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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雪峰古陆

”
的构造间题是华南区域构造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

震旦纪至早古生代时期为扬

子古陆的东南被动大陆边缘的一部分
，

发育了以斜坡相为主体的沉积组合
�加里东造山作用时期

，

这

里成为扬子古陆的边缘褶断山系
，

但仍为扬子地块的一部分而非习称的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
它是由于

华南加里东武夷一云开弧后盆地关闭
，

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拼接形成的陆弧碰撞造山带的一个组成

部分
。

其主要构造样式为前陆地带的准原地型逆冲叠瓦推覆构造
。

横跨湘
、

黔
、

桂三省区交界地区的
“
雪峰古陆

”
是华南构造研究的一个热点地区

。

由于前寒武

系在本区的大面积出露
，

传统上雪峰隆起被看做是 自震旦纪
、

寒武纪以来就长期存在的古陆剥

蚀区
。

但自�� 年代起有人提出当时不但没有古陆反而是较深海盆的论点
〔 ‘ 〕 。

�� 年代以来
，

人们

从活动论出发重新认识古陆问题
。

郭令智
、

施央申等提出雪峰山是元古代古岛弧
〔�〕 ，

朱夏
、

陈焕疆

等最早提出雪峰山是印支一燕山期的推覆构造
〔�、

�〕 。

许靖华认为江南一雪峰古陆是来自华夏古陆

的阿尔卑斯式巨型辗掩推覆异地体和巨型飞来峰
，

板溪群是中生代的混杂堆积
〔�一�，。

对古陆构造

性质的认识涉及两个重大问题
�

���对华南大地构造性质特征及演化的认识 ����在华南古生界寻

找海相隐伏油气 田
。

“
七五

”
期间由 �个院校

、

研究所联合开展的江南一雪峰古陆的构造与古生代油气盆地关系
。
的研究获得了若干重要的成果

。

其中在构造方面主要有
�

重新肯定了板溪群是元古代沉积的地层

单位而不是什么三叠纪的混杂堆积
�震旦纪一早古生代时期雪峰地区不是古陆剥蚀区而是大陆

斜坡沉积地带 �江南一雪峰地区存在众多的逆冲推覆构造和滑覆构造
，

但它们是准原地型而不是

异地体
，

不存在大规模异地的阿尔卑斯式的辗掩和巨型飞来峰构造
。

在有关逆冲推覆构造的形成

时期上
，

多数人认为是印支一燕山期
，

笔者根据在黔东南和桂北所见
，

认为除了印支一燕山期的

逆冲推覆构造外
，

该区的逆冲推覆构造和滑覆构造在加里东期已经存在
〔的 。

� 震旦纪一早古生代时期扬子古陆的被动大陆边缘

本区震旦纪一早古生代时期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传统称谓的扬子地台与华南加里东地槽

褶皱带之间的过渡地带
。

出露的最古老的变质褶皱基底为中元古界冷家溪群和四堡群
，

晚元古界

板溪群与之成角度不整合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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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元古代时期沉积了同时异相的三个岩群 �板溪群�下江群�丹洲群
。

