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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奥陶世— 晚侏罗世

地层的古地磁学研究
①

张化田 谭宗岐

(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 )

内容提要 福建古生界至中生界部分地层古地磁研究认为
.

华南地块的主体部分首先

于中奥陶世时期即已拼合
,

作为一个整体由南纬 23 8
。

向北移动
,

二盛纪之后越过赤道
,

继

续北移
,

直至侏罗纪末到达北纬 1 9
.

6
。

的位置
.

而华南地块同扬子地块的拼合是在加里东夫

期开始的
,

至少可以认为是在早石炭纪之前两地块就靠近了
,

这一时期
,

华南地块和扬子地块的地质构造运动十分活跃
.

关健词 华南地块 ; 古地截 中奥肉— 晚侏罗系

有关华南褶皱系的古地磁资料较少
,

尤其是福建境内下古生界古地磁资料见报导者更

少
.

为进一步探索华南地块的古地磁特征
,

我们开展了此次上作
。

地质概况和野外采样

福建中部的永安
,

大地构造单元属华南褶皱系闽西南坳陷带
。

出露地层从古生界至中

生界均有
,

新生界零星可见
.

本次在永安附近共采取古地磁钻孔岩样 2 36 个
,

定向标本 8

块
。

主要在中奥陶统
、

上奥陶统
、

上二叠统与上侏罗统等地层中
.

中
、

上奥陶统罗峰溪群

为浅变质的砂岩
、

粉砂岩
、

千枚状页岩
,

板岩
、

硅质岩及不纯灰岩组成
。

罗峰溪群下
.

段灰

黑色中薄层砂岩
、

细砂岩
、

石英砂岩等共设置采点 6 个
,

采岩芯样 52 块
。

罗峰溪群 项

部
,

灰黄色中薄层状砂
、

泥质岩中采点 2 个
,

采定向标本 8 块制成岩芯样 12 块
。 _

上
一

二益

统大隆组
,

以海相灰黑色薄层粉砂岩
、

页岩为主
,

夹少量石英细砂岩
。

样品取自黑色
、

灰

黄色的细砂
、

粉砂岩中
,

设置采点 6 个
,

取岩芯样 57 块
。

侏罗系上统板头组是二套河湖

相及陆相碎屑岩
,

采细砂岩岩芯样 75 块
,

设置采点 8个
。

所有岩样经加工切割成粒状标准小样
,

直径 2
.

4 c9 m
,

高为 2
.

2 c8 m
.

①地质行业科学技术发展荃金资助项目
.

② 1 9 9 1
.

12
.

30收稿
,
一9 9 2 6

.

14改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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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工作

柱状小样首先经过天然剩磁测量
,

淘汰剩磁强度太弱的岩样
,

行系统热退磁
,

根据剩磁比大小决定退磁的最后温度
.

经过系统热退磁的样品
,

其天然剩磁 ( N R M ) 的磁矩都在

对剩磁比较强的岩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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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0 ℃ ; 60 0℃ ; 68 0℃等温度挡次的逐步磁清洗
,

直至获得稳定剩磁
.

使用美 国 S C H O N S T ED T 仪器公 司产 T S D一 l 型 热退磁仪
,

其加热腔磁场低于

100
r ,

冷却室 内的磁场低于 5r
,

样品可加热到 8 00 ℃ ; 每一挡温度退磁后立即经 D S M一 2

型数字旋转磁力仪测量
,

该仪器测量范围在牛
、 5 一

鑫
、 :

.

5 (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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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是 自动打印的
。

剩磁分析及结果

每块样品的测试数据在计算机内储存并绘制成归一化的
“

磁性衰减图
’ , “

正交矢量投影

图
”

(Z 氏图 ) 和
`

矢量赤平投影图
’ .

首先对这些图形进行了直观分析
,

然后经过线性分

析方法 咬D i r o
ik r) 及费歇尔统计法对退磁矢量进行研究

.

