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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造-地层区划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是地质学和地球科学所涉及各领域调查研究的“骨架”。本文针对华南

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中生代三叠纪地层发育特征，提出华南该时段构造-地层一至三级综合区划方案。区划的原则是找出各单

元独特的、明显区别于相邻单元的构造-岩石建造特征。区划工作主要以大地构造背景和演化历程、洋陆重建与分布、深部构造

及结构、构造隆升与坳陷、地层序列和结构、沉积相序等为依据，划分出3个一级单元、6个二级单元和44个三级单元。通过一至

三级区划，揭示出青白口纪—三叠纪期间华南原型盆地成生与地层充填序列、控制盆地发育的大地构造环境均与周缘洋盆的演

化和洋陆转换过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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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tono-stratigraphic regionalization is a global and strategic work, also the“skeleton”of in-

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all fields of geology and earth science. An integrated regionalization scheme of

the first to third levels of tectono-stratigraphy in South China is pro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Qingbaikouan-Triassic strata. The principle of regionalization is to find out the unique tecto-

no-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unit distinguishing from adjacent units. South China tectono-strati-

graphic regions are divided into 3 first-level units, 6 second-level units and 44 third-level units according to

the tectonic setting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ocean-continental reconstruction distribution, deep tectonics and

structures, tectonic uplift and depression, stratigraphic sequence and structure,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and so on. Then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stratigraphic filling sequence of the prototype basin in

收稿日期：2022-10-25；修回日期：2023-2-7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Nos. DD20221645, DD20190811）、国家十三五油气重大专项项目（No. 2016ZX05034002-003）
第一作者：张克信（1954—），男，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地层学、古生物学、沉积学、造山带地质调查研究与教学，E-mail: kx_zhang@cug.

edu.cn



华 南 地 质 2023 年

构造-地层区划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

工作，是地质学和地球科学所涉及各领域调查研究

的“骨架”（黄汲清，1962；王鸿祯，1978；任纪舜和孙

藜薇，2001；程裕淇等，2009；潘桂棠等，2015，

2017）。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可分为综合区划

和断代区划(黄汲清，1962；王鸿祯，1978；张克信

等，2015，2017，2020；赵小明等，2017）。

本文针对华南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中生代三

叠纪地层，找出各单元独特的、明显区别于相邻单

元的构造-岩石建造特征，将华南青白口纪—三叠

纪地层划分为扬子、华夏和海南岛-台湾岛3个一级

单元，上扬子、下扬子、西华夏、东华夏、海南岛和台

湾岛6个二级单元，汉南等44个三级单元（图1）。

1 构造-地层综合区划依据

本文对华南青白口纪—三叠纪构造-地层区划

的主要依据是：(1) 深部构造及结构；(2) 洋陆重建

分布、大地构造背景和演化历程；(3) 构造抬升与

坳陷；(4) 地层序列和结构；(5) 沉积体系与相序、生

物古地理（生物群落）；(6) 构造形变样式和构造热

事件（表1）。

1.1 深部构造及结构

华南是早古生代晚期由扬子克拉通和华夏造

山系两大单元拼合而成的，两大构造单元间的拼合

带称为“江绍-郴州-钦防断裂带”或“江绍-郴州-钦

防对接带”（图 2）(潘桂棠等，2015，2017；任纪舜和

李崇，2016；张克信等，2015，2017）。据古地磁、沉积

和古生物区系等研究 (殷鸿福等，1999；Wan T F

and Zhu H , 2011；何卫红等，2014；张克信等，2015，

2017)，新元古代-早古生代期间，华夏与扬子间有

华南洋相隔，直到志留纪末期才结合成统一的华南

陆块。

据对华南深部构造和结构(图 3，图 4)研究，证

实了江绍-郴州-钦防断裂是切穿岩石圈尺度的深

大断裂，以该深大断裂为界，两侧在深部构造和地

壳结构上差异明显。深部地震剖面揭示了扬子大区

的莫霍面埋深明显大于华夏大区的莫霍面埋深（图

3）(He C S et al., 2013；Zheng H W et al., 2013)；华

南及邻区航磁图（图4）揭示出沿江绍-郴州-钦防断

裂两侧的扬子和华夏两大块体的磁场分布各具特

征(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2004)。因此，

将华南陆块以江绍-郴州-钦防断裂带做为一级构

造界线，划分为“扬子克拉通”和“华夏造山系”两个

一级构造-地层单元。华夏造山系内部以“政和-大

埔-贵子叠接带”(图2)或“政和-大埔断裂”(图3)(He

C S et al.,2013; Zheng H W et al., 2013)为界划分为

东部华夏和西部华夏两个二级构造-地层单元(潘

桂棠等，2015，2016；张克信等，2015，2017；赵小明

等，2017)。

图 2中的“对接带”和“叠接带”的全称分别是

“对接缝合带”和“叠接缝合带”，是王鸿祯等(1985)

创新的两个重要术语。“对接（缝合）带”是指两个相

对的古大陆边缘区相互接近，使其间的大洋地壳及

过渡地壳陆续形成褶皱带，最后完全拼接时的结合

带（大洋消亡的残迹）。“叠接（缝合）带”指古大陆边

缘经过拉伸、张裂、地块移离，形成具有岛弧及边缘

海的主动边缘，并向大陆俯冲消减，形成弧陆碰撞

或弧弧碰撞的增生带（弧后、弧间小洋盆消亡的残

迹）（王鸿祯等,1985）。表 2列述了对接带和叠接带

的区别。

1.2 洋陆重建分布、大地构造背景和演化历程

关于扬子与华夏间的华南洋最终闭合以及陆-

陆最终拼合的时间，当前存在重大分歧，主要观点

有两种：一是认为约820 Ma前的晋宁期拼合的（张

国伟等，2013；杨明桂等，2015；Zhao G C et al.,

2018；舒良树等，2020）；二是认为约420 Ma前的加

里东晚期或更晚的某个时段最终拼合的（王鸿祯

等，1985; 李兴振等，1995；殷鸿福等，1999；Wan T

F and Zhu H, 2011；何卫红等，2014；潘桂棠等，

South China and the tectonic environment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peripheral ocean basins and the ocean-continental transition.

