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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南部石炭纪古地磁初步研究

吴祥合 蔡继锋 邓一永 陈文一

(贵州省地矿局地质科学研究所 )

王俊达
(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玻化学研究所 )

一
、

前 言

近年来对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己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

对中国板块也有不少新进展
,

19 86

年国际大陆边缘地质科学讨论会中已经广泛涉 及到我国南方
,

北方各地质时代的构造变迁

和海陆迁移以及板块
、

推覆体的演化过程
。

愈来愈多的资料表明
,

任何一个地 质时期的地质

事件出现
.

均以全球地质背景为前提
。

相带的变动
,

生物礁滩的出现
,

特殊环境里各种矿产的

产出
,

无不与当时的古气候
、

古纬度有关
。

因此
,

研究古地磁学
,

将是研究岩相古地理中应当

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
。

通过古地磁学研究
,

能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

以补充岩相古地理研究

的某些不足
。

笔者对贵州中部和贵州南部泥盆一侏 罗纪作了系统古地磁研究
,

其中石炭纪作了贵阳
、

惠 水
、

平塘
、

罗甸等八个点 16 小层
,

共取样 68 件 (图 1 )
。

样品由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 化学研

究所测试处理
。

现仅总结贵州石炭纪古地磁资料
,

以供研究地处中
、

上扬子地块的贵州的构

造变动
、

板块移动以及上杨子地块的古地理环境参考
,

从而为探索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提供

佐证
。

贵州地区过去在古地磁方面研究较详细的地层是二叠系和三叠系
,

其次是泥盆系
、

石炭

系和侏罗系等
。

八十年代初林金录和 M
.

F ull er 曾对贵州西部二叠系砂岩
、

玄武岩
; 三叠 系的
尹

灰岩
、

白云岩
;
侏罗系的红层等作了古地磁研究

。

19 8刁一 ! 98 5 年
,

李华梅
、

王俊达对贵阳地区

二叠系
、

三叠系采样并进行了古地磁研究
,

19 86 年李杏林
、

李德壁等对黔中石炭系铝土矿作

了古地磁研究
。

贵州省地矿局区调队对遵义地区二叠系锰矿床上
、

下地层也作过古地磁研

究
, 19 8 7 年林树基

、

郑洪汉在研究
“

草海的演化
”

中也曾研究 了贵州第三纪古地磁的变化情

况
。

上述成果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贵州古地磁工作奠定了基础
。

但是过去的工作中仍 存在一

定缺点
,

例如有些属 于方法试验性质
;
有的采样点密度不够

;
研究的地层时代不系统

.

下全

面 ; 有的采样方法和研究方法有很大差异
,

资料整理也不系统
,

更无标准化可言
。

因此
,

目前

不能依靠已有的数据对贵州境内各次级地块之 间相互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评价
.

古地磁极

移动曲线的建立 尚需做更多的工作
。

对贵州石炭纪古地磁研究也是初步的
,

有必要在今后工

作中不断深化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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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贵州省炎阳市及其以南地区石炭纪古地磁取样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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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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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背景

贵州省位于扬子准地台西缘
,

其东南角属华南褚皱带
。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
,

同属

一个板块— 华南板块
。

根据地台盖层的性质划分二级构造单元和三级构造单无
;
根据构造

形态总貌划分四级构造单元 (图 2 )
。

贵州属 中国南方石炭系最发育的省份
,

根据地层发育程度
、

生物群落
、

岩性和岩相差别

可分为独山
一

威宁
、

普安
一

麻尾和郎岱
一

罗甸三个分区
,

独山
一

威宁区俗称
“
白区

” ,

属浅水碳酸

盐台地相
;
普安

一

麻尾属过渡相
;
郎岱

一

罗甸俗称
“

黑区
” ,

属暗色碳酸盐岩和硅质岩沉积区
,

该

区相对为深水区
。

北部黔中隆起广泛分布铝土矿
。

贵州省各地石炭系地层厚度不一
,

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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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贵州早石炭世德坞期至晚石炭世古地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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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贵州石炭系地层划分简表
介 b】e 1 D I丫肠 Io n of 山 e

Q
r
ob

n ”短r
叨 . 5密ar 扭 加 G以名 h o u

系系 统统 阶阶 组组 岩 性性

石石石 上上 马平阶阶 马平组组 浅灰
、

灰白色厚层块状灰岩夹灰质自云岩
,

底部夹泥质灰岩及页岩
。

产蟾
、、

炭炭炭 统统统统 珊珊
、

腕足及菊石化石 O一 R37 mmm

系系系 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壶
天天天天 达拉阶阶 达拉组组 浅灰

、

灰白色厚层块状灰岩
.

