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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继涛 张德宝 薄志宏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自葛利普创名
。

华夏古陆
,

以来
,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论辩 与考订
,

对其地质构造

属性
.

至今仍然否定与肯定交迭起伏
.

莫衷一是
.

本文从推夜构造
、

陆地漂移等实际资料着手
,

加以论证
,

认为它是经历深刻改造和发生 巨大位移的变质岩断片体
.

地质构造属性已非
`

华夏古

陆
’

原义
.

关键词 : `

华夏古陆
’ 、

基底漂移
、

推覆构造
.

一
、

历史的概略回顾

本世纪 2 0 年代初期
,

美藉学者葛利普在 《中国地质》 一文中将华南变质岩系划归太

古界与元古界
,

其上缺失震旦系一下古生界
,

并将在构造属性上定名为
“

华夏古陆
” .

此

后
,

我国几代地质学者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工作和认真订正
,

陆续揭示出大量重要地质

事实
,

为进一步识别
“

华夏古陆
’

作出有益的贡献
.

但地质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对
“

华夏古陆
”

的观点很不一致
,

长期争论不休
,

否定与肯定此起彼伏
,

交替出现
.

诸如
: 王

恒升
、

李春显 ( 1 9 3 0) 将闽北变质岩划为太古界与元古界 ; 王绍文 ( 19 3 1) 将福建水安浅

变质岩创建罗峰溪群
,

时代划属奥陶纪 ; 徐克勤 ( 1 9 4 3) 将赣南浅变质岩创汾坑系
,

时代

属震旦一寒武纪 ; 陈恺 ( 1 9 43 )
、

唐贵钾 ( 19 4 4) 在福建永安引用罗峰溪群
,

时代改属震

旦纪 ; 黄汲清 ( 1 9 45 ) 据福建泥盆系南靖群不整合覆于变质岩系之上
,

将变质岩系归属前

泥盆系
,

将其划为华南加里东褶皱系
,

一直沿用至今 ; 高振西 ( 1 9 4 7) 将福建大悲山一带

的千枚岩称大悲山系
,

时代归属早古生代 ; 张文佑 ( 19 7 4) 将浙闽粤沿海划为华力西褶皱

带 ; 郭令智 ( 19 7 9) 据福建政和与浙江龙泉一带变质岩系出现超镁铁岩
,

认为存在蛇绿岩

套
,

划属加里东岛弧褶皱系
.

80 年代以来
,

马开义 ( 19 8 5) 据重磁特性与淮阳地盾相

似
,

认为福建一带存在
“

华夏古陆
”

; 水涛 ( 19 8 6) 则认为存在晋宁期
“

华夏古大陆
”

; 任纪

舜 ( 19 86 )
、

杨巍然 ( 1 9 8 6) 定为加里东褶皱系 ; 李春显 ( 1 9 8 6) 定为加里东冒地槽 ; 兰

玉琦 ( 1 9 8 7) 认为是华夏古岛弧 ; 美藉华人许靖华认为闽北崇安
、

建阳一带的变质岩系属

东南板块与江南板块之间的混杂堆积或混杂岩
.

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
。

实际上
,

自 50 年代以来
,

随着不同尺度的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勘探的深人
,

在

其基底浅变质地层中
,

陆续发现古生物化石
,

经鉴定对比
,

证实基底变质岩系确有寒武
、

奥陶与震旦系等显生宙地层
,

因而赣粤诸省的龙山系与闽北的建欧群等相继解体
,

促使葛

利普所称的
“

华夏古陆
”

不攻 白破了
.

近年来
,

由于不 同学者从不同侧面的研究
,

一些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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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 间接或直接涉及
“

华夏古陆
’ ,

有些则提及
“

华夏古陆
”

仅具有地理上的意义
,

总的看

来
,

支持与肯定
“

华夏古陆
”

存在的观点似又在回翘
.

尽管
“

华夏古陆
’

是华南大地构造属性

与地史演化等的探索性问题
,

但它的确立与否
,

却直接关系到矿产普查勘探工作的战略部

署
,

必须认真处置
、

慎重对待
.

这里笔者从推覆构造等方面发表一些粗浅看法
.

二
、

薄皮构造的例证

为阐明浙闽赣出露的基底变质岩系并非是相连的一个整体
,

不妨从该区广泛发育的推

覆构造作一论述
。

浙闽赣的推渡构造具有多期次
、

多层次与多方向的特点
,

较为明显的是

自印支期始
,

一直持续至喜山期仍有活动迹象
.

