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郯庐断裂带（安徽部分）动力学演化及其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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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区域构造层划分，从最新地层内的断裂动力学分析开始，层层深入，层层筛选，采用计算机程序对所获的

断层面上的擦痕统计分析计算，求得每个点上的古应力场状态，继而求得区域古构造应力场状态。确定发生于各个

不同时代断裂活动的古应力场特征。最后确定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古应力场演化序列表，结合区域构造变形特征分

析，阐明断裂带的构造事件演化序列及其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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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庐断裂带自!GIP年被发现以来，已有众多的

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对其发

生发展、构造演化、构造属性、运动学及动力学特征

等，提出了许多不同认识和见解，主要的认识有：走

滑平移断裂带［!TP］、裂谷带［S］及其他类型如转换断层

等［GT!I］。但郯庐断裂带的古应力场演化的研究成果却

较少，且都是定性的、半定量的统计性分析［HTG，!O，!P］，

即通过如雁行的初始张节理系、共轭剪节理系、共轭

的韧性剪切带、纵弯褶皱、一组面理与一组线理等的

统计定性或半定量的分析，确定断裂带的应力场特

征状态以及演化。本文断裂动力学分析采用法国巴

黎南方大学地球动力学实验室主任雅克马赛教授及

皮埃尔维热利教授等所研制的计算机程序《利用断

层面上擦痕的观察、测量计算主应力轴状态》来求得

区域构造古应力场状态，进行动力学分析［!S］。此程序

工作原理是利用断层面上的擦痕的动向矢量测量结

果，计算出产生运动的平均应力偏差、应力方向、产

状，即计算出应力场7个主应力轴的产状和相对大

小。前提条件是假定断层面上的擦痕的动向与应力

切向分量矢量平行，即!!:0=;（擦痕）［!G］。

根据马赛教授等所总结的此套工作理论、方法

的特点，野外资料收集要求从新到老，即从最新地层

内的断裂动力学分析开始，逐步深入，依据区域构造

层次划分，层层深入，剥离。如在确定了发生于第四

纪的断裂活动应力场特征之后，再深入至第三纪地

层，就可以找出发生于第三纪同期及之后的断裂活

动应力场特征。以此类推，层层筛选，就可确定发生

于各个不同时代的断裂活动的同期及叠加的应力场

特征。综合所有的同期应力场特征及辅以叠加的应

力场特征来验证，从而也就可以确定一个连续的、完

整的断裂活动的应力场演化序列表。近年来，笔者通

过野外详细的观察测量，对郯庐断裂带内的一些主

干断裂的古应力场状态和演化进行了定量的统计分

析，得出了郯庐断裂带的总体古应力场演化序列，结

合区域构造变形特征分析，试图阐明断裂带的构造

事件演化序列及其构造意义。

! 区域地质概况

郯庐断裂带纵贯中国东部，总体走向北北东，绵

延上千千米［!］。该断裂的安徽部分是指北从五河县

大巩山地区，经明光市的石门山，定远县的池河、藕

塘、界牌，肥东县的桴槎山、桥头集，向南经庐江、桐

城、潜山、太湖、宿松，止于长江北岸的这一段。该断

裂带由数条近于平行的主干断裂所组成，从东往西

收稿日期：.88.E8!E!P；修订日期：.88.E!!E.8
地调项目：原地矿部及安徽地矿局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侯明金Q!GO7E R，男，在读博士生，高级工程师，从事构造地质和成矿地质背景研究。*E@#0U：@0?VW0?;9&X;9=@#0U6$9@

地 质 通 报

3*J4J3-,K4 YC44*Z-N JM ,[-NK

第 .. 卷第 . 期

.887 年 . 月

29U6..，N96.

