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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南地 区加里东期造山运动
,

多认为发生于志留纪末
。

通过粤中及其邻 区构造发展 史的

长期研究
,

我们认为其时空分布可分为三幕
:

第一幕发生于晚奥陶世末
,

称为台开运动
,

涉及 闽粤

大部分地区和赣中南
、

湘东南及桂东北地区
,

是 广泛 而强烈的一次运 动
。

第二幕发生于 中志留世

末
,

称崇义运动
,

涉及湘中南
、

赣西和桂东北等地
。

第三幕发生于晚志留世末
,

称广西运 动
,

涉及桂

东南以外的广西境内
。

这三次运动 在空间 上形成了不同时期的造山带
。

第一幕至第三幕造山带

呈 由南东向北西
、

再转向南西的迁移规律
。

关键词 加里东期 造山运动 时空分布 华南

加里东运动以英国苏格兰加里东山命名
,

系指欧洲志留纪与泥盆纪之间的地壳运动
。

丁

文江 ( 1 9 2 9) 将我国西南地区志留纪末与泥盆纪初的地壳运动称为广西运动
。

敖振宽 ( 19 5 6) 用

加里东运动代表广西运动
,

其含义包括导致华南诸省 (区 )泥盆系与下伏地层之间不整合的构

造运动
。

目前人们多将华南地区早古生代的构造运动
,

统称加里东运动
,

并认为加里东期的褶

皱运动主要发生于晚志留世末
。

我们在研究粤中及其邻区构造发展历史时
,

发现华南加里东

期的造山运动可以分为三幕
。

1 晚奥陶世末的第一幕造山运动— 台开运动

晚奥陶世末的台开运动
,

使闽粤两省和赣中南
、

湘东南以及桂东北地区产生强烈的区域变

质
、

混合岩化和广泛的岩浆侵入活动
,

是华南加里东期最重要最强烈的一次造山运动
。

由于在

湘赣粤桂地区首次提出这 一 运动
,

故有必要详细地论述其确定依据
。

1
.

1 中晚奥陶世地壳的普遍隆升是发生造山运动的前奏

华南地区中晚奥陶世地壳的隆起
,

主要表现在武夷山和大瑶山地区
。

据福建省区域地质

志「’ 〕
,

该省除早奥陶世早期有短暂的海侵外
,

中晚奥陶世为间歇性抬 升
,

西北部武 夷地块抬升

较快
,

陆区 由西北向南东扩展
,

西北部邵武 一
泰宁 一带缺失中奥陶世沉积

。

中晚奥陶世长汀海

湾 比水安
一 龙岩海湾沉积地势高

,

更接近陆源
,

它们都有程度不同的海退相序沉积
,

这些都是

武夷地块由北西向南东扩展的证据
。

处于桂湘粤交界的大瑶 山地区
,

自寒武纪末开始隆起 以后
,

在晚奥陶世隆起的范围更大
,

湘南道县至赣西南崇义和桂东南岑溪一带
,

上奥陶统的沉积已由笔石页岩相变为含腕足类
、

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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鳃类等底栖生物化石的滨岸相沉积
。

上述两个地区大幅度隆起
,

是华南地区加里东期造 山运

动第一幕的前奏
。

1
.

2 志留纪沉积的普遍缺失是晚奥陶世末造山运动存在的旁证

在湘南
、

赣中南地区和福建全境以及广东 (除西部封开
、

郁南
、

高要等地外 )
,

都没有志留纪

地层分布
。

如此广大地区无志留系踪迹
,

理论上有三种可能
:

第一是有志留纪沉积
,

志留纪末

的褶皱运动使这些地区成为造 山带
,

志留系被剥蚀殆尽
。

我们认为上述地区如有志留纪沉积
,

不可能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将其全部剥蚀而不 留丝毫痕迹
。

并且这些地区都分布有上奥陶统
,

难以想像它们恰好都是志留系被全部剥蚀却保存了上奥陶统
。

第二是这些地区在晚奥陶世末

发生了广泛的抬升运动
,

缺失志留纪沉积
,

但到志留纪末才发生褶皱运动
。

很难设想这些地区

在晚奥陶世强烈隆起之后
,

直到志 留纪末方产生造 山运动
,

这也不大符合地壳运动的一般规

律
。

第三是晚奥陶世末发生造山运动
,

使这些地 区缺失志留纪沉积
,

我们持这种认识
,

并可从

下面的论述中进一步证明
。

1
.

