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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区域地质研究的新进展

何 开 善
�湖南省地矿局区调队�

湖南省地跨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和第三隆起带
，
处在杨子和华南两个全国一级地层区

内
，
是华南成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地层发育较全

，

沉积类型多样
，
岩浆活动频繁

，
地质

构造复杂
，
成矿条件优越

，

矿产资源丰富
，
因而历来为地质界所瞩目

。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

代
，
我国地质界先辈即开始对湖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

取得不少成果
。

新中国建立后
，

地

质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

获得丰硕成果
。

自����年开始
，

湖南区调队开展了全省范围的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
，
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

，
对省内的地层

、

沉积岩
、

岩浆岩
、

地质构造等有

了全面
、

系统和较为深刻的认识
，
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性地质资料

，
解决了较多的基础

地质问题
，
填补了某些空白

，

并通过专题研究和总结
，
全面地提高了湖南的地 质 研 究 程

度
。

现将湖南区域地质研究的主要进展简介如下
。

�一�地层方面

湖南地层在横向上可大致划分为湘西北和湘中湘南两个差异明显的地层区
，
分别相当

全国一级地层杨子区和华南区的一部分� 在纵向上
，
可分为四个沉积 发 育阶段

，
即�

�

中

元古代
�

以广海及浊流沉积作用为主
，

伴以火山沉积作用
，

为一套活动型的火山一杂陆屑

复理石建造
，
厚达��

，
����� �

�

晚元古代一早古生代
�

自北西向南东可分 为三个相带区
，

即湘西北区主要以浅海陆棚至碳酸盐台地沉积为主 � 湘中区以陆棚边缘盆地相 �斜坡相�

为特征 � 湘南辱则一真处于以独流沉积为主的边缘海槽盆环境
。
铁

、

锰
、

磷是本沉积阶段

的代表性沉积矿产犷�
�

晚舍生代“ 中兰叠世�

沉积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全省 均 为稳

定型沉积
，

除
“
江南古陆

”
外

，
均为陆表海环境

，

由南向北
，
呈现碳酸盐岩减少

，
砂泥质

岩增多的变化规律
。

全区以单陆屑建造一碳酸盐岩建造系列为特征
，
煤

、

铁
，

石膏是本沉

积阶段的代表毓
积矿产

� ‘ ·

晚三叠世一新生代
�
以陆相湖盆为主 �晚三叠 世 至早侏罗

世早期为海湾及淡化泻湖相�
，
为单陆屑一复陆屑建造系列

，
沉积矿产以煤为 特 色

� 白圣

纪一第三纪
，
大都属断箱盆地性质

，
以红色复陆屑一膏盐建造系列 为 特 色

，
沉积矿产以

铜
、

盐为代表性矿产
。

中晚元古界伶家溪群至板溪群
，
以往统称板溪群

，
根据武陵运动所造成的不整合面为

界
，
将其划分为冷家溪群和板溪群

。 ‘

冷家溪群是本省出露最老的地层
，
共 划 分 为 五个岩

组
。

发现的微古植物计十属十种
，
其总体组合面貌与赣北双桥山群

、

桂北四堡群
、

黔东梵

净山群基本相似
，
其中有些属种在北方蓟县系和青白口系大量出现

。

冷家溪 群 上 限 约为

�����
。

本群研究的主要进展是
，
发现微古植物十属三十二种

，

并认为五强溪组 �谍水河

组或漠滨组�与峡区莲沱组为同期异相沉积
，
故此峡区原归属震旦系的莲沱组应改属前震

旦系
，
在其上缺失了震旦系下统中相当于东山峰组和湘锰组的层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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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且系在本省发育齐全
，
沉积类型多样

