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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板块东南缘湖南区段

上元古界构造变形

贾宝华①

( 湖南省区调队 )

内容提要 本文就扬子板块东南缘湖南段上元古代三套同期异相沉积层一泥市群
、

板溪群

及高洞群的构造变形特征分别作了简要概述
。

指出它们的主体构造变形是显生宙以来构造叠加变

形的综合反映
,

其中
,

板溪群与高涧群的构造变形型式迥然有别
, “

雪峰隆起
”

的南北两侧不仅在

组成上而且结构上均具显著的不对称性
。

关键词 构造变形 . 上元古界 ; 扬子板块
.
湖南区段

酸陵一衡阳一零陵以北的大半个湖南 省
,

构造上处于扬子板块东南缘
。

该区存在的一

套上元古界浅变质岩系原统称为
“

板溪群
” 。

由于中国南方板块构造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八十

年代许靖华先生著文提 出组成
“

雪峰隆起
”

主体的板溪群是三叠纪的混杂岩
,

从而对传统

观点提出了挑战
,

使有关
“

板溪群
”

的属性及华南大地构造性质的讨论更加活跃
。

近年来
,

我们在开展
“

雪峰 山及邻区大地构造性质及演化
”

的研究中
,

在构造
、

地层
、

沉积特征和

岩相古地理
,

微古生物组合及变质作用等方面
,

将该区解体为三个不同的构造 一岩相 区

(带 )
:

即湘西北稳定地块上的海滩相之泥市群
; 北部雪峰隆起上的陆棚相之板溪群

;
南部

雪峰隆起上的浊积盆地相之高涧群
。

它们之间分别为花垣一 慈利一临湘大断裂和芷江 一淑

浦一湘潭大断裂相隔 (图 1 )
。

三者的构造变形
、

构造样式
、

岩石组合及变质作用等方面均

有差异
。

本文仅对这三个岩石组合群体早期构造变形特征作初步探讨
。

一
、

解体的板溪群

武陵运动后的扬子板块东南缘湖南区段的古地理格局是北高形成陆地
、

南低构成海洋
。

其沉积分异非常明显
,

沉积层具 明显的岩相分区 (带 ) 性
,

各具特征的岩石组合面貌
。

泥市群
:

仅零星见于湘西北石门及湘东北临湘一带
,

高角度不整合于冷家溪群之上
,

为

一套含砾砂岩
、

砂砾岩
、

石英砂岩
、

粉砂岩及板岩
。

层理发育
,

系造山带腹地陆相磨拉石

建造
。

其上为震旦 系假整合覆盖
。

① 1 9 9 3年 1 月 2 0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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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湘中北上元古界等地层的露头分布图

F i g
.

1 D i s tr i b u t io n o f U p eP
r p r o te r o z o i e o u te r o p i n c e n tr a l H u n a n

I一中泥盆统一第四系
, 2一展旦系一志留系

, 3一高涧群
, 4一板溪群

; 5一泥市群
; 6一冷家溪群

; 7一花岗岩
.

断裂带
: l : 、 I :

、

I :
扬子板块东南缘的湘西北地块

、

雪峰地块及湘中地块二 湘南地块

板溪群
:

广布于北部雪峰的沉陵
、

安化
、

株洲等地
,

与下伏冷家溪群呈不整合接触
。

按

碎屑岩的粗细可分
:

下面的马底拜组具三个岩性段
,

即底部的砾岩
、

砂岩
;
下部的紫红色

板岩夹钙质板岩
;
中上部的紫红色砂质板岩

。

上面的五强溪组由下至上从砂岩夹板岩变为

以长石石英砂岩为主
。

与上覆早震旦世沉积呈假整合接触
,

并与上震旦统
、 一

下古生界组成

一个较大的地层序列
。

高涧群
:

分布于上述地区以南
,

多沿雪峰山及东南侧出露
。

下未见底
,

自下而上可分

四个岩性段
:

块状砂岩及含砾砂岩段
; 含钙质扁豆体板岩段

; 黑色板岩段
;
灰绿色砂质条

带板岩段
。

同样
,

与上覆震旦系
、

下古生界组成一个厚度巨大的连续的深水相沉积序列
。

上述三套沉积相系列
,

从物质构成的演化序列看
,

具有从湘西北的海滩相沉积层 、 浅

海沉积层` 湘中的较深海相沉积层转化的规律性
。

在该套连续相变沉积层序列中有基性
、

超

基 性岩侵入
,

一或顺层分布于板溪群中的古丈 (万岩等地 ) 一芷江 (艾头坪等 ) 一 沉陵

(方子娅 ) 等地
; 二或在高涧群中沿安江 一隘 口 一陇城一带顺层展布

。

除黔阳山石洞和古丈

万岩等地 出露有玄武质熔岩外
,

大多数为次火山侵入岩类
。

总体上这一构造岩相带呈北东

一南西往北西 凸出的弧形展布
,

反映早期构造的基本特征
。

二
、

构造变形

最近几年工作发现
,

晚元古代三个沉积群体的构造形象及其变形史是有明显区别的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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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积累的资料看
,

可以肯定地说
,

泥市群
、

板溪群和高润群现今构造绝不是晚元古末所

谓的雪峰运动的表现
,

它们的主体变形都应是显生宙以来构造变形叠加的综合反映
。

(一 ) 泥市群构造变形 泥市群仅在石门泥市
、

临湘陆城等地少量出露
,

构造全貌不

甚了然
。

所见高角度不整合于中元古界冷家溪群之上的浅变质岩系
,

构成了湘西北侏罗山

式褶皱带中的较开阔背斜之核部
,

原生层理清楚
,

轴面扇形劈理较为发育
,

但构造置换很

弱
,

较基底冷家溪群紧闭褶皱变形式样截然不同
,

而与上覆岩层 (z 一 T ) 的褶皱变形和协

一致
,

显然属晚期燕山构造运动的产物
。

(二 ) 板溪群构造变形 板溪群变形构造构成北部雪峰一武陵山区构造之主体
,

实际上

是一个北东一南西略向北西凸出的弧形褶皱带
。

由西北侧的轴面向北西陡倾的武陵复背斜

带和南东侧的轴面向东陡倾的北部雪峰复背斜带夹持一个沉 (陵 ) 麻 (阳 ) 复向斜带组成
。

从裸露程度较高的复背斜岩层看 ( 向斜区为震旦一奥陶系覆盖 )
,

它们是多级褶皱组合的宽

缓褶皱带
.

现以古丈背斜为例简述构造变形一般特征 (图 2)
。

阶
’

.

施溶澳一镇展右丈背斜构
`

遥钊面图
O 0

t 子 解
印

图 2 背斜构造剖面图

F ig
.

2 eS e t io n o f S h i r o n g x i一 Z h e n x i g a z h an g a n t i e l in e

tP Z一浅变质砂板岩
.
tP

: 一板岩及浅变质砂岩
. 2 一冰破砾砂岩

、

硅质页岩
、

炭质页岩
; s : 、

s : 一第

一
、

第二期轴面劈理
; s0 一 , 一层理与劈理

; ` 。一板溪群层理等面积投影
、

观察数据 40 个
、

等值线

1
.

2 5
,
2

.

5
,

5
,

7
·

5 % ; , S , 一板溪群中的劈理 s :
等面积投影

、

观察数据 6 0个
、

等值线 一 7
,

3
.

3
.

5
,

6
.

