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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广西丹池盆地（即南丹—河池盆地）为晚古生代与金沙江—红河—马江古特提斯洋共生的大陆边缘

裂谷盆地，盆地从早泥盆世晚期开始裂陷，与相邻地区形成条块分割的深水裂陷槽（条）和孤立台地（块）间列的局

面。该盆地于三叠纪随着金沙江—红河—马江古特提斯洋的闭合而逐渐萎缩，消亡。在丹池裂陷盆地形成、演化过

程中，形成一系列典型的震积岩及与地震相关的滑塌构造。地震形成的沉积构造包括沉积岩墙、地裂缝、沉积岩脉、

微褶皱、负荷构造、火焰构造、滑塌构造（滑塌不整合、滑塌褶皱、角砾岩化）等。丹池盆地的震积岩反映晚古生代处于

强烈的伸展活动期，震积岩及其伴生的滑塌构造序列反映盆地的幕式构造活动。

关键词：广西；丹池盆地（南丹—河池盆地）；晚古生代；震积岩；滑塌构造

　　震积岩的研究始于 Ｈｅｅｚｅｎ等（１９５２）对加拿大

格兰德班克地震引起海底沉积物位移、变形和引发

浊流的研究。Ｓｅｉｌａｃｈｅｒ（１９６９）定义由地震作用改造

未固结的水下沉积物而形成的再沉积层为震积岩

（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ｓ）。之后，许多沉积学家对地震及海啸作

用形成的震积岩和海啸岩（ｔｓｕｎａｍｉｔｅ）进行了研究。

１９８４年，美国《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刊登了“地震与沉

积作用”专集，对地震与震积作用进行了系统总结。

２０００年，《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出版了“震浊积岩、

震积岩、海啸岩”专辑，对发生在地史时期和近代的

地震、海啸及地震引起的震浊积岩进行了总结，从而

推动了地震事件沉积学的发展。

中国震积岩研究始于宋天锐（１９８８）对北京十三

陵前寒武纪震积岩的研究。近年来许多地质学家对

地层中的震积岩与震积作用、震积序列，震积岩识别

标志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乔秀夫等，１９９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２；梁定

益，１９９１；彭阳等，２００１；杜远生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５；Ｄ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５；段吉业等，２００２；张琴等，２００３；田洪