M’A6，.887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图$ 郯庐断裂带（安徽段）及邻区地质、%&’(卫片解译综合图（地质部分据安徽省区域地质志附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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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河C合肥断裂、池河C太湖断裂、藕塘C清水涧

断裂等，以及与之在某个活动时期有关系的黄栗

树C破凉亭断裂、滁河断裂、散兵断裂等［$，D］。区域地

质简图及%&’(卫片资料解译如图$所示。郯庐断裂

带作为一条分划性断裂，在安徽省中北部是华北地

块与大别造山带张八岭构造带的边界断裂；在中南

部横切秦岭C大别C苏鲁造山带并将此造山带左行

错移［$，#EF］。中南部的脆性断裂地貌特征尤其清楚，

分划大别造山带和前陆的中、新生代盆地。在前陆

的红色盆地和褶皱带内发育有许多与郯庐断裂带

平行或近于平行的、可归于郯庐平移断裂 系 统［$E#］

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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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资料收集的基本工作方法

郯庐断裂带是一条长寿断裂带，经历过长时

间、多期次、多性质的运动。不同期次的活动相互叠

加、改造，使得断层面上的构造要素如擦痕非常复

杂，尤其在主干断裂带上，要对其进行分期、配套并

确定其形成世代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大断裂带

的旁侧次级断裂内和与之共轭的断裂内可以找到

发育很好的擦痕及其他构造要素。本次工作区域主

要是郯庐断裂带及东侧地区。

首先，在确定的地质时代的地（岩）层内，寻找

出露很好的发育有擦痕的断裂面，确定擦痕的性

质，如若有多组擦痕发育，则仔细分期。分期的主

要 原 则 是 仔 细 研 究 多 组 擦 痕 之 间 的 相 互 叠 加 关

系 ，确 定 它 们 的 先 后 次 序 ，较 晚 的 擦 痕 则 切 割 、破

坏较早的擦痕。早期的方解石生长阶坡在后期相

反方向的断裂运动时就会被挤压破碎；早期的槽

状擦痕或杆状擦痕会被后期的斜向叠加的擦痕充

填或磨平切断等。在一个露头点（如一个采坑或采

场内）至少要有"#个有效数据。为满足计算机程序

精度要求，必须找到共轭的同期的断面上的擦痕，

才能较准确地统计求出主应力轴状态。不同期的

擦痕必须分开，不能混为一体进行配套计算。分期

确定擦痕序次后，进行数据测量，包括擦痕所在断

面的各种产状要素、该点的地质资料，如岩石岩

性、岩层产状、层序正倒、变形特征等。野外进行初

步 的 配 套 、赤 平 投 影 分 析 ，找 出 资 料 的 欠 缺 之 处 。

若某一组缺少共轭体系，就要补充测量，使资料齐

全，满足计算程序要求。

野外搜集资料时，特别注意分析导致褶皱、断

裂的初始应力场，即寻找褶皱发生初期、岩层为水

平时走滑断裂运动所产生的擦痕。这种擦痕的野外

特征是：在垂直于岩层面的断层面上寻找擦痕，若

擦痕平行于断面与岩层面的交线， 则此擦痕为岩

层水平时受剪切应力而走滑产生的［"$%!&］。若能找到

此共轭擦痕体系，即另一个垂直岩层面断层上有平

行断面与岩层面交线的擦痕，则可求出断裂发生时

的初始应力场状态。这应该是该岩层沉积后所受的

最初的应力作用，叠加之上的应力作用则发生于该

岩层成岩之后的地质时期。

区域上，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找出每一地质

时代的岩层所受的最初应力场，即可以建立一个从

老到新的应力场演化序列表。结合区域地质、构造特

征，分析整条断裂带的形成演化史。另外，在一条复

杂的多期次活动的断裂带内测量数据时，应找较大

的、较稳定延伸的、断裂面上较稳定的擦痕统计测

量，分期次记录。大的断裂构造透镜体上的断面及擦

痕变化较大，倾向倾角甚至性质都有变化，则避开不

测，以免造成计算机统计时复杂化而使结果不准确。

本次研究主要涉及三叠系以上所有地质体及地层。

’ 郯庐断裂带动力学分析

笔者通过野外近"’&点的观察、测量，室内结合

每个点上的地质构造、变形特征等资料，对野外采集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擦痕的再次分期配套、

