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3-06-02;改回日期:2003-07-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672142)、原长春科技大学创新基金(200003)资助.

作者简介:程日辉(1963-),男 ,博士 ,副教授 ,从事沉积学和盆地分析研究.Email:chengrh@emai l.jlu.edu.cn

① 江苏省区调队.1965.1∶200000常州幅地质图说明书.

② 江苏省区调队.1976.1∶200000无锡幅 、苏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地层样式对扬子板块

与华北板块碰撞的响应

程日辉 ,王璞 ,刘万洙 ,唐华风 ,白云风 ,孔庆莹 ,宋维海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61)

摘　要: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地层的发育特征反映出巨大的沉积环境改变和气候变迁 , 即从海相环境过渡为海陆

交互环境 ,进而转变为陆相环境;从热带气候过渡为副热带干旱气候 , 进而转化为温暖潮湿气候。相应的层序类型

也由Ⅱ型碎屑岩与碳酸盐混合层序 、Ⅰ型台地碳酸盐层序 、Ⅰ 型碳酸盐潮坪—泻湖层序转变为Ⅱ型海陆过渡湖泊

层序和陆相湖沼层序。各种类型层序的发育 、分布和保存揭示了背景的构造控制作用与改变。华北板块与扬子板

块碰撞是地史上的重大地质事件 ,但在碰撞时间上存在着争议。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地层类型转化及其反映出的

海平面变化与全球海平面变化的不一致性是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快碰撞的响应。碰撞作用开始于中三叠世 ,下扬子

区大规模海退比全球性海退提前约 22Ma ,碰撞前和碰撞过程中的构造条件控制了层序地层的发育与类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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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是东亚大陆地质历史

上的重大地质事件 ,它不仅涉及大别—苏鲁造山带

的形成 ,也影响到周边盆地的形成 、发育和演化。扬

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碰撞时间是研究的焦点之一 。

许多研究成果主要是依据超高压变质带的形成时代

和古地磁极移曲线研究取得的 ,同时也包括了区域

地质和相关沉积特征的综合分析。由于研究与分析

所依赖的资料和研究角度的不同 ,目前关于扬子板

块与华北板块碰撞时间和方式仍存在不同的认识 。

下扬子区位于大别—苏鲁造山带以南地区 ,中

生代经历了复杂的构造变动 ,其中三叠纪的构造变

动改变了自震旦纪以来稳定的海相沉积环境和古地

理格局 ,转化为陆相背景。盆地地层记录被认为可

以提供关于盆地演化的外力驱动的唯一完整记录

(Gupta and Cowie , 2000),这种外力显然与区域造山

和深部作用相连。下扬子区三叠纪发育的层序由海

相类型向海陆交互和陆相类型的转化反映了层序地

层控制因素的变化 ,如相对海平面变化 、气候变化 、

沉积物供给速率变化 、沉降幅度和速率变化等。这

些控制因素的变化揭示出其后更大级别的构造变

动 ,并叠加有全球海平面的变化的影响 。本文讨论

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地层特征 、控制因素以及和扬

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的关系。

1　层序地层发育与类型
1.1　岩性 、岩相序列

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是在二叠纪末期海退之后的

背景下发育的。综合研究区的区域地质调查资料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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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岩石地层》(徐学田 ,1997)和本项研究的野外调

研 ,三叠纪地层序列自下而上为:早三叠世青龙组(湖

山段和沧波门段)、中三叠世周冲村组 、晚三叠世黄马

青组和范家塘组(图1)。

青龙组湖山段主要为灰黄色 、灰色泥岩和泥灰

岩。下部以泥岩为主夹有泥灰岩 ,中部则为泥岩和

泥灰岩互层 ,而上部以灰岩 、泥灰岩为主夹有泥岩 。

垂向上总的变化特征是泥岩逐渐减小而灰岩逐渐增

加。这套岩性序列发育在南京 —镇江一带。向东的

宜兴—溧阳一带岩性发生变化 ,一是泥岩的比例减

小 ,另是夹有风暴成因的块状泥晶砾屑灰岩(钱迈平

和郭佩霞 ,1995)。再向东部至苏州—无锡一带岩性

进一步发生变化 ,不仅泥岩继续减少 ,而且发育了内

碎屑灰岩 、鲕粒灰岩 、核形石灰岩 、叠层石灰岩和白

云质砂屑灰岩。序列的上部发育有虫迹构造和鸟眼

构造 。湖山段与二叠系大隆组或长兴组为整合关

系 。本段总体为细碎屑岩与碳酸盐混合的斜坡碳酸

盐相。

图 1　下扬子地区三叠纪层序地层对比

Fig.1　Correlation of Triassic sequence stratigraphy in Lower Yangtz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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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组沧波门段可以分为两个岩性亚段。下亚段

