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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昆仑一河西走廊石炭纪原型盆地与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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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昆仑一河西走廊地区石炭系可分出 3 个相区 10 个相
。

本区两条板块边界断裂

的活动与基底和盆地边界性质一起控制了石炭纪沉积盆地的形成和沉降
。

继承和发展于

泥盆纪北西西盆隆相间构造局的石炭纪盆地
,

自南间北表现为前陆挠曲
、

陆间裂陷
、

均

衡下沉等沉降形式
,

并与古秦昆洋的海侵和气侯由干热一温湿的变化联合
,

制约了本区

的沉积方式与沉积展布
。

本区石炭纪整体上具有活动大陆边缘的特点
,

其沉积模式表现

为沟一弧一盆一陆一陆间裂陷一陆内拗陷及相应的沉积环境与相带组合
。

关健词 东 昆仑 河西走廊 石炭纪 原型盆地 沉积模式 相带展 市

东 昆仑一河西走廊地区位于中朝板块西部
,

北界为龙首山
,

南界为中昆仑一布尔汉布达

山
,

西界为 阿尔金断裂
,

东界为贺兰一六盘山
。

本区石炭纪属古特提斯域
,

具体为古秦 昆洋

北侧大陆边缘
。

石炭纪地层发育较全
,

分布广泛
,

沉积类型丰富
,

且在部分地区保存较为完

好
,

变形变质作用轻微
。

沉积相分析

以活动论
、

历史分析理论为指导
,

用沉积札i分沂方拟
、

通过几十条地层刘面实测研究和

10 0 余 个地层剖面的统计和分析
,

根据古地理而貌币l上要沉积特征
,

将本 区石炭系分 出 3 个

相区 1。 个相 ( 表 1 )
。

北部主要为海岸相 区和海湾相区
,

南部主要为浅海相区
。

前者 相 当

于传统分类中的海陆过渡相
、

滨海相和亚浅海 洲
。

邓分学者 曾将水区概括为大陆边缘 泪区
、

台地相区和滨浅海
、

浅海相
〔 ` 、

2 ’ ,

部分学首曾采用潮上
、

潮间
、

潮下或
“ 台地系列

” 的命 名原

则与划相方法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和编图
〔` 、 “ 、

3 〕
。

这对 认识本区的古地理和沉积相均起 到了

重要的作用
,

同时
一

也存在所定相与其内涵不尽一致之处
。

笔者采用 自然命名法则
,

同时强调沉积环境与沉积特乙l
: 角统一 ,

其中地形
、

水体深度
、

主要沉积动力和水介质性质是沉积环境的主要内容
,

它们联合控制了沉积物的岩石类型
、

沉

积结构与构造
、

旋 回性
、

特殊矿物
、

古生物类型
,

乃至孔渗性和有机质丰度
、

类型等
。

过去

常将碳酸盐岩与台地 栩
、

蒸发岩与泻湖相
、

煤系地层与沼泽相等 同对待
,

事实上
,

本区碳酸

盐岩 发育区与传统 台地相特殊的构造背只 书甚吻 合
,

蒸发岩则是干早气候条件海岸或局 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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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东尾仑一河西走离地区石炭系沉积相类别沉积环境特征简表

相 沉 积 环 境
主 要 沉 积 待 征

一
一一一一 - - -一 - - -一 - - -

岩 性 结 构 沉积构造 生物 }其 他

相区

滨海平
原相
( 1 1 )

古陆或古隆周缘平缓地区
,

主要}砂砾岩

有河流及河漫等亚环境
,

海侵可被1夹灰岩

、

泥岩
,

煤层

颜色

红色

杂色

砂砾结构 次 }板状
、

槽状交

旋回性

正旋回

分选一般!错层理
,

冲刷

植物化石

丰富

波及
构造

海岸三
角洲相
( I , )

河流入海处形成的瓜状
、

朵状沉 }砂岩
、

泥岩类
、

砂砾结构
,

次}板状
、

槽状
、

积体系
.

由分支河道
·

河口 坝支间1泥质岩夹灰岩

杂色

灰色 分选较好{前积层理

湾
.

