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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盆地古近纪沉积相类型及沉积环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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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兰坪盆地野外露头及相关室内研究，分析了区内古近纪的沉积环境、层序特征、沉积相展布及其演化

特征。认为古近纪主要发育冲积扇、河流、三角洲和湖泊环境。沉积建造为一个完整的盆地演化旋回：低位期，印度

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挤压造成兰坪走滑拉分盆地的形成，沉积了一套局限的湖盆相红色含膏盐细碎屑岩建造；湖

扩期，挤压应力场转变为拉张应力场，湖盆扩大，大面积沉积了一套滨浅湖相紫红、砖红色砂泥岩互层沉积；湖缩期，

受晚始新世喜马拉雅运动一幕的影响，应力场再次转变为强烈挤压，东西两侧造山带共同向盆地内推覆扩展，致使

盆地范围明显缩小，仅在推覆体前缘形成一系列快速充填的小型山前陆相前陆盆地。层序古地理编图显示，蒸发岩

发育于低位体系域，与低位期的沉积充填特点和气候有关，极具有找钾盐矿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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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对于石油、天然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沉积盆地与金属矿产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研究

程度也明显落后于前者。对于长期处于构造变动的

地区，盆地流体性质的多样性、盆地性质的多变性、

沉积物快速堆积以及盆山的耦合作用，最终必将导

致成矿类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规律性。兰坪盆地

是一个堆积大量金属的局限盆地，吸引了大量的地

质学家在此开展研究工作。自上世纪FG!HG年代，

在云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获得

了大量有关兰坪盆地的地质构造、生物地层和年代

地层等资料。代表性成果有《西南地区区域地层表

云南省分册》、《云南省区域地质志》（IJJG）及IKLG
区调成果。在此基础上，朱创业等（IJJF）、牟传龙等

（IJJJ）、陶晓风等（LGGL）、帅开业（LGGG）、陈跃昆等

（LGGM）、付修根（LGGN）对盆地形成、发展及演化方面

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加 以 总 结。随 后，薛 春 纪 等

（LGGL）、何龙清等（LGGM）、张峰等（LGIG）研究了盆地

构造演化与成矿的关系。李志明等（LGGO）、李佑国

等（LGGP）利用地球化学手段揭示新生代地层物源对

恢复盆地的岩相古地理及构造演化的重要地质意

义。前人对滇西兰坪盆地从盆地演化到成矿进行了

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未见有对兰坪盆

地古近纪地层进行层序地层学研究，未能很好地反

映兰坪盆地在喜马拉雅期的湖盆演化特征。本文在

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大量详实的野外调查资

料及室内相关工作，详细地研究了兰坪盆地古近系

的沉积特征、层序特征，并在层序格架内研究了沉积

相展布特征，为研究兰坪盆地的构造体制和成矿背

景提供基础资料。

I 区域地质背景

兰坪盆地是云南西部较大的中新生代构造沉积

盆地，位于澜沧江断裂带和金沙江断裂带之间，北起

维西，南达景东，与思茅盆地相连；东至通甸—乔后

一线，西抵兔峨—旧州，处于兰坪 思茅微板块之上。

其东侧以维西 乔后断裂与扬子板块西南缘的金沙

江 哀牢山造山带相接，盆地西侧以澜沧江断裂为

界，与碧罗雪山 临沧造山带相接（图I），南北长约

LFGA5，东西宽约FGA5，面积近LGGGA5L，北为昌

都盆地。南为思茅盆地，兰坪盆地所处的三江地区

在大地构造上属于环特提斯构造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有过多次洋盆开合、多个陆块拼贴和多次造

山历史的地带。兰坪盆地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

的历史过程，其演化历史极为复杂，经历了盆地基底

形成!陆内盆地!盆山转换等过程。兰坪盆地区域

地层属华南地层大区，处于兰坪 思茅分区的兰坪分

区。其西侧及西南侧有藏滇地层大区中的保山分区

和腾冲分区，其东侧为扬子地层大区。盆地形成于

晚二叠世—早三叠世晚华力西期。受晚华力西运动

影响，澜沧江带和金沙江带间中晚华力西期发育的

古特提斯洋封闭，迫使古特提斯向西南方向退出，并

使兰坪 思茅微板块与扬子板块及藏滇板块的保山

陆块相互拼接。盆地形成后期依次经历了印支期的

裂谷（断陷）作用、燕山期的坳陷作用和喜马拉雅期

的 推覆 走滑拉分作用为主的O个不同演化阶段（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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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兰坪中新生代盆地地质与构造略图