是瘤状灰岩段 ,为灰色粉晶灰岩与灰黄 、灰紫色泥晶瘤

状灰岩互层;上亚段是蠕虫状灰岩段 ,为灰色蠕虫灰岩

和粉晶 、微晶灰岩互层 ,在顶部白云质成分和膏盐成分

增加。这套岩性序列发育在南京—镇江一带。在宜兴

—溧阳地区下亚段瘤状灰岩明显减少 ,上亚段为蠕虫

状灰岩夹泥晶砾屑灰岩和虫迹灰岩 ,顶部还发育亮晶

鲕粒灰岩。在苏州—无锡地区下部为泥晶砂屑灰岩与

亮晶鲕粒灰岩互层 ,上部为泥晶灰岩 、微晶灰岩和亮晶

鲕粒灰岩。本段总体为碳酸盐台地相。

周冲村组在南京 —镇江地区可以分为两段。下

段主要为膏溶角砾岩 、泥晶灰岩和微晶白云岩 ,并发

育有石膏矿层;上段主要为泥晶灰岩 、泥晶白云岩 、

膏溶角砾岩和粉砂质泥岩 ,鸡丝铁笼构造发育 。在

宜兴 —溧阳地区主要为微晶灰岩 、白云质灰岩和少

量的砾屑灰岩 ,发育鸟眼构造和石膏假晶。在苏州

—无锡地区主要为细晶灰岩和粗晶灰岩 ,局部地区

发育膏盐(如武进县郑陆桥),在顶部常常发育暴露

性构造。本组总体为碳酸盐潮坪—咸化泻湖相。

黄马青组岩性分为上 、下两部分。下部为灰黄

—灰绿色薄 —厚层状细粒长石砂岩与粉砂岩互层 。

上部薄—厚层状紫色 —紫红色杂砂岩与粉砂质泥岩

互层 ,局部夹有砾岩 ,发育斜层理。本组总体为海陆

交互的湖泊相。

范家塘组主要为深灰色中 —厚层细粒长石石英

砂岩 、粉砂岩与黑色中薄层泥岩互层 ,夹有煤层 ,富

含黄铁矿结核。本组总体为湖沼相 。

1.2　层序与类型

根据岩性岩相的序列特征 、界面特征 、时限特征

和古生物特征 ,可将下扬子区三叠纪发育的地层划

分为 5个三级层序和两个 2级层序(图 2)。

层序 1相当于青龙组湖山段 ,底部层序边界为湖

山段与上二叠统间的整合或平行不整合界面 ,上界面

为沧波门段的底界。本层序由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

系域构成。海侵体系域以下部的泥岩夹泥灰岩以及泥

灰岩和泥岩互层为代表 ,反映海侵规模不断扩大 ,总体

上是在浅海范围内变化的环境。泥质沉积物的逐渐减

少是和海域扩大 、远离陆缘碎屑供给区有关。浙西 、赣

东北一带也属于同一个三叠纪海盆 ,本阶段那里发育

有钙质粉砂岩和砂质页岩沉积(钱迈平和郭佩霞 ,

1995),属于滨—浅海沉积 ,这显示陆缘碎屑物源区来自

于南方的古陆。在海侵体系域的顶部出现纹层状泥灰

岩、叶片状泥岩。海侵在此达到最大期 ,形成最大海泛

面 ,凝缩段沉积以上述岩性为代表。高水位体系域以

上部的灰岩 、泥灰岩夹泥岩为代表 ,反映斜坡碳酸盐的

良好发育。碳酸盐的良好发育与陆缘碎屑减少 ,水体

清澈 、阳光充足和生物繁盛等条件有关。局部地区的

碳酸盐发育在海侵阶段就开始了 ,如无锡嵩山地区由

于水下高地的存在 ,在海侵开始就没有接受泥质沉积 ,

就形成碳酸盐浅滩。其它地区如苏州 、宜兴 、广德 、南

陵等地的碳酸盐发育也比南京—巢湖一带要早 ,反映

南京-巢湖一带水体较深。从陆缘碎屑物源区方向和

水深变化来看 ,早三叠世下扬子海盆呈南浅北深的古

地理面貌。由于条件的适宜 ,碳酸盐沉积快速的垂向

生长 ,使得海水变浅 ,海平面相对下降 ,以至出现了暴

露标志 ,在苏州—无锡一带出现了鸟眼构造。至此斜

