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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造山带西段四堡群的沉积地质特征

和构造属性探讨

李利阳１，２），张传恒２），贾龙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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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华南四堡群是江南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江南造山带弧沟体系的重要“窗口”。四堡群沉

积地质学研究表明：① 四堡群在黔东南地区总体构成一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尧等组为深海 －半深海相沉积；河村
组浅海—滨岸相沉积。四堡群在桂北地区总体上也为一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文通组为深海 －半深海相沉积；鱼西
组为浊积岩相沉积；② 桂北地区四堡群碎屑岩系的２９组沙纹层理（鲍马序列ｃ段）的玫瑰花图解表明，古流向总体
指向南，证明物源在其北侧；③ 四堡群砂岩骨架颗粒统计结果表明，其物源构造属性为岩浆弧；④ 基于以上研究，推
测四堡群沉积于弧前盆地。

关键词：四堡群；江南造山带；沉积地质特征；弧前盆地

　　新元古代早期，西北部的上扬子陆块和东南部
的华夏陆块拼接为一个构造整体，形成一条呈向北

西弧形突出的北东东—南西西向延伸的前南华纪基

底出露带，被称为“江南造山带”。四堡群位于江南

造山带西段，主要出露于桂北地区及黔东南地区

（图１），为江南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桂北地区
四堡群主体是一套浅变质浊积岩、泥岩岩系，间夹枕

状玄武岩、玄武质科马提岩和火山碎屑岩，黔东南地

区四堡群主要由浅变质砂岩、千枚岩、板岩、泥岩、火

山岩屑砂岩组成。

阎明等（１９９５）通过对四堡群文通组玄武岩，特
别是对科马提质玄武岩建造的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

研究，认为四堡群玄武岩建造形成于岩浆弧区。

ＺｈｏｕＭｅｉｆｕ等（２０００）通过对出露于池洞地区的两层
科马提质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的分析，认为这些火

山岩建造应是大陆裂谷的产物，为深部地幔柱上升

所控制并受地壳混染的岩浆分异而成。葛文春等

（２００１）研究了宝坛地区镁铁、超镁铁质侵入岩的构
造属性，认为它们形成于 ８２５Ｍａ前后的地幔柱上
涌。周继彬等（２００７）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葛文春
等（２００１）的认识。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ｅｉ等（２００７）利用ＬＡＩＣＰＭＳ方法研

究了出露于桂北地区的四堡群碎屑岩系的碎屑锆石

年龄谱系特征，确定最大底界年龄为（８６６７±３７）
Ｍａ，并基于碎屑岩系中大量发育火山岩和时间上与
碰撞时间相合而推测原型盆地为前陆盆地。Ｗａｎｇ
Ｗｅｉ等（２０１２）进一步研究了桂北四堡群碎屑锆石的
年龄谱系，限定了最大沉积下限年龄为（８３５３±
３６）Ｍａ，并通过地球化学特征分析，认为四堡群碎
屑岩系的物源为钙碱性火山岩，构造环境为弧后前

陆盆地。而且，ＷａｎｇＷｅｉ等（２０１２）的研究还揭示，
鱼西组、九小组的构造环境更倾向于活动陆缘，而文

通组则更倾向于大陆岩浆弧。

前人对该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岩浆岩的研究，

而对沉积岩系研究却极少。四堡群碎屑岩系的物源

区类型及原型盆地分析对江南造山带西段沟弧体系

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沉积地质学理论

对四堡群沉积地质进行研究，对四堡群原型盆地类

型及该区的大地构造格局进行探究。

１　地层序列与时空位置
四堡群主要出露于桂北地区及黔东南地区，两

地地层关系并未确定，下面笔者将分别对两地四堡

群进行介绍。



图 １江南造山带西段的四堡群及其相当时代地层分布（据周金城，２００９，修改）
Ｆｉｇ．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ｆ

