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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北盆地构造格局及构造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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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华北盆地的形成与发展受控于其南部的秦岭$大别造山带。南华北盆地内部的断裂主要由)**至近+*向、

)+—))+向、),向断裂等#组断裂系组成。)**至近+*向、)+—))+向控制了南华北盆地内部次一级坳陷的形成，而

),向断裂起走滑调节作用。盆地内部的构造样式主要为：冲断、盆岭、走滑$花状以及反转等构造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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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北地区位于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山东

省四省交界处，主体在河南省境内，总面积约%&U
%"VRK!。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板块南部及其边

缘，南缘以栾川$确山$固始$肥中断裂（Q%）与秦岭$大

别造山带相邻，东与郯庐断裂（Q!）为界与下扬子区

（扬子板块）接邻，北以焦作$商丘断裂（Q#）与渤海湾

盆地（北华北地区）分界（图%）。其构造线走向主要

表现为)*—)**向，与北华北地区以)+—))+
向为主的构造有明显差别。

% 南华北地区断裂系统

9:9 南华北地区主要断裂展布规律

区域构造研究显示，南华北盆地构造早期主要

受秦岭$大别造山带的控制，形成的构造展布方向与

秦岭$大别造山带的主体构造方向一致，呈)*—

)**向展布。后期受东侧郯庐走滑断裂系的影

响，叠加了)+—))+方向的构造（图%）。

9:9:9 0;<0;;向断裂 该断裂是南华北地区

的主要断裂形式，以冲断裂、正断裂及负反转断裂为

主。主要断裂有：

栾川!确山!固始断裂 该断裂向东可与肥中断

裂相 连，终 止 于 郯 庐 断 裂，走 向 )**，长 达&&"
RK，断裂切割至下元古界以下的地层，是华北板块

与秦岭$大别造山带的分界断裂。断裂以北为华北

板块稳定沉积区，以南为北秦岭沉积区，断裂两侧的

地层层序、古生物、沉积岩相与建造以及变质作用和

构造特征等均有较大的差别；航磁异常图上表现为：

以北地区为平缓的正负磁异常，以南则为)**向

串珠状正负交替异常区（河南省地质矿产局，%’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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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华北盆地主要断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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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附近各期次岩浆活动异常发育。断裂带

内及其两侧分布着早元古代混合花岗岩、中晚元古

代巨厚火山岩系、早古生代酸性侵入岩及中生代花

岗岩与中酸性侵入岩等，说明该断裂属于长期活动

的深大断裂。

元古代—早古生代，推测属倾向南的正断裂，是

华北型克拉通稳定沉积与北秦岭裂谷9被动陆缘型

沉积的分界；晚古生代是华北型克拉通稳定沉积与

北秦岭9北淮阳前陆型沉积的大致分界；印支9燕山

期发生大规模由南向北的逆冲活动，同时伴有右旋

走滑。

焦作!商丘断裂 焦外9商丘断裂位于济源、焦

作、兰考、商丘一带，走向近UP，长<BB多公里，断

距落差高达!BBB!>BBB0，纵向延伸至太古界，是

两种不同方向构造的分水岭，也是南华北盆地的北

界。断裂面大部分地区倾向南，倾角大，局部地区向

北陡倾。断裂以北的构造走向为66U向或近56
向，而断裂以南近UP向或6PP向。

断裂西段（焦作以西）裸露地表，构成了山区与

盆地的分界，相对高差从数百米至近千米，延伸至元

古界与侏罗系。沿断裂分布有宽数十米至数百米的

动力变质岩带，并发现有上元古界变辉绿岩、闪长

岩。封丘、兰考一带分布喜马拉雅期玄武岩、安山岩

及酸性火山岩，东部砀山一带发育有燕山期花岗闪

长岩、辉长岩，说明该断裂形成时间早、切割深度大，

属于长期活动的深大断裂。

该断裂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显示为断续的梯级

带，而在延津、商丘9虞城、夏邑一带则表现为陡变梯

级带，反映了在上述地区断层两侧的岩层密度差较

大，南侧为上升盘，由下古生界组成，北盘为下降盘，

由厚达;BBB0以上的下第三系组成。

航磁异常图上，民权至商丘之间则存在一磁异

常梯级带，构成了正、负磁场的明显分界线，显示出

由太古界组成的基底发生了明显的错动，经研究，这

种错动在商丘以西为北升南降，在商丘附近由于喜

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则为南升北降，反映出该断层是

一条经历了多次构造活动及可能具有走滑性质的基

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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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鲁山!舞阳!阜阳!淮南断裂 该断裂是