原始产状的旋转恢复、微机程序计算等，对野外所搜

集的每个点上的擦痕数据进行计算，获得了每个点

上的定量古应力场状态，即’个主应力轴产状。主要

点处理结果见表"。表"中所列的各个点的古应力场

状态是对发育于每个岩石地层中的断裂的统计分析

所得到的应力场状态，有同构造期的，也有后期叠加

上的。最上部的岩石地层内的应力场最简单，但是它

可以切割、影响到其下伏几乎所有的岩石地层。从表

"中可以看出，上覆地层内发育的应力场可以在下伏

地层内找到相同的或相似的应力场。采用筛选法，从

发育于最上部的岩石地层的应力场开始层层剥离，

即可得到发育于不同地质时代的古应力场的演化序

列，进而分析断裂带的构造演化序列。

’(" 上新世玄武岩中断裂动力学分析

上新世玄武岩主要分布于明光市东部、来安县、

天长市一带（点)’）。岩性主要为块状橄榄玄武岩，夹

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在来安县城东北长山一带露头很好，采坑多，断

裂发育，断裂明显地继承了先存的岩浆冷却收缩所

产生的节理面，断裂表现为明显的剪切走滑运动。许

多断裂面上皆发育有两个时代的擦痕，序次在野外

明显可定，代表了两期构造运动。第一期以走滑构造

运动为特征，*+, 向伸展，-+. 向挤压，$#/!"&/，

’&0/!)1/，")1/!"&/，近直立；第二期以*2$/-走向

的 伸 展 作 用 为 主 ，!"，!$!/!11/， 近 直 立 ，!!，"2’/
!"0/，!’，2$/!"#/，近水平。

’(! 中新世火山岩中断裂动力学分析

中新世火山岩主要发育于断裂带的主干带内，

明 光 市 城 区 铸 石 厂 采 石 场（点)!）断 裂 发 育 ，岩 性

侯明金等：郯庐断裂带3安徽部分4动力学演化及其构造意义 "&)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表$ 郯庐断裂带（安徽段）应力场状态统计结果