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２００９＆）

１．１　桂北地区四堡群
桂北地区四堡群主体是一套浅变质浊积岩、泥

岩岩系，间夹有超基性—基性—中酸性火山岩及层

状、似层状基性、超基性岩体。自下而上划分九小

组、文通组、鱼西组。

九小组主要由轻变质中—细粒长石质石英砂

岩、轻变质粗—中粒砂岩、变质粉砂岩、变质泥质粉

砂岩、石英绢云母千枚岩、千枚岩、板岩及层状、似层

状基性—超基性岩组成。该组未见底，厚度大于

６５５ｍ；文通组主要由深灰色、灰绿色变质粉砂岩、板
岩、基性熔岩、凝灰岩、科马提岩组成。该层厚约

２５１４ｍ；鱼西组主要由变质细砂岩、变质泥质粉砂
岩、变质粉砂岩、板岩、绢云母千枚岩夹变质细砂岩、

中酸性火山喷出岩组成。该组未见顶，厚度大于

６７１ｍ。
１．２　黔东南四堡群

黔东南四堡群主要由浅变质砂岩、千枚岩、板

岩、泥岩、火山岩屑砂岩组成。自下而上可划分为尧

等组、河村组。

尧等组主要由灰绿色绿泥石绢云母石英片岩、

千枚岩、变余砂岩、火山岩屑砂岩组成。片岩、千枚

岩为深绿色、灰绿色，后期构造强烈；河村组岩性主

要为浅灰绿色变余砂岩、粉砂岩与绢云母石英千枚

岩互层，局部可见火山岩屑砂岩。

王孝磊、周金城等（２００６）采取四堡群和冷家溪
群基底地层中的五个沉积岩样品，进行锆石微区定

年工作。获得结果显示，这些样品最年轻年龄均靠

近８６０Ｍａ。将获得年龄的数据点进行统计，平均年
龄为（８６６７±３７）Ｍａ，从而认为该基底沉积地层的
沉积作用应发生在８６０Ｍａ之后。高林志等（２０１０）
在黔桂交界的十万大山东段获得侵入四堡群的摩天

岭花岗岩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８２６８±５９）
Ｍａ；李献华（１９９９）在摩天岭、元宝山地区获得侵入
花岗岩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８１９９±９）Ｍａ、（８２６±
１０）Ｍａ，高林志等（２０１２）在上覆地层下江群甲路组
斑脱岩中获得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８１４Ｍａ，进
而认为四堡群属新元古代中期。

２　沉积地质特征
２．１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２．１．１　桂北地区

桂北地区四堡群文通组为深海—次深海相；鱼

西组主体为浊积岩相，鲍马序列发育且典型（图２）。
文通组为深海—次深海相，岩石主要为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泥岩，呈灰黑色，中—厚层状为主，可见

水平层理。并可见大量的海相火山喷出岩，具有典

型的枕状构造（图３）。
鱼西组为浊积岩相，岩石类型主要有变岩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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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桂北四堡群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ｉｌｉｎ

砂岩、细砂岩、粉砂岩，泥岩。呈现中砂岩与细砂岩

互层。其沉积具有明显的旋回性，每一个旋回中，岩

石颗粒向上依次变细，岩性由中砂岩到细砂岩，再到

粉砂岩，代表深海浊流沉积特征。常见的沉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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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粒序层理（图４ｂ）、沙纹层理（图４ｄ）、水平层理，

图 ４桂北四堡群中发育的沉积构造
Ｆｉｇ．４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ｉｌｉｎ

（ａ）鲍马序列ａｂｃｄｅ段，文通组，牛鼻河北岸，镜头朝北；（ｂ）鲍马序列ａ段粒序层理，文通组，牛鼻河北岸，镜头朝北；（ｃ）鲍马序列ａ段
底部侵蚀面，文通组，牛鼻河北岸，镜头朝北西；（ｄ）鲍马序列ｃ段沙纹层理（左侧），文通组，牛鼻河北岸，镜头朝北西
（ａ）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Ｂａｏｍ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ＮｉｕｂｉＲｉｖｅｒ，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ｂ）ＧｒａｄｅｄｂｅｄｄｉｎｇｏｆＢａｏｍ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ＮｉｕｂｉＲｉｖｅｒ，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ｃ）Ｅｒｏｓ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Ｂａｏｍ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ｏｆＮｉｕｂｉＲｉｖｅｒ，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ｉｐｐｌｅｃｒｏｓｓ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ｏｍ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ｅｎｔ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ＮｉｕｂｉＲｉｖｅｒ，
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

底部发育冲刷构造（图４ｃ），同时发育有滑塌构造。
岩层鲍马序列表现多为ａｂｃｄｅ（图４ａ）、ａｄｅ和ａｂｅ组

图 ３桂北四堡群火山岩（文通组海相火山岩；具枕状构
造；文得村南；镜头朝南）

Ｆｉｇ．３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
Ｇｕｉｌ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Ｗｅｎｔ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Ｗｅｎｄ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
ｓｏｕｔｈ）