华北板块稳定区与其南缘构造带的大致分界。资料

表明，它是一条倾向南或南西、上陡下缓、间歇活动

并切入地壳深部的大断裂，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

活动决定了断裂两侧地质发展历史的差异。

宜阳、鲁山、舞阳、谭庄凹陷南缘和淮南地区均

有资料确认该断裂的存在。宜阳地区的石门冲逆冲

断裂古生界冲断于上三叠统之上，为该断裂带在宜

阳地区的表现；鲁山青草岭韩梁煤田汝阳群逆冲推

覆在下震旦统之上，而石炭!二叠系又推覆在下二叠

统山西组煤系之上（图"）；舞阳地区可见太华群逆

冲在中上元古界之上并形成构造窗，其水平断距大

于#$$$%。

断裂在谭庄凹陷南缘大体与新生代新桥断裂

图" 河南鲁山韩梁煤田青草岭逆冲推覆构造（据石铨曾等，&’((）!

)*+," -./0*1+2345*1+6.78969687267/*16./:315*31+2435%*1/，;79.31<4716=，:/131（>84%?.*/635,，&’((）

&!太古界片麻岩；"!砂岩或二叠系砂页岩；#!灰岩；@!页岩；A!石炭系铝土矿及粘土页岩；B!白云岩；C!鲕状灰岩；(!汝阳群；’!山西组

&!D82.3/4E4*2+1/*99；"!931F9641/4>G/8%*31931F=9.35/；#!5*%/9641/；@!9.35/；A!<38H41*>/8479H31I*6/31F253=9.35/；B!F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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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鲁断裂）一致，它是该断裂在早第三纪由逆转正

的结果。#"@地震测线（图#）显示石炭!二叠系逆冲

在下白垩统之上。这一逆冲现象在断裂下部可见踪

迹，而上部则表现为正断层，表明该断裂在新生代为

正断裂，逆（负）反转现象说明了前后时期构造应力

发生了转变。

阜阳!淮南断裂东起定远，西经凤台到阜阳以

南，或称舜耕山断裂，被LLM向的夏邑!涡阳!麻城

断裂截断，是一条长&"$N%，由南向北逆冲的逆断

层，该断裂已为地质、物探、钻井资料所证实!，下盘

图# 谭庄凹陷南缘逆冲断裂地震解释剖面（#"@测线）

)*+,# -.7896>3756*16./9476./81H471F38=4>6./
-31E.731+F/K8/99*41（#"@9/*9%*25*1/）

为石炭!二叠系和下三叠统，上盘为太古界和下古生

界。断裂水平位移断距可达@$$$"A$$$%。该断

裂在航磁图上表现为串珠状异常，!! 原平面化极

磁场为线性异常带、梯度带。在化极上延AN%图

上该带为不同异常分界线和负异常带。上延&$N%
为负磁异常带、零值线。重力异常特征表现为线性

梯度带。由此表明，该断裂为一条深源断裂带。

负磁场北部基底大于南部基底深度。根据航磁

!!曲线正演计算结果，该断裂断面倾向为??O，从

化极上延&$""$N%航磁图上可清楚看出，该断裂

将南华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区域磁场。上

述晚太古代太华群高级片岩区和晚元古代登封群花

岗!绿岩区的分界就是该断裂。其形成时间可能较

早，属印支期秦岭!大别造山带向北冲断形成的冲断

体的前缘主冲断裂，燕山期除继续发生由南向北的

冲断 外，还 发 生 右 旋 走 滑 活 动，由 此 控 制 形 成 了

谭庄!沈丘早白垩世走滑拉分盆地及沿断裂带产出

的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侵入与火山喷发活动。

砖淮断裂 该断裂北起砖楼、经淮阳到光武，是

一条斜贯周口坳陷的断裂，走向LO，倾向LO，长

达&$$N%的大断裂。磁场上表现为串珠状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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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重力图上表现为典型的重力陡变梯度带。地

