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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的格局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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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地层、构造与地质事件的综合研究方法，对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的格局及其演

化进行了研究。该裂谷系发生于晋宁期造山（约８２０Ｍａ）后不久的青白口纪晚期（约８１５Ｍａ），有皖浙赣堑垒带、湘

桂台阶式斜坡带和南华裂谷海盆３个部分。皖浙赣堑垒带由“两谷两隆”组成，火山活动强烈，消亡于“青白口纪”

末（约７８０Ｍａ）。湘桂斜坡带拥有武陵（红板溪）、雪峰（灰板溪）和钦杭西段（黑板溪）３个台阶式斜坡。南华裂谷海

盆以南岭中央海盆为核心，外侧有武夷、岭南两个水下裂陷块体和闽中裂谷等。海盆于志留纪时由东向西逐渐闭

合造山，以“北贴西拼”为主要运动方式，形成了复杂的复合构造格局。由于南岭与岭南块体不同步的向西推移并

南北贴合形成了河池定南挤压转换式拼接带，出现了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雏形。钦杭裂谷是华南裂谷系的主干

和主要海水通道，其南端的钦州残留裂谷海槽于中二叠世末才宣告封闭。华南裂谷系的形成发展是华南地史上的

一个重大事件，对后期地质构造以及岩浆成矿活动都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

关键词：华南裂谷系；构造格局；发展演化；造山样式

新元古代晚期—早古生代华南裂谷活动是华南

地区晋宁期造山后又一重大地质事件。裂谷系经伸

展开裂、闭合造山后，基本上完成了华南陆壳的固

结，奠定了区内的基本构造格局，对后期地质构造活

动与成矿事件具有重大影响。约在上世纪８０年代，

已有地质工作者（王鸿桢等，１９８６；余达淦，１９８８；杨

明桂等，１９８８；杨森楠，１９８８）着手研究，由程裕淇主

编本文第一作者参与编著的《中国区域地质概论》

（１９９４）称其为澄江—加里东期南华裂谷。上世纪

９０年代陆松年（１９９８）等将该裂谷事件与Ｒｏｄｉｎｉａ超

大陆裂解联系了起来。本世纪初王剑（２０００）对华南

新元古代裂谷海盆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此后，华

南新元古代年代地层（高林志等，２０１０）、岩石地层

（杨明桂等，２０１２）研究又取得了重要进展，华南裂谷

系的构造格局及其演化问题随之趋于明朗。笔者就

此提出一些初步认识与同行们探讨，并以此作为对

敬爱的程裕淇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１　华南裂谷系的基本格局

华南裂谷系发生于晋宁期华南洋消亡、扬子古

板块与华夏古板块对接（约８２０Ｍａ）之后的青白口

纪晚期，约为８１５Ｍａ。在裂谷系早期（约８１５Ｍａ）

至南华纪底界（７８０Ｍａ）这个时段形成的地层，习惯

上统称为板溪期地层。这套地层与下伏地层间为区

域性角度不整合，与其上的南华系下统莲沱组普遍

为平行不整合，并与后者属同一大的沉积旋回和构

造层。

该裂谷系的演化历史相当漫长，主要活动时期

从青白口纪晚期至志留纪末的加里东运动，此后残

留的钦州裂谷海槽，至华力西—印支期才封闭造山。

裂谷期形成的地层有３大套：第一套为青白口纪晚

期的“板溪期”地层，形成于强烈伸展环境，各地岩性

岩相差别很大，对比困难；第二套为南华纪—震旦纪

地层，这一时期华南地区南、北地层形成环境不同，

划分对比尚存一些不同认识；第三套为古生代地层，

含有古生物化石，地层层序基本上已划分清楚。基

于这种情况，笔者运用岩石地层序列、地质事件序

列、标志层组合等综合对比方法，结合区内近期取得

的同位素测年资料，着重对“板溪期”及南华纪—震

旦纪地层进行了划分对比，列于表１、２。

根据区域地层对比及沉积环境分析，可将华南

裂谷系划分为皖浙赣堑垒带、湘桂台阶式斜坡带和

南华裂谷海盆等３大部分和若干次级单元（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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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华南裂谷系北部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对比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犾犪狋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犖犲狅犘狉狅狋犲狉狅狕狅犻犮狊狋狉犪狋犪犻狀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犲狉狀狆犪狉狋狅犳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狉犻犳狋狊狔狊狋犲犿

表２　华南裂谷系南部元古宙地层划分对比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犻狏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狅狋犲狉狅狕狅犻犮狊狋狉犪狋犪犻狀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狆犪狉狋狅犳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狉犻犳狋狊狔狊狋犲犿