合，局部也发育ｃｄｅ组合。
２．１．２　黔东南地区

黔东南地区四堡群总体构成一向上变浅的沉积

序列：尧等组为深海－半深海浊积岩相；河村组下段
为浅海相，上段则为滨岸相（图５）。

滨岸相也是四堡群常见的沉积相，发育于河村

组，主要岩石类型有含砾砂岩、砂岩、粉砂岩、泥岩和

火山岩屑砂岩，呈现砂岩与泥岩互层，沉积有明显的

８１１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６年



图 ５黔东南四堡群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５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

Ｇｒｏｕｐ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旋回性，呈现砂岩、粉砂岩、泥岩韵律层，岩石颗粒自

下向上由粗变细，有时底部可见含砾砂岩（图６ａ），
发育大型交错层理（图６ｂ）、冲洗层理（图６ｃ）、浪成
交错层理（图６ｄ）、波痕（图６ｅ）、水平层理，为典型
滨岸带沉积。

表 １四堡群浊积岩系沙纹层理前积层、槽模产状野外实测与水平校正数据表
Ｔａｂｌｅ１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ｌｏｔｍｏｌｄｉｎ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

测点位置：Ｎ２５°００′４３．５″、Ｅ１０８°５１′５９．７″

层面Ｓ０
前积层（ＳＣ）

野外测量值 水平校正值
层面Ｓ０

前积层（ＳＣ）
野外测量值 水平校正值

９９°∠７３°

７１°∠６７° ２５３．４１°∠４１．９０°
８１°∠６９° ２５４．７４°∠４５．９０°
８０°∠６５° ２４６．６３°∠３９．８０°
８３°∠７４° ２５２．６０°∠３６．５８°
７８°∠７３° ２５７．７１°∠３６．３３°
８６°∠７７° ２４６．３３°∠４４．７０°
７５°∠６９° ２４３．１２°∠４６．３１°
７２°∠６９° ２６１．８２°∠４０．７３°
８７°∠６８° ２４８．１１°∠３５．７３°
８８°∠７８° ２５１．１７°∠３７．０１°
９１°∠７２° ２３３．５２°∠４２．８７°
８１°∠６９° ２４３．７４°∠４８．４°
７１°∠７０° ２４７．０８°∠３８．４４°

９９°∠７３°

８１°∠７６° ２３７．８３°∠４０．２５°
８２°∠７４° ２５１．０５°∠３４．７９°
６９°∠７６° ２６３．２９°∠３７．３２°
７９°∠７４° ２４９．４８°∠４１．０２°
７３°∠７６° ２５５．２２°∠３０．４１°
８３°∠７６° ２５７．７３°∠３０．９７°
８９°∠７１° ２６５．９５°∠３５．８７°
７９°∠７１° ２５３．４１°∠４１．９０°
８７°∠７９° ２４１．２４°∠４６．１０°
８７°∠７１° ２６０．３３°∠３７．８８°
８７°∠７２° ２５９．７９°∠３６．９４°
７１°∠７３° ２３８．５４°∠４３．７８°
７１°∠７６° ２３５．６１°∠４１．５３°

测点位置２：Ｎ２５°０６′４５．２０″、Ｅ１０８°４６′５１．２６″

１４３°∠４０°
１４８°∠４２° １４６．３８°∠８１．９１°
１４３°∠４８° １４３．００°∠８８．００°

１２４∠４９ １２８．７６∠８７．４８

２．２　沉积物扩散方向
沉积物的扩散方向，特别是浊积岩沉积构造所

反映的沉积物扩散方向与盆地斜坡倾向一致，因此

沉积物扩散方向对于认识原型盆地结构和属性具有

重要意义。桂北地区四堡群碎屑岩系，基本是由一

套成熟度较低的浊积岩组成，其浊流的古流向如何

在本地区研究甚少，可以查看的资料几乎没有记载。

因此，笔者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了确

定四堡群的沉积物扩散方向即古水流方向，实测了

维洞口—马槽山剖面、四堡—文得剖面中发育的２６
组鲍马序列ｃ段沙纹层理位态数据，３组槽模位态
数据。

对实测的数据进行水平校正后，获得沙纹层理

形成时的前积层位态（表１）。根据校正后的前积
层倾向做出玫瑰花图（图７），结果显示：在三岔地区
古流向指向南东，在维洞口地区古流向指向南西。

由此可知，沉积物的物源来自北方。

２．３　砂岩骨架颗粒特征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５）等通过对世界上近百个已确

定区域构造环境的现代海相和陆相砂岩组分的统计

对比和判别分析，建立了大家熟悉的定量判别标准

和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三角形模式图，为判断物源区和沉积盆
地构造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经，其中物源区的

