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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区 (槽区 )岩相古地理工作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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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71 0 0 5 4 )

近几年来
,

笔者参加了秦巴地区的科研工作
,

对岩相古地理方面的研究感受甚多
,

诸如

时间
、
空间上演化运用活动论观点的岩相古地理工作

,

以板块构造理论作为岩相古地理研究
_

的指导理论
,

多学科
、

多专业密切配合研究区域的沉积构造演化
,

与沉积矿产有密切关系的

盆地演化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

现将这些体会作一简要介绍
,

以供同行们参考
。

1 固定论的逐步修正和活动论的逐步兴起

随着国内外沉积学的迅速发展
,

岩相古地理工作也在迅速发展
,

其原因不仅是沉积学 自

身的巨大发展
,

还 由于与其同步发展的全球性构造理论的逐步完善
,

将该学科予 以极大推进
,

可 以说板块学说将岩相古地理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

原有的岩相古地理研究方法
,

已完成

其历史使命
、

慢慢地被摆脱
。

伴随区域的构造演化
、

活动的岩相古地理的研究
,

是 当前最新

的动向和趋势
。

为此对岩相古地理工作的要求
、

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

均提高了一步
。

赋予岩

相古地理工作的任务
,

既要求确定某时某地的古面貌
,

还需搞清该地区的前期状态及后期变

化
,

以进一步探讨区域的时
、

空演化
,

探索演化原因与构造的关系
,

确定其构造部位及演化

过程
。

如秦巴地区泥盆系
,

其形成时间在加里东运动之后
,

空间上处在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

之间 ; 在加里东运动晚期
,

南
、

北板块逐渐拼合
、

造 山
,

至泥盆纪秦 巴地区处在拉张状态中
,

已隆起的秦巴地区由于拉张
、

地壳变薄
,

使该地区缓慢下沉
,

所以泥盆纪该地 区是以滨
、

浅

海为主的沉积环境
。

随着拉张的逐步加强
,

裂陷活动也逐渐强烈
,

石炭纪一中三叠世裂陷槽

的深度
、

广度逐步加深
、

加宽
。

这既说明了当时的外貌
,

也说明了形成这种外貌的原因
。

活

动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和板块理论的相互结合
,

互为促进
、

必将使地质科学研究大大前进一步
。

这种相互结合
、

相互促进
,

在开展活动的
“
槽区

”
岩相古地理研究工作中

,

显得尤为重要
。

2 岩相古地理工作必须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

板块构造理论以众多的事实
、

依据
,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

随着岩相古地理

工作的迅速发展
,

大区域
、

大范围内开展的较详细的工作成果愈来愈多
,

研究的程度越来越
-

高
,

利用传统的构造理论
,

难以合理解释许多现象和事实
,

如代表不 同沉积环境的沉积建造

组合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 ? 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沉积建造组合的相互演变 ? 这些沉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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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变化的内在因素 ? 应用板块学说就可较为完善的解释这 些演化机理
。

在板块构造理论指

导下
,

进一步促进了岩相古地理工作的进展
。

在确定了某地区
、

某阶段的沉积建造是属于板

块构造的某一构造单元和部位后
,

就可 以合理推测具有空间联系的
、

相邻地区的板块构造单

元的性质
,

由此预测 同时期可能出现的沉积建造组合
,

以达到由己知到未知的目的
。

一些过

去认为无法解释的沉积建造组合及构造现象
,

得到较 完 美 的 解释
,

如加积楔
、

混杂堆积
、

大范围远距离低角度的推覆构造的形成等
。

一些过去认为毫不相干的地质体
,

如岛弧成因的

火山岩与空间上有联系的同期酸性侵入体
,

板块学说认为他们都是板块活动的产物
,

有其成

因上的内在联系
。

在 活动的
“
槽区

” ,

岩相古地理工作与板块理论相结合尤其重要
,

复杂
、

突变
、

截然不 同的沉积建造在同时期的空间组合似乎杂乱无章
、

漫无头绪
,

比如秦巴地区和

北祁连地区早古生代沟
、

弧
、

盆体系的发育
,

应用板块理论就可很好地解释其不同性质的建

造在空间上紧密相关的原因
,

使表面看来完全不相关的间题有机的联系起来
。

许靖华先生从沉积学的研究入手
,

逐渐走上 以沉积论板块的途径
,

做了不少 的 研 究 工

作
,

总结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

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指导找矿上均作出了突出贡献
。

国内

许多专家
、

教授和地质工作者
,

也逐渐开展了同类的工作
,

正在取得和将要取得重大 的成果
。

3 岩相古地理工作必须与其他多学科
、

多专业联合攻关

单一的岩相古地理研究方法
,

往往使这一学科陷入局限和片面之中
。

以板块 理 论 为 指

导
,

多学科
、

多方面的资料相互配合
,

可 以彼此互相辅佐
、

相互映证
。

各地 区地质学研究程

度的深入和发展
,

总是以多学科的有机配合为基础
,

不同角度
、

不同种类资料的综合研究
,

必然使地区沉积构造演化的研究程度有较大的突破
。

其关键是板块理论理顺了不 同地质专业
_

所获资料的关系
,

在板块构造演化的总体格架中
,

各种资料各就其位
,

由板块演化活化了这

些死的资料
,

使他们 成为有源之水
、

有本之木
,

秦巴地区儿年来的研究工作充分地说明了这

一点
,

以构造为纲包括岩石学 ( 火成岩
、

变质岩
、

沉积岩 )
、

地球 化 学
、

物 探
、

矿 床
、

岩

相
、

地层古生物
、

古地磁等学科 的 综 合 研究
,

各学科相互配合
,

最终推导 出秦巴地区的沉

积
、

构造演化的历史
、

探索出成矿的控矿因素
,

从而找 出成矿特点
、

规律
,

指出远景
,

不仅

使基础地质的研究水平提高
,

对找矿
、

成矿远景区的探索
,

均具有战略意义
。

4 围绕沉积矿产的研究对盆地性质研究应引起足够重视

盆地的形成和发展因地而异
,

由于不同盆地各自处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和不同 的 发 展 阶

段
,

盆地形成和发展的受力性质
、

状态不同
,

致 使 盆 地 各具不同的演化特点
,

这些特点包

括盆地的大小
、

形状
、

形成部位
、

下沉速度
、

盆地中沉积物的性质
、

盆地的面貌等
。

皆与沉

积矿产有直接关系
,

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具有不 同的沉积建造组合
,

与具有不同地球化学性

质的元素
、

有益的成矿矿种有关
,

通过盆地性质和特点的深入研究
,

可达到成矿远景预测 的

目的
,

以指导找矿为目的的盆地构造类型的划分
、

研究 , 盆地构造演化历史的研究等就必然

成为岩相古地理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

如秦巴地 区泥盆纪裂陷槽 ( 盆 )
,

就是秦巴地区泥

盆系多金属成矿的沉积构造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