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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盆地西部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及成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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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地质调查院'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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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长沙'

<#%%##

内容提要$湘中盆地中部的大乘山
;

龙山
+U

向隆起将湘中盆地分为涟源和邵阳两个次级凹陷%湘中盆地西

部上古生界盖层中主体构造为
0+

-

00+

向褶皱和逆断裂'前人认为其变形与向北西的逆冲推覆有关%本文对湘

中盆地西部进行了多条构造剖面调查'结果表明!涟源凹陷西部上古生界褶皱轴面大多直立#部分斜歪&走向逆断

裂及斜歪褶皱轴面大多倾向
0U

'少量倾向
/+

%大乘山背斜为一轴面倾向
0UU

的倒转背斜'背斜核部及两翼发

育大量以
0UU

倾向为主的逆断裂'背斜内长安组劈理均倾向
0UU

%邵阳凹陷西部上古生界中走向逆断裂和倒

转与斜歪褶皱轴面总体倾向
0UU

'局部反冲构造带断裂倾向
/++

%湘中盆地盖层变形主要受控于盖层底部不整

合界面及石炭纪测水组煤系地层的滑脱'部分断裂切入加里东褶皱基底%上述各次级构造单元变形特征表明湘中

盆地西部逆冲推覆的总体方向为
/+

'而不是前人所认为的
0U

%研究表明湘中盆地
0+

-

00+

向褶皱和逆断裂形

成于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和中侏罗世晚期的早燕山运动%分析认为湘中盆地西部向
/+

逆冲'与雪峰造山带

东缘向
/+

逆冲及城步
;

新化岩石圈断裂向
0U

俯冲有关%

关键词$褶皱&断裂&逆冲方向&成因机制&湘中盆地西部

!!

湘中盆地上古生界盖层中
0+

-

00+

向"南部

弧形偏转为近
/0

向$褶皱和走向断裂非常发育'涉

及其形成时代#变形特征等前人已有大量研究"邱之

俊等'

#8!%

&陈长明'

#8!: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

#8!!

&

王义方'

#8!8

&孙岩等'

#88%

&杨雄庭等'

#88"

'

$%%%

&

丘元禧等'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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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郭福祥'

#88!

&舒良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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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道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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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宠等'

$%%8

&张

岳桥等'

$%%8

&徐先兵等'

$%%8

&王建等'

$%#%

$%随着

近年来研究工作的深入'对湘中盆地西部早中生代

构造特征与成因认识出现了新的分歧%一般认为'

盆地西部上古生界的褶皱和断裂构造形迹受控于自

南东向北西的逆冲推覆"杨雄庭'

#88%>

'

#88%P

&徐志

斌等'

#88&

&云武等'

#88<

&朱锐等'

$%%9

&刘恩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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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构造线向北

西凸出的弧形弯曲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据(弓箭

原理)$"柏道远等'

$%%!

$%丁道桂等"

$%%">

'

$%%"P

$

则提出该带为雪峰冲断隆起后向南东重力滑动形成

的后缘"滑覆$断层
;

滑脱褶皱带%笔者近年来对湘

中盆地西部进行了详细的地表地质调查'发现盆地

西部褶皱轴面及逆断裂主要倾向
0UU

或
0U

'反

映总体自北西向南东逆冲的运动学特征'分析认为

自北西向南东的逆冲与雪峰造山带东缘向
/+

逆冲

及城步
;

新化岩石圈断裂东盘向
0U

俯冲有关%

#

!

区域地质背景

湘中盆地西为雪峰弧形造山带'东为沩山
;

南岳

0U

向隆起带'南为苗儿山
;

越城岭
;

关帝庙串珠状

隆起"图
#

$%周边隆起带主要出露前泥盆纪地层'

并发育加里东期#印支期和早燕山期花岗岩体%湘

中盆地主要出露上古生界海相沉积盖层"包括下三

叠统$'娄底#新化#邵阳等地发育小块白垩纪红层'

西部石下江一带及南部越城岭
;

