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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盘江盆地因其特殊的大地构造背景ꎬ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ꎬ在晚海西－印

支期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过程ꎬ在地层中留下了丰富的可直接反映沉积盆地形成、演化和岩

石圈动力特征的沉积作用、构造作用、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过程的地质记录ꎬ成为探索古大陆边

缘地质、认识和揭示环太平洋构造域和特提斯构造域关系的关键地区之一ꎮ “三叉”裂谷系统

是指:在巨大的岩石圈穹窿上沿大致成 １２０°交角的三支三叉裂谷系统的演化辐射状破裂发育

形成的裂谷系ꎮ 南盘江盆地三叉裂谷系统的北支为走向南北的乐运－乐园裂谷ꎬ另外两条是:
其中向西的一条裂谷走向近东西向ꎬ经隆林县城南部向西逐渐转变为北东－南西向ꎻ向东的一

条走向主要为南东－北西ꎬ主要沿田林－百色断裂向南东延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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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南盘江盆地或称滇黔桂盆地、右江盆地(秦
建华等ꎬ１９９６ꎻＬｉ Ｘ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Ｄ Ｊ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Ｃｈｅｎ Ｙ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位于扬子板块的南

缘ꎬ东邻太平洋－菲律宾海板块ꎬ西邻印度板块ꎬ
北部是扬子板块ꎬ处于三大板块的复合部位(梅
冥相等ꎬ２００３)ꎮ 因其特殊的大地构造背景ꎬ不同

学者从沉积学、火山岩、矿产资源、大地构造等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王波等ꎬ１９９２ꎻ罗天勇ꎬ１９９２ꎻ
刘炳温等ꎬ１９９２ꎻ李晓伟等ꎬ２０１１)ꎮ 早在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２ 年ꎬ乐森耳、冯景兰和徐瑞麟等人在凭祥、思
乐、柳江等地工作时初步进行了地层划分ꎮ 南盘

江盆地也是钦杭成矿带的西南段ꎬ是我国卡林型

金矿、低温热液型汞锑矿、沉积型锰钛钒矿和风化

壳型铝土矿等的重要产地ꎮ 此外还发育与晚古生

代－早中生代弧－盆系统岩浆活动有关的铅锌矿

和铜矿ꎮ 许多学者对南盘江盆地的演化史也提出

了不同的认识:广西地矿局(１９８５)认为南盘江三

叠纪盆地为形成于晚古生代－三叠纪的“微型扩

张盆地”或“再生地槽”ꎮ 任纪舜(１９９０)提出该盆

地为发育于华南地块南缘的坳拉槽型陆内地槽ꎮ
也有学者认为该盆地是发育于华南地块南缘的陆

内裂谷(刘宝珺等ꎬ１９９３)或者大陆边缘裂谷(曾
允孚等ꎬ１９９５)ꎮ 金鹤生(１９９３)则提出在滇东、黔
南和桂西北有一个泥盆纪到三叠纪的裂谷系－滇
黔桂裂谷系ꎮ 王海舟(１９９７)经过地球物理的研

究:提出桂西存在晚二叠世裂谷ꎬ其地理位置北端

在贵州省望县北东附近ꎬ向南经广西田林县ꎬ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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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富宁县、广西那坡县西部、越南永安附近ꎬ与红

河大断裂带相交ꎬ南北主裂谷带长约 ４５０ ｋｍꎮ 并

在田林县南部形成一条东西向裂谷臂ꎬ向东经百

色市至平果县黎明乡ꎬ向西至云南省丘北县北东ꎬ
东西长 ２５０ ｋｍꎮ 其时间延伸到早三叠世末期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对南盘江盆地大地构造属性存在