现将其基底变质岩系卷人推覆构造的实例

略举如下
:

1
、

福建顺昌洋 口东坑采石场
,

位于顺昌

城东南约 10 k m
,

区域上
,

石炭一二叠系以两

个北东向小条块 (面积约 0
.

kI m Z
)于大片下震

旦统吴墩组之中呈构造窗出露
,

其北侧广泛分

布前震旦系麻源群 (图 1 )
.

2
、

福建建阳城东北约 1 k0 m 的虞墩
,

在

大片分布麻源群变质岩的背 景上
,

出露约

0
.

0 1k m 2
的下二叠统文笔山组碎屑岩呈封闭的

构造窗
。

3
、

江西贵溪冷水坑银铅锌矿区北西侧出

露的震旦纪变质岩与南东侧上侏罗统鹅湖岭组

火山岩呈断裂接触
.

经钻孔证实变质岩逆冲于

火山岩之
.

上
,

断面平缓
.

4
、

江西广丰翁家岭附近
,

上 白至统紫红

色砂岩地层陡立
,

可见斜歪褶曲部分褶断
.

于

翁家门村北小山岗清晰出露元古代广丰群白云

母片岩呈顶盖状逆冲于上 白圣统之上
,

断面

17 0
“

匕 2 0
“ .

3 0 9
.

匕 4了

0 1 0 m

` . ~ .
.

~ ` -
.

-
曰 , -

岛
1

圈
:

国
。

图 1

F ig
.

福建顺昌洋口
、

东坑采石场未描图

D e cs r i P ti o n o f q u a r r y a t Y a n沙 o u

hs u e r gc h a r g C o u n ty o f F u
ii

a n

一中下石炭咬 卜下层旦统吴墩组 3一断层角砾岩

5
、

江西铅山永平铜矿区经一系列钻孔揭示
,

矿源层石炭一二叠系呈断片夹持于震旦

系混合岩之间 (图 2)
。

石炭一二叠系不仅断覆于震旦系之 上
.

而 自身又被震旦系所逆

掩
.

自地表向深部断面 由陡倾变缓倾
,

显示
“

犁
”

式断裂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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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浙江衡县岩头里舍邓家山水库泄洪渠
,

风化较深的陈蔡群片麻岩断覆于上侏罗统

灰白色流纹岩与下白圣统紫红色砂页岩之上 (图 3)
,

断面 3 35
“

匕 19
0 .

而流纹岩又逆冲

于红色砂页岩这上
,

断面 1 5
。

匕 58
0 .

推覆构造活动于晚燕山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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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西铅山永平 49 勘探线剖面图 (据接东北队缩编 )

F i g Z P or if le o f p or s p e e t i n g li n e 4 9 a t y o u g P in g
,

Q i a n s h a n o f j i a n g x i rP o v i n e e

卜展旦系混合岩 ; Z we花岗岩 ; 3一石炭一二叠系灰岩 ;

4 ee 铜矿体; 5一逆冲断裂 ; 6一钻孔

图 3 浙江衡县岩头里舍邓家山水库泄洪渠素描图

iF g 3 D e n g ji a s h a n r e劝 r v io r s e e t io n i n H e n g e o u n t y
,

Z h a
私a n g P ro v in c e

卜前震旦系陈笋群
; 2

让侏罗统火山岩 ;

3一下白蟹统萦红色砂页岩 ; 4一第四系 ; 5一逆冲断裂

7
、

浙江龙游溪 口冷水公路旁
,

前震旦系陈蔡

群长石石英片岩逆掩于下侏罗统煤系地层之上 (图

4)
,

断面 160
。

乙 3 5
0 .

邻断面岩层剧烈破碎
,

尤

其是煤系地层原始沉积层理已模糊不清
,

几乎全部

片理化
,

煤层扭曲
.

8
、

浙江遂昌一带出露的前震旦系陈蔡群呈北

东东向长条状分布
,

四周与广泛出露的上侏罗统火

山岩系均呈逆冲断裂接触
.

南侧于鸡鸣坑和白麻附

近
,

断面为 3 4 0
。

乙 71
0 .

北侧于龙店附近
,

断面

为 16 7
”

乙 75
“ .

其东于遂 昌城西平原地区
,

上侏

罗统火山岩呈狭窄长条状小断楔出露
,

其周边与陈

蔡群均呈断裂接触 (图 5)
,

显示半构造窗特征
.

据上述
,

遂昌附近 的陈蔡群酷似巨大的飞来峰构

造
,

若进一步研究追索
,

可望得到更确切的实证
.

