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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华南中三叠世晚期印支运动变形特征，一种观点强调其重要性或认为其形成了 ＮＮＥ向为主的
上古生界盖层褶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印支运动强度不大，上古生界ＮＮＥ向主体褶皱形成于燕山运动甚至更晚。鉴
于此，本文重点对湘东南印支运动的构造线走向展开了研究，厘定其为 ＮＮＥ向，反映区域 ＮＷＷ向挤压作用。对资
兴三都、宜章瑶岗仙、桂东沙田等晚三叠世—侏罗纪残留盆地进行的研究表明，早燕山构造层下伏不整合面切割了

上古生界中ＮＮＥ向褶皱；以ＮＮＥ走向为轴将不整合面旋转至水平，恢复上古生界岩层走向及构造线方向为 ＮＮＥ
向。不整合面之下的地层层位普遍存在沿东西方向的快速变化。以上表明湘东南印支运动构造线为 ＮＮＥ向而非
ＥＷ向，区域挤压应力方向为ＮＷＷ向而非ＳＮ向。其动力机制可能与扬子和华夏板块之间产生陆内汇聚有关。结
合区域资料，认为印支运动中华南不同地区的构造背景及构造体制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印支运动；构造线走向；构造背景；湘东南；华南

　　早中生代是包括华南在内的东亚地区大地构造
背景发生重要转折、构造动力体制发生剧烈变动的

时期（赵越等，１９９４，２００４；董树文等，２００７），华南地
区该时期构造演化因此颇多争议。其中关于印支运

动与早燕山运动的表现和强度暨上古生界盖层褶皱

形成时代的认识分歧最为关键和引人注目，总体可

归结为两种观点：

表１　湘东南早中生代沉积序列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ａｒｌｙ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

时代

世 期
岩石地层（厚度，ｍ） 主要岩性 沉积环境

Ｊ２ （初期）

Ｊ１

Ｔ３

瑞替期

诺尼期

卡尼期

Ｔ２
拉丁期

安尼期

千佛岩组（６７７～８１６） 砂岩、粉砂岩、泥岩、砾岩 浅湖、河流

茅仙岭组（４５０～１０８０）／
高家田组（＞４０００）

砂岩、粉砂岩—页岩 三角洲—滨湖或浅湖—沼泽

心田门组（５５～２０７）／石康组（３８６） 炭质页岩／砂岩、粉砂岩、页岩 滨后沼泽、湖／浅湖—沼泽
唐垅组（１１３～１３０） 砂岩、粉砂岩、炭质页岩 滨后沼泽、湖

杨梅垅组（１９６） 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煤线 三角洲—沼泽、湖

出炭垅组（１０） 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砂岩 沼泽－淡化湖

无沉积 （印支运动，抬升剥蚀）

石镜组（＞４２０） 云质灰岩、钙质粉砂—泥岩 沼泽－淡化湖

三宝坳组（７１９） 泥灰岩、钙质粉砂—泥岩 潮坪—台缘斜坡

一种观点强

调印支运动的重

要性，或认为上

古生界盖层褶皱

主要形成于印支

运动（湖南省地

质 矿 产 局，

１９８８）。如任纪
舜（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调查认为华南地

区印支运动十分

强烈，除造成盖

层褶皱外，基底

也不同程度卷入

褶皱；丘元禧等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丁道桂等（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柏道远等
（２００８）均主张湘中南—湘东南地区盖层褶皱形成
于印支运动，构造线因 ＮＷ或 ＮＷＷ向区域挤压而
总体呈ＮＥ至ＮＮＥ向；汪新伟等（２０１０）认为雪峰山
西侧前陆褶皱冲断带 ＮＥ向构造具有印支期、燕山
期和喜马拉雅期多期活动特点；ＷａｎｇＹｕｅｊｕｎ等
（２００５）基于雪峰山地区构造变形特征与年代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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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湘东南地质略图
Ｆｉｇ．１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

Ｋ—Ｅ—白垩系—古近系；Ｔ３—Ｊ２—上三叠统—中侏罗统；Ｄ２—Ｔ２—中泥盆统—中三叠统；Ｎｈ—Ｏ—南华系—奥陶系；

γ３５—白垩纪花岗岩；γ
２
５—侏罗纪花岗岩；γ

１
５—印支期花岗岩；γ３—加里东期花岗岩

Ｋ—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Ｔ３—Ｊ２—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２—Ｔ２—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Ｎｈ—Ｏ—Ｎａｎｈｕ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γ３５—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ｅ；γ
２
５—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γ