震资料表现为落差达!""!#"""$的正断裂。断

裂两侧地层变化较大：南华北地区的石炭%二叠系主

要分布于该断裂北侧，而断裂南侧的石炭%二叠系则

分布零星或缺失。

!"!"# $%—$$%向断裂 由于南华北地区东邻

中国东部最大的&&’向走滑断层———郯庐断裂

系，其活动对南华北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南华北地

区&’—&&’向断裂主要为郯庐断裂系活动影响下

产生的次级断裂。它的另一个作用是对秦岭%大别

造山 带 &(向 挤 压 应 力 作 用 下 产 生 的 近 ’)—

&))走向的构造变形带沿走向上不同的变形位移

量起调节作用。

南华北地区&’—&&’向断裂除东缘的郯庐断

裂系外，最主要的断裂就是位于该区中部的夏邑%涡

阳%麻城断裂。该断裂由*条不连续、呈右行雁行排

列的走滑断层组成，在商城%麻城之间，北段断面倾

向&))，而南段则倾向(’’，断面倾角在+",左右。

同一条断裂断面倾向左右变化，断面近直立，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该断裂具有走滑断层的性质。沿断裂

带发育了断层角砾岩及碎裂岩。

通过对夏邑%涡阳%麻城断裂带糜棱岩中的黑云

母单矿物-"./%*0./同位素年龄测定，其等时线年龄

为##1213#2145（王义天等，#"""），说明为印支期

活动的产物。与秦岭%大别造山带内部由南向北的

逆冲推覆构造相联系，该断裂应是与冲断体基本同

时或者是稍微晚于冲断体形成的捩断层（李继亮，

600#）。是一条在&(向挤压应力场中形成的与逆

冲推覆构造几乎直交的垂直于造山带走向的横向走

滑断层。

资料表明，夏邑%涡阳%麻城断裂形成于扬子板

块与华北板块的碰撞后期，形成以后其活动十分频

繁，不仅对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后期和折返过程具

有控制作用，而且在横向走滑的转换调节下，在断裂

的南部导致了断裂两侧地块（红安地块和大别地块）

的差异升降以及二者的相对旋转，从而影响了大别

造山带的构造格局。现今沿夏邑%涡阳%麻城断裂的

地震活动也时有发生（湖北省地质矿产局，600"），这

表明夏邑%涡阳%麻城断裂具有长期活动性，是一条

强烈的构造应力集中带，在秦岭%大别造山带以及南

华北盆地的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南华北地区断裂形成序次及发展演化分析

!"#"! 印支期形成的断裂主要为冲断裂 印支运

动在中国地质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区

域构造格局看，秦岭%大别洋自东向西呈剪刀式关

闭，在印支期已经闭合并进入了陆%陆碰撞造山阶

段。紧临秦岭%大别造山带北侧的南华北地区的构

造发展自然受其影响。

秦岭%大别造山带强烈的&(向构造挤压作用

在南华北地区留下了相应的构造痕迹，产生了与秦

岭%大别造山带展布方向大致一致的近’)向的褶

皱%冲断，形成了一系列逆冲推覆构造，产生了隆%坳

相间的构造格局。逆冲推覆构造在合肥盆地比较清

晰（赵宗举等，#"""）。在周口坳陷内部由于后期沉

积的覆盖，没有出露，但地震剖面显示寒武%奥陶系

逆冲推覆于石炭%二叠系之上，后又被侏罗系覆盖，

据此判断该逆冲推覆构造可能形成于印支期。三门

峡%鲁山%舞阳%阜阳%淮南断裂在印支期主要发生冲

断活动。

!"#"# 晚燕山期走滑断裂局部拉分 燕山运动是

印支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使印支运动形成

的近’)向展布的大型隆%坳格局继续遭受(&向

强烈的挤压构造作用而持续形变，即主要发生褶断

变形，因秦岭%大别造山带强烈的挤压逆冲推覆作

用，使横亘其北侧的自南向北逆冲的冲断推覆断裂

———三门峡%宜阳%叶县%鲁山%阜阳%淮南断裂持续发

生冲断活动，从而导致前期形成褶皱的变形强度进

一步加大，背斜顶部及逆冲断层上盘遭受强烈剥蚀；

另一方面，受郯庐断裂系大规模走滑活动的影响，南

华北地区也产生了&’及&)向部分深大断裂的走

滑活动并形成谭庄%沈丘、黄口及成武以下白垩统为

主的走滑拉分盆地。

区域地质及地震资料显示，燕山期有两次比较

明显的区域构造挤压活动，一次发生在中侏罗统沉

积以后，造成了三叠系及更老地层直接逆冲推覆在

中侏罗统地层之上（何民喜等，600!）；另一次发生在

下白垩统沉积以后，造成了老地层逆冲在下白垩统

之上（图*）。

另外，燕山期是郯庐断裂系走滑活动最强烈的

时期，也是南华北地区走滑活动较为活跃的时期。

巨大的走滑剪切应力对南华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

响，使老断裂重新复活产生走滑活动，或产生新的走

滑断层。

在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时期的谭庄%沈丘凹陷

内，主要受凹陷南侧断裂———新桥断裂右旋走滑作

用产生拉分，形成了谭庄%沈丘早期拉分盆地，沉积

了厚度巨大的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特别是早白垩

世）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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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口凹陷主要受丰沛断裂右旋走滑的控制，成