总的特点是复理石
、

类

复理石建造
、

火山碎屑岩建造
，

由浅海砂
、

页岩
、

凝灰岩及少量碳酸盐岩组成
。

在板溪群中
，

湘西地

区多处发现基性
、

超基性岩成群成带出现
。

其中在黔阳山石洞及古丈万岩等地区均为喷出之碱性

玄武质熔岩
，

说明本区在板溪群沉积时已处于拉张的构造环境
。

雪峰�晋宁�运动除在湘西北局部

为角度不整合外
，

在黔东南及桂北均为平行不整合 �从板溪群到震旦系代表一种被动大陆边缘沉

积组合
。

这说明本区在武陵运动以后就开始成为扬子古陆的被动大陆边缘
，

震旦纪时只不过继承

这种性质并一直持续至早古生代
，

在加里东造山幕到来的时候才结束这种状态并转化为后加里

东的隆起剥蚀区
。

早古生代时期之所以不存在雪峰古陆
，

其证据在于早古生代每个纪的相带都穿过
“
古陆

”
的

现代露头
，

而在岩相和厚度上无变化
，

迄今为止也未见到任何有关在古陆附近发现下古生界边缘

碎屑相的报导
〔的 。

� 加里东期扬子古陆东南边缘褶断山系

在雪峰古陆区普遍可见泥盆系或石炭二叠系呈角度不整合超覆于前泥盆系之上
，

即黄汲清

之所以称江南古陆为加里东褶皱山系之原意
。

但是这个加里东褶皱山系并非习称的华南加里东

地槽褶皱山系的一部分
，

而是扬子古陆东南大陆边缘褶皱山系的一部分
。

在现今雪峰古陆区所见

乃是自武陵�四堡�期以来的多期叠加改造的复合构造
。

要认识加里东期的古构造
，

从现在的即燕

山期以来的现存构造�图 ��中经过构造筛分与复原才能奏效
。

其中构造复原工作涉及许多方法

学原则
，

以及需要地块旋转
、

构造位移量等方面的数据
，

难度更大
，

就 目前研究程度尚难做到
。

做

为古构造研究的第一步
，

是从现今多期复合的构造框架中筛分出现存的加里东期古构造�图 ��
。

�� � 主要构造框架

通过各种时代确定标志�地层接触关系
、

岩体的同位素年龄
、

同沉积断裂
、

共生构造组合的同

时性分析等�
，

可以从多期复合构造的框架中筛分出加里东期古构造的单元
，

组成本区加里东期

古构造框架�图 ��
。

框架的北界为江南断裂
，

从岳阳至大庸大致呈东西向分布
，

加里东期为一条

重要的地层岩相古生物突变带
�北西界为鄂湘黔岩石圈断裂带

，

物探证明断裂切穿岩石圈底部
，

断面倾向南东
，

倾角 ��
“

左右
，

断裂带两侧早古生代沉积相不同
，

为华南寒武纪古生物地理区扬

子型与过渡型分界线
�区内北西侧慈利一花垣断裂带为该岩石圈断裂带组成部分

�
再往南西沿保

靖一铜仁一镇远一凯里一都匀一线
，

则为古陆西侧印支一燕山期边界断裂所切
，

原加里东期边界

断裂已难复原 �东南侧与华南加里东地槽褶皱带边界断裂则大体沿冷水江一隆回一城步一三江

一线分布
。

这一断裂带沿湘西靖县一桂东北融水一线两侧
，

寒武系的沉积相存在明显差异
�

该线

以西
，

龙王庙期属斜坡相沉积
，

其东侧属盆地相
。

该线以西
，

寒武系厚度不足 ����
，

而其东厚度竟

达 �����
，

两者之间缺失下部斜坡相
。

在边缘褶断带内部尚可进一步划分出东
、

西两个构造亚带
，

在湘西北保存比较完好
。

�
�

�
�

� 西带 以武陵山为主体
，

北西侧以花垣一慈利断裂带为界
，

东南侧以怀化北东向断裂与

东带为界
。

本带由上元古界红色板溪群和震旦
、

寒武
、

奥陶系组成
，

一级褶皱带由武陵山复背斜和

沉麻复向斜组成
。

其加里东褶皱之时代依据在于卷入地层和构造走向北东东
，

其褶皱轴向与加里

东期沉积相带及断裂带走向协调一致
。

此外
，

我们在麻粟场所做断裂带中的组构测量与分析也证

明这一点
�

在剖面上有低缓角度的顺层滑脱
，

断坪及断坡
，

其滑脱层中褶皱经后期改造
，

现位 �

轴走向近南北向
，

但枢纽近直立 �向南南东倾伏
，

倾角 ��
。

一���
，

复原其原始产状
，

原始 �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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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雪峰地区深部地质构造推断剖面示意图�据范小林�

���
�

� �������� ������� ������ ��������� �� ��� ������� ����

�一中生代盆地 ��一古生代地层山系
��一晚元古界形变层体

��一中元古界褶皱基底 ��一晚太 占一早元 占界

变质基底
��一异地块�����一上元古一下古生界形变层体 ��一下

、

中元古界基底层
��一古生代构造侵入岩脉

群 ���一主要冲断层
��一壳慢滑脱�相变�层 ���一地壳底界

���一壳内韧性剪切带
���一残余洋壳

为北东东
，

倾向南南东
，

与前述加里东期主压面区域构造应力场一致
。

该主体复式褶皱形态开阔

宽缓
，

岩层倾角 ���一��
“ ，

局部地段主要是近断层处
，

可达 ��
。

一��
。

不等
。

顺层滑脱发育
，

尤以陡

山沱组与下伏冰碳层间以及陡山沱组与下寒武统间为最
，

常形成一些层间倒转或近平卧褶皱
，

并

裹挟着构造透镜体或布丁构造
。

应该强调指出
�

震旦系与寒武系之间硅质岩及碳质页岩段的顺层

滑脱是区域性的
，

无论在西带还是东带
，

甚至在黔东北铜仁地区
、

黔东南三穗地区到处可见
，

而其

运动指向则既有显示上盘顺层向北西方向逆掩�如铜仁漾头地区�
，

也有显示上盘向南东方向逆

掩�如怀化东南侧�
，

也显示多期次的顺层滑脱
。

有关其成因在后面还要讨论
。

�
�

�
�

� 东带 位于安化一怀化一线东南
，

大体可以现今玩麻盆地东南侧为其北西界
，

地理上构

成雪峰山脉的主体及其南东侧
，

构造带走向北东东
，

可称为辰溪一安化断褶带
，

大体展布于安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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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

侮
蜻

怀

化

帆 可 榕 融

里 甲 江 安
，�，

�，劣
，�� �

众 登� ，了了
、
盏成斑宝与

�

只济节卿夸，贾于食 货黔
， � �” �

构造单元编号及名称

�一扬子地台
� 一地台边缘加里东

褶断带
���一边缘摺断带外带
��一边缘褶断带内带
� 一华南加里东地擂

褶皱带

� 明 ��腼

图 � “
雪峰古陆

”
加里东期古构造形迹 �现位�图

���
�

� ���������� ������������� �������� ����������������������
“
������� �������

�’

�注
�

本图参考 � �

�� 万和 � ， ��� 万地质图编绘�

�一下古生界
��一震旦系

��一板溪群
��一四堡群 ��一加里东期花岗岩 ��一加里东期超基性岩

��一岩石圈断裂 �

�一逆冲推筱
��一伸展滑覆

���一向斜�含轴面倾向�，�一背斜�含轴面倾向�
���一倒转褶皱

�
��一区域性构造面理

沉陵
、

辰溪
、

淑浦一带
，

由呈近东西向的褶皱
、

断裂及武陵期
、

雪峰期中酸性岩体组成
。

多处见中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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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统或石炭二叠系角度不整合于早古生界或板溪群
、

