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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和一大埔断裂带经历多期复杂的构造变形变质作用
,

不同地段的时空演化特

征有所差异
,

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演化阶段
。

即
:

①前加里东期 ( ? ) 一加里东期韧性剪切变形变

质作用 (肠 )
,

发生于中
、

下地壳
,

是顺层剪切 (固态流变 ) 的结果
,

为纯韧性变形
. ②印支期韧

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氏 )

— 政和一大埔断裂的形成
,

以平移型剪切为主
,

形成 s 一 c 糜棱岩
,

为

半韧性变形环境
. ③印支末期一燕山早期逆冲一推覆作用 (氏 )

,

为多层次逆冲推彼
,

东部所谓的
“
天窗

”
部分为这一时期逆冲岩片的残留体

,

随着早燕山期花岗岩的侵入逐渐过渡到伸展拆离环境
,

同时西部推粗体后缘出现拉张
,

形成有限的火山岩盆地
,

为半脆性一脆性变形环境
. ④燕山期 (一

喜山期 ) 伸展一拆离作用 ( D’ )
,

在相对年轻的拆离断层之下出露变质核杂岩 (如稻香组和熊山岩

体 )
,

并形成裂陷盆地堆积 (梨山组 )
,

东部部分
“

天窗
”
属这类成因

,

形成环境跨度大
,

为半韧性

, 半脆性~ 脆性
。

关傲词 韧性剪切带
;
逆冲一推彼作用

.
伸展 ” 拆离作用

.
政和一大埔断裂

一
、

引言

政和一大埔断裂分布于政和
、

南平东
、

龙溪
,

大 田
、

漳平
、

龙岩东
、

大埔一带
,

属于

丽水一海丰断裂带的一部分
。

习惯上分为三段
,

南平以北至政和称北段
,

南平以 南至大田

称中段
,

大田以南称南段
。 `

长约 峨3 k0 m
,

宽 2 0ktn 左右
,

中段最宽处超过 5 k0 m
。

其总体走 向

为北东 30
。

左右
,

由一系列近于平行分布的
、

地表为陡倾角的断裂组成
。

长期以来
,

有关该带的性质
、

大地构造意义及演化特征争议很大
,

如
:

①加里东期板

块俯冲带 (郭令智
,

19 8 0) ; ②浙南一闽北碰撞造山带之混杂岩带 (汪新等
,

1 9 8 8) ; ③早

古生代华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的产物 (许靖华
,

1 98 9 ) ; ④陆块边缘火山岩带与武夷山构

造变异带之边界 (郭少沂整理
,

1 9 9 1 ) ; ⑤不具分区性质的次级断裂 (
“

东火
” “
七五

”

构

造二级课题报告 ) ; ⑥深大断裂带 (硅铝层断裂带 ) 及福建最重要的成矿带 (福建地质志
,

1 9 8 5) ; ⑦政和一南平为加里东期裂谷
,

晚侏罗世一早白里世的仲展拆离断裂 (如张仲谷
,

1 ” 2) ; ⑧中段为形成于印支期的韧性剪切带 (陶建华
,

1 9 8 8)
。

纵观上述研究
,

尽管认识

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

但无疑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笔者据近年对该带的野外研

① 19 9 3年 5月 8 日收稿
,
10 9 3年 5 月 2 0 日改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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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
,

并结合分 析前 人资料特别是 1 : 5 万区调成果
,

对该带的基本特征及演化模式进行

探讨
。

不当之处
,

敬请指正
。

二
、

政和一大埔断裂带北段构造地质特征

l
、

概述 断裂带北段相对较清晰
,

在政和 一后 山一带表现为两条较为连续的断裂束状

分 布
,

总体 胜北窄南宽
,

相处 数公里到 2 0k
`1 , ,

至南平东夏道
、

迪 口
,

则由一系列延续较好

的单条断裂呈雁列状构成断裂带
,

宽一般大于 2 0k m
,

单条断裂一般长为 20 ~ 30 k m
,

最长者

大于 4 k0 m
,

沿断裂带发育挤 压片理
、

碎裂岩
、

构造透镜体
、

糜棱岩化带等
,

断裂带两侧岩

层揉皱较强烈
、

性 质复杂多变
。

出露地层主要有震旦纪一 !` 古生代的以云诗石英片岩
、

斜

长云 母石英 片岩
、

千枚岩等变质岩为主的龙北溪组 (z
1 )