7 %

l
、

古丈背斜如为一级褶皱
,

那么
,

它实际是由四个二级构造所组成
,

呈酉北突出北东

一南西向长条状展布
,

两端倾状
,

两翼宽展
,

轴西略向北酉倾斜
,

倾角约 80
“ 。

层理 s 。
极点

投影图案简单
,

略有环带趋势
,

气 为 35
。

乙 o2
。

2
、

褶皱轴面劈理发育
,

但对岩性选择性强
,

马底异组板岩中发育良好
,

劈理连续
,

其

出现率一般 l一 5 条 c/ m
,

不破坏层理
。

五强组较差且短小
,

都属破劈理
。

劈理产状于 5 1

极

点投影图上
,

极密区有两个明显的极密中心
,

中心值分别是 1 3 80 乙 20
。

和 l 刁o5 乙 峨o5
,

反映了

背斜翼部 s ,
倾角的变化集中趋向

,

东翼的 s , 产状有过变位
,

有
_

_

匕部岩层往下剪切滑移的特

点
。

阳
:
为 3 5

0

乙 2 0
0 。

3
、

在背斜核部有少量的冷家溪群出露
,

其不整合面上的一层砾石堆积无序
,

但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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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覆板溪群共同弯褶
。

一则可见盖层宽缓褶皱沿基底界面并未产生大规模滑动
。

4
、

背斜内发育有纵向断裂构造
,

为伴随褶皱作用同时发生活动的逆冲挤压性断层
。

由

此可见
,

板溪群褶皱构造变形为一次性构造变动占主导
。

晚期仅在褶皱隆升势能体逐渐增

加且持续挤压尚存的情况下
,

产生重力失稳
,

致使表层刚性不断增强
,

成向外扩张之势
,

下

部厚厚的板溪群板岩软层中则为失稳状态下的滑移
,

并伴有稀疏滑劈理的形成
。

值得指出

的是
,

板溪群受主期变形后相对隆升于地表浅层
,

叠加变形形迹再难以出现
,

而两翼断裂

构造 活动随之占踞了主导地位
。

尤其受后其南东向北西的强大构造 力影响
,

一 系列南东倾

斜往北西 向逆冲的纵向断层便成为主要表现型式
,

北西侧武陵复背斜带表现较弱
,

断裂相

对稀少
,

在南东侧偏北的雪峰复背斜带表现较强
,

断裂密集成带
。

一方 面加剧褶皱次级化

的发展
,

影响了褶皱局部倒向互不一致
; 另一方面肢解了原始褶皱形态

,

于地表出现一些

半背斜
、

半向斜
。

(三 ) 高涧群构造变形 高涧群多沿雪峰山及东南侧分布
,

系一套砂泥质复理石深水相

沉积层
,

不仅岩性上较北侧的板溪群有明显的差异
,

即构造沉积环境有较大的改变
,

构造

变形亦明显变化
。

1
、

构造轮廊 发育有与山脉步向一致的三条韧性剪切带
:

自北西而南东分别是靖县一

椒浦韧性剪切带 (F
,
)

、

通道 一江 口韧性剪切带 ( F Z ) 及城步一新化韧性剪切带 ( F 3 ) ①
。

高

涧群卷入其中
,

以剪切上盘推覆在震旦一奥陶系之上
,

剪切变形岩石构成了剪切变形岩带

之主体
。

褶皱形态主要为北东一南西往北西突出呈弧形的大型不对称扇状复式背斜带
。

F
l

是重

要转换带
,

在其附近及西侧褶皱为东倾西倒的斜歪乃至同斜状
,

而东侧主背斜轴面由较陡

立渐渐转为东倾西倒
,

并 由于 F l

和 F :