再生地槽、陆内裂谷、大陆边缘裂谷、陆内裂谷系

等不同认识ꎬ但对于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南盘江

盆地的属性则讨论甚少ꎮ 根据前人已经发表的研

究工作ꎬ依托“南盘江盆地的沉积作用和岩浆活

动对钦杭成矿带西南段及邻区古特提斯造山过程

的响应调查研究”和“钦杭成矿带西南段及邻区

古特提斯造山过程与成矿地质背景调查研究”项
目ꎬ结合本课题在研究区所做的工作ꎬ试图对南盘

江盆地在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的大地构造属性做

出合理的解释ꎮ

２　 地质背景

２ １　 沉积特征

南盘江盆地位于广西西部及其与滇东南、黔
南交界处ꎬ盆地西边和西北边以小江断裂带和弥

勒一师宗一盘县断裂带为界ꎻ西南是以那坡一龙

州断裂带为界与北越地块分开ꎻ东北边和东边以

紫云一罗甸一南丹断裂带为界 ( 毛建全等ꎬ
１９９９)ꎻ 研究区普遍缺失前寒武纪地层ꎬ研究区中

寒武统总体上为一套滨浅海相泥质白云质灰岩与

泥质粉砂岩互层的沉积ꎮ 奥陶系在区内只出露

中、下奥陶统ꎬ下奥陶统继承中寒武统以滨海、浅
海相沉积为主ꎮ 泥盆系在区内出露齐全ꎬ但岩相

和生物群变化较大ꎮ 另外ꎬ泥盆系是一个含铁、
锰、磷的重要含矿层位ꎮ 石炭系分布较广ꎬ以大套

的碳酸盐岩沉积为特色ꎬ岩性单一ꎬ富含腕足、珊
瑚、蜓科化石ꎮ 局部地区有硅质岩沉积ꎬ二叠系出

露比较零星ꎬ按沉积相的差异ꎬ可分为灰岩－碎屑

岩相和碳酸盐相两套沉积ꎬ层序清楚ꎬ生物化石丰

富ꎮ 在中二叠世主要由栖霞组、茅口组灰岩组成

碳酸盐台地相ꎮ 晚二叠世领薅组ꎬ总体以泥、砂岩

夹薄层状的硅质岩、透镜状灰岩组成的深水盆地

相ꎬ而台地相地层主要为吴家坪－长兴组一套厚

层状的生物灰岩夹砾屑灰岩、砂屑灰岩ꎮ 早三叠

世的罗楼组、紫云组则以一套薄层状的泥灰岩、泥
岩并夹薄层状的硅质岩、凝灰岩组成ꎮ 永宁镇、安

顺组则是以薄－厚层状的白云岩、灰质白云岩为

主ꎮ 中三叠统则为砂岩、粉砂岩、泥质岩ꎬ发育鲍

马序列的浊流沉积为主ꎬ褶皱发育ꎬ化石较少ꎮ 晚

三叠世的地层普遍缺失ꎬ在盆地的北部主要为一

套三角洲相的沉积ꎬ进入到侏罗纪则主要发育河

流相的沉积物ꎮ

２ ２　 岩浆岩特征

南盘江盆地的火山活动较为频繁ꎬ有两期喷

发和侵入活动ꎮ 第一期发生于晚泥盆世至早石炭

世ꎬ断续喷出碱性基性岩ꎬ分布零星ꎬ随后又侵入

碱性基性岩ꎮ 第二期岩浆活动发生于晚二叠世吴

家坪阶至三叠纪ꎬ喷出基性岩(即所谓“龙康型”
岩体)ꎬ喷发时间较短ꎬ但分布集中ꎬ是主喷发体ꎬ
随后又侵入基性岩(即“安定型”岩体)ꎮ 曾允孚

等(１９９２)提出根据火山岩地球化学特点将南盘

江盆地演化分为两个阶段: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

为裂谷阶段ꎬ中晚三叠世则为弧后盆地演化阶段ꎮ
刘文均等(１９９３)以东吴运动为界ꎬ将其分为两个

阶段:早阶段(Ｄ１ －Ｐ １)以基性岩为主ꎬ范围小ꎬ晚
阶段(Ｐ ２－Ｔ２)包括基性岩与中、酸性岩ꎬ强度大ꎬ
范围广ꎮ 二叠纪玄武岩属于大陆裂谷型ꎬ三叠纪

则具有岛弧型特点ꎮ 早中三叠世ꎬ南盘江地区火

山岩除基性岩外还出现了酸性岩ꎬ构成双峰式火

山岩(夏邦栋ꎬ１９９２)ꎮ 作为一种大气降落的火山

灰沉积ꎬ绿豆岩作为早、中三叠世的等时标志层已

被广泛接受(许靖华ꎬ１９８３、朱忠发ꎬ１９８６、胡世

玲ꎬ１９９６)ꎬ并显示出酸性火山物质来源的成分特

征(朱立军ꎬ１９９５)ꎮ 另外在本区的开远－平塘和

紫云－垭都断裂交接的(Ｐ １－Ｔ２)地层中ꎬ有偏碱性

超基性－基性碱性岩体侵入ꎬ但对其侵入的时间

研究的并不充分ꎬ贵州地矿局(１９８０)认为其形成

时代为燕山期ꎮ

２ ３　 构造变形特征

南盘江地区在晚海西至印支期的构造变形

较为复杂ꎮ 南盘江盆地西北侧和东北侧的构造

形迹分别为北东向和北西向ꎬ显示盆地成生发

育受扬子地块南缘几何形态的制约ꎮ 北西向断

裂构造是研究区主要的区域性构造形迹ꎬ如百

色－田林断裂ꎬ北东走向的师宗－弥勒断裂则是

主要的控盆边界断裂ꎮ 北东向的南盘江断裂带

则是从云南开远经丘北、广南、广西西林直到百

色平面上成一个弧形ꎬ向 Ｎ 方向突出的弧形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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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巨型的表层构造ꎬ形成复杂的多层次逆冲－
推覆构造系统ꎮ 根据中三叠统复理石中的同沉