Key words: Qingbaikouan-Triassic Period; the division of tectono-stratigraphic regions; convergent zone; ac-

cretional zone;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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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华南构造-地层综合区划依据

Table 1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division of tectono-stratigraphic regions in South China

区划依据 (不同点)

1.深部构造及结构

2.洋陆重建分布、大地构造背景和演
化历程

3.构造抬升与坳陷

4.地层序列与结构

5.沉积体系与相序、生物古地理（生物
群落）

6.构造形变样式

7.构造热事件

全球洋陆重建分布

大地构造背景

大地构造演化历程

地层建造大类，包括两大类：
史密斯地层(克拉通区有序的盖层地层)
非史密斯地层(造山带无序的洋板块地层)

基底和盖层地层序列转化时间

地层序列完整性与接触关系

地层沉积体系对比

地层岩相序列对比

生物古地理（生物群落）对比

一级(大区)

√

√

√

√

√

√

√

√

√

√

二级(区)

√

√

√

√

√

√

√

√

√

√

√

√

√

三级 (分区)

√

√

√

√

√

表2 对接带与叠接带的区别(据张克信等，2018修改)
Table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vergent and accretionary zone

序号

1

2

3

4

5

6

7

对接带

缝合带所含蛇绿岩以N-MORB型为主

蛇绿岩时代分布约3-10亿年

缝合带呈狭带状分布数千公里

远洋沉积(无陆源碎屑混入的极细粒的硅、灰、锰、炭、凝灰
质)发育好

缝合带两侧无统一的基底，两侧的陆块基底与盖层组成长期
不同

分隔的陆块古地磁位置长期各自处于不同位置，并相距远

是生物大区(底栖类)的长期分界线，后期混生

叠接带

缝合带所含蛇绿岩以SSZ型为主

蛇绿岩时代分布约小于3亿年，常小于1亿年

缝合带呈狭带状分布一般仅数百公里

远洋沉积(无陆源碎屑混入的极细粒的硅、灰、锰、炭、凝
灰质)发育差

两侧有统一的基底，分隔的两个大陆边缘沉积序列短期
内不同

分隔的陆块古地磁位置相距不大

不是生物大区(底栖类)分界线

2015，2016，2017；张克信等，2015，2016，2017；彭松

柏等，2016；Lin S F et al., 2018；吴福元等,2020；

Wang L J et al., 2022）。本文接受第二种观点，认为

加里东晚期扬子与华夏间的华南洋最终关闭，陆-陆

碰撞形成了统一的华南陆块，其具体理由列于表3。

本文主要依据古地磁、盆地原型、沉积和地层

序列、古生物区系分布和沉积大地构造相分布与演

化等研究 (殷鸿福等，1999；Wan T F and Zhu H,

2011；何卫红等，2014；张克信等，2015，2017；Zhao

G C et al., 2018)，将华南在青白口纪—三叠纪期间

的洋陆分布、大地构造背景和演化历程划分为如下

五大阶段。

1.2.1 中元古代晚期—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中期

全球罗迪尼亚超大陆汇聚事件是华南该时期

构造演化的主控因素。扬子周缘普遍分布的中元古

代晚期—新元古代中期的弧岩浆岩和与之相配套

的蛇绿岩(周新民等，1989；郭令智等，1996；Li X H

et al., 1999；周金城等，2003；Shi Y R et al., 2007；丁

炳华等，2008；彭松柏等，2010；董树文等，2010；薛

怀民等，2011；Wang J P et al., 2012；Wang W et al.,

2013；张传恒等，2014；邓晋福等，2015；邢光福等，

2015；Li J Y et al., 2016；Xu Y et al., 2016；任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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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7；张克信等，2018；Xu Y D et al., 2020；徐扬

等，2021；牛志军等，2022；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2022)揭示当时的扬子克拉通四周被大洋包围，其

周缘为“俯冲带－弧－弧后盆地”配置的活动陆缘

构造环境(王鸿祯等，1985；陆松年等，2015；张克

信等，2018；Xu Y D et al., 2020)(图 2、5、6、7)。因

此，对这一时期的扬子克拉通，并不只是在其东南

缘存在所谓的“江南造山带”之简单格局，而是在

其北缘和西缘均存在与“江南造山带”同期的活动

陆缘“俯冲带－弧－弧后盆地”配置之格局。约

820 ~ 760 Ma 期间发生的晋宁运动，使扬子克拉

通周缘的沟-弧-盆体系转化为陆，扬子完成了基

底形成演化阶段，从青白口晚期开始进入稳定的

沉积盖层发展阶段(王鸿祯等，1985；潘桂棠等，

2015，2016，2017；陆松年等，2015，2017；张克信

等，2015，2017，2018)。

图3 华南深反射地震数据图像

Fig. 3 The deep reflection seismic data image of South China

A图引自Zheng H W et al.,2013；B图引自He C S et al.,2013

图中的“扬子陆块”相当于本文的“扬子克拉通”，“华夏造山带”相当于本文的“华夏造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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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南华纪—中奥陶世

该期间扬子克拉通的盆地成生与沉积发展主要

受控于全球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裂解和其周缘原特提

斯洋的演化，总体为拉张构造背景下的裂陷环境及充

填序列(张克信等，2015，2017；Zhao G C et al., 2018)。

该期间的“华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古陆”或

“板块”，而是由散布在华南洋中的数个小地块及叠

加在地块之上的陆缘弧、洋内弧、弧间和弧后盆地、

洋岛-海山、深海平原、海沟等构成的多岛洋，为阐

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华夏多岛洋”。华夏多岛洋中

的各构造单元（小地块、叠加在地块之上的岩浆弧、

洋内弧、洋岛-海山等）逐渐聚集长大形成“西华夏”