构成海侵时被覆盖 与煤层 刷构造

正旋回或{植
物

·

腕
{菱铁矿

卜
正旋{

足
、

摇鳃件核
回 }菊石 l

海岸滩
坝相

( I
,
)

海岸平行或沿岸分布陆屑
、

内碎 }砂岩 生 屑鲡

屑构成的沉积体系
,

由滩坝
、

泻湖}粒
、

砂屑灰岩

灰色

杂色

砂岩圆度
,

分 !平行冲洗 交 反一正旋 1腕足
、

珊

选好
,

亮 晶结!错层理 剥离 }回

海岸相

等构成 夹泥岩 线理

瑚
、

苔辞
、

海百 合茎

海岸潮矽作用区
,

由潮渠潮坪
、

砂岩
、

生物灰 1杂色或 }砂砾结构 微 }鱼骨状层理 韵律层 }珊瑚
,

腕 J叠层石

区()x

潮坪相 }滨海沼泽 (潮湿气侯 )
、

萨布哈 (干 }岩 泥岩夹膏深灰色
晶结构 波状透镜状层

旱气侯 )构成 岩或煤

_ 1 1
理

}

足
、

毯植{乌眼
物

、

腕足 i干裂

古陆或岛屿周缘陡坡地带
,

水上 }砂砾岩 砾屑 杂色 砂砾结构
,

圆 }混杂堆积 槽

水下重力流明显
,

扇三角洲为主 灰岩
、

滑塌岩
、

火山岩

度分选差 状平行层理
、

粒序层理

正旋回 …动
、

植物

}碎片

坡相卜岸陡(

愁腹一腕一腹鳃咧J一邓旅一J栩珊鼓一抓鱼一
,

补穷J足一物
、

一足遮腕足一植足一腕足与广海连通性较好
.

相近
,

障壁影响较小

盐度与广海1泥岩
,

微晶
、

深灰色 {微晶 泥晶结 }水平层理 韵律层

泥晶灰岩 黑色 状层理

与广 海连通性较差
,

地表径 流补 }泥岩 炭质泥 1深灰色 }泥质结构 微 !水平层理

给较多
.

盐度 低于 广海 岩夹灰岩
、

砂 }黑色 泥晶结构 状层理

甲 }咸化海
湾 相
( 11 3 )

与广海连通性较差
,

蒸发作 用 较

强
,

水体盐度高于广海
泥岩

、

膏盐岩
、

灰岩

深灰色!微晶 泥晶结 }水平 层理

状层理

韵律层

韵律层

}
黄铁矿

}竺
)
分散黄

}铁矿
、

1塑
}
分散黄

!
` 矿

湾区相ǎ亚

团带块蜓
稳定浅
海相

(皿 l)

平缓浅海环境
,

静水风暴可波及 }灰岩 生物灰 {深灰色 泥晶结 }水平层理 眼}块状或韵 }珊瑚 棘 }硅质条

岩
、

泥岩 球状构造 律层 皮
、

腕足

活动浅
海 相

(皿
: )

受断裂控制 的浅海区 域 地 形 复 }滑塌岩
、

砂砾 灰色 砂砾结构
,

微一混杂堆积 粒 }正旋 回或 }腕足

杂
,

水下重力流作用明显
,

伴随火{岩
、

灰岩
、

泥 泥晶结构 {序层理 鲍马 }韵律层 瑚
、

蜷

浅海相区ǎ瓜à

山活动 序列
. . . 曰 . , . , . . 尸 r , ,卜 侧目

一
~ 正 , r月 . . . . . . 甲 . . ~ . . . . . . . .

一
, , ~ . 自 , . . . 亡内

湾盆地的产物
。

本 区煤层可分别产于滨海平原 ( 河漫沼泽亚环境 )
、

三角洲 ( 支间沼泽亚环

境 ) 和潮坪 (滨海沼泽亚环境 )
。

本文提 出海湾相区的概念和 3 种类型
。

海湾是大陆边缘
,

尤

其是活动大陆边缘一种重要的沉积环境
,

作为一种较稳定的海水覆盖区
,

受构造障壁
、

大陆

的物质供给
,

水体补给或限制等影响
,

呈现出明显有别于广海的沉积特征
。

海湾本身 因其环

境的差异
,

又表现出各 具特色的沉积特征
,

除丧 1 中所列 3 种类型外
,

还存在构造运动较强

烈的断陷海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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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下石炭统沉积相