２　皖浙赣堑垒带的地质构造特征

该带地跨扬子东南陆缘与华夏北部陆缘，发育

于“板溪期”，受江南、宜丰—苏州、横峰—箫山、萍

乡—绍兴等北东东向断裂带控制，形成相间排列的

北东东向“两谷两隆”４个单元，裂陷与火山活动强

烈，裂谷与断隆的地层与岩相差别明显（图２）。

（１）长江中下游裂谷：由于沿江地带覆盖层厚，

“板溪期”地层仅见于赣北庐山—彭山一带，称庐山

垅群，下部筲箕洼组为深海—浅海相含枕状玄武岩

的变细碧岩石英角斑岩建造，下部夹少量角斑岩，

总体具双峰式火山岩特征。在庐山其下与青白口纪

早期双桥山群为断层接触。上部为陆相的汉阳峰组

变斑状石英流纹岩。董树文等（２０１０）获筲箕洼组英

安岩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值８４０±７Ｍａ。高林

志等（２０１２）用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法获筲箕洼组

同位素年龄：细碧岩８４０．０±６．３Ｍａ，流纹岩８３３±４

Ｍａ、８３０．８±２．１９Ｍａ，年龄值与下伏双桥山群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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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期 杨明桂等：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的格局及其演化

图１　青白口纪晚期—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略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ｌａｔ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Ｑｉｎｇｂａｉｋｏｕ—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

Ⅰ—中下扬子剥蚀区；Ⅱ—皖浙赣堑垒带；Ⅱ１—长江中下游裂谷；Ⅱ２—江南东段断隆；Ⅱ３—钦杭裂谷东段；Ⅱ４—广丰断隆；Ⅲ—湘桂台阶式

断陷斜坡带；Ⅲ１—武陵（“红板溪”）斜坡（滨海—陆棚）；Ⅲ２—雪峰（“灰板溪”）斜坡（陆坡—次深海）；Ⅲ３—钦杭裂谷西段（“黑板溪”）；Ⅳ—南

华裂谷海盆；Ⅳ１—海盆北缘裂陷带；Ⅳ
１
１—武功山含硅铁矿碎屑岩沉积带；Ⅳ

２
１—宜黄洪山含硅铁、碳、钙（磷）碎屑岩带；Ⅳ２—南岭中央裂谷

海盆；Ⅳ３—武夷裂陷块体；Ⅳ４—闽中含海底火山热水喷流铅锌矿裂谷；Ⅳ５—岭南裂陷块体；Ⅴ—华夏古陆；１—剥蚀区；２—地垒式断隆；３—

水下裂陷块体；４—海水入侵方向；５—南华纪间冰期沉积或沉积变质铁矿

Ⅰ—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Ⅱ—Ａｎｈｕ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ｇｒａｂｅｎｈｏｒｓｔｂｅｌｔ；Ⅱ１—ｒｉｆ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Ⅱ２—ｆａｕｌｔｅｄ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ｆａｕｌｔ；Ⅱ３—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ｒｉｆｔ；Ⅱ４—Ｇｕａｎｇｆｅｎｇ

ｆａｕｌｔｅｄｕｐｌｉｆｔ；Ⅲ—ＸｉａｎｇＧｕｉｓｔｅｐ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ｏｐｅ；Ⅲ１—Ｗｕｌｉｎｇ（“ｒｅｄＢａｎｘｉ”）ｓｌｏｐｅ（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ｓｈｅｌｆｆａｃｉｅｓ）；Ⅲ２—Ｘｕｅｆｅｎｇ（“ｇｒａｙ

Ｂａｎｘｉ”）ｓｌｏｐｅ（ｓｈｅｌｆｂａｔｈｙａｌｆａｃｉｅｓ）；Ⅲ３—ｗ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ｂｅｌｔ（“ｂｌａｃｋＢａｎｘｉ”）；Ⅳ—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ｉｆｔ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ｉｎ；

Ⅳ１—ｒｉｆ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ｆａｕｌｔｅｄｄｏｗｎｗａｒｐ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ｂａｓｉｎ；Ⅳ
１
１—Ｗｕ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ｆｅｒｓｉｌｉｃ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ｚｏｎｅ；Ⅳ
２
１—Ｙｉｈｕａｎｇ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ｆｅｒｒｏｓｉｃ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ｚｏｎｅ；Ⅳ２—Ｎａｎｌ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ｉｎ