和“东华夏”两个相对统一的造山增生体(图5，图7)

(杨巍然等，1986；王鸿祯等，1990；许靖华等，1998；

殷鸿福等，1999；何卫红等，2014；潘桂棠等，2015，

2016，2017；邓晋福等，2015，2017；张克信等，2015，

2017；Lin S F et al., 2018；Jiang Y et al., 2019；Jiang

J et al., 2020；Ge Y P et al., 2020；Zhao X L et al.,

表3 沿江绍-郴州-钦防对接带两侧扬子与华夏青白口纪－志留纪（约1000 ~ 419 Ma）
地质特征对比表(据张克信等，2018修改)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Yangtze and Cathaysian 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Jiangshao-Chenzhou-Qinfang suture zone during the Qingbaikouan to the Silurian (1000-419 Ma)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加里东晚期扬子与华夏间的华南洋最终关闭，陆-陆碰撞形成了统一的华南陆块; 从泥盆纪开始，华南才进入到统一的沉积盖层
发展阶段

对比点

基底与
盖层

岩石组合与地
层序列

地层类型

地层厚度

南华纪
裂谷

南华纪冰碛物
与震旦纪盖帽

白云岩

火成岩
建造

物源

化石组合

沉积环境

变质程度

构造形变

地壳特征

盆地类型

构造环境

扬子构造-地层大区

晋宁期形成的基底，青白口纪晚期
（约820 Ma）开始发育盖层阶段

震旦纪-奥陶纪以碳酸盐岩为主；火
山物质较少

青白口纪晚期以来为成层有序的史
密斯地层

小

发育裂谷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及沉
积充填序列

发育冰碛物及冰水沉积

发育震旦纪初期回暖的盖帽白云岩

除南华纪裂谷期火山岩发育外，震旦
纪-志留纪火山建造极少

青白口纪－奥陶纪的物源来自扬子；
以约820 Ma的碎屑锆石年龄峰值为
主

滨浅海底栖类为主，类型多样

滨浅海为主

无或极低级变质

弱变形，开阔褶皱

扬子周缘青白口早期发育弧后洋盆
之洋壳，之后以陆壳为主

青白口纪晚期以来以陆表海和被动
陆缘盆地为主

青白口纪晚期以来为统一的陆块（克
拉通）

华夏构造-地层大区

加里东期形成的基底，泥盆纪开始发育盖层阶段

震旦纪-奥陶纪以含凝灰质和碳质板岩、千枚岩、硅质岩、杂砂
岩为主，富含火山碎屑物质

前泥盆纪以无序的非史密斯地层或洋板块地层为主，发育俯冲
增生杂岩

巨大

不存在裂谷火山岩组合及沉积充填序列，
同期的火山岩主要为活动陆缘弧火山岩和洋岛-海山型火山岩

未发现确切的冰碛物及冰水沉积

无

前泥盆纪火山物质多而复杂，存在由辉橄岩、橄辉岩、辉石岩、
堆晶辉长岩、辉绿岩和玄武岩等构成的洋壳残片，玄武岩和高
镁安山岩构成的洋内弧，洋内地幔热点形成的洋岛玄武岩，基
性-中酸性火山岩构成的岛弧和广泛分布的凝灰岩等

青白口纪－奥陶纪的物源不来自扬子,而来自南部活动大陆边
缘；无约 820 Ma的锆石年龄峰值，以 960 Ma和 440 Ma的年龄
峰值为主（960 Ma以碎屑锆石为主，440 Ma则主要为岩浆锆石
和变质锆石）

以浮游类放射虫、深水相硅质海绵(骨针)和具小而薄壳的腕足
类等为主，类群相对较少。

半深海－深海为主

低-中-高级变质（可达高角闪岩相－麻粒岩相）

强变形：强劈理化、同斜褶皱和叠瓦状逆冲断层

青白口纪—早志留世洋壳发育，之后以陆壳为主

青白口纪-早志留世北侧为被动陆缘盆地, 南部为活动陆缘盆
地, 之间为多岛洋盆

前泥盆纪不存在统一的“华夏古陆”，是由多岛洋逐步形成的增
生造山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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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青白口纪-早三叠世关键时段华南在全球洋陆分布格局中的位置略图(据殷鸿福等，1999；Li Z X et al., 2008；

Zhao G C et al., 2018修改)

Fig. 5 Sketch showing the paleogeographicl locations of South China in the key periods from the

Qingbaikouan to the Early Triassi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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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秦岭-扬子及其周边构造演化示意图 (据张克信等，2017修改)

Fig. 6 Sketch showing the 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Qinling-Yangtze belt and the adjacent areas

