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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吴运动是华南地区二叠纪影响较大的一次地壳运动’然而对其涵义)起始时间)构造界面位置)影响范围和运动属

性等方面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上扬子茅口组对比)不整合面特征和岩浆活动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对华南地区二叠纪的地

层)沉积及岩相古地理等综合分析’对东吴运动的性质)地球动力学背景和时空演变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茅口末期峨眉山

地幔柱上升引起的地壳抬升)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和东吴运动这三者之间存在成因联系$上扬子中晚二叠世之间的东吴运

动是峨眉山地幔柱上升所造成的地壳快速差异抬升’东吴运动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规律’空间上西强东弱)南强北弱’时间

上西早东晚)南早北晚’下扬子及华南地块可能不存在东吴运动’其中晚二叠世的沉积作用主要受华夏古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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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运动是华南地区二叠纪影响较大的一次地

壳运动’自#C!#年由李四光创名以来"Q2’#C!##’
一直为人们所关注’通过几十年来的反复研究对其

认识逐步深化’被视为中上二叠统分界的依据"尹赞

勋等’#C?*$胡世忠’#CC>,’#CC>F#’然而对东吴运动

的涵义)起始时间)构造界面位置)影响范围和运动

属性等方面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张祖圻’#CI!$陈
显群等’#CIB$李汝宁’#CIC$冯少南’#CC#$李文恒’
#CC)$胡世忠’#CC>,’#CC>F$梁定益等’#CC>#$甚至

有人对下扬子存在东吴运动提出质疑"陈显群等’
#CIB#’对其是否可以作为中上二叠统界线的分界争

议更大"李文恒’#CC)$胡世忠’#CC>F#’因此对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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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

运用地幔柱上升引起地壳抬升的理论"通过对上扬

子茅口组剥蚀#不整合面特征和岩浆活动等方面的

综合研究"结合对华南地区二叠纪的地层#沉积和岩

相古地理等方面综合分析"提出上扬子东吴运动是

峨眉山地幔柱上升所造成的地壳快速差异抬升"并
讨论了东吴运动的时空演变规律’

#!上扬子东吴运动的特征

地壳运动"尤其是抬升造陆运动的研究应从地

层缺失#不整合面特征$底砾岩#古喀斯特地貌#古风

化壳%#沉积响应和岩浆活动及其它们在时空上的变

化规律等方面进行论证’下面就针对上述内容对上

扬子东吴运动的特征进行简要描述’
?’?!地层缺失

上扬子茅口组为典型的碳酸盐台地沉积$王立

亭等"#CC>&冯增昭等"#CC>%"岩性和厚度比较稳定’
岩石以生物碎屑灰岩为主"灰岩中!类化石十分丰

富’这些!类化石演化速率快"研究程度高"为生物

地层对比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作者在总结前人资料

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将上扬子茅口阶划分为>.)+?
0(@$&.2-%$+-1A9.B 带#5/&($%.99$?>.)+0(@$&.?
2-%$02$,-0#/.2$带和C$D.-%$?>.)1-+.99-%$带$何
斌等")""!%’以此划分方案对上扬子茅口组进行系

统而细致的生物地层对比后发现’上扬子茅口组不

仅存在差异剥蚀"而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变化规

律’茅口组的剥蚀程度以大理A米易为中心呈圆环

状分布"自西到东#自南到北可分为深度剥蚀带$内
带%#部分剥蚀带$中带%#古风化壳带$外带%和连续

沉积带$图#")%$何斌等")""!")"">%’$#%深度剥蚀

带$内带%包括在大理#米易一带直径为>""XE的近

圆形区域内’该带茅口组大量缺失"主要为>.)+?
0(@$&.2-%$+-1A9.B 带的地层"5/&($%.99$?>.)+?
0(@$&.2-%$02$,-0#/.2$带和C$D.-%$?>.)1-+.99-?
%$带几乎全部缺失"残留的地层厚度多为几十米"
局部峨眉山玄武岩直接盖在梁山组砂岩上"茅口组

全部缺失&$)%部分剥蚀带$中带%包括云南东部$昆
明#会东#巧家%和四川的西南部"总体表现为宽度为

!""XE左右的圆弧形环带’在此带茅口组部分缺

失&主 要 由 >.)+0(@$&.2-%$+-1A9.B 带#5/?
&($%.99$?>.)+0(@$&.2-%$02$,-0#/.2$带的地层组

成"厚度为)"""!*"E"局部茅口组上部的C$D.-?