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ｉｆｔ；Ⅳ３—Ｗｕｙｉｒｉｆｔｉｎｇｂｌｏｃｋ；Ⅳ４—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ｕｊｉａｎｖｏｃａｎｉｃｈｏｔｗａｔｅ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ａｂｅｄ；Ⅳ５—

Ｌｉｎｇｎａｎｒｉｆｔｉｎｇｂｌｏｃｋ；Ⅴ—Ｃａｔｈａｙｓｉａ；１—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２—ｇｒａｂｅ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ｕｐｌｉｆｔ；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４—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５—Ｎａｎｈｕａｉｎｔｅｒｇｌａｃｉ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ｒ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ｒ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笔者据野外观察，庐山汉阳峰筲箕洼组与汉阳峰组

之间地层产状交角约为１０°左右。在彭山刘家山和

张十八矿区坑道中见筲箕洼组与南华纪莲沱组之间

分别为低角度不整合和平行不整合关系。庐山垅群

与下伏的双桥山群岩性与变形差别很大，具准盖层

特点，应属晋宁造山后的板溪期产物。除此，值得提

及的是安徽安庆市董岭穹隆中深变质的董岭岩群之

上有一套浅变质的海相火山岩时代层位，是否与筲

箕洼组相当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江南东段断隆：为一条地垒式断隆，仅沉积

有“板溪期”晚期的陆相碎屑岩、火山岩地层，成层较

薄，且分布零星，赣北落可岽组、马涧桥组分别为磨

拉石火山碎屑建造和火山碎屑建造。断隆向北东方

向地层有增厚、面积增大趋势，在皖南称历口群，下

部为邓家组砂岩、上部为铺岭组安山质火山岩。由

于断隆向北东方向倾伏，可能造成长江中下游裂谷

与下述的钦杭裂谷相通。

（３）钦杭裂谷：循晋宁期钦杭古板块结合带发展

（杨明桂等，１９９７）。南西自钦州湾，经湘中、赣中至

杭州湾一带，西段位于南华海盆西部，东段发育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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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皖浙赣“板溪期”堑垒火山带地层岩相对比简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ａｃｉｅｓｉｎＡｎｈｕ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Ｂａｎｘｉｓｔａｇｅ”ｇｒａｂｅｎｈｏｒｓｔ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

１—页岩、泥岩、板岩；２—砂岩、变质砂岩；３—黑色页岩、板岩；４—陆屑（含火山）浊积岩；５—凝灰碎屑岩；６—砾岩、砂砾岩；７—酸性火山岩；

８—中基性火山岩；９—石英角斑岩；１０—细碧岩；１１—枕状玄武岩；１２—火山角砾岩；１３—平行不整合；１４—角度不整合；１５—断层接触；１６—

地质厚度缩减符号

１—Ｓｈａｌｅ，ａｒｇｉｌｌ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２—ｓａｎｄｙｓｔｏｎ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ｙｓｔｏｎｅ；３—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ｓｌａｔｅ；４—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ｔｉｃｓ（ｇｌａｓ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５—ｔｕｆｆａｃｅｏｕｓｃｌａｓｔｉｃｓ；６—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ｙ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７—ａｃｉｄ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８—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ｂａｓｉｃｒｏｃｋ；９—ｑｕａｒｔｚｂｒｅｃｃｉａ；１０—

ｓｐｉｌｉｔｅ；１１—ｐｉｌｌｏｗ ｂａｓａｌｔ；１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ｂｒｅｃｃｉａ；１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１４—ａｎｇｕｌａｒ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１５—ｆａｕｌｔｅ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１６—ｃｕｔ

ｓｙｍｂｏｌ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宁期怀玉古岛弧地体之上。是华南“板溪期”早期深