两条剪切带的存在褶皱次级化强烈
,

构成两个由西北

向南东逐一剪切推覆的地表为扇形地下为锲形插入的褶皱岩片
。

一般卷入剪切带内褶皱变

形较为剧烈
,

介于剪切面之间的褶皱变形较简单
,

但整体又保持递进演变
,

即剪切强应变

带与其受分割的褶皱弱应变带有规律的配置构成了高涧群构造变形带的基本构造格架
。

本区叠加变形十分 明显
,

雪峰山中部和南东侧尤为显著
,

一般都可出现三次应变
。

2
、

高涧群剪切应变 多以粘土质
、

半粘土质为主的高涧群受剪切作用后往往形成各种

形式的剪切褶皱
,

如相似褶皱
、

不对称褶皱
,

无根勾状片内褶皱
、

揉流褶皱和膝折褶皱等

(照片 l )
。

它们片理岩化强烈
,

特别是强直片理化构造带十分引人注目
,

愈近剪切中心
,

片

理化程度愈强
,

受晚期叠加变形后常呈片理膝折带
。

据江 口坪
、

雷子冲等地统计
,

两膝折

带翼问夹角一般 6 00 一 90
。 ,

顺原片理方向大致缩短量 20 一拍%
。

拉伸线理发育
,

诸如奉家一带变形岩中石英及石英集合体的颗粒压扁拉伸
,

绿泥石集

合体组成的斑点拉长变形
、

针柱状黄 (磁 ) 铁矿压力影等 (照 片 2)
,

其方向很稳定
,

为 12 `
’

一 3 0 4
。 。

在剪切中心某些露头点上可见明显的糜棱岩化岩石
,

出露宽度不过 1 0m 左右
,

如 F 飞的

黔阳大竹附近
。

但更多情形是千糜岩
,

其新生云母类矿物集中出现
,

多占 50 ~ 60 %
,

乃至

80 一 9 0 %
,

极细小重结品石英颗粒定向排列
,

并成拉伸线理
,

如 F l

的蒋家湾 一渔鳞冲一线
。

这类变形岩石中矿物颗粒塑性变形极显著
,

诸如石英的不均匀
、

条带状
、

布丁状等消光
,

变

① 详见
“
雪峰山韧性剪切构造带

"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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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纹
,

曲颈状变形
, 、

透镜状压扁
,

端点拉丝状改变等 (照片 3)
。

旋转应变清楚
,

如 片理带 中的透镜状石英雁行排列或呈 s 形扭 曲
,

黄铁矿不对称压力

影等
。

指示了 F l
具自南东而北西的左旋剪切作用和 F : 、

F :
具自北西而南 东的右旋剪切作

用
。

据这些旋转应变体与剪切面问的夹角大致估算出剪切中心剪切应变值一般 5
.

5一 8
。

斑点有限应变测量于 F ,

东侧 (上盘 ) 获得 K ~ 0
.

98
,

地壳沿 x 方向拉伸 1 70 %
,

沿 Y

方向拉伸 25 %
,

沿 Z 方向缩短 72 % ; 于 F :
西侧 (上盘 ) 获得 K 一 0

.

81
,

地壳沿 x 方向上

拉伸 1 95 %
,

Y 方向拉伸 O%
, z 方向缩短 65 %

。

3
、

高涧群褶皱变形特征及变形阶段 F l

以西
,

由南东向北西的逆冲推覆褶皱变形相对

复杂
,

早期是以层理 s 。
为形面的轴向北东一南西

、

轴面向南东倾斜北西歪倒或斜卧的褶皱
,

伴随南东倾斜的轴面板劈理 s , ;
晚期为轴向北东的宽缓无劈理背向形之叠加

,

受逆冲断层

作用的影响而以冲断一褶皱组合形式表现之
。

怀化以北高涧群多呈较大的冲断一褶皱残片

推覆于震旦系和下古生界之上
,

新建冲断一褶皱推覆残片即是例证之一
。

怀化以南高涧群

震旦系和下古生界出露情况截然相 反
,

如黔城封闭了寒武系明显呈残留状于断层旁侧出露
,

且高涧群
、

震旦
、

寒武系明显呈叠瓦状断层组合
,

这似乎暗示了怀化以南大片出露的类似

于新建褶皱推覆体残片变形特点的高涧群褶皱带之下有相当范围的古生界存在 ?