坡碳酸盐体系转化为台地碳酸盐体系 ,结束了层序 1

的发育。层序1属于Ⅱ型碎屑岩与碳酸盐混合层序。

层序 2相当于青龙组沧波门段 ,底界是沧波门

段底部的侵蚀性不整合面 ,顶界为沧波门段顶界。

本层序由低水位体系域 、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

域构成。低水位体系域以一套泥晶砾屑灰岩为主 ,

位于侵蚀性的不整合界面之上。侵蚀界面的形成与

碳酸盐台地前缘斜坡的滑塌 —重力流有关 。这显示

了海平面已下降至台地边缘之下 ,台地可能暴露和

遭受剥蚀。海进体系域以沧波门段的瘤状灰岩亚段

的泥晶瘤状灰岩和粉晶灰岩互层为代表。向上瘤状

灰岩增多 ,这反映出水深已近于碳酸盐补偿深度附

近 ,出现碳酸盐溶解相(孟祥化和葛铭 ,1993),预示

着最大海泛期的到来。由南京—镇江地区向东至宜

兴—溧阳和苏州—无锡地区 ,代表深水溶解相的瘤

状灰岩逐渐减少以至尖灭消失 ,反映该区由于基底

地势的原因没有达到深水条件 ,仍然保持浅滩环境。

苏州—无锡地区以发育亮晶鲕粒灰岩和泥晶砂屑灰

岩为特色。高水位体系域以沧波门段的蠕虫状灰岩

亚段的蠕虫灰岩和白云岩为代表 。南京—镇江以东

地区以广泛发育亮晶鲕粒灰岩和细晶白云岩为特

征 。白云岩的出现显示出潮上咸化环境的形成 ,也

反映出海平面开始下降 。至此台地碳酸盐体系过渡

为碳酸盐潮坪—咸化泻湖体系 ,结束了层序 2的发

育 。层序2为 Ⅰ型台地碳酸盐层序 。

层序 3相当于周冲村组 ,底界位于周冲村组底

部 ,以厚层 、块状的膏溶角砾岩的出现为标志 ,与下

伏为整合接触 ,局部存在侵蚀界面 ,与海平面下降引

起的暴露有关 。本层序由低水位体系域 、海侵体系

域和高水位体系域构成 ,是在与外海有局限沟通的

闭塞—半闭塞的浅水潮坪—泻湖盆地内形成的 。低

水位体系域由底部厚层的膏溶角砾岩 、微晶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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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地层与层序控制因素

Fig.2　Triassic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sequence controls of Lower Yangtze area

和硬石膏层构成。这套岩性的出现反映出暴露 、咸

化和淡水淋滤的特征 ,此时海平面可能低于这个泻

湖盆地的局部水位。海侵体系域由下段厚层膏溶角

砾岩和中 —厚层微晶灰岩互层构成 ,是在动荡的海

侵过程中形成的 。当形成稳定薄层泥晶灰岩时 ,海

侵达到最大规模 。高水位体系域由上段泥晶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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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晶白云岩 、膏溶角砾岩和粉砂质泥岩构成。此阶

