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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印支运动的褶皱作用非常轻微 ，认为其导致华南地台盖层全面褶皱的观点是不恰 当的。 

华南地台盖层全面褶皱是由晚三叠世以来多期次继承性造山运动形成的同步一类同步褶皱。主要褶皱 

时代很晚 在南北太平洋大地构造域是娩侏罗世至中始新世，在特提斯大地构造域是中晚始新世之交。 

关键词 华南地台盖层 印支运动 继承性造山运动 中新生代 

江南隆起的南东，泥盆纪至中三叠世，广泛发育 

了地台盖层，称为南华准地台_】J。绝大多数中国地 

质学家相信，“印支运动使泥盆纪一三叠纪沉积盖层 

全面褶皱”_2 J。笔者在赣湘粤桂进行了构造地质专 

题研究，发现这一主张是不恰当的，与区域构造地质 

资料相矛盾。实际上，印支运动的褶皱作用十分轻 

微，华南地台盖层褶皱是晚三叠世以来多期次继承 

性造山作用累积叠加形成的同步一类同步褶皱，主 

要褶皱时代甚晚。这是牵涉华南中新生代大地构造 

演化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构造地质问题。继承性造山 

运动系指在相似的挤压一剪切应力作用下相继发生 

的相似的造山运动。它使不同时代构造层产生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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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褶皱，时代越老倾角越陡，时代越新倾角越缓。以 

都匀一柳州一邕宁一凭祥一线为界 ，以东为华夏区， 

以西称右江区(滇东南一黔南一桂西区)。 

l 华夏 区 

中新生代大地构造线优势取向NE，亚平行于北 

西太平洋岸，隶属北西太平洋大地构造域。图 1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区地台盖层的多期次继承性褶 

皱过程和所形成的类同步褶皱样式。 

1．1 印支褶皱非常轻微 

大冶组(Tld)与艮13群( g)和童子岩组(Pit)与 

艮口群组之间的不整合(图 1B，1C)是中晚三叠世之 

图 1 粤东北地台盖层与中生代盆地构造层类同步褶皱 

一̂蕉嶂县白朝地台盖层构造剖面(据广东省地质矿产局，1c~8[ )；B一 宁市西埔地台盏屡与中生代盐地层构造剖面；c一平远县 

关上地台盖层与中生代盆地层构遗剖面；D--剖面位置地理图； h-黄龙组，C3dr_船山组，PIq一栖霞组，PIt童于岩组， d一犬冶 

组，晚三叠一中白垩世盆地构造屡 己r 艮口群，K r 高基坪群，K：r 官草胡群 

交的印支运动记录，因为该区泥盆系至中三叠统无 

褶皱不整合。这表明印支运动的褶皱作用十分轻微 

(105。 30。／1lo。 35。；105。 35。／120。 40。)，只造成 

地台盖层首次轻微褶皱，难以觉察，在区域上追索， 

它与上覆上三叠一中侏罗统构造层的褶皱形态相 

似，走向、倾向大抵一致。因此 ，该褶皱不整合横向 

上可过渡为假整合一整合，如闽西南漳平大坑中三 

叠统安仁组与上三叠统文宾山组(大坑组 =文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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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与勘探 1999if- 

组)之问假整合一整台。 

1．2 地台盖层第二次褶皱 

以下白垩统高基坪群(K．g)之下不整合为代表 

的一次继承 性造 山运 动发 生在 晚侏 罗世 (图 1B， 

1c)，因为该区上三叠统至中侏罗统无褶皱不整合。 

这次运动使地台盖层发生第二次褶皱，在区域上随 

处可见地台盖层与上覆上三叠一中侏罗统构造层一 

起形成类同步褶皱。 

1．3 地台盖层第三次褶皱 

官草湖群( g)之下不整合(图 1c)代表了另一 

次继承性造山运动，出现在高基坪群堆积之后，使地 

台盖层发生第三次褶皱。在区域上可以汪公庙组 

(K w)与广德组(Ks )(皖南)、板头组(K1b)与禾口 

组(Ksh)(闽)之间不整合为代表。 

1．4 地台盖层第四次褶皱 

官草湖群与下伏高基坪群二者一起发生类同步 

褶皱，表明在官草湖群沉积之后又出现过继承性造 

山运动，使地台盖层产生第四次褶皱(图1c)。这次 

造山运动广泛，可以火把山组(K2n)与赣州组(K3 ) 

