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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梵净山
H

桑植地区是雪峰山西缘扩展构造带的一部分(该区构造变形复杂(阐明该地区构造变形特征(不但能够更好的

认识和理解江南
H

雪峰隆起带及其周缘的构造变形特征(而且能够更好的指导我国南方海相油气勘探
&

本文通过对该区域复

杂构造特征的详细解析(厘定出该区发育了
'++F+M

和
'+

走向两幕印支期变形(以及
'+

向和
''+F'0

走向两幕燕山期变

形
&

结合区域大地构造背景(认为印支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古特提斯洋的关闭)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剪刀式拼合有关*燕

山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伊泽奈崎板块和库拉
H

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
&

关键词!扬子地块*雪峰隆起*构造*褶皱叠加*不整合*石油地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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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
H

桑植地区位于扬子地块的东南部(属

于江南
H

雪峰隆起带的西缘扩展构造带的一部分
&

扬子地块及江南
H

雪峰隆起的构造发育特征是近年

来国内外众多地质学家们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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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许多成果%朱夏(

*@E!,

(

*@E!Z

*郭令智等(

*@ED

*

范小林等(

*@@D

*丘元禧(

*@@D

*丘元禧等(

*@@"

*丘元

禧等(

*@@@

*任纪舜等(

*@@@

*马力等(

())D

*丁道桂

等(

())?

*崔敏等(

())@

&

&

但针对梵净山
H

桑植地区

典型的构造变形特征(目前还没有比较详尽的阐述

和分析(本文主要针对这一研究上的不足(开展梵净

山
H

桑植地区构造变形特征和形成机制方面的研

究(阐明梵净山
H

桑植地区的复杂构造变形特征(不

但能够对江南
H

雪峰隆起带的构造变形特征有进一

步的认识(而且能够为扬子地块的复合叠加构造变

形特征分析提供有力依据(能更好地指导我国南方

海相油气勘探
&

*

!

区域地质概况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位于我国贵州省东北部)重

庆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区内有
=!()

)

=!*@

)

=()@

三条国道(是
D

省的交通要道(公路畅通(交通十分

便利
&

研究区出露的地层(主要包括中上元古界梵净

山群地层)下古生界的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

系地层)上古生界的泥盆系)二叠系地层(以及中生

界的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地层(以海相沉积岩和

古生物化石丰富为其主要特征
&

中上元古界以海相

图
*

!

梵净山地区构造简图

W2

T

&* \/3;.-61.6-3I,

Y

$7W,4

K

24

T

X$64.,24

"

&

雪峰山核部隆起带*

#

&

雪峰山西缘扩展带*

$

&

齐岳山隔槽式复

合构造带*

W

*

&

慈利
H

保靖断裂*

W

(

&

龙里
H

印江断裂

陆源碎屑沉积为主(夹火山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发育

浅变质的变余砂岩)变余粉砂岩)绢云母板岩等*古

生界至上三叠统主要由海相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组

成(以海相碳酸盐沉积占优势%董卫平(

*@@?

&(主要

岩性有生物碎屑灰岩)燧石结核灰岩)白云岩
&

中生

界地层主要为陆缘碎屑岩(以粉砂岩)细砂岩为主
&

地史上研究区及其邻区经历了武陵)雪峰%晋宁&)加

里东)印支)燕山
H

喜山等多期构造变革(形成多个

大型不整合界面
&

从区域构造背景而言(研究区位于湘黔桂地块

的中西部)扬子地块的东部(江南
H

雪峰隆起带的西

侧(属于江南
H

雪峰隆起带西缘扩展构造带的一部

分%图
*

&

&

(

!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褶皱变形特征解析

晚元古代时期(区域上发生了雪峰运动%晋宁运

动&(是扬子准地台的一次奠基性构造运动(结束了

地台基底地槽型活动的历史(转入地台盖层稳定性

沉积(使扬子大部分地区上升成陆
&

自古生代以来(

研究区经历了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等

多期多幕构造运动(在梵净山地区出露最古老的地

层为梵净山群(并且发育多幕次多种构造样式复合

叠加的复杂构造
&

本文重点介绍古生代以来的构造

变形特征
&

@&A

!

