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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推覆构造特征的探讨

李占奎，丁燕云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100083)

摘要：大巴山推覆构造位于秦岭造山带和四川盆地的过渡部位，由拉张盆地、推覆带、活动带、扰动带和主滑面组

成。其中活动带与扰动带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经重磁资料分析计算，指出推覆带推覆距离，并推测推覆带下

可能存在四川盆地沉积地层，这对拓宽四川盆地油气资源勘查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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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巨型弧形逆冲推覆构造位于四川盆地北

部，介于洋县一襄樊之间。由于受东、酉两侧黄陵和

汉南地块不均一阻挡而呈巨大的指向南南西运动的

不对称弧形，其间地质构造复杂，构造变形强烈，推

覆和逆掩现象十分普遍。受推覆作用，秦岭造山带

的北大巴山构造带推覆到四川盆地之上，使盆地东

北部早古生代沉积被北大巴山掩盖，四川盆地东北

缘的中、古生界地层被卷入而成为大巴山推覆构造

的组成部分，并被划分为活动带和扰动带，它们是油

气最有利的聚集地区，对大巴山推覆构造的研究和

构造划分将对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蝗稿日期：2007—09—01

1推覆构造的组成

从理论上讲，一个完整的推覆构造主要由拉张

盆地、推覆带、活动带、扰动带和主滑面组成。大巴

山推覆构造主体位于紫阳、岚皋、镇巴、万源和城口

地区，北以月河断裂为界，南以九盘山断裂为界，它

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推覆构造。在地应力作用下，区

内地层、岩石发生垂向重叠而缩短空间距离引生了

一系列构造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空间上相互

隔离的地层在垂向上发生重叠，横向上多次重叠，走

向逆冲断层上陡下缓，平面上平行出现，剖面上以叠

图中粗实线为推覆构造区划范围

图l大巴山推覆构造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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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状或断层组形式产出，其组成方式及形态见图1。

2推覆构造特征分析

大巴山推覆构造是在印支期形成的，在燕山期

继续运动发展，定位于喜马拉雅期，这从各地的推挤

现象得到证实。力源来自于西南的印度板块和东部

的太平洋板块的相互推挤，最终在四川结晶地块的

周缘形成了逆冲推覆构造(大巴山推覆构造是其中

之一)。另一方面，大巴山推覆构造多表现出由逆

冲断层造成的推覆现象，从地质构造特征分析，该推

覆构造不是位于洋壳消亡的潜没带，而是发育于台

缘坳陷内，后期形变较强的台褶带及其邻近地带。

逆冲推覆构造方向是由活动带(南秦岭造山带)指

向稳定区(扬子地台区)的，这就导致断裂和褶皱轴

面均向活动区倾斜，构造样式呈叠瓦状。

2．1拉张盆地

拉张盆地出现在推覆构造后缘，沿石泉、汉阴、

安康一线，呈串珠状，宽窄不一，向西北一东南方向

展布。在海西期开始破裂，印支一燕山期强烈拉张，

喜马拉雅期继承性拉伸，分别有白垩纪、古近纪、新

近纪和第四纪堆积物，盆地以正断层为基本特征。

航磁反映为降低的磁场区，负值强度较大。重力场

以低值为主，这是中新生界低密度体地层的反映。

2．2推覆带

推覆带位于紫阳—镇坪地区，介于后柳镇一蒿

堰镇和田坝河一城口一水口场2条北西向逆冲断裂

带之间，为推覆构造中较稳定部分。推覆带由元古

宇和早古生界地层与顺层贯人的基性一超基性辉绿 一航磁Ar等值线图：b一航磁Ar化极等值线图(其中，点划线
脉岩组成，并多次重复产出。破背斜、逆冲断层组为 为前人划分的四川盆地边界，虚线为推测四川盆地边界’