下部为灰岩及自云岩
、

自云质灰岩
。

产瞪
、

珊珊
统统统统统统 瑚

、

腕足类 O一 383 mmm

滑滑滑滑石石 滑石石 浅灰
、

灰白色中厚一厚层块状灰岩及白云岩
。

含唯
.
、

菊石
、

脆足
、

珊瑚 。一 54 5 mmm

板板板板阶阶 板组组组

下下下下 德坞阶阶 摆佐组组 上部灰色
,

下部深灰色厚层块状灰岩
、

自云岩夹少量页岩
。

含菊石
、

珊瑚
、

腕足足
统统统统统统 4一5 8 2 mmm

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

宁宁宁宁 大塘阶阶 上司组组 灰
、

灰黑色中一厚层灰岩含健石结核
、

含泥质夹少 量页岩
、

砂岩 。一 456 mmm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IIIIIIIII日司组组 灰一灰黑色薄一中厚层灰岩
、

泥质灰岩
、

页岩
.

产珊期
、

腕足 1 11 一 456 mmm

详详详详详摆组组 灰一灰白色薄一中厚层石英砂岩
、

页岩
、

炭质页岩
,

含煤 ]一 4 层
.

产植物化石石
88888888888 3一 3 9 6 mmm

岩岩岩岩关阶阶 汤把把 灰
、

探灰
、

灰黑色中厚层一厚层灰岩
、

泥质灰岩夹页岩
,

含砂岩
、

硅质岩
。

产珊珊
沟沟沟沟沟组组 瑚

、

腕足 0一3 8 1。。

革革革革革毛毛 探灰一灰黑色中厚一厚层灰岩
、

泥质灰岩夹页转
。

产珊瑚
、

腕足化石 0一 15 腼腼
河河河河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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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早石炭世至晚石炭世古地理格局北部为陆
,

南部 为浅海水台地和相对深水的台盆
,

局部有生物礁滩分布 (图 3 )
。

贵州石炭系地层系统划分为下统
、

上统
。

下统包括岩关阶
、

大塘

阶
、

德坞阶
,

以灰岩
、

页岩为主
,

夹石英砂岩
。

上统包括滑石板阶
、

达拉阶
、

马平阶
,

以灰岩
、

白

云岩为主 (表 1 )
,

盛产姚
、

珊瑚
、

腕足等化石
。

三
、

采样
、

实验
、

测量

本次采集的样品分布在既有浅水相
,

又有相对深水相的上
、

下石炭统的 11 个小层上
。

先利用层面法定 向采集手标本
,

然后在室内切割成立方体块样品
。

其中部分为 , 丫
矜

一

4。 m

的样 品
,

因受测量仪器的银捌而没有溅量
,

其余 能块为 2 又 2 义 Zcm 的样品
,

均作了古地磁

试验和测量
。

样品岩性以砂质白云岩
、

泥晶灰岩
、

碳质泥晶灰岩
、

硅质岩
、

石英砂岩等
。

全部样品都进行了天然剩磁 (N R M )的测量
,

获得了天然剩余磁化强度
。

测量使 用美国

产 D s M
一

2 型旋转磁力仪
,

对每块样进行 了 6 个方位测量
,

取得 了样品在三度空间的天然剩

余平均分矢量 犬
、

Y
、

z
,

并同时计算出 了样品剩磁的的偏角和倾角
,

采用美国产 ST D
一

1 型热

退磁仪对全部样品作 T 退磁试验
。

热退磁所用的温度级为 1 0 0
、

2 0 0
、

2 5 0
、

3 0 0
、

3 5 0
、

峨0 0
、

峨5 0
、

5 0 0
、

5 5 0
、

6 0 0
、

6 5 0
、

7 0 0
o

e
。

其中仅少数样品
,

如硅质岩等
,

因天然剩磁比较弱
,

在 3 5 0一 4 0 0
o

e

后
,

强度已经低于
户

仗器灵敏度而中途被淘汰
。

因此每块样品都获得了各温度级的剩磁强度和

剩磁方 向
。

样品天然剩余磁化强度由于岩性不同而差别很大
,

最大值为 3
.

84 8又 1 0一
3
A m 一 ’ ,

最小值为2
.

0义 10 一
S A m 一 ’ ,

一般在 l 义 1 0一 `
至 8 义 1 0 一

刁A m 一 ’
之间

。

对上述获得的大量资料数

据用电子计算机处理
,

进行了正交投影和强度衰减曲线分析
。

每个温度点获得的偏角和倾角

都做了地理校正和构造校正
。

实验表明
,

大部分样品都有次生磁化叠加现象
。

从退磁曲线上

看
,

主要有三 个磁解 固 ( u n b l o e k in g te m pe r a ut r e )温度 区 间
,

1 0 0一 2 0 0
O

e
,

3 5 0一 魂5 0
O

e
,

6 0 0一
7 0 0℃

。

大部分样品兼有两种磁解固温度
,

少数样品三种磁解固温度兼而有之
.