海浊流沉积出露的唯一地带。湘中地区整合伏于高

涧群之下的“冷家溪群”，据笔者观察很可能为“板溪

期”早期的深海浊积岩地层。在萍乡—万年一带，

“板溪期”地层遭后期构造叠覆和新地层覆盖，这套

地层在皖浙赣地区出露较好，包括赣东北弋阳登山

群下部的榔树底组、皖南歙县深渡一带的昌前组、浙

西的骆家门组。裂谷于“板溪期”中期因地壳抬升，

海水变浅，发生大规模双峰式火山喷发。在赣东北

横峰一带变成一套碳酸盐岩、灰黑色灰色页岩层、安

山玄武岩层。此后裂谷自北东向南西逐渐萎缩，转

变为陆相火山碎屑沉积。伴随裂谷火山活动有横峰

港边等地由玄武安山玢岩与石英正长岩组成的岩浆

混合岩和次火山岩及中基性岩墙群。王剑（２０００）在

浙西虹赤村组中获有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值

８０７Ｍａ。

（４）广丰断隆：发育于华夏陆块残留的广丰微陆

块之上，其基底田里岩组为中元古界片岩。“板溪

期”广丰群为陆相的磨拉石—钾玄岩系列火山岩和

泥砂质碎屑岩。

皖浙赣堑垒带结构复杂，火山活动强烈，但发育

历史比较短暂。于“板溪期”中晚期地壳频繁震荡隆

升。广丰断隆上陆相的广丰群组段之间有清晰的３

次平行不整合记录。裂谷沉积环境总体上也由深海

次深海向浅海和陆地转化。至“板溪期”末有一次影

响范围很广的地壳隆升，使扬子南缘由过渡型陆壳

转化为稳定陆壳。这一事件的名称尚不十分明确，

笔者建议采用“雪峰运动”比较合适。至此堑垒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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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期 杨明桂等：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的格局及其演化

拼合，陆块进一步稳化。其后转变为陆表浅海台地

环境。莲沱组为区域第一个稳定盖层。

３　湘桂台阶式斜坡带的地质特征

该带发育于江南西段地块之上，受益阳安化三

江、长寿街双牌等一系列北北东向、北东向断裂带

控制，从“板溪期”至早古生代，形成总体作北东向展

布的台阶式斜坡沉积带。丘元禧等（１９９９）曾做过详

细的相带研究。该区“板溪期”时自北西向南东形成

了北东向的河流滨海、广海陆棚、陆坡（上部）等相

区（图３），以红色的马底驿组碎屑岩为标志的板溪

群，通称“红板溪”；沿益阳安化三江断裂带形成了

图３　湘桂斜坡带“板溪期”沉积古地理示意图

（据丘元禧等，１９９９资料修改）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Ｂａｎｘｉｓｔａｇｅ”ｉｎ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

ＱｉｕＹｕａｎｘ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Ⅰ—河流滨海岩相区；Ⅱ—广海陆棚相区；Ⅲ—陆坡（上部）相区（红

板溪）；Ⅳ—次深海相区（灰板溪）；Ⅴ—深海相区（黑板溪）；１—相带

界线；２—浊流古流向；３—浊流扇；４—沉积厚度点

Ⅰ—Ｆｌｕｖｉａｌ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ｒｏｃｋｆａｃｉｅｓａｒｅａ；Ⅱ—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ｉｎａｎｓｈｅｌｆ

ｆａｃｉｅｓ；Ⅲ—ｓｌｏｐｅ（ｕｐｐｅｒ）ｆａｃｉｅｓ（ｒｅｄＢａｎｘｉ）；Ⅳ—ｂａｔｈｙａｌｆａｃｉｅｓ

（ｇｒａｙＢａｎｘｉ）；Ⅴ—ａｂｙｓｓａｌｒｏｃｋｆａｃｉｅｓ（ｂｌａｃｋｂａｎｘｉ）；１—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ｆａｃｉｅｓｚｏｎｅ；２—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ａｌｅｏ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３—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ｆａｎ；４—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早期的宝林冲火山角砾岩。斜坡的次深海相区已进

入南华裂谷海盆范畴，形成了浅变质的高涧群。该

群曾被称为“黑板溪”，但据笔者等在双峰地区实地

观察，地层以灰色为基调，深灰色并不多，故宜称之

为“灰板溪”。需要提到的是，整合或平行不整合于

高涧群之下称作“冷家溪群”的一套灰色浅变质砂泥

质岩层，笔者认为很可能仍属“板溪期”地层，层位相

当于浙西的骆家门组。上述“板溪期”地层据高林志

等（２０１０）研究，其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值８１４

±１２～８０５±１６Ｍａ。深海相的“黑板溪”分布于衡

阳—冷水滩一线的南东地区，即“板溪期”的大江边

组。该区南华纪—早古生代时大体上仍继承上述斜

坡格局。如震旦纪时自北西向东南依次分为碳酸盐

台地、台地砾屑白云岩斜坡、台缘斜坡含磷陆棚、陆

坡、浊流盆地等相区（图４）。南华纪时在陆棚—陆

坡相区形成了江口式沉积铁矿和湘潭式沉积锰矿。

图４　湘桂斜坡带震旦纪沉积古地理示意图

（据丘元禧等，１９９９资料修改）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ｎ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ｘｉ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ＱｉｕＹｕａｎｘ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１—碳酸盐台地相区；２—台地砾屑白云岩斜坡相区；３—台缘斜坡陆