加里东期褶皱变形特征解析

该地区发育加里东期不整合面(即泥盆系或二

叠系与下伏地层志留系之间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关

系
&

在张家界
H

吉首
H

铜仁一线以东的地区(该幕不

整合主要表现为二叠系)泥盆系地层与下伏的志留

系)奥陶系地层呈低角度%

*)_

%

()_

左右&不整合接

触
&

在该线以西的梵净山
H

桑植地区(主要表现为中

上泥盆统%缺失中泥盆统时(则为上泥盆统&与下伏

的志留系)奥陶系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

在该区域的石

门新关地区(中泥盆统云台关群%

`

(6

/

&底部为含砾

石英粗砂岩(地层产状为
*L?_

"

!!_

(下伏中志留统

纱帽群为粉砂岩(地层产状为
*""_

"

!"_

(两者基本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图
(

&

&

永顺地区附近(主要表现

为
`

(

#

0

!

平行不整合接触(而酉阳区域(缺失
`

(

(主

要表现为
`

!

#

0

(

平行不整合%图
(

&

&

因此(加里东时期该地区主要表现为整体稳定

抬升剥蚀(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褶皱变形和断层
&

@&@

!

印支期褶皱变形特征解析

研究区内(

\

!

或
5

*

零星分布(与下伏地层呈低

角度不整合接触
&

例如(位于石门县新关镇乌龟桥

"E@



!

第
"

期
!

周小军等"雪峰山西侧梵净山
H

桑植地区构造变形特征

图
(

!

石门和酉阳附近加里东期平行不整合特征
%图例见图

*

&

W2

T

&( \/38,%3>$42,4

Y

,-,%%3%641$47$-I2.

<

43,-0/2I34

,4>V$6

<

,4

T

#

&

雪峰山西缘扩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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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岳山隔槽式复合构造带*

W

*

&

慈利
H

保靖断裂*

W

(

&

龙里
H

印江断裂

图
!

!

石门和桑植附近印支期不整合特征
%图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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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核部隆起带*

$

&

齐岳山隔槽式复合构造带*

W

*

&

慈利
H

保靖断裂*

W

(

&

龙里
H

印江断裂

边(出露
5

*

#

\

(

呈低角度不整合接触%图
!

&*位于桑

植洪家关附近(发育
\

!

#

\

(

呈低角度不整合接触

%图
!

&

&

结合区域性构造变形分析(厘定出研究区主要发

育两幕印支期褶皱
&

印支期一幕(主要发育
'++F+M

图
D

!

印支期两幕褶皱发育特征

W2

T

&D \/373,.6-3$7./3.[$3

Y

2;$>3;>37$-I,.2$424S4F

>$;242,43

Y

$1/

W

*

&

慈利
H

保靖断裂*

W

(

&

龙里
H

印江断裂

走向的褶皱变形%图
D

&

&

在桑植附近(主要表现为向

斜(核部地层为中三叠统灰岩(两翼分别为下三叠统)

二叠系)泥盆系)志留系地层(两翼地层产状分别为

*")_

%

*?)_

"

!)_

%

L)_

和
!!)_

%

!DL_

"

!L_

%

L)_

(两翼

地层倾角近于相等(轴面近于直立(局部靠近断层的

区域受断层影响(地层倾角较大
&

桑植以东至石门地

区(该幕褶皱主要表现为近
+M

向向斜(两翼地层产

状分别为
*?L_

%

*E!_

"

!)_

%

L)_

和
!LL_

%

"_

"

