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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已有的重力资料出发，结合其他地球物理及地质资料对桂两裂谷进行了探讨。该区重力在区域负布格重

力背景上叠加有局部重力高带，并与深源磁场相对磁力高带吻合，与大陆型裂谷的重、磁特征相似，论证了桂西裂

谷存在的可能性。

关键词：桂西裂谷；地球物理特征；地质特征；大陆型裂谷

中图分类号：P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一8918(2007)05—0430～5

裂谷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伴随着强烈的构造

运动、岩浆运动、火山作用和沉积作用，与矿产关系

极为密切。从内生多金属矿到外生的石油、天然气、

煤田等，世界上找到了许多与裂谷有关的大型、特大

型矿床，裂谷的研究为世人所瞩目。

桂西北地区发现微细粒型金矿后，许多地学工

作者相继对它的构造特征进行了研究。1990年李

甫安指出桂西北地区在海西一印支期发生_r陆壳活

化张裂；1986年，柳淮之等称之为右江裂谷；1988年

土国田称之为桂西晚二叠世裂谷。以往传统划法称

为右江再生地槽。“。

世界上的许多裂谷，是根据地球物理方法确定

的。因此，我们从已有的重磁资料出发，对桂西裂谷

进行探讨。

1 大陆型裂谷带的一般地球物理特征

近代板块学确立以后，裂谷研究越来越受到地

学界和地球物理学家的重视。国际卜按深部构造特

征和地球物理的性质将裂谷分为大洋型、大陆型、陆

间型和大陆边缘型4类。中国已确定的裂谷巾，郯

庐裂粹、攀西古裂谷等属大陆型裂谷。

裂谷作用是使地壳变薄，地幔上隆。各种类型

裂谷带的地球物理特征差异极大。大陆型裂谷重力

异常一般是在区域负布格重力异常背景上于轴部出

现重力低或重力高。出现局部重力低可能是裂谷两

肩之问形成断陷，断陷盆地内充填了各种低密度的

松散沉积物，断陷的深度也较大；出现局部的重力高

可能是地幔上隆，地壳变薄所造成。我国的攀西裂

谷，在区域重力负异常背景上，由北向南H{现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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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重力高异常。美国密歇根中大陆型裂谷，在剩

余布格异常图上，中部最力高被周围的重力低所封

闭，该大陆型裂谷的一个分支是用重力辨认出来的。

目前，在该裂谷已开展_r铜、镍、铂、钯以及油气的资

源勘查计划。

裂谷区的磁场特征较为复杂。大陆型裂谷一般

在区域负磁场背景上于裂谷主轴地带出现局部正的

磁异常带。如攀婀占裂谷，其东西两侧为负磁场，裂

谷带内出现场值升高，以多条南北、北西、北东向的

磁异常带及南北向的磁力正异常区的展布为特征。

2桂西裂谷的地质特征

桂西在七古生代晚泥盆世前为一相对稳定的浅

海台地，沉积了较稳定ffii岩性比较单一的浅海碳酸

盐地层，仅局部地方存在凹槽。晚泥盆世后，从浅水

台地、台沟并存转变为深水盆地沉积，晚二叠世地壳

发生大规模张裂，地幔物质上涌，有大量基性岩浆侵

入和喷溢，至三叠纪则发育复理石巨厚沉积。

2．1岩相特征

裂谷区内，从上泥盆统榴江组至下二叠统，以浅

水硅质岩夹灰岩为特征，初期裂谷区内的榴江组夹

有辉绿岩，地层厚度较小并缺失不全。从上二叠统

开始，在裂谷内形成大量的辉绿岩墙和上覆l～3层

层状基性岩(深水玄武岩)，中夹细碧岩和硅质泥

岩。在层状基性岩之卜为基性火山碎屑沉积岩、沉

凝灰岩的巨厚堆积，稍远离喷溢口的位置，则是巨厚

的基性碎屑岩为主的火山碎屑沉积岩，如隆林含山

剖面所见，这代表裂谷内以基性岩及其喷溢物为主

体的深水沉积物。在裂谷边缘台地、古岛上的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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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叠统为生物碎屑亮晶灰岩，底部有沼泽相的泥