棚相区；４—陆坡相硅质岩、碳质硅质岩饥饿盆地相；５—粉砂岩远源

陆屑浊积盆地相；６—岩相界线；７—物源搬运方向

１—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ｅｓ；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ｕｄａｃｅｏｕｓ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ｓｌｏｐｅｆａｃｉｅｓ；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ａｒｇｉｎｓｌｏｐｅｆａｃｉｅｓ；４—ｓｌｏｐｅｆａｃｉｅｓ

ｓｉｌ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ｓｉｌ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ｆａｍｉｎｅｂａｓｉｎｆａｃｉｅｓ；

５—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ｅｎｄ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ｔ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ｂａｓｉｎｆａｃｉｅｓ；６—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ｒｏｃｋｆａｃｉｅｓ；７—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　南华裂谷海盆的基本轮廓

南华裂谷海盆发育于扬子、华夏陆缘之上，其范

围北自桂东南经柳州、双峰、萍乡至绍兴一线，南至

东南沿海。内部结构构造可初步勾绘出一个大致轮

廓，可分为５个单元。

（１）盆地北缘带：湘桂斜坡带的“灰板溪带”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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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裂谷海盆北缘，是南华系沉积铁锰矿的主要成矿

地带。江西中部，由于萍乡绍兴断裂带南盘大幅度

断落，构成一个深的陡坎，早期形成以“黑板溪”为代

表的深海沉积。南华纪冰期地壳隆升，海水变浅，于

间冰期形成了武功山新余式磁铁石英岩型铁矿带，

东延至宜黄断裂带，其东变化为宜黄—弋阳南华系

上统—寒武系底部的含硅铁、磷、钙、碳（石墨）碎屑

岩沉积带，岩石变质加深，“板溪期”周潭岩组，南华

纪早世万源岩组，为中深变质含火山物质的片麻岩、

变粒岩、片岩。南华纪晚世至震旦纪岩层急剧减薄，

统称洪山组含磁铁石英岩，磷块岩层、碳酸盐岩、石

英岩层，其上残留有下寒武统牛角河组，以含碳为标

志，产含Ｖ、Ｕ、石墨层。为广丰微陆块南侧的浅海

沉积带。该带向东为浙南的陈蔡岩群，含有大理岩、

石英岩、石墨石英片岩与磁铁矿层等标志地层，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值：变辉长岩脉１７８０Ｍａ，