积构造ꎬ吕洪波等(２００３)判断盆地在中三叠世

受到了 ＳＳＷ－ＮＮＥ 方向的挤压变形ꎮ 另外ꎬ沿古

特提斯分支洋盆近东西展布的是一系列向北突

出的弧形次级断裂和褶皱构造ꎬ暗示了强烈的

近南北向挤压作用是一致的ꎬ其也与古特提斯

分支洋盆向北俯冲消减过程极为匹配ꎬ晚二叠

世扬子地台的西缘发生了大规模的玄武岩喷

发ꎬ说明当时的地壳运动的主要形式为拉张运

动ꎮ 罗志立等(１９８８)将其称为“地裂运动”ꎬ梁定

益等(１９９４)将其认为是东吴运动ꎮ 本文即以东

吴运动作为研究的开始时代ꎬ主要研究晚二叠世

至早三叠世的南盘江盆地的构造属性ꎮ 东吴运动

使南盘江地区形成了罕见的浅水碳酸盐台地与洋

盆深水沉积共生的盆地(杜远生ꎬ２００９)ꎮ 其高潮

表现为出现陆内裂陷槽(高勇群ꎬ２００１)ꎮ 随着裂

谷系统的不断发育ꎬ认为其是由三支裂谷系统控

制的盆地演化ꎬ若利用三叉裂谷系ꎬ则很好的解释

区域上构造线的弯曲现象ꎮ 裂谷北支为走向南北

向的乐运－乐园裂谷(廖朝忠等ꎬ１９８４)ꎬ裂谷西支

走向近东西向ꎬ经隆林县城南部向西逐渐转变为

北东－南西向ꎻ而裂谷东支主要沿田林－百色断裂

向南东延伸(图 １)ꎮ

图 １　 南盘江盆地“三叉”裂谷系统地质区域概况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ｍｅｄ ｒｉ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１—前三叠系ꎻ２—下三叠统ꎻ３—下－中三叠统ꎻ４—中三叠统ꎻ５—中－上三叠统ꎻ６—上三叠统ꎻ７—侏罗系ꎻ８—古近系ꎻ９—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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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裂谷北支系统