通过三个点以上的平均
,

最后

确定每块样 品磁性组份的平均磁化方 向
.

对每个采点磁性组份的方向是采用费歇尔

(F is h c )r 统计方法进行统计的
。

从剩磁衰减曲线上
,

划分出低温区和高温区二部分
,

所有样品的粘滞性剩磁在低温区

均己被清除
,

这个温度大约在 20 。℃ 一 300 ℃之间
,

另外一部分为高温剩磁
,

大约在 500 ℃

左右才获得稳定的剩磁
.

此时其剩磁比 (m i/ m o) 大都是低于 20 %
.

从退磁曲线的形态分析
,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磁性载本的主要成分
。

全部样品的剩磁衰

减曲线的形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

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矿物以磁铁矿为主的磁成分
,

它的退

磁曲线在直角座标中几乎构成矩形形态
,

它们的解阻温度大约在 5 50 ℃左右
,

同时也有一

些是以赤铁矿为主的磁性载体
,

它们的退磁温度很高
,

其解阻温度在 680 ℃左右
。

第二种

类型是以钦磁铁矿为主的磁性矿物组份
,

它们的退磁曲线的形状
,

主要表现为在退磁过程

中随温度升高而均匀的下降
,

到达某一温度时才获得稳定剩磁
,

这一类的解阻温度大约在

4() 0℃ 一 500℃
。

中奥陶统的样品
,

大都属于第一种类型的退磁曲线 (见图 1 ( A ) ) ; 上二叠统和上侏

罗统的样品的退磁曲线是以第二种类型为主的 (见图 1 ( C ) (D ) ;) 上奥陶统的样品退磁

曲线稍微有些复杂
,

但大部分都近于第一种类型 (见图 1 (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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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奥陶统罗峰溪群下段样品各采点所获取的剩磁均为单一的组份
,

且方向都十分

集中
,

其统计置信圆 为 5
大都在 20 ℃ 以下

,

其中只有 L 6
点 的置信圆半顶角稍大

,

所有采

点的样品均能通过褶皱检验 (K
。 / K A = 7

.

1
,

N = 33 )
.

中奥陶统样品的平均方向是 D = 302
.

1
“ ,

I = 一 41
.

4
“ ,

视古地磁极位置为 15
“

(N ) 2 4 3
.

8
“

( E )
.

2
、

上奥陶统罗峰溪群顶部样品的剩磁方向 : 采点 1 为 D = 324 .9
“ ,

I = 一 36
.

1
。

; 采

点 2 为 D = ” 7
.

3
。 ,

I = 一 2 4
.

1
“

两采点结果十分相近
.

并且整个上奥陶统的样品经过倾

斜改正
,

其改正后的置信角明显低于改正前的置信角
.

(校正前 响 5 = 10
.

8
“ ,

校正后的

为 5 = .9 8
“

)其平均剩磁方向为 D = 3 36
.

2
。 ,

I = 一 30
.

5
。 ,

视古地磁极位置为 41
.

6
。

(N )
,

3 2 8
.

4
“

( E )
.

3
、

上二叠统大隆组的样品剩磁方向
,

通过褶皱检验 (其 K 。 / K 人 二 1
.

53
, “ , 5

在倾斜

改正 前为 .8 7
。 ,

在倾斜改正后为 .6 4
。

)
,

得到 的平均磁化方向为 : D = 352 .2
” ,

I 二 1 5
.

2 户
,

视古地磁极位置为 70
.

3
“

(N )
,

3 2 0
.

6
。

( E )
。

4
、

上侏罗统坂头组的样品
,

经过褶皱检验
,

完全通过 (其 K 。 / K A = 1
.

3
,

置信角由

倾斜改正前的 内5 = 4
.

7
。

变为改正后的 殉 5 = 3
.

3
。

)
.

平均古地磁方向为 D = 18 .7
,

I = 3 3 .5
,

古地极位置为 71
.