龙首山一北祁连地区下石炭统为前黑山组和臭牛沟组
,

前黑山组仅分布 在 东 部 地区
,

臭牛沟组分布全区
。

阿拉善古陆与走廊链岛间的龙首山一宁卫北山拗陷 沉 积厚 近 500 m
,

东

厚西薄
,

东 部 为 正 常海湾相
,

西部为滨海平原相
。

北祁连拗陷东西次凹均为早咸晚淡的海

湾相
,

中间为潮坪相
,

沉积厚近 40 o m
。

在金川镇岛东端
、

中卫同沉积隆起和陇西古陆东 北

角分别见陆屑和鲡粒
、

生物碎屑构成的海岸滩坝相
,

与构造障壁共同限制北祁连东次凹与正

常海湾水体的沟通
,

在杜内期沉积了较厚的膏盐岩
。

南祁连拗陷主要限于野马 山
、

疏勒南山

一带
,

地层为城墙沟组和怀头他拉组
,

早期为咸化海湾
、

潮坪沉积
,

晚期为正常海湾
、

三角

洲
、

潮坪沉积
。

沉积最厚达 9 00 m
,

一般 5 00 m
。

宗务隆一青海南山拗陷为 活 动 浅 海 相 沉

积
,

两侧陆
、

岛边缘为陡坡海岸相沉积
,

沉积最厚达 4 342 m
,

一般厚 2 o 00 m
。

主要由类复

理石
、

中基性火山岩
、

滑塌岩
、

浅海碳酸盐岩组成
。

柴北缘和铜普岛西南缘地层 为 城 墙 构

组
、

怀头他拉组
,

属海岸潮坪
、

次稳定浅海
、

稳定浅海的陆源砂泥岩与碳酸盐岩沉积
。

祁漫

塔格一都兰拗陷地层为石拐子沟组
、

西汉斯特沟组
,

主要为稳定浅海沉积
。

北 侧 为 潮 坪沉

积
,

南侧以陡坡海岸沉积为主
,

部分地区为潮坪和海岸滩坝相沉积
。

布尔汉布达链岛南侧地

层为大千沟组
,

属 陡坡海岸与活动浅海相沉积
。

在本区下石炭统中
,

碳酸盐岩占较大比重
。

北祁连东部和南祁连拗陷蒸发岩发育
,

潮坪

相中灰泥坪亚相占主导地位
,

滩坝相中早期以砂砾滩坝亚相为主
,

晚期以粒屑滩 坝 亚 相 为

主
,

三角洲沉积较少
,

且多被波浪改造
。

1
.