图#!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上扬子茅口组差异剥蚀平面图

Y2G’# +E32;/,4&,-G32G43%6;-%1XT-%:2413,4UU2773-34.2D
,&3-%;2%4%7W,%X%6Y%-E,.2%424./39TT3-M,4D
G.Z3F&%1X

#’峨眉山玄武岩&)’地层剖面位置&!’联合剖面位置&>’茅口组等厚

线$E%&*’剥蚀程度分界线&?’断层

%$?>.)1-+.99-%$带全部缺失&$!%古风化壳带$外

带%包括在成都#贵阳在内的四川中部#广西和贵州

大部地区"茅口组缺失较少&在贵州和广西厚度为

>"""B""E&在四川中部为)*"">""E’该带茅口

组顶部古剥蚀面平坦"普遍见有一层含黄铁矿#锰

质#煤线#硅质的粘土岩的古风化壳"为一短暂的沉

积间断&$>%连续沉积带$边缘带%上扬子东部边缘和

下扬子广大地区"如陕西汉中#镇安"四川北部米仓

山和东北大巴山前缘"湖北房县"江西修水#上高"湖
南莱阳"广西来宾"中上二叠统为整合接触$李文恒"
#CC)&中国地层典编委会")"""%’
?’@!不整合面特征

?’@’?!底砾岩!在上扬子西缘局部地带如云南宾

川#昆明#路南和四川会东#普格#峨眉山等地"峨眉

山玄武岩之下茅口组之上零星可见一层厚几米至十

几米的底砾岩或残积相碎屑岩$何斌等")""!%’底砾

岩多分布于内带和部分中带"砾石成分主要为茅口

组灰岩"磨圆度一般"砾岩为钙质和凝灰质胶结’灰
岩砾石中富含!#珊瑚#苔藓虫等化石"经鉴定皆为

茅口期生物"如在云南大理和四川会东底砾岩的砾

石中产C$D.-%$和>.)1-+.99-%$’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内带的茅口组是抬升剥蚀而不是沉积缺失’在中

带和部分外带"如四川普格#峨眉山等地茅口组之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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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扬子茅口组地层对比联合剖面

Y2G’) K2%;.-,.2G-,T/211%--3&,.2%4%7./3W,%X%6Y%-E,.2%424./39TT3-M,4G.Z3F&%1X

见有几米厚的底砾岩和残积相的碎屑岩’底砾岩为

钙质"砂质和粘土质胶结#残积相的碎屑岩为砾岩"
钙质粉砂岩"粘土岩夹炭质页岩或煤线#含植物化

石’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南昆明西山一带峨眉山玄武

岩底部中基性凝灰岩中见有大量瓣鳃类"腕足类"苔
藓虫"菊石等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这些化石可能是

茅口组顶部古剥蚀面上风化残留的产物’在外带茅

口组顶部多为残积相碎屑岩并夹薄煤层’
一般来说热带潮湿气候下碳酸盐地区化学溶蚀

作用十分强烈#风化剥蚀面很难残留砾石和岩块’二
叠纪上扬子处于赤道附近#属于热带潮湿气候#本区

零星分布的底砾岩是地壳抬升经短暂风化后#被随

之而来的峨眉山玄武岩所胶结之产物’
?’@’@!古喀斯特地貌!上扬子茅口组顶部普遍发

育古喀斯特地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岩溶研究

组##CBC%黄汲清和陈炳蔚##CIB%何斌等#)"">&#其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起伏不平的古剥蚀面"溶蚀