岩、炭质泥岩、铝土矿、黄铁矿、无烟煤透镜体。

2．2岩浆岩特征

在裂谷区内以基性岩为主，超基性岩和中性岩

较少。有基性岩、少量安山岩和石英安山岩侵入和

海底喷溢，多呈层状，下部有岩墙侵入体，裂谷边缘

台地内有花岗岩基和隐伏花岗岩体。岩浆岩活动的

时代，主要有晚泥盆世榴江期和晚二叠世两期。裂

谷区内晚泥盆世榴江期岩浆岩为强碱性橄榄玄武

岩；晚二叠世基性岩以碱性和钙碱性辉绿岩为主。

两期岩浆活动都伴有安山岩和英安岩(或玢岩)，具

有双峰特征。

3桂西重力场反映的裂谷信息

桂西布格重力异常总的变化趋势呈东南高、北

西低的斜坡状(图1)，从南宁附近的一40×10。

m／s2，至西林附近的一150×lO。m／s2，变化幅度为

一110×10。5m／s2，变化梯度约(0．3 x 10。rn／s2)／

km。在总体为区域重力负异常背景上，可进一步划

分为3个区。

图1桂西重力异常示意

(1)西林一隆安鼻状重力高带，分布于西林一 构造及密度变化引起的不同波长重力异常叠加的结

德保一天等一隆安一武呜一巴马一凌云一隆林所圈 果。上延50、100 km后，局部异常消失，主要突出了

范围，呈北西向，往北西方向延出贵卅I和云南省，长 莫霍面的变化。根据广西东部人工地震测深的26

400 km以上。该重力高带向上延拓15 km后基本 个点莫霍面深度值，采取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确定系

保持原有面貌，上延50 km时重力异常消失，重力高 数，得到使用布格异常值计算莫霍面深度的计算公

带更清晰明显；上延100 km时重力高带仍存在，表 式。利用公式求得莫霍面埋深在南宁附近约32

明其与深部密度变化有关。 km，向西呈斜坡状加深，至两林处约为43 km。根据

(2)那坡一大新重力低带，位于r述重力高带 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及莫霍面的起伏变化，该区深部

的南侧，东部走向东西，向西转为北西向。上延15 构造总体反映为幔坡区，进一步可划分为右江(西

km及其垂向二次导数，表明该带由眄大明I【J、蕊保、 林一隆安)幔凸区，那坡一大新和乐业一都安幔凹

泗城岭等重力低异常组成，上延50、100 km的二次 区(图3)。

导数异常仍存在明显的重力低带。 世界上许多裂谷的形成，是由于地幔上隆，使地

(3)乐业一都安重力低带，位于西林一隆安重 壳拉张、变薄。重力场反映桂西地区上地幔沿右江

力高带的北侧，分布在乐业一凌云一巴马一马L【J一 有一北西向隆起带。根据重力上延15 km垂向二次

都安一南丹一带的范围内，走向北两。上延15 knt 导数，推测深部紧靠地幔凸起的边缘南北两侧有2

垂向二次导数(图2)在该带内出现9处比较明显的 个隐伏花岗岩基带展布，南带有西大明山、泗城岭、

局部负异常，上延50、100 km，局部重力低异常虽然 德保等花岗岩基，北带有者徕、隆或、凌云、巴马、安

消失，但重力低带仍然存在。 宁、弄仲、大明山、昆仑关等隐伏花岗岩基。与航磁

上述重力异常特征，是该区地壳内部及上地幔 推断的浅部隐伏花岗岩体的分布基本一致。说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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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正等值线；2一负等值线；3一零等值线，4一重力高；5重力低

圈2 桂西重力异常上延15 km垂向二阶导数平面

I，／l推测断裂 ，2)莫氏面等探拽及深度值(单位：娜

图3桂西莫霍面深度推断

幔物质上涌过程中带来热量，使其边缘物质加温重

熔，形成隐伏花岗岩体。

总之，重力信息反映该区存在地幔凸起带。在

区域负重力异常的背景上，出现局部重力高带，这与

一般大陆裂谷的重力异常特征一致。该重力高带可

能与裂谷作用有关。

4其他地球物理特征

4．1航磁

前面已提到，△z．深部磁场与重力相似，也是具

有东高西低的变化趋势。沿右江两侧，北侧以凌

云一巴马一线以南，南侧以那坡一崇左以北为界，在

此带范围内磁场为相对的磁力高带；在其南面是那

31卷

坡磁力低带，北面是乐业一东兰磁力低带，被推断为

反映深磁源层，显示了沿右江呈jE西向相对凸起带，

南北侧则为相对凹陷带。这与重力的地质意义相

似。

4．2地温

百色一田东第三系煤}=R测井发现有地温梯度

异常。地温梯度一一般为25～40℃／km，高者达

48～58．3 qc／km，远高于正常地温梯度22℃／km。

上二叠统镜煤反射率高达5—7，亦比区外正常值2

大得多。以上资料表明桂西北地区具有比区外正常

地热梯度高得多的异常热源。这个异常热源可能与

裂谷区地幔热对流或深部岩浆热有关。

4．3地震

该区近代浅源地震活跃，地震括动带位于西

林～隆安幔隆带上，震源深度20～25 km，与裂谷区

地震活动规律相似。

5成果分析

桂西裂谷区域位于华南板块和扬子板块接触带

西南端，具有特殊的成因及构造活动特征。

5．1(重力场反映的)深部构造特征

区域场宏观上为一宽大的梯度带，属中国大兴

安岭一武陵山北北东向巨型重力梯度带的南西段，

是陡梯度带的局部膨胀部位，膨胀区与桂西裂谷范

围大致相对应，再力反映的壳层构造特征，为西侧低

东侧高，两端差距约10 km(见图3)。近南北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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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壳断裂发育，壳断裂切至莫氏面，断裂两侧各界面