武凹陷主要受曹县断裂左旋走滑作用的控制，分别

形成了以下白垩统沉积为主的走滑拉分盆地。

!"#"$ 喜马拉雅期拉张断裂及晚喜马拉雅期逆断

裂 喜马拉雅期的大部分时期，南华北地区处于整

体拉张的构造背景之中，因此整个南华北地区的大

部分正断层几乎都是产生于该时期，这些断裂控制

了下第三系箕状断陷及地堑的形成，是这些断陷的

边界断裂。这些断裂如前人所述具有以下发育特

点!：

（!）在周口坳陷南部、中部和北部凹陷带中，控

制凹陷的边界断裂组成了向南突出的弧形断裂带。

如位于周口坳陷中部的叶县"鲁山断裂、襄郏断裂和

商水断裂构成了中部弧形断裂带的西翼，其东翼则

由走向#$到%##向的太和断裂、倪丘集断裂组

成，弧顶由走向%$$到%##向的射垌断裂、新桥

断裂和娄堤断裂组成，这两组断裂控制了周口坳陷

中部的各凹陷的下第三系沉积。

（&）一组同倾向的弧形断裂控制了一个复式箕

状凹陷。如沈丘凹陷由射垌断裂、新桥断裂和娄堤

断裂控制，相应地形成了南新桥次凹、北新桥次凹和

沈丘次凹，构成了一个复式箕状凹陷。一般来说，控

制复式箕状凹陷形成的外弧断裂为该弧形断裂系的

主控断裂，外弧断裂的断距和长度都依次大于内弧

断裂，如倪丘集凹陷的外弧断裂，即太和断裂断距为

’())*，断裂长度为!!(+*；内侧倪丘集断裂断距

为,())*，断裂长度为()+*；最内侧的秋渠集断

裂断距&())*，断裂长度为&’+*。各条断裂在弧

顶处的断距最大，向两侧逐渐变小。早白垩世晚期

开始在济源"黄口坳陷带内出现两侧规模较大的剪

切拉张作用，形成了在总的%$$向区域构造背景

下，一些地段%%#—%#向构造线占明显优势的特

殊情况。这是因为以%%#向构造线为主的渤海湾

盆地和以%$$向构造线为主的南华北盆地的构

造作用在此相互影响、彼消此长的结果。如东濮凹

陷%%#向的兰考"聊城断裂和长垣断裂进入中牟凹

陷后产生了杨庄断裂和陡门断裂，同时凹陷又受

%$$向的封丘断裂影响。而杨庄、开封和陡门断

裂为右行走滑断裂，封丘断裂是左行走滑断裂，在这

些走滑断裂的联合作用下，在中牟凹陷内出现了

%$—-#向的拉张应力场而产生了中牟凹陷的雏

形"。晚喜马拉雅期形成的断裂不多，规模也不大，

但多为逆冲断裂。如沈丘凹陷南部的蔡曹断裂是一

条长!&+*，断面倾向-$，倾角.)/左右，断距达

’))*以上的切割了上第三系的逆断层，该断层在

,(’测线上显示十分清晰（图0）。

图0 沈丘凹陷,(’测线蔡曹逆断层示意图

12340 5627689:;<=9>6;?92@9:A-:A@B2;CAD<A==28@
（,(’=A2=*27?2@A）

& 南华北地区构造样式形成机制及分

布规律

#"! 挤压构造样式———冲断构造

南华北地区的挤压构造样式主要发育于印支"
燕山期。该期由于其南部的秦岭"大别造山带强烈

的挤压作用而产生。因形成后又遭受了后期多次构

造作用的改造，现在基本上已面目全非。

区域构造分析显示，因南华北地区位于秦岭"大

别造山带北侧，其印支"燕山期构造演化完全受控于

秦岭"大别造山带，秦岭"大别造山带由南向北的逆

冲推覆，在南华北地区留下了逆冲推覆的痕迹。从

合肥盆地的构造变形特征看，在南华北地区同样存

在与合肥盆地构造特征相似的面貌，只是由于第三

系的覆盖而不清晰。

从秦岭"大别造山带至南华北地区，由构造变形

的强弱特征来分析，大致可划分出几个构造形变带：

完整的冲断体系仅见于合肥盆地（赵宗举等，&)))），

大致以六安断裂为界，其南为结晶变质基底（元古界

及太古界）卷入的厚皮构造，即基底冲断带；其北侧

为主要卷入上元古界"古生界沉积岩的薄皮构造。

六安断裂与肥中断裂之间属后缘冲断带；固始"肥中

断裂与阜阳"淮南断裂（舜耕山断裂）之间为前缘叠

瓦冲断带；三门峡"宜阳"叶县"鲁山"阜阳E淮南断裂

!,第!期 徐汉林等：南华北盆地构造格局及构造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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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地区则为前缘复向斜带。上述由南向北所发育