~ - .` . ` h s

16 0
.

`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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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龙游溪口冷水构造剖面图

F i g 4
.

乙 e n g s hu i t e e t o n i e cs e ti o n a t lo n g y o u

Z h ej i a n g P r o v i n e e

1一前展旦纪陈蔡群 ; 2一下侏罗统煤系 ; 3一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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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浙江遂昌大拓附近地质图 (据 卜 0S 万地质图修编 )

Fi g s S e h e m a ti e g e o lo gi e a l m a P o f D a s h i i n s h u i zh a n g o f Z h e
ii

a n g P r o v i n e e

1一前震旦系陈蔡群 ; 2一上侏罗统大爽组 ; 3一上侏罗统高坞组 ;

4一下白圣统永康群
; 5一燕山期花岗斑岩 ; 6一逆冲断裂 ; 7一平移断裂

浙闽赣基底变质岩系卷人推覆构造的绝非仅上所列
,

例如
:
浙江龙游与遂昌县境交界

的毛连里沟谷中
,

陈蔡群逆冲于上侏罗统火山岩之上
,

断面 3 20
。

< 68
“

; 江西南城太平

附近小山岗
,

震旦系变质岩逆冲于上白至统紫红色砂岩之上 ; 福建建既房村 口附近
,

震旦

系一 下古生界变质岩逆掩于下二叠统砂页岩之上
,

断面平缓
,

邻断面变质岩片理零乱 ; 福

建崇安一江西石城断裂带
,

在福建境内的崇安洋庄与邵武晒 口分布两个北东向的中生界长

条状盆地
,

长约 50 k m
,

宽约 2一 sk m
,

盆地两侧震旦系变质岩具有向盆内对冲特征
。

如此

等等
,

不胜枚举
。

这是基底变质岩系推置于上古生界或中生界之上的现象
,

另外还有上古

界与中生界之间相互推置于基底变质岩系之上的例证
,

只不过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或

与基底岩系关系不大
,

故不多赘述
。

三
、 “

华夏古陆
”

问题质疑

古陆
,

就其大地构造含义而言
,

基本上属传统地质学的固定论范畴
.

一般认为
,

古老

的结晶岩区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或某一阶段
,

高出海平面
,

经历长久而持续地侵蚀作用
,

提供邻近海域的沉积物质者 谓之
。

因此
,

它具有严格的时空内涵
,

特定的地质前提与明

确的古地理界限
.

这里不妨就下述几个问题再来探讨
“

华夏古陆
”

的真伪
.

1
、

浙闽赣基底变质岩系晚元古代与早古生代地层发育齐全
,

据陆续发现的古生物化

石
,

其地质时代基本已确定
.

如张浅深等 ( 1 9 62) 于赣南崇义一大佘一带
,

在浅变质岩中

采获小型无铰蜿足类
、

小型介壳
、

海绵骨针和笔石等
,

经鉴定
,

确定为寒武纪地层
,

因之

导致名噪多时的原龙山系解体
.

继之
,

闽北地质大队 ( 19 7 4) 于福建建哑迪 口附近
、

刘乃

坤于建匝大岭及福州大学 ( 1 9 8 2) 于建甄龙北溪等地
,

先后发现几丁虫与峡东震旦系的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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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组合
,

为建欧群的解体提供了实证
.

福州大学 ( 19 70 ) 与福建区调队于福建永安魏

坊采集到笔石化石
,

经鉴定其地质时代为早中奥陶世
.

往西于湘桂等省区则有志 留系分

布
。

这些事实已明显有悖于葛利普的
“

华夏古陆
”

原义
.

2
、

近年
,

许多学者进行 了地层岩石 的测年学研究
,

在以往变质岩绝大多数小于

70 OM a 的基础上
,

继续获得大于 14 00 M a 的测年数据
,

最高达 2 0 04 M a
,

表明浙闽赣变质

基底存在 中元古界
,

甚至还有更古老的地层
.

鉴于测年工作尚不系统
,

高龄值呈点状分

布
,

且与低龄值交错混杂或在同一地点
、

层位出现
,

只是目前尚不具备划分中下元古界的

条件
。

但至少说明浙闽赣变质基底可能存在零星的古老微陆块
,

至于如何与晚元古代和早

古生代地层搅合的先期地质演化则有待深人探索
.