、

大岭组 ( z :
一 zP

l
)

、

稻香组 ( z
:

一 〔 ) 等
,

早
、

晚侏罗世以长石石英砂岩为主的梨山组 (J
1

1) 和长林组 (J
3 。

) 及以火山岩

系为主的晚侏罗世的南园组 ( J 3 ,
)

、

早 白坐世的石帽山群 ( K
,
动 )

。

另外
,

还有燕山期侵入

的花岗岩和石英闪长岩体
。

2
、

构造变形特征 据北段地层分布特征
、

构造岩形变特征
、

类型和各类构造形迹的组

合特征等分析
,

可知该段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构造变形阶段
:

( l) 加里东一 印支期韧性变形阶段
:

目前所见到的政和 一 大埔断裂北段很显然是在龙

北溪组早期韧性变形带之
_

卜发展而来的
,

这表现在龙北溪组中的韧性变形范围非常宽
,

普

遍存在沿早期劈理面 s(
1 ) 分布的石英脉

,

并被后期韧性变形作用强烈剪切
,

呈石香肠状
、

无根勾状
,

如梅坡
、

扬梅林
、

营勺等地
。

龙北溪组具两组透入性面理
,

褶皱紧闭
,

大多数

地段两组面理重合
,

但在褶皱转折端清晰可见其相互交切
。

其中 s
,

在各地基本 卜呈均匀分

布
,

与断裂带无明显的对应关 系
,

!盯 S
:

则与 N E一 N N E 向断裂带关 系密切
,

愈接近断裂带

或同方向的强应变带愈发育
,

同时伴有拉伸线理
。

因此 s :

应为断裂带韧性剪切的产物
。

在政和 一后山一带
,

龙北溪组韧性变形还表现在出现带状高压 ( ?) 一 中压变质带和糜

棱岩
、

强直片岩 ( st ar i g ht shc 汉 ) 带
,

主要特征为强烈的片理化
、

拉伸线理等
,

薄片中可见

大星的石英动态重结品现象和压力影
、

核慢构造等
,

此外还出现大童的多硅白云母
,

D O
值

大于 ,
.

02
。

表 明该断裂带曾形成于中部构造层次
。

在糜棱岩之上
,

还叠加一套脆性一半脆

性为主的碎裂岩系列
,

如 川石叶田一营勺剖面
,

在营勺酉 2 0 0m 处 见 100 多米宽的破碎带

( 图 a1 )
,

地貌特征为断裂谷
,

其酉侧为 J 3 ,
火山岩块

,

夹有少量变质岩块
;
东侧是原岩为

龙北溪组变质岩的碎裂的糜棱岩
,

表 明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演化阶段
。

( 2) 燕山期伸展一拆离阶段
:

燕山期时北段构造 活动强烈
,

地表可 见主断裂
,

(F
, 、

F ,
) 倾向南东

,

倾角陡立 ( 6 a0 ~ 8少 )
,

碎裂岩带发育
,

断裂构造角砾岩
、

硅化带
、

挤压片理

化带及顺层构造滑动等普遍
。

如政和北部山区高林至半洋剖面 (图 lb)
,

破碎带宽达 2 00 m

以 上
,

硅化带约 1 00 多米
,

在角砾岩带中角砾成份主要为长石石英砂岩 (原岩为梨山组 )
、

石

英岩脉角砾及火山凝灰岩角砾等
;
胶结物为泥质

、

硅质等
,

角砾大小悬殊
,

大者为 钧 ~ 6 c0 m

只 50 一 l o co m ; 在其附近的 J 3 , 流纹质品屑凝灰岩也有片理化现象
,

该段断裂面代表性产状

为 8 a0 匕 6 1
。 。

另外
,

在微肥厂
一

西侧可清楚 见到 F :

断裂面呈陡立状
,

走 向为 N E 30
。

一 4 。
。 ; 断

层面上可见两组擦痕
,

一组为 2 1少乙 2 5’’
,

另一组为 1 18
。

匕 8理
“ ; 角砾岩带宽约 10 一 3如 : ,

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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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烈
,