１
５—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γ３—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究，提出中晚三叠世印支运动时期的陆内斜向俯冲

导致基底左旋走滑逆冲和盖层褶皱变形；Ｌｉ
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等 （２００７）通过分析华南地区花岗岩类
型与年龄，提出了华南褶皱造山带形成的大洋板块

平俯冲模型，即古太平洋板块晚二叠世—早侏罗世

向华南大陆长距离的平俯冲导致了华南１３００ｋｍ宽
的褶皱造山带的形成。此外，部分研究者提出扬子

地块与华夏地块在印支期发生阿尔卑斯型碰撞造

山，由此形成 ＮＥ至 ＮＮＥ向构造线（许靖华等，
１９８７；Ｈｓüｅｔａｌ．，１９８８；李继亮等，１９８９；赵崇贺等，
１９９６；何科昭等，１９９９）。不过近些年的沉积和古地
理、岩石学和岩石化学以及构造变形特征等研究已

确证华南并不存在早中生代碰撞造山带（丘元禧

等，１９９８，１９９９；丁道桂等，２００７ａ，丁道桂等，２００７ｂ；
陈旭等，１９９５；丁道桂等，２００７ｃ；张进等，２０１０）。

另一种观点认为印支运动强度不大，上古生界

ＮＮＥ向主体褶皱形成于燕山运动甚至更晚。如郭
福祥（１９９８，１９９９）根据地层产状关系分析，提出华
南印支运动主要表现为隆升和原始沉积盆地的掀

斜，褶皱变形轻微，区内盖层强烈的褶皱变形主要发

生于燕山和喜山运动；万天丰和朱鸿（２００２）、舒良
树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６）、董树文等（２００７）强调华南
经历了由前侏罗纪ＥＷ向古亚洲和特提斯构造域到
侏罗纪（或中、晚侏罗世）开始的 ＮＮＥ向滨太平洋
构造域的大地构造体制转换历程；最近张岳桥等

（２００９）、徐先兵等（２００９）分别通过系统编图和叠加
褶皱分析、构造变形样式和岩浆活动序列分析，明确

提出华南早中生代存在印支早期近东西向褶皱和燕

山早期ＮＥ至ＮＮＥ向褶皱的横跨叠加（湘中凹陷为
其重要解剖区），两期褶皱分别与华南地块南北边

缘碰撞造山事件及俯冲增生事件的远程效应和伊泽

奈崎板块向华南大陆之下低角度俯冲作用有关，二

者发生转换的时代在中、晚侏罗世之交；胡召齐等

（２０１０）也认为湘中凹陷印支期形成 ＮＷＷ向构造、
早燕山期形成ＮＥ至ＮＮＥ向构造。

湘东南地处华南板块腹地，三叠纪—侏罗纪地

层、构造、岩浆岩等广泛发育，是探索华南早中生代

构造演化及其动力背景的良好选区。近年来，柏道

远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７）探讨了该地区中生代构造演化过
程，将上古生界中ＮＮＥ向褶皱及走向逆断裂的形成
主要归因于中三叠世后期印支运动的区域ＮＷＷ向
挤压。鉴于该区 ＮＮＥ向构造确实卷入了早燕山构
造层（Ｔ３—Ｊ２）（柏道远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ａ）；张岳桥等
（２００９）、徐宪兵等（２００９）的最新研究提出印支运动
仅形成强度不大的近 ＥＷ向褶皱，明确否定了 ＮＮＥ
向印支期构造的传统认识，因此湘东南印支期构造

线是否为ＮＮＥ向已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详细解析。
本文通过分析湘东南早燕山构造层（Ｔ３—Ｊ２）—

印支构造层（Ｄ—Ｔ２）不整合面及相关地层产状关
系，以及不整合面下伏地层层位在横向上的变化特

征，恢复造成该不整合事件的印支运动构造线走向

为ＮＮＥ向，否定了印支运动形成ＥＷ向构造的可能
性，为华南早中生代构造变形特征暨构造体制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１　区域地质概况及印支运动时代
湘东南位于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的接合带，长