当然
,

古老地层的存在
,

只是确定古陆

的前提
,

并不是古陆的必然 ! 即使详细划分中下元古界的话
,

那么从中下元古界
、

上元古

界到 F古生界地层层序的连续性来看
,

如果存在古陆
,

至多在首先排除志留纪与早中泥盆

世沉积后复遭剥蚀的可能性时才可成立
,

但不过是志留纪一早中泥盆世时期短暂的古陆
,

这同葛利普所称的
“

华夏古陆
”

原意是大相径庭的
.

3
、

部分学者从局部地段的岩相古地理资料分析
,

试图论证地质历史某一阶段
“

华夏古

陆
”

的存在
,

但从较大范围或扩大视域来审视则矛盾重重
.

据浙江
、

福建与江西等省对震

旦
.

系沉积岩相与古地理的研究① : 扬子区东南缘
,

大体以浙江球川一萧山断裂为界
,

震旦

系在北西侧为浅海相沉积
,

南东侧为滨海相沉积
.

同时
,

江山
、

绍兴等地发育藻白云岩与

含钾岩层
,

有这种高含量
、

成熟度极低的钾长石存在
,

表明该带东南确实存在一个隆起的

(
“

华夏古陆
”

) 剥蚀区 ; 据福建震旦系的岩相古地理分析
,

闽西南沉积物粒度较细
,

火山

活动微弱
,

具浅海一次深海沉积特征
.

而闽西北沉积物粒度较粗
,

火山活动较强且以酸

性
、

中酸性岩类为主
,

属浅海潮坪环境
.

东部与闽西北震旦系沉积环境大体相似
,

但火山

活动以基性为主
,

并多处发现大理岩
、

白云岩
、

磁铁石英岩
、

磷块岩等
,

由此推测
,

物源

可能来自北部的
`

江南古陆
”

; 江西中南部震旦系上施组含大量凝灰物质并具浊流沉积特征

的复理石建造
,

向北火山碎屑显著增加
,

赣北变质基底双桥山群普遍发育火山熔岩与火山

碎屑岩
,

可能为其蚀源区
.

同时
,

下坊底部含砾板岩反映冰川海洋沉积特点
,

砾石由北西

往南东逐渐减少
,

显示受北侧
“

江南古陆
’

大陆冰川的影响
.

由此可见
,

扬子与华南互为古

陆蚀源区
,

其结果岂不是否定之否定! 这是固定论难以解脱的矛盾
.

4
、

福建基底变质岩系于不同地段发育砾岩层
,

诸如
,

建阳长坪丁屋岭组与吴墩组之

间
,

长汀丁屋岭村楼子坝群与丁屋岭组之间及建贩龙北溪村迪 口组与龙北溪组之间的砾

岩
,

虽对其成因多有争议
.

即使进一步确证为底砾岩
,

而从其上下地层分布关系看
,

尚未

见有高角度不整合现象
.

相反
,

基底变质岩系虽历经多期次构造变动
,

但时代相邻的地层

总体分布则有形影相随
、

排列有序与和谐协调的血缘联系
.

以麻源群下部大金山组为核
,

上部南山组与震旦系为翼构成的复式背斜构造③呈北东向延伸
,

并于南西端圈闭 (图

6)
。

麻源群沿走向至闽西南未出露
,

而被震旦系与下古生界替代
,

显示复背斜向南西倾伏

的构造形态
.

这就表明基底变质岩系受同一构造机制约束
.

据此
,

上述砾岩至多代表假整

合或微角度不整合
,

它反映一次沉积间断
,

只具有传统地质学上的造陆运动意义
,

并不能

①分别为浙江省区域地质志 557 页
、

福建省区域地质志39 页和江西省区域地质34 页
.

②龚世福等
,

19 77
,

闽北地区前寒武纪变质岩系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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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次大规模的强烈造山事件
.

上述不同时代的变质岩系互呈北东 向条带的展布特征
,

很难设想是震旦纪一早古生代在拉张环境下
,

由几条密集断陷的沉积作用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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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闽西北及其毗邻地区前泥盆系基底构造略图 (据龚世福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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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k e t hc m a P o f P r e - D e v o n i a n ct ct o n ic b a sc m e n t i n n o r t h w e s t F u
j ia n a n d a d j a ce n t er g i o n

I es 麻源群大金山组 ; Zwe 麻源群南山组 ; 3一展旦系 ; 4一下古生界 ;

s ee扬子区中元古界 ; --6 背斜轴: 7一向斜轴; 8一地块拼接带; 9一断裂
.