关帝庙隆起北侧发

育少量侏罗纪沉积%总体而言'湘中盆地在泥盆

纪-早三叠世陆表海期间沉降幅度和沉积厚度较周

边隆起区更大'不过现今周缘地区相对隆起的构造

格局主要由早中生代"印支运动和早燕山运动$构造

变形所造成%

区域上经历过武陵#加里东#印支和早燕山运动

等几次主要变形事件%湘中盆地盖层中线状褶皱及

走向逆断裂极为发育'主要形成于中三叠世末的印

支运动和中侏罗世末的早燕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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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线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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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盆地及周缘地质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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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纪-古近纪地层&

$

-晚三叠世-侏罗纪地层&

&

-泥盆纪-中三叠世地层&

<

-南华纪-志留纪地层&

:

-新元古代板溪群&

9

-新元

古代冷家溪群&

"

-侏罗纪花岗岩&

!

-三叠纪花岗岩&

8

-志留纪花岗岩&

#%

-背斜轴迹&

##

-向斜轴迹&

#$

-倒转背斜轴迹&

#&

-倒转向斜轴

迹&

#<

-正断裂&

#:

-逆断裂&

#9

-平移断裂&

#"

-地质界线,角度不整合界线&

#!

-剖面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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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向'往南至武冈一带渐转为近
/0

向'再

往南至祁阳-永州一带转为
0UU

向'从而组成备

受关注的祁阳弧形构造"图
#

$%此外'凹陷中部尚

发育白马山
;

大乘山
;

龙山
+U

向隆起带'为晚三叠

世区域
/0

向挤压作用的产物"柏道远等'

$%#$>

$'

其受早燕山期
00+

向褶皱叠加而呈串珠状隆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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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柏道远等!湘中盆地西部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及成因机制

$

!

构造变形及运动学特征

中部的大乘山
;

龙山
+U

向串珠状隆起将湘中

盆地分为涟源和邵阳两个次级凹陷%以下重点通过

白溪
;

冷水江剖面#龙溪口和天龙山剖面'以及洞口
;

九公桥剖面等代表性构造剖面分析阐述涟源凹陷#

大乘山
;

龙山隆起以及邵阳凹陷等西部的剖面结构

和变形特征%

"4!

!

涟源凹陷西部变形及运动学特征

涟源凹陷西部上古生界中褶皱和走向断裂非常

发育'构造线总体呈
0+

向%褶皱和走向断裂大多

限于盖层中'部分向两端延入下古生界褶皱基底'表

明变形多受盖层滑脱控制'少部分断裂切入褶皱基

底%褶皱在走向上的延伸规模一般
#:

"

&%[=

'个

别可达
:%[=

以上%部分背斜"或向斜$沿走向常转

为向斜"或背斜$'可能反映出不同的逆断裂在横向

上首尾错列的发育特征%褶皱宽度或横向规模不

一'反映褶皱相关断裂的运移规模差异及不同深度

滑脱断裂的存在%中部白溪
;

冷水江构造剖面较全

面反映出涟源凹陷西部的断裂和褶皱变形样式%

在白溪
;

冷水江构造剖面"图
$

$上'褶皱多为直

立水平开阔-平缓褶皱%例如'彭家风向斜北西翼

和南东翼产状分别约为
#:%d

"

#:d

和
&&%d

"

#:d

'属

直立平缓褶皱&井湾里向斜北西翼和南东翼产状分

别约为
#&!d

"

<%d

和
&#!d

"

&!d

'为直立水平开阔褶

皱%部分褶皱或褶皱的局部地段可较紧闭或轴面斜

歪'且斜歪褶皱的轴面大多倾向
0U

'如何家冲背斜

和桑梓镇向斜%

何家冲背斜走向为
0+&%d

左右'长
$:[=

以上%

核部为石蹬子组'两翼依次为测水组-马平组%整

个背斜分为
&

段!北段两翼地层产状正常'北西翼倾

角
&%d

"

<%d

'南东翼
<:d

"

"%d

'局部直立'轴面倾向

0U

%中段背斜核部遭断裂破坏而出露不全%南段

两翼地层产状正常'北西翼倾角
&%d

"

&:d

'南东翼倾

角
$:d

"