洼地"溶斗"峰林"溶丘"洞穴以及洞穴充填物和古剥

蚀面上红壤土$何斌等#)"">&’茅口组顶面形态凹凸

不平"起伏巨大#如云南大理和宜良等地的露头上#
地表起伏为)""!"E’在罗平钻孔控制的剖面中茅

口组顶部地形高差达##"E’在云南路南县东侧一

南北长)"XE#东西宽IXE范围内茅口组中斑点状

分布有?"多个被玄武岩充填的溶斗’四川西南古

蔺"叙永等地在茅口组顶部古喀斯特的溶斗中还堆

积了高岭土矿体$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岩溶研究

组##CBC&’在云南大理祥云县西南峨眉山底部玄武

岩中常见一系列规模较大的茅口组 ’透镜体(#其大

小不一#最大者长可达几千米#宽为几百米#由于峨

眉山玄武岩为陆相喷发#灰岩’透镜体(的规模如此

之大#不可能是前人解释的海相灰岩夹层或捕掳体#
而可能是覆盖在峰林平原上的峨眉山玄武岩剥蚀后

出露的峰林’上扬子茅口组顶部的古喀斯特在空间

主要分布在中带及与内"外带的过渡区#尤其在大理

)宾川和昆明)宜良)路南地区十分发育’
?’A!岩相古地理

中晚二叠世之交上扬子岩相古地理在空间上发

生了突变’在剖面上川西南"滇东和黔西表现为由茅

口期浅海台地碳酸盐突变为宣威组陆相和龙潭组滨

浅海碎屑岩%在空间上上扬子早中二叠世岩相古地

理为南北分带#沉积相呈东西向展布#自南到北依次

为碳酸盐开阔台地"碳酸盐局限台地"深水盆地%到
晚二叠世突变为东西分带#自西向东依次为川滇古

陆"川滇冲积平原"川黔滨海平原碎屑岩和川黔赣浅

海碳酸盐台地$王立亭等##CC>%冯增昭等##CC>&#这
种岩相古地理上的突变反映了本区遭受了重大的地

质变革’在茅口末期上扬子发生了大规模海退#表现

为由浅海突变为陆地环境#而此时下扬子却有过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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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明显的海侵过程"表现为江苏堰桥组和江西的官

山组上部有灰岩#泥灰岩夹层"其中产茅口晚期的标

准分子>.)1-+.99-%$$江苏省地质矿产局"#CI)%’这
种岩相古地理差异可能说明引起上下扬子海平面变

化的机制不同’
?’B!东吴运动的沉积响应

?’B’?!上扬子西缘茅口晚期碳酸盐重力流和平川

水下低位扇!上扬子西部边缘如盐源!冕宁一带"
茅口组的顶部发育以碎屑流为主"伴有浊流的斜坡

相的碳酸盐重力流沉积$陈智梁和陈世瑜"#CIB%’它
叠覆于台地相碳酸盐之上"其上为海相峨眉山玄武

岩覆盖’盐源平川一带茅口组之上峨眉山玄武岩之下

发育一套碎屑岩系"称之为平川组"平川组在平面形

态上呈扇形"在剖面形态上呈楔形"岩性和厚度在空

间上变化大"其基本层序为砾岩A粗砂岩A中细砂岩

A泥岩或泥灰岩"沉积构造多为块状构造"常见冲刷

构造及印模构造"根据上述特征我们认为平川组的沉

积环境应属水下低位扇’茅口组灰岩顶部这套碳酸盐

重力流和平川水下低位扇的厘定说明上扬子西缘茅

口晚期地壳由稳定转化为活动"沉积环境由碳酸盐台

地转化为斜坡相的碳酸盐重力流"二者一并可视为以

大理!米易一带为中心的内带抬升的标志’
?’B’@!普格C巧家冲积扇!在四川西昌的普格#鲁
吉#布托#会东和云南巧家#鲁甸一带"峨眉山玄武岩

之下发育一层以灰岩质砾岩为主的沉积粗碎屑岩"
在鲁吉和会东这套粗碎屑岩下部由灰岩质巨砾岩#
灰岩质砾岩#砂岩组成多个韵律层"单层厚B’!"
>*’*E"总体以灰岩质巨砾岩为主"三者之间相互呈

不规则状#锯齿状相嵌接触或粗细混杂堆积"整体显

示层状’上部由凝灰质砂岩和凝灰质砾屑灰岩组成

!个不完整的韵律"层理清楚而平整"单层厚"’!"
"’CE’灰岩质砾岩中的砾石主要为茅口组灰岩"砾
石含量最大可达B"\"C"\"磨圆度见有次圆状!
滚圆状"胶结物为钙质和凝灰质’这些特征均表明砾