!"#$% & !’% ()*%(( ()"+% ,- )’% !"./01 -"1$) 2,.%34.’15 (%+6%.)7

为 块 状 、气 孔 杏 仁 状 玄 武 岩 ，构 造 活

动强烈，挤压破碎，断裂面大且平直。

经 计 算 处 理 后 得 到 结 果 是 ：!$，%%&
!$#&， !!，!#"&!’$&，!#，(&!$)&。

此点处于郯庐断裂带内，主断裂走向

近 南 北 ， 表 现 为 挤 压 兼 左 行 平 移 运

动，*+向断裂右行、左行皆有，基本

上走向平行于!$方向；而*,向断层

则以右行兼挤压活动为特征。

#-# 始新世玄武岩内断裂动力学

分析

始新世玄武岩主要沿郯庐断裂带

内发育，明光市城北岗集一带出露很

好（点..），采石场分布广泛。擦痕由蛇

纹石纤维组成。根据两组擦痕的统计

测量，计算处理后可得到始新世之后

的两期构造运动应力场特征。早期伸

展走滑构造幕：!$，$$(&!$"&，!!，!’(&
!’%&，!#，!.&!)&，*,向伸展，郯庐断

裂带此时期此处的走向是*.&,，左行

走 滑 运 动 ； 晚 期 走 滑 构 造 幕 ：!$，/"&
!#!&，!!，!’.&!’!&，!#，$’)&!/&，表

现为近,0+ 向挤压，近南北向伸展，

右行走滑运动，相对大小!#1!$。因此，

以伸展为主。

#-) 晚白垩世—古新世岩石内断裂

动力学分析

郯庐断裂带南段控制着潜山红盆

的 西 界 ， 潜 山 盆 地 内 充 填 了 晚 白 垩

世—古新世的沉积物，主要为红色砾岩、砂岩等。边

界主断裂走向*."&2("&,，倾向南东).&2("&，在晚白

垩世—古新世时期出现很重要的垂直运动，伴随潜

山盆地) """3以上的沉降和大别山变质杂 岩 的 隆

升。在观测点’和$"处，变质岩和古新世岩石直接接

触面出露很好（潜山余井西）。在这两个点的野外观

测中，我们在主断面上区分出#个时代的断层擦痕。

第一期擦痕以擦沟为标志，指示一个强烈的正断滑

动，与*+04, 向伸展作用对应，这一运动是郯庐

断裂带南段最重要的一期运动，既是主断裂带上断

层崖的形成又是晚白垩世—古新世潜山盆地沉降

的西部控制断裂；第二期指示着左行走滑运动，伴

有正断分量；第三期擦痕很细小，指示为右行滑动，

且有正断分量。最后一期擦痕最新，可能是郯庐断裂

带上地震运动的产物。

#-. 晚白垩世岩石内断裂动力学分析

晚白垩世岩石主要为红色砂砾岩、泥岩夹层或

透镜体，沿郯庐断裂带，以肥东桥头集一带（点$、!）

出露最好。岩层的层理在近主断裂带处被强烈地掀

斜，倾角("&2/.&，向盆地内渐变缓，直至水平。明显

的同沉积断裂、逆冲断裂及正断层发育。

在点!处（桥头集十八拱北），同样的断层发育，

但被掀斜且无擦痕。根据断层走向、倾角、断距、倾向

与地层倾向的关系，断层运动是在地层倾斜之前，属

同沉积断层，之后被掀斜。显然，同沉积断层是晚白

垩世伸展作用的标志，说明,0+至4,,0*++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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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伸展作用在晚白垩世是存在的，在此期间（"!时