5
、

为进一步探索
`

华夏古陆
”

是传统概念上的固定不变状态
,

曾于 19 8 9 年在福建永安

选择变质轻的地层分别采集古地磁样品
,

测试结果表明① (拟另文发表 ) 永安于
:
早中奥

陶世南纬 23
.

8
。

; 晚奥陶世南纬 16 .4
。

; 晚二叠世南纬 .7 8
“ ; 晚侏罗世北纬 19

.

1
“ 。

反

映永安 自奥陶纪开始就由南向北漂移
,

至晚侏罗世已由南纬漂移到北纬计 4 2
.

9
。 。

按永

安现在地理位置北纬 26
。

计算
,

累计 已漂移约 50
“ ,

估计 5 0 0 0 k m 左右
.

据杨树锋

( 198 9) 对海南岛古地磁的研究
,

中寒武世海南处于南纬 40
“ ,

因此推测华南向北漂移的

时代可能更早
.

同时
,

鉴于浙闽赣地区广泛发育薄皮构造
,

变质岩逆冲于上古生界或中生界之上的现

象频频可见
,

至少部分基底岩系已经历位移
,

甚至较大位移
.

如果说某些推滑构造发生于

晚古生代或中生代沉积盆地边缘而认为推滑距离不大的话
,

那末在 1: 20 万建阳幅上古生

①张华田
、

谭宗岐参加采样并进行测试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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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完全绝迹的背景中
,

惟有建阳虞墩麻源群腹地 出露下二叠统文笔 山组 (有化石佐证 )
,

面积仅约 o
.

o lk m Z ,

前者柱置 于后者之上的关系清晰可见
,

这种现象表明麻源群确实经历

过较大位移
,

甚至是无根的异地席体
。

据曹恩生①利用 卜 20 万仄域重力资料
,

消除上地

壳横向密度不均匀的影响所反演的莫霍面深度
,

反映北武夷山地呈层状结构特征
,

并不存

在
`

山根
’ ,

即上地慢并不存在相应的
“

镜而
’

坳队
,

这与永平爆破测震资料相呼应
.

对上述经过深刻改造和较大推移的悬浮变质岩断片体 (至少部分 )
,

同传统地质学的

古陆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

古陆何来! 如果是指 《大陆漂移论 》 中的古陆
,

那么亦应遵

循魏格纳对漂移陆块的命名 准则一迫溯漂移前的发源地来命名
,

将其称
“

华夏古陆
”

是不

相宜的
.

四
、

主要构造演化

鉴于浙闽赣地区基底变质岩系当前的研究
,

程度
,

现尚不具备确切划分出前晚元古代地

层
,

尽管先期构造事件有待进一步探索
.

但据浙闽地区基底变质岩系原岩恢复
,

晚元古代

一早古生代以槽相沉积为特征
,

沉积厚度达 2 00 00 m 之巨
。

一

旱期伴有强烈火山活动
,

火山

组分由基性向酸性演化
,

火 山活动强度由强而弱并渐趋停息
。

白晚元古代始
,

华南地块可

能已由南半球向北漂移
,

晚奥陶 1让末
,

即早加里东期
,

由 J
飞

扬 广地块东部的阻挡
,

华南地

块东段与扬子地块拼接隆升
,

导致浙 (南 ) 斡 (中南 ) 闽缺失志 留纪的沉积
。

志留纪末
,

即加里东运动主幕
,

华南全面褶皱造山
,

热流上升
,

地层发生中低级变质作用
,

部分出现

混合岩化
.

这时
,

华南地块与扬子地块连成一体
,

并同步由南向北漂移
.

浙闽赣基底变质

岩系虽历经多期次变位
、

变形与变质的叠加改造
,

但仍可断续发现加里东期零星的残留层

理与残留片理
,

它们多呈北东东向或近东西向
.

据基底变质岩系中的褶叠
、

揉皱与蚁流等构造显示的柔性变形现象
,

多发育于黑云母

片岩与斜长角闪云母片岩等软弱岩层中 (原岩含泥质较高 ) 并呈间层状
,

反映层间滑移剧

烈
,

加里东造山时期可能并发由南 (南东 ) 向北 (北西 )的早期推覆构造
。

晚古生代一中三叠世末期
,

在加里东褶断构造格架的控制下
,

出现近东西向与北东向

坳陷盆地
,

以台相沉积为特征
.

华南地块与扬子地块这一时期的沉积
,

从建造
、

岩相与生

物群等基本一致
,

扬子区部分地层名称
,

如黄龙组
、

船山组与栖霞组等曾直接引用于华南

部分地区
,

表明它们的沉积环境与沉积条件相似
.