期多旋回的地质演化历史造就了区内地层、构造、岩

浆岩诸方面复杂面貌（图１）。南华纪—奥陶纪期间
该区为裂陷海槽—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王剑和潘桂

棠，２００９），沉积物以砂、泥质为主夹少量硅质和碳
酸盐。发生在志留纪的构造事件使区内前泥盆纪地

层强烈褶皱，形成构造线总体近东西向的褶皱基底

（柏道远等，２００６ｂ），同时引发区内东部加里东期花
岗质岩浆的侵位。中泥盆世—中三叠世早期本区为

板内浅海相盆地，于稳定环境下形成了一套以碳酸

盐岩为主，陆源碎屑岩为次并有少量硅质岩的陆表

海沉积。中三叠世晚期开始进入中生代强烈的构

造—岩浆活动阶段，形成印支期、燕山早期、燕山晚

期等３个时代花岗岩，晚三叠世—中侏罗世、白垩
纪—古近纪等不同时代的陆相盆地及其沉积，以

ＮＮＥ向和ＮＥ向为主、其它方向为辅的断裂和褶皱。
其中早燕山构造层（Ｔ３—Ｊ２）为一套海湾—陆相碎屑
含煤建造（表１）， →自下至上经历了海相 陆相的

１２第 １期 柏道远等：湘东南印支运动变形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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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资兴—永兴地区地质图
Ｆｉｇ．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Ｚｉｘｉ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ｎｇａｒｅａ

Ｑ—第四系；Ｅ１ｚ—古新统枣市组；Ｋ２ｈ—上白垩统红花园组；Ｋ２ｌ—上白垩统罗镜滩组；Ｋ１ｓｈ—下白垩统神皇山组；Ｋ１ｌ—下白垩统栏垅

组；Ｊ１ｘ＋ｍ—下侏罗统心田门组和茅仙岭组；Ｔ３ｃ－ｔ—上三叠统出炭垅组—唐垅组；Ｔ２ｓｊ—中三叠统石镜组；Ｔ２ｓｂ—中三叠统三宝坳组；

Ｔ１ｇ—下三叠统管子山组；Ｔ１ｚ—下三叠统张家坪组；Ｐ３ｄ—上二叠统大隆组；Ｐ３ｌ—上二叠统龙潭组；Ｐ２ｑ－ｇ—中二叠统栖霞组—孤峰组；

Ｃ２Ｐ１Ｈ—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壶天群；Ｃ１ｓ－ｚ—下石炭统石磴子组—梓门桥组；Ｄ３ｏ—Ｃ１ｔ—上泥盆统欧家冲组—下石炭统天鹅坪组；

Ｄ３ｃ＋ｘ—上泥盆统长龙界组和锡矿山组；Ｄ２－３ｑ—中—上泥盆统棋梓桥组；Ｄ２ｙ—中泥盆统易家湾组；Ｄ２ｔ—中泥盆统跳马涧组；

Ｎｈ—Ｐｚ１—南华系—下古生界

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１ｚ—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Ｚａｏｓｈ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２ｈ—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Ｈｏｎｇｈｕａｙ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２ｌ—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Ｌｕｏｊｉｎｔ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１ｓｈ—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ｈｅｎ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１ｌ—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Ｌａｎ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１ｘ＋ｍ—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Ｘｉｔｉａｎｍ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ｏｘｉａｎｌ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３ｃ－ｔ—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Ｃｈｕｔａｎ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ｎｇ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２ｓｊ—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Ｓｈ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２ｓｂ—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ｂａｏ’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１ｇ—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Ｇｕａｎｚｉ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１ｚ—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ｐ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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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Ｔｉａｏｍａｊｉ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ｈ—Ｐｚ１—Ｎａｎｈｕ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图３三都盆地东缘地质剖面（位置见图２）
Ｆｉｇ．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ｄｏｕ
ｂａｓｉｎ（ｌａ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２）
①—砂岩；②—粉砂岩；③—页岩；④—灰岩；⑤—泥灰岩；
Ｊ１ｘ—下侏罗统心田门组；Ｔ３ｃ－ｔ—上三叠统出炭垅组—塘垅
组；Ｄ３ｘ—上泥盆统锡矿山组；Ｄ３ｃ—上泥盆统长龙界组；
Ｄ２－３ｑ—中—上泥盆统棋梓桥组
①—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②—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③—ｓｈａｌｅ；④—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⑤—
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Ｊ１ｘ—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Ｘｉｎｔｉａｎｍ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３ｃ－ｔ—
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Ｃｈｕｔａｎ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３ｘ—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Ｘｉｋ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ｃ— 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ｌｏｎｇ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３ｑ—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Ｑｉｚｉｑｉ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环境变迁；早期海湾相和湖相沉积环境由咸水环