期），郯庐断裂主带有强烈的正断滑动。

晚白垩世岩层内擦痕处理结果有#期：早期同沉

积伸展，$%&’(向（)*+,-).!,(），中期近东西向挤

压，导致岩层掀斜，后期$(&’%向伸展。

#/0 早白垩世岩石内断裂动力学分析

在界牌集北东出露的红色砂砾岩中（第#点），

$$(向 郯 庐 断 裂 带 内+ 12宽 度 范 围 内 主 要 发 育

$%&’(向断层，横切了早白垩世红层。岩层已被掀

斜，西倾，倾角#+,-.*,。断层运动学显示.期应力场

作用。早期近$&’向伸展，同沉积正断层发育，!组数

据显示$%向断层的同沉积正断。反映此处早白垩

世盆地为$&’向伸展拉分形成的。第二期断层擦痕

已被掀斜，系岩层水平时走滑作用所致。此组擦痕

恢复原始产状后统计分析结果是：!)，#)3,!),，!!，

+3,!3!,，!#，!!3,!3,，以$%&’(向压缩、$(&’%
向伸展为特征；!!近直立，!)、!#近水平，$%&’(向

断层右旋走滑，郯庐主干断裂此期则为左旋走滑。

第 三 期 擦 痕 统 计 结 果 是 ：!)，)#4,!5, ，!!，!0+,
!4+,，!#，.+,!)),。与第二期基本相同，可能为同一

构造应力场的持续作用，导致岩层掀斜，$%向断层

右旋走滑，$(向郯庐断裂左行走滑。第四期擦痕统

计结果：是!)，50,!0.,，!!，!0#,!!0,，!#，#++,!+,，

显示一个挤压轴倾斜陡立、拉伸轴近水平、以$&’向

伸展为主的应力场特征。$%向断层大幅度正断，

$$(向郯庐断裂带也是正断兼右旋运动。晚白垩

世—古新世期间大幅度$%&’(向伸展作用在$%
向断层上表现为正断兼走滑，但擦痕不发育。

#/4 晚侏罗—早白垩世火山岩中断裂动力学分析

早白垩世—晚侏罗世火山岩在郯 庐 断 裂 带 沿

线相当发育，特别是南段桐城挂车、舒城军埠、庐江

白山—袁家山一带；前陆带内的怀宁石碑—高河一

带，庐枞火山岩盆地等大量发育。

点))处为砖桥组火山岩。擦痕统计分析表明具

两 期 构 造 运 动 ， 早 期 应 力 场 是 ：!)，)4* ,!!,，!!，

!0.,!4*,，!#，43,!!*,， 以$)4*,(方向挤压为特

征，导致$$(方向的郯庐断裂左行平移；第二期仅

表现为$%%&’((方向的伸展作用，正符合于晚白

垩世—古新世期间郯庐断裂带上的$%&’(方向伸

展，是其叠加于早白垩世岩层之上的结果。

舒城军埠北公路西采石场（点))5），岩石为玄武

岩，节理发育，多期断裂作用发育。擦痕统计结果

是：早期!)，!5),!).,，!!，).3,!4!,，!#，!#,!)*,，

以$%%向挤压、$$(向伸展为特征。点上还发育有

许多$%走向的张裂脉与之配套，郯庐断裂左行走

滑 。 晚 期!)，!!0,!)!,，!!，03,!44,，!#，#)3,!+,，

以$%&’(向伸展为特征，与晚白垩世—古新世期

间的郯庐正断伸展吻合。

庐江袁家山—白山一带为毛 坦 厂 组 火 山 凝 灰

岩、凝灰质角砾岩等（点#4）。此点正处于郯庐断裂主

带内，$(、$$(向断裂发育，擦痕粗大，袁家山处断

层壁上的擦痕长的几米。擦痕可明显分为两组，计算

结 果 是 ： 早 期!)，#+!,!!3,，!!，)0*,!0),，!#，!+5,
!)*,，以近$&’向、倾向%的挤压为主。郯庐断裂带

表现为强烈的左行走滑运动。晚期!)，5!,!45,，!!，

!).,!0,，!#，#*0,!5,，!)近直立， 以$%%向的近

水平伸展为主导， 郯庐断裂带产生大幅度的正断，

与晚白垩世—古新世时期的伸展吻合。

怀宁李店（点)*)，)))）处为火山碎屑岩等。)))
点断层擦痕计算结果表明有两期构造应力场存在。

早 期 应 力 场 ：!)，53,!#, ，!!，##4,!3+, ，!#，)33,
!+,，以近南北向伸展为特征。晚期应力场：!)，#.),
!3,，!!，).),!3),，!#，!+*,!#,。$%向挤压，$(&
’%向伸展，产生一系列平移断层。郯庐主断裂左行

平移。早期的南北向伸展可能正是怀宁火山盆地的

形成机制———郯庐左行平移的开始，东侧后缘处于

南北向伸展派生应力场中，产生拉分盆地，火山喷

发。庐枞火山岩盆地的形成机制亦可能如此。

合铜公路沿线庐江翼青李家洼分布有早白垩世

火山熔岩、粗面岩和粗玄岩（点))0、))4）。))0，))4两

点综合分析处理结果与))4点单独分析处理结果基

本一致，前者：!)，#*5,!.,，!!，)5),!3!,，!#，#5,!4,；
后者：!)，#*5,!)0,，!!，3),!04,，!#，!)+,!)4,。不同

之处是倾角变化，走向是一致的。野外资料表明，此

期应力场是前期正断层的再活化，只是性质不同，许

多断裂擦痕发育在张性角砾岩上，早期拉张应力场

不好确定，也许与其他点上的$&’向伸展一致，导

致火山岩盆地的形成。后期应力场很明显以$%向

压缩、$(向伸展为特征，!!近直立，与$$(向郯庐断

裂带的左行平移运动相一致。

#/3 中侏罗世岩石中断裂动力学分析

郯庐断裂带沿线中侏罗世岩石出露不多，仅在

枞阳县城北黄泥岗及无为县昆山一带露头及采坑内

搜集到有关数据。枞阳城北黄泥岗（点))!）：岩性为

侯明金等：郯庐断裂带6安徽部分7动力学演化及其构造意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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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色块层状石英砂岩、泥岩等，其内断层发育，早