变质火山碎屑岩７７０Ｍａ（包超民等，２００６），主体部

分为新元古代，混入有古元古界八都岩群的岩片。

（２）武夷裂陷块体与岭南云开裂陷块体：这两

个盆内水下裂陷块体的厘定依据：一是，块体内发现

有裂陷的古老结晶基底的残块。武夷块体为古元古

界的八都岩群、大金山岩组、天井坪岩组，中新元古

界南山岩组、迪口岩群等。在岭南云开块体有古元

古界的天堂山岩群；二是，这些岩层与“板溪期”—早

古生代地层之间往往为构造接界，且后者均为裂谷

海盆沉积，未见到陆相沉积边界，所以这些结晶基底

岩块，不是裂谷期的“古陆”，主要是后期剥露出来的

加里东造山带下部或根部裂解的“华夏古陆”块体；

但需要提出：南华裂谷海盆北缘带南华纪—震旦纪

沉积向武夷方向渐变为浅海相含铁、鳞、钙沉积，厚

度急剧变薄。同时闽北邵武—将乐一带震旦系西溪

组主要为一套砂泥质碎屑岩，与其他各地不同的是

很少含或不含硅质层，表明沉积水体较浅。这些迹

象显示，闽北浙南有可能存在南华纪—震旦纪局部

水下隆起，也不排除有古岛出现。三是，两个块体在

加里东期造山时，都具有挤压拼合的块体运动特征。

如岭南块体与北侧的南岭地区构造形变差异很大，

并以一条显著的南北向构造拼接形成的东西向挤

压剪切带相隔。

（３）闽中裂谷：该带青白口纪晚期—震旦纪马面

山岩群，下部东岩岩组含基性火山岩与大理岩夹层，

中部大岭岩组以含变粒岩（原岩中酸性火山岩）为特

征，层位大致相当赣东的青白口纪晚期的周潭岩组、

南华纪下统万源岩组。上部龙北溪岩组，以含铁、

磷、钙、硅、碳质层为标志。东岩岩组、龙北溪岩组均

以发育海底火山热水喷流叠改型铅锌矿为特征，具

有海相火山裂谷特点，其范围西界为崇安—河源断

裂带，大致以政和—大埔断裂带为中轴，东界为早白

垩世火山岩层所掩，其与沿海裂陷块体的界线，由于

沿海地区为大面积白垩系火山地层覆盖，尚难划定。

浙闽沿海前泥盆系仅见于闽东海岸带，称亲营山岩

组（傅树超等，２０１０），由于受长乐—南澳断裂带的强

烈剪切作用和受后期侵入岩破坏，出露零星。主要

为一套灰色片岩夹变粒岩。含微古植物化石与几虫

丁，时代为早古生代。说明福建沿海早古生代时或

更早也为华南裂谷海盆的一部分。

（４）南岭中央裂谷盆地：为一个被南华海盆上述

各单元所围限的作近东西走向的深水盆地，西与北

北东向的钦杭裂谷西段相联，构成华南裂谷系的核

心海盆。出露地层以浅变质的下古生界为主。在崇

义—赣州一线受东西向基底断裂影响，奥陶纪时其

北罗霄地区为笔石相，其南包括粤北主要为介壳相。

区内“板溪期”地层出露很少，所见为“黑板溪”。南

华纪与震旦纪浅海相含铁磷岩系主要形成于盆地北

缘雪峰山、武功山、洪山一带，盆地南部在岭南块体

北缘的桂东英扬关、粤西龙川也有含铁岩系发现，共

同围绕南岭中央深水海盆分布。

５　裂谷系的发展演化

裂谷系的形成始于青白口纪晚期，但南北两区

发展历程差异很大。

５．１　裂谷系北部的发展演化

裂谷系北部钦杭裂谷东段和长江中下游裂谷于

“板溪期”中期末已结束海相沉积，转化为以陆相火

山为主的沉积，包括湘桂斜坡北部在“板溪期”末，陆

壳经历过一场大面积轻度挤压、隆升，即雪峰运动，

结束了裂谷环境。自南华纪开始了以陆表浅海为主

的台地稳定盖层沉积。钦杭裂谷是华南裂谷系一条

主干性裂谷和海水通道。海水自南西向北江侵进，

南西深北东浅，南连海洋，北入陆区，具坳拉谷特征。

海退由东北向南西发展，北东段于“板溪期”末夭折，

南西段仍继续与南岭中央裂谷海盆融为一体。

５．２　南华裂谷海盆的发展演化

南华裂谷海盆的发展演化时间相当漫长。海盆

中心迄今未发现洋壳依据，对其沉积环境主要是海

水深浅有不同认识。事实上其边部与中部，早、中、

晚期的沉积环境是有所不同的。

“板溪期”海盆西北部雪峰斜坡的“灰板溪”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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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期 杨明桂等：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的格局及其演化

碳酸盐层、深灰色层、火山岩层，属陆坡型次深海—

浅海沉积。海盆其他广大地区，均以“黑板溪”为主，

属深海、次深海沉积。伴有双峰式海底火山喷发。

“板溪期”末经雪峰运动，海盆有所隆升，但仍为连续

沉积。华南冰期时海盆两度抬升，形成不稳定的“似

冰碛砾岩”。在海盆边缘地带雪峰、武功山、洪山和

英扬关、龙川一带形成浅海相含铁建造。武夷水下

块体海水也较浅。海盆中央地带以次深海为主环

境。

图５　华南早古生代末地质构造格架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Ⅰ１—扬子板块—江南地块；Ⅰ２—扬子东南陆缘逆冲推覆带；Ⅰ
１
２—九岭逆冲推覆带；Ⅰ

２
２—锦江对冲岩片叠覆带；Ⅰ

３
２—万年逆冲推覆体；

Ⅱ—华夏板块；Ⅱ１１—怀玉残留地块；Ⅱ
２
１—广丰残留微陆块；Ⅱ２—湘桂造山带；Ⅱ３—东南造山带；Ⅱ

１
３—武功山前缘逆冲推覆带；Ⅱ

２
３—北武

夷山会稽前缘逆冲推覆带；Ⅱ３３—罗霄褶皱带；Ⅱ
４
３—雩山褶皱带；Ⅱ

５
３—南武夷褶皱带；Ⅱ６３—岭南云开褶皱带；１—新元古界下部；２—中元

古界；３—断裂带（性质未分）；４—东南造山带前缘拼接带；５—逆冲推覆断裂带；６—晋宁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７—主要褶皱带；８—韧性剪切

带；９—钦州残留海槽；１０—地块相对运动方向

Ⅰ１—ＹａｎｇｔｚｅＰｌａｔｅ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ｂｌｏｃｋ；Ⅰ２—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Ｙａｎｇｔｚｅｐｌａｔｅ；Ⅰ
１
２—Ｊｉｕｌ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