&%d

'轴面直立%总体为一直立-斜歪中

常-开阔褶皱%

桑梓镇向斜轴迹呈向北西微凸的弧形%核部地

层为大冶组'往翼部依次为吴家坪组-梓门桥组%

北段地层产状正常'北西翼倾角
&%d

"

:%d

'南东翼倾

角
$:d

"

<#d

'轴面略倾向
0U

%南段南东翼产状正

常'倾向
0U

'倾角
$:d

"

<:d

&北西翼近核部产状倒

转'倾向
0U

'倾角
:%d

"

!%d

'反映轴面倾向
0U

'往

翼部产状逐渐由直立变为正常'倾角一般
<%d

"

"%d

%

值得指出的是'紧邻桑梓镇向斜东侧发育的近
/0

向冷水江向斜"图
#

$'轴面同样明显西倾'其东翼西

倾'倾角一般
$:d

左右&西翼东倾'倾角一般
:%d

"

9%d

&地质图上东翼地层出露宽度显著大于西翼对应

地层%

区内走向逆断裂发育'断面大多倾向
0U

"图

$

$'少量倾向
/+

%沿断裂带常形成断层破碎带'带

内发育断层角砾岩#构造透镜体#断层泥#碎裂岩及

方解石细脉等%涟源凹陷北西缘与雪峰造山带之间

也以倾向
0U

的逆断裂---方字湾断裂分界"图

$

$%除上述逆断裂外'挤压抬升后的重力滑动以及

白垩纪区域伸展作用下尚形成了较多
0+

-

00+

向正断裂"孙岩等'

#88%

&杨雄庭'

#88%>

'

#88%P

&徐志

斌等'

#88&

&云武等'

#88<

$'且许多正断裂叠加于先

期逆断裂之上活动%

显然'上述褶皱轴面和逆断层向
0U

的主体倾

向反映涟源凹陷西部变形总体具自北西向南东逆冲

的运动学特征'少量倾向南东者应属次级反冲构造%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涟源凹陷西部逆断层和相关褶

皱轴面的倾向既有
0U

亦有
/+

'前人一般认为区

域逆冲方向为自南东向北西"杨雄庭'

#88%P

&徐志

斌等'

#88&

&云武等'

#88<

&朱锐等'

$%%9

$%不过本文

认为主体逆冲方向应为
/+

而非
0U

'主要理由有!

#

0U

倾向逆断层造成的地层不连续效应总体大于

/+

倾向逆断层&

$

斜歪褶皱的轴面倾向大多倾向

0U

'仅少量倾向
/+

&

%

南部加里东褶皱基底卷入

的大乘山背斜轴面及相关逆断裂倾向
0U

"见后

述$'这种更深层次大型构造的倾向更能代表构造运

动的主体指向&

&

北西缘雪峰造山带下古生界向东

逆冲于涟源凹陷泥盆系之上%

根据褶皱形成规模'初步推断褶皱变形主要受

控于盖层底部不整合界面"加里东构造面$及石炭纪

测水组煤系地层的滑脱"图
$

$"杨雄庭'

#88%P

&徐志

斌等'

#88&

&朱锐等'

$%%9

$%

"4"

!

大乘山
;

龙山隆起西部'大乘山背斜(变形及运

动学特征

!!

大乘山
;

龙山东西向串珠状隆起西部的变形特

征在大乘山背斜得到较充分表现%大乘山背斜规模

宏大'由跳马涧组下伏不整合界面变形显示'走向

00+

"图
#

$&自核部往两翼依次为南华纪长安组-

寒武纪小烟溪组#下古生界等%长安组块状岩层中

劈理发育'劈理均倾向
0UU

%横切背斜中段的龙

口溪构造剖面清楚反映其为一轴面倾向
0UU

的

倒转背斜'背斜核部及两翼发育大量以
0UU

倾向

为主的逆断裂"部分叠加正断活动$"图
&

$%背斜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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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湘中盆地白溪
;

冷水江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

$

R?

B

4$

!

W>?H?;-6A

B

M@E?