(L_

%

D)_&

在梵净山地区(该幕褶皱主要表现为背)向斜相

间排列(背斜核部主要发育中上元古界地层(翼部主

要发育震旦系)寒武系)下奥陶统地层(向斜相对较

窄(背斜相对较宽(形成隔槽式褶皱组合样式
&

从残留

的地层产状分析(两翼地层产状分别为
!!L_

%

!L)_

"

()_

%

!L_

和
*")_

%

*"E_

"

*L_

%

!)_&

从研究区的地层的总体分布可以看出(永顺
H

桑植
H

石门地区主要发育泥盆系
H

中侏罗统地层(

而南北两侧对称分布奥陶系)寒武系)震旦系地层(

总体上也表现出
'++

向的褶皱特征
&

因此(印支期一幕褶皱在研究区形成了
'++F

+M

向复背斜和复向斜的组合样式(从而导致以永

顺
H

保靖为界(南北两侧地表出露地层有明显差异
&

研究区印支期二幕主要发育
'+

轴向的褶皱

%图
D

&

&

桑植
H

石门地区(主要表现为一系列
'+

向

的向斜(呈右阶雁列式排列
&

向斜核部地层为中三叠

统灰岩(两翼分别为下三叠统)二叠系)泥盆系和志

?E@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
!"

卷

留系地层
&

从地层产状分析(两翼产状分别为
*!)_

%

*D)_

"

!L_

%

L)_

和
!*L_

%

!!)_

"

(L_

%

D)_

(总体表现

为向斜较宽(背斜较窄(呈隔档式褶皱组合样式
&

梵

净山附近主要表现为
!

个明显的背斜(呈左阶雁列

图
L

!

桑植附近燕山期不整合特征

W2

T

&L \/3V,4;/,42,4641$47$-I2.

<

43,-0,4

T

J/2

式排列(背斜核部出露上元古界地层(翼部分别为震

旦系)寒武和奥陶系地层
&

背斜相对较宽(向斜相对

较窄(呈隔槽式褶皱组合样式
&

背斜两翼的产状为

*()_

%

*!L_

"

()_

%

!)_

和
!*)_

%

!(L_

"

*L_

%

!)_&

印支期二幕的褶皱变形控制了部分上三叠统和

侏罗系地层的展布(故上三叠统和侏罗系主要分布

于向斜的核部
&

@&B

!

上白垩统与下伏地层的角度不整合发育特征

在石门)慈利)张家界)龙山等处发育上白垩统

地层(与下伏各地层均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图
*

&

&

结合区域构造分析可知(研究区主要发育两幕

燕山期褶皱变形
&

燕山一幕主要发育
'+

向褶皱(与

印支晚期褶皱轴向大致相近
&

位于研究区北西侧的

黔江)咸丰一带(该幕褶皱变形显著(侏罗系和三叠

系的地层明显卷入
'+

轴向褶皱变形(而在梵净

山
H

桑植地区(由于该幕褶皱与印支晚期褶皱轴向

近于一致(两幕褶皱相互叠加(在地质图上特征不明

显
&

但是(从地层的产状分布特征可以得知(卷入该

幕褶皱的中侏罗统地层两翼产状分别为"

*)E_

"

*D_

和
!*(_

"

?_

(而其下伏的中三叠统地层产状为"

*(!_

"

DD_

和
!!E_

"

(*_

%图
L

&(两者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

接触(并且褶皱变形的程度不一致(说明确实在该区

域存在一幕燕山期的
'+

向褶皱变形
&

研究区燕山二幕主要发育
''+F'0

向的褶皱

变形
&

该幕褶皱影响范围很广(在整个雪峰山西侧地

图
"

!