3 同位素年龄数据证明奥陶纪末发生了强烈的造山运动和岩浆活动

在广东
、

福建
、

赣西南和湘东南地 区 {21
,

广泛分布着加里东期的花岗岩侵入体
,

其同位素

年龄为晚奥陶世或中晚奥陶世 (表 1 )
。

表 1 华南地区中
、

晚奥陶世花岗岩类同位素年龄

T a b l e 1 15 0《OP i e a g e o f gr a n it io d s o f m idd le 一 la et O r d o v ic i a n in

sou
th C h i n a

地地 区区 岩 体 名 称称 测 年 方 法法 年 龄 ( M
a ))) 资 料 来 源源

粤粤粤 广州白云山混合岩岩 单颗粒错石法法 4 4 8
.

5 士 3
.

666 李昌发
,

1 9 9 111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台台台山龙塘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岩 U 一 P b 法法 4 4 4
,

4 6 111 李景明
,

1 9 9333

粤粤粤 诗洞
、

凤村二长花岗岩岩 R b 一 S
r
法法 4 4 7 士 1 8

,

4 4 3 士 1 111 伍广宇宇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444444444 4 0 士 555 叶伯丹
,

1 9 8 888

石石石牛头花岗岩岩岩 4 4 4 士 2 000 陈泰平
,

1 98999

粤粤 开开 思贺变形变质花岗岩岩岩 4 5 4 士 2 666 张竹贤
,

19 8777
西西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云云 山山 大王山变形变质花岗岩岩岩 4 3 9 士 1 444 张竹贤

,

1 98777

湘湘湘 诸广 山子公坑二长花岗岩岩 U 一 P b 法法 4 4 333 湖南省区龙粉也也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质调查所川川

南南南 诸广山寨前二长花岗岩岩岩 4 4 0
,

4 3 33333

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赣

西西西 诸广山宝 山
、

牛塘闪长岩岩岩 4 36
,

4 2 88888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万万万泽 山污渡花岗岩岩岩 4 6 00000

彭彭彭公庙双江花岗岩岩岩 4 3 44444

九九九凝山牛栏洞二长花岗岩岩 K 一 rA 法法 4 2 77777

SSSSSSS m 一 N d 法法 4 4 66666

闽闽闽 竹州岩体体 K 一 rA 法法 4 4 111 福建省区域地地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质志
,

1 98 555
上上上青岩体体体 4 36

.

11111

东东东 堡堡堡 4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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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地质年代表和中国地层年代表 (下同 )
,

奥陶纪与志留纪之间的界 限年龄为 4 39

M a 。

在表 1 中
,

广州地区的混合岩为中奥陶世 ;台山地区加里东期岩体侵入中奥陶统
,

其同位

素年龄为中晚奥陶世 ;粤西诗洞
、

凤村
、

石牛头等花岗岩体
,

其年龄都为晚奥陶世
。

粤西云开地

区广泛出露混合岩和变形变质花岗岩
,

袁正新 ( 1 9 95) 〔’ 〕根据这些岩石和岩体的错石 u 一 P b 一

致线上交点年龄和其它资料
,

将它们的时代定为晚元古代
,

但也有一些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为

晚奥陶世至中晚奥陶世
。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该区晚元古代花岗岩和混合岩在晚奥陶世经历了

一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

使它们变形变质成为片麻状花岗质变晶糜棱岩
,

这些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

龄代表这个时期的构造热事件
。

但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奥陶纪的侵入岩
。

湘东南
、

赣西南和 闽

西的大量加里东期岩体
,

其年龄值大部分也为晚奥陶世
,

少数为中奥陶世
。

根据粤闽和湘赣南部缺失志留纪沉积
,

而这些地区加里东期的花岗岩
、

混合岩同位素年龄

主要为晚奥陶世 (部分为中奥陶世和早志留世初期 )
,

云开地区元古代花岗岩在晚奥陶世末又

经历了强烈的区域变形变质作用
,

我们把这些地区的加里东期造山运动 (即华南加里东期造山

运动的第一幕 )定为晚奥陶世末
。

由于台山
、

开平交界处中晚奥陶世的侵入岩和火山岩分布较

多
,

其附近的中泥盆统不整合于下奥陶统之上
,

而底砾岩中又有火山岩砾石
,

因而
,

将这一运动

称为台开运动 [’]
。

1
.

4 志留系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是这次运动的直接证据

据孙存礼
、

龚由勋 ( 1 9 9 4) 的研究「5 〕:

在赣西南崇义至大余一带
,

有一套浅红
、

灰紫
、

黄绿色

砂砾岩
,

称为
“

阳岭砾岩
” ,

以复成分砾岩
、

砂砾岩和杂砂岩为主
,

厚度 > 1 1Z 2 m
,

砾岩
、

砂砾岩

占全部厚度的 52 % 一 92 %
,

砾石直径大者近 10 0 c m
,

一般 1一 3 。m
。

在砂岩
、

粉砂岩
、

泥质板

岩中发现大量微古植物化石
,

多数跨时较长
,

从晚元古代延续到早古生代
,

都含有 与 zot aP l al

sP
.