岩非火山成因’空间分布上这套砾岩仅发育于小江

断裂和普格A巧家断裂的东侧下降盘’根据这套粗

沉积碎屑岩的岩性特征#空间分布和构造背景等"可
以认为它是沿穹状隆起东北缘断裂下降盘发育的冲

积扇"它充分反映了在内带的快速而巨大的抬升下"
小江断裂和普格巧家断裂的强烈正断活动’
?’D!东吴运动的岩浆活动

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系东吴运动在上扬子西缘

最突出的表现"这已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公认$张祖

圻"#CI!"陈显群等"#CIB"冯少南"#CC#&梁定益等"
#CC>%’最近对峨眉山玄武岩的研究又有一些重要进

展’许多学者专家从岩石学#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等方

面提出峨眉山玄武岩是地幔柱和岩石圈相互作用的

产物$徐义刚")"")%&尤其是通过地层学和沉积学的

研究确定了峨眉山玄武岩喷发前地壳的快速大幅抬

升和穹状隆起$何斌等")""!")"">%’由此我们认为峨

眉山玄武岩的喷发#上扬子的地壳抬升和穹状隆起和

东吴运动这三者之间存在必然的成因联系’

)!下扬子是否存在东吴运动

@’?!茅口和吴家坪期下扬子和华南地块的沉积作

用主要受东部华夏古陆控制

栖霞期是晚古生代以来中国南方的最大海侵时

期$王立亭等"#CC>%"整个中国南方几乎全为碳酸盐

沉积"岩性#岩相和生物群比较均一"厚度也较稳定’
但到茅口期东南沿海地区华夏古陆的出现及其范围

不断扩大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改变了华南

单一的碳酸盐沉积格局"在该古陆西侧沉积了以翠

屏山组为代表的陆相地层"称之为浙闽粤冲积平原"
平原以西发育了苏湘赣大型三角洲沉积体系’碎屑

岩沉积自东南向西北不断向扬子推进"这种沉积特

征充分表明下扬子和华南地块的沉积作用受华夏古

陆控制’在下扬子茅口中晚期从半深海裂陷槽非补

偿型沉积转化为滨海开阔潮坪含煤碎屑为主的超补

偿沉积"它是处于非稳定的构造环境因素控制下海

陆相交互叠替的相序组合’这种沉积类型"常常出现

短暂的海侵层序与海退层序"并见三角洲内前缘发

育冲刷砂底的粗结构#低成熟度的长石石英砂岩$陈
显群等"#CIB%"如江苏的堰桥组#江西的官山组#湘
中的斗岭组’
@’@!下扬子中上二叠统或堰桥组与龙潭组之间为

连续沉积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下扬子和华南地块的广大

地区上下二叠统或堰桥组与龙潭组之间为连续沉积

$张祖圻"#CI!&李文恒"#CC)&胡世忠"#CC>,"#CC>F&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CI)%"二者之间不存在不整合

$陈显群等"#CIB%’江苏省及上海地区区域地质志

$#CI)%提出堰桥组包括原龙潭组三分的中#下部"产
>.)1-+.99-%$’堰桥组上部的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广泛发育"其上的砂#泥岩夹的灰岩层中多产茅口期

的标准化石>.)1-+.99-%$"因此建议将中粗粒长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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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华南地区二叠系年代地层对比剖面",#和峨眉山地幔柱上升引起的地壳抬升示意图"F#

Y2G’! 8/-%4%;.-,.2G-,T/211%--3&,.2%4%7./3H3-E2,4,1-%;;0%6./8/24,",#,4U,;X3.1/;/%S24G./31-6;.6T&27.1,6;3U
F<-2;24G%7./3+E32;/,4E,4.&3DT&6E3"F#

石英砂岩及其上面的产>.)1-+.99-%$层位一并归

入堰桥组$堰桥组和龙潭组为连续沉积"江苏省地质

矿产局$#CI)#’在镇江伏牛山剖面$茅口阶和吴家坪

阶的分界及沉积建造为连续过渡性海陆交互叠替的

相序组合特征"陈显群等$#CIB#’在江苏南京地区由

茅口阶早期碳酸岩盆地相"茅口阶晚期三角洲相#%
吴家坪阶的潮坪泻湖相$为一海平面逐渐下降的过

程$但没有出露水面遭受剥蚀"王立亭等$#CC>#’在
下扬子和华南地块的许多地区$两者岩性渐变$未见

沉积间断’在局部地区由于古地貌或构造活动的差

异$存在沉积间断是可以预见的’
@’A!龙潭组是一个穿时的岩石地层单位

华南地区龙潭组的划分一直存在争议"胡世忠$
#CC>,$#CC>F#$但不管是哪种方案$龙潭组都是一个

穿时的岩石地层单位’这种空间上的岩相变异是属

于扬子型的碳酸盐与华南型的含煤碎屑岩在两大沉

积区系之间的过渡地带的侧变现象"图!,#’龙潭组

的底界各地有所差异"江苏省地质矿产局$#CI)#’实
际上从茅口期开始$由于华夏古陆的不断缓慢隆升$
碎屑岩沉积自东南向西北不断向扬子推进"图!,#$
因此龙潭组的底界的层位也是自东南向西北不断抬