C

?>A

B

I67I2A?7M67I?2A?A ?̀>A

B

O@2A

B

W>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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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盆地大乘山背斜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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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翼自核部往翼部方向岩层由倒转渐变为正常'暗

示背斜为一与近核部逆断层"如岱水桥断裂$有关的

断裂扩展褶皱%

资江西岸干溪坑一带长约
#4:[=

的大比例尺

实测构造剖面清楚地记录了南东翼岩层产状自倒转

渐至正常之连续变化"图
<

$'并为解剖区域构造变

形特征和变形期次等提供了较多信息%剖面上见较

多露头尺度的次级褶皱发育'其位态特征反映至少

存在两期变形'早期为大乘山背斜形成过程中弯滑

与顺层剪切作用所造成'见于剖面北端留茶坡组硅

质岩中"图
<>

'

<P

$以及剖面中段小烟溪组碳质板岩

中"图
<S

$&后期为重力滑动所形成'见于剖面中段

小烟溪组"图
<N

'

<6

$和剖面南端跳马涧组中"图

<@

$%此外'剖面北段小烟溪组中劈理发育'层劈关

系指示岩层产状倒转"图
<7

$%剖面中跳马涧组与

小烟溪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但岩层产状相差不大'

分别为
##:d

"

!:d

和
#&%d

"

"$d

"图
<

$'大体反映加里

东运动中该地带褶皱变形强度较低'因此大乘山背

斜主要形成于印支运动和早燕山运动%值得指出的

是'剖面南段跳马涧组中发育一宽约
#$=

的劈理化

带'劈理产状约
$!:d

"

9%d

左右"图
<

B

$'反映指向

/++

的挤压逆冲作用%

显然'大乘山背斜上述变形清楚反映了自西向

东逆冲的运动学特征%此外'大乘山背斜北西侧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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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柏道远等!湘中盆地西部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及成因机制

图
<

!

湘中盆地干溪坑构造剖面及变形'地层代号名称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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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构造剖面西段'茅岭-天龙山一带泥盆系锡矿

山组-石炭系马平组高角度倾向西并倒转"图
:

$'

同样反映向东的逆冲'并指示剖面以西存在较大规

模的西倾逆冲断裂"见图
#

$%值得指出的是'天龙

山剖面东段田心断裂造成东侧的欧家冲组和孟公坳

组逆冲上覆于西侧龙潭组之上"图
:

$'反映出后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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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盆地天龙山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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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盆地洞口
;

九公桥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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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冲断裂活动%

"4#

!

邵阳凹陷西部变形及运动学特征

邵阳凹陷西部盖层褶皱和走向断裂极为发育'

构造线走向自北而南由
0+

向渐偏转为
/0

-

00U

向'呈向西凸出的弧形展布"图
#

$%多数褶皱和走

向断裂仅有盖层卷入'部分断裂可向两端切入前泥

盆纪褶皱基底%走向断裂在平面上或分或合'可组

成辫状构造%受走向断裂切割破坏'褶皱形态常残

缺不全%褶皱规模不一'延伸长
#%

"

8%[=

不等'宽

#

"

:[=

不等'小规模背#向斜常组成规模更大的复

式褶皱'反映不同规模逆断裂和不同深度滑脱断裂

的存在%

本文对洞口-九公桥一带进行了详细的构造剖

面调查'包括洞口-九公桥主干构造剖面"图
9

$'以

及主干剖面两侧几条辅助构造剖面'如黄瓜岭向斜

北段"图
"

$和斜岭向斜北段"图
!

$之控制剖面等%

通过对众多断裂和褶皱的调查研究'客观厘定了剖

面结构'从而揭示出构造变形运动学特征%

"4#4!

!