2020；Wang L J et al.,2022)。

杨巍然等（1986）较早地指出华夏早古生代存

在岛弧和洋壳基底。王鸿祯等(1990)通过构造古地

理研究指出：“武功—诸广地块以东、建瓯地块以

西，自赣中以至广东全境，元古界出露很少，主要是

震旦系至奥陶系较深水硅质、砂泥质连续沉积，所

见火山岩大部属岛弧型细碧岩类。看来本区早古生

代大部属于过渡壳，部分属于洋壳基底”。许靖华等

（1998）编著的“中国大地构造相图”及编图说明书

中表达了华南南部（江南造山带+华夏）在晚前寒武

纪—早古生代期间由多列岛弧、弧后和弧间洋盆等

构成。殷鸿福等（1999）撰文“华南是特提斯多岛洋

体系的一部分”提出对华夏构造环境的认识：一是

在震旦纪和早古生代期间，扬子和华夏具有十分不

同的演化史，其因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洋盆——

南华洋”；二是认为“江绍—宜春—雪峰一线以南以

东，武夷—云开一线以西以北的这一片代表南华小

洋盆的地区”；三是扬子与华夏最终是在加里东期

拼合的，拼合之前南华洋“沉积了巨厚的浊积岩，加

里东期华夏与扬子由北向南幕式拼合，南华小洋盆

转变为加里东造山带”；四是“扬子与华夏在加里东

期碰撞时前陆盆地(浙西晚奥陶世，湘中、湘西早志

留世)的物源均来自华夏、流向扬子”。何卫红等

(2014)和张克信等(2015，2017)认为华夏在南华纪-

奥陶纪期间发育了类似现今东南亚的多列弧－弧

后盆地和弧间盆地－弧前盆地分布的景观（图7）。

潘桂棠等(2015，2017)从大地构造相角度基于沉

积、岩浆、变质和构造形变综合研究，将华夏区从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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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东南划分为江绍-萍乡-郴州对接带和华夏造

山系两个一级构造单元；江绍-萍乡-郴州对接带细

分为“绍兴-金华增生岩浆弧”和“陈蔡古增生杂岩

带”；“华夏造山系”细分为“武夷-云开弧盆系”、“丽

水-政和-大埔结合带”、“东南沿海岩浆弧（华夏地

块）”等；将“武夷-云开弧盆系”进一步细分为“罗霄

岩浆弧”、“新开-永丰弧间盆地”、“云开岩浆弧”、

“六万大山-大容山岩浆弧”、“武夷地块（岛弧）”和

“信宜龙虎岗-贵子坑坪蛇绿混杂岩带”6个三级构

造单元；将“东南沿海岩浆弧”进一步细分为“浙闽

粤岩浆弧”和“粤南岩浆弧”2个三级构造单元。邓

晋福等(2015，2017)在华夏识别和划分出新余-抚州

侵入(岩)弧(O-S)、两广交界侵入(岩)弧(O3、S,)、云开

残留弧(Qb-Nh)、武夷山残留弧(Pt3)和龙岩-鸡笼嶂

残留弧(Pt3、Nh)等，这些弧侵入岩由TTG（英云闪长

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GG（花岗闪长岩-花

岗岩）构成；并指出TTG是洋壳俯冲的产物；随时

间演化为较成熟陆壳GG和成熟陆壳G（花岗岩）。

近年在江绍-郴州对接带内的“陈蔡岩群”、“神山

组-库里组”、政和-大埔叠接带内的“马面山岩群”，

以及云开北部的贵子—糯垌一带，分别识别出被肢

解的洋壳残片（蛇绿岩）、洋岛海山、火山弧和洋内

弧等岩石组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华夏增生造山

带是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洋多岛洋盆长期演

化及分阶段洋陆转化的产物(Liu S F et al., 2018；Ji-

ang Y et al.,2019；Ge Y P et al., 2020；Zhao X L et

al.,2020；Jiang J et al.,2020；Wang L J et al., 2020,

2022；Li L M et al., 2022)。

1.2.3 晚奥陶世—志留纪

扬子克拉通之南的华夏造山系内的“华夏多岛

张克信等：华南青白口纪—三叠纪构造-地层区划及特征

图7 华南南华纪－二叠纪构造演化示意图(据何卫红等，2014和张克信等，2017修改)

Fig. 7 Sketch showing the Nanhua-Permian tectonic evolution of South Chin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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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在此阶段收缩关闭，完成了洋陆转换(殷鸿福

