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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古鄱阳湖东北缘陆相盆地与基底母岩物质来源为例，阐述陆相盆地源区的输送和盆地沉积过程存在的紧密

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最直接的特征是基底母岩区的岩性往往直接控制了盆内沉积物的类型，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母岩成份和

风化剥蚀的方式，就会在盆内形成什么样类型的沉积物。母岩的风化剥蚀作用始终是盆内沉积源源不断的物质来源，因而根

据盆地陆源碎屑岩来自母岩的陆源碎屑组合可以推断源区的母岩类型。

研究这种风化与沉积、剥蚀与堆积的相关性特征是陆相盆地供给和充填作用的一大特色。这种相关性研究的深入，不但

大大提高地层划分的精度，而且也十分有助于陆相地层的广泛对比。尤其是成盆的早期和晚期的粗碎屑岩系的堆积尤为显

著，这是因为粗碎屑岩系中的砾石，最能够直接反映母岩的性质，因而是判断母岩成份、基底抬升程度以及遭受风化剥蚀程度

和方式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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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盆地与盆外构造、古气候等存在一系列相

关性特征，但最直接的相关性特征是基底母岩区的

岩性往往直接控制了盆内沉积物的类型，可以说，有

什么样的母岩成份和风化剥蚀的方式，就会在盆内

形成什么样类型的沉积物，这种源区输送和盆内沉

积过程存在的紧密相关性，是盆地分析的首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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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盆地因化石普遍较少，缺乏权威性的动、植

物化石，特别在中国南方中生代陆相盆地分割性强，

凹陷多，各自成体系，且严格受古地形制约，因而地

层划分与对比常常十分混乱，而源区的搬运和盆内

的沉积响应存在天然互通关系。本文以古鄱阳湖东

北缘陆相盆地为例，探讨这种相关性对盆地研究的

重要作用。

! 古鄱阳湖陆相盆地东北缘沉积特征

古鄱阳湖陆相盆地东北缘位于赣东北景德镇以

西，系指现代鄱阳湖下伏基底地层、以中生代为特征

的陆相盆地。该陆相盆地为一个历经多个构造发展

阶段旋回的复杂盆地，出露地层主要为下、中侏罗统

和白垩系中统地层。

古鄱阳湖东北缘下、中侏罗统地层分布呈零星

状，前人一直称为晚三叠世的安源组（江西省地质矿

产局，!"#$）。工作中采获到下、中侏罗统的植物化

石，因而重新厘定为下、中侏罗统的水北组。水北组

在波阳县游城乡滨田水库出露较好。虽然地层缺失

顶底，但剖面较连续，沉积特征清楚。

该地早、中侏罗世地层厚度不大，仅八十多米。

二分性十分明显。下部为浅灰色、灰白色薄%厚%中

厚层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粉砂质泥岩薄，具纹

理。薄%厚%中厚层粉砂岩未见纹理，但产丰富的植

物化石，计有早、中侏罗世的!"#$%&’($$)*+%,"#-).