的完整冲断体系从东向西越来越不明显，对于舞阳!
鲁山以西地区，实际上三门峡!宜阳!叶县!鲁山断裂

以南即为基底冲断带，以北则大致相当于前缘复向

斜带。这种构造格局在印支末期出现雏形，燕山期

基本形成，喜马拉雅期则遭到破坏而面目全非。

!"! 伸展构造样式———盆岭构造

从区域构造演化史分析中看到，中国东部自晚

白垩世始在区域上形成了"#—$%方向的拉张应

力场，为华北地区早第三纪盆地的形成奠定了动力

学基础。在此背景下，南华北地区产生了"%和

"##向两组张剪性断裂，在这两组断裂控制下，产

生伸展拉张，形成了凹!凸相间、箕状断陷及地堑等

构造样式，具有典型的盆岭构造特征。强烈拉张的

凹陷处沉积了厚达&’’’!(’’’)的下第三系陆

相碎屑岩系。该构造样式在南华北地区最为发育。

!"# 走滑构造样式———拉分盆地、花状构造

中、新生代由于秦岭!大别造山带强烈的构造挤

压作用和郯庐断裂系强烈的走滑作用的影响，在南

华北地区也出现了走滑作用及受其影响而特有的构

造现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拉分盆地和花状构造。

资料显示，南华北地区较为典型的走滑拉分盆

地可能是中央凹陷带（何明喜等，*++,）。襄城凹陷、

谭庄凹陷和沈丘凹陷在边界断裂，即襄城!郏县走滑

断裂的作用下出现了拉分盆地最为典型的构造特征

———雁列褶皱和沉积、沉降中心的迁移，受襄!郏断

裂右行走滑作用的影响在襄城凹陷内部形成了一系

列近%#向排列的雁列褶皱（王定一等，*++*）。

襄城、谭庄、沈丘凹陷都是在中生代沉积凹陷的

背景下形成的早第三纪沉积凹陷，但它们形成的时

间先后不一，在不同时期沉积中心的构造位置发生

了变化。由东向西，中古新世—早始新世沉积中心

主要分布在东部的倪丘集凹陷和沈丘凹陷；中始新

世开始向西迁移到沈丘凹陷和谭庄凹陷内；晚始新

世—早中新世又迁移到谭庄凹陷、襄城凹陷和舞阳

凹陷内，这正是襄!郏断裂右行走滑作用产生的结

果。与区域构造背景是一致的。

黄口凹陷及成武凹陷的下白垩统推测也属拉分

盆地沉积，有关其拉分作用的沉积响应等特征尚待

进一步深入研究。

南华北地区走滑作用产生的另一构造特征———

花状构造，由于掌握的地震资料有限，在这次工作中

没有发现。但前人曾有过报道"（图,），但是否为真

正的花状构造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沈丘凹陷-,.地震测线郭平楼负花状构造示意图

（据王定一等，*+(+）

/012, $0)34056)7389:;830<148;<517=0>5948?5@A=@;B=;@5
0<=C5$C5<D0;6535AA08<（-,.A50A)0B40<5）

（9@8)#7<15=742，*+(+）

!"$ 反转构造样式———以负反转构造为主

构造反转是指变形作用性质的改变，分为正反

转构造和负反转构造&种。早期沉降发生正断层，

晚期隆起转为逆断层就是正反转构造，反之则为负

反转构造。

如在-*,地震剖面上出现的新桥断裂为一负反

转构造（图.）。该构造位于谭庄!沈丘凹陷的南缘，

是叶县!鲁山!阜阳!淮南断裂在周口坳陷经过的位

置。地震解释剖面显示：下白垩统在上盘残存厚度

小，下盘厚度大；上盘下第三系较发育。反映出该断

裂在第三纪以前为逆断层，早第三纪则发生拉张断

陷作用，但拉张作用所产生的断距小于早期逆冲作

用产生的断距，故其下部逆冲断层的痕迹依然可见，