等，1999；潘桂棠等，2015，2016；张克信等，2015，

2016)，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华夏增生体(何卫红等，

2014；张克信等，2015，2017)，本文称之为华夏造山

系, 也被前人称为“华南加里东褶皱区”(王鸿祯等，

1985)或“加里东造山带”(任纪舜等，2016)。刘宝珺

和许效松(1992)据对早古生代扬子东南被动陆缘

和华夏西北活动陆缘两大沉积体系相互作用的系

统研究，提出两者在早古生代末已经拼合，碰撞变

形带大致沿宜春-衡阳-凭祥一线分布。因此，扬子

克拉通与华夏造山系在志留纪全面完成了拼合，形

成了统一的华南陆块，其后泥盆纪地层统一不整合

覆盖在前泥盆纪基底之上(图 5，图 7) (刘宝珺和许

效松，1992；殷鸿福等，1999；何卫红等，2014；潘桂

棠等，2015，2017；张克信等，2015，2017)。

1.2.4 泥盆纪-二叠纪

华南陆块四周此阶段被古特提斯洋和泛大洋

包围(殷鸿福等，1999；Wan T F and Zhu H, 2011；

Zhao G C et al., 2018)。中国学者对此阶段环绕华南

陆块四周的洋分别命名为：北部的秦岭洋(勉略

洋)、西部的松潘-甘孜洋和金沙江-哀牢山洋、南部

的高平洋和东部的古太平洋(图5、6、7)(殷鸿福等，

1999；潘桂棠等，2017；Zhao G C et al., 2018)。因此，

此阶段的华南陆块受周围各洋盆阶段性的洋脊扩

张与海沟带俯冲的影响，加之超级地幔柱的作用

（如峨眉山超级地幔柱）引发的地裂运动，呈现出挤

压抬升与拉张裂陷构造环境交替出现。

1.2.5 三叠纪

华南陆块北、西和南面的秦岭洋、松潘-甘孜

洋、金沙江-哀牢山洋和高平洋关闭，华南陆块与北

方的华北陆块、西方的川西-滇西地区的三江印支

造山带和松潘-巴颜喀拉地块、南方的印支半岛联

结成一体(图 5、6、7) (王鸿祯等，1985；殷鸿福等，

1999；潘桂棠等，2015，2016，2017)。

1.3 构造抬升与坳陷

本文以上述华南构造演化阶段为主线，阐明青

白口纪-三叠纪期间华南陆块的构造抬升与坳陷的

差异性。图8是华南青白口纪至三叠纪期间的隆起

与坳陷的差异演化图。

1.3.1 青白口纪中-晚期

扬子克拉通此阶段开始时因受周缘弧盆系造

山作用影响（图2、5、6、7），总体处于挤压和抬升构

造背景中，使周缘的弧后洋盆转化为残余海(张克

信等，2018；Xu Y D et al., 2020)；之后扬子周缘的

残余海盆逐渐填满并抬升为隆起区(图8a)，最为显

著的是扬子东南缘的“江南造山带”、西缘的康滇、

北缘的神农架-黄陵-大洪山的强烈抬升。这次造山

运动造成了扬子克拉通周缘呈现隆起带的古地貌

格局，这些隆起带曾被称为“江南古陆”、“康滇古

陆”等。

1.3.2 南华纪

受罗迪尼亚超大陆裂解影响，南华纪的扬子克

拉通总体处于拉张与裂谷发育阶段(王剑等,2001)。

该阶段的拉张裂陷区主要分布在滇、黔、川、鄂、

皖、苏，呈近北东-南西向带状分布，在黔东-湘西

一带裂陷沉降幅度最大；隆起区主要分布在扬子

西北部、北部、东南部的“江南造山带”的部分地区

（注：南华纪时“江南造山带”是否属于隆起区，可能

还值得商榷，该时期主要还是以沉积作用为主）

（图8b）。

1.3.3 震旦纪—寒武纪

在扬子克拉通北面的秦岭洋(图6)和南面的华

南洋(图 7)扩张构造作用下，扬子区内部全面坳陷

沉降，第一次被广泛分布的陆表海沉积覆盖(图

8c)。该阶段，寒武纪纽芬兰世和第二世期间的坳

陷沉降达到高峰，扬子内部在拉张背景下形成了

多个由同沉积正断层控制的槽—台相间的古地理

单元：台地有 7 个，自西向东是广元台地、成都台

地、重庆台地、荆门台地、宿松台地、南京台地和苏

州台地；台盆（裂陷槽）也有7个，自西向东是德阳-

巴中台盆、绥江-安岳台盆、遵义-铜仁-张家界台

盆、万源-襄阳台盆、宜都台盆、九江-宣城台盆和

滁洲-盐城台盆。扬子西南缘和东南缘均为扬子克

拉通边缘向大洋盆地延伸的陆棚区。由师弥断裂

和垭紫罗断裂所围限的南盘江-右江海盆沉降幅

度最大，充填了巨厚的寒武纪半深海-深海复理石

沉积。

1.3.4早-中奥陶世

该阶段扬子总体古地势是西北高、向东南降

低；西北部为巨大的碳酸盐岩台地，东南部为深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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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华南青白口纪至三叠纪期间隆起与坳陷的差异演化图

Fig. 8 Sketch show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evolution of uplift and depression during the Qingbaikouan

to the Triassic period in South China

图中青白口纪-寒武纪的剥蚀和沉积区据Xu Y D et al.(2020)、Yu Y et al.(2020)和张克信等(2020)的岩相古地理图资料，奥陶纪—三叠纪的

剥蚀和沉积区据马永生等(2009)的岩相古地理图资料.

张克信等：华南青白口纪—三叠纪构造-地层区划及特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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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构造背景和隆起-坳陷地貌格局与震旦纪—