有明显的断距(约3～5 km)，密度界面呈台阶式上

升。断裂构造为陡倾产状，并控制着裂谷东西两侧

的发育和展布。沿南北方向的深部密度界面，在向

西陡倾斜的背景上显示为北西向条带状展布和波状

起伏特征，相对起伏高差2～4 km，深部构造面的起

伏，伴随着一组北两向断裂的发育，并控制着裂谷南

北两侧的发展，断裂浅部产状较陡，深部变缓，断面

向南西倾。从重力异常通过小波分析处理后的不同

阶次异常特征来看，随着阶次升高，分离的异常中有

向南西偏移的趋势特征及从南西向北东推履的异常

特征(可能是印支板块碰撞时期，越北占陆向北东

俯冲)；同时在长期的活动中，深部岩浆沿界面的深

大断裂向上侵位，或是由于深部热液作用，沿断裂带

发育幔源型、壳源重溶型花岗岩带，在那坡凹陷区形

成了较大范围的花岗岩化带(或混合岩化作用)，局

部有岩浆岩向上侵位，这已从地表出露的钦甲岩体

及西大明山岩体得到证实。前人在该区的地温测量

中，也圈定了明显的地温异常。

5．2裂谷的成因

裂谷的形成与区内一组近南北向和一组北西向

的深大断裂关系密切，这2组深大断裂为阶梯状正

断层组成，在长期的构造活动中，局部区域地壳的升

降不均匀性伴随着深部岩浆的侵入和喷发，为裂谷

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源。

从地质构造运动的研究成果巾可看出，东吴运

动是强烈的区域性升降运动，波及整个华南板块，在

桂西地区引起的强烈抬升，伴有强烈拉张作用，这可

能与太平洋板块(印支板块)向华南板块碰撞加强

的结果有关，在重力反映向西陡倾的密度界面上，地

壳被拉开，形成南北主裂谷带。此外，北西向地幔隆

起和壳层波状起伏，叠加形成了北西向的裂谷，同时

伴随着大规模的岩浆上涌，充填裂谷底部，重力反映

存在明显的低密度层，裂谷两侧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落差。

在深部构造界面和浅部加里东构造界面对比中

可见存在着明显的镜向关系，这与该区特有的地质

构造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综合重力推断成果和地质资料，编制了一条横

穿研究区的构造剖面模型(图4)，宏观地反映r桂

西地区的地壳结构和构造特征。

综上所述，桂西裂谷系主轴位于西林一德保一

天等一隆安一巴马一凌云一隆林所圈范围，走向北

西，北东侧以南丹一宾阳断裂为界，南东侧以凭祥一

大黎断裂为界，南西侧LI于那坡断裂。从沉积岩相、

岩浆活动特征分析，应属于华力西一印支裂谷。

t∥，一．一一
|20

|卫1匝2匝]3囹4圄5圈6 l刁7回8
[夏]9[卫lo固11 a固12圈13 l圈14Ⅱ!习15圈16

1一硅镁质层(下壳层)；2下硅质层(中壳层、结品基底层)；3上硅锚质层(上壳层、褶镀基底及沉积盖层)；4一花岗岩；5一变质岩

6沉积岩；7一低速层(韧性剪切带)；8一奠霍面；9康氏面；lo结品基底面；11新生界；12中生界；13 卜古生界；14下古生界

15一新元古界；16一中元占界

图4富宁一德保一上思地壳构造推断剖面

^¨*1#b一)／却

 

 万方数据



434 物探与化探 3l卷

6结语

桂西裂谷的形成、发展、消亡以及裂谷的特征，

前人已有沦述，但在地质上不典型，依据也欠充分。

从地球物理特征方面，似乎有一些信息，提出来讨

论，以供进一步研究。

前面已提到，该区重力在区域负布格重力背景

上叠加有局部重力高带，并与深源磁场相对磁力高

带吻合，与大陆型裂谷的重磁特征相似，说明该区可

能有裂谷存在。但重磁具有多解性，需要从地质和

其他地球物理资料(人工地震、大地热流值、电导

率)方面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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