中三叠世末
,

强烈的印支运动
,

不仅使

华南地块的上古生界全部褶皱
,

并局部发生低级变质作用
,

而且基底变质岩系亦经受深刻

改造
,

部分地段
,

特别是邻断裂带附近
,

则发生叠加的进变质或退变质作用与混合岩化作

用
。

华南地块印支期的褶皱
、

纵断裂与片理等主要构造线多为北东向
,

并与扬子地块印支

期构造线一脉相承
。

由于上古生界与下中三叠统含有多层泥质较高岩层与煤层等软弱岩

层
,

在形变过程中往往沿盖层与部分基底的软弱层的润滑层滑移
,

常出现脱顶现象
,

进而

伴发由南东向北西的褶皱一冲断一推覆构造
。

晚三叠世一晚白至世时期
,

印支运动导致区内古构造与古地理发生了根本改变
,

大规

①北武夷山与大茅山一灵山岩体
“

山根
”

问题的讨论
,

1 98 7, 江西省推极构造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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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海水漫浸基木结束
,

进人大陆边缘活动阶段
,

仅在山前洼地
、

山间盆地和断坳盆地沉

积以河湖相为主
.

晚三盈世一晚侏罗 ! l全即早燕山期
,

由于库拉板块对亚洲大陆的挤压
,

造

成陆内上三科统一上侏罗统以短轴
、

平缓褶曲和拱曲
、

拗曲
、

挠曲为特征
.

邻断裂带附

近
,

盖层发生局部变质与基底柱加变质现象
。

临近挤压前缘的东南沿海
,

则发生长乐一南

澳中低级变质构造带
,

并对加里东期的片理澈底置换
。

早燕山期构造线主要呈北 (北 ) 东

l句
。

同 11寸
,

先期构造进一步强化
,

并沿薄弱面或软弱面滑移
,

造成由南东 (东 ) 向北西

(西 ) 的冲断一推覆构造
。

当挤压松弛阶段则发生与推覆构造卜引句或反向的伸展构造
。

早

燕山晚期
,

由 J
;

库拉板块俯冲加剧
,

在水分和热流的影响 卜
,

导致东南沿海上地慢一下地

壳部分发生 屯熔
,

产生钾质钙碱岩浆房
,

沿北东向深切断裂上涌喷溢与仗位
,

由中性 ; 部

分地区为基性 l句中酸性至酸性演化
,

岩浆活动达到全盛时期
,

形成东南沿海重要的火山岩

浆建造
。

晚燕山时期
,

在经历
一

旱燕山期强烈挤压及岩浆大量喷出之后
,

至晚燕山阶段区域应力

场转入引张机制
,

主 if] 应力转向北西西
,

出现 J匕北东或南北向断裂
。

同时
,

先期北东向与

近东西向断裂又进一步不同程度的活动
,

造成复杂的断裂网络构造图象
.

这一阶段以块片

活动为特征
,

形成一系列分隔而孤立的断陷盆地
,

沉积以河湖相为主
。

邻断陷盆地早期同

时发生间歇性火 山喷溢
, 一

出现中性火山岩与红色碎屑沉积岩交替堆积
.

东南沿海火 I力活动

明显增强
,

部分同源岩浆侵人定位
,

岩体多呈北北东向分布
.

同时
,

先期构造在伸展作用

卜导致部分前中生界 以不同方向
、

主要是北西西或南东东方向滑移
,

并叠置于 中生界之

上
.

喜马拉雅时期
,

东南沿海在强烈挤压状态下
,

导致陆内部分地壳上隆
、

变薄
、

拉张
,

形成区域性断陷盆地
,

沉积以陆相或海陆交互相为主
,

局部伴随基性一超基性岩浆活动
,

以富钠
、

贫铝并富含深源包体具慢源型特征
.

同时
,

先期断裂网络又有不同程度的活动
,

在活动强烈地段
,

发育多向伸展构造
.

至此
,

构成中生代以来多期次
、

多层次与多方向推覆构造与伸展构造的综合
、

复杂构

造图像
.

赣东与闽北重点片应特别加强对推滑构造的研究
,

探索与有色金属密切相关的矿源层

和煤系地层被掩盖的可能性
,

以求寻找有关金属矿与南方中小型煤田
,

这一点
,

在新一轮

普查找矿中尤为重要 !

本文曾得到有关省地质矿产局
、

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与石油地质勘

探部门及其所属地质队的支持与协助
,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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