2 上石炭统沉积相

上石炭统具有与下石炭统上部相似的沉积格局
,

龙首山一宁卫北山上石炭统分为石磨沟

组
、

单梁山组
、

太原组
,

为正常海湾
、

滨海平原
、

海岸三角洲
、

潮坪相 ( 滨海沼泽为主 ) 沉

积
,

其中宁卫北山次凹沉积厚达 3 2 04 m
,

为砂泥频繁互层的类复理石沉积
。

走廊链岛基本消

失
,

倾没为同沉积隆起
,

接受以滨海平原相为主的沉积
。

北祁连拗陷地层为靖远组
、

羊虎沟

组
、

太原组
,

东西次凹均为淡化海湾相沉积
,

其间为滨海沼泽亚相沉积
。

在陇西古陆北侧发育

河控三角洲
,

水下水上分支河道
、

河 口坝
,

支间沼泽
、

支间湾沉积 发育较全
,

沉积厚 3 00 一

7 50 m
。

中祁连演 变 为 同 沉 积 隆起
,

陇西古陆大大缩小
。

南祁连拗陷为略淡化的正常 海 湾沉

积
,

沉积厚 31 8 m
。

宗务隆一青海南山拗陷地层为中吾农山群 (含下统 )
,

沉积最厚 3 6 00 m
,

为砂砾岩
、

碳酸盐岩
、

中基性火山岩及凝灰岩构成的类复理石沉积
,

南北两侧为 陡坡海岸沉

积
。

柴北缘地层为可鲁克组和扎布萨录秀组
,

地层最厚 2 6 00 m
,

主要为潮 坪 相 ( 包括砂泥

坪
、

混合坪和滨海沼泽亚相 ) 和次稳定浅海沉积
。

祁漫塔格一都兰拗陷地层为缔敖苏组
、

四

角羊沟组
,

沉积最厚 1 1 54 m
,

主 要 为稳定浅海沉积
,

南侧为陡坡海岸相和以粒屑灰岩为主

的海岸滩坝相沉积
。

布尔汉布达链岛南侧地层为格尔木河组和诺木河组
,

为陡坡海岸沉积和

活动浅海沉积
,

最厚 2 3 78 m
。

上石炭统北部 以 暗 色 泥岩
、

炭质泥岩
、

河流成 因砂岩为主
,

夹较多煤层 , 南部则以碳

徽盐岩和重力流
、

波浪成因砂砾岩为主
。

各种环境
,
一

I, 的沼洋亚环境
,

如河漫沼泽
、

支间沼铎
、

浪海沼泽的发育是本期沉积的一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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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作用背景分析

2
.

1 古构造分析

2
.

1
.

1 板块边界断裂 构成本区西界的阿尔金断裂和南界的西大滩一玛沁断裂是两 条 超岩

石 圈断裂
,

属板块边界断裂
,

其中阿尔金断裂石炭纪属转换性质的走滑断裂
,

西大滩一修沟一

玛沁石炭纪属俯冲消减断裂
。

西大滩一玛沁断裂为一条近东西
、

向北倾的压性断裂
,

沿此断裂呈带状分布
、

分别侵位或

混杂于奥陶系到二叠系的蛇绿岩体
,

以及北侧广泛分布的晚加里东和华力西期岛弧性花岗岩

和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等
,

均表明这条断裂是 自早古生代中晚期开始延续至晚古生代末期的

洋一陆消减断层
。

石炭纪沿此断裂的
“ B ” 型俯冲

,

导致布尔汉布达岛弧 弧 后的
“ A ” 型俯

冲或仰冲
,

以及局部的弧后扩张
,

制约了祁漫塔格一都兰地 区的沉降和边界条件
。

阿尔金断裂晚古生代为具转换性质的走滑边界
。

断裂西盘红柳园弧后裂谷的扩张及东盘

宗务隆地区的裂陷
,

导致断裂不 同位置平移方 向不尽相 同
。

北祁连西段沿断裂分布的上石炭

统中基性火山岩和西南段华力西期超基性岩的分布
,

表 明在断裂不 同时期和不 同位置可能呈

现张扭和压扭两种力学性质
。

考虑古亚洲洋在西北地区各板块间的闭合顺序
,

塔里木一伊宁

一中天山与准噶尔为晚石炭世
,

北 山一阿尔金北部的北山海在早二叠世末关闭
,

中朝板块北

部的兴蒙海在晚二叠世甚至三叠纪才关闭
,

因而可认为
,

阿尔金断裂在晚古生代 中期总体应

以右旋走滑为主
,

而晚期转为左旋
。

这种特点对本 区的沉积格局
,

尤其是宗务隆海盆的裂陷

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

2
.

1
.

2 基底与边界性质 本 区基底主要有元古界中深变质结晶基底和加里东褶皱基 底 两种

形式
。

阿拉善古陆陇西一中祁连陆岛
,

柴达木古陆均为元古界中深变质基底
、

构成了本 区石炭

系主要的物源区
。

龙首山一宁卫北山拗陷
、

宗务隆一青海南山拗陷
、

祁漫 塔格一都兰拗陷也

为元古界变质结晶基底
,

这些拗陷表现出较大的沉降幅度
。

北祁连
、

南祁连拗 陷为加里东褶

皱基底
,

沉积厚度较小
,

建造稳定
,

属被动型继承性拗陷
。

本 区盆地边界性质有不整合斜坡边界和断层边界两种类型
。

北祁连
、

南祁连报陷均为斜

坡边界
。

宗 务隆一青海南山拗陷以土根达板一中吾农山断裂
、

达肯达板一布赫特山断裂和赛

什 腾 一挨 姆 尼 亚 克山断裂为其北南边界
,

石炭纪可能为正断层
。

祁漫塔格一都兰拗陷南

侧为祁漫塔格北一布尔汉布达山北断裂
,

北侧为斜坡边界
。

沿这些断裂的活动控制了石炭纪

盆地的沉降方式与规模
、

火山活动和特殊沉积的展布
。

2
.

1
.