这表明样品有

2一 3种磁性矿物组合
。

具有低矫顽力解固温度 ( 1 00 一 2 0 o0 )C 的是针铁矿的磁性行为
,

这通

常是样品在成岩期以后
,

磁性矿物发生化学变化时所获得的次生剩磁
。

高矫顽力 ( 60 。一 7 0 00

)C 的解固温度通常是赤铁矿的磁特征
,

这一类磁性可能是成岩期获得的化学剩磁
,

也可能

是成岩后获得的次生磁性
。

上述低矫顽力的磁性成分带
,

不能代表样品特征剩磁方向
。

从正

交投影图上分析
,

大部分特征剩磁方 向都在 20 0一 5 5 o0 C 之间表现出来
,

少数样品在 55 0一
6 5。℃ 之间才表现出来

。

因此通过热退磁分析
,

把次生磁性成分和特征剩磁成分分离 出来
,

获得了大部分样品的原生剩磁方向
。

但在所获得的原生剩磁成分中
,

样品仍然含有部分次生

剩磁的叠加
,

无法对它们作彻底的清理
。

因此平均偏角
、

平均倾角尚有一定的误差
,

并随之带

入了古地磁极位和古纬度计算结果
。

还有少量样品被后期磁场完全重新磁化了
,

无法获得它

们的特征剩磁
,

因而也不能参与古地磁极位和古纬度计算
。

对采 自贵阳及黔南诸县泥盆系
、

石炭系的样品分别进行
一

r 各项计算
,

获得 了同一地区
,

同一时代各组样品的平均磁偏角
、

磁倾角
、

古地磁极位置和采样点古纬度等
。

就每一组样品

本身而言
,

数据质量均好
,

所有置信圆半顶角 、 5

都不超过 o7
。

但从它们各自的古地磁极位置

和古纬度来看
,

同时代表地区的结果具有一定差别
。

经正交投影分析和地理校正后
,

发现所

获得结果主要有三种类型
:

( )I 样品的结果主要表现了它们的特征剩磁
,

同时也有一些后期

次生磁性叠加
.

它们反映了古地磁场的基本特征
,

这是我们所希望获得的
; ( 2) 受现代地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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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严重
,

经地理核正
,

它们的滋偏角近于现代地徽场
,
磁倾角稍大于采样位置的磁倾角

,

这

主要由各种次生剩磁叠加而造成的
。

这类样品无法获得它们的特征剩磁 , (3 群品的剩磁是

特征剩磁与后期某些时代地磁场的叠加
,
情况很复杂

,

也无法完全获得它们的特征剩磁
。

还

有些样品的特征剩磁尚待查明
。

这些数据与已有数据比较也存在矛盾
,

它们并且不能很好地

反映古代地磁场的特征
,

但鉴于贵州地区古地磁数据还不十分丰富
,

一时很难对现有数据和

复杂的构造之间的关系作清楚的解释
,

数据的真伪性尚待进一步验证
。

四
、

测试结果
、

地质解释

.T b le Z

衰 2 贵州省泥盆绝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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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 点点

套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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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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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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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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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磁测试结果如表 2
。

根据不同层位的

采取点古纬度平均值 (图 4) 晚泥盆世 ( D : ) 为 Z J
.

l oN
,
早石炭世详摆期 19 “ oN

;
早石炭世汤把

沟期为 15
.

1
O

N ;
早石炭世大塘阶晚期为 8

.

o7 N .
晚石炭世为 7

.

s oN
。

由此可见
.

自晚泥盆世至晚

石炭世
,

贵州中部及贵州南部广大地块
,

由 24
.

I
O

N 逐渐向 7
.

so N 移动
.

。

也就是说
,

当时的扬子

地块由北渐渐向南 (靠近赤道 )移动
。

尽管岩关阶至大塘阶之间有过向北移动的极微往返
,

但

总的地块向南移动的趋向仍明显存在
。

结合我们对本区二叠系
、

三叠系
、

侏罗系古地磁研究

表明
,

上扬子地块在二叠纪一直靠近赤道附近
。

M
.

w
.

cM 曰hi nn y 和马醒华 ( 19 8 1) 对峨眉山

区上二叠统峨眉 山玄武岩和宣威组恻得的古纬度为 3
.

o3 N ; 19 8 4
一

年 切
n g

.

s c h a n
等对四 川下

三叠统飞仙关组测得的古纬 度为 90 5 ,
李华梅

、

王俊达于 19 8吐一 19 8 5 年对四 )叨广元上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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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系一三叠系界线剖面古地磁的研究认为该地古纬度 为 9
.