寒武纪阶段大致相同，但西缘的康滇隆起分布稍有

扩大（图8d）。

1.3.5 晚奥陶世—早泥盆世早期

扬子克拉通北面的秦岭洋(图 6)和南面的华

南洋(图 7)由前期以扩张作用为主转换为俯冲挤

压为主的构造环境（潘桂棠等，2015，2017），扬子

区内部大幅度抬升。抬升作用由南逐渐向北推进，

晚奥陶世-早志留世的抬升隆起区位于康滇至南

盘江-右江一带（图8e），中-晚志留世向北东方向扩

展（图8f），至早泥盆世早期隆起区波及到整个扬

子中部和北部，但在康滇至南盘江-右江一带坳陷

沉降为较深水盆地（图8g）。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

扬子与华夏间的华南洋关闭，最终碰撞结合为统

一的“华南陆块”(潘桂棠等，2015；张克信等，

2015，2016)(图 5，图 7)。到了早泥盆世早期，不仅

扬子大部分隆起为剥蚀区，华夏整体也隆起为剥

蚀区(图8)。

华夏的前泥盆纪地层发生强烈褶皱变形并普

遍遭受低绿变岩相变质，少数为中深变质；在泥盆

系与前泥盆系之间形成广泛分布的不整合面（称加

里东运动）。显然，该阶段扬子、华夏的大规模抬升

与扬子、华夏的碰撞造山紧密相关。下文从泥盆纪

开始，按华南陆块整体，阐述构造抬升与坳陷的差

异性。

1.3.6 中泥盆世—早二叠世（乌拉尔世）

该阶段的华南陆块抬升与坳陷的地貌格局总

体上是北高南低；东缘和西缘高，分别向陆块中部

变低，但西缘的隆起幅度大于东缘（图 8h、i、j）。因

此，始于广西南部南盘江-右江一带的早泥盆世海

侵，从早泥盆世至晚泥盆世范围逐渐向北推进，早

泥盆世几乎波及广西全境，中泥盆世沉积向北覆盖

湖南，晚泥盆世向北覆盖湖北。

1.3.7 中二叠世—晚二叠世（瓜德鲁普世-乐平世）

该阶段由于华南陆块之北的秦岭勉略洋、之西

三江地区的松潘-甘孜洋、金沙江-哀牢山洋和南面

的高平洋的扩张，华南在区域拉张构造背景下整体

坳陷沉降，从中二叠世栖霞期开始大规模海侵，除

东缘和西缘有小片隆起带外，整个陆块几乎全被陆

表海覆盖（图8k、l）。

1.3.8 三叠纪

该阶段由于华南陆块之北的秦岭勉略洋、之西

三江地区的松潘-甘孜洋、金沙江-哀牢山洋和南面

的高平洋的关闭与陆-陆碰撞（印支运动），华南与

北面的华北克拉通、西面的三江地区和南面的印支

地块焊结成统一的陆块。华南陆块整体隆升并引发

大规模海退，至晚三叠世末期海水全部退出，华南

陆块整体进入陆相沉积时代（图8m、n）。

1.4 地层序列和结构

图 1简示了扬子和华夏各三级单元内南华纪

—三叠纪地层的建造序列和结构（地层缺失和不整

合面发育特征）。两者最突出的差别是：

1.4.1 地层建造序列的结构不同

主要表现在基底与盖层的发育与转化时间不

同。扬子克拉通中元古代晚期－新元古代早期周缘

表现为沟-弧-盆空间配置，在西缘、北缘和东南缘

分别分布有扬子西缘弧后盆地和岛弧（会理群、通

安群、盐边群、登相营群、峨边群、黄水河群）、扬子

北缘弧后盆地和岛弧（火地垭群、西乡群、土门岩

组、郑家垭组、凉风垭组、庙湾岩组、花山群、张八岭

群）、扬子东南缘弧后盆地和岛弧（梵净山群、四堡

群、冷家溪群、双桥山群、张村岩群、双溪坞群、溪口

群）。约 820 Ma扬子周缘的 3个弧后小洋盆的洋壳

消减贻尽转化为叠接带(图2)，弧-陆碰撞形成统一

的扬子古大陆。青白口纪晚期－南华纪早期出现碰

撞后上叠裂谷盆地，随后晚南华世冰碛岩广布陆块

区，其后震旦纪为稳定台地。扬子的基底与盖层转

化开始的时间约为 820 Ma,结束的时间约为 760

Ma（潘桂棠等,2016；张克信等，2017，2018）。华夏的

基底与盖层转化的时间约在志留纪初期 (~430

Ma)，结束的时间约在早泥盆世 (潘桂棠等，2015；

任纪舜等，2016），比扬子晚约 400 Ma之久（表 3）。

另外，扬子区的泥盆纪及其更年轻的地层与前泥盆

纪地层间为平行不整合接触，而华夏的泥盆纪及其

更年轻的地层与前泥盆纪地层间为角度不整合接

触(图1)。

1.4.2 前泥盆纪地层建造序列的岩石组合不同

一是扬子震旦纪-奥陶纪以碳酸盐岩建造为

主，含火山物质稀少；华夏青白口纪-早志留世以含

凝灰质的板岩、千枚岩、硅质岩、碳质板岩和杂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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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岩为浊积岩和远洋沉积）为主，富含火山物质

（表3）。二是扬子发育南华纪冰碛岩建造与震旦纪

盖帽白云岩，但在华夏未发现确切的南华纪冰碛物

及冰水沉积，也无震旦纪盖帽白云岩。三是前泥盆

纪时期青白口纪—志留纪的地层厚度差别巨大，华

夏的厚度远大于扬子的厚度。从泥盆纪开始，华南

才进入到统一盖层的沉积演化序列。

1.4.3 其它区别

主要是前泥盆纪地层，两者在构造变形、变质程

度和物质组成（如含火山岩等）方面差别巨大（表3）。

1.5 沉积体系与相序、生物古地理（生物群落）

扬子与华夏在前泥盆纪时期的沉积体系与相

序、物源、生物古地理（生物群落）面貌等方面均存

在巨大差异。

1.5.1 沉积体系与相序不同

两者前泥盆纪地层差别巨大，扬子区以滨浅海

沉积体系和相序为主，而华夏则以深海-半深海沉

积体系和相序为主（表 3，图 9、10）(刘宝珺和许效

松，1992；殷鸿福等，1999；Jiang G Q et al., 2011；何

卫红等，2014；张克信，2015，2017)。

1.5.2 物源不同

扬子的物源来自扬子本区，以约 820 Ma的碎

屑锆石年龄峰值为主，不存在约 960 Ma和 440 Ma

的碎屑锆石年龄峰值；华夏的物源以 960 Ma 和

440 Ma 的碎屑锆石年龄峰值为主(Wan Y S et al,

2010；杜秋定等，2013；宋芳等，2016；肖爱芳和黎敦

朋，2017；张克信等，2018；Yu Y et al., 2020；牛志军

等，2022；Wang L J et al., 2022)，说明其不来自扬子

克拉通，而来自南部的活动大陆边缘。

1.5.3 生物群面貌不同

前泥盆纪时期，扬子区以滨浅海生物群为主，

而华夏则以深海-半深海生物群为主（表4）。

表4 南华纪—志留纪扬子与华夏生物群特征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Nanhua - Silurian biotas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Yangtze and Cathaysian units

地质时代

志留纪

奥陶纪

寒武纪

震旦纪

南华纪

扬子克拉通

早志留世除双笔石外，单笔石开始繁盛；志留纪中-晚期的笔石几乎全
部为单笔石类。笔石化石带较连续，牙形石、珊瑚、腕足类和三叶虫次
之(戎嘉余等，2019)。

笔石动物繁盛且化石带连续分布；其次是牙形石、三叶虫、腕足类和
直壳类头足类(张元动等，2019)。

三叶虫最丰富，次为牙形石、笔石、鹦鹉螺、小壳类和古杯类等(朱茂炎
等，2019)。三叶虫生物古地理区属“亚澳大区”(杨家騄，1988)。全球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特异埋藏的云南澄江生物群(Hou X G et al., 2004；舒
德干，2009)、湖北清江生物群(Fu D J et al., 2019)、贵州杷榔和凯里动
物群(赵元龙等，2009)、陕西宽川铺生物群(Han J et al., 2018)等。