境 双 壳 类 Ｏｘｙｔｏｍａ—Ｔａｓａｐｅｃｔｅｎ 动 物 群、

Ｂａｄｅｖｅｌｌｏｉｄｅｓ— Ｗａａｇｅｎｏｐｅｒｎａ动物群（晚三叠世）和
Ａｒｎｉｏｃｅｒａｓ—Ｐａｒａｉｎｏｃｅｒａｍｕｓ动物群（早侏罗世），以
及相应的沉积结构特征所显示（湖南省地质矿产

局，１９８８；方宗杰等，１９８９）。
印支运动造成早燕山构造层（Ｔ３—Ｊ２）和印支构

造层（Ｄ２—Ｔ２）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早燕山构造层
零星分布于汝城、瑶岗仙、长城岭、三都、永兴县城北

面、上堡、耒阳、茶陵县城北西等地区（图１），其中上
三叠统于三都和瑶岗仙有发育，其它各地侏罗系直

接与前晚三叠世地层接触。根据已有文献（湖南省

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８；方宗杰等，１９８９）、近期１∶２５万
区域地质调查成果?以及大量１∶５万区域地质调
查资料，湘东南印支构造层顶部及早燕山构造层的

地层序列、时代、主要岩性组成及沉积环境等如表

１。该表显示缺失拉丁期后期和卡尼期沉积，对照最
新的国际地层表（章森桂等，２００９），该沉积缺失期
约为２３５～２１６Ｍａ，即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
期，时长近２０Ｍａ。从构造抬升与剥蚀过程考虑，可
大致确定印支运动（对应于抬升阶段）发生于中三

叠世晚期。

不整合面之下的印支构造层普遍发育 ＮＮＥ向
为主的褶皱及走向逆断裂；不整合面之上的早燕山

构造层通常表现为一侧为角度不整合、另一侧为

ＮＮＥ向逆断裂所限的单斜构造（柏道远等，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ａ）。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湘东南现今早燕山构造层

零星散布，但茶陵北部侏罗系残留厚度达４０００ｍ以
上、汝城盆地侏罗系残留厚度达２０００ｍ以上（柏道
远等，２００６ａ），暗示沉积盆地规模远大于现今早燕山
构造层出露范围。

２　印支运动构造线ＮＮＥ走向的厘定
２．１　印支运动构造线走向的恢复

根据区域中生代构造演化背景（柏道远等，

２００５），现今湘东南印支构造层中的褶皱与断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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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早燕山构造层与印支构造层不整合面旋转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ｍ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ｒｌｙ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ａｎｄ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ａｙｅｒｓ

造主要与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和中侏罗世晚期

早燕山运动有关。早燕山运动因受古太平洋板块或

伊泽奈崎板块向东的（斜向）俯冲影响而具 ＮＷＷ
向陆内挤压（董树文等，２００７；舒良树和周新民，
２００２；舒良树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张岳桥等，２００９；徐先兵
等，２００９；Ｓｕｎ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在湘东南形成ＮＮＥ
向褶皱与逆断裂，且同时伴有 ＮＮＥ向左行走滑（柏
道远等，２００５）。本期褶皱和断裂卷入或切割了晚
三叠世—中侏罗世初的早燕山构造层及其与印支构