，
全系总厚��

�

�、 �����
，
可姗分为北区

、

中

区和南区
，
分别相当稳定型

、

次稳定型
、

活动型沉积类型
。

主要新发现和认 识 是
� �

�

过

去省内将冰成地层统称南沱冰债层
，
属大陆冰川沉积

。

现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上下两个亚冰

期沉积
。

两个亚冰期之间为正常海相沉积
。

据此将江口组
、

南沱组划分两个亚冰期
，
湘锰

组划为间冰期
。

将震旦系冰成地层划分为大陆冰川
、

海洋冰川及海洋冰川与正常海洋混合

沉积三种类型 ， �
�

在下震旦统中发现微古植物
， ，
在上震旦统中发现叠层石

、

微 古 植物
、

蠕虫等计��属��种 � �
�

在湘南地区发现多层冰债层及微古植物和一套活 动 型的复理石建

造
，
并新建洒洲山组

、

天子地组
、

分别相当于上
、

下统
。

这一地层的发现和时代确定
，
丰

富了我国南方震旦系的内容
。
�

�

江口亚冰期沉积厚度
，
自南而北由�����渐变至 几 � 或

几���
，
呈现大范围向北栉比超复现象

，
与下伏地层普遍呈假整合或微角度不整合

，
并以

该组底部作为震旦系底界
。

对研究其沉积古地理环境
，
区域地层对比具重要意义

。

关于湖南古生代地层
。

自开展区域地质调查以来
，
较系统详细地研究了湖南境内杨子

区与华南区的界线在古生代各纪
、

世
、

期的变化以及其间过渡区的特点
。

在湘南地区
，
原

统称
“
龙山群

”
的前泥盆纪浅变质岩系

，
被详细划分为震旦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
，
并确认

无志留系出露
，
大大地提高了研究程度

，
取得了显著进展

。 、 ‘

寒武系横向变化很大
，
沉积类型多样

，
全系总厚����������

。

通过 ���� 万 区调
，

对省内武陵山寒武系过渡区建立了完整的地层序列
，
对解决南

、

北寒武系的对比具有重要

意义
。

在寒武系底部发现小壳类
、

海绵骨针及大量藻
、

菌等微体化石
。

其中所产小壳类剑

形原始赫兹刺 �户，。而加对厉沁‘ 。 ” �。 “ �口�，耘� 为钱逸建立的早寒武世早期小壳 化 石带第

一组中的分子
，
故将这层产大量多门类带壳动物化石的地层单元底部作为震旦一寒武系界

线位置
，
与当前国内外的认识一致

。

奥陶系研究的主要进展是
�

在雪峰山奥陶系过渡区建立了较完整的 地 层 序 列� 在湘

南
， 一

从
“
龙山群

”
中划出了奥陶系

，
并在祁东双家口建立了中奥陶统七个笔石带

，
成为我

国华南区完整的中奥陶世笔石相地层� 在湘中
，
查明了原

“
天马山系

”
仅 为 上 奥 陶统上

部 ， 查明了湘西北区和湘中区之间
，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过渡区

，
其特征是华北类型和东南

类型两种动物群或则互为夹层出现
，
或则在同一个单层中混合共生

，
这种过渡

，
表现在各

类动物群在不同地区数量上所占百分比的逐步变化
，
难以划出截然边界

，
并且随着地质时

代的推移
，
而逐渐改变其地理位置

。

志留系在本省未见上统
。

主要进展是我队于����年 �����万桑植幅�首先确认志留系

在本区只有中
、

下统而无上统存在� 查证慈利甘堰至宜冲桥及岩泊渡一带下志留统假整合

于奥陶系临湘组之上� 在下志留统溶溪组中发现鳃鱼目中的 湖 南 大 庸 鱼 ��吧
口，�酩户‘�

加解、 。 众�。

该系以
“
江南古陆

”
为界

，
其北西侧属稳定型混合相沉积

，
岩石未受变质 ，

其南东侧属活动型笔石相沉积
，
形成巨厚的类复理石建造

，
岩石普遍浅变质

。

湖南的泥盆系是研究华南泥盆系的重要地区之一
，
中

、

上统发育良好
，
具有多种沉积

类型和比较完整的地层剖面
。

一晚泥盆世地层划分为灰岩
、

将位于中泥盆统棋子桥组之下

碎屑岩
，
根据���‘�肋��刃协娜

根据岩性
、

古生物群组合
，
我们将湘中湘南区中泥盆世晚期

泥灰岩
、

碎屑岩三个相区
，
并建立了相应的岩右地层单位，

，
前泥盆系不整合面之上的这一大套原统称 权跳乌涧组

”
的

��
�

夕。 ，
丽

�。 。 ，

为
。 ，‘����‘ “ �。 ‘ ‘曹访。 ，“ ， 等化石

，
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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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下谬盆统源口组
，