水等，２００３；殷秀兰和杨天南，２００５；严兆彬等，２００５；

吕洪波等，２００６；周志广等，２００６）。这些研究主要对

华北、华南、西北及西藏等地不同时代的震积岩进行

了深入研究，但对华南右江—丹池盆地（即南丹—河

池盆地）的震积岩研究较少。乔秀夫等（２００２）报道

了桂北二叠纪地震成因的灰岩墙（脉），彭阳等

（２００４）对桂西北沉积灰岩墙进行了详细研究。此

外，吕洪波等（２００３）研究了南盘江盆地（右江盆地）

下—中三叠统碎屑岩中的同沉积挤压构造，认为系

受瞬时挤压形成，也与地震有关。本文在此研究的

基础上，对广西丹池盆地地震引起的灰岩墙、软沉积

变形及滑塌变形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对震积岩

与丹池盆地演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１　地质背景

本文所指的丹池盆地大致位于贵州罗甸至广西

南丹、河池一带，为晚古生代以来夹持于丹池大断

裂、天峨—东兰大断裂、独山—罗甸断裂和拔贡断裂

之间的较深水的沉积单元。作为右江盆地东北缘最

靠近江南古陆的一个次级盆地，丹池盆地的形成和

演化既与古特提斯洋活动关系密切，又具有自身的

沉积作用、岩浆活动和构造运动特点。

加里东运动后，华南地区地壳演化进入相对稳

定的陆壳发展阶段。自早泥盆世布拉格期开始，地

壳逐步下降，海水自南西向北东逐渐侵入，沉积了一



套海侵系列的陆源碎屑岩—泥岩—泥灰岩。从埃姆

斯期开始，北东—南西向强烈引张诱发北西向基底

断裂活动，在丹池基底断裂和天峨—东兰基底断裂

之间形成北西向的阶梯状拉伸断陷盆地－丹池盆地

图１　广西南丹—河池地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ａｎｄａｎ—Ｈｅｃｈｉａｒｅａ

Ｔ—三叠系；ＣＰ—石炭系—二叠系；Ｄ—泥盆系；■—沉积岩墙；

▲—软沉积变形；１—南丹—河池基底断裂；２—天峨—东兰基底

断裂；３—益兰基底断裂

Ｔ—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ＣＰ— Ｐｅｒｍ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Ｄ—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ｄｙｋｅｓ；▲— 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１— Ｎａｎｄａｎ—Ｈｅｃｈｉ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２— Ｔｉａｎ＇ｅ—

Ｄｏｎｇｌａｎ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３— Ｙｉｌａｎ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

