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1 卷  增刊                                                                                 Vol. 61  Supp. 
2015 年   4 月                                                                                   Apr.,  2015 

758 

地  质  论  评         GEOLOGICAL  REVIEW 

 

华南二叠纪硅质岩展布特征与成因差异
* 

 
姚旭，周瑶琪，李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注：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特提斯洋二叠纪硅质沉积事件研究”（编号：41272123）资助的成果。 
收稿日期：2015-01-10；改回日期：2015-03-01；责任编辑：黄敏。 
作者简介：作者姚旭,男,1987 年生。博士研究生,地质学专业。Email：yaoxu1987@126.com。 

硅质岩是一类重要的化学沉积岩，自生硅质矿

物占总含量一半以上、SiO2 含量大于 70%(冯彩霞

和刘家军，2001)。硅质岩常沉积于陆架、岛弧、洋

盆及洋脊等环境，具有重要的古地理、古海洋指示

意义，是对关键沉积-构造带进行沉积环境、构造地

质背景研究的重要材料(姚旭等，2013)。 
二叠纪是显生宙的一个重要的富硅时代，硅质

沉积具有全球性与对比性 (Muchey and Cham，

1992)。在联合古陆及西特提斯的大陆边缘，广泛发

育放射虫硅质岩与海绵骨针硅质岩，被定义为全球

二叠纪硅质沉积事件(Permian Chert Event)(Muchey 
and Cham，1992)。而我国华南地区二叠系硅质岩多

层系、大范围分布，部分层段硅质岩表现出较强烈

热水沉积作用(夏邦栋等，1995;林良彪等，2010)，
而部分剖面发育典型生物成因硅质岩(Kametaka
等，2005;杨水源和姚静，2008)。 

华南地区二叠系硅质岩局部层系研究精细，区

域对比研究薄弱，本次重点厘定华南上扬子、下扬

子地区二叠纪富硅质岩层段的沉积-构造演化背景、

硅质岩赋存状态、成因差异及控制因素，以期能够

深化对东特提斯地区的二叠纪硅质沉积事件的认

识。 

1  华南二叠纪沉积-构造演化 

华南二叠纪与华北及羌塘地块都尚未拼接，作

为微板块位于古特提斯洋的东部地区、处于赤道与

北纬 10 度之间的位置(Wang and Jin，2000)。华南

地区在石炭纪末期到二叠纪初期经受整体抬升，石

炭纪地层广泛受到剥蚀。除了华夏地区湘中南、赣

南及浙西一带石炭-二叠纪为连续沉积之外，区域上

二叠系与下伏石炭系多为平行不整合接触，甚至局

部地区直接不整合覆盖于泥盆系之上。 

早二叠世初期，华南地区整体下降，接受海侵，

昆明-南昌一线以南全部海侵，沉积栖霞组下部浅海

灰岩相地层；昆明-南昌以北海侵较弱、海平面较低

且变化频繁，以滨海沼泽环境为主，形成梁山煤系。

早二叠世晚期，华南地区连续沉降，形成晚古生代

最广阔的陆表海，发育栖霞组主体浅海灰岩相。中

二叠世时期，华南整体海平面保持稳定，为碳酸盐

岩台-盆相间的格局。下扬子地区在中二叠世早期，

经历了一次快速的抬升-剥蚀-沉降的过程，造成了

栖霞组和上覆地层之间的平行不整合。上扬子地区

在中二叠世末期，发生“东吴运动”，整体抬升-海
退，康滇古陆(川、滇、黔)大规模玄武岩喷发。晚

二叠世初期，华南再次整体接受沉积，海水多次入

侵，形成海陆交互相的龙潭组。晚二叠世后期，华

南再次发生海侵，范围仅小于栖霞期，在康滇古陆

东侧发育陆相含煤地层，大部分地区发育长兴组灰

岩，苏浙皖台盆坏境大隆组硅质岩(Wang and Jin，
2000)。 

2  华南二叠纪硅质岩赋存状态 

华南地区二叠系硅质岩极其发育，根据其沉积

环境及赋存形态，可以分为结核状硅质岩和层状硅

质岩两类。 
非层状硅质岩形态多不规则，一般呈结核状、

透镜状、瘤状及条带状赋存于碳酸盐岩地层中。燧

石条带多与灰岩层面平行，而结核体可以切穿岩层

层理。碳酸盐型台地灰岩中广泛产出的燧石结核及

条带，在下扬子地区主要分布于栖霞组，上扬子地

区分布于栖霞组、茅口组和吴家坪组。 
层状硅质岩发育于华南碳酸盐台盆之内。下扬

子地区薄层状硅质岩主要是孤峰组、和大隆组中的

放射虫硅质岩和海绵硅质岩，上扬子地区分布于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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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组和吴家坪组的灰黑色硅质岩与灰岩、炭质页