这是一种上正下逆型负反转构造。

另一种负反转构造，即当上盘沿原逆冲断层面

在拉张应力作用下产生的断距大于早期的逆冲断距

图. 周口坳陷谭庄!沈丘凹陷-*,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012. "517=0>50<>5@A08<A=@;B=;50<=C5E7<FC;7<1!
$C5<D0;653@5AA0<（-*,A50A)0B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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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时断层的上、下部都以正断层的形式出现，即

所谓的上下皆正型。如位于倪丘集凹陷内的光武!
双浮集潜山构造带南侧的光双断裂（孙自明，"##$），

地震解释剖面上，下第三系正断层特征明显，光双断

层上盘在下第三系以下缺失代表石炭系底界特征的

反射波组，即下第三系直接覆盖在前寒武系之上。

可以认为，断层上盘的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石炭!
二叠系）等全部被剥蚀殆尽，而断层下盘则残存有石

炭!二叠系，从阜深%井所钻地层中可得到证实。上

述特征反映了光双断层在早第三纪以前具有逆冲断

层性质。另外，光双断层北侧存在%条与其倾向相

同的小型逆断层，一条呈上正下逆之特征，另一条则

隐伏于下第三系之下，为光双断层早第三纪之前的

逆断层性质提供了间接证据。

南华北地区也出现了少数正反转构造，此构造

主要形成于早第三纪末。如出现在襄城凹陷内的第

三系（图&），图中显示襄!郏断裂下降盘早第三纪为

一箕状断陷，在接近断裂处还出现了幅度微弱的逆

牵引背斜（王定一等，"##"）。至下、上第三系的分界

面（’"反射面）近似水平，但上第三系和第四系却呈

宽缓的背斜，这是襄城!郏县断裂由正转逆作用的结

果，从而形成了正反转构造。

图& 襄城凹陷第三系中的正反转构造

（据王定一等，"##"）

()*+& ,-.)/)01)2310.)-2./045/401)2
/617)82*5612*91:01..)-2
（;0-<=82*1/8>+，"##"）

? 结论

（"）南华北盆地的构造格局主要受控于其南部

的秦岭!大别造山带和东部的郯庐断裂系。盆地演

化发展的早、中期主要受控于与秦岭!大别造山带及

同期形成的近@=—A== 断裂，后期则与郯庐断

裂伴生的A@—AA@向断裂有关。

（%）A==至近@=向、A@—AA@向断裂控制

了南华北盆地内部的次级构造单元的形成和演化，

近BA向断裂则在上述断裂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走

滑、构造应力调节作用。

（?）上述?组断裂在南华北盆地内部留下了C
种主要构造样式：冲断构造、盆岭构造、花状构造以

及反转构造等。

参 考 文 献

河南省地质矿产局+"#$#+河南省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D+湖北省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
何明喜，张育民，刘喜杰等+"##E+东秦岭（河南部分）新生代拉伸造