（图１）。致使丹池地区岩相强烈分异，地壳演化进

入碳酸盐台地与台内断陷盆地并存、条块分割的局

面。晚古生代盆地内部沉积“南丹型”深水盆地相地

层，碳酸盐台地上发育“象州型”碳酸盐台地相地层。

中三叠世早期，地壳运动加强，地壳强烈扩张，全区

地壳下沉，丹池盆地与右江盆地连为一体。强大的

浊流自右江盆地南侧的越北古陆向北入侵，盆地演

化进入快速充填阶段。中三叠世末，强烈的印支运

动主幕席卷本区。在强烈的北东向挤压应力的作用

下，右江盆地抬升，丹池盆地随之迅速消亡?。

由三条北西向同沉积断裂和一系列北东向走滑

断裂控制的丹池海西—印支期复合盆地在其形成和

演化过程中历经频繁而强烈的构造运动，在盆地强

烈伸展和断裂大规模走滑的过程中，作为地应力释

放的主要方式，无疑将会产生频繁而剧烈的地震活

动。各种示底构造表明，海西—印支期丹池盆地底

面多为宽缓的倾斜面，原始倾斜层的倾角在芒场大

山为１８°，河池大山塘一带为１２°。盆地与两侧台地

及盆地与台棚之间的斜坡相带的海底地形更陡，局

部倾角可达到３０°?。由于沉积边坡的不稳定性，地

震过程中在瞬间内力或外力的作用下台地边缘和斜

坡相带上的沉积物及未完全固结的岩石极易失稳而

重新搬运沉积，甚至已固结的岩石也容易崩落或滑

移，形成各种事件沉积层。与区域地壳运动同步，事

件沉积同样具有间歇性或阵发性，即在地层剖面上

反映出长期的盆地正常充填的沉积物与短暂的事件

沉积层互层，事件沉积岩的厚度仅占盆地沉积总厚

度的极小部分。目前在丹池盆地海西—印支期地层

中已识别出大量的事件沉积层，主要包括震积岩、风

暴沉积、重力流（滑塌、浊流、碎屑流）沉积、火山沉

积、热水沉积等（图２）。本文主要讨论与地震有关

的事件沉积。

２　震积岩特征

２．１　震积岩墙

震积岩墙主要分布在丹池盆地东侧碳酸盐台地

边缘的六寨至六甲一带，六寨龙里附近２０ｋｍ２ 范围

内见１５条震积岩墙（图３）?。震积岩墙平面上多呈

长条状、透镜状，剖面上呈脉状、岩墙状等。分别充

填于上泥盆统融县组至上石炭统马平组灰岩之中，

以不同角度切穿了围岩层理。脉长一般几十米，最

长可达５５０ｍ，宽０．８～２１ｍ，最宽为１５０ｍ。中二叠

世栖霞期震积岩墙走向为近东西向，规模较大，充填

于马平组灰岩之中；中二叠世茅口期震积岩墙走向

多为北东向，规模相对较小，围岩时代较老，多为融

县组。震积岩墙的岩石组合有塌积砾屑、砾块灰岩、

重力流沉积的砾屑灰岩、砂屑灰岩、生物屑灰岩和正

常沉积的泥晶灰岩等。砾屑灰岩中的砾石形状既有

棱角状、次棱角状，也有磨圆很好的球状、椭球状。

震积岩墙内部普遍具有平行脉壁的分带性，早期震

积岩墙的内部或两则常穿插有晚期震积岩墙。各带

震积岩墙岩石成分不同，出露宽度不等，但空间分布

比较稳定。震积岩墙脉壁产状较陡，大于６０°，多数

近直立。脉壁较粗糙，局部发育分枝小震积岩墙，这

种现象在岩墙内部带与带的分界面上也可见到。震

积岩墙与围岩的愈合程度较好，其间多具有一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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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广西南丹—河池盆地事件沉积序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Ｅｖｅｎ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ｎｄａｎ—ＨｅｃｈｉＢａ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约ｌ～２ｍｍ的铁质薄膜。

拉干寨震积岩墙的沉积角砾状灰岩充填于近东

西向追踪张裂隙中，张裂隙追踪两组产状分别为６°

∠８０°和２６０°∠６０°的共轭剪节理而成；平面上总体

呈透镜状，可见脉壁呈锯齿状，南、北两壁的“锯齿”

可吻合（图４）；剖面上呈不规则岩墙状；长５５０ｍ，

宽４０～５０ｍ。脉体由角砾状灰岩、燧石团块组成。

角砾成分主要为马平组浅灰色微晶灰岩、栖霞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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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广西南丹六寨地区地质及灰岩墙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Ａ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ｄｙｋｅｏｆＬｉｕｚｈａｉ

ａｒｅａ，Ｎａｎｄ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２犿—茅口组；Ｐ２狇—栖霞组；Ｐ２狊—四大寨组；ＣＰ狀—南丹组；

ＣＰ犿—马平组；Ｃ２犺—黄龙组；Ｃ１犱—都安组；Ｃ１－２犫—巴平组；

Ｃ１犾—鹿寨组；Ｄ３狉—融县组；Ｄ３狑—五指山组；Ｄ２犱—东岗岭组；

Ｄ２犾—罗富组；Ｍ—茅口期震积岩墙；Ｑ—栖霞期震积岩墙；１—相

变线；２—断层

Ｐ２犿— ＭａｏｋｏｕＦｍ．；Ｐ２狇— ＱｉｘｉａＦｍ．；Ｐ２狊— ＳｉｄａｚｈａｉＦｍ．；

ＣＰ狀— ＮａｎｄａｎＦｍ．；ＣＰ犿— ＭａｐｉｎｇＦｍ．；Ｃ２犺— 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Ｆｍ．；Ｃ１犱—ＤｕａｎＦｍ．；Ｃ１－２犫—ＢａｐｉｎｇＦｍ．；Ｃ１犾—ＬｕｚｈａｉＦｍ．；

Ｄ３狉—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Ｆｍ．；Ｄ３狑—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Ｆｍ．；Ｄ２犱—Ｄｏｎｇｇａｎ

ｇｌｉｎｇＦｍ．；Ｄ２犾—ＬｕｏｆｕＦｍ．；Ｍ— Ｗｏｒｄ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ｍｅ

ｓｔｏｎｅｖｅｉｎｓ；Ｑ— Ｒｏａｄ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ｖｅｉｎｓ；１—ｆａｃｉ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ｎｅ；２—ｆａｕｌｔ

带紫色砂屑灰岩、泥晶灰岩和燧石团块。前者产

犘狊犲狌犱狅狊犮犺狑犪犵犲狉犻狀犪狊狆．，后者产犕犻狊犲犾犾犻狀犪ｓｐ．。角

砾大者呈不规则的次棱角状，小者多呈棱角状，少数

图４　拉干寨震积岩墙平面图

Ｆｉｇ．４　Ａ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Ｌａｇａｎｚｈａｉ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ｋｅ