Ⅰ
２
２—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ａｍｐｒｏｃｋｓｌｉｃ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Ⅰ

３
２—Ｗａｎｎｉａｎ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Ⅱ—Ｃａｔｈａｙｓｉａｐｌａｔｅ；Ⅱ

１
１—Ｈｕａｉｙｕ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ｂｌｏｃｋ；Ⅱ

２
１—

Ｇｕａｎｇｆｅｎｇ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ｃｋ；Ⅱ２—Ｈｕｎａ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Ⅱ３—Ｄｏｎｇｎ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Ⅱ
１
３—Ｗｕ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ｆｒｏｎｔ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Ⅱ２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ｕｙｉＨｕｉｚｈｉｆｒｏｎｔｍａｒｇｉｎ；Ⅱ
３
３—Ｌｕｏｘｉａｏｆｏｌｄｉｎｇｚｏｎｅ；Ⅱ

４
３—Ｙｕｓｈａ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ｚｏｎｅ；Ⅱ

５
３—Ｓｏｕｔｈ Ｗｕｙｉ

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Ⅱ６３—ＬｉｎｇｎａｎＹｕａｎｋａｉｆｏｌｄｉｎｇｚｏｎｅ；１—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Ｅｒａｔｈｅｍ；２—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Ｅｒａｔｈｅｍ；３—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４—ｆｒｏｎｔ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ｏｆＤｏｎｇｎ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５—ｔｈｒｕｓｔｎａｐｐ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６—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ｉｃｍéｌａｎｇｅｚｏｎｅ；

７—ｍａｊｏｒｆｏｌｄｉｎｇｚｏｎｅ；８—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９—Ｑｉｎｚｈｏｕ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ｔｒｏｕｇｈ；１０—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ｏｃｋ

震旦纪时海盆北部海水一般较浅，萍乡南坑震

旦系为含磷碳酸盐层。武功山区海水稍深，向东过

宜黄断裂带后，海水又变浅形成含硅、碳及磷块岩矿

化层。海盆中部形成含碳硅质层的陆屑沉积，属次

深海环境。

进入早古生代，海盆火山活动趋于沉寂，进入碎

屑充填期，形成了一套局部夹薄层灰岩的巨厚的泥

砂质沉积。近期舒良树等（２００８）对其作了新的研

究，发现寒武系具波痕层、冲刷痕、泥包砂等浅水沉

积标志。最近郑宁等（２０１１）研究认为赣西南地区寒

武系属快速堆积的半深海海底扇相，物源来自东南

方的华夏古陆。综合以上意见，南华海盆寒武系总

体具快速的浊流沉积特征，海水有深浅变化，但以次

深海为主。

奥陶纪海盆继承寒武纪环境，具充填期特点。

自中奥陶世局部碳酸盐岩地层增多。至晚奥陶世已

出现加里东运动前兆，沉积砾岩楔增多。自志留纪

始海水自北东向南西即向钦杭裂谷西南段撤退，至

中晚志留世爆发了强烈的造山运动，海盆封闭，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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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钦州裂谷海槽与外海连通。

５．３　华南加里东期造山带的造山样式

南华裂谷海盆封闭、聚合，陆内块体拼合、挤压，

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构造格局，但总体反映以“北贴西

拼”为主的运动方式（图５）。

一是，造山带各部分不均一的相对自南而北拼

贴：形成雪峰弧（向北弯曲）、武功山会稽山、近东西

向—北东东向褶皱带。南侧岭南块体相对向北拼

合，与南岭之间形成近东西向褶皱带和佛冈等韧性

剪切带。

图６　加里东造山期江西北部扬子陆缘与华南造山带对冲构造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ｍ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ｐ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ｐｅｒｉｏｄ

ＮｈＰｚ１—南华系—下古生界；Ｑｂ２—青白口系上部；Ｑｂ２Ｐｚ１—青白口系上部—下古生界；Ｑｂ１狊犺—青白口系下部双桥山群；Ｑｂ１狑—青白口系

下部万年群；Ｐｔ２－３狋—中新元古界铁沙街岩组；Ｐｔ２－３？—推测的扬子陆缘中新元古界岛弧沉积；Ｐｔ２－３犺—中新元古界张村蛇绿混杂岩；Ｐｔ２—

中元古界田里岩组；Ｆ１—宜丰景德镇断裂带；Ｆ２—德兴弋阳对接断裂带；Ｆ３—萍乡绍兴断裂带；１—蛇绿混杂岩；２—角度不整合界线；３—断

层与运动方向

ＮｈＰｚ１—Ｎａｎｈｕａ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Ｇｒｏｕｐ；Ｑｂ２—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ＱｉｎｇｂａｉｋｏｕＳｙｓｔｅｍ；Ｑｂ２ｐｚ１—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Ｑｉｎｇｂａｉｋｏｕ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ｗ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Ｇｒｏｕｐ；Ｑｂ１狊犺—Ｓ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ｏｓｈａ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ｂａｉｋｏｕＳｙｓｔｅｍ；Ｑｂ１狑—Ｗａｎｎｉａ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ｂａｉｋｏｕ