段特点是:(1)暴露构造明显 ,如鸡丝铁笼构造和石

膏假晶;(2)白云质的含量高;(3)有陆缘碎屑沉积物

的进入。至此碳酸盐潮坪 —泻湖沉积体系转化为陆

缘近海的湖泊沉积体系 ,结束了层序 3的发育 。层

序3为 Ⅰ型碳酸盐潮坪—泻湖层序。

层序 4相当于黄马青组 ,底界位于黄马青组的

底部 ,以灰 —深灰色长石石英砂岩的出现为标志 ,与

下伏为整合接触 ,但岩性发生明显变化。本层序由

湖(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构成。湖(海)侵体

系域为一套滨—浅湖相的深色细粒石英长石砂岩与

钙质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韵律互层 。含有海相化石

的粉砂质泥岩代表最大的海泛期(徐雪球 , 1999)。

高水位体系域为另一套滨浅湖沉积 ,其颜色明显不

同 ,为紫色—紫红色。这显示了受海平面变化的直

接影响的结束。至此海陆交互的陆缘近海湖泊逐渐

过渡为陆相湖泊 —沼泽体系 ,结束了层序4的发育 。

层序 4为Ⅱ型海陆过渡湖泊层序 。

层序 5相当于范家塘组 ,底界位于范家塘组的

底部。这是一套发育在陆相湖沼盆地的层序 ,难以

用体系域的术语加以描述 。总体上若干个含煤沉积

旋回构成了湖泊 —沼泽的沉积韵律 。最大成煤期发

育在层序演化中期 ,可与湖盆地最大湖泛期对应 。

由于成煤和碎屑物的填入 ,湖沼最终淤浅 ,至使层序

5发育结束。层序 5为陆相湖沼型层序。

层序 1 、层序 2和层序 3构成了超层序 A ,层序

4 、层序 5构成超层序 B(图 2)。

2　沉积环境改变 、气候变迁和海
平面变化

从层序 1到层序 5 ,下扬子区的沉积环境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即由海相斜坡环境过渡到陆架边缘

碳酸盐台地环境 ,进而转变为碳酸盐潮坪 —咸化泻

湖环境 ,再转变为陆缘近海湖泊环境 ,最终过渡为陆

相湖沼环境。相应的层序类型也发生变化。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海相环境的消失。

伴随着环境的剧烈变化 ,下扬子区的气候也发

生了变迁(图 2),这可以从保存在地层中的岩石和

化石记录中得到证明。钱迈平和郭佩霞 (1996)研

究反映了下扬子区三叠纪的气候变化 ,既从早三叠

世经中三叠世至晚三叠世 ,下扬子区的气候由热带

低压炎热潮湿气候带(与现代纬度 0°～ 6°相当)转变

为副热带高气压和大陆干燥信风控制下的干热气候

带(现代纬度 23.5°),进一步转变为亚热带温湿气候

带(现代纬度 20°～ 25°)(图 1)。同一地区气候带发

生如此剧烈的转变 ,可能与扬子板块大距离跨气候

带漂移有关 。

层序的发育不仅和沉积环境与沉积作用 、相对海

平面变化以及气候变化有关 ,而且受到全球海平面变

化的控制或影响 。根据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Haq

et al.,1987),在三叠纪期间存在一个长周期的全球

海平面升降(图 2)。其时限为 255 ～ 211 Ma ,其中 255

～ 250 Ma属于晚二叠世 ,处于大规模的海平面下降阶

段。三叠纪海侵始于 250Ma ,为印度期开始时期;最

大海泛期是卡尼的中后期 ,225.5 Ma;瑞替期结束时

海退达到最底点。在长周期的背景下还存在短周期

的波动-Ⅲ级周期。总体上从印度期开始至印度期

末(250 ～ 245Ma)存在有 1个Ⅲ级周期;从印度期末经

奥伦期至安尼早期(245 ～ 239 Ma)存在 3个Ⅲ级周期;

从安尼 早期至安尼晚期(239 ～ 237 Ma)存在

1个Ⅲ级周期;从安尼后期至拉丁末期(237 ～ 232Ma)

存在 1 个 Ⅲ级周期;从拉丁末期至卡尼末期

(232 ～ 224Ma)存在 2个Ⅲ级周期;从卡尼末期至诺利

末期(224 ～ 215 Ma)存在 1个Ⅲ级周期;从诺利末期至

瑞替期(215 ～ 211 Ma)结束存在1个Ⅲ级周期。比较

而言拉丁期 、卡尼期和诺利期是三叠纪海侵规模最大

时期 ,以卡尼期为中心;而印度期 、奥伦期和瑞替期海

平面上升幅度较小 。另一个特点是奥伦期海平面波

动频繁 ,有三个周期 ,而且时限很短 。

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发育所反映出的海平面变

化是与全球海平面变化长周期是对应的 ,但存在明显

的差异 。其一是下扬子区的海平面Ⅲ级周期不能完

全与全球标准对应 ,即奥伦期是 1对 3 ,拉丁期—卡尼

期是 1对 3 ,诺利期—瑞替期是 1对 3 ,只有印度期是

1对 1。这种对应现象虽然与精细的识别有关 ,如童

金南和李红丽(1996)针对无锡嵩山地区将青龙组(相

当于印度阶的 Griesbachian 、Dienerian 和奥伦阶的

Smithian亚阶)划分出 24个副层序和 3个层序 ,但更

重要的是在海陆背景转变下层序类型发育的不同 ,也

就是说全球海平面变化不是奥伦期以后层序发育的

最重要控制因素。其二是在下扬子区长周期的海平

面变化中 ,大规模的海退起始于奥伦中期之后 ,而全

球的海退则在瑞利中期之后 ,相差约 22 Ma 。这是否

也与海陆背景转变有关呢?其三是自拉丁期之后 ,出

现了海陆交互型和陆相型的层序 ,特别是诺利 —瑞替

期虽然有全球海侵发生 ,但层序发育已不受其直接影

响了。这说明此时下扬子区已远离海洋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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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时间