叠瓦式，伴有牵引褶皱。航磁图中剧烈变化磁异常 图2大巴山殛周围地区航磁异常

特征，是上述岩浆岩在磁场上的反映。 场相互叠加造成的，这些磁异常与秦岭造山带引起

通过四川盆地结晶地块东北边界在磁场上的清 的磁异常相比存在一些差别，且幅值明显减小。当

楚反映，并由此计算出大巴山推覆体推覆约60 km。 磁场上延后区域磁场背景与四川盆地磁场背景相

首先，前人把四川盆地东北界定在万源一城口一线 同，均表现为宽缓升高磁场区，说明这一区域由同一

(图2a)，但当磁场经过化极处理后，这时磁场上反 基底性质的岩系引起。

映的四川盆地磁性结晶地块(即正磁异常)的界线， 另外，在剖面上磁场存在的差别可以反映出这

位于紫阳一岚皋～线(图2b)，我们认为这才是四川 一地区存在一个外来体(或推覆体)，并盖在了四川

盆地真正的东北部界线，亦即由四川盆地结晶地块 盆地中、下古生界之上，其厚度比较薄(图3)。通过

引起的宽缓升高磁异常区已越过城口一房县断裂进 九盘石一安康剖面的正演计算，看到了推覆体的基

人秦岭造山带的紫阳一岚皋一线，证明前人所称的 底性质与四川盆地相同，而且推覆体盖在了四川盆

北大巴山冒地槽向扬子地台推移了约60 km．盖在 地中、下古生界之上。另外，从磁异常幅值看，推覆

四川盆地基底之上。从磁场特征看，城口～房县断 带(城口一唐家院子地区)引起的磁异常形态与秦

裂以北至紫阳一岚皋一线以南地区，磁场面貌与秦 岭造山带(唐家院子以北)的磁异常有明显的差别，

岭造山带引起的磁场面貌相似，仍反映为剧烈变化 这说明前人划归秦岭造山带的北大巴山冒地槽就是

的异常区，但这些异常是四川盆地与秦岭造山带磁 外来体(或推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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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大巴山推韫构造在剖面上的反映

2．3活动带

活动带是推覆构造的前缘部分，位于镇巴一巫

溪地区，其东』匕毗邻推覆带，其西南边界在司上街一

镇巴一渔渡一透顶山一线。活动带的东南部，构造

为北西走向；其北部西段，受近南北向断裂影响转为

近南北向。活动带由古生界和三叠系地层组成梳状

褶皱，并见下古生界地层被推到三叠系地层之上。

褶皱构造完整，呈背斜窄，向斜宽的特点，成排成带

展布。逆冲断裂发育，并呈叠瓦式展布，这些断层和

褶皱多显示为向南西突出的弧形特点。

活动带内地面已见震旦系和下古生界地层出

露，它们主要沿北西向断裂分布，以断层为界与三叠

系地层直接接触，而且这些断层多为倾向北东的逆

断层，故震旦系和下古生界地层是被推覆上来的。

这种推覆现象地表十分多见，在重磁场上也有较好

的反映。在航磁图上，该区反映为低缓磁异常区，磁

异常走向北西，与推覆构造走向一致。经对磁异常

计算，基底埋深为5—7 km，这个深度不是地表出露

的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和志留系地层厚度的反

映，因而可以认为这些地层是沿断裂被推覆上来的。

在剩余重力异常图上，反映为北西向的重力高大，多

与地表出露的早古生界地层对应较好。我们在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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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早古生界高密度体地层(密度值为2．6s∥cm3)；2～中生界低

密度体地层(密度值为2 50∥珊3)

图4啄头岩地区剩余重力异常剖面正演结果

岩地区选择了穿过早古生界地层的北东向重力剖面

进行正演计算，结果发现引起重力高的早古生界地

层厚度为500—l 000 m(图4)。可见下古生界地层

是“无根”的，其下仍有低密度地质体存在。

从航磁反映的基底埋深与重力正演结果反映的

早古生界地层的厚度推测，活动带内出露的早古生

界和震旦系地层是推覆上来的，其下仍有4—5 km

厚的低密度体地层，这对油气勘探十分有利。

2．4扰动带

扰动带为推覆构造前沿部分，位于万源一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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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其东北侧与活动带相连，西南界线在干子

梁—铁溪镇一正坝镇一大顶山一线，呈向西南突出

的弧形。带内褶皱构造完整且规模大，成排成带出

现。盖层上部由中生界和上古生界地层组成，缺失

泥盆一石炭系地层。背斜核部出露古生界地层，侏

罗系地层构成向斜核部，组成完整的背、向斜构造，

断层少而短小，推测深部存在较发育的隐伏断裂。

这一地带是油气最有利的勘探区域。在磁场上反映

为平静变化的磁场区。重力场则反映为重力低，并

见有重力高。

2．5主滑面

主滑面是推覆构造深部的重要构造界面。大巴

山推覆构造的主滑面是城口一房县断裂，其为上陡

下缓逆冲断层汇集带。在地下具波状起伏特征，可

能为三叠系顶面。主滑面始于海西期，止于喜马拉

雅期，主要活动滑脱发生在印支一燕山期。由许多

逆冲断裂汇集到一起形成的波状起伏面，往往构成

油气藏赋存带。从磁场上延后特征分析，城口一房

县断裂不是深大断裂，仅是一条推覆带前缘断裂。

3结语

利用重磁资料并结合地质构造特征对大巴山推

覆构造有了进一步认识。通过对大巴山地区推覆构

造的研究和构造区划，确定出拉张盆地、推覆带、活

动带和扰动带的范围，这对在大巴山推覆带前缘活

动带和扰动带，这一有利的油气聚集区进行油气勘

探提供了线索。另外，据重磁和地质资料，城口一线

以北，紫阳一岚皋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是一个推覆

体，它由北向南沿城口一房县断裂推移了约60 km，

盖在了扬子地台之上，故造成了上部为秦岭区地层，

而下部可能隐伏有扬子区地层．这是一个潜在的油

气勘探区。再者，在镇巴北和万源北的活动带和扰

动带内的下古生界地层是被推覆上来的，其下仍有

中生界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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