(赣)、石帽山群(K2sh)与沙县组( s)(闽)、双鱼咀 

组(Kss)与西垌组(K3x)(桂 )、官草湖群(K2g)与叶塘 

群( Y)(粤)之间不整合为代表。 

1．5 地台盖层全面褶皱时代甚晚 

地台盖层(T1d，P1t)与中生代盆地构造层(T3g， 

KIg， g)类同步褶皱(图 1B，1c)，二者褶皱形态相 

仿(图 1A，1B)，充分说明地台盖层全面褶皱时代相 

当晚。在广西百色、南宁、上思、容县、博自和广东丹 

霞等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在上始新～渐新统六丑群 

(桂)、瓦窑村群(桂)、丹霞群(粤)之下广泛存在区域 

性巨大褶皱不整合，继承性褶皱作用明显，使地台盖 

层进一步褶皱。 

在下白垩统高基坪群、中白垩统石帽山群、上白 

垩统赣州组、上始新一渐新统丹霞群及其四者相当 

层位之下明显的区域性不整合，全区可见。这说明 

地台盖层褶皱是多幕次继承性造山作用下形成的同 

步～类同步褶皱(图 1)，主要褶皱时代是晚侏罗～ 

中始新世。 

2 右江 区 

中新生代大地构造线优势取向 NW，亚平行于 

特提斯洋岸，属特提斯大地构造域。泥盆一二叠纪 

地台盖层与早中三叠世右江盆地构造层(地槽型建 

造)，连续沉积，二者同步褶皱。在很大程度上，图2 

可表达该区地台盖层的多期次继承性褶皱过程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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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类同步褶皱式样。 

囤 2 地台盖层和右江盆地构造层的褶皱过程和褶皱 

式样的地质图【上》和构造剖面图f下J 

(a)一天西地质图(广西地质局 崇左幅地质图(F一48一xv】Ⅱ， 

1：20万)．1976。)地台盖层；(b)一广西宁明县天酉水库一辉村构 

造剖面；cj．Ptq一牺霞组．P．m一茅口组 ；右江盆地柯造层 ： m 

马脚峙组， b一北泗组；株罗一白垩纪盆地柯造层： w一桎门 

组， x一新睦组 

2．1 印支褶皱非常轻微 

汪门组(J_W)之下不整合是中晚三叠世之交的 

印支运动记录，因为该区泥盆系至中三叠统无褶皱 

不整合，在与之相邻的十万大山盆地，上三叠统至中 

侏罗统连续沉积 汪门组微角度不整合在下伏层马 

脚岭组(Txm)和北洒组(Tlb)之上，表明印支运动的 

褶皱作用非常轻微(5。 23~／15。 25。；t220。 42~／ 

200~ 35。)，只引起地台盖层首次轻微褶皱。向NW 

至滇东南一黔南，印支运动的褶皱作用消失，如丘北 

县羊七沟和罗甸县边阳中上三叠统连续沉积 J。 

如果说桂西印支运动导致地台盖层全面褶皱，在与 

之相邻的滇东南一黔南毫无印支褶皱发生，这是不 

可信的。 

2．2 第二次褶皱发生在晚傈罗世 

汪门组(JtW)与新隆组(K2X)之问的不整合，表 

明地台盖层第二次褶皱发生在晚侏罗世，因为与之 

相邻的十万大山盆地的下中侏罗统连续沉积。由于 

缺失上侏罗一下白垩统，汪门组与新隆组之间不整 

合为代表的褶皱作用，可能包括了邻区华夏区的分 

别以马梓坪群(hm)与高基坪群(K g)、高基坪群与 

官草湖群(K2g)之间不整合代表的第二次和第三褶 

皱作用。 

2，3 再度褶皱作用发生在中晚白垩世之交 

新隆组(K，x)与下伏构造层一起发生了类同步 

褶皱，说明在中自垩统新隆组沉积之后又发生过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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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性造山运动，发生在中晚白垩世之交，以邻区的双 