(蒂洛托藻
,

是英国早
、

中志留世的特征分子 )
,

其时代应属早
、

中志留世
。

还发现常见于奥

陶纪至泥盆纪的几丁虫化石 且
双沼 is P h ae ar sP

.

和 co ziP ch iil all sP
. 。

另外在砾岩的砾石 中
,

含

有我国南方 中
、

下寒武统常见的海绵骨针 p rt ot sP o n g 爪 sP
. ,

可见砾岩的时代肯定晚于早
、

中

寒武世
,

根据所含化石
,

其时代置于志留纪为宜
。

在赣南地区震旦系至奥陶系为连续沉积
,

在

崇义
一

占亭地区的上奥陶统中
,

发现有五峰期的笔石带化石 ( D i c’e ll go ar Put 、 。
or lu 、 )

,

证 明该 区有

晚奥陶世沉积
,

因此它的时代应晚于奥陶纪
。

又据阳岭砾岩普遍高角度不整合于寒武系之上
,

其上又为中泥盆统陡水组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所覆
,

所以其层位应为志留系至下泥盆统
。

综上所述
,

阳岭砾岩的时代可以肯定为志留纪
,

它与寒武系的不整合
,

是华南地区晚奥陶

世末加里东造 山运动的直接证据
。

阳岭砾岩是该运 动之后在山间拗 陷形成的磨拉石建造
,

所

以分布不广
,

仅见于赣西南地区
。

根据上述情况
,

把华南加里东期晚奥陶世末的第一幕造 山运

动
,

称为崇义运动更为合适
,

但由于我们在命名台开运动时
,

未查阅到孙存礼
、

龚由勋的上述研

究成果
,

加之在细分为三幕的造山运动中
,

将第二幕造山运动称为崇 义运动 (详 见下文 )
,

在此

继续保留台开运动这一命名
。

2 中志留世末的第二幕造山运动— 崇义运动

中志留世末的造山运动
,

由湖南省区域地质志提 出 [“ 〕
,

在湘中南地 区缺失中
、

上 志留统
,

中泥盆统不整合覆于下伏地层之上
,

但湘北地区中泥盆统与中志留统为平行不整 合
,

故认为该

运动在湘中表现为造山性质
,

在湘北为抬升运动
。

但因湘中地区缺失中志留统
,

造山运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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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中志留世末
,

缺少直接证据
。

然而在湘中南一带很多加里东期花 岗岩类岩体的同位素

年龄为 41 6 一 42 3 M a (表 2 )
,

时代为中志留世末至晚志留世初
,

可以间接证明湘中南地区在中

志留世末确有一次强烈的褶皱运动和广泛的岩浆侵入活动
。

表 2 湘中南地区中志留世花岗岩类同位素年龄

T a b le 2 Is o t o P i e a g e o f g r a n iot ids
o f m id d le S il u r ia n i n m id d l e 一 s o u th H u n a n P or v i n e e

岩岩 体 名 称称 测 年 方 法法 年 龄 ( M
a
))) 资 料 来 源源

小小毛平水斜二长花岗岩岩 U 一 P b 法法 4 1 777 湖南省区域地质调查所〔2 〕〕

小小毛平桃树溜花岗闪长岩岩岩 4 2 000 一一丁
’ ---

板板杉铺百井冲花岗闪长岩岩岩 4 2 33333

岩岩坝桥白马庙花岗闪长岩岩 R b 一 rS 法法 4 2 22222

白白马山七江二长花岗岩岩 U 一 P b 法法 4 1 66666

前 已叙及赣西南崇义地区的
“

阳岭砾岩
” ,

根据其微古植物化石为下
、

中志留统
,

中泥盆统

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其上 (图 1 )
,

进一步证明中志留世末湘中南至赣西南地 区确实发生 了造

山运动
,

其强度赣西南比湘中南地区弱
。

阳岭

曰
S

…乒户七…〔
0 盆匀 引扣 m
公一一一一上一一一一一习

图 l 崇义县阳岭剖面 (据孙存礼
、

龚由勋 1 9 9 4 年资料改编 )
,

示

中泥盆统与
“

阳岭砾岩
”

( 5
1

一
2 )不整合接触

。

F ig
.