１—早期震积岩墙；２—晚期震积岩墙；３—马平组灰岩

１—ｅａｒｌ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ｋｅ；２—ｌａｔ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ｋｅ；３—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ＭａｐｉｎｇＦｍ．

呈次圆状。角砾大小不一，大者２ｍ×５．５ｍ，小者几

厘米，一般８～１８ｃｍ×１２～３５ｃｍ，以马平组灰岩砾

块最大，在岩墙下部数量最多，含量达７５％～９０％。

砾间充填物多为各类灰岩碎屑和结晶方解石。为泥

晶胶结，胶结物产犕犻狊犲犾犾犻狀犪犮犾犪狌犱犻犪犲。围岩为马平

组浅灰色中—厚层状含砂屑微晶灰岩，产丰富的

犜狉犻狋犻犮犻狋犲狊ｓｐ．、犙狌犪狊犻犳狌狊狌犾犻狀犪ｓｐ．等。于角砾震积

岩墙顶部，尚见一条不规则状的含岩屑微晶震积岩

墙，可能为第一期震积岩墙沉积或固结后，裂隙再次

扩张，其上的岩屑及灰泥再次充填贯入的产物。

者来震积岩墙群中单个岩墙展布方向为北东

５０°～６０°，长８～３０ｍ，宽０．８～１２ｍ，平面上呈透镜

状，剖面上呈岩墙状（图５），脉体岩性为灰—深灰色

微—细晶灰岩、砂屑灰岩，产Ｖｅｒｂｅｅｋｉｎａｓｐ．、Ｎｅｏｓ

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ｐ．等。围岩为融县组浅灰色亮晶灰岩

（产牙形刺Ｐａｌｍａｔｏｌｅｐｉｓｓｐ．）和黄龙组浅灰色生物

灰岩（产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ｄｅｐｒａｔｉ等化石）。者来村

东融县组灰岩中的震积岩墙脉体下部为砾块灰岩，

中部夹紫红色纹层非常发育的含泥质砂屑灰岩，上

部为微晶灰岩。灰岩砾块多呈棱角状，无分选杂乱

分布。

２．２　地震引起的软沉积变形

伴随着地震形成的沉积岩墙，在者来岩墙与围

岩接触带周围发育一系列地震引起的软沉积变形构

造，包括地裂缝及其充填的沉积岩脉、微褶皱、负荷

构造、火焰构造、角砾岩化等。

在者来，地震形成的地裂缝呈楔状，楔体顶部宽

度１～５ｃｍ，深度５ｃｍ左右，向下尖灭（图版Ⅰ３，４）。

地裂缝被红褐色的灰泥质沉积充填，形成沉积岩脉。

岩脉与围岩界限清晰，易于识别。

者来的微褶皱出现在纹层状泥质砂屑灰岩中，

该灰岩厚约１．５ｍ，其中的泥质纹层发生塑性变形，

在岩墙边部纹层与脉壁斜交（图版Ⅰ２），含少量灰

岩砾块（图版Ⅰ１），局部可见充填围岩裂隙形成的

褶皱纹层的泥晶脉（图版Ⅰ５）。这些褶皱纹层是在

地震作用过程中，岩层受地震颤动影

响变形形成的。

者来的负荷构造也见于沉积岩墙

与围岩的接触带。负荷体为块状的粒

屑灰岩，内部可见微弱的褶皱变形，底

部呈负荷体下沉到下伏岩层中（图版

Ⅰ６）。负荷面波状起伏，负荷体长１０

～２０ｃｍ，高度５ｃｍ左右。这些负荷构

造是在地震颤动过程中上覆岩层在差

异压实情况下向下“沉陷”形成的。下

伏岩层向上挤入上覆岩层形成火焰构

造（图版Ⅰ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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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六寨者来村茅口期震积岩墙图

Ｆｉｇ．５　Ａ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Ｚｈｅｌａｉ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ｋｅ