岩、粘土岩共生。 

3  华南二叠纪硅质岩成因差异 

与联合古陆及西特提斯的大陆边缘硅质岩主

要来自于硅质生物繁盛不同，华南二叠纪硅质岩的

成因更为复杂。硅质岩热水成因与非热水成因的争

论一直未有定论。近年来部分学者强调上升流对硅

质岩形成的贡献，但多数研究则是在上扬子地区多

个层段发现二叠纪热水成因或热水-生物混合成因

硅质岩，与火山活动或区域深大断裂关系密切。 
Kametaka 等(2005)将我国安徽巢湖地区中二叠

统孤峰组放射虫硅质岩与北美西部二叠纪硅质、磷

质地层进行对比，建立了古特提斯洋与泛大洋硅质

沉积的内在联系，提出二者都是中二叠世低纬度地

区开阔大陆架上的半局限盆地磷质-硅质沉积旋回，

在沉积旋回的过程中都受到上升流的影响。中二叠

世栖霞组碳酸盐岩台地中燧石结核及条带的成因，

也可以由联合古陆西北缘及西特提斯地区二叠纪

硅质岩的上升流成因模式进行解释(刘新宇和颜佳

新，2007)。在另一方面，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同生

断裂和火山活动都较为发育，形成的热水成因硅质

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峨眉山玄武岩存在可能的

关联性，华南特别是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的硅质沉

积高峰可能是峨眉山玄武岩喷发的间接物质证据。

例如，广西来宾地区中、晚二叠世茅口组和吴家坪

组发育的硅质岩被认为是峨眉山玄武岩强烈喷发

的沉积响应，或者可以解释为峨眉山地幔柱产生的

海底热液的间接物质表现(邱振等，2011)。 
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二叠纪硅质岩，既有热水

成因，又有生物成因，以及两者混合作用，部分地

区硅质岩受到强烈的热水沉积作用，与火山活动及

切穿盆地基底的同生断裂关系密切。大型同生断裂

在硅质沉积过程中有两种作用，一是控制盆地空间

展布、几何形态、硅质岩的形成与分布，二是作为

硅质热水活动、运移、传输的通道和枢纽(林良彪等，

2010)。 

4  二叠纪硅质岩沉积背景 

姚旭等(2013)提出华南地区二叠系大范围多层

系热水成因燧石及层状硅质岩的发育，与同时期可

能存在的一个周期性发育的热水系统有关，能够为

华南地区提供稳定的硅质来源。控制热水系统产生

的可能因素包括：古特提斯洋勉略局限洋盆从扩张

到消亡、板块局部活化及区域断裂作用等。与泛大

洋西北部存在一个冷源(海洋冰川)而促使二叠纪硅

质生物繁盛不同，东部古特提斯洋则可能是热源(热
水系统)产生的二叠纪硅质沉积事件。 

华南的硅质岩在整个晚古生代都较为丰富，并

在二叠纪达到富集顶峰，沉积了大规模的大陆边缘

型硅质岩，沿深大断裂带呈带状、网状分布。硅质

岩的形成受到强烈的硅质热水的作用是该地区的

特殊之处，但硅质生物的富硅作用在局部很显著。

华南海西-印支期硅质岩分布规律、硅质生物兴衰演

替，也可能受到地球节律性演化的影响(冯庆来，

1997)。 
东特提斯地区(华南)二叠纪发育多层系、大规

模的热水、生物或热水-生物混合成因的硅质沉积事

件，对硅质来源、运移机理及硅质热水发育、硅质

生物繁盛等方面展开了一定研究。在东特提斯洋由

扩张到闭合的重要转折阶段，硅质沉积与古洋盆演

化、古海洋气候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急需解决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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