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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云运动是贵州境内发生于泥盆纪末石炭纪初的一次以地壳相对垂直抬升为主要特点

的构造运动。经对比研究，发现紫云运动受控于全球海平面下降和区域构造沉降的联合作用，

其断裂特点与区域断裂构造特点相一致，且紫云运动与广西、湖南境内的柳江运动具有时间上

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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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泥盆世末，全球规模的海退事件发生，贵州

境内的黔北和黔中地区隆起成陆，早石炭世的海侵

造成了贵州南部到中部之间的地区早石炭世中期

和晚期不同层位地层超覆于晚泥盆世、中泥盆世、

早奥陶世、早至晚寒武世不同层位地层上，造成假

整合面上下有二十余种不同地层 相 互 接 触 的 情

况［%］，地质部第八普查大队将之命名为紫云运动

（%*(#）。紫云运动是贵州晚古生代岩石圈张裂沉

陷不均而发生大面积相对上升运动的表现，可视为

华力西 ’ 印支构造阶段的一个构造幕［%］，本文在前

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紫云运动的本质特点

及其与区域构造背景的控制与联系，并用联系的观

点对紫云运动的驱动本源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 地层概况及紫云运动特征

紫云运动主要涉及贵州的泥盆系上统和石炭

系下统（表 %），主要地层简况如下［%］：

表 !" 紫云运动涉及地层

#$%&’ %! ()*+&*’, -./$.01 +2 345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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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粑沟组（5% $ ）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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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组

（9) % ）

响水洞

组（9) & ）

革老河组（9) ’ ）

者王组（9) () ）

尧梭组

（9) * ）

上段（9) * "）

下段（9) * %）

望城坡组（9) + ）

! ! 注：据地质部第八普查大队资料修改7

! ! （%）响水洞组：灰黑色薄层硅质岩，硅质泥岩及

硅质灰岩，色深、层薄。

（"）望城坡组：主要为浅灰、灰色中至厚层泥晶

灰岩、泥质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夹白云岩及泥岩。

贵阳至长顺一带为晶洞发育的白云岩。

（)）代化组：灰至浅灰色薄至中层泥质条带灰

岩，或夹白云质灰岩及硅质条带，顶部常为浅灰色

薄至中层含泥质泥晶灰岩。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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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梭组：分上、下两段，下段又称层纹状白