３ １　 裂谷北支系统的展布范围

高勇群等(２００１)认为在镇宁牛田与岂仙、贞
丰卡务、望谟乐康、隆林领薅、唐马与马雄等地有

深水相的晚二叠世动物群和沉积ꎬ并提出北从镇

宁沙子沟开始ꎬ向南经岂仙、卡务、乐康、领褥ꎬ存
在一条南北向的裂陷槽ꎬ槽的北端宽 １５ ２０ ｋｍꎬ
向南呈喇叭形开口ꎬ分布于镇宁沙子沟－贞丰卡

务－隆林一带ꎮ 夏文臣等(１９９１)认为晚二叠世本

区存在一个由西北缘控制的同沉积断裂形成的半

地堑式盆地ꎮ 贵州省地质局(１９８０)将此研究区

命名为白层结构岩体ꎬ其西界自坡蝉向南经坡坪

到册阳ꎬ坡蝉、乐运、者董为其北界ꎬ册阳向东经过

册亨望谟为东界ꎮ 晚二叠世ꎬ在紫云－望谟－贞丰

一带ꎬ是由暗色薄层状的泥晶灰岩组成的较深水

域的台盆相沉积ꎬ生物稀少ꎬ含有少量的浮游型菊

石和筳ꎮ
南盘江盆地的裂谷北支系统为走向南北向的

乐运－乐园裂谷(廖朝忠等ꎬ１９８４)ꎬ裂谷西边界自

坡蝉经白层至册亨ꎻ东界自简益南向南经包树至

望谟ꎬ形成一个向南开口的喇叭状ꎬ东西宽约 ４０
６０ ｋｍꎬ南北长约 １５０ ｋｍꎬ一直延入广西、云南

境内ꎮ

３ ２　 裂谷北支系统的边界断裂

裂谷北支的断裂系统西界是由二叠纪开始活

动的镇宁－册亨断裂系统控制(梅冥相ꎬ２００１)ꎬ裂
谷的东界则是晚二叠世的包树同生断层控制(贵
州地质局ꎬ１９８０)ꎮ

镇宁－册亨断裂系统ꎬ南起册亨县附近ꎬ向北

经洛帆、贞丰到打邦附近ꎬ并在晚二叠世控制了北

支裂谷西部地堑的演化(梅冥相ꎬ２００１)ꎮ 册亨附

近的上二叠统吴家坪－长兴组中可见厚层状的生

物、角砾状灰岩ꎬ其中角砾成分为灰岩ꎬ深灰色、灰
色ꎬ角砾大小不一ꎬ磨圆分选较差ꎬ胶结较好(图
２Ａ)ꎮ 另外ꎬ白层镇可见厚层、块状的生物灰岩、
角砾状灰岩ꎬ其中角砾成分为灰岩ꎬ角砾呈棱角

状ꎬ砾径数个 ｃｍ 左右ꎬ推测其为跌积型斜坡相ꎮ
其也是直接反映由同生断裂拉张活动形成的沉积

相(马永生等ꎬ２００９)ꎬ证明本区存在一个正断层ꎮ
在贞丰附近ꎬ在中三叠世垄头组可见薄层状微晶

灰岩、中层状核形石灰岩、泥质灰岩夹砾屑灰岩

(图 ２Ｂ)ꎮ 砾屑灰岩中:砾屑多小于 １ ｃｍꎬ其中以

２ ５ ｍｍ 居多ꎬ砾屑成分为灰岩ꎬ呈次棱角状ꎮ
泥灰岩中可见滑塌构造(图 ２Ｃ)ꎬ沉积环境为碳酸

盐台地前缘斜坡相ꎬ推测其由正断层控制ꎮ
包树同生断层在晚二叠世位于紫云、包树、望

谟一线ꎬ其控制着海槽碎屑岩相向台地边缘礁相

至台地碳酸盐岩相的转变(贵州地质局ꎬ１９８０)ꎮ
在裂谷东边界的石屯镇至包树村ꎬ可见吴家

坪－长兴组灰岩中厚层的生物灰岩、砾屑灰岩(图
Ｄ)ꎬ结合望谟六洞观察的晚二叠世角砾状灰岩

(图 ２Ｅ、Ｆ)ꎬ包树村附近可见生物礁灰岩ꎬ生物礁

可见海绵、珊瑚等沿板绕一线ꎬ骤变为晚二叠世领

薅组碎屑岩沉积ꎬ可知其存在一个正断层控制沉

积环境的转变ꎮ

３ ３　 裂谷北支系统的沉积学证据

为了控制裂谷北支系统沉积相沉积变化ꎬ设
置了兴隆－册亨－望谟六洞、贞丰－白层－板绕－包
树剖面(图 ３Ａ、Ｂ)ꎮ 前者主要控制裂谷北支的边

界断裂ꎬ后者主要控制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沉积

相的演化ꎮ 上二叠统领薅组可见中薄层状的深黑

色粉砂质泥岩(图 ２Ｇ)、粉砂岩、红色含砾粉砂岩

(图 ２Ｈ)ꎬ其中砾石成分为玄武岩、凝灰质ꎬ砾石

直径大小约 １ ２ ｃｍꎬ磨圆度好ꎬ其向南西可延伸

至隆林等地ꎬ代表该区晚二叠世浅海深水槽谷相

沉积(金玉轩ꎬ２０００)ꎮ 早三叠世罗楼组－紫云组

则可见陆棚相的薄层状泥岩、粉砂质泥岩与泥灰

岩互层状产出ꎮ
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本区地层出露简单ꎬ在

裂谷区可见晚二叠世领薅组海湾相沉积ꎬ早三叠

世罗楼组、紫云组的陆棚相沉积ꎬ而非裂谷区则是

晚二叠世的厚层状生物灰岩、燧石灰岩夹少量粘

土岩的台地碳酸盐沉积ꎮ 在册亨－冗渡镇一线向

一套早三叠世薄至厚层状的白云岩、灰质白云岩

碳酸盐岩局限台地相转变ꎮ

３ ４　 裂谷北支系统的火山岩证据

经过对南盘江裂谷系统的北支系统的研究ꎬ
茅口组之上的中－上二叠统内部大量发育有基性

玄武岩和基性火山碎屑岩ꎬ和凝灰质粉砂岩、沉凝

灰岩等组成的水下重力流、火山碎屑浊流沉积

(廖朝忠等ꎬ１９８４ꎬ夏文臣ꎬ１９９１)ꎮ 中晚二叠世至

早三叠世的盆地处于扩张初期ꎬ 并发生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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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南盘江盆地“北支”裂谷系统的沉积构造