从下扬子区三叠纪层序地层的发育情况可以得

到如下事实:

(1)沉积环境发生重大改变 ,从海相碳酸盐环境

转变为陆相湖沼环境 。转换的界面为周冲村组和黄

马青组的接触界面———层序 4 底部边界 ,发生在拉

丁初期。

(2)气候背景发生重大变化 ,由湿热经干热转变

为温湿气候。

(3)层序类型发生变化 ,由Ⅱ型碎屑岩与碳酸盐

混合层序 、Ⅰ型台地碳酸盐层序 、Ⅰ型碳酸盐潮坪 —

泻湖层序转变为 Ⅱ型海陆过渡湖泊层序和陆相湖沼

型层序 。在气候变迁的背景下 ,层序发育的主控因

素有海平面变化转变为构造因素。

(4)自奥伦中期开始大规模海退 ,使得本区逐渐

远离了海洋背景 。

这些事实揭示了在中三叠世开始有重大构造事

件的发生。这明显地涉及到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

碰撞和古秦岭洋的闭合问题。对于扬子板块与华北

板块的碰撞的时间历来存在争议 ,有认为是新元古代

(张树业等 , 1989),有认为是早古生代(许志琴等 ,

1997),还有认为是三叠纪(李曙光等 ,1989;徐树桐等 ,

1992;Ames et al.,1993;Cong et al.,1994)。根据由古

地磁测定成果所编制的下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古纬

度轨迹图(以南京和石家庄分别为参考点)(张永鸿 ,

1991)显示了两板块在震旦纪-第四纪期间的纬度变

化。从震旦纪至二叠纪两板块相距甚远 ,尤其是震旦

纪 ,纬向相差 3000 km以上 ,足可以容纳古秦岭洋 ,以

后缓慢靠近。三叠纪开始快速靠近 ,并在侏罗纪开始

同步位移。三叠纪期间下扬子板块的纬度从北纬 4°

左右变化为北纬20°左右。古地磁的研究不仅解释了

下扬子区三叠纪气候的巨大变迁 ,而且显示了两板块

碰撞—拼接和古秦岭洋闭合的时间在三叠纪 ,而不是

在此之前。根据产出在大别山区板块缝合带的榴辉

岩及超镁铁岩的Sm/Nd等时线年龄(230 ～ 240 Ma)的

研究(李曙光等 ,1989),以及苏鲁造山带五莲杂岩的

研究(Zhou Jianbo et al., 2003),说明板块碰撞—拼接

时间为中—晚三叠世 。

4　讨　论

下扬子区三叠纪的层序地层样式是华北板块与

扬子板块碰撞的响应 ,同时为探讨碰撞时间提供了

地层方面的证据。这不仅验证了根据古地磁极移曲

线和根据大别山—苏鲁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带的形成

时代研究得出的关于两板块碰撞时间的认识 ,而且

可以通过不同类型层序的发育以及层序发育的外在

控制因素 ,了解这一相互作用过程。

早三叠世下扬子盆地属于拉张背景的被动大陆

边缘(李锦轶 , 2001),继承了晚二叠世的古地理格

局 。盆地总体上南浅北深 ,海侵方向与二叠纪的自

北向南入侵(陈世悦和刘焕杰 ,1999)一样。伴随着

海平面的升降变化 ,形成了 Ⅱ型碎屑岩与碳酸盐混

合层序。陆源碎屑物质来自南部的克拉通古陆 ,层

序发育在较缓的斜坡上 ,深水在南京 —巢湖地区。

由于处于湿热气候条件 ,碳酸盐快速生长 ,使得斜坡

环境演变为碳酸盐台地 ,发育Ⅰ型台地碳酸盐层序。

虽然这个过程中扬子板块逐步接近华北板块 ,但全

球海平面变化依然控制层序的发育 。至中三叠世 ,

扬子板块开始向华北板块俯冲 。由于陆块的接近 ,

使得本区出现碳酸盐潮坪—咸化泻湖环境 。这时盆

地属于陆间残余海盆(李锦轶 ,2001),盆地性质由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转变为前陆盆地(涂荫玖等 ,2001)。