１—细晶灰岩；２—含生物砂屑灰岩；３—含生物灰岩；４—岩

墙产状；Ｃ２犺—黄龙组；Ｍ—茅口期震积岩墙

１—ｍｉｃｍｉｔｅ；２—ｆｏｓｓｉｌｌｉｆｅｒｏｕｓｃａｌｃａｒｅｎｉｔｅ；３—ｆｏｓｓｉｌｌｉｆｅｒｏｕｓ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ｋｅ；Ｃ２犺—Ｈｕａｎ

ｇｌｏｎｇＦｍ．；Ｍ—Ｗｏｒｄ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ｙｋｅ

上述软沉积变形发育于者来地震岩墙与围岩的

边界上，围岩地层岩层规整，未见构造变形，因此认

为这些软沉积变形与地震作用有关，与震积岩墙形

成的时间、作用一致。

２．３　地震引起的滑塌构造

丹池地区早、晚石炭世之交沿桑郎、更林、益兰、

吾隘、拉谭长达近百千米的地带广泛发育同生滑塌

构造及钙屑碎屑流和浊流沉积，构成地震滑塌—重

力流沉积序列。其中在南丹县大厂西的拉谭和罗屯

西更林的地震序列比较典型。

拉谭的地震滑塌序列形成于下石炭统巴平组上

部，有两个地震沉积岩序列，以下部滑塌规模较大，

上部滑塌规模较小（图版Ⅱ１）。地震滑塌序列的顶

底板均为深灰色中厚层含硅质条带和团块的微晶灰

岩，中部为一套厚约２０～３０ｍ的由地震引起的滑塌

构造层（图版Ⅱ１）。滑塌层底部由未变形层逐渐变

化为２～３ｍ厚的滑塌褶皱层，顶部由滑塌层变为

未变形层，形成滑塌成因的“震积不整合”（图版Ⅱ

２，３），滑塌层从底向上岩层变形增强，由对称小褶皱

变为轴面倾向南西的不对称褶皱和滑塌角砾岩层

（图版Ⅱ３，６），构成厚２５ｍ左右的主滑移体。滑移

体下部主要为３～５ｍ厚的角砾灰岩层，其中发育大

量直径达１ｍ的滑塌砾块，砾块多呈透镜状，呈叠

瓦状排列（图版Ⅱ４）；滑移体中部为约５～１０ｍ厚

的滑褶岩层，其中发育规模较大的滑裂面和无根的

滑褶构造，后者多为平卧褶皱，倒转翼变薄拉断形成

滑裂面，褶皱枢纽及滑裂面呈北西向展布，滑裂面倾

向南西（图版Ⅱ７）；滑移体上部为０～５ｍ厚，呈透

镜状产出的含有大量砾块的砾屑灰岩，砾块直径多

为１０～３０ｃｍ；滑塌构造层的顶部有一层单层厚度

５０～８０ｃｍ的钙屑浊积岩，其岩性为砾屑生物屑灰

岩，生物屑以棘屑为主。上述各层构成一套比较完

整的地震沉积岩序列。滑移体中的滑裂面和滑褶构

造轴面的产状指示该滑塌构造的滑塌方向为北东

４０°。上部滑塌体厚度较小，厚约２ｍ左右，由一系

列叠瓦状、斜交层面的巨型砾块组成，顶底均形成

“震积不整合”（图版Ⅱ５）。

更林附近的滑塌构造层亦发育于巴平组上部同

一层位的薄—中层状含硅质条带微晶灰岩中，且内

部的地震沉积序列与拉谭的地震沉积序列基本相

似，但规模较小。其底板亦为深灰色中厚层夹硅质

条带微晶灰岩，下部为２０ｃｍ厚的滑塌褶皱层，其中

见有滑褶构造，但不发育滑裂面；上部为２０～３０ｃｍ

厚的滑塌角砾层，其岩性为砾块灰岩，砾块最大可达

２０ｃｍ，局部可见砾块插入下伏的滑塌褶皱层中；砾

块灰岩之上为厚约１５ｃｍ的钙屑浊积岩（图版Ⅰ

８）。滑褶构造指示震积岩的滑塌方向为北东５３°。

在盆地东北缘的南丹县城北西加发一带巴平组

上部也发育大型的滑塌和滑褶构造，但其震积序列

不明显，仅发育滑褶构造和滑裂面，没有见到塌积砾

块和钙屑浊积岩。滑褶构造和滑裂面所指示的沉积

层滑塌方向为南西２４０°。

３　震积岩与丹池盆地的构造演化

基底断裂的阵发性活动控制地震事件沉积。加

里东运动以后，丹池地区仍在活动的基底断裂（同沉

积断裂）主要有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北西向断裂

在海西—印支早期以拉张裂陷作用为主，沿丹池断

裂、益兰断裂和天峨—东兰断裂拉张形成北西向不

对称的阶梯状地堑式盆地。在天峨—东兰断裂西南

为碳酸盐孤立台地，发育巨厚的开阔台地及局限台

地相灰岩和白云岩。在天峨—东兰断裂与益兰断裂

之间为碳酸盐台棚相区，发育含泥及硅质条带、团块

的深灰色中薄层微晶灰岩夹少量白云岩。在益兰断