主要褶皱特征

在严塘断裂以西'因大量走向断裂破坏而较少

形态完整的褶皱发育&严塘断裂以东上古生界褶皱

横向上连续性总体较好'且一般背斜相对宽缓#向斜

相对窄陡'总体具隔槽式褶皱组合型式"图
9

$%自

西向东就主要褶皱特征阐述如下%

余家塘向斜!轴迹
00+$!d

走向%自核部往两

翼依次为晚二叠世大隆组-早石炭世测水组%北段

发育相对完整'北西翼和南东翼产状分别约为
##!d

"

&:d

和
$8!d

"

&:d

'为直立水平开阔褶皱%北西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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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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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盆地黄瓜岭向斜北段黄金牌
;

曾家塘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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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湘中盆地斜岭倒转向斜之周家
;

茅木塘构造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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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K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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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

-中二叠世小江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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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叠世孤峰组&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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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二叠世龙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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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东翼分别被竹市断裂和杨湾断裂等切割破坏'

并组成对冲型组合样式"图
9

$%

黄瓜岭向斜!南段大部走向
00+#:d

左右'北段

走向
0+::d

左右'呈向北西凸出的弧形%南段为直

立水平开阔褶皱'向斜核部因次级褶皱叠加而出露

较宽%北段为紧闭倒转褶皱"图
"

$'北西翼倾向北

西'产状倒转'倾角
<%d

左右&南东翼倾向北西'倾角

$:d

左右&西翼遭断裂破坏'并发育轴面西倾的次级

倒转背#向斜%

栗山铺背斜!呈向
0U

凸出的弧形弯曲%两翼

总体相背倾斜'倾角多在
&%d

"

<:d

'为直立水平开阔

褶皱%翼部因多条断裂破坏而显破碎%

斜岭向斜!南段呈
00+

向'北段呈
0+

向'总

体呈向北西凸出的弧形%北段大部西翼倒转#倾向

北西'构成倒转向斜"图
!

$%南段西翼产状正常'轴

面略向西倾'为斜歪开阔褶皱"图
9

$%

黄花坪背斜!轴迹总体走向
0+<%d

'呈向
0U

凸出的弧形弯曲%两翼岩层产状正常并相背倾斜'

倾角
&:d

左右'为直立水平开阔褶皱"图
9

$%自核部

往两翼依次出露晚泥盆世孟公坳组-早二叠世马平

组%背斜东翼与华岭向斜之过渡带发育次级向斜和

背斜'可能反映出不同层次和深度的逆冲与滑脱作

用%

华岭向斜!轴迹走向
00+#:d

左右'宽约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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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自核部往两翼依次为早三叠世大冶组-中二叠世栖

霞组%东翼被九公桥断裂切割限制&西翼发育较完

图
8

!

湘中盆地石溪港一带大隆组硅质岩中小型倒转褶皱

R?

B

48

!

/=>332_6LIELA6NS23NM?A5>32A

B

R2L=>I?2A7@6LIM>I/@?H?

B

>A

B

?A ?̀>A

B

O@2A

B

W>M?A

整'出露宽度大且叠加有楠木冲背斜和周家向斜等

两个次级褶皱%两翼岩层产状正常'西翼倾角
:%d

左右'东翼倾角
&:d

左右'轴面略向西倾&西翼近核

部局部岩层西倾'倒转%西翼常发育变形强烈的小

型褶皱'如石溪港大隆组硅质岩中见小型西倾断裂

及连续倒转尖棱褶皱"图
8

$'指示向
/+

的逆冲%

"4#4"

!

主要断裂特征

与褶皱同走向的逆断裂发育'部分叠加后期伸

展活动而表现为正断裂效应%自西向东就主要断裂

特征阐述如下%

长塘断裂!该断裂实为雪峰造山带东缘断裂%

断裂倾向
0UU

'倾角约
<:d

%断裂破碎带宽一般

$%

"

:%=

'带内片理化岩石#构造透镜体#断层角砾

岩及膝折构造等发育%断层岩特征及地层效应表明

断裂早期为逆冲'后期为伸展正断%

龙口街断裂!为倾向
/++

的正断裂'倾角
<%d

"

:%d

%龙口街可见东侧跳马涧组掩覆于西侧易家湾

组之上'断层面清楚%属上盘向南东滑移的重力滑

动断层'导致自西向东出现中泥盆世跳马涧组
$

易

家湾组的重复%

长山塘断裂!倾向
0UU

'倾角约
&%d

'逆断裂%

沿断裂有破碎带及断层角砾岩发育%西侧孟公坳组

逆冲于东侧石蹬子组之上'其间缺失马栏边组和天

鹅坪组%

杨家桥断裂!倾向
0UU

'倾角
&%d

"