划分和判别图解的样式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并成功地解释了许多物源区的构造背景。其通

过对选定层位砂岩样品中的石英、长石和岩屑的含

量分别进行统计，用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骨架碎屑颗粒三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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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黔东南四堡群中发育的沉积构造
Ｆｉｇ．６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小水流波痕；从江县令里；镜头朝西北；（ｂ）冲洗层理与大型交错层理；从江县令里；镜头朝西北（ｃ）冲洗层理与大型交错层理；从江
县令里；镜头朝西北；（ｄ）平行层理夹浪成交错层理；从江县令里；镜头朝西北；（ｅ）浪成交错层理与波痕；从江县令里；镜头朝西北
（ａ）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ｉｐｐｌｅｄ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ｇｌ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ｂ）Ｓｗａｓｈ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
Ｌｉｎｇｌ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Ｓｗａｓｈ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ｖｅｂｕｉｌｔ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
ｗａｖｅｂｕｉｌｔ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ｐｐｌｅ；Ｌｉｎｇｌ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ａｍｅｒａｌｅｎｓｆａ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进行投图，根据点的分布情况确定物源类型。

（１）桂北地区四堡群砂岩骨架颗粒特征。本次
研究共采集了桂北四堡群砂岩样品７５个。其中，在
三岔地区采集砂岩样品３０（ＳＹ０１１～ＳＹ０１３０），文
得地区采集砂岩样品３０块（Ｓ０７３１１～Ｓ０７３１３０），
在维洞口地区采集砂岩样品 １５（ＳＹ０３１～ＳＹ０３
１５）块，其中大部分构造变形强烈，影响矿物的识
别，本次选取其中的３２块进行砂岩骨架颗粒组分分
析。结果显示，石英含量较低，在３０％ ～５０％，且单
晶石英较多，而长石则高达４０％左右，岩屑含量较

高在３０％～６０％。
（２）黔东南地区四堡群砂岩骨架颗粒特征。本

次研究在黔东南四堡群采集了四堡群砂岩样品１８
个，并对其进行砂岩骨架颗粒组分分析。结果显示，

石英含量较低，在２０％～４０％，且单晶石英较多，几
乎不含多晶石英，长石含量为１０％ ～３０％，岩屑含
量则高达４０％ ～６５％，且多为火山岩屑，沉积岩屑
极少见。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套碎屑岩的物源构造性质，

对上述两个地区统计的样品分别进行了 Ｑ—Ｆ—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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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四堡群碎屑岩系沙纹层理、冲槽产状玫瑰花图解与
推测的古流向

Ｆｉｇ．７Ｒｏ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ｓｌｏｔｍｏ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ａｌｅ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解、Ｑｍ—Ｆ—Ｌ图解和 Ｑｐ—Ｌｖｍ—Ｌｓｍ图解。砂
岩图解结果显示，其物源区构造属性均是岩浆弧

（图８，图９）。

图 ８桂北四堡群Ｑｔ—Ｆ—Ｌ、Ｑｍ—Ｆ—Ｌ和Ｑｐ—Ｌｖｍ—Ｌｓｍ三角图解的物源板块构造类型（物源分区据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４）
Ｆｉｇ．８Ｑｔ—Ｆ—Ｌ，Ｑｍ—Ｆ—ＬａｎｄＱｐ—Ｌｖｍ—Ｌｓｍ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ｉｌｉ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４）
Ｑｔ—所有石英颗粒，Ｑｐ—多晶石英颗粒，Ｆ—所有长石颗粒；Ｌｖｍ—所有火山岩和变质火山岩颗粒，Ｌｓｍ—所有沉积岩或变质沉积岩颗粒；
Ａ—再旋回造山带；Ｂ—稳定克拉通或隆起的基底；Ｃ—火山弧；Ｐ—增生楔
Ｑｔ—ｔｏｔａｌｑｕａｒｔｚｏｓｅｇｒａｉｎｓ；Ｑｐ—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ｑｕａｒｔｚ；Ｆ—ｔｏｔａｌ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ｉｎｓ；Ｌｖｍ—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ｍｅｔ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Ｌｓｍ—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ｙｃｌｉｃ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Ｂ—ｓｔａｂｌｅｃｒａｔｏｎｏｒｕｐｌｉｆｔｅｄ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Ｐ—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ｅｄｇｅｓ