在这种构造背景下 ,加之气候已转为干热 ,形成了Ⅰ

型碳酸盐潮坪—泻湖层序 ,此间陆源碎屑供给有所

增加 。由于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的接近以至于碰

撞 ,在奥伦中后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长周期海退 ,比

全球海平面变化的长周期海退早 22 Ma。中三叠世

晚期(拉丁期)至晚三叠世早期(卡尼期)Ⅱ型海陆过

渡湖泊层序是在两板块强烈碰撞的构造背景下发育

的 。由于在下扬子区形成的以洪镇—铜陵 —南京—

扬州 —安丰一线为对冲轴的冲推覆体系(杨盛良 ,

1997)的中心地带地势较低 ,因此这个 Ⅱ型海陆过渡

湖泊层序在那里较为发育 ,并与下伏为整合接触 ,而

不是角度不整合。虽然层序仍受海平面波动的影

响 ,但构造的控制已成为主控因素。在构造的控制

下 ,陆源碎屑供给充分 , 成为层序发育控制因素之

一 。富含长石碎屑和变质岩碎屑的沉积物 ,表明来

自大别山-苏鲁造山带。在本层序的高水位期间 ,

海水已退出了本区 ,加之气候的干热条件 ,形成的沉

积地层为紫红色 ,与下伏的深色明显不同 。海平面

变化已不再是层序的控制因素 ,构造 、湖平面变化 、

气候和物源供给速率成为控制因素 ,其中构造因素

是第一位的 。进一步拼接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连接

在一起 。 Ⅱ型海陆过渡湖泊层序转化为陆相湖沼型

层序 ,此时气候温湿。虽然全球海平面仍有上升 ,但

已对层序不再有直接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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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虽然从其它角度的研究 ,如大别山—苏鲁造山

带的超高压变质岩研究 、扬子板块和华北板块的古

地磁极移测定以及与沉积有关的物源分析和环境演

化研究 ,都可以得到有关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

和碰撞时间的认识 ,但从层序地层得到的证据是不

可少的。因为层序的发育特征比沉积物本身更能反

映其背后的控制因素及其变化 ,这样就把全球海平

面变化 、区域构造活动 、相对海(湖)平面变化 、气候

变迁和沉积物供给速率和来源等层序控制因素与层

序类型结合在一起。下扬子区三叠纪的层序地层类

型的转化与长周期海退的提前是扬子板块与华北板

块碰撞的地层响应。中-晚三叠世是扬子板块与华

北板块俯冲 、碰撞和拼接时期 ,伴随着两板块的相互

作用 ,古秦岭洋闭合 ,大别山-苏鲁造山带隆升 ,而

下扬子盆地三叠纪的层序地层中保存了相关作用的

沉积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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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OF TRIASSIC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LOWER YANGTZE TO COLLISION BETWEEN

YANGTZE PLATE AND NORTH CHINA PLATE

CHENG Rihui , WANG Pujun , LIU Wanzhu , TANG Huafeng , BAI Yunfeng ,

KONG Qingying and SONG Weihai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 JL 130061 , 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quences developed during Triassic in Lower Yangtze area reflect a great change in en-

vironment and climate.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was a transition from marine to continental via a marine-continental al-

ternating environment.The change of climate was a transition from tropic(torrid)to warm and wet through a subtropic

dry climate.The type variations of sequenc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were from type II

sequence of mixed clastic and carbonate rocks , type I sequence of carbonate platform and type I carbonate tidal flat - salt

lagoon to type II sequence of lacustrine withinmarine layers and sequence of lacustrine- swamp.The development , distri-

bu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ose types of sequences reveal the tectonic controls and their changes in the background.Col-

lision between Yangtze Plate and North China Plate was a great geological event in geological history , but the timing of

the collision is still disputed.However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iassic sequence stratigraphy respond to this collision.The

collision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middle Triassic and the great regress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area started about 22Ma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world.The tectonic conditions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llision control the sequence development

and the type changes.

Keywords:Yangtze Plate;North China Plate;Lower Yangtze area;Triassic;sequence;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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