Ｓｙｓｔｅｍ；Ｐｔ２－３狋—Ｔｉｅｓｈａｊｉｅｐｅｔｒｆａｂｒｉｃｒｏｃ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ｔ２－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ｔｈｅ Ｍｅｓｏ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ｐ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Ｐｔ２－３犺—Ｚｈａｎｇｃｕｎ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ｉｃｍｅｌ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ｅｒａｔｈｅｍ；Ｐｔ２—Ｍｅｓｏ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Ｔｉａｎｌｉｒｏｃ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１—Ｙｉｆｅｎｇ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２—ＤｅｘｉｎｇＹｉｙａｎｇｒａｍｐ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Ｆ３—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１—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ｉｃｍéｌａｎｇｅ；２—

ａｎｇｕｌａｒ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３—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二是，自东而西拼合：主要发生于南岭中央海盆

及其以北的盆区，即南华腰部，形成伴有向西弯曲的

弧形、半弧形的湘西、赣中南北向褶皱断裂带，罗霄—

诸广山脉形成向西弯曲主体由北西向南东撒开的帚

状褶皱带。武夷块体显示自东而西拼贴压缩，武夷块

体内部则为由北东东向转为北东、北北东向的半弧形

褶皱带。由于岭南云开块体逐步向钦州海槽拼合也

形成了半弧状褶皱带，即由岭南佛冈东西向褶皱带弯

转为云开北东向褶皱带。由于南岭与岭南块体不同

步的向西推移并南北拼贴，形成了河池定南挤压转

换式拼接带，出现了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雏形。上述

各项褶皱往往发生复合叠加，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结构

构造，其中南岭地区构造尤为复杂。

三是萍（乡）绍（兴）对冲构造带：约在加里东造

山晚期华南造山带前缘沿萍乡绍兴拼接带分段向

北、北西向大规模仰冲叠覆于华夏陆块的广丰微陆

块和怀玉钱塘坳陷带之上，使陆块发生严重消减。

使造山带前缘中深部岩层上冲暴露出中深变质带，

韧性剪切带，变形花岗岩带。

同时扬子陆缘的九岭推覆体、万年推覆体向南、

南南东大规模逆冲推覆，巨大的九岭推覆体前缘达

衡阳、浏阳、景德镇一线；万年推覆体叠覆于怀玉钱

塘早古生代坳陷带之上（图６），在其前缘形成了德

兴弋阳准原地的蛇绿混杂挤出岩带。使怀玉坳陷

受到南北两面消减，向西呈楔形尖灭，现在的萍乡

乐平晚古生代坳陷基底很可能是岩片堆叠和蛇绿混

杂带。

最后要指出的是：华南裂谷系对后期地质构造、

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的约束是显而易见的。如裂谷

系北部形成的堑垒构造格局，制约着扬子东南陆缘

的长江中下游、江南、钦杭“一隆两坳”３条大型成矿

带的形成与展布（杨明桂等，１９９７）。又如南岭中央

裂谷海盆与岭南裂陷块体的厘定，为认识“南岭何

在”提供了重要的古构造地质背景，南岭中央裂谷海

盆是华南陆壳最脆弱的地带，也是多向构造复合地

带，是燕山期陆内造山的策源地，也是燕山期岩浆与

成矿大爆炸的核心地区（杨明桂等，２００９）。在加里

东造山时形成的河池定南东西向构造带与南岭地

区南北向构造带相伴的越城岭骑田岭、都庞岭诸广

山东西向张裂带，于燕山期形成了著名的南岭构

造—花岗岩—钨锡成矿带。

致谢：笔者在华南裂谷系研究的过程中曾同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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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期 杨明桂等：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的格局及其演化

松年、潘桂棠、许效松、刘训、丁孝忠、高林志等研究

员进行过研讨交流，受益良多。耿元生研究员对文

稿进行了详细审阅，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龙梅

同志对文稿英文进行了校改。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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