造层之间的角度不整合界面，并被骑田岭、大义山、

千里山等晚侏罗世花岗岩体侵入。显然，由于燕山

早期强烈构造变形对印支期构造具有显著的叠加和

改造作用，要从现今地表构造形迹中分离提取出印

支运动构造线走向的信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将

一定范围内早燕山构造层下伏不整合界面沿其走向

旋转至水平，进而恢复并读取不整合面之下印支构

造层的岩层产状及构造线走向。以下即选择早燕山

构造层分布与延伸规模较大、岩层体产状和构造特

征较清楚的资兴三都、宜章瑶岗仙以及桂东沙田等

三个地区进行印支运动构造线走向的解析。

三都地区晚三叠—早侏罗世残留盆地呈 ＮＮＥ
向展布，岩层总体向 ＮＷＷ缓倾，倾角一般 １０°～
１８°；东侧早燕山构造层与上古生界呈角度不整合接
触，西侧与上古生界之间以西倾的ＮＮＥ向逆断裂接

触（图２）；因残留盆地略向南、北两端扬起并受高海
拔地势影响（地形效应），北侧和南侧不整合线呈

ＮＷ向。上三叠统底部的不整合界线在北部横切泥
盆系—石炭系组成的ＮＮＥ向构造线暨七里镇向斜，
向斜东翼和西翼分别倾向 ＮＷＷ和 ＳＥＥ，倾角分别
为４０°和３０°左右；在东侧不整合线与上古生界总体
呈ＮＮＥ向的构造线及岩层走向一致（图３）。这种
地质要素的产状关系反映印支运动构造线总体呈

ＮＮＥ向。此外，如以ＮＮＥ走向为轴，即围绕不整合
面与水平面交线将不整合面旋转至水平，则可恢复

印支期初始岩层走向呈ＮＮＥ向（图４），其中北面七
里镇向斜东翼岩层产状倾向 ＮＷＷ，倾角２０°左右。
盆地东侧鱼岭铺与高塘之间由于南、北两侧背斜相

向倾伏（图１）而发育一由泥盆—石炭系组成的盆状
向斜（图２）。鉴于三都盆地总体向南、北两端扬起，
该盆状向斜的成因可能与印支晚期 ＳＮ向挤压（万
天丰和朱鸿，２００２；舒良树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有关。此
外，ＮＮＥ向褶皱沿走向变形强度不均衡性可能也有
影响。

瑶岗仙西侧残留盆地中，早燕山构造层呈一

ＮＮＥ向狭窄条状展布，自下而上由杨梅垅组、唐垅
组和心田门组组成（图５），东侧与泥盆系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图６），西侧以西倾的 ＮＮＥ向逆断裂与泥
盆系分界。岩层倾向ＮＷＷ，倾角２０°～４５°，自东向

４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２年



图５瑶岗仙地区地质图
Ｆｉｇ．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Ｙａｏｇａｎｇｘｉａｎａｒｅａ

Ｊ１ｘ—下侏罗统心田门组；Ｔ３ｔ—上三叠统唐垅组；Ｔ３ｙｍ—上三

叠统杨梅垅组；Ｃ２Ｐ１Ｈ—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壶天群；Ｃ１ｓ－ｚ—

下石炭统石磴子组—梓门桥组；Ｄ３ｏ—Ｃ１ｔ—上泥盆统欧家冲

组—下石炭统天鹅坪组；Ｄ３ｃ＋ｘ—上泥盆统长龙界组和锡矿山

组；Ｄ２－３ｑ—中—上泥盆统棋梓桥组；Ｄ２ｙ—中泥盆统易家湾组；

Ｄ２ｔ—中泥盆统跳马涧组；Ｎｈ—Ｐｚ１—南华系—下古生界

Ｊ１ｘ—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Ｘｉｔｉａｎｍ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３ｔ—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Ｔａｎｇ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３ｙｍ—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Ｙａｎｇｍｅｉ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２Ｐ１Ｈ—Ｕｐｐ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ＨｕｔｉａｎＧｒｏｕｐ；Ｃ１ｓ

－ ｚ—Ｌｏｗ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Ｓｈｉｄｅｎｇ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Ｚｉｍｅｉｑｉ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ｏ—Ｃ１ｔ—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Ｏｕｊｉａｃｈ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ｉａｎｗｏｐ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ｃ＋ｘ—Ｕｐｐｅ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ｌｏｎｇｊｉ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Ｘｉｋ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３
ｑ—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Ｑｉｚｉｑｉ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ｙ—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Ｙｉｊｉａｗ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ｔ—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Ｔｉａｏｍａｊ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ｈ—Ｐｚ１—Ｎａｎｈｕ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西倾角变陡。盆地东侧不整合界线呈ＮＮＥ向，并切
割瑶岗仙背斜南部倾伏端，表明ＮＮＥ向瑶岗仙背斜
在印支运动中即已开始形成。如以 ＮＮＥ走向为轴
将不整合界面旋转至水平（旋转方法同图４），则可
恢复盆地东侧紧邻的泥盆系岩层总体呈 ＮＥ走向、