:%d

%彭家

湾发育宽
#%=

的硅化破碎带'其自西往东依次分为

角砾岩带#片理化带和揉皱带%断裂上盘"西盘$为

栖霞组灰岩'下盘为佘田桥组泥灰岩'显示为正断

层%断裂西侧岩层向东缓倾且产状正常'而东侧岩

层向西陡倾#倒转'指示断裂早期具向东逆冲"图

9

$%综上'该断裂为一早期逆冲#后期正滑的多期活

动断裂%

竹市断裂!为倾向
0UU

逆断裂'倾角约
9%d

%

在丰胜山发育宽
$=

的片理化带'泥岩中灰岩夹层

被剪切挤压成透镜体&早石炭世马栏边组向东逆冲

掩覆于晚石炭世大埔组白云岩之上%

杨湾断裂!倾向
/++

'倾角
:%d

"

"%d

%发育宽
&

"

!=

的硅化破碎带'带内构造透镜体#断层角砾岩

及片理发育%东侧泥盆系向西逆冲掩覆于石炭系之

上%断层岩中叠加张性裂隙及擦痕与阶步指示后期

产生过伸展活动%

横板桥断裂!倾向
/++

'倾角
$%d

"

&:d

'逆断裂%

发育宽
:

"

#%=

的硅化破碎带'片理化#构造透镜体

与碎裂岩发育%石下江煤矿钻井揭示'东侧泥盆系

向西逆掩于侏罗系之上%

严塘断裂!倾向
0UU

'倾角
&%d

"

:%d

'沿走向

波状弯曲%带内发育断层角砾岩%西侧泥盆系向东

逆掩于石炭系之上%东盘岩层因断裂逆冲而倒转

"黄瓜岭向斜西翼$%

鸭公岭断裂!倾向
/++

'倾角约
<:d

'沿走向波

状弯曲'逆断裂%带内见断层角砾岩和方解石脉发

育%

"4#4#

!

剖面结构及运动学特征

前人资料认为邵阳
;

洞口剖面上逆断裂主要倾

向东'反映自东向西的逆冲运动"刘恩山等'

$%#%

$'

本文调查发现并非如此%根据包括上述主要褶皱和

断裂在内的构造剖面观测资料'厘定洞口-邵阳九

公桥一带构造剖面结构如图
9

所示%在黄花坪背斜

以西宽约
9:[=

范围内'上古生界盖层中走向逆断

裂和褶皱轴面总体西倾'反映自
0UU

向
/++

的挤

压逆冲运动%其中严塘断裂以西#竹市以东一段断

裂东倾'应属反冲构造带%在黄花坪背斜及其以东'

褶皱轴面直立'走向断裂或西倾或东倾'总体反映

0UU

-

/++

向等势轴向挤压的纯剪变形特征%在

!8"#



第
#$

期 柏道远等!湘中盆地西部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及成因机制

上述主体构造格架之上'部分断裂叠加有后期伸展

正断活动'推测与挤压变形之后的重力伸展和"或$

白垩纪期间区域伸展作用有关%

据褶皱规模#组合型式#卷入地层层位及大量逆

断裂的发育等分析'上古生界中褶皱变形主要受其

底部不整合界面的滑脱及其向上扩展逆断裂和石炭

纪测水组煤系地层滑脱的控制%从局部上古生界下

部层位出露地表来看'部分逆断裂应切入加里东期

褶皱基底'如杨家桥断裂#严塘断裂和罗家断裂等

"图
9

$%事实上'从区域空间关系来看'北侧大乘山

背斜相关的加里东褶皱基底内断裂确已向南延伸至

隆回一带%

&

!