云岩段（!$ ! "），为浅灰色至灰色中厚层层纹状微

晶至细晶白云岩，夹中薄层白云质灰岩及泥灰岩，

几乎未见化石；上段又称“ 蚕豆”灰岩段（"!$#
% ），

为浅灰至灰色中至厚层泥晶灰岩、含介形虫泥晶灰

岩夹白云质灰岩，局部夹亮晶砂粒屑灰岩，常具鸟

眼构造。

（&）者王组：为深灰、灰黑色中厚层至厚层泥晶

灰岩，层间时含泥质；局部地段该组中部灰岩含少

量燧石团块，靠下部夹黑色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

（’）革老河组：本组下部为灰黑色中厚层夹薄

层泥晶灰岩，层间夹少量泥页岩，局部层段具瘤状

或花斑状构造；中部为薄层泥晶灰岩与泥灰岩互

层，后者常风化呈泥页岩状；上部为灰黑色中厚层

泥晶灰岩和泥灰岩，化石丰富。由于国际地层委员

会决定将泥盆系 ( 石炭系全球界线置于牙形石

"#$%&’&()**+,-*.+/+ 带 之 底 以 后，产 有 四 射 珊 瑚

0!,/&$%1)’/#, 带的地层基本上属于泥盆系，故研究

区内多年来置于石炭系底的革老 河 组 归 到 泥 盆

系［%］。

（)）汤粑沟组：主要岩性为灰至深灰、灰黑色中

厚层至厚层泥晶灰岩、瘤状灰岩、生物灰岩，局部以

泥质岩为主，或为灰岩与泥质岩互层。

（*）旧司组：黔南旧司组可分为两个沉积类型：

一是荔波、三都、麻江、龙里至长顺一带，以砂页岩

为主，夹炭质页岩及无烟煤 " + & 层，煤层最厚可达

’ $，时夹薄层硅质岩及结核状菱铁矿，局部夹赤铁

矿，属于滨海沼泽相。二是离岸较远的独山、平塘

至惠水一线，属于浅海台地相。上部为灰至灰黑色

薄至中厚层生物碎屑灰岩、泥质灰岩与灰黑、黄褐

色页岩，砂质页岩不等厚互层，夹石英砂岩及硅质

岩；下部为黄灰色砂质页岩及灰质页岩，或夹薄层

劣质煤。

（,）上司组：灰至灰黑色中厚层灰岩、生物碎屑

灰岩及泥晶灰岩，时含燧石结核，且夹页岩及少量

白云岩。

（"-）摆佐组：分为两个沉积区。贵定、贵阳、清

镇至平坝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岩性为浅灰、

灰白色中厚层至块状泥晶灰岩、生物灰岩及白云

岩，夹燧石灰岩、泥晶灰岩及少量灰绿色页岩。

紫云运动是贵州境内继广西运动后又一次规

模较大的运动，此次运动扩大了原有的滇黔桂古

陆，使得黔南和黔西南地区泥盆系和石炭系之间形

成了一系列的平行不整合（ 假整合）接触关系（ 图

"）。紫云运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褶曲变形，只形成

了少量的极平缓褶曲，且运动幅度一般不大，主要

表现为缓慢的升降及断裂。所形成断裂可大致分

为两组，一组为 %& 向正断层，如加里东期已形成

的马场断杉正断层；一组为 %’ 向断层，如过凯里附

近的蔓洞逆断层。

%! 研究区泥盆纪 ( 石炭纪构造格局

特征

研究区归属于扬子板块。在大地构造位置上，

位于扬子准地台的上扬子褶皱带，临近华南褶皱系

的右江褶皱带（任纪舜等，",*-）。根据前人研究成

果，笔者认为，贵州的泥盆纪 ( 石炭纪的构造演化

与同期广西右江地区的构造演化具有密切联系，故

本文将研究区和右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中国南方自加里东运动后，扬子板块和华夏板

块基本拼合形成华南板块，整体进入以板内运动为

主的华力西 ( 印支构造演化阶段。华力西期开始，

古特提斯洋沿哀牢山加里东残余海槽向东打开（王

鸿祯，",*’），同时在古太平洋板块影响下，华夏板

块与扬子板块继志留纪碰撞后在松驰应力的影响

下，研究区及右江盆地由陆内裂陷盆地向被动陆缘

裂谷盆地演化，形成独特的岩相 ( 构造格局（ 图

%）。即以 %& 向为主、%’ 向次之的盆地 ( 台地相

间展布，同沉积活动断裂带控制着沉积作用和次级

深水盆地的发展［$］，并进而控制后期盆地的形成发

展和展布。

区域内同沉积断裂活动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

是 %& 向断裂的拉张裂陷作用，如紫云 ( 丹池断裂

带；另一种是 %’ 向断裂的走滑作用，相应发育形成

次级的 %& 向张性裂陷盆地和 %’ 向走滑盆地［$］。

其中，正是由于紫云 ( 丹池断裂带的活动，控制了

黔南 ( 黔西南地区的沉积充填，形成了区内泥盆系

%& 向裂陷槽，又称紫云 ( 丹池盆地，其范围包括

有桂北南丹、河池至紫云、盘县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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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贵州南部紫云运动地层接触类型柱状对比图（地质部第八普查大队，%&’#，有修改）

!"#$ % %&’’()*+"&, &- .+’*+* /&,+*/+ +01(2 &- 3"04, 5&6(5(,+ ", 2&4+7 84"97&4 ’(#"&,

! ! 根据区内构造活动的强弱和盆地充填物的特

征，可将泥盆纪演化分为洛赫科夫期至布拉格期的

陆内裂陷盆地阶段、埃姆斯期 ( 艾费尔期的拉张发

展阶段、吉维期至弗拉斯期的强烈拉张阶段、法门

期的充填补齐阶段，后三者组成被动陆缘裂谷盆地

阶段［)］。与此四个阶段相对应，本区泥盆纪依次经

历初始拉张、拉张发展、强烈拉张、拉张休眠四个发

展过程。

*! 泥盆纪末华南板块海退事件与紫

云运动的联系

杜远生等采用层序地层学的方法对黔桂地区

泥盆纪地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整个泥盆系划分

为 "% 个层序和与之对应的 "% 个 : ( ; 旋回。将此

成果与欧美大陆为代表的 : ( ; 旋回对比后认为，

尽管其 : ( ; 旋回的变化细节仍有差异，但欧美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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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和华南黔桂地区的泥盆纪海平面变化总趋势是