Ｆｉｇ 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ｒｉ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册亨县吴家坪—长兴组角砾状灰岩ꎬ指示斜坡相ꎻＢ—贞丰县中三叠统垄头组斜坡相基本层序ꎻＣ—贞丰县中三叠统垄头组砾屑、砂屑

灰岩ꎬ指示斜坡相ꎻＤ—包树茅口组灰岩中构造角砾岩ꎻＥ—望谟笔家山地貌景观ꎻＦ—望谟笔家山茅口组灰岩中的构造角砾岩ꎻＧ—板绕

村岜仙组———领薅组灰黑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ꎻ Ｈ—板绕村岜仙组—领薅组含砾粉砂岩ꎬ砾石成分为玄武岩、凝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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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Ａ—兴隆－册亨－望谟六洞剖面ꎻＢ—贞丰－白层－板绕－包树剖面

Ｆｉｇ ３　 Ａ 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Ｃｅ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ｍｏ－Ｌｉｕｄｏ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ꎻ Ｂ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Ｂａｉｃｅｎｇ－Ｂａｎｒａｏ－Ｂａｏｓｈ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火山活动ꎬ以基性玄武岩的喷发为主ꎬ伴随酸性火

山活动ꎬ构成大陆裂谷阶段典型的岩浆活动－双
峰式火山岩建造ꎮ

裂谷北支系统应是裂谷两侧同生正断层控制

的地堑系统ꎬ南端开口向南ꎬ但其发育不佳ꎬ向北

深入贵州并尖灭ꎬ影响范围相对较小ꎬ控制了望谟

以北地区的晚二叠世 －中三叠世深水盆地的

分布ꎮ

４　 西支裂谷

４ １　 裂谷西支系统的展布范围

“三叉”裂谷系统的西支裂谷在晚二叠世至

早三叠世是由隆林县城南部的大古城断裂形成的

半地堑系统控制的ꎬ裂谷西支走向近东西向ꎬ在经

隆林县城南部向西逐渐转变为北东－南西向ꎬ据
«滇东南中三叠统锰矿远景调查报告»ꎬ认为中三

叠统沿个旧、开远、弥勒一带呈北东向的地区是台

沟相沉积环境ꎮ

４ ２　 裂谷西支系统的边界断裂

裂谷西支断裂系统的南边界由大古城断裂控

制ꎬ而其北部并未发现明显的断裂控制ꎬ隆林同生

断裂晚二叠世继承前期的张裂性质ꎬ控制了晚二叠

世盆地相领薅组和浅海台地相吴家坪－长兴组的沉

积(任立奎ꎬ２００２)ꎮ 在大古城北可见二叠系茅口组

中一套厚层至块状灰岩ꎬ地貌显示不明显ꎬ灰岩发

生强烈碎裂岩化(图 Ａ)ꎬ被方解石所胶结ꎬ形成角

砾分明的张性角砾(图 Ｂ)ꎬ角砾大小不一ꎬ大于

２０ ｍꎬ角砾已经胶结ꎬ证明该地曾经有一条近东西

向展布的大型脆性正断层活动ꎬ将其命名为大古城

断裂ꎬ认为该断裂即为裂谷南缘边界正断层ꎬ另根

据该断裂带通过的南北两侧ꎬ古地理与沉积相存在

十分明显的差异ꎬ判断其为同生断层ꎮ
在坡脚村中三叠世坡段组中可见同生、滑塌

角砾岩、构造角砾岩(图 ５Ｃ、Ｄ)ꎬ据此判断此台地

斜坡应由脆性正断层控制ꎬ将此断裂称为坡脚断

裂ꎬ是一条倾向南的脆性正断层ꎬ控制着台地斜坡

的构造－地貌演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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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南盘江盆地“三叉”裂谷系统西支沉积、构造

Ｆｉｇ ４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ｍｅｄ ｒｉ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中三叠统坡段组灰岩发生碎裂岩化ꎻＢ—中三叠统坡段组灰岩碎裂化造成的张性构造角砾岩ꎻＣ—茅口组灰岩发生碎裂岩化ꎬ镜向南