（据薛春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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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龙等，!AAA），发育了巨厚的中、新生界沉积岩系。

研究区内古近系零星出露于兰坪县、云龙县、拉井

镇、师井、河西乡等地，分布较为广泛。

"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根据区域沉积格局和沉积作用特点等划分标

志，通过对盆地约"#条野外露头剖面的实地观测和

室内综合分析，在兰坪盆地古近系中识别划分出B
种沉积相（图"）：冲积扇相、河流相、湖泊三角洲相、

湖泊相。限于篇幅，下面就每类沉积相及亚相简单

介绍如下。

!’" 冲积扇

冲积扇是由山前带或陡崖朝着邻近的低地延伸

图" 兰坪县古近纪地层综合柱状图

$%&’" ;.34=*-*18%C*,./?310=8*,+%.1.5D0/*.&*1*8+=0+0
%16014%1&;.?1+E

!—砾岩；"—泥岩；F—泥灰岩；B—泥砾岩；G—含石膏泥砾岩；

H—砂岩；I—粉砂质泥岩；J—钙质砂岩

!—,.1&/.3*=0+*；"—3?28+.1*；F—30=/；B—&.34-./%+*；

G—&E48?3:<*0=%1&,.1&/.3*=0+*；H—80128+.1*；I—8%/+E3?28+.1*；

J—,0/,0=*.?880128+.1*

的扇形沉积体，它常常是由携带大量沉积物的河流

从狭窄的山谷流出并注入到宽阔的山前冲积平原上

而形成。冲积扇是研究区内的主要沉积体系之一，

其分布多平行于盆缘断裂带或线状隆起剥蚀区。总

体上，冲积扇体系是由中 粗砾岩、砾质粗砂岩、砾质

砂岩及中 粗粒杂砂岩所组成（图F0），根据岩石类型

组合及其垂向变化特征可进一步划分为扇根、扇中、

扇缘F个亚相。

扇根：分布于邻近断崖处的冲积扇顶部地带，主

要由中 细砾岩所组成，砾石大小不一，磨圆较差，呈

次棱角状，夹有含砾石质粗粒杂砂岩及泥石流成因

的泥岩，分选差，砂砾比值低，多为杂基支撑，沉积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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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不明显，底面常见强烈冲刷侵蚀面。