变形期次及时代

以上所述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或逆冲方向'

是对区内主体构造形迹即
0+

-

00+

向褶皱和逆

断裂而言%事实上'湘中盆地早古生代以来经历过

多期变形事件'形成了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构造形

迹'对此前文已有提及%为了更清晰了解变形的构

造背景'以下结合区域构造资料'简单阐述湘中盆地

变形期次和时代%

就表露构造变形而言'湘中盆地自早至晚依次

经历了以下几期主要变形%

第一期是早古生代晚期的加里东运动'其造成

泥盆纪跳马涧组与下古生界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已

有研究表明'湘中大乘山
;

龙山
+U

向隆起带在加里

东运动中已具雏形'以致晚古生代表现为
+U

向水

下隆起"柳祖汉'

$%%:

$'因此该带加里东构造线可能

呈
+U

向%不过湘中盆地西侧的雪峰构造带'南华

系-志留系褶皱显示的加里东构造线呈
00+

-

0+

向%这种差异可能与新元古代中期湖南境内钦杭结

合带与扬子陆块分界自东向西由
+U

向转为
00+

向有关"柏道远等'

$%#$P

$%

第二期变形是发生于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

动'造成湘中盆地侏罗系"区域上为上三叠统-侏罗

系$与上古生界之间的角度不整合'主要构造形迹为

盖层褶皱和走向逆断裂%湘中盆地及湘东南地区受

区域
0UU

向挤压'构造线主要为
00+

-

0+

向

"柏道远等'

$%#$>

$&邵阳凹陷南部受边界条件控制

渐转为近
/0

-

00U

向"柏道远等'

$%%!

$%

第三期变形大体发生在晚三叠世-早侏罗世'

因扬子及其以南各地块向北运移与中朝板块碰撞

"万天丰等'

$%%$

$'湘中盆地遭受
/0

向挤压'大乘

山-龙山一带形成
+U

向隆起'隆起两侧盖层中尚

见
+U

向褶皱发育"王建等'

$%#%

$'隆起北面的涟

源凹陷整体形成一
0UU

向的复式向斜"图
#

$%湘

中盆地南面的苗儿山
;

越城岭
;

关帝庙隆起带大体也

于本期形成'不过可能受武陵期
0+

向板块边界"柏

道远等'

$%#$P

$控制而呈
0+

向%

第四期变形事件为发生于中侏罗世晚期的早燕

山运动'区域上白垩系与早燕山构造层"

)&

-

T$

$之

间的角度不整合为其直接反映%邵阳凹陷石下江西

侧的横板桥断裂"图
9

中
R

"

$上#下盘分别为泥盆系

和侏罗系'也佐证了本期变形事件的存在%该时期

受古太平洋板块"或伊泽奈崎板块$向
0U

的斜向

俯冲影响"舒良树等'

$%%$

'

$%%9

&张岳桥等'

$%%8

&徐

先兵等'

$%%8

&董树文等'

$%%"

$'湘中盆地及周边地

区存在
0UU

向挤压应力场'同时兼有
00+

向左

行走滑%本期变形的构造线为
00+

-

0+

向'因此

同向叠加在第二期变形之上&同时横向叠加在第三

期变形之上'使先期形成的大乘山
;

龙山
+U

向隆起

和苗儿山
;

越城岭
;

关帝庙
0+

向隆起变为串珠状

"图
#

$%

第五期变形为白垩纪-古近纪的区域伸展活

动'湘中盆地内走向正断裂主要形成于此%

除上述几期区域变形事件外'尚发育挤压#抬升

之后的局部性重力滑动变形'如前文干溪坑剖面所

见次级重力滑动褶皱"图
<N

'

<6

$%

综上'本文所述湘中盆地主体构造形迹---

0+

-

00+

向褶皱和逆断裂形成于
$

期构造活动'

即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和中侏罗世晚期的早燕

山运动%前文天龙山构造剖面"图
:

$即反映出向

东#向西逆冲的先后两期断裂活动%

需要特别强调和注意的是'由于第四期和第二

期变形为同向叠加'使部分研究者忽视了第二期变

形的存在'认为上古生界盖层中
0+

-

00+

褶皱和

断裂形成于早燕山运动'印支运动仅形成
+U

向构

造"张岳桥等'

$%%8

&徐先兵等'

$%%8

$%不过柏道远

等"

$%#$>

$已通过湘东南地区构造变形的深入解析'

确证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构造线主要为
00+

向%邵阳盆地西部石下江西面发育侏罗系"图
#

$'

其下伏泥盆纪地层层位在
00+

向上相对稳定'而

在
+U

方向上则快速变化'同样反映印支运动确实

形成了较强的
00+

向褶皱变形"第二期变形$%

<

!