褶皱的石英脉体组成拉伸线理与较缓的一组擦痕近于一致
,

表明燕 山期仍有平移

剪切活动
,

但显然 已属浅部构造层次
。

而陡倾一组擦痕指示为正断层
。

F ,

和 F Z

所夹持的梨

山组 J l l 呈狭长带状分布
,

内部广泛破碎
、

揉皱
、

顺层滑动普遍
,

如微肥厂一大药坑剖面
,

在粉砂质软弱层中大量出现 白云母 (可能为 3 T 型多硅白云母
,

正在测试 )
,

表明侏罗纪时
,

变形变质作用还是 比较强烈的
。

另据大药坑等钻孔资料
,

该断裂至深部变缓
,

约 20
。

~ 3少
,

如 z K 1 5 0 1孔至 2卯一 3 05 m 深处即为平缓破碎带
,

角砾岩中的角砾呈定向排列
。

柳2好 /外2引
“

/勿功
Lwe ee 一日

// 7乏矽
。

迎复
半 洋

图 l 政和 一大埔断裂北段叶田一营勺剖面 a( ) 和高林一半洋剖面 b( )

F ig
.

1 Y e t ia n 一 Y in g s h a o t e e to n i e se e ti o n ( a ) a n d G a o l in 一 B a n y a n g

t ec t o n ie s e e t i o n ( b ) i n t h e n o r t h e rn 阵 r t o f Z h e n g h e一 D a Pu f a u l t z o n e

F Z一破碎带
.

02 一硅化带
; B z 一角砾岩带

. 5 2 一片理化火山岩带
;

J : :
一侏罗系南园组

; z : 之一展旦系龙北溪组

上述特征表明该段在燕山期主要表现为伸展一拆离作用
,

控制了 J 3一 K l 的火山岩分

布
。

同时还有其它一些证据支持这一看法
,

如
: a

.

航磁资料表明延拓至地下 kZ m
,

该断裂

趋于消失
,

这与梨式拆离断层是吻合的
; b

.

沿 断裂带展布有基性一超基性岩墙群
,

如王母

山
,

长城一王山口
、

石城一洋后及熊山一带
,

在断裂东侧还有中酸性岩墙
、

岩脉出现
; c

.

沿

该带还存在大量的燕山早期中酸性侵入岩和燕山晚期 (偏碱 ) 性侵人岩
,

为伸展构造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 d

.

稻香组原岩与龙北溪组相当
,

为龙北溪组退变质作用的产物
,

为

变质核杂岩的一部分 (见后述 )
。

3
、

熊山岩体和稻香组性质及意义探讨 政和县铁山
、

稻香和林屯一带
,

出露一套以硅

质岩
、

阳起片岩
、

大理岩及绿帘阳起石化凝灰岩等为主的浅变质岩系
,

过去称为溪 口组

(T
1 : ? ) ( l

:

20 万浦城幅 )
.

现经 1 5/ 万政和幅区调将其下段分解为加里东期细品角闪闪长

岩 一熊山岩体 (冲。飞 ) 和稻香组 (z
2一 任 ) 众

。

据微体古生物化石研究
,

其种属与龙北溪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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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岩组相当
。

此外
,

徐一伟等 ( 19 9 0 ) 还通过对其岩石化学
、

岩石共生组合
、

稳定同位素

及其 s m 一 N d 同位素模式年龄 (T 瓷二 8 0 0士 s oM a ) 的研究
,

认为
“
稻香组

”
应属于早震旦世

中基性火山一碎屑沉积建造的东岩组
。

值得指出的是
,

稻香组变质程度较浅
,

与熊山岩体

一起普遍存在退变质作用
,

如黑云母
、

角闪石转变为绿泥石
、

阳起石及绿帘石等
。

熊山岩

体斜长角闪岩获得的 sm 一 N d 模式年龄为 50 0士 50 aM (据徐一伟
, 1 9 9 0)

,

而其钾氢年龄为

8 9M a (取 自钻孔 z K I一 1 7 om
,

据张种谷等
,

南京地矿所测试 )
,

另外
,

取 自东润穿插于稻香

组地层中的岩枝的 K 一 rA 全岩年龄为 1 01 腼
,

显然它们代表了岩体的蚀变年龄
。

由此可见
,

熊山岩体
、

稻香组与龙北溪组及东岩组相当
,

为后者退变质作用的产物
,

结合其空间展布

特征及糜棱岩化特征 (大药坑钻孔岩芯中有不少细品角闪闪长岩质糜棱岩 ) 等
,

有理由认

为熊山岩体与稻香组相当于变质核杂岩 ( eM alt on rp h ic co er co m lP ex es ) 的核部
,

代表了一种

大型伸展拆离环境
.