期小的正断拉分盆地发育，表明早期有伸展作用存

在，近南北向。断裂擦痕统计资料处理结果为：!$，

$%!&!%&，!!，!’"&!(%&，!#，($&!$!&，表现为))*
向挤压、)++向伸展，!!近直立。枞阳会宫拔茅山（点

$$#、$!!）：岩性为黄绿色厚层状夹薄层状砂岩、泥页

岩，所搜集的资料大部分为岩层倾斜前的数据，计

算结果是：$$#点!$，$!$&!$!&，!!，!’!&!(’&，!#，#"&
!,& ；$!! 点 !$，#-"&!$’& ，!!，$#-&!%.& ，!#，!-%&
!$$& ，$!, 点 !$，#".&!$!& ，!!，$"$&!((& ，!#，!$’&
!%&，中间轴皆近直立，表现为)*向挤压、)+向伸

展。与总应力场一致，倾斜前与倾斜后的应力场基

本上同属统一应力场，没有太大变化，连续过渡。

#/. 早侏罗世岩石中断裂动力学分析

应力场分析工作主要在怀宁—安庆一带。

石碑砖瓦厂采坑（点$"!）、白桥（点$"#）：这些点

处为紫红色、灰白色中厚层石英砂岩、砂岩、砾岩，

采坑内断裂发育。点$"!：擦痕统计处理结果是!$，

$#-&!!"&，!!，#!,&!("&，!#，!!%&!#&； 点 $"#：!$，

$#"&!$-&，!!，!(!&!($&，!#，#(&!$$&，与$"!点基本

一致。)*向挤压，)+向伸展，此应力场为岩层倾斜

后的应力场，与区域应力场基本一致。

怀宁高河狮子山（点$"(）、泉水山（点$"-）：岩性

为乳白色中厚层石英砂岩，采坑内断裂发育。点$"(
大部分所观察到的断层为同沉积断层，擦痕多为正

断性质，统计结果是：!$，###&!(&，!!，!!!&!(#&，!#，

%-&!$%&，以伸展为主，说明在下侏罗统沉积过程中

有同期近)+向的伸展，但应力场与区域应力场一致。

与后期郯庐断裂带左行平移应力场也基本一致，说明

郯庐断裂带的左行平移可能始于早侏罗世。

泉水山断裂面上的擦痕多为岩层倾斜前产生

的，根据擦痕计算出的应力场为岩层倾斜前的应力

场，!$，#!’&!’&，!!，(#&!%"&，!#，!##&!!.&，以)*
向挤压为主导，与总体区域应力场相一致。

#/$" 早三叠世岩石中断裂动力学分析

郯庐沿线，中上三叠统发育不理想，只在安庆

地区月山、五横一带有出露，但断裂发育不佳，仅为

节理，无明显断裂及擦痕发育，仅发现有!组擦痕，!
条数据。不足以定量分析确定应力场。早三叠世岩

石在郯庐沿线及邻区广泛发育。

巢湖散兵（点#!）0散兵一带采石坑特别多，早三

叠世灰岩内发育各种构造变形形迹，有小褶皱、方

解石张裂充填脉、断裂擦痕等。露头上，根据方解石

脉的充填型式及组合形态统计分析，褶皱前就存在

一期近东西向的伸展作用，后期应力场统计计算结

果 是 ：!$，#,!&!’&，!!，$,.&!’!&，!#，!-$&!!&，以

))*向挤压、)++向伸展为特征，也许两者为统一

应力场的不同时期，稍有变化。

巢湖平顶山（点,!）：巢湖城西，采坑遍布。岩性

为薄层状、中层状灰岩、泥质灰岩，褶皱、断裂发育。

大部分擦痕为岩层褶皱前产生的。应力场为!$，#$"&
!!&，!!，!"-&!’#&，!#，,"&!(&，表现为)*向挤压、

北东向伸展的构造应力场状态，后期产生褶皱，褶皱

轴总体呈)+向延伸。巢湖地区早三叠世岩石（点,#1
,%、-$点）内的应力场统计分析基本上属同一类型，

早期)*23+向挤压，产生)+向褶皱。在小林拐（点

,-）及刘林（,%点）等地还有后期)*向的伸展。