中泥盆统半山组
、

跳马涧组
‘
在澄县三门水库中握盆统云台观组中

发现枷“ ” ��娜久和归“ ，
并与南京地质古生物研寒所合作

，
�

完成了该化石的 复原
一

图
，

在国内外亦属罕见
。 · �

湖南的石炭系赓为我国地层古生物工作者研究的再要地区之一 研究程度较高
，
建立

了比较完善的地层不统和化石带
·

在
“
江南古陆

”
南部因石炭纪各期梅侵随 地 区 而 有先

后
，

故造成系内不同层位地层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或超覆关系
。

新建 尚保 冲 组
、

樟树湾

绷 分别相当于岩关阶及大塘阶
。

在湘东
、

湘南一带的
“
茶陵式铁矿

” ，
传 统 将其置于上

泥盆统
，
但橱裤共年该层位发现早石炭世牙形刺

，
珊瑚

、

腕足类
、

植物
、

苔醉虫等多门类

生物组合
，

应属下石炭统邵东段�

二叠系研究的主要进展是
� �� 查明茅 口组与当

一

冲组
、

大隆组与长兴组大体 上 为同期

异相沉称 它妇在岩相递变区
，
不同生物门类的标志分子或以叠互层相间出现

，

或为同层

混生
。
�� 关于上

、
下二叠统的界线

，
新化一浏阳小区缺失上二叠统龙摸组不含煤 段

，
且

与下二叠筝茅口组为假整合接触
，

�

茅口组产���
“ ” 分���“ “ ���” “带

， 几

代表早二叠世最高

层位
，
故可何接得知龙潭组应为晚二叠世早期

， 邵阳一来阳小区龙潭组的不含煤段之下
，

在当冲组所夹灰岩中采获大量��
口，‘��汀‘，�，

说明其时代应划归晚二叠世早期
，
但 在永兴

马田龙潭组不含煤段中
，
采获�‘对����邝，及�“ 耐口” 妙哪“ “ ，

因而又说明龙潭 组 中有一

部分属下二叠统顶部
。

由此看来龙谭组不含煤段并不是一个等时面
，
而是一个穿时体

，
在

北部较新
，
在南部较老

。
�

。

查明二叠系与三叠系之间普遍地在岩性上为过 渡 接触
，
生物

上存在肴混生带
，
过去认为属古风化壳的粘土岩已被证实为海相沉积物

，

因而二叠系与主

叠系是连续沉积
，
改变了传统的假整合观点

。

通过����万区调
，
建立了湖南三叠系不同的沉积类型

，
查明了下统大冶 组 和 张 家坪

组， 嘉陵江组
、

管子山组与麒麟山组为同期异相沉积
。
中统巴东组和三宝坳组亦为同期异

相沉积
。

在江西萍乡
，
浏阳澄潭江等地发现晚三叠世海相和陆相双壳类组合混生相

，
对区

域地层对比
、

梅陆分布和含煤环境等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 几

侏罗系建立了较完整的地层系统
，
发现早侏罗世早期有海 相 �血才“ �‘

一�对“ 介 和陆相

价那触俪��介
一
压沁��

口“ 赫 双壳类混生
，
在湘东南地区尚发现海相头足 类 �对时“ ‘ �。

华

南区在早侏罗世晚期才转为陆相沉积� 将原安源组肢解为晚三叠世和早侏罗世两部分
，
其

下部发现晚三叠世海相双壳类动物群
，
其上部发现早侏罗世锥叶蔗与华水双壳类共生

� 将

怀化一带的小江口群划分为上三叠统
、

下侏罗统
、

中侏罗统等
，
均进一步提高了区域地层

白里系一第三系均为陆相沉积
，
已查明二者为连续沉积

，

局部呈生物混生
。

在各主要

盆地的上白至统中都发现了恐龙蛋化石
， ·

在展溪还发现湘西恐龙足印
，

衡阳盆地原定为下

第三系古新统的东塘组
，
近几年亦发现恐龙蛋化石

，

西改定其时代属晚白圣世蟀期
。

第四系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在雪峰山
、

万洋山
、

太围山等地发现更新世冰蚀地形
，
并在

上述山区及其他地区发现冰期和间冰期沉积物
，