震旦系之上
。

属于加里东期的褶皱如安化向

斜
、

大渭溪向斜
、

平 口向斜
，

走向由北东东向转成北东向
。

褶皱形态多属紧闭线型
，

轴面向南�或南

东�陡倾
，

向北西歪倒
，

近断裂处可斜歪乃至平卧
。

与褶皱轴面平行的走向断层十分发育
，

它们加

剧了褶皱次级化的发展并肢解了原始褶皱形态
，

使之出现一些半背斜或半向斜
，

断面多倾向南

东
，

倾角平缓至中等
，

造成南东盘较老岩系向北西侧逆冲于较新的寒武一奥陶系之上而形成迭瓦

扇状
。

沿辰溪一安化褶断带走向南西至怀化
、

黔阳
、

洞 口一线雪峰山中南段
，

在洞 口地区泥盆系不

整合于志留系之上
，

在新建亦见石炭系不整合于板溪群一早古生代地层之上
。

因印支一燕山期强

烈的北北东向断裂的归并改造
，

原来之构造面貌已不清楚
，

但当横穿构造线详细做构造剖面时
，

我们发现在走向北北东的构造中常常包容保留一段段的走向北东东向的岩层
、

劈理
、

片理
、

褶皱
、

逆断层等等
。

它们无一例外地被北北东走向的后期断裂所切割
，

说明它们是比较老的构造线
，

应

属加里东期构造
。

综上所述
，

东西两带的构造特征是
�
���西带以开阔平缓轴面近直立的褶皱变形为主

，

只在某

些褶皱翼部
，

由于断坪的顺层滑脱
，

在断坡处发展成为逆冲推覆
，

造成局部地层的强烈褶皱或叠

瓦式断裂组合 �东带则常表现为区域性片理或构造劈理 �����。
，

岩层强烈褶皱成紧密线型同斜

倒转褶皱或较紧闭之斜歪褶皱
�反映此边缘褶断带

，

其西带具有扬子地台特征
，
而东带具有地槽

褶皱山系特征
。

���加里东期逆冲构造具有向北西方向逆冲和向南东方向逆冲两组运动方向
，

在

剖面上表现为后者切割前者
。

至于黔东南褶断带从凯里经雷山
、

榕江
、

从江至桂北四堡乃至融安一线的剖面研究来看
，

最

新研究成果表明又有它的特色
。

在广西罗城四堡
、

融安
、

融水一带
，

中泥盆统不整合面普遍存在
。

在泥盆系不整合面以下发育加里东期强烈褶皱
，

其构造走向北东东向
，

在融安以西
，

轴面倒向北

西
，

融水以东轴面倒向南东
，

形成扇形反冲构造
。

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四堡
、

宝坛
、

黄金一带在板溪

群及震旦系中发育强烈变形层
〔” ，

强烈变形层内的平卧褶皱
、

轴面劈理
、

褶叠层
、

肠状石英脉比比

皆是
，

实为巨型滑脱层�图 ��
，

它被泥盆系所不整合覆盖
。

在泥盆系中绝无这套变形 �见宝坛大桥

附近剖面�
，

显示了加里东期推覆构造和滑覆构造的存在
。

在靖县城郊渠水旁
，

可见震旦系陡山沱组硅质岩和寒武系底部碳质页岩呈强烈倒转紧密褶

皱逆掩于寒武系之上
，

震旦系冰水沉积物 �长安组�与寒武系页岩直接接触
，

走向北东东 ��
。

一

��
“ ，

断面倾向南东
，

其上为石炭系碳酸盐岩覆盖
，

石炭系灰岩具有后期断层切割
，

但变形微弱
，

说

明该逆掩推覆形成于加里东期
。

由此往北西
，

在南明盆地与天柱背斜之间亦存在一加里东期逆冲

断层
，

断面南东倾
，

再向北西进入三穗向斜的东西翼
，

沿西江断裂有 �
一

��
年龄为 �

�

�� 亿年之岑

松超基性岩侵入
，

表明该断裂在加里东期 已经存在
，

而在该断裂带中之岩体 已被压扁拉长
，

倾向

北西 �杨宗文
〔，�，
对西江断裂研究后认为是一韧性断层

，

断层倾向北西
，� 线理指示上盘 自北西向

南东逆掩 �再往南西
，

朱霭林等
〔
川的最新研究

，

亦认为加里东期在雷山排里拗一带亦为一系列轴

面倾向北西
，

倒向南东的同斜倒转褶皱
，

显示加里东时期扬子地台向南东方向逆掩推覆
，

再往西

到凯里以西由于印支一燕山后期逆冲推覆构造的改造
，

加里东期的构造已经很难恢复
，

但从黔东

南古陆西缘凯里
、

黄平之间分布有一组走向北东 ���
，

由寒武一奥陶系组成之平缓褶皱
，

与湘西

北对比
，

有可能也是加里东期形成的
，

相当于湘西北西带的构造成分
。

应该说明的是
，

前述所见多为加里东期构造现存状态
，

它究竟能否代表加里东期构造原始形

态�就不同地区而言
�

在西带中包括在黔东南古陆及桂北
，

大部分地区泥盆
、

石炭
、

二叠系以近水

平或缓倾斜超覆于前泥盆系之上
，

说明后期构造改造不强烈
，

因此这些地区泥盆系不整合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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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形基本上接近原来加里东期的构造形态 �但在东带有不少地方泥盆系及其上的地层陡立甚