F ,

以东
,

褶皱变形明显
,

除 s 。
外的 s ,

也作为形面参与了褶皱活动
,

s :
的产状也发生了

较明显的改变
,

表现出三期叠加应变
。

由于剪切带 几
、

凡 的存在
,

又将高涧褶皱变形带划

分成具有两种不同构造型式的变形带
:

一是雪峰山东南侧的高涧群弯窿变形带
,

但出露有

限
,

仅见白马山
、

紫云山弯窿等 ; 二是雪峰山主体线性褶皱变形带
,

出露面较大
,

可以黔

阳中段的 F ;

与 F :

之 间的石宝剖面例述之 (图 3)
。

第一次变形于地表形成以 s 。
为形面的不对称扇状复式背斜

。

石宝剖面附近至以西的沉

水河畔
,

虽受 F l

强烈破环
,

后期叠加变形影响
,

但总体上仍显示 出为一东倾西侄倒的很不

完善的背斜核部及西侧翼的形态
。

石宝以东至铁坡山
,

褶皱轴面渐转向东侧西倾
,

倒褶带

宽度达 I Okm 并表现 出相对强 一弱一 强一弱一强的五个不同变形程度的亚带
,

以 F :
为依托

成一个由西往东逐一剪切推覆的褶皱岩片
。

东侧为神山
、

桐木溪
、

苏宝顶一线为推覆倒转

斜 (平 ) 卧带
,

风化剥蚀后往往呈残留褶皱岩片
,

1 : 5 万地质调查所证实的苏宝顶高涧群

拖 褶皱推覆残留体即是例证之一
。

岩层 由老到新表现出从陡倾斜歪同劈理褶皱一同劈理

倒转褶皱 一缓倾劈理斜卧或近平卧褶皱的铲形构造款式
。

在该背斜这一东侧倒转的褶皱推

覆岩片中
,

经实地确认为 s 。 ,

辨别出具露头规模以上的次级背向斜 (形 ) 近 50 个之多
,

与

褶皱有关的连续板劈理 5
1

和线理 L ;

较发育
,

但都明显见其改造
,

在某一局部范围内并非都

呈一律东倒西倾的扇状变化规律
,

即 s 。 、

s
,

参与了后期褶皱变形
。

第二期次变形于露头上见到的是以 s 。 、

sl 为形面在原扇状复背斜之上形成的一系列次

一级形态各一的挤压一剪切褶皱
,

轴向北东
、

轴面近直立或东或西陡倾
,

贯穿一种疏密不

一的折劈理 (照片 4) 是其识别的主要标志之一
。

于剪切带较远处
,

与挤压褶皱伴生有呈放

射状分布的趋势
,

如 F 、
以东的小洞附近所见 ; 剪切带附近

,

伴随
s 。一 ,

为形面的紧密相似摺

皱或尖顶褶皱产生
,

如 F 3
西侧奉家附近所见

。

该次褶皱由于形面 s 。 、

s0
一 1 、

s ; 均有之
,

形

态简繁不一
,

与前期构造掺和在一起
,

尤其是粘土质
、

粉砂质板岩中
,

具有很大的混淆性
,

并成复合相似褶皱者常见之
。

因此
,

无论什么地方
,

都可以发现各期次相应的褶皱构造
,

背

向斜还是背向形有时难以区分
,

即使任何一个地区该次变形强度 比前次变形低
,

却又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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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雪峰山高涧群变形构造剖面略图

F ig
.

3 S e c t io n o f r e fo r m a t io n s t r u e tu r e o f G a u j ia n g or u p
,

X u e fe n邵 h an
tP : 一高洞群

; z ,一下展旦统
. 5。一层理

; s , 一第一期劈理
; s : 一第二期劈理

; F一主剪切断裂面

( l ) 区段
: ^ 一函

,

6 0 个
,

等逍线 1
.

7一 3
.

3一 5写
; B一` , ,

5 0 个
.