燕山期二幕褶皱特征

W2

T

&" \/3;31$4>3

Y

2;$>3>37$-I,.2$424V,4;/,43

Y

$1/

W

*

&

慈利
H

保靖断裂*

W

(

&

龙里
H

印江断裂

区都有突出的表现
&

在梵净山附近(主要发育一系列

背斜(其两翼的地层产状分别为"

(?)_

%

(EL_

"

()_

%

!L_

和
*)L_

%

*()_

"

(L_

%

D)_&

该幕褶皱与早期褶皱

叠加(形成了平面上不规则菱形的串珠状的隆起(该

幕褶皱的轴迹呈左阶式雁列状排列%图
"

&

&

在桑植

附近(主要发育一系列向斜(其两翼地层产状分别

为"

@L_

%

**)_

"

D)_

%

"L_

和
(E)_

%

!))_

"

LL_

%

?L_&

该幕褶皱与早期褶皱叠加(平面上在桑植
H

石门附

近形成向西凸出的弓形(该幕褶皱的轴迹呈右阶式

雁列状排列%图
"

&

&

!

!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断层发育特征

研究区经过多幕构造变形(形成了一系列与各

幕褶皱相伴生的逆冲断层(主体表现为由南东向北

西的逆冲
&

该研究区发育规模比较大的两条边界性

逆冲断层为慈利
H

保靖断裂和龙山
H

印江断裂

%图
?

&

&

慈利
H

保靖断裂平面形态为一向北西凸出的弧

形逆冲断裂(该断裂沿慈利)张家界)保靖)松桃)江

口)镇远一线发育
&

在保靖以北(断层走向
'+F'++

向*在保靖以南(该断层走向
''+

向
&

平面上(慈

利)石门一带该断层较陡(梵净山附近该断层较为平

缓*剖面上(该断层为典型的铲状逆冲断层(浅部断

层产状比较陡(倾角约
LL_

%

?L_

*向深部该断层产状

逐渐变平缓%图
?

&(断层切割上元古界及以上地层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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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酉阳
H