至倒转
，

后期构造改造强烈
，

在这种情况下
，

现今所见构造形态与加里东期原始形态相去甚远
。

如

湖南洞 口剖面所见
，

如将泥盆系复原至水平
，

志留系褶皱应为一轴面近直立
，

倾向东南的紧密褶

皱
，

而现今看到的是轴面劈理近水平的平卧褶皱
。

�
�

� 加里东期推班构造存在依据及其基本特征

�� �� � 存在依据

���下古生界缺失带的存在 在雪峰地区整个板溪群
、

震旦系及少量下古生界地层直接被泥

盆
、

石炭
、

二叠系超覆不整合
，

表明泥盆纪或石炭纪以前本区已发生了区域性的大面积隆升剥蚀
，

它是如何造成的泥�由沉积古地理的复原可知本区早古生代沉积厚度近万米
，

单纯的垂直抬升显

然无法使上万米的沉积盖层剥蚀掉
，

从而使石炭二叠系超覆其上 �而加里东造山带的存在也表明

并不存在单纯的垂直抬升
。

要使褶皱核部的老地层出露
，

必须形成紧密的复背斜构造并使其核部

遭剥蚀
，

但古陆上的加里东褶皱并非复背斜带
，

尤其是西带是以平缓开阔的褶皱样式为主
，

因此

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使古老地层大面积出露
。

只有通过加里东造山带所形成的挤压
，

区域性的

顺层滑脱和岩片的逆冲推覆加上后造山期的隆起剥蚀
，

以及通过后期伸展拆离滑覆使老地层裸

露遭受夷平
，

才能使石炭
、

二叠系呈水平状态超覆其上
。

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
，

仅是个别的逆冲叠

瓦构造是难于形成如此大面积的老地层出露的
，

必须是大区域的逆冲岩片和伸展拆离才能造成
。

���巨型滑脱层的存在 如前所述
，

本区存在十几条加里东期逆冲断层及区域性的滑脱层
，

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桂北四堡地区震旦系
、

板溪群所发育的强烈变形层
，

表明整个岩系�包括几个

岩组数十至上百米厚�都卷入了厚层的滑脱层 �图 ��并清楚地为泥盆系所不整合
，

证明它是加里

东期巨型推�滑�覆构造的产物
�在大体同一层位上

，

在黔东南台江新寨背斜核部出露的板溪群底

部甲路组
、

鸟叶组中所存在的强烈变形层
，

同样也是同一巨型滑脱层
。

这些加里东期巨型滑脱层

的存在
，

无可争辩地证明加里东期巨型区域性推�滑�覆体的存在
。

���早古生代岩相带的缺失和变窄 从湘西北至黔东南的震旦系和下古生界沉积相带
，

沿走

向有显著的变窄甚至缺失现象
。

它是由于加里东期推覆和缩短作用造成的
，

其主要依据是
�①相

带缺失带和变窄带与滑脱推覆带重叠
�

经我们在大庸双溪
、

吉首北西麻粟场
、

铜仁
、

漾头
、

茶店等

地实地考察
，

均发现滑脱构造和逆掩推覆
，

证明这些地区的相带缺失和变窄是由于推覆作用造成

的
。

由于逆掩推覆造成地层岩相带的缩短与相带的被掩盖
，

从而造成缺失或变窄�图 ��
。

②相带
变窄或缺失带总体走向北东东

，

与加里东主构造线一致
，

相带变窄带与花垣一慈利断裂带
、

江南

断裂带
、

鄂湘黔岩石圈断裂带等加里东期逆冲断裂带位置一致
。

③泥盆
、

石炭
、

二叠系中并无这种

岩相变窄或缺失带的存在
。

���地球物理方面的证据 区域性大型推覆构造的滑脱层或推覆面常向地下延伸较远
。

地震

剖面揭示在凯里和雷山之间地下 ��� 处
，

存在一大型滑脱面并与地表印支一燕山期的挂丁断

裂地表露头线相连
，

总体向南东倾
，

反映印支一燕山期黔东南古陆西缘存在一条大型推覆构造
，

使大面积板溪群基底岩系逆冲于晚古生代地层之上
�
但是

，

同一条地震测深剖面在这条挂丁大型

向东南倾斜的推覆面的下面
，

还有一段向北西缓倾的古生界地层
，

这套构造却与地表西江断裂和

雷山挂里拗一带向北西倾斜向南东推覆的构造相一致
，

并在挂丁以西相衔接�图 ��
。

通过重力反

演计算
，

桑植一涟源
、

江 口一洞 口
、