等位线 2一 6一 12一 18写
.

C 一` : ,

5 0 个
.

等值线 2一 4一 6一 8 % ,

(2 )区段
:

A, 一 ` 。
,

60 个
,

等值线 1
.

7一 3
.

3一 5一 6
.

7 % ; B’ 一心
:

.

50 个
,

等值线 2一卜` 一 8 % ;

C’ 一沼
: ,

4 5 个
,

等值线 2
.

2一 4
.

4一 6
.

6一 8
.

8一 11 纬
;

(3 )区段
. ’̂ 一函

,

40 个
,

等值线 2
.

5一 5一 7
.

5一 10 一 12
.

5肠 .

卜
心: ,

45 个
,

等值线 2
.

2一 4
.

4一 6
.

6一 8
.

8 % .

C 一 ` 2 、
3 5 个

,

等道线 2
.

8一 8
.

5一 12 一 20 纬
;

这种叠加褶皱与非叠加褶皱并存
,

并还有后者的表露似乎强于前者的现象
,

其原因 目前尚

不清楚
。

第三次变形为平缓开阔的北北东向直立 无劈理褶皱叠加
,

反映了后期还有近东西向挤

压收缩作用存在
,

s
:

产状沿倾向上发生波状变化
,

在翻越雪峰山时
,

经常见到一些宽缓褶

皱即是该期构造的具体体现
。

三
、

两种显著差别的构造变形型式及有关构造运动

(一 ) 对板溪群构造的初步认识 如前所述
,

板溪群构造轮廓为一相对隆起的两个复

背斜夹一隐没的 (盖层覆盖 ) 复向斜之宽缓复式褶皱带
,

伴随发育了扇形状轴面劈理
,

次

级褶皱和微小构造一般较少
。

冷家溪群卷人其中并于背斜核部出现
。

对盖层变形有一定制

约
。

从两者不整合面上砾石层的构造变动可知
,

相对较薄的具盖层属性的板溪群褶皱变形

主要为侧向挤压力
。

在主期褶皱变形后即相对隆升
,

渐露地表
,

叠加褶皱变形不显著
,

其

构造变形的主导型式相继转为断裂构造活动
,

基底中的韧性剪切变形于盖层板溪群中业 已

转为韧一脆性或脆性断裂变形
。

板溪群复背斜两翼的次级褶皱及所夹复向斜核部均为震旦

系一奥陶系
,

并与之形成一个和协的盖层褶皱变形统一林
,

与下伏冷家溪群紧密褶皱变形

式样截然有别
,

而为中泥盆统
,

尤其壶天群和二叠系超复沉积层不整合覆盖
,

可见其褶皱

构造变动期应属加里东构造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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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高涧群构造的认识

1
、

有关高涧群的微弱构造要素 由于高涧群遭受多期变形尤其受剪切带的影响
,

面状

及线状构造要素相对较为复杂
。

其中
,

岩性层 (S 。 ) 仍不失为宏观上最为发育的面状构造要

素
,

它是形成各种各样褶皱的基本构造形面
,

除卷入剪切带的岩层层理难 以识别外
,

一般

都易测量
,

并可进行地层剖面研究
。

轴面劈理 s(
,
) 好的多于粘土质岩中

,

片状矿物平行排

列
,

属板劈理
,

与 s 。
存在着半置换至完全置换的关系

,

常呈 s0 一 ,

的形式出现
,

并谓之构造

片理 ; 剪切弱的变形带 内
,

一般呈切割至半置换关 系
,

可借以对褶皱翼部的岩层变新方向

予以识别
,

从而确定褶皱两翼正常与倒转的状态
。

由于后期构造叠加
,

已不再呈反扇形状

分布
,

而作为形面参与褶皱变形
,

构成的背向形常与背向斜发生混消
。

晚期叠加劈理 ( S
:
) 是在岩石已有 s 。 、

5
1

存在而具显著的非均匀背景上发育的透入性面

状构造
,

常以具剪切特征的折劈理形式表现之
。

同样
,

在剪切带内外
,

折劈理所表现的剪

切应变特征各不相一
,

从折劈岩片结构特征看就可分出微褶皱或复杂褶皱型及斜切或简单

引 型两类
。

其中
,

膝折是本区较为引 人注 目的置换形式之一
。

线理构造 除最 常见的褶皱枢纽外
,

尚有 呈细微褶纹状 密布于层理 表面的交 线线理

甄
一 s :