3 原型盆地构造成 因类型 加里东运动后
,

本区形成了北西西向断裂褶皱相间的 构造

格局
,

泥盆纪形成了数个山间盆地
、

海湾盆地
、

陆间裂谷和弧后裂谷盆地
,

整体 已呈现五隆

五拗的沉积格局
。

石炭纪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格局
。

本 区石炭纪整体表现为连续的沉降状态
,

沉积区无大规模 回返和变形
,

隆起区表现为逐步的缩小和夷平
。

古秦昆洋向北俯冲使弧后产

生造 山带向柴达木古陆的冲断推覆或仰 冲
,

山体重力负载使祁漫塔格 一 都 兰 一带 发生前陆

挠曲沉降 盆地结构呈不对称 状
,

南断北超
,

沉降中心偏于南侧
,

南侧边缘为 陡坡环境
,

北

侧为缓城环境
。

宗务隆一 青海 南山和柴北缘地区
,

原型盆地位于古陆之间
,

具有沉降幅度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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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石炭系厚 4 5 00 一 6 o 00 m )
,

沉积建造为构造滑塌水下扇碎屑岩建造
、

海底火山岩建造

和碳酸盐岩建造组成
,

沉积韵律复杂
,

表现 了多次裂陷快速沉降的过程
。

其南侧柴北缘地区

呈现出与被动陆缘类似的沉积特点
。

南祁连
、

北祁连拗陷表现 出与克拉通拗陷盆地类似的沉

降形式
。

沉降幅度小
,

地形坡度较缓
、

沉积沉降中心基本吻合
,

具重力均衡沉降的特点
。

龙首 山

一宁卫北山拗陷与北祁连拗陷特点相近
,

但沉降幅度较大
,

且在宁卫北山一带 沉 积厚 4 00 0

余米的石炭系
,

其沉降机制除可能表现 了北西西
一

与南北 向交叉沉降的叠合效应外
,

还可能与

运源碰撞
、

陆内张裂下陷的主动沉降有联系 〔` ’ 。

2
,

2 古水文分析

石炭纪时总体地形为北高南低
,

但古陆相对较小
,

很难形成较大型的河流
,

因而
,

河流沉

积不太发育
,

多表现为较小河流 向四周注入海湾和浅海盆地形成裙带状分布的滨海平原和小

型海岸三角洲环境
,

北部地区陆地较多
,

河流作用则相对较为明显
。

受气候变湿的影响
,

晚

石炭世 比早石炭世河流作用 发育
。

海侵主要来自沿南秦岭一中昆仑断裂带消失的古秦昆洋
,

中晚期北祁连
、

龙首山一带可

能接受来 自北山海的少量海侵
。

始于早石炭世杜内期的海侵
,

经祁漫塔格西南向东或经格尔

木 向北侵入 祁漫塔格一都兰拗陷
,

经玛曲向西北侵入宗务隆一青海南山拗陷
,

进一步经土根

达坂 向北侵入南祁连拗陷
,

经通谓
、

靖远 向北后转西侵入北祁连东次凹和宁卫北山次凹
,

维

宪期海侵进一步扩大
,

海水几乎覆盖全部沉积拗陷
,

如沿托勒南山一带海水进入北祁连拗陷西

部
,

与南祁连一起构成以中祁连同沉积隆起为中轴的马蹄形海湾
,

此期海相动物化石 以华南

分子为主
,

混有西欧分 子
,

纳缪尔期和维斯发期海侵规模有所扩大
,

所含生物化石均为世界性

属种
,

表明世界各大洋有较好的连通性
,

此期北山海可能沿龙首山西和北祁连西北角侵入
,

斯

特凡期海水 自北 向南逐渐退却
。

二叠纪北祁连拗陷转变为 以河流相为主的陆相盆地
,

本区晚古

生代表现出海侵一海退的完整旋回
。

本 区石炭 纪水体水介质性质有正常海水
、

淡化海水和咸化海水 3 种类型
。

杜 内期南部地

区为正常海水
,

沉 积以碳酸盐岩为主
,

珊瑚
、

腕足
、

苔薛
、

腹足等极为丰富
。

南祁连拗陷和

北祁连东次凹受构造障壁影响
,

海水水体交换受阻
,

在较干早气候背景 下 水体散失最大于补

给最
,

盐 变增大 沉积了较厚的蒸发岩
,

腕足类个体变刁丫 属种比较单一
。

维宪期开始随着

气候变冷变湿
,

本 区海水整体呈淡化倾向
,

海岸地带表现最为明显
,

南部地区仍 为 正 常海

水
,

北部地 区海水明显淡化
,

碳酸盐岩 占地层比例减少
,

窄盐度动物如珊瑚 等大量减少
.