翁安一从江三条剖面进行了深部地质构造推断
，

也认为在地下

存在壳内韧性剪切带和壳慢滑脱层
。

地球物理资料似乎也暗示本区的推覆构造在加里东期已经

开始形成
，
现今所见到的地下深部推覆面是长期构造演化的综合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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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荃本特征

���构造样式 基本样式是逆冲叠瓦岩片
，

断面倾向南东
，

在逆冲叠瓦岩片前锋带的后缘常

常出现与总体逆冲方向相反的反冲构造
，

反冲断层是因逆冲滑动中受断坡或锋缘前侧阻抗而反

向逆冲形成的
，

它主要发生于逆冲断层系的前峰部位的断坡后侧
。

总观全区
，

在北
、

中
、

南三条区

域性构造剖面中
，

都可以看到这种反冲构造
，

都有泥盆系不整合覆盖其上或为加里东岩体所侵

入
，

清楚地表明这种反冲构造形成于加里东期
。

���构造分带 可分为根带
、

中带和锋带以及相关的后缘带和外缘带
。

后缘带位于根带后侧
，

外缘带位于锋带前侧
�

根据本区的变形特征
，

大致以东带��
�
�为前锋带

，

西带��
�
�为外缘带

。

锋

带挤压作用强烈
，

逆冲推筱发育
，

并发育陡倾紧闭至同斜倒转平卧褶皱及劈理
�

外缘带受锋带影

响也发生变形
，
但挤压逐渐变弱

，
发育中高角度逆冲断层和少量正断层

，
由紧闭褶皱变为开阔褶

皱和单斜挠曲
�

在西带常见平缓岩层和断坪断坡相间出现
，

它反映出西带构造变形较东带相对较

弱
。

���前锋带类型 根据地表所见加里东期逆冲推覆的特点
，

其推覆前锋属于显露型
。

深部滑

脱层即底板逆冲断层在地表为叠瓦式分叉断层组
，

滑动分散到各条分支断层上
，

但由于加里东期

表层盖层的存在
，

当时可能是一种隐伏型前锋
，

后来变为显露型
。

图 � 雪峰古陆西缘凯里一雷山间地震反射剖面地质解释示意图

�据唐勇 ����
，
稍加简化�

���
�

� ������������������������ ����� �����
一
������� �������

���������� ������� �� ��� ������� ������ �����
”
������� �������

�，

��一断层及编号 �����一下江群
�
��

�
一下古生界 �

��
�
一上古生界

���逆冲方向 加里东期古构造的总体构造格局 �现位�在雪峰古陆及其邻近东西两侧为一
“ �”
样式�图 ��

，

雪峰古陆区加里东期之区域构造走向为北东东一北东向
，

从构造剖面上所显示

的加里东期构造面向�褶皱轴面
、

轴面劈理
、

逆冲断面等�总体倾向南南东一南东
，

倒向北北西一

北西
，

这就显示加里东期推覆运动方向为南南东向北北西
。

如果考虑加里东期江南一雪峰古陆的

总体构造格局为东西向
，

那么华南加里东的向斜应该在它的南侧而不是现在的东南侧
。

那么
，

加

里东期扬子古陆南部边缘的逆冲推覆方向总体为自南向北
，

而
“
雪峰古陆

”
正位于古东西构造应

力场中北北东向左行剪切扭动带中 �由于受到左行剪切
，

因而在区域上的东西向构造受到牵引而

转成北东东一北东向
，

其推覆方向也就变成自南南东向北北西向了
。

���逆冲扩展方式 在前陆带的持续变形中
，

逆冲叠瓦系一般呈前展式
。

在野外表现为新形

成的逆冲断层的底板切割早先形成的逆冲断面
，

这种情形虽然在剖面上不易见到
，

但从黔东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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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北东东走向的逆冲叠瓦断层系的平面图上
，