1
”

N
.

以 及李华梅
、

王俊达在浙江

长兴煤 山二叠至三叠系界限剖面的采样地点古纬度为 12
.

3
”

N
.

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朋
.

在早三

叠世以后
.

华南地块 才渐渐往北移 《图 5 )
。

我们这次对其它地层所作的古地磁资料进一步证

明了这点
。

马平阶

达位阶

时石板 I,;

德坞阶

嵌夭统

晚 ! 石

大塘阶

马平组

达拉组

滑石板组

摆佐组

上司组

旧 司组

样摆组

汤耙沟组

岩关卜分
纪 }统

革老河组

者王组

古纬度
0’ (北纬

, 一; 1.

2、 ,。

\ 3 . ,

图 4 贵州不贵纪古纬度月打乡份卿

F ig
.

4 C u r v
es

o f C a r
bo

n if e r o璐 阵 l a
eo l a r i r u d es i n G u i z h o u

植物的分布是指相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往往可以间接判别古纬度的一般情况
。

徐仁认

为
,

晚泥盆世到早石炭世时
,

华南处于北半球热带地区
。

沼泽地中乔木型石松植物大量发育
,

形成低纬度的沼泽森林
。

晚石炭世时
,

植物进入真旅和
.

种子族时期
,

地球上可划分出四个植

物区
。

我国大部分地区属华夏植物 区
,

与欧美植物区同位于赤道附近
,

与北方安格拉植物 区

以及南部冈瓦纳植物区迥然不同
。

当时华南地区虽被广海淹没
`

,

但仍属华夏植物区
,

应位于

低纬度地区
。 二

贵州中部北部广布的铝土矿的时代
,

过去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
。

近年来
,

通过研究基本

上确定为早石炭世
。

地层中大量的抱粉及其它化石是近赤道多雨
、

潮湿的热带气候区的生物

群
,

经李杏林等研究矿层的古纬度为 8
.

ZaN
。

林金录 ( j9
、

85 )在研究华南和华北断块的地极移动曲线 (图 6) 后指出
:

华南断块 显生宙

的地极移动曲线
,

由第三纪
、

白奎纪
、

侏 罗纪
、

三叠纪
、

二叠纪
、

石炭纪和寒武纪组成
.

与欧洲

一西伯利亚的极移曲线相比
,

华北和华南的极移曲线明显地向东偏移
。

值得注意的是
.

通过

球面上的欧拉转动 (E ul er or at t `on 〕可使华南的极移曲线与欧洲一西伯利亚的极移曲线相吻

合
,

欧拉极点大致位于 86
.

s oN
.

3]
.

S
O

E
,

欧拉角约为一 5 00
。

这表明
.

自晚古生代以来
.

华南断

块相对于西伯利亚向东移 了 魂3 0 0士 12 0 0k m
。

大部分运动可能发生于中生代以来
·

即伴随印

度洋的扩张和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陆一陆碰撞而发生
。

林金录还重建了晚二叠世世界古

地理 图 ( 图 7 )
。

我们测试的资料表明
,

华南地块石炭纪 可能亦有类似晚二叠世的古地理格

局
。

关于地块转动问题
,

贵州寒武系磷矿和贵州铝土矿的分布均 为北东向
,

这可能属中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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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侧纷à

图 5 贵州石炭纪古纬度变化

Fi g
.

5 Va r

以 i o n` j nC滋 r
bo

ni fe r o .国 钾妞仪妞石 tu dse i n Gu让 h ou

之后
,

华南板块向东转动的结果
。

综上所述
,

贵州作为华南地块的一部分 (中
、

上扬子区 )
,

泥盆纪晚期位于北纬 24
。

左右
。

进入早石炭世后
,

华南地块不断向南移动
,

汤把沟期南移至 15
.

l oN
,

详摆期又复至 1 9
.

4啊
,

但

大塘阶晚期为 8
.

o7 N
,

晚石炭世为 7
.

SON
,

直至二叠世
.

华南地块靠近赤道
,

之后可能向南纬移

动
.

然后逐渐北移
,

中三叠统至侏罗纪基本上在北纬 20 一 30
。

之间变化
,

这就是当前我们的

初步看法
。

由于古地磁研究涉及采样技术问题
,

它的研究必须结合生物群落
、

古气候
、

古构造 以及

岩相等问题
。

某一时代的
一

古地磁的研究又必须考虑古板块的总的移动规迹
。

因此我们的研

究肯定存在不少问题
,

例如汤把沟期至详摆期地块是否有北移等问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解

决
。

图 6 地极移动曲线图 (据林金录 )

卜华北断块
;卜 华南断块

iF g
.

6

图中楠圆为各极点的 肠肠置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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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晚二叠世的古地理重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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