讨论

综上述'无论是北部的涟源凹陷'南部的邵阳凹

陷还是其间的大乘山
;

龙山
+U

向隆起'均显示湘中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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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西部构造运动总体表现为自
0U

向
/+

的逆

冲'而不是前人"杨雄庭'

#88%>

'

#88%P

&徐志斌等'

#88&

&云武等'

#88<

&朱锐等'

$%%9

&刘恩山等'

$%#%

&

U>A

B

XE6

C

EA6I>34

'

$%%:

$所认为的向
0U

逆冲%

结合区域构造背景和有关深部构造资料'本文认为

向
/+

逆冲主要与两方面动力因素有关'一是紧邻

盆地西侧的雪峰造山带东缘向
/+

逆冲'二是城步
;

新化岩石圈断裂向西俯冲"图
#%

$%

图
#%

!

湘中盆地西部构造变形成因机制示意图

R?

B

4#%

!

5

Y

A>=?7=67@>A?M=?AI6L

J

L6I>I?2AS2LN6S2L=>I?2A?AI@6K6MI6LA ?̀>A

B

O@2A

B

W>M?A

大量研究表明雪峰造山带具有向两侧背冲的正

扇形构造样式'其西部大部向
0U

逆冲'而东缘则

向
/+

逆冲"贾宝华'

#88<

&梁新权等'

#888

&

U>A

B

XE6

C

EA6I>34

'

$%%:

&丁道桂等'

$%%">

'

$%%"P

&刘恩

山等'

$%#%

&张进等'

$%#%

$%由于雪峰造山带变形与

"

"

#%[=

深的冷家溪群底界面以及
$%[=

深的角闪

岩相结晶基底与麻粒岩相结晶基底界面发生拆离和

滑移有关"丁道桂等'

$%%">

'

$%%"P

$'因而相关逆冲

断裂向地表扩展过程中影响范围更广'从而使得紧

邻造山带东侧的湘中盆地西部产生向
/+

的逆冲%

城步
;

新化断裂为一东盘向
0UU

俯冲的岩石

圈深大断裂'其造成壳内低速层和莫霍面的错位'并

使岩石圈底界落差达
#$%[=

"东深西浅$&断裂带呈

现向西陡倾的低阻深延带'倾角约
!%d

'延深
#!%[=

"饶家荣等'

#88&

$%有关证据表明该断裂很可能为

新元古代早中期扬子陆块与古华南洋的分界"饶家

荣等'

$%#$

&柏道远等'

$%#$P

$'期间断裂东面的大

洋板块向北西面的扬子大陆板块俯冲"柏道远等'

$%#%

$%可以推断'作为先期板块边界的构造薄弱

带'该断裂在加里东运动和早中生代构造运动中容

易产生继承性俯冲活动%城步
;

新化岩石圈断裂大

致位于隆回西面石下江一带'受其向
0U

运移#俯

冲影响'上部地壳相对向
/+

滑移'并相应派生向

/+

逆冲应力场'使断裂两侧地区具向
/+

为主的逆

冲运动程式%

:

!

结论

"

#

$对涟源凹陷#大乘山
;

龙山隆起#邵阳凹陷等

次级构造单元进行的构造剖面调查表明'湘中盆地

西部褶皱轴面与逆断裂主要倾向
0U

'表明逆冲推

%%!#



第
#$

期 柏道远等!湘中盆地西部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及成因机制

覆的总体方向为
/+

'而不是前人所认为的
0U

%

"

$

$湘中盆地主体构造即
0+

-

00+

向褶皱和

逆断裂形成于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和中侏罗世

晚期的早燕山运动%湘中盆地西部向
/+

逆冲与雪

峰造山带东缘向南东逆冲及城步
;

新化岩石圈断裂

东盘向北西俯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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