却可见到西侧的断层走向总是切割东侧断层走

向
，

这就表明是前展式
。

从总的多期次多层次的推覆构造发展历史来看
，

也是前展式
�

早加里东期

的锋带可能位于湘东南至赣中武功山一带
，

由此造成那里在寒武一奥陶纪的早期褶皱推覆和隆

起
，

从而使湘东南成为志留系的缺失区
，

湘西北及涟源北西和洞 口一带则成为前陆盆地 �晚加里

东期当华南加里东海槽最后关闭时
，

推覆体的前锋带已达现今沉麻盆地的东沿和黔东南的天柱
、

南明盆地一带
，

印支期可能已经扩展至挂丁一西江断裂乃至凯里一施洞 口一铜仁一带
，

燕山期其

前锋带实际上 已经扩展到了川东南和黔东北的燕山梳状褶皱带了
。

���逆冲推覆距离的估算 利用同一标志层的两个最远的构造窗之间的距离
，

可以估算最小

的推覆距离
。

参照该法之原理
， “
七五

”
期间曾利用凯里一雷山一带地震剖面所揭示的推覆面下被

掩覆的晚古生界的宽度
，

估算其推覆距离在 ����士 �图 ��
，

但那是印支一燕山期的推覆距离
，

要

计算加里东期的推覆距离难度就更大了
，
因为至今我们没有发现为泥盆系所不整合的古构造窗

。

尽管准确的推覆距离尚未求得
，

但是从整个区域沉积古地理格局来看
�

震旦纪一早古生代时期形

成的由台地相�大陆斜坡相�陆棚相�深海盆地相的古地理格局总体框架并没有破坏
，

各时代

的地层和沉积建造
，

完全可以对比
，

未见有异地的沉积建造
，

这就表明尽管有推覆
，

但推覆距离不

会很大
，

因此我们称为准原地型
。

许靖华那种远程阿巴拉契或阿尔卑斯式的推覆构造在本区是不

存在的
。

���变形序列和变形机制 ①在侧向压力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

首先发生顺层滑动
，

在不同深

度层次上
，

顺层滑动形成不同的构造形迹 �在较深层次上顺层滑动产生动力分异
，

形成顺层发育

的石英脉体和肠状摺皱或近平卧的层间褶皱
，

反映的是一种固态流动
�在较浅层次上形成层间剪

切劈理或一般层间褶皱
，
属于韧脆性乃至脆性变形

�②岩层沿滑脱层的滑动在断坡处形成断层扩
展式无根背斜 �③当逆冲挤压强烈时发展成倒转

、

平卧
、

逆掩和后缘的反冲构造 �④在造山后期的
隆升和应力松弛阶段

，

往往形成伸展构造�滑覆构造或剥离断层�
。

�
�

� 加里东期伸展拆离断层和滑覆构造存在依据和基本特征

我们先来解剖桂北四堡至融水地区加里东期构造
，

其变形序列如下
�

���加里东造山幕首先由南东向北西�现位�逆冲推覆
，

造成了板溪群和震旦系的陡立岩带
，

表现为后期叠加褶皱群的包络面近直立�图 ��
。

���加里东期花岗岩侵入四堡群
，

造成花岗岩弯隆
，

在加里东造山幕后期
，

在基底和花岗岩弯

隆隆升的背景上
，

沿四堡群与板溪群不整合面发生伸展拆离
，

沿不整合面及原来的逆冲推覆面发

生低角度和高角度的正断层系�图 ��
。

���在这些伸展剪切和滑覆系的前缘则转化为反倾的逆冲叠瓦推覆构造系
，

它切割了早期的

由南东向北西�现位�逆冲推覆构造系
，

在剖面上与早期逆冲推覆表现为反冲构造
。

四堡一融水的

加里东期构造解析证明本区存在先挤压后伸展
、

先推覆后滑覆的构造演化模式
。

沿四堡群和板溪群不整合面所发育的低角度正断层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像是变质核杂岩中的