松桃剖面上断层发育特征

W2

T

&? \/37,6%.;24./3V$6

<

,4

T

F0$4

T

.,$

Y

-$72%3

龙山
H

印江断裂平面上表现为略向北西凸出的

弧形断裂(受后期褶皱变形和走滑断层的改造(平面

上不是十分连续*剖面上表现为大型铲状逆冲断层(

地表倾角约
D)_

%

")_

(向深部逐渐变平缓
&

这两条大型的逆冲断层(切割深度较深(活动时

间长(对研究区的构造变形起着至关重要的控制作

用
&

后期%燕山晚期及其以后&被左行走滑断层所切

割(形成了现今的构造格局
&

D

!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构造变形的成因

机制解析

从以上构造变形特征分析得知(研究区自古生

代以来(经历了多幕次的构造变形(而且(形成褶皱

的轴向和断层走向具有一定规律性(即走向或轴向

由
'++

向(经
'+

(并最后向
''+

向逆时针旋转转

变
&

这一构造变性特征(不仅与区域上印支运动和燕

山运动的大地构造背景有关(而且与雪峰山的隆起

和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从区域构造分析(加里东时期(研究区处于稳定

抬升阶段(遭受强烈剥蚀(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构造

变形
&

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结束了整个扬子地

区长期以来的海相沉积史(开始了陆相湖盆沉积
&

由

于印支运动及其后多次运动的发生(雪峰山及其东

侧变形极为强烈(造成多个角度不整合接触(并且发

生强烈的褶皱变形和大规模逆冲断层*而在雪峰山

西侧(构造强度相对减弱(发育低角度不整合或整合

为特征(褶皱和断裂也有一定程度的发育
&

侏罗纪晚

期开始的燕山运动(使雪峰山西侧地区发生强烈的

构造变形(形成了以侏罗系湖相沉积为主的盆地
&

综合区域构造背景和研究区的构造变形特征分

析(梵净山
H

桑植地区的构造变形可能有如下成因

机制
&

%

*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的印支期变形(可能与古

特提斯洋的关闭)华南和华北板块的剪刀式拼合有

关
&

对于华南和华北板块的拼合时间主要集中在两

种观点上"晚加里东
H

早海西期%许志琴等(

*@EE

*殷

鸿福和彭元桥(

*@@L

&和印支期%张国伟(

*@EE

*李曙

光等(

*@E@

&

&

但殷鸿福等%

*@@@

&研究认为(华南与华

北的拼合是一种多岛洋的同向软碰撞模式(整个拼

合过程经历了点
H

线
H

面的过程(由东向西呈剪刀

式斜向缝合
&

扬子和华北的第一次$软碰撞'发生在

志留纪
H

泥盆纪过渡期(但两者的真正拼合造山发

生在中三叠世
&

同时(古特提斯洋在中三叠世末碰撞

关闭(华南板块受到挤压作用并向北俯冲(从而使雪

峰山地区产生向北的挤压作用
&

在这两者的共同作

用下(产生
'++F+M

向印支期一幕的褶皱及断层
&

随着扬子板块的向北进一步挤压(受由东向西

$剪刀式'缝合作用的影响(在雪峰山西侧产生

''MF0+

方向的局部挤压应力场(使雪峰山主体开

始形成向北西凸出的弧形(而雪峰山西侧的梵净山

H

桑植地区(在这种局部应力场作用下(产生印支二

幕
'+

向的褶皱和断裂%图
E

&

&

%

(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的燕山期变形(可能与伊

泽奈崎板块和库拉
H

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金宠

等(

())@

&

&

燕山期一幕时期(尽管特提斯中冈瓦纳的

离散地块%如羌塘)冈底斯和喜马拉雅等&仍在逐渐

向北运移(但作用最强的是伊泽奈崎板块朝
'M

方

向运移)俯冲到东亚大陆之下%高长林等(

())L

&(使

中国大陆及邻区总体上向北西挤压和缩短%丁道桂

等(

())E

&(从而产生与印支二幕方向基本相近的变

形作用(为变形范围更为广泛的
'+

向燕山一幕构

造变形
&

晚侏罗世
H

早白垩世(库拉
H

太平洋板块

''M

向快速向亚洲及中国东部大陆之下俯冲(并

且库拉
H

太平洋转换断层在洋壳消减过程中伴随着

洋壳的俯冲消减并快速斜向$划过'中国东部陆壳
&

在太平洋板块斜向俯冲的大地构造背景下(雪峰山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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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区印支
H

燕山期构造变形机制

W2

T

&E \/3>37$-I,.2$4I31/,42;I7-$IS4>$;242,43

Y

$1/.$V,4;/,43

Y

$1/24./2;,-3,

,&

印支期一幕变形机制*

Z&

印支期二幕变形机制*

1&

燕山一幕变形机制*

>&

燕山二幕变形机制

地区受东侧前陆逆冲褶皱带即绍兴
H

萍乡
H

北海古

结合带%程裕淇(

*@@D

&板内
U

型俯冲造山的影响(

雪峰山基底大幅度隆起(在雪峰山西侧的梵净山
H

桑植地区(主要形成
''+F'0

向褶皱和断层(即燕

山二幕变形
&

L

!

结论

通过对雪峰山西侧的梵净山
H

桑植地区构造特

征进行详细的分析(主要取得了如下认识"

%

*

&梵净山
H

桑植地区发育多期多幕构造作用(

从而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复合叠加构造变形
&

%

(

&通过对研究区构造变形特征分析(厘定出研

究区主要发育两幕印支期变形和两幕燕山期变形
&

印支期的两幕变形先后形成
'++F+M

向和
'+

走

向褶皱)断层*燕山期两幕变形先后形成
'+

和

''+F'0

走向褶皱)断层
&

%

!

&结合大地构造背景(对研究区的构造动力机

制进行了探讨
&

印支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古特提斯

洋的关闭)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剪刀式拼合有关*

燕山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伊泽奈崎板块和库拉
H

太

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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