7
“

(N )
,

2 23 .8
。

( )E
。

现将各层样品的数据列表于下 :

表 1 永安中
、

上奥自统特征磁化方向

T a b l e I C 加盯a d er 城cI d i er d lo . o f 你 e m 地一 u P琳 r o r do , ic l

…
a g u e t lz a t l o n ,

y . g a .

采采样样 采样样 测试试 统计计 古地徽平均特征方向向 精度参数数 置信圆圆

时时代代 点号号 样品数数 样品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K ))) (
二 , , )))

DDDDDDDDDDDDD IIIIIII

上上奥陶统统 lll 666 666 3 3 4
.

9
000 一 3 6

.

1
。。

1 5
,

444 1 7
.

6
。。

2222222 666 666 3 3 7 3
000 一 2 4

.

9
000

1 9 000 1 5
.

8
。。

中中奥陶统统 L lll 777 777 7 9
.

4
。。 一 4 4

.

6
...

7
.

111 1 9
.

8
000

场场场场 777 777 5 5
.

1
000 一 3 2

.

3
。。

6 777 2 0
.

5
000

LLLLL 333 777 777 4 2
.

8
。。 -礴3

.

9
。。

1 1
.

999 15
.

4
。。

LLLLL --- 444 444 6 6 6
000 - 4 9

.

2
““

1 3
.

999 19 2
000

LLLLL ,, 777 666 5 1
.

6
。。 -礴6

.

3
。。

8
.

666 1 7
.

5
。。

LLLLL 666 666 666 5 4
一

4
000 - 2 8

.

8
000

12
.

444 2 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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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趁下石炭统特征磁化方向

T . b le Z C加 . r a e te r城 le d ler e t lo“ fo t h e 10一 e r c : r加一 efl ro us’ 二 ge. tzl o t l̀ . ,

F o
j l二

采采样地地 采点号号 样品数数 古地磁特征截化方向向 精度参数数 置信回回

(((((((((((((((((((((((((((((K ))) (妈
,
)))DDDDDDDDDDD IIIIIII

福福鼎鼎 F DDD l 000 2 13
.

6
。。 一 2 8

.

0
000

4 6
.

888 7
.

111

永永安安 F Y K 一 lll 333 9 2
.

9
。。

2 9
.

5
0000000

龙龙岩岩 F Y 666 333 3 6
.

6
000

15
.

6
0000000

、、、、、、、、、

龙龙岩岩 F L JZZZ 333 2 3
.

9
000

2 6
.

6
。。。。

龙龙岩岩 F U SSS 333 34 5
.

0
。。

3 6
.

6
6666666

注 : 样品由李报西
、

张瑛采集

表 3 永安上二. 统特征盛化方向

T . l晚 3 C k . cr et 由 d e d l r ec d o . . o f t触 u p琳 r 衅. l a . m . g . e血: d o . ,

Y o . g二

采采样地地 采点号号 样品数数 古地磁特征徽化方向向 精度参数数 置信圆圆

(((((((((((((((((((((((((((((K ))) (“ , , )))DDDDDDDDDDD IIIIIII

FFF 222 666 444 一 3 0
.

9
...

20 .2
。。

3 2
.

444 12 3
000

FFF 333 444 333 一 8 .3
。。

1 3 9
。。

20 5.444 5 6
。。

FFF --- 777 666 一 17
.

7
000

8
.

4
。。

12
.

666 16
.

1
000

FFF ,, 999 444 一 1
.

0
...

7
.

6
...

1 1
.

111 2 1
.

0
000

FFF `̀ 666 555 .2 6
。。

19
.

0
。。

3 6
.

888 1 0 3
000

FFF 777 l 000 666 .8 3
。。

20 .0
。。

4 8
.

888 8
.

1
““

表 5 栩敏检脸怕况

T : 卜le 5 F o抽 t. t

采采样样 地质质 样品品 特 征 盛 化 平 均 方 向向 备注注

地地点点 时代代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校校校校校正到现代水平面面 校正到岩层层面面面

IIIIIIIII ,, D ,, KKK A ”” I --- D `̀
KKK A , ,,,

永永安安 J 333 一一 5 3
.