认为参省更新世有 相 当 红 崖

、

都阳
、

大

姑
、

庐山四个冰期和相应的间冰期存在
，
建立了相应的地层序列� 在湘西北

、

湘东
、

湘中
、

湘南等雄的洞穴堆积物中
，
发现更新世洞井铺期保婶洞抱山动物群和白水江期 �相当旧石

器晚期乏排阳上龙皋洞原始人类文化活动的刻纹骨椎
。



第 �期 何开善
�

湖南区域地质研究的新进展

， �二�岩浆岩方面

经区域地质调查后
，
有如下的重要发现和新的认识

�

�
�

基本查明了湖南岩浆岩的活动期次

目前
，
根据地质资料和有关测试结果

，
由老至新共建立了武 陵

、

雪 峰
、

加 里 东
、

印

支
、

燕山
、

喜山等六个岩桨期
。

所有侵人岩以复式岩体和同期多阶段
、

多次侵入体为特征
，

绝大多数为壳源重熔型
，
仅加里东期

、

燕山早期沿断裂带在湘东南有少量壳慢源过渡型
。

岩浆活动的时
、

空分布具有自北西向南东迁移的趋势
。

�
�

湖南岩浆岩的基本特征

魂 ���受地壳发展阶段所控制
，
与构造运动主幕相随

，
并在时

、

空上的表现强度相吻

合
。

中酸性侵人岩主要出露在雪峰山新华夏系第三复式隆起地带以东
，
一般形成于每一场

构造运动的晚期阶段
，
绝大部分岩体分布在隆起区或背斜构造部位

，
主要受不同构造体系

的正向复合部位控制
，
岩石类型复杂

，
化学成分富酸碱性和挥发性

，
岩浆分异

、

演化多较
兔

完全
，
多数是复式岩体或同期多次侵入体

，

�
、
��等元素含量高

，
与岩体有关的矿产

，
特

别是有色金属和稀有稀土矿产丰富
，
其成因分为壳源重熔型和壳慢源过渡型

，

而绝大部分

属前者
。

火山岩 �成群成带的�
、

基性超基性岩
，
一般形成于每一场构造运动的早期 阶 段

，
多

分布在高级断裂带附近和地壳沉降幅度较大的拗陷带及其边缘
。

成群成带分布在高级断裂

带附近的煌斑岩常与基性超基性岩相伴产出
，
可能是同期同源不同相的产物

。

火山岩
、

基

性超基性岩浆活动强度由北西向南东减弱
，
但晚期 �燕山晚期一喜山期�则具反向迁移的

特点
。

���有一定的展布方位和分区分带特点
。

中酸性侵人岩总体位于雪峰山华夏系构造

带的南东地区
，
或

“
江南古陆

”
沿线以南地区� 早期位于雪峰山早期华夏系断裂带上

，
多

与海相环境有关
，
晚期位于湘东新华夏系多字型斜列的断陷盆地内

，
多与陆相环境有关，

北东向的长寿街一双牌断裂带
，
控制印支，燕山期岩性分区及过渡型花岗岩的展布，

而北

西向构造带则控制印支早期岩体展布及加里东期过渡型花岗岩带的展布� 不同体系正向复

， 合区是岩体产出的主要构造部位
，
从而构成平面分布上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等距性

。

���复式岩体及同期多次侵人体具有明显的演化规律
。

绝大部分中酸性侵入岩具明

显的深部分异特征� 同期多次侵人体
，
晚期次的多侵人于早期次的中部

。

���花岗岩的成因类型及主要特征
。

重熔型
�
多受隆起构造和切割地壳较深的断裂

控制
，
成岩温度较低

，
岩浆深部分异和演化一般较好

，
多次侵人特征明显� 岩石类型以黑

云母
、

二云母花岗岩和黑云母
、

二云母二长花岗岩为主� 化学成分中的 ���
�
一般较高

，
铝

质指数 �������一般大于�，
����较低

，
����

了较高� 云母一般富万�贫 劫�� 微量元素
‘

中的铁族元素和亲硫元素含量较低
，
稀有及稀土和�

、

物
。

等元素较高� �������“ 一般大

�
于�

�

����� 稀土元素分布型式图多属对称类
，
��亏损明显， 有关矿产主要为�

、
�”

、

�叭
全

心

一
’
�

一”
‘
�

一
产 ��

’ ‘

一
’