综上可见，华南四堡群碎屑岩系的物源区构造

属性为岩浆弧，从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三角图解中可以看出，

四堡群碎屑岩系中火山碎屑含量较多，表示距离火

山弧源区很近，通过对黔东南四堡群和桂北四堡群

中砂岩骨架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黔东南

四堡群的火山岩屑含量较多，这可能是当时黔东南

地区比桂北地区岩浆弧更近。且古流向指向由北向

南，表明当时地势北高南低。因此，可以推测四堡群

北部有一个岩浆弧，由于岩浆弧的喷发，源源不断的

向南提供碎屑沉积物，结合沉积相垂向变化及构造

变形特征，综合表明四堡群碎屑岩系为弧前盆地沉

积。

３　盆地原型及古地理格局属性
四堡群发育碎屑浊积岩相，浊积岩相可见鲍马

序列、滑塌构造，其应属活动类型的沉积建造；通过

对四堡群维洞口、三岔地区的古流向示向沉积构造

的野外测量和室内分析，可知维洞口古流向指向南

东，三岔地区古流向指向南西，可知四堡群古流向总

体上指向南，物源来自于北方，四堡群位于盆地的北

缘；砂岩骨架颗粒组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四堡群物

源构造属性为火山弧。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四堡群

的盆地原型为弧前盆地。

４　结论
（１）桂北四堡群总体构成一向上变浅的沉积序

列：文通组主要为深海—次深海相，可见大量的海相

火山喷出岩；鱼西组主体为浊积岩相，鲍马序列发育

且典型。黔东南的四堡群总体也构成一向上变浅的

沉积序列：尧等组为深海－半深海泥岩和浊积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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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黔东南四堡群Ｑｔ—Ｆ—Ｌ、Ｑｍ—Ｆ—Ｌ和Ｑｐ—Ｌｖｍ—Ｌｓｍ三角图解的物源板块构造类型（物源分区据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４）
Ｆｉｇ．９Ｑｔ—Ｆ—Ｌ，Ｑｍ—Ｆ—ＬａｎｄＱｐ—Ｌｖｍ—Ｌｓｍ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ｆｔｅｒ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４）
Ｑｔ—所有石英颗粒，Ｑｐ—多晶石英颗粒，Ｆ—所有长石颗粒；Ｌｖｍ—所有火山岩和变质火山岩颗粒，Ｌｓｍ—所有沉积岩或变质沉积岩颗粒；
Ａ—再旋回造山带；Ｂ—稳定克拉通或隆起的基底；Ｃ—火山弧；Ｐ—增生楔
Ｑｔ—ｔｏｔａｌｑｕａｒｔｚｏｓｅｇｒａｉｎｓ；Ｑｐ—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ｑｕａｒｔｚ；Ｆ—ｔｏｔａｌ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ｉｎｓ；Ｌｖｍ—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ｍｅｔ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Ｌｓｍ—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ｙｃｌｉｃ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Ｂ—ｓｔａｂｌｅｃｒａｔｏｎｏｒｕｐｌｉｆｔｅｄ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Ｐ—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ｅｄｇｅｓ

村组下段为浅海碎屑岩，上段则为滨岸带沉积。

（２）桂北地区四堡群沙纹层理层理（鲍马序列ｃ
段）、冲槽等古流向示向沉积构造位态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维洞口地区古流向朝南西，三岔地区古流向

朝南东，四堡群古流向总体上朝南，位于盆地的北

缘，物源来自北方。沉积相对比分析进一步印证了

这一认识。

（３）四堡群砂岩骨架颗粒组分统计分析表明，
石英含量较低，在３０％～５０％，且单晶石英较多，而
长石则高达 ４０％左右，岩屑含量较高在 ３０％ ～
６０％，火山岩屑较多，沉积岩屑少见，砂岩骨架颗粒
成分三角图解显示，这些碎屑岩的物源区为火山弧。

（４）综合分析四堡群形成的构造环境、古流向、
砂岩骨架颗粒特征等，四堡群碎屑岩形成于活动陆

缘区的弧前盆地内，推测当时处于汇聚型板块边缘

内，属弧前盆地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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