7
000

1
.

0
。。

16 7
.

111 4
.

7
...

3 5
.

5
。。

18
.

7
。。

2 2 0
.

777 3
.

3
。。

涌讨粉纷纷
一一一一 4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永永安安 P 222 2 888 36
.

0
000

3 4 9
.

4
““

1 0
.

222 8
.

7
。。

1 5
,

2
。。

352
.

2
口口

1 5 777 6涛
。。

通过检验验

永永安安 O 333 l 222 一 3 1
.

3
““

3 3 6
.

4
。。

17
.

111 10
.

8
““ 一3 0

.

5
000

3 3 6
.

2
。。

1 7
.

111 9
.

8
。。

通过枪验验

永永安安 0 222 3 333 一 5 3 .7
。。

10
.

0
。。

5
.

999 1 1
.

3
000 一月1

.

4
。。

30 2
.

1
。。

4 2
.

222 8 8
。。

通过检验



第十三卷 第三号 福建中奥陶世— 晚侏罗世地层的古地磁学研究 49

表 4 永安上株罗统特征磁化方向

T. 卜el 4 C卜 rt 奴 te d st k 4 Ir州比拓. of t触 . p衅 r J. r, . 阮一沙
以扭 . d O . V . : 二

采采样地地 采点号号 样品数数 古地徽特征徽化方向向 精度参数数 置信圆圆

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仪 ))) (叼叼DDDDDDDDDDD IIIIIII

CCC --- 666 666 l吕
.

2
...

3 7 0
协协

72 111 6 7
000

CCC 222 666 666 巧
.

,
...

3 0
.

5
...

3 9
.

000 9
.

1
...

CCC ,, 666 666 19
.

5
000

2.9 ,
。。

2 2
.

777 12
.

0
。。

qqqqq 666 666 18
.

2
...

3 8
.

1
...

4 6
.

777 吕
.

4
。。

...

C ,, 666 666 22
.

`
...

3 3
.

0二二 3 0
.

666 10
.

3
...

CCC `̀
666 666 24

.

5
。。

37
.

2
000

5 7
.

000 .7 `
。。

CCC ,, 555 555 2 1
.

5
000

38
.

5
...

2 7
.

222 1 2
·

0
0

...

CCC ... 6
’’

666 8:777 39
.

6
...

60 .000 7
.

4
000

表 ` 福建古地盛橄据表

T . b le ` P 一 I二。 . .即 e d e d a t一 o f .F 解二

采采样地地 时代代 采点点 样品品 采样点点 退徽徽 班化方向向 古地磁极极 古纬度度梢度参参 t 信日日 备注注

数数数数数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方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敬仪 ))) 与与与
纬纬纬纬纬纬度度 经度度 热热 偏角角 倾角角 纬度度

`

经度度度度度度

(((((((((((度 ))) 波 ))))) DDD III
.

渡 ))) 渡 )))))))))))

永永安安 J ,, 888 4 777 2 6
.

0 222 1 17
,

2 55555 1 8
.

777 3 5
.

555 7 1
.

777 22 3
.

888 1 9 6 (NNN 2 19
.

666 3
.

77777

永永安安 几几 666 2 888 2 6
.

0 222 1 17
.

1 33333 3 5 2
.

222 1 5
.

222 7 0
.

333 3 2 0
.

666 .7 8( S ))) 2 9
.

5
...

1 2
.

55555

福福鼎鼎 C --- 222 ! OOO 2 7
.

3 333 12 0
.

11111 2 1 6
.

444 一 2 “ 222 5 3
.

555 22 .4 444 1 3
·

8 ( s))) 16之333 1 9
.

77777

龙龙岩岩 C
lll lll 333 2 5 0 555 1 1 7

.

1 55555 2 3
.

999 2 6
.

666 6 5
.