一
� �

一 一
·

� � ，
� � �

， �� � �

一
� ��

、

稀有
、

稀土
。

过渡型
�

多分布于长寿街一双牌断裂带东南地区
，
受深断裂控制

，
成岩

� 温度较高
，

岩浆分异
、

演化较差
，

多次侵入特征不明显� 岩石类型以花岗闪长岩及花岗闪长

班 斑岩为主
，
均属黑云母型

，
多有角闪石出现， 化学成分中���

�

较低
，
铝质指数一般小于�，

����较高
，

�����较低
�
云母一般富��贫��� 微量元素中的铁族元素和亲硫元素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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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稀土及�
、

��等元素较低� ��
�’
���

” “
小于�

�

����� 稀土元素分布型式图多属下 斜式
，

��无明显亏损� 有关矿产主要为��
、

��
、
��

、

峪
、

��
、

如
、

黄 铁 矿 等
。

这些资料
，
对

研究湖南乃至华南区大地构造运动性质
，

分析地质发展历史
、

沉积作用
、
成矿作用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三�地质构造方面

通过区域地质调查
，
对湖南的地质构造取得如下成果和认识

�

�
、

基本查明了湖南省境内的地质构造特征
。

从地质历史发展的观点看
，
区域 地 质构

造总体经历了前泥盆纪活动型
、

晚古生代稳定型
、

中新生代次稳定型三大发展阶段
。

概括

地说
，
湖南地壳运动的基本特征如下

。

���地壳运动的方式和方向
，
是以南北向和东西向推挤或扭动为主导

，
其他的运动

方向和方式基本上是由此诱导而来的 �

���地壳运动的不均衡性
。

同一场构造运动
，
基本上都具有造山和造陆两种表现形

式
。

这种不均衡性还表现在武陵期
、

雪峰期为北强南弱
，

而加里东期
、

海西一印支期
、

燕

山一喜山期财相反
。

���大陆地壳演化的迁移性
。

湖南大陆地壳在由活动区转化为稳定的过程中
，
明显

地表现为由北西向南东的逐步迁移
。

这一特点从构造运动强度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和地质体

在空间上的展布得到说明
。

与此相对应的岩浆活动
、

沉积建造
、

成矿时期等
，
也是从北西

向南东由老到新的迁移
。

例如
，
武陵山区在武陵运动后已由活动区转化为稳定区

，
自此以

后
，

形成了、 整套典型的稳定型沉积建造，
而淞中湘南区在同一时期内

，
仍然保持着活动

型的沉积环境
，
直到加里东运动晚期才完成这一转变

。

���
“
江南古陆

”
在湖南地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
它是在宜昌上 升以 后逐步

抬升
，
经过加里东运动才崛起为陆的

。

在此以前的地史时期
，
它一直处于槽地或水下隆起

或岛链环境
，
对前泥盆纪沉积作用起着十分重要的控制作用

。

加里东运动后
，
是晚古生代

沉积的天然屏障
，
是古生代杨子海和华南海之间的过渡性海域

。

中生代以来
，
它又是新华

夏系第二沉降带和第三隆起带在省内的主要边界
。

在地史上对控制基性
、

超基性侵人岩和

中酸性侵入岩的展布规律起着重要的作用
。

据最近大地电磁狈组深资料
，
大致于安化一陇城

一线以西
，

是岩石圈俯冲带和上地慢上部仰冲的双重结构的前峰
。

���构造体系成生发展的长期性和中生代以来表现的构造迭加性
。

这一特点尤以华

夏构造体系系列表现得更突出
，
燕山期和喜山期构造活动带迭加在不同时期构造带上

。

与

此同时
，
早期定型的构造体系又继续保持一定的活动性

，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

联合
、

复合关系
，
使整个构造格局更为复杂

，
成岩成矿更为丰富多采

。 ·

纵上特征
，
基本反

映了湖南大陆地壳演化的总轮廓
，
由此支配而成生的构造体系格架

，

是控制成岩成矿和地

震地热的构造
溅

。
一

�
、

基本查明了湖南地壳运动的期次和性质
。

湖南所经历的地壳运动主要有武陵运动
，

雪峰运动
、

加里东运动
、

安源运动
、

宁镇运动和喜山运动等
，
这几个时期的构造运动相对

比较频繁强烈
，
往往具有广泛分布的不整合面

，
代表了一场大规模的构造运动

。
虽表现形

式
、

发生时期有所差异
，
但与主要构造体系的成生

、

转变或分期的时间大体相当
，
能较集

中地反映本省的地质构造发展的主要特征
，
从而具有分划性意义犷 其中在地史上占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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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
，
影响最大的是加里东运动