山作用与盆岭伸展构造+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李继亮+"##%+中国东南地区大地构造基本问题+见：李继亮主编+

中国东南海陆岩石圈结构与演化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F+
孙自明+"##$+周口坳陷的反转构造与构造演化+石油地球物理勘

探，??（%）：%E"!%E&+
王义 天，李 继 亮，刘 德 良 等+%DDD+大 别 山 商 城!麻 城 断 裂 带 的

CDG0!?#G0年龄及其意义+地质论评，"F（F）：F""!F"E+
王定一，刘池阳，张国伟等+"##"+周口坳陷构造特征与油气远景+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D!%"+
赵宗举，杨树锋，周进高等+%DDD+合肥盆地逆掩冲断带地质!地球物

理综合解释及其大地构造属性+成都理工学院学报，%&（%）："E"

!"E&+

!"#"$"%&"’

H40184-;I1->-*J829K)2108>L1.-4051.-;M1282,0-3)251+"#$#+L1!

*)-28>*1->-*J-;M1282:0-3)251+H1)N)2*：I1->-*)58>,4O>).6)2*
M-4.1（)2P6)21.1）+

H40184-;I1->-*J829K)2108>L1.-4051.-;M4O1),0-3)251+"##D+L1!

*)-28>*1->-*J-;M4O1):0-3)251+H1)N)2*：I1->-*)58>,4O>).6)2*
M-4.1（)2P6)21.1）+

M1K)2*Q)，R682*S4<)2，T)47)N)11/8>+"##E+’61P12-U-)5O8.)2!

0)9*1./045/401.8291Q/12.)-28>-0-*12)5O1>/.)2/61@8./V)2>)2*，

M1282，P6)28+7)’82：A-0/6W1./X2)310.)/J,01..（)2P6)21.1）+

T)Y)>)82*+"##%+’15/-2)5.O8.)5)..41.-;B-4/618./P6)28+Z2：T)Y)!

>)82*+19+B/49J-;>)/6-.:6101./045/40182913->4/)-2-;<80)21!

5-2/)212/-;B-4/618./P6)28+H1)N)2*：B5)1251829’1562->-*J
,4O>).6)2*M-4.1：?!"F（)2P6)21.1）+

B42R)<)2*+"##$+Z2310.)-2./045/401829./045/408>13->4/)-2)2

R6-4[-491:01..)-2+\I,+，??（%）：%E"!%E&（)2P6)2.1.W)/6

@2*>).68O./085/）+

=82*])2*J)，T)4P6)J82*，R682*I4-W1)1/8>+"##"+B/045/408>(18!

/401829MJ90-580O-2,-/12/)8>-;R6-4[-4]1:01..)-2+\)>^I8.

I1->-*J，"%（"）："D!%"（)2P6)21.1）+

=82*S)/)82，T)Y)>)82*1/8>+%DDD+CDG0!?#G0]8/)2*-;/61B682*5612*!

K85612*;84>/O1>/)2/61]8O)1-0-*12829)/..)*2);)58251+I1->-!

*)58>L13)1W，"F（F）：F""!F"E（)2P6)2.1.W)/6@2*>).68O./085/）+

R68-R-2*N4，S82*B64;12*1/8>+%DDD+P-<:01612.)311Q:>828/)-2-;

*1->-*J829*1-:6J.)5.-;-310/604./O1>/)2M1;1)O8.)2829)2)/)8>

./49J-;)/./15/-2)58//0)O4/10+Y-4028>-;P612*94X2)310.)/J-;

’1562->-*J，%&（%）："E"!"E&（)2P6)2.1.W)/6@2*>).68O./085/）+

??第"期 徐汉林等：南华北盆地构造格局及构造样式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