图６瑶岗仙盆地东缘地质剖面（位置见图５）
Ｆｉｇ．６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Ｙａｏｇａｎｇｘｉａｎｂａｓｉｎ（ｌａ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５）

①—砂岩；②—粉砂岩；③—灰岩；Ｔ３ｙｍ—上三叠统杨梅垅组；

Ｄ２－３ｑ—中—上泥盆统棋梓桥组

①—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②—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 ③—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 Ｔ３ ｙｍ—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Ｙａｎｇｍｅｉ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３ｑ—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Ｑｉｚｉｑｉ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倾向南东、倾角３０°左右，其大体反映印支运动变形
后的地层产状特征。

上述三都盆地北面及瑶岗仙盆地东面的上古生

界岩层沿ＮＮＥ方向稳定展布且延伸距离较大，由此
推断旋转恢复的 ＮＮＥ岩层走向大体可代表印支期
构造线（褶皱）方向。换言之，若印支期构造线为近

ＥＷ向，则恢复的 ＮＮＥ向岩层应大体位于褶皱转折
端暨倾伏端部位，如此则岩层走向会发生明显的弧

形偏转，而不会存在ＮＮＥ方向的稳定延伸。
沙田地区残留盆地中早燕山构造层呈 ＳＮ向狭

条状展布，自下而上由茅仙岭组和千佛岩组组成，东

侧与泥盆系棋梓桥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图７），西
侧以西倾逆断裂与前泥盆系分界。岩层产状倾向

西，倾角３０°～５０°，自东向西逐渐变陡。不整合界
面与泥盆系走向均为ＳＮ，协调一致。界线西侧侏罗
系与东侧泥盆系均倾向西，倾角分别为３０°和４０°左
右。如以 ＳＮ走向为轴将不整合面旋转水平，则恢
复东侧泥盆系岩层总体呈 ＳＮ走向、倾向西、倾角仅
１０°左右，其表明印支运动形成的构造线总体呈 ＳＮ
向，但变形强度不大。颇有意味的是，盆地北段局部

见不整合线西侧侏罗系产状较东侧的泥盆系陡（图

８），指示印支运动后点处岩层倾向东，此与主体西
倾的产状相反，可能反映出次级褶皱或小型挠曲的

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沙田地区构造线呈 ＳＮ向明
显与东侧加里东期岩体边界导致区域 ＮＮＥ向构造
发生局部偏转有关（图１），因此实际属区域 ＮＮＥ向
构造成分。此外，沙田盆地往南实际可与汝城残留

盆地相接，后者的沉积层序和构造特征（柏道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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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沙田地区地质图
Ｆｉｇ．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ｈａｔｉａｎａｒｅａ

Ｊ１－２ｑ—下—中侏罗统千佛岩组；Ｊ１β—下侏罗统玄武岩；Ｊ１ｍ—

下侏罗统心田门组；Ｄ２－３ｑ—中—上泥盆统棋梓桥组；Ｄ２ｙ—中

泥盆统易家湾组；Ｄ２ｔ—中泥盆统跳马涧组；Ｎｈ—Ｐｚ１—南华

系—下古生界

Ｊ１－２ｑ—Ｌｏｗ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Ｑｉａｎｆｕｙ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１β—Ｌｏｗｅｒ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ｂａｓａｌｔ； Ｊ１ｍ—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Ｘｉｎｔｉａｎｍ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２－３ｑ—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Ｑｉｚｉｑｉ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２ｙ—

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Ｙｉｊｉａｗ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ｔ—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Ｔｉａｏｍａｊ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ｈ—Ｐｚ１—Ｎａｎｈｕ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ｗ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２００６ａ）与沙田盆地大体相同。
综上述，三都地区和瑶岗仙地区早燕山构造层