000 2 2 8 77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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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磁数据地质意义讨论

福建永安位于华南地块东段
、

自早古生代以来
,

所处地理位置一直在变化着
.

中奥陶

世的古纬度为南纬 2 3
.

8
。 ,

晚奥陶世已移至南纬 16 .4
。 ,

早石炭 世又移到南纬 15
.

8
“ ,

晚二 叠世其古纬度在南纬 7
.

8
“ ,

中生代晚侏罗世该地 已 由南纬越过赤道移动到北纬

.19 6
“ .

侏罗纪以后的移动速度较快
,

目前地理位置是 26
“

(N )
。

据上述古纬度资料分析
,

从中奥陶世起算
,

到晚二叠世期间
,

永安地区大约由南往北

移动了 16 个纬度的距离
,

约合 1 600 k m ; 从晚二叠世至晚侏罗 世的移动也有 11 个纬度的

距离
,

相当于 ll oo k m
,

自晚侏罗世以来
,

该地区仍然是由南往北方向的移动
,

推算其距

离至少也有 700 k m
.

从移动的速度看
,

中生代以后时期比以前加快
.

永安地区
,

早古生代时期由南往北的移动过程中伴有逆时针方向的旋转
.

从中奥陶世

到晚奥陶世时期
,

大约有 30
“

左右的转动角
,

而晚奥陶世至 早石炭世时期其旋转角度在

85
“

左右
,

石炭纪至二叠纪时期
,

该地又以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

而晚二叠世至晚侏罗世义

发生了总趋势为逆时针方向的旋转
.

引起永安地区所在地块的这种先后不 同方式的旋转原

因目前尚不清楚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从华南已有的古地磁资料分析
,

在早石炭世时期
,

华南地块的位置在赤道附近
,

并多

认为是在南纬的低纬度地区 (周姚秀
,

林金录等 )
,

此时的扬子地块的位置
,

也是在低纬

度地区
.

扬子地块东段
,

如浙江杭州
,

现在地理座标是北纬 30
.

3
“ ,

东径 120
.

2
“ ,

但其

在早石炭世的地理纬度在 4
.

1
“

(南纬 )
.

若以福建龙岩的杨梅坪 比较
,

它现在 的地理座

标为 25 .5
“

(N )
,

1 17
.

15
。

( E )
,

根据石炭系下统的样品
,

测得磁偏角
,

D 二 36 .6
“ ,

磁

倾角 : I = 15
.

6
。 ,

算出古地磁极位置为 51
.

1
“

(N )
,

226
.

8
。

( E ) ; 其古纬度为南纬

.8 0
“

(由于处于基阿曼反极性期的考虑 )
,

根据现在两地算出的纬度差是 5
“

左右
,

而两

地块在早石炭世时的古纬度差也只是 4
。

左右
,

这种格局
,

说明了早石炭世以前扬子地块

和华南地块的主体基本已非常靠近并可能开始碰撞了
.

这必然会导致在地质时期产生相应

的构造运动
,

因而加里东期的构造变动两地块都表现得非常活跃 : 1
.

强烈褶皱造山运动
,

并可能伴有早期推筱构造 ; 2
.

早古生代区域变质作用明显
.

由于石炭— 二叠纪时期华南地块和扬子地块已连成一体
,

并同处于赤道附近的低纬

度地区
,

所以两地块晚古生代沉积同属于华夏型
.

这也表明自加里东期以来
,

两地块古气

候
,

古生物及沉积环境相似或相近
.

几点认识

1
、

永安地区自古生代以来
,

一直是南往北移动
,

若从中奥陶世起算
,

它从南纬移到

现在的位置已经有 50 0() k m 的距离
,

而移动过程中并伴有旋转运动 ;

2
、

永安地区的移动情况与整个华南地块的移动形式相同
,

因此推断它早就是华南地

块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少在早古生代时期 ;)

3
、

华南地块及扬子地块的主体
,

在石炭纪以前就已经非常靠近
.

很可能是在赤道附

近的南纬地区就开始连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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