剥离断层
�

下盘为四堡群变质结晶基底
，

上盘则为韧脆性的褶叠层和透入性很强的剪切性轴面劈

理
，

但没有在拆离面下部发现糜棱岩带
，

四堡群的玄武岩几乎没有任何片理化
，

花岗岩体也没有

糜棱岩化
，

因而与典型的变质核杂岩和低角度剥离正断层还不相同
，

似乎把它与花岗岩体向上隆

升从而导致围岩滑脱相联系更易理解其成因机制
。

上述伸展滑覆构造变形序列可能具有区域性的意义
，

主要考虑如下地质事实
�

���扬子地台加里东期表现为强烈隆升�黔中隆起�
，

造成志留系与泥盆系之间大面积的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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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峰古陆

”
加里东期的构造性质和构造演化 ���

不整合
，

但其东南大陆边缘则因华南海槽的关闭而遭受强烈挤压褶皱
，

造成角度不整合
，

因而在

边缘褶皱山系首先发生 自南东向北西�现位�的逆冲推覆
。

���在后造山期
，

伴随扬子地台的进一步隆升
，

表现为沿古地台边缘和内部发生裂解
，

超镁铁

质的煌斑岩
、

超基性岩体的上升和侵位
，

以及沿扬子地块边缘发生低角度的顺层滑脱而形成滑覆

构造和反向逆冲推覆
，

区域性的震旦系
、

寒武系滑脱层
，

雷山
、

西江
、

三穗以及怀化东南袁新一带

的自北西向南东逆冲的反向逆冲可能由此产生
。

� 加里东期陆弧碰撞拼贴造山带

震旦纪至早古生代期间
，

从武夷山到云开大山都有深水硅质岩
、

硅泥质建造
、

细碧岩
、

岛弧型

火山岩和岛弧型花岗岩���一��
，�揭示了其实为一弧后盆地

。

近年来对特提斯的系统研究
，
已经提出

从我国青藏三江地区经印支半岛
、

越南马江至我国华南
，

在加里东构造阶段可能存在一个原特提

斯
。

伴随原特提斯的关闭
，

产生弧陆碰撞
，

华夏地块与扬子地块拼接
，

在扬子古陆的东南边缘遂形

成弧陆碰撞造山带的前陆逆冲推覆叠瓦扇
。

作为弧陆碰撞造山带的岩石学记录
�

在湖南境内分布着三条雪峰期一加里东期碰撞系列花

岗岩带
，
它们是枚县一来阳

、

浏阳一江西芳溪花岗岩带
�桃江一绥宁花岗岩带

�都县一兰山花岗岩

带
。

它们多属于同碰撞期至碰撞期后的花岗岩系列
，

根据微量元素
、

稀土元素和矿物特征
，

其成岩

源岩与古老沉积物�包括火山沉积变质物�有密切的继承关系
，

另外在岩浆形成过程中可能在局

部地区有慢源物质的混入
。

上述花岗岩类主要沿加里东期俯冲带及块体拼贴边缘分布
，

其形成一

般继承加里东造山作用
，

各块体的拼贴碰撞俯冲以至推覆等等
，

引起部分古老基底重熔
，

所形成

的花岗岩以板内陆壳改造一同熔为特征
。

在湖南洞 口木家湾
、

新化炉观和安化上升等地
，

均发现

了志留系与奥陶系之混杂堆积
。

寒武纪时
，

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的古地磁是明显分离的
，

奥陶纪

重合
，

也反映早加里东期两地块已开始拼合了
。
�

雪峰地区地处扬子地块的东南边缘
，

震旦纪至早古生代期间
，

无论是基底还是盖层沉积都属

于扬子的一部分
�加里东造山期形成边缘褶断带

，

但也不属于习称的华南地槽加里东褶皱带
。

加

里东期的构造演化经历了早期的扩张和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的阶段
，

以及后期的褶断造山和活动

大陆边缘
，

并发展成为陆弧碰撞造山带之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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