底部的不整合面切割了ＮＮＥ向褶皱，将不整合面旋
转恢复之后，其岩层及构造线走向为 ＮＮＥ向，因此

图８侏罗系与泥盆系角度不整合关系（贝溪）
Ｆｉｇ．８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ａｎｄ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ｉｎＢｅｉｘｉａｒｅａ
①—灰岩；②—泥质灰岩；③—砂岩；④—粉砂岩；⑤—粉砂质
泥岩；⑥—页岩；Ｊ１ｍ—下侏罗统心田门组；Ｄ２－３ｑ—中—上泥

盆统棋梓桥组

①—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②—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③—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④—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
⑤—ｓｉｌｔｙｍｕｄｓｔｏｎｅ；⑥—ｓｈａｌｅ；Ｊ１ｍ—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Ｘｉｎｔｉａｎｍ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３ｑ—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Ｑｉｚｉｑｉ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推断印支运动形成的构造线走向为ＮＮＥ向，而不是
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 ＥＷ向（张岳桥等，２００９；徐先
兵等，２００９）。结合沙田地区情况来看，岩层倾角反
映的褶皱变形强度总体上自茶郴断裂往东逐渐变

弱，反映该深大断裂活动对区域构造变形具明显控

制作用。上述各地早燕山构造层具程度不一的倾斜

且总体呈ＮＮＥ走向，西侧以西倾逆断裂与先期地层
接触，反映燕山早期具 ＮＮＥ向构造变形的同向叠
加。顺便指出，各地早燕山构造层的产状自东向西

变陡可能与基底厚皮式挤压收缩下形成隔槽式褶皱

而导致自背斜核部向翼部岩层产状变陡（柏道远

等，２００６ｂ）有关；西侧断裂逆冲负载可能也有一定
影响。

２．２　不整合面下伏地层层位横向变化特征对印支
运动构造线ＮＮＥ走向的佐证

　　湘东南地区印支运动不整合面下伏地层层位沿
ＥＷ方向普遍存在快速变化，结合印支运动后存在
剥蚀夷平及大规模山前盆地，认为印支运动后沿

ＥＷ方向存在较大的倾向分量。具体如：三都盆地
东缘上三叠统不整合在泥盆系棋梓桥组和锡矿山组

之上（图２），而据地层出露情况并考虑后期剥蚀因
素，往东３ｋｍ左右不整合面至少位于石炭系梓门桥
组之上，层位相差至少１０００ｍ以上；永兴县城北东
的侏罗系不整合于二叠系栖霞组之上，往西约４ｋｍ
至少位于三叠系石镜组之上（图２），层位相差至少
２５００ｍ以上；瑶岗仙盆地南部东缘不整合于棋梓桥

６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２年



之上，往东约３ｋｍ至少位于石炭系壶天群之上（图
５），层位相差约１４００ｍ以上。根据地层厚度，以上３
处岩层层位变化反映出印支运动后沿ＥＷ方向岩层
倾角分别达约２０°以上、３２°以上和２５°以上。显然，
若印支运动形成的构造线即褶皱走向为 ＥＷ向，则
之后的剥蚀夷平面（不整合面）之下的地层层位不

可能存在普遍的沿东西方向的快速变化，以及沿

ＥＷ方向达２０°～３２°以上的岩层倾角。当然，若考
察线选择于ＥＷ向褶皱的轴部或倾伏端时也可能存
在ＥＷ方向上岩层的显著倾斜，但在此情况下岩层
肯定会沿走向发生快速的弧形弯曲，而实际情况并

非如此，如图２中北东部香梅圩—黄泥坳一带岩层
总体沿近ＳＮ向稳定延伸。

总之，确实而可靠的宏观证据表明印支运动构

造线方向在湘东南地区不是ＥＷ向。鉴于印支运动
构造线走向的认识分歧主要体现在 ＥＷ向和 ＮＮＥ
向之争，ＥＷ走向的否定无疑为印支运动构造线
ＮＮＥ走向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３　构造体制讨论
根据本文湘东南构造线走向认识及区域研究成

果，笔者认为中三叠世晚期印支运动中华南不同地

区的构造背景及构造体制实际存在显著差异。

鉴于湘东南位于新元古代—早古生代扬子板块

与华夏板块结合带之南西段，而该段走向呈ＮＮＥ向
（黄标等，１９９３；王光杰等，２０００；洪大卫等，２００２；杨
明桂等，２００９；郝义等，２０１０），因此本文推测该地区
印支运动ＮＮＥ构造走向及相应的 ＮＷＷ向挤压构
造体制可能与两陆块的继发性陆内俯冲汇聚或先期