发育动物胚胎化石—贵州瓮安生物群(袁训来等，2002；Xiao S H et
al., 2014)；宏体藻类和类腔肠的后生动物—安徽蓝田生物群(袁训来
等，2016)；宏体藻类、腔肠动物栖管和埃迪卡拉型动物化石—湖北庙
河生物群和石板滩生物群(丁莲芳等, 1996；Tang F et al., 2008；周传明
等,2019)；早期矿化骨骼化石—陕南高家山生物群(华洪等，2001)。

湖北神农架宋洛宏体藻类(Ye Q et al., 2015)

华夏造山系

笔石(戎嘉余等，2019)

笔石带不连续(陈旭等，2010)；偶见放
射虫(郑宁等，2012)和小而薄壳的腕
足类。

放射虫 (郑宁等，2012；Zhang K and
Feng Q L，2019)
疑源类(Wang L J et al., 2020)

无

少量疑源类(Wang L J et al., 2020)

2 构造-地层区划结果与特征对比

本文在上述5方面区划依据的基础上，划分了

华南青白口纪—三叠纪的构造-地层区划单元，如

图 1所示：图中划分出一级单元 3个，分别是扬子、

华夏和海南岛-台湾岛；二级单元6个，其中扬子划

分为上扬子和下扬子，华夏划分为西华夏和东华

夏，海南岛-台湾岛划分为海南岛和台湾岛；三级单

元 44 个，其中上扬子 19 个、下扬子 6 个、西华夏 6

张克信等：华南青白口纪—三叠纪构造-地层区划及特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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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东华夏 5个、海南岛和台湾岛各 4个。关于扬子

与华夏之区别已在前文阐述过，不再重述。下文重

点阐述扬子大区和华夏大区内的二级至三级构造-

地层区划单元的特征与差异性，对海南岛地层区和

台湾岛地层区简述之。

2.1 上扬子地层区与下扬子地层区的区别

以麻城-团风-岳阳-长沙-湘潭-衡阳一线为界，

将扬子大区划分为西部的上扬子区和东部的下扬

子区。该界线最北段的麻城-团风段昔称“团麻断

裂”，团麻断裂向南如何延伸研究甚少，本文采用潘

桂棠等（2015）的划分方案，从团风向南经岳阳、长

沙、湘潭至衡阳与郴州-钦防大断裂相接。该界线也

是江汉-洞庭湖盆地的东部边界，其东以丘陵山区

为主。上、下扬子两个区的区别如表5所述。

表5 上扬子区与下扬子区寒武纪－二叠纪沉积建造和生物区系特征对比表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Cambrian-Permian sedimentations formations and biotas between the Upper-Yangtze and
Lower-Yangtze units

序号

1

2

3

4

5

对比点

寒武系

-奥陶系

志留系

泥盆系

石炭系

二叠系

上扬子区

发育半深海浊积岩建造(主要分布在上扬子
南部和东南部的南盘江-右江分区、富宁-那
坡和湘东南-桂东)，产半深海放射虫-硅质海
绵类动物群

总体为滨-浅海碎屑岩沉积，岩相变化不大；
中-晚志留世在南部大面积海退并隆起

全区泥盆纪沉积发育齐全，在东南部钦防海
槽发育深海-半深海沉积和深水相放射虫动
物群，泥盆纪沉积类型多，相变大

北部大部分地区缺失；南部相变大，在东南部
钦防海槽发育深海-半深海沉积和深水相放
射虫动物群

早二叠世沉积在西部分布少；中-晚二叠世在
西部和南部有大量基性火山岩喷溢和基性岩
墙侵入，在东南部钦防海槽发育深海-半深海
沉积和深水相放射虫动物群

下扬子区

全区为滨-浅海沉积建造

岩相变化大，早志留世在南部发育深水浊流沉积，
晚志留世发育粗碎屑磨拉石沉积。中-晚志留世无
大面积隆起，全区志留纪沉积序列发育较全

除东南部少部分地区发育中泥盆世沉积外，其他地
区仅见晚泥盆世碎屑岩沉积建造

全区较发育，相变不大

全区较发育，相变较上扬子小；无基性岩浆岩建造。

（1）深部构造及结构不同：从航磁图上看，界线

两侧的磁场分布区别较明显，西侧的磁场强度明显

大于东侧（图 4），可能存在一隐伏大断裂。深部地

震剖面显示，从莫霍面埋深看，下扬子区域小于上

扬子区域（图3B的上图）。

（2）火成岩建造不同：下扬子最显著特征是沿

长江流域发育大量燕山期（J-K）侵入岩、火山岩和

铜铁多金属矿床(常印佛等,1991)，但上扬子无。邓

晋福等(2015)认为中国东部在燕山期属于大陆边

缘型（安第斯型）的主动陆缘，J-K火成岩是古太平

洋板块向西俯冲的产物。

（3）沉积建造和生物区系不同：总体来看，寒武

纪-二叠纪下扬子与上扬子的沉积建造和生物区系

具有基本相同的大背景，但也有不同点，主要区别

列于表5。

2.2 扬子地层大区内各地层分区（三级单元）特征

上扬子区划分为汉南、龙门山-米仓山-大巴

山、川中、神农架-黄陵、曲靖-遵义-宜昌、江汉-洞

庭、河池-都匀-怀化-吉首、雪峰山、元宝山-安化-桃

江、湘桂、攀枝花-昆明、盐源-丽江、楚雄、元江、金

平、南盘江-右江、富宁-那坡、都龙和十万大山19个

地层分区；下扬子区划分为长江下游、九华山-无

锡-南通、庐山、江南、赣东北和怀玉山-天目山 6个

地层分区（图1）。

扬子大区内各地层分区（三级单元）划分的主

要依据是地层序列与结构。由图 1可以看出，各相

邻分区的地层序列与结构均存在一定差别。如

1-1-1分区与 1-1-2分区主要不同点是 1-1-1分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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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 Nh 和 S2-C；1-1-2 分区与 1-1-3 分区主要不同

点是1-1-3分区缺失了Nh，T3与下伏地层接触关系

不同；1-1-3 分区与 1-1-4 分区的主要区别是 1-1-4

分区的地层缺失较多并不整合面的数量比1-1-3分

区多；……等。

2.3 西华夏地层区和东华夏地层区的区别

Lin S F et al.(2018)以“福建西北断裂”为界将

华夏造山系划分为西华夏和东华夏两大单元。本文

采用“西华夏”和“东华夏”两名词作为华夏构造-地

层大区内的二级单元名称，但两单元间的界线采纳

潘桂棠等(2015)的界线，以“政和-大埔-贵子”结合

带的西北边界断裂为界，此界线位于Lin S F et al.