, 郯庐断裂带中生代以来的构造

事件序列及构造意义

,/$ 郯庐断裂带中生代以来的构造应力场序列

郯庐断裂带内及邻区中生代以来地层内的构造

应力场特征及断裂运动特征见表$所示。对构造事件

应力场序列分析如下。

早三叠世之后到早中侏罗世之前，扬子地块北

缘处于斜坡地带，具近东西向)("&1."&+的伸展作

用。早中侏罗世，为)*、))*向挤压及)+、)++向

伸展作用，中下侏罗统为前陆盆地沉积，)*向挤

压，)+向伸展，同沉积伸展构造发育。中侏罗世末

期，受)*向挤压作用影响，中下侏罗统地层内开始

产生褶皱前共轭平行断裂系统。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早期为))+、近)23向伸展作用，发育近)23向

拉分小红盆（下白垩统沉积红层），同时下白垩统内

同沉积伸展作用和)*向正断层发育。早白垩世晚

期为)*23+向挤压作用。实际上这一挤压作用自

早侏罗世就开始发育，在早白垩世晚期达最强。晚白

垩世—古新世，为)*23+、)**23++方向的强烈

伸展作用。始新世—中新世为)+23*向伸展。中新

世之后，)**向挤压，挤压作用较强，挤压方向由

)**"+2*")++。上新世)**23++向挤压，

))+向伸展作用。综上所述，郯庐断裂带中生代以

来 主 要 有,期 应 力 场 作 用 ：)+、))+23*、33*方

向的伸展作用；)*23+向的挤压作用；)*23+向

的伸展作用；)**23++、近+2*向的挤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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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伸展作用发生在印支期至燕山早期，是扬

子地块与华北地块对接、碰撞造山作用的动力场，

是扬子前陆褶皱带形成的动力背景；后%期应力场

对 应 于 郯 庐 断 裂 带 著 名 的%期 活 动 ： 早 期 左 行 走

滑、中期伸展正断（地堑或陆内裂谷）、晚期挤压逆

冲兼右行走滑［$，%，&，’，(］。

&"! 构造意义

&期应力场所对应的构造运动及反映的构造意

义分析如下。

)$*印支期：早三叠世沉积之后，华南地块与华

北地块的对接发生，江南古陆隆起，扬子地块北东

缘处于斜坡地带，岩层重力滑动，产生一种近东西

向的伸展作用，各种同构造期构造现象发育，盆地

萎缩，开始接受中晚三叠世湖河相沉积［+，!$］。随着对

接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扬子地块的北东缘原本就有

一个北东向的延伸［+，$#］，斜向碰撞发生，碰撞的对接带

就成了广义的郯庐断裂带，只是此时的性质是逆冲

推覆性质，伴随有韧性变形作用的发育，如张八岭构

造带的糜棱岩化作用等；,-向的前陆褶皱带发育。早

中侏罗世，陆陆俯冲碰撞进一步发展，剪切应力分量

加强，走滑型的郯庐断裂的雏形发育，前陆盆地发

育，在早中侏罗世盆地内同沉积的小型拉分盆地发

育，,./0-向的挤压派生,-、近0/,向的局部伸展

应力场分量。反映了区域上的左行剪切作用。

)!*燕山早期：为走滑型郯庐断裂的主活动期。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早期：,,-、近,/0向伸展作