扇中：位于冲积扇中部，往往构成冲积扇的主体，

沉积坡度角较小，分支水道发育，以辫状分支河道及

漫流沉积为主。岩性为砾质粗粒杂砂岩，砾岩呈块

状，砾石粒度较扇根砾石偏小，具一定磨圆。砂砾比

值介于扇缘与扇根砂砾比值之间，多为颗粒支撑。可

见辫状河流形成的大型槽状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

和平行层理，河道冲刷 充填构造发育。在相序上与

扇根交替发育，构成多个向上变细的正旋回。

扇缘：位于冲积扇下部，地形平缓，以漫流沉积

为主。沉积物较细，具高的砂／砾比值，常由砂岩夹

粉砂岩、泥岩组成，局部见有膏岩层，分选相对较好，

可见平行层理、槽状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及冲刷

充填构造等，在粉砂岩 泥岩中可见水平纹理及干

裂、雨痕等暴露构造。区内多个组发育冲积扇相沉

积，其中主要发育在宝相寺组和渐新统（!"）地层中。

!#! 河流相

由于区内盆地范围较小且剥蚀区距沉积区相对

较近，导致冲积平原内曲流河沉积相对不发育，而主

要发育辫状河沉积。

辫状河沉积以河道较直、浅而宽、流量变动大、

流速大、床砂载荷量大、河床不固定、心滩发育为特

点，其主体由一套细砾岩、含砾粗砂岩或砾质粗砂岩

夹细砂岩、砂质泥岩、粉砂岩组成。成分成熟度低，

粒度较粗；结构成熟度低于曲流河，槽状交错层理极

为发育（图"$），并见板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等。下

部冲刷面及粗粒滞留沉积明显，上部一般缺少河漫

或废弃河道亚相等细粒沉积，总体显示向上变细的

特征。区内冲积平原相沉积在各组中均有分布，但

主要发育在宝相寺组与和渐新统（!"）地层中。

!#" 湖泊三角洲相

兰坪盆地古近系地层中三角洲相对较发育，主

要分布于中下始新统果郎组等地层中，按岩石组合、

剖面结构及层理特征等，可进一步划分出三角洲平

原、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个亚相，而前三角洲亚

相与浅湖相、三角洲平原与河流冲积平原都较难区

分，其中最重要的是三角洲前缘亚相，也是三角洲相

的主体部分。

三角洲前缘亚相是三角洲沉积的主体部分，由

水下分流河道、河口砂坝、水下分流间湾等微相组

成，水下分流河道沉积主要为灰黄色、紫灰色细粒长

石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在沉积构造上具有冲刷面，

中型至大型板状、槽状、楔形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

等，在相序上，与三角洲前缘河口坝、远砂坝密切共

生，粒度分布以跳跃总体发育为特征。水下分流间

湾沉积主要为一套细粒悬浮成因的紫红色、暗紫红

色及棕红色的泥岩、粉砂质泥岩，少量粉砂岩或泥质

粉砂岩，发育小型板状交错层理、浪成沙纹层理（图

"%）、水平层理，可见浪成波痕，钙质结核及虫管普

见。河口坝沉积岩性上主要为紫灰色、棕红色中至

厚层状细粒岩屑长石砂岩、岩屑石英砂岩及长石石

英砂岩，少量泥质粉砂岩。砂岩的分选、磨圆均较

好。沉积构造主要为各类交错层理（如板状、楔状

等），逆粒序层理及滑塌变形、包卷层理等，并可见枕

状构造。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两段式，以跳跃总体

为主，少量悬浮总体。远砂坝沉积主要由紫红色、棕

灰色及褐灰色、紫灰色薄至中层状粉砂岩组成，见小

型板状交错层理、沙纹层理、水平层理及钙质结核、

虫管。粒度分布概率累积曲线呈二段式，由跳跃总

体和悬浮总体组成，总体特征与河口坝微相类似，在

相序上与河口坝沉积、席状砂或前三角洲泥共生。

席状砂沉积相对不发育，多由细粉砂组成，其间为薄

层泥隔开（图"&）。粉砂岩中可见沙纹层理，在相序

上与河口坝、远砂坝、前三角洲泥或浅湖泥共生。

前三角洲亚相位于三角洲前缘与浅湖过渡的宽

广平缓地带，占据浅湖位置。总体上该亚相与浅湖

泥呈过渡关系，二者难以区分，其沉积物组成主要为

棕红色、紫红色、紫灰色的粉砂质泥岩、泥岩，并可夹

少许薄层粉砂岩，水平层理、沙纹层理发育，见钙质

结核及虫管。在相序上与席状砂或远砂坝互层。

!## 湖泊相

区内湖泊相沉积比较发育，主要包括了滨湖、浅

湖及半深湖"个亚相。滨湖、浅湖沉积发育在三角

洲活动相对薄弱的地方。

滨湖亚相位于湖盆边缘，由于周期性暴露，常形

成许多泥裂等暴露构造（图"’），以砂岩夹泥岩沉积

为特征。一般以紫红、暗棕红色泥岩、泥质粉砂岩、

粉 细砂岩为主，含少量砂质及钙质结核。在干旱气

候下，局部浅水洼地内沉积石膏、岩盐。具波痕、沙

纹层理及断续水平层理（图"(）。浅湖亚相位于枯水

期最低水位线至正常浪基面之间的地带，多以杂色

泥岩、页岩、泥质粉砂岩组成，水平层理及沙纹层理

发育，在一些地区能见透镜状层理及对称的浪成波

痕，偶见生物钻孔或扰动构造。半深湖亚相位于浪

基面以下水体较深部位，长期处于还原环境，波浪作

用已很难影响沉积物表面，主要为一套灰绿色泥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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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泥页岩、粉砂质泥页岩（图!"），常伴有石膏层生