板块边界控制有关。印支运动中华南东部可能广泛

受此构造体制影响，如浙西北褶皱带构造线呈 ＮＥ
向，南岭褶皱构造带东段（１１５°以东）构造线呈
ＮＥ—ＮＮＥ向（张岳桥等，２００９）。此外，笔者以走向
为轴将湘中隆回—洞口一带侏罗系下伏不整合面旋

转至水平后，恢复早印支构造线亦呈 ＮＮＥ向，表明
湘中凹陷同样受 ＮＷＷ向挤压体制控制。鉴此，本
文初步推断张岳桥等（２００９）于湘中凹陷所厘定的
近ＥＷ向（ＮＷＷ向）复背斜与复向斜为晚三叠世区
域ＳＮ向挤压作用（舒良树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张岳桥
等，２００９；徐先兵等，２００９）的产物。值得指出的是，
与湘东南地区相邻的江西萍乡—乐平地区印支运动

构造线总体呈 ＮＥＥ向或近 Ｅ—Ｗ向（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ｂ），这一变化也可通过先期板块边界
的控制得到解释：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结合带的走

向在萍乡西（南）呈 ＮＮＥ向，而在萍乡以东转为
ＮＥＥ向（黄标等，１９９３；杨明桂等，２００９）。

与上述地区不同，华南北部（如扬子前陆褶皱

构造带和雪峰造山带北段（张岳桥等，２００９；徐政语
等，２００４；柏道远等，２００９）和南部（如南岭褶皱构造
带中西段（张岳桥等，２００９））印支运动中分别受秦
岭—大别—苏鲁构造带碰撞造山以及 Ｓｉｂｕｍａｓｕ地
块向印支地块的碰撞增生和古特提斯洋在琼中地区

的消减关闭影响（徐先兵等，２００９），经受南北向挤
压而形成ＥＷ向褶皱（张岳桥等，２００９）。

４　结论
（１）湘东南中三叠世晚期印支运动构造线为

ＮＮＥ向而非ＥＷ向，区域挤压应力方向为 ＮＷＷ向
而非ＳＮ向。其动力机制可能与扬子和华夏板块之
间产生陆内汇聚有关。

（２）印支运动中华南不同地区的构造背景及构
造体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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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９届理事会经选举产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８届
理事会工作，选举产生第３９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
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

地总督察徐绍史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９届理事会理事长并
讲话。

徐绍史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中国地质学会第３８届理事
会的工作。他说，过去５年时间，学会围绕中心，主动作为，
工作成果丰硕。学会积极参与国土资源大调查、地勘单位改

革发展大讨论和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酝酿，并发挥了重要作

用。通过培训、咨询、监理等方式为国土资源大调查提供了

技术服务；在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大讨论中，学会引领广大会

员积极投入到讨论中，聚焦问题、凝聚共识、建言献策；在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酝酿过程中，学会通过会议、论坛、研讨等各

种方式广泛动员，围绕关键环节和一些难点问题，做了大量

工作。学会坚持服务理念，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地质

事业的发展。学会发挥了地质科技交流平台的作用，培育出

了一批地质科技人才，为社会公众普及了地质科技知识。此

外，学会在期刊建设、调研咨询、自身建设上也有明显成效，

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影响力不断提高，为广大地质科技工作

者打造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徐绍史强调，要准确把握地质事业的历史方位，引导广

大地质工作者投身到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去。一是要认真

学习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到新一届

理事会的工作中。近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国土资

源管理工作和地质找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更新、更

高的要求，大家要牢牢把握住精神，贯彻落实到学会的工作

中去。二是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动员广大地质科技人员，

投身到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去。构建以新机制为核心、以市

场为导向的制度平台，确定“３５８”的宏伟目标和做好挖掘潜
力及资源综合利用的大文章，是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三个亮

点。学会要高举“两面旗帜”，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三是

要围绕战略部署，加强地质科学技术研究，推动地质科学技

术创新。力争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要在新技术、新

方法、新装备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有新进展；要在地质研究

领域上有新拓展；要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育体系，

通过大项目来培育人才，为地勘单位输送和培育人才，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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