东ꎻＤ—茅口组灰岩碎裂化造成的张性构造角砾岩ꎮ Ｅ—上部粉砂岩、泥岩互层状产出、下部杏仁状、块状玄武岩ꎻＦ—玄武岩潮坪相沉积

示意图 ꎻＧ—者浪公社领薅组滑塌堆积ꎻＨ— 者浪公社领薅组滑塌堆积示意图ꎻＩ—吴家坪—长兴组灰岩顶部风暴沉积ꎻＪ—吴家坪－长兴

组灰岩顶部风暴沉积示意图

５５第 １ 期　 　 　 　 　 　 　 　 　 陈振亚ꎬ等:南盘江盆地晚二叠世－早三叠世三叉裂谷系统的厘定



４ ３　 裂谷西支系统的沉积学证据

为了详细控制西支裂谷系统沉积相的变化ꎬ设
置了安龙－坡脚－大古城、德卧公社－岩场村－者浪

公社两条剖面(图 ５Ａ、Ｂ)ꎮ 根据剖面显示ꎬ隆林克

保村可见厚层状的灰绿色杏仁状、块状构造玄武

岩ꎬ未见柱状节理、枕状构造等明显的水下喷发构

造ꎬ玄武岩上部可见薄层状的粉砂岩、泥岩互层产

出的沉积夹层(图 ４－Ｅ)ꎬ可见水平层理、波状层理、
透镜状层理ꎬ沉积环境推测为潮坪相(图 ４－Ｆ)ꎮꎬ隆
林南部扁牙、者浪等地区出露覆盖于玄武岩之上的

领薅组沉积ꎬ岩性为深灰色粉砂岩、泥岩夹含砾粉

砂岩、灰岩透镜体ꎬ其中可见珊瑚及海百合茎等化

石ꎬ砾石分选极差(图 ４Ｇ、Ｈ)ꎬ与裂谷北支系统中

的中－上二叠统发育的代表晚二叠世深水盆地相的

碎屑沉积是一致的ꎬ推测其为海湾或深水盆地相沉

积ꎬ而祥播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长兴组则是由灰

色生物灰岩组成的碳酸盐台地相ꎬ只在其顶部可见

明显的风暴堆积(图 ４Ｈ、Ｉ)ꎬ指示其水深未达到南

部领薅组的沉积水深ꎬ在者浪、岩场地区早三叠世

罗楼－紫云组可见一套薄层状的泥岩、泥灰岩互层

状组成的浅海陆棚相沉积ꎬ中三叠世则发育一套以

砂岩、粉砂岩、泥岩为主的复理石沉积ꎮ

４ ４　 裂谷西支系统的火山岩证据

隆林克保村可见厚层状的灰绿色杏仁状、块
状构造玄武岩ꎮ 据 １ ∶２０ 万兴仁、安龙幅ꎬ隆林地

区的二叠纪玄武岩是在晚二叠世初期ꎬ随着张裂

作用的加大ꎬ形成了基性玄武岩的喷发ꎬ同时由于

张裂的槽谷快速沉降ꎬ形成了领薅组碎屑岩的沉

积ꎮ 基性岩浆的活动指示本区存在地壳的上升及

陆壳的伸展作用(张旗ꎬ１９９９)ꎮ
隆林北部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的地层中并未

观察到明显的正断层的证据ꎬ其二叠纪玄武岩、深
水相领薅组等地层也并未出露ꎮ 结合沉积相、构
造作用等分析ꎬ推测西支裂谷系统是由南部的大

古城断裂控制的半地堑系统ꎬ在晚二叠世至早三

叠世控制本区的沉积演化过程ꎮ

图 ５　 Ａ—安龙－坡脚－大古城剖面ꎻＢ—德卧公社－安然－克保剖面

Ｆｉｇ ５　 Ａｎｌｏｎｇ－Ｐｏｊｉａｏ－Ｄａｇｕｚｈｅ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ꎻ Ｂ Ｄｅｗｏ－Ｇｏｎｇｓｈｅ－Ａｎｒａｎ－ｋｅｂａ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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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东支裂谷