可比的，尤其是法门期的 ! # " 旋回变化，两地具明

显一致性。并据此认为华南黔桂地区泥盆系的层

序和 ! # " 旋回是受全球海平面变化及大区域构造

背景的控制［$ % &］。对黔南地区而言，当泥盆世法门

期全球和区域海平面大幅度下降，黔南地区则发生

大规模海退事件，这也正是紫云运动的本因。综上

述，可见紫云运动明显受到全球海平面下降和区域

构造沉降的联合控制作用。

紫云运动除了形成贵州的前述一系列平行不

整合面以外，泥盆纪末的海平面下降对华南板块的

湘桂等省（区）也多有影响，广西、湖南、云南、湖北

等地均有表现。泥盆纪末，广西的构造运动称为

“柳江运动”，受其影响，广西的龙州、扶绥、大陵、宜

州洛富、东兰金谷等地发生海退，岩层露出海面遭

受短暂的风化侵蚀，其后，分别于早石炭世早、晚期

沉没海底，造成石炭系和泥盆系局部的平行不整合

接触［’］；在湖南，泥盆纪末海水后退，“江南古陆”两

侧的滨岸地带上升成陆，称为柳江上升运动，主要

见于湘西北、湘西南 # 湘东北地区［(］；在云南，泥盆

纪末的海水后退和地壳上升形成了文山地区下石

炭统董有组和上泥盆统之间的假整合［")］。

泥盆纪末的海退事件控制形成了相关系列的

沉积矿产，如著名的“宁乡式”铁矿，以湖北长阳及

湖南石门、澧县等地的铁矿具有代表性。铁矿层产

于法门期的写经寺组的下部与中部，下部矿层具有

工业价值。在贵州，紫云运动则控制了石炭系铝土

矿的形成，修文、息烽、遵义三矿带的早石炭世沉积

铝土矿即为此次运动的后续产物［""］。

*! 讨论与结论

（"）紫云运动所形成的断裂受区域构造背景控

制，其 #$ 向断裂与区域泥盆纪 # 石炭纪 #$ 向断

陷活动明显一致，而 #% 向断裂则受区域 #% 向拉

张走滑断裂活动的控制。泥盆纪开始，研究区受区

域构造应力场控制，发生 #$ 向和 #% 向的裂陷活

动，造成黔南地区的阶梯状沉降，沉积了巨厚的泥

盆纪地层。研究区泥盆纪的拉张活动先后经历了

初始拉张、拉张发展、强烈拉张、拉张休眠四个阶

段，但进入石炭纪时，这些拉张断陷活动渐趋缓慢，

这就解释了紫云运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褶皱变形，

而主要表现为缓慢升降及断裂的原因。

图 +! 研究区和右江盆地泥盆纪及石炭

纪构造 # 岩相格局（引自陈洪德，"((*）

&’() + !*+,-.’+ # /’,0- # 12+’*3 3,45+,542/ 627 -1
,0* 4*3*24+0’.( 24*2 2.8 9-5:’2.( ;23’. 14-6 <*=
>-.’2. ,- ?24;-.’1*4-53
") 古陆；+) 碎屑滨岸、陆棚与碳酸盐台地相；,) 深水台间

盆地相区；*) 同沉积断裂活动带；&" ) 紫云 # 丹池断裂带；

&+ ) 隆林 # 百色断裂带；&, ) 广南 # 耶坡断裂带；&* ) 文山

断裂带；&$ ) 红河断裂带；&- ) 哀军山断裂带；&& ) 开远 # 平

塘断裂带；&’ ) 三江断裂带；&( ) 冷水江 # 龙胜断裂带；&") )

湘潭 # 零陵断裂带；&"" ) 衡阳 # 钦州断裂带；&"+ ) 合浦 #

彬县断裂带；&", ) 吴川 # 四会断裂带)

! ! （+）紫云运动的本质就是泥盆纪末全球海平面

下降和区域构造等多种作用形成的构造升降变化，

此次海平面变化为受冰川和区域构造控制的耦合

型节律类型［"+，",］。即华南板块发端于泥盆纪早期

的拉张裂陷活动至泥盆纪末活动趋于平稳，也即进

入休眠阶段，而此时发生了全球规模的海平面下降

事件，地壳相对抬升。海水自贵州大面积退出，仅

惠水 # 荔波和兴仁 # 望谟两处形成残余海湾，构成

了紫云运动的下底板。石炭纪岩关阶，整个华南板

块再次发生海侵事件，形成华南全区普遍发育的汤

粑沟组、金陵组和刘家塘组等海侵体系沉积。

（,）由于泥盆纪末海平面后退事件的全球性，

贵州境内的紫云运动以及广西境内的柳江运动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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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境内的柳江上升运动等具有同时效应，均受控

于全球海平面下降和区域构造沉降的联合作用，也

揭示了区域板块运动与全球板块运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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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明才，陈洪德，田景春! 泥盆纪右江盆地演化与层序

充填响应［#］! 地层学杂志，"##+，"&（%）：,"—$#!

［,］杜远生，龚一鸣，刘本培，等! 黔南独山上泥盆统层序、

海平面变化和成岩层序地层研究［ #］! 地球科学，%&&)，

%&（+）：+’$—+&+!

［$］杜远生，龚一鸣，吴! 诒，等! 黔桂地区泥盆纪层序地层

和台内裂陷槽的形成演化［ #］! 沉积学报，%&&$，%+（)）：

%%—%$!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

质志［"］! 北京：地质出版社，%&’+!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 湖南省区域地质志［"］! 北京：地质

出版社，%&’’!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北京：地

质出版社，%&&#!

［%%］刘! 平! 八论贵州之铝土矿［ #］! 贵州地质，"##%，%’

（)）："(’—")(!

［%"］吴诒，龚一鸣，杜远生! 华南泥盆纪层序地层及海平面

变化［"］!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龚一鸣! 重大地史事件、节律及圈层耦合［ #］! 地学前

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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