长（图!#），水平层理发育。区内湖泊相沉积大面积

出现在云龙组、果郎组地层中。

! 沉积层序特征

兰坪盆地古近系为一套陆相碎屑岩建造，包括

古新统云龙组、中 下始新统果郎组、上始新统宝相

寺组及渐新统（$!）。通过野外露头层序分析，认为

该套沉积建造为一个完整的盆地演化旋回，由下而

上可划分为低位体系域、湖扩体系域和湖缩体系域，

分别对应于盆地的形成阶段、发展扩张阶段和消亡

阶段（图%），各体系域特征如下：

!&" 低位体系域

相当于云龙组（$’!），呈!个狭长条带出露，东

部见于玉石河一线的顺川井—岩曲村西，因断裂破

坏及第四系掩盖，仅有零星出露；中部出露于党组流

氵比江断裂以东的金龙—老母井一带，断裂以西仅见

于云龙县以西地区；西部见于拉井—师井—温井一

带。云龙组以杂色层为标志，可划分为上、下两个岩

性段：下段底部为棕红色、砖红色泥砾岩、含石膏泥

砾岩。砾石以紫红、黄、灰色粉砂岩、泥岩、页岩为

主，次圆 次棱角状直径一般()*!%+,，泥质胶结。

中部变为钙质泥岩、粉砂岩夹薄层细砂岩；顶部为灰

绿色、杂色粉砂质粘土岩及含石膏化泥晶灰岩。与

下伏上白垩统虎头寺组或南新组呈假整合接触。上

段为紫红色、砖红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泥岩夹薄

层 中层石英细砂岩，普遍含钙质，夹数层杂色层或

含石膏泥砾岩；偶夹紫红色含灰岩角砾粉砂岩及黄

色、灰绿色、紫红色等杂色泥岩、粉砂岩。局部含石

膏层，其上下的薄层泥灰岩具水平层理，粉砂岩具对

称及不对称波痕，虫管迹，生物钻孔等。

!&# 湖扩体系域

相当于果郎组（$%"），出露范围比较广，东边见

于石钟山以东，为羊岑湖盆的西缘。西边发育于金

顶—拉井、师井—果郎之间。果郎组主要为一套棕

红色粉砂岩、泥岩与砂岩互层，根据岩性可分为上、

下两个岩性段：下段岩性主要为紫红色厚层 块状细

粒长英砂岩与同色粉砂岩、粉砂质泥岩、泥岩互层；

中下部夹薄层泥质灰岩及含白云岩。细砂岩中见板

状斜层理，粉砂岩具水平层理及对称波痕，整合于云

龙组之上。上段为紫红、灰紫色中 厚层状细粒含长

石岩屑石英砂岩、长石细砂岩、岩屑石英砂岩、石英

粉砂岩、夹泥岩。砂岩具平行层理，楔状交错层理，

层面上有不对称波痕，砂岩底面具冲刷构造。整体

而言，果郎组西边的砂泥比大于东边的。

!&! 湖缩体系域

相当于宝相寺组（$%#）和$!。宝相寺组（$%#）分

布较为局限，仅在兰坪县拉井—金顶之间大面积出

露，主要以中哨房、新生桥为中心分布，其次在金顶镇

—三脚山一带呈近南北向的条带状展布。底部为杂

色块状复成分砾岩、含砾石英粗砂岩，向上为灰白色

厚层中粒石英砂岩；中上部由紫红色 砖红色中层钙

质石英砂岩、钙质泥质粉砂岩或钙质泥岩互层组成；

上部为薄层 中层钙质石英砂岩和钙质泥质粉砂岩互

层；顶部为浅灰色、灰黄色薄层 中层钙质细粒石英砂

岩和钙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互层，为红色磨拉石建造。

该组与下伏果郎组呈不整合接触。$!分布较为局限，

仅见于兰坪县拉井镇东部、金顶镇北部的上温水庙一

带和剑川县黄花场、白草坡以东等地，呈带状近南北

向延伸。主要为一套冲积扇成因的巨厚层紫红色、灰

紫色砾岩、长石石英砂岩，上部为棕红色砂质泥岩，泥

质砂岩夹砂砾岩及少数灰绿色泥岩，亦为红色磨拉石

建造。该组不整合于宝相寺组地层之上。

- 沉积相展布及其演化

$&" 低位期（古新世）

新生代以来，由于印度板块对欧亚大陆的持续

俯冲挤压，导致区内北北西向断裂发生走滑拉张（牟

传龙，’...），同时在挤压过程中形成一系列小的菱

形盆地。

晚燕山运动的强烈抬升作用对滇黔桂地区产生

重大影响，大部分沉积区古近纪盆地与下伏地层为不

整合接触。在滇西兰坪地区，古新统云龙组不整合覆

盖在下白垩统虎头寺组之上，古近纪盆地面积相比白

垩系时期进一步缩小，形成互不相连的中、小型陆相

盆地。在此次运动发生之后，兰坪沉积盆地受两侧盆

缘断裂带控制作用明显，处于构造活动的稳定期。在

滇黔桂地区，该期大部分地区处于上升剥蚀状态，古

新世盆地大部分为彼此独立的陆相河湖沉积，此时兰

坪盆地处于气候干旱、炎热，表现为盐湖沉积。

云龙组早期处于在喜马拉雅活动第一幕运动发

生之前的构造背景相对稳定沉降期，盆地继承了白

垩纪沉降中心。受较为干热气候影响，在盆地周缘

及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原古暴露面上，发育冲积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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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浅湖相沉积，在盆地西部师井、检槽一带发育一套