裂与丹池断裂之间形成比较广阔的盆地相区，沉积

盆地相深灰—灰黑色薄层或纹层状富含浮游生物化

石及放射虫的泥岩、硅质岩。丹池断裂以东为江南

古陆边缘的碳酸盐台地，发育台地相和台地边缘相

１８５第５期 黄宏伟等：广西丹池盆地晚古生代震积岩及其构造意义



图６　南丹—河池盆地泥盆纪沉积相剖面图

Ｆｉｇ．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ａｃｉｅｓｏｆ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ｏｆＮａｎｄａｎ—ＨｅｃｈｉＢａｓｉｎ

１—颗粒灰岩；２—硅质条带灰岩；３—白云岩；４—泥岩；５—砂岩；６—砾屑灰岩；７—生物礁８—基底断裂

１—ｇｒａｉｎｓｔｏｎｅ；２—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ｂａｎｄｅ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３—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４—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５—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６—ｃａｌｃｉｒｕｄｉｔｅ；７—ｒｅｅｆ；８—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

图７　南丹—河池盆地泥盆纪事件沉积组合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ｅｎ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ｏｆＮａｎｄａｎ—ＨｅｃｈｉＢａｓｉｎ

的灰岩、白云岩。以上各相带分布明显受北西向基

底断裂控制，而在基底断裂之上上述相带之间的过

渡带往往发育狭长的斜坡相带（图６）。

事件沉积作用是盆地形成、演化和盆山转换的

某个特定阶段由区域地壳运动或构造运动所诱发的

特殊的沉积作用。由于盆山转换和事件沉积都是地

壳运动的必然结果，所以两者具有密切的成生联系，

而基底断裂活动则是两者之间联系的桥梁。盆山转

换需通过基底断裂运动和沉积作用的耦合而实现。

丹池盆地大多数事件沉积则直接受基底断裂活动所

产生的地震而引发。当今地震观测和研究资料表

明，地震多数发生在活动大陆边缘和伸展盆地中，拉

张应力的释放大多数以地震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

在断陷盆地发展阶段还是在裂谷盆地发展阶段，沿

丹池盆地内部和边缘的基底断裂都应是地震的高发

地带。

在盆地演化过程中，在丹池盆地内部及周边地

区，由于北西向和北东向基底断裂活动，诱发地震作

用，形成大量的与地震作用有关的沉积序列。其中

沉积岩墙、岩脉、浊积岩、钙屑碎屑流、崩积、滑塌沉

积以及火山岩、热水沉积与盆地扩张时期的地震作

用关系更为密切。

在碳酸盐台地区特别是台地边缘相带，由于基

底断裂在中二叠世的大规模走滑运动，在其上或附

近的盖层中产生局部张扭，形成张性和张扭性裂隙，

沿裂隙充填碳酸盐碎屑或灰泥形成震积岩墙、岩脉。

在盆地两侧的台地边缘、台地前缘斜坡相带，由于碳

酸盐岩屑在地震作用下失稳而引发滑塌、钙质碎屑

流或浊流，将台缘和斜坡上的钙屑带入台棚相区或

盆地边缘沉积，形成各种滑塌沉积、钙屑砾岩或砾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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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在丹池基底断裂、益兰基底断裂和天峨—东