、

安源运动和宁镇运动
。

加里东运动结束了全境的活动沉

积
，
安源运动基本上结束了湖南的海相沉积历史

，

宁镇运动使地壳演化进入更高级发展阶

段
，
全省均属次稳定型的陆相沉积

。

�
、

深化了对地壳运动和主要构造体系对成岩成矿
、

地震地热的控制作用 的 认识
。

省

内控制沉积建造及岩浆活动的主要构造体系是东西向构造带
、

华夏构造体系系列及其雪峰

山联合弧所组成的基本构造格局
。

主要构造体系的边界基本上都是一
、

二级地层区划的界

线
，
而具体的构造带常是二

、

三级地层区划的界线或过渡区
，

一些复背斜
、

复向斜和断裂

带
，
控制了岩性

、

岩相
、

厚度
、

生物群组合
、

含矿层位的变化等� 多个构造体系联合
、

复

合的隆起部位
，
常常是中酸性岩浆侵位的主要空间

，
而高级断裂带的 展 布 方 向

，
则是基

性
、

超基性岩
、

火山岩成群成带充填的主要构造条件
。

省内沉积矿产及部分层控型矿产的形成和分布受地壳运动的性质
、

构造体系的展布特

征和沉积建造控制
。

其中具有显著的共同特点是
�

沉积型
、

层控型矿产
，

大多数都产在地史

演化中的稳定发展阶段
，

特别是经一场大规模的构造运动后
，
由活动区转化为稳定区的沉

积建造序列中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赋存于海侵序列的碳酸盐建造内
。

在空间分布上明显地

受构造体系展布规律所制约 � 随着构造运动性质和强度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和空间上的迁移

性
，
含矿层位由北西向南东逐步提高

。

例如
，

震旦系的铁
、

锰
、

磷矿产
，

含矿岩系底部均为冰

债建造或冰债建造与碎屑建造的混合类型
。

铁矿赋存在间冰期内
，
锰

、

磷矿层产于海进序

列的碳酸盐建造中
。

矿床位于基底隆起周缘或次级拗陷区
。

江 口式铁矿分布在北纬 ��
�

��，

以南地区� 锰矿主要分布在北纬��
�

��‘
���

“
��

‘
之间

，
磷矿主要分布在北纬��

�

��
‘
���

�

��‘

之间
，
恰与纬度带内三条东西向构造带所展布的范围一致

，
明显地受构造体系的控制

。

内生金属矿产的形成和展布主要受纬向构造体系和华夏构造体系系列的双重控制
，

尤

以后者的北东一北北东向的断裂占主导地位
。

这些构造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矿产的控制

作用是不同的
，
但在一定的构造带内

，
某些组合的矿床常循其方向展布构成矿带

、

矿田
、

矿床
。

例如
，
湘南地区的主要构造体系是以东西成行

、

南北成排
、

北东一北北东成列所组

成的基本构造格局
，
将这些

“
行

、

排
、

列
”
在空间上的交点与区域内生金属矿产的分布相

比较
，
就可以发现它们有着显著的一致性

，

并且受构造体系的成生时期和展布规律制约
，

这些矿产显示了一定的分带性和等距性等一级控制作用的特征
。

活动构造体系
一

划也震分布关系密切
。

省内第三纪以来仍在活动的构造体系主要有新华

夏系和华夏式构造体系
，
它们的活动方式

、

强度和频度及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
，

但主要以

活动断裂形式为主
。

据地震资料记载
，
�

�

�级以上的地震震中位置有资料可查者为��次
，

其

中出现在活动构造体系上有��次
，
占��

�

���
，
其余��次见于活动构造体系与其他 构 造体

系复合部位
。

大于 ��级的地震
，

都分布在北东或北北东向的断裂带上
，
且大都属于非地热

异常区
，
即温泉极少或无温泉的构造部位

，
而温泉出露较多的构造部位

，
地震的强摩一般

小于 �级
。

地震和地热之间在活动断裂带上此多彼无的分布关系
，
可能是机械能与热能之

间的转化关系
，
它们的时空分布表明与活动构造体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认

以上的主要地质成果和认识
，
在已编就的 《湖南省区域地质志 》中作了较为 充 分 的 阐

述
。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都是集体劳动成果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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