用和火山喷发阶段。基底开始有左行走滑分量发

生， 郯庐断裂带东侧后缘即怀宁—庐枞地区产生

拉分伸展，大规模火山喷发，火山盆地形成。在张

八岭地区郯庐断裂带内则产生较大规模的岩浆侵

入，管店岩体锆石1/23年龄为)$!45$*67［!!］，瓦屋刘

和 瓦 屋 薛 岩 体 的 黑 云 母 &#89/%+89坪 年 龄 分 别 为

)$!("4(5#"&’*67和 )$!#"##5#":#*67!， 属 早 白 垩

世。近,/0向拉分小红盆（早白垩世沉积红层）和

盆内同沉积伸展作用发育，,.向正断层发育。北

西/南东向的挤压构造应力场，使原来的郯庐断裂

发生了强烈的左行平移运动。伴随强烈的平移运

动，沿断裂带发育了大规模的岩浆侵入、喷出活

动。平移剪切产生了强烈的糜棱岩化作用，时代亦

属燕山期［!%，!&］。沿断裂带发育了一些小型的早白垩

世同构造山间拉分盆地，如章广、界牌等盆地。

早白垩世晚期：,./0-向挤压作用。郯 庐 断

裂左行平移大规模开始，左行走滑断裂体系形成，

为平移断裂带主要活动期。应力场分析推断的时

代与最新的年代学资料完全吻合［!&］。在早白垩世

晚 期 达 最 强 ，断 裂 带 强 变 形 ，左 行 走 滑 作 用 发 育 ，

规模很大。

)%*燕 山 晚 期 ：晚 白 垩 世—古 新 世 ，发 育,./
0-、,../0--方向的强烈伸展作用，为郯庐断裂

带大规模伸展阶段，即裂谷或地堑发育阶段。潜山

红盆、合肥盆地等发育巨厚的晚白垩世—古新世红

层沉积，同沉积伸展构造发育，导致郯庐断裂带裂

谷或地堑的形成。古太平洋板块斜向俯冲于欧亚大

陆 之 下 ，地 幔 上 隆 ，地 壳 伸 展 ，沿 郯 庐 断 裂 带 发 生

,./0-向大规模的正断作用，晚白垩世—古近纪

地堑式断陷盆地发育，同沉积正断，断裂深切达壳

幔过渡带，伴生有玄武岩的大规模喷溢，断陷盆地

内沉积了数千米的红层，反映了伸展作用的规模巨

大。始新世—中新世,-/0.向伸展：裂谷阶段进一

步发育，晚白垩世—古新世岩石遭受正断走滑作用，

始新世—中新世玄武岩沿郯庐断裂喷发。

)&*喜马拉雅期：为挤压作用期，郯庐断裂带发

育逆冲兼小规模右行运动。中新世之后，,..向挤

压作用使始新世—中新世玄武岩内产生走滑运动，

郯庐断裂带以左行走滑为主，但规模不大，挤压作用

较强，挤压方向由,..!-/.!,--向。上新世

,../0--向挤压、,,-向伸展作用影响始新世—

中新世玄武岩，,,-向郯庐断裂挤压兼左行走滑。

上新世玄武岩内右行走滑作用发育。太平洋板块近

正向俯冲于欧亚大陆之下，产生近东西向的挤压作

用，断裂切入深达上地幔，基性玄武岩喷溢，并带有

地幔的包体［!:］。郯庐断裂带现为中国东部一条重要

的地震活动带。

原地矿部国际合作司陈有芳处长、安徽地质矿

产局常印佛院士、周云生局长、唐永成教授、盛中烈

教授、何义权处长、朱鸿吉高级工程师等给予指导

和帮助。法方及本文第一作者在法工作期间得到法

国国家科研中心及巴黎南大学等的资助与支持。参

加工作的还有张岳桥、张勇和黄德志等。在此一并

表示诚挚的感谢。

侯明金等：郯庐断裂带)安徽部分*动力学演化及其构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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