(2018) 划分的“福建西北断裂”之东侧，两者大致平

行但不重合。需指出的是，本文的“西华夏”和“东华

夏”两个构造-地层区”分别相当于潘桂棠等(2015)的

“武夷-云开弧盆系”和“丽水-政和-大埔结合带”+“东

南沿海岩浆弧”。东、西华夏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点：

（1）深部构造及结构不同：He C S et al.(2013)

利用深反射地震观测数据揭示出以“政和-大埔-贵

子”大断裂为界，西华夏的莫霍面要比东华夏深约

5 km(图3B)。

（2）南华纪-三叠纪的地层序列：东华夏比西华

夏缺失的地层多(图 1)，如东华夏大部分地区缺失

早奥陶世—早石炭世地层（除云开地层分区外）(张

克信等，2017)。

（3）“加里东运动”不整合面出现的时间：东华

夏比西华夏早，东华夏最显著的不整合面分布在震

旦纪-中寒武世时段内（震旦纪-中寒武世地层缺

失），而西华夏最显著的不整合面分布在晚奥陶世-

志留纪时段内（晚奥陶世-志留纪地层缺失）(张克

信等，2017)(图1)。陈旭等(2012)对华夏—上扬子奥

陶纪—志留纪笔石化石带的详细研究揭示出，从华

夏至上扬子西北，晚奥陶世-早志留世地层缺失界

面逐渐抬高（变新）。从上述“加里东运动”不整合面

从东华夏经西华夏至扬子逐步变新的穿时性看，华

夏造山系的增生造山运动从新元古代晚期—志留

纪是分阶段进行的，增生方向大致是从南东向北西

传递，故地壳从南东向北西逐步抬升。

2.4 华夏地层大区内各地层分区（三级单元）特征

华夏大区内各地层分区（三级单元）划分的主

要依据是地层序列与结构。由图 1可以看出，各相

邻分区地层序列与结构均存在一定差别。如 2-1-1

分区和2-1-2分区的区别是：2-1-1的新元古代-早古

生代地层以洋板块地层（或非史密斯地层）为主，是

构造混杂岩，其基质为强劈理化的低-中级变质的

远洋泥质-半远洋细碎屑浊积岩，基质内包裹较坚

硬的火成岩岩块（超基性、基性、中性和少量酸性）、

大理岩岩块和硅质岩(石英岩)岩块等(张克信等，

2016；Wang L J et al., 2020, 2022；Zhao X L et al.,

2020)；2-1-2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地层以有序的半深

海浊积岩为主（史密斯地层）。又如2-1-2与2-1-3的

主要区别是：从南华系-下三叠统，2-1-2 内缺失了

中南华统和下奥陶统，2-1-3内缺失了中奥陶统。又

如2-2-2和2-2-3的主要区别是：从南华系-三叠系，

2-2-2内缺失了上南华统—中奥陶统、下-中志留统

和二叠系—中三叠统，2-2-3内缺失了上奥陶统—

下泥盆统和中三叠统。… … 等。

2.5 海南岛地层区和台湾岛地层区的区别

海南岛区新元古代—三叠纪各时代地层均有

发育，但台湾岛区缺失前三叠纪地层（张克信等

2015，2017）（图1）。

3 结论

（1）本文针对华南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中生代

三叠纪地层发育特征，提出华南该时段构造-地层

一至三级综合区划方案，划分出一级单元 3个、二

级单元6个和三级单元44个。

（2）区划的主要依据涉及大地构造背景和演化

历程、洋陆重建分布、深部构造及结构、构造隆升与

坳陷、地层序列和结构、沉积相序、生物群和构造形

变样式等方面。

（3）通过一级单元区划，揭示出华南是早古生

代晚期由扬子克拉通和华夏增生造山带两大单元

拼合而成的，两大构造单元间的拼合带称“江绍-郴

州-钦防对接带”；新元古代-早古生代期间，华夏与

扬子间有华南洋相隔，直到志留纪末期它们才结合

成统一的华南陆块。

（4）扬子和华夏两个一级单元内的各二级和三

级单元之间，显示出建造序列和结构（地层缺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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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合面发育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5）青白口纪—三叠纪期间华南原型盆地成生

与地层充填序列、控制盆地发育的大地构造环境及

后期构造变形，均与周缘洋盆的演化与洋陆转换密

切相关。

（6）华南在青白口纪—三叠纪期间经历了五个

构造演化阶段：一是青白口纪中晚期扬子克拉通周

缘弧盆系洋陆转换与造山阶段；二是南华纪—中奥

陶世在罗迪尼亚超大陆裂解背景下以拉张为主的

阶段；三是晚奥陶世—志留纪北部秦岭洋北支商丹

洋和南部华南洋的关闭与造山阶段；四是晚古生

代华南陆块构造环境相对稳定阶段；五是三叠纪

华南北部秦岭洋南支勉略洋、西部的松潘-甘孜洋

和金沙江-哀牢山洋、南部的高平洋的关闭与造山

阶段。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和南京

地质调查中心专家学者们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和

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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