５ １　 裂谷东支系统的展布范围

东支裂谷系统与桂西裂谷系存在空间、时代

的耦合性ꎬ传统称其为右江再生地槽(广西壮族

自治区地质矿产局ꎬ１９８５)和桂西晚二叠世裂谷

(王国田ꎬ１９９０)ꎮ 柳淮之等(１９８６ꎬ１９８８)则将其

划归为右江裂谷ꎬ桂西北地区在海西－印之期发

生了陆壳活化张裂(李甫安ꎬ１９９０)ꎮ １９９０ 年ꎬ广
西第二水文队认为桂西地区属大陆裂谷ꎮ 裂谷活

动于早泥盆世ꎬ二叠纪到中三叠世最强烈ꎬ到晚三

叠世印支运动时封闭ꎮ 黄启勋等(２０００)认为桂

西属大陆裂谷系ꎬ裂谷轴走向 ＮＷꎬ主体位于西林

一隆安一带ꎬ北东、南西、南东侧边界分别是南丹

一宾阳断裂、那坡断裂、凭祥－贺县断裂ꎬ北西侧

止于师宗一弥勒断裂ꎮ 右江盆地的主体部位在田

林、西林、百色一带(唐云冀等ꎬ２００３)ꎬ与我们所

认识的南盘江“三叉”裂谷系统的东支及裂陷中

心ꎬ存在空间上的耦合ꎮ 吴浩若等(１９９７)认为广

西晚古生代深水沉积的岩石组合和地球化学特

征ꎬ已说明本地是远洋盆地沉积环境ꎮ 王海舟

(１９９７)认为东吴运动是形成桂西晚二叠世裂谷

的主要原因ꎬ并认为裂谷的形态延伸至早三叠世

末期ꎬ广西裂谷带在泥盆纪－早三叠世为张裂沉

陷ꎬ在中三叠世为张裂横向扩张与强烈沉陷ꎬ晚三

叠世为衰退－消亡阶段(贵州地矿局ꎬ１９８７)ꎮ
结合前人的资料和野外工作ꎬ本专题南盘江

盆地的裂谷东支应为沿百色－田林断裂向南东延

伸ꎬ认为其属于桂西大陆裂谷系一部分ꎮ

５ ２　 裂谷东支系统的边界断裂

裂谷东支系统为百色－田林断裂控制的半地

堑系统ꎮ 百色 －田林断裂主要沿隆林、旧州、潞
城、田林、百色一线分布ꎬ长约 １００ 多公里ꎬ地貌上

呈现明显的北西向谷地ꎬ在晚二叠世呈现张裂性

质(任立奎ꎬ２００２)ꎮ 在阳圩镇附近晚二叠世地层

底部可见多套碎屑流角砾灰岩沉积在结晶灰岩

中ꎬ粒径大多在 ０ ２ ５ ｍｍ 左右ꎬ磨圆不等(图
６Ａ、Ｂ)ꎬ或是以厚约 ２０ ｍ 碎屑流(颗粒流)夹在

中薄层状粉砂岩与泥岩中ꎬ其内部还可见角砾的

定向堆积ꎬ但角砾无磨圆ꎬ分选较差ꎬ粒径从

０ ２ ｍｍ ３５ ｃｍ 不等ꎬ推测为跌积型台坡上部堆

积ꎬ推测是由同生断裂拉张活动形成的沉积相

(马永生等ꎬ２００９)ꎮ
龙川镇附近的晚二叠统底部也是由砾屑灰

岩、砂屑灰岩夹微晶灰岩组成ꎬ砾屑磨圆不等ꎬ棱
角状－次棱角状ꎬ粒径大小从 ２ ３５ ｍｍ(图 ６Ｃ、
Ｄ)ꎬ推测其为跌积型台坡下部堆积ꎬ但其规模小

于阳圩地区ꎬ可知在晚二叠世灰岩之上是有同生

断层的活动ꎬ其控制裂谷系统的东边界ꎮ

５ ３　 裂谷东支系统的沉积学证据

为了详尽了解东支裂谷的演化阶段ꎬ特在阳

圩－百色－龙川设置了一条路线剖面(图 ７)ꎬ根据

剖面显示ꎬ阳圩地区在上二叠统－下三叠统为海

湾相沉积ꎬ以硅质岩、深色泥岩、粉砂岩沉积为特

色ꎬ与南盘江裂谷西支延伸至百色阳圩地区的厘

定是一致的ꎬ阳圩南东可见下三叠统出露ꎬ岩性为

中薄层状粉砂岩夹泥岩、硅质泥岩并可见到酸性

凝灰岩ꎬ岩层内发育平行层理、水平层理、小型斜

层理、包卷层理(图 ６Ｅ)ꎮ 在粉砂岩中可见泥砾

(图 ６Ｆ)ꎬ最大者长 ２０ ｃｍꎬ推测为浊流积ꎬ龙川镇

上二叠统－下三叠统则是以陆棚－海湾相沉积ꎬ岩
性以薄层状的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钙质泥岩

