雨量[1 9’20|。江西省上白垩统含有大量

石膏、芒硝及钙质结核，反映了晚白垩世以暖干气候

为主，其早期主要为干旱环境，晚期为干旱一半干旱

环境[2卜221。气候干热时雨季短暂，暴雨频发，季节性

山洪发育，沉积物以季节性河流洪泛沉积和冲积扇

沉积为主。在蒸发作用强烈的地区，湖水盐度过高，

蒸发岩发育。

陆相断陷盆地周围物质来源直接影响盆地内各

地层单元的岩性特征。河口期物源主要来自盆地两

侧前寒武纪变质岩区及早白垩世火山岩区，以西北

部山区为主，部分来自东南部，导致砾石成分以变质

岩和花岗斑岩为主；塘边期，盆地东西两侧都提供了

大量物源，砾石主要成分为变质岩和花岗斑岩，其次

为砂岩及石英；莲荷期物质来源则以盆地西北缘变

质岩区及陆源碎屑岩区为主，导致莲荷组砾石成分

主要为变质岩及砂岩，其次为石英，而灰岩和花岗斑

岩则较少。

4 结 论

江西永丰一崇仁盆地上白垩统河口组、塘边组和

莲荷组主要为一套洪冲积扇一辫状河一滨浅湖相沉

积；盆地主要有河口期、塘边期及莲荷期3个构造一

沉积演化期。河口期以断陷拉张为主，在剧烈断陷

拉张作用下发育河流一冲积扇相沉积；塘边期盆地处

于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断陷拉张作用减弱，发育河

流一湖泊相沉积；莲荷期构造以盆地西北侧地层相对

隆升为主，发育河流一冲积扇相沉积。永丰一崇仁红

盆的形成和演化明显受到构造运动、气候及物源的

控制，构造是最主要的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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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 Cretaceous tectonic。sedimentary

Chongren basin in Jiangxi

eVolution of Yong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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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of the upper Creta—

ceous Hekou Formation，Tangbian Formation and Lianhe Formation of Yongfeng—Chongren basin in Jian—

g】【i Province． It is regarded that the sedimentary facies are mainly consisted of fluvial—a11uvial fan—braided

river—coastal shallo、^r-lake facies． By studying the Late Cretaceous sedimentary and tectonic coupling

process of Yongfeng—Chongren basin，three tectonic—sedimentary eV01ution periods，including Hekou peri—

od，Tangbian period and Lianhe period are recognized．Affected by fault—extension tectonics，fluvial—alluvi—

al fan depositional system was developed in the Hekou period；in the Tangbian period，the tectonic move—

ment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fault—extension tectonics was decreased，fluvial一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was deVeloped；it was developed fluvial—aUuvial depositional system in the Lianhe period when the

strata in the west—north basin was relatively rising．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ev01ution of

Yongfeng-Chongren red basin was significantly controlled by tectonic movement，climate and provenance．

Key words：Yongfeng-Chongren red basin；Late Cretaceous；tectonic evolution；sedimentary characteris—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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