植

物繁盛
,

常夹着铁矿条带和结核
。

在本 区不 同阶段
、

不 同位置的水动力类型各不相同
。

杜内

期以波浪
、

潮汐 作用为主
,

维宪期以后北部地区河流作用加强
,

波浪作用减弱
,

宗务隆一青

海南山拗陷两侧
,

重力流占主导地位
,

祁漫塔格一都兰拗陷南侧可能也有垂力流沉积
,

断层

上盘古隆起可能有海浪
、

潮汐作用控制的沉积
。

2
.

3 古气候分析

东昆仑一河西走廊地 区石炭纪气候与全球性气候变化规律一致
,

石炭纪从早到晚有明显

变冷变湿的反映
。

古气候变化与水介质性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北祁连东部前黑山组和南祁

连城墙沟组较厚的膏盐沉积
,

是气候干热
、

蒸发作用强烈的间接反映
。

本区早石炭世杜内期

还见有较多的红色碎屑岩沉积
,

植物不发育
,

其中部分地区出现的冲积扇沉积等均反映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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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
、

强风化
、

季节性降水
、

大蒸发量等特点组成的干热气候背景
。

早石炭世晚期到晚石炭

世煤系和河流沉积 占较大比重
,

窄盐生物减少
,

菱铁矿
、

黄铁矿等指相矿物较 多
,

以 N eu
-

r 。夕et ir , ig g an et a ,
L in oP et r幼 L e iP d

。
等为代表的华夏植物分子大量出现

,

均表明气 候逐

渐演变为典型的温湿气候
。

3 原型盆地沉积模式

东昆仑一河西走廊地区石炭系上统与下统为整合接触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

其间无改变整

体沉积格局的构造运动
,

沉降与沉积面貌基本一致
,

总体上都表现出五隆五拗的沉积格局
。

晚石炭世较早石炭世而言
,

具有海侵范围扩大
、

地形变缓
、

沉积范围扩大
、

海侵通道增多
、

气候变凉变湿
、

物源 区减小
、

部分地区沉降幅度增大等特点
。

可 以认为
,

晚石炭世是早石炭

原型盆地

表 2

龙首山一宁卫北 山拗陷

东昆仑一河西走鹿石炭纪原型盆地分析简表

北祁连拗陷 南祁连拗陷 }
宗务隆一青海南@ilJ 陷

}和蘸露石画蔽
大地构造位置

基 底

一竺1 二一一 {一竺一少一
-

}
-进二皇一口一些

-

旦一
、

}一止竺三一
破碎变质结晶基底

泥盆系山间沉积

加 里东褶皱基底

泥盆系山间沉积

双向平缓斜坡

加里东褶皱基底 {元古界深变质结晶基底}元古界中深变质基底

基 础 泥盆系海湾沉积

边界性质
双向斜坡 双向平缓斜坡

些塑鲤塑竺}燮呸匹壁竺塑
双向断裂

; 南为类被动 }南侧为断裂
;

北侧为

大陆边缘斜坡 斜坡

物 源 区
阿拉善古陆走廊链岛 }陇西古陆走廊链岛 }大通 山岛党河南山 }柴达木古陆大通山岛一 {柴达木古陆布尔汗布

沉修方式

沉降幅度

海 陆 性

双向叠加裂陷 , 均衡下沉

陇西古陆

裂 陷

西 5 0 0 位 东 4 0 0 0 nr l西 7 OO m
,

东 1 0 0 0 扭 6 0 0 0口

海陆过渡 海陆过渡

均衡下沉

1 0 0 0 」】1

海陆过渡 海 相

海侵方向
经通渭

、

靖远向北
,

中石{
经通渭

、

靖远向北
!经宗务隆

、

土根达

炭世时经 张掖北向东 { l级向北

经玛曲向西北

·

{些竺一一一
-

}高迎燮也一

}一一竺竺竺

阵堕上一塑一
}经茫崖向东

,

经格尔

}木向北

古 气 侯

沉积中心

早千晚湿

宁卫北山

早干晚湿

景泰一同心 (东 )
,

祁

连山 (西 )