)*&’(（紧密毛羽叶），/01,#%&"2#3)*+（带羊齿）、

4$05%&’$16#3)*+（枝脉蕨）等，沉积环境具沼泽漫岸

沉积特征。

上部的岩性虽然比较单调，但几乎以中、细砾岩

的粗碎屑岩系为主。早期的细砾岩，旋回性显著，由

细砾岩与粗、中砂岩互层组成。细砾岩底部常常发

育冲刷面，上部为含砾粗、中砂岩，内部发育平行层

理、板状交错层理和沙纹波状层理，具典型的辫状河

道沉积。中、上部则为单一的中、细砾岩，砾石含量

为,-.!/-.，大小为-+0!,12，砾石成份主要为

石英质，次为硅质，基质组份为炭质、泥质。硅质砾

石中产有海绵骨针。砾石呈次圆状至次棱角状。沉

积类型既有重力流，又有牵引流。牵引流中既有正

粒序，又有反粒序。具有近源快速沉积的特征。因

而该地早、中侏罗世地层由细变粗，由稳定沉积变为

快速，反映盆地具有稳定与活动的双重性。特别是

上部的中、细砾岩每次旋回，与盆外构造运动、古气

候关系最为密切，记录了当时的环境活跃史。

下、中侏罗统之上为大片分布的中白垩统地层。

根据国际磁性年代表（3456478等，!"#9）白垩系的磁

性特征，下、上均为一系列正反向磁性较频繁交互的

特点，而白垩系中期则为单一的正向，该区白垩系地

层自下而上均为正向，因而确定为白垩系中部地层。

中白垩统地层纵向上由粗%细%粗组成巨旋回。

根据中白垩统出现$种不同类型的沉积突变界面，

图! 波阳县滨田水库下、中侏罗统实测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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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砾岩；9%细砾岩；,%含砾粗砂岩；$%含砾中砂岩；0%中、细砂岩；/%细砂岩；I%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泥岩；!-%断层；!!%韵律层理；!9%板状交错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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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划分为!个组一级、"个段一级的岩石地层单

位。每个岩石地层单位均为盆地开裂、形成、扩张和

萎缩演化阶段的某个特定事件作用的沉积响应。

下部粗碎屑岩系称石溪组，根据岩性和沉积构

造组合的差异，可划分为下、上两段。下段以中、细

砾岩为主，砾石大小不一，#$"!%#&’不等，主要为

#$"!"&’。砾石成分主要为变砂岩、石英岩、硅质

岩和少量的白云质。砾石磨圆度为次圆状至次棱角

状，砾石具定向性。该段以“缺乏长期水流流动构造

以及粗碎屑物未被改造”为特征。

石溪组上段以黄色／灰白色巨厚层砾质粗砂岩

出现为开始，往上变薄、变细，纵向上频繁出现。底

部普遍发育波状起伏的冲刷面，其上发育板状交错

层理，具典型的辫状河道沉积类型。

中部为冷水坞组，为一大套具低能的细碎屑岩

系，退积沉积作用十分发育。

上部以粗碎屑岩系夹细碎屑岩系为特征，称茅

店组。砾石为#$"!#$(&’大小，砾石磨圆度较好，

为次圆状，砾石成份为变砂岩与石英岩，沉积作用为

河道的牵引流和重力流相间的沉积特征。

" 母岩搬运与盆内沉积的相关性

前人一直认为下、中侏罗统的水北组中、细砾

岩，其物质来源于现今广泛分布的中元古界的砂)板

岩"#。

围绕中生代陆相盆地，周围分布是大片中元古

界计林组的砂、板岩，无不经过长期的地质作用的改

造，它的原始沉积边界也早已面貌皆非，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长期的风化剥蚀，使得中元古界之上的地