以黄绿色钙泥质粉砂岩、泥岩为主的浅湖 半深湖相

沉积。沉降中心主要分布在兰坪、云龙地区。在盆

地北部兰坪小盐井—温井—老母井—云龙顺荡井—

白羊场一带，沉积厚度较小，并有向北部温井一带增

厚、泥质含量减少、同生泥砾含量增高的趋势，以发

育滨浅湖相沉积为主。盆地南部永平—巍山一带地

势较高，以冲积相沉积为主。盆地北部整体上形成

东缓西陡、南陡北缓、东浅西深、南深北浅的格局，而

南部受控于金沙江 哀牢山断裂带，沉积盆地表现为

东深西浅，仅在拉井、上兰、期井等地区砂岩含量较

高并出现湖泊三角洲相沉积。沉积盆地的一侧或两

侧为断控，底部堆积大粒径的三叠系灰岩砾石、紫红

色侏罗 白垩系的砂泥岩砾石等，可揭示燕山期末的

断陷成盆性。该期盆地的充填物总体表现出下粗上

细、北薄南厚的特征。

云龙组晚期盆地的沉降中心及古地理分布依旧

未变。受区域性湖退作用及相对干热气候影响，蒸

发作用强烈，湖泊萎缩，可容纳空间降低，表现在盆

地北部河西地区及盆地东南部漾濞一带冲积平原面

积扩大。在盆地北部高山井、小盐井、温井、盆地中

部诺邓、云龙，盆地东部弥沙、乔后及盆地西部师井

一带，出现滨湖砂坝、盐沼沉积。早期滨浅湖地区演

化为湖泊三角洲或者闭塞形成盐沼、盐湖，湖泊逐渐

咸化进而向类似于早期的咸化湖泊过渡，并出现半

咸 水 介 形 类 组 合 !"#$%&’(")*+,(,"-&$%&’(")*
./%&’(")。此外，仅在拉井以东、上兰、果郎、诺邓以

南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或湖泊三角洲相沉积，而在盆

地 中部汤邓一带及格者以西湖泊水体较深地区，以

浅湖黄绿色砂泥沉积为主。整体来看，主要发育冲

积平原 滨湖及湖泊三角洲砂泥沉积，并伴有大量滨

湖盐沼沉积。沉积物粒度向上逐渐变粗，反映了水

体向上变浅，湖盆逐渐萎缩（图!）。

图! 兰坪盆地古近系低位期岩相古地理图［据范昱（"#$#）补充修改］

%&’(! )&*+,-./&01.234.50,’0,’6.4+&/7.4,-8.50,’0205,91*.23406&,3&2).24&2’:.1&2
（7,3&-&0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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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扩期（始新世早期）