鱼咀组(K2s)与西塥组(K3x)之间的不整合为标志， 

引起地台盖层再度褶皱变形。 

2．4 地台盖层、右江盆地构造层与侏罗一白垩纪盆 

地构造层类同步褶皱 

地台盖层(c3，Paq，P．[rt，P2)、右江盆地构造层 

( m，Tlb)、印支运动不整合面(前汪门组不整合 

面)、侏罗纪盆地构造层(汪门组)、前新隆组不整合 

面和白垩纪盆地构造层(新隆组)六者褶皱形态、褶 

皱轮廓相仿(图 2)。表明多幕次继承性褶皱作用相 

继出现，主要褶皱作用发生在中白垩统新隆组沉积 

之后。 

2．5 主要褶皱作用发生在中晚始新世之交 

上始新一渐新统六丑群及其相当层位之下普遍 

存在区域性巨大不整合，不整合之下的构造层强烈 

褶皱，如都安县冻北上白垩统西塥组褶皱倾角达 

70。。这～不整台之上的构造层褶皱普遍轻微。在 

桂东南博白盆地，上白垩统与下第三系(古新一中始 

新统)整合，所以主要褶皱作用发生在中晚始新世之 

交。这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的时代相吻合。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是华南造 山带而不是华南地台-[63，这一命题 

是正确的，地台盖层和中新生代盆地构造层发生了 

褶皱变形，伴随华南已知地史空前强烈的岩浆活动， 

被称为南华造山带【7J。但把这一造山带看做三叠纪 

碰撞造山带，“是印支造山运动生成的”_6 J，并与阿巴 

拉契亚和阿尔卑斯造山带类比，显然是不合适的 】。 

南华造山带中，印支褶皱是徽不足道的。南华造山 

带截然不同于世界已知著名造山带，诸如加里东、阿 

巴拉契亚、海西、阿尔卑斯等造山带。南华造山带的 

褶皱变形、岩浆侵入与喷溢是在陆上无海侵的大地 

构造环境下完成的，它是陆上造山带，与那些居于海 

侵浊积岩一混杂堆积的大地构造环境(所谓地槽环 

境)下形成的已知著名造山带是完全不同的。 

晚三叠世以来，继承性造山运动相继多次发生。 

这是由于库拉一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印度板块 

与欧亚板块的相互作用，分别在北西太平洋大地构 

造域和特提斯大地构造域产生强大的挤压一剪切应 

力，其总趋势，总指向大抵不变，分阶段释放，相继表 

现出相似的遣山运动，形成继承性褶皱变形。由于 

两大构造域相互关联，相互诱发，在两构造域里造成 

～ 些一致性大地构造事件。例如，北西太平洋大地 

构造域中晚三叠世之交的艮口一安源运动和特提斯 

大地构造域中晚三叠世之交的印支运动，尽管形成 

的优势大地构造线取向不同，但构造事件发生的时 

代大抵相同。 

3．2 结论 

1)印支运动导致华南地台盖层全面褶皱的观点 

是不恰当的。印支运动的褶皱作用非常轻微，仅使 

地台盖层产生首次十分徽弱的褶皱。 

2)晚三叠世以来，继承性造山运动相继多次发 

生，导致地台盖层与中新生代盆地层类同步褶皱。 

不同构造层的走向、倾向大抵一致，时代越老倾角越 

陡，时代越新倾角越缓。 

3)地台盖层主要褶皱时代，在北西太平洋大地 

构造域是晚侏罗世至中始新世，在特提斯大地构造 

域是中晚始新世之交。 

4)晚侏罗世以来 ，华南居于陆上无海侵的大地 

构造环境。所以，华南地台盖层和相关的中新生代 

盆地构造层的类同步褶皱的主要褶皱变形发生在陆 

上无海侵的大地构造环境，属于陆上褶皱。Argand 

(1992)把 这 种 变形 叫做 “干摺 皱 (Plissements 

se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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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2)根据金及其它成矿元素晕空间分布特征、元 

素组合分带等特点，可以推断矿床的剥蚀程度，从而 

对深部盲矿体的预测提供线索。根据成矿元素的分 

带特征，可初步推断寒武纪硅岩建造中各金矿床的 

剥蚀程度分别是：拉尔玛金矿床处于矿体的上部，深 

部可能存在盲矿体；邛莫金矿床处于矿体的中下部， 

下部(尤其是深度大于34OOrn时)存在盲矿体的可能 

性较小；而牙相金矿点埋深较大，深部有望找到具有 

一 定规模的金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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