层几乎剥蚀贻尽，因而现今广泛分布盆地边缘的浅

变质岩系的砂岩、板岩，是一种残留盆地的边界（王

英华等，%**+）。另一方面，中元古界的浅变质岩系

本身也没有石英质、硅质白云质组份，因而需要追

踪，积极寻找已有基底之上的地层残余，而不是简单

的类推。

在地质填图工作中距滨田水库北"#,’处，发

现盆地边界残留了中元古界之上一套灰色、灰白色

厚层硅化角砾石英岩与粉砂岩互层，呈条带状，厚

+#’。硅化角砾岩，角砾含量"-!%#-，砾石成份

主要为石英质、泥质，次为硅质、炭质，其中硅质砾石

产海绵骨针，角砾大小为#$"!%&’，次圆状至次棱

角状。由于该套砾石成份和海绵骨针的物质成份明

显来自早寒武世地层，笔者暂把该套地层定为下古

生界粗碎屑岩系。

下古生界粗碎屑岩系的发现很好地解释了侏罗

系残留盆地的物质来源（表%）。表中侏罗系的碎屑

组份与下古生界物质成份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下

古生界的炭质砾石，经过再破碎、再搬运，已成为侏

罗系再次沉积的细碎屑岩组份。特别是下古生界的

硅质砾石中的海绵骨针，在侏罗系沉积中再现，应该

表! 水北组碎屑组份与基底母岩成份的对照

"#$%&! ’())&*#+,(-(.*%#/+,**(01(/,+,(-(.+2&324,$#,
5()0#+,(-#-6/(4)*&)(*7 -

时代 样品号

组分

石英质 炭质 硅质
多晶

石英
泥质 基质

./%

%0(")%1)% 0# " — " "2 泥质

%0(")"1)% +# — 0 — 2
绢云母

泥质

%0(")(1)! +! — — — 2 泥质

%0(")31)% 0# — "% — — 泥质

%0(")31)" (# —

"#
（产海绵

骨针）

" %+ 泥质

%0(")01)% +# — " — 3 泥质

%0(")+1)% 23 — — — %# 泥质

%0(")*1)% 3% — !2 — " 泥质

45

467)31 *# — 3 — —
炭质、

粘土

867)21% (3 — 3 !# —
炭质、

粘土

867)*1 03 — "# "# —
炭质、泥

质粉砂

867)%#1 !3 — "# "# —
炭质、泥

质粉砂

867)%%1 +3 — %# — —
炭质、泥

质粉砂

867)%!1 2# — 3 — 3 泥质

867)%(1 +3 —
%#（产海

绵骨针）
— — 粉砂、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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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古生界的这套地层是侏罗系盆内沉积的主要物

质来源。

中白垩统的粗碎屑岩系也具有这种紧密的相关

性。中白垩统早期的中、细砾岩，砾石成份为变砂

岩、石英岩、硅质岩和少量的白云质，而这种迅速堆

积的组份显然来自于中元古界之上的震旦系地层，

因为震旦系具有砂质、石英质、硅质和白云质沉积。

晚期的粗碎屑岩系中的砾石组份则以变砂岩为主，

显然多来自于中元古界母岩地层。

由上可见，对陆相盆地来说，母岩的风化剥蚀作

用始终是盆内沉积的源源不断的物质来源，因而陆

相盆地供给和充填作用始终是自身沉积的一大特

色，根据盆内陆源碎屑岩来自母岩的陆源碎屑组合

可以推断源区的母岩类型。

这种盆内源区的风化剥蚀与盆内堆积的相关

性，说明了相同的时代、相同物源组合所形成的盆内

沉积应为同时代。而不同时代、不同物源组合形成

的盆内沉积物应呈先后关系，这就大大提高了陆相

地层划分与对比的分辨率。

需要指出的是，陆相盆地的风化剥蚀地层的顺

序与盆内搬运沉积呈负相关关系。通常基底母岩的

风化剥蚀作用常常由上自下顺层风化剥离。也就是

说，母源区的相对新的风化剥蚀地层往往是陆相盆

内最老的沉积物，这种负相关性，也是判断分析母岩

区物源的首要前提。

! 认识与结论

古鄱阳湖盆地盆外与盆内存在密不可分的相关

性，尤其是成盆的早期和晚期的粗碎屑岩系的堆积

尤为显著，这是因为粗碎屑岩系中的砾石，最能够直

接反映母岩的性质，与母岩区的岩石类型和风化作

用方式息息相关，因而是判断母岩成份、基底抬升程

度以及遭受风化剥蚀程度和方式等的标志（蔡雄飞

等，"##$）。这是陆相盆地沉积作用的一大特色。把

盆外母岩的风化剥蚀与盆内堆积的相关性研究紧密

结合起来，是盆地分析的首要内容。

这种相关性研究的深入，不但大大提高地层划

分的精度，而且也十分有助于陆相地层的广泛对比。

这是因为母岩的风化作用常常是很不彻底，往往会

保留不少碎屑物质原始沉积构造和生物化石。这种

特有标志，如同生物化石的作用一样，可以进行长距

离的对比。因而地史中最初形成的陆相盆地，无不

经过长期地质作用改造，其原始沉积面貌也早已面

貌皆非，不复存在。对陆相残余盆地母源分析，一般

不能以现有大量出露的基底地层作为物源区供给与

盆地充填分析的基础，除了根据盆内源碎屑岩特征

可以推断物源区的母岩类型外，还必须积极寻找较

新基岩的残余。大量物源区分析实践证明，那些零

星出露的基岩残余，往往曾经是物质源源不断提供

的场所，而现今广泛出露的基底地层则很少参与盆

内沉积。

加强相关性研究，也十分有助于加强盆地构造

活动的研究，这是因为粗碎屑岩系的快速堆积，也往

往是母岩区构造重新活动的标志，这种粗碎屑沉积

的特征和展布规律为构造背景分析提供了重要的信

息依据（刘少峰等，"##%；&’()*’)，"##"）。

陆相盆地除受构造、气候控制外，源区供给尤为

重要，这是陆相盆地有别于海相沉积的最独有的特

点。只有把盆外残余母岩和盆内形成的碎屑物作为

一个整体，才能将风化剥蚀与沉积的相关性研究提

供为一种方法，这样无疑大大可提高盆地研究的精

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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