始新世早期，主要发育内陆河、湖相沉积。滇西

兰坪盆地果郎组与下伏云龙组整合接触，其底部普遍

存在的厚层 块状的中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果郎组

红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属炎热气候淡水湖泊沉积。

果郎组继承了云龙期盆地沉积特征，沉降中心

变迁不大，古地理上表现为湖泊有所扩张。该期滨

浅湖相沉积最为发育，沉积了一套紫红、砖红色细砂

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泥岩。该期沉积总体特征

为：上段泥岩为主，砂岩夹层向上逐渐减少；下段砂

岩普遍微含钙质；底部普遍存在厚层 块状的中 细

粒长石石英砂岩，并首次出现淡水 半咸水介形虫

!"#$%&’()*+*。另外，下段中化石丰富，并见虫迹、虫

管、印痕、波痕及雨痕等，为滨浅湖相沉积。在盆地

北部拉井、上兰、老母井等地岩性组合表现为向上变

粗的特征，代表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及少量滨湖砂

坝微相沉积。盆地中部滨湖砂泥沉积较为发育，分

布在顺荡井、检槽、宝丰等地。盆地南部依旧受控于

盆缘断裂带，湖泊仅向西部有所扩张，局部出现向西

超覆，整体表现出东深西浅的格局，局部出现沉积相

差异演化。

该期兰坪盆地未见盐岩、膏岩沉积，亦说明该时

期气候已转为暖湿型。在相对暖湿气候条件及稳定

区域大地构造背景下，陆内湖盆处于补偿状态，此时

湖泊水位高于早期湖盆水位，在原有湖泊面积基础

上扩大并在局部淹没低缓的冲积平原（图"）。

!!# 湖缩期（始新世晚期—渐新世）

始新世晚期受喜马拉雅活动第一幕碰撞造山运

动影响，兰坪盆地东、西两侧的造山带不断向盆地挤

压推覆。受此构造活动幕影响，原兰坪盆地沉积区

范围进一步缩小，大部分地区发生挤压褶皱，并伴随

一定程度的差异隆升，导致盆地原有沉降中心发生

变迁，仅在盆地北部保留冲积相沉积记录，盆地中部

及 盆地南部大多已隆升为剥蚀区。仅在盆缘断裂

图" 兰坪盆地古近系湖扩期岩相古地理图［据范昱（#$%$）补充修改］

&’(!" )’*+,-./’01.234.50,(0,(6.4+’/7.4,-8.50,(0205.900:4.21’,2406’,3’2).24’2(;.1’2
（7,3’-’0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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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覆带前缘形成小型前陆盆地，并充填了始新世宝

相寺组及渐新世（!"）磨拉石建造。宝相寺组不整合

于果郎组或较老地层之上，主要为红色砂砾岩、岩屑

砂岩、长石石英砂岩、泥岩沉积。其岩性特征及岩石

组合均与其上覆渐新统（!"）相似，且均不产化石，这

两组地层均为冲积相沉积，为一套红色粗碎屑磨拉

石建造。

研究区该期在兰坪盆地表现为：盆地沉积中心

迁至河西、兰坪—金顶、拉井、乔后一带的小型陆相

断控盆地中。物源方向受控于盆内次级断裂，垂直

于次级断裂带。沉积了一套红色砾岩、砾质粗砂岩、

粗砂岩侧面层，底部常见厚层块状（角）砾岩，具杂基

支撑且砾岩分选差，层间冲刷现象极为普遍，并发育

向上变细的多个小韵律；向上砾石含量逐渐减少，砂

质含量明显增多，砾石开始出现叠瓦状排列，层间冲

刷现象亦极为普遍且发育大量中 大型槽状交错层

理，标志此时冲积平原（可能主要以辫状河）相沉积

占据主导地位。整体上主要为一套冲积扇及河流相

沉积；反映了构造抬升已使湖盆不能够提供更多的

可容纳空间，加之盆内次级地垒隆升形成新的剥蚀

区直接为小型陆相断控盆地提供大量沉积物，使之

逐渐萎缩（图#）。

$ 结论

（%）沉积层序分析表明，古近系主要发育冲积

扇、河流、三角洲和湖泊环境，沉积建造为一个完整

的盆地演化旋回，可划分为低位体系域、湖扩体系域

和湖缩体系域，分别对应于盆地的形成阶段、发展扩

张阶段和消亡阶段。

（&）沉积相在盆地演化过程中有规律地协同演

化：低位期，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挤压造成兰

坪走滑拉分盆地的形成，沉积了一套局限的湖盆相

红色膏盐细碎屑岩建造；湖扩期，由于由挤压应力场

图# 兰坪盆地古近系湖缩期岩相古地理图［据范昱（&’%’）补充修改］

()*+# ,)-./012)341567183/*3/*917.)2:17/0;183/*35381<32/5-912-)/5739)/6)5,157)5*=14)5
（:/6)0)3610-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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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拉张应力场，使得始新世早期湖盆扩大，大面

积沉积了一套滨浅湖相紫红、砖红色砂泥岩互层沉

积，反映了湖平面逐渐上升，沉积范围逐渐扩大；湖

缩期，盆地受晚始新世喜马拉雅运动一幕的影响，盆

地及周缘由拉张应力场转变为强烈挤压，东西两侧

造山带共同向盆地内推覆扩展，致使沉积盆地开始

出现差异性快速隆升，盆地范围进一步缩小，仅在推

覆体前缘形成一系列小型山前陆相前陆盆地，充填

陆相碎屑磨拉石沉积。

（!）通过层序古地理编图显示，沉积型矿产（蒸

发岩）具有明显的层控特点，发育于低位体系域。该

时期处于盆地形成期，盆地水体相对于快速构造沉

降和湖平面快速上升的湖扩期浅，陆源碎屑物供给

相对于形成磨拉石建造的湖缩期少，有利于保持大

面积的浅水湖泊环境。并且该时期处于炎热干燥气

候，造成湖盆水体蒸发量大于补给量。这些综合因

素促使湖盆沉积了分布较稳定的蒸发岩建造，极具

找钾盐矿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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