1 G e o
l眼 ie a l s e e t i o z l o f Y a n g li

n g ,

C h
o n g y i cou

n t y

由此可见
,

湘中南至赣西南一带
,

中志留世末普遍发生了加里东期第二幕造山运动
。

考虑

到崇义地区加里东期第一幕和第二幕的造山运动都有可靠的不整合证据和第一幕造山运动已

命名为台开运动
,

因此将第二幕造山运动称为崇义运动
。

3 晚志留世末的第三幕造 山运动— 广西运动

在广西玉林
、

钦州
、

防城 一带
,

寒武系至泥盆 系为连续 沉积
,

而这一带的周边地区
,

下泥盆

统不整合于寒武系或奥陶系之 [
,

说明晚志留世末与早泥盆世之间
,

发生了 一次造山运动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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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华南加里东期的第三幕造山运动
,

即公认的广西运动
。

在桂北及桂东大瑶山地区
,

有一些

花岗岩类岩体
,

侵入于寒武系或奥陶系
,

它们有的又被下
、

中泥盆统不整合覆盖
,

其同位素年龄

多为 39 3 一 41 8 M a (表 3 )「7飞
,

根据志留纪与泥盆纪之间的年龄界限为 4 09 M a ,

显然岩体形成于

晚志留世末与泥盆纪初
,

是广西运动的产物
。

以上情况都说明广西运动发生在志留纪末是确

切无疑的
。

表 3 桂东北地区晚志留世花岗岩类同位素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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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南地区加里东期造山带的分布与迁移

华南加里东期第一幕至第三幕造 王IJ运动影响范围不一 (图 2 )
:

第一幕台开运动
,

涉及粤西

云开大山
、

粤中
、

粤东和粤北地区与福建全境
、

赣中南
、

湘东南及桂东北一带
,

是加里东期造山

运动广度和强度最大的一次运动
,

形成了华南第一 期加里东造山带
。

中志留世末第二幕崇义

运动
,

主要涉及赣西
、

湘中南及桂东北地区
,

形成了华南第二期加里东造山带
,

构造活动强度 由

南东向北西增强
,

表现在赣西地区中泥盆统与中
、

下志留统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
,

而湘中南一

带为不整合
,

并有广泛的岩浆侵入活动
。

在空间上第一 期至第 二期造山带
,

明显由南东向北西

迁移
。

晚志留世末第三幕广西运动
,

主要分布于佳北
、

桂中及桂西南地区
,

形成华南第三期加

里东造山带
,

在空间上第二期至第三期造山带由北东向南西迁移
。

经过这一次运动
,

华南加里

东期裂陷槽全面褶皱回返
,

形成了广阔的加里东期造 山带
。

但桂东南玉林至防城一带仍继续

拗陷
,

成为一个
“

残余地槽
” ,

它从早二叠世至晚二叠世 由北东向南西逐步褶皱隆起
,

形成 了一

个范围很小的华力西造 山带
。

需顺便说明的是与海南岛加里东期造山运动的对比问题
。

夏邦栋 ( 1 9 7 9) 认为海南岛南部

三亚地区中奥陶统 上部尖岭组底部砾岩 与下部沙塘组页岩为不整合接触
,

称为
“

崖县运动
” 、 )

汪啸风等 ( 1 9 92) 认为二者为假整合接触仁
8 飞,

另外在东方县江边 乡下石炭统青天峡组 与志留系

岳岭群呈不整合或假整 合接触
,

代表海南加里东期造山运动
,

但岳岭群仅底部发现少数几丁虫

和微古植物化石
,

其
_

仁部 6 0 0 余米地层未发现化石
。

因而将 岳岭群确 定为早
、

中志留世
,

因其

确切时代尚不能肯定
,

目前 只能暂将这
一

运动 与湘赣地区的崇义运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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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华南加里东期造山运动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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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奥陶世末台开运动影响地区 2
.

中志 留世末祟义运动影响地 区

3
.

晚志留世末广西运动影响地 区 4
.

佳东南
“

残余地槽
”

5 结 论

华南地区加里东期造山运动分为三幕
:

第一幕发生于晚奥陶世末
,

称台开运动
,

涉及广东

大部地 区
、

福建全境和赣中南
、

湘东南及桂东北一带
,

是最强烈最重要的一幕
,

形成了加里东第

一期造山带
。

第二幕发生于 中志留世末
,

称崇义运动
,

涉及湘中南
、

赣西和桂东北地区
,

形成 了

加里东第二期造山带
。

第三幕发生于晚志留世末
,

为广西运动
,

涉及桂东南以外的广西地 区
,

形成了加里东第三期造山带
。

从加里东第一期至第三期
,

造山带依次由南东向北西迁移
,

然后

又向南西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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