早干晚湿

盆 池 湾

海洋性气侯

宗 务 隆

海洋性气侯

乌图美仁北

该海平原一潮坪一正常}滨海平原一潮坪一渊滨海平原一潮坪一1陡坡海岸一活动浅海相

沉积相组合 }海湾一梅岸滩坝 湾 (早咸晚淡 )

一早海岸滩坝 (晚 )海

岸三兔洲

咸化
、

正常海湾

陡坡海岸一滩坝一稳

定浅海一潮坪

火山活动 无 无 较 强 烈 南部有火山活动

变质作用
区域动力变质 来 变 质 未 变 质 区域动力

、

热变质
,

北缘未变质

柴!总体未变质
,

南部可

能轻变质

盆地类型 类克拉通盆地

碰盆裂谷盆地 ,

类克拉通盆地 类克拉通盆地 }裂陷槽南为类被动陆缘 } 弧后前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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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沉降沉积过程的延续和加强
。

基于上述认识
,

本文将早
、

晚石炭世合并讨论
。

决定原型盆地类型和沉降沉积作用的主要因素有盆地所处大地构造位置
、

基底
、

边界性

质
、

物源区
、

沉降方式
、

沉降幅度
、

海陆性
、

海侵方向
、

古气候
、

沉积中心
、

沉 积相组合
、

火 山活动和变质作用等 〔“ 1
。

表 2 归纳了 5 个拗陷原型盆地分析的主 要 内容
,

将本区石炭纪

原型盆地划分为 3 种基本类型
,

即类克拉通盆地
、

陆间裂陷盆地和弧后前陆盆地
,

柴北缘可

能为类被动陆缘盆地
,

龙首山一宁卫北山拗陷可能为陆内碰撞裂谷盆地
。

本区石炭纪沉积整体上具有活动大陆边缘的特点
,

由南向北呈现出沟一弧一盆一陆一陆

间裂陷一陆内拗陷的特殊组合
,

这些原型盆地继承了加里东运动的总体构造格局和走向
,

在

泥盆纪山间盆地基础上继续沉降
。

石炭纪大规模海侵使海水由南 向北通过一系列海侵通道侵

入
,

在不 同气候背景下构成了丰富的沉积环境类型
,

沉积 了多姿多彩的地层实体
,

相带组合

错落有致
。

图 1较形象地将本 区石炭纪沉积环境和沉积特征加以归纳和组合
,

构成本区石炭

纪沉积模式
,

以抛砖引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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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地矿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庆祝建所 30 周年活动
,

《 西北地质科学 》 第 13 卷第 2 期届时 将

奉献给广大读者 《 纪念建所 30 周年专刊 》
。

专刊内容包括领导题词
、

成果论文
、

研究综述和成果介绍等
。

有建所 30 年来我所地质科研工作回顾与履望的评述性文章 , 有反映地矿部
“
中国周边国家毗邻地区与火山

岩有关矿产地质特征情报调研项口的
“
中国西部周边邻区构造

一

火山
一

成矿建造特征及时空分布规律” , 有

涉及地矿部
“
七五

”
重点攻关项口— 秦巴地区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和主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的

“
秦 巴地区

主要地质
一

构造特征梗概
” ;

有涉及国际地质对比 计 划 ( I G C P ) 2 94 项研究项目的 “ 多种地球动力学背景

条件下甚低级变质作用的一些问题
” , 有涉及地慢物质研究内容的

“
地慢流体的性质和作用

”
和涉及测 试

技术研究的 “ 华中高压变质柯石英的拉曼谱学研究
”
等成果论文

。

此外
,

还有反映建所 30 年来我所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西北按国 民经济建设需要开展基性
、

超基性

岩和海相火山岩及其有关矿产
、

地层古生物
、

区域构造
、

测试技术和环境地质研究的获奖成果介绍
。

本专刊

图文并茂
,

预计 20 万字左右
,

将于今年 9 月出版
。

通过专刊
,

广大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的发展厉程
,

了解主要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一睹我所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振兴祖国大西北经济

建设
,

促进地质科学事业繁荣和发展而奋力拼搏的精神风貌
。

《 西北地质科 学 》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