与泥灰岩沉积为主ꎬ下三叠统罗楼组中可见薄层

状的钙质泥岩与泥灰岩互层ꎬ并夹极薄层的页岩ꎬ
泥岩中可见保存完整的双壳类化石ꎬ由底向上岩

层厚度变厚ꎬ显示水体加深的过程(图 ６Ｇ、Ｈ)ꎮ
而在龙川东部的非裂谷区ꎬ下三叠统底部可见中

薄层状细砂岩ꎬ粉砂质泥岩夹数层锰土层ꎬ其岩层

中还夹有一层厚约 ２ ｃｍ 的粗砂岩含有>３０％的金

云母ꎬ推测其为滨浅海沉积环境ꎮ

５ ４　 裂谷东支系统的火山岩证据

张帆(１９９０)等根据晚二叠世火山岩的地球

化学数据认为其是高钛、低硅和低 Ｋ２Ｏ / Ｎａ２Ｏ 值ꎬ
投点落于拉班玄武岩区域ꎮ 裂谷区在晚二叠世的

基性岩浆以碱性和钙碱性为主ꎬ并伴有安山岩和

英安岩(或玢岩)ꎬ具有明显的双峰式火山岩的特

征ꎬ反映地壳的大规模伸展运动 (朱国器等ꎬ
２００７)ꎮ 根据野外采集的样品分析ꎬ广西田林、隆
林东南部等主要为基性火山岩ꎬ在百色大楞还可

见酸性凝灰岩ꎮ
由此可知ꎬ在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龙川镇是

由碳酸盐台地斜坡相向海湾相的沉积环境演化ꎬ
而阳圩的沉积环境也是以泥岩、 粉砂岩为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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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南盘江盆地“东支:裂谷系统沉积构造

Ｆｉｇ ６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ｉ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ｅａｓ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Ｎａｎｐａ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广西阳圩上二叠统底部碎屑流灰岩沉积在微晶灰岩中ꎻ Ｂ—广西阳圩上二叠统碎屑流灰岩示意图ꎻＣ—广西龙川镇百战村上二叠统

底部岩石发生碎裂岩化ꎻ Ｄ—广西龙川镇百战村上二叠统砾屑灰岩ꎬ指示斜坡相ꎻＥ—广西阳圩早三叠统粉砂岩中发育的平行层理、包卷

层理ꎬ指示海湾相沉积ꎻ Ｆ—广西阳圩早三叠统粉砂岩中发育的泥砾ꎬ指示海湾相沉积ꎻ Ｇ—广西龙川镇罗楼组薄层状泥灰岩与泥岩互层

状产出ꎬ指示陆棚相ꎻＨ—广西龙川镇罗楼组薄层状泥灰岩与泥岩互层状产出ꎬ指示陆棚相示意图

图 ７　 阳圩－百色－龙川镇剖面

Ｆｉｇ ７　 Ｙａｎｇｙｕ －Ｂａｉｓｅ －Ｌ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ｚｈｅ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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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陆棚环境ꎬ并在早三叠世有酸性凝灰岩的

喷发ꎬ其断裂系统较发育ꎬ而东部龙川附件的断裂

系统则规模较小ꎬ但其总的规模较大ꎬ中三叠统则

是以复理石沉积为主的复理石沉积ꎮ

６　 问题讨论及结论

南盘江盆地的晚二叠世－早三叠世的大地构

造属性可能是建立在 “三叉”裂谷系统的演化过

程中ꎬ南盘江盆地的拉张是建立在中二叠统茅口

组之上ꎬ其可能与二叠纪持续到早三叠世的大面

积火山活动有关ꎬ而四川盆地的峨眉山玄武岩喷

发时间是中二叠世晚期至晚二叠世早期ꎬ并未持

续到早三叠世早期ꎬ但在桂西－滇东－黔南的火山

岩与峨眉山溢流玄武岩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的特

征ꎬ也被认为是峨眉山 ＬＩＰ 产物 (范蔚茗等ꎬ
２００４)ꎮ 古生代晚期ꎬ南盘江地区由于大型地幔

柱上升结果ꎬ曾有过大面积的抬升ꎬ认为正是地幔

热事件ꎬ形成了大陆拉伸作用下堑垒相间古地理

格局(黄继祥ꎬ１９８５ꎻ秦建华ꎬ１９９６))ꎮ 根据扬子

地台西南缘的一套与地幔柱有关的基性岩浆岩活

动的研究ꎬ认为其与古特斯洋盆的演化大体吻合

(张旗等ꎬ１９９９)ꎮ
总体上ꎬ三条裂谷发展规模不一样ꎬ均未见到

洋壳的证据ꎬ向北的一条发育不佳ꎬ东支西支两支

发展较好ꎬ但其也控制了随后南盘江盆地中三叠

统深海－半深海浊流体系的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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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研究所闫全人研究员和向忠金博士的指导ꎬ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冯增昭、于炳松和黄文

辉等专家的亲切指导ꎬ在此一并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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