或分布于 s 。 、

s
,

之上的 b 。一 】
一 5 2 ;

表现为拉长的石英
、

石英集合体
,

绿泥石集合体
、

对称型黄铁矿压力影等形成的拉伸线理
;
分布比较普遍

,

形态简繁都有的脉石英为其主体

的香肠构造等
。

以石英脉的形态 尚能较容易地区分出早晚构造期次
,

如平直串珠状的软弱

岩层包裹的藕节状石英脉
,

一般系晚期构造作用的产物
; 呈反 s 塑旋转或复杂褶皱状的石

英脉显然是经后期构造改造而变位
。

2
、

对高涧群构造的认识 尚不能说高涧群分布地区的构造形迹 已经研究清楚
,

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
,

高涧群构造至少是三期主要构造变动的综合结果
。

其中
,

以第一期次最为重

要
,

它基本奠定了高涧群区域构造格架为一向东偏倒的扇状复式褶皱
,

变形斑点应变分析

表明
,

褶皱变形属挤压一剪切机制
。

横观高涧群构造变形带东西两侧的震旦一志留系这套

岩石序列的变形特征可知
,

它们都属下构造层次中上部的变形机制 ( aM att
u er

,

198 0 )
,

即高

涧群与上覆震旦一 志留系岩层的构造变形和协一致
,

并未见震旦系与高涧群间或下古 生界

与前寒武系间存在有构造变形不连续面或变形构造式样有所差别
。

即使有时见及高涧群的

变形程度似乎比其上覆岩层的变形程度更强一点
,

这仅是构造变形层次深浅不一
,

或构造

部位不尽一致的具体表现罢了
。

由此论定
,

高涧群主体变形形迹及该强盛期的大型韧性剪

切系统当属加里东构造运动的产物
,

即属于雪峰地体与湘 中地体于加里东构造期拼贴的产

物
。

而板溪期之后的所谓雪峰运动对高涧群并未产生大的影响
,

不具造山运动的属性
。

至

于第三期次变形
,

暂无确切证据说明印支叠加褶皱作用对此毫无影响
,

至少可以认为
,

那

些无劈理褶皱
,

波幅较大
,

甚至呈紧密东倾西倒并伴有强烈逆冲断层作用的现象
,

与印支

期及以后的构造作用不无关系
。

综上所述
,

板溪群和高涧群构造变形大相径庭
,

无论是褶皱的简繁程度
、

变形式样
、

形

成机制
,

还是断裂构造属性
、

叠加变形表现
、

小构造发育特点等都是如此
。

也正是板溪群

与高涧群构造变形的这种北弱南强 的不对称性构成了扬子板块东南缘
“

雪峰隆起
”
加里东

期地体拼贴带的基本构造式样
。

北弱弱
,

至湘西北中泥盆统与泥市群一 志留系仅呈假整合

接触关系
,

以至于泥市群构造变形类似于板溪群
,

但整体构造形迹都烙上了燕山构造变动

的印记
。

南强强
,

至湘中中泥盆统与高涧群一 志留系呈不 整合接触
,

湘中的高涧群则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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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照片 l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高涧群中的膝折式褶皱 奉家

高涧群中的黄铁矿压力影 黔阳大坪 原大 x ZI

高涧群中的石英碎屑的塑性变形 铁坡山 原大 x ZI

高涧群中的折劈理构造 新化上江 原大 x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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