此外
,

沿北段还发育一系列呈 N N E 向展布的花岗岩岩体
、

长英质脉体
,

如夏道
、

迪 口 等地
; 及 J ,

断陷沉积盆地和 J 3一 K I

的火山沉积盆地
,

如张地等地
,

均反映了

这种大地构造环境
。

三
、

政和一大埔断裂中段基本特征

中段系指南平 一龙溪一大田
,

由一系列走向 N E ~ N N E 向斜列状断裂及韧性剪切带组

成
。

长约 1 4 Okm
,

宽约 20 一 5 k0 m
,

倾角陡立
。

断裂带西侧推覆构造极为发育
,

东侧中生代

火山盆地广泛发育
,

沿断裂带加里东期
、

印支期
、

燕 山期花岗岩体广泛分布
。

据对该带断

层岩及地层
、

钻孔资料分析
,

该断裂带早期活动为韧性剪切
,

中
、

晚期为逆冲推覆与仲展

拆离
。

1
、

加里东期 ( D
l
) 和印支期 ( D Z ) 韧性剪切作用 分布于广平

、

川石
、

大合等地的麻

源组
,

岩性主要为变粒岩
、

片岩类及少量石英岩类岩石
。

可划分出黑云母带
、

铁铝榴石带

和绢云母一 蓝品石带
。

由低绿片岩相和高绿片岩相组成
。

其结品片理极为发育
,

并出现大

量的石英脉体
,

后者常呈无根勾状
、

石香肠状等
,

如川石等地
。

同时在沧州
、

德州
、

奇韬
、

湖源等地所见到的加里东期混合岩化花岗岩 (如湖源岩体 ) 及片麻状花岗岩中普遍存在糜

棱岩化作用
,

大多数已变成糜棱岩及初糜岩
。

事实上
,

麻源群中的透入性片理及混合 (花

岗 ) 岩中的透人性组构
,

均为加里东期构造变形变质作用 ( D
l
) 的产物

,

其形成环境相当于

15 ~ 1 8 km 深处
。

而加里东期和印支期岩体 (如新桥岩体 Y 3 、

前坪岩体 泌
` 、

岭兜岩体 呢所见到的呈 N E

~ N N E 走向的韧性剪切带为印支期变形变质作用 ( D : ) 的产物
,

并叠加在早期韧性剪切带

上
,

如文江等地所见
,

印支期韧性剪切作用形成的构造岩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如奇韬东佳

村加里东期薪桥花岗岩体中千糜岩
、

糜棱岩及初糜岩呈对称分布
,

显示出平移剪切的特征

(图 2)
,

同时出现拉伸线理及 s 一 C 组构
,

代表了一种半韧性剪切环境
。

但显然较加里东期

韧性变形变质作用弱
,

并代表了政和一大埔断裂一强烈的线性变形带的形成
。

其形成环境

相当于 1 0一 1 5腼
。

2
、

晚印支期一早燕山期的逆冲推覆构造 中段晚印支期一早燕 山期构造活动的显著特

征是逆冲推覆及层间滑动
,

尤其是在断裂西侧
,

主逆 冲断层走向近于南北
,

逆 冲方 向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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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2易”

一
曰

一司
互一 奎

特

阶 伪

硷匾
·

饥

图 2 大田县东韬乡东佳村构造地质剖面

F is
.

2 D o n s jia te c ot n ie ecs
tio n , D a t ia n co u n t y

.M一糜棱岩化花岗岩
`

洲一花岗糜棱岩
. s M一超糜棱岩

;
斤 M一碎裂状花岗糜梭岩

东东一南东
,

地表产状一般较陡
,

但向下变缓
,

这 已被大量的钻孔资料所证实
。

比较突出

的例子见广平推覆构造
。

该构造在地质图上呈醒 目的弧形断裂
,

弧顶指向南东东
,

卷入地

层为晚古生代至部分中生代地层
。

震旦纪一早古生代变质岩系
、

晚泥盆世
、

早石炭世地层

呈推覆体分别逆冲于泥盆纪和二叠纪地层之上
,

构成上薄皮层片体
,

而下薄皮层 片体中泥

盆系
、

二叠系及早侏罗世地层中迭瓦状逆冲断层也极为发育
。

推覆构造前缘变形强烈
,

地

层产状紊乱
、

构造角砾岩及初糜岩极为发育
。

在广平煤矿西侧
,

花岗岩体被推覆至二叠系

煤层之上
,

出现厚达 1 00 多米的碎裂岩带和角砾岩带 (如图 3)
。

咖柳柳

图 3

F i g
.