高的’龙潭组底部长石石英砂岩不但不是东吴运动

构造事件的依据$而且也不能作为中&上二叠统分界

的标志’这层长石石英砂岩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是等

时的$可能代表着一次侵蚀面’然而$龙潭组在下扬

子和华夏地块横向变化如此之大$海陆交互相频繁

叠替$找不到真正稳定的&等时的一层长石石英砂岩

"陈显群等$#CIB#’另外在江苏&江西这层长石石英

砂岩上的灰岩层中还产茅口晚期或中二叠世的标准

化石>.)1-+.99-%$’这更说明龙潭组底部长石石英

砂岩不能作为上&下二叠统分界和东吴运动的标志’
@’B!下扬子和华夏地块不存在东吴运动

茅口和吴家坪期下扬子和华夏地块的沉积作用

主要受东部华夏古陆控制$从茅口期开始$由于华夏

古陆的不断缓慢隆升$碎屑岩沉积自东南向西北不

断向扬子推进$下扬子和华南地块中&上二叠统或堰

桥组与龙潭组之间为连续沉积$二者之间不存在不

整合$因此下扬子和华夏地块不存在东吴运动’

!!东吴运动的性质及时空演变规律

A’?!地幔柱!地壳抬升和大火成岩省

地幔柱是源于核幔边界或上下地幔边界的热异

常物质$其隐含的巨大能量导致地幔的大规模熔融

和大火成岩省形成"徐义刚$)"")#’从地幔深处快速

上升的地幔柱对岩石圈的动力冲击&热效应和岩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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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侵通常会造成大规模的地壳抬升"并形成穹状隆

起 #8,ETF3&&,4U =-2772./;"#CC"$8%["#CIC$
N/2.3,4UW1]34Z23"#CC*%’玄武岩喷发前地壳抬

升是地幔柱构造的重要特征和鉴定标志’8,ETF3&&
,4U=-2772./;##CC"%根据实验室模拟提出上升地幔

柱 在 火 山 喷 发 前 造 成 地 壳 抬 升 的 最 大 高 度 为

#"""E’N/2.3,4UW1]34Z23##CC*%认为上升地

幔柱可造成)"""E的地壳抬升’地幔柱引起的地

壳抬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地壳抬升发生在玄武

岩喷发前$#)%抬升速率极快’8,ETF3&&,4U=-27D
72./;##CC"%根据实验模拟认为主要抬升发生在)"
W,以内"如果岩石圈存在软弱带"地表抬升的时间

会更快’R,E.,$9’##CCI%在东西格林兰地区细致

地研究了第三纪玄武岩下伏的古新世的沉积地层特

征后确定地壳抬升的时间小于*W,$#!%差异抬升’
从8,ETF3&&,4U=-2772./;##CC"%地幔柱地壳抬升

模式图中可以看出地壳抬升为一正态分布的曲线"
抬升幅度自地幔柱中心向外围逐渐减小"且在地幔

柱柱头边缘附近地壳抬升曲线有一个梯度变化带$
#>%地壳抬升剥蚀区范围同大火成岩省基本一致’
A’@!东吴运动的性质和地球动力学背景

将上述地幔柱地壳抬升特征同峨眉山大火成岩

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茅口末期的地壳抬升发生在

峨眉 山 玄 武 岩 喷 发 前$地 壳 抬 升 的 时 间 估 计 为

#"!W,#何斌等")"">%"为穹状差异抬升$抬升范

围同峨眉山玄武岩的分布区基本吻合#图#%’因此

可以推断上扬子茅口末期的地壳抬升’东吴运动和

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这三者之间存在必然的成因联

系"早晚二叠世之间的东吴运动是峨眉山地幔柱上

升对岩石圈底部的冲击所造成的地壳抬升"东吴运

动的性质是一次地壳快速差异抬升"其动力来源是

峨眉山地幔柱的上升’因此上扬子东吴运动的构造

界面在峨眉山玄武岩分布区位于茅口组和峨眉山玄

武岩之间"在上扬子其他地区位于宣威组或龙潭组

与茅口组之间’这一界面正好是中上二叠统的分界’
峨眉山玄武岩的出现标志着中’上二叠统的分界"这
是一种巧合还是一个必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但中晚