兰基底断裂之上的斜坡相带，由于海底坡度较大，地

震更容易破坏海底柔软的沉积物和半固结岩石的稳

定性，使其震裂、塑性流动变形、块体滑移、岩石破碎

运移而形成地震事件沉积。这些沉积在空间上形成

地裂缝、震积岩脉、负荷构造、火焰构造、微褶皱纹

理、角砾岩化、滑塌变形等软沉积变形，组成地震事

件沉积组合（图７）。海西晚期，更大规模的地震活

动形成一系列巨大的地裂缝，形成巨大的灰岩墙。

在江南古陆边缘，由于地震的诱发，滨、浅海地

区的陆源碎屑沉积物失稳，以浊流的形式被重新搬

运，浊流大多沿北东向海底裂谷进入盆地，在盆地边

缘或内部形成浊积扇。随着盆地内部北西向、近南

北向次级同沉积断裂的活动，深部岩浆和热液沿断

裂上涌，在盆地内部产生火山喷发或喷气作用，形成

海底火山岩、火山碎屑浊积岩，并沿断裂发育串珠状

分布的各种热水沉积岩。上述事件沉积物可独自出

现，也可在不同地区同一地层层位出现，甚至在同一

野外露头上呈上、下叠置关系出现。虽然同一时期

不同地区的事件沉积方式或特点不同，但是，作为地

球内外各种地质营力突发性事件的产物，不同类型

的事件沉积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４　结论

广西丹池（南丹—河池）盆地晚古生代处于大陆

边缘裂谷盆地的构造背景，在晚古生代盆地裂陷过

程中，发育一系列与地震有关的事件沉积。这些沉

积包括规模巨大的震积岩墙、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地

裂缝及充填的沉积岩脉、微褶皱、负荷构造、火焰构

造等）和与地震有关的滑塌构造。其中软沉积变形

和滑塌构造是在盆地沉积期同沉积滑塌形成的，地

震形成的震积岩墙是在二叠纪时期充填的巨型地震

断裂形成的。丹池盆地的震积岩和地震滑塌构造及

地震相关的火山岩、火山碎屑浊积岩及热水沉积对

恢复丹池盆地的构造演化，对丹池盆地多金属矿产

的形成、富集和就位均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 广西地质矿产局，成都地质学院．１９８９．广西河池、南丹地区泥盆

系锡石多金属矿控矿条件及远景预测研究报告．

? 广西区域地质调查队．１９９１．１∶５万六甲镇幅、九圩幅区域地质

调查报告．

? 广西区域地质调查队．１９８７．１∶５万六寨幅、黄江幅、地街幅、小

场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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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Ⅰ　／　犘犾犪狋犲　Ⅰ

１．六寨者来纹层状泥质砂屑灰岩中的砾块。

２．六寨者来震积岩墙、岩脉与围岩接触关系。

３，４．六寨者来地裂缝及其充填的泥晶脉。

５．六寨者来的微褶皱。

６．六寨者来的负荷构造。

７．南丹县更林巴平组上部的震积岩序列。

图　版　Ⅱ　／　犘犾犪狋犲　Ⅱ

１．南丹县大厂西拉谭滑塌沉积远景。

２．南丹县大厂西拉谭上部滑塌层和下部滑塌层。

３．南丹县大厂西拉谭下部滑塌层的滑塌褶皱和滑塌角砾。

４．南丹县大厂西拉谭下部滑塌层呈叠瓦状排列的滑塌角砾。

５．南丹县大厂西拉谭上部滑塌层。

６．南丹县大厂西拉谭下部滑塌层的滑塌角砾。

７．南丹县大厂西拉谭无根褶皱及滑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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