3

nA L助1一前泥盆系
; p : 夕

、

广平煤矿 51 线勘探剖面图 (据闽西地质大队
,

1 992)

N o
.

5 1 e x P lor
a ti o n l i n e

.

Por f i le i n G u
an g Pi n g e oa l m i n e

p : , 、

及 P: , ,

分别为早二登世栖霞组
、

文笔山组和童午岩组
; 枯一印支期花岗岩

3
、

燕山期伸展一拆离作用 中段燕山期伸展一拆离作用主要表现在沿印支期韧性剪切

带中常常出现断裂构造混杂岩带
,

将不同层次的构造岩如糜棱岩
、

碎裂岩及断层角砾岩
,

以

及不同岩类的岩石如砂岩
、

片岩及花岗岩混杂在一起
,

如大 田一梅山公路沈 口剖面 (如图

4 )
。

此外东部广泛分布的中生代火山岩盆地及断陷盆地中沉积的梨山组地层均为这一时期

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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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夕0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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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曰

曰 或丁
。

_

一 ~ . 、

图 礴 大田县沈岭呷 一沈口公路构造地质剖面

F ig
.

4 S h e n l sn g J该一 S h
e n k o u t e e tu n i e se e t iu r、 ,

D a t i a n c o u r l t y

( l ) 花岗岩
, ( 2 ) 强片理化带

; ( 3 ) 硅化碎裂岩
; ( 4 ) 片理化花岗岩

;

(5 ) 花岗斑岩
; ( 6) 片岩

; ( 7) 砂岩
; 丫: 一 花岗斑岩脉

四
、

政和一大埔断裂南段基本特征

南段位于漳平一龙岩东一大埔一带
,

与上杭一云霄大断裂在永定东交会
,

构造极 为复

杂
,

宽度大于 5 k0 m
,

由一系列 N N E 向断裂带组成
。

其活动性质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

1
、

早期韧性剪切变形 在主断裂西侧元古代至
一

『古生代变质岩中广泛存在韧性剪切作

用
,

糜棱岩带发育
,

一般为几米一几百米宽
。

顺此剪切特征明显
,

发育杆状构造
、

鞘褶皱
、

s 一 C 组构 s( A cl 护一 20
。

)
、

强片理化带
。

常常迭加有后期浅层次构造
,

呈上窄下宽
,

性质

以逆冲推覆为主
。

2
、

印支末期一燕山期逆冲推覆 一伸展拆离作用 在漳平
、

龙岩
、

永定一带逆冲推覆与

滑脱断层极为发育
,

石炭系林地组砂砾岩
、

石英砂岩
,

经舍组硅质岩夹火山岩和下二叠统

文笔 山组泥岩
、

童子岩组砂岩
、

粉砂岩构成滑动系
,

不同岩性之界面均为层滑面
,

沿主要

滑面附近一般可见糜棱岩化岩石
,

部分地段为脆性角砾岩
,

层滑 一逆 冲方向指向 S E E 一 S E
,

如永定上三坎一池溪剖面 (图 s a
) 及漳平黄祠东剖面 (图 s b)

。

五
、

政和一大埔断裂带演化模式

综上所述
,

政和一大埔断裂经历了多期复杂的构造变形变质作用
,

在时 hIJ 上和空 !iiJ 上

不同地段的演化特征有所差异
,

总体上可划分出四个演化阶段 (图 6 )
。

1
、

前加里东期 ?( ) 一加里东期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 D
l ) (图 6 a ) 目前广泛分布