二叠世华南地区古生物面貌的确发生了巨大变革"
而且这是一个全球生物灭绝事件#34UD=6,U,&6T2D
,4%#N2G4,&&")""#%"它同峨眉山玄武岩之间的关

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A’A!东吴运动在时间上的演变规律

从上扬子茅口组的剥蚀程度和不整合特征分

析"东吴运动在时间上具有西早东晚’南早北晚的演

化规 律#图!,%’根 据(中 国 地 层 典!!!二 叠 系)
#)"""%吴 家 坪 阶 和 茅 口 阶 的 界 线 年 龄 估 计 为

)*IW,’茅口晚期上扬子西缘地壳抬升的时间可以

根据遭受剥蚀茅口组的厚度和碳酸盐地区剥蚀速率

来计算"热带潮湿地区碳酸盐的剥蚀速率为#)""
!""EE*#"",#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岩溶研究组"
#CBC%"茅口组的剥蚀厚度从内带至边缘带分别为

!""E’*""#""E’几十E’"E’因此上扬子各剥蚀

带最大的剥蚀时间分别为)’*W,’#’"W,’"’*W,
#图!%’从!’)节的讨论中可以认为地壳抬升的结

束时间在吴家坪阶和茅口阶的分界处"即)*IW,’
这 样 上 扬 子 西 缘 地 壳 抬 升 剥 蚀 的 时 间 分 别 为

)?"’*")*IW,’)*C")*IW,’)*I’*")*IW,’
A’B!东吴运动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

上扬子东吴运动具有西强东弱’南强北弱的特

点#图!F%’这种特征是由于地幔柱活动的中心位于

上扬子西部边缘大理’米易一带’在地层的接触关系

上也有所反映"川西南和滇中局部可见峨眉山玄武

岩微角度不整合于茅口组之上’从茅口组剥蚀程度

来看茅口末期的地壳抬升在空间上西强东弱’何斌

等#)"">%根据冲积扇的几何学和茅口组顶部的剥蚀

特征估算出内带地壳抬升幅度大于#"""E$在中带

残留茅口组的顶部发育古喀斯特地形差异加上茅口

组本身剥蚀量"因此估计此带地壳抬升的规模在

>""E左右$在古风化壳带沉积相由浅海碳酸盐台

地转变为陆相玄武岩和碎屑岩"地壳抬升的规模在

#""E左右’在上扬子东部边缘"中上二叠统为连续

沉积’整合接触"地壳抬升不显著’因此东吴运动的

中心在以大理’米易一带"直径为>""XE的圆形区

域内’以此区域为中心自西到东’自南到北东吴运动

逐渐变弱"自内带’中带到外带地表抬升的抬升幅度

分别为"#"""E">""E"#""E’

>!结论

通过对上扬子茅口组剥蚀’不整合面特征和岩

浆活动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对华南地区二叠纪的地

层’沉积及岩相古地理等因素综合分析表明&##%上

扬子中晚二叠世之间的东吴运动是峨眉山地幔柱上

升造成的地壳快速差异抬升’峨眉山地幔柱上升及地

壳抬升’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和东吴运动这三者之间

存在必然的成因联系$#)%上扬子东吴运动具有明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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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空演变规律"空间上西强东弱#南强北弱$时间上

西早东晚#南早北晚$%!&下扬子及华南地块可能不存

在东吴运动"其二叠纪的沉积作用主要受华夏古陆控

制$%>&龙潭组是一个穿时的岩石地层单位"在下扬子

其底部长石石英砂岩不是东吴运动构造事件的依据"
也不能作为中上二叠统分界的标志$在上扬子峨眉山

玄武岩的出现标志着中#上二叠统的分界’
致谢!在研究过程中"引用了大量云南省和四川

省#̂ )"万和#̂ *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在资料收

集和野外工作过程中得到云南国土资源厅$四川国

土资源厅$四川攀西地质大队和云南第三地质大队

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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