的前寒武系变质岩系如龙北溪组和麻源组及加生东期混合岩
、

花岗岩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

发生于中
、

下地壳
,

是顺层剪切 (固态流变 ) 的结果
,

形成透入性的劈理和片麻理
。

其变

形环境相当于 15 ~ 1 k8 m 深
,

为纯韧性变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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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 h e th ur
s t

政和一大埔断裂南段层滑一逆冲断裂 (据福建区调队 )

n a Ppe te c t o n i cs i n

a( ) 永定上三坝一池溪构造地质剖面

th e s o u th e r n Pa r t o f Z h e n s h e一 D a uP f a u l t z o n e

(b )漳平黄祠东 NE向断裂带构造地质剖面

2
、

印支期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 D
Z
) 一政和一大埔断裂的形成 (图 6b) 沿断裂带

分布的前寒武系变质岩及加里东期
、

印支期侵入体岩中的韧性剪切带大多为这一时期的产

物
,

以平移型韧性剪切为主
,

一般为 s 一 c 糜棱岩
,

形成环境相当于 10 一 1k5 m 深处的半韧

性环境
。

3
、

印支末期一燕山早期逆冲一推覆作用 ( D Z ) (图 6 c ) 主要为多层次逆冲推覆
,

后

期随着燕山早期花岗岩的侵入而逐渐过渡到伸展一拆离环境
,

主要特征为西部以挤压为主
,

东部以拉张为主
; 在东部现今火山岩盆地之下除变质基底外

,

可能还有古生界地层
;
东部

所谓的
“

天窗
”

部分为这一时期逆冲岩片的残 留体
。

在燕山早期
,

西部推覆体的后缘出现

拉张
,

形成有限的火 山岩盆地
。

形成环境为浅层次半脆性一脆性环境
。

形成深度小于 1 k0 m
。

此时
,

政和 一大埔断裂已 引发了一系列缓倾角正断层
。

4
、

燕山期 ( 一喜山期 ) 伸展一拆离作用 ( 4D ) (图 6 d) 由于卸荷作用及花岗岩深部

侵位产生的均衡效应
,

下盘向上弯曲
,

从发育的褶隆区中分离出多级拆离断层
,

在相对年

轻的拆离断层之下出露变质核杂岩 (如稻香组和熊山岩体 )
,

并形成裂陷盆地堆积 (梨 山

组 )
。

断裂带东部部分
“

天窗
”
可能属于这类成困

。

东部大量的呈面状
、

线状分布的火山岩

盆地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

山于拆离作用是逐渐向东迁移的
,

因此火山岩盆地也有这种迁

移规律
。

在 向东伸展一拆离这一总的构造背景之下还诱发水平剪切分量
。

其形成环境跨度

大
,

为半韧性、 半脆性~ 脆性
。

鸣谢
:

工作中得到了谢窦克
、

朱福生
、

陶建华
、

张种谷
、

李荣安
、

周维 禹
、

郑富龙
、

郑



60 火 山 地 质 与 矿 产 199 3年

鲁闽
、

张顺金等同志及闽北地质五分队的指导和帮助
,

特此致谢 !

肠 麻源群龙北溪组

J 己`

三三

0 kn7

/歹

混合花岗岩

石

3 0

口肠
O O

势溉事}
, ,

加里 东期花岗岩
印支期花岗岩 (糜棱岩系列 )

后缘拉分盆地 Pz “

天窗
”

个

森春
: OmH

盈
浅层岩浆房

早燕山 期侵入岩
/歹

老花岗岩

断陷盆地沉积

k 云又奋电尸屯

问 CC
(天窗 )

J: 一 K Z 火山岩盆地

: ;
.

叉气 飞
· 个

勺 V
丫 V
、 小+

丫

+

几
+

夕肠
己 获终亏军梦

二亡七任 ,+
+ + +

+ +

+ 一

常节+ + + 幸
、 二吮:

:v 飞厂认尸
+

」

v,
户

甲 I

+ -

一

燕山期侵入岩 糜棱岩带
不不乞万不二

浅层岩浆房 /万

图 6 政和一大埔断裂带演化模式

F i g
.

6 hT
e e v o l u it o n m do e ls o f Z e n s h e一目比 Pu af u l t z o en

.a 前加里东期 ?( ) 一加里东期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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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印支期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氏 ) 一政和一大埔断裂的形成
,

c
.

印支末期一